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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在學校體育活動之應用

陳志佳
(雲林縣僑和國小 教師)

摘要

由於社會結構快速變遷，各行業紛紛增設公共關係部門來協助企業與各種
不同對象建立良好的關係，學校本身亦面臨到相當的衝擊。學校是個和外在環

境交互作用的動態系統，可藉由體育活動冀求與公眾建立穩定而和諧的關係，
因此公共關係在學校體育行政上是相當重要的環節。

關鍵詞：學校體育、公共關係

壹、前言

由於社會結構和人際關係的快速變

遷，各行各業紛紛增設公共關係部門來協
助企業與各種不同對象建立良好的關係。

但是學校機關長期以來受到政府的保障，
學生及經費來源穩定，故「公共關係」一

詞鮮少出現在校園中（陳慧玲，1992），
更遑論應用於學校體育活動了。

當前社會，教育改革風起雲湧，從大
學法修正將大學體育課程改為選修開始，

學校體育面臨到相當的衝擊。自九十學年
度開始國中小學實施「九年一貫新課

程」，體育與健康合成一領域，使得學校
體育的地位和走向轉變更大。到底體育在

學校教育環境中應扮演何種角色？功用又
如何？未來該何去何從？面對當前的轉

變，這些議題一直是民眾所關心的，更是

學校體育教師必須未雨綢繆、提早因應。
本文將針對學校體育公共關係現況與

運作加以探討，闡述學校體育公共關係的
意涵、功能及工作內容，將有助於學校體

育運用公共關係之參考，並希望學校體育
能扭轉目前頹勢，再次獲得社會大眾的肯

定。

貳、學校體育公共關係的意涵

一、學校體育公共關係的意義
參酌國內外學者對於公共關係及學校

公共關係等相關文獻，筆者將學校體育公
共關係界定為：「學校體育行政、體育教

學、運動代表隊組訓、運動競賽等體育相
關活動，透過行政作為、溝通策略，與特

定的公眾建立雙向交流與了解，從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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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關係，且獲得社會民眾的接納與支

持，進而達成學校教育的功能與體育活動
的目標。」。

二、學校體育公共關係的內涵

透過文獻探討得知，學校組織的形象

是外部公眾對學校總體的印象（明安香，
1995）。不過公共關係不單只是向學校外

部發展，更是需從學校內部做起。因此筆
者將學校體育公共關係區分為內部公共關

係及外部公共關係來說明：
（一）學校體育內部公共關係

學校體育活動雖然廣泛，但體育是屬
於學校教育的一環，所以建立好內部的公

共關係是順利推展學校體育活動的首要任
務，也就是俗話說的：「攘外必先安

內」。建立良好的內部公共關係基礎在於
平日應與學校同仁和學生保持良好的關

係，因為體育教師在學校並非多數，學校
體育活動的推展實有賴於全體師生的配

合，惟有先獲得校內師生的支持，使相關
工作得以順利推展，在師生合作下達成活

動的目標。此外，應設法了解全校師生對
於體育活動的需求，採用多元的管道（如

問卷、訪問、觀察）了解師生的反應，並
能迅速的發現問題，不斷的修正，使得學

校體育活動更能符合彼此的需求，大專體
育課程採興趣選項的方式便是一例。

總而言之，透過內部公共關係的建
立，能使得學校內不管是教師或是學生，

對於體育有認同感，願意協助參與，這樣
才能稱作是良好的內部公共關係。

（二）學校體育外部公共關係

學校是個和外在環境交互作用的動態

系統，所以學校體育的外在公共關係是在
冀求與公眾建立穩定而和諧的關係。因此

當學校要推展體育活動時，除了要謀求校
內師生的支持外，也必須尋求外在的力量

的結合。如家長會、學校所在的社區、地
方團體、鄰近學校、各級體育運動團體等

皆是學校體育活動推展時能經營的外在公
共關係。只是過去的教育行政體系習慣接

受中央機關的「安排」，統一的教材，固
定的經費，僵化的人事升遷，所以使學校

在對外關係的經營上不甚注重，也因此學
校體育在外部公共關係這一方面的發展空

間仍相當大。2002年台北縣承辦全國運動
會，主辦單位能向民間募集一億元的經

費，便是將外部公共關係發揮極大。

三、學校體育公共關係的目的和
功能

（一）天下父母心，父母本就會關心子女學

習，學校體育公共關係使家長能了解
學校體育活動的內容和目的，進而願

意配合學校體育活動的舉辦，提升學
校辦學的績效。

（二）學校辦理活動需要人的參與，需要資
源的協助，學校體育公共關係能協助

建立學校良好的形象，爭取內、外資
源的支持，增進校內、外間的了解，

傳播學校體育的成果。
（三）學校活動計畫內容再多采多姿，若缺

乏溝通共識來化解不利學校的消息或
誤解，對學校影響是很深遠的。學校

體育公共關係提供澄清的機會，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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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適處理，以減低或避免危機的擴

