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TIONAL SPORTS QUARTERLY



政策導向 Policy Orientation

02 國家運動科學新藍圖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Blueprint for Sports Science

本期專題 Focus Topics
國家運動科學新藍圖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Blueprint for Sports 
Science

04 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介紹與發展規劃
Taiwan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utlook
蘇靖雅、章芝儀 Ching-Ya Su, Chih-Yi Chang

08 我國參加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政策規
劃再升級──以參加2024巴黎奧運
後勤與運動科學支援規劃經驗為例
Enhancing Taiwan’s Policy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Multi-
Sport Event Participation: Lessons from the Logistics and 
Sports Science Support Plan for the Paris 2024 Olympics
楊金昌、郭癸賓 Chin-Chang Yang, Kuei-Pin Kuo

12 以運動科學為核心的城市競技
運動政策
Sports Science-Centered Policies for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王泓翔 Hung-Shiang Wang

16 2024巴黎奧運運動心理
與安全運動實務
Sports Psychology and Safe Sports Practices at the Paris 
2024 Olympics
黃鈴雯、何婉禎、洪紫峯 Ling-Wen Huang, Wan-Jen Ho, 
Tzu-Feng Hung

21 人工智慧科技於運動訓練
與分析之應用
Integr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to Sports 
Training and Analysis
游承澔、呂東武 Cheng-Hao Yu, Tung-Wu Lu 

26 臺北田徑場配速系統建置
與優化方向研析
An Analytical Study on Developing and Optimizing the 
Pacing System at Taipei Municipal Stadium
陳蔚昇 Wei-Sheng Chen

30 臺灣運動×科技「游泳池AI溺水防護
系統」之應用──以臺中市北區國民
運動中心為例
Implementing AI-Powered Drowning Prevention in Taiwan’s 
Sports × Technology: A Case Study of Taichung North 
District Civil Sports Center
李昱叡 Yu-Jui Li

36 穿戴式科技於頭部運動傷害高風險之
運用
The Application of Wearable Devic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Assessment of High-Risk Sports-Related Head Injuries
陳贊仰 Tsan-Yang Chen

41 人工智慧與自由車運動的結合及運用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ycling Sports
鄭欽嬴 Chin-Ying Cheng

45 競技運動全民化推動策略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the Widespread Promo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謝富秀、王泓翔、李昱叡、傅思凱 Fu-Hsiu Hsieh, 
Hung-Shiang Wang, Yu-Jui Li, Szu-Kai Fu 

50 運動科學：學術研究vs.科技開發
Sports Science: Academic Research v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黃滄海 Tsang-Hai Huang

55 打造臺灣運動科技結合國際運動賽事
里程碑──淺談2025雙北世界壯年
運動會導入運動科技規劃
Pioneering Taiwan’s Integration of Sports Technology in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s: An Overview of the World 
Masters Games 2025 Taipei & New Taipei City
羅國偉 Guo-Wei Luo

Contents
221



NATIONAL SPORTS QUARTERLY | MAR.2025

發 行 人｜鄭世忠
主 編 者｜ 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育季刊編輯小組
總 編 輯｜ 洪志昌
編輯委員｜ 王鶴森、吳昇光、周宇輝、林怡秀、

徐孝慈、許瓊云、湯文慈、黃東治、
黃滄海、程瑞福（按姓氏筆畫排列）

本期主編｜ 謝富秀
封面照片｜ 教育部體育署
執行編輯｜ 謝雅薏、楊凱婷
出 版 者｜ 教育部體育署
地　　址｜ 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
電　　話｜（02）8771-1800
編 輯 部｜ 暐昕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電　　話｜（02）2553-6152
傳　　真｜（02）2553-6251
I  S  S  N｜10275010 
G  P  N｜2009002942
定　　價｜新臺幣100 元（平裝）

十步芳草 Celebrity Affair 

72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林鴻道

任重道遠　臺灣體壇的領航者
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President Hong-Dow Lin
Navigating the Challenges Ahead: Taiwan’s Leadership in 
Sports Development

運動畫頁 Sports Pictorials 

76 體壇英雄　豐碩戰果的堅毅恆心 
Great job again! Let’s see the story of a sportsperson 
編輯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署務報導 SA Report 

80 教育部體育署署務報導 
SA Report 
教育部體育署 Sport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大事記 Key Events

91 大事記  
Key Events 
教育部體育署 Sport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專題摘要 Issue Excerpts 

94 專題中摘英譯  
Chinese / English Abstracts 
編輯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NATIONAL SPORTS QUARTERLY60 臺灣首座「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
未來導入運動×科技之研析
Taiwan’s First Football Park: The Future Integration and An-
alytical Advancements of Sports Technology at Taichung 
International Football Sports and Leisure Park
李昱叡 Yu-Jui Li

66 它山之石．運科後勤支援學習──
借鏡日本、巴西規劃參加奧林匹克運
動會期間代表團後勤支援做法
Applying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in Sports Science 
and Logistical Suppor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lympic 
Delegation Support Strategies in Japan and Brazil
楊金昌 Chin-Chang Yang



國家運動科學新藍圖

文／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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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導 向

運動科學的蓬勃發展已為臺灣運動體系帶
來嶄新的契機，在國家運動科學中心的推動
下，運動訓練走向科學化與數據化，為選手提
供精準、高效的支援系統。過去，競技運動往
往依賴選手天賦與教練經驗，如今從運動生
理、運動生物力學到運動心理等科學化訓練的
科學技術全面融入選手訓練，選手能以更高效
率達成最佳訓練成果。 

2024巴黎奧運的成功參賽就是典範，教育
部體育署結合國家運動科學中心與國家運動訓

練中心的資源，運用運動科學及AI技術進行數
據監控與策略調整機制，幫助選手在高壓的國
際賽場上保持最佳狀態，展現了科學訓練的最
佳成果。除了為競技運動注入全新動能，運動
科學也深入基層選手與全民運動領域，運動科
學講座與檢測計畫正逐步由地方政府的支持走
入各基層學校，幫助年輕運動員瞭解科學化訓
練的重要性，並為教練提供最新的科學化訓練
依據，優化訓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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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科技與運動科學的結合為臺灣運動產
業注入全新動能，同時也開創了新的發展空
間。在田徑運動中，智慧配速系統的應用徹底
改變了選手訓練與比賽的方式，透過結合AI數
據分析與即時反饋，能讓選手精準掌握訓練節
奏，同時提供個別化的建議以提升運動表現；
智慧配速系統則將於2025年雙北世界壯年運
動會中在臺北田徑場展現臺灣運動科技的成
果，這些創新技術還將進一步提升民眾的觀賽
體驗，配速燈與選手速度的對比數據，讓觀眾
能更加直觀地瞭解比賽進程，進一步增強賽事
的精彩度。在水域運動方面，AI智慧防溺系統
的實施有效提升泳池的安全性，這套系統能夠
即時偵測異常行為，並發出警報協助救生員進
行應急處理，不僅為選手提供更安全的訓練環
境，也讓全民運動更加安心。 

運動科學在醫學研究與傷害防護領域同樣
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針對選手在訓練與比
賽過程中的身體狀態，國家運動科學中心結
合醫學界專家資源，建構完整的運動傷害預防
與治療體系。穿戴式科技裝置的應用則進一步
提升傷害監控的精準性，用於監測選手衝擊力
道、運動姿勢與疲勞程度的感測器，能及早預

測可能的傷害風險，並協助教練與醫療人員提
供對應的防護計畫；針對腦震盪等高風險傷
害，運動醫學研究團隊開發了智能頭盔與防護
感測設備，實現即時數據記錄與自動化分析，
為選手提供更全面的健康保障。這些進展不僅
在競技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對全民運動參與
者而言也提供了安全基石，有助於促進全民運
動及健康促進的長期推廣。 

隨著運動科學技術的逐步深化與應用場域
的不斷拓展，臺灣正以嶄新的姿態迎接全球運
動產業的挑戰與機遇。未來，國家運動科學中
心將持續推動跨領域合作，結合AI、大數據與
物聯網等先進技術，深化智慧科技在運動場域
的應用，並促進產學界資源的整合。無論是在
競技場上綻放光芒的頂尖選手，還是在日常生
活中熱愛運動的民眾，運動科學都將以其全方
位的技術與創新的方法，成為推動臺灣運動體
系進步的強大引擎。在這個嶄新的運動科學時
代，臺灣正以全球化的視野與前瞻性的策略，
致力於創造更多輝煌的成果，並以卓越的運動
成就與全民健康的推廣，攜手邁向更高的國際
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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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運動科學已成為提升競技水準與訓練效能
的國際趨勢。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的運動科學處
第一線運科支援人員，為國家代表隊提供賽
前集訓、賽中支援與賽後追蹤，扮演著不可或
缺的幕後關鍵角色。為擴大支援範疇與深度，
政府規劃成立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下稱運科中
心），以「推動運動科學研究與應用，提升國
際競爭力」為願景，終於在民國113年初正式
營運（教育部體育署，2023）。運科中心支援
國家選手並推動運動科學研究與科技研發，涵
蓋跨領域運動研究、學界及業界合作、基層選
手教育與全民健康推廣。透過強化運動科學軟
實力，致力於促進科學實證、發展運動產業、
研發科技資訊及培育專業人才，全面提升臺灣
競技實力與國際地位。

貳、 運科中心介紹

隨著全球競技運動朝向精細化、科學化、
個人化發展，各國紛紛成立運動科學中心，藉
由傳統技術研究及大量的國家資源投入，如
澳洲運動學院（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 

AIS），不僅於競技運動中透過數據分析趨勢
提升運動員表現，更積極訂定醫療指引及運
動員職涯規劃；韓國運動科學中心（Korea 

Institute of Sport Science, KISS）則注重心理
調適與基礎選手的長期培育，透過長年累積及
調整，使選手在國際賽場的表現更具競爭力。
相較於其他國家運科中心，臺灣運科中心的特
色在於結合智慧化科技應用和跨領域的數據分
析，除了學界及產業界的深耕，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也於107年推行「精準運動科學研究
專案計畫」，致力於運動科學跨領域研究，而
運科中心成立後，將整合國家優勢並連結國際
趨勢，以促進研究成果與實務結合。

為推動運動科學的全面發展提供多元的支
援體系，運科中心設有運動科學研究處、運動
醫學研究處以及運動科技與資訊開發處，各部
門協同合作跨領域發揮專業，具體職責如下：

一、運動科學研究處

運動科學研究處以運動生理、運動生物力
學、情蒐分析、體能訓練及運動心理五大



▲   圖1／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於112年9月16日正式揭牌，
除擴展運動科學深度及廣度，也將致力於研究與實務
融合，更希望透過科普轉譯讓更多族群瞭解運動科學
知識（圖片提供：運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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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為核心，運用科學化設備與技術，研
究開發優化選手訓練及檢測。支援國家培
訓隊導入創新科技設備及系統、開發檢測
技術並定期監控運動表現水準、整合研究
數據以轉化應用、分析情蒐資訊以強化戰
術應用，並針對運科實務中問題提出解析
等。此外，也著力於建立運動科學選才計
畫及指引，提供不同運動族群的支援策
略，並致力於推動運科研究人才的培育工
作及展開區域基層運科知能的推廣計畫，
以促進運動科學的全面發展。

二、運動醫學研究處

運動醫學領域涵蓋運動營養、運動傷害防
護、傷後訓練醫學及臨床醫學，致力於不
同運動族群之運動傷害危險因子分析，建
立防護檢測、醫學檢測技術及提供相關醫
療指引。針對國家培訓隊支援運動醫學問
題解析、分析運動員健康數據、執行運動
員臨床治療研究計畫及規劃傷後回場計畫
與系統建置、建立運動員臨床治療指引與
運動醫學醫師人才庫的培訓計畫。此外，
透過合聘具備豐富醫療經驗且長期照護國
家隊選手的醫師，與培訓隊專責運動醫學
支援人員共同組成醫療小組，制定全方
位、跨領域的醫療照護計畫。

三、運動科技與資訊開發處

臺灣擁有龐大的網際網路資通訊、數位技
術等科技資源，為運動與科技結合的產品
與應用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運科中心應用
科技導入運科，進行運動科技之研發擴增

支援效能、技術移轉及加值應用，提升產
業競爭力。業務內容包含運動科技系統與
產品儀器研發、研發成果專利技術移轉及
商品化、開發資料庫系統強化數據整合與
加值應用、運動相關通訊傳輸研究，透過
科技融合運動科學，以系統化、科學化、
自動化及AI方式開發科技類別系統與產
品，並應用於運動科學領域。

四、運動科學跨領域

運科中心的成立，必須仰賴運動科學、運
動醫學及科技研發的跨領域合作。然而，
由於各領域之間的專業差異及資源限制，
在合作過程中時常面臨許多挑戰，除了不
同領域的專家在知識背景、術語使用及問
題解決方法上存在差異，在學術研究轉化
為實務應用層面及專利歸屬方面皆需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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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相關機制。為能更好的推動跨領域合
作，運科中心不僅建立各專項運動支援小
組將各領域專業結合，另透過定期的跨領
域座談會增進彼此專業的理解，制定明確
的資源整合機制及產業合作協議，並邀請
國際專家進行技術指導與經驗分享，提升
運科中心的專業水平。

參、 運科中心業務推動現況

運科中心成立這一年來業務（全國法規資
料庫，2024）範圍如下：

一、 拓展跨界合作範疇：與大專院校簽訂合作
協議書，能有效整合並最大化資源配置與
能力發揮，促進雙方共同發展與跨領域研
究，建立更完善的運動支援與照護體系。

二、 促進運科研究交流：受邀至各國運科中心
參訪交流，觀摩國外成熟的運科場館與管
理機制。此外，運科中心也積極邀請各國
運動科學專業學者並派員至各合作機構進
行學術交流，能更有效提升我國運動科學
的研究水準，促進新技術的引進與應用。

三、 提升競技體育支援品質：建立專項競技運
動運科團隊，跨領域整合運科支援運科中
心，並積極將各項支援科學化與系統化，
包括建構專項運動影像辨識應用系統（例
如：透過演算法自動標記跳遠影像辨識系
統、放箭關鍵資訊影像辨識系統、室內射
擊賽況模擬生成式訓練系統、飛靶全場域
之AI影像分析系統）、建立系統化檢測模
式（運用科學儀器檢測並追蹤，監控各項
數據並建立專屬訓練模式）、創新模式支

援介入（建立呼吸模式與正念訓練、腸道
菌項檢測）、建構訓練模組（技術動作監
控、訓練追蹤及傷後回場評估、疲勞與恢
復追蹤）、開發運動員資料庫等。

四、 基層運動：在基層運動支援部分以運動科
學講座為主軸，透過知識教育，幫助基層
學校運動員和教練瞭解運動表現與運動
科學之間的關係。然而，各地區學校的運
動風氣、校內體育學科支持度、空間規劃
及運動員積極程度大不相同，在運科推廣
上也必須依據基層學校狀況進行調整。因
此，在支援上，運科中心依據學校狀況，
提供較能符合各校之運科檢測指導，並媒
合當地大專院校或運動科學團隊深入支
援，使運動科學更普及。

五、 人才培育：輔導運動科學專業人才至偏遠
地區駐點支援，縮短運科支援地區差距，
未來也將實行獎學金實習制度，使更多跨
域人才能加入運動科學的行列。

六、 運科人員增能推廣：舉辦運動科學、運動
科技、運動醫學專門領域學術研討會、工
作坊、論壇、講座及座談會，邀請各領域
國內外專家學者，以實務與研究提供專項
領域的課程，並申請為專門學會的認證課
程，對象為全民以及運科相關從業人員。

七、 運科研究成果實證：建立專項運動指引手
冊，以運動科學及傷害預防的角度提供建
議與方針。

八、 兒少族群科普：（一）建立兒童與青少年
專項建議指引，避免過早過度訓練造成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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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傷害；（二）每月定期發布兒少科普文
章於國語日報運動科學專欄，使孩童從小
培養正確的健康運動觀念，積極推動運動
科學向下扎根。

九、 全民推廣：定期發表科普文章並將其內容
轉譯為簡易圖表，闡述運動科學的新知，
並發布於社群媒體供全民參閱，未來也將
以影音方式呈現科普知識並創辦運動科學
學術期刊及運動科學推廣雜誌刊物。

肆、未來發展規劃

運科中心正建置各項運動科學與運動醫學
支援系統，並針對各培訓隊導入AI影像辨識系
統，以輔助訓練及提供即時回饋，為實現即時
數據分析與回傳，中心逐步建置智慧化訓練場
域，透過感測器、高速網路傳輸及高規格攝影
機進行數據回放與回傳，並採用混合雲技術結
合邊緣運算架構，以減少延遲與頻寬使用，提
升臺灣各訓練基地與中心資料庫的數據整合效
率（黃啟煌、邱宏達，2024）。此外，運科
中心致力於科技與運動科學的融合，透過系統
化、科學化、自動化的方式提升運動表現。運
動醫學處未來則會推動頂尖運動員肌耐力微菌
叢研究、兒茶素對肌肉合成及運動表現的影
響、核心肌群影像分析等專題研究，為選手運
動表現與健康維護構建完善的規劃，全面提升
其競技實力與身體健康。

伍、結語

在運動風氣的盛行以及先前COVID-19疫
情的衝擊下，使得運動科技的發展隨著全球運

動競爭越加激烈，運動競技強國如美國、中
國、英國不僅擁有完善的研究設備和系統，還
建置了普及於競技選手生活的資料庫平臺，實
現了從訓練、比賽到恢復的全方位數據監控和
支援，因此依賴傳統訓練方法已不足以讓我國
運動員在國際舞臺上脫穎而出，運動科學的導
入能幫助運動員運用科學化的方式提供有效支
持。運科中心的成立，從智慧科技應用、跨國
合作、基層支援與人才培育等多層面著手，不
僅是對運動員的支持，更是整體運動產業和運
動健康的推動，透過前瞻性發展規劃使各科
學領域知識應用於運動發展，設立運動科學實
驗室，藉由實驗室的研究成果輔助國家隊選手
的訓練和比賽準備，推動科技融入運動科學，
運科中心將運動科學知識與實踐結合，並積極
開展運動健康推廣，促進全民運動和健康生活
方式發展，並透過跨領域合作，整合不同領域
的專業力量，促使運動科學在各個層面蓬蓽生
輝，進一步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

作者蘇靖雅及章芝儀皆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運
動科學處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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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參加2024巴黎奧運獲2金5銅，共7面

獎牌，以單屆奧運表現而論，獲2面金牌數追

平2004雅典奧運與2020東京奧運，以總獎牌

數成績則僅次於2020東京奧運，展現我國深具

奧運競賽的奪牌實力，不僅提升國際競技之能

見度，亦能展現政府參加奧運的規劃成果。

政府重視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之參賽表

現，教育部體育署（下稱體育署）偕同國家運

動訓練中心（下稱國訓中心）輔導單項協會依

「我國參加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國家代表隊培

訓參賽實施計畫」辦理奧運、亞運及世大運連

貫培訓體系工作、「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黃金

計畫」執行菁英選手客製化訓練及備戰奧運，

另於民國112年9月成立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下

稱運科中心），期盼做好備戰期間培訓隊與參

賽期代表隊之支援工作。

體育署揆諸有鑑於為使選手以最佳狀況參

賽及協助選手與教練專注競賽場上之指導與表

現，在盤整代表隊需求、參加國際綜合性運動
賽會代表團獲配職員人數規定，以及整合相關
組織支援體系，做好後勤支援團隊（教育部體
育署，2017）。因此，體育署偕同後勤與運動
科學支援單位國訓中心及運科中心、組團單位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下稱中華奧會），首次
透過和外交部駐法國代表處、農業部及民間團
體等外部組織攜手合作，規劃三大中繼站及部
署人員支援服務，強化參賽期間後勤與運動科
學支援效能。

貳、 巴黎奧運後勤與運動科學支
援規劃作法

體育署偕同中華奧會籌組代表團及賽中工
作支援團（下稱賽中團）提供行政與後勤支
援，另為強化整體後勤與運動科學支援效能，
輔導國訓中心借鏡外部支援機制成功經驗，如
2018雅加達亞運規劃蘇丹公寓及2022杭州亞
運規劃盛捷國際辦公中心服務公寓，輔以日本



▲   圖1／農業部媒合農民團體或農企業提供多項農產品
（圖片提供：作者楊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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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先進國家規劃後勤與運動科學支援的協助經
驗（國家運動訓練中心，2023），由國訓中心
及運科中心合力完備的組建支援機制，讓選手
獲得全面性與即時性支援。

一、膳食中繼站──膳食公寓

為優化完整的膳食服務品質，設置地點極
需慎選，國訓中心評估選手村、比賽場
地、訓練及醫護中繼站間往返便利性，
如：膳食公寓離選手村車程5分鐘、離賽
中團車程25分鐘等，以此擇定最佳膳食公
寓之地點（Levallois-perret）。

食材規劃，體育署首度跨部會合作，由農
業部媒合農民團體或農企業，提供國內
在地多項農產品直送巴黎，以支援選手
營養（教育部體育署，2024、農業部，
2024）；國訓中心亦首度與民間食品公司
合作，洽談提供人力支援、租用冷凍調理
食品空間、食品備料及料理客製化（國家
運動訓練中心，2024）。

最後，國訓中心採購巴黎當地生鮮葉菜
類，結合農業部提供農產品和民間食品公
司的食材，經由營養師的把關及廚師的巧
手，調理出富有家鄉味又兼具營養均衡的
餐點，不但消除使用含有運動禁藥成分的
風險確保，使其膳食符合世界運動禁藥管
制規範，亦提供選手安心用餐（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2024）。

二、訓練中繼站──運動中心

往例奧運籌備會規劃競賽場館內的部分場
地及其周邊場館作為訓練場地，供選手線

上預約及賽前訓練使用。有鑑於前開場地
的可供訓練時間有限，為使選手彈性運用
訓練時間、維持最佳體能狀態及教練機動
安排訓練之便，體育署透過外交部駐法國
代表處協助簽租用巴黎市政府勒瓦盧瓦市
運動中心（Palais des sports Marcel-Cer-

dan），作為國訓中心及運科中心統籌部
署代表隊賽前訓練、運動科學人力支援協
助選手訓練之場域。

該運動中心內部場地可供羽球、柔道、拳
擊、跆拳道代表隊選手之訓練場域，且距
醫護中繼站及賽中團車程約5分鐘內，更
可結合運動科學人力做為體能訓練、重量
訓練及情蒐之支援場域；後續，國訓中心
積極尋求外部資源參與，如：與健身運動
器材公司洽談支援專業的運動器材及訓練
設施，供選手訓練使用（教育部體育署，
2024）。

三、醫護中繼站──物理治療診所

國訓中心及運科中心為協助選手能在賽
前、賽後迅速恢復最佳狀態，並提供全天
之定點服務，照護選手身心健康，參照訓
練中繼站作法，租用物理治療診所（Cab-

inet de kinésithéra pie -PHYSIO SPORT 

LEVALLOIS）及診所內震波治療機（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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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中心所使用之機型相同），作為隊醫、
物理治療師、運動防護員、運動心理諮詢
老師等人力，進行運動科學支援服務之中
繼站。

該診所離訓練中繼站及賽中團車程均3分
鐘、離選手村車程25分鐘，其服務項目
包括醫療看診、防護或放鬆、心理諮詢、
生理恢復等，並首度攜帶氣壓式腿套按摩
機、VR等多項運動科學器材（國家運動訓
練中心，2024）。

四、開發預約系統與支援人員規劃

國訓中心與運科中心為完善支援團隊人
員、代表隊選手及教練間溝通機制，及三
方工作合作效能，開發海外基地服務預約
系統（Oversea base service Reservation 

System, ORS），內容包括餐食服務、訓
練時段、體能訓練、心理諮詢、醫療照
護、情蒐分析等；教練、後勤與運動科學
人員可依選手所需做線上預約，再由後勤
與運動科學人員共同管理、整合需求並妥
適支援人力安排（章芝儀，2024）。

體育署為擴大支援人力服務量能，中華奧
會依巴黎奧運籌備會代表團職員總額規定
籌組代表團、任務需求籌組賽中團，另首
度由國訓中心及運科中心共同籌組「運動
科學支援團（下稱運科團）」成員共30

位，由14位後勤與16位運動科學人員組
成，相較於2016里約奧運及2020東京奧
運的支援人力而言，不僅是量的增加，亦
是質的提升。

表1　近3屆奧運之運動科學支援人員一覽表

項次
運動科學

支援人員

2024巴黎奧運 2020東京奧運 2016里約奧運

小計 團本部 賽中團 運科團 小計 團本部 賽中團 小計 團本部 賽中團

一 醫師 5 3 2 0 4 2 2 4 2 2
二 物理治療師 8 8 0 0 7 7 0 1 1 0
三 運動防護員 8 4 2 2 11 10 1 9 8 1
四 運動心理諮商 10 2 5 3 0 0 0 0 0 0
五 護理治療 1 0 0 1 0 0 0 0 0 0
六 情蒐支援 3 0 0 3 0 0 0 0 0 0
七 體能訓練 3 0 0 3 0 0 0 0 0 0
八 營養諮詢 2 0 0 2 0 0 0 0 0 0
九 生理恢復 2 0 0 2 0 0 0 0 0 0

合計 42 17 9 16 22 19 3 14 11 3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中華奧會（2016）、中華奧會（2021）、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2024）資料後自行綜合整理

▲   圖2／國訓中心及運科中心租用物理治療診所及診所內
震波治療機（與國訓中心所使用相同機型）（圖片提
供：作者郭癸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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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跨部會協力與民間協作及外部支援機
制，完善後勤與運動科學支援，讓選手、教練
及各界感受到政府用最大的力量，給選手們最
好的支持。不過，針對射擊參賽種類因離選手
主村將近4小時車程，巴黎奧運籌備會在比賽
場附近尋覓住宿空間作為選手分村，代表團、
賽中團及運科團則規劃提供小型支援措施。面
對此類參賽種類離選手主村超過1小時車程，
能有完善支援服務，將是未來整體規劃，需要
考量的面向。

參、結語

為實踐選手參加巴黎奧運奪得佳績的夢
想，政府全力擔當選手堅強的後盾，藉由跨部
門整合協力支援計畫機制，體育署與農業部媒
合農民團體合作──完善膳食照護，與外交部
駐法國代表處簽租當地市運動中心──完備訓
練效能，國訓中心及運科中心租用當地物理治
療診所──完整醫療照護，開發預約系統及人
員規劃質量改善──契合需求及供應。此次，
巴黎奧運後勤與運動科學支援規劃，事前從
膳食照護、訓練備戰、健康照護及擴大支援
人力四大面向的部署，及賽事期間切實地運作
經歷，使參賽成果是歷年第二佳成績，說明完
善、及早的支援部署，俾利參賽期間後勤與運
動科學支援再升級。

作者楊金昌為教育部體育署競技運動組視察、
郭癸賓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體育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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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競技運動不僅是體育成績的展示，也扮演

