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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偲潔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運動防護員

守護運動幼苗 

▎運動防護員與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的  
   協作機制

前言

當 運 動 選 手 在 全 力 以 赴 爭

取勝利的過程中，往往會遭遇到

許多不確定的內外在因素（如：

肌 肉 群 不 當 使 用 、 過 度 訓 練

等），造成選手在運動過程中的

身體傷害而影響運動表現，這些

運動傷害是困擾選手及教練的重

要因素。運動防護員的任務即在

提供運動傷害的預防措施、處理

機制和協助恢復的策略，使運動

傷害對選手的身體影響和運動表

現降到最低，讓教練及選手能夠

專注在訓練過程。

任 職 於 高 中 的 運 動 防 護 員

具有多樣化的工作職責和角色，

工作困境之一主要是來自於和運

動 教 練 之 間 的 互 動 模 式 （ 張 雅

婷，2015）。本文作者是在體育

中 學 任 職 超 過 十 年 的 運 動 防 護

員，在工作期間不斷地摸索和調

整與教練的專業合作模式，嘗試

從 下 列 四 個 面 向 來 進 行 分 享 ：

一、讓教練了解運動防護員可以

提供的專業協助；二、與教練建

立常態且定期的溝通管道，並善

用檢測數據進行協商；三、協助

提供教練及選手運動防護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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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知能；四、界定運動防護員

在運動團隊中的專業角色。

運動防護員與運動教練的協作

機制

一、定位：運動防護員的聘任與

專業

「 臺 灣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學 會

（Taiwan Athletic Trainers Soci-

ety）」於民國89年7月5日成立，

「運動傷害防護員授證辦法」則

在民國91年3月26日發布，並於

民國103年12月18日修正為「運

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運動

醫學、保健、健康相關科系畢業

者，非相關科系需修習規定之運

動傷害防護相關課程，取得學分

證明文件，且經運動防護實習期

滿，成績及格者，就具有檢定資

格，通過檢定考試方取得運動防

護員證照。然而，運動防護員的

專業工作在臺灣社會卻始終沒有

受到應有的重視。在過去，取得

運動防護員證照者，由於沒有直

接對應的專業職缺任用體系，僅

能到健身房或運動俱樂部兼職，

或是擔任職業運動員和職業隊伍

的防護人力，或是被各個運動協

會透過任務編組和臨時派遣的方

式，於各種大型國內外賽會期間

擔任「動」與「短期」的補充人

力 ， 除 了 薪 資 待 遇 具 有 不 確 定

性，專業服務的內容和重要性也

無法被外界充分理解和肯定。

本 文 作 者 任 職 運 動 防 護 員

期間，所屬學校透過不同的計畫

方案及經費來源聘任防護員，工

作 內 容 亦 會 隨 之 調 整 而 有 所 差

異。與運動團隊合作的第一步就

是讓教練知道運動防護員的聘任

管道及專業職責，才能協商後續

的具體合作模式。目前聘任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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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學校的運動防護員，大多源自

教育部於民國102年4月24日發布

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

立辦法」第十一條規定：「主管

機關應輔導體育班合聘具有運動

傷害防護員資格之人員，巡迴各

校協助體育班，辦理運動傷害防

護 工 作 。 體 育 班 得 結 合 運 動 志

工，協助運動訓練相關事務。」

體育署依據前揭法令擬定「教育

部 體 育 署 補 助 各 級 學 校 約 用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員 巡 迴 服 務 試 行 計

畫」，補助全國高中設有體育班

的學校，於102學年度至105學年

度配置約用運動傷害防護員，在

三年內提供90名運動防護員的專

業人力。這項試行計畫委請大專

校院成立「區域運動傷害防護輔

導中心」，結合高等教育豐沛的

專業資源，依據三項策略協助接

受補助的高中及中小學運動傷害

防護體系之推展：

（一）運動防護與管理

1. 輔 導 建 立 運 動 防 護 與 管 理

工作流程。

2. 輔 導 各 項 運 動 防 護 工 作 之

執 行 ， 例 如 ： 運 動 傷 害 預

防 、 急 性 傷 害 的 初 步 評 估

與 處 理 ， 傷 害 後 的 防 護 與

回 復 ， 進 行 後 續 諮 商 與 輔

導。

3. 協 助 體 育 班 學 生 的 病 史 調

查 、 健 康 管 理 與 傷 害 防 護

紀 錄 之 建 立 、 填 寫 、 更 新

與管理。

（二）區域醫療服務資源網建置

1. 建 立 分 層 後 送 的 醫 療 體

系 ： 洽 談 與 區 域 輔 導 學 校

週 邊 之 醫 院 、 與 鄰 近 區 域

之 骨 科 、 復 健 科 、 家 醫 科

與 內 科 診 所 之 合 作 意 願 ，

提 供 特 約 運 動 傷 害 與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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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學 門 診 之 服 務 ， 提 升 選

