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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我國

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管理相關學系招生

策略及其考量之因素。研究者以 77 
位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管理相關學系之

系主任為研究對象，實施問卷調查。

研究者以自編的「我國大專校院運動

休閒管理相關學系招生策略及其考量

因素之研究」問卷，作為資料收集之

主要工具。所獲結果如下： 
（一）我國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管理相 
      關學系之招生運作概況，招生 
      管道主要為「大學甄選入學」； 
      招生宣傳媒介或管道以「招生 
      簡章」比例最高；招生宣傳以 

     「課程規劃」為重點；以及，整 
      體招生成效介於「良好」與 
     「普通」之間。 
（二）我國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管理相 
      關學系之招生策略，依序為「改 
      善軟硬體設施」、「增加就學誘 
      因」、「營造優質形象」和「強 
      化招生工作」。 
（三）我國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管理相 
      關學系之招生成效影響因素， 
      依序為「校系形象」、「專業學    

    習誘因」、「校園生活機能」、「招 
    生作業辦理」和「師生表現」。 
關鍵詞：運動與休閒管理、招生策略、 

        高等教育、組織運作。 
 
Abstrac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tudent 
recruitment strategies and consideration 
factors of sport and/or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departments of 
Taiwan universities/colleges. A total of 
77 chairpersons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departments of 
Taiwan universities/colleges were 
involved in the study’s questionnaire 
survey. A researcher self-designed 
instrument, “The Student Recruitment 
Strategies and Consideration Factors of 
Sport and/or Recre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Departments of Taiwan 
Universities/Colleges Survey”, was used 
as the main tool to collect data. The 
study found: (a) the main channel for 
student admission was “College 
Admissions via Recommend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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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the major media to provide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was the admission 
brochure; most departments emphasized 
program planning in preparing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and the overall recruiting 
effectiveness was between “Average” and 

“Good”; (b) the student recruitment 
strategies, in a descending order of 
importance, were “Improving Software 
and Facilities”, “Providing Entering 
Incentives”, “Creating a Sound Image”, and 

“Enhancing Recruitment Tasks” ; and (c) 
the student recruitment consideration 
factors, in a descending order of 
importance, were ”Image of the University 
and Department”,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centives”, “Convenience of Campus 
Living ”, and ”Performance of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Keywords: Sport and/or recreation 

management, Student  
recruitment strategy,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二、緣由與目的 
    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的生產與

運用為產業發展之主要趨勢，而商品

的價值往往存乎其所涉及的知識內涵

（羅華美，2002）。為求知識價值的提

升與體現，人力和智慧資本的開發、

整合與分配，已被視為國家競爭力的

表 徵 ， 國 家 創 新 體 系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NIS) 的建置，亦已

成為各國政府戮力以赴的時代使命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1999)。爰此，扮演國家創新體系重要

