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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是世界

最高層級的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賽事都是由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主辦，每次舉辦

在不同國家，每四年舉辦一次，本屆奧運將於

2024年7月26日至8月11日在法國巴黎舉行。

2024巴黎奧運共設32個大項、48個分項、329

個小項，該屆奧運新增四個大項，分別是霹靂

舞、滑板、攀岩和衝浪。奧運不僅是提供頂尖

運動員相互切磋競技的舞台，更是透過運動促

進人們全面成長與發展，最終達到維持世界和

平的目的。

體育署表示在2022杭州亞運暨亞帕運結束
後，便隨即投入備戰2024巴黎奧運，並透過偕
同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
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以下簡稱運科中心）輔導
各培訓隊積極備戰，爭取參賽資格。運科中心
董事長吳誠文表示，運科中心成立以來首要目
標即是提供2024巴黎奧運運科支援，把它當作
是揭牌以後的第一要務。同時，亦透過「全國
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之修正、第3屆運
動彩劵順利發行之整備、特定體育團體會計人
員人事費之補助，以及國際賽事補助比率之提
高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強化特定體育團體達
到良善治理之目的，及運動發展基金之籌措。
目前我國已取得10個運動種類，共計30個參賽
席次，包括射箭、田徑、拳擊、輕艇激流、競
技體操、射擊、游泳、桌球、高爾夫、跆拳道
等選手，期至113年6月底，能全力爭取我國最
多參賽資格。

巴黎奧運的備戰與展望

文／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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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今年1月，體育署與中華奧林匹
克委員會、國訓中心、運科中心及培訓隊教練
共組賽前考察團，前往巴黎考察，拜訪巴黎奧
運籌委會，實地走訪選手村、競賽場館以及後
勤與運科支援地點，並與法國代表處及僑界進
行座談，希望能爭取到更多後勤支援，協助選
手在奧運會中奪得佳績。支援包含膳食、服
裝、選手村位置，與交通資訊和動線等。目前
規劃我國代表團住宿點為一棟6層樓建築。另
外，考察團與隨行教練也前往拳擊、跆拳道、
射擊、舉重、桌球、射箭、羽球、柔道、體
操、田徑、游泳、網球等競賽場館，掌握場館
位置、館內動線及選手村的車程相關資訊，期
望提供選手最完整的後勤服務，並建立後續聯
繫管道，及早完成相關部署。

本期季刊主題為「巴黎奧運的備戰與展
望」，內容包括巴黎奧運國家隊備戰之策略、
運動科學支援奧運國家隊的評析與願景、運動
選才政策的演進與挑戰、運動醫學的新趨勢、
巴黎奧運場館的永續發展策略、志工機制的發
展、文化資本之運營策略等，從組團參賽、備
戰期程、後勤支援等各層面做介紹，讓讀者對
本屆奧運之備戰及參賽規劃有所瞭解。期許在
本次政策措施推動之下，讓臺灣體育團體遵行
良善治理，邁向財務健全的組織及提供優質訓
練環境，厚植臺灣的體育實力，實踐運動員夢
想，站上巴黎奧運殿堂，全力爭取最高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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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進入後疫情時代，2024巴黎奧林匹克
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終於回到正軌即將如
期舉辦，奧運會是國際競技運動賽事的最高殿
堂、全球關注的體壇盛事，我國中華健兒和各
國優秀運動員一樣，正摩拳擦掌在世界各國征
戰，為爭取奧運參賽的門票而努力。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
除了賡續提供全面的支援工作及服務，透過
2022年啟動的「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黃金計
畫」（以下簡稱黃金計畫2.0），以2022杭州
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為檢核點，賽事
結束後即刻啟動檢討機制、重新檢視及盤點修
正，推動黃金計畫2.0不斷精進，全力備戰巴黎
奧運。

又為了2024巴黎奧運參賽期間的後勤與運
動科學支援，國訓中心延續2018雅加達亞運的
蘇丹公寓及2022杭州亞運的盛捷公寓的中繼站
支援模式，早早啟動了巴黎奧運中繼站規劃。

貳、瞄準巴黎奧運，備戰刻不容緩

一、黃金計畫2.0再升級

國訓中心自2020東京奧運後積極推動黃金
計畫2.0，不侷限每四年一次的奧運，永
續推動優秀及潛力菁英選手培育工作，將
菁英選手自黃金計畫1.0，3級擴大區分至
5級，提供不同級別的補助及支援，廣納
14種運動種類之菁英及具潛力的優秀運動
員，備戰2024巴黎奧運的同時，更將眼光
放遠至2028洛杉磯奧運。

配合長期培養訓練、不間斷地推動我國菁
英選手培訓，以準備取得（一）當屆奧運
會參賽資格（二）參加當屆奧運會比賽
（三）準備下屆奧運會取得更多參賽資格
（四）準備參加下屆奧運會比賽取得更優
異成績，金字塔堆疊永續循環方式，提供
不同級別的客製化訓練及補助。

文／龔榮堂、黃泰源、孫逸穎

巴黎奧運國家隊
備戰之策略

START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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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至2023年才舉辦第19屆杭州亞運，是

黃金計畫2.0推動以來的重要檢核點，中華

台北代表團最終榮獲19金20銀28銅，其中

計29位黃金計畫選手，共取得6金4銀11

銅1，在拳擊、輕艇、體操、柔道、游泳、

跆拳道、舉重、羽球、桌球、田徑及射擊

等11個項目奪得獎牌。

依照黃金計畫2.0「級別與資格條件參考成

績」，於杭州亞運奪牌選手即列入或依成

績調整其級別；同時，2023年底也配合計

畫所定進退場審查，於2024年起重新調整

黃金計畫各級選手名單，全力備戰2024巴

黎奧運。

為有效達到黃金計畫的終極目標，於奧運
會有機會奪牌，本計畫係鎖定當屆奧運會
與下屆奧運會競賽項目，參考選手參加國
際賽會成績，分為：當屆奧運會「奪牌菁
英選手個人化訓練」及下屆奧運會「具取
得參賽資格優秀選手個人化訓練」；所稱
參考成績係以最近一屆奧運結束後次月起
之國際賽會、國內賽會經國際認可之參賽
成績，或奧運／世界積分排名。

菁英選手係評估具有爭金奪牌者，潛優選
手係具未來奪牌潛力資優者，各級客觀標
準如表1：

表1　備戰奧林匹克黃金計畫「級別與資格條件參考成績」表

級別 標準

第1級
1. 最近一屆奧運會前3名。
2. 客觀項目（田徑、游泳、舉重）成績達最近一屆奧運會前3名。
3. 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前1個月奥運／世界積分（Olympic Ranking ／World Ranking）排名前3名。

第2級
1. 最近一屆世錦賽前3名。
2. 最近一屆亞運會金牌。 
3. 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前1個月奥運／世界積分（Olympic Ranking ／World Ranking）排名前5名。

第3級
1. 最近一屆奥運會前8名田徑、游泳晉級複賽、體操個人項目進入決賽。
2. 最近一屆亞運會銀牌。
3. 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前1個月奥運／世界積分（Olympic Ranking ／World Ranking）排名前8名。

第4、5級

1. 最近一屆取得世界大學運動會、亞洲錦標賽、世界青年錦標賽、青年奧運會⸺個人項目前3名者。
2. 最近一屆取得亞洲青年錦標賽、青年亞運會⸺個�項目前2名者。
3.  參加國際賽會、國內賽會經國際認可之特殊成績表現，於各該專項競技運動具發展潛力，經專家學者推
薦者。

資料來源：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黃金計畫」

註1　 黃金計畫係鎖定於奧運摘金奪冠為最終目標，故以奧運競賽項目，分析我國各運動種類發展狀況，遴選於奧運潛力奪
牌之競賽項目，針對2024巴黎奧運黃金計畫遴選12種運動種類、2028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遴選14個運動種類，以廣
選嚴訓遴選優秀運動員，並區分1～5級提供不同的補助及支援。以2022杭州亞運的賽果分析，中華代表隊奪牌之26
個競賽種類中，14個同為奧運競賽項目，亦即黃金計畫遴選的14個運動種類，其中有11個運動種類奪得獎牌，顯示
近八成的運動種類取得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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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調整具體方法」，以為客觀依據，將黃
金計畫資源得全力挹注所有「菁英選手」
及「潛優選手」。

在經費支用上，團體項目及個人項目因人數
多寡，部分團體項目有補助不足的狀況，
故國訓中心也依實際狀況重新檢視，提高部
分2人以上運動團隊之補助額度、放寬部分
膳食費用核銷方式，譬如：標準膳宿費之
請領得改以造冊方式辧理，對於長年在外
征戰取得績分的教練選手，此舉措大大減
化原本較為繁複且僵化的行政作業。

另外，為提升黃金計畫執行成效，本計畫
也增加遴聘計畫主持人協助黃金計畫第4、
5級選手計畫擬定及經費編列，並作為教練
選手、協會與國訓中心溝通橋梁。國訓中
心亦為提升行政服務效率及品質，自113年
1月1日起，增設專責黃金計畫之業務組，
配置適當專責人力（含財務人力）。

此外，國訓中心已提早為2028洛杉磯奧運
預作準備，已著手再次檢視及修正黃金計
畫，預計在2024巴黎奧運結束後得以順利
接軌啟動黃金計畫3.0。

二、2024巴黎奧運中繼站規劃

借鏡過往2018雅加達亞運會「蘇丹公寓」
及2022杭州亞運會「盛捷公寓」之成功
經驗，並學習日本及泰國支援模式，規劃
設置2024巴黎奧運賽會期間中繼站。國
訓中心利用2024年1月前往巴黎進行奧運
賽前考察之際，隨即開始尋覓選手村村外
之合適駐點處，俾利籌組後勤支援團前進

符合上表各級資格條件標準參考成績，得
由各單項協（總）會及國際綜合性運動賽
會（奧運暨亞運）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
組、國訓中心運動科學小組、國訓中心競
技強化委員會等單位之委員以多元管道推
薦，送國訓中心競技強化委員會審議，符
合資格條件者列入相應級別，過程遇有特
殊情形則由國訓中心安排運科體能檢測
後，再送競技強化委員會進行審議，審議
選手資格通過進場名單，續由各單項協
（總）會提送專案訓練計畫，送國訓中心
評估審核。

截至民國113年4月，黃金計畫選手共162

人，包括2024巴黎奧運黃金計畫1～5級
計78人、2028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4、5

級計84人。又，中華台北代表隊已取得11

個運動種類、33個奧運參賽席次，即四成
2024巴黎奧運黃金計畫選手已取得參賽資
格，其餘選手則為取得資格持續奮戰中。

本計畫秉持即時協助、支援各級選手需求
為主要工作目標，並透過定期會議追蹤、
討論、協調，及時解決執行訓練所面臨的
困難與掌握管考之權宜作法，採隨到隨辦
方式予以協助為原則。

黃金計畫執行以來，最受挑戰的即是分級
與級別調整，各運動種類屬性不同，分級
標準難以完全統一，進而造成部分菁英選
手進退場及升降級的疑義，故112年底，
國訓中心邀集各單項運動協（總）會依據
賽事層級，訂定「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黃
金計畫各運動種類菁英選手進／退場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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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提供代表隊選手、教練在餐飲、運

科、醫療、技術及行政後勤之協助。

（一）飲食支援

巴黎與臺灣的飲食落差較大，選手村餐廳

雖然皆可提供參賽（訓練）人員申請餐盒

外帶，惟多為冷食（例如：麵包、三明

治、沙拉或冷肉等），較無法滿足亞洲人

食用熱食的習慣；其次，餐盒外帶的時間

常受限於比賽或場地距離往往無法即時，

故在過去兩屆亞運的中繼站，皆配有廚

師，且每日現作並在最快的時間內想辦法

送到選手手上。

本次巴黎奧運的中繼站，將持續配有廚

師，並擴大考量量級選手體重控制、個人

項目同日多場比賽等，將再配置專業營養

師依照選手需求開立合適的菜單。

食材應用上，衡量巴黎食材差異，同時要
顧及供餐量及烹調速度，故將活用冷凍調
理食品，本次除了農業部大力支持，提供
可攜帶之冷凍毛豆莢、冰烤番薯、田園地
瓜等，提供選手蔬果營養素，也與「漢典
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借助並活用其擴展
至歐洲市場的冷凍調理食品，搭配當地採
購之食材，透過專業廚師之巧手中西合
璧，讓代表隊教練選手在歐洲仍能輕鬆地
品嘗到最道地的家鄉風味。

（二）運動科學支援

為更積極協助選手防護或物理治療處置，
除了代表團內列入防護人員，於中繼站再
選派以支援黃金計畫之專屬防護人員，
以代表隊人數較多、賽事較分散或男女項
目訓練或比賽時間完全分開為首要支援目
標，並在中繼站鄰近處租得專用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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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作為物理治療、運動防護的支援基
地。此外也將配有護理支援，整備團隊所
需醫療藥品與醫療（防疫）相關物資、參
賽教練選手與隊職員健康管理與傳染病防
疫工作、傷口護理及衛教、協助緊急傷病
處置。

中繼站亦規劃其他運動科學領域人力進
駐，包括「體能訓練」、「情蒐力學」、
「生理恢復」、「營養諮詢」等支援，此
外近年大眾關注之「運動心理」，也將安
排特定運動心理人員，協助選手賽前心理
熱身、賽後心理諮詢、賽中觀察與表現解
構、專注力引導、壓力管理及情緒照顧
等。另外，國訓中心亦於中繼站鄰近處覓
得運動場館可借體能訓練及重量訓練使
用，在賽事期間專門提供中華台北代表團
使用。

參、結語

每四年一次的奧運會，是全世界競技水準
最高的體育運動盛事，國人無不引頸期盼再現
東京奧運的榮光，全力為我國優秀運動員應
援；作為國家培訓隊最強的後盾，國訓中心不
敢懈怠，杭州亞運結束後，便馬不停蹄進入巴
黎奧運備戰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本屆奧運
會，國訓中心的備戰工作並不孤單，國家運動
科學中心自113年1月正式運作，亦將研究量能
投注支援運科工作。

國訓中心作為我國優秀運動員最強力的後
盾，也要將備戰支援的量能延續至賽場，2024

巴黎奧運中繼站的規劃工作，正如火如荼進行

當中，過程中亦受到我國駐法代表處與僑界、
農業部農糧署及法國駐台代表處的支持，將以
最完善支援布署，讓選手無後顧之憂全力爭取
最佳成績。

作者龔榮堂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執行長、黃泰
源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副執行長、孫逸穎為國
家運動訓練中心專員

參考文獻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2024）。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
黃金計畫。https://www.nstc.org.tw/Uploads/
Common/202402071513138131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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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科學支援奧運國家隊的
評析與願景

文／黃啟煌、邱宏達

壹、前言

我國以運動科學支援選手訓練，最早開始
於中華民國體育總會北部訓練中心及左營訓練
中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之前身，以下簡稱
國訓中心）的運動科學組。早期兩中心運動科
學組的任務，在提供代表隊於重大比賽集訓前
後，進行選手的體能檢測；此外，也提供運動
營養諮詢、餐廳每日的菜單規劃、心理輔導以
及運動傷害防護等服務。但礙於運科人力、設
備不足，加上教練、選手對運科支援訓練的認
知不夠，普遍接受度不高，因此，運科組並未
對選手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等
大型國際賽事的成績帶來提升。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教育部體育署的前
身）有鑒於運動科學對競技運動的重要性，乃
於民國87（1998）年成立了「曼谷亞洲運動會
運科小組」，聘任當時各領域專家學者組成任
務小組，為各運動代表隊提供運動科學支援與
服務，並協助我國代表隊獲得19金17銀41銅。
2004雅典奧運，在運科小組的支援下，跆拳道
更為我國拿到第一面奧運正式金牌，射箭隊也
取得1銀1銅的空前佳績。

民國104（2015）年國訓中心法人化後，
運科組改制為運動科學處（以下簡稱運科
處），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由臺灣主辦，
運科處在本次賽會發揮功效，輔助我國代表隊
奪得26金34銀30銅的佳績（教育部電子報，
2017），甚至帶動接下來2018雅加達亞洲
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的17金19銀31銅、
2020東京奧運的2金4銀6銅。顯然組織的改
造，運動科學單位位階的提升，有益於服務的
力度與深度，最終產生更好的績效。

貳、 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
的成立

由於東京奧運出色的成績，教育部於民
國111（2022）年4月26日函請國訓中心成立
「運動科學中心籌備處」。鑒於發展運動科學
的重要性與成立國家級運動科學中心的必要
性，同年5月26日行政院第3804次會議決議：
通過「國家運動科學中心設置條例草案」，6

月21日「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籌備處」
正式揭牌；12月5日行政院第10屆第6會期第
15次會議三讀通過「國家運動科學中心設置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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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2（2023）年2月8日總統府華總一義
字第11200009151號令公布「國家運動科學中
心設置條例」；同年7月12日行政院院授人組
字第11220012491號令公布「國家運動科學
中心設置條例」，自8月1日正式施行；同年9

月16日由蔡總統英文至國訓中心主持「行政法
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揭牌（教育部體育署，
2023），113年1月1日正式營運。

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以下簡稱運
科中心）的成立，為臺灣運動科學支援國家隊
帶來新的里程碑，同時以科技量能導入運動
科學，為運動科學研究提供更強大的支持，也
期待在和國訓中心合作下，幫助中華代表隊於
2024巴黎奧運再創佳績。

參、 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支援巴黎
奧運國家隊

運科中心設有運動科學研究處、運動科技
與資訊開發處、運動醫學研究處，負責辦理國
家優秀運動選手培訓及參賽所需之運動科學支
援服務，底下以各處支援巴黎奧運國家隊之實
務內容作介紹：

一、運動科學支援（運動科學研究處）

（一）訓練監控與運動表現

1.  導入新型肌力與爆發力檢測系統，製作
個人化報表，將結果即時回饋給教練、
選手、運科和醫療團隊。

2.  將體能檢測的數據（如電子感測器），
結合專項訓練監控，提供教練更完整、
更精準的訓練規劃建議。

3.  以智慧影像技術協助，讓教練透過簡單
的攝影鏡頭、搭配運科中心設計的演算
法與應用程式，推算出運動專項與一般
體能檢測的參數。

4.  建置低氧環境訓練艙，透過類似空調系
統的氣體交換技術，調節空間內的氧氣
濃度，運用低氧環境，對身體產生生理
特殊的刺激與反應，協助選手模擬不同
環境、適應高強度的生理壓力。

5.  以電子感應的定位追蹤系統，搭配慣性
感測器，量化選手在競技場上的各種移
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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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特殊感測器，監控菁英射箭選手放箭

當下之弓弦震動頻率，及瞄準放箭過程

之反應秒數，透過觀測可知曉選手發力

及平衡狀況。

（二）疲勞恢復

使用攜帶型高壓氧艙、局部震動、間歇加

壓循環機、超低溫冷療等方法，可以增進

血液循環，增加血管新生促進傷口癒合，

消除肌肉腫脹，緩解肌肉痠痛，並增進肌

肉修復。

（三）運動心理

除協助國家代表隊參賽選手心理實務支援

外，邀請國際知名心理學教授來臺授課，

透過一對一指導課程，優化射擊專項選手

之運動心理技能，增強選手在高壓力狀態

下的自信與專注，提升精準運動表現。此

外，協同國內大專校院運動心理學專家學
者，開發精準類、技擊類選手心理訓練課
程、心智訓練系統，提供運動心理師使
用，落實運動心理實務支援增能。

（四）運動營養

1.  因應選手賽事需求，開發適合選手於賽
前、中、後的能量與營養補給點心。設
計兼具營養與家鄉口味料理餐包，讓選
手在國外比賽也能品嘗到熟悉的滋味。

2.  建立腸道營養代謝檢測模式，進行個體
化的營養評估與建議，為選手的運動表
現和健康狀態提供輔助作用。建立個別
化功能營養補給，強調以提升選手體內
粒線體功能、肌肉合成與軟組織修復能
力的飲食策略，促進訓練效率及運動後
疲勞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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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量級項目選手搭配訓練週期，進行
生理與生化評估，由營養師調整選手營
養需求，協助選手控制賽期體重，擬定
個別化最佳減重策略及過磅後恢復之營
養策略。

二、�運動科技與資訊導入（運動科技與資訊開

發處）

（一）科技導入運動訓練

1.  建構5G邊緣運算，整合物聯網傳感套
件與智慧影像辨識分析技術，監控專項
運動選手訓練過程，及蒐集相關運算分
析數據，即時提供教練與選手於現場找
出最佳表現之關鍵因素、生理特徵等。

2.  建構數據分析運算平台，透過真實賽事
數據的資料、訓練場域AI影像分析、生
成式AI大型語言模型技術與邊緣運算解
決方案進行應用整合，建立即時賽況模
擬生成式訓練系統，以利選手適應比賽
時之壓力。

（二）科技導入賽事情蒐

1.  從高速陣列攝影機布建到行動穿戴式裝
置與5G網路整合，將科技能量導入賽
事情蒐，建立數據蒐集、清理、分析和
理解賽事中的每一個細節。

2.  數據中心經過AI影像辨識技術與數據分
析演算法，蒐集運動選手於國內外運動
賽事的即時表現數據、比賽結果、影像
回放以及生理數據等。

3.  建構互動式網頁系統，即時回饋教練、
選手，並運用統計大數據分析的技術，
結合教練在訓練及賽場觀察所提出的關
注重點，將比分資料庫進行分類和篩
選。如：建構完整拳擊系統資料庫，記
錄拳擊場上對手的所有動作事件及判定
得分的動作等；開發羽球單打自動化標
記系統，分析潛在對手競賽影片，提供
選手參加國際賽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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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醫療照護（運動醫學研究處）

（一）醫療照護計畫

依據選手實際狀況需求，會診醫師，並與
教練、運動防護員、物理治療師、體能訓
練師以及運科中心研究人員等，根據選手
實際狀況，搭配科學化檢測，共同擬定醫
療照護計畫，針對檢測數據進行統整與分
析，制定符合選手需求之全方位跨領域醫
療照護計畫。

（二）飛行時差調整與睡眠

藉由科學化方式（如：超低溫艙、間歇加
壓循環機、全身震動、局部震動及高壓氧
艙）密集監控長途飛行所造成之疲勞，
適時搭配運動恢復策略，導入正念減壓訓
練，協助解決選手因密集賽事期間產生之
壓力，造成焦慮進而形成的睡眠問題，並
協助選手身心調整。