手的就醫意願和品質。

2. 輔 導 區 域 醫 療 院 所 醫 事 人

員 認 識 運 動 競 技 之 特 性 、

運 動 員 用 藥 規 範 與 禁 藥 管

制 項 目 ， 進 一 步 建 立 運 動

醫療的基層體系。

（三）運動防護教育

1. 執 行 功 能 性 動 作 篩 檢 計

畫 ： 進 行 肢 體 動 作 與 控 制

評 估 ， 瞭 解 運 動 員 於 專 項

運 動 時 之 危 險 因 子 ， 作 為

體能調整之參考依據。

2. 身 體 組 成 測 量 ： 分 析 肢 體

肌 肉 的 分 布 情 形 ， 提 供 體

能 訓 練 與 調 整 、 體 重 管 理

與營養的相關建議。

3. 規 劃 與 舉 辦 座 談 會 ： 針 對

「 運 動 防 護 教 育 與 運 動 安

全」、「運動營養教育」、

「運動員禁藥管制」、「運

動競技體能訓練」、「運動

心 理 」 等 主 題 ， 共 同 邀 請

區 域 輔 導 體 系 的 中 小 學 進

行衛教講座。

整 體 而 論 ， 體 育 署 擬 定 的

「防護員巡迴服務試行計畫」確

立運動防護員之工作職責包括：

（一）建置運動傷害防護室的運

作 流 程 、 進 行 運 動 防 護

任 務 與 健 康 管 理 工 作 ，

隨 時 更 新 選 手 運 動 傷 害

處理紀錄與工作報告。

（二）協助輔導學校及區域輔導

中 心 辦 理 基 本 防 護 教 育

工 作 與 相 關 的 運 動 傷 害

座 談 會 ， 並 提 升 鄰 近 醫

療 院 所 共 同 照 護 運 動 選

手 健 康 之 合 作 意 願 ， 進

一 步 建 構 區 域 醫 療 服 務

資源網。

（三）協助運動選手進行健康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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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與 遭 受 重 大 運 動 傷 害

之 急 救 處 理 與 轉 診 就 醫

流 程 ； 執 行 運 動 治 療 及

復 健 處 方 ， 並 進 行 後 續

的諮商與教育。

（四）確認服務區域的體育班選

手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紀 錄 ，

擬 定 傷 害 預 防 及 運 動 訓

練 回 復 計 畫 ， 指 導 大 專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實 習 生 執

行 相 關 工 作 ， 掌 握 回 復

進 度 ， 檢 視 恢 復 成 效 。

藉 由 讓 教 練 具 體 瞭 解 運

動 防 護 員 可 以 提 供 的 專

業 協 助 和 支 援 網 絡 ， 可

以 有 助 於 教 練 明 白 運 動

防 護 的 作 業 流 程 ， 這 對

於 擬 定 選 手 訓 練 課 表 、

掌 握 選 手 的 身 心 狀 態 、

判 斷 選 手 的 運 動 表 現 ，

都具有正面的助益。

二、管道：建立常態且定期的溝

通管道並善用數據協商

配 置 於 高 中 體 育 班 的 運 動

防護員，與職業運動團隊或甲組

運動團隊的防護員不同，他們不

是面對單一的運動種類，更需要

同時關照許多種運動項目。再加

上各種運動專項所需身體能力不

同，在不同的訓練階段也會有差

異化的需求，運動防護員在與各

種運動專項教練合作時，需要建

立常態化和定期化的溝通管道，

例如利用各隊共同的會議時間來

進行合作模式的協商，協商重點

包括：緊急處理流程、就醫注意

事項、工作時間的分 配、隨隊出

賽的順序、相關經費的使用、各

隊訓練季節和比賽時程的安排、

工作角色的界定等。

針 對 各 個 運 動 專 項 的 全 隊

普遍性資訊及個別選手狀況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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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可以善用運動科學的數據來