城市行銷與提升國際能見度的重要角色。臺北

市身為六都之首，肩負帶動全國體育發展重

任，近年來於選手培育與運動科學上投入大量

資源，從基層訓練站擴充到競技科學與防護機

制的完善，並積極申辦國內外賽事以強化城市

能見度。國際競爭正愈加激烈，各國善用科技

與細緻訓練策略，讓選手在體能與技術上不斷

突破；少子化則使運動人口萎縮與訓練資源更

形分散。為維持臺北市在重大賽事的競爭優

勢，需持續強化運動科學與大數據整合，本文

以「運動科學」與「資料整合應用」在人才培

育、選手防護、環境模擬訓練等面向的關鍵作

用為核心，回顧臺北市的成功經驗，並剖析未

來資源運用與運動科學發展方向，同時也須面

對國際體壇的高度變動與多元挑戰，以強化臺

北市作為體育領航城市的地位，期望為我國及

城市競技運動永續發展提供完整參考模式。

貳、 臺北市運動科學之發展背景

臺北市長期積極投入競技運動的發展與推

廣，展現多層次的培育與獎勵制度。基層訓
練站的設置與維護被視為強化選手人才庫的
關鍵，臺北市目前配合中央政策輔導而設置
了331個基層競技運動選手訓練站，培養超過
9,000名具潛力的年輕運動員。臺北市政府每
年編列將近2億元的預算，用以補助器材設備
更新、聘請專業教練、推行研習課程等，並提
供參賽津貼，以確保基層選手在訓練條件與資
源上能與國際接軌。這些付出也取得了顯著成
效，在全國運動會完成四連霸及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二連霸的榮耀，充分展現臺北市的運動
實力。

在運動科學發展方面，臺北市自民國102

年至107年期間，以基礎陸上運動與訓練實務
為主要目標，並導入生理評估、營養規劃與體
能測試等方式，逐步建立一套可行且系統化的
運動科學輔助體制。自108年至113年，藉由
強化運動科學中心的功能性編組及研發能量，
逐漸聚焦於選手疲勞消除與體能恢復技術的應
用，期許能用更精準的方式持續追蹤與分析選
手的身體狀態，以降低運動傷害及提高比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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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近年來水上運動的科學研究與環境模擬系
統已在國際舞臺成為要角，他國的經驗顯示，
如果能在水域動力、氣候及環境模擬、選手生
理狀態監控等方面加強，將能顯著提升訓練效
率與成績。臺北市於113年後開始規劃延伸運
科輔助至水上運動及環境模擬領域，擴大水域
運動的科學輔助發展空間，並以對應國際最新
的運動科學趨勢。

臺北市政府在不斷加大資源投入的同時，
也更加重視資料整合與應用的可行性及效益。
少子化趨勢使學校體育班、基層訓練站的人
數逐年下降，導致整體訓練規模不足與基層人
才來源枯竭之風險愈發顯著。如何因應人口結
構變化並有效擴大基層選手的養成，已成為當
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藉由大數據蒐集與分
析，體育局、教育局及相關主管機關未來將可
以更精準地掌握各運動項目的發展趨勢、所需
預算、升學銜續路徑及運動參與人數的分布
等，進而建立更科學化的決策與資源配置。

參、 整合運動科學與運動防護的
因應策略

臺北市政府近年持續強化運動科學研究與
運動防護機制，以鞏固選手在訓練與比賽中的
表現安全性與穩定性。為了進一步擴大運動
科學及運動防護的功能，體育局、教育局、臺
北市立聯合醫院與臺北市立大學、國立陽明大
學、臺灣師範大學等教育機構，推動在科學化
訓練與運動員健康管理上的跨領域合作，將教
練端的訓練資訊、醫療端的傷害評估及運動科
學端的體能狀態建議相互銜接，透過多方資料
的整合與即時回饋，提供選手更具體也更精準
的訓練建議與防護措施。

臺北市政府正持續推動一系列運動科學中
心的提升計畫，包括設置環境模擬中心，以針
對各種氣候與高強度競賽需求進行模擬與適應
訓練。此環境模擬中心引進先進設備，透過調
控溫度、溼度或高海拔條件等外在變因，觀察
記錄選手在不同情境下的生理數據變化，使教
練能採取個人化的戰術規劃與調整。運動科學
中心計畫不僅聚焦於陸上運動，亦將重心放在
水上運動科學的整合，包括透過逆流水道、運
動生理分析及動作分析等科技手段，量化運動
員的划水效率、能量消耗與疲勞指標；最終目
標是建立臺北市的水域運動選手專業評估模
式，縮短與國際強國在水上競技領域的差距。

同時，醫療資源的綠色通道也是因應策略
中的關鍵拼圖。透過與市立醫院、區域醫療中
心建立常態性合作機制，運動員能在受傷時迅
速獲得醫療診斷，並在復健階段配合運動科學
中心蒐集的訓練數據，更有效地進行復健與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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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能重建規劃。這樣的醫療防護與訓練一體

化安排，能將傳統上冗長而分散的復健過程縮

短，避免再次受傷風險的同時，也提升選手回

歸賽場的速度。整合運動科學與運動防護不僅

反映於硬體設備的建構，更在於醫療及防護人

員、運科人員與教練間的協調與數據整合運

用。透過這些跨界合作，臺北市的運動員能受

惠於更即時、精準與完整的訓練支援。

肆、 優化競技服務與資料平臺的
發展方案

在全球運動市場快速變動及競爭加劇的同

時，臺北市政府深刻體認到完善的資料蒐集、

整合與應用乃是維持競爭力並達到精準投入不

可或缺的環節。過去包括體適能檢測、體育班

評鑑、專任運動教練評鑑、選手參賽成績、獎

補助金等數據，多散落在如教育局、體育局、

基層訓練站及運動防護或醫療機構等各個單

位，若無統一歸納與整合分析，極容易導致
訓練模式侷限於片段的經驗法則，亦會錯失
科學化决策的機會。因此，臺北市近來配合蔣
市長的體育政策，積極建構「體育運動資料平
臺」，期望整合既有且各個分散的資料庫，有
效地將所有運動相關資料集中管理，形成可跨
平臺互通又兼具高度可及性的體育資訊系統。

這套資料平臺不僅是單純的資料彙整，未
來期待可更進一步引入大數據分析與雲端運算
技術，協助政府部門、教練團隊從龐大的數
據中洞察城市運動的發展脈絡與未來趨勢。例
如，若透過學校學生體適能測驗數據交叉分析
基層訓練站的選手表現，便能更精准地尋找適
合進入進階培訓的體育人才。此外，選手在賽
場的運動表現資料、醫療防護紀錄及運動員流
向（如就學、就業情形）等多元化數據的整
合，也能為改善訓練規劃、評估政策效益提供
即時且可信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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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術層面上，臺北市期許未來可以逐步
串接教育部體育署之相關平臺，並嘗試建立拋
轉機制，使資料能順利匯入系統，同時也降
低多頭管理或重複填報的行政負擔。完整的資
料整合系統已是國際運動競爭中不可缺少的一
環，不但能有效追蹤運動員成長軌跡，更能掌
握其體能或健康狀況轉變的動態趨勢。在專業
教練團與運動科學團隊的指導下，這些數據能
被轉化為針對性的選才參考、訓練建議、策略
規劃及傷害預防的重要依歸。

透過一站式的服務方式，包含基層訓練
站、醫療防護與運科資訊等統合功能，將使臺
北市的競技運動體系得以更有效率地運作，尤
其在少子化時代，更應確保每一分資源都能發
揮最大價值。透過數據的即時更新與分析，更
快速地作出調整或輔導方案，並針對整體資源
及學校體育課程的編排做出最恰當的決策，這
樣的系統性思考與協同合作模式，期許可以為
國家培養更多的競技運動人才。

伍、結語

臺北市政府的多方努力已展現資源投入、
人才培育與成果等整體優勢。面對全球體育環
境的快速變動與少子化衝擊，必須優化運動
科學研究與訓練技術，並建構穩定可持續的金
字塔式培育模式，藉由深度導入運動科學與資
料整合，可使政策制定與訓練模式更科學、精
準。臺北市政府透過「運動科學中心」與「體
育運動資料平臺」，深化醫療防護及跨領域合
作，有望在國際賽會上突破既往成績。當競技
運動兼顧選手生涯、社會氛圍與產業鏈時，將
帶來更多創新契機，唯有持續鞏固運動科學與
資料應用的核心基石，方能在未來國際競技場
上持續發光發熱。

作者王泓翔為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局長暨臺北市
立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   圖1／運動心理諮詢老師協助選手賽後晤談整理經驗（圖
片提供：夏顯詠）

▲   圖2／Levallois運動中心中繼站（圖片提供：運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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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Fletcher與Sarkar（2012）發現奧運選手
的人格特質、動機、專注力、自信心和社會支
持都是協助抗壓的重要因子。奧運的集訓備戰
期大約1至3年，此次出征2024巴黎奧運之前，
運動心理人員已透過長期協助與運動團隊建立
良好信任關係，使賽會期間能更有效溝通與合
作，達到強化運動員心理表現之目標。

貳、 巴黎奧運運動心理實務支援

由教育部體育署（下稱體育署）與中華奧
林匹克委員會（下稱中華奧會）共同規劃2024

巴黎奧運的後勤支援團隊，主要指派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下稱國訓中心）、國家運動科學中
心（下稱運科中心）長期隨隊的運動心理專業
人員9名，皆與代表隊建立良好的信任和合作
關係，協助運動員賽前的覺醒調整、臨場的專
注力、自信心，賽後的高品質陪伴與情緒支
持，以及3名福祉協調員照顧代表隊教練與選
手的心理健康，如圖1及下頁表1。

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本屆奧運提升後勤
的支援，除了設置膳食公寓，在勒瓦盧瓦市

2024巴黎奧運運動心理
與安全運動實務

文／黃鈴雯、何婉禎、洪紫峯

（Levallois）規劃物理治療所與運動中心，提

供中華台北代表隊專屬的場地。運動心理人員

和選手與教練在這兩個場所進行會談，協助賽

前心理準備（教育部體育署，2024）。國訓

中心在物理治療所設置心情小棧，邀請教練與

選手留下參與奧運的足跡，並提供沉浸式虛擬



▲   圖3／運動心理錦囊妙計（圖片提供：運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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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4巴黎奧運的運動心理後勤支援團隊

隨行隊伍 專業人員 當時任職單位

游泳 季力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射箭 陳若芸 慈濟科技大學全人教育中心

柔道
黃顯詠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技擊運動學系

陳宜蓁 國訓中心運動科學處

拳擊

陳泰廷 心泰運動表現諮詢工作室

楊明蓁 運科中心運動科學研究處

洪紫峯 運科中心運動科學處

跆拳道
馬承祥 國訓中心運動科學處

霹靂舞

田徑 陳宜蓁 國訓中心運動科學支援處

射擊 馬承祥 國訓中心運動科學支援處

駐點支援 專業人員 當時任職單位

Levallois運動中心
中繼站駐點
運動心理支援站

黃鈴雯 運科中心運動科學研究處

新設任務 專業人員 專業背景

巴黎奧運代表隊福祉
協調員

（Welfare officer）

陳怡安 IOC認證Safeguarding Officer in Sport

何婉禎 運動心理諮詢老師

馮莉婷 諮商心理師

資料來源：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實境（Virtual Reality, VR），透過視覺搭配音
樂得到立即的放鬆。運科中心在運動中心內設
置駐點服務，從早上9點至晚上6點皆有運動心
理諮詢老師駐點，並有生心理回饋治療儀、牌
卡、運動心理錦囊妙計、助眠文宣、精油等，
如圖3、4。立即性的諮詢與體驗內容如下：

一、 壓力管理：以儀器量測心率變異率，藉由
3分鐘評估壓力指數，提供減壓的策略，
並說明賽前自主呼吸練習和心理暖身，如
圖5。



▲   圖6／助眠文宣（圖片提供：運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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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牌卡應用於個別會談（圖片提供：運科中心）▲   圖5／生心理回饋儀的數據解讀（圖片提供：運科中心）

▲   圖8／奧運賽後放鬆（圖片提供：運科中心）

▲   圖4／駐點運動心理支援站 （圖片提供：運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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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睡眠：提供正念數數的助眠影片以及影響
睡眠品質的行為檢核表，如：小憩30分鐘
以內、睡覺的溫度適中等7項自我照護行
為，如圖6。

三、 專注：透過會談協助選手設定過程目標，
建立賽前例行動作。藉由牌卡作為自我對
話的素材，聚焦可控的過程目標，與壓力
共存並帶著自信朝向目標前進，如圖7。

四、 賽後的自我照護：面對賽後的失落情緒，
透過嗅吸精油放鬆，融入牌卡會談，檢視
奧運經驗，展望未來，構思更細緻的目
標，如圖8。

參、安全運動新作為

強化安全運動（Safe Sport）是國際奧林
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



▲   圖9／Mind Zone之VR（圖片來源：IOC）

▲   圖10／Mind Zone之繪畫活動（圖片來源：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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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 IOC）奧林匹克2020+5改革議題具體建議
之一，安全運動旨在建立一個尊重、公平且不
含任何形式非意外暴力的運動環境（Mountjoy 

et al., 2016），確保運動員及相關人員的安
全保護（safeguarding）與心理健康。為落實
此目標，巴黎奧運首次增設安全運動協調員
（Safeguarding officer）與福祉協調員（Wel-

fare officer）。

福祉協調員在奧運期間的任務包括：一、
確保運動員身心健康優先重視與妥善處理；
二、代表團所有保護及心理健康相關事宜的聯
絡核心；三、當騷擾或虐待的疑慮或指控時，
與IOC聯絡；四、瞭解IOC具體保護措施與聯
絡管道（IOC, 2020）。福祉協調員參與IOC

工作坊進行國際交流，獲得安全運動的資訊，
並參考IOC保護運動員免於騷擾與虐待工作手
冊（IOC, 2017），向運動員、教練及相關人
員分享安全運動、運動員資源Athete365等資
訊，建立聯絡與通報機制，3位福祉協調員在
選手村、訓練與比賽場館支援照顧代表隊的福
祉，避免騷擾與虐待。

另一項新作為是在選手村設置心理空間
（Mind Zone），由IOC安全運動協調員進
駐，提供放鬆的區域，在此可透過VR體驗放
鬆、冥想，另外有繪畫、明信片等活動，讓
運動員在繁忙中找到片刻的寧靜，調節身心狀
態，如圖9、10。

儘管這些創新作為是重要進展，安全運動
的推動仍處於起步階段，要實現安全運動的理
念，尚需在非賽期投入更多努力持續推動。

肆、歷屆奧運的支援回顧

運動心理人員在奧運扮演的角色日益重
要，從各國的投入可見一斑。1984洛杉磯奧
運，澳洲代表隊派出1位隨隊的運動心理學
家，且每屆遞增，2000雪梨奧運派出12位（陳
欣漪、莊艷惠，2010），2020東京奧運受疫
情影響，澳洲、德國、香港、挪威各派出3

名，紐西蘭與奧地利派出4名、加拿大5名、日
本13名，美國從2020東京奧運至2024巴黎奧
運連續兩屆派出15位（林宏翰，2024；田村尚
之等，2022）。

中華隊也逐漸重視運動心理之領域，2020

東京奧運，射箭隊有2位隨隊的運動心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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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分別支援男子隊與女子隊。男子射箭隊運
動心理諮詢老師利用意象、放鬆訓練、目標設
定等運動心理技能，並結合隨隊觀察即時給予
回饋。除搭配過去國際賽進行意象訓練與模
擬，亦善用國訓中心擴增實境系統，讓因疫情
無法參加國際賽的選手模擬大賽氛圍（黃樂
賢，2021）。2024巴黎奧運派出9名運動心理
人員及3名福祉協調員，設置2個中繼站提供運
動心理服務。

伍、結語

運動員的運動心理、表現與健康的支援在
奧運越來越重要。2024巴黎奧運展現了我國在
運動心理支援上的重大進展，派出13位人員，
建立完善的後勤，緊密陪伴代表團。本屆奧運
安全運動新作為反映了IOC的決心，也顯示未
來更全面心理支援的趨勢。

選手與教練長期付出的汗水與努力不可言
喻，2024巴黎奧運獲得2金5銅的佳績，運科團
隊與有榮焉。展望後續重要賽事的運動心理實
務，建議延續中繼站的設置，持續強化賽前信
任關係建立、完善諮詢空間規劃、運用科技輔
助強化運動心理訓練，並在非賽期提供穩定支
援，以確保在重要賽事中發揮效果。

作者黃鈴雯及何婉禎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助理
研究員、洪紫峯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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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運動訓練分析長期依賴教練經驗，並輔以
影片回放和人工統計進行技術評估，雖有效提
升表現，但隨訓練需求與競技挑戰升高，其局
限性逐漸浮現。特別是在科學化訓練中，個人
化策略需仰賴大量數據蒐集與分析，對頂尖運
動員尤為關鍵，然此需求難以在日常訓練中實
現。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憑
藉卓越的資料處理與模式分析能力，為運動訓
練提供新解方，能精確制定訓練策略、識別技
術缺陷，減輕教練負擔並提升訓練效率，實現
精準運動科學（Precision Sports Science）。
本文將簡介人工智慧的核心概念、應用實例及
未來發展潛力，供相關領域參考。

貳、何謂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是一種模仿人類智慧的技術，透
過學習大量歷史數據完成特定任務（Russell & 

Norvig, 2016）。其運作方式類似於運動員的
訓練過程，經由分析過往經驗逐步改進，以達
到最佳表現。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ML）作為其中的核心技術，使機器能從數據中
自主學習並不斷改善性能（Jordan & Mitchell, 

2015）。與傳統程式設計不同，機器學習以數
據為驅動（Data-Driven），不需事先設定規
則，而是透過數據自動發現模式進行預測或決
策（Breiman, 2001）。

在機器學習中，監督式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是一種常用的訓練方法（Vapnik, 

1999），其運作類似於教練觀察運動員動作並
提供回饋以改進技術（下頁圖1）。對於人工
智慧而言，這些回饋來自標註數據（如運動影
像與對應動作標註），模型根據標註數據進行
學習，調整內部參數，進而能準確分析新數據
特徵並進行結果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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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人工智慧在運動訓練與分析
中的應用

近年來，運動科學逐漸轉向以科學證據為
基礎（Evidence-Based）的訓練方法（Amer-

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2013），數
據驅動的人工智慧技術亦成為研究中的核心議
題之一。傳統訓練分析雖依賴教練經驗與影像
記錄，卻在數據處理、細節捕捉及個人化訓練
策略上存在明顯局限，特別是在戶外運動及頂
尖運動員需求調整方面。人工智慧技術展現了
顯著潛力，不僅能提升分析的準確性與效率，
還克服了傳統方法的多項挑戰，目前已在戶外
運動量測、個人化訓練規劃及傷害預防等領域
取得了實質成效。

一、戶外運動量測與精準動作評估

傳統運動生物力學量測與分析主要依賴實
驗室設備來評估運動員的表現，常見方法
包括利用反光標記球與紅外線高速攝影
機追蹤運動員的三維運動軌跡，計算關節
角度等運動學變數，並結合測力板記錄地
面反作用力，推導關節力矩等力動學變數
（Lu & Chang, 2012）。雖然此方法能
提供高精度數據與詳盡分析，但其應用受
限於受控環境、高昂設備成本及繁瑣的
安裝與校正程序（圖2）（Uhlrich et al., 

2023）。

為解決上述問題，人工智慧技術結合穿
戴式裝置（Wearable Device）與無標記

▲   圖1／機器學習訓練與運動員訓練過程的對應關係（上方展示機器學習模型參考標註數據調整參數以提升預測能力，下
方描繪教練透過指導協助運動員改進體能動作，兩者的相似性突顯人工智慧模仿人類學習的核心理念）（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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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捕捉技術（Markerless Motion Cap-

ture），為戶外運動量測帶來新契機。研
究顯示，穿戴少數慣性感測器（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即可在戶外步
行與跑步過程中量測關節力學及全身平衡
控制（Hernandez et al., 2021; Yu et al., 

2024）。此外，無標記運動捕捉技術結
合電腦視覺，可利用攝影機自動辨識運動
員動作與關節位置，實現自動姿勢捕捉
（Yan et al., 2023），並應用於團隊運動
中分析選手跑動軌跡與場上站位，為教練
提供戰術支持（Chen et al., 2021）。這
些技術大幅提升運動動作捕捉的精確性，
並協助教練靈活調整訓練計畫。

▲   圖2／人工智慧技術與傳統方法於運動生物力學資料處理流程之比較。人工智慧技術的整合簡化了資料獲取與分析流
程，顯著提升實驗設置、資料處理與數據解讀的效率（資料來源：參考自Uhlrich et al., 2023）

二、個人化訓練規劃

運動訓練的需求與體能狀況因人而異，設
計符合個體差異的訓練計畫對於提升表
現、降低傷害風險及增強訓練效果至關重
要。然而，傳統訓練方法在滿足這些需求
上仍存在不足，特別是在普通民眾的體能
訓練建議與專項運動員精細技能調整方
面，挑戰尤為突出。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慧技術透過分析大量
個人資料以提取特徵，捕捉運動表現的變
化趨勢，並提供訓練策略建議。在一般民
眾的訓練中，人工智慧已應用於健身與復
健程式，能根據使用者的體能狀況與目標
自動調整訓練內容，並透過即時回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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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動作，提升訓練的安全性與成效（He 

et al., 2024）。對於專業運動員，人工智
慧技術可進行詳細的技術分析，提升專項
技能，顯著提升訓練效益（Wang et al., 

2023）。

三、運動傷害預防

隨著專項化訓練需求增加與競技挑戰升
高，運動員身體負荷日益加重，運動傷害
的發生率顯著提升，如何有效預測與預防
運動傷害已成為運動科學的重要課題。然
而，傳統方法多依賴經驗判斷與群體運動
生理學研究，易受主觀性影響，且在針對
特定個體時準確性有限。

人工智慧作為個人化運動分析的工具，能
識別運動員可能忽略的動作模式與風險因
素，協助預測傷害並制定預防措施。例
如，機器學習模型已被用於分析棒球投手
的投球影片，成功預測受傷風險，並透
過比賽影片準確預測傷害的發生（Pier-

giovanni & Ryoo, 2019）。此外，人工
智慧結合穿戴式裝置，提供即時監控與
反饋，更有效降低潛在傷害風險（Lloyd, 

2024）。上述應用展現了人工智慧在運動
傷害預測與預防中的潛力，為運動科學的
未來發展開闢了新方向。

肆、挑戰與未來發展方向

儘管人工智慧在上述領域展現了高度潛
力，其實際應用仍面臨挑戰，主要因為接受程
度仍然偏低。許多教練和運動員對其原理與實
際效益仍存有疑慮，這可能源自對人工智慧的

信任感不足以及操作上的陌生感（Hammes et 

al., 2022），未來應強化資料視覺化與技術推
廣，增進運動相關族群對人工智慧的理解，提
升教練與運動員對其接受程度與應用意願，進
而促進訓練成效。

此外，人工智慧的影響已不僅限於教練與
運動員，其在大眾健身者與復健患者中的潛在
價值同樣值得重視。例如，人工智慧技術可透
過分析個人健康與活動數據，自動調整訓練計
畫、提供即時回饋，進一步提升運動的安全性
與效率，尤其對於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或復健
者具有深遠影響。跨域合作是推動這些應用的
關鍵，結合運動科學、資料科學與醫學專業知
識，人工智慧將有望促進健康與運動科學的精
準化和普及性，為群體國民帶來更大效益。

伍、結語

人工智慧在運動訓練與分析中的應用展現
了顯著的潛力，透過數據驅動的個人化訓練策
略，人工智慧可用於提升訓練效率、預測傷害
風險並提供復健建議。隨著技術的持續進步與
普及，人工智慧將有望深化在運動訓練實務中
的應用，並透過跨領域合作，結合數據工程、
競技體育與健康科學，推動專業運動員與大眾
健身的全面發展，助力精準運動科學。

作者游承澔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系博士
生、呂東武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系教授
暨健康科學與生活研究中心主任，並獲選為美
國國家運動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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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田徑場配速系統建置
與優化方向研析

文／陳蔚昇

壹、前言

近年來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及大數據的擴大運用也讓運動科技的發展
有了跨時代的進展，從運動技術分析、運動數
據蒐集、生理數據監控、運動轉播及串流媒體
等，皆導入AI進行數據蒐集、分析進而轉化出
具有運用價值的成果。我國運動訓練亦從引
進國外技術及設備，進而開始重視國內技術
的研發、人才的培育及科技運動環境建構，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從民國111年報請行政
院（2022）核定「台灣運動×科技行動計畫
（2022～2026年）」，並於同年6月進行院
會報告。預計投入新臺幣46億元。並於112年
首度將運動科技列入年度施政目標，除延續
「精準運動科學研究專案計畫」外，另新增
「擴大運科能量產學合作計畫」將研究成果延
伸至運動訓練單位和大學研究中心，以延續運
動科學研究量能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2024）。另外，亦透過公開徵案機制，藉由產
學合作計畫，將學術研究成果橋接至民間產業
發展創造經濟價值，同時培育運動科技產業所
需高階研究人才。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整合
數位發展部、教育部體育署（下稱體育署）及

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各單位資源及政策推動下，
由體育署主導的「推動運動科技場域實證計
畫」孕育而生。

「推動運動科技場域實證計畫」，是以需
求為導向打造運動科技示範場館，113年度科
技導入運動場域實證的目標包括「提升體驗感
受」、「優化觀賽感受」、「增進運動表現」
及「優化場域管理」等四大面向，透過科技導
入示範運動場域，針對實際需求提供客製化之
服務，打造場館特色亮點並達到提升全民運動
風氣、競技運動發展及推升運動產業之效益 

（運動科技專案辦公室，2024）。臺北田徑場
歷經2009聽障奧運、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等
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洗禮，近年更成為金標籤
認證之臺北馬拉松終點，為我國田徑運動指標
性場館，透過上述實證計畫從需求面出發，以
因應國際發展趨勢及結合運動科技做為發想，
在滿足賽事舉辦、選手訓練及民眾使用的三
大功能情境設定下，啟動建置田徑配速系統計
畫，並希望藉由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將我
國運動科技展現在各國參賽選手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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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田徑運動配速之發展

在田徑運動中長跑和長跑競賽中維持穩
定的速度，並依據對手情況調整速度為比賽中
常用的策略。最早選手的配速管理主要依賴教
練的經驗與運動員的自我感覺。1954年5月6

日，首次在田徑賽事中出現配速員，班尼斯特
（Roger Bannister）在配速員領跑下，以3分59

秒4，成爲史上第1位在4分鐘內完成1英里（約
1,609公尺）的選手，引發不小爭議；直到1999

年巴黎馬拉松，官方配速員的角色正式誕生，
後續各大馬拉松賽事亦陸續配置官方配速員，
協助選手跑出佳績（馬拉松小幫手，2021）。
而全球定位系統（GPS）在21世紀初透過穿戴
裝置引入運動訓練，以衛星定位追蹤運動員的
距離和位置，亦提供相關的配速數據。

在運動科技浪潮的驅使下，2020年世界田
徑總會首次允許在田徑賽事中使用配速系統，
即協助選手不斷地提升運動表現並改寫多項世
界紀錄，亦如1954年田徑賽事中首次出現的
配速員，引起了眾多正反兩極的討論，姑且不
論配速系統所帶來的選手運動表現之爭議，配
速系統確實能解決不論是業餘跑者或是基層訓
練站選手，在訓練過程中難以即時察覺自我配

