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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研討會 

 
一、 舉辦緣起與目的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為提升學生運動學術能力與吸收新知，並吸引國內外體育界

優秀學者於本校齊聚一堂，故舉辦 2023 年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研討會。現今全球運動產

業的發展趨勢，尤其是肌力與體能訓練以及運動防護的重要性逐漸凸顯。本次研討會旨在整合各領

域的專家學者，深入探討競技運動之肌力與體能訓練及運動防護之應用，並關注運動對健康促進之

影響，提供更有效的運動管理與推廣方式，進一步促進健康社會的建立。 

我們期待本研討會能夠吸引國內外專業領域之學者與專家，共同探討競技運動團隊的經營管理、運

動防護技術的創新與運動科學研究的最新發展。透過多元的主題演講、經驗分享與學術交流，希望

能夠達到促進運動產業發展、提高運動員素質、推廣健康生活方式等多重目標。 

 

二、 舉辦日期：2023 年 6 月 3 日（星期六） 

 

三、 舉辦地點：南華大學 學慧樓、正行中心重量訓練室 

 

四、 舉辦單位 

(一) 指導單位：南華大學 

(二) 主辦單位：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五、 研討主題: 肌力與體能訓練以及運動防護 

子議題:  

(一) 運動科學領域之應用 

(二) 運動防護之趨勢 

(三) 運動競技團隊經營管理之趨勢 

(四) 其他與運動健康相關議題 

 

六、 活動內容 

(一)專題演說：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說。 

(二)論文發表：約 20 篇。分為口頭發表與海報發表兩種形式，茲分述如下： 

1. 口頭發表：15 分鐘口頭陳述，5 分鐘問答討論。 

2. 海報發表：A1 海報尺寸規格(約 59.4 公分寬 x 84.1 公分高)，海報內容一律以中文或英文呈現，

發表者需在現場，並於發表時段於海報前做 5 分鐘口頭發表。。 

 

七、 參加對象：國內外專家學者、學校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大專校院相關系所師生及對運動競技與健

康促進相關議題有興趣者等皆歡迎參與，合計約 100 人 

 

八、 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一)後，E-mail 至 jichaotu@nhu.edu.tw，杜繼超老師(0918901012)

收；本活動費用:口頭發表 1200 元整，海報發表 1000 元整，學生與一般民眾報名 800 元整，以

【郵局現金袋】郵寄至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程辦公室收，報名人數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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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全程參與者，將核發研習時數暨證明乙份。 

(二)如有未盡事宜，將另行電子郵件通知，或請逕洽研討會聯絡人： 

 

九、 投稿與撰寫格式規定 

(一) 限為尚未在其他研討會、期刊或相關刊物上發表過的原創性論文、綜評性文章。 

(二) 原創性論文摘要的內容，必須明確指出研究目的、方法、結果及結論，關鍵詞以 3-5 個重要

詞彙為原則。 

(三) 撰寫格式如下: 

(1)使用紙張：A4 (29.7 公分×21.0 公分)，縱向橫式書寫。 

(2)編輯範圍：上下左右邊界各 2.54 公分（1 英寸）。 

(3)字 型：中文用標楷體，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4)題 目：18 級字、粗體、置中。 

(5)作者姓名：12 級字、粗體、置中。 

(6)服務機關：10 級字、置中。 

(7)摘 要：內文 12 級字，標題 12 級字、粗體。 

(8)關 鍵 詞：12 級字、粗體。 

(9)行 間 距：採單行(Single space)間距編排打字。 

 

十、 投稿須知： 

(一) 發表內容與本研討會主題相關者優先錄取。 

(二) 口頭發表收取 20 篇，海報收取 20 篇，額滿為止 

(三) 投稿內容需尚未在其他研討會、期刊或相關刊物上發表過。 

(四) 摘要必須包含完整論文內涵，包括目的、方法、結果、結論和關鍵詞。 

(五) 投稿者若有違反學術倫理行為，得撤銷其論文發表資格。 

(六) 投稿截止日期：2023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 

(七) 經審核通過之稿件，均於 2023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前以 E-mail 通知 

(八) 若 5 月 26 日仍未收到通知者，請儘速與研討會聯絡人聯繫。 

(九) 發表者須參加本研討會，並於發表時於會場說明及討論。海報發表者，請依海報規格 A1 自行列

印，並於當天依照編號張貼，不符規格者，主辦單位有權保留頒給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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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23 年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研討會-日程表 

 

 

 

 

 

時間 研討會流程 主講者 主持人 

08:30-

08:50 
與會者報到/領取會議資料 研討會工作小組 

08:50-

09:00 
長官致詞/會議說明 

南華大學 

高俊雄 副校長 

南華大學運動學程 

許伯陽主任/杜繼超老

師 

09:00-

10:20 

專題演講（一）主題：運動防護現況與

發展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張乃仁 教授 

中正大學運動與競技學

系 

林晉榮 教授 

10:20-

10:40 
茶敘時間 

10:40-

12:00 

專題演講（二）主題：肌力與體能訓

練：打造勝利的拼圖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系 

江杰穎 教授 

吳鳳科大休閒遊憩與運

動管理系 

蔡守浦 教授 

12:10-

13:00 
中 午 休 息 

12:10-

13:00 
海報發表 發表者 

吳鳳科大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周靈山 教授 

13:10-

14:50 

第一會議室 
運動競技領域口頭

發表 
發表者 

中正大學 

運動與競技學系 

曾沈連魁 教授 

第二會議室 
運動科學領域口頭

發表 
發表者 

嘉義大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林威秀 教授 

第三會議室 
運動健康促進領域

口頭發表 
發表者 

樹德科大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許龍池 教授 

正行中心重量訓

練室 

專題演講-棒球專項

肌力專題演講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系 

江杰穎 教授 

南華大學體育中心 

何應志 主任 

15:00-

16:00 

正行中心重量訓

練室 

專題演講-運動防護

器材介紹與應用 
凱鑫國際有限公司  

南華大學體育中心 

何應志 主任 

16:00 結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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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工作職掌  

(一)籌備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 

  籌 備 委 員 ： 

林聰明   南華大學     校長  

李坤崇   南華大學     講座教授兼副校長 

高俊雄  南華大學      講座教授兼副校長 

林辰璋   南華大學     副校長 

吳萬益  南華大學   講座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 

許伯陽   南華大學     副教授兼運動與健康促進學位學程主任 

何應志   南華大學     副教授兼體育教學中心主任 

  論文審查委員： 

   

許伯陽   南華大學     副教授兼運動與健康促進學位學程主任 

何應志   南華大學     副教授兼體育教學中心主任 

陳志函   南華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杜繼超   南華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位學程講師 

林威秀   嘉義大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曾沈連魁 中正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教授 

許龍池   樹德科大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周靈山   吳鳳科大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副教授 

  總  幹  事： 許伯陽 

  學術議事組： 陳志函、杜繼超 

  網路設備組： 

  服  務  組： 

黃健安 

楊織語、舍昱融、傅卉妮、王星雅、徐辰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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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詞 

    南華大學為落實星雲大師體育弘法的理念，2015 年成立運

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並籌組棒球隊和足球隊，選擇以競

技運動和運動健康促進雙主軸發展，招生人數由 30 人持續發展

到 111 學年的 50 人，年年滿招，成為本校新興的熱門科系；其

次，運動學程於 110 學年通過高教評鑑最高六年期的認證，在

課程、師資、設備、學生學習與發展就業等，都獲得高度評

價。另外，在球隊的經營上迄今已展現具體成果，包括：棒球

隊、足球隊、籃球隊、排球隊與武術隊等，均持續成長茁壯，

參與全國性賽事獲得優異成績，棒球隊穩定位居 UBL 公開一級

的前八名，107 學年獲得 UBL 第四名，111 學年拿下史上最佳

的亞軍成績；足球隊於 107 學年拿下 UFL 大專足球聯賽 11 人制

的季軍，110 學年大專五人制足球錦標賽公開組冠軍；男子籃球隊為公開二級球隊，109 學年 UBA32

強，為嘉義地區首強；男子排球隊為公開二級球隊，108 學年打入 UVL16 強，110 學年打入全國八強；武

術隊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年年有好成績(106 學年起獲得金牌二、三、五、四面)，110 學年獲得

八金，111 學年度獲得史上最佳的 11 金，另培養散打國手代表國家參加 2018 年亞運；跆拳道於 107 年獲

得校史第一面全大運公開組銅牌。2023 年籃球隊更出訪菲律賓進行國際交流，頗獲好評。而許伯陽主任

和莊麗燕老師主持「嘉義縣高齡者運動--112 年度嘉義縣整合性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培訓高齡者體適能

指導員帶動社區高齡居民運動，則是運動學程在運動健康促進領域發展的里程碑，有機會將嘉義縣超高齡

社會建立成為「健康活躍老化」的標竿。 

    為提升教學研究品質與學術交流，本次研討會邀請江杰穎教授和張乃仁教授分別進行肌力體能訓練和

運動防護兩場專題演講，以及棒球專項訓練和運動防護器材介紹與應用工作坊。並有經審查通過安排口頭

發表論文 15 篇，海報發表論文 26 篇。感謝友校林晉榮主任，蔡守浦教授，許龍池主任，林威秀教授，沈

連魁教授，周靈山教授等蒞臨指導並擔任主持人。再一次感謝運動學程許伯陽主任以及研討會統籌杜繼超

老師同心協力，帶領運程師生全體集體創作．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 大家平安幸福。 

南華大學副校長 高俊雄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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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研討會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許伯陽 主任 

  

各位學者先進您好： 

    我是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程主任許伯陽，感謝各位學者先

進報名參與由本學程所主辦的｢2023年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

研討會｣，本學術研討會為本學程第三次舉辦，前兩次因新冠疫情影

響均採用線上方式的會議，本次將是首次的實體會議，將在 6 月 3 日

在南華大學學慧樓舉辦，研討會的一天行程包含 2 場專題演講、2 場

綜合學術工作坊、15 場口頭發表與 25 場海報發表。 

 

    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肌力與體能訓練」與「運動防護」，專題演講首場我們邀請高雄醫學大學運

動醫學系 張乃仁 教授主講，並邀請中正大學運動與競技學系 林晉榮 教授引言，主題為「運動防護現

況與發展」，次場我們邀請國立體育大學技擊運動技術系 江杰穎 教授主講，並邀請吳鳳科大休閒遊憩

與運動管理系 蔡守浦 教授引言，主題為「肌力與體能訓練：打造勝利的拼圖」；隨後登場的海報發表

因報名踴躍，共有 25 篇之多，邀請吳鳳科大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周靈山 教授擔任評審；下午場次共

有 15 篇的口頭發表，運動競技領域口頭發表由中正大學運動與競技學系 曾沈連魁 教授擔任主持與評

審，運動科學領域口頭發表由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林威秀 教授擔任主持與評審，運動健康促

進領域口頭發表由樹德科大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許龍池 教授擔任主持與評審，三會議同時進行。最

後研討會將移師南華大學正行中心的重量訓練室進行兩場工作坊，首場再次邀請江杰穎 教授指導「棒球

專項肌力工作坊」，次場則是邀請凱鑫國際介紹最新的運動防護器材。本次研討會的內容相當豐富緊湊，

期待能帶給與會的學者先進們更多的體育饗宴，另外也能更加瞭解南華大學的體育發展，再次歡迎各位

的蒞臨。 

  

 

 

南華大學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許伯陽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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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一）：大專體育與運動產業發展 

 

   

 

 

 

 

  

主講人：張乃仁 教授 

主講人簡介： 

█現職：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教授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合聘教師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常務理事/試務委員/檢定委員 /命題委員 

109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運動會 運動傷害防護組 指導老師 

高雄國際馬拉松  運動傷害防護組 指導老師 

高醫大路跑 運動傷害防護組 指導老師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運動傷害防護組 副組長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運動科學委員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傷害防護體系建置輔導計畫協同主持人 

教育部體育署校園防護提升計畫 協同主持人 

世界團隊桌球錦標賽 隨隊治療師 

104年全國運動會  運動傷害防護組 副組長 

教育部體育署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 物理治療師(專長替代役) 

中華台北代表團 物理治療師 (亞青/亞室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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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二）：肌力與體能訓練：打造勝利的拼圖 

 

 
 

 

 

 

 

 

 

  

主講人：江杰穎博士/ 國立體育大學技擊運動技術系 

 

主講人簡介： 

█現職： 

國立體育大學 擔任副教授/ 肌力與體能教練  

 

█學歷：  

美國東田納西州立大學競技運動表現博士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國奧運訓練中心研究員  

美國國家肌力與體能協會認證肌力與體能訓練專家  

美國運動醫學會認證健康體適能專家  

中華女籃肌力與體能體能教練  

左營國家選手訓練中心運動科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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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頭發表場次分配表 

第一會議室 【運動競技領域】                  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 曾沈連魁 教授 

時間 順序 姓名 主    題 

13:30 Oral 01 鄒佳芝 活力球課程介入對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之影響 