推手之高等教育，其角色定位與功能

格 外 受 到 矚 目 ； 將 知 識 資 本 化 
(capitalization of knowledge) 是各界賦

予大學校院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之ㄧ

（羅華美，2002）。 
    台灣歷經近年來之教育變革，學

校教育的發展令人憂喜參半。其間，

高等教育普及之於奠立知識經濟發展

基礎的貢獻，固然應予肯定，然大專

校院數量的快速成長，導致教育資源

不足、辦學品質不佳、畢業生專業能

力無法因應市場所需之現象，亦已引

發各界之檢討聲浪。立法院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在一項促進高等教育國際競

爭力專案報告中，曾明確要求主管機

關應研擬大學系所退場機制，除應從

嚴審核新增校系所外，對招生不足之

學校，應予輔導，並以科系所整併、

轉型、減招或停招等方式進行改善（教

育部，2003）。基於少子化問題日益

嚴重，教育部（2006）重申各校應重

視招生缺額之警訊，合理調整部分學

制之招生政策。其中，新設或改制之

學校尤應以師資、教學資源與生活設

施之繼續充實，來提升學校競爭力。

同時進一步宣示，一旦適當配套措施

研定後，招生不足、評鑑不佳科系、

未達專業評鑑標準或註冊率不足五成

之學校，將予以減招或停招之處分。 
    國內運動休閒管理系所近年來在

數量上的成長，頗為驚人。對此一發

展，學界分別表達了「供過於求」、「供

不應求」和「供需平衡」等三種觀點。

例如，蔡秀芳（2001）認為，國內體

育專業人才培育逐漸邁向多元化、精

緻化和高學歷等方向，但面臨人力的

供應遠遠超過產業界的實際需要。然



4 
 

而，趙麗雲（2005）的評估結果指出，

我國休閒科系所畢業生如果全部投入

休閒運動職場服務，平均每人服務人

數高達 7667 人，與其他服務業或其他

國家的休閒事業相較之下，專業人力

明顯不足。但另一項研究的結果則顯

示，現階段人力資源之供給與需求並

無失衡現象，且短期內應不致於匱

乏，同時表示目前大專校院體育、運

動休閒管理或相關系所已超過 100 多

所，應有助於俱樂部產業基礎人才的

養成（姜慧嵐，2005）。 
    縱使基於供、需或主、客觀之立

場有別，對現有國內運動休閒管理相

關系所快速發展之評析褒貶不同，惟

就上述國內大學間的競爭趨勢、社會

環境的限制，抑或系所評鑑措施所形

成的壓力而言，運動休閒管理相關系

所對其未來發展目標的確認、辦學品

質的強化、以及招生策略的精進上，

無一不須審慎、積極以赴，以圖存續。

其中，生源的穩定，以及學生素質的

合宜性，無疑乃各項辦學規劃賴以落

實的基礎。因此，如何有效推展招生

工作，各相關系所的策略與考量為

何，實皆有必要進行系統化的探究。 
    基於上述問題背景之說明，本研

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探討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管理相 
      關學系之招生運作概況。 
（二）探討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管理相 
      關學系之招生策略。 
（三）探討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管理相 
      關學系招生成效之影響因素。 
 
三、方法 
    本研究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所公

佈之大專校院一覽表 156 個相關學

系進行資料篩選。共計有 77 個大專校

院運動休閒管理相關學系符合次研究

之目的，遂以調查階段各學系系主任

為本研究之對象。 
    本研究採用深入訪談和結構型問

卷調查進行資料收集。以研究者自編

的「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管理相關學系

招生策略及成效影響因素調查問卷」

做為調查的工具。共計寄出  77 問
卷，回收 67 份，回收率達 87.01%。 
 
四、結果 
    以下將分就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管

理相關學系之基本資料概況、招生運

作概況、招生策略概況、招生成效影

響因素概況以及基本資料、招生運作

概況與招生策略、招生成效影響因素

之分析等五方面加以呈現。 
（一）基本資料概況 
    1.成立年數 
    研究結果顯示大專校院運動休閒

管理相關學系平均成立為 9.30 年，其

中以成立「1-4 年」的學系最多。 
    2.學校所在地 
    本研究依據中央氣象局提供台灣

全區分區表，將台灣分為「北區」、「中

區」、「南區」、「東區」及「外島」等

五區（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2009）。學校所在地分佈情形來看，位

於「北區」為最多，佔 37.3%，其次為

「南區」，佔 34.3%。 
    3.學校屬性 
    將學校屬性分為兩種屬性進行討

論，在「公、私立」部份，「私立」較

多（67.2%），「公立」，佔 32.8%。另外

在「技職體系、一般大學、師範校院

及體育校院」部份，「技職體系」最多，

佔 49.3% ； 其 次 為「 一 般 大 學 」



5 
 

（ 31.3% ），「師範校院」居第三

（10.4%），最少為「體育校院」（9.0%）。 
（二）招生運作概況 
    1.核定招生班級與人數 
    核定招生班級數，以 13 班為最

多，最少為 2 班，平均的核定招生班

級數為 2.24 班。而在核定招生人數方

面，以 650 位學生最多，最少為 40 
位學生，平均的核定招生人數為 
113.19 人。 
    2.招生管道 
    以「大學甄選入學」為最多

（61.2%），其次為「大學入學考試登

記分發」及「轉學考試」（58.2%），「四

技二專推薦甄選管道」（55.2%）再其

次，最後為「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管道」（44.8%）。 
    3.體育術科考試成績納計情形 
    在是否將大考中心辦理之體育組