速、訓練目標難以視覺化及配速策略需透過配
速員協助的痛點，因此在訓練過程中導入配速
系統藉由燈光透過視覺上的引導，即時給予選
手穩定的配速目標，應可大幅提升中長距離選
手訓練成效。在觀賽感受上可透過配速燈依賽
事層級呈現該層級全國紀錄、洲際紀錄或世界
紀錄速度，除使選手勇於挑戰該紀錄外亦呈現
選手速度與紀錄間的差異，提升賽事精彩度，
優化田徑賽事觀眾的觀賽體驗。

參、臺北田徑場配速系統

在體育署及運動科技專案辦公室的協助及
指導下，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與工業技術研究
院，針對我國尚未引進之田徑配速系統進行技
術上討論，有別於鑽石田徑聯賽所使用之配速
燈（如下頁表1），在考量臺北田徑場開放市
民運動使用情形、徵詢田徑基層訓練站教練訓
練情境需求，以及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賽事運用
上的建議，亦針對臺北田徑場除提供田徑運動
外，需滿足足球、橄欖球、木球、槌球等球類
的多功能使用下，擬定田徑配速系統整體需
求，概述如下（臺北市政府體育局，2024）：

一、燈具規格

（一） 燈具長、寬、高須符合國際田徑規
則及場地設施規範。

（二） 採用無限連接技術避免在使用過程
線路受人為因素造成人員負傷及系
統故障，且易於安裝及收納，將場
地迅速轉換予不同運動使用。

（三） 儲電量需滿足田徑賽事舉辦天數之
需求。

▲   圖1／臺北馬拉松官方配速員（圖片提供：臺北市政府
體育局）



使用情境：基層訓練站選手訓練

使用情境：田徑賽事觀眾

使用情境：民眾運動

田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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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表現

觀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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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顯示之燈光應於白天亦可清楚辨識，
燈光具多種顏色以顯示不同速度，並
提供不同訓練強度之選手同時使用，
提升使用效益。

二、控制系統

（一） 可同時設定不同速度以滿足不同訓
練強度、不同訓練階段之需求。

（二） 操控設備應輕薄便於隨身攜帶，且
可無線傳輸，以因應教練訓練過程
中，指導選手同時亦能即時操控之
需求。

三、收納及充電模組

（一） 收納設備應整合充電功能，簡化收
納及充電程序。

（二） 收納及充電模組應整合於推車中，
易於田徑場上移動進行安裝及收納。

未來希望透過田徑配速系統展現臺北田徑
場作為臺灣指標性田徑場館及臺北馬拉松
終點之特色，成為全國跑者朝聖之訓練場
域，透過導入基層選手訓練亦提升本市田

徑基層訓練站訓練之成效，進而使用於辦
理 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田徑賽事等
國內、外賽事中，除優化觀賽體驗，將賽
事品質與國際接軌外，使我國運動科技成
果展現予世界各國參賽者。

表1　臺北田徑場建置之配速系統與國外賽事使用之配速系統差異

名稱 燈具及串接形式 顯示燈光顏色 顯示燈具設置距離 安裝位置

臺北田徑場配速系統
獨立LED燈具
無線串接

2種以上 1公尺 內緣石內側

鑽石聯賽使用之配速
系統

串接LED燈條
有線串接

2種以上 1公尺 內緣石下方

優劣比較
於使用時易於收納及設
置，燈具損壞只需更換
單一燈具。

在訓練使用上可設置不
同速度滿足多人使用。

距離與鑽石聯賽配置相
同，符合國際規範。

符合國際田徑聯盟場地
規範內緣石5公分以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   圖3／配速系統建置情境圖（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體
育局）

▲   圖2／田徑配速系統目標架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
體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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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田徑配速系統的應用與未來
發展

田徑配速系統的建置將提供市民跑者及田
徑運動員全新的訓練體驗，不但可依據目標比
賽所設定的訓練階段提供不同的訓練配速如：
間歇訓練、高強度訓練及恢復跑，在現有的
配速系統架構中，未來將以「系統優化與更
新」、「導入人體骨幹分析」、「結合生理數
據」、「透過AI進行數據分析」，做為配速系
統優化方向。未來可於訓練過程中導入戰術配
速，在不同的時期透過不同的配速干擾對手，
或是透過分析頂尖運動員在競賽中在不同的階
段之配速情形，在系統中進行建置；另可透過
其他生理數據的蒐集與分析幫助運動員評估是
否需要調整訓練負荷，提升訓練效益及避免運
動傷害。應用於賽事運作上，將可提供參賽選
手穩定的配速指引選手達到目標，創造最佳的
比賽環境，也同步讓現場觀眾感受選手勇於挑
戰紀錄的企圖心，優化觀眾的觀賽體驗。

田徑配速系統未來將可結合AI與現有的運
動科技擴大其使用效益，如透過AI進行步態分
析作為技術修正之參考及進行生理數據監控，
追蹤運動員過度使用跡象進行受傷預防及復
健。然而與AI結合，亦有更積極的作為，如根
據乳酸閾值、VO2 Max（最大攝氧量）等指
標，由AI計算最佳訓練和比賽速度甚至分析主
要對手的配速策略，並於訓練過程中運用配速
系統進行模擬訓練，而現今已發展成熟的穿戴
裝置亦可思考未來結合的可能性，透過更便捷
的操作模式，來提升其使用效益。

伍、結語

隨著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的到來，由
我國自行研發的配速系統亦將展示於各國選手
眼前，也對外宣示著運動科技不再只是專屬於
專業運動員，亦可運用於一般市民跑者日常訓
練之中，讓國外選手感受我國運動科技的進步
與投入。臺北田徑場建置配速系統只是一個開
始，未來配速系統將與更多運動科技結合，並
透過AI的分析發展出更多使用情境，優化整體
的訓練環境，協助更多人體驗運動、參與運動
進而規律運動。

作者陳蔚昇為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支援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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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運動×科技「游泳池 AI
溺水防護系統」之應用──
以臺中市北區國民運動中心為例

文／李昱叡

壹、前言

行政院為推動科技在運動上的發展，於
民國110年召開「台灣運動×科技產業策略
（SRB）會議」，並研訂「台灣運動×科技行
動計畫（2022～2026年）」於111年6月經行
政院核定，規劃將以Sports Everywhere為願
景，帶動臺灣運動科技產業發展（行政院，
2022）。而教育部體育署（下稱體育署）依據
「運動場域科技創新前導計畫」補助發展運動
科技應用（教育部體育署，2022）。本文將從
近年體育署輔導縣市政府推動「國民運動中心
導入AI智慧防溺」之應用來闡述，希望未來在
落實運動科技及導入AI智慧防溺機制有更多實
證績效，來彰顯政府對於運動的重視。

貳、水域運動安全與 AI智慧防溺

一、政府重視水域運動安全

中央及各地方政府重視水域運動安全（李
昱叡，2005），包括「提升學生游泳能
力中程計畫」、「推動學生游泳能力方

案」、「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興建教
學游泳池實施要點」、「學生游泳能力
121計畫」、「泳起來專案─提升學生游
泳能力檢測合格率及游泳池新改建行動方
案」（教育部，2001、2003；李昱叡，
2006）及十二年國教課綱健康與體育領
域亦列入游泳及水域安全的知能與技能學
習等，結合各縣市政府實施游泳及自救教
學，可見政府重視水域安全教育工作。

二、教育部重視防溺工作

歷年每發生學生溺水意外事件甚至發生傷
亡事故，都會造成當事人家庭及社會的憾
事。依據「教育部112年各級學校校園安
全及災害事件分析報告」顯示（教育部，
2024），在112年全國學校系統有通報溺
水事件達45次；溺水意外事件發生達65人
次；其中溺水意外事件死亡人數為21人，
因此建立防溺機制免除學生溺水事件發
生，仍需持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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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I智慧防溺系統之概念

系統結合了AI和即時監控技術，旨
在建構一個應用AI智慧分析的監控
系統，逐步打造精準的潛在風險警
示與即時偵測警報的游泳池防溺機
制，藉由AI智慧科技應用，增進管
理效率，進而提升游泳池安全（臺
中市政府運動局，2023）。

（二）AI智慧防溺系統之目標

具體目標包括防溺與提升安全、擴
增管理效率、智慧自動偵測、學習
優化模型等（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2023）。

1.  防溺與提升安全性：建構影像監
控系統結合AI分析技術，期使系
統能夠即時偵測泳池中異常行
為，即時發出警報，協助救生員
迅速反應，提早識別潛在風險。

2.  協助擴增管理效率：透過監控提
供開放泳池時間的全程掌握，擴
增泳池管理的效率。

3.  強化智慧自動偵測：透過AI從影
像蒐集、偵測及識別等分析，進
行風險自動判斷與警示。

4.  持續學習優化模型：AI智慧系統
隨數據蒐集的質與量增加進而學
習，持續優化偵測系統，提升準
確度，能夠依據服務現場環境和
生態建構在地模型。

三、導入AI智慧強化安全機制

為積極降低溺水事件發生率，體育署依據
「台灣運動x科技行動計畫（2022～2026

年）」在「推動運動科技場域實證計畫」
下輔導推動「游泳池AI溺水防護系統」，
希望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支持下，協助游泳池管理者擴大泳
池安全維護的能量，提升偵測泳池異常反
應的能力，降低潛在風險的發生及透過AI

智慧科技之演算與學習優化系統，進而提
高精確度。

參、 臺中市北區國民運動中心導
入游泳池 AI溺水防護之技術
與應用

一、游泳池AI溺水防護之技術

體育署於112年透過「運動場域科技創新
前導計畫」，補助臺中市政府於北區國
民運動中心游泳館內建構「AI溺水防護系
統」（臺中市政府運動局，2023）。

AI智慧
科技應用

提升

游泳池安全

增進管理

效率

▲   圖1／AI智慧防溺系統之概念（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   圖3／AI智慧防溺監視系統掌控泳池活動狀況（綠色
點：游泳速度緩慢；藍色點：游泳正常進行中；紅色
點：有風險狀態示警）（圖片提供：臺中市北區國民
運動中心）

▲   圖4／AI智慧防溺系統之數據回饋（資料來源：作者自
行整理）

32

本 期 專 題

（三）AI智慧防溺之協助模式

協助模式包括偵測風險與發報警
示、建構活動模型、風險偵測等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2023）。

1.  偵測風險與發報警示：透過影像
對游泳池開放時間偵測異常泳客
行為，對潛在風險狀況進行偵測
及發報警示，提供管理人員及救
生員判斷參考。

2.  建構泳池泳客活動模型：AI溺水
防護系統於北區運動中心泳池開
放時，蒐集全時段所有泳客入場
使用數據，以建立全年泳池使用
模型及風險樣態。

▲   圖2／AI智慧防溺系統之目標（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AI智慧防溺系統之目標

防溺與提升安全性

協助擴增管理效率

強化智慧自動偵測

數據

整理

系統
紀錄

活動影像
辨識

問卷
回饋

救生員
回饋

管理者
訪談

3.  建立泳池風險偵測機制：累計泳
客在泳池中的活動模式，包括
游泳模式、活動時間、移動路徑
等，分析行為模式，優化風險偵
測模型。

（四）AI智慧防溺之數據回饋

透過「活動影像辨識」、「救生員
回饋」、「管理者訪談」、「問卷
回饋」及「系統紀錄」等五大管道
之蒐整數據與回饋，來建構模型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2023）。

持續學習優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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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AI智慧防溺監視器掌握泳池動態（圖片提供：臺中市北區國民運動中心）

二、游泳池AI溺水防護之應用

（一）AI與即時監控

游泳池AI溺水防護之應用結合AI和即
時監控機制，透過將蒐集之數據進
行分析，強化辨識與追蹤強度，進
而對於風險之辨別與定位，協助救
生員和管理者提升防溺之功能，長
期而言更可建立個案模型，增加游
泳池AI溺水防護之實用性（臺中市
政府運動局，2023）。

（二）協助救生員加速警示與辨識

透過AI和即時監控機制可掌握游泳
者的動向，從異常的行為包括水面
下停留時間過久、動作靜止或者動
作異常遲緩等行為模式中分析風
險，依據異常狀況發出警示，協助
救生員加快辨識和加速第一時間救
援，而經訪查運動中心執行長表
示，應用迄今因為現場只要有預警
警示，救生員馬上趨前查看，截至
目前無溺水意外發生（臺中市政府
運動局，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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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AI智慧防溺監視系統發出警示（圖片提供：臺中
市北區國民運動中心）

▲   圖7／救生員依據發出警示立即進行處置（圖片提供：
臺中市北區國民運動中心）

表2　協助救生員加速警示與辨識

技術 應用

風險即時確認 當系統發出潛在風險警報時，救生員須立即查看顯示器，確認警示標記的位置。

位置判斷與標示 系統警示響起，立即依據螢幕警示，標記位置，協助提供救生員或管理人員判讀。

警示狀況排除與回饋 警示狀況現場發生如有風險意外發生，救生員及管理人員立即到場處理，進行必要處置。

模擬與演練
防溺系統的運作是協助救生員與管理人員防範風險事件，但不能因為有防溺系統就認為可足以因應，
定期定時的模擬促進人員和系統的介面整合無縫接軌，是非常重要與必須的，從系統使用、警示流
程、通報速度、定位分析等都需要與工作人員有熟練的結合，才能發揮綜效因應緊急事件發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1　人工智慧（AI）與即時監控之技術與應用

技術 應用

人工智慧
1. 建立影像辨識技術及深度學習技術訓練模型。
2. 能夠準確識別各種泳池內的動作。
3. 通過分析大量泳池活動數據，不斷提升識別準確率。

即時監控
1. 在泳池周圍環狀安裝18座攝影機，俯視泳池內各活動動態。
2. 全時運行協助救生員及管理人員監測。
3. 18座攝影機分區監控泳池全場狀況。

分析數據 系統蒐集攝影數據，通過大數據分析，辨識風險特徵。

辨識追蹤 對泳池整個動態過程進行追蹤掌握，經過長時累積數據後分析行為，進而成為辨識風險的依據。

反應與定位
潛在風險事件發生時，在保護個人資料的情況下，警示通知救生員及管理人員，提供定位標示，提升救援
反應。

自主更新與
泳池模型建立

系統依據蒐集的數據持續學習及更新數據，進而提高準確度；同時就游泳池本身建立個案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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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展望未來

臺中市北區國民運動中心建構之「游泳池
AI溺水防護系統」，透過AI智慧防溺「提升安
全性」、「提高管理效率」及促進「系統持續
學習與優化」，結合人工智慧（AI）和即時監
控機制，從異常的行為模式中分析風險後發出
警示，協助救生員加速救援，而科技運用預防
游泳池溺水的機制一直在發展中，也有持續精
進的必要性，而國際間亦有應用水下攝影鏡頭
的案例，來促進水面下安全的辨識，避免水面
反光影響辨識度；此外包括救生員應用穿戴裝
置增加感應方式再縮短警示的時間；為加速辨
識風險，將發生點透過系統傳輸至救生員的監
視螢幕、手機或平板等，增加方位判斷精準度
等，都值得未來可以持續學習借鏡國外經驗，
來擴增「游泳池AI溺水防護系統」的功能和效
益，以精進系統的實用性。

作者李昱叡為臺北市立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副教授兼總務長暨前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局長

參考文獻

行政院（2022）。台灣運動×科技行動計畫（2022
～2026年）。行政院。https://iset.utaipei.edu.
tw/var/file/97/1097/img/781695473.pdf

李昱叡（2005）。教育部推動學生學習游泳能力政
策現況與未來展望。學校體育，（90），4-13。
https://doi.org/10.29937/PES.200510.0002

李昱叡（2006）。海洋運動概論。臺北市：品度。

教育部（2001）。提升學生游泳能力中程計畫。教
育部。 

教育部（2003）。推動學生水域運動方案。教育部。

教育部體育署（2022）。111年運動場域科技創新前
導計畫申請須知。教育部。

教育部（2024）。教育部112年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
害事件分析報告。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
中心資訊網。https://csrc.edu.tw/filemanage/
detail/9bdcae78-83ea-4bb6-95e5-3b18b923d-
dc7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2023）。教育部體育署112年推
動運動科技場域實證計畫-水域運動AI溺水防護
系統財物採購案結案報告。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https://iset.utaipei.edu.tw/var/file/97/1097/img/781695473.pdf
https://iset.utaipei.edu.tw/var/file/97/1097/img/781695473.pdf
https://doi.org/10.29937/PES.200510.0002
https://csrc.edu.tw/filemanage/detail/9bdcae78-83ea-4bb6-95e5-3b18b923ddc7
https://csrc.edu.tw/filemanage/detail/9bdcae78-83ea-4bb6-95e5-3b18b923ddc7
https://csrc.edu.tw/filemanage/detail/9bdcae78-83ea-4bb6-95e5-3b18b923ddc7


穿戴式科技於頭部運動傷害
高風險之運用

文／陳贊仰

36

本 期 專 題

壹、前言

運動傷害對喜愛運動的群眾而言是重要的
議題，不管是急性期或慢性期，頭部創傷對於
許多運動項目來說，其風險更是不可被忽視。
頭部創傷不僅有立即性地失去意識也有密集性
地受到頭部衝擊，所導致的腦震盪或持續性腦
病變等傷害，更會影響相關運動員及業餘運動
愛好者之生活。頭部的運動傷害，能夠透過穿
戴式裝置，瞭解其受傷的機轉及量化所受到的
衝擊，並預先提出警示，因而減少運動員亦或
相關運動愛好者的傷害。隨著運動醫學的發
展，穿戴式科技進入運動領域，透過上述方式
的結合，方能夠提供更高效的監測和預防頭部
創傷。

頭部運動傷害，特別是腦震盪，會在許多
運動中產生，如：英式橄欖球、冰球、美式
足球、袋棍球、角力、拳擊、籃球及足球等
（Kerr et al., 2017; Pfister et al., 2016），其
頭部創傷的發生率相對較高。腦震盪被認為是
輕度的腦損傷，但即便是輕度的腦震盪也可能
對大腦功能造成相當的影響，並且多次性的發
生後，將會造成腦部不可逆的病變，而導致運

動員亦相關運動愛好者，逐漸發展成慢性創傷
性腦病變（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

athy, CTE），進而引發步態異常、姿態不平
衡、認知障礙、情緒問題等相關問題（Gra-

show et al., 2024; Omalu, 2014; Seplovich et 

al., 2025; VanItallie, 2019）。

傳統上，對頭部運動傷害監測主要依賴於
運動員的自我報告症狀或臨床評估，然而這些
方法存在主觀性和不確定性，因此有高達50%

以上的腦震盪或者頭部傷害沒有被記錄（O’ 
Connor et al., 2017），有些運動員可能希望
繼續參賽而忽略或隱瞞傷情。因此，如何有效
地監測和預防頭部創傷，成為非常重要議題。
透過穿戴式裝置的監控，將是一種可以有效改
善上述限制的方法。

穿戴式裝置可以透過三軸的加速規與陀螺
儀，量測加速度及角速度，而頭部受到衝擊會
導致顱骨產生線性加速度和角加速度的結合。
產生的加速度會在大腦軟組織內產生瞬間的壓
力梯度以及應力場的變化，如果壓力梯度或應
變超過大腦組織可承受的範圍，將會發生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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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大腦軟組織對於衝擊的反應並無法於活體
中進行量測。因此，顱骨的加速度被用來作為
大腦組織壓力和應變反應的相關指標。

貳、 穿戴式科技在頭部運動傷害
中的應用

隨著穿戴式科技的迅速發展，許多設備已
經成為運動領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穿戴式裝
置可以蒐集運動員的生理數據，如：心率（心
率帶）、運動量（智慧手錶）、肌肉疲勞程度
（肌電圖）等，而一些專門設計的頭部防護設
備，則能夠測量頭部碰撞的加速度、角速度、
力量等參數。上述的數據能夠有效反映頭部受
到的衝擊強度和頻率，因此有助於監測運動員
的傷害風險。以下將詳細說明穿戴式裝置應用
於賽場上之相關內容：

一、衝擊測量技術與配戴部位

利用內建的加速規、陀螺儀等傳感器，實
時監測運動員頭部所受衝擊的強度和方
向。過往的量測一般運動或生活中會產生
的線性加速度大約於5～10G（G是標準重
力加速度，1G = 9.81公尺／秒^2）（Le 

Flao et al., 2024），而較具有高衝擊性
運動之頭部運動，其線性加速度會達到
43～150G之間，使得運動員較容易會有
腦震盪的風險（Brennan et al., 2017）。
穿戴式裝置有許多的產品，多數使用三軸
加速規與陀螺儀進行衝擊的測量，然也有
少數的裝置會加入單軸的力量感測器。過
往的加速規使用的取樣頻率 （Sampling 

Rate）為1000～4000Hz；陀螺儀則會在

300～1000Hz，頻寬（Bandwidth）經研
究發現，加速規於未戴頭盔之運動其最
低頻寬需要有500Hz，陀螺儀有戴頭盔之
運動其最低頻寬則為300Hz，未戴頭盔之
運動其最低頻寬則為500Hz（Wu et al., 

2016），然而高取樣頻率才能夠當作研
究所須知損傷判斷標準，而高頻率的取樣
已經頻寬，勢必會有雜訊的產生，若無經
過訊號處理，將會降低其可靠度及可行
性，因此過往研究也針對加速規使用會
200Hz～300Hz的低通濾波以及其餘發展
如CFC180及使用人工智慧相關方式進行
訊號之處理（Lin et al., 2024; Siegmund 

et al., 2016），以減少高頻對於訊號判定
以及衝擊次數等相關參數之計算。過往也
針對不同位置的感測器進行敏感度的計
算，放置於頭套後方、頭綁帶側面或者護
齒三種不同位置，最後則發現放於頭套後
方的感測器對於量測頭部衝擊有較好的敏
感度（Le Flao et al., 2024）。因此，舉
美式足球球隊使用之智能頭盔為例，內部
具有穿戴式感應器，可以測量頭部撞擊的
角度和力量。該數據可以幫助教練判斷運
動員頭部是否遭受重大衝擊，還可以協助
教練團及隨隊醫療團隊，判斷該名選手是
否需要進一步檢查或下場休息的依據。

二、穿戴式裝應用與頭部傷害預警系統

現行也有相關的產品例如：CSx Patch、
Jolt Sensor、X2 Biosystemsb（X-Patch 

及X-Guard ）、Riddell Insight或HITs等
頭部的穿戴式裝置，都能夠將測量頭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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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即時傳輸到智慧裝置，提供教練或醫
療團隊進行分析，及時做出適當決策以
及選手的調度更換。瞭解當衝擊強度超
過某一設定的安全閾值時，例如：100G 

（Tiernan et al., 2020）之後，亦或者累
積了相當次數與量之後，系統能夠發出警
報，提醒運動員、教練或醫療人員可能存
在的頭部創傷風險。穿戴式科技的另一個
重要應用是風險評估與預警。在運動中，
持續地低強度衝擊可能會對頭部造成累積
傷害，而即使是輕微地撞擊，也可能對運
動員的腦部造成永久性影響。穿戴式設備
可以追蹤運動員在一段時間內所受的衝擊
累積量，根據這些數據，預警系統可以發
出提醒，建議運動員減少參賽或進行休
息。穿戴式設備所蒐集的數據可以通過數
據分析技術進行處理，為教練和醫療人員
提供有力的決策支持。基於這些數據，可
以協助相關團隊，更準確地評估運動員是
否應該繼續比賽或需要至醫院進一步檢
查，從而減少人為判斷的偏差。

在頭部運動恢復與治療方面，除了預防和
風險評估外，穿戴式裝置還可以在運動員
恢復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在運動員經歷
腦震盪後，一般來說醫療團隊會透過一些
評估工具，例如：運動腦震盪的臨床評
估工具（Sport Concussion Assessment 

Tool 5,SCAT-5）（Echemendia et al., 

2017）或ImPACT testing是一套電腦系統
（Schatz et al., 2006），經由美國食藥署
核可，透過尚未受傷前對於認知以及記憶

等六項的能力紀錄當作基準，當有人員受
傷後，對於相關能力再次進行評估，使得
選手或者業餘運動愛好者可以瞭解自身的
狀況，並知道是否回復到常態情形。然上
述的方法，可以評估出部分的恢復情形，
但長時間的監控，例如心率變化、步態的
穩定度亦或者其相關動態動作的偵測，更
能瞭解目前受傷情形，透過更長時間確定
其整體動作狀態是否正常，而非特定時間
測驗所瞭解的身體情形，因此利用穿戴式
裝置來監控其恢復過程中的動作能瞭解其
日常生活動作中的穩定情形，使得長時間
的動作穩定度蒐集與傳統的評估結合方能
夠更加準確。而選手或業餘運動愛好者傷
後回場初期，監控其頭部受衝擊情況，能
夠降低過早受到過度衝擊或劇烈運動，所
引發二次傷害及所產生的併發症。

穿戴裝置能夠提供實客觀的數據，並結合
傳統的自我報告共同評估，有助於及早發現運
動員是否存在腦震盪風險。

參、 穿戴式裝置面臨的挑戰與未
來發展

穿戴式科技在頭部運動傷害的預防和監測
中展現出相當的潛力，但仍面臨一些挑戰：

一、 設備的準確性與可靠性：穿戴式設備需要
非常精確地測量頭部受到的衝擊，任何微
小的誤差都可能導致錯誤判斷，進而影響
運動員的健康。舉例來說：運動員頭部的
動作、被擊打亦或撞擊，可能因為不同運
動項目會有所差異而影響其準確性，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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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設備中會需要注意不同模式以及運動
的規則進行設計，才能夠提高傳感器的精
度和設備的可靠性，作為未來發展的重要
方向。目前科學中，尚未訂定出一個累積
性的指標，雖然已有少部分使用，以累積
次數亦或累積次數、衝擊次數之相關參數
進行預警，然目前尚未有共識，因此這
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Eckner et al., 

2011）。

二、 普及性與接受度：雖然穿戴式裝置在專業
運動隊伍中已經得到應用，但在業餘運動
者中的普及率較低，一部分的原因乃業餘
運動愛好者對於頭部運動傷害較沒有經驗
也不會有大量的訓練，因此對於穿戴式裝
置對於頭部運動傷害的認知以及相關內容
較不清楚，使得接受度較低。目前穿戴式
科技等產品已漸普及，近期越來越多人從
事相關的運動，因此可以透過公司行號將
其產品導入於日常生活，使得業餘運動愛
好者得以瞭解自我頭部衝擊的狀態，更能
在運動之餘保護自我並瞭解相關的知識。