13:45 Oral 02 沈泓誠 
體感式電玩結合極低量度高強度間歇訓練對高齡者與成年人之有氧能力

與血乳酸反應之探討-橫斷面研究設計 

14:00 Oral 03 莊曉蓓 有氧運動對眼眶下組織影響之先驅研究 

14:15 Oral 04 蔡佳君 運動防護員對於運動選手應具備能力之探討 

14:30 Oral 05 王誠德 運動按摩與運動心理學之探討 

 

第二會議室 【運動科學領域】      主持人: 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林威秀 教授 

時間 順序 姓名 主    題 

13:30 Oral 01 張海威 雙重任務訓練對高齡者認知功能影響之探討 

13:45 Oral 02 蕭聿芸 彈力環訓練對女性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之影響 

14:00 Oral 03 林子芸 棒球投手上肢身體關節角度變化與球速之關係 

14:15 Oral 04 徐辰瑄 淺談運動按摩之生理效應 

14:30 Oral 05 佘昱融 過頭投擲運動肩部運動傷害之探討 

 

第三會議室 【運動健康促進領域】主持人: 樹德科大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許龍池 教授 

時間 順序 姓名 主    題 

13:30 Oral 01 陳靚 高中優秀足球教練-選手關係建立之互動策略 

13:45 Oral 02 王承安 Nike Taiwan 全通路零售與消費體驗及顧客保留 之相關研究 

14:00 Oral 03 曾定騰 探討園藝治療對高齡者心理健康 

14:15 Oral 04 吳津津   自行車有氧運動表現測試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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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頭發表時間分配表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運動競技領域 

口頭發表 

運動科學領域 

口頭發表 

運動與健康促進領域 

口頭發表 

13:30 
Oral 01 

鄒佳芝 
13:30 

Oral 01 

張海威 
13:30 

Oral 01 

陳靚 

13:45 
Oral 02 

沈泓誠 
13:45 

Oral 02 

蕭聿芸 
13:45 

Oral 02 

王承安 

14:00 
Oral 03 

莊曉蓓 
14:00 

Oral 03 

莊曉蓓 
14:00 

Oral 03 

曾定騰 

14:15 
Oral 04 

蔡佳君 
14:15 

Oral 04 

徐辰瑄 
14:15 

Oral 04 

吳津津 

14:30 
Oral 05 

王誠德 
14:30 

Oral 05 

佘昱融 
14:30 

Oral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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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一）運動競技領域 

 

運動競技領域口頭發表-審查主持人 

 

 

 

運動競技領域口頭發表主題與順序 

順序 姓名 主    題 

Oral 01 鄒佳芝 活力球課程介入對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之影響 

Oral 02 沈泓誠 
體感式電玩結合極低量度高強度間歇訓練對高齡者與成年人之有氧能力

與血乳酸反應之探討-橫斷面研究設計 

Oral 03 莊曉蓓 有氧運動對眼眶下組織影響之先驅研究 

Oral 04 蔡佳君 運動防護員對於運動選手應具備能力之探討 

Oral 05 王誠德 運動按摩與運動心理學之探討 

 

  

姓名 曾沈連魁 

 

現職 中正大學運動競技系教授 

學歷 國立體大體育研究所博士 

主要研究領域/專長 

運動教育學、幼兒體能、運動休

閒心理學 

經歷 長庚大學  講師兼體育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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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球課程介入對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之影響 

 

鄒佳芝 1  王秀華 1 

1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暨休閒教育研究所 

 

摘要 

目的:老年人的身體活動需要活躍的社會、活躍的環境和活躍的人，以減緩功能能力的下降，並保持身心內

外在能力。近年來，銀髮健身是全球的趨勢，許多適合高齡族群的健身教具持續的開發產出，而活力球輕

巧攜帶方便且安全有趣適合融入於運動課程中，因此本研究探討 8 週活力球教具運動介入對高齡者功能性

體適能(functional fitness)的影響。方法:採立意取樣單組實驗設計。招募 65 歲以上健康無規律運動高齡者

(n=32)，進行了 8 週每週 2 次每次 90 分鐘的活力球運動課程。運動介入前先進行基本資料、PAR-Q+身體

活動量表、SPMSQ 簡易心智狀態問卷填寫、進行功能性體適能檢測(身高、體重、腰臀比、肱二頭手臂屈

舉、椅子坐站、原地抬膝踏步、椅子坐姿體前彎、抓背、開眼單足立、2.44 椅子坐立繞物)，出席率須達 8

成以上並參與前、後測，最後共計 24 人，基本資料為性別(M=5、F=19)、年齡(y=73.08 ± 5.20)、體重(61.37 

± 14.65 公斤)與身高(157.17 ± 6.16 公分)。以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功能性體適能前、後測差異情形、顯著水

準設定為 p > .05。結果:經過 8 週訓練後，在肱二頭手臂屈舉(21.25 ± 4.4 vs. 16.79 ± 4.1 次)、椅子坐站(21.58 

± 4.53 vs. 17.54 ± 4.98 次)、原地抬膝踏步(95.79 ± 19.28 vs. 85.42 ± 20.26 次)、椅子坐姿體前彎(12.16 ± 12.01 

vs. 7.1 ± 11.9 公分)、抓背(-1.84 ± 11.3 vs. -4.75 ± 10.7 公分)測驗等項目表現顯著優於前測。結論:本研究活

力球課程有助於提升高齡者的上肢肌力、下肢肌力、心肺耐力、上肢柔軟度及下肢柔軟度，進而驗證創意

教具搭配運動課程的介入可以提升高齡者身體的狀況。建議未來可將活力球運動課程訓練推廣至各社區據

點幫助高齡者進行安全有效的課程教學。 

 

關鍵詞：老化、高齡者、肌肉力量、柔軟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鄒佳芝 

聯絡電話: 0905121381 

電子信箱: volleyvivian083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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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式電玩結合極低量度高強度間歇訓練對高齡者與成年人之有氧能

力與血乳酸反應之探討-橫斷面研究設計 

 

沈泓誠、李景瑜、陳弘慶、林建民、王春娘、林書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系 

 

摘要 

目的：體感式電玩結合極低量度高強度間歇訓練對高齡者與成年人之有氧能力與血乳酸反應之探

討。方法：本研究以 8 位成年人與 8 位高齡者為研究對象 (共 16 人)，橫斷面研究設計進行實驗設

計探討成年人與高齡者使用體感式電玩進行高強度間歇訓練之反應；以健身環大冒險之訓練模式

執行 8 趟、20 秒的盡最大努力運動，穿插間隔 30 秒的完全休息，共 380 秒的運動時間。並於運動

前、運動中、運動後持續監控血乳酸、心跳率、運動自覺量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RPE)，並

將運動訓練量化計算運動負荷量 (training impulse, TRIMP)；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統計顯著

水準訂為 α = .05。結果：1. 血乳酸反映：無論成年人或高齡者，於第 4 趟運動後，血乳酸值皆大

於 4 mmol/L，表示強度達高強度以上；且於運動第 4 (11.4 ± 4.15 v.s 5.5 ± 1.06 mmol/L)、8 (14.1 ± 3.75 

v.s 7.59 ± 1.22 mmol/L) 趟與運動後 5 (11.21 ± 2.80 v.s 7.34 ± 1.29 mmol/L)、10 (10.56 ± 3.12 v.s 8.01 ± 2.57 

mmol/L) 分鐘，成年人的血乳酸接顯著高於高齡者 (p < .05)。2. 心跳率反映：於心跳反映上，兩組

平均值成年人於運動中第 1 (161.57 ± 34.56 v.s 103.57 ± 26.49 bmp)、2 (157.71 ± 39.81 v.s 115.43 ± 23.46 

bmp)、4 (153.86 ± 14.52 v.s 130.14 ± 23.73 bmp)、5 (155.14 ± 32.15 v.s 123.29 ± 21.75bmp)、8 (154.14 ± 9.23 

v.s 135.71 ± 24.72 bmp) 趟顯著高於高齡者 (p < .05)。3. 運動訓練負荷量：經計算後成年人與高齡者

客觀負荷量 (511.43 ± 144.16 v.s 528.57 ± 181.06 UI) 與主觀負荷量 (862.86 ± 236.76 v.s 900 ± 154.49 UI) 

兩組間則無差異。結論：無論是成年人或高齡者，以體感式電玩執行高強度間歇運動運動訓練負荷量為相

當，且體感式電玩結合高強度間歇訓練可作為一種提升有氧能力的訓練策略，而成年人相較於高齡者而言

有較高的乳酸與心跳率的反映。 

 

 

關鍵詞：健身環大冒險、訓練負荷量、高齡訓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林書丞 

電子信箱: shh890914@gmail.com 

  

mailto:shh8909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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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combining exergaming and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at extremely low volumes on aerobic capacity and blood lactate 

response in older adults and adults- A transversal study 
 

SHEN,HONG-CHENG、LI,JING-YU、CHEN,HONG-QING、LIN,JIAN-MIN、WANG,CHUN-

NIANG、Shu-Cheng, Lin* 

Department of Sports, Leisure and Health Management, Tain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Corresponding author: Shu-Cheng, Lin, shh890914@gmail.com 

 

Abstract 

Purpos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sponse of older adults and adults to sensory-based video 

games combined with low-volume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on aerobic capacity and blood lactate response. 

Methods: The study involved 8 older adults and 8 adults (16 participants in total) in a cross-secti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Participants performed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using a fitness ring adventure training mode, 

consisting of 8 sets of 20 seconds of maximal effort exercise with 30 seconds of complete rest between sets, for a 

total exercise time of 380 seconds. Blood lactate, heart rate, and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RPE) were monitored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exercise, and training impulse (TRIMP) was calculated.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s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a significance level set at α = .05. Results: 1. Blood lactate response: regardless of 

age group, blood lactate levels exceeded 4 mmol/L after the 4th set of exercise, indicating that the intensity exceeded 

high intensity. During the 4th (11.4 ± 4.15 vs. 5.5 ± 1.06 mmol/L) and 8th (14.1 ± 3.75 vs. 7.59 ± 1.22 mmol/L) sets 

and 5 (11.21 ± 2.80 vs. 7.34 ± 1.29 mmol/L) and 10 (10.56 ± 3.12 vs. 8.01 ± 2.57 mmol/L) minutes after exercise, 

blood lactate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dults than in older adults (p < .05). 2. Heart rate response: During 

exercise, the average heart rate of adul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lder adults during the 1st (161.57 ± 

34.56 vs. 103.57 ± 26.49 bmp), 2nd (157.71 ± 39.81 vs. 115.43 ± 23.46 bmp), 4th (153.86 ± 14.52 vs. 130.14 ± 

23.73 bmp), 5th (155.14 ± 32.15 vs. 123.29 ± 21.75bmp), and 8th (154.14 ± 9.23 vs. 135.71 ± 24.72 bmp) sets (p 

< .05). 3. Training impulse: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objective (511.43 ± 144.16 vs. 528.57 ± 181.06 UI) or 

subjective (862.86 ± 236.76 vs. 900 ± 154.49 UI) training load between adults and older adults. Conclusion: Sensory-

based video games combined with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can be used as a training strategy to improve 

aerobic capacity, and both older adults and adults have similar training loads. However, compared to older adults, 

adults have higher lactate and heart rate responses. 