跟教練溝通，相關的數據包括：

身體檢查、基礎身體能力檢測、

專項運動能力檢測、功能性動作

篩檢與傷害處理相關報表。藉由

這些多元化的數據掌握運動員的

各項變化趨勢，不僅可以提供教

練了解訓練成效，作為擬訂訓練

計畫和調整質量之參考，亦可作

為運動防護員追蹤運動傷害的依

據，以及安排運動訓練回復計畫

之參考。

身 體 檢 查 數 據 主 要 來 自 入

學時由學校護理師協助進行的新

生健康檢查與疾病篩檢，並由運

動防護員針對參與訓練前已有的

運動傷害進行評估，提供教練瞭

解選手參與訓練的起始身體狀態

及危險因子，作為教練訓練計畫

擬定與調整之參考來源，保障選

手 的 運 動 安 全 。 帶 有 舊 傷 的 選

手，則由運動防護員協助進行有

計畫的矯正與運動訓練回復，且

與教練討論後續訓練課表的調整

與安排，以降低運動傷害對團隊

訓練的影響，達成傷害復原的最

大效益。

基 礎 身 體 能 力 檢 測 數 據 主

要為各運動團隊共同進行的體適

能檢測，專項運動能力檢測數據

因 為 各 種 運 動 專 項 所 需 能 力 不

同，在每個訓練階段也會有不同

的需求，應該依據運動專項進行

評估，包括：特定運動最常使用

肌 力 、 主 要 肌 群 與 肌 腱 的 柔 軟

度、進行反覆或持續收縮肌群的

肌耐力、心肺耐力、身體組成或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 李 恆 儒 、 林 威

秀、彭武村、李海吟，2010）。

藉由這些身體能力的檢測結果，

進一步與教練相互協商和討論，

可以有助於教練擬定完善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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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計畫，使選手維持良好的身

體狀態，有效強化專項技術的正

確性及熟練度，得以負荷比賽維

持最佳表現，避免選手因為身體

疲勞、體能不佳、肌力不足、技

術不熟練等因素，而導致的運動

傷害。

另 外 運 用 「 功 能 性 動 作 篩

檢（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 

FMS）」之數據，功能性動作篩

檢可以辨識出個人在動力鍊發展

的代償運動模式，以提供運動傷

害風險的警示。針對失衡的部分

加強訓練，並符合專項動作的要

求，也可以降低訓練時可能受傷

的潛在風險（林羿君、湯文慈、

劉宗德，2014）。因此，可以利

用團隊檢測的數據協助教練瞭解

選手的身體素質，適時適性的調

整訓練課表。運動防護員亦可利

用 功 能 性 動 作 篩 檢 對 於 有 運 動

傷害之選手進行更詳盡的傷害評

估，依照相關數據的情形，提供

具體策略讓運動員、專任運動教

練調整動作和訓練節奏，並定期

追蹤及檢查傷後復原情況，以利

隨時調整專項訓練計畫之安排，

預防運動傷害的發生。

此 外 ， 透 過 每 月 統 計 各 種

運動專項團隊的傷害處理情形，

製作相關報表，藉此觀察各專項

受傷情形及部位，發現異常情形

時（例如同一傷害反覆發生於相

同專項，或是同一選手出現類似

傷害狀況），即可適時反應給教

練，提出討論數據和議程，並擬

定傷害預防與管理重點方向。

三、教育：協助提供運動防護的

相關知能和課程

不 同 的 運 動 種 類 ， 有 著 多

樣化的運動型態，所需要的身體

能力也不同，故常見的傷害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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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盡相同。運動防護員應適時

的提供教育方案，協助教練及選

手瞭解專項運動常見的運動傷害

及動作需求，對運動傷害防護有

正確的認識及觀念，建立運動防

護的相關知能，協助教練為選手

安排最佳、最有效率之專項訓練

計畫，避免過度訓練因而增加運

動傷害的發生率。

藉 由 讓 選 手 了 解 自 己 的 身

體能力，強化自我的健康管理，

於各種活動時進行改善，進一步

保護自己的身體，控制傷害嚴重

的程度，避免在比賽或訓練過程

中導致運動傷害，並學會運動傷

害防護的基本原則，以化被動為

主動的方式進行事前預防，有效

降低運動傷害的發生機率，才是

最根本的運動傷害防護機制。

此 外 ， 防 護 員 也 可 以 配 合

教練依據不同的訓練階段，不同

的訓練目的，來設定不同的團隊

教育訓練課程（如核心訓練、穩

定訓練、敏捷協調訓練等）。更

可以針對選手的個人需求，為他

們規劃專屬的熱身、收操及伸展

動作項目，提供特定部位肌群的

輔助訓練動作，達到與專項訓練

相輔相成的效果。

除 了 防 護 員 可 以 在 所 屬 學

校或 校隊針對教練和選手提供專

業知能和課程之外，具體的建議

是為教練和學齡運動員建立基本

的運動教育觀念和提升傷害防護

的意識。擴大化的配套教育模式

包括：

（一）開授常設性的課程：由體

育 署 提 供 經 費 支 援 ， 針

對 運 動 員 、 體 育 教 師 、

各 級 運 動 校 隊 和 教 練 等

相 關 人 員 ， 定 期 開 設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知 識 的 專 業

課程。

（ 二 ） 辦 理 短 期 性 的 講 習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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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坊 或 研 習 營 ：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學 會 可 以 和 體 育