術科考試成績納入採計或審查之項目

中題目填答狀況，以填答「否」的答

題次數為最多（71.6%），其次則為「部

分管道納入」（19.4%）。 
    4.主要之招生宣傳媒介或管道以 
    採 取 「 招 生 簡 章 」 為 最 多

（91.0%），其次為「至高中職宣傳」，

佔  74.6% ，「招生海報」為其三

（65.7%），接著為「國內教育博覽會」

（56.7%），第五名則為「招生手冊」

（47.8%）。 
    5.招生宣傳重點 
    有關招生宣傳重點方面，以「課

程 規 劃 」 為 重 點 的 學 校 為 最 多

（ 68.7% ），第二為「辦校品質」

（65.7%），「畢業生就業機會」為其

三，佔 53.7%，接著為「學校聲譽」

（49.3%），第五名則為「師資及產學

合作」（47.8%）。 

    6.招生宣傳經費 
    在是否固定編列招生宣傳經費之

題項上，填答「否」之學系為最多

（64.2%）。宣傳經費方面，整體宣傳

經費平均為 73.38 萬元，最多 900 萬

元，最少 1 萬元。而進一步將招生宣

傳經費分為等量三組，其結果可發現

「高金額組別」平均數為 291.67 萬

元，「中金額組別」平均數為 4.7 萬元，

而「低金額組別」平均數為 1.5 萬元。

從這三個組別可以發現，全國大專校

院運動休閒管理相關學系在招生宣傳

經費上呈現懸殊的差距。宣傳經費編

列方式方面，則以「學校統編」之學

系為最多（50.7），其次為「系上編列」

（10.4%）。 
    7.招生管道決策方式 
    以「配合學校政策」為最多

（70.1%），其次為「系務相關會議議

決」（38.8%）。 
    8.招生檢討會議召開情形 
    以填答「學校統一辦理」為最多，

佔  56.7% ，其次為「系上召開」

（20.9%），填答「否」者，佔了 19.4%。 
    9.各項招生作業規定 
    以「配合學校政策」為最多

（68.2%），其次為「系務相關會議議

決」（45.2%）。 
    10.招生量化成效 
    招生量化成效方面，填答「良好」

的為最多（55.2%），其次為「普通」

（20.9%），「極佳」為其三，佔 16.4%，

最後為待加強（7.5%），未有任一學系

對於招生量化成效方面填答「極待加

強」。 
    11.招生質化成效 
    招生質化成效方面，填答「良好」

之系所為最多（49.3%），其次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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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佔 35.8%，「待加強」居第三