 

Keywords: ring fit adventure, training load, elderly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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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運動對眼眶下組織影響之先驅研究 

 

莊曉蓓1 鄭雯1 紀旻菲1洪若筑1 柯宗伯2曾炫諭1 
1
明新科技大學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2童綜合醫院神經外科 

 

摘要 

眼眶下變黑(黑眼圈)的組織學特徵可能是經由多種病因引起的，有氧運動(Aerobic exercise)可改善組織水腫

與血管系統等相關表現，因此本研究藉由有氧運動介入探究眼眶周圍皮膚組織溫度與含水量(Water Content, 

WC)等表現。方法:本研究共收納15位個案量測有氧運動前後之眼眶周圍表現。使用肌膚測試儀(M-6602, 

IMATE, China)檢測。受試者騎乘30分鐘自行車，運動前後測量眼眶周圍的色階平均、眼眶周圍溫度、眼眶

周圍皮膚含水量。結果:本研究共收納15位受試者，身高162.8±10.9公分，體重59.47±14.93公斤，BMI 

21.99±3.92公斤/公尺2 (Kg/M2)。實驗前的眼眶周圍的色階平均41.93±8.58%，眼眶周圍皮膚含水量平均

58.73±17.18%；有氧運動後的眶周圍的色階平均37.66±9.98%，眼眶周圍皮膚含水量平均55.53±15.95%。眼

眶周圍皮膚含水量運動前有顯著差異(p=0.000)，眼眶周圍的色階則沒有差異(p=0.636)。結論:騎乘自行車似

乎可以有助於促進眼袋血流表現，建議未來盼能用此方法檢測更多年齡層的眼眶周圍血流表現，並藉由此

研究結果作為深入研究之重要方向。 

 

關鍵詞：黑眼圈、肌膚檢測、有氧運動、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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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防護員對於運動選手應具備能力之探討 

 

蔡佳君 1、許伯陽 1、何應志 1、陳志函 1、杜繼超 1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建學士學位學程 1 

 

摘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運動防護員與運動員合作時所需具備的能力。研究對象：工作經驗一年以上之

運動防護員。文獻回顧：運動防護員在運動場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處理運動績優選手時更是如

此。運動防護員需要具備豐富的醫學知識和技能。運動防護員應該熟悉人體解剖學、生理學和運動生理學

等相關領域的知識，以了解運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損傷和疾病。此外，他們還應該熟練掌握急救技能

和緊急處置方法，以應對可能發生的突發情況。其次，運動防護員需要具備良好的溝通和人際交往能力。

他們需要與運動績優選手建立良好的關係，以便了解他們的需求和問題。運動績優選手可能面臨壓力和壓

力相關的問題，因此運動防護員需要能夠提供心理支持和適當的建議。此外，運動防護員還應該具備良好

的觀察和評估能力。他們需要能夠迅速識別運動績優選手可能面臨的潛在風險和問題。通過仔細觀察和評

估，他們可以針對個別選手制定適合的預防和復健計劃。結果：運動防護員需要具備持續學習和更新知識

的意識。運動醫學領域不斷發展和演變，新的治療方法和預防策略不斷涌現。因此，運動防護員應該積極

參與相關的專業培訓和繼續教育，以保持其專業水平和提供最佳的護理。結論：運動防護員應具備豐富的

醫學知識和技能，良好的溝通和人際交往能力。 

 

關鍵詞：運動防護員、角色、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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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按摩與運動心理學之探討 

 

王誠德、杜繼超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摘要 

運動按摩是一種被廣泛使用的運動前舒展和運動後恢復的技術，可在運動員的訓練和比賽前後提供身體的

放鬆和恢復。除了其對身體的生理效益外，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運動按摩對運動員心理狀態的影響，

尤其是焦慮。焦慮在運動競技中被視為一個常見的心理因素，它可能限制運動員的表現並影響其自信心和

集中力。運動員可能在比賽前感到緊張和擔憂，擔心表現不佳或無法達到他人的期望。這種焦慮可能導致

肌筋膜過度緊張，影響身體的靈活性和運動表現，甚至影響日常生活與睡眠。研究發現，運動按摩可以作

為一種非藥物干預方式，幫助減輕運動員的焦慮狀態。按摩通過刺激皮膚、組織和肌肉，觸發神經和生理

反應，從而促進身體和心理的放鬆。它可以降低身體的交感神經活性，減少壓力激素的釋放，並促進血液

循環和淋巴流動。這些生理效應有助於減輕焦慮感，提升運動員的心理狀態。此外，運動按摩還可以通過

觸摸和人際互動來提供情感支持和安慰，這對於運動員的心理健康和焦慮管理也具有重要作用。在按摩過

程中，運動員可以感受到關懷和支持，並獲得身心的放鬆和舒緩，從而減輕焦慮感。 

 

關鍵字：運動按摩、焦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杜繼超 

聯絡電話: 0918901012 

電子信箱: jichaotu@nhu.edu.tw 

  

mailto:jichaotu@nhu.edu.tw


   
 

67 
 

 

 

  



   
 

68 
 

 

 

 

  



   
 

69 
 

 

  



   
 

70 
 

 

  



   
 

71 
 

口頭發表（二） 運動傷害領域 

 

運動科學領域口頭發表-審查主持人 

        

運動科學領域口頭發表主題與順序 

順序 姓名 主    題 

Oral 01 張海威 雙重任務訓練對高齡者認知功能影響之探討 

Oral 02 蕭聿芸 彈力環訓練對女性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之影響 

Oral 03 林子芸 棒球投手上肢身體關節角度變化與球速之關係 

Oral 04 徐辰瑄 淺談運動按摩之生理效應 

Oral 05 佘昱融 過頭投擲運動肩部運動傷害之探討 

 

姓名 林威秀 

 

現職 
嘉義大學 副教授 

兼體育室活動組組長 

學歷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 博士 

主要研究領

域/專長 

運動傷害防護、運動保健、神經肌

肉控制、感知運動控制、有氧舞蹈 

經歷 

國立嘉義大學副教授(現任)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研究學者  

國立嘉義大學助理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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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任務訓練對高齡者認知功能影響之探討 

張海威 1 曾定騰 2 陳依靈 3  

１
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 2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 ３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系 

摘要 

目的:近幾年隨著高齡化時代的到來，各項延緩高齡者失能、失智的解決方法也陸續被提 了出來，其中運

動訓練成了熱門的發展方向，在各種研究的產出後，現在基本可以確定 運動對於高齡者，身體功能與認

知功能有顯著改善的效益，除此之外，認知訓練這種訓 練方式，也被眾多證據支持能夠對認知功能有顯

著的幫助。這些年雙重任務訓練興起， 這種結合運動與認知功能的訓練，雖已有研究探討，但相對來說

沒有這麼普遍，因此本 文藉由整合相關文獻，去更深入了解此項訓練影響了認知功能哪些層面與其成

效。方法: 本文以文獻回顧的方式，透過華藝線上圖書館、PubMed、ScienceDirect，搜尋區間設定 為 

2010 年至 2022 年，利用雙重作任務、身心功能、高齡健康、高齡運動等關鍵字，尋 找國內外的相關研

究及回顧性文獻，以探討雙重任務運動應用於高齡者身心功能之成 效。結果:多數研究指出，運動能增進

高齡者身心功能，而雙重任務運動對高齡者身心健 康的表現更優於單一任務運動模式。結論: 多數研究

表示，雙重任務運動在高齡者運動身 心功能的表現有效好的效果，但，目前其在高齡運動教學應用較

少，期望將此方法實際 應用於運動中。 

關鍵字:雙重作任務、身心功能、高齡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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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力環訓練對女性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之影響 

 

蕭聿芸 1  王秀華 1 

1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與休閒教育研究所 

 

摘要 

目的:老化是正常現象，使我們的生理機能逐漸退化，更可能導致失能的情況，而在相關研究指出阻力訓

練可以增加肌肉和力量，並強化骨骼，目前有各種形式的阻力訓練器材及方式，考量高齡者之特性及安全

問題，因此本研究為探討 8 週彈力環運動介入對女性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的影響。方法:採立意取樣單組

實驗設計，招募 65 歲(含)以上、經 SPMSQ 簡易心智狀態問卷及 PAR-Q+身體活動量表之高齡女性無問題

者得以參與本研究，受試者為 15 位，平均年齡 78.6±5.95 歲，進行 8 週，每週 2 次，每次 90 分鐘運

動介入，以彈力環設計推、拉、蹲三大基礎動作模式，並在課程前後進行功能性體適能檢測(身高、體

重、腰臀比、肱二頭手臂屈舉、椅子坐站、2 分鐘原地抬膝踏步、椅子坐姿體前彎、抓背、開眼單足立、

2.44 椅子坐立繞物)。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受試者的基本資料、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檢測評估作為訓練前後

之差異性分析，採用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顯著差異 p<.05。結果:經過 8 週運動介入後，本研究發現高齡

者功能性體適能測驗:上肢肌力(.006)、下肢肌力(.001)、靜態平衡(.028)以及動態平衡(.001)，皆有顯著差

異。結論:彈力環訓練能有效提升高齡者的上肢肌力、下肢肌力及靜態、動態平衡。在社區高齡者促進健

康的課程中，可多運用價格便宜攜帶方便的彈力環設計多元性課程，達到延緩老化所造成體能衰弱的進

程。 

 

關鍵詞：阻力帶、銀髮族、功能性訓練、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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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投手上肢身體關節角度變化與球速之關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pper Body Joint Angle and Ball Velocity of 

Baseball Pitchers 

林子芸 1  

Tzu-Yun, Lin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 1 

Department of Athletic Training and Health, National Taiwan Sports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摘要 

前言：棒球投手的能力指標其中一項就是球速，為提升球速乃是運動科仍不斷努力的方向，故本研究目的

將探討投球過程中上肢身體關節角度變化與球速之間的相關。方法：本研究利用回溯性資料分析球速、上

肢身體關節角度在前導腳著地期 Foot Contact、肩關節最大外轉時期 Max 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球離

手時期 Ball Release 三個時間點之關係。結果：結果顯示與球速相關的因素有 FC Trunk Forward Tilt、

MER Trunk Side Tilt、MER Shoulder Abduction、MER 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BR Trunk Side Tilt、BR 

Shoulder Abduction。結論：不同投球階段中有不同的關節角度影響著球速，若日後以此結果調整訓練內

容，應該對於球速會有所改善。 

 

關鍵詞：投手、球速、關節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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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運動按摩之生理效應 

 

徐辰瑄、杜繼超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摘要 

「運動按摩」是一種旨在提升運動表現的身體治療方法。它透過指尖、手掌和肘部對身體表面施加壓力、

摩擦和震動的方式，以達到多重效果，包括促進血液循環、增加新陳代謝、活化副交感神經，以及改善身

體疲勞感等。這種治療方式在學術文獻中得到廣泛的關注和研究。根據文獻回顧，按摩運用了幫浦效應，

通過刺激和影響血管的收縮和舒張，來增強身體組織的流動性。具體而言，按摩的壓力和運動可以促使血

管擠壓和放鬆，增加血液流動，從而提高氧氣和營養物質的供應，同時促進身體組織中的代謝產物和有害

物質的排除。這種效應有助於提升身體的功能和恢復。此外，按摩還涉及到門控效應的機制。門控效應是

指神經系統中的疼痛閾值調節機制，其中疼痛刺激可以打開或關閉疼痛訊號的傳遞門控機制。當身體受到

疼痛刺激時，相應的神經信號會被傳送到大腦，引起疼痛感知。然而，按摩可以通過刺激其他感官通路，

例如觸覺和壓力感受器，來競爭性地阻斷疼痛刺激信號的傳遞，從而減輕或抑制疼痛感。這種門控效應的

調節機制使按摩成為一種非藥物性疼痛管理方法之一。綜上所述，按摩作為一種運動治療方法，通過幫浦

效應和門控效應對身體產生多重影響，包括促進血液循和疼痛控制等效果。 

 

關鍵字：運動按摩、門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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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頭投擲運動肩部運動傷害之探討 

 

佘昱融、杜繼超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摘要 

肩袖損傷是指肩關節周圍結構，包括肌腱、肌肉和關節囊的損傷，可能對運動員的運動表現和日常生活產

生負面影響。過頭擺臂的運動是一種重要的上下肢動力鏈運動，廣泛應用於許多運動領域。然而，研究表

明，許多運動員在執行過頭擺臂運動時會出現肩部疼痛的症狀。肩峰下夾擠症候群是過頂擺臂運動中常見

的肩部運動損傷之一，其特點是在上舉肩膀時，肩峰下的結構，如肱骨外側髁、肩袖肌腱和肩峰下滑液囊

受到壓迫和夾擠，導致疼痛和功能受限，肩峰下夾擠症候群的發生機制可能涉及多個因素，包括關節囊過

度緊縮或黏連、肩峰下滑液囊的鈣化或腫脹。關節囊的過度緊縮或黏連可能限制了肩關節的正常運動範

圍，增加了肩峰下結構受到夾擠的機會。此外，肩峰下滑液囊的鈣化或腫脹也可能增加了肩峰下結構受壓

迫的風險。這些因素可能與個體的解剖結構、運動技術和過度使用有關。在評估和處理肩峰下夾擠症候群

時，需要由運動醫學專業人士應該進行全面的體格檢查和功能評估，以確定傷害的嚴重程度和影響範圍。

治療方法可能包括物理治療、運動治療和保守性治療措施涵括，訓練技巧的優化、姿勢的改善和旋轉肌群

的強化，都可以有效的降低肩關節損傷的發生。 

 

 

關鍵字：旋轉肌群、肩峰下夾擠症候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杜繼超 

聯絡電話: 0918901012 

電子信箱: jichaotu@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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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三） 運動健康促進領域 

 

運動健康促進領域口頭發表-審查主持人 

 

運動健康促進領域口頭發表主題與順序 

順序 姓名 主    題 

Oral 01 陳靚 高中優秀足球教練-選手關係建立之互動策略 

Oral 02 王承安 Nike Taiwan 全通路零售與消費體驗及顧客保留 之相關研究 

Oral 03 曾定騰 探討園藝治療對高齡者心理健康 

Oral 04 吳津津   自行車有氧運動表現測試系統建置 

姓名 許龍池 

 

現職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副教授兼主任 

學歷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碩士 

主要研

究領域/

專長 

運動休閒、體育行政 

經歷 

大專體總卡巴迪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理事(2018.6~迄今) 

台灣體育運動史學會 秘書長(2014.8~2017.12) 

台灣體育運動史學會 第五屆顧問(2017.12~2021.12) 

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設施興建輔導團計畫 輔導委員(2014.8~迄今)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學會 游泳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2018.1.21~202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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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優秀足球教練-選手關係建立之互動策略 

