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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得獎者 項目 事蹟 

最佳男

運動員 
李智凱  體操 

1、2018 年亞洲運動會鞍馬金牌 

2、2018 年泛太平洋體操錦標賽跳馬金牌 

3、2018 年泛太平洋體操錦標賽鞍馬銀牌 

4、2018 年泛太平洋體操錦標賽地板銅牌 

5、2018 年杜哈大獎賽鞍馬銀牌 

6、2018 年巴庫大獎賽鞍馬銀牌 

7、2018 年墨爾本大獎賽鞍馬銀牌 

8、2018 年墨爾本大獎賽跳馬銀牌 

最佳女

運動員 
戴資穎  羽球 

1、2017 年法國羽球超級賽女子單打冠軍 

2、2017 年香港羽球超級賽女子單打冠軍 

3、2018 年馬來西亞大師賽女子單打亞軍 

4、2018 年印尼大師賽女子單打冠軍 

5、2018 年全英公開賽女子單打冠軍 

6、2018 年亞洲羽球錦標賽女子單打金牌 

7、2018 年馬來西亞羽球公開賽女子單打冠軍 

8、2018 年大馬公開賽女子單打冠軍 

9、2018 年印尼公開賽女子單打冠軍 

10、2018 年亞洲運動會女子單打金牌 

11、2018 年中華台北羽球公開賽女子單打冠軍 

最佳教

練獎 
林育信  體操 

2018 年亞洲運動會體操代表隊教練，指導李智凱獲得：

1、2018 年亞洲運動會鞍馬金牌 

2、2018 年泛太平洋體操錦標賽跳馬金牌 

3、2018 年泛太平洋體操錦標賽鞍馬銀牌 

4、2018 年泛太平洋體操錦標賽地板銅牌 

5、2018 年杜哈大獎賽鞍馬銀牌 

6、2018 年巴庫大獎賽鞍馬銀牌 

7、2018 年墨爾本大獎賽鞍馬銀牌 

8、2018 年墨爾本大獎賽跳馬銀牌 

最佳運

動團隊

獎 

2018 年亞

洲運動會

中華射擊

10 公尺空

氣步槍混

合團體 

射擊 2018 年亞洲運動會 10 公尺空氣步槍混合團體金牌 

最佳新

秀運動

員獎 

曾俊欣  網球 

1、2018 年澳洲青少年網球公開賽亞軍 

2、2018 年法國青少年網球公開賽冠軍 

3、2018 年溫布頓青少年網球錦標賽冠軍 

4、2018 年美國青少年網球公開賽 4 強 

最佳運

動精神

獎 

唐嘉鴻  體操 
1、2018 年亞洲運動會男子單槓金牌 

2、2018年亞洲運動會男子地板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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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得獎者 項目 事蹟 

特別獎 郭昇  拔河      從 2003 年起，擔任教練的郭昇帶著景美女中拔河隊

這群「繩力少女」征戰各大賽事，除了在國內賽連續稱

王，近 3 年更在世界盃、歐洲盃、亞洲盃連續拿下 15

座冠軍獎盃，去年 7 月再度代表臺灣，出賽世界運動會。

正值花樣年華的女孩，卻必須在無數練習中磨出手上厚

繭；努力增重鍛鍊，只求站得更穩，郭昇心底對她們是

有濃濃不捨與疼惜，作為亦父亦兄教練，場上，郭昇不

僅要爭取勝利；場下，郭昇更要帶著她們成長，學習面

對人生。「輸了不能哭、贏了不能歡呼」，正是郭昇為了

要求「勝不驕、敗不餒」，對女孩們嚴格立下的「天條」，

鐵血教練的作風可見一斑。  隨著故事被紀錄成書《不

放手，直到夢想到手：景美拔河隊從九座世界盃冠軍中

教我們的二十四件事》、改編成電影《志氣》，她們帶給

更多人力量。但就像郭昇在書中說的：「拔河不能拔一

輩子，從拔河中體會的哲學，才是終生受用。」 

    中華拔河代表隊於今年 9 月 22 日奪得拔河世錦賽女

子組 5 連霸，並將金盃獻給因意外缺席的總教練郭昇，

郭昇在 7 月騎自行車挑戰武嶺時，遭酒駕男子從後追

撞，至今仍半身癱瘓，躺在醫院，或許得知子弟奪冠的

他，能讓病情出現奇蹟。 

事績： 

1、指導景美師大拔河聯隊出賽 2018 世界盃室內拔河錦

標賽女子組 540 公斤第 1 名 

2、指導景美師大拔河聯隊出賽 2018 世界盃室內拔河錦

標賽女子組 U23 500 公斤第 1 名 

3、指導景美師大拔河聯隊出賽 2018 世界盃室內拔河錦

標賽女子組 500 公斤第 2 名 

4、指導景美師大拔河聯隊出賽 2018 世界盃室外拔河錦

標賽女子組 540 公斤第 1 名 

5、指導景美師大拔河聯隊出賽 2018 世界盃室外拔河錦

標賽女子組 500 公斤第 2 名 

6、指導景美師大拔河聯隊出賽 2018 世界盃室外拔河錦

標賽女子組 U23 500 公斤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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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得獎者 項目 事蹟 

終身成

就獎 

郭中興 

 
射擊  一、發展組織，普及射擊運動人口：郭中興長期積極發

展射擊組織，普及射擊運動人口，從零開始至今發

展已達 100 個社團普及各縣市，讓各校運動人口已

達六千餘人。 

二、深耕播種、向下扎根：自 74 年積極向教育部提案

將空氣槍射擊運動推進校園發展，至 107 年已有

14 所大專院校 78 人報名參加大專運動會，及 27

所高中、26 所國中，共 342 人參加中等學校運動

會。 

三、建立教練、裁判制度及比賽分級制度，使比賽、訓

練正常化，提升射擊成績，且努力於各級學校推廣

射擊運動，成效卓著。 

四、拓展國際舞台，讓更多選手走出去：依據奧會模式

重新申請加入各級國際組織，恢復運動員參賽權

益。 

 71 年爭取重新加入亞洲射擊聯盟為會員國。 

 73 年爭取加入亞洲飛靶射擊協會為會員國。 

 77 年於吉隆坡爭取加入東南亞射擊協會為會

員，擴大國際活動交流。 

五、找地籌錢、興建靶場：為射擊運動爭取 15 公頃土

地，分別於彰化田中、高雄大寮及桃園公西興建靶

場，平衡南北發展，更於民國 90 年將公西靶場無

償轉移給體委會，親自設計建造符合國際比賽標準

靶場，作為培訓選手之搖籃。 

六、自 85 年開始持續向立法院陳情爭取合法運動權

益，至 96 年終促成運動槍枝彈藥管理辦法誕生，

維護運動員尊嚴，免予刑責恐懼。 

七、舉辦國際比賽，先後舉辦四次東南亞射擊錦標賽及

一次泛太平洋飛靶射擊賽及無數友誼賽，宣揚台灣

深獲好評。 

八、進入國際射擊核心組織，強化民外交功能，先後當

選相關國際組織要務： 

 1991 年當選亞洲射擊聯盟副會長。 

 1898 年當選亞洲飛靶射擊協會副長。 

 1990 年當選東南亞射擊協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