肆、結語

穿戴式科技在預防和監測頭部運動傷害中

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尤其在提高運動員及業

餘運動愛好者安全性和防止長期傷害方面具有

重要意義。儘管目前仍存在一些技術和實施上

的挑戰，但隨著科技不斷發展，穿戴式裝置仍

是未來於頭部運動傷害相關的重要工具。隨著

穿戴式科技的普及和完善，運動員的安全性將

得到進一步保障，頭部運動傷害的風險也能夠

得到更有效控制。未來若能將穿戴式裝置更加

微型化，並且提升其收案的頻寬，結合適當的

慮波方法並結合機器學習的相關演算法例如：

隨機森林演算法（Random Forest）亦或者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等相

關模式進行演算法的精準度提升，方能夠進行

精準運動醫學的介入，提供醫療團隊以及教練

團隊更準確地判斷。

作者陳贊仰為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運動管理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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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資訊科技發展與體育運動的快速結
合，人工智慧的運用與導入讓運動更加進化，
分析運動相關數據越來越具有多元性，根據大
數據分析的結果包括選手的運動表現、健康數
據、訓練統計和分析等，相關生理與運動生物
力學的數據可以有效幫助選手進行訓練的規
劃、預測及監控，為運動競技的發展帶來了前
所未有的正面影響。選手生理監控是運動科學
中的重要領域，也是在賽事表現重要的依據，
主要在通過各種技術和方法來監測運動員的生
理狀態，從而提升訓練效果並預防傷害發生，
如：疲勞監控、身體組成分析、即時生理監控
等，上述數據可以幫助教練調整訓練計畫、避
免過度訓練、壓力調節，這些數據可從自身的
穿戴監控設備及自行車上的相關感測器數據蒐
集與分析，這種技術的應用不僅提升選手的競
技表現也利於帶隊教練管理選手的狀態。

貳、人工智慧於自由車之應用

人工智慧技術在自由車運動中的應用日益
廣泛，提升運動員的訓練效果、比賽策略和整
體比賽體驗，以下是幾個主要的應用領域：

一、�蒐集訓練與運動表現數據分析及個人化訓

練課表�

人工智慧可以幫助教練和運動員蒐集和分
析大量訓練數據，如速度、心率、踏頻和
功率輸出，透過分析，可以提供個性化的
訓練計畫，即時調整訓練方案以優化運動
員的表現。過去有許多研究證實功率輸出
能夠反應騎乘時的負荷，藉由功率輸出也
有許多評估騎乘能力的方法，特別是功能
性閾值功率（Functional Threshold Pow-

er, FTP）（呂松庭等，2024），傳統生物
力學上有許多指標例如：動作捕捉系統所
量測的運動學參數、透過力規所量測出的
力量，亦或者量測最大攝氧量等，皆因為
有許多場地限制及昂貴的價格限制而難以
施行，因此近年來有許多穿戴式裝置的加
入，像是使用胎壓偵測器結合功率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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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使得選手得以在戶外也能接收功
率資料，並且將相關資料上傳至雲端，透
過人工智慧的大數據計算，針對不同類型
的選手或使用者，進行智慧課表的建議以
及介入協助教練訓練計畫的制定及執行。
也因為人工智慧的加入，感測器或者相關
模型，可以根據騎乘者的歷史數據和當前
狀態，自動生成個人化的訓練計畫，這有
助於提升訓練效果，避免過度訓練或運動
傷害發生（Gabbett, 2016），通過選手
的穿戴監控設備及自由車上的各種電子感
測器，可以監測騎乘者的心跳率、踩踏輸
出功率、速度和騎乘路線等相關數據，並
提供即時回饋。例如：如果心跳率過高，
可以提醒騎乘者減速休息，也讓數據可視
化，將複雜的數據轉化為易於理解的圖表
和圖形，幫助騎乘者和教練更好地理解和
分析騎乘表現。

二、運動傷害預防與疲勞檢測

通過分析運動員的運動模式、歷史傷病資
料和即時生物數據，可以預測可能的受傷
風險，這有助於早期發現問題並採取預防
措施，減少受傷機會，提高運動員的健康
和表現。多數自由車選手時常發生下背、
膝關節、手腕及膝關節髂脛束摩擦症候群
等運動傷害（Marsden, 2010; Silberman, 

2013），這些傷害跟腳踏車的姿勢調整
具有高度關聯性（Priego Quesada et al., 

2019）。近年來透過人工智慧的介入，
更多不同的模型以及回饋，讓整體自由車
量身姿勢設定的建議以及內容更加準確，

也讓自由車運動員亦或自由車運動愛好者
得以挑選較適合自己的自由車。此外，也
可以透過人工智慧的對騎乘者分析其騎乘
技術動作，找出不足之處，並提供改進建
議，從而提高效率和減少受傷風險。這些
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正在改變自由車運
動的面貌，提升運動員和教練的效率，帶
來更多創新和發展機會。在預防運動傷害
方面，透過長時間選手傷害及恢復情形的
紀錄，並運用人工智慧的歸納分析，對各
選手的傷害情形與體能訓練及車子的設計
進行調整，透過分析騎乘者的生理數據，
例如：心跳率、血氧水平和呼吸頻率等數
據，實時監測運動員的疲勞程度。透過人
工智慧，如向量分類法及其他分類模型，
運算並導出運動員的身體狀況，以利運動
員研判是否休息或調整訓練強度；除了生
理數據以外，也透過問卷調查和情感分析
等方法，評估運動員的心理狀態，幫助他
們管理壓力和焦慮，從而減少心理疲勞，
也可以藉由可穿戴設備監測運動員的睡眠
品質，並根據睡眠數據整合生理數據透過
人工智慧的分類提供建議，幫助運動員改
善睡眠，從而減緩疲勞。

三、虛擬實境訓練與騎乘路線規劃

透過人工智慧和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技術，運動員可以在虛擬的賽道上
進行訓練騎乘，模擬真實的比賽情境，虛
擬實境可以精準的模擬坡道，並且透過人
工智慧給予不定時的擬真情境，如風速、
不同國家觀眾的歡呼聲、坡道的上下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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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真實場地所會面臨的各項情形。這有
助於提高技術水準，熟悉賽道特性，降低
實地訓練所產生的交通風險。人工智慧與
虛擬路線的連結，讓選手更快速地適應每
一個比賽路線，也可以正確地去模擬賽
道，透過阻力的給予或路況相關因素，在
訓練過程中進行模擬，使得選手除移地訓
練外，亦可不用移駕他地即可先行模擬練
習，減少不適應的問題，並且也能夠在安
全的環境中進行模擬測試。此外，透過人
工智慧還可以分析地圖數據及GPS定位和
目前交通狀況，為騎乘者推薦規劃出最佳
路線，避免交通堵塞，並根據騎乘者的偏
好選擇風景優美或挑戰性的路線。

參、 目前國內自由車與人工智慧
結合現況

於自由車運動中融入了相當多科技，已成
為科技與體育結合的新趨勢，人工智慧的結合
不僅提高了訓練效率，也為選手的表現分析提
供了更精確的數據支持，例如：透過各種穿戴
式裝置蒐集的相關數據，提供整合相關資訊，
讓教練分析研判選手的生理狀態、疲勞程度以
及潛在的傷害風險，從而幫助選手制定個性
化的訓練計畫及賽事規劃，此外人工智慧也
能夠在比賽策略上提供幫助，如模擬賽事情
境、預測競爭者可能的行動以及分析最佳的路
線選擇。在自由車競技運動中，減少空氣阻力
是提高速度的關鍵因素之一，相關人體數據輸
入後利用人工智慧數據分析，並透過風洞實驗
和電腦模擬，精確地測量選手在不同騎乘姿勢
下的空氣動力學特性，透過多種方式來改善自

由車騎乘技巧，如量身定製座椅及車架調整，

在數據中最佳化他們的騎乘姿勢，以達到最佳

的空氣動力效率及踩踏效應，或透過分析騎乘

時的生物力學數據，如騎乘姿勢、踩踏頻率和

功率輸出，也可以在訓練臺上進行騎乘姿勢的

調整，使騎乘者最佳騎乘姿勢踩踏得到最大效

益，從而提供訓練的建議，也推動自由車相關

車輛及裝備設計的創新。

近年因疫情及天候劇烈變化之因素下，許

多自由車智能訓練臺產品也相繼研發問市，這

些訓練臺本身具有智能功效，連接到相關訓練

應用程序（如Zwift或Tacx Training App，為

結合現代科技與傳統自由車訓練的設備），

（Westmattelmann et al., 2022），能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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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確和個性化的訓練體驗，主要的功能和
應用，如：數據分析與即時反饋，智能訓練
臺可以連接到手機、平板電腦或電腦等通訊設
備，並通過應用程序，提供即時的數據分析和
反饋，這些相關數據蒐集等，幫助騎乘者更好
地瞭解自己的訓練狀況，主要也提供了虛擬騎
乘體驗不管在視覺上或在踩踏感受上，智能訓
練臺模擬真實的騎乘路線環境，使訓練者在室
內空間中也能感受到戶外騎乘的感覺，並模擬
不同的地形和路況，還可以模擬騎乘路線起
伏，通過變化踩踏抗阻，提供更真實的騎乘體
驗。此外，其數據分析與即時反饋，指出騎乘
者在騎乘過程中的不足之處，方能給予改進的
建議，也通過網際網路連接到平臺，可以與全
球的愛好者一起騎乘於相同的訓練環境，以虛
擬比賽線上互動，增加訓練的樂趣和動力，這
些功能使智能訓練臺成為現代騎乘者的重要工
具，無論是專業運動員還是業餘愛好者，都能
從中受益，自由車運動與電子競技的結合，是
一個新興且令人興奮的領域，結合了實體運動
與虛擬競技的優勢。

肆、結語

近年來，人工智慧與資訊科技的進步，徹
底改變了自由車運動的發展模式。透過大數據
分析與智慧感測技術，自由車選手與教練可以
實現更加精準地訓練規劃、疲勞監測以及運動
傷害的預防。此外，虛擬實境與智能訓練臺的
應用，為訓練與競賽提供更安全、高效且具趣
味性的選擇，並整合實體與虛擬運動的益處。
人工智慧以及相關科技的創新不僅提升了運動
員的表現，更為自由車運動帶來全新的可能性

與視野。隨著科技技術的持續進步，自由車運
動與電子競技的結合將成為新趨勢，為運動產
業注入更多創新能量，開創前所未有的契機與
挑戰。

作者鄭欽嬴為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運動管理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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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運動全民化
推動策略

文／謝富秀、王泓翔、李昱叡、傅思凱

壹、前言

近年來，臺灣政府積極推動「競技運動全
民化」，並通過《運動部全民運動署組織法》
以強化法制基礎，期望在「提倡全民運動、增
進國民健康」的宗旨下，打造全齡化、多元化
的運動參與環境（黎建忠，2024）。「運動
部全民運動署」以跨部門方式協調各領域資
源，並推動涵蓋青少年、高齡者及在地社群的

運動方案，強調「社區型運動俱樂部」為發展
核心，致力於提高基層體育水準與競技人才培
育。透過優化公共運動場館、結合學校資源建
立多元運動空間，並強化專業指導員與健康管
理機制，為「競技運動全民化」目標奠立堅實
基礎，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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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運動部組織規劃圖（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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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國際上許多國家與組織亦紛紛透過
立法、跨部門協力及社區在地化等多重策略，
將運動視為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鼓勵從日常生
活中落實運動習慣。這些政策推動模式及經驗
借鏡，將在下一章節進一步探討。整體而言，
臺灣如能結合國際成功經驗，持續強化本土社
區與產官學協力機制，不僅可使國民運動習慣
更為扎根，也能進一步帶動國家競技實力的提
升，最終實現「運動壯大臺灣」的長期目標。

貳、 國際運動政策借鏡：從全民
參與到永續發展

全球各國推動全民運動政策時，逐漸強調
「運動即生活文化」，並以法制保障、跨部門
協作及社區在地化等方式，增進健康與社會凝
聚。世界衛生組織（Work Health Organiza-

tion, WHO）在《2018～2030年促進身體活
動全球行動計畫》（GAPPA）呼籲各國改善
公園綠地與公共空間的運動可近性，並經由都
市規劃與教育改革，讓民眾更易於參與日常運
動（WorldHealthOrganization, 2018）。運動
英國（Sport England）的《凝聚運動 (2021–

2031)》（Uniting the Movement）和《運動指
導規劃》（Planning for Sport Guidance）則
強調城鄉規劃與多元資源整合，同時針對弱勢
族群、青少年及社區健康復原力提供發展方向 

（SportEngland, 2021）；日本在《體育基本
法》中強調「體育是所有國民的權利」，並透
過「終身運動」與「綜合型地域體育俱樂部」
制度推廣世代交流（文部科学省, 2011）；澳
洲則以Sport 2030結合衛生與教育，納入偏鄉
原住民族體育計畫與社會福利政策（Austra-

lian, 2018）；加拿大「Sport for Life」體系
聚焦身體素養與長期運動發展，政府補助學
校與社區體適能課程並定期追蹤成效；歐盟在
《歐盟身體活動指導原則》要求各成員國從教
育、職場到社區多層面推動運動參與，並運用
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及量化指標監測；新加坡以「Vision 2030」
國家體育計畫擴大學校體育場館開放時段，並
在職場推動健康管理課程（SportSingapore, 

2012）；德國則在《國家身體活動與促進運動
建議》中強調「日常生活融入運動」，透過行
人與自行車友善設計及客製化介入方案，鼓勵
兒童、老年人與身障者參與（Bundesministe-

rium für et al., 2016）。全球各國在推動全民
運動政策時，強調「運動即生活文化」，透過
法制保障、跨部門協作及資源整合，改善運動
環境可近性，增強健康促進與社會凝聚力。同
時針對弱勢群體及世代融合，結合教育、社區
與職場，發展多元化運動參與模式，為全民健
康創造更包容的體系與環境。

參、 運動科學推動競技運動全民
化的新藍圖

在國家運動科學新藍圖的推動下，實現
「競技運動全民化」需善用多元科學技術與
數據分析。首先，可運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技術進行大規模運動數據蒐集，
並透過深度學習與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

ligence, AI）對心率、足壓與慣性量測單元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等資訊進
行即時分析，以精準掌握運動者狀態並預防傷
害（Passos et al., 2021）。其次，導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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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訓練（velocity-based training, VBT）機制
（Thompson et al., 2023）與視覺回饋（vi-

sual feedback training）機制（Wang et al., 

2021），能讓民眾依據運動表現的數據動態調
整動作與負荷，提升訓練效率。同時，AI技術
可持續監測並即時回饋運動強度與姿勢偏差，
協助不同年齡與體能者制定個人化運動處方，
讓參與者在安全門檻下逐步增進體能（Reis et 

al., 2024）。此外，透過多元數位平臺，將這
些運動科學資訊以視覺化方式呈現，不僅便
利民眾在家或社區場域自行掌握訓練進度，
也能加強偏鄉地區運動資源的可及性（Carl et 

al., 2022）。最後，為打造全民共享的運動文
化，政府與民間宜推行公私協力模式，整合體
育、教育、醫療及科技單位，籌組跨領域專業
團隊，落實大數據管理、智慧場館建設以及科
學化指導體系。在多項技術與資源的完備配合
下，競技運動不再侷限於少數精英，透過IoT、
AI及視覺回饋等科學方法，讓更多人能獲得安
全、高效且可持續的運動體驗，最終形塑強健
且具國際競爭力的全民運動文化。

肆、 促進臺灣競技運動全民化之
政策探討

促進臺灣競技運動全民化為目標之政策關
鍵在於整合多重施策面向，可考慮同時兼顧明
確法律保障運動基本權利、推動社區運動俱
樂部、強化跨部門協作機制、落實分齡化運動
課程、推動健康老化計畫、優化場館與資源共
享，以及建構全民運動的永續發展機制，使運
動在社會各層面落地生根，進而提升國民體能
素質與國家競爭力。為真正落實競技運動全民

化目標，需要從法律、社區、教育、醫療及基
礎建設等多層面同時著力，並透過跨部門協作
機制加以推行。以下為更進一步的政策建議：

一、明確法律保障運動基本權利

在現行《國民體育法》或相關法律中，明
文將「運動」納入國民基本權利範疇，並
進一步明確規範各級政府在運動經費配
置、場館設置與維護、人才培育等面向之
責任。透過制度化的保障，不僅能提供全
民參與運動的機會，也能為推動競技運動
全民化創造更穩固的法源基礎。

二、推動社區運動俱樂部

參考歐美先進國家經驗，設計標準化的社
區運動俱樂部指引，包括成立流程、運作
模式、資金與人力管理等。此類俱樂部可
納入在地企業、學校與居民，共同規劃與
推行，滿足不同年齡、性別與社群需求，
進一步培養在地競技人才。

三、跨部門協作機制

除了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內政部等核心
單位外，可考慮將勞動部與交通部納入跨
部門會議，一同評估並改善勞工運動福
利、都市步道、自行車道設計及公共交通
銜接等議題，藉由統合多方資源與政策目
標，促進國民運動習慣的養成與競技發展
之提升。

四、分齡化運動課程

綜合運動員長期發展模型（Long Term 

Athlete Development, LTAD）及身體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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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理念，為各階段設計差異化的課程與
訓練。例如，在幼兒及學童階段以遊戲
引導基本動作、平衡與協調能力；青少年
則逐步導入訓練科學與專項技能；成年人
可強化體能與技巧；高齡者則著重肌力與
關節保護。如此兼顧生理與心理需求，能
更系統化地培育競技人才。建議6～12歲
間嘗試2至3項運動，奠定全面體能基礎
（LaPrade et al., 2016）。

五、健康老化計畫

面對高齡化社會，以醫療與運動結合的方
式提供客製化運動處方，並在社區端設置
健身據點或合作醫療院所，推動以預防勝
於治療為核心的健康老化模式，藉此降低
長期照護負擔，並讓長者擁有運動習慣，
進一步提高整體國民健康水準。

六、優化場館與資源共享

加強公共運動場館數量、品質與無障礙設
施建置，並鼓勵各級學校在課餘時間與假
日開放運動空間予社區居民使用，促成資
源共享。此外，也可推動公私協力模式，
與企業合作投資及管理運動場館，確保經
營效率與專業度。

七、全民運動永續發展

建立可量化的政策目標與監測指標，如國
民運動參與率、競技成績、場館使用率
等，並定期公布評估成果。透過數據掌握
實際成效，能針對不足之處即時調整方
針。同時鼓勵民間企業、社福組織與學術
單位共同合作，建立多元資源及人才培育

機制，最終形成完善且可持續發展的運動
生態系統。

伍、結語

整體而言，若欲全面推動「競技運動全民
化」並提升臺灣的國際競爭力，必須從政策、
社區、教育與科學技術等多個層面同步著力。
透過法制明確保障運動基本權利，配合社區運
動俱樂部的廣泛推動、跨部門的有效協作，以
及分齡化課程與健康老化計畫的執行，可使不
同年齡、身分與需求之族群都能獲得適切的運
動機會。同時IoT、AI與視覺回饋等運動科學技
術的導入，更能在安全與效率兼顧的前提下，
優化整體訓練模式並深化大眾的參與意願。最
後，唯有持續建立並監測明確的政策目標與評
估指標，才能即時調整施政方向，確保整個運
動生態能不斷進化並茁壯。如此，臺灣將能在
兼顧健康促進與競技發展的前提下，為國民與
社會帶來長遠且多元的正向效益，最終實現
「全民運動、全民健康、運動壯大臺灣」的遠
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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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我國不論是在競技運動的表現或
者是對於全民運動議題的看重，都有顯著的發
展與進步，這其中多重因素的挹注，尤其是
「運科」元素的導入，所產生的貢獻相當顯而
易見。

所謂的「運科」，一般而言指的是運動科
學，然而談到運動科學的意涵，進一步釐清，
又包含了運動科學的研究以及運動科技的開
發，兩者之間經常被混淆，導致不當的理解以
及錯誤的運用。本文擬針對人體運動的科學研
究，以及科技開發兩者之間的異同，藉由適用
情境進行論述，期待未來的運動科學，可以更
適切地導入各種不同的運動情境或者是場所。

本文將針對「運動科學研究」以及「運動
科技開發」進行概要式的定義與應用在運動領
域的經典介紹。接著，再舉實際應用的範例，
來說明這兩者的試用情境。最後提出未來在運
動科學研究以及運動科技開發的方向與建議。

貳、 「運動科學研究」以及「運
動科技開發」

運動科學研究和運動科技發展，是兩個密
切相關但又有所不同的概念。本節針對兩者的
定義、方法及應用範疇進行概要說明。

一、運動科學研究

定義：科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和理解
人體運動的基本原理和現象。尋求回答
「為什麼」和「如何」的問題，並建立理
論框架來解釋觀察到的現象。

方法：科學研究通常採用系統的實驗、觀
察和數據分析方法。研究者會提出假設，
進行實驗以驗證這些假設，並根據結果來
修正或建立新的理論。

範疇與經典：運動科學研究涵蓋了各種學
科，包括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與運動
生物力學，同時也包含各種以科學方法
所建構的運動人文社會科學等研究，旨在
擴展人類對人體運動領域的知識。經典代
表人物及研究，如曾經擔任瑞典卡羅琳學
院諾貝爾大會會員，同時也被譽為現代運

運動科學：
學術研究 vs.科技開發
文／黃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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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生理學傳奇與先知的阿斯特蘭德（Per-

Olof Åstrand）以及他畢生在氧運送系
統、運動表現、健康適能、預防及復健醫
學的研究（Per-Olof Åstrand, 2024）。

二、運動科技開發

定義：運動科技的開發或發展之目的是將
科學研究成果（不限運動科學）轉化為實
際應用，解決運動場上具體的問題或需
求。著重於創造新技術、產品或服務。

方法：運動科技發展相當多元，涉及工程
設計、產品開發、測試和市場推廣等過
程。這一過程可能包括多學科的合作，並
且需要考慮經濟性、可行性和實用性。

範疇與經典：科技發展涵蓋了廣泛的領
域，如資訊科技、醫療技術、能源技術
等，並且通常是應用研究，旨在將科學知
識轉化為可用的技術。近年來的穿戴式科
技可謂經典代表，將過往只能在實驗室用
心電圖儀測得的心跳率，透過簡易配掛的
心率帶即可獲取；又或是體積原本如冰箱
大小的全球定位 （Global Position Sys-

tem, GPS）儀，目前已可微型安裝於手
錶或手機，人人可輕易獲取個人化GPS資
訊。前述科技，讓戶外運動歷程的記錄與
量化成為商品，一般人輕易可以取得。

總結來說，運動科學研究在於知識的探索
和理解，而運動科技發展則專注於將這些知識
應用於實際問題的解決。兩者相輔相成，運動
科學研究為科技發展提供基礎，而運動科技發
展則更進一步結合多學科專業，為不同的運動

場域提供服務與解決方案。

參、 「運動科學研究」以及「運
動科技開發」

承上述，人體運動科學的領域，在科學研
究與科技開發的方向以及任務也各有不同，各
有其自適合的議題以及應用情境。簡而言之，
運動科學研究主要是在探索人類運動行為各方
面的理論與機轉，希望藉由精密的儀器量測搭
配創新的實驗設計，進一步釐清人類運動行為
的生理、心理、生物力學的運作機制抑或是各
種與運動相關的人文社會現象，建構運動科學
領域的知識體（Brooks, 1994）。另一方面，
運動科技開發則是希望針對各種運動情境的痛
點或是需求，進行便民的應用開發，所謂的便
民包含面向有容易操作、價格友善，最重要的
是，對人們處於運動狀態時，有實質的助益
（Windt et al., 2020）。

本文在此，針對幾種需要運動科學介入的
情境，進行運動科學研究以及運動科技開發兩
個面向的論述。

情境一：特定運動現象的分析與運作機轉釐清

實例：�不同強度的耐力運動對於某肌肉生成指

標的影響

問題釐清與解決方案：本案例是一個典型
的研究議題，需透過規劃實驗設計進行解決，
透過精密的儀器來定義耐力運動的強度，然後
受試者在訓練介入的前後，也需要進行抽血的
檢測，來分析血液中各種肌肉生成的指標，以
及這些生成指標上下游因子的表現，以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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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相關的作用機制，如下頁圖1上、下。整
體而言，本例是非常典型的運動科學研究，研
究的參與者雖然會獲得跟自己有關的運動科學
檢測資訊，但是檢測的過程相當繁瑣，並具有
侵體性，雖然最終成就了運動科學的知識累
積，但是要把研究成果進一步推展到現實生
活，仍然有一段很遙遠的距離。

情境二：大眾日常運動的評量

實例：�運動參與者想瞭解自己跑步的總距離及

燃燒的熱量

問題釐清與解決方案：本案例經常是現今
市民跑者（或業餘跑者）的主要需求，馬拉松
運動近年來成功地推展到大眾生活中，每年
固定參與幾場馬拉松比賽，儼然成為一種全球
的運動風潮與文化。由於日常的訓練經常是在
不同的路段進行路跑訓練，因此，跑步的距離
與跑步當下的熱量消耗，是跑者關注的議題之
一。幸運的是，近年來穿戴式裝置發展，不論
是在全球衛星定位以及心跳率的量測，在信效
度上都已大幅的提升，相當足夠用來定量跑者
的跑步距離，以及透過心跳率來反應當下的運
動強度與熱量消耗。

▲   圖1／運動科學研究過程示意圖。受試者需經歷配戴多
種儀器設備（上）、接受血液樣本的採集（下）（圖
片來源：Microsoft, 2024）

▲   圖2／穿戴式裝置──現代戶外運動的重要配備。（圖
片來源：Microsoft,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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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的解決方案，可以直接透過購買商
業用的穿戴式裝置來達成，滿足了大部分的業
餘運動員客觀記錄運動歷程的需求。本案例也
呼應了為何自2016穿戴式科技位居美國運動醫
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的年度體適能趨勢議題前3名地位而屹
立不搖（Newsome et al., 2024）。

情境三：頂尖運動員的精準運動科學分析

實例：�一位自行車運動員在騎車時的熱量消耗

內容為何，脂肪與醣類的燃燒比例為

何，在一趟超過200公里的公路賽，需

要如何補充熱量？

一位頂尖的自由車運動員在運動比賽過程
中，必須要針對許多細節斤斤計較，才能夠在
與一群傑出自由車運動員的競賽過程中脫穎而
出。本案例的解決方案，首先必須要瞭解運動
員的代謝特性，透過精密的呼吸測量儀，搭配
功率計以及心跳率穿戴式裝置，安排合適的運
動情境，同步蒐集精密呼吸測量儀以及商用的
運動科技裝置（例如：功率計、心跳率感測
器），透過統計分析，實驗室可建立呼吸測量
儀與運動科技裝置數據的關聯。此後，運動員
可使用簡易裝置，推算能量消耗指標（總熱量
的消耗以及脂肪醣類的消耗比例），作為比賽
或者訓練過程中能量補充的依據。

本案例結合了運動科學研究所需要的精密
儀器，以及運動科技產業的商用產品，透過兩
者之間數據的互相轉譯，最終達成把實驗室的
分析成果，實際應用在競技運動場上，幫助運
動員創造更好的運動成績。

上述案例是一個介於運動科學研究及運動
科技應用的實質案例。面對一位頂尖運動員，
在各種變項都必須嚴謹對待的情境下，這位運
動員是一位非常獨特的個體，無法用教科書中
綜合性的概念或簡單的量測工具，來判斷或估
算其運動行為的耗能或是效率，因此，要精確
分析一位頂尖運動員的運動表現，並進一步理
出其優缺點，高精密度的儀器量測不可免。但
運動員不是實驗受試者而是服務對象，科學研
究人員必須在進行這些精密量測或分析之前，
針對此頂尖運動員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建立標