陳靚、羅雅方、曾沈連魁 

國立中正大學 

摘要 

目的: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高中優秀足球教練-選手關係建立的互動策略。方法:採質性研 究，以立意取樣選

取 3 位高中優秀足球教練，以及 6 位優秀足球選手為訪談對象。本 研究以半結構方式訪談、參與觀察

及文件分析等方式收集資料，所得資料經開方式編 碼、主軸編碼及選擇性編碼，持續整理、歸納、比較

及分析。結果:本研究發現高中優 秀足球教練-選手間關係建立之互動策略主要包括情感、認知及行為等

層面。在感情層 面，選手部分包含運動員關係需求、默契培養;教練部分包含情誼連結、氣氛營造、 初

衷。在認知層面，選手包含對話溝通、設定目標;教練部分包含達成共識、團隊文 化、角色定位。在行為

層面，選手部分包含教練指導方式、選手本身、獎勵、關係相 處、回饋;教練部分包含教練指導、教練自

我調適、教練期待、關係相處、獎勵。 結論:高中優秀足球教練-選手關係建立的互動策略可以透過良好

的交流與溝通、關心 與幫助，長久相處的良好默契及達成共識，能有融洽的相處模式。教練對待選手的

保 持平等且公正的態度，並保持教學動力與熱忱，有民主的傾聽與討論作為，給予更多 的正向鼓勵回

饋;選手在訓練上積極且樂觀態度，將所學有感恩及回饋作為等。  

關鍵詞:教練領導、教練-選手溝通、教練角色、指導氣氛、人際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陳靚 

聯絡電話: 0987810101  

電子信箱: tkdchen12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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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e Taiwan 全通路零售與消費體驗及顧客保留之相關研究 

 

王承安 1、張少熙 1、蔡季軒 2 

1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摘要 

研究背景與動機：蒐集資料以分析消費者回饋對顧客流失有抑制效果，然而保留原有顧客能減少行銷成本

並提升企業獲利，因此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重視顧客關係管理，加上當今消費者對跨通路購物及無

縫體驗的需求增加，促使企業採取全通路零售服務提升顧客保留率。如 Nike 利用 DTC (Direct to 

Customer) 銷售模式推展全通路零售服務，使年營收雖受疫情影響下滑 4%，但線上營收及會員數卻有大

幅成長。惟本研究發現，國內缺乏以量化方式探討運動休閒品牌在全通路零售與消費體驗及顧客保留之間

的關係，因此研究者針對此一研究缺口進一步探討。研究目的：(ㄧ) 瞭解 Nike Taiwan 全通路零售消費

者人口特性。(二) 探討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在 Nike Taiwan 全通路零售、消費體驗與顧客保留的差異情

形。(三) 分析 Nike Taiwan 全通路零售、消費體驗與顧客保留的關聯與解釋力。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

查法，便利抽樣方式，共回收 196 份問卷，有效問卷 118 份，有效問卷率 60%。研究結果：(ㄧ) 人口

特性以 15~24 歲、女性、學生及大專院校學歷族群為主。(二) 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在三種變項均無顯著差

異。(三) Nike Taiwan 全通路零售的顧客導向對感官體驗和情感體驗有正面影響、Nike Taiwan 全通路零

售的互動性對情感體驗有正面影響以及感官體驗和情感體驗對顧客保留有正面影響。結論： Nike Taiwan 

可針對女性及年輕族群作為全通路零售服務的主要客群。Nike Taiwan 可在不同通路與每個購物旅程中，

提供客製化服務，讓消費者更有機會對 Nike 投入更多目光並強化對 Nike 的喜愛。Nike Taiwan 可提供

跨通路交流平台，或許能提升與消費者的情感連結。此外，增強感官與情感體驗服務，能提升消費者的再

購意願以及推薦他人前往 Nike 購物的動機，最終有望提升整體企業營收。 

關鍵字:運動品牌、OMO、體驗行銷、再購意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王承安 

聯絡電話: 0983568208  

電子信箱: 61031015A@gapp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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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園藝治療對高齡者心理健康 

 

曾定騰  

中正大學成人教育系 

摘 要 

目的:探討園藝治療對高齡這心理健康有哪些益處，高齡者隨著年齡的增長，因身體及生理機能退化或喪

失，產生心理的疾病如心理壓力、焦慮、挫折感、憂鬱、憤怒，甚至自卑感受等心理適應問題。透過文獻

探討發現園藝治療是藉由利用自然界的植物與園藝活動，以休閒方式讓參與者提高生理健康，為一種有效

的非藥物治療，幫助參與者改善健康狀況。結論:園藝治療對老年人心理價值具有重要意義。可以有效改

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質量、增強自尊心、促進社會互動以及提高認知功能。因此，政府和社會

應積極推廣和支持園藝治療在老年人群體中的應用，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園藝治療機會，以實現心理健康

的自我管理和提高生活質量。 

 

關鍵字: 園藝治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曾定騰 

聯絡電話: 0937212902 

電子信箱: gogoroson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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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有氧運動表現測試系統建置 

吳津津 1 張瑋哲 1 陳怡祺 1 黃秀玲 1 柯宗柏 2 曾炫諭 1*  

1 明新科技大學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 

2 童綜合醫院神經外科 

摘要 

本研究目的建立一套藉由大腦運動表現測試平台，來檢測是否因運動習慣的不同而產生在 運動中不同的

大腦生理表現。研究方法以 18 歲以上的青年族群共 6 位(有運動習慣 2 位男性 1 位 女性，無運動習慣 3

位男性)，所有受試者使用 20 分鐘功能閾值功率(Functional Threshold Power, FTP20)並搭配腦波儀以檢測大

腦在不同的運動習慣中的神經活化表現。研究工具以一 般市售登山車(Giant, Taiwan)搭配自行車與固定式

訓練平台(Cyclotron Auto II Giant, Taiwan)、運動中腦波表現使用腦波儀器(MindWave Mobile2-Brainwave 

StarterKit2, NeuroSky, USA)分析運動過程中腦波表現。結果:發現在有運動習慣之受試者於有氧運動過程

中表現 大腦 Beta 波的震幅平均伏特(0.18±0.03mV)高於無運動習慣之受試者(0.09±0.05mV)，且有 運動

習慣之受試者 Beta 波有緩慢上升之斜率，反之無運動習慣之受試者大腦 Beta 腦波急遽上 升，且整體

腦波頻率表現在有運動習慣者腦波的震幅較低(0.45±0.14mV)，無運動習慣者的 腦波整體震幅較高

(0.84±0.66mV)。結論:本研究之先驅研究嘗試了一套運動習慣檢測系 統，發現運動習慣似乎會影響大腦的

腦波神經表現，建議養成運動好習慣，用以促進大腦神 經訊號表現;並期盼未來可以此為基礎，架設更完

整之系統，用以檢測更廣大之族群。  

關鍵詞:腦波儀、有氧運動、功能閾值功率、自行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曾炫諭  

聯絡電話: 0985168621  

電子信箱: sytseng@m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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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健康促進領域海報發表-審查主持人 

 

 

  

姓名 周靈山 

 

現職 
吳鳳科大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 

副教授 

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研究所 博士班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 碩士 

主要研究

領域/專長 
運動傳播、體育行政 

經歷 

大專體總編譯組副組長、資訊出版組副組長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副研究員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刊物主編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刊物主編 

大專院校足球運動聯賽規劃技術委員 

大專院校籃球運動聯賽、軟式網球副執行秘書 

大專院校體育總會體育研討會、教學研習會新聞組組長 

「大專體育雙月刊」、「大專體育學刊」、「大專體育英文學刊」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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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場次分配表 

專題演講會議室 【運動競技領域】            主持人: 吳鳳科技大學 周靈山 教授 

編號 姓  名 主         題 

01 余義箴 社區高齡者對遠距線上運動課程之接受 

02 陳亮融  即時反饋系統應用於高齡者運動知能課程之學習成效 與接受度情形 

03 黃御哲 線上運動課程對社區高齡者健康體適能之影響 

04 吳欣容 臺中太陽主場經營與球迷對球隊認同及行為意圖 之影響 

05 吳欣容 
NIEK 對運動員贊助是否透過社交媒體影響消費者- 以 NBA 球星 LeBron 

James 為例 

06 李昱嫻 傑出運動員與甲組運動員在身心六面向之異同 

07 張振揚 
自我暗示放鬆及接地療法(Earthing)對於運動員生理壓力與心理狀態影響之

先導性研究  

08 彭逸坤 AI 技術分析世界女子沙灘排球勝負影響之關鍵因素 

09 施人夫 國家長照政策之推動對老年人的影響及省思 

10 黃明燕 
低強度飛輪慣性超負荷熱身與一般熱身對跆拳道選手肌肉僵硬度、敏捷性

及反應力量指數之影響 

11 黃明燕  
高強度飛輪慣性超負荷熱身與一般熱身對跆拳道選手專項踢擊及運動表現

之影響 

12 陳俞潓 兒童武術道館商業經營模式之探討—以韓門武集功夫學苑為例 

13 沈于婷 慣性離心超負荷熱身與一般熱身對跆拳道選手踢擊能力之影響 

14 簡榮成  身體活動對於高齡者憂鬱情形之影響 

15 劉哲宇 2020 東京奧運鐵人三項女子組跑步項目之配速分析 

16 陳宣羽 綜合性運動訓練對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自我生活品質之成效探討 

17 葉迪昂 馬克操訓練對金門大學學生身體與心裡健康之影響 

18 許元柏 輕球訓練對棒球擲遠表現之影響 

19 劉子杰 棒球擊球 AXE speed training bat 與 Rapsodo Hitting 之使用實例分析 

20 楊織語 籃球運動員運動傷害恢復後的心理層面研究探討 

21 邱奕璋 增強式訓練對羽球運動選手運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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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傅卉妮、王星雅 常見排球選手運動傷害及復健治療之探討 

23 龔珮諭 重量訓練對於高齡者抗老化之探討 

24 吳憲訓、郭昶宏 男子排球優秀隊伍得分因素相關研究 

25 張瑞興、吳昆典 休閒運動產業現況分析-以水肺潛水產業為例 

26 蔡守浦、肖詠梅 足球運動體驗與推廣－以吳鳳科技大學學生為例 

27 周靈山、鄭志富 整合行銷傳播推動全民運動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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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高齡者對遠距線上運動課程之接受度 

吳佳芳 1、余義箴 2、陳鈺宜 1、吳昭樺 2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博士班 2 

摘要 

2021 年 5 月臺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因應新冠疫情日益嚴峻，發布三級警戒，而社 區據點的活動在政策

的更動之下因而減少甚至取消。沒有空間及距離限制的遠距線上教 學，亦 成為社區據點課程安排的替代

方案，希冀藉由線上直播的方式，使長者可以持 續在家中進 行運動，將疫情對長者健康狀態的影響降至

最低，原本屬於學生的線上課 程也漸漸進入高齡者的生活中。不過高齡者對於創新的學習模式是否能夠

適應與接受， 仍有待進一步商榷; 且瞭解高齡者對於遠距線上運動課程的接受度，可能有助於未來相 關

活動辦理時的參考依據。有鑑於此，本研究旨在探討高齡者對於 10 週的遠距線上運 動課程介入，其接

受程度之前、後測差異。以 111 年 8 月至 10 月參與「臺北市萬華區 健康服務中心」遠距線上運動課

程 之中高齡長者為研究對象，採用前實驗研究之單組 前後測設計，於前測、後測分別發放自編問卷。研

究結果顯示，「有用性認知」、「使 用態度」、「使用行為」三個構面在前後測皆 達到顯著差異;僅在

「使用意圖」、「易 用性認知」兩個構面中，各有一題未達顯著差異 (p>.05)。研究結果指出，高齡者認

為 遠距線上運動課程可以得到心理上的滿足、達到改善 身體健康的目的;亦感到興趣、覺 得有幫助等;對

其內容、功能感到滿意。未顯著的題項 彼此間可能存在相互影響的關係， 如:覺得操作不易即可能導致

不願嘗試新的遠距線上課程。因此，需盡可能給予長者在 數位科技方面操作時的即時、多元協助，以避

免因操作不 便導致的學習成效和意願降 低，也利於未來其他類型課程所開課。參與本次活動之高齡者，

對於遠距線上運動課程 有顯著的接受度提升，上課過後可能改變了原先對於遠距線上運動 課程的既定印

象與 認知，具正向感受，於肯定、經驗、意圖等方面皆有正向結果。辦理之成果可作為其他 健康促進之

相關單位於擬定活動、辦理課程時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遠距線上運動課程、高齡者、科技接受度、社區據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余義箴  

聯絡電話: 0912-329067  

電子信箱: 80930014a@gapp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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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反饋系統應用於高齡者運動知能課程之學習成效與接受度情形 