肆、運動科學支援國家隊的願景

一、落實運科支援分工與合作

運科中心之設立，乃整合臺灣現有的運動
科學、運動醫學、運動科技和學研單位等
資源（楊雯雯、劉強、相子元，2021），
然運科中心成立後，應要清楚定位運科中
心以及國訓中心運科處的職責，建議應落
實運科處成員（含防護人員）隨隊的運動
科學支援，運科中心研究人員應專責執行
運動科學各領域的研究，並轉譯國內外最
新的科研成果，輔助國訓中心運科處支援
教練、選手科學化訓練，有效提升選手的
運動表現。

二、建置智慧運動場館輔助及提升訓練成效

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慧已逐漸被應用在競
技運動上，加上5G時代的來臨，建置智慧
運動場館是未來必然的趨勢（陳奕均、陳
美燕、陳心微，2023）。在國內競技運動
員各項訓練歷程之紀錄與資料庫之建立，
仍在發展階段；然而在影像科技、穿戴式
裝置、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技術都已相當
成熟。未來，應組成跨領域的團隊，著手
於智慧場館之建置，於訓練或比賽場地大
量蒐集選手訓練或比賽時運動表現之數
據，可有效落實科學化之訓練，也能達到
臨場情蒐的成效，提升選手的競技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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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置大型國際賽會運動科學支援中繼站

（overseas�support�base）

於大型國際賽會設置運動科學支援中繼
站，在日本等國家已行之有年（Kukidome, 

2022）。近年，在2018雅加達亞運、
2022杭州亞運，臺灣也開始於國際賽會設
置運科支援站，如：雅加達亞運的蘇丹公
寓，獲得到不錯的效果，但服務內容受限
於場地大小無法達成更全面的支援。因此
國訓中心與運科中心將於2024巴黎奧運
設置一站式的運科支援中繼站（陳筱琳，
2024），提供教練及選手於賽會期間有最
好的訓練及醫療照護環境，提升更全面的
支援。

伍、結語

由國訓中心運科組，到運科中心的成立，
我國運動科學支援國家隊，無論在人力、設
備、技術、科技上已大規模增長，期待將來能
與各國運科中心並駕齊驅，為我國代表隊在奧
運等大型比賽能創下更好的成績。

作者黃啟煌為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執行
長、邱宏達為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運動
科學研究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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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科技發展
與輔助選手實務應用介紹

文／謝漢川、相子元

壹、前言

近年來運動與科技的結合越來越受到關
注，運動選手能夠借助運動科技迅速累積豐
富的訓練和比賽數據，透過進階數據的即時回
饋，協助選手與教練調整訓練與比賽策略，甚
至臨場反應，達到提升運動表現、減少運動傷
害的目的。民國112（2023）年9月16日成立的
「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以下簡稱運科中心）
針對運動科技研發與應用提出全面策略，突顯
數個關鍵領域，包含運動數據運算分析、運動
科學理論的新知探討及其在實際訓練中的應用
轉換。運科中心的目標在於緊密結合科技與運

動實務，特別是透過與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
科學處的一線工作伙伴合作，共同推動運動X科
技的數位轉型。以下針對我國運動科技發展主
要技術內容及運科中心實務應用逐一說明。

貳、主要技術內容

目前運動科技的涵蓋範圍越來越廣泛，包
括感測科技、定位科技及影像科技等，搭配網
路、演算法、大數據、人工智慧等功能，一同
整合形成完善的運動科學輔助架構，使運動與
科技的結合衍生出更多輔助選手的實務應用。

一、感測科技

感測科技廣泛應用於運動穿戴裝置，如運
動手錶，集成了動作偵測、心率監測、
高度計、壓力計及運動量檢測等多功能
感測元件。其中一項重要的感測器是慣
性感測單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它可以測量加速度和角速度，提
供運動強度和身體部位的運動狀態資訊。
這些感測器可以應用在智慧手錶及智慧鞋
等不同穿戴位置，用於監測跑步姿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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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地形態（Liu et al., 2021）。現今智慧
手錶對於簡單的日常活動偵測，如走路、
跑步或睡眠，已是基本的必備功能。而
這些穿戴裝置是利用裝置內的IMU來達到
智慧感知，若將感測器放在足部則有助於
觀察運動時足部各項特徵，可提供更多
的下肢動作辨識（Chen et al., 2020）。
早在10年前就有國際研究發表，利用IMU

觀察不同運動模式與強度，足部前後、內
外及上下訊號特徵點的變化（Lee et al., 

2015）。透過蒐集這些感測器所測量的數
據進一步分析，能更深入瞭解各種運動狀
態，進而提供訓練所需資訊，甚至可開發
特定的辨識應用，如健身運動的監控或游
泳姿勢辨識等，應用於運動遊戲輔助與健
康醫療的領域，可以提供使用者更多有價
值的訊息。

二、定位科技

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

tem, GPS）是另一項關鍵技術，廣泛應用
於智慧手錶、手機及其他裝置以蒐集和衡
量運動表現。目前市面上，如手機、運動
手環、自行車錶、導航等，都含有定位功
能，不難發現GPS已經廣泛應用在生活周
遭。例如：許多跑者參加馬拉松時，會藉
由此工具量化跑步距離，來規劃訓練的目
標，或是自行車友透過即時的速度資訊，
維持巡航能力。除了個人的使用外，GPS

系統具有不受場地限制的優點，也被職業
球隊作為選手監控的儀器，進行球員的追
蹤。例如：針對足球、橄欖球等運動範圍

廣的團隊項目，透過GPS的定位追蹤，隨
時間變化可得知距離，經過數學運算後，
可獲得球員速度、加速度等運動學參數，
進行長期的體能追蹤監控，其優勢在於同
時追蹤多位球員，每個位置的球員，在上
場時間、跑動總距離、平均跑動速度、
衝刺跑的距離、心律......等，均可即時獲
得。然而，在室內場館中，GPS的訊號受
到遮蔽限制，因此室內定位系統（Local 

Positioning System, LPS）應運而生，取
代了GPS的功能，用於準確定位室內運動
選手位置。LPS相比GPS除了更準確外，
同時可在室內運動使用，因此目前LPS應
用在運動中的數量越來越多，並且都是針
對多人的球類運動，例如：籃球員的內外
部負荷、足球員涵蓋的進攻面積等，除了
使用在學術研究外，也有許多職業聯盟、
球團，使用此系統對球員運動表現做進一
步的分析（Fuchs et al., 2022）。

三、影像科技

光學攝影是運動科技中的一個關鍵工具，
它利用攝影機直接捕捉影像以分析選手的
姿態、動作和戰術。這項技術的主要優勢
在於選手無須佩戴任何設備的情況下進行
觀察。截至目前為止，在高規格的比賽中
（如職業聯盟之比賽），大多是使用運動
影像分析來獲得資訊，其原因除了硬體設
備提升，影像呈現更清晰外，也符合無穿
戴感測器的規則。例如：目前的美國職業
籃球聯賽（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

tion, NBA）與Second Spectrum公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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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 MLB）使用Chyronhego、Hawk 

eye及Statcast球員數據系統，都是藉助運
動影像分析的例子。除了MLB，鷹眼系統
如今已被廣泛應用在各種運動項目，包括
網球、足球，還有其他許多運動（Cant et 

al., 2020）。該系統透過攝影機蒐集高速
畫面，提供3D資訊，並透過演算法和快速
傳輸進行影像重建。這個系統的價值不只
體現在硬體設備上，更在於軟體算法的後
端處理。高速攝影與演算法相關科技的發
展，能幫助裁判作出更為正確的判斷，避
免產生灰色地帶的爭議。總之，影像科技
結合人工智慧這類軟硬整合技術，未來必
定是運動科技的主流。

參、選手實務應用

運動科技支援競技運動的價值，可以從近
幾年臺灣在重要國際運動賽會都獲得佳績所
見，如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2018雅加

達亞洲運動會及2020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
運動科技導入訓練階段皆扮演重要關鍵角色，
顯示運動科技支援競技運動已見成效。目前運
科中心協助2024巴黎奧運中華代表隊，建立一
個長期追蹤機制，協助選手們適應高強度的生
理壓力和體能訓練需求。此外，運科中心還開
發整合運動數據分析與回饋機制的邊緣運算平
台，於智慧場館內能快速提供教練、選手及相
關訓練人員所需資料。

一、體操回放分析應用

競技體操是一項講求「難度、創新、穩定
性、美感、力量」的運動，追求在完成高
難度動作的同時，保持動作的穩定與美
觀。對於選手來說，掌握正確的動作基礎
是進行更高難度動作的前提，訓練過程須
注意動作的正確性和穩定性。為了進一步
提升訓練品質和效率，運科中心與國家運
動訓練中心展開合作，根據專項教練的需
求，在體操館內建立一個場域影像蒐集平

17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218

期



台。該平台裝設有高解析度攝影設備，包
含跳馬、單槓與鞍馬等訓練區，即時捕捉
競技體操運動中關鍵角度與時間軸同步影
像，如圖1。針對體操訓練的分析工作，
運用長短期記憶網路（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處理和分析影像數據
（Camarena et al., 2023），LSTM專門
處理時間序列數據，能夠學習這些連續動
作序列之間的關聯，從而提供對選手執行
動作過程的姿勢、角度和速度等重要參數
進而深入理解（Carson et al., 2021）。體
操回放分析訓練應用整合人體姿態演算法
OpenPose和LSTM模型，可以預測選手的
下一個動作、評估動作的流暢度，或檢測
動作中的潛在問題，如圖2，對於提升訓
練效率和動作質量具有重要價值（Vellian-

giri et al., 2021）。

二、射擊虛擬情境應用

「心理穩定，動作穩定，射擊成績就穩
定！」為了加強選手的心理訓練和發現潛
在弱點，運科中心整合生成式人工智慧
（AI Generated Content, AIGC）模型技
術和運動影像追蹤分析技術，開發一套室
內射擊運動模擬情境訓練系統。運科中心
團隊開發「AIGC即時賽況模擬生成系統

▲   圖2／體操影像時間戳比較介面示意（圖片提供：作者自
行整理）

▲   圖1／體操回放分析訓練整合架構示意圖（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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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是為室內步槍及手槍射擊運動設
計的情境生成式訓練系統。該系統整合國
際射擊運動聯盟射擊比賽數據、選手的歷
史訓練數據，與即時訓練數據，並提供一
後端平台，包括歷史數據整理、即時數據
輸入、生成模擬訓練數據、文字轉語音、
人工智慧物聯網（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Things, AIoT）數據輸入和視頻信號輸入
等，同時也建構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

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進
而銜接運科中心的數據資料庫，如圖3。
整體系統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步槍及
手槍射擊運動室內運科訓練系統，實時融
合訓練選手的數據、即時影像、AIoT傳感
資訊及選定選手的歷史比賽數據，並利用
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技術模擬現場賽況播報（Ozkaya, 

Ipek, 2023），結合文字轉語音（Text to 

Speech, TTS）技術生成的語音播放，為
選手提供沉浸式的比賽環境體驗，如圖
4。另一部分是數據資料庫整合工作，將
所有紀錄數據透過網路與邊緣運算平台的
API進行整合，並連接運科中心的數據資
料庫。

▲   圖4／室內射擊虛擬情境訓練示意圖（資料來源：作者自
行整理）

▲   圖3／室內射擊虛擬情境訓練整合架構示意圖（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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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運動科技不僅對運動選手和教練提供更多
的資訊和分析工具，透過數據分析的呈現，也
能為賽事觀眾提供更多粉絲參與的娛樂價值。
臺灣身為科技強國，擁有豐富的人才和技術，
在運動與科技領域也分別有著一定的成就，然
而與國外相比，臺灣的運動科技發展尚不夠興
盛。現行的運動科技應用在臺灣選手的投入不
高，要讓運動科技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需要
結合本土運動和科技的優勢，重視運動科技的
發展。期待臺灣在運動科技領域取得更好的成
果，提升運動表現，同時為觀眾提供更好的娛
樂體驗。

作者謝漢川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運動科技與資
訊開發處處長、相子元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
動競技學系研究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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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專業標記情報分析系統
提升拳擊選手運動表現實務分享

文／邱文信、朱宏國、胡敏君、洪愷均

壹、前言

拳擊運動在臺灣屬於亞洲運動會（以下簡
稱亞運）及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
重點發展項目之一，近年臺灣拳擊成績也漸漸
在世界發光發熱，選手黃筱雯在2020東京奧運
獲得了銅牌，中華隊更在剛結束的2022杭州亞
運創下有史以來最好的拳擊成績，獲得1金、
2銀和2銅，顯示臺灣拳擊的確是有潛力在國際
發光發熱，因此運動技術情報的蒐集運用顯得
更加重要。

運動員在比賽時，比賽場上的訊息對選
手、教練或球團來說都是相當珍貴的訊息，因
此運動紀錄是瞭解運動員表現重要方式（陳勝
平、許光麃，2017）。運動紀錄的主角是選手
本身，沒有選手的表現，就無法蒐集到資訊，
而對於選手的篩選，大多選擇該層級中，最頂
尖的選手（陳佳郁、劉有德，2010），如以
106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中跆拳道比賽公開
女子組金牌選手為研究對象，瞭解選手以主動
原地旋踢單次攻擊為主，成功得分以被動左後
腳、正面上端、近身及正拳為主（蕭英傑等，
2018），針對這些頂尖選手的個案分析，不但

可以提供給其他選手作為參考依據，也可以讓

選手有一個具體的目標練習。

國內拳擊紀錄分析發表大都為出拳拳路紀

錄分析，針對2005世界拳擊錦標賽攻、防多

樣要素分析，結果顯示出現率最高的打擊是

刺拳，輕重兩個量級前手勾拳首次超越主直

拳，三維複雜組拳出現率顯著低於一、二維

（陳怡舟、洪廷煖，2006），針對2010世界

女子拳擊賽攻擊拳路分析，結果顯示使用次數

皆以刺拳、主直拳以及左鉤拳為主（林明佳，

2011），或是針對2013世界男子拳擊賽攻擊

拳路分析，使用次數也是皆以刺拳、主直拳以

及左鉤拳為主（林明佳，2014）。

國際期刊拳擊紀錄分析也是透過觀察影

片，例如：探討2013年優秀業餘男子比賽，可

知在拳擊場上需保持每秒約1.55個動作的活動

速率，其中優勝者的直拳次數更多（Davis et 

al., 2018），分析2017年美國所有專業拳擊比

賽結果，得知選手在場上時常進行戰鬥之位置

以及6個月內選手輸贏紀錄對KO／TKO對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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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相關（Velasco et al., 2019）。可發現國
外對於拳擊情報蒐集資訊與國內拳擊情蒐略有
不同，其中有相近的研究是針對2012倫敦奧運
拳擊決賽的觀察，發現最後在決賽時期，進攻
技巧部分刺拳是出拳次數最多的技巧，但主要
得分還是屬於直拳與勾拳，其中防守時透過反
擊和步法則是在決賽中第二常見的技術（Kru-

szewski et al., 2016）。

而上述國內、外之運動技術分析只單看
拳路次數之資訊屬實過少，無法給予現今拳
擊場上複雜的技戰術更詳細的描述，例如：
針對每個回合、拳路、次數、技巧等許多資
訊，尤其是針對同一選手進行有系統性的分
析。本篇實務分享即是利用國立清華大學運
動科技中心與清大拳擊隊所研發之專業「拳
擊標記系統」，幫助選手瞭解對手整體技
術，在比賽時更能配合技巧壓制對手，以在
國際賽與全國賽中榮獲金牌。

貳、實施方法

本篇實務分享利用拳擊標記軟體分析拳擊
場上的攻防紀錄內容分析，使教練與選手透過
人性化介面的使用瞭解選手本身與對手在比賽
過程中的攻防紀錄。運科團隊透過運動記錄分
析軟體分析對手前一年在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會與全國總統盃之賽事，並將其在每回合中的
攻擊前的準備動作、攻擊距離、得分方式、得
分技巧、攻擊位置、選手屬於主動或被動式攻
擊與選手習慣動作進行分類探討。

參、情報分析結果及因應策略

一、支援A選手分析對手

（一） 對手整體情報分析：A選手偏向移
動型，下面分析兩場遇到不同對手
的數據可以發現，A對手對距離的
掌控非常優異，常在中距離和長距
離得分，兩場比賽中、長距離的攻
擊得分都超過了比賽的75%（如
圖2），只有極少的時間會採取近
距離的攻擊。前手擾亂性極強，且
非常善於使用前後手的直拳，兩場
比賽裡長拳的比例，分別是70%

跟77%（如圖3），直接攻擊以及
單手擾亂是主要攻擊前動作（如圖
4），而反擊、迎擊及連擊等直拳
攻擊，在得分上容易取得極大優
勢，另外在各回合裡的技戰術使用
上，可以看到兩場比賽第二回合
中，得分都高於其他回合，表示在
第一回合熟悉對方後，就會有比較
積極的進攻策略，贏下一、二回合
後，第三回合也不會讓自己失太多
分數，用良好的距離控制能力，讓
自己拿下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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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選手 對手

A選手 對手

短距離

中距離

長距離

中距離

長距離

18%

18%

64%

54%46%

前手直拳

後手直拳

後手擺拳

前手勾拳

前手擺拳

前手直拳

後手直拳

後手擺拳

前手擺拳

35%

35%

10%

10%

10%

44%

33%

11%

12%

直接攻擊

身體擺動

單手擾亂

誘敵

直接攻擊

單手擾亂

13%

60%

13%

14%

84%

16%

▲   圖1／不同對手兩場比賽各回合的出拳命中數（資料來
源：情蒐軟體）

▲   圖2／對手兩場比賽的攻擊距離比例圖（資料來源：情蒐
軟體）

▲   圖4／對手兩場比賽的攻擊前動作比例圖（資料來源：
情蒐軟體）

▲   圖3／對手選手兩場比賽的得分方式比例圖（資料來源：
情蒐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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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A選手有著良好的距離控制能
力，和直拳的得點能力，但相對來
說，他的短拳也相當明顯，而近距
離短拳的得分能力相較長拳來講不
足許多（如圖6），且多為直拳的
打法，當然就是要以勾拳、擺拳和
迎擊等同時攻擊的打法，更容易打
中以直拳為主的選手，而從習慣動
作當中看出推人、抱人及低頭三種
習慣動作（如圖5），推人是移動
型選手常有的習慣動作，因為推開
對手可以讓他們離開他們弱勢的近
距離短拳，而抱人也是化解對手近
身短拳的辦法。  

▲   圖6／對手兩場比賽的得分方式比例圖（資料來源：情蒐
軟體）

▲   圖5／對手兩場比賽的得分技比例圖（資料來源：情蒐軟體）

低頭

推人

抱人

低頭

推人

抱人

撞人

後仰

16%

16%

16%
26%

26%

50%

20%

30%

兩拳組合

迎擊

連續組合拳

連續組合拳

連續長拳

反擊

追擊

反擊

單一攻擊

19%

14%

14%

34%

19%

40%

20%

20%

20%

（二） 因應策略：在兩場比賽中可以發現
遇到不同對手，A選手都會有低頭
習慣動作，是因為他會使用身體擺
動當成攻擊前置技術，在彎腰閃躲
的時候頭部位置過低，形成低頭的
習慣動作並造成犯規，因此可以把
握對手低頭這個動作，盡量用勾拳
進攻這位選手，貼近採取近距離短
拳，並且迫使他到繩角，封鎖住他
的腳步並以連擊擺拳及勾拳，在他
消極閃躲低頭時擊出勾拳，以壓迫
和連擊或重擊的打法使他的長拳無
法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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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援B選手分析對手

（一） 對手整體情報分析：在這一場比賽
中，雖然比賽分析出拳命中數不及
對手 （如圖7），但是他卻贏得比
賽的勝利，這點是因為他的得分效
率，由裁判給分後，使他取勝。在
三回合的比賽當中，可以在第三回
合發現該選手是弱勢方，由於出拳
命中數相較兩回合命中較少，應且
被擊打數量也沒有減少太多，所以
可以發現該選手在最後一回合中，
體能可能是他的弱勢。由攻擊距離
圖表所示，外圍和長距離攻擊占了
比賽的半數以上（如圖8），近距

▲   圖8／對手比賽攻擊距離比例圖（資料來源：情蒐軟體）

▲   圖9／對手比賽的前置技術比例圖（資料來源：情蒐軟體）

短距離

長距離

外圍

27%

27%

10%

36%
中距離

直接攻擊

腳步換位

單手擾亂36%

18%

46%

▲   圖7／對手比賽各回合的出拳命中數 （資料來源：情蒐
軟體）

20

15

10

5

0

平均出拳數

回合數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總平均

B選手 對手

▲   圖10／對手比賽的習慣動作比例圖（資料來源：情蒐軟體）

連續組合拳

單一攻擊

反擊

兩拳組合

35%

20%

5%

40%

離是弱勢，短拳也缺乏殺傷力。前
置技術如直接攻擊和腳步換位占了
82%（如圖9），幾乎整場比賽都
主動進攻，當對手在不利於他自己
攻擊距離時，他會以腳步換位和抱
人來解除掉對自己不利的攻擊距離
（圖9及下頁圖11）。單一攻擊占
了40%上下（如圖10），是前手
直拳的試探拳，以及擺脫對手攻擊
距離的擺拳，但他的主力攻擊則是
兩拳組合的前手擺拳及後手勾拳，
這是他比賽中得點最明顯的攻擊方
式，圖表可以看出他的勾擺拳得點
是多於直拳的（如下頁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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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應策略：因應這位選手策略，考
慮在長距離絕對不進擊的原則，直
線的進攻只會讓他使用擺拳擺脫攻
擊距離，應該要以腳步或是壓迫慢
慢逼進內圈中距離，進行近距離攻
擊，才能較有效的取得優勢。並且
防禦兩側的勾拳和在長距離的直拳
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像這場比賽
中，對手得分的拳多是中近距離，
因此近距離短拳絕對是需要搶分的
重點。

肆、結語

在拳擊場上很常因選手不瞭解對手的出拳
資訊與習慣，透過比賽前期瞭解對手的習性之
後，比數卻已被超越過多，導致在回合結束
後，因比數落後而飲恨，因此選手會透過觀察
影片進行戰術模擬訓練。但對訓練實質效果上
並不盡然，若有專門拳擊標記系統能讓選手在
觀察影片的同時，同步記錄自己與對手的表
現，則能夠讓選手在每次練習時針對對手的
弱點加強訓練，有效提升訓練效率，使選手在
場上能夠進行戰術上的發揮，讓選手在瞭解自
己與對手的情況下，提升贏得比賽的機率，通
過分析數據，教練可以發現選手技術動作中的
不足或需要改善的地方，從而調整訓練計畫，
情蒐軟體也讓教練瞭解到某種戰術的優勢和不
足，進而在比賽中對戰術加以調整或採用新的
戰術，以應對不同的對手和比賽情況，另外教
練可以為選手設計更合適的比賽策略，幫助他
們在比賽中更有效地分配體力和保持節奏。

