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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奧運選拔賽到遞補資格的錄取，每

位優秀運動員無一不使出渾身解數去爭取運

動最高殿堂奧運的代表權。然而這象徵體壇

榮耀的背後，對更多運動員而言卻是遙不可

及的夢想。正當苦苦期待奪金奪牌的台灣選

手出線之際，我們是否應當省思選手的栽培

方式才是未來因應高強度競賽奪牌的契機與

轉機。

栽培方式可從選才制度與國家投入二

方面著手。在選才制度上，就台灣的小學而

言，很多學校都面臨招不到選手的窘境，更

不用談說要挑選手了。此外，小學的硬體

設施也較不齊全，對培育選手來說更是一

大挑戰。培育人才雖然受限於選才制度的影

響，但卻有變通的方式，從國家投入角度切

入也有異曲同工的效用。國家投入除了提供

良好的運動環境外，運動科學的介入，儼

然成為各國奪牌的分水嶺。有鑑於此，教育

部體育司自 2009（民國 98）年起開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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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專業學校的軟硬體設備與邀請專業人才

共襄盛舉，並與醫療專業院所採取策略聯盟

的方式，投入基層運動選手的訓練與預防醫

學服務，使選手能得到妥善的照料與技術協

助。並於 2012（民國 101）年積極投入運動

科學的輔導與創新，配合教育部「2017 世

界大學運動會學校競技運動人才培育六年計

畫」，開始研擬運科中心成立草案，並開始

著手規劃 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簡稱世

大運）的選才與育才制度，成立北、中、南、

東四個運科中心，北區分別由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台北市立體育學院和國立體育大學所

組成；中區由台灣體育運動大學負責；南區

則由國立成功大學負責；東區由國立東華大

學來負責。針對 2017 年世大運的選才辦法，

以競賽報名人數的三到四倍為選拔標準，委

由各單項協會推薦國三至高三之選手，再經

由一定行政程序確認輔導名單。選手名冊依

據區域劃分送交各負責運科中心統籌進行輔

導與介入。

另外，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成立運科

中心總管理處，主要工作事項為「規劃與

輔導各區域運科中心的運作」，內容包含：

一、總管理處之各領域負責人到各區域訪

視，了解各區中心之工作進度與成效，解

決各區運作營運的問題，彙整各區中心的

成果報告；二、辦理運科工作人員成長營，

使工作人員了解運科中心的定位與目標，

更新與強化運科人員的專業知能；三、介

紹並導入各領域運科標準化的介入模式與

內容，如：體能與專項體能檢測、心理技

能診斷與訓練、技術診斷、資料的搜集與

彙整、運動員的醫療與復建、運動營養處

方等等；四、辦理教練訓練效能研習營協

助選手評量其體能與技術，期能對選手的

成績有所助益；五、各區域運科中心的經

驗分享。

除了水平統整各區域運科中心的行政事

務與功能外，也強調垂直整合的觀念，陸續

建立選手的心生理與運動表現成績資料庫，

了解選手過去的條件與現在的進展和未來的

規劃目標，提供選手專業的客制化運科服

務，協助選手發掘運動表現的最大潛能。總

管理處期望能在全力規劃與督導下，將運科

長期融入選手的訓練之中，以達到訓練前後

的連貫性與一致性，更加清楚掌握選手的進

步曲線，創造將運科專業融入運動團隊的新

文化。

藉由總管理處的支援，目的在於提升選

手的技術水平；迅速、精確的提供教練與選

手完整的科學資訊；期望透過運動科學各

個領域的輔助，將訓練績效發揮極致，讓

台灣的運動員能在亞運、奧運與 2017 世大

運國際賽的舞台上發光發熱。實際制訂目

標上，長期目標為提昇國內運動科學研究

水平達世界一流水準，協助專項競技運動

能在國際相關賽事奪牌；短期目標為以運

動科學研究的方式介入運動訓練，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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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資料庫，以協助教練及選手改善