署 、 單 項 協 會 合 辦 運 動

急 救 或 防 護 講 習 ， 針 對

各 級 運 動 校 隊 和 教 練 推

廣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的 觀 念

和 措 施 ， 提 供 現 場 模 擬

實 習 和 操 練 的 課 程 如 ：

1.訓練注意事項（熱身、

重 量 訓 練 課 表 、 伸 展 動

作、柔軟度訓練）；2.傷

害 防 護 教 育 （ 防 護 用 具

準 備 、 場 地 安 全 檢 查 、

針 對 天 氣 、 溫 度 和 濕 度

教 導 中 暑 和 熱 衰 竭 處

理）；3.急救訓練和處理

原則（外傷、扭傷、拉傷

的前中後期處理模式、簡

易貼包紮技巧、送醫前的

急救流程）；4.運動禁藥

與倫理；5.營養補充和體

能調整規劃。

四、專業服務：運動防護員的角

色

運 動 防 護 員 與 專 任 運 動 教

練及選手三者之間需要建立一定

的信賴機制，有助於彼此之間的

良性溝通和專業發展，而運動防

護員與醫療團隊、學者專家、家

長及行政團隊亦應有良好的互動

模式，以便提供完整的資訊交流

和人力支援網絡。

教 練 是 運 動 團 隊 的 領 導

者，不同的領導風格，會逐漸發

展 出 不 同 的 運 動 文 化 和 團 隊 氛

圍。在不同的階段，教練也會有

不同的目標，運動防護員應配合

教練的領導風格，協商於團隊當

中的扮演的角色和功能，進一步

達到輔助訓練的效果。

當 選 手 遭 遇 到 運 動 傷 害

時，運動防護員擔任運動團隊與

醫 療 團 隊 之 間 的 溝 通 和 協 調 角

色。一方面，能夠提供選手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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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勢評估及處理，且快速啟動

傷害後送機制，處理就診的相關

事宜；二方面，能夠協助將醫生

診斷結果轉知教練、家長及行政

團隊；三方面，作為醫師交辦事

項的執行者，根據醫囑協助選手

於學校進行復健，並能夠在訓練

和 比 賽 前 後 進 行 相 關 的 防 護 工

作，以大幅降低舊傷對選手運動

表現的影響。

不 同 於 教 練 對 選 手 而 言 ，

運動防護員與選手彼此之間建立

的信任感，來自運動防護員瞭解

其受傷部位的病史，可陪同就醫

共同瞭解診斷結果與執行醫師開

立回復計畫等後續處理方式。而

且防護員可以透過平時觀察選手

訓練之動作，設計個別化的傷後

防護措施與運動治療計畫及體能

訓練，讓選手能達成每一個階段

之要求，協助他們恢復受傷前的

運動能力，縮短回到運動場上訓

練和比賽的時間，並且協助調整

受傷後的心理狀況，才能讓選手

安心重返運動場。因此運動防護

員可以協助教練強化選手比賽期

間的運動心理，在隨隊參賽期間

可以協助疲勞恢復，以應付高強

度運動，且於賽會進行中可以快

速掌握傷害狀 況並適當解決，這

可以增加選手的安定感，讓選手

更有自信去進行運動表現。

除 此 之 外 ， 防 護 員 與 教 練

溝通運動回復訓練課表的內容，

一方面，可以讓教練具體了解選

手 在 防 護 室 的 處 理 流 程 ； 二 方

面，彼此也可以討論如何與專項

訓練課表互相配合，教練才不至

於誤解選手在防護室貪圖輕鬆，

而使選手因為不想讓教練誤解以

為想偷懶、怠訓，因此隱瞞傷痛

不尋求防護員的專業協助，導致

受傷程度惡化，甚至出現難以復

原的局面。最後，防護員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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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教練代為與選手溝通，以抒

發其心理壓力，確認影響運動表

現的來源，進而強化運動心理素

質和提升運動表現。

結語

運 動 防 護 員 與 專 任 運 動 教

練之間有良好的協作，能夠促使

整個運動團隊分工更為專精，更

有效率，讓教練可以專注於訓練

的過程、技術的鑽研與戰術的指

導，而運動防護員則能夠發揮預

防運動傷害的最大效用，當運動

員的守護天使。透過彼此各司其

職，對選手展現全方位的照護和

專業協助，讓選手能夠無後顧之

憂的發揮最大的運動潛能。

培 養 運 動 員 和 教 練 的 基 本

防護知能，可以讓訓練發揮極大

化的效率。而運動防護員作為教

練和選手之間的中介，則是非常

關鍵的角色。藉由建構健全的運

動防護體系和人力支援網絡，能

夠強化運動員的身體保健觀念，

提 供 專 業 的 預 防 措 施 和 防 護 資

源，而這對臺灣的體育教育和訓

練體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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