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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臺灣代表隊―參加世界滑雪錦標賽（圖／陳金盈提供）

我國與日本滑雪
運動教練養成體系之探討
文 / 陳金盈

壹、前言

教練的基本素質、專業能力與素養之良

窳，對該運動發展產生直接影響，且是不容

忽視的課題。有鑑於此，教育部體育署為深

根強化教練體系，於 2013 年體育運動政策

白皮書即對改善我國教練制度訂有明確方

針，藉以提升我國運動教練之素質水準 ( 教

育部體育署，2013)，陳全壽 (1997) 認為教

練本身的學養及指導方法都會立即地影響選

手的成就，蔡崇濱 (1999)�教練的素質決定

訓練的品質，也影響選手的表現，可說是提

高競技實力最直接因素，洪建智 (2001) 認

為教練的專業素質優劣影響著訓練效果及

運動員的成就表現，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法人化之後亦極為重視

此問題，但目前尚未建立運動教練制度，

希望未來能有國家總教練的制度 ( 邱炳坤，

2016)。放眼國際，競技運動先進國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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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日大、澳洲、日本等都訂有完

善的教練培訓制度 ( 蔡崇濱，1999)，在制

度方面由於各國國情不同，各國教練制度亦

不盡相同，以美國為例，美國主管教育之單

位為州政府，而各州教練之主管機關有「全

國各運動協會」、「州政府教育局」或兩個

單位共同負責 ( 張宏亮，2000)。本文針對

臺灣與日本滑雪運動教練養成體系進行探

討。

貳、我國滑雪運動教練養成

在臺灣許多人都會詢問，臺灣哪裡可以滑

雪 ?怎麼學滑雪 ?滑雪會很難嗎 ?臺灣有滑雪

教練嗎 ?您什麼時候開始滑雪的 ?那個年代怎

麼有機會接觸到滑雪 ?…等等問題。可見，滑

雪運動在國人的認知裡是很陌生的運動，文秀

雲、陳金盈（2004）指出在日本、韓國與歐美

國家，滑雪始終是種冬季的主流運動。既然是

主流運動那就需要許多的教練來指導初學者(入

▲ 2017 年世界青少年滑雪錦標賽（圖／陳金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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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者)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學習此技能、技術。

早期推展滑雪運動的主要途徑是：

一、�經由中華民國滑雪滑草協會專門滑雪訓練。

二、�教育部課綱所訂之冬季滑雪課程 ( 從來未

曾實施 )。

三、�國軍特戰訓練中心寒訓基地的部隊滑雪

訓練 ( 有下雪才有訓練 )。

四、�救國團與滑雪協會合作之合歡山滑雪訓

練營 ( 至海外營隊活動之後中止辦理 )，

這都間接或直接推展滑雪運動有所助益。

滑雪運動教練分級與各單項運動協會一

樣分 C、B、A 三級；但在專業技術養成過程

與各單項協會的差異就很大；因為，滑雪運

動教練養成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在滑雪專業

技術、技巧、技能上，同時又

必須符合政府現行規範，所以

滑雪運動教練除須上滿規定的

學科時數外，另必須完成該等

級運動教練技術、技巧、技能

與專項指導能力課程。舉例來

說，要成為一名 C 級滑雪運動

教練資格者，必須經歷一段漫

長的養成階段時期。這期間必

須上滿 24 小時的學科及考試合

格，同時必須修習專精的滑雪

運動技術、技巧才能取得資格，

也就是說無論在指導、教學、技術精進、專

業技巧、帶隊…等滑雪運動教練基礎能力養

成，術科方面通常需約連續7天的連續訓練，

最後還必須通過兩位 B 級教練或一位 A 級評

定後，才能真正取得C級滑雪運動教練資格。

另一個途徑是退役的滑雪運動選手，在經過

修習專業學科課程通過考試，方才能取得資

格（圖 1 臺灣滑雪運動教練養成）。

滑雪協會於去 (2016) 年改組後，配合政

府政策執行滑雪運動教練回流教育，強調每

位指導員、教練 2 年內必須接受 32 小時的滑

雪專業技術教練課程，否則中止其指導員、

教練資格，為滑雪運動推廣建立體制，更於

今 (2017) 年 5 月 28-30 日辦理教練講習，邀

通過

通過

臺 灣 滑 雪 運 動 教 練 養 成

學員 新進指導員

參加指導員
國內講習

新進海外
指導員培訓

協會核發
C級指導員證

協會核發
B級指導員證

B級指導員
晉階培訓

待參加下年
度晉階培訓

隔年再參加
指導員國內講習

報體總核備後協會
核發C級教練證

2位C級指導員或B級教練推薦

不通過

不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2位B級指導員或B級教練簽核

參加C級教練講習通過

協會核發
A級指導員證

報體總核備後協會
核發B級教練證

報體總核備後協會
核發A級教練證

參加B級教練講習通過

參加A級教練講習通過

▲圖 1：臺灣滑雪運動教練養成（圖／筆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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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日本滑雪協會 (Ski�Association�of�Japan，