技術與訓練方式。

運科提供的服務內容共分成心理組、生

理組、力學組、運動醫學組與運動營養組五

大領域。依序介紹如下：

一、心理組

服務內容上，著重在壓力與焦慮對運

動表現的影響與目標設定的重要性，使選

手了解個人最佳化心理狀態。將心理技能

量表結果以圖呈現並對選手解說其心理特

質，並針對個別差異與人格特質給予適當

的回饋與建議。諮詢時每次皆針對一個主

題（如自我對話）進行自我探索與意見交

流。在生涯規劃準備上，融入時間管理、

壓力管理、目標設定等議題，利用 SWOT

分析使選手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優缺點，

具備優化的生活技能。

預期效益上，包含：（一）選手能瞭解

運動心理學對運動表現的重要性；（二）將

所學知識應用於實際比賽情境中；（三）利

用目標設定的方法，維持並提升選手的訓練

與比賽動機。這些心理技能訓練能增進選手

在訓練或比賽中知覺敏感性且即時覺察個人

心理狀態的能力，選手能瞭解個人需求，並

針對所欠缺的心理技能進行調整。最終目的

在使選手們能從心理素質的檢測中得知個人

最佳心理狀態為何並在競賽場中維持最佳心

理狀態。

二、生理組

服務內容上，利用現場訪視及書面宣傳

資料，提供教練與選手瞭解目前國際間具應

用性之運動生理學與運動訓練資訊，進行運

動生理學基礎知識之教育。體能檢測方面，

「基礎體能」規劃為每兩個月檢測一次；「專

項體能」則依專項性質進行檢測。體能訓練

諮詢方面，在運科會議中，根據體能檢測之

結果，與教練商討個人與團隊未來體能訓練

之方向。

預期效益上，包含：（一）提升教練與

運動員運動生理學知識水準，強化運科介入

根基，建構運科輔助訓練概念，培育科學化

訓練之相關人才；（二）診斷與監控選手體

能優缺點，協助選手適性發展，擬定與檢定

適當訓練計畫，強化選手訓練動機；（三）

提升選手體能素質，強化選手競賽優勢，延

長選手運動生命，厚植選手未來競爭力。

三、力學組

服務內容上，提供三度空間動作分析、

技術診斷與配合教練或選手需求，做到動作

細部評估和訓練課程的設計與改良，擬定個

人化之測量方式。

預期效益上，針對潛力選手特殊需求進

行協助，並長期追蹤該選手的表現與成績，

逐漸提升個人細部動作之穩定度，提供技術

校正與成績突破之依據。

四、運動醫學組

服務內容上，包含：（一）教育運傷防

護，教導正確的運動傷害防護觀念，避免不

避要的傷害發生，並且讓受傷選手能夠儘速

恢復正常的練習狀況；（二）透過初期的問

卷及實際評估的結果，瞭解運動員現今的身

體狀況，並建立資料庫，有效追蹤選手復原

的狀況。

在預期效益上，將選手健康資料及醫療

照顧記錄完整建檔，即使選手升學至其他學

校，相關資料皆可以延續追蹤，提供最佳的

運動醫學服務。另外，針對一般選手培養其

正確運動傷害防護觀念，使其可以快樂且健

康的參與運動訓練。針對重點選手，除培養

其正確運動傷害防護觀念外，藉由運動醫學

團隊提供最佳的醫療照顧及臨場的運動傷害

防護，藉以延續其運動生命，並且提升專項

運動的水準。

五、運動營養組

服務內容上，主要提供青少年飲食營養

知識、態度及飲食行為問卷調查分析、運動

員飲食調查與分析、運動禁藥教育。將檢測

後的結果以書面報告形式給予教練及選手，

並將針對評量結果進行小型座談會，使教練

及選手對其結果有更深入之認識與了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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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教練商討個人與團隊未來體能訓練