（11.9%），最後為「極佳」（3.0%），

未有任一學系對於招生質化成效方面

填答「極待加強」。 
（三）招生策略 
    1.策略一：營造優質形象 
    「營造優質形象」策略方面，「積

極提升學校形象」為最高，其次為「慎

選招生宣傳時機」，「辦理大型活動以

求曝光機會」為其三，接著為「爭取

獲校外單位補助的機會」，「加強招生

文宣的設計」及「加強與校友之聯繫」

則為第五，其平均數介於 4.33 至 3.76
之間。 
    2.策略二：強化招生工作 
    「強化招生工作」策略方面，「審

慎安排招生考試日期」為最高，其次

為「安排專人致高中職宣傳」，「慎選

招生管道」為其三，緊接其次為「善

用外加名額(如原住民、離島生等)」，
第五為「安排高中職學生到校參訪」，

其平均數介於 4.10 至 3.78 之間。 
    3.策略三：改善軟硬體設施 
    「改善軟硬體設施」策略方面，

「增進師生互動關係」為最高，緊接

其次為「改善教學環境」，「強化師資

條件」及「定期檢討專業課程」之比

例同列第三，「充實圖書儀器設備」為

其五，其平均數介於 4.34 至 4.06 之

間。 
    4.策略四：增加就學誘因 
    「增加就學誘因」策略方面，第

一為「提供學生至業界實習機會」，緊

接著其次為「安排學生參與課外活動

的機會」，「加強產學合作」居第三，

接著為「輔導畢業生就業」，「提供學

生跨領域(輔系、雙主修、學程等)學習

機會」為第五，其平均數介於 4.30 至

3.94 之間。 
（四）招生成效影響因素 
    1.影響因素一：校系形象 
    「校系形象」影響因素方面，以

「學系的知名度」為最高，「業界對學

校的評價」居第二，其次為「學系評

鑑的結果」，而「學校的國際化程度」

為第四，第五為「姐妹校的多寡」，其

平均數介於 4.46 至 2.88 之間。 
    2.影響因素二：校園生活機能 
    「校園生活機能」影響因素方

面，以「學校所在位置」為第一，緊

接著其次為「學校周遭的生活機能」，

「學生活動空間」居第三，再來是「校

園生活文化」，第五為「校園景觀」，

其平均數介於 4.63 至 3.57 之間。 
    3.影響因素三：專業學習誘因 
    「專業學習誘因」影響因素方

面，以「系上專業課程的規劃」為最

高，第二為「教學資源」，其次是「學

雜費收費標準」，「是否提供獎助學金」

居第四，第五則為「校內有無可銜接

之碩士班」，其平均數介於  4.07 至 
3.64 之間。 
    4.影響因素四：招生作業辦理 
    「招生作業辦理」影響因素方

面，以「招生管道（如甄選入學、大

考分發等）的選擇」為第一，其次為

「招生考試日期的排定」，「招生相關

資訊取得的便利性」居第三，接著為

「招生宣傳媒介或管道的選用」，第五

則是「平時與目標高中（職）的互動

品質」，其平均數介於 3.96 至 3.67 之

間。 
    5.影響因素五：師生表現 
    「師生表現」影響因素方面，以

「教師的專業成就」為最高，第二為

「畢業生的表現」，接著是「校友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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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師生參與社會服務的表現」居

第四，第五為「有無眾所週知的學生

（如明星選手、演藝人員）」，其平均

數介於 4.09 至 3.28 之間。 
（五）基本資料、招生運作概況與招 
      生措施、招生成效影響因素之 
      分析 
    1.學校屬性與招生策略差異分析 

學校兩屬性在「招生策略」上皆

無顯著差異存在（p＞.05）。 
    2.招生宣傳經費與招生策略、招生 

成效影響因素 
招生宣傳經費之「高金額組別」、

「中金額組別」及「低金額組別」三

組在「招生策略」及「招生成效影響

因素」上未見顯著差異（p＞.05）。 
    3.招生量化成效與招生策略 
    愈強調「營造優質形象」、「強化

招生工作」及「增加就學誘因」等招

生策略者，招生量化成效愈佳（r 介

於.253 和.314 之間，p＜.05）。     
    4.招生量化成效與招生成效影響 

因素 
    在「校系形象」與「專業學習誘

因」等招生成效影響因素上認知愈高

者，招生量化成 效 愈佳（ r=.347
和.288，p＜.05）。 
    5.招生質化成效與招生策略 
   愈重視「營造優質形象」招生策略

之 學 系 其 招 生 質 化 成 效 上 愈 高

（r=.274，p＜.05）。 
    6.招生質化成效與招生成效影響

因素 
    對「校系形象」因素認知愈高者，

招生質化成效愈佳（r=.346，p＜.05）。 
    7.整體招生成效與招生策略、招生 

成效影響因素 
     在「營造優質形象」、「強化招生

工作」、「校系形象」和「專業學習誘

因」等因素之認知程度愈高者，其整

體招生成效愈好（r 介於.245 和.573 之

間，p＜.05）。 
 
五、成果自評 
    本研究依原計畫中訂定之方法，

針對所欲瞭解之課題進行資料蒐集、

分析和探討，提供研究問題的可能解

答，相信對現行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管

理相關學系招生策略及其考量因素等

課題已有適當之說明，應有實務與學

術上之參考價值。因此，自評已有效

達成預期的研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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