以下簡稱 SAJ) 公認級教練來臺授課，強化滑

雪運動教練專業技能、技巧知識，逐步與滑

雪先進國家技術能力接軌。

為何我國將滑雪指導員與教練作區別，

主要是滑雪指導員是針對休閒滑雪愛好者及

未曾參與此項運動的人士，指引滑雪運動基

礎入門工作，以休閒滑雪為目的，通常讓初

學者在三天內可以從初階滑道滑行下山，並

能搭乘座椅式纜車，順利安全上下纜車無虞

即可，沒有很高深的專業滑雪技術與運動技

巧訓練，或是旗門穿越及快速滑行等技術性

訓練，主要是讓初學者舒服安全愉快地在滑

雪道上享受滑雪所帶來的樂趣。滑雪教練則

如上所述，必須依照現行達到教練制度學科

修習時數考試合格，再加上維持 7 天之海外

專業滑雪技術、技能訓練，及兩位 B 級或一

位A級評定後，才能取得C級滑雪教練資格。

�

參、日本滑雪運動教練養成

日本是亞洲滑雪運動先進國家，每年

雪季由北而南，最長的達約半年，最短的也

有 4 個月，這是日本先天地理位置的優勢；

根據統計全日本有近 827 個滑雪場，每個滑

雪場幾乎都有滑雪學校，由此可見，SAJ 對

推動全日本滑雪運動究責任重大，因為對日

▲ 2017 年第八屆亞洲冬季運動會（圖／陳金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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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滑雪運動教練養成上面，必須有專門教育

部門負責事務。為完成本文之目的，筆者與

今 (2017)5 月 17-19 日親赴日本拜會 SAJ，

瞭解關於日本滑雪運動教練養成，並獲得

SAJ 秘書長古川年正 (Furukawa) 和教育本部

長登山一成 (Toyama)、事務局長宮澤賢一

(Miyazawa)、承辦人小澤紀子 (Ozawa) 等人親

自受訪；古川指出該會對教練養成非常嚴格，

但也充分授權各縣滑雪協會或俱樂部自主管

理，其所轄的單位有各縣滑雪協會及認可之

滑雪俱樂部共 48 個會員單位，都可以核發準

指導員及各級指導員證書；但想取得 SAJ 核

發之公認等級滑雪運動教練的專業技術人員

資格，則必須參加 SAJ 舉辦的 40 小時學科和

滑雪專術科訓練 400 小時，並取得各縣或俱

樂部指導員 Levoe3 等級，且有實際從事滑雪

教學指導工作 ( 必須有工作證明 ) 者才能具備

參加公認等級滑雪教練考試資格，參加講習

及考試後取得資格者，每年必須繳交認證書

權利費用，且每一等級之指導員兩年內必須參

加由 SAJ 舉辦的回流教育，必須通過學科及術

科考試，才能保有資格，否則取消資格。

根據 SAJ 教育本部長所指，SAJ 核發的

指導員、公認級教練可以選擇揭露或不揭露個

資，但必須填寫聲明書，表示對 SAJ 的尊重，

同時 SAJ 也不會主動揭露其資料，相對的互相

▲ 2015 年世界滑雪錦標賽（圖／陳金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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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SAJ 每年年初也會出版前一年取得各種

