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5），頁 199-204 

 

自由評論 

 

第 199 頁 

面對少子化原住民地區棒球運動推展之困境-- 
以台東縣紅葉國小為例 

劉昱承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班運動社會組 

 
一、 前言 

棒球運動在台灣經過百餘年發展歷史，當年位於台東縣延平鄉原住民地區的

紅葉國小，雖然地處偏鄉，也成立少年棒球隊。1968 年 8 月 25 日以 7 比 0 擊敗

日本少棒明星隊，促成台灣於次年組成金龍少棒隊，前往美國威廉波特的世界少

棒大賽。在紅葉少棒隊、威廉波特世界冠軍等歷史事件下，國人視棒球為「國球」，

從而開啟了台灣棒球史上的三級棒球時代。 

國家體育政策是運動團隊推展的最高原則，而政策是組織為達成其目的而發

展，並足以引導組織邁向目的的行動計畫或策略（楊宗文，1994）。教育部與體

育署透過政策支持、經費補助、專業培育與活動組織，共同推動學生棒球運動的

參與與發展，特別關注偏遠地區與原住民學生，促進棒球運動的普及與提升（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體育署、體育署，2024）；地方政府透過比賽舉辦、場地與資源

支持，為學生提供參賽與訓練平台，促進棒球運動與地方體育文化的發展。中央

與地方合作制定政策，規範學校棒球隊的發展，完善場地、經費與人力資源，健

全棒球運動的社會支持網絡。 

林文蘭（2016）認為棒球在原住民部落中不僅是歷史傳承和社交連結的重要

媒介，更是集體情感與族群認同的核心。原住民因身體能力的天賦、生物基因的

優勢、對棒球的喜愛、學業成績低落、經濟誘因與增加社會流動機會等因素，將

棒球視為生涯發展的主要推力；此外，教育部、原住民委員會、地方政府的政策

支持、社區文化與社會化媒介形成的網絡，則提供了原住民持續參與棒球運動的

外在拉力。 

然而面對全國性的少子化現象，各校招收學生已不像以往容易組隊。本研究

透過文獻，主要目的在探討面對少子化，原住民地區推展棒球運動的學校面臨的

具體影響及應對少子化提出因應策略及建議。 

二、少子化對原住民地區棒球運動推展之影響 

少子化的問題影響深遠，除了個人、與家庭之外，更擴及社會、企業與國家

發展等層面。胡博媛（2023）指出少子化造成招生不足，學校可能會裁併，學生

需要適應新的環境，壓力增加。許多家長選擇把孩子送到市中心學校，以接受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9D%B1%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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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教育，促使學校更積極推行創新特色課程，導致教師增能培訓速度跟不上，

影響學生的學習。隨著學生人數減少，學校資源集中於少數受歡迎的運動項目，

則限制學生的運動選擇與興趣發展。當運動代表隊組建困難且參賽機會減少時，

學生的參與動機即下降，他們可能因缺乏競賽機會而逐漸對體育活動失去興趣，

形成惡性循環，影響棒球人才儲備及球隊組建，進一步削弱學校體育的發展（邱

志遠、吳國銑，2009、卓冠宏，2015）。少子化對棒球運動帶來了一系列挑戰，

需要相關單位和組織采取有效措施應對，以確保棒球運動的健康發展。 

研究者以台東縣紅葉國小為例訪談了校長、體育班導師及教練、教育行政機

關人員等 6 位人員，訪談有關棒球隊學生數及來源的變化、各不同角色人員如何

看待、對學校及行政人員造成的影響、學校的需求、教育行政機關能做的事、面

對問題因應策略及建議。每位受訪者原則訪談 2 小時，雖受到研究時間、地域範

圍、訪談人數之限制，但紅葉國小全校學生 98％是原住民學生，因此以少棒經

典「紅葉精神」所在台東縣紅葉國小為例，具象徵性意義。 

綜合以上歸納出下列少子化對原住民地區棒球運動實務推展上的影響： 

（一）學生（球員）來源困難 

    少子化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學生源不足，不論校長、體育班導師或教練、地方

政府教育主管機關都有同樣的想法，尤其地方教育主管機關人員更認為： 

少子化導致球員來源不足，影響棒球隊組成，偏鄉如台東縣因人口外移與

就業機會少，體育班招生困難，面臨裁撤風險；加上中央推動大足球計畫，

進一步加劇棒球隊招生挑戰，造成發展壓力。 

因此少子化的問題，需要透過不同機制增加學生源，使得棒球隊得以組訓，

棒球運動得以延續，再現光榮時刻。 

（二）住宿生增加學校教師、行政工作 

對於部分招生不足學校或偏遠地區之學校，因體育班人數不足，所以跨越縣

市、跨越行政區招生，使得教師、教練、行政工作人員必須對於這些外地、住宿

學生不論課業或生活需付出更多關懷等。但除了增加工作外，校長認為： 

學校透過招收外地學生，加強行政、導師與教練間的合作，不僅提升危機

意識，亦促進團隊協作；同時藉完善教育內容與棒球課程，健全學生身心

發展，並將棒球隊學生作為主要學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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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正向的思考對於學校的團結，有意想不到的結果。他更認為： 