朱珮綺 1、陳亮融 2、陳鈺宜 1、吳昭樺 1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班 2 

摘要 

近年政府相關單位對於社區據點之高齡健康議題的重視，已有多樣化的課程學習方 式融入課程。而隨著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與行動網路的普及，授課教師已能夠運用各式的 輔助科技，將傳統枯燥乏味的單向知

識傳遞，轉化成互動式的教學模式，藉以更瞭解學 員當前的學習狀況、即時給予回饋，再適當調整授課

內容與教學進度，提升學習成效; 而即時反饋系統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 融入教學即是近年常

見的教學方式 之一。本研究即為希望探討高齡者參與 8 週「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運動知能課 

程，且使用即時反饋系統之 Kahoot!平台作為介入工具後，其學習成效及互動學習接受 度的變化情形。本

研究為前實驗法中的單組前後測實驗設計 (One-GroupPretest-Posttest Design)，透過 Kahoot!軟體作為 IRS

介入社區高齡者運動知能課程實施研究，再以問卷測 量該課程對於高齡者的學習成效與其接受度情形。

研究結果指出，即時反饋系統作為課 程設計中的測驗方式，可能有效提高學員對於課程內容的理解;且在

接受度方面的三個 構面「設備操作」、「知識理解」、「學習氛圍」都達到顯著水準 (p<.05)。綜上所

述，IRS 能夠有效提升高齡者在運動知能課程的學習的成效。而高齡者原先對於互動課程的認知， 透過

本次介入認為互動學習的方式有助益於課程理解程度，也能夠提升學習注意力;此 外，在設備操作上也可

能因為提升了對數位產品操作的自信及能力，而更有意願使用相 關產品學習。最後，互動學習的方式讓

學習氛圍有正向感受，不僅覺得課程有趣、愉快 學習，也吸引學員投入課程。傳統的衛教過程經常是單

向、缺乏互動且成效有限，運用 即時反饋系可以統輔助社區高齡者之衛教與運動知識，有助於加強其健

康促進的認知， 且長者對於此學習模式亦認為是可接受、有幫助。本研究成果可作為其他健康促進之相 

關單位於擬定活動、辦理課程時參考。  

關鍵詞:即時反饋系統、高齡者、運動知能課程、社區據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陳亮融 

聯絡電話: 0960556735  

電子信箱: koyue890921@gmail.com  

 

  



   
 

119 
 

 



   
 

120 
 

線上運動課程對社區高齡者健康體適能之影響 

吳佳芳 1、黃御哲 2、陳鈺宜 1、吳昭樺 1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班 2 

摘要 

近年來臺灣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使得原先的課程學習型態迎來巨大改變，各級機 關如何延續疫情肆虐

前的活動產能，使國民能夠維持健康水平，已然成為挑戰之一。以 往社區據點之高齡者健康運動課程皆

以實體授課的方式介入，不過隨著新冠疫情的衝擊 遠距線上直播課程的興起，間接改變社區據點長者進

行運動課程的方式。本研究目的為 分高齡者參與遠距線上運動課程，其功能性體適能之成效。本研究是

以 111 年 8 月至 111 年 10 月參與「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遠距線上運動課程之中高齡長者為

研 究對象，採用前實驗研究設計 (Pre-Experimental Design) 單一組別前後測，每週 2 次， 連續進行 10 

週，共 20 次，有效樣本共 31 人。採用描述性統計及成對樣本 t 檢定等分 析。研究結果顯示遠距線上

運動課程介入後，其功能性體適能方面的上下肢肌力、柔軟 度、心肺耐力方面皆達到顯著，僅 30 秒開

眼單足立並無顯著差異。推測推測其原因在 於有 24 名學員 (62%)，在此項目的前測時已經達到最高標 

(3 秒) 的標準。因此在後測 可進步的幅度也相對較小;換言之，此現象可能屬於「天花板效應」。不過，

此項結果 也潛在代表多數學員在課程介入結束後，仍然在靜態平衡此項目達到水準的保持。基於 上述結

果，建議未來可以在長期照顧資源缺少及體適能指導員難以到達之地區透過遠距 線上運動課程增進中高

齡者之功能性體適能，達到開發多元社會資源及中高齡者健康促 進之目的。  

關鍵詞:遠距線上運動課程、高齡者、多元性運動課程、功能性體適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黃御哲 

聯絡電話: 0924005558  

電子信箱: 71941al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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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太陽主場經營與球迷對球隊認同及行為意圖之影響 

 

吳欣容 1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碩士班 1 

摘要 

目的:本研究以主場經營、球迷對球隊認同與行為意圖為研究架構之主軸;針對臺中 太陽主場經營、球迷對

球隊認同與行為意圖間關係之探討。方法:透過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的方式收集相關資訊，以網

路問卷之形式且採立意抽樣方式進行。 總回收問卷為 97 份有效問卷，採用 SPSS 26.0 中文版統計軟體

將資料進行描述性統 計、信效度檢測，再透過路徑分析判斷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結果:本篇研究樣本以男 

性、 18-25 歲、學歷以大學生以下為居多，居住地以台中市市民較多，在項目分析階 段，所有題項皆符

合標準，因素分析:主場經營、球隊認同、球迷行為意圖 KMO 值為 0.901、0.846 、0.923 表示變相間的

共同因素存在，P 值皆為 0.00 達非常顯著水準，且 Cronbach’s Alpha 值在 0.950 之上，量表之信度良

好 ; 路徑分析結果顯示: 主場經 營對球隊認同有顯著影響(β=0.619***)、 主場經營對行為意圖亦有顯著

影響(β =0.766***)、而球隊認同對行為意圖有顯著影響(β=0.655***)。 結論:若要提升球迷對 球隊的認同

感，需加強自身的主場經營模式來提升球迷的再次觀賞意願、與向他人推薦 程度，建立更好的口碑，當

球迷感受到球隊經營上的用心時， 進而會提升對球隊的認 同度。  

關鍵詞:主場經營、球隊認同、行為意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吳欣容  

聯絡電話: 0909797557  

電子信箱: 11005005@gm.ntu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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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K 對運動員贊助是否透過社交媒體影響消費者- 以 NBA 球星 

LeBron James 為例 

吳欣容 1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碩士班 1 

摘要 

  本研究目的探討 NIKE 對運動員的贊助在社交媒體上是否影響消費者-以 LeBron James 為例。方法:參

考 Hyunji Do et al.(2015)分成三大變項:品牌運動贊助、品牌與消費者一 致性、品牌關係品質，採取網路

問卷方式發放進行便利抽樣，總回收問卷為 66 份有效 問卷，採用 SPSS 26.0 中文版統計軟體將資料進

行描述性統計、信效度檢測，再透過路 徑分析判斷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結果:本篇研究樣本以女性、 21-

30 歲、學歷以大學生 以下為居多，在項目分析階段，所有題項皆符合標準，因素分析:品牌運動贊助、

品牌 與消費者一致性、品牌關係品質 KMO 值為 0.860、0.866 、0.861 表示變相間的共同因 素存在，

P 值皆為 0.00 達非常顯著水準，且 Cronbach’s Alpha 值在 0.969 之上，量 表之信度良好 ; 路徑分析

結果顯示:品牌運動贊助對品牌與消費者一致性有顯著影響 (β=0.831***)、品牌與消費者一致性對品牌關

係品質亦有顯著影響(β=0.780***)， 而品 牌運動贊助對品牌關係品質則無顯著影響(β=0.241)，表示品牌

與消費者一致性在該模 型中存在中介作用。 結論:若要提高品牌關係品質，需要加強品牌與運動員形象

一致 性，企業應該要自行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及代言人形象來影響與消費者的一致性，因為自 我一致性可

以提升品牌對消費者的吸引力，例如運動員應找更有知名度更適合該企業 的，才能讓消費者提高購買意

願。 

關鍵詞:品牌形象、品牌運動贊助、品牌代言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吳欣容  

聯絡電話: 0909797557  

電子信箱: 11005005@gm.ntu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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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運動員與甲組運動員在身心六面向之異同 

 

李昱嫻、楊明翰、王宗穎、顏展聖、劉淑燕 

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暨運動休閒教育研究所 

 

摘要 

 

  本次研究目的為探索傑出運動員與甲組運動員在身體適能、體態外表、認知功能、心理健康、社會關

係、道得品德等六個面向的異同，本研究的方法:採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招募四位受訪者，所得的訪

談資料將以主題分析法來進行資料分析，進而藉由訪談所得的資料來探究運動員在身體適能、體態外表、

認知功能、心理健康、社會關係、道得品德等六個面向的異同。本研究結果:發現了退役的傑出運動員和

甲組運動員在身心六面向的異同，其中在身體適能與體態外表這兩個面向中傑出運動員與甲組運動員的訪

談結果並無不同，而在認知功能、心理健康、社會關係、道得品德上的訪談結果中得知傑出運動員與甲組

運動員皆有差異。本研究的結論:若是未來能將研究範圍縮小，招募單項運動的退役運動員，更能反應出

特定項目之運動員在身心六面向的想法。 

 

關鍵字:傑出運動員、甲組運動員、身體適能、體態外表、認知功能、心理健康、社會關係、道得品德、

主題分析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劉淑燕  

聯絡電話: 05-2720411#37505   

電子信箱: grcsy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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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暗示放鬆及接地療法(Earthing)對於運動員生理壓力與心理狀態影

響之先導性研究 

 

張振揚 1、劉家羽 1、洪寶蓮 1* 

1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系 

 

摘要 

在競技賽場上面對高張壓力環境的運動員，壓力調適與日常訓練的議題備受關注，然而研究顯示有高達

64%選手賽前無法放鬆(Juliff et al., 2015)，導致在競技場上無法以最好狀況面對。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

透過自我暗示放鬆與接地療法的介入，探討運動員對於生理壓力、心跳速率及心理狀態之影響。研究方

法：本研究以先導性準實驗研究法，招募了 6 名運動員進行單次實驗介入之研究參與者。研究前、後藉由

腦波儀、紓壓儀量測研究參與者之壓力指標（心率變異性）、心跳速率及心理狀態（生活滿意度及心理幸

福量表），實驗數據之變化進行統計分析，並且輔以參與者研究後之回饋意見作為質性內容分析。研究結

果：以自我暗示放鬆與接地兩種調節方式介入後，研究參與者在壓力指標與心跳速率等生理指標皆有顯著

下降(p<.05)，心理狀態則未達顯著相關(p>.05)。運動員的質性回饋意見經由歸納分析後，結果為心理獲得

平靜及穩定，所有研究參與者均提及肌肉感受到放鬆。研究結論：關於接地相關研究大都屬歐美國家研

究，過去針對於亞洲運動員之研究鮮少，本研究結果對於自我暗示放鬆及接地療法介入調節具正向效益，

值得日後在運動科學領域擴大研究對象或專項探索，亦可作為運動員壓力因應的策略應用。 

 

關鍵詞：自我暗示放鬆、接地療法(Earthing)、生理壓力、心理狀態、運動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洪寶蓮 

聯絡電話: 0919047800 

電子信箱: blhoung@mail.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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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技術分析世界女子沙灘排球勝負影響之關鍵因素 

 

彭逸坤 1,2、鄭世忠 1 

1國立體育大學  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2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e-mail: 彭逸坤，peng88@stu.edu.tw 

 

摘要 

目的：探討世界頂尖女子沙灘排球選手的得失分技術之結構樣態，並瞭解影響比賽勝負之關鍵技術為何。

方法：本研究採次級資料分析 (secondary data analysis)，是將已存的數據資料提取，再應用原始資料來探討

另一個新的研究問題，並利用 AI 技術- Python 網路爬蟲技術 (web crawler)，挖取國際排球總會資訊系統內

女子沙灘排球選手之比賽攻守紀錄資料：2015~2022 年間，共 4 屆的世界沙灘排球錦標賽，分析共 367 場、

840 局（含 47,550 個得失分技術）的資料。所得數據資料採描述性統計與決策樹分析 (decision tree) 等統

計方法進行處理。結果與討論：一、得失分技術總數使用排序前三的為攻擊得分、對方失誤，及發球方持

續得分；二、影響沙灘排球勝負關鍵的技術因素，主要是發球方持續得分，其次為攻擊得分，第三為攻擊

失誤；三、在決策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出對比賽勝負影響最關鍵之技術表現為「發球方持續得分」，其原因

在於此得分階段包含發球、攔網，並配合後防、舉球，以及反攻等一系列之攻防串聯技術（總稱為防守反

攻），亦意指防守反攻的成功率愈高，也代表勝率就愈高。結論：強調「防守反攻」等串連技術的重要性，

持續保持發球方的反防能力，並提高攻擊得分率（意指降低攻擊被有效攔阻+減少攻擊失誤率），此技術表

現乃是女子沙排取勝之模式。 

關鍵詞：數據分析、挖掘技術、網路爬蟲、大數據、預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彭逸坤    

聯絡電話：0918191029    

電子信箱：peng88@s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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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長照政策之推動對老年人的影響及省思 

 

施人夫 

國立金門大學管理學院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隨著全球人口老化趨勢不斷上升，重要的是要探討這些政策如何協助台灣應對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挑戰，以