本篇使用拳擊分析探究拳擊攻擊拳路與致
勝因素，且除了攻擊技術之外，也增加防守的
技巧與對手的組合拳路進行綜合分析，藉此分
析瞭解每位選手的個人風格，找尋其不同的拳
路特性，分析不同對手的打法，有助於使選手
依照相應對策訓練，找出對手拳路特性以及其
習慣方式，讓選手瞭解訓練哪一項才可增加獲
勝的機率，因此強調在高層級比賽中，想要在
國際競技舞台嶄露頭角，選手勢必要將對手的
熟悉技巧與狀態進行探討，並透過執行戰術，
對應對手進行對策，並且除了專業選手外，正
在成長的青少年選手也屬於國家未來的希望，

▲   圖12／對手比賽的得分方式比例圖（資料來源：情蒐軟體）

▲   圖11／對手比賽的得分技巧比例圖（資料來源：情蒐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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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透過運動科學輔助加入訓練，則能使青年
選手在表現中更加成長，並且也達到運動科學
針對競技的重要性。

作者邱文信為國立清華大學運動科學系教授、
朱宏國為國立清華大學運動科學系教授暨運動
科技中心主任、胡敏君為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教授、洪愷均為國立清華大學運動科學
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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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我國運動選才政策

為因應少子化趨勢、基層競技人口持續
下滑的時代，教育部體育署積極建立完善的
「選、訓、賽、輔、獎」制度，其中，千里馬
運動科學選才計畫（以下簡稱千里馬計畫）
於民國105（2016）年啟動，進行潛力選手的
運動科學選才檢測，並長期追蹤選手的成長發
展，至今已累積超過4,000人次，同時逐步建
立起潛力優秀選手的數據庫。然而，我國要成
為真正的運動強國，尚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有必要增加數據庫中運動
種類的廣度，使運動選才更加適才適所。我國
多數選手從國、高中開始便投入高度專項化的
競技運動訓練，此時是處在青少年運動員的生
理、心理高度發展時期，也是神經動作協調訓
練的關鍵階段。因此如何在生理和心理發展的

不確定性因素前提下，透過初步的選才作法，
將是投入大量培訓資源前的關鍵任務。

貳、我國運動選才策略

青少年運動員的選才涵蓋了遺傳、年齡、
運動能力、生理和心理等多方面指標的考量，
例如：ACTN3基因被認為與爆發能力有關、而
ACE基因則與耐力性高度相關（周資眾、巴唐
志強、方進隆，2014），並可以區分成四大選
才方式：成績選才、經驗選才、資質選才與跨
項選才，以不同方式挖掘出極具潛力之選手，
並進行重點栽培。

文／陳俊儒、謝奇穎、羅國偉、余家賢、洪義筌

走向運動強國：
運動選才政策的演進與挑戰

▲   圖1／選才架構圖（資料來源：修改自Vaeyens等（2008））

發掘

人才鑑定 確認

發展（培育）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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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績選才

以成績為主要指標，綜觀各大國際賽事的

表現，包括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錦標

賽、亞洲運動會等，並與亞洲其他國家進

行比較，同時考察不同區域間的差異，例

如透過近五屆奧運分析發現，亞洲區幾乎

壟斷了奧運舉重項目的金牌，前三名的獎

牌累積遙遙領先世界其他洲。進一步觀察

亞洲各區域的表現，東亞區在男子組與女

子組輕、中量級項目就占了近40%的獎

牌，而在重量級項目也占了近30%。另一

方面，西亞區則包辦了男子組重量級項目

近25%的獎牌，這清楚顯示了亞洲在世界

舉重舞台上的主導地位。透過這些比較，

挑選出具有發展潛力的國際優勢項目進行

重點培育，期望在國際賽場上取得更好的

成績。

二、經驗選才

依賴於資深教練或具有豐富經驗的專家，

根據他們累積的經驗和競賽結果的驗證，

能夠辨識出具有潛力的頂尖選手，並歸納

出他們所需具備的身體條件、運動表現特

徵、心理素質以及家庭背景等方面的特點

與見解，選擇合適的選手進行培育。

三、資質選才

依據運動科學檢測，透過全方位的檢測，

試圖協助教練篩選出具有種子潛力的選手

進行培育。如：我國千里馬計畫的對象主

要為15～18歲的青少年，大致涵蓋了國際

上認可的長期發展模型（long-term devel-

opment, LTD）的第四和第五階段，因此
測試內容 （包含：運動能力、生理發展、
運動風險管控、心理特質等）以這兩個階
段的重點發展因素為基礎。

四、跨項選才

當選手在原本從事的專項運動遇到瓶頸時
（可能是生理發展或競賽表現無法突破），
教練和專家團隊根據經驗選才和資質選才
所得到的關鍵體能指標，將其匹配到適合
的運動項目，進行輔導和轉項培訓。

參、我國運動選才的未來展望

如何在運動人才培養上取得突破，有兩種
截然不同的做法：第一種是將基礎人口擴大，
讓孩子從小就接觸多種運動，不強調勝負，著
重於運動過程中培養心理抗壓力和身體控制能
力，並激發他們對運動的熱情，以擴大運動人
才庫；第二種則透過體育即國力的概念，早早
選定一種運動項目進行專業化培訓，強調每場
比賽的勝負，同時將經費和考核緊密結合，讓
孩子在競爭中承受較大的壓力，並在較早的階
段展現潛力。

人體在兒童至青少年階段的黃金成長期，
各個系統的發展都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例如：
神經系統在4歲時就已達到成人的80%，而在
10歲時已經超過95%、男性的身高增長速度
（peak height velocity）約在13～16歲達到高
峰，而女性則比男性提早2年。這一時期恰好
對應著我國的學生時期，也是選手專業化訓練
的黃金時期。因此，我們或許能考慮未來在兒
童和青少年運動員的選才、培養和發展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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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長發育階段的複雜因素並根據其未來的可
訓練性，進行選才評估，同時將能力分為低可
塑性和高可塑性，例如：青少年選手的神經反
應良好，他們成為頂尖選手的機會就更大。

緊接套用運動員LTD將運動員的生涯區分
為7個階段，分別是活躍接觸、基礎樂趣、學
習訓練、為訓練而訓練、為比賽而訓練、為勝
利而訓練、活躍生活型態，如表1，讓選手在
不同生理階段獲得適才適所的發展（Higgs et 

al., 2019），同時加入10種關鍵因素，才能夠
真正的培育一位成功的運動員，如表2。

隨著社會的改變與人口數的下滑，在運動
員選才與培育的策略上，將不再侷限於高度專
項化的體育班。而透過結合LTD與關鍵因素的
方式，或許能夠打破目前我國體育運動發展的
僵局，讓更多人才加入藉以壯大。

表1　長期發展模型（Long Term Development Model, LTD）

階段 男性年齡 女性年齡 內容

活躍接觸 0～6歲
以基礎身體活動和遊戲，促進兒童發展身體協調性、運動技能、大腦功
能、情緒、想像力與自信心。

基礎樂趣 6～9歲 6～8歲 學習不同人體基礎動作技巧，這些以後都能成為大多數運動的基礎技能。

學習訓練 9～12歲 8～11歲
有結構性的將基礎動作技能轉換成專項運動技巧，並且持續保持不同運動
項目的多元學習，避免過早專項化。

為訓練而訓練 12～16歲 11～15歲 可以開始專注在單一運動項目發展，不過仍建議從事多元運動項目。

為比賽而訓練 16～23+/-歲 15～21+/-歲
專注於從事單一運動項目，並且盡可能最大化所有運動能力，包含技術、
戰術、身體、心理、情緒等，目的是為了參與比賽或登上頒獎台。

為勝利而訓練 19+/-歲 18+/-歲
建立精英運動員的身體、技術、戰術、心理與生活型態；訓練焦點轉往贏
得國內外大型比賽為主。

活躍生活型態 全年齡 將競技運動轉換成終身參與休閒運動或一般身體活動。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Higgs等（2019）、Lloyd等（2012; 2015）與Sport for Life（2021）等資料後自行綜合整理

表2　十大運動人才發展關鍵因素

關鍵因素 內容

卓越需要時間 一位運動員至少需要8～12年或1萬小時的訓練才能達到頂尖水準。

基礎動作技巧
所有運動項目都是由基礎動作技能所串接，如：跑、跳、投、擲、接等。唯有讓兒童接受過全方面
的身體活動技巧發展，才能夠讓他們成為更好的運動員。

專項性
運動表現的長期發展有區分成「早期專項化」，例如體操和滑冰；「晚期專項化」像是籃球、足
球、網球和舉重。過早訓練可能會導致過度使用而受傷、提早倦怠和發育不完整。

發展年齡
從幼兒到青春期都會經歷相同的發展階段，不過各自發展的時間可能會有所不同。教練在為青少年
運動員設計課表時，應依據最大身高長高速度，將發展年齡的差異納入考量。

可訓練性
身體在發育階段中，對各種訓練反應有「最佳化適應窗口」，運動員可以在許多時間進行訓練，但
唯獨在此階段可以最大幅度地發揮基因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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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透過科學化的選才策略，我們能夠更有效
地發掘具有潛力的運動人才，並在其生長發展
的黃金時期給予適切的培訓和輔導。綜合成
績選才、經驗選才、資質選才和跨項選才等策
略，形成了我國多元化的選才系統，並透過不
斷累積的數據庫，我們能夠更精準地提升運動
員的培育效益。

作者陳俊儒為臺北市立大學水上運動學系講
師、謝奇穎為教育部體育署競技運動組科長、
羅國偉為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專門委員、余家賢
為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健康科學系講師、洪義筌
為教育部體育署競技運動組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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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因素 內容

全人發展
從兒童到青春期，除了身體經歷顯著變化之外，心理、認知和情緒能力也都會有顯著變化，教練需
要明確考慮這些變化，避免過度壓力造成精神或情緒倦怠、焦慮、信心下降，從而早早退出。

週期化訓練
應該明確幫助運動員依據賽會或是評估點設計訓練計畫，並由訓練計畫協助不同生理與心理指標的
發展。

比賽計畫
運動員生涯早期的發展階段，應專注在身體能力的拓展而非高水準的比賽，隨後再漸漸地將焦點移
入更高層級的比賽上。

系統調整與結合 適度地針對周邊資源的變化，進行協調與整合。

持續進步
雖然LTD是依據許多科學研究集結而成，但要瞭解科學研究是持續進步的，所以教練要做好隨時更
新知識的準備。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Higgs等（2019）、Lloyd等（2012; 2015）與Sport for Life（2021）等資料後自行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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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奧林匹克運動會是運動選手渴望踏上的最
高殿堂，而「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之
奧運格言亦反映著每一位菁英選手不斷追求的
目標。為了站上奧運頒獎台，運動選手背後需
經歷漫長的專業訓練，因此找尋高效率、安全
（如避免運動傷害）的訓練方式至關重要。

運動科學化訓練已越來越受到矚目，國家
運動訓練中心亦成立運動科學處，在國家、教
練、選手以及運動科學人員等共同投入下，
近年我國於國際場上之表現有目共睹，例如：
2020東京奧運共獲得12面獎牌，其包含2金4

銀6銅，總獎牌數為歷屆最佳。如此優異的運
動表現或許可說明科學化訓練環境，對於運動
表現確有提升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運動科學訓練含諸多領
域，但當選手之技術、體能、戰術達高峰時，
決定勝負的關鍵被認為有50%～95%落在心理
層面上（Weinberg, 1988）。意即在高層級競
賽場上往往比的是誰位處高壓環境下，仍得以
在臨場上呈現出良好心理狀態，只有將日常水
平發揮到極致，方有機會取勝。

貳、 影響運動表現之關鍵心理因
子之一──注意力

在運動心理學領域，影響運動表現因素繁
多，其中注意力被認為是影響運動表現的先決
條件 (Oliver et al., 2021)。具體而言，當運動
選手參與競賽時若遭遇許多不確定因素，倘若
將自身的注意力轉移至該些事件（無聚焦在自
身狀態），則大腦必須消耗大量認知資源加以
因應，且長時間處在該環境下可能會產生心理
疲勞（Van Cutsem et al., 2017），其對運動
表現有負面影響（粘瑞狄等人，2021）。

以下幾點為可能影響選手注意力，甚至造
成心理疲勞的情境，一、遇到天氣不佳或不是
自身習慣的氣候；二、注意到競爭對手站上
比賽場地時，展現強大的技巧或充滿自信的眼
神；三、發現全場觀眾在注視著自己等。當發
生該些情境，若選手將注意力轉移至思考「今
天天氣太熱怎麼辦？」、「對手好強我會不會
輸？」、「大家是不是一直盯著我？」……，
導致注意力長時間聚焦在與比賽無關的心境
上，最終要將注意力拉回到當下時，可能造成
認知資源不足，進而損害運動表現。

頂尖運動選手的心靈武器：正念

文／吳治翰、楊昀叡、張育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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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全壘打王」王貞治先生曾提及，當
他從休息區走到打擊區時，若完全聽不到加油
聲，勢必代表他已全然專注在比賽情境、動作
技能上，或許即可能會有好的表現，這應是將
注意力完全放置當下的展現。有鑑於此，如何
幫助選手在競賽期間將注意力維持在自身極為
重要。

參、 沉默的技巧，必要的武器
──正念

一、何謂正念

正念（mindfulness）始於東方佛教，由
卡巴金（Jon Kabat-Zinn）博士帶入西
方科學界。正念被定義為以接納且不帶
評判的態度刻意專注與覺察當下時刻想
法、感受、知覺的能力（Creswell, 2017; 

Kabat-Zinn & Hanh, 2009）。卡巴金博
士為治療受到慢性疼痛、負面情緒所苦
惱的患者，於1979年開設正念減壓課程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以利患者學習與上述症狀共
處，進而減輕不適感。後續諸多正念相關
課程均是以MBSR為基礎進行設計，正念
練習區分為正式練習與非正式練習，前者
包含：正念靜坐（以坐姿進行，將注意力
放置在當下的呼吸、想法、周遭的聲音
等）、身體掃描（覺察身體各個部位肌肉
的狀態）、正念瑜珈（進行肢體伸展，同
時覺察肌肉被拉伸的感覺）、正念行走
（覺察行走時，腿部的動作變化）；後者
則是將正念概念融入日常或結合特定技巧
（例如：田徑選手將注意力聚焦於擺手

上）進行（La Torre et al., 2020），無論

是正式或非正式練習，主要目的均是培養

個體專注並覺察當下之能力。

正念訓練之效益確實已獲過去研究認同，

並提出注意力即是正念訓練後產生效益潛

在機制之一，不論在針對運動員（Birrer 

et al., 2012）或神經科學（Tang et al., 

2015）相關研究均有提及。有鑑於此，透

過正念訓練來協助運動選手提升注意力，

進而對運動表現達到正向效果，應是可嘗

試的。

二、正念與運動表現之相關研究

帶領過Michael Jordan與Kobe Bryant

等球星之NBA傳奇教頭Phil Jackson，

過去曾將正念應用於賽場上（Jackson, 

2012），於比賽前讓隊伍進行正念訓練，

並認為該訓練能幫助選手保持專注當下、

且提升隊友間的凝聚力與默契。

▲   圖1／運動心理諮詢老師與運動團隊，一起為運動選手
打氣（圖片提供：作者張育愷AI繪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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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正念與運動領域上發現，當個體有
較佳之正念傾向，常伴隨優異運動表現相
關的心理能力，例如：運動心理技能、運
動心理韌性等（Wu et al., 2021；吳治翰
等人，2018；吳聰義等人，2018）。正
念傾向為個人特質性的心理特徵，其水平
越高之個體，代表越能時常保持正念之狀
態。因此，提升選手正念傾向或可成為促
進運動表現可行方向之一。

幸運的是，自MBSR課程問世，後續許多
運動領域之學者開始設計出屬於運動選
手的正念訓練課程，包含：正念－接納－
承諾（Mindfulness-Acceptance-Com-

mitment,  MAC）、正念運動表現增強
（Mindful Sport Performance Enhance-

ment, MSPE）、運動正念訓練（Mind-

fulness Meditation Training for Sport, 

M M T S）、以正念為基礎的巔峰表現
（Mindfulness-Based Peak Performance, 

MBPP）。透過上述訓練課程，已被證實
可提升各運動項目之選手其正念傾向水
平、優異運動表現相關心理能力、以及運
動表現（Josefsson et al., 2019; Mistretta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23; Wu et al., 

2021），其項目包含：田徑、籃球、足
球、射箭、射擊、曲棍球等。

綜合上述，正念訓練對運動相關表現有正
面效果或可歸因於其可提升個體正念傾
向、與運動表現有關之心理能力，透過該
訓練能使選手溫柔地將注意力、覺察力拉
回到當下。採用不同的正念訓練（正念靜

坐、身體掃描等）將注意力聚焦回自己身
上進而穩定表現，同時避免先前提及影響
選手運動表現可能的外在因素，導致注意
力分散至與當下自身技能無關之事物上。
因此，正念訓練或許可成為輔助運動選手
奪得佳績的方式之一。

三、�我國基於科學研究認證的正念訓練課程

──以MBPP為例

然除了國際學者設計的正念訓練處方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張
育愷博士，更基於正念基本內涵設計出
屬於我國的訓練課程：MBPP（Wu et al., 

2021），且該課程已證實對射箭選手之運
動表現與認知功能有正面影響，課程內容
包含：正念葡萄乾練習、正念呼吸、身體
掃描、正念靜坐、正念行走、正念聆聽、
以及正念八卦導引，每次課程為60分鐘、
每週2次、共4週。MBPP主要目的為透過
一般正念、運動環境中的正念給予運動選
手進行培訓，此課程與過往運動相關正念
課程相異之處在於融入認知神經科學之觀
點，且提出正念可能影響與運動表現有關
的6種核心變項（習慣、壓力、休息、注
意力、情緒、執行功能）之科學證據，教
導運動選手正念技能操作外，更使他們瞭
解正念效益之潛在機制，以提升選手實務
應用的動機。

未來，張博士研究團隊持續針對MBPP課
程有更近一步的探究，並已將其研究設計
發表至國際期刊《當代臨床試驗》（Con-

temporary Clinical Trials），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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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PP與傳統運動心理技能訓練之自我對
話對運動相關心理能力、心肺耐力表現、
執行功能、腦電波之差異（Chang et al., 

2023），且預期經訓練後應能改善運動員
之上述表現。期待後續研究能再將MBPP

拓展至不同運動項目，使其能在我國運動
領域發揮最大效益。

肆、結語

正念訓練已獲得諸多國際研究證實，對運
動員之心理能力、運動表現有顯著效益，其中
MAC、MSPE、MMTS等運動相關的正念訓練
課程均被廣泛應用。然我國學者亦不落人後，
設計出結合腦科學知識的MBPP課程，以提供
運動選手進行訓練。

綜合上述，期望未來我國運動心理相關科
學人員可持續推廣正念訓練，並與各領域運動
項目教練合作，嘗試將該訓練課程教導給運動
選手，除了一般性的正念練習，更期許能將正
念融入部分運動技能，提升在實務場域上應用
的生態性。

作者吳治翰為國立中央大學體育室助理教授、
楊昀叡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研究生、張育愷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
動科學系研究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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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體運動時七成的耗能以熱的形式流失，
導致體溫上升。為衡定體溫，運動中最主要的
散熱途徑為排汗，但在熱環境下，身體面臨的
熱壓力仍會增加，引起體溫過高（hyperther-

mia）。雖然提升體溫有助於肌肉發力與代
謝，但隨著運動時間延長，會逐漸開始影響運
動能力或表現，如間歇性與耐力性運動（Tyler 

et al., 2015）。除了生理層面，熱環境還會影
響中樞神經、心理及認知功能等（Nybo et al., 

2014），故精準性或戰術性的戶外項目也要注
意熱壓力問題。2024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以
下簡稱奧運）即將於盛夏舉辦，選手如何克服
熱浪是一大挑戰，抗暑策略是否奏效可能影響
戰局。

Alhadad等（2019）以體溫調節及耐力表
現的資料進行統合分析，發現最有效的抗暑策
略為有氧訓練，其次為熱適應、降溫（cool-

ing）、液體攝取。相較於有氧訓練或熱適應需
花費數週的時間，且熱適應需有人造環境室，
降溫或液體攝取是立即見效的方法。一般以運
動員為對象的研究，往往會有天花板效應，即

非訓練者經實驗介入後生理參數變化幅度較

大，而運動員要產生顯著改變則相對較困難。

但有關降溫的研究發現，即便是高體能水準的

運動員，降溫仍具顯著提升表現的效果（相較

無降溫時）（Rodríguez et al., 2020），此證

據強烈支持競技選手可進行降溫。

降溫依其模式分為外部降溫（external cool-

ing）（Jiang et al., 2022）與內部降溫（internal 

cooling）（Heydenreich et al., 2023; Roriz et al., 

2022）。另依時機分為運動前（pre-cooling，

又稱預降溫）、運動中（per-cooling）及運動

後（post-cooling）。可直接促進表現的方法是

預降溫或運動中降溫（Bongers et al., 2021），

主要機轉為降低核心體溫、增加熱儲存能力

（heat storage capacity）、減緩自覺熱感與

疲勞感等；運動後降溫之目的則為恢復。本文

著重於提升表現，故僅介紹運動前與運動中的

降溫方法。

貳、 外部降溫
人體的核心⸺皮膚溫度梯度（core-to-

巴黎奧運抗暑策略篇：
實用降溫方法

文／陸康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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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 thermal gradient）是影響散熱的關鍵因
素，當皮膚溫度上升且越接近核心體溫，身體
越不易散熱。另隨著溫度梯度縮小，皮膚血流
量會增加，進而減少腦、心臟及肌肉的血液回
流量，導致表現下降（Nybo et al., 2014）。外
部降溫原理為降低皮膚溫度，製造較大的溫度
梯度，以利散熱並減少皮膚血流量，可依不同
部位分成中樞降溫（central cooling）與周邊
降溫（peripheral cooling）。中樞降溫包含：
頭、臉、頸及軀幹，周邊降溫則為四肢，統合
分析顯示，中樞降溫對提升表現的效果最佳，
其次為中樞結合周邊，最後為周邊降溫，若執
行周邊降溫要留意肌肉回溫程度（Jiang et al., 