之方向。

預期效益上，包含：（一）提升教練與

運動員運動生理學知識水準，強化運科介入

根基，建構運科輔助訓練概念，培育科學化

訓練之相關人才；（二）診斷與監控選手體

能優缺點，協助選手適性發展，擬定與檢定

適當訓練計畫，強化選手訓練動機；（三）

提升選手體能素質，強化選手競賽優勢，延

長選手運動生命，厚植選手未來競爭力。

三、力學組

服務內容上，提供三度空間動作分析、

技術診斷與配合教練或選手需求，做到動作

細部評估和訓練課程的設計與改良，擬定個

人化之測量方式。

預期效益上，針對潛力選手特殊需求進

行協助，並長期追蹤該選手的表現與成績，

逐漸提升個人細部動作之穩定度，提供技術

校正與成績突破之依據。

四、運動醫學組

服務內容上，包含：（一）教育運傷防

護，教導正確的運動傷害防護觀念，避免不

避要的傷害發生，並且讓受傷選手能夠儘速

恢復正常的練習狀況；（二）透過初期的問

卷及實際評估的結果，瞭解運動員現今的身

體狀況，並建立資料庫，有效追蹤選手復原

的狀況。

在預期效益上，將選手健康資料及醫療

照顧記錄完整建檔，即使選手升學至其他學

校，相關資料皆可以延續追蹤，提供最佳的

運動醫學服務。另外，針對一般選手培養其

正確運動傷害防護觀念，使其可以快樂且健

康的參與運動訓練。針對重點選手，除培養

其正確運動傷害防護觀念外，藉由運動醫學

團隊提供最佳的醫療照顧及臨場的運動傷害

防護，藉以延續其運動生命，並且提升專項

運動的水準。

五、運動營養組

服務內容上，主要提供青少年飲食營養

知識、態度及飲食行為問卷調查分析、運動

員飲食調查與分析、運動禁藥教育。將檢測

後的結果以書面報告形式給予教練及選手，

並將針對評量結果進行小型座談會，使教練

及選手對其結果有更深入之認識與了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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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部體認基層學校運動人才延續發展

的重要性，為了落實學校競技運動發展的政

策，鼓勵地方政府發展特色運動項目，以落

實基層運動選手系統化培訓體制，強化運動選

手培訓績效，特別在 2009（民國 98）年 6 月

15 日公布〈教育部輔導建立區域運動人才培

育體系作業要點〉。在此要點公布之後，各縣

市政府目前已積極推展地方發展的特色運動項

目，除此之外，國內幾所著名的大專校院也共

襄盛舉，在北、中、南與東等地區，紛紛成立

地區性的運動科學中心，專職協助基層學校運

動人才的科學化培訓工作。在教育部的大力推

動之下，從各級學校的獨立訓練，擴大至點、

線、面的縱向與橫向資源整合，讓國內運動選

手的培訓工作與體制，跨越了土法煉鋼、閉門

造車的藩籬，正式進入科學化且系統化訓練

的時代。與此同時，北區的區域運動科學中心

（以下簡稱北區運科中心），在教育部的支持

與催生之下，加上北區運科中心計畫主持人洪

聰敏教授的奔走號召，以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院張少熙院長的大力支持下，於

2010 年年初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協助成立。

北區運科中心成立的目的主要有三：一、

提昇運動選手整體競技實力；二、深耕運動科

學訓練概念；三、以運動科研輔助潛力選手培

訓工作，達成亞奧運國際賽事奪牌奪金目標。

在提升運動選手競技實力方面，透過運動科研

的支持，強化與厚植運動選手的體能與技術，

激發運動選手達到個人潛能上限。在深耕運動

科學訓練概念方面，透過廣宣資料與研習會的

舉辦，將運動訓練的相關運動科學資訊提供與

傳達給教練與選手。在運動科研輔助運動訓練

方面，整合北區大專校院專家學者的學術專

長，以運動科研的設備與儀器，包括運動生理

學、運動心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營養學

以及運動醫學等，協助具潛力選手提升運動表

現，達成國際高層級賽事奪牌的目標。因此，

以下就北區運科中心的組織架構、推動現況與

績效等，做概略性的描述。

鄭景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副教授

教育部北區區域運動科學中心
推動現況與績效

將運動營養知識落實在平日與訓練期之日常

飲食之中。

預期效益上，包含：（一）改善選手對

飲食的態度及行為，了解個人的身體組成，

並能依照運科小組提供的建議，設法改善較

需強化的部份；（二）提升選手飲食營養與

運動禁藥教育之專業知識。

為能有效落實運科與教練和選手的整合

計畫，初始階段著重與教練及選手建立良好

合作關係，提供教練及選手運科相關知識之

教育。運科團隊將同時結合國內運動生理、

心理、力學、運動醫學、運動營養及運動訓

練之專業人員，進行運科檢測，以達公正評

估選手各項技術、體能、心理素質、身體素

質的優缺點。建立這些資料庫，使教練和選

手各方面素質能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亦可作

為下次運科介入之參考依據和擬改善處方之

參考。

當運動科學在世界各地如雨後春筍般

蓬勃發展之際，當它成了基本條件時，我們

又當如何進一步提升運動競爭力呢？軟實力

是台灣優厚的實力，其中「創意」台灣更是

世界名列前矛，如何巧妙結合創意與運動科

學才是台灣未來在運動競技場上的契機與轉

機。這些都須仰賴整合水平與垂直各項領域

資源，資料庫的應用與研究更是當務之急，

這樣才能為台灣量身打造出具世界競爭性的

運動專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