▲   圖3／運動科學研究（上）與運動科技（下）成功結
合──以自由車選手為例。圖片來源：（Microsoft,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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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化且能有效回答問題的分析方法，確實執
行。過程中，也必須避免過於學術研究本位主
義的堅持，而忽略對運動員的尊重及運動員真
正的需要。最後，期許在解決問題同時，進一
步與現有科技結合或是衍生新興科技，讓運動
員將精密運動科學的分析成果帶入其競賽或訓
練，成功結合運動科學研究與運動科技。

肆、結語

如同本文所舉的三個實際案例，可以看出
不同的情境，採用的解決方案會依照需求，偏
重學術研究或者是強調方便好用。然而，運
動科學研究與運動科技開發，實際上是有連續
性的，最理想的情況，希望能夠達成科學研究
的成果，明確解決學理上的問題與機轉的釐清
後，進一步透過大量學術研究成果累積的知識
體，開展成為生活上的便利措施或者是工具，
來幫助人們運動得更安全、更有效、更健康。

針對運動場域所面對的課題或需求，未來
在面對各項課題及提出解決方案之前，宜針對
科學研究現有知識進行更新以及相對應的科技
開發進行盤點，才能有效而精確的提出因應之
道或解決方法。期待未來運動科學研究與運動
科技開發的從業人員能在明確分工的同時，也
能有更多的對話。目前國家運動科學中心的成
立，其宗旨不單僅就服務頂尖運動員，更肩負
以科學促進全民運動與建康的任務，期待該中
心的成立，可以成功示範運動科學知識的累積
乃至於運動科技的開發的連續性，讓運動學術
研究與運動產業應用相互輝映。

文末，運動科技進入生活已是現在進行
式，同一時間，大量個別化的數據如何能同時
兼顧使用者隱私，又能善用多樣化數據所衍生
的後續產能，是未來運動科技應用於不同情境
（包含：競技運動、全民運動或運動輔助醫
療）的重要且必須克服的挑戰。

作者黃滄海為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
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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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臺灣運動科技結合國際運動
賽事里程碑──
淺談 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
導入運動科技規劃

文／羅國偉

壹、前言

運動科技發展為目前臺灣推動重要政策之

一，透過跨領域共同推動，研究成果已應用在

運動場域、運動選手及社會大眾上，不僅可協

助運動選手提升競技實力，亦可讓一般民眾共

享運動科技所提供觀賽及參與效益，進而提高

運動產業價值（江佩穎，2024）。在各項運動

賽事中，亦不乏運動科技輔助與結合，除了能

提供更精確判決，也可提高觀賽體驗，給予參

賽選手數據回饋等正向價值。

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下稱2025世

壯運）將於民國114（2025）年5月17日至5月

30日舉辦，是臺灣繼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

會後，再次主辦之大型國際運動賽事，賽事以

「終身運動」及「全民運動」為理念，廣邀全

球30歲以上運動愛好者以個人名義參與，賽會

總計35個運動種類、69個競賽場地，包含臺北

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及宜蘭

縣等6縣市，參與選手及隊職員預計達4萬人，

相信屆時將能再為臺灣掀起運動熱潮。

為展現臺灣運動科技能量及運動產業基

礎，賽會將依據教育部體育署（下稱體育署）

運動科技場域實證計畫及行政院台灣運動×科

技行動計畫，結合各政府機關及學術單位，提

供多元化運動科技導入及展示，共同打造臺灣

首創與運動科技結合之運動賽會，本文將說明

目前2025世壯運與運動科技給合之執行現況、

預計執行效益及未來規劃。

貳、執行現況

臺北市為主辦2025世壯運城市之一，為提

供優質及運動科技場館，特由臺北市政府體育

局擬具規劃，向體育署提報運動科技場域實證

計畫，包含臺北田徑場運動科技設施配速系統

建置計畫，及天母棒球場運動科技設施鷹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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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建置計畫，並獲該署同意補助，刻正由該局
進行建置中，分述如下：

一、�臺北田徑場運動科技設施配速系統建置計畫

田徑配速系統是在田徑跑道內側架設燈號
裝置，燈號可依設定配速移動，提供田徑
中長跑項目選手配速使用。世界田徑總
會於民國109（2020）年允許在賽事中使
用該系統，其創新性頗受關注，近年更因
中長跑選手屢在使用該系統賽事創下新紀
錄，成為田徑運動界備受關注議題。

該系統由「燈光控制系統」、「LED燈具」
及「模組化設備建置」等三部分組成，可
設定固定速度（如5分速、6分速等）、人
工設置速度（如世界紀錄、全國紀錄、大
會紀錄等）及依訓練反應時間隨機調整速
度，提供賽事或訓練等不同需求的配速模
式；搭配合適之燈具規格及顏色，系統具
備防水能力，且能在白天運作，讓系統不
受天候影響，提供完善服務。

建置完成後可提供參賽選手配速資訊，輔
助選手依穩定速度前進，讓選手更能掌握
自身配速情形，做為突破紀錄及個人成績

▲   圖1／配速系統架構（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田徑系統
建置

固定速度

人工設置速度

隨機

燈具串接及充電模式

LED燈具規格

LED燈光顏色

充電及儲電設備整合

全國紀錄

反應時間訓練

6分速

7分速

世界紀錄

5分速

設備收納及運具

LED燈具

模組設備建置

臺北田徑場

運動科技

設施建置

燈光控制系統

具充電及儲電功能

可顯示2色以上

無線串接

防水等級IPX7以上

每1公尺設置1顆

主機整合於推車

可針對主機及LED燈具進行充電

白天亦可辨識

Type C充電

具充電及儲電功能

推車可收納LED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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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配速系統示意圖（圖片提供：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的利器；另外，觀眾亦能夠依燈號瞭解場
上選手表現狀況，試想當場上選手有機會
破紀錄，觀眾不會在最後一刻才知道，而
是預先幾圈靠著燈號引導獲知選手步速，
提早幫選手打氣吶喊，是否更能增添觀眾
樂趣。目前臺灣尚未在田徑賽事中導入配
速系統，2025世壯運將是臺灣首次在運
動賽會中使用，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預計於
114（2025）年4月前完成建置，相信將
可提供選手及觀眾更好的參賽體驗及觀賽
品質，亦會成為賽會亮點及關注話題。

二、�天母棒球場運動科技設施鷹眼系統建置計畫

鷹眼系統（Hawkeye）係透過多臺攝影
機同時進行拍攝捕捉球的軌跡，最終透
過電腦模擬生成球的3D畫面，精準判斷
球的落點，讓觀眾也能夠清楚看到球的
飛行軌跡。如今已被廣泛運用在網球、
足球、棒球等運動中，美國職棒大聯盟
（Major League Baseball, MLB）亦於
109（2020）年以Hawkeye系統正式取代
Trackman，成為官方追蹤紀錄數據的主
要夥伴。

天母棒球場於本次計畫建置之鷹眼系統分
為「上壘爭議輔助回放系統」、「棒球進
階影像數據分析系統」等兩部分，其硬
體主要為高清攝影機、高速攝影機及邊緣
運算主機等，提供擊球初速與投球數據分
析、輔助判決即時回放及分析運用平臺等
三項功能，賦予系統豐富的加值運用。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預計在114（2025）年
初進行技術整合、開發及測試，在4月前
完成建置，期能在2025世壯運棒球比賽中
上線使用，提供更為精準的輔助判決，另
透過影像數據分析，產出揮擊角度、揮擊
速度、擊球初速、飛行距離、投球轉速、
電子好球帶及投球軌跡等進階數據供轉播
單位，以增加觀賞樂趣。除此之外，亦會
彙整各項比賽蒐集到的資料，於賽後提供
給各參賽隊伍，讓參賽選手瞭解該場比賽
表現之進階數據，進而給予參賽者及觀賽
者更多的價值。



58

本 期 專 題

▲   圖3／鷹眼系統需求架構（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參、預計執行效益

臺北田徑場運動科技設施配速系統於2025

世壯運田徑賽事可提供中長跑項目使用，計有
1500公尺、3000公尺、3000公尺障礙、5000

公尺男子／女子組等項目。賽事結束後，可提
供後續在臺北田徑場辦理之田徑賽事使用，年
度例行賽事如臺灣國際田徑公開賽、臺北市春
（秋）季田徑公開賽、臺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等皆能受惠。

除此之外，在沒有辦理賽事期間，臺北田
徑場係作為臺北市基層田徑選手訓練及市民練
習跑步使用，為讓系統獲得最大效益，也將提
供給選手訓練及市民運動。另配合臺北田徑場
多功能使用目標，系統為可拆卸設置，且以無
線串接方式節省安裝及拆除時間與人力，當舉

辦足球、橄欖球、射箭、木球、槌球等賽事或
活動時，可立即拆除，並不會影響非田徑賽事
或活動進行。

天母棒球場鷹眼系統於2025世壯運棒球運
動種類，預計可提供18場比賽使用，「上壘爭
議輔助回放系統」可輔助裁判判決，增加比賽
客觀性，「棒球進階影像數據分析系統」則可
即時提供更多選手個人化數據，並透過轉播將
數據視覺化提升觀眾觀賽感。

2025世壯運結束後，系統仍可持續運作，
提供職棒比賽、國際棒球賽事和國內各級棒球
賽事使用，除能輔助判決及提高觀賽品質外，
亦能運用數據蒐集、資料分享，建立情蒐機
制，由專業團隊進行分析，完備臺灣選手平時
訓練及備戰國際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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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規劃

除了由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建置之運動科技
系統外，2025世壯運執行委員會亦將提供建置
基礎環境及設備，廣邀中央各相關部會機關，
及各運動科技團隊與2025世壯運合作，共同建
置推廣，展示各項運動科技，執行場域除賽會
期間競賽場館外，另亦規劃包含賽會期間非競
賽場館、2025世壯運博覽會及爭艷館運動科技
展示專區等四部分。

目前各項合作方案刻正進行中，在運動科
技互動體驗部分，包含賽會期間，競賽場館預
計規劃合作項目有高爾夫球運動高擬真虛實
高球服務平臺，提供擬真虛實互動之擊球模擬
器，桌球運動種類則結合AI智慧桌球拍、發球
機與影像感測系統，建立模擬比賽之訓練系
統，讓參與選手體驗運動技術在訓練環境模擬
之創新發展。

在提升觀賽效益及品質部分，則在排球運
動種類規劃3D排球軌跡與數據科技轉播，運用
多臺攝影機拍攝及系統運算，精準抓住場內各
視角及每位選手擊球時之數據；在游泳運動種
類則結合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
水道貼合技術，運用資訊技術在各水道中顯示
選手姓名、即時名次及紀錄線等資訊，取代之
前使用圖卡或子母影像呈現方式。

另外，賽會期間非競賽場館預計在2025

世壯運舉辦之國際研討會中，規劃運動智慧與
科技子主題，透過研討會方式，提供國內外專
家、學者及團隊對於運動科技專業及實務面向
之交流平臺，分享在運動科學及科技領域上之

應用成果，並交換執行經驗與心得。2025世
壯運舉辦之博覽會及爭艷館運動科技展示專
區，將結合運動產業規劃安排運動科技應用成
果展示及體驗，預計包含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體適能檢測系統、運動科學
計畫執行成果及運動科技感測體驗。

綜合上述，2025世壯運採用多元化方式與
運動科技結合，不僅讓參賽者、隊職員及觀賽
者有感，一般民眾也能在賽會期間參與各項活
動及展覽，體會未來科技在運動領域之突破發
展，讓運動科技成為2025世壯運的創新焦點。

伍、結語

運動科技近年來發展蓬勃，成為運動推展
的重要趨勢之一，隨著資訊技術日新月異，運
動科技已逐步與各運動領域結合，創造更高價
值。2025世壯運將會是臺灣首次運動賽會與運
動科技結合，透過主辦城市及2025世壯運執行
委員會努力，將臺灣運動科技實力及成果，充
分展現在本次賽會中，期能建立臺灣運動科技
結合國際運動賽事的新里程碑。

作者羅國偉為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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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首座「臺中國際足球運動
園區」未來導入運動×科技之
研析

壹、前言

教育部體育署（下稱體育署）在民國109

年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充實全民
運動環境計畫」，致力打造優質運動環境，其
中為發展足球運動，在110年3月29日核定興
設臺灣首座「國際足球運動園區」在臺中。本
文從硬體建設、訓練及賽事籌辦等面向，探究
未來運動×科學導入建立「能源管理與節能科
技」、「競技運動訓練科技導入」、「足球賽
會科技應用」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AI）科技促進社會足球文化深度交流與

互動」之發展，期許未來在體育署「運動場域
科技創新前導計畫」的支持下建構足球運動科
技場域（行政院，2022）。

貳、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之規劃

依據體育署前瞻基礎建設規劃，可興設發
展職業運動之運動園區（教育部，2020），
而臺灣長期以來欠缺可以舉辦國際賽事的足球
專用園區，特參考亞洲足球聯盟舉辦國際賽
事的場館需求進行設計，同時打造國際足球
總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認證等級的足球場。

一、主競賽場及練習（暖身）場

競賽場定位在亞洲賽事等級以上，具有主
競賽場（含行政、賽務、主客隊及附屬商
業空間）；另規劃副球場，可籌辦國際
大型運動賽事、職業賽事、企業聯賽或各
級運動賽事使用，亦可支持辦理競技培訓
（教育部，2020）。

文／李昱叡

▲   圖1／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斥資15.1億於112年4月
26日盛大動工（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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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整體規劃達符合賽事舉辦
等級水準（圖片提供：臺中市政府）

▲   圖3／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示意圖（圖片提供：臺中
市政府）

▲   圖4／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位於南屯區（資料來源：
作者整理）

參、 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之興
設概要

一、�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之地理位置聯外交

通便利

建設基地位於臺中市南屯區益豐路三段與
龍富九路區位，鄰近高鐵臺中站、臺鐵烏
日站、中捷豐樂公園站及74號快速道路，
交通便捷（臺中市政府，2021）。

二、�符合舉辦賽會等級及國際總會賽事需求之

場館規範

場館規範包括場地規格、照明照度、進出
動線、賽務行政空間、媒體轉播需求等，
參考國際賽事需求進行規劃設計以符合賽
事需求（教育部，2020）。

三、應取得場地認證

依據舉辦足球賽會等級及國際運動總會之
需求辦理規劃設計，邀請中華民國足球協
會與相關專家學者確認符合賽事舉辦需
求，啟用前應取得FIFA認證，以符合競賽
標準。

四、採用認證之場地材質材料及器材設備

運動場地所使用之器材設備（如運動面
層、計時器等）及材料（如地坪、面層塗
料等），應為國際運動總會認證之產品，
以確保場地品質符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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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之建設規模符合國

際賽事標準

國際足球運動園區在先期規劃時邀集中華
民國足球協會、足球運動與運動場館專家
學者等參與，並參照亞洲足球聯盟賽事
規範，以未來取得國際足總場地認證及
可舉辦國際賽會的目標進行設計（AFC, 

2021; FIFA, n.d.b）。總建設經費為15.1

億，臺中市政府挹注10.1億，體育署補助
5億元，主要將新建足球專用主競賽場1

座（11人制足球場）、11人制副球場1座
（臺中市政府，2023）。

視，將解決國內長期缺乏舉辦國際賽事的足球
專用場館之問題，未來足球運動園區啟用後，
將科技應用導入足球園區營運與管理更是重
要，綜合研析未來包括「能源管理與節能科
技」、「競技運動訓練科技導入」、「足球賽
會科技應用」及「擴大AI科技促進社會足球文
化深度交流與互動」，將會成為足球園區發展
的特色與重點。

一、�建議導入能源管理與節能科技符應淨零排放

（一）建構能源管理系統

因應淨零排放，足球運動園區未來
營運可導入能源管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優化能源
使用，根據實際需求調整照明、空
調和相關設備能耗設定，提升能源
效率（經濟部能源署，2024；經濟
部，2025）。未來在用電課題上，
因應培訓、集訓及辦理賽會時，夜
間照明用電需求大，未來營運可導
入電力監控系統（Power Monitor-

ing），精確地掌控電力使用，減少
損耗；另透過「智慧電表」追蹤用
電數據進行節能（經濟部能源署，
2024；經濟部，2025）。

（二）用水處理與監控系統

足球運動園區未來啟用後將面臨用
水的課題，主要在草皮養護及整體
綠景觀有大量需求，未來營運可導
入用水監控系統，包括雨水收集、
灰水系統、節水、乾燥造景及水處

肆、 未來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
應用運動×科技之研析
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的興設具有歷史與

時代意義，承載國家足球運動發展的重大意義
及任務，備受國內足球界及體壇人士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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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之建設規模

項次 建設概要 說明

1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2 代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新建工程處

3 建築規模
地上4層、地下1層，鋼筋混凝
土、鋼骨建造

4 場地規模
11人制主競賽場1座、副球場1
座；五人制足球場2座

5 基地面積 46,986.38平方公尺
6 總樓地板面積 5,420.43平方公尺
7 汽車停車格 407輛（含14輛無障礙停車位）
8 機車停車格 404輛（含9輛無障礙停車位）

9 建築標章
銅級綠建築標章、合格級智慧建
築標章

10 總經費
15億1,753萬餘元（中市10億
1,753萬餘元；中央5億）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理和回收，來減少外部水源的需求
及水成本，朝零耗水邁進（經濟部
能源署，2024；經濟部，2025）。

態追蹤科技」蒐集球員在球場上移
動速度、距離、位移、方向改變等
數據，讓訓練效果獲得更客觀的
分析與回饋（MOVE運動科技大聯
盟，2021）。

（三）應用智慧足球與發球機增進訓練效能

在2022卡達世足賽採用了新開發內
建感測器的智慧足球，可將每一次
足球的滾動、飛行、移動軌跡、受
力強弱及位移等量化分析（FIFA, 

n.d.a）；另為強化球員及守門員的
技術層面，亦可引進智慧發球機，
模擬競賽情境進行演練。未來足球
園區為落實人才培育，應用智慧足
球與發球機將可增進訓練效能。

三、�建議導入足球賽會科技應用強化賽會精準

判決

未來足球運動園區啟用後，賽會執法品質
及科技應用接軌國際是必要的趨勢，從近
幾屆世足賽可以看到包括「從半自動越
位偵測科技」協助裁判做出判決（FIFA, 

2023）；透過更純熟的「輔助判決系
統（Video Assistant Referee, VAR）」
在出現越位時，協助裁判做出精準判決
（FIFA, 2022b）；另外球門運用「球門
線技術」，精確判斷進球減少爭議（FIFA, 

2022a）；而「鷹眼系統」藉由配置的攝
影機定位及追蹤球員位置，讓賽事期間球
員運動及觸球瞬間能被精準的識別（FIFA, 

2024）等科技應用，也期待未來能在臺灣
實踐。

二、�建議應用競技運動訓練科技導入運動科學

（一）應用生理監控科技掌握運動表現

足球園區在未來營運上可支持足球
選手在培訓、集訓期間，協助掌握
生理狀態，應用穿戴裝置監控心跳
率、血壓、動作、溫度、壓力、移
動速度、水平及垂直移動距離等數
據，將球員的生理表現量化並回饋
球隊、教練、防護員及選手個人，
有效增進訓練效果（MOVE運動科
技大聯盟，2021）。

（二）導入動態追蹤科技協助增進訓練效益

足球園區在未來支援集訓或舉辦賽
事時，可導入動態追蹤科技，讓足
球運動員在球場上跑動及對於球隊
整體組織進攻及防守的追蹤，轉化
成有意義的數據，未來可應用「動

▲   圖5／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導入科技能源管理是營運
重要課題（圖片提供：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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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擴大AI科技促進社會足球文化深度交

流與互動

未來足球運動園區勢必要吸引社會支持及
進場觀賽，近年科技應用可發揮智慧運動
場館的效益，進而擴大社會文化間互動，
促使場館成為創新實驗室，特別是球迷與
社會、媒體、企業與運動等之間的關係將
重新被形塑（Yang & Cole 2022），從運
動賽會的求新求變可見到各種新科技提升
比賽吸引力，例如在AI與大數據科技應用
下，更能掌握球迷行為，增強參與度和滿
意度；在運動數據分析上能提出即時且精
確的數據供社會判讀；AI近年結合擴增實
境（Augmented Reality, AR）與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重新塑造社群互動
模式，也期待未來能在足球園區實踐。

伍、結語：展望未來

臺灣首座「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目前
正積極建設當中，預計在115年興設完成及啟
用營運，未來將化身臺灣推動足球運動發展的

▲   圖6／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未來在導入科技應用後，會成為運科實證場域（圖片提供：臺中市政府）

▲   圖7／AI與VR的結合帶給球迷有全新的體驗（圖片提
供：作者）

重要基地，成為符合舉辦賽會等級及國際賽事
需求之場館。而在科技應用上，建議足球運動
園區未來可爭取經濟部能源署節能政策相關補
助計畫經費，提升場館建築能效；另可結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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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署「運動場域科技創新前導計畫」增設競技
運動訓練之生理監控、定位系統、情蒐、足球
發球機、智慧足球等系統；在進行足球賽會時
可與國際組織結合，導入半自動越位偵測科技
輔助判讀、輔助判決系統、球門線技術及鷹眼
系統等科技，相信未來擴大應用後，將可落實
「台灣運動×科技行動計畫」，成功打造足球
運動科技場域，促進社會足球文化深度互動與
交流。

作者李昱叡為臺北市立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副教授兼總務長暨前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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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山之石．運科後勤支援學習
──借鏡日本、巴西規劃參加
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代表團後
勤支援做法

文／楊金昌

壹、前言

2024年第33屆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下稱

2024巴黎奧運）中華台北代表團奪得2金5銅，

以僅次2020東京奧運創下奧運參賽史上次佳的

成績。此次，為讓參賽選手有更好表現，教育

部體育署特別重視整體後勤支援規劃，從與農

業部跨部會合作、偕同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國

家運動科學中心及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到會

同外交部駐法國代表處協助，以此完善組團參

賽的行政支援，並透過與民間組織公私協力合

作，規劃膳食、訓練及醫護三大中繼站和配置

適當運動科學支援人力，更完備除選手村外的

支援基地，協助選手於參賽期間的飲食、培訓

及醫護所需，成為選手們強而有力的後勤支援

團隊，深獲各界的肯定，亦藉此次後勤支援成

功經驗，期盼建立未來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之

後勤團隊的基本標準。

奧運為4年1次的全世界最高層級的競技運
動盛會，世界各國頂尖運動選手以參加奧運為
運動生涯的終極目標。横澤俊治等（2018）、
山下大地等（2022）、山下修平等（2022）
指出，各國在依據當屆奧運籌備會所獲配職員
數規範，允許進入選手村或比賽場給予參賽選
手的各項支援，也逐步規劃提供完整後勤支援
服務，美國、澳洲於2000雪梨奧運便開始規

▲   圖1／比利時巴黎奧運代表團於選手村團本部內規劃代
表隊選手訓練環境（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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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選手村外，及比賽場地建立相關後勤支援機
制，後續其他世界先進國家相繼投入規劃奧運
參賽期間後勤支援作業；日本則更進一步在
2010廣州亞洲運動會首度嘗試設置選手村外之
後勤支援基地，並將此後勤支援基地經驗沿用
於2012倫敦奧運，且持續迄今。

因此，本文旨在介紹日本運動振興中心
（Japan Sport Council, JSC）及巴西奧林
匹克委員會（Brazilian Olympic Committee, 

COB）規劃參加奧運期間後勤支援戰略管理及
其作業期程之措施，所累積成功的經驗，提升
國家在奧運競技運動實力，藉以提供臺灣及相
關行政部門、組團單位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後勤支援團隊之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與國家運動
科學中心未來研擬合適我國參加奧運期間運科
後勤支援之策略規劃指導準則之參考。

貳、 日本規劃參加奧運期間後勤
支援之做法

日本體育廳（2024）指出，為提升國際競

技運動實力，於2015年開始著手以實施提升競

技能力計畫與高性能支援計畫，其中高性能支

援計畫係為強化選手臨場應變，即心理與生理

即時調整至最佳狀態，轉換成奪牌實質成效，

故提出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選手村外另設置支

援基地的指導方針。

另外，行政部門的文部科學省委由JSC制

定高性能支援之戰略。戰略一、投入各專業領

域人員，如運動醫學、運動科學、情蒐資訊、

體能訓練、運動心理等，協助選手於比賽期間

各項支援服務；戰略二、建立國際綜合性運動

賽會選手村外設置支援基地，除選手村內的支

▲   圖2／澳洲巴黎奧運代表團於選手村團本部內規劃代表隊選手訓練環境（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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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服務外，選手村外亦設置後勤支援基地，打
造如同其國內高性能運動中心之環境，以提供
賽前訓練、身心靈放鬆恢復、專業醫療照護及
運動科學（如營養、心理、情蒐等）等方面支
援服務，建構全面及完善的服務支持系統（横
澤俊治等，2018；山下修平等，2022；田村
尚之等，2022）。

JSC為使選手村外所設置後勤支援基地
適時發揮其應有的功能，著重當屆奧運後勤
支援基地之營運支援、責任保險、膳食及專
業視訊分析等相關招標作業（Japan Sport 

Council, 2023、2024a、2024b），以考量後
續與國家訓練中心 （National Training Center, 

NTC）、國立運動科學中心（Japan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s, JISS）以及高性能運動中
心（High Performance Sport Center, HPSC）
共同合作的細項工作，朝向專業訓練及運動科
學領域的角度規劃後勤支援服務，結合日本
奧林匹克委員會（Japanese Olympic Com-

mittee, JOC）組團人員，並透過任務型組織
與人力資源管理方式，各單位共同合作且各司
其職發揮後勤最大效能，也提出未來朝向參賽
期間能夠串聯選手村內外最佳後勤支援網絡，
對支援服務管理更具有加乘作用（久木留毅，
2022）。

由上述簡介可知，就日本規劃此次2024巴
黎奧運後勤支援基地觀之，JSC依政策妥善規
劃選手村外之後勤支援基地，並配合後勤支援

▲   圖3／法國巴黎奧運代表團於選手村團本部內規劃代表隊選手訓練環境（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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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招標作業，確定後勤支援基地為訓練與體

能區域、膳食與營養區域、視訊分析區域外，

增加運動心理區域，經由NTC、JISS及JOC相

互配合，共創提供選手賽前備戰訓練、運動科

學支援及相關身心關懷的能量，落實各區域之

專業工作人員能適切協助選手各項支援服務，

成為選手堅強後盾（文部科學省，2024；Shi-

dax, 2024）。

參、 巴西奧會規劃參加奧運期間
後勤支援之做法

巴西奧林匹克委員會制定2021～2024年

週期的策略規劃，其中提出運動治理策略，事

前縝密的奧運備戰計畫是後勤支援具體的指

導方針，側重完善的提早準備模式（Brazilian 

Olympic Committee [COB], 2021a），如因而

制定相關計畫前，先掌握選手參賽期間能專心

備戰需求、如何克服當地飲食文化差異與兼顧

均衡營養，及優化參賽支援服務的品質和即時

性服務，此為巴西代表團的後勤支援整體策略

方向，故其規劃期程作業於奧運會前5年便已
展開，以朝向完善奧運代表團後勤支援運作機
制邁進（COB, 2022a、2023、2024a）。

以COB規劃2024巴黎奧運代表團參賽後勤
支援作業期程為例，從2019～2024年間先後
5次前往法國巴黎進行布局，2019年與相關城
市建立溝通橋梁，掌握各城市可供有關自主訓
練、物理治療、按摩放鬆等方面的相關空間與
設施設備資訊。2020年就技術操作實務所需進
行實地考察，大至租用後勤支援訓練場域、訓
練地點往返選手村或各比賽場館的交通時間、
運送賽會期間所需運動器材及設備；小至僱用
廚師人選與食材篩選及料理等皆為考察項目。
2021年依前次實地考察及評估結果，規劃合適
設置後勤支援地點及其它後續事宜，並與巴黎
市政府相關單位簽署合作協議，及早建立夥伴
合作關係。循序漸進完備後勤支援系統及人員
部署，成為後勤支援營運的基礎。分別於2022