2022）。以下介紹多項實務可行的方法。

一、冰領巾／冰背心

兩者皆為中樞降溫的良方（Jiang et al., 

2022），且已有多款現成市售商品。該類
產品將液態的相變材料（phase change 

material, PCM）製成條狀或片狀，於專
用的領巾或背心內縫製囊袋，再將結凍的
固態PCM塞進囊袋進行頸部或軀幹降溫。
當PCM冷凍成固態後具良好的保冷效果，
可於戶外維持結凍狀態數小時（Kwiecien 

et al., 2020）。針對預降溫，建議於暖
身前20～30分鐘進行。冰領巾與冰背心
是少數真正能「邊運動邊降溫」的方法
（Bongers et al., 2021），但礙於多數項
目的規則或服裝規範，實際上無法執行，
運動中的建議降溫時機為暖身時或中場休
息階段。

室內項目通常在有空調的場館訓練或比
賽，故難以聯想到抗暑議題。有研究以冰
背心對柔道選手進行降溫，雖無法提升當
下的運動能力，但卻對後續的恢復有正面
效益（Carballeira et al., 2019），此資訊
說明降溫對室內項目選手仍具潛在優點。

▲   圖1／冰背心產品（圖片提供：作者）

▲   圖2／冰領巾產品（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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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掌／前臂降溫

人體的手掌與腳底處有一特殊構造名為
動靜脈吻合（arteriovenous anastomo-

ses），其直接連接小動脈與小靜脈，
跳過微血管，可藉由此捷徑將冷卻的血
液快速回流深處以利降溫，足部因要穿
脫鞋、襪，故操作便利性不如手掌。專
業的手掌降溫儀器為手套形狀的水箱，
內有循環冰水，同時還可產生負壓以促
進血流（Grahn et al., 2005; Hsu et al., 

2005），而在臨場上只要準備水桶及冰
塊，將手掌浸泡於冰水即可，若將浸泡面
積改為前臂效果更佳。手掌／前臂降溫可
用於暖身前，亦可於中場休息使用，但若
水溫過低反而會引起血管收縮，不利散熱
降溫，因此建議的水溫為10～15℃，浸泡
約10分鐘。

儘管有數篇研究發現阻力訓練搭配手掌降
溫可延緩疲勞，增加動作反覆次數，但與
競技表現更直接相關的為一項針對游泳
的實驗，其發現手掌降溫有助於維持100

公尺間歇衝刺的成績（Zochowski & Do-

cherty, 2016），此發現為降溫可提升室
內運動競技成績的直接證據。

三、冰水浴

冰水浴是極佳的預降溫方法（Bongers et 

al., 2021; Choo et al., 2018），但考量體
溫過度下降反倒不利於表現，及選手的舒
適感等因素，建議預降溫的水溫為15～
25℃，浸泡時間20～60分鐘。可使用攜帶
充氣式的水池，於比賽或訓練場邊進行預

降溫；至於運動中的降溫，僅有極少數項
目可能使用，例如水域運動，其他項目難
以施行。

四、澆水／噴霧／風扇

此類方法簡單且成本不高，但研究顯示仍
具提升表現的效果，可用於預降溫及運動
中降溫（Bongers et al., 2021），執行時
盡可能擴大身體接觸面積。部分研究使用
薄荷醇（menthol）噴霧或塗抹薄荷醇凝
膠等，透過影響感覺神經的機制使身體產
生「涼感」，研究常見的薄荷醇噴霧濃度
為0.2%，凝膠濃度為8%（Keringer et al., 

2020），但蠶豆症患者應避免使用。

五、冰敷

同樣為簡單、低成本且有效的降溫方法
（Bongers et al., 2021），可以用冰敷袋
進行，建議的部位為臉部或四肢，若冰敷
四肢要注意肌肉回溫程度，預降溫建議於
暖身前5分鐘執行，另運動中的降溫時機
可為中場休息時。

參、內部降溫

透過口腔與胃腸道路徑的降溫方法為內部
降溫，具提升表現的手段包含：攝取冷飲、冰
沙（ice slurry）、薄荷醇飲料及使用薄荷醇
溶液漱口等，運動前或運動中均能使用。攝取
冷飲或冰沙可實際降低核心體溫，達到生理效
益；薄荷醇則可促進感知層面的降溫效果。然
而，攝取冷飲或冰沙要注意劑量，過量使用會
有負面效果，原因如下：一、核心體溫雖下降
但皮膚溫度不變，反倒不利核心⸺皮膚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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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之散熱機制；二、可能會降低排汗率；
三、可能會引起胃腸道不適或頭痛（Heyden-

reich et al., 2023; Roriz et al., 2022），以下
分別進行簡介：

（一）冷飲

 可說是最容易的降溫方法，若飲用冰運動飲料
還能兼具補充醣類與電解質的效益。研究常見
的冷飲溫度為4～10℃，劑量為每15分鐘攝取
3.2 mL/kg（kg為選手體重），運動前與運動
中皆應攝取（Heydenreich et al., 2023）。

（二）冰沙

相較於冷飲，攝取冰沙的效果更佳。冰沙由小
碎冰與液體混合而成，具低溫及高流動性的特
性。攝取冰沙時，固態冰融化成液態水會吸收
身體的熱能，更促進降溫效果。目前已有多款
市售商品，也有廠商將運動飲料製成冰沙產品
販售，建議的預降溫冰沙劑量為7～7.5 g/kg，
可分次使用，於暖身前15～30分鐘攝取完畢，
或於暖身後再攝取。針對運動中降溫的建議劑
量為1.25～3.75 g/kg，可於中場休息時使用
（Heydenreich et al., 2023）。

（三）薄荷醇漱口／飲料：

與外部使用的原理相同，薄荷醇雖不直接影響
核心體溫、心率等生理層面，但藉由產生「涼
感」使運動中維持較佳的熱舒適性，減緩自覺
疲勞感，維持運動強度，進而提升成績。多數
研究使用薄荷醇溶液漱口，僅少數實驗攝取薄
荷醇飲料，但常見的濃度皆為0.01%。研究常
用的漱口溶液體積為每次25 mL，漱口時間為5

或10秒。薄荷醇漱口／飲料於運動前與運動中

均可用（Keringer et al., 2020），蠶豆症患者
則不可使用。

肆、結語

面對即將到來的巴黎奧運，室外項目選手
可提前進行抗暑準備。雖然臺灣的夏、秋皆為
高溫環境，選手在國內訓練同時也在「熱適
應」，然而隨著體溫升高會逐漸影響訓練品
質，因此可在訓練的中、後階段進行降溫，維
持訓練強度。至於針對比賽，建議應更積極進
行降溫。有些研究嘗試比較不同降溫方法的
成效，但多數結果顯示混合法勝過單一手段，
且只要有降溫就有提升表現的效果。除了代表
隊之外，本篇內容亦可供這次的中繼站參考，
屆時要前往支援的後勤人員可先進行相關籌劃
與準備，協助我國選手於巴黎奧運有效對抗熱
浪，爭取佳績。

作者陸康豪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運動科學研究
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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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現代的運動醫學

運動醫學是一個處理體育健身、運動相關
傷害的醫學分支。它在20世紀後期才成為一個
獨立的健康醫療領域。與大多數其他醫學專業
不同，運動醫學不是診斷和治療器官相關的疾
病，而是研究身體活動對健康和身體功能的影
響。運動醫學範疇在於對所有運動者關於疾病
及傷害的預防和治療科學，並且確保及促進運
動者的健康狀態。前任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復健部主治醫師賴金鑫在他撰寫的《運
動醫學講座》當中說道：「運動醫學乃是一種
應用性的綜合科學，其目的在應用醫學及其他
有關的科學，來維護從事運動者的健康，並
設法改善他們的體能或運動成績」。隨著時代
的演變，現代的運動醫學已經是一個多學科領
域，除了聚焦在研究運動和身體活動對健康、
預防疾病的影響和加速運動傷害修復的方式之
外，更是頂尖運動員賴以維持最佳身體健康狀
況及提升運動表現及的強力後盾。

貳、 頂尖選手的精準運動醫學支援
精準運動醫學是一種運動醫學領域的新興

概念，它將精準醫學的原則應用於運動和體育

健康領域。精準醫學的應用模式非常廣泛，可

運用個體基因組、生物標記物和生活習慣等個

人化信息的醫學模組，並透過人工智慧加以輔

助來預測、預防和治療疾病，最大程度地提高

療效。隨著國內競技運動水準不斷提升，這些

頂尖運動員對身體健康的需求也越來越高。尤

其是面對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這

個競技運動的最高殿堂，每一位運動員都希望

能用最健康最完美的狀態出賽。如何協助這些

頂尖運動員提升自身能力，並維持完美健康狀

態，便成了運動醫學團隊重要的課題。因此，

精準運動醫學即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精準

運動醫學的應用通常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 基因檢測和個體化訓練方案：通過基因檢

測，醫師可以獲取關於運動員的基因組信

息，進而瞭解其對於特定運動的適應性、

受傷風險以及運動表現的潛力。基於這些

信息，可以制定個體化的訓練方案，最大

程度地提高訓練效果並降低受傷風險。目

前世界上許多新運動先進國家都引進基因

檢測來協助運動員進行健康的維護以及制

精準運動醫學的新趨勢──
基因科學

文／林瀛洲

42

本
期
專
題



定個體化的訓練方案，而臺灣則仍在方興
未艾的階段。

二、 生物標記物監測與健康管理：運動員的生
物標記物（如血壓、心率、血糖等）可以
通過穿戴式設備或定期測試進行監測。這
些生物標記物的變化，可以提供關於運動
員身體狀態和訓練反饋的信息，如果再配
合人工智慧的介入預測未來的趨勢，將有
助於及時調整訓練計畫和預防可能的健康
問題。

三、 個體化營養與補充劑：通過對運動員的營
養需求進行個體化評估，可以制定個性化
的營養計畫和補充劑方案，以滿足其特定
的能量及營養補充需求，並最大程度地支
持其訓練和競技表現。尤其針對有體重分
級項目的運動員，如何有效地控制體重並
同時獲取足夠的營養素，避免傷害與疾病
的發生，確實非常需要運動醫學團隊精準
地介入及協助。

四、 心理健康支持：精準運動醫學也包括運動
員的心理健康，通過心理測評、心理輔導
等方式，幫助運動員應對壓力、焦慮、情
緒波動等心理問題，維護其身心健康。

總的來說，精準運動醫學的目標是通過深
入瞭解運動員的個體特徵，提供更精確、個性
化的訓練、健康管理和治療方案，以最大程度
地提高運動表現、預防傷害、促進康復，並保
護運動員的整體健康。

參、未來的運動醫學展望

隨著基因醫學研究的進展，運動醫學與科

學研究開始利用基因檢測研究影響運動能力、
個人化訓練與運動傷害風險的相關基因。透過
基因研究，我們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瞭解基因如
何影響我們的身體素質和運動表現。基因在先
天上為我們提供了身體潛力的框架，影響了心
臟功能、肌肉組織，利用氧氣和製造三磷酸腺
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的效率等
關鍵因素。過去的研究顯示，單核甘酸變異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在
這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其中21個常見的SNP

能夠解釋約50%的個人對於有氧運動能力之
改善潛力。擁有這些有利的基因變異之人在接
受相同有氧訓練時，表現顯著優於其他人，其
最大氧飽和度提高了近3倍（Bouchard et al., 

2011））。這些發現對於個人化的運動訓練和
健康管理具有重要意義，有助於我們更有效地
發揮身體潛力，提升健康水平。基因對運動表
現有著明顯且不可忽視的影響，如α-輔肌動蛋
白-3（α-actinin-3 gene, ACTN3）和血管緊張
素轉換酶（angiotensin I-converting enzyme, 

ACE）等基因已被證實與速度、力量和耐力
等方面有關（Pickering & Kiely, 2017; Puthu-

cheary et al., 2011））。雖然不同運動專項可
能需要不同的天賦，但基因在其中扮演著關鍵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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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因與運動傷害

研究顯示，運動表現的個體差異中有相當
大比例是由遺傳因素造成的（Del Coso & 

Lucia, 2021）。然而，單純依靠基因找尋
優秀運動員的可能性很低，因為每個人的
基因組之間具有相當大的同質性。儘管如
此，透過瞭解個人基因的差異來制定更合
適的訓練方案，特別是預防受傷，對於提
高運動員的表現仍具有重要意義。基因在
訓練時的受傷易感性和肌肉疲勞恢復速度
方面有著重要作用，尤其對於運動員的表
現和健康具有重大影響。例如，單羧酸轉
運蛋白（Monocarboxylate transporter 1, 

MCT1）基因、膠原蛋白基因（collagen 

type I alpha 1 chain, COL1A1和collagen 

type V alpha 1 chain, COL5A1）以及
ACTN3基因的特定變異與運動受傷風險、
恢復時間以及肌肉損傷的程度有關（Dias 

& Torkamani, 2019; Heffernan, 2017; 

Khoschnau et al., 2008; Rodas et al., 

2021））。此外，基因變異也與一些疾病
風險相關，例如肥厚型心肌病變和阿茲海
默症（Ebrahimi et al., 2017; Wilde et al., 

2022））。透過基因檢測，可以預先識別
具有高風險的運動員，以制定個性化的訓
練和健康管理計畫，避免受傷和提高運動
表現。

二、基因與運動營養

科學研究強調了運動員的飲食和營養計畫
對於表現的重要性，並指出遺傳因素在營
養代謝中的角色。基因如跨膜絲氨酸蛋白

酶6（Transmembrane serine protease 

6, TMPRSS6）、載脂蛋白E（Apolipo-

protein E, APOE）、ACTN3、過氧化
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PPARG）等影響著對鐵、維生素D、葉酸
等營養素的代謝和利用（Dias & Torkama-

ni, 2019; Huang et al., 2022; Majumder 

et al., 2017; Varga et al., 2011））。瞭解
個人基因型可以幫助運動員訂立更適合的
飲食計畫，提高表現和避免營養缺乏。此
外，基因如：細胞色素P450 1A2（Cyto-

chrome P450 1A2, CYP1A2）、α-2B腎上
腺素能受體（alpha-2B adrenergic recep-

tor, ADRA2B）和腺苷A2A受體（adenos-

ine A2A receptor, ADORA2A）也影響咖
啡因的代謝（De Caterina & El-Sohemy, 

2016; Renda et al., 2012）），對於咖啡
因攝取量的合理安排和心血管健康風險的
預測也具有重要價值。

三、基因與心理素質。

研究顯示基因在心理素質和情緒管理方面
扮演重要角色，對智力、態度、個性等有
高度影響。兒茶酚-O-甲基轉移酶（Cate-

chol-O-Methyltransferase, COMT）基因
特別關聯疼痛感知和認知功能，影響人對
疼痛的敏感度和壓力處理能力（Andersen 

& Skorpen, 2009））。瞭解COMT基因型
可幫助制定個別化訓練菜單，避免忽視疼
痛而導致訓練傷害。對於運動員，心理素
質的強化比身體素質同樣重要，基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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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心理技能訓練的指引，改善比賽時
的表現穩定性和成績。基因影響運動員對
訓練、飲食和外部因素的反應，並決定了
身體能力的基礎。

肆、結語

雖然單靠運動訓練尚未完全發揮人類所有
的基因潛能，但分析影響訓練方式與成果的基
因可以幫助設計個性化的訓練，減少運動傷
害。越來越多的運動員開始研究自己的基因，
以發揮最大優勢。利用基因檢測結果制定專門
的訓練計畫已成未來趨勢。然而，目前基因檢
測於個體化訓練仍屬萌芽階段，可以用來提升
訓練效果和降低受傷風險的實證仍然不足。個
體化訓練方式之決定和運動員身體能力、運動
員技術能力、運動項目、賽事行程等有更多相
關性，這都是未來有待提升的方向。針對奧運
等級的國家代表隊選手，提供更精準、更優質
的運動醫學服務，已經是確保競技運動表現獲
得亮眼成績重要的一環。建立基因體質檢測輔
助培訓並搭配人工智慧分析趨勢，提供個人
化、適性化的訓練和照護，是未來可以考慮的
發展重要方向。

作者林瀛洲為長庚體系運動醫學總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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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奧運場館的
永續發展策略

文／周宇輝、楊金昌、劉昆祐

壹、前言：運動平權的倡議與推行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

pic Committee, IOC）在1992年首度將環境議
題納入奧林匹克活動中，並於1995年成立運
動與環境委員會，要求申奧城市須提出環保具
體措施，對申奧城市的環保計畫進行嚴格的評
估（IOC, 2014），隔年將環境永續議題納入
憲章中，爾後又於2017年公布永續發展策略
藍圖，並在2021年的執委會中，決議將依據
巴黎協定所倡議之「減少直接及間接的碳排放
量」，訂出在2030年達到減少總碳排放量50％
的目標，亦訂定2024年減少30%碳排放量之中
介目標（IOC, 2021），顯見永續發展已成為
近幾屆奧林匹克運動賽事（以下簡稱奧運）籌
辦的普世價值。

過去各奧運會的舉辦城市為了面子及門
面，為求賽事場館能有耳目一新的觀感，往往
投入大量資金興設新的競賽場館。巴黎奧運籌
委會表示，包括2020東京奧運、2016里約奧
運，和2012倫敦奧運等屆的夏季奧運會，平
均的碳排放量為350～360萬噸，巴黎承諾將
本屆奧運的碳排放量減半，並將碳排放量目

標設定在150～175萬噸，以利成為國際賽事
史上最環保的一屆奧運（Victoria Masterson, 

2024；The Paris 2024 Organising Commit-

tee, 2021）。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研究報告指出，建築
與營建業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中占比最高，高
達37％，且占全球能源需求達34％（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22），由
此顯示降低建築產業的碳排與耗能，是達成淨
零排放最有效的路徑。在籌辦大型國際運動賽
事時，控制碳排放量最有效的策略應從碳排放
量最大的「場館設施」熱點切入，方能求得最
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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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巴黎奧運場館的永續思維與
作法

為達成巴黎奧運的減碳排目標，籌委會由
源頭管控，減少新建競賽場館之數量，以降低
新設施在建造過程中的大量碳排量，除了藉
由低碳建築及低碳營運的手法，來降低設施在
興、整建期間及營運期間之碳排量的「環境永
續」面向外，場館永續的概念還有「營運永
續」及「發展永續」兩大面向。

「營運永續」聚焦在個別競賽場館奧運會
結束後，是否能持續良性營運；「發展永續」
則關注興建之設施是否能填補現有都市不足之
機能，並利用奧運硬體的興整建來加速城市轉
型，並普惠地區的發展。

若不含選手村及媒體村等賽事周邊支援性
設施，在巴黎奧運所採用的39座主要賽事競
賽場館中，有95%是既有場館加上些許之整
修建，或為可以重複利用及可回收的臨時性設
施，以下簡述巴黎奧運場館永續規劃所採用之
作法。

一、�新建之競賽場館

「奧林匹克水上運動中心」為本次巴黎奧
運唯一一座興建的永久性競賽場館，以辦
理水上芭蕾、水球和跳水項目等競賽。在
「環境永續」作法上，其中央低、兩端高
之馬鞍造型弧形屋頂，大量地縮減挑高空
間之量體，以大量節省空調及照明耗能。
其屋頂設置4,680平方公尺的太陽能光電
板，可過濾光線並進行太陽能發電，並設
有雨水回收系統。此外，該場館採用超過

2,700立方公尺的木結構建材及建物木質
外觀，將此場館充分融入周圍的綠帶中，
內部裝修材料則大量採用法國製造的回收
材料，觀眾席亦選用由回收塑膠瓶蓋所
製成之座椅（The Paris 2024 Organising 

Committee, 2021）。

在「營運永續」方面，該設施在競賽所需
之深水泳池中，設有可電動升降、機動調
整泳池深度的水中平台，以利賽後營運
時，能滿足各種不同族群及活動所需之
水深需求。還能在賽後將5,000個觀眾席
位切換成2,500個座位，以利辦理在地社
區活動，並常設法國跳水選手訓練中心
（The Paris 2024 Organising Committee, 

2021）。

就「發展永續」之角度，此設施所在地區
「塞納－聖但尼（Seine-Saint-Denis）」
原本即有泳池數量相對不足之問題。相較
於法國全國平均每10萬人擁有0.93座游泳
池，「塞納－聖但尼地區」每10萬人則僅
有0.53座游泳池，且此地區每兩名11歲的
兒童中，就有一個孩童不會游泳，對比巴
黎同年齡孩童會游泳的比率-58%至93%

（視不同小區而異），其占比明顯偏低，
故新設水上運動中心，可補足該地區游泳
設施不足的問題（The Paris 2024 organ-

ising committee, 2021）。

二、既有之競賽場館

為確保賽事能在既定的時間開賽，縮短選
手由選手村往返競賽場館的時間，「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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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度」往往成為國際運動總會評斷各
運動賽事能否順利運作的重要因子，競賽
場館集中設置將使賽事延賽之風險降到最
低，故歷屆主辦城市往往會在離選手村不
遠處，尋覓一處完整的大基地，興設多個
競賽場館聚集的奧林匹克運動園區或奧運
公園。場館集中將易於管理，但因新設之
場館數多，營建之碳排放量就相對較高，
且賽後營運時，恐因在地市場需求不夠大
而導致無法養活集中之場館群。

相較於東京奧運之競賽場館中，有85%的
場館配置在離選手村8公里的範圍內，巴
黎奧運因減碳緣故，反而採用多個散布在
遠近不同之既有場館，以節省新場館建造
之碳排量。這些既有場館多半已有職業球
團常駐，有穩固的營運利基而無賽後閒置
之風險，且已做好賽後永續利用之規劃。
波爾多體育場（Stade de Bordeaux）
賽後將繼續作為波爾多足球俱樂部的
主場、拉博茹瓦體育場（Stade de la 

Beaujoire）賽後將繼續作為南特足球俱樂
部的主場、尼斯體育場（Stade de Nice）
賽後將繼續作為尼斯足球俱樂部的主場、
巴黎拉德芳斯體育館（Paris La Défense 

Arena）賽後將持續舉辦Racing 92（橄欖
球俱樂部）的主場……等。

惟此種屈就不同區位既有場館之規劃，須
妥善處理選手交通時間過長之風險，以辦
理足球競賽的尼斯體育場為例，選手需花
1小時10分鐘，才能飛抵巴黎，再轉車至
選手村，故籌委會須特別規劃相應的交通