良好的生活照顧，可以培養學生獨立自主，兼顧團隊合作的良好品格。 

因此學校可以檢視既有優勢師資領域與周邊可用資源，並就學校不足之處，

建構獨特教育之內涵，以發展成為學校風格與亮點，吸引學生就讀。 

（三）因應策略造成學校經費壓力 

學校棒球運動無法脫離人為因素的影響，校長、教練、行政人員、班級導師、

家長、社區成員都是直接影響本案成敗的關鍵人物。校長的經營意願更是棒球隊

存廢與興衰的關鍵，從萌芽至收穫，需要大量精神及物資投入。紅葉國小校長表

示： 

因學生來源不足，需招收大量住宿生，增加行政與教師負擔，需適當人力

資源與補助支持。此外，球隊運作仰賴免費三餐及訓練經費，需透過補助

與募款維持。學校特殊性質與偏鄉條件，更需政府在人事與經費上提供支

持。 

因此，社會網絡和政策支持是原住民地區棒球運動推展最重要的拉力和機

會，需要教育部、原住民委員會、地方政府以及相關體育政策的支持，以及尋求

政府和企業的資助，確保棒球運動的資金充足。 

（四）影響學生課業表現 

目前基層棒球教練，因少子化產生的減班裁校現象，會影響員額減少的問題。

基層教練可能為了怕被裁員，在現今成績取向的制度狀況下，會增加球員的訓練

量及時間，使得基層選手就學期間只剩下棒球訓練，缺乏其他知識的學習，造成

學業落後（何卓飛、邱志暉，2009）。紅葉國小體育班導師亦認為： 

團隊人數不足影響運動成績，進而影響專任運動教練績效，教練為了提升

績效，利用假日及課餘時間訓練，減少學生學習時間，影響學生課業表現。 

林文蘭（2007）研究中指出：原住民學生因不喜歡讀書而選擇打棒球，並將

其作為升學途徑，雖以培訓為主，但仍需兼顧課業，以培養基本學識與素養文化。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5），頁 199-204 

 

自由評論 

 

第 202 頁 

（五）影響球隊團體士氣 

 由於棒球隊人數少，導致每位隊員都可以上場比賽，這看似是一個優勢，因

為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參與和展示自己。然而，教練卻這樣認為： 

隊員缺乏競爭壓力可能導致自我提升動機減弱，技術進步緩慢；對實力較

弱的學生則可能產生無動力感，他們可能覺得無論怎麼努力，自己的表現

都可以參加，進一步影響參與熱情與努力，並對整體團隊士氣造成負面影

響。 

當隊伍中的一些成員缺乏動力和積極性時，這種態度很容易傳染給其他隊

員，隊員缺乏動力會影響團隊氛圍，進而導致訓練與比賽表現下降，削弱競爭力，

影響成績、自信心及集體榮譽感，形成惡性循環。 

（六）學生多重身份角色，無法專一 

學生參與多元活動雖能促進全面發展與團隊精神，但也分散專注力，縮減棒

球訓練時間，影響專業能力的提升，教練覺得： 

學生多重身分角色，要學棒球也要參加合唱團、語文競賽…。影響各個球

員訓練時間，亦縮減團隊練習的機會。 

學生被要求參加多項活動可能增加負擔與壓力，削弱興趣與積極性，影響課

業表現與棒球隊的訓練成果，難以兼顧平衡。 

三、因應策略 

陳信中、李柏諭、戴遐齡、劉玉峯（2015）指出推動台灣棒球運動的永續發

展以「RSCIC」機制，其包含五大核心要素：資源（Resource），透過經費補助健

全棒球隊伍，解決球員不足等問題；支持（Support），加強政府與職棒界支持，

保障球員權益；協力（Corporation），吸引企業贊助支持；整合（Integration），優

化資源運用；控制（Control），成立績效管控小組，確保計畫有效落實。 

依上述基礎，針對少子化對原住民地區棒球運動的影響，紅葉國小校長等除

爭取政府及企業民間資源補助外，針對課程、組訓提出以下因應策略建議： 

（一）積極對外招生設計多元學習課程及更全面課輔來進行招生，例如：每日

夜間課輔教學、一對一遠距英文教學、結合外界資源（博幼）進行長程（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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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學習計畫。 

（二）推動實驗型態之棒球人才之培育，多元的校園學習內涵，爭取到國外移

地訓練或比賽機會，並利用移地訓練及比賽，增進學生參觀與體驗與累積經

驗，豐富學習以增進思考力。 

（三）為了提升棒球隊的競爭力和隊員們的自我提升動機，學校應考慮引入更

多的競爭機制，激勵隊員們不斷進步。同時，也應該關注那些實力較弱的學

生，透過個性化指導和激勵措施，幫助他們找到前進的方向，提升整體團隊的

士氣和戰鬥力。 

（四）為維護紅葉棒球招牌，近年紅葉國小成立棒球運動科學訓練中心，減少

土法煉鋼的方式，以科學及儀器訓練，使選手能夠在訓練上更有效率，減少選

手流失的風險，以發展科學化訓練，延續國人對紅葉文化歷史情感之傳承。 

透過上述策略，在少子化背景下能有效推動棒球運動發展，一方面提升參與

人數與整體競爭力，另一方面培育優秀選手，為棒球注入新血，實現長足發展與

普及。 

四、結語 

在少子化的背景下，原住民地區的棒球運動面臨諸多挑戰：學生來源不足直

接影響球隊組訓與人才儲備，進一步對教育結構與棒球運動推廣造成壓力；跨區

招生增加學校管理負擔，並帶來經費壓力；過多的棒球訓練影響學生課業表現，

多重活動參與分散訓練時間；人數不足導致競爭壓力下降，進而削弱球隊士氣與

競爭力。而透過擴大招生、推動實驗型人才培育、引入競爭機制、科學化訓練及

推廣社區參與等策略，原住民地區棒球運動能在少子化挑戰下增加參與人數、提

升競爭力，並培育優秀選手。不僅促進棒球運動的延續與普及，也助力社區文化

的發展與傳承，實現長足進步與「TEAM TAIWAN」榮光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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