年與2023年實地進行後勤支援測試演練相關
作業，如營運測試、考察當地供應商，並依演

▲   圖4／美國巴黎奧運代表團於選手村團本部內規劃代表
隊選手訓練環境（圖片提供：作者）

▲   圖5／荷蘭巴黎奧運代表團於選手村團本部內規劃代表
隊選手膳食環境（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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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現況適時調整當前規劃，按部就班完善組團
行政事務和後勤支援所需的支援項目（COB, 

2021b、2021a、2022b、2023）。

COB在2024巴黎奧運規劃後勤支援基
地，於距選手村外600公尺處建立一個支援
基地，提供高性能服務，以確保選手專心備
戰、充分休息及在奧運舞臺取得佳績（COB, 

2024a）。關於未來奧運會的準備期程，COB

依循提早5年規劃備戰作業，在2023年啟動
2028洛杉磯奧運代表團後勤整體策略的方向，
逐年造訪美國洛杉磯，評估規劃合適的後勤支
援地點及相關設施，及早勾勒出完善的支援服
務藍圖（COB, 2024b）。

肆、結語

完整的後勤支援能量，提升選手參加奧運
的競技表現，身處於選手背後的後勤支援基地
與團隊協助扮演著重要一環，我國可借鏡日本
與巴西後勤支援作業方式，結合2024巴黎奧運
後勤支援之規劃經驗，建議行政部門未來就國
際綜合性運動賽會的後勤支援提出政策指引，
輔導組團單位、後勤支援團隊將參賽期間之後
勤支援的各項工作事項（含與相關行政部門與
民間組織以及駐外單位建立聯繫支援機制）予
以精細化，另評估將現行奧運前2年開始考察
期程作業提早至奧運前3年至5年準備，以因
應後勤支援之招標作業和壓力測試，導入計畫
（Plan）、執行（Do）、檢核（Check）、改
善行動（Action）的循環式品質管理，建立及
早規劃後勤支援思維，並持續精進選手各項賽
前所需支援，讓後勤支援發揮最大綜效（Syn-

ergy），使得參賽期間的支援力度不斷增強及

提升支援能量，成為選手在奧運殿堂奪得佳績
之最強力後盾。

作者楊金昌為教育部體育署競技運動組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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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北　放眼世界的競爭力

在臺灣體壇有「瘋子」之稱的林鴻道，不

僅是名成功的企業家，更因著自小對體育的喜

愛成為深耕臺灣體育的領航者，不僅獲頒教

育部體育署113年度體育推手獎之推展類金質

獎，更榮獲總統頒授「一等景星勳章」表彰他

對我國體壇的貢獻，即使榮譽加身，林鴻道卻

仍謙虛微笑道：「體育發展的提升是大家群策

群力的成果，包括體育總會、各運動協會、學

校老師、專任教練等，並非我一人所為，這個

獎是要頒給整個體育界，而我只是代表受獎罷

了。」

文／暐昕創意 楊凱婷　圖片提供／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體
育實力可謂國家力量的展現。

近年來，中華台北代表團陸續

在重大國際賽場上奪牌，不僅承載著

無數的歡笑與淚水，讓世界看見臺灣

體育的軟實力，同時也促進政府與民

間力量攜手推展臺灣體育締造新佳

績。當競技和國民運動同步加速之

際，其背後最重要的推手絕對非中華

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下稱中華奧

會）主席林鴻道莫屬。

▲    體育署署長鄭世忠、駐法大使吳志中、中華奧會主席林鴻道及總領隊
張煥禎（由左至右），共同為2024巴黎奧運我國代表團加油集氣。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林鴻道

任重道遠　臺灣體壇的領航者

臺灣體壇成績的進步為國人有目共睹，從
2020東京奧運的2金4銀6銅的獎牌數為歷屆最
佳、2022杭州亞運的19金20銀28銅名列獎牌
榜第6、2024巴黎奧運的2金5銅雖為次佳，但
選手們在競技場上表現出最佳的運動精神，在
在使國人為之動容，進而帶動全民運動風氣。
在這些榮耀的背後，除了眾多企業的大力贊助
外，還有政府推動的黃金計畫、國家運動訓練
中心設備的優化、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下稱運
科中心）的成立……等，皆是由林鴻道於背後
默默地支持與積極倡導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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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黃金計畫1.0，針對有望在奧運奪牌的菁英

選手提供補助的培訓計畫，在林鴻道的積極倡

議與推波助瀾下，使教練與選手能更無後顧之

憂地出國參賽累積積分、聘用心理諮詢、醫療團

隊及外籍教練精進技能，確保基層選手的訓練條

件與資源上能與國際接軌。黃金計畫的推動不僅

造就了東京奧運與杭州亞運的豐碩戰績，賽後也

匯集教育部體育署、競技強化委員會與國訓中心

的專家學者充分討論，針對整體機制與規劃進行

滾動式調整，如今黃金計畫3.0已於巴黎奧運後

正式啟用。

▲    巴黎奧運賽會期間，主席林鴻道於訓練場地訪視選手練
習狀況。

▲    主席林鴻道參與巴黎奧運聖火傳遞儀式，成為全臺第一
人獲邀觀禮聖火引燃儀式。

以前瞻的企業思維結合體壇改革

學生時期熱愛籃球的林鴻道即展現對體育
的熱忱。民國78年，當時的麥當勞籃球隊改由
宏國建設接手經營，更名為「宏國籃球隊」，為
一改國內低靡的籃球風氣，林鴻道以企業經營的
角度出發，大刀闊斧地聘用外籍教練與球員、調
整戰術，將原先較近社團性質的甲組聯賽全職
化，並於82年攜手裕隆汽車、泰瑞電子與幸福
水泥共同籌組中華職業籃球聯盟（Chinese Bas-

ketball Alliance, CBA），除了仿照美國職業籃球
聯賽（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
的競賽規則，他也以敏銳的商業嗅覺和果斷的
決策力，藉由電視轉播、關係企業《大成報》
的媒體廣宣，以及新穎的行銷手法博取老中青
球迷們的關注，成功為臺灣籃壇帶來許多創新
和突破，更締造出空前絕後的盛況。

此外，林鴻道對體育的熱情並不僅止於籃
球，在勝任中華奧會主席的十年期間，致力打
造「打球也能當飯吃」的願景。「運動員在結
束運動生涯前，都不曾離開過訓練場上，有許
多國手常因現實考量，在大學時對人生的職涯
規劃感到徬徨而放棄體育之路，也有曾奪牌的
選手在退役後失意頹喪。」看過眾多案例的林
鴻道便積極與各部會協商溝通，歷經多年推動
「績優運動選手就業輔導辦法」，使優秀運動
員可以全心投入訓練，往奧運殿堂的夢想前
進；退役後也能將自身所學和比賽經歷授予新
秀，建立良好的世代傳承。

他不忘以企業的經營思維推展臺灣體壇的
前進，「體育成績要好，必須要長達8年以上
的長期培育。」時任行政院長賴清德高瞻遠矚

73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221

期



優化競技實力的關鍵拼圖

奧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強」是所有運
動員追求卓越的目標，更是身為中華奧會主席
心心念念欲將臺灣體壇推升至新高度的方針。
「綜觀奧運的常勝軍英國和日本，皆是透過成
立國家級運動科學中心，使其成績長期維持名
列前茅。然而，國際情誼再友好，參訪時卻總
是無法一窺運科的全貌，每個國家都視為最高
機密。」林鴻道有感而發地說。

優勢和劣勢，使產、官、學三方資源有效整
合，為選手們打造更上一層樓的訓練環境，促
使臺灣正式邁向體育強國的蛻變之路。

以尊重、卓越、友誼躍上國際舞臺

在國際體育事務的參與上，林鴻道也積極
拜會各國奧會、參訪體育場館規劃與運作，並
簽署合作備忘錄，加以提升臺灣在國際體壇
各級組織內的行政地位及參與決策的機會，更
連年踴躍爭取奧運體系下國際賽會的主辦權。
「1993年自東亞青年運動會舉辦至今，所有參
賽國都主辦過了，唯獨臺灣還沒有。」在多年
的力推與遊說下，終於爭取到原先預定於臺中
舉行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豈料卻在賽事前
一年遭逢取消資格。但林鴻道卻不因此氣餒，
「人生難免遭遇困境，唯有勇敢面對、積極克
服，才能從中獲得成長與成就。」

除了爭取申辦國際賽事以強化國家能見
度，林鴻道亦積極推動籌組財團法人中華禁藥
防制基金會，為我國運動員建立更透明公平、
乾淨無虞的競技環境；在奧林匹克教育的推廣
上，中華奧會也未曾停下腳步，於民國100年
超前部署推行國際體育事務人才的培育計畫，
至今已成功培育860名，其中有11人在國際組

▲   除推動國際體育事務，中華奧會亦辦理路跑、小小英雄
運動會等，推展全民運動理念。

▲  中華奧會長年積極與各國奧會、體育單位密切交流合作。

過去，臺灣選手的訓練多半仰賴教練的經
驗法則，缺乏科學化的數據分析與評估。無法
向國外取經借鏡，他便以財團法人弘道運動發
展基金會董事長之身分，廣邀各領域專業教授
成立「臺灣運動科學中心規劃小組」，蒐集倫
敦奧運奪金策略、各國情蒐及技戰術分析、運
科中心運作架構等。歷經6年的籌備規劃與政
府溝通倡議，終於催生出運科中心，雖然目前
運作仍在起步階段，但林鴻道深信未來若能集
結國內頂尖專家學者共同研究新知，輔以科學
與科技設備，提供生理機能評估、運動戰術剖
析、營養諮詢與心理輔導等跨領域管理，透過
長期訓練累積的數據，精確地分析出各選手的

74

十 步 芳 草



織中擔任要職，有150人服務於公部門及各體
育團體單位；更藉由奧林匹克研討會及巡迴講
座，邀請國際講師或優秀運動員分享運動賽事
最新趨勢，提升臺灣在奧林匹克教育的專業知
識和國際視野，亦辦理全民路跑、淨灘、小小
英雄運動會等活動宣揚奧林匹克精神，以體育
的力量凝聚社會。並在108年榮獲國際奧林匹
克學院頒發最高榮譽的雅典娜獎，成為全球第
5個獲此殊榮的奧林匹克學院，「當時希臘總
統和國際奧會主席巴赫都到現場觀禮。」林鴻
道神采飛揚地憶道。

臺灣體壇近年來在國際賽事上屢創佳績，
除了選手們的努力外，幕後功臣之一的林鴻道
更是催生運科中心的重要推手。中華奧會與
宏道運動發展基金會攜手並進，共同為臺灣體
壇注入活力，前者以推展全民運動及奧林匹克

▲   國際奧林匹克學院頒贈雅典娜獎座予中華奧會，意義非凡。

▲    中華代表隊出征2020東京奧運前夕，時任總統蔡英文（左）頒授國旗及團旗與主席林鴻道（中），為教練及選手們加油
打氣。

教育為己任，後者則致力於公益性體育運動事
務，期能媒合社會各界資源，扎根校園新秀培
育，傳承優秀運動員經驗，共同打造更完善的
體育環境。他以企業家的前瞻視野，結合運動
科學與科技，建構臺灣體育運動發展藍圖的最
後一塊拼圖，未來他仍將秉持著遠見與熱情，
期許體育運動深植國人生活，並帶領臺灣邁向
體育強國之林，躋身世界前10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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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英雄　
豐碩戰果的堅毅恆心

周天成 |五度征戰　奮力搶攻追平個人最佳
世界羽聯世界巡迴賽總決賽　男子單打　4強止步

五度參加世界羽聯世界巡迴賽總決賽的周天成，預賽對上馬來
西亞好手李梓嘉，被以直落2吞下首敗；次輪交手丹麥選手安東森
（Anders Antonsen），兩人歷經3局75分鐘的苦戰，由周天成逆轉
成功，賽後他也坦言：「沒想過能打贏。」接著面對中國好手李詩
灃，雖然遭逆轉勝，但對手仍不吝盛讚周天成是一位偉大的球員。
準決賽面對世界排名第1的石宇奇，雙方實力不相上下，首局開打周天成頻頻跑動多拍回擊製造得分機會，一
度將分數追至10：10平手，但下半局石宇奇強勢進攻奪下勝利；次局周天成轉換策略進攻，原以7：2領先優
勢，豈料對手不斷以快速高壓殺球，但他仍緊咬比數追平至18：18，最終沒能化解對方的賽末點，止步4強，
雖然無法突破佳績，卻仍締造兩度打進年終賽4強的紀錄。

於2020東京奧運獲得拳擊女子51公斤級銅牌的黃筱雯，在2024
巴黎奧運轉戰54公斤級，雖然最終無緣站上頒獎臺，但她仍在短暫
的休息後，前赴日本進行高強度的移地訓練，並在世界拳擊總會年終
總決賽擊出金牌佳績。首輪輪空，後續面對泰國好手坦塔瓦（Apisa-
da Tantawa）、巴西選手查葛絲（Tatiana Chagas），黃筱雯皆完
美制霸，漂亮勝出。決賽面對蒙古女將奧雲策格（Oyuntsetsegiin Yesugen），首回合她與對手保持距離並伺
機而動，以3：2取得優勢；第二回合對手多次嘗試近身戰，卻都遭到黃筱雯進一步壓制而無法發揮，最終關
鍵局仍由黃筱雯頂住壓力、完全掌控節奏，以4：1拿下世界冠軍。教練劉宗泰坦言：「先前訓練時不慎右腳
大拇趾骨裂，賽前內心壓力很大，這次比賽和這面金牌對我們獲益良多。」

黃筱雯 |揮別失利　專注養傷再戰 2026 亞運
世界拳擊總會年終賽　女子 54公斤級　金牌

年僅19歲的舉重小將陳冠伶，國中時從籃球改練舉重，更在國
三那年首度參加全中運就一舉摘金，且連續稱霸4年，更成為我國女
子55公斤級全國紀錄保持人，甚至還被國際舉重總會譽為「下一個
郭婞淳」。陳冠伶為上屆世錦賽3金得主，本屆各國高手也來勢洶
洶，衛冕之路因此面臨考驗，抓舉以90、93公斤順利展開，不過第三把的98公斤不幸失手；挺舉則以113公
斤開把，然而第二把118公斤挑戰失敗，直到第三把才成功舉起，最終以抓舉93公斤、挺舉118公斤獲得兩面
銅牌，並以總和211公斤，再拿下一面銀牌。日前，陳冠伶也在亞洲舉重錦標賽，以抓舉89公斤、挺舉115公
斤、總和204公斤勇奪3面銀牌，尤以挺舉的115公斤更別具意義，是她再次改寫自己所保持的全國紀錄。

陳冠伶 |�未來新星　一舉制霸打破自我紀錄
世界舉重錦標賽　女子 55公斤級　抓舉、挺舉　銅牌／總和　銀牌
亞洲舉重錦標賽　女子 55公斤級　抓舉、挺舉、總和　銀牌

文／暐昕創意
圖片提供／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滑冰協會、王翊澤（林昀儒訓

練員）、林呈璟、林侑萱、林家文、教育部體育署、陳冠伶、
張佑安及洪敬愷、輔仁大學棒球隊（依筆畫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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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侑萱 |雙棲女將　專注自我獲國際賽首金
世界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15至 17歲女子組　金牌

雙棲品勢及對打項目的女將林侑萱，目前就讀基隆女中二年級，
過去曾於112年新竹全中運抱走女子組對打63公斤級金牌，如今則在
世界跆拳道品勢錦標賽中的15至17歲女子組，以0.02分之差擊敗韓
國選手，拿下她個人的國際賽首面金牌。雖然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
症，需長期按時服藥，不過因吃藥會影響賽場的反應能力，為了讓
實力能完整發揮，林侑萱兩年前停止用藥，讓自己能更專注於每一拳、每一踢。即便113年臺北全中運無緣獎
牌，令她一度萌生放棄念頭，但她仍在教練和親友的鼓勵下重燃鬥志與初心，於本次世界錦標賽成功雪恥，
接下來也更有信心迎戰今年全中運，並瞄準亞洲青年跆拳道錦標賽國手選拔。

先前因爭奪巴黎奧運門票失利，一度產生放棄念頭的舉重好手林
呈璟，近來遠赴巴林參加2024世界舉重錦標賽女子49公斤級，以總
和190公斤名列第4名，並在挺舉項目中嶄獲一面銅牌。抓舉部分，
林呈璟開把重量為83公斤，但第二次才成功舉起，第三把的86公斤
被判定左手臂彎曲而挑戰失敗；挺舉項目，前兩把105、107公斤皆
挑戰成功，可惜第三把111公斤未能舉起。「看見奧運選手們這麼努力完成自己的目標，我怎麼可以還沒達到
就先放棄。」林呈璟分享自己重振舉重的信念，即便這次未能完全展現練習時的水準，但生涯中的世錦賽首
面獎牌仍為她增添信心。日前更赴烏茲別克參加亞洲舉重錦標賽，雖無緣獎牌，但她仍以抓舉84公斤、挺舉
103公斤、總和187公斤，在抓舉及總和項目改寫全國紀錄。

林呈璟 |找回信念　從心振作踏上夢想殿堂
世界舉重錦標賽　女子 49公斤級　挺舉　銅牌

曾於兩屆聽障奧運贏得3金2銀輝煌戰績的網球女將林家文，年
初於2025澳網聽障錦標賽中拿下女子雙打冠軍及女子單打季軍的佳
績。2歲時診斷出聽神經輕度病變，小時候常因聽力缺陷而受到同儕
欺負，但她仍選擇用實力為自己發聲，在小學四年級跟隨爸爸踏入網
球場，歷經長年訓練與雕琢累積豐厚實力。尤其本屆錦標賽首次納入正式績分，成績攸關聽奧排名，在女雙
賽事中，林家文與日本搭檔菰方里菜於決賽以6：3、6：1直落二力克德波組合強勢奪冠；單打部分，林家文
在8強賽以7：5、6：4力退大會種子好手波蘭選手提沃多瓦絲卡（Sara Twardowska），準決賽雖不敵搭檔而
吞敗，但季軍戰中，林家文仍以6：4、6：2擊退以色列選手阿什肯娜齊（Rotem Ashkenazy），持續朝向東
京聽奧的舞臺邁進。

林家文 |�二度封后　用實力進擊東京聽奧
2025澳洲網球聽障錦標賽　女子雙打　冠軍
 女子單打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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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竹 |勇敢追夢　鎖定 2026 米蘭冬奧
亞洲冬季運動會──競速滑冰　女子 100公尺　銅牌

從滑輪溜冰轉戰競速滑冰的選手陳映竹首度叩關2025哈爾濱亞
洲冬季運動會，就在女子100公尺項目中以10秒51驚險奪銅，為臺
灣拿下亞冬運首面獎牌，締造歷史新猷。決賽出戰時，她被分配在
第7組第1跑道，起跑後迅速進入節奏，全力衝線後以10秒51暫居第
一，然而後面還有兩組選手未登場，「看著秒數很緊張，心情有些忐
忑，直到公布最後成績，確定銅牌入袋時，內心很激動！」陳映竹回憶道。過去她曾獲6面滑輪溜冰國際賽獎
牌，包括2017臺北世大運拿下2金1銀、2017南京滑輪世錦賽獲得1銀，然而奧運殿堂並無納入滑輪項目，為
了能站上運動員的最高殿堂，陳映竹於112年正式將重心轉往滑冰項目，如今奪得歷史性的獎牌，不僅讓她離
2026冬季奧運的夢想更進一步，也證明當初的決定是對的。

在2024澳洲網球公開賽包辦雙冠后的謝淑薇，本屆與冠軍獎盃
擦身而過。這次混雙再度攜手波蘭黃金搭檔傑林斯基（Jan Zielins-
ki），首戰連下7局力退地主隊瓊斯兄妹檔，不過卻在次輪提前讓出
遭淘汰，斷送混雙衛冕之路；女雙項目，謝淑薇則與拉脫維亞的新搭
檔奧斯塔朋科（Jelena Ostapenko）合作，兩人旗開得勝，一路挺過
前三輪比賽，並在決賽對上大會頭號種子捷克女將辛妮亞柯娃（Katerina Siniakova）及美國好手湯森（Tay-
lor Townsend），首盤開局搭檔失誤較多，以6：2遭對手拿下，第2盤謝淑薇力挽狂瀾，多次在網前回擊，球
速之快讓對手猝不及防，雙方進入鏖戰，來到6：6進入搶7，並以7：4拿下盤數，成功把戰火延燒至第3盤，
然而對手攻擊依舊猛烈，最終以6：3以亞軍坐收。

謝淑薇 |衛冕失利　期許未來獲得大金盤
澳洲網球公開賽　女子雙打　亞軍

第一銀行桌球隊男雙組合張佑安、洪敬愷年初於2025WTT馬斯
開特挑戰賽表現亮眼。兩人在前一週的杜哈星挑戰賽因感冒而影響發
揮，經休息與調適後，轉戰阿曼的馬斯開特挑戰賽，他們以一左一右
的良好搭配打出各自特色。首輪就強勢進攻，以直落三橫掃澳洲組
合；次輪則以3：1力退大會第二種子的印度組合；準決賽同樣以3：
1擊敗第四種子的中國組合，搶下決賽門票。金牌戰力拚世界排名第4的日本組合松島輝空及張本智和，首局
與對手纏鬥至13：15，可惜未能扭轉戰局，接下來兩局也以5：11、6：11落敗，雖然與冠軍擦肩而過，不過
教練江鈞維表示：「決賽場上他們第一場打得相當強勢，前三拍的主動性很高、配合度也很流暢，未來將持
續累積經驗，朝國際舞臺邁進。」

張佑安、洪敬愷 |指日可待　力拚日本雖敗猶榮
WTT馬斯開特挑戰賽　男子雙打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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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23歲的林昀儒與20歲的高承睿分別在2020東京奧運及2024
巴黎奧運嶄露頭角，成為臺灣體壇炙手可熱的桌球新星，本次WTT
新加坡大滿貫賽兩人首度搭檔就驚豔全場，創下我國桌球男雙在大滿
貫賽的最佳成績。首輪面對加拿大的李元璋（Edward LY）及智利的
高梅茲（Gustavo Gomez）跨國組合，兩人僅以短短18分鐘輕鬆取
勝，而無論是地主隊好手，還是大會第二種子的日本戶上隼輔及篠塚大登，抑或是世界排名第5的法國組合多
爾（Esteban Dorr）與布拉薩德（Florian Bourrassaud），他們仍毫無畏懼地壓制對手殺進決賽，冠軍戰交
手中國組合王楚欽、林詩棟，兩人直到第三局才漸入佳境，可惜為時已晚，最終以2：11、4：11、11：13落
敗，但首次搭檔便以非種子身分獲得亞軍，精彩合拍更使他們的世界排名直衝第11名。

林昀儒、高承睿 |聯手出擊　首搭檔創下新紀錄
WTT新加坡大滿貫賽　男子雙打　亞軍

輔大棒球隊 |獨享金盃　勇奪隊史第 2冠　

大專棒球聯賽　男子組　冠軍

113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由輔仁大學睽違11年奪下隊史第二冠。
4強交手開南大學，對方派出王牌投手林張子俊先發，前面雖穩健，
不過遇上輔大卻慘遭狙擊，由李斯特繳出7局只失1分的非責失分，
加上隊友火力援護，終以5：2進入冠軍賽。決賽再次對陣國立體育
大學，雙方在前兩局皆為平手，直到第3局，輔大靠著保送、盜壘搶
占先機，林廷之猛繳3安、2次保送展現關鍵攻擊能力，榮膺MVP，先發投手林嘉文4局零失分，牛棚投手們
接力封鎖對手，團隊齊心寫下輝煌一役，終場以4：0搶下冠軍。上屆季軍，本屆登頂，總教練周德賢表示：
「學長帶學弟，團隊凝聚力是致勝關鍵。同時也要特別感謝校方及台灣運彩公司的支持，讓球員們能在無後
顧之憂的情況下，全心備戰。」

113年11月24日是臺灣全民難以忘懷，甚至興奮到難以入眠的
一晚，因為中華代表隊在世界12強棒球賽奪下冠軍，以4：0完封強
敵日本，終結他們27連勝紀錄。賽會採超級循環賽制，晉級4強的隊
伍需跟另外3隊各打一場，再依戰績排名，由前兩名打冠軍賽、後兩
名打季軍賽。中華代表隊首場以0：2敗給委內瑞拉；次局面對美國
以8：2收下漂亮的一勝；對戰日本雖以6：9落敗，然而中華代表隊戰績仍以對戰優質率（TBQ）確定晉級決
賽。冠軍戰由左投林昱珉先發，繳出4局零失分好投；5局上半林家正擊出陽春全壘打搶先破蛋，隨後隊長陳
傑憲再補上3分砲，將領先比數擴大到4：0，直至9局下中華代表隊始終展現優異防守，最終由朱育賢以再見
雙殺確定奪冠。而陳傑憲也因卓越打擊能力包辦MVP、最佳外野手、最佳防守球員及打擊王等大獎。

中華代表隊 |霸氣奪冠　斬斷日本 27 連勝神話

2024世界棒球 12強賽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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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基層賽事轉播行銷宣導　打造運動風氣及產業新視界

教育部體育署為提升國內體育運動賽事能見度及參與度，辦理「國內運動賽事錄影轉
播行銷宣導計畫」，預定轉播30場基層體育賽事、總時數120小時，涵蓋國手選拔賽、排
名賽、公開賽、各地方政府及體育團體辦理之基層體育運動等賽事，將提供民眾電視或網
路等多元收看管道，包含電視頻道緯來精采台MOD、緯來體育台，以及社群媒體平臺的
「動滋Sports」YouTube、「緯來體育台Facebook粉絲團」，符合現今民眾多元收看的習
慣外，提升觀看的便利性，亦能讓民眾依照自己的習慣選擇收看方式，隨時隨地為選手們
加油打氣。

2024巴黎奧運暨帕運及世
界12強棒球賽，我國都拿下非
常好的成績，這些精彩的賽事
都是透過媒體的轉播服務，讓
國人能夠同步觀賽，為臺灣選
手加油，緊緊凝聚了國人的情
感。運動賽事的轉播，有助於
全民運動化的推廣。因此，體
育署除了國內外頂尖運動賽事
的轉播補助之外，更希望國人能夠關注基層運動賽事，多年來積極投入辦理「國內運動賽
事錄影轉播行銷宣導計畫」，就是希望大家能夠透過轉播，看見基層選手的努力，給予更
多關注，持續推廣我國基層體育賽事，擴大收視人口，並促進運動產業發展。