疏導配套措施，以免選手因舟車勞頓而影
響競技表現，或堵車延遲抵達競賽場館。

巴黎奧運亦採用多個會展場館支援運動賽
事，以減少興建新場館產生之碳排及新場
館賽後營運不善之風險。早年巴黎世博會
所建造的巴黎大皇宮（Grand Palais）搖
身一變成為巴黎奧運的擊劍、跆拳道競賽
場館；巴黎奧運的拳擊預賽、現代五項的
擊劍及帕奧坐地排球競賽，亦選在擁有
9個大展覽廳的巴黎北方體育館（Arena 

Paris Nord）中舉辦；原巴黎世博會展覽
會館南巴黎競技場（Arena Paris Sud）亦
將開放1號館、4號館和6號館，舉辦大量
的奧運活動。 

既有場館在此次或先前的場館整、擴建
時，紛紛採用低碳建築設計。帆船競賽場
域馬賽帆船中心（Marina de Marseille）
擴建設施時，即採用低碳混凝土結構，並
使用環保生物性材料進行隔熱；足球競賽
場馬賽體育場（Stade de Marseille）在
2014年整建時，亦從鄰近的廢水處理廠引
進回收熱能作為供暖能源，並增設雨水回
收系統；足球競賽場尼斯體育場在2013

年建造時，即採用環保設計理念，設置
7,000平方公尺的屋頂太陽能光電板和雨
水回收系統（IOC, 2024）。 

三、臨時性競賽設施

申辦奧運初期，巴黎奧運籌委會就希望讓
運動能盡量在城市中心的自然環境中札
根，將城市的標誌性地標改造成運動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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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場，以宏偉的紀念碑或知名建物為背

景，為精彩的運動賽事搭建舞台（IOC, 

2024）。

巴黎奧運之臨時性競賽設施大多設置在風

光明媚的觀光熱點，此構想係整合優質的

城市文化觀光特色及精彩魅力的運動賽

事，將知名景點當作運動賽事的背板，透

過地標原有的吸引力及精彩賽事的集客力

兩者互相加成，不僅透過奧運賽事來行銷

城市，更透過城市魅力來加值運動賽會，

以達成最大之綜效。在此思維引導下，奧

運開幕的主場館便由傳統的田徑場移駕到

塞納河畔（如圖1），亦誕生了以艾菲爾

鐵塔為背景的沙灘排球賽場，及以凡爾賽

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及古典園林

為背景的馬術及現代五項競賽場，更於巴

黎最華麗的橋梁亞歷山大三世橋（Pont 

Alexandre III）及其周邊之塞納河畔設置
了自行車公路賽、游泳馬拉松、鐵人三項
和帕林鐵人三項等多個競賽的終點看台，
以利賽事轉播時，同步將傲人的法國文化
景點推向國際。

四、選手村

巴黎奧運以都市開發及造鎮的理念規劃選
手村，2,800套奧運公寓將在賽後，轉換
成一個充滿活力、具豐富生活機能的社
區，除了供作家庭住宅外，也提撥部分比
率的房型當作社會住宅。選手村充分利用
地熱和太陽能等綠色能源，運動員將睡在
由回收漁網製成的床墊和由強化紙板製成
的床架上（如圖2）。選手村周邊種植了
近9,000棵樹，屋頂亦設置圍欄和開口來

▲   圖1／奧運開幕的主場地──塞納河畔（圖片提供：巴黎奧運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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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選手村內的床鋪是由回收漁網製成的床墊和強化
紙板打造的床架組成（圖片提供：楊金昌）

吸引並容納昆蟲和鳥類，以實現生物多樣
性（Victoria Masterson, 2024）。

參、結語

巴黎奧運透過減少興建建物量體，並於建物採
用太陽能發電系統、智能節能照明和空調系
統，及提供相應的交通規劃和服務等「節能減
碳」手法，以減少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
也導入水資源的節約利用、廢物回收和再利
用，以及建築材料的可再生利用等「資源循環
利用」手法，降低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更藉由
保護野生動植物棲息地、保護水源地和減少對
土地的破壞等「生態保護」手法，加上教育和
宣傳活動，向公眾和遊客宣傳節能減碳和永續
發展的理念，期盼我國後續辦理運動賽事時，
亦能師法法國奧運，為環境永續盡一己之力。

作者周宇輝為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楊金昌為教育部體育署競技運
動組視察、劉昆祐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
動健康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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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 Games，以
下簡稱奧運）是全球最大規模且最受關注的賽
事，每四年一度的全球運動嘉年華會舉世矚
目，參與競賽的人數常達上百萬之眾，因此相
應所需的國際人力支援勢必要有所增加。國際
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

mittee, IOC）長年致力於擴大參與奧林匹克活
動（Olympic Movement），志工甚至被譽為
奧運的創造者，奧運籌委會啟動計畫讓來自不
同背景的人們投入期間，以確保奧運的順利進
行，成為奧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Internation-

al Olympic Committee, 2024a）。2024巴黎奧
運屬於在法國所舉辦的第33屆夏季奧運，IOC

會員國與地區206個，記者2萬6,000名，賽事
場館高達40座，夏季運動員總人數1萬500人，
8月接續辦理帕拉林匹克奧運會（Paralympic 

Games，以下簡稱帕運）運動員總人數4,400

人，且於2024年7月26日巴黎奧運開幕設計在
塞納河畔開幕，門票觀眾高達10萬人，維持
賽事運作人力資源與支援更為可觀，使得志工
的招募機制更形重要（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24b；Picazo, 2024）。

志工服務泛指募集有意願及熱忱的民眾在
非義務或法律的責任下貢獻知識、體能、勞
力、經驗、技術、時間，大致以不獲取薪酬
為目的而從事有益社會公共事務者（Güntert, 

Wehner & Mieg, 2024）。由於奧運規模龐大
需要豐沛人力資源，志工制度的義務建置行之
有年，仍有部分舉辦奧運財政較佳，如日本就
讓志工領取酬勞（龍柏安，2021），如同我國
《志願服務法》界定志工有別於義工在於有經
過基礎訓練及服務時數才能稱為志工。志工與
義工的區隔不在酬勞，例如有些屆次的奧運志
工仍有領取酬勞，但不以謀生為目的，臺灣爭
取國際賽會在臺舉辦已成為國家的運動政策，
奧運賽會志工運行機制的探析，當有助於日後
發展的參考，本文概述夏季奧運志工的發展趨
勢，說明本屆巴黎奧運志工機制的規劃啟示。

貳、 奧運志工的發展趨勢
夏季奧運志工自1896年開始萌發，當時

從傳統工業走向工業的時代，資金短缺，人數
規模小，由俱樂部、組織等匿名加入，1980

莫斯科奧運開始出現正規志工招募計畫，當時

巴黎奧運志工機制的
發展與評析

文／姜凱心、陳盈伶、李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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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6,000名志工（李穎川，2007；宋玉芳，

2005）。1984洛杉磯奧運是奧運志工發展的

首要轉折點，該屆開創首次由籌委會向開放市

場取得經費並能創造盈餘，開始引入大規模的

志願者招募2萬8,742名，並創建奧林匹克鄰居

計畫，召募鄰近社區的自願民眾，奠定現代奧

運會志工的計畫基礎（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09）。為消除語言隔閡，西班

牙政府特別為了1992巴塞隆納奧運設立獎勵措

施，資助志工進行語言培訓，1996亞特蘭大

奧運的志工人數達近5萬人，是歷屆最大規模

的志工計畫，成功讓志工發揮不同所長，為選

手及觀眾提供從選手村、比賽場館、機場等各

式支援服務（李穎川，2007）。此後2000～

2016年皆延續系統性分工，讓全球志工在各

個專業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如場地管理、媒

體支援、技術支持不同層面。因疫情延期1年

的2020東京奧運，最終約有7萬名志工參與，

獲選的志工需要接受培訓，確保他們能夠勝任

各種工作任務並保障賽會順利舉行，最終他們

的熱情和努力營造了友好、親切的奧運氛圍，

展現日本文化的獨特魅力和對國際友誼的推崇

（BBC, 2021）。

2024巴黎奧運籌委會承襲這樣的走向，
收到來自190多個國家，30萬人以上的志工申
請，入選的4萬5,000名來自150個國家，其中
男性與女性各占50%，殘障人士5%（Interna-

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24a）。奧運會
志工計畫整體發展趨勢，最初的基礎支持到現
代的演變，志工的參與不僅為奧運會的順利舉
辦提供了重要支援，還促進了國際文化交流，
體現重要的奧林匹克精神，有著多元化、國際
化與系統性的發展。

參、 志工機制的規劃啟示

一、機制的規劃

奧運志工實務運作主要根據奧運籌委會志
工規定與計畫運行，以下結合人力資源管
理簡化為徵選（規劃與任用）、培育、派
用（運用及留任）的三階段扼要說明（溫
金豐等2023；Paris 2024, 2021）。

（一）徵選

巴黎奧運籌委會主張無論志工是歡迎、支
援、指導還是提供資訊，他們的個性、快
樂和熱情將發揮重要作用，並確保奧運會
的參與者有一個難忘的經歷，資格上對所
有18歲以上的年齡段開放，甚至已有90歲
以上高齡者報名。申請的時間流程為2023

年3月開始接受申請至2023年5月3日，經
過評估審核，2023年秋季志工申請者可收
到審核意見。

活動需要志工的特定技能或資格主要在：
交通與運輸、醫學、藥檢、禮賓、語文服
務、需要開閉幕儀式協助、需要行政活動▲   圖1／志工與聖火火炬合影活動（圖片提供：黃郁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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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認證、賽事進行與維護等方面。語言服
務，除了基本的法文或英文，若有其他國
家語言能力，可以幫助國際賽會的工作；
賽事進行與維護部分需要具有和奧運和帕
運所舉辦項目有經驗連結。大會希望志工
申請者可以提出三種不同的運動項目，配
合馬術運動項目而需具3年的馬匹照顧工
作經驗者，或是擁有國內／國際級的賽會
組織經驗，依據志工的運動專長認同進行
服務配對；醫學與藥檢則至少3年的工作
經驗，擁有醫療或輔助醫療技能，可以被
分配到比賽場地、訓練場地和奧運村擔任
角色；交通與運輸則是需要具有汽車駕
照、摩托艇運送及划船執照，以協助賽會
的舉辦。

（二）培育

由於奧運志工的甄選已經考量他們的既定

需求、願望和可用性，規定志工應接受適
當的培訓，使他們的工作表現能與職位有
所適任。訓練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是透過
網路平台的培訓課程，根據已經率取的志
工者表示主要是觀看熟悉巴黎奧運賽會工
作情境的影片，且看完影片會有小考試以
確認志工建立相關概念教的成效；其次是
要求志工於服務工作開始之前提早抵達進
行培訓課程，由於服務內容明確，已經率
取的有經驗志工者表示相當容易上手。值
得一提的是，本屆於2024年3月24日特別
召開全球志工大會，讓2024巴黎奧運以及
帕運的2萬志工在週末大會師，以迪卡儂
（Decathlon）所設計志工的團體服裝，
讓志工彼此交流及建立團隊向心力（The-

issen,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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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派用

擔任巴黎奧運的志工有三大職責，分別是
確保組織流動並順利運行、支持運動賽事
表現、支援所有參與巴黎奧運人士的體
驗。首先組織部分，工作內容為發放證
件、分發設備、盤點與發放器材；其次賽
會部分，則是安置訓練與比賽場器材、提
供賽事資訊、協助賽場人員運行；其三協
力部分，於車站、機場、各個場館進行引
導，提供相關資訊，運送交通往返，甚至
包含有專業證照者提供醫療的服務。

總體而言，積極的志工管理機制能夠有效
運用志工專業技能並激發志工的潛力，確
保他們在活動期間能夠積極參與，同時
提供奧運必要的支援促進奧運會精神的傳
承與志工管理機制永續發展，但由籌委會
於四年一度的賽會舉辦後即行解散，使得
歷屆奧運志工的人力資源延續之志工遺產
（volunteering legacies），尚乏成功運
作案例（Holmes et al., 2024）。

二、特色的啟示

（一）廣納國際「閒」達、創造服務認同

一般人認為巴黎奧運志工的條件極為嚴
苛，殊不知其條件甚寬且名額眾多，只要
奧運年元旦年齡滿18歲，能說法語或英
語，提供10天服務者，就有機會在2024年
7月12日～9月10日的夏季奧運及帕運舉辦
期間擔任志工。本屆巴黎奧運志工的招募
於憲章明確標示，賽事籌委會提供每日一
餐及會場往返的免費票券，其餘交通與住
宿費用全是自行負擔。進而言之，志工們
付出將近10天的機票與主要交通食宿負擔
的「價格」，主要是想要贏得服務內涵的
「價值」。為此，籌委會期望讓志工感受
法國的熱情好客與價值觀，於培訓過程習
得對自己未來職業規劃有用的經驗，並強
調志工團隊成員可透過結識來自不同背景
的人並相互分享，擁有獨特的探索過程，
以能成功參加這個全球最大運動賽事及做
出貢獻為榮。

▲   圖3／志工大會中分享各運動項目圖像（圖片提供：黃
郁綺）

▲   圖2／志工大會將近4萬多位志工到場參與（圖片提
供：黃郁綺）

55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218

期



（二）配合時勢反恐、維安持續升級

由於許多法國年長者不滿總統艾曼紐．馬
克宏（Emmanuel Macron）將退休年齡
由62歲提高至64歲，發起新抗議活動，企
圖報名巴黎奧運志工再罷工以癱瘓奧運賽
事，再加上法國境內的極端宗教分子恐攻
殺人事件與烏俄戰爭的國際情勢，奧運志
工的安全審核籌委會嚴陣以待。巴黎奧運
會的1萬500名運動員與帕運會的4,400名
運動員，以及他們的教練、體能訓練師和
相關工作人員、2萬6,000名記者、當地居
民及志工等都需要接受安全調查，巴黎奧
運會安保工作已排查出約800名「不懷好
意」的人，隨著恐攻事件的發生，法國持
續增強奧運安保工作（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2023年12月4日；RFI, 2024）。

肆、 結語
2024巴黎奧運鼓勵滿18歲以上的全球人

士到場幫忙，隨著奧運志工制度的組織規模成
長，管理機制愈發成熟，其具體作法可成為我
國舉辦重大國際賽會模仿學習之參考。招募流
程的透明度提升、志工的培訓和支援內容更多
元，甚至更加重視志工的參與體驗，巴黎奧運
籌委會透過創意與文化的結合提供全球有興趣
者參與，平等的規範也為奧運會的成功籌劃和
舉辦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惟仍需密切關注各
項機制的實施效果改進與安全維護，確保志工
機制成為此屆奧運舉辦成功的關鍵因子。

作者姜凱心助理教授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體育
室、陳盈伶副教授國防大學通識中心、李建興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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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帶動全球建構
文化產業的新思維，文化儼然已被視為一門好
生意（馮久玲，2002），能否體現於2024巴
黎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巴黎奧運）的舉
辦，取決於法國人對此道的精通程度。巴黎有
著花都的美稱，蘊意著法國人的浪漫遐想，
回顧首屆現代奧運的舉辦，就是現代奧運創
辦人法國男爵皮耶．德．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的善心巧思。他
改變普法戰爭國仇家恨的世仇對立，成功和復
興古希臘奧運止戈為武的和平訴求遙相呼應，
化為追求卓越、友誼與尊重的國際間和平賽
會交流。現代奧運之父古柏坦接掌國際奧會秘
書長與主席職務30年，讓第2屆奧運在巴黎舉
辦，打破時局的囿限讓女性首度得以參賽，此
屆也是人類史上舉辦最長久的奧運會（1900年
5月14日～10月28日），法國人將此屆奧運和
商業活動性質強烈的第5屆世界博覽會共同舉
辦，賽期超過5個月，當時奧運限於財力窘迫
只好淪為商展的配角。1924年奧運重回巴黎，
則是首度出現「更快、更高、更強」（Citius, 

Altius, Fortius）的奧運格言。

為了促使奧運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運動嘉
年華會吸引全球目光，2024年首都巴黎迎來
第三度夏季奧運的舉辦，有著文化資本操作
「秀異」（distinction）的端倪（Neto, 2023, 

March 14）。文化雖有著同質與異質、中央與
邊陲的路線之爭，但也因此產生交互爭豔的多
元斑斕風貌，而較能吸引不同群眾目光的，常
是能呈現秀異的品味者。「秀異」即是秀出品
味的差異，於此文化資本議題法國社會學巨擘
皮耶．布赫迪厄（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
23日）別具洞見，提出任何企圖藉由區分自己
與大眾品味有所差異以達成秀異，秀異策略由
慣習（habitus）、場域（field）和資本（cap-

ital）三者所構築（Bourdieu, 2018）。布赫迪
厄的文化資本論述已成時代經典理論，連結著
奧運文化資本建構策略的議題，本文嘗試將與
其相伴慣習之軟體的文化活動，以及場域之硬
體的運動建築，成為文化資本運營策略的論述
架構。2024巴黎奧運的文化資本運營策略涉及
到體育運動、文化、經濟和社會等多領域，甚
至包括文化遺產的展示和保護、文化交流和合
作、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數字化文化體驗、文

巴黎奧運文化資本
之運營策略探析

文／李建興、黃郁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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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等多方面策略，可見得奧運文化應用的
範圍甚廣，且文化資本論的說理體系綿密，然
本文囿於篇幅的限制，只能擇要略述。

貳、 軟體的文化活動
法國為展示藝術文化的魅力，遊客可以約

新臺幣3,000元所購買的通行證（Paris Muse-

um Pass），4天內進出如羅浮宮、凡爾賽宮與
奧賽美術館等55個巴黎博物館與人氣景點，帶
動文化觀光財。《奧林匹克憲章》揭櫫運動、
文化、教育是奧林匹克主義的三大要素，奧運
主辦城市有著傳揚其歷史文化脈絡的傳統。
2024巴黎奧運籌委會（The Paris Organis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POCOG）掌握秀異契機，邀請藝術
家、劇團、非營利組織、社區、運動俱樂部共
同參與相關文化活動，並提供普羅大眾參與奧
運的機會（POCOG, 2024a）。如同2024巴
黎奧運籌委會的文化總監Dominique Hervieu

所言：「文化遺產愛好者和藝術家對傳播有著

同樣的關注，將利用這些人才繼續將奧林匹克

文化的價值觀帶入生活中」。使得這屆奧運籌

委會從巴黎申奧階段就開始積極與和巴黎市政

府攜手，與當地藝術家、公司、協會、社區合

作，將文化列入計畫的核心項目並積極推廣，

落實為各項不同的具體做法。

法國政府對與巴黎奧運的相關文化規劃

著力甚深，文化部投入800萬歐元，巴黎市政

府則投入550萬歐元、塞納-聖但尼省投入400

萬歐元在奧林匹克文化的推廣上（POCOG, 

2023），透過財政資源挹注，鼓吹國家文化

運營商、法國本土地區文化事務局（Regional 

Cultural Affairs Directorates, DRAC）和海

外文化事務局（Cultural Affairs Directorates, 

DAC），參與推廣巴黎奧運的文化項目。根據

巴黎奧運籌委會統計，截至2023年9月14日為

止，已經有1,604個文化項目、涉及529個社

區、450名參賽者發起的專案和競賽獲獎者、

與國家和國際機構進行150項合作。

▲   圖1／2023年歐洲遺產日在奧塞博物館（Musee d'Orsay）的特技舞蹈表演（圖片提供：作者黃郁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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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6日～17日第40屆歐洲文化
遺產日於在巴黎舉行，包含一般遺產和運動遺
產（sport legacy）兩大主題。一般遺產指的
是傳承的實踐和技能，包含歌曲、舞蹈、儀
式、節慶、傳統手工藝等；而運動遺產則是文
化奧林匹克，旨在透過法國各地組織的活動
將藝術和運動結合，例如：將與運動相關的海
報、報紙文章，透過展覽、工作坊或藝術和文
化教育活動展示給大眾（Ministry of Culture, 

2023）。而身為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羅浮
宮也參與巴黎奧運文化項目，與藝術家、索
邦大學（Sorbonne University）、塞薩利大
學（University of Thessaly）、雅典法國學校
（French School at Athens）合作，從2024

年4月24日開始奧運主題展，回顧19世紀末現
代奧運至今百餘年的文化傳承，為期4個多月
（Musée du Louvre, 2024）。讓奧運主題與
歐洲遺產自然產生連結，累積與彰顯文化資本
的獨特性。

參、 硬體的運動場館
國際奧會2014年公告2020改革議程，又

於2021年更新的2020+5改革議程，兩議程

皆著重奧運的永續發展（IOC, 2021）。其中

2020+5改革議程的15項具體建議的第2項「促

進永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提及奧運有責任通

過為主辦國在舉辦前後提供社會、環境和經濟

影響來保持永續發展，具體建議包含將「主流

的永續發展納入奧運會各方面」、「促進在奧

運會前後，為主辦國帶來持久利益」、「與奧

林匹克運動的成員合作，優化奧運會的實施」

（黃郁綺、湯添進，2023）。為符合國際奧會

的改革發展趨勢，2024巴黎奧運有95%採用現

有或臨時搭建的場館，甚至結合文化遺產作為

這次奧運的比賽場地。

2024巴黎奧運籌委會與1900巴黎奧運的

連結，是讓游泳場地回到塞納河並舉辦開幕

式，此舉的效益包含大力有效整治塞納河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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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開幕可賣門票超過10萬張，現場含無票觀
眾的參加可破紀錄容納超過32萬人，及聚集
200萬人參與奧運時期的水上活動，帶動運動
觀光人潮。而1924巴黎奧運開閉幕及橄欖球、
足球項目主場館的伊夫．迪馬努瓦爾運動場
（Yves-du-Manoir Stadium），規劃為曲棍球
比賽場地（IOC, 2023），如圖2和圖3。

2024巴黎奧運的場館為文化遺產與奧運場

地結合較為有代表性的場館，包含巴黎大皇宮

（Grand Palais）、戰神廣場（Arena Champ 

de Mars）、榮軍院（Invalides）、協和廣

場（La Concorde）、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 l les）、亞歷山大三世橋（Pont 

Alexandre III）等。巴黎大皇宮是2024巴黎奧

運的擊劍和跆拳道比賽場館，它是1900年為

巴黎世界博覽會所建造的建築，以宏偉的中殿

和玻璃屋頂而聞名，是許多藝文術活動舉辦的

著名悠久展場。2009年以來由愛馬仕主辦的

Saut Herm國際馬術障礙賽，以及2010年世界

擊劍錦標賽，及其他知名運動賽事也在此舉辦

（POCOG, 2024b）。

▲   圖2／2023年歐洲遺產日在奧塞博物館（Musee d'Or-
say）的特技舞蹈表演（圖片提供：作者黃郁綺）

▲   圖3／2024巴黎奧運會場館分布圖（資料來源：POCOG（20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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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巴黎大皇宮外觀（圖片提供：作者黃郁綺）