及如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質和健康狀況。長照政策沿革 1998 年至 2007 年間的推動。二、2001 年至

2006 年間的推動。三、2007 年至 2016 年間的推動。四、2016 年後推展「長照十年計畫 2.0」政策。 

何為「長期照護」「長照」即為「長期照護」，是指為失能長輩及身心功能障礙者（包括不全、失能或殘

障者）提供長期性的照護。長期照護的目標在於提供一套綜合性的醫療、保健、護理、生活、個人與社會

支持，以改善、維持或恢復受照顧者的正常生活。長照政策與推廣老人運動的重要性進入超高齡社會的現

今，就長照立法及政策層面進行剖析，由於台灣長照政策與推廣老人運動的政策目的相同，旨皆為提升老

年人的健康，從中闡述個人論點，找尋長照政策與老人運動相輔相成的成功模式。伍、結語：隨著全球人

口老化趨勢加劇，長期照護和老人運動已成為許多國家政策的重點，台灣政府也不例外。這些政策和運動

不僅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質和健康狀況，還增強了他們的社會參與度和自信心，同時也促進了社會對老

年人的尊重和關愛。然而，長期照顧政策仍存在一些問題，政府和社會大眾需要共同努力，進一步改善長

期照護體系，提高服務品質和效率，以更好地滿足老年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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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強度飛輪慣性超負荷熱身與一般熱身對跆拳道選手肌肉僵硬度、敏

捷性及反應力量指數之影響 

 

黃明燕 1 沈于婷 1 陳哲修 12 

1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系 2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科學研究中心 

 

摘要 

    目的：飛輪慣性訓練目前已有相關研究證實於運動前進行此熱身能促進運動表現。針對跆拳道專項

中，目前並無使用飛輪慣性作為熱身介入之相關研究。本研究探討一般熱身與飛輪慣性離心超負荷熱身介

入對跆拳道選手下肢肌肉僵硬度及運動表現之影響。方法：招募 15 位男性跆拳道選手 (年齡 20.3 ± 0.8

歲、身高 179 ± 5.6 公分、體重 68.7 ± 8.1 公斤)，受試者以隨機平衡次序進行一般專項熱身 (10 分鐘跆拳

道熱身，熱身後靜坐休息 5 分鐘) 和飛輪慣性離心超負荷熱身 (以低慣性負荷進行弓箭步熱身，共三組，

每組反覆三下，組間休息 1 分鐘)。熱身前、後檢測下肢肌肉僵硬度及 5-10-5 敏捷跑和連續 7 次垂直跳測

驗。數據以前、後測變化百分比，進行 t-test 統計分析，顯著水準 p <.05。結果：兩組下肢肌肉僵硬度中

右腳股四頭肌飛輪慣性〔(0.36 ± 3.22 %) 顯著高於一般熱身(-2.31 ± 4.09 %)( t = -3.35，p < .05)〕。左腳股

四頭肌飛輪慣性〔(1.4 ± 4.42 %) 顯著高於一般熱身 (-2.38 ± 3.36 %)( t = -2.94，p < .05)〕。右腳腓腸肌飛

輪慣性〔(-3.36 ± 7.19 %) 顯著高於一般熱身 (-8.28 ± 4.16 %)( t = -2.39，p < .05)〕。連續 7 次垂直跳測驗

一般熱身〔(7.14 ± 14.37 %) 顯著高於飛輪慣性 (-6.95 ± 10.57 %)( t = 2.58，p < .05)〕。左右腳腿後腱肌、

左腳腓腸肌僵硬度和 5-10-5 敏捷跑，兩組之間皆無顯著差異 (p > .05)。結論：比較兩組熱身模式本研究

顯示飛輪慣性離心超負荷熱身，下肢肌肉僵硬度的左右腳股四頭肌、右腳腓腸肌顯著高於一般熱身。然

而，在連續 7 次垂直跳測驗則是一般熱身優於飛輪慣性。而在左右腳腿後腱肌、左腳腓腸肌僵硬度和 5-

10-5 敏捷跑兩組間則無差異，推測因較低慣性離心負荷仍無法顯著誘發活化後增益作用，未來仍可持續

探討不同飛輪慣性強度對運動表現影響。 

 

關鍵詞：熱身、飛輪訓練、離心負荷、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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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強度飛輪慣性超負荷熱身與一般熱身對跆拳道選手專項踢擊及運動

表現之影響 

 

黃明燕 1 沈于婷 1 陳哲修 12 

1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系 2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科學研究中心 

 

摘要 

    目的:飛輪慣性訓練目前已有相關研究證實於運動前進行此熱身能促進運動表現。本研究探討一般熱

身與飛輪慣性離心超負荷熱身介入對跆拳道選手下肢肌肉僵硬度及運動表現和踢擊表現之影響。方法: 招

募 15 位男性跆拳道選手 (年齡 20.3 ± 0.8 歲、身高 179 ± 5.6 公分、體重 68.8 ± 8.2 公斤)，受試者以隨機

平衡次序進行一般專項熱身 (10 分鐘跆拳道熱身，熱身後靜坐休息 5 分鐘) 和飛輪慣性離心超負荷熱身

(以高慣性負荷進行弓箭步熱身，共三組，每組反覆三下，組間休息 1 分鐘)。熱身前、後檢測下肢肌肉僵

硬度及 5-10-5 敏捷跑和連續 7 次垂直跳測驗，踢擊表現僅後測(踢擊沙袋，動作為連續腳背旋踢，一回合

踢 10 秒，回合間休息 10 秒，共 5 回合，測量踢擊次數、心跳率、運動自覺量表)。數據以前、後測變化

百分比，進行 t-test 統計分析，顯著水準 p < .05。結果：兩組下肢肌肉僵硬度中右腳股四頭肌飛輪慣性

〔(2.82 ± 3.95 %) 顯著高於一般熱身(-2.31 ± 4.09 %)( t = -4.49，p < .05)〕。左腳股四頭肌飛輪慣性〔(2.04 

± 4.71 %)顯著高於一般熱身 (-2.38 ± 3.36 %)( t = -3.22，p < .05)〕。右腳腿後腱肌飛輪慣性〔(5.16 ± 5.93 

%) 顯著高於一般熱身(0.12 ± 3.92 %)( t = -2.76，p < .05)〕。左腳腿後腱肌飛輪慣性〔(2.49 ± 3.54 %) 顯

著高於一般熱身(0.07 ± 2.46 %)( t = -2.5，p < .05)〕。左右腳腓腸肌僵硬度及 5-10-5 敏捷跑和連續 7 次垂

直跳與踢擊表現，兩組之間皆無顯著差異 (p > .05)。結論：比較兩組熱身模式本研究顯示飛輪慣性離心

超負荷熱身，下肢肌肉僵硬度的左右腳股四頭肌、左右腳腿後腱肌顯著高於一般熱身，但可能因飛輪慣性

離心超負荷熱身劑量較低而影響熱身效益，未來仍可持續探討飛輪慣性不同熱身劑量對跆拳道運動表現之

影響。 

 

關鍵詞：熱身、飛輪訓練、離心負荷、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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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黃明燕  

聯絡電話：0931999556 

電子信箱：my83415@gmail.com 

 

  



   
 

135 
 

  



   
 

136 
 

兒童武術道館商業經營模式之探討 

—以韓門武集功夫學苑為例 

陳俞潓 1、楊啟文 2 

1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2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 

 

摘要 

目的：隨著武術運動對兒童的益處逐漸為大眾所認同，兒童武術道館也應運而生，卻尚未有針對相關

場館商業模式之探討，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韓門武集功夫學苑的商業模式。方法：採個案研究法，依商

業模式九大構面分析。結果：一、價值主張：以武煉心、以武修德。二、顧客關係：溫馨、平等。三、目

標客層：兒童為主要客群。四、通路：網路虛擬平台及實體教室。五、關鍵活動：課程、段級檢定及體驗

活動。六、關鍵資源：專業師資、教室、課程教案及文創商品。七、關鍵合作夥伴：百貨業者、行動電源

租借。八、成本結構：主要為人事成本。九、收益流：主要為學費。結論：韓門武集功夫學苑致力於文化

傳承與創新教學，善加利用體驗行銷，並且針對不同客層採區隔化市場設計，唯合作夥伴可更加多樣豐

富。 

 

 

 

關鍵詞：九大構面、訪談法、兒童運動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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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性離心超負荷熱身與一般熱身對跆拳道選手踢擊能力之影響 

 

沈于婷 1 許芳瑜 1 李祐丞 1 趙泰禎 2 陳哲修 12 

1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系 2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科學研究中心 

 

摘要 

目的：相較於傳統熱身，慣性飛輪離心超負荷運動模式，能誘發更大肌肉動作電位及徵召更多快縮肌纖維。

因此，本研究探討慣性離心超負荷熱身與一般專項熱身對跆拳道踢擊能力之影響。方法：招募大專 15 位跆

拳道男生選手，年齡 20.3 ± 0.8 歲、身高 179 ± 5.6 公分、體重 68.8 ± 8.2 公斤。以平衡次序進行以下 4 種

熱身: 1.一般專項熱身 (10 分鐘跆拳道熱身，熱身後靜坐休息 5 分鐘) 、 2.飛輪慣性離心超負荷 (以弓箭步

進行熱身，一組三下，組間休息 1 分鐘，強度則以產生最大功率之相對阻力) 、 3.飛輪慣性 (二組三下)及

4.飛輪慣性 (三組三下)。每種熱身後進行跆拳道踢擊檢測(每回合 10 秒踢擊，組間休息 10 秒，共五回合)，

同時記錄踢擊結束後的心跳率及運動自覺量表。數據則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顯著水準 p < .05。

結果：本研究結果，踢擊疲勞指數 ( F= 0.32，p >.05 )、踢擊總數( F = 1.31，p> .05 ) 與踢擊後運動自覺量

表 ( F = 0.16，p> .05 )，三組之間無顯著差異。踢擊後心跳率 ( F = 3.34，p < .05 )，飛輪離心超負荷熱身

一組三下(156.53 ± 25.97 次/分鐘)顯著低於二組三下( 174.6 ± 10.38 次/分鐘)達顯著差異( p < .05 )。結論：

飛輪離心超負荷熱身，對踢擊疲勞指數、踢擊總數及運動自覺量表，無顯著影響。未來可探討飛輪慣性離

心超負荷不同下肢熱身動作、不同強度對跆拳道踢擊表現之影響。 

 

關鍵字:飛輪慣性離心運動、熱身、踢擊疲勞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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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活動對於高齡者憂鬱情形之影響 

 

簡榮成 1 陳美華 12 

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大學運動與健康休閒碩士在職專班 

2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大學運動健康研究所 

 

摘要 

 

目的: 憂鬱在高齡者中屬於常見的心理疾病，但往往因為不易發現經常被忽略，需要身邊的人深入去了解

造成其憂鬱的原因，並給予他們適時的幫助。相比久坐的生活型態，活躍的生活型態可提昇身體活動量，

減緩因老化引起的慢性疾病及許多心理上的負面想法，進而提昇老人的生活品質並降低社會醫療成本。探

索身體活動介入對憂鬱的影響，說明身體活動的介入確實能有效降低及預防憂鬱的發生，也帶給老年人一

個理想的健康狀況。 

方法:以文獻回顧的方式，回顧過去十篇關於身體活動對高齡者憂鬱情形之影響，包含其介入型式及身體

活動型態，探討身體活動的介入除了對於憂鬱情形的影響及對其生活品質狀況的改善。 

結果與結論：面對身體老化所帶來的影響，不僅止於生理狀況上的改變，心理的健康問題也不容忽視，由

文獻回顧的結果得知，身體活動的介入確實能有效降低及預防憂鬱的發生，也帶給老年人一個理想的健康

狀況。運動可以為不同年齡層的人帶來健康，尤其對高齡者特別重要。相比久坐的生活型態，活躍的生活

型態可提昇身體活動量，減緩因老化引起的慢性疾病及許多心理上的負面想法。 

 

關鍵詞:  高齡者 , 身體活動 , 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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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東京奧運鐵人三項女子組跑步項目之配速分析 

 

劉哲宇 1、趙榮瑞 2 

1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系 2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球類系 

 

摘要 

 

目的：主要針對 2020 東京奧運會鐵人三項之跑步項目分段配速之探討。對象：以本屆東京奧運會鐵人三

項女子組前 10 名選手為主。方法：透過東京奧運會官方網站，所提供之統計資料及鐵人三項實況轉播錄

影帶，透過電腦及 TV，以慢動作讀取，並採取雙項數據的數值，進行研究分析。 

結果與結論：比賽中從自行車轉換至跑步項目，第一圈的分段平均時間為 8 分 07 秒，最快為 7 分 42 秒，

最慢為 8 分 25 秒。最後一圈平均分段時間為 9 分 03 秒，最快為 8 分 50 秒，最慢為 9 分 19 秒。另外跑步

項目全程時間，平均為 34 分。最快為 33 分，最慢為 35 分 51 秒。結論：參賽選手實力相當、競爭激烈，

成績差距不大，但跑步項目明顯自第三圈至第四圈逐漸拉開。 

 