「國內運動賽事錄影轉播行銷宣導計畫」於114年1月20日正式啟動，政府投注大量資
源支持國內基層體育的發展，期望提升全民運動風氣，並帶動相關產業推展，為臺灣體育
產業開啟全新篇章。

  黃金十年體育教育全面升級 開創素養導向新時代

為展現「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整合推動總計畫」十年成果，體育署於民國113年12月8

日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成果發表會，展示體育課程從技能訓練轉向素養導向教學的
重大變革。

該計畫自103年推動，秉持素養導向的核心理念，致力提升體育教學品質，以大學教授
與國中小、高中教師合作，研發兼具理論及實務教材，成功翻轉過往技能取向的體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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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整合推動總計畫成果發表會全體合影

模式，更強調情境化、脈絡化與差異化教學，重視全面發展與終身學習，培養正確的身體
認知、生活習慣，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運動方式，最終達成全民健康的目標。

為普及素養導向教材使用與教學品質提升，該計畫以點、線、面進行推動，從培育個
體教師成為種子教師，並與重點學校合作帶動縣市區域內學校發展，再到舉辦全國性增能
研習形成全面性網絡，經由人才培育與認證制度的建立，從根本上促使教師課程改革，促
進體育課程的全面升級。

體育作為運動啟蒙的起點，期待更多教育工作者投入素養導向體育課程與教學的推
動，提升學生健康體育與身體素養之際，也為全民運動的普及和競技運動的蓬勃發展打下
更穩固的根基。

  適 FUN活力　怪獸適界大冒險　      
2024全國適應體育運動會活力開幕

「2024全國特教適應體育運動會」於113年12月11日在國立體育大學舉行開幕典禮。
體育署主任秘書呂忠仁表示，運動會邁入第10週年，長期由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推動
身心障礙學生參與適應體育競賽活動。期望透過賽會的舉行，加強學校體育課程的教學訓
練，支持鼓勵身心障礙學生參與體育運動，培養互助合作的團隊精神，從訓練與競賽中建
立信心及肯定自我。

本次運動會旨為適應體育運動落實於各特殊教育教學場域，促進身心障礙學生參與運
動的機會並強健體能。今年特色項目為職能闖關活動，鼓勵特教學生培養運動習慣及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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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動作，幫助減緩肌肉萎縮，活動關卡設計考慮未來職場需求，協助身心障礙者尋找合
適的工作方式，邀請民間企業與團體及藝人網紅共襄盛舉，給予身心障礙學生支持鼓勵。

本屆運動會恰逢辦理第10屆，開幕典禮
共有兩大亮點，亮點一是邀請3位游泳選手
擔任推廣大使，分別是國立體育大學的陳芊
儒與陳元皓，以及臺灣聽障游泳紀錄保持人
陳涓妮；亮點二是特別設計5隻不同特質運
動奇兵，帶領大家展開運動大冒險。

這次運動會主軸為「適FUN活力　怪獸
適界大冒險！」，透過5隻運動奇兵，希望
學生能學習怪獸代表的精神並保有特質，期
許學生能夠將所學精神，延續到生活實踐。

  體育署與運科中心公告「兒童與青少年足球頭頂球訓練建議指
引」照護兒童及青少年健康發展

為落實「基層扎根、廣植足球運動人
口」政策，教育部體育署推展學生足球運
動，期望透過足球運動，鼓勵學童養成規
律運動習慣。對兒童與青少年從事足球運
動時，如何兼顧健康成長及避免傷害備受
重視。為此，體育署與國家運動科學中心
研訂「兒童與青少年足球頭頂球訓練建議
指引」，期降低兒童及青少年從事足球運
動風險。

有關頭頂球動作指導，成為大家關注議題。在兒童與青少年的訓練及比賽中是否適用
頭頂球動作的規範，許多國家已針對兒童與青少年頭頂球訓練導入運動指導方針，限制或
禁止訓練和比賽中的頭頂球動作，降低兒童與青少年發生頭部傷害。

體育署主任秘書呂忠仁表示，為預防及避免兒童與青少年於足球訓練頭頂球造成生理
上傷害，研擬「兒童與青少年足球頭頂球訓練建議指引」，建議6歲以下兒童不應安排頭頂
球訓練；9至12歲兒童若有頭頂球訓練需求，建議採用氣球或泡棉球訓練，同時強化核心穩

▲   許多國家已針對兒童與青少年頭頂球訓練導入運動
指導方針，禁止6歲以下兒童進行頭頂球動作，並建
議9～12歲兒童採氣球或泡棉球練習

▲   本屆運動會邀請多位藝人及網紅共同響應，輪椅女
孩雪莉（左）推廣身障運動不遺餘力，獲頒感謝
狀，由體育署主任秘書呂忠仁代表頒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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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及頸部力量；12至15歲建議使用4號球或最低氣壓5號球訓練，針對頭頂球訓練量進行
評估與紀錄。

體育署及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期盼透過「兒童與青少年足球頭頂球訓練建議指引」，
以完善分級競賽規範，降低兒童與青少年進行頭頂球動作的潛在風險，保障選手安全及健
康成長。

  國訓中心基地範圍興整建已完成　培訓環境再升級

行政院自民國98年核定「國家運動園區
整體興設與人才培育計畫」，分期分區逐步
完善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各項培訓設施，第一
期及第二期計畫已完成戶外訓練場、綜合集
訓館、公西靶場等主要培訓場地，以及新建
宿舍與餐廳，提供教練及選手更優質的培訓
環境。

第三期計畫自109年起執行，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基地範圍的興整建工程已於113年
全數完工，包含111年啟用的大門、112年
啟用的射箭場，113年則接續完成棒壘球場
設施改善、新建風雨投擲場、公共設施景觀
改善及環場訓練跑道、風雨連通走廊等4項
工程。除將整體舊有設施進行優化改善，新
建完成的風雨投擲場，包括鉛球、鐵餅、鏈
球、跳高、撐竿跳、標槍等項目，為全臺第
一座田徑多項目使用的風雨投擲場；另棒壘
球場部分，建置投捕練習區、紀錄室、休息區、器材儲藏室等，並於棒球場地建置全壘打
牆、室內打擊練習區、紅土及草皮汰換等。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歷時15年的籌建，整體環境改頭換面，彷如煥然一新，基地範圍的
硬體建設幾已完成興整建，培訓環境升級的作業持續進行，希望透過相關訓練場館設施的
提升，讓選手在嶄新進步的運動訓練環境下備戰，持續提升競技運動實力，也期許選手們
於國際賽會上能突破自我，締造更好的成績。

▲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棒球場室內打擊練習場外觀

▲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風雨投擲場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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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手共建區域運動醫療服務網　共同守護基層學生運動員健康

為照護學生運動員健康安全，建構北北基區運動醫療服務網絡，教育部體育署與國立
臺灣大學於1月9日舉辦「運動防護特約服務醫療院所簽約儀式記者會暨運動防護輔導中
心成果發表會」，由副署長房瑞文及副校長張上淳共同主持，邀請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
府、基隆市政府、游泳選手王冠閎及跆拳道選手林侑萱、專家學者及區域學校代表等見
證，攜手16間醫療院所簽署合作意向書，打造優質運動環境及照護基層運動人才。

體育署副署長房瑞文感謝臺灣大學發揮醫學專業，藉由體育署計畫結合不同層級醫療
機構資源與專業技術，服務基層運動選手，中央、地方政府與民間單位攜手推展，透過跨
域合作，共同健全醫療防護網，完善學校體育人才照顧系統，將運動防護觀念扎根校園。

體育署自民國102學年度起推動高級中等學校運動防護員巡迴服務計畫，與大專校院合
作辦理校園運動防護體系建置計畫，協助中小學體育班及運動績優選手之「運動防護與管
理」、「教育講座」及「區域醫療服務網建置」。臺灣大學擔任北北基區域輔導中心，整合
區域運動防護與醫療服務資源，與7家醫院、9家復健科診所及物理治療所合作，透過專責
窗口，啟動「綠色通道」，提供快速看診服務，協助運動員快速就醫，早日重返運動場。

▲   在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游泳選手王冠閎及跆拳道選手林侑萱、專家先進及區域學校等共同
見證下，體育署與臺灣大學攜手16家醫療院所，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

  提升無動力飛行運動安全係數　體育署推動安全管理機制

為提升消費者參與無動力飛行運動時的安全係數，教育部體育署自今（114）年1月1

日起試辦無動力飛行運動安全管理相關機制及措施，以強化無動力飛行運動安全管理，保
護消費者權益，並為相關產業創造穩定的成長環境。

此次試辦措施包括三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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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入載飛員IMSAFE自我檢視機制

為降低因疲勞或身心狀況影響無動力飛行運動安全的風險，參考航空業使用的IMSAFE

標準（包含：疾病、藥物、壓力、酒精、疲勞、情緒6項自我檢視），體育署設計載飛
員自我檢視表，結合簽到紀錄，要求載飛員在每日業務執行前檢核自身狀態，確保安
全執行任務。

二、推動消費者安全檢視機制暨提升風險認知

為增進消費者對參與無動力飛行運動時的風險認知，體育署製作了載飛體驗安全檢視
暨知情同意書，消費者需於參與無動力飛行運動體驗前後簽署確認，以提升安全與自
我責任意識。

三、建立事故通報流程與通報平台

為提升事故管理效率，體育署依據「無動力飛行運動及其經營管理辦法」第11條規
定，建置事故通報流程並設立「無動力飛行運動事故通報平台」，以利地方主管機
關及無動力飛行運動業於通報事故時有所依循，並記錄事故資訊作為未來檢討改進
的依據。

▲   消費者參與無動力飛行運動，需簽署載飛體驗安全檢視暨知情同意書，以提高活動風險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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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動力飛行運動是一項結合冒險與自然的活動，伴隨一定風險，體育署表示，本次試
辦將採取滾動修正方式，持續優化機制，並廣泛蒐集各方意見，以建立更完善的安全管理
模式，為臺灣無動力飛行運動創造更安全的環境。

  運動外交再寫新頁　臺灣帛琉簽署棒球運動交流合作意向書

教育部體育署署長鄭世忠代表我國與
帛琉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Frank Kyota

簽署兩國棒球運動交流合作意向書，為臺
灣的運動外交寫下新頁。

113年12月總統賴清德以「繁榮南島
　智慧永續」之旅訪問帛琉，帛琉總統惠
恕仁（H.E. Surangel Whipps Jr.）祝賀我
國獲得2024世界12強棒球錦標賽（WBSC 

Premier 12）冠軍，並請我國協助帛琉棒
球代表隊備戰第12屆太平洋迷你運動會，獲總統賴清德承諾積極協助；此次為慶祝總統惠
恕仁連任，外交部部長林佳龍代表總統賴清德擔任總統特使，組織特使團出席該國正、副總
統就職典禮。署長鄭世忠獲邀成為本次特使團成員，拜會帛琉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並在總
統特使暨部長林佳龍及帛琉觀光文化人力資源部部長Ngiraibelas Tmetuchl的見證下，與主
席Frank Kyota簽署兩國棒球交流合作意向書，規劃邀請帛琉棒球代表隊來臺移地訓練，促
進兩國棒球交流，為我國的運動外交樹立新的里程碑。

體育署表示，運動部將於114年成立，「推展國際事務 世界看見臺灣」為後續積極推
動的四大目標之一，透過我國與各友邦的運動交流合作，建立臺灣的運動外交網絡，為我
國外交穩固邦誼，並增進臺灣對國際體育的貢獻與國際知名度。

  培養民俗體育核心素養　傳承民俗文化扎根校園

結合文化、藝術與體育元素的民俗體育表演已成民間傳統慶祝活動的一部分。體育署
每年度補助及輔導36所「民俗體育扎根學校」，推展固有民俗運動，培養學生終身學習並
發展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素養，現階段各校師生已能發揮創意與創新能力；編創變化
多端且精彩萬分的演出。

新北市立雙溪高中自民國110學年起加入民俗體育扎根學校行列，該校舞龍隊在國立體
育大學的引導協助下，舞龍技藝的編創與演出有很好的成果，學生能展現競技舞龍所需的

▲   教育部體育署署長鄭世忠（左2）與帛琉奧會主席
Frank Kyota（右2）簽署棒球交流合作意向書，深化
臺帛運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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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體育大學與新北市立雙溪高中一同參與2024年苗栗 龍之夜演出，團隊展現絕妙舞龍技藝，既傳統又現代

速度、爆發力與技巧難度，亦能自發學習，發揮團隊精神共同創作。因此，今年農曆新年
與國立體育大學擔綱多場大型演出。

學校體育價值已從身體活動擴展為「全人教育之必要元素」及「終身學習之權利」，
因此體育署委託國立體育大學辦理民俗體育深耕計畫，執行民俗體育校園扎根、青年教師
培育及師資增能研習工作。希望透過這些推展策略，培養學生終身學習與運動習慣，達成
「健康促進」、「素養培育」與「文化傳承」的教育目標。此外，114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於臺南市舉行，國立臺南大學及國立體育大學將共同辦理「民俗體育嘉年華會」，現場
活動內容包括趣味闖關、民俗體育青年教師成果發表及民俗體育表演。

  教育部部長和體育署署長為經典賽資格賽代表隊加油

小龍年新春開工第一天，民國114（2025）年第6屆世界棒球經典賽資格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 Qualifiers 2025）中華代表隊在2月3日辦理開訓典禮，教育部部長鄭英耀
及主任秘書林伯樵出席為教練及球員們加油，體育署署長鄭世忠則提前至臺北大巨蛋向代
表隊致意。

鄭部長身穿「TEAM TAIWAN」的帽T，在臺北大巨蛋頒發加菜金予代表隊時表示，
這是他開春後的第一個公開行程，看到代表隊精神抖擻、士氣高昂的準備投入資格賽的訓
練，對中華代表隊充滿了信心，而體育署也將全力協助中華職棒大聯盟提供最完善的後勤
支援，以最高規格補助代表隊，讓球員能安心及全心地投入賽事。相信在球員們的奮力表
現及球迷進場的打氣下，TEAM TAIWAN一定能在資格賽三戰全勝順利晉級，前進日本東京
及美國佛羅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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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世界棒球經典賽資格賽中華代表隊開訓典禮全
體教練選手大合照

  體育署首推「身心障礙運動推廣指引」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與《國民體育法》的核心精神，實現「鼓
勵各族群運動參與」的政策願景，教育部體育署於2月6日正式發表「身心障礙運動推廣指
引」，期待協助賽事主辦單位打造友善與融合的運動環境，促進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成
為友善賽事升級的檢核工具，讓身心障礙民眾也能在運動場上盡情揮灑。

「身心障礙運動推廣指引」整合國內外專業經驗與實際案例，致力於提升各項賽事的
服務量能與品質，針對賽事前、中、後階段提供融合賽會的通則建議，從無障礙場地規
劃、交通安排、輔具支援到賽事服務細節，提供完善的執行參考，幫助活動主辦單位不僅
提供身心障礙者參與的機會，更打造友善與融合的運動環境。該指引特別針對國內熱愛的
路跑、自行車及游泳三大賽事，提供友善
規劃的具體建議與檢核表，期望攜手活動
主辦單位，逐步優化服務細節，將運動融
入全民生活。

本次活動的指引推廣，不僅彰顯運動
平權的重要性，更呼應國際帕拉林匹克委
員會（IPC）提出的「透過帕拉運動創造
融合社會」願景，並與國際聽障運動總會
（ICSD）「以體育爭取平權」的倡議相
符。2025年將是臺灣運動發展的重要里
程碑，誠如國際特奧會（Special Olym-

▲   教育部部長鄭英耀赴臺北大巨蛋頒發加菜金予經典賽
資格賽中華代表隊

▲   完成半馬及全馬的輪椅籃球國手林柏勳（前排左）與陳
易成（前排左），期待更多活動主辦單位能支持及推廣
指引，讓每一顆愛運動的心，都能在同一條賽道上無障
礙運動。（後排左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姜義村、體
育署副署長洪志昌、全民運動組組長呂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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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s）「透過運動改變世界」的願景，期待能促進更多賽事設立專屬組別或增設友善服
務，提升身心障礙者的參與體驗，實現全民運動平權的目標。

  APEC體育部門年度盛事「2025 ASPN圓桌會議」於日本登場

APEC體育部門年度盛會「2025 ASPN圓桌會議暨國際論壇」於年2月6日至7日移師日
本辦理，連續兩日的運動專題研討、運動創新展示及賽會觀察員等活動，計有來自13個國
家、25位講者、7個運動創新團隊及近百位當地運動從業人員共同參與。教育部體育署於會
中宣傳首度於亞洲舉辦的「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及「2026花蓮國際少年運動會」，
並邀請國際友人及亞太地區城市踴躍來臺參加；我國無任所大使劉柏君，亦首次應邀與
會，分享她長年來積極推動女性運動平權等運動外交之最佳典範。

日方對此亦相當重視，2026日本愛知名古屋亞帕運組委會及2027關西世壯運組委會均
派員與會分享最新籌備進度，藉此加強國際宣傳，ASPN代表團也特別參訪日本東京都廳生
活文化體育局及2025聽障奧運組委會，實地瞭解東京都廳文化體育局品牌賽事發展藍圖，
以及將在11月於東京登場的百年聽奧最近進展。 

本次APEC秘書處亦持續派員參與，表達對此計畫的高度重視，共計有11個APEC經
濟體官方代表參與，包括澳洲體委會、印尼青年體育部、日本體委會、馬來西亞青年體育
部、泰國體育總局、越南體育總局及我國體育署等，期待未來持續透過ASPN平台與各經濟
體互動並提升我國的辦賽量能，用運動讓世界看見臺灣。

▲   「2025 ASPN圓桌會議」2月6日上午於日本登場，共計11個APEC經濟體官方代表參與，針對體育政策進行案
例分享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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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署公布 113年運動場館查核成果      
平均合格率逾九成五　提供運動消費安全保障

為確保民眾運動安全及消費權益，教育部體育署與地方政府共同辦理運動場館查核業
務，以提供消費者安全的運動環境並保障運動消費權益，依113年度查核結果，全國納入查
核的公私立運動場館業者計有1,768家，平均合格率達98.15%。

113年度查核「游泳池」439家，合格率97.49%；「健身中心」630家，合格率
98.89%；「販售健身教練課程」614家，合格率97.39%；「發行禮券」85家，合格率
98.82%。另與上年度查核結果比較，4項查核合格率皆有微幅的提升，合格率連兩年皆達
九成五以上；「游泳池」、「健身中心」及「販售健身教練課程」3項查核家數亦較前一年
度增加。顯見地方政府對於輔導運動場館業者符合游泳池管理規範及各項定型化契約規範
的重視與努力，體育署亦將持續協助地方政府逐年增加查核家數，並積極輔導不合格業者
儘速改善，以保障民眾的運動消費權益。

113年度運動場館查核報告，已公布於體育署官網之查核公告訊息，民眾可在前往運
動場館游泳及運動或簽訂契約前，建議先上網確認是否為查核合格業者。另提醒民眾在購
買健身教練課程、禮券或加入健身中心會員前，應注意禮券或契約內容是否符合相關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範，於簽約時更要衡量自身時間、體力及經濟能力能否配
合，並仔細審閱契約內容，以享受運動帶來之健康快樂。

▲   體育署協助地方政府逐年進行運動場館查核，查核項
目為游泳池、健身中心、健身教練課程及運動場館發
行禮券，未來將增加查核家數，並積極輔導不合格業
者儘速改善，以保障民眾的運動消費權益。（左起體
育署運動設施組鄒艾紋科長、房瑞文副署長、潘婉馨
副組長）

▲   教育部體育署與地方政府共同辦理113年運動場館
查核業務，2月20日公布查核結果，全國納入查核
的公私立運動場館業者計有1,768家，平均合格率達
98.15%。（圖為教育部體育署房瑞文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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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EC.

1日  ▶ 召開「教育部主管宜蘭地區高中（含）以下學校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第4次區
域聯合標租案」評審委員會議。

1∼8日  ▶ 參加「2024年亞太聽障運動會」，獲得3金7銀10銅。

3日  ▶ 日本職業甲級足球聯賽冠軍──樂天神戶勝利船副會長三木谷研一拜會本署。

5日  ▶ 召開「救生員訓練機構展延申請」審議會議。

6∼8日  ▶ 輔導中華民國射箭協會辦理「2024年世界室內射箭系列賽──台北250站」。

10、11日  ▶ 召開「114年運動i臺灣2.0計畫」審查會議。

11日  ▶ 辦理「113年運動企業認證授證典禮」。

11∼13日  ▶ 輔導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辦理「2024大亞集團女子公開賽」。

12日  ▶ 召開「113年全民運動會全國檢討會」。

 ▶ 召開「114年度青春動滋券系統店家實測會議」。

13日  ▶ 辦理「運動產業校園增能講座」（北部場）。

16日  ▶ 辦理「非特定體育團體協會計畫申請系統教育訓練」。

 ▶ 召開「114年身心障礙特定體育團體委辦及補助計畫」經費審查會議。

18∼20日  ▶ 輔導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辦理「2024台灣大哥大女子公開賽」。

18∼22日  ▶ 輔導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辦理「2024年U19亞洲青年橄欖球錦標賽」。

19日  ▶ 召開「113年運動現況調查成果發表記者會」。

20日  ▶ 召開「114年度補助學校游泳課程暨師資及守望員培訓經費審查會議」。

20∼26日  ▶ 輔導嘉義市政府辦理「2024年第27屆諸羅山盃國際軟式少年棒球邀請賽」。

23日  ▶ 召開113年度「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專戶」管理會第
3次會議。

 ▶ 假長榮大學召開「114年全大運競賽小組場地總檢會議」。

24日  ▶ 召開「113年度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議會」第6次會議。

 ▶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研商「健身中心聯合查核結果會議」。

24∼27日  ▶ 輔導台灣職業高爾夫協會辦理「2024年台灣PGA巡迴賽」。

25日  ▶ 召開「蒐整國際推展全民運動政策資料」初步共識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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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 召開「教育部所屬高級中等學校114學年度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及運動成績
優良學生單獨招生簡章及招生規定審查會議」。

30日  ▶ 召開「113年興修整建學校草地運動場、棒球運動場暨推動高爾夫及足球計畫」
期末審查會議。

 ▶ 召開「114年區域性水域運動體驗推廣活動經費審查會議」。

 ▶ 屏東縣政府辦理「屏東國際棒球場動土典禮」。

31日  ▶ 召開「113年補助運動科學團隊輔助基層選手實施計畫」期末審查會議。

1 JAN.

1日  ▶ 114年度青春動滋券開放領用。

2日  ▶ 114年度「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專戶」開始受理捐贈。

 ▶ 召開「共同推動青春動滋券提升校園運動風氣研商會議」。

7日  ▶ 召開「113～114年度輔導運動產業健全體質及強化營運能力專案期中審查會
議」。

9日  ▶ 假臺大校總區辦理「北北基區運動防護特約服務醫療院所簽約儀式記者會暨運
動防護輔導中心成果發表會」。

 ▶ 召開「運動健身教練聘用及汰除機制現況交流會」。

14日  ▶ 召開「全民運動署業務規劃專家諮詢會議（水域運動及傳統民俗活動議
題）」。

 ▶ 「113年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場館設施規劃暨總體檢調查委託技術服務案」評選
會議。

15∼23日  ▶ 輔導中華民國射擊協會辦理「2024年第46屆東南亞射擊錦標賽（手步槍）」。

16日  ▶ 召開「113～114年度輔導運動產業健全體質及強化營運能力專案電子平臺進度
報告」。

 ▶ 召開「全民運動署業務規劃專家諮詢會議（原住民族運動議題）」。

 ▶ 召開「114年度全國社區學生棒球大賽經費審查會議」。

 ▶ 本署例行記者會發布「無動力飛行運動安全管理機制試辦措施」。

19日  ▶ 教育電臺「體育發燒」主題宣導「無動力飛行運動安全管理機制試辦措施」。

 ▶ 假臺北市天母棒球場舉辦「113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總冠軍賽暨閉幕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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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 召開「運動賽事錄影轉播及行銷宣導開播記者會」。

22日  ▶ 召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條之1研商會議」。

 ▶ 召開「114年度補助高中以下學校教學游泳池整建維修經費審查會議」。

22日  ▶ 召開「世界運動會114年第1次培訓輔導會議」。

23日  ▶ 召開「113年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整合推動總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31日  ▶ 輔導中華民國網球協會辦理「2025台維斯盃國際男子網球團體錦標賽世界組總
決賽資格戰──中華台北vs.美國」。

2 FEB.

3日  ▶ 教育部鄭英耀部長赴臺北大巨蛋頒發加菜金予「2025年第6屆世界棒球經典賽
臺灣區資格賽」中華代表隊。

6日  ▶ 於日本辦理「2025 APEC運動政策網絡（ASPN）圓桌會議」。

 ▶ 本署例行記者會發布「身心障礙運動推廣指引」。

7日  ▶ 召開「114年度補助學校充實體育器材設備及修整建與興建運動場地審查會
議」。

7∼14日  ▶ 組團參加「2025年哈爾濱亞洲冬季運動會」。

10日  ▶ 召開「113學年度高中棒球運動硬式木棒組聯賽」開賽記者會。

17日  ▶ 召開「114年度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議會第1次會議」。

 ▶ 召開「114年兒童及少年運動教練知能（試辦）課程說明會」。

19日  ▶ 辦理「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才培育計畫（第三期）─士校營區新建游泳
館及網球場等工程」開工動土祈福典禮。

20日  ▶ 公告113年度運動場館消費者保護查核成果。

 ▶ 輔導中華民國籃球協會辦理「2025亞洲盃資格賽第一輪第3階段中華台北vs.菲
律賓」。

21∼23日  ▶ 輔導中華民國超級馬拉松運動協會辦理「2025臺北超級馬拉松」。

21∼25日  ▶ 輔導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辦理「2025年第6屆世界棒經典賽臺灣區資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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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摘 要

Sports scienc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both 

athlete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support.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sports science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planning 

to establish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With the vision of advancing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o boos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institute 

aims to develop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high-quality sports support system.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aiwan In-

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consists of three key 

divisions: the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Divi-

sion, the Sports Medicine Research Division, 

and the Sports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Division. These divisions will collaborate 

through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inter-

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advance medical 

research and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cut-

ting-edge technologies into sports science 

initiatives.

In addition to enhancing elite athletic per-

formance, the institute strives to deepen the 

reach of sports scie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

el and promote public health, laying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for Taiwan on the global 

sports stage.

運動科學在選手培訓與賽事支援中皆扮演相當
重要角色，為能擴大運動科學支援量能，政府
積極規劃成立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以「推動
運動科學研究與應用，提升國際競爭力」為願
景，期盼建構更優質的運動支援。國家運動科
學中心核心架構包括運動科學研究處、運動醫
學研究處及運動科技與資訊開發處，透過科學
化、系統化及跨領域合作，促進醫學研究及新
科技導入應用於運動科學支援上，不只強化競
技運動實力，更努力推動運動科學深入基層及
全民健康，為臺灣在全球運動舞臺奠定更堅實
的基礎。

蘇靖雅、章芝儀 Ching-Ya Su, Chih-Yi Chang

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介紹與發展規劃
Taiwan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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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trengthen dietary, training, and medical 

support for Team Chinese Taipei during the 

Paris Olympics,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leveraging inter-

agency coordination, private sector collab-

oration, and external resources. Through a 

synergistic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com-

prehensive support was provided, including 

home-style meals that offer a taste of home, 

uninterrupted training schedules, compre-

hensiv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d a significant influx of personnel support. 