▲   圖5／亞歷山大三世橋上三鐵比賽（圖片提供：作者黃
郁綺）

協和廣場規劃舉辦三對三籃球、B M X

自行車競速賽、滑板和街舞比賽（POCOG, 

2024b），透過突破性的理念結合創新的現代
運動項目與歷史悠久的獨特場地，打造成一座
城市公園。凡爾賽宮是法國歷史上的標誌性象
徵，也被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入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位於宮殿花園中心的皇家星
辰廣場改造為舉辦馬術和現代五項的比賽場
地（POCOG, 2024b）。戰神廣場位於艾菲
爾鐵塔旁，是沙灘排球比賽的舉辦場館，平
日是巴黎人重大聚會和慶典的場所，例如每
年7月14日的法國國慶煙火就在戰神廣場舉行
（POCOG, 2024b）。建於1687年的榮軍院
則規劃為奧運射箭比賽場，過去曾是軍事醫院
和退伍軍人的養老院，目前蛻變為法國軍事歷
史博物館，放置紀念碑以及拿破崙．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的陵墓（POCOG, 

2024b）。亞歷山大三世橋本身就是藝術品，

因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而落成，連接巴黎
市中心的塞納河兩岸，規劃成為馬拉松游泳、
鐵人三項和公路自行車的比賽場地（POCOG, 

2024b）。由上可知，2024巴黎奧運籌委會辦
理此國際大型運動賽會善用運動遺產，透過周
詳的政策活化既往所設置的硬體公共建設與運
動設施，轉變成有利此賽會永續舉辦的有形與
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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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實務上的現代奧運創設和學理上文化資本
理論的提出，皆源於法國人。巴黎相隔100年
後再次舉辦夏季奧運會，法國確已積累豐富的
奧運文化資本運營策略，且依循國際奧會改革
決議朝著永續經營準則奮力前行，體現於軟體
的文化活動與硬體的運動場館，實踐文化資本
的積累。然而，西元前776年古代奧運與1896

年現代奧運創辦時，所追求人類止戰的和平忠
告猶在人們耳邊迴盪，可惜2024年歐陸仍然
未能見到和平之春。強權國家陷入烏俄戰爭膠
著的對立泥淖之中，焦急的法國總統艾曼紐．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深恐局勢持續
惡化波及2024巴黎奧運的順利舉辦，極力呼
籲遵循奧林匹克休戰（Olympic Truce），於
巴黎辦奧運期間各國能夠停火讓運動員安心往
返。摯盼和平的奧運愛好者，自當不樂於見到
2024巴黎奧運籌委會精心籌劃的文化資本運
營策略，如同1916年、1940年、1944年因世
局不靖變成消失的奧運，一切努力因戰事而淪
為鏡花水月。

作者李建興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教授、黃郁綺為巴黎奧運籌委會運動部門技術
運營資深經理暨日本筑波大學體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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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暐昕創意　楊舒方　圖片提供／優乃克股份有限公司

優乃克股份有限公司

打造中華健兒戰袍　
前進 2024巴黎奧運

在臺深耕　連年榮獲體育推手獎

相信許多人對日本專業羽網球運動品牌
YONEX都不陌生，除了在其品牌的專業領域上
不斷創新推出優質商品外，對臺灣體育界的發
展更是不遺餘力。自民國109年起YONEX連年
榮獲體育推手獎的肯定，去（112）年更再次
奪得贊助類金質獎，總經理宮前輝久表示，有

2024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將於7月正式點燃戰火，今年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首度與日本知名運動品牌優乃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YONEX）合作，為中華隊選手量身

打造全新的奧運、帕運代表隊服裝，不僅響應國際趨勢，採用環保回收再生纖維及YONEX與供應
商協力開發的空氣布材質製作，版型上的設計更是完美貼合比賽需求，力挺臺灣運動員在最高殿堂

取得亮眼的表現。

▲   源自日本的優乃克（YONEX），深耕臺灣體壇近40年。▲    YONEX總經理宮前輝久表示將持續以無與
倫比的工藝讓臺灣選手大放光彩。

賴中華民國羽球協會理事長張國祚推薦，以及
教練、選手、顧客們的支持，才能推動YONEX

回應大眾對品牌的期待，未來仍會持續朝著這
樣的目標邁進，以無與倫比的工藝讓臺灣選手
站上國際舞台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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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EX品牌源自日本，民國76年於臺灣
正式設立工廠，隔年便開始生產羽球拍，91年
則取代原本代理店成為直營據點，製造的羽球
拍多不勝數，並銷往世界各地。多年來也相當
關注臺灣體壇動態及選手培育。自94年起，成
為中華羽球代表隊用具官方贊助商，並於95年
起，冠名贊助臺灣最高層級羽球國際賽事「台
北羽球公開賽」，不僅成為臺灣羽球一哥周天
成的贊助商，爾後更加大力度與東京奧運羽球
男雙金牌選手李洋、王齊麟簽約，此外在杭州
亞運奪得網球男雙金牌的莊吉生及網壇新星葛
藍喬安娜（Joanna Garland）也都是旗下運動
員，以實際行動成為選手後援。

選手表現，並評估其未來性，但最重要的還是
選手是否能夠擁有力拚到最後一秒的決心，帶
給觀眾一場場感動的比賽。

▲  澳洲網球公開賽指定YONEX穿線團隊，臺灣穿線師林
莉純在場下提供專業穿線服務，讓場上選手可以無後顧
之憂地拚搏。

▲  奧運應援服飾（非代表服）選手，由左至右為羽球選手
李洋、王齊麟、李佳馨。

身為專業羽網球運動品牌，YONEX最初贊
助運動選手的契機，是希望藉由選手在比賽場
上積極奮戰的精神，能夠感染更多民眾加入羽
球競技的行列，也因此YONEX會實際到場觀看

根據選手需求與反饋　   
研發輕量化商品

民國94年後，中華羽球代表隊便開始使用
YONEX的產品，由於和羽球協會擁有良好的互
動與交流，作為合作夥伴，協會也汲取選手的
使用意見予以反饋。想要將品牌打造成第一，
就勢必要傾聽優秀選手們的心聲，瞭解他們的
使用痛點與需求進行客製改良。因此YONEX在
各項商品上的性能均有大幅提升，如在運動衣
著上強化吸濕排汗、方便動作延展的功能；而
球鞋與球拍的輕量材質就像身體的一部分，可
減少阻力進而加快移動的速度。

YONEX多年來在市場上始終為領導品牌，
首要思維便是希望提升羽球運動的普及率，
進而帶動需求，因此積極贊助有潛力的優質選
手，當他們在賽場上展現球技勇奪佳績時，便
是品牌存在的意義。YONEX也在與頂級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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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合作過程中獲得許多寶貴的意見，並針對
選手的細微需求進行客製，最後將優化的羽球
拍、網球拍和服飾配件等呈現在消費者面前。

總經理宮前輝久指出，YONEX也借鏡國
際品牌經驗，如TOYOTA前任社長多次前往新
潟工廠針對製程給予建議；今年6月，Yonex 

Performance Innovation Center預計將於新潟
啟動，性能創新研發中心除了根據硬地、紅土
和草地球場來還原四大網球公開賽場地，提供
6座網球場與8座羽球場外，也會導入最新的擊
球分析儀器，進而取得更多科學數據，對於未
來提升銷售商品的性能將有最大化的助益。

贊助選手奪金　業績每年提升 15％
球員與贊助商向來是魚幫水水幫魚的合作

關係，眾所周知，YONEX除了贊助周天成與李
洋、王齊麟之外，在成都世大運摘金的羽球混
雙選手李佳馨，及東京帕運獲得第四名的方振
宇也同為贊助對象，品牌可透過第一名選手的
回饋精進產品性能，當選手在國際賽事摘金奪
銀時，無形中也帶動使用人口的成長。最好的
例子便是奧運羽球男雙金牌選手李洋、王齊麟
的奮戰精神，讓各大校園羽球社團再次活絡，
而作為指定品牌YONEX自110年起，每年業績
均有15％以上的成長。

總經理宮前輝久來臺赴任後，觀察到栽培
青少年幼苗的重要性，因此挹注資源於國、高
中選手，均獲得不錯的成績。至於YONEX作為
運動品牌公司也於內部成立羽球俱樂部，每週
五租借羽球館場地讓同仁下班後可同場競技，
除了放鬆抒壓更能切身瞭解自家產品的優勢。

▲  YONEX長年以來冠名贊助台北羽球公開賽。

▲  YONEX公司內部社團活動，藉由運動活絡同仁情誼，
也能瞭解自家產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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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YONEX也以獨特的技術肩負「運
動」與「人」的連結使命，除了在臺灣致力
推廣羽、網球、高爾夫球及藤球等相關賽事活
動，日本總公司也深入足球、排球、公路自行
車和滑雪板的領域，以更全面的觸角深入消費
大眾的視野之中。在社會企業責任上，YONEX

也以行動實現運動公益，除了協助帕運，在其
他大大小小的賽事都可見YONEX的身影，無論
比賽規模，秉持「以獨創技術與最棒商品貢獻
給全世界」的理念，為的就是讓運動人口更加
普及。

巴黎奧運團服　    
不僅 MIT更符合 ESG
由於東京奧運在臺灣掀起運動熱潮，也

更讓人引頸期盼2024巴黎奧運盛會的到來，
YONEX今年首度擔綱中華隊奧運團服設計製作
的重任，藉由MIT的優勢，也響應全球ESG議
題，採用更加節能減碳的環保再生纖維材質，並
因應巴黎酷暑的天氣，強化衣服吸濕排汗的透氣

功能；在版型剪裁部分，側邊以三角布型讓運動
員的動態表現更加舒適；視覺設計更是加入臺灣
元素，如玉山等高線、紅藍白的國旗色系呼應法
國旗幟與傳統文化特色的書法字等，讓每位選手
以最完美的樣貌征戰世界舞台，可見其用心。

如此最佳品質及嶄新設計的團服預計於
6月公開，襄助中華隊遠征巴黎，勇奪獎牌。
YONEX除了擁有高品質產品聞名世界，其專業
後勤支援系統，更是廣受活躍於世界舞台的職業
選手們肯定，屆時巴黎奧運YONEX也將出動穿
線團隊前往第一線協助選手。2024巴黎奧運暨
帕運將於7月下旬至9月陸續舉行，YONEX也積
極籌劃線上線下等活動，運用社群媒體號召全臺
民眾共組最強應援團，一起成為運動員征戰的堅
實後盾。

▲  VamosJ 網球訓練營教練團。▲  YONEX永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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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英雄　豐碩戰果的堅毅恆心
文／暐昕創意
圖片提供／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擊劍協會、中華民國舉重協會、教育部體育署、   

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鄭怡靜

陳念琴 |三度挺進奧運　拳心備戰奪冠路
義大利奧運拳擊世界區資格賽　女子 66公斤級　挺進四強

陳念琴是臺灣史上第一位登上奧運殿堂的女拳擊手，她在2020東京奧運女子
69公斤級闖進八強，然而為配合巴黎奧運量級縮減，考量身材及優勢後改轉戰66
公斤級，並在2022杭州亞運摘下銅牌。今（113）年4月陳念琴飛往義大利參加奧
運拳擊世界區資格賽，賽前不僅遇上感冒，手傷也未癒，但面對烏克蘭勁敵切爾
諾科連珂（Anastasiia Chernokolenko），依然有極強的取勝決心，在第一回合
即發揮自身優勢主動進攻，首回合結束以4：1領先；第二回合起，陳念琴火力全
開，屢屢避開對手出拳攻勢，反擊成功壓制對手，第三回合趁勝追擊，取得壓倒
性戰果，獲得5名裁判的一致青睞，都給了10分，最終以5：0的積分取得勝利，確
定勝出取得奧運門票後，她難掩激動情緒，感動落淚。

在2018雅加達亞運勇奪男子體操單槓金牌及地板銀牌的唐嘉鴻，更在2020
東京奧運體操男子全能項目中締造臺灣最佳成績，原本信心滿滿地迎接2021成都
世大運及2022杭州亞運，未料卻在去（112）年2月測驗賽時，左腳阿基里斯腱不
慎斷裂，教練及團隊經評估考量，決定與世大運、亞運擦身而過。如今，經休息
與積極復健之下，唐嘉鴻將目標放眼巴黎奧運，在體操世界盃拚盡全力，先是在
巴黎站拿下單槓冠軍，接著又在埃及開羅站、德國科特布斯站、卡達杜哈站摘下
單槓金牌，以總積分90分提前取得奧運門票。教練翁士航坦言在以賽代訓的過程
中，持續提高動作難度，並感性表示：「從2022年開始，我們經歷了6,000次的失
敗，斷了一條阿基里斯腱，終於換來這張奧運個人單項門票！」

唐嘉鴻 |揮別傷勢陰霾　世界盃摘金進軍奧運
體操世界盃杜哈站　男子單槓　金牌

2月拿下泰國羽球大師賽冠軍的周天成，在封王後坦言因去年診斷出罹患大腸
癌，歷經手術與低潮，他深深體悟到必須努力堅持下去才能看到希望。在3月的瑞
士羽球公開賽，周天成八強賽對上印度選手拉賈瓦特（Priyanshu Rajawat），前
段雖不順利最後仍以21：19逆轉勝；四強賽對戰丹麥選手基姆奇（Rasmus Gem-
ke），第一場雖以19：21丟失首局，第二局由周天成主導局面，以21：11勝出，
第三局他未給對手得分機會，以21：12戰勝；決賽則是與林俊易展開「臺灣內
戰」，首局21：7輕鬆取得優勢，但後兩局以20：22、21：23遭逆轉鍍銀，他在
賽後坦言會汲取教訓，下次要做得更好。而日前，他以積分名列第14名，確定三
度叩關奧運，期許他能大展實力，突破自我。

周天成 |汲取教訓　再登奧運展韌性
超級 300系列瑞士羽球公開賽　男子單打　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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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華恬 |再登五環殿堂　加入絕招期望奪牌
體操世界盃杜哈站　女子平衡木　積分排名第 3名

於2022杭州亞運拿下體操女子平衡木銅牌的丁華恬，先前在世界盃卡達杜哈
站女子平衡木預賽中以總分12.600排名第9，雖因比賽過程中發生一些失誤，無緣
晉級決賽，平衡木以總積分57分位居第3名，導致在搶得奧運席位上，只能依其
他選手的成績表現而定，由於排名第1的比利時女將德爾瓦埃爾（Nina Derwael）
已以總積分90分率先進軍奧運、排名第2的西班牙新星卡薩布埃納（Laura Casa-
buena）則以成績較優的地板項目拿下奧運門票，讓排名第3的丁華恬成功遞補，
如願二度登上五環殿堂。近年深耕平衡木的亮眼表現，逐漸備受國際大會評審青
睞，教練蔡恆政坦言，目前策略是希望把原本熟悉的動作練穩，再加一些難度提
高分數。

世界職業網球協會（ATP）挑戰賽巴勒達站於今（113）年4月展開廝殺，於
2021、2022年奪下3座ATP冠軍金盃的曾俊欣，曾登上ATP官網被盛讚為「正在
崛起的亞洲新星」。本屆賽事，曾俊欣選擇挑戰男雙與男單同時出擊，首次與捷
克籍好手柯拉爾（Zdenek Kolar）搭檔男雙，兩人一路過關斬將，甚至擊敗大會
第三種子的塞爾維亞組合，強勢挺進冠軍戰。決賽面對法國組合班奇（Benjamin 
Bonzi）、阿里巴奇（Theo Arribage）時，即使開賽即遭遇亂流，以1：6率先讓出
首盤，但在次盤即時調整，以6：3險勝扳平戰局，進入決勝盤時，兩人雖一度以
5：7落後，所幸接連拿下5分，最終以10：7逆轉獲勝，也是曾俊欣拿下生涯首座
ATP挑戰賽的男雙冠軍金盃。

曾俊欣 |首座男雙金盃　逆轉勝利登王座
世界職業網球協會挑戰賽巴勒達站　男子雙打　冠軍

過去原是田徑鉛球隊員的賴冠傑，在老師的觀察與建議下轉戰輕艇項目，不
料最支持他的母親在他就讀大學期間因病逝世，即便多次產生放棄的念頭，仍在
教練和家人的鼓勵下堅持了下來。他在2019 輕艇競速世界盃系列賽滑進Final A最
終決賽，成為臺灣第一人，又於2022杭州亞運輕艇競速C1-1000公尺比賽獲得亞
運史上的臺灣首金。為了登上奧運殿堂完成與母親的承諾，他提前布局在2月飛往
捷克、哥倫比亞進行高山移地訓練，增進自身心肺功能；4月前往日本參加亞洲區
奧運資格賽，爭取唯2的奧運門票，最終以4分11秒577成功鍍銀取得席位，再次打
破臺灣輕艇競速第一人前進奧運的紀錄，接下來會在歐洲持續移地訓練，提早適
應場地、時差及氣候，直至巴黎奧運結束後。

賴冠傑 |滑進奧運　為臺灣輕艇刷新紀錄
2024亞洲輕艇競速錦標賽暨亞洲區奧運資格賽　男子 C艇 1000公尺　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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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歲擊劍好手陳弈通在小學二年級開始接觸擊劍，很快地大展才華在擊劍
界闖出名號，不僅接連在世界青年擊劍錦標賽闖進16強、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奪
牌，更在15歲時以國手之姿征戰2018雅加達亞運，他坦言在當時就設下要登上
奧運殿堂、為臺灣奪下獎牌的目標。如今，也履行了自己所許下的豪情壯志，日
前在2024巴黎奧運擊劍亞洲區外卡賽中，陳弈通以頭號種子身分保送八強，並
以15：1大勝科威特劍手、四強賽以15：10擊退烏茲別克好手，最終戰再以15：
4力克新加坡對手，搶得寶貴的奧運門票。是臺灣男子擊劍繼1988漢城奧運的王
三財、鄭明祥後，36年來的第一人，也成為中華擊劍隊暌違12年再登體育賽事
的最高殿堂。

陳弈通 |36 年來第一人　完成兒時夢想劍指桂冠
亞洲與大洋洲區擊劍奧運資格賽　男子鈍劍　冠軍

方莞靈 |二度叩關奧運　擺脫低潮突破自我
泰國舉重世界盃　女子 49公斤級　第 9名

曾征戰2020東京奧運的舉重選手方莞靈，當時在女子49公斤級以抓舉80公
斤、挺舉101公斤，總和181公斤拿下第4名，即使未能奪得獎牌，卻讓國人留下
深刻印象。未料後來卻因受傷休息而陷入低潮，在教練與家人的支持下，讓她重
回訓練場，並在112年全大運以抓舉82公斤、挺舉105公斤，總和187公斤打破全
國紀錄，為她征戰巴黎奧運更添信心。日前征戰泰國舉重世界盃，方莞靈在抓舉
部分，開把成功舉起82公斤，接著第二把84公斤也順利舉起，最後一回85公斤挑
戰失敗；挺舉部分則依序舉起102公斤、104公斤及108公斤，三把皆如願完成，
最中以總和192公斤，突破個人生涯最佳，提前鎖定巴黎奧運門票。從小與媽媽
相依為命的她，很期待媽媽陪她去巴黎參加奧運。

程銘志 |傳奇鍍金　成為賽事最大亮點
2024利尼亞諾帕拉桌球大師公開賽　男子 C5級　金牌

今（113）年3月在義大利舉行的帕拉桌球公開賽，中華帕拉桌球代表隊再傳
捷報。在混雙部分，獲得1金1銅；女雙則奪得1金；單打部分，尤以程銘志的表
現最為耀眼，不僅摘金更登上國際桌球總會官網頭版，被盛讚為「本屆賽事最大
亮點」。他一路過關斬將擊敗3位世界排名前10的好手，四強賽面對2016里約帕
運金牌的中國好手曹寧寧，第一局他從容應對以11：3搶下先機，即使第二局被
對手扳回一城，後兩局他則穩定發揮，以15：13、11：6晉級決賽；冠軍戰雖對
上世界排名第1、2020東京帕運金牌的德國名將Valentin Baus，但他毫不畏懼，
先是以11：4、11：8攻下前兩局，即使第三局以5：11落敗，決勝局仍以11：8
成功鍍金，拿下生涯第一座重大賽事的男單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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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怡靜與李昱諄在今（113）年WTT大滿貫賽新加坡站一路過關斬將，接連
拍落羅馬尼亞組合、杜哈球星挑戰賽亞軍組合，更在四強賽橫掃日韓組合，以
直落三挺進冠軍戰，決賽與上屆亞錦賽金牌的中國組合陳夢、王曼昱，兩人雖
知對手實力堅強，但仍放手一搏，首局5：11落後，但在第二局鄭怡靜、李昱諄
重整旗鼓以3：2領先，遭到反超時，又將比數追到6：6平手，可惜連掉5分，以
6：11失去第二局，第三局追分未果，以5：11惜敗，最終以亞軍作收，即便未
能摘金，卻已是兩人合拍以來的最佳成績，相信持續合作之後，未來定能有更
好成績。

鄭怡靜、李昱諄 |捲土重來　銀得最佳成績
WTT大滿貫賽新加坡站　女子雙打　亞軍

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於臺北市舉行，辦理22個競賽種類，是全國中學
生年度的重要運動賽會。來自新北市新泰國中的林芷妍，小時候常跟著愛游泳的
阿嬤一起玩樂戲水，國小開始接受專業游泳訓練，展現天賦。現年13歲首度參與
全中運賽事的她，在100公尺仰式以1分02秒53奪得國女組金牌，並刷新全國紀
錄；接著在50公尺仰式游出29秒46，並在200公尺仰式以2分16秒90再奪兩面金
牌，雖未打破大會紀錄，但精彩表現仍讓全場驚豔；此外，在4X200公尺自由式
接力與4X100公尺混合式接力也贏得金牌。林芷妍在本屆全中運處女秀就抱走5金
1銀的佳績，全都要歸功於長期訓練的努力，未來將是備受矚目的泳壇新星。

林芷妍 |驚豔全場　奪 5金 1銀打破全國紀錄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游泳　國女組 50公尺仰式　金牌／
國女組 100公尺仰式　金牌／國女組 200公尺仰式　金牌／
國女組 4X100混合式接力　金牌／國女組 4X200自由式接力　金牌／
國女組 4X100自由式接力　銀牌