大。

參、學校體育公共關係當前的
困境

顏如玉（1998）從事「國民小學公共
關係之調查研究」發現國民小學在公共關

係的實施上並未達到學校人員和學生家長
的目標。學校體育在推展公共關係發展上

常遇到的困境，主要可歸納下列幾點：

一、學校行政方面

（一）目前除大專院校由專責單位負責公關

業務外（如台灣大學、成功大學、淡
江大學將公關業務劃歸秘書處），高

級中等學校以下的學校組織編制內缺
乏正式的公共關係專責人員或單位來

配合學校體育工作的推展，更別遑論
要編列固定的經費預算來支應了。張

明文（1998）、顏如玉（1998）的研
究均發現：國民小學推展公共關係的

可能困難，以「缺乏專責單位及人員
編制」與「缺乏固定經費預算」為主。

（二）秦孟群（1998）認為現代學校必須主
動出擊，公共關係是現代教育行政者

必修的課題之一。傳統上學校行政單
位傳統保守的觀念，學校並未將公共

關係的經營規劃列在學校體育年度計
畫中，只侷限於校內關係的和諧發

展，以致忽略了和社區或其他社會團
體的互動。

二、學校人員方面

（一）師資培育課程並未提供公共關係類似

的訓練，雖然學校公共關係已逐漸受
到重視，但是該如何做？該從哪裡著

手？體育行政人員及教師仍不完全明
白。所以學校應舉辦相關研習，提升

學校教職員公關專業知能。
（二）部分學校人員誤認為學校體育活動在

公共關係的處理上就僅是吃飯、應
酬，並未真正用心經營公關工作。學

校公關工作應是全校教職員都應參與
的活動，因為全員的參與才能提升學

校的整體效能。
（三）部分學校成員雖知公共關係的重要

性，但卻將學校體育公共關係的經營
視為是學校相關行政人員的工作，認

為這與教學無關而不願意提供協助。
因此學校本身應激勵學校教職員熱愛

學校的熱忱，建立全體推展學校公關
的共識。

肆、學校體育公共關係運作的
重要性

綜觀目前學校體育相關法令的規定，

學校體育實施辦法中規定由全體專任教
師、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職工代表與

行政人員組成的全校體育委員會，相關成
員均具有能針對學校體育相關業務提出計

畫、審議、諮詢甚至評鑑之責。另外，九
年一貫課程實施，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更

將家長及社區代表列為法定成員，明定學
校應考量社區特性、學生需求、家長期望

等訂定學校本位課程。可見家長為其子
女，社區地方為其發展，均可依法參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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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事務，學校實已無法再像過去一樣