 

關鍵詞：東京奧運、鐵人三項、跑步、配速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劉哲宇  

聯絡電話：0958314398 

電子信箱：10804018@gm.ntus.edu.tw 0958314398 

 

  



   
 

143 
 

  



   
 

144 
 

綜合性運動訓練對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自我生活品質之成效探討 

陳宣羽 

台南大學 

 

摘要 

 

背景:人生的歷程必定會經歷生、老、病、死，隨著醫藥衛生、生活環境及營養的改變，人類平均壽命逐

年的延長，導致台灣未來即將面臨超高齡社會，而高齡者的運動不足導致身體功能退化加上許多高齡長輩

有慢性疾病，進而影響日常生活能力，降低生活品質，導致在日常生活當中有許多事情都無法自理，進而

增加家庭及社會的負擔。目的:本文將以文獻探討方式去瞭解綜合性運動是否會增進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

和自我生活品質之影響。方法:利用收集文獻方式去做分析，最主要以綜合性運動對功能性體適能和生活

品質之影響相關文獻，利用關鍵字搜尋，並將收集到的資料加以分析與統整。結果:在運動介入銀髮族

後，發現在 BMI（身體組成）、30 秒肱二頭肌手臂屈舉（上肢肌力）、30 秒椅子坐立（下肢肌力）、兩

分鐘原地站立抬膝（心肺耐力）、開眼單足立（平衡），都出現顯著提升，而腰臀圍、椅子坐姿體前彎

（柔軟度）、2.44 公尺繞物（敏捷性）及抓背測試（柔軟度）則未達顯著差異，但卻有漸漸改善。而在生

活品質方面，利用運動自我效能量表和運動結果預期量表問卷填寫，發現在運動介入後，是有顯著差異

的。結論:在運動介入後，明顯改善銀髮族的體能，在身體組成、肌力、心肺耐力、敏捷性、動態與靜態

平衡都有正面效益，不僅可以延緩老化的速度，也讓銀髮族族群能有更優質的生活品質，走向健康的人

生。 

 

關鍵字:綜合性運動、功能性體適能、生活品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陳宣羽 

聯絡電話：0978771522 

電子信箱：ming77152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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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操訓練對金門大學學生身體與心裡健康之影響 

 

葉迪昂 

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研究所 

 

摘要 

目的：探討 30 天馬克操訓練對金門大學學生身心健康的影響。本研究以 16 名金門大學生選手為受試者，

16 位經過馬克操訓練的實驗組訓練 30 天、每天 1 次、每次 30 分鐘的馬克操訓練，實驗期前後均實施測

驗，項目為體適能、立定跳高，所得成績資料以 SPSS 20.0 中文版的統計分析軟體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

析，顯著水準訂為 α﹦.05，以了解受訓者經過 30 天馬克操訓練後，對身體組成是否有增強。 

 

關鍵詞: 馬克操運動訓練、身體組成、體適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葉迪昂 

聯絡電話：0939270275 

電子信箱：15754358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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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球訓練對棒球擲遠表現之影響 

 

許元柏 

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研究所 

 

摘要 

目的: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投擲不同重量棒球對傳球擲遠之影響,以探討利用不同重量棒球進行傳球訓練

的可行性,使用較輕的球來做傳接球投球訓練,能否對棒球守備的傳球距離,也就是傳球爆發力有所幫助。研

究方法:20 名少棒球員,使用輕球(80g),做連續 8 週,每週 5 天相同投球組數及球數之投球訓練,訓練前、後將

20 名受試者使用正常重量的棒球(145g)進行擲遠測試。研究結果:8 週訓練後,20 位少棒球員的棒球擲遠能

力有顯著提升,對於棒球傳球距離能有所幫助。結論:本研究證實連續 8 週投擲輕球訓練,能對於體型、體

能、技術正在發展中的少棒球員,明顯地提升投擲距離,若能調整少棒用球的重量,可能讓球員有更好的訓練

發展,同時避免運動傷害。 

關鍵詞:爆發力,擲遠,棒球訓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許元柏 

聯絡電話：0955-746621 

電子信箱：a82465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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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擊球 AXE speed training bat 與 Rapsodo Hitting 之使用實例分析 

 

劉子杰 許伯陽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摘要 

    本研究以自身的棒球擊球為研究對象，利用 Rapsodo Hitting 2.0 收集分析各方向的擊球數據，包含初

速、仰角、距離與轉速。研究方法為揮擊 100 球包含正式訓練組前的揮擊，訓練過程中使用不同重量及不

同配重的球棒來訓練加深訓練難度，使用 AXE speed training bat 球棒；訓練組數則是揮擊 6 球為一組，總

共 16 組。擊球內容包含反向 2 球、中間 2 球、拉打 2 球，訓練目的則是將球打到不同的方向，增加各方

位擊球的攻擊性，進而提升長打的機率。本研究的結論為透過數據來看，檢測前雖然拉打數據明顯較有攻

擊性，但擊球仰角過低不易形成長打，以及推打的擊球初速太慢也不易形成長打，經過以上訓練後擊球仰

較為提升以及反向攻擊的初速也同樣提升，進而提升長打機率，提高團隊貢獻值。 

 

關鍵詞：Rapsodo Hitting、AXE speed training bat、棒球擊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許伯陽 

聯絡電話：05-2721001 

電子信箱：pyhsu@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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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訓練對於高齡者抗老化之探討 

 

龔珮諭、杜繼超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摘要 

我國已於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 老年人

口占總人口比率將持續提高，預估於 2039 年突破 30%，至 2070 年將達 43.6%。 隨著年齡增長，即使

是正常的老化也會影響日常生活，包括視力模糊、聽覺減弱、嗅覺遲鈍、記憶衰退等，身體器官變老各有

時間表，但衰弱可不是正常老化。老年人一旦出現肌少衰弱，連帶影響跌倒、臥床、失能，而透過運動介

入可以有效維持、延緩及改善身體的功能衰退，抵抗肌少症的出現，建議從強度較低的動作逐步進展，讓

肌肉力量穩定提升，包括有氧運動、肌力訓練、平衡訓練及柔軟伸展等，並先以單一種運動介入開始，進

而漸進式的加強抗阻力訓練，強化下肢肌力避免跌倒，帶來的好處有重建肌肉、補充新陳代謝、減少脂

肪、降低血壓、改善血脂、抗糖尿病、增加骨密度、加強心裡健康、活化肌肉細胞、改善身體虛弱，其實

還不只這些，老年人重訓除了幫助自己，也會提升照顧人心情紓解他們壓力，在對於醫療照護不足的地

方，也會有降低使用的部分。  

  

關鍵詞：老年重訓、改善身體衰弱、活化肌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杜繼超 

聯絡電話: 0918901012 

電子信箱: jichaotu@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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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運動員運動傷害恢復後的心理層面之探討 

 

楊織語、陳志函、杜繼超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摘要 

籃球作為一項高風險的運動，運動員在比賽中常面臨受傷的風險。當籃球運動員受傷時，除了身體上的痛

苦和復健挑戰外，他們還會經歷心理上的轉變和困惑。本研究旨在透過敘說研究方法，深入探討籃球運動

員在受傷後的心理轉變和復健心路歷程。同時，我們也關注在復健期間如何加強受傷部位周圍肌肉和韌帶

的穩定度，以及如何維持球感、體能和身心靈的恢復，讓運動員能夠回到球場上進行高強度比賽。最後，

我們還探討了回到球場後如何保護自己避免再次受傷的方法，以提供運動員們在復原過程中的實際指導。 

受傷時的心境與心理轉變：當籃球運動員受傷時，他們可能會經歷情緒的低落和挫折感。受傷可能讓運動

員感到失去了參與比賽和團隊合作的機會，這可能導致他們產生沮喪、焦慮和自我懷疑的情緒。此外，運

動員可能還會面臨身份認同的困擾，因為籃球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身份標誌，而受傷可能威脅到這一

身份的存在。然而，這些負面情緒也可能激發運動員的自我反省和成長，使他們更加堅定地面對復健挑戰

和回歸賽場的渴望。受傷後復健的心路歷程：受傷後的復健過程是運動員重返賽場的關鍵步驟。復健期

間，運動員需要遵循醫療專家制定的計劃，以恢復受傷部位的功能和力量。這可能包括物理治療、康復運

動和運動康復專家的指導。在這個過程中，運動員可能會面臨挑戰，如痛苦、無聊和壓力。然而，透過良

好的心理支持和積極的自我調整，他們能夠克服這些挑戰和堅持復健計畫。 

 

關鍵詞:籃球運動員、運動傷害、心理恢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杜繼超 

聯絡電話: 0918901012 

電子信箱: jichaotu@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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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式訓練對羽球運動選手運動表現 

 

邱奕璋、杜繼超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摘要 

 

增強訓練是一種起源於蘇聯七十年代的訓練方法，最初用於增強運動員的肌肉力量，後來被美國田徑選手

引入其他運動領域並進行多元模式的改良。增強訓練在運動生理學上被認為是一種促進肌肉纖維生長的方

法，當腿部肌肉進行跳躍動作時，靠身體的慣性力產生離心收縮，然後身體快速回彈回平衡位置時，腿部

肌肉會產生向心收縮。這種快速切換的向心和離心收縮能夠刺激肌肉纖維的增長，提升爆發力、敏捷性和

速度。近年來，羽球運動的受歡迎程度和球員表現呈現上升趨勢，且體育署也將羽球列為奧運會奪牌培訓

項目，投入相當的資源，使基層各階段充滿活力和能量，希望能將選手推向世界一流水平。羽球運動需要

多種專項體能，以應對瞬間反應和球體高速移動的要求。除了對對手的戰術預測和球速判斷能力外，選手

在身體素質方面的要求更加重要。因此，羽球選手需要注重身體體能素質的培養，以提升其運動表現。增

強訓練方法可能為羽球選手提供有助於爆發力、敏捷性和速度的肌肉力量訓練，並應與其他適當的體能訓

練方法相結合，以實現更好的競技成績。透過適當的訓練和準備，羽球選手能夠更好地應對比賽中的瞬間

變化，提高對戰策略和球速的反應能力，並在競技場上展現出色的表現。 

 

關鍵字：增強式訓練、肌肉力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杜繼超 

聯絡電話: 0918901012 

電子信箱: jichaotu@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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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排球選手運動傷害及復健治療之探討 

 

王星雅、傅卉妮、杜繼超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程 

 

摘要 

 

排球是一項動態而具有高度競爭性的運動，選手在比賽中需要進行快速的跑動、跳躍和攔網等動作，這些

運動特性使得排球選手容易受到各種運動傷害的影響。本文旨在探討常見的排球選手運動傷害及相應的復

健治療方法。在排球運動中，常見的運動傷害包括踝關節扭傷、膝關節創傷、肩部損傷和手部損傷等。踝

關節扭傷是最常見的傷害之一，通常是由於快速轉向和著地時腳部不穩定而引起。膝關節創傷可能涉及關

節軟骨損傷、韌帶損傷或肌肉拉傷，主要是由於踢球、跳躍和著地時的過度力量作用造成的。肩部損傷常

見於攔網和發球時，包括肩袖損傷和肩關節脫位等。手部損傷主要是指手指扭傷、手掌擦傷和手腕扭傷

等。對於這些常見的運動傷害，復健治療是恢復運動選手功能和運動表現的重要步驟。復健治療的目標是

減輕疼痛、減少腫脹，恢復關節的穩定性和肌肉的力量。常用的復健治療方法包括物理治療、運動療法和

手法療法等。物理治療通常包括冷熱敷、電療、超聲波和伸展運動等，用於減輕疼痛和促進組織修復。運

動療法主要包括活動度訓練、穩定訓練、肌力訓練和專項技術訓練，以恢復肌肉力量、關節穩定性和運動

專項技能。手法療法如運動按摩可以改善血液循環和肌肉組織修復，可加速運動員傷後恢復。 

 

關鍵字：排球選手、運動傷害、復健治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作者: 杜繼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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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 jichaotu@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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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排球優秀隊伍得分因素相關研究 

 

 吳憲訓1、郭昶宏2 

吳鳳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1 

世新大學2 

 

摘要 

 

    排球技術、經驗、科技日新月異不斷創新，在排球競賽規則不斷修改之下， 排球比賽也

帶來不同的感官與刺激。本研究綜合相關文獻在從目前現代排球的得分因素到新規則執行有

關排球攻防得分因素技術表現為經，瞭解灰色系統理論在運動訓練上應用為緯，後發現新制

規則實施贏球得分制後，舊、新規則執行期間各項得分因素所表現的結構有所不同，主要是

在得分結構的評斷上產生變化，目前有關得分因素的結構上，發現在現代男子排球比賽，各

項得分技術的目標值應重新訂定目標，依序為攻擊得分、攔網得分方面、發球得分方面，最

後為對方失誤得分方面。在一局的比賽中，各項得分因素所獲得的分數若能趨近或高於目標

值，則獲勝機率亦能相對的提高。故應用灰色系統理論從事體育運動方面的研究，提供作為

運動訓練方面之量化參考，實有其價值性。 

 
關鍵字：排球優秀隊伍、得分因素、灰色系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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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排球技術、經驗、科技日新月異不斷創新，在排球競賽規則不斷修改之下，排球比賽也帶來不同的感