目前就讀虎尾科技大學二年級的葉柏廷，從小學五年級就開始練專項跳高，
靠著苦練爆發力而躍出一片天，自國三在全中運奪金後，就立下要打破全國紀錄
的目標，5年期間勤練不輟，增強心理素質，在11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男子跳
高決賽中，他先從2公尺05起跳，接著陸續跳過2公尺20、2公尺23、2公尺26，
而去年跳高摘金的傅兆玄最先失利，僅剩葉柏廷與蔡維智挑戰2公尺30，最終葉
柏廷在第3次試跳順利躍過，在全場驚呼中，打破跳高名將向俊賢高懸9年的全國
紀錄2公尺29，一舉奪金，創下專屬於他的障礙，葉柏廷表示完成目標清單的第
一項之後，接著就要朝著運動員的最高殿堂邁進。

葉柏廷 |奮力跳躍　締造最新全國紀錄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田徑　公開男生組跳高　金牌

71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218

期



▲   教育部體育署委託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於今（113）年辦理2場次棒球場維護管理相關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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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棒球場養護軟實力　       
體育署 113年開辦棒球場維護管理研習會
為提升全國各級棒球場維護管理人員養護場地軟實力，教育部體育署委託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於今（113）年辦理2場次棒球場維護管理相關研習會，邀請各棒球場及各校業
務主管承辦人員及管理人員參加，首場已於3月8日於新北市三重棒球場舉行，希望藉由分
享棒球場地機電設備及場地常見問題，以及實地參訪場地等，提升管理督導人員對於機電
設備維護及場地相關專業知能，並提供經驗交流互動機會。

本次首場研習會主題將以棒球場機電設備維護及球場常見機電設備問題為主軸，除邀
請專業講師分享相關專業知識外，亦安排參訪球場進行實地案例解說，使各球場管理督導
人員對於機電設備維護常見問題更加熟稔。

體育署表示，棒球為國人最喜愛的運動種類之一，而球場硬體設施管理為球場順利營
運之重要課題之一，期盼透過辦理研習會作為球場管理督導人員交流分享平台外，更能提
升其專業知能及場地品質，提供球員及愛好棒球的球迷一個更優質的運動及觀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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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最強陣容　挑戰 2024國際自由車環台賽經典 5站 
「2024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於3月10～14日舉行，共有來自全球38個國家、

24隊，超過200位菁英將齊聚臺灣競輪，其中包括6支2級職業車隊，為近十年的最強參
賽陣容。

▲   2024環台賽高雄市站自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出發

▲   2024環台賽浪漫台三線路線行經草莓之鄉⸺大湖鄉



▲   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補助方案於3月中開放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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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補助方案 3月中開跑
為促進運動人才多元就業及職工運動普及，教育部體育署自107年起推動「企業聘用運

動指導員」專案，鼓勵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協助辦理各項員工運動活動，有效提升職工
運動風氣與職場活力。透過推動本專案，不僅提升員工生活品質與幸福感，也能促進生產
力及工作效率。

環台賽是國際自由車總會（UCI）登錄為2.1級頂尖賽事，為亞洲巡迴賽的重點賽
事，也是臺灣唯一的國際自由車公路賽，已有將近30年的歷史。今年參賽的選手們，持
續挑戰臺灣最經典5站競賽路線，總體距離為666.64公里。首站臺北市站的繞圈賽由臺北
市政府前出發，並繞行至景福門後折返，共繞行8圈；第2站桃園市站，賽段前半段超過
百分之60在快速公路上進行，各國車手將在台61線、台66線快速公路上大展身手，並繞
行石門水庫後，於復興區決戰角板山。第3站則是橫跨新竹縣、苗栗縣與臺中市三縣市的
浪漫台三線站，沿途飽覽客庄聚落的歷史深度與風土民情，同時體驗台三線山陵蒼翠之
美。南投縣站則以山線路段為主，自南投縣政府出發後，繞行大南投1圈，行經南投八大
鄉鎮及在地特色景點，是環台賽單站距離最長的一站。最終站高雄市站，從宗教文化景
點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出發，沿途經過高雄重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讓各國選手感受臺
灣的宗教及在地文化。



▲   113年運動企業認證啟動記者會暨北區說明會全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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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署113年度「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補助方案」於3月中開放受理申請，企業聘用1

名運動指導員可申請辦理職工運動活動經費最高新臺幣30萬元，而為鼓勵企業聘用具「國
民體適能指導員證書」者，以及持續響應聘用運動人才之企業，本年度更提升加碼獎勵最
高可達新臺幣15萬元，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最高可申請新臺幣105萬元。期待透過運動人
才的積極與熱情，活絡工作氣氛、凝聚員工向心力，進而提升企業規律運動風氣，改善員
工生活型態與健康促進。

   運動企業認證接軌國際　納入聯合國永續目標　   
蓄積運動 ESG能量
教育部體育署自105年起開辦「運動企業認證」，受到全臺企業與員工熱烈響應，迄今

已有728家企業獲得認證，受惠員工總數超過113萬人。113年運動企業認證啟動記者會暨
北區說明會邀請企業6月14日前投件申請，並透過運動企業交流平台共同打造共榮生態圈，
除善盡社會責任，更關心員工身體健康。

體育署表示，隨著運動企業認證即將邁向第10年，將研議轉型並持續提升已獲得認證
的運動企業從A級突破至A+級，鼓勵企業從優秀邁向卓越，更於認證項目中強化聯合國永
續目標（SDGs），與國際趨勢接軌連結，讓更多以永續為己任的企業，能夠在推動運動與
永續目標之間，受到啟發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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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總統賴清德於選前提出的體育八大政策，包含推動全民運動及競技運動全民
化，讓民眾養成運動習慣，促進國民身心健康。透過運動企業認證，成為推廣全民運動重
要的一環，在帶動職場正向氛圍、凝聚員工向心力的同時，更能強化企業的永續競爭力，
彰顯企業在ESG指標上的表現；未來體育署也將在運動賽事、運動設施上，投入更多減
碳、永續元素，將聯合國永續指標（SDGs）與ESG精神，視為運動發展重點內涵，這些計
畫都有政府與企業共同支持。因此，體育署誠摯歡迎企業踴躍參與運動企業認證，共創健
康職場新風潮。

   體育署持續優化全民運動環境　臺北市克強全民運動館開工
教育部體育署持續補助各縣市打造優質的全民運動環境，其中臺北市克強全民運動館

已於113年4月11日舉行開工動土典禮，由體育署副署長房瑞文及臺北市市長蔣萬安共同為
工程祈福平安順利，該館預計115年完工啟用，屆時可提供當地民眾更友善、舒適及安全的
運動場館。房副署長表示，相信克強全民運動館會成為當地居民運動的首選，希望大家能
呼朋引伴，一起樂活運動。

▲   體育署副署長房瑞文（左）及臺北市市長蔣萬安（右）共同出席臺北巿克強公園游泳池改建全民運動館工程開
工典禮，並為工程祈福



▲   體育署全民運動組組長呂宏進（右）及南投縣副縣長王瑞德（左）進行113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聖火引
燃儀式

77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218

期

體育署自110年起推動「充實全民運動環境計畫」，編列預算新臺幣30億元，規劃於
國內興建21座全民運動館，使全國民眾都能享有優質、便利、友善的運動設施。

克強公園游泳池前身為天母游泳池，自94年改建至今已經超過18年，為滿足市民運動
需求，臺北市政府規劃將原來的克強公園游泳池，改建為複合式運動場館，體育署並核定
補助新臺幣1億8,438萬元以支應相關籌建經費。克強全民運動館設立於克強公園內，是一
座隱身於綠蔭的「公園中的運動館」，館內規劃設置多種運動設施，包含游泳池、體適能
中心、韻律教室、多功能球場（供羽球及籃球場使用）、桌球場、停車場及必要附屬設施
等，種類豐富，充分照顧各年齡層、不同運動需求的民眾，讓當地居民擁有平等享受優質
運動資源的機會。

   113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聖火引燃
113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於113年5月25日至28日在南投縣辦理，聖火引燃儀式

於4月30日在中興新村省政府大樓前舉行，由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組長呂宏進及南投
縣副縣長王瑞德引燃，自5月2日起展開聖火傳遞，將繞行全臺22縣市傳達運動競技與平權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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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賽事聖火引燃儀式以「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精神結合現代科技，在前臺灣省政
府辦公大樓前方以無人機帶著運動會的「火苗」，穿越時空在歷史傳承意義中點燃勝利之
火，由特奧輪鞋競速選手黃偉峻及地板滾球選手蔡承恩擔任第一棒，傳遞予國立南投特殊
教育學校聖火隊，透過舞龍引導與太鼓舞韻表演點燃母火。

本賽會是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最高等級賽事，競賽性活動及聯誼性活動競賽種類計16

種，並有國家代表隊選手出賽，肩負我國競技表現接軌國際的重要任務。南投縣表示很榮
幸承辦本賽事，為落實身心障礙運動的重要里程碑，在縣府團隊充分準備下，完備各比賽
場館，盡好地主之誼，迎接來自全國的身心障礙選手。

本屆全障運參加對象涵蓋肢體、智能、聽覺、視覺障礙等障礙類別選手，體育署感謝
民眾共襄盛舉齊力支持身心障礙運動平權。

   挺你到底！國小籃球聯賽 EBL105支晉級隊伍齊聚雙北  
拿出本事

教育部體育署為推展基層籃球運動風氣，激發學生運動興趣，並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自105學年度起主辦國小籃球聯賽，由各縣市辦理預賽，並依報名隊數按比例晉級進入
全國決賽，本學年度全國決賽共有男生組66隊、女生組39隊，合計105隊參加，球員達
1,764人。

▲   少年籃球賽事的各級明星球員與教練特別出席賽前記者會，為參賽小選手加油打氣。（前排左5：體育署學校
體育組專委王浩祿，前排左6：中華民國少年籃球發展協會理事長陳正玄）



▲   11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聖火熄滅儀式（左起：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秘書長余清芳、國立臺灣體育運
動大學校長許光麃、體育署署長鄭世忠、臺中市運動局副局長游志祥、長榮大學校長李泳龍）

79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218

期

體育署勉勵學生運動員，從訓練到比賽一路走來都很辛苦，但是家人、教練、隊友，
大家都「挺你到底 Back You Up」！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或挑戰，大家都會全力支持到底。
希望學生運動員全力以赴爭取榮耀。

本學年度EBL從縣市預賽441支隊伍中脫穎而出的決賽隊伍，全國賽首輪採分組單循
環，分組前2名晉級後則採單敗淘汰制決定出最後1～8名。晉級全國賽隊伍不少傳統強權，
包含臺北北投、新北安坑、苗栗大同、臺北南港等，眾多實力堅強的隊伍齊聚雙北，將與
其他縣市優秀隊伍展開213場精彩交手。

   113年全大運圓滿落幕　相約明年長榮大學見
經過5天精彩賽事，11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以下簡稱全大運）5月8日下午在國立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舉辦閉幕典禮，本屆全大運共有3項6人次破全國紀錄，及35項64人次破
大會紀錄，共頒出541面金牌（詳細訊息以大會官網為主，網址https://113niag.ntus.edu.

tw/）。在142所大專校院運動好手用精彩表現為賽會劃下句點的同時，教育部體育署署長
鄭世忠宣布113年全大運閉幕，並由校長許光麃將大會會旗交接給114年全大運承辦學校
──長榮大學校長李泳龍，與各校運動員續約臺南再相見。



80

署
務
報
導

114年全大運將由長榮大學承辦，長榮大學校長李泳龍表示將以「Zero to Infinity，挑
戰巔峰，競在手中」為賽事主題，全力為運動健兒打造一個璀璨的舞台，鼓勵運動員超越
極限，展現自我價值。長榮大學師生團隊業已整裝待發，秉持「熱情、專業、創新、永
續」全力籌辦114全大運，為運動健兒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歡迎全國各大專校院優秀選手隨
年相會在臺南。

長榮大學接下全大運會旗後，表演團隊在閉幕式上帶來精彩演出，由青春活力的DDC

勁舞社帶來精彩的街舞表演，在傳統與潮流之間，展現力與美、動與靜，見證全國大專校
院運動會的武舞合一、文聞知新。隨後本屆全大運聖火熄滅，圓滿落幕，大家相約114年長
榮大學再見。

   2024華國三太子盃男網賽強勢回歸
2024華國三太子國際男子網球挑戰賽於113年5月12至18日在臺北市網球中心點燃戰

火，是臺灣歷經新冠肺炎疫情後，再度舉辦ATP挑戰賽級別的職業賽事。

「華國三太子國際男子網球挑戰賽」結合宮廟文化與在地元素，成為全臺最具特色的
網球職業賽。今年賽事為ATP挑戰賽75等級，總獎金8.2萬美元加住宿，冠軍可獲得75分的
職業積分。賽事於5月12日開打，12日和13日先進行會外賽，13日會內賽接續登場，於17

日和18日分別進行準決賽和決賽。

▲   2024華國三太子國際男子網球挑戰賽賽前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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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署副署長房瑞文（中）、競技運動組組長藍坤田（右）、競技運動組科長謝奇穎（左）

參賽名單部分，各國好手來勢洶洶，其中7人位居單打世界排名前200名，臺灣好手許
育修、吳東霖也都參戰；雙打部分，何承叡、黃琮豪聯手出擊，兩人今年分別挺進多場決
賽，排名同樣創下個人新高，臺將攜手力抗外國軍團，更力拚改寫個人在華國三太子盃的
最佳成績。此外，2016華國三太子盃男雙冠軍「胖鵬配」楊宗樺和謝政鵬再度攜手合體，
以雙打會內賽外卡身分登場。

教育部體育署表示，本屆賽事我國選手做足準備，全力迎戰爭取榮譽，未來也將輔導
體育團體積極爭取更高等級的國際賽事，讓國人可在臺欣賞更高水準的競技表現。

   113年度射擊運動靶場庫房檢查開跑　完善射擊運動培育環境
為完善射擊運動培育環境，教育部體育署推動「射擊運動槍枝彈藥全程強化管理」策

進作為，於113年5月17日至6月24日進行射擊運動團體槍枝彈藥檢查，會同內政部警政署
抽檢22個射擊運動團體所使用的12個靶場及槍彈庫房，並實地檢核射擊運動槍枝彈藥入庫
管理到廢彈銷毀的執行程序，以確保射擊運動符合我國槍枝彈藥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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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R

1日  ▶ 委託中華奧會召開「113年國際事務接班人養成計畫」共識會議。

 ▶ 臺南市政府辦理「亞太棒球國際訓練中心主球場上梁典禮」。

4日  ▶ 接見僑委會臺灣運動健康產業訪問團拜會。

 ▶ 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資格檢定考試辦理方式北區說明會。

5日  ▶ 推動「運動產業多元發展諮詢會議」。

 ▶ 辦理「桃園市樂天桃園棒球場優化改善」施工品質查核。

6日  ▶ 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資格檢定考試辦理方式中區說明會。

7日  ▶ 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資格檢定考試辦理方式南區說明會。

 ▶ 推動「運動產業多元發展研商會議」。

10∼14日  ▶ 輔導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辦理「2024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11日  ▶ 行政院鄭副院長視察「桃園樂天國際棒球場」。

 ▶ 高雄市政府辦理「高雄市小港區全民運動館」動土典禮。

12日  ▶ 假高雄市鳳新壘球場辦理「112學年度中小學女子壘球聯賽高中組及國中組甲級
決賽頒獎典禮」。

13日  ▶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考察「臺南市學校教學運動設施」。

 ▶ 辦理「112學年度高中籃球甲級聯賽HBL總決賽記者會」。

 ▶ 輔導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辦理「2023-24 AFC CUP亞洲足協盃區域半決賽」。

14日  ▶ 委託中華奧會於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辦理「2024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育計畫」
巡迴推廣中區場次。

15日  ▶ 辦理「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第1場行政研習會」及「2024臺灣品牌國際賽研習
營國際論壇」。

 ▶ 委託遠見天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3年運動村里認證案」南區場村里長座
談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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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合登山步道系統分級及修訂《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草案公聽會高雄場。

15∼17日  ▶ 輔導臺東縣政府辦理「2024 臺灣福爾摩沙盃國際漆彈公開賽」。

16日  ▶ 整合登山步道系統分級及修訂《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草案公聽會臺北場。

17日  ▶ 假臺北小巨蛋辦理「112學年度高中籃球甲級聯賽HBL總決賽男、女子組冠軍戰
暨頒獎典禮」。

 ▶ 輔導新北市政府辦理「2024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19日  ▶ 假清華大學召開「116～11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遴選小組第2次委員會暨運
動場地設施實地訪視」。

21日  ▶ 輔導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辦理「2026世界盃資格賽第二輪暨2027亞洲盃資格賽 中
華台北VS吉爾吉斯」。

22日  ▶ 委託中華奧會召開「113年國際事務接班人養成計畫」說明會。

 ▶ 分別於輔仁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召開「116～11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遴
選小組第3及第4次委員會暨運動場地設施實地訪視」。

 ▶ 假臺北小巨蛋辦理「112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女2級及男2級冠軍戰」。

 ▶ 辦理「體育運動企業贊助工作坊暨說明會」（南部場）。

24日  ▶ 假暨南大學壘球場辦理「112學年度大專女子壘球聯賽決賽暨頒獎典禮」。

 ▶ 假臺北小巨蛋辦理「112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女子組及男子組冠軍戰暨頒獎
典禮」。

 ▶ 假雲林縣立體育館辦理「112學年度國中排球甲級聯賽暨頒獎典禮」。

 ▶ 假臺北市市民廣場辦理「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聖火引燃儀式」。

25日  ▶ 分別假臺北市立大學及中國文化大學召開「116～11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遴
選小組第5及第6次委員會暨運動場地設施實地訪視」。

26日  ▶ 委託遠見天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3年運動村里認證案」中區場村里長座
談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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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託遠見天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3年運動企業認證啟動記者會暨北區說
明會」。

 ▶ 召開「運動發展基金管理會第8屆第4次會議」。

 ▶ 委託中華奧會於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辦理「2024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育計畫」巡
迴推廣南區場次。

27日  ▶ 召開「113年運動場館業個資保護制度建置及管理專業服務案計畫啟動」會議。

 ▶ 委託遠見天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3年運動村里認證案」東區場村里長座
談說明會。

 ▶ 假東華大學召開「116～118年全大運遴選小組第7次會議暨運動場地設施實地
訪視」。

28日  ▶ 委託中華奧會於國立體育大學辦理「2024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育計畫」巡迴推
廣北區場次。

28∼31日  ▶ 輔導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辦理「2024臺北國際花式滑輪溜冰公開賽」。

29日  ▶ 發布青春動滋券「青春優惠加碼送 呼朋引伴動滋動」新聞稿。

 ▶ 假屏東大學召開「116～118年全大運遴選小組第8次會議暨運動場地設施實地
訪視」。

 ▶ 委託遠見天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3年運動村里認證案」北區場村里長座
談說明會。

 ▶ 召開「114年運動i臺灣2.0計畫縣市政府申辦作業原則」（草案）第1次研商
會議。

 ▶ 委託遠見天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3年運動企業認證啟動記者會暨中區說
明會」。

 ▶ 辦理「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新建工程（第二期工程）」施工品質查核。

30日  ▶ 輔導台灣體育運動舞蹈發展協會辦理「2024 舞王世界公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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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PR

2日  ▶ 辦理「112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決賽記者會」。

 ▶ 委託遠見天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3年運動企業認證啟動記者會暨南區說
明會」。

3日  ▶ 辦理「112學年度中等學校足球聯賽（5人制）賽事全國決賽記者會」。

 ▶ 假輔仁大學足球場辦理「112學年度大專足球聯賽男生組第1級決賽暨頒獎典
禮」。

5日  ▶ 假臺北天母體育館辦理「112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冠軍戰暨頒獎典禮」。

8日  ▶ 召開「11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組織委員會第3次委員會議」。

9日  ▶ 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補助方案北區說明會。

 ▶ 「113～114年度輔導運動產業健全體質及強化營運能力專案」訪視輔導顧問須
知說明會（第一場次）。

9∼12日  ▶ 輔導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辦理「2024年第三十一屆台灣業餘高爾夫錦標賽──
聲寶」。

10日  ▶ 中華奧會召開國際體育事務專案小組第1次會議。

 ▶ 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補助方案中區說明會。

 ▶ 召開「112學年度高中排球聯賽甲級決賽記者會」。

11日  ▶ 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113年運動i臺灣2.0計畫──水域觀摩活動」，供
各縣市政府承辦人員及其所屬執行水域相關活動單位參加。

 ▶ 110～113年運動產業發展政策綱領執行成果研商會議。

 ▶ 臺北市政府辦理克強全民運動館動土典禮。

12日  ▶ 「113～114年度輔導運動產業健全體質及強化營運能力專案」訪視輔導顧問須
知說明會（第二場次）。

 ▶ 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補助方案南區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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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辦理「彰化縣立和美全民運動館興建工程」施工品質查核。

13日  ▶ 假臺北體育館辦理「112學年度5人制足球聯賽國男及高男組冠軍戰暨頒獎
典禮」。

 ▶ 假新北市板橋體育館辦理「112學年度高中籃球乙級聯賽全國決賽暨頒獎
典禮」。

14日  ▶ 假臺南市亞太少棒主球場辦理「112學年度國小棒球聯賽硬式組全國賽冠軍戰暨
頒獎典禮」。

 ▶ 假雲林縣立體育館辦理「112學年度高中排球甲級聯賽冠軍戰暨頒獎典禮」。

15日  ▶ 假臺中公園湖心亭辦理「113年全大運聖火引燃典禮」。

16日  ▶ 假臺北市巿政大樓1樓中庭辦理「113年全中運全國記者會」。

19日  ▶ 假新北市板橋體育館辦理「112學年度國中籃球甲級決賽男生組決賽暨頒獎
典禮」。

 ▶ 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檢舉黃牛專區上線宣傳。

 ▶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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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次會議」。

 ▶ 辦理「新竹縣竹東全民運動館興建工程」施工品質查核。

20日  ▶ 假輔仁大學足球場辦理「112學年度11人制足球聯賽國男及國女組冠軍戰暨頒
奬典禮」。

 ▶ 假臺北小巨蛋舉辦「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開幕典禮」。

20∼21日  ▶ 輔導中華賽車會辦理「台北國際金卡納大獎賽」。

21日  ▶ 假輔仁大學足球場辦理「112學年度11人制足球聯賽高男及高女組冠軍戰暨頒
奬典禮」。

23日  ▶ 辦理「高雄市三民區全民運動館興建工程」施工品質查核。

24日  ▶ 辦理「雲林縣虎尾全民運動館新建工程」施工品質查核。

25日  ▶ 假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中正堂舉辦「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閉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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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 召開「11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全國記者會」。