These concerted efforts were designed to 

enhance the operational capacity of logistical 

and sports science support systems, max-

imizing emergency response effectiveness 

when needed and providing a robust founda-

tion for the athletes’ performance.

Looking forward,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previous small-scale logistical support 

systems, efforts will focus on drawing on the 

logistical support models of advanced sport-

ing nation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Paris Olympics’ logistics and sports science 

planning. The objective is to develop an inte-

grated and sophisticated support infrastruc-

ture that will serve as a steadfast foundation 

for athletes, enabling them to pursue their 

dreams with determination and confidence.

政府為強化巴黎奧運代表隊參賽期間之膳食、
訓練、醫護支援服務，透過跨部會協同與民間
協力及外部支援，經由雙方協力合作機制加乘
下，提供具家鄉味的膳食、不中斷備戰訓練、
完善身心健康照護以及投入大量人力支援，完
整提升後勤與運動科學支援的量能，適時發揮
其支援整合最大綜效，成為選手們最堅實的後
盾。展望未來，從過去小規模之醫護及膳食後
勤支援規劃基礎，到參見先進國家後勤支援做
法，並借鏡巴黎奧運所規劃後勤與運動科學支
援的經驗，建構更完整後勤支援系統，成為選
手們的有力依靠，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勇往直
前實踐夢想。

楊金昌、郭癸賓 Chin-Chang Yang, Kuei-Pin Kuo

我國參加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政策規劃再升級──

以參加 2024巴黎奧運後勤與運動科學支援規劃經驗為例
Enhancing Taiwan’s Policy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Multi-Sport Event 
Participation: Lessons from the Logistics and Sports Science Support Plan for 
the Paris 2024 Olympics

關鍵詞：巴黎奧運、後勤支援、運動科學
Key words: Paris Olympics, logistical support, sports science



96

專 題 摘 要

Taipei City utilizes multiple strategies—inte-

grating sports science and data—to bolster 

it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From land-

based to water-based events, efforts focus 

on fatigue management, physical recovery,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and injury preven-

tion, enabling athletes to perform with greater 

precision. The city government has estab-

lished 331 grassroots training stations and 

allocates nearly NT$200 million annually to 

nurture promising young athletes, consistent-

ly achieving impressive results. In response 

to declining birth rates leading to fewer 

sports participants and dispersed resources, 

the city leverages a sports science center, 

a green medical access pathway, and uni-

versity research capabilities to develop a 

cross-disciplinary healthcare and training 

system. Additionally, a “Sports Data Platform” 

has been created to integrate various data 

sources, optimizing talent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laying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growth of urban 

competitive sports.

臺北市以運動科學與資料整合等多重策略，提
升競技實力。從陸上到水上項目，重視疲勞管
理、體能恢復、環境模擬與傷害防護，讓運動
員表現更精準，市府設置331個基層訓練站、
投入每年近2億元預算，培育具潛力的年輕選
手，屢創佳績。面對少子化導致運動人口減少
與資源分散，市府透過運動科學中心、綠色就
醫通道和大學研究能量，建立跨領域醫療與訓
練體系，並建置「體育運動資料平臺」整合多
方數據，優化人才選訓與資源配置。此舉為城
市競技運動未來發展奠定科學化基礎。

王泓翔 Hung-Shiang Wang

以運動科學為核心的城市競技運動政策
Sports Science-Centered Policies for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關鍵詞：運動科學、城市競技運動、資料整合、環境模擬訓練、醫療防護
Key words: sports science, competitive sports, data integration,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training, medic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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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ing excellence in athletic performance 

necessitates comprehensive preparation, 

with sports psychology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this proces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2024 

Paris Olympics, Team Chinese Taipei de-

ployed nine sports psychology consultants 

and three welfare officers to provide athletes 

with tailored psychological support, including 

pre-competition mental preparation, stress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on-site assis-

tance. To further enhance support services, 

a dedicated sports psychology station was 

set up at the support hub, providing consul-

tation services focused on stress manage-

ment, sleep optimization, and concentration 

enhancement. Welfare officers take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safe sports practices and 

ensuring the safety and mental well-being of 

Olympic participants.

For the first time, an official Mind Zon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Olympic Village, providing 

athletes with a dedicated environment to relax 

or mentally prepare for competitions based 

on their individual needs. The increasing rec-

ognition of sports psychology’s importance 

has led to a gradual expansion of on-site psy-

chological services at major sporting events, 

highlighting the grow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support in competitive sports. 

運動員卓越表現需要全方面準備，運動心理是
其中一部分。2024年中華台北代表隊共有9名
運動心理諮詢老師與3名福祉協調員至巴黎奧
運現場，提供選手賽前心理準備、壓力管理及
臨場支持；中繼站則設置運動心理小站，提供
運動心理諮詢服務，針對壓力、睡眠與專注力
進行支援；福祉協調員負責推廣安全運動，保
護參與奧運成員安全與心理健康；選手村更是
首次設置心理空間，讓選手根據需求利用空間
放鬆或準備比賽等。運動心理越來越受到重
視，比賽現場的實體運動心理服務逐漸增加。

黃鈴雯、何婉禎、洪紫峯 Ling-Wen Huang, Wan-Jen Ho, Tzu-Feng Hung

2024巴黎奧運運動心理與安全運動實務
Sports Psychology and Safe Sports Practices at the Paris 2024 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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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training and analysis have traditionally 

relied on coaches’ expertise, video assess-

ments, and manual record-keeping. While 

effective, these conventional methods have 

limitations in achieving scientific training and 

developing individualized strateg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which mimics hu-

man intelligence to facilitate decision-making 

and prediction, integrates advanced data 

processing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apa-

bilities. It provides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training strategy development, identification 

of technical deficiencies, and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recision sports science.

Currently, AI technology has been success-

fully applied in various areas, including out-

do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ersonalized 

training planning, and injury prevention, 

demonstrating outstanding practical benefits. 

Looking ahead, strengthening interdisciplin-

ary collaboration and expanding the adoption 

of AI technology will further deepen its inte-

gration into scientific training and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advancement of precision sports 

science.

運動訓練與分析傳統上仰賴教練經驗、影像回
顧及人工紀錄，雖然在提升運動表現方面成效
顯著，但在科學化訓練與個別化策略制定上仍
有其限制。人工智慧是一種模仿人類智慧進行
決策與預測的技術，結合大量資料處理與模式
辨識能力，為訓練策略的制定、技術缺失的辨
識及表現的提升提供創新方案，並為實現精準
運動科學奠定基石。目前，人工智慧技術已成
功應用於戶外運動量測、個別化訓練規劃及傷
害預防等多個領域，展現了卓越的實際效益。
未來應加強跨領域合作與技術應用的普及，深
化人工智慧在科學化訓練中的運用，持續助力
精準運動科學的發展。

游承澔、呂東武 Cheng-Hao Yu, Tung-Wu Lu

人工智慧科技於運動訓練與分析之應用
Integr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to Sports Training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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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artment of Sports, Taipei City Gov-

ernment has prioritized “Enhancing User 

Experience,” “Optimizing Audience Experi-

ence,” and “Improving Athletic Performance” 

in its funding application under the “2024 

Sports Technology Field Implementation Proj-

ect” by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part of this initiative, a pacing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at the Taipei 

Municipal Stadium to support athlete training, 

public use, and competition.

Unlike conventional pacing systems in inter-

national competitions, this system was tai-

lored to the stadium’s multi-functional needs 

and developed domestically with technical 

support from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

search Institute (ITRI). It will be showcased at 

the World Masters Games 2025 Taipei & New 

Taipei City, offering international athletes ac-

cess to its innovations. Future enhancements 

include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big data analytics to further optimize 

its performance and impact.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以「提升體驗感受」、「優
化觀賽感受」、「增進運動表現」三大面向出
發，申請教育部體育署「113年推動運動科技
場域實證計畫」補助，於臺北田徑場建置田徑
配速系統。有別於國際賽事使用之配速系統，
該系統從選手訓練、市民使用、賽事運用三大
使用情境進行發想，並考量臺北田徑場多元使
用情形，從硬體燈具到控制系統，透過工業研
究院技術協助由我國自行研發生產，並透過
2025年雙北世界壯年運動，展示予世界各國選
手，後續亦將規劃導入AI及大數據蒐集擴大其
使用效益。

陳蔚昇 Wei-Sheng Chen

臺北田徑場配速系統建置與優化方向研析
An Analytical Study on Developing and Optimizing the Pacing System at Taipei 
Municipal Stadium

關鍵詞：運動科技、配速系統、田徑
Key words: Sports Technology, Pacing System, Track an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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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du-

cation has funded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echnology facilities under the "Sports and 

Technology Action Plan: Sports Everywhere 

(2022–2026)” and the “The pilot program for 

sport venu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part 

of its efforts to enhance water safety, the 

“AI-Powered Drowning Prevention” project 

wa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improve risk 

detection,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emer-

gency response in aquatic environmen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I-Powered Drown-

ing Prevention System” at the Taichung North 

District Civil Sports Center swimming pool, 

analyzing its role in enhancing safety, stream-

lining management, enabling automatic de-

tection, and optimizing system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evel-

opment of key systems, including risk de-

tection and alert issuance, swimmer activity 

modeling, and a comprehensive pool risk 

detection mechanism. By leverag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the 

system aims to strengthen drowning preven-

tion measures and improve overall swimming 

pool safety.

教育部體育署依據「台灣運動×科技行動計畫
（2022～2026年）」及「運動場域科技創新
前導計畫」補助建構運動科技場域，為重視水
域安全特別建構「AI智慧防溺」計畫，本文以
臺中市北區國民運動中心「游泳池AI溺水防護
系統」為例，探究AI智慧防溺提升安全、管理
效率、自動偵測、系統優化之目標，及建立
「偵測風險與發報警示」、「建構泳池泳客活
動模型」、「建立泳池風險偵測機制」之系
統，結合人工智慧（AI）和即時監控機制以強
化游泳池防溺機制。

李昱叡 Yu-Jui Li

臺灣運動×科技「游泳池 AI溺水防護系統」之應用──
以臺中市北區國民運動中心為例
Implementing AI-Powered Drowning Prevention in Taiwan’s Sports×Technology: 
A Case Study of Taichung North District Civil Sports Center

關鍵詞：運動科技、水域安全、防溺
Key words: Sports Technology, Water Safety, Drowning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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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injuries are a significant concern for 

sports enthusiasts, with head injuries posing 

a particularly critical risk across many sports. 

Whether in the acute or chronic phase, these 

injuries require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man-

agement to mitigate their potential long-term 

impact. Wearable devices have become es-

sential for head injury assessment,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injury mechanisms, quantifying 

impact forces, and delivering early warnings. 

These devices facilitate proactive interven-

tion, helping to minimize injuries among both 

athletes and sports enthusiasts. Data from 

wearable devices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inten-

sity and frequency of head impact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to support informed deci-

sion-making in injury prevention and man-

agement. While challenges in technology and 

implementation persist, wearable devices 

continue to evolve, presenting new opportu-

nities to enhance athlete safety and improve 

head injury management in sports.

運動傷害是喜愛運動的群眾重要的議題，不管
是急性及或慢性期，頭部創傷對於許多運動項
目來說，其風險更是不可被忽視。頭部的運動
傷害，能夠透過穿戴式裝置，瞭解其受傷的機
轉及量化其所受到的衝擊，並預先提出警示，
應而減少運動員亦或相關運動愛好者的傷害。
穿戴式裝置的數據能夠有效反映頭部受到的衝
擊強度和頻率，因此有助於監測運動員的傷害
風險。儘管目前仍存在一些技術和實施上的挑
戰，隨著穿戴式科技的普及和完善，運動員的
安全性將得到進一步保障，頭部運動傷害的風
險也能夠得到更有效控制。

陳贊仰 Tsan-Yang Chen

穿戴式科技於頭部運動傷害高風險之運用
The Application of Wearable Devic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Assessment of 
High-Risk Sports-Related Head Inj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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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ing is a demanding sport that requires 

physical endurance, technical skill, and stra-

tegic planning. Athlete success relies not 

only on training and innate talent but also on 

precise mastery of race strategies and the 

superior quality of their equipment. In recent 

years, cycling ha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domestic growth in both competitive and 

recreational sectors. With technological ad-

vancements and the gradual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ycling is undergo-

ing unprecedented transformations. This pa-

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s of AI in cycling, 

including training optimization, race strategy 

development, equipment innovation, and per-

formance analysis. The integration of AI and 

data collection technologies enhances train-

ing efficiency, allowing coaches to develop 

more precise race strategies. Furthermore, 

AI-driven insights are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

ment of ergonomically optimized, high-per-

formance cycling equipment, demonstrating 

AI applications and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port.

自由車運動是一項需要高度體能、技巧和策略
的運動，運動員的成功不僅取決於自身的訓練
和天賦，更依賴對比賽策略的精準掌握以及車
輛器材的優良性能。自由車運動近年來在國內
持續蓬勃發展，無論在競技運動或休閒運動領
域中，科技的進步，人工智慧的介入正逐漸為
自由車運動帶來前所未有的變革，本文探討人
工智慧應用於自由車運動的各個面向，包括訓
練、比賽策略、器材研發以及運動員表現分析
等，透過人工智慧及數據蒐集整合等技術，更
有效率地提升訓練成效，教練可以更精準地制
定比賽策略，而器材製造商則能研發更符合人
體工學且高性能的車輛器材，顯示人工智慧運
用在自由車運動中的應用案例及發展趨勢。

鄭欽嬴 Chin-Ying Cheng

人工智慧與自由車運動的結合及運用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ycling Sports

關鍵詞：人工智慧、自由車運動、比賽策略、器材研發、運動員表現分析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ycling, Race Strategy, Equipment Development, Athlete Performan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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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of “competitive sports for all” 

aims to enhance both the physical and men-

tal well-being of all citizens while boosting 

Taiwa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t 

originates from the government’s emphasis 

on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public health. By 

employing wearable sensors, visual feed-

back training, and other sports science tech-

nologies, this approach reinforces people’s 

exercise habits and athletic performance, 

thereby fostering a healthier and more dy-

namic society. Meanwhile, the concept of “for 

all” underscores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sports 

resources and the widespread promotion of 

sportsmanship. This report presents a range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community sports organi-

zations, the design of age-specific curricula, 

the promotion of healthy aging program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basic infrastructure. 

These measures aim to cultivate a culture of 

broad-based sports participation, address 

the health needs of various age groups, root 

sports in local communities, and ultimately 

enhance social welfare and overall physical 

fitness through sustainable mechanisms.

「競技運動全民化」旨在提升全體國民的身心
健康與國際競爭力，政策源於政府對運動產業
與公共健康的重視，透過穿戴式感測、視覺
回饋訓練等運動科學技術，強化民眾運動習慣
與競技表現，營造健康活力社會，同時「全民
化」概念更強調運動資源的公平分配與運動精
神的普及。本報告提出多元面向的政策建議，
包括加強社區運動組織、分齡化課程設計、健
康老化計畫與基礎設施優化等，期望協助形塑
全民參與的運動文化，並兼顧各階段族群的健
康需求，讓運動從社區扎根，在可持續的機制
下帶動整體社會福利與國民體能的提升。

謝富秀、王泓翔、李昱叡、傅思凱 Fu-Hsiu Hsieh, Hung-Shiang Wang, Yu-Jui Li, Szu-Kai Fu

競技運動全民化推動策略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the Widespread Promo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關鍵詞：運動權利、運動生命週期、運動俱樂部、多元運動發展、運動場域共享
Key words: right to sports, sports life cycle, sports clubs, multi-faceted sports development, shared sports 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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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科學的意涵，進一步釐清，又包含了運動
科學的研究以及運動科技的開發，兩者之間經
常被混淆，導致不當的理解以及錯誤的運用。
本文擬針對人體運動的科學研究、科技開發兩
者之間的異同，以及適用情境進行論述，期待
未來的運動科學，可以更適切的導入各種不同
的運動情境或者是場所。

本文將針對「科學研究」以及「科技開發」進
行概要式的定義與介紹。隨後，再舉實際應用
的範例，來說明這兩者的試用情境。最後提出
未來在運動科學研究以及運動科技開發的方向
與建議。

黃滄海 Tsang-Hai Huang

運動科學：學術研究 vs.科技開發
Sports Science: Academic Research v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ports science encompasses both sports sci-

ence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echnology.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these con-

cepts is essential, as confusion between the 

two often results in misunderstandings and 

incorrect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ports science re-

search on human movement and the devel-

opment of sports technology, along with their 

appropriate applications. It is expected that 

in the future, both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and sport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ill be 

mor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sports 

contexts and settings.

To provid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briefly defines and introduces both 

“scien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devel-

opment”. Additionally, practical examples will 

be provided to illustrate their real-world ap-

plications. Finally, this paper presents future 

direc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advance 

both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and sport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ntributing to on-

going progress in the field.

關鍵詞：科技研發、運動、學術研究、競技運動、全民運動
Key word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ports, Academic Research, Competitive Sports, Sports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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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22, the Executive Yuan launched the 

“Sports and Technology Action Plan,” out-

lining four key strategies: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Expanding the Capabilities 

of Sports Science,” “Promoting Data Gov-

ernance,” and “Building a New Industry 

Ecosystem.” This initiative aims to foster the 

growth of the sports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expand its applications to competitive sports 

training, public health, and recreational activ-

ities.

The World Masters Games 2025 Taipei & 

New Taipei City represents Taiwan’s return 

to the global sports stage following the 2017 

Summer Universiade. Expected to draw more 

than 40,000 participants, it is set to become 

Taiwan’s first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sport-

ing event to integrate sports technolog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s leveraging techno-

logical advancements to enhance competi-

tion management, athlete performance moni-

toring, and audience engage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implemen-

tation of sports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the 

World Masters Games 2025 Taipei & New 

Taipei City, assessing its anticipated benefits 

and long-term strategic outlook.

行政院於民國111年推動台灣運動×科技行動
計畫，擬定「強化基礎結構」、「擴大運科能
量」、「推動數據治理」、「建構產業生態」
等四大策略，協助運動科技產業發展，並讓運
動科技擴展至競技運動訓練、民眾健康及休閒
育樂領域中。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為臺灣
繼2017世界大學運動後，再次主辦之國際運動
賽會，賽會預計逾4萬人參與，世壯運籌委會
將以多元化方式結合運動科技元素，成為臺灣
首次導入運動科技之運動賽會。本文將說明目
前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與運動科技給合之
執行現況、預計執行效益及未來規劃。

羅國偉 Guo-Wei Luo

打造臺灣運動科技結合國際運動賽事里程碑──

淺談 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導入運動科技規劃
Pioneering Taiwan’s Integration of Sports Technology in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s: An Overview of the World Masters Games 2025 Taipei & New Taipei City

關鍵詞：運動賽會、運動產業、運動科學
Key words: Sports Events, Sports Industry, Sports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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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art of the “Forward-Look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 – Urban-Rural Devel-

opment for Enhancing the National Sports En-

vironment,”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A), approved the establish-

ment of Taiwan’s first international-standard 

football complex, the Taichung Municipal 

Football Leisure Park, in 2021. With a 1.51 bil-

lion NTD budget, this initiative is dedicated to 

creating a world-class football environment, 

featuring a main competition field, an auxilia-

ry 11-a-side field, and two 5-a-side field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technology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

ment, training, and event management, 

analyzing advancements in “Sustainable En-

ergy Management,” “Sports Technology for 

High-Performance Training,” “Football Event 

Technology,” and “AI Technology for Enhanc-

ing Social Interaction in Football Culture.”

To ensure long-term impact, continued col-

laboration is recommended with the Energy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on energy technology and with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the 

“The pilot program for sport venue technolo-

gy innovation.” These efforts aim to establish 

the Taichung Municipal Football Leisure Park 

as a technology-integrated sports facility, fos-

tering a high-quality environment for football 

development in Taiwan.

教育部體育署依據「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
設充實全民運動環境計畫」，於110年核定興
設符合國際賽事標準的臺灣首座「臺中市國際
足球運動園區」在臺中，積極打造優質的足球
運動環境，總計畫經費達15.1億，新建足球專
用主競賽場11人制足球場與11人制副球場各1

座、5人制足球場2座。本文從硬體建設、訓練
及賽事籌辦等面向，研析未來運動X科學導入
建立「能源管理與節能科技」、「競技運動訓
練科技」、「足球賽會科技應用」及「AI科技
促進社會足球文化深度交流與互動」之發展，
建議未來「臺中市國際足球運動園區」啟用後
持續與經濟部能源署「能源科技」與教育部體
育署「運動場域科技創新前導計畫」合作，進
而落實建構國際足球運動園區成為科技場域，
為臺灣足球運動發展營造優質運動環境。

李昱叡 Yu-Jui Li

臺灣首座「臺中國際足球運動園區」未來導入運動×科技之研析
Taiwan’s First Football Park: The Future Integration and Analytical Advancements 
of Sports Technology at Taichung International Football Sports and Leisure Park

關鍵詞：運動場館、前瞻基礎建設、運動訓練
Key words: Sports Venues, Forward-look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port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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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 on the Olympic stage relies on a 

well-coordinated logistical support system, 

requir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adminis-

trative department and relevant units. Draw-

ing on Japan’s and Brazil’s approaches to 

Olympic logistical support and integrating 

them into the delegation’s strategic planning 

can enhance overall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

ness.

To enhance the nation's capacity for orga-

nizing logistical support during future Olym-

pic participation, adopting a cyclical quality 

management framework—Plan, Do, Check, 

and Action (PDCA)—is essential. A system-

atic and comprehensive logistical support 

management system ensures athletes' psy-

chological stability, optimal pre-competition 

physical conditioning, and peak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Strengthening these support 

mechanisms enables athletes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and bring glory to the nation.

實踐選手在奧林匹克運動會舞臺奪佳績，行政
部門偕同相關單位做好完善的後勤支援管理至
關重要，借鏡日本與巴西規劃參加奧運期間後
勤支援的做法，及納入代表團組團戰略策略，
從計畫（Plan）、執行（Do）、檢核（Check）、改
善行動（Action）的循環式品質管理，提高我
國未來籌組參加奧運賽事的後勤支援量能，期
盼朝向建立具系統性與完整性的後勤支援管理
制度，安定選手參賽心理、為選手調適賽前最
佳體能，以強化臨場表現繼而締造佳績，為國
爭光。

楊金昌 Chin-Chang Yang

它山之石．運科後勤支援學習──借鏡日本、巴西規劃參加奧林

匹克運動會期間代表團後勤支援做法
Applying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in Sports Science and Logistical 
Suppor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lympic Delegation Support Strategies in 
Japan and Brazil

關鍵詞：奧運、後勤支援、循環式品質管理
Key words: Olympic Games, logistical support, P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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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約

壹、本刊宗旨

以宣導我國體育政策制度、報導國家體育
動態、介紹國際跨文化體育現況及促進國際體
育交流為宗旨。

貳、本刊內容

政策導向、各期專題、署務報導、法令規
章、新知交流、運動廣場、十步芳草、運動畫
頁、專題英文摘要、大事記等。

第222期國民體育季刊「AI與運動科技研
發」相關主題之方向，臚列如次：

一、大師論壇：AI與運動科技

二、AI在運動科技上的跨域應用

三、AI導入運動場的觀念與思辨

四、個人化AI運動訓練輔助

五、AI在尖端運動科技領域應用

六、人工智慧與運動的科普議題

截稿日期114年3月30日

第223期國民體育季刊「海洋運動的發展現
況與展望」相關主題之方向，臚列如次：

一、海洋運動政策與法令

二、海洋運動產業發展

三、海洋運動推動情形與績效

四、海洋運動教育與人才培育

五、海洋運動與觀光

六、海洋運動環境與安全

截稿日期114年6月30日

參、投稿須知

一、格式：

（一） 版面採A4直式，文稿採由左至右橫
向，並於右下方註明頁碼。

（二） 分段寫作，段首空二字，段落之間不
空行，設定為1.5倍行高，左右對齊。

（三） 中文採標楷體14號字，全形標點符
號；英文採Times New Roman 14號
字，半形標點符號。

（四） 參考文獻用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iation, APA）
格式。人文社會得用其他格式。

（五） 裝訂順序為首頁、中文摘要及關鍵
詞、正文、註釋、附錄、參考書目。

（六） 首頁內容包括：（1）題目；（2）
姓名（含簽名）；（3）任職機構及
職稱／就讀學校及身分；（4）E–

mail；（5）聯絡電話；（6）通訊
處；（7）相關說明。

（七） 稿件請存為Word文件檔（.doc）。

二、 內容：限於篇幅，來稿以3,000字為原則。
三、 來稿如經採用，該文著作財產權即歸屬本
刊所有。如因編輯需要，本刊有刪改權，
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四、 凡曾於其他刊物發表者，一律拒絕刊登。
有抄襲者，文責自負。

五、 來稿無論錄取與否，一律不退件，請自行
留存底稿。

六、  來稿請寄：10361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
108號8樓《國民體育季刊》編輯部（請
附文字稿及電子檔）     



E–mail：wdnsq.edit@gmail.com

七、 聯絡電話：（02）2553–6152#55            

傳真號碼：（02）2553–6251              

肆、 審查方式：

來稿之審查，分為形式審查與實質審查兩
階段。

一、第一階段形式審查：

 稿件先由執行編輯與主編委員進行形式審
查，若有不符合本刊徵（邀）稿格式，應
請作者修正後再行投稿，或交由執行編輯
依照本刊格式，協助作者編排完成後通知
作者。

二、第二階段實質審查：

（一） 通過形式審查之稿件，依性質由主
編委員與相關領域之編輯委員討
論，商請專家二位進行實質審查。

（二） 實質審查採雙向匿名方式辦理，審
查人員須填寫審稿意見表，並提出
審稿意見後交至編輯委員會審議。

（三） 二位實質審查人之意見依下列方式
處理：

處理方式

第二位評審意見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第三位

評審

第

一

位

評

審

意

見

刊登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第三位
評審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第三位
評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退稿

退稿 第三位
評審

第三位
評審 退稿 退稿

（四） 是否刊登文件，均應將評審意見等
函送投稿人，並說明處理方式。

伍、審查結果：

由編輯委員會議依審查意見，作成綜合意
見決定之。

陸、稿件修正與刊登：

一、 凡經編輯委員會決議刊登之稿件，投稿者
須根據審稿意見及本刊格式要求修改，並
於規定期限內寄回修正稿件、修正說明或
答辯說明。

二、 寄回之修正稿件如未能依前開要求修改或
適當答辯者，經編輯委員會之決議，得暫
緩或撤銷刊登。

三、 獲同意刊登之稿件，經執行編輯通知後，
作者需於一星期內寄回修正稿件、著作財
產權讓與同意書，以利出版。

四、 再審稿件，應依評審意見逐項回應說明，
以利審稿委員再審。

五、文稿付印前再送請作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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