等級指導員、公認等級資料及最新的滑雪技術

考試光碟，以昭公信。教育本部長登山一成強

調：「日本的滑雪運動教練分為：準指導員、

一般指導員 ( 此分三級 )、公認級」，其養成

所需的條件、時間、技術、技能、指導能力更

是不在話下（上頁圖 2 日本滑雪運動教練養

成）。

滑雪者

公認級

準指導員

準指導員準指導員

一級指導員二級指導員

三級指導員

繳費參加5-7天學術科課程通過考試

未通過者不予核發，待下次再考

俱樂部或
縣滑雪協會核發

2年內須參加回流教育，通過保留資格，
未通過或不參加即取消資格，可下次再考

俱樂部
或縣滑
雪協會
核發

俱樂部或
縣滑雪協
會核發

滿三年準指導員仍有
指導者可報名繳費參
加7-10天進階訓練，
含學術科訓練，通過
者取得，不通過者維
持原等級

一級指導員仍有指導者
可報名繳費參加10-14
天訓練，含學術科訓練
，通過者取得，不通過
維持原等級

二級指導員仍有指導者
可報名繳費參加至少14
天訓練，含學術科訓練
，通過者取得，不通過
者維持原等級

公認級可擔任滑雪學校校
長，等同職業滑雪選手

SAJ核發

▲圖 2：日本滑雪運動教練養成（圖／作者提供）

日本滑雪運動教練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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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日本的滑雪運動教練和我國

不同（表 1 我國與日本滑雪教練學術課程內

容比較），沒有 C、B、A 級之分而是由準指

導員一路晉升至公認級，而且日本多數取得

公認級滑雪運動教練資格者，經教育本部長

登山一成指稱：「以現役選手或退役選手居

多，但不一定都是日本國家隊滑雪選手，這

其中仍有許多是體育校院本科畢業的選手取

得該資格」。並進一步說明：「為什麼強調

兩年回流教育，因為國際趨勢急遽轉變滑雪

器材設備日新月異，指導方法、教學方式、

器材應用與運用不斷改變，加強本業知能與

技術水準，對從事此行業的專業技術人員是

必須的過程，同時也是SAJ的任務使命之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1: 我國與日本滑雪教練學術課程內容比較

臺灣 日本

分級 教練：C、B、A 級 準指導員、一級指導員、二級指導員、三級指導員、公認

學科時數 C 級教練：24 小時

B 級教練：32 小時

A 級教練：40 小時

準指導員、一級指導員、二級指導員、三級指導員、公認等，至

少 40 小時學科

術科時數 C 級：5-7 天

B 級：7 天以上

A 級：10-14 天

準指導員：5-7 天 ( 每日半天學科、半天技術訓練 )。

指導員 ( 一至三級 )：7-14 天。

公認：至少 14 天。

考試場地 沒有明顯的場地區分。 準指導員：藍線或初級紅線考試。

指導員 ( 一至三級 )：整地、不整地、亂雪、饅頭丘滑雪技術及

指導能力訓練，依照晉升等級不同，級數越高困難度愈高，在紅

線以上區域考試或紅黑線等級場地。

公認指導員：400 小時以上實際教學 ( 須附工作證明 )，Levoe3
等級，除前述考試之外，各種場地都必須嫻熟，必須會滑雪專項

訓練、專項技術、旗門穿越技巧能力、雪板處理能力、體能訓練、

運動傷害、心理、生理…等專業能力。

評定 C 級：由 2 位 B 級教練或 1 位

A 級教練評定術科

B 級：由 1 位 A 級教練評定

A 級：由 2 位 A 級教練評定

準指導員：縣協會或俱樂部合格考官 1-2 位。

1-3 級指導員：縣協會或俱樂部合格考官，依等級不同指派考官

2-4 位。

公認：SAJ 統一派遣 4-6 位考官。

備註 2017 年起各級教練和指導員

2 年內必須參加回流教育 32
小時，無參加者中止資格。

2 年內須回流教育，否則取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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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常保持具先進滑雪運動技術、技能水準，

及服務熱誠的心推動滑雪運動發展」。

肆、結語

本文透過文獻分析級訪談方式對我國

與日本滑雪運動教練養成的探討發現雙方

在教練養成有所異同，其異同如下：一、

臺日的滑雪運動教練養成時間都非常長，

且對技術、技巧甚為重視。二、雙方教練

分級制度不同，日本是以準指導員、一級

指導員、二級指導員、三級指導員、公認

級方式呈現，臺灣則是新進指導員、C 級

指導員、B 級指導員等同 C 級教練、A 級指

導員等同 B 級教練、A 級教練，可見雙方

滑雪運動教練制度不同，但可截長補短產

生互補作用。三、日本各級晉升要求比較

嚴格，參加培訓時間亦較長且為紮實，值

得參考。四、日本指導員取得級資格可以

作為其終身職業工作之用途，我國目前尚

無法以此技能為職業工作之用。五、日本

有規範通過指導員考試取得資格者須繳納

權利費用之規範，臺灣沒有此項具權威性

之規範。總體歸納，臺灣與日本滑雪運動

教練養成各有所長，但為雙方長期合作，學

習先進的專業技術、技能以及行政措施，保

持滑雪先進國家得做法均值得參考與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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