 ▶ 委託遠見天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3年運動村里認證案」第2場規範
會議。

 ▶ 辦理「體育運動企業贊助工作坊暨說明會」（中部場）。

5 MAY

1日  ▶ 召開「112學年度國小籃球聯賽全國決賽記者會」。

2日  ▶ 中小型運動產業貸款專案第3次審查小組會議。

3日  ▶ 中華奧會第13屆第10次執委會宣傳提案青春動滋券。

 ▶ 中華奧會召開第13屆第10次執行委員會議。

4日  ▶ 假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田徑場舉辦「11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開幕典禮」。

6日  ▶ 辦理「113年度線上游泳池研習會」。

 ▶ 105～109年度我國運動產業投入產出模型編製委辦案－重大賽事評估－2017臺北
世界大學運動會座談會。

8日  ▶ 假國立臺體育運動大學長啟樓舉辦「11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閉幕典禮」。

10日  ▶ 辦理「臺南市安南區全民運動館興建計畫」施工品質查核。

11日  ▶ 假國立體育大學綜合體育館辦理「113年度全國各級學校室內拔河比賽」。

14日  ▶ 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113年棒球場地管理研習會（第3場次）」。

15日  ▶ 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金牌講堂辦理「113年度高中以下學校體育班績效優良頒獎
典禮」。

 ▶ 委託中華奧會召開「113年國際事務接班人養成計畫」第1次審查會議。

15∼18日  ▶ 輔導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辦理「2024 TLPGA 巡迴賽－大聯大女子高爾夫
公開賽」。

 ▶ 輔導台灣職業高爾夫協會辦理「2024年台灣PGA巡迴賽－2024第17屆彰化公
開賽」。



88

大

事

記

17日∼
6月24日

 ▶ 進行射擊運動團體槍枝彈藥檢查。

21日  ▶ 召開「推動於都會人口密集區設置社區專用或共用型足球場」研商會議。

22日  ▶ 辦理「運動產業業者增能講座」（北部場）。

 ▶ 召開高爾夫球場環境管理措施及環境監測資料分析委託專業服務案」期中報告
審議會議。

23日  ▶ 辦理「運動場館業者個資保護行政檢查」會議。

 ▶ 辦理「運動產業業者增能講座」（北部場）。

24日  ▶ 辦理「體育運動企業贊助工作坊暨說明會」（北部場）。

27日  ▶ 辦理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全區公共設施及景觀改善工程及全區環場訓練跑
道」施工品質查核。

29日  ▶ 召開「114年運動i臺灣2.0計畫縣市政府申辦作業原則」（草案）第2次研商
會議。

29日∼
6月1日

 ▶ 輔導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辦理「2024年臺北市國際帕拉桌球公開賽」。

30日∼
6月2日

 ▶ 輔導台灣職業高爾夫協會辦理「2024年台灣PGA巡迴賽―2024三花TPGA錦
標賽」。

30日  ▶ 花蓮縣政府辦理「花蓮縣全民運動館」動土典禮。

31日  ▶ 委託遠見天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3年運動村里認證案」試辦計畫全臺起
跑記者會暨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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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ptimize Team Chinese Taipei’s participa-

tion slots, the National Sports Training Center 

(NSTC) has designated the Hangzhou Asian 

Games as a pivotal milestone. Fol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event, a meticulous review 

process was promptly initiated, conducting 

assessments and implementing necessary 

adjustments to enhance Gold Plan 2.0. Addi-

tionally, in anticipation of logistical and sports 

science needs for the 2024 Paris Olympics, 

NSTC extends the relay support model from 

the 2018 Jakarta Asian Games and the 2022 

Hangzhou Asian Games to plan for the 2024 

Paris Olympics relay station. This article out-

lines two key NSTC initiatives: the ‟Enhance-

ment of the Gold Pla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Relay Station Plans for the 2024 Paris 

Olympics.” It highlights NSTC’s commitment 

to preparing national athletes for the Paris 

Olympics, transcending routine administra-

tive tasks. 

為了協助中華隊爭取最大量參賽資格，國家訓
練中心以杭州亞運為檢核點，賽事結束後即刻
啟動檢討機制、重新檢視及盤點修正，促使
黃金計畫2.0再升級；又為了2024巴黎奧運參
賽期間的後勤與運動科學支援，國訓中心延續
2018雅加達亞運及2022杭州亞運的中繼站支
援模式，早早啟動2024巴黎奧運中繼站規劃。

本文將就國訓中心支援國家培訓之兩大重要舉
措：「黃金計畫再升級」及「2024巴黎奧運中
繼站規劃」進行簡述，提供讀者瞭解除了例行
行政工作，國訓中心如何更深、更廣地在其他
面向協助國家優秀運動員備戰巴黎奧運。

龔榮堂、黃泰源、孫逸穎 Jung-Tang Kung, Tai-Yuan Huang, Yi-Ying Sun

巴黎奧運國家隊備戰之策略
The Preparation Strategies of Team Chinese Taipei for the Paris 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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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啟煌、邱宏達 Chi-Huang Huang, Hung-Ta Chiu

運動科學支援奧運國家隊的評析與願景
Analysis and Vision of Sports Science Support for the Team Chinese Taipei

In Taiwan, support for competitive sports 

through sports science started with sports 

science teams at two major training centers. 

However, challenges arose due to shortages 

in manpower and equipment. Subsequently,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 (NCPFS) of the Executive Yuan (for-

merly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established 

the ‟Bangkok Asian Games Sports Science 

Team,” compris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various fields. This marked a new era of 

sports science support for competitive sports.

Following the corporatization of the National 

Sports Training Center (NSTC), the Sports 

Science Division was restructured into the De-

partment of Sports Science, accompanied by 

ongoing expansion of manpower and facilities. 

This restructuring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eam 

Chinese Taipei’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as an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This mark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the provision of sports science support to 

Team Chinese Taipei.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

ities, support for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has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Looking forwar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STC is anticipated to 

assist Team Chinese Taipei in achieving out-

standing results at the 2024 Paris Olympics.

我國運動科學支援競技運動，最早在兩大訓練
中心的運動科學小組，但人力、設備明顯不
足；之後，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育署前身）
成立「曼谷亞運運科小組」，聘任當時各領域
專家學者組成任務小組，開啟運科支援競技
運動的新紀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法人化後，
運科組改制為運動科學處，人力、設備持續擴
充，並協助我國代表隊在國際大型賽會上的成
績大放異彩，也促使了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
中心的成立，為臺灣運動科學支援國家隊帶來
新的里程碑。在科技量能導入下，為運動科學
研究提供了更強大的支持，未來在和國訓中心
的合作下，期待能幫助中華代表隊於2024巴黎
奧運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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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technology applies modern technology 

to the field of sports,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and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sporting events. 

Currently, the scope of sports technology is 

expanding, covering sensor technology, posi-

tioning technology, and imaging technology.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networking, algorithms, 

big data analy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se elements come together to create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supporting 

sports technology, resulting in mor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o aid athletes. 

At present,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TISS) has adopted state-of-the-art 

examining and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to 

support athletes from Team Chinese Taipei 

in adjusting to the demanding physiological 

stress and rigorous physical training require-

ments of the 2024 Paris Olympics. Looking 

ahead, the Institute aims to engag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stering clos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aca-

demia and industry to drive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sports technology, 

ultimately paving the way for a brighter future 

in the field of athletics.

運動科技將現代科技應用在運動領域，對運動
賽事有著重大的影響和幫助。目前運動科技的
涵蓋範圍越來越廣泛，包括感測科技、定位科
技及影像科技等，搭配網路、演算法、大數
據、人工智慧等功能，一同整合形成完善的
運動科技輔助架構，並衍生出更多輔助選手
的實務應用。目前國家運動科學中心導入先
進的檢測與監控科技，協助2024巴黎奧運中
華代表隊選手們適應高強度的生理壓力和體
能訓練需求。期待未來能夠吸引更多民間企
業參與研發，加強學術界和產業界的合作，
推動運動科技的創新與應用，讓運動領域迎
來更美好的未來。

謝漢川、相子元 Han-Chuan Hsieh, Tzyy-Yuang Shiang

運動科技發展與輔助選手實務應用介紹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echnolog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for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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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專業標記情報分析系統提升拳擊選手運動表現實務分享
Practical Insights on Enhancing Boxing Athlete’s Performance through 
Professional Movement Analysis Systems

邱文信、朱宏國、胡敏君、洪愷均 Wen-Hsin Chiu, Hung-Kuo Chu, Min-Chun Hu, Kai-Jun Hong

Sports performance data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for both coaches and athletes in box-

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opponents’ re-

curring movements and commonly employed 

techniques during matches, coaches can de-

vise tailored training strategies to effectively 

counter them, offering crucial insights for tac-

tical planning. The Center for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has 

autonomously developed software dedicated 

to gathering boxing intelligence. 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mentioned system to aid athletes 

in analyzing sports performance data, cov-

ering opponents’ preparatory movements 

before each round, attack distances, scoring 

methods, techniques, attack positions, and 

whether the athletes initiate active or passive 

attacks, along with their habitual movements. 

The outcomes of this project empower ath-

letes to understand their opponents’ winning 

and losing strategies through data analysis. 

Supported athletes have achieved outstand-

ing athletic prowess, emphasiz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boxing intelligence analysis.

競技行為數據是教練和選手在拳擊場上最想瞭
解的情報，透過對手在場上的習慣動作與常用
技術之後，便可給予選手因應訓練方針及教
練在戰術運用重要依據。清華大學運動科技中
心自行開發拳擊情報蒐集軟體，本篇即利用前
述系統，支援選手進行競技行為數據分析，分
析對手在每回合中攻擊前的準備動作、攻擊距
離、得分方式、得分技巧、攻擊位置、選手屬
於主動或被動式攻擊與選手習慣動作。本計畫
成果使選手們均能夠透過數據分析方向瞭解對
手在對戰時之勝敗技巧，所支援之選手都獲得
極佳的運動表現成績，顯示出拳擊情報分析重
要性。

關鍵詞：選手行為分析、運動科技、資料庫、數據科學
Key words: Player Behavior Analysis, Sports Technology, Database, Data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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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儒、謝奇穎、羅國偉、余家賢、洪義筌 Jyun-Ru Chen, Chi-Ying Hsieh, Guo-Wei Luo, Chia-Hsien Yu, Yi-Chuan Hung

走向運動強國：運動選才政策的演進與挑戰
A Step Closer to a Great Sports Nation: Evolution and Challenges of Sports 
Talent Selection Policies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d-

ucation is committed to actively promoting 

a comprehensive system for cultivating 

competitive sports talents, encompassing a 

range of initiatives including selection, train-

ing, competition, coaching, and rewards. In 

recent years, amidst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trend, the promotion of athletic talent identifi-

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The Qianlima Sports Science Talent Selec-

tion Project integrates a variety of talent se-

lection strategies, spanning performance, 

experience, aptitude, and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hus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talent selection system in Taiwan.

Utilizing scientific talent selection strategies 

effectively uncovers sports talents with con-

siderable potential. Additionally, refining talent 

selection through the ongoing accumulation 

of databases enhances athlet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ultimately bolstering the country’s 

overall competitive sports capabilities.

教育部體育署多年來積極推動競技運動人才
「選、訓、賽、輔、獎」培育體制，近年來
因應少子化趨勢，運動選才（athletic talent 

identification）推動更突顯其重要性。「千里
馬運動科學選才計畫」乃綜合不同選才策略：
成績選才、經驗選才、資質選才與跨項選才
等，形成了我國多元化運動選才系統，藉由科
學化選才策略更有效地發掘具有潛力的運動人
才，並且透過不斷累積的數據庫能夠更精準地
選才，進而提升運動員的培育效益，最終強化
我國整體競技運動實力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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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治翰、楊昀叡、張育愷 Chih-Han Wu, Yun-Rui Yang, Yu-Kai Chang

頂尖運動選手的心靈武器：正念
The Mental Weapon of Elite Athletes: Mindfulness

關鍵詞：運動心理、正念訓練、運動表現
Key words: Sports Psychology, Mindfulness Training, Sports Performance

Recently, athletes from Chinese Taipei have 

consistently attained remarkable accom-

plishment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This 

success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advantages 

afforded by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training 

methods. Particularly, when athletes reach 

their peak in physical fitness, technique, and 

tactics, the outcome often hinges on psycho-

logical factors. Mindfulness training has been 

proven to help individuals enhance their at-

tention and awareness in the present moment, 

making it one of the emerging psychological 

skill trainings.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crutinize research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mindfulness training on sports performance. 

Research indicate that, alongside internation-

al scholars in sports psychology who have 

developed mindfulness training protocols 

tailored for athletes such as MAC, MSPE, and 

MMTS, Taiwan has also formulated the Mind-

fulness-Based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Program (MBPP) rooted in cognitive neuro-

science theory.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se training regimen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mental faculties and sports perfor-

mance. Consequent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oaches endeavor to incorporate mindfulness 

training into specific athletic skills in the future. 

Ultimately, athletes can apply mindfulness 

techniques within practical settings to further 

fortify their sports performance and secure 

competitive success.

我國運動員近年於國際競賽場上屢創佳績，其
或許可歸因於現代科學化訓練之效益，特別是
當選手體能、技術、戰術達高峰時，勝負關鍵
時常落在選手的心理因素。正念訓練已被證實
可以幫助個體增強當下時刻的注意力與覺察能
力，為新興的心理技能訓練之一。本文旨在回
顧正念訓練對運動選手之運動表現相關研究。
經回顧後發現，除過去國際上運動相關學者設
計出MAC、MSPE、MMTS等屬於運動選手的
正念訓練外，我國亦有發展出結合認知神經科
學理論基礎的正念訓練MBPP，且過去研究均
顯示，上述訓練課程均對與運動表現有關之心
理能力或運動表現有正面效益。因此，建議未
來運動教練可嘗試將正念訓練融入專項運動
技能上，使運動選手最終能將其套用至實務場
域，以穩定運動表現、奪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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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2024 Paris Olympics approach, recent 

years have seen European summers marked 

by heatwaves surpassing 40 degrees Cel-

sius, attributed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2024巴黎奧運開幕在即，儘管過去紀錄顯示，
巴黎夏季的平均氣溫不及臺灣，但近幾年受全
球氣候變遷影響，歐洲夏日頻頻出現超過40℃
的熱浪，這是在臺灣難以遇到的極端環境。若
在巴黎奧運期間遇到熱浪襲擊，不但會影響選
手的運動表現，甚至更嚴重會進展成熱疾病，
造成身體傷害。有鑑於此，在備戰巴黎奧運的
同時，若身為戶外項目運動員，更要準備對抗
高溫的策略。本文將著重於降溫部分，在高溫
環境下（≧ 25℃），選手可藉由不同的降溫方
法減緩熱壓力、提升運動表現。本文除了可供
教練、選手參考之外，亦可當作奧運後勤部隊
的建議支援事項。

陸康豪 Kang-Hao Lu

巴黎奧運抗暑策略篇：實用降溫方法
Heat Mitigation Strategies at Paris Olympics: Practical Cooling Methods

While historically Paris has experienced tem-

peratures lower than those of Taiwan, the 

emergence of such extreme heat conditions 

presents new challenges. A heatwave during 

the Olympics not only threatens athletes’ 

performance but also raises the risk of heat 

illnesses and injuries. Consequently, ath-

letes, especially those engaged in outdoor 

events, must develop strategies to combat 

soaring temperatur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different cooling methods to alleviate heat’s 

adverse effects. For instance, when tempera-

tures exceed 25°C, athletes can use various 

cooling techniques to reduce heat stress and 

improve performance. Additionally, it serves 

as a resource for coaches and athletes, pro-

viding guidance for Olympic logistics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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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sports medicine focus on the impact 

of exercise on health and physical function. 

With the innovation of precision sports med-

icine, athletes can now benefit from genetic  

現代運動醫學是研究運動對健康和身體功能影
響的醫學領域。隨著精準運動醫學的興起，運
動員能夠透過基因檢測和生物標記物監測，制
定個體化的訓練和營養方案，以提升表現並預
防受傷。基因研究揭示了個體對訓練反應和受
傷風險的差異，為訓練和健康管理提供了重要
依據。基因也影響運動員的心理素質，對於壓
力處理和表現穩定性具有影響。因此，精準運
動醫學未來的發展趨勢將可促進更為客製化之
訓練及照護模式，提高運動表現並保護運動員
的整體健康。

screening and biomarker monitoring, facil-

itating personalized training and nutrition 

plans tailored to their specific needs. Genetic 

research reveals individual variations in re-

sponse to training and susceptibility to injury, 

providing crutial guideline for training and 

health management. Moreover, genes influ-

ence athletes’ psychological traits, affecting 

their ability to manage stress and maintain 

consistent performance levels. As precision 

sports medicine progress, it offers increas-

ingly customized training and care approach-

es, optimizing athletic performance while 

safeguarding athlete’s overall health.

林瀛洲 Yin-Chou Lin  

精準運動醫學的新趨勢──基因科學
Emerging Trends in Precision Sports Medicine: The Role of Genetic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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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reate the most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Olympic Game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the Paris 2024 Olympic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Olympics) has ensured that 

95% of its 39 competition venues consist of 

existing facilities or temporary structures de-

signed for reuse or recycling. This strategy 

aims to minimize carbon emissions and ener-

gy consumption associated with construction. 

The Paris Olympics employs various meth-

ods, including energy conservation, carbon 

reduction, resource recycling,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w-carbon facilities. Additionally, educational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are conducted to 

promote energy conservation, carbon reduc-

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ong 

the public and visitors. Moreover, temporary 

competition facilities strategically placed in 

picturesque tourist hotspots leverage the 

appeal of well-known landmarks and the 

excitement of competitions. This approach 

maximizes the impact of urban enhancement 

marketing efforts. 

為打造巴黎奧運成為國際賽事史上最環保的奧
運，巴黎奧運的39座競賽場館中，有95%是
既有場館，或為可重複利用及回收的臨時性設
施，以降低興建設施所產生的碳排與耗能。巴
黎奧運採用各種「節能減碳」、「資源循環利
用」，及「生態保護」等低碳設施的手法，亦
透過教育和宣傳活動，向公眾和遊客宣傳節能
減碳和永續發展的理念，更在風光明媚的觀光
熱點區設置臨時性競賽設施，透過知名景點原
有的吸引力及精彩賽事的集客力兩者之互相加
成，發揮城市加值行銷之最大綜效。

巴黎奧運場館的永續發展策略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Paris Olympics Venues

關鍵詞：營運永續、環境永續
Key words: Operational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周宇輝、楊金昌、劉昆祐 Yu-Hui Chou, Jin-Chang Yang, Kun-Yu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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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al evo-

lution of the Olympic volunteer program and 

conduct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volunteer 

management operations at the Paris 2024 

Olympic Games. It traces the continuous vol-

unteer recruitment initiatives from the 1980 

Moscow Olympics to the forthcoming Paris 

Olympics, noting gradual shifts towards pro-

fessionalism, diversification, and globaliza-

tion. The program aims to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by recruiting an equal number of 

men and women worldwide, from both gener-

al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Transpar-

ent selection processes,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person training courses 

define the scope or service for volunteers, 

encouraging their participation. Serving as 

crucial pillar of the Olympic event, the pro-

gram fosters cultural exchange and embod-

ies Olympic ideals. However, in response to 

heightened domestic terrorist concerns in 

France and increased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ecurity screening measures have been in-

tensified to ensure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e Paris Olympics.

本文說明奧運志工制度發展趨勢及評析2024巴
黎奧運志工機制運作，透過相關文獻彙整，瞭
解1980莫斯科奧運開展志工招募計畫延續至此
屆巴黎奧運，人數逐步增長且趨於專業化、多
元化和全球化。其招募廣納全球一般與專業志
工，實踐男女平權人數各半目標。採取透明的
選材制度、善用科技平台與實體接觸的培訓課
程、明示三類志工的服務範疇，以廣納有意願
者共同參與。志工機制提供奧運賽會重要的支
援，促進國際文化的交流，體現奧林匹克的精
神，同時也因應法國國內恐攻與國際戰情動盪
情勢升高，強化維安審查工作，以求巴黎奧運
完美落幕。 

巴黎奧運志工機制的發展與評析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Volunteer Mechanisms for the Paris Olympics

關鍵詞：運動志工、運動政策、人力資源管理
Key words: Sports Volunteers, Sports Polic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姜凱心、陳盈伶、李建興 Kai-Hsin Chiang, Ying-Ling Chen, Chien-Shing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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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is 2024 Organizing Committee seam-

lessly integrated culture into its planning 

since bidding for the 2024 Summer Olympics, 

align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

mittee’s agenda to promote sustainability, 

and actively engaging with diverse stakehold-

ers. Its strategy for integrating the Olympic 

Games with cultural capital begins by fos-

ter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various cultural 

areas and the Olympics through soft cultural 

activities. Furthermore, it involves setting the 

theme of sporting heritage in conjunction with 

European Heritage Days in 2023. Regarding 

physical sports venues, existing or temporary 

buildings will serve as competition sites. This 

approach involves leveraging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evious Olympic venues, in-

clud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Seine River 

and the utilization of iconic buildings. None-

theles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is intricate 

strategy for Olympic cultural enrichment also 

relies on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巴黎奧運籌委會自申辦2024年夏季奧運會起
即將文化納入計畫核心，符合國際奧會促進永
續的改革議程，且積極與多方協同運作。其運
營奧林匹克活動與文化資本融合的策略，首先
是針對軟體文化活動推展各項文化領域與奧林
匹克賽會的合作，結合2023年歐洲文化遺產
日訂定運動遺產主題；其次於硬體的運動場館
面向，則是使用現有或臨時搭建的建築作為賽
會場地，善用當地文化遺產和歷屆奧運場館，
包含整建活化塞納河與使用既有的知名代表建
築。惟此奧運文化資本精心運營策略的成敗，
亦繫於世局的和平穩定。

李建興、黃郁綺 Chien-Shing Lee, Yu-Chi Huang

巴黎奧運文化資本之運營策略探析
Analysis of Operational Strategies for Cultural Capital at the Paris Olympics

關鍵詞：奧林匹克、文化遺產、永續經營
Key words: Olympics, cultural heritag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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