閉門造車，學校生存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因此學校推展對內、對外的公共關係是越

發重要。
其次，學校是政府組織架構下的一

員，當學校舉辦體育活動時，可能影響的
相關層面包括了學生、家長、社會大眾、

學校所在的社區、相關政府機構、其他公
私立學校及教職員等，因此公共關係在學

校體育行政上其實是相當重要的環節，也
就是說公共關係是在學校體育和內、外公

眾間建立溝通的管道，學校體育公關制度
的建立與運作是否得宜是影響學校體育活

動推展能否成功重要的關鍵。
總言之，未來的社會是個強調多元、

越加開放的社會，學校身為社會的成員，
自然無可避免。過去公共關係鮮少受到重

視，但學校成員包含體育同仁面對社會潮
流的發展，若能將公共關係的推展視為己

任，不僅對內提高學校凝聚力，對外爭取
不同公眾的支持，保持良好互動，發揮多

合一的綜效，創造互利均嬴的局面。反
之，如捨棄不用，則將易遭受各方誤解，

缺乏支援，事倍而功半。

伍、學校體育公共關係運作的
具體做法

一、將學校公關列入學校體育計
畫中

很多人誤以為公關只是交際應酬、打

打廣告就可以了，殊不知公關是需要有計
劃、有系統、長期性的努力（周淑玲，

1992），所以學校行政應將公關列入學校

年度體育活動計畫中，以能確實發揮公共
關係之功能，幫助學校體育活動之推展。

學校體育活動要能成功推展，藉助公共關
係的實施是必要的，所以良好的公共關

係，對於體育活動的推展是具有加分的效
果。。

二、建立各項溝通管道，行銷學
校體育特色及績效

若學校能建立有效且開放的溝通管
道，除了傳統上僅在走廊佈置、張貼體育

活動照片外，當前盛行的網路、電子郵件
信箱與大眾傳播媒體的善用，均是可以將

學校體育向外推銷，向外界展現各項成果
資訊。而這些溝通管道也提供學校內部或

外部能對於學校體育提出看法，這樣雙向
的溝通，更有利於了解缺失，減少不必要

的錯誤發生。

三、舉辦公共關係活動，溝通情
感，增進交流

公共關係活動的目的在聚集想要溝通
的特定對象，發佈想要發佈的訊息，讓特

定對象藉由活動參與，留存深刻的印象
（韓慈穎，2000）。而學校體育最好的公

關活動就是年度運動會的舉辦，同時搭配
其他活動的舉行，藉由活動的進行展現學

校整體教學實施的成效，並提供學校教職
員、家長、社區民眾、媒體等有彼此交流

的機會，了解學校教育的目標。

四、進行調查分析，預知衝突，



國教新知

第 53 卷 第1期

70

預防危機發生

學校體育工作可以針對某些特定議題
進行調查，做為學校體育活動的推展之參

考。例如問卷調查、訪問、觀察等結果均
使能提供學校未來在舉辦體育活動時的參

考，以期能符合內、外公眾的需求，建立
良好公共關係，並能提早發現誤解，解除

危機的發生。

五、成立危機處理機制，指定專
責人員負責學校公關工作

學校體育的危機處理並不單僅指運動
傷害事件而言，而是指學校在環境中所遭

遇的各項衝擊，當家長對於學校有所質疑
時，這些都是需要有專責的機制來負責處

理，因此學校應成立危機處理小組，並能
慎選專人負責，以協助降低傷害，避免危

機擴大。

六、善用各類組織，爭取社會資
源，用績效建立公關

學校體育應化被動行政為主動行政，

積極爭取社會資源的支持，例如和社區合
作成立運動指導班，承辦體委會的運動教

室等均是有效利用社會組織資源，彌補學
校經費的不足，並藉由活動績效來達成提

升學校公共關係的良方，進而能爭取更多
的社會資源的投入。

伍、實例－以雲林縣僑和國小
舉辦家長會長盃社區路跑
競賽為例

雲林縣僑和國小自1998年起，便由學

校家長會經費支援，每學年度上學期舉辦
全校性的路跑競賽，競賽路程則是以學區

內社區重要道路來進行規劃，這是一項動
員全校師生共同參與的活動，其宗旨在於

增進學生體適能，促進學生身體健康，並
能藉以增進親師交流、提升學校與社區間

的關係。
由於校內教職員彼此合作，第一次活

動的舉辦社區反應熱烈，於是路跑競賽便
成為家長會年度的工作要項之一，參與對

象也由原本以學生為主體，至2002年更有
家長陪同學生報名，親子共跑的情形。尤

其是學生在比賽的過程中，社區民眾自發
性的擔任路口導護，並為參賽學生加油喝

采。雖然活動的舉辦並沒有媒體特別介
紹，但是這項活動的確為學校在社區建立

了不少正面形象，打響知名度，所以公共
關係的建立是無形的，是須長期努力的。

學校公關應是全校教職員都應參與的活
動，因為全員的參與才能提升學校的效

能。
由於活動舉辦成功，學校與家長會未

來計畫將舉辦以親子為對象的路跑競賽，
邀請學生家長能與其子女共跑，增進親子

交流，並邀請地方電台前來採訪，增加媒
體曝光率，將學校體育活動特色介紹給外

界認識。藉由路跑競賽的舉辦，學校的資
源幫助了社區的發展，而社區的資源也幫

助學校體育活動的圓滿達成，學校和社區
二者相輔相成、彼此互蒙其利。學校與社

區也因此活動更能緊密的結合，並達到政
府所推行全民運動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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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在二十世紀時代，公共關係在組織的
發展已佔有重要地位，但將公共關係與體

育相結合時間並不久，國內也正處於摸索
的階段（范智明，2002）。新世紀學校地

位面臨更多的挑戰，學校體育也不例外，
因此公共關係將是現代教師必備的本職學

能及份內工作，協助學校結合不管是內部
或是外部公眾的力量。學校體育就如同產

品，它也需要品牌來襯托，才能吸引消費
者購買的慾望，吸引大眾的支持，而品牌

的建立，就有賴於公共關係的運作推銷。
所以學校教職員應拋棄過去故步自封的舊

思惟，自掃門前雪的舊觀念，視學校發展
為全體教師責無旁貸的職責，學校體育為

全體教師無可推卸的工作，惟有每位教師
均擔負起學校公共關係工作的推展時，才

可能因應未來快速變遷的環境，這樣的學
校才不至於被新時代所淘汰。筆者認為：

未來學校體育的發展仍是有相當努力的空
間，如何透過公共關係的運作將學校體育

活動順利推展，這將是未來學校體育工作
者急需深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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