官與刺激。排球規則也在 1999 年進行更改，將原本的發 球得分制改為得球得分制以及自由球員制度，

使排球比賽節奏加快、強度明顯也提高，競爭更加激烈，也相對的提升排球技術水準。世界女子排球運動

發展，在技術與戰術上的發展與演變，曾經歷了蘇聯時期高舉高打的單純打法;日本的勾腕 漂浮發球、滾

翻救球與雙手並攏接發球等技術的出現;中國「單腳背飛技術」的創 新與全新的搭配戰術;古巴應用

「高」、「快」結合，使其有「黑色橡膠」之稱(國際排球總會，1998)。伴自 1998 世界排球錦標賽開始

實施"自由防守球員"制度（Libero），研究者曾透過電視轉播觀看當年之幾場重要比賽，雙方來回攻防次

數也有增加，從國際排總所刊載之攻守統計數據中，接發球與防守之排名較佳之選手，幾乎為自由防守球

員所包辦，這也達到當初實施此一制度之目的。而國際排總更在 1999 年起將比賽得分方式修訂成"贏球得

分制"（Rally Point System），亦是相同道理，因此，國際排球競賽規則的增修，可說是排球競技運動改

革之必然結果（許瀾，2000）。 

國內排球界應針對此進行探討與改革，並順應排球競技運動發展趨勢，積極研究、改良及創新各項攻

防技術，是從事教練工作者深思及探討的重要課題，亦是現代排球競技克敵致勝之不二法門。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從＂目前現代排球的得分因素＂到＂新規則執行有關排球攻防得分因素技術表現＂為經，瞭解

灰色系統理論在運動訓練上應用為緯，綜合相關文獻後發現自 1999 年新制規則實施贏球得分制後，舊、

新規則執行期間各項得分因素所表現的結構有所不同，主要是在得分結構的評斷上產生變化，目前有關得

分因素的結構上，發現在現代男子排球比賽，各項得分技術的目標值應重新訂定目標，依序為攻擊得分、

攔網得分方面、發球得分方面，最後為對方失誤得分方面。在一局的比賽中，各項得分因素所獲得的分數

若能趨近或高於目標值，則獲勝機率亦能相對的提高。 

另外，在體育運動研究分析與方法上最常使用的統計方法，有相關分析、變異數分析、多元迴歸分

析、因素分析……等，但是如果所收集的樣本不夠多時，而經由典型概率分佈後所得分析與預測之結果容

易「失真」，而灰色系統理論恰好克服了上述數理統計方法的不足，且在準確度及穩定性方面亦較數理統

計方法佳。灰色系統理論自從 1982 年由大陸學者鄧聚龍教授提出後，大陸於 1987 年起就將該理論運用在

體育運動研究領域上，而陸續有多位學者將該理論運用在運動訓練提升成績表現的研究上。 

故應用灰色系統理論從事體育運動方面的研究，提供作為運動訓練方面之量化參考，實有其價值性。 

 

参、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以參加 2005 年世界男子排球聯賽，參賽國分別為波蘭、日本、委內瑞拉、巴西、保加利亞、

古巴、義大利、法國、葡萄牙、阿根廷、希臘及塞爾維亞蒙地內哥羅等 12 隊本研究對象。以 2005 年世界

男子排球聯賽共計 78 場 302 局比賽之攻守數據予彙整後，著手進行相關文獻蒐集工作，對專家學者以前

所提出有關排球攻防技術統計分析方面及灰色系統理論方面的研究論述，予以詳加探討，以獲得初步完整

的認識。本研究不同得分因素以前 4 強隊伍為研究對象，依規則第 5 局為 15 分制，倘將 5 局之賽事數據

納入研究範圍，將會產生單局平均平均得分數被拉低之情況，故為使各隊所呈現數據較為一致，前 4 強隊

伍只要有 5 局之賽事將被剃除，造成前 4 強隊伍比賽場次不一致之現象，因此，本研究前 4 強隊伍共計

42 場 152 局。本研究將不同得分因素分界定為攻擊得分、攔網得分、發球得分及因對方失誤得分，並求

其各場比賽勝隊之勝率。在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採用 SAS 8.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各項數據之統計分析，如(一) 採用敘述統計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說明各參數間之差異。(二) 採取單因子共變數分析（One-way ANCOVA）針對各隊扣球、攔網及發球得

分進行差異比較。(三) 採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COVA）針對各隊因對方失誤得分進行差異

比較，若達顯著水準，則以杜凱氏（Turkey's）數值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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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由本研究所蒐集到之資料，得出下列結果： 

（一） 本研究各參賽隊伍平均單局攻擊得分為介於 11.89 至 13.35 分之間，佔單局總得分的 50.66%至

55.88%之間，且彼此均未達顯著差異，這也說明了目前優秀男子排球隊伍的攻擊得分能力不相上

下，且單局平均攻擊得分必須達到 11 分以上，所佔總得分比例必須超過 50%以上，方可有獲勝的

保證，事實上在現代男子世界級排球比賽過程中，攻擊樣式多樣化，且進攻點不固定，前排與後排

進攻之運用比例幾乎不相上下，根據學者的研究指出，扣球成效為一支隊伍的進攻能力強弱非常重

要（Eom ＆ Schutz,1992；張恩崇，2000）。 

 

（二） 在本研究中，前 4 強隊伍單局平均攔網得分介於 2.14~3.33 分，這與王敏憲（2003）針對世界大學

生運動會男子排球賽攔網單局平均得分介於 2~3 分之間基本上吻合，所佔得分比例介於

9.18~13.49%之間，亦與杜曉偉（1999）及鍾秉樞等 7 人（2000）的研究攔網技術得分應佔 11.7%

及 11%基本上一致，且前 4 強隊攔網得分能力彼此均未達顯著差異，這也說明了目前優秀男子排球

隊伍的攔網得分能力不相上下，且單局平均攻擊得分必須達到 2 分以上，所佔總得分比例必須超過

9%以上，方可有獲勝的保證。 

 

（三） 在本研究中，前 4 強隊伍單局平均發球得分均低於 2 分以下，所佔得分比例介於 4.51~5.49%之

間，亦略高於杜曉偉（1999）及鍾秉樞等 7 人（2000）的研究發球技術得分應佔 2.4%及 3%，且前

4 強隊發球得分能力彼此均未達顯著差異，這也說明了世界級的比賽，其發球得分能力可能就越

高，由於本研究之結果說明目前優秀男子排球隊伍的發球得分能力不相上下，因此倘單局平均發球

得分必須達到近 2 分，所佔總得分比例必須超過 4.50%以上，方可有獲勝的保證。另外，有關勝隊

之勝率與不同得分因素之關聯性，本研究所有場次比賽發球得分與勝率知關聯度排名第三，達到 r3

＝0.683，3：0 為 r3＝0.705，排名第二、3：1 r3＝0.620，排名第四及 3：2 為 r3＝0.725，排名第

二，多位學者如陳一進、陳昭元及王敏憲（2003），余清芳（2004 等研究均顯示發球得分與勝率之

關聯度為最低，而本研究之結果似乎為之不同，探究其原因應該如攻擊得分一樣為數據是否有無標

準化及對象的不同而產生差異，值得探討。 

 

伍、結論與建議 

經由研究結果得知，可得知世界優秀男子排球前 4 強隊伍間之攻擊得分、攔網得分、發球得分及因對

方失誤得分等 4 種得分因素彼此不分上下，也可得知其實力之接近，藉由本研究可讓國內教練及選手們更

加瞭解目前男子排球競賽之規律，研究者藉由本研究所得知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期望做為未來我國

男排組訓時之參考依據： 

（一） 攔網得分應與勝率具有最高關聯度，取代前國內學者之研究普遍所指攻擊得分是影響勝負之主要因

素，故必須由後續更多有關世界級男子排球比賽之相關研究予以佐證。 

（二） 攔網是一項複雜性技術，且已成為主動進攻技術，亦是國內選手最不足之處，故如何提昇國內選手

攔網技術，並且設計攔網戰術，特別是歐美隊伍最常用的前排攔網與後排防守之配合，實乃國內教

練所必須深思問題。 

（三） 透過選材選出身材高大之選手，施以專項體能訓練，特別是與攔網技術有關之專項體能（如彈跳力

及移動能力、起跳時機之掌握），以符攔網選手所需具備之基本要求。 

（四） 排球比賽各項技術都會導致失分，故加強各項技術基本動作訓練，畢竟基本動作扎實度高，技術運

用之失誤率自然下降，如此方可降低失誤並於比賽中立於不敗之地。 

（五） 多瞭解國外排球比賽動態，並進行針對性研究，提出結果做為參考依據，以利與國際發展趨勢接

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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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運動產業現況分析-以水肺潛水產業為例 

                 

張瑞興1、吳昆典2 

吳鳳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1 

世新大學2 

               

摘 要 

 

    休閒運動產業是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中重要的新興產業及明星產業之一，除了經濟因素，甚

至影響擴及社會、文化、教育、政治等各層面。臺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國家，在國人經濟力提升

下，民眾也越來越重視自己休閒品味與生活，加上海域政策開放後，臺灣休閒運動水域活動漸漸

崛起，水域休閒產業活動慢慢增加，民眾也有更多機會接觸水域相關運動。而休閒運動水肺潛水

則在近幾年非常熱門，休閒運動潛水帶給民眾一探意想不到的海底景觀及體驗不同的水底奇妙生

物世界。本研究旨在分析臺灣目前休閒運動產業現況，透過介紹潛水活動，潛水點、潛水階級、

休閒潛水以及潛水證照等相關資訊。藉此讓社會大眾更近一步了解。透過蒐集相關文獻，分析臺

灣戒嚴後期海域開放後，潛水休閒運動的興起，潛水區域、潛水益處等。現今網路及新聞媒體的

快速報導後，越來越多人關注潛水這項活動，但因國內潛水正確技術觀念較零散、資訊缺乏及相

關產業尚未成熟之際，反而造成潛水休閒運動推廣的阻礙。 

 

 

關鍵字：休閒運動水肺潛水、產業發展、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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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背景與動機 

    休閒運動產業是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中重要的新興產業及明星產業之一，除了經濟因素，甚

至影響擴及社會、文化、教育、政治等各層面。休閒運動產業最主要的內容，是為民眾創造休閒

運動相關之體驗及價值的產品與服務。它可以包含：提供消費者參與或觀賞運動的機會、提昇休

閒運動技術的產品，或推展運動、促進身心健康的支援性服務等。總而言之，凡是供給消費者休

閒運動相關之娛樂或休閒的「活動、貨品、服務、人、場地或觀念」，休閒運動市場中的消費者

群則十分龐大且多樣。 

    臺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國家，在國人經濟力提升下，民眾也越來越重視自己休閒品味與生

活，加上海域政策開放後，臺灣休閒運動水域活動漸漸崛起，水域休閒產業活動慢慢增加，民眾

也有更多機會接觸水域相關運動。目前臺灣潛水活動及產業蓬勃發展，被評估擁有龐大的潛在市

場，近幾年來也慢慢地帶入生活中，在忙碌的工作之餘，可以從事潛水活動，享受海洋的神祕的

魅力與深藏若虛，從中紓壓心情及釋放壓力，並且了解潛水的歷史概況。臺灣本島夏日非常的炎

熱，所以較多都會往水上、水裡設施去做選擇較多，水上活動較多是以遊樂園的水上設施或是屏

東-墾丁的南灣去做選擇，而水裡活動較多是以北部-東北角、龍洞、鼻頭角、潮境公園、蝙蝠洞

這些點去做選擇，離島地區則是以澎湖、小琉球、綠島、蘭嶼去做選擇，也因為台灣疫情嚴重大

部分的人都會選擇往離島地區去做選擇。  

    休閒運動水肺潛水則在近幾年非常熱門，休閒運動潛水帶給民眾一探意想不到的海底景觀及

體驗不同的水底奇妙生物世界。離島地區以綠島來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潛水的，夏天吹西南季風

就潛北面潛點，冬天吹東北季風就潛南面潛點，也因為這樣讓潛水客人有許多潛水點可以做選

擇，這也是綠島其中一個的優勢之一。潛水這一們需要理論與技術及經驗的活動，必須透過許多

經驗與課程學習或專業的授課才能盡其地在寬闊的海中漫遊，而也不是盲目地想考取證照，可以

先選擇體驗潛水，由專業教練們帶領你體驗水下的活動，並在此確認自己是否真的喜歡水下的環

境、背著氣瓶的狀態。 

   本研究旨在分析臺灣目前休閒運動產業現況，透過介紹潛水活動，潛水點、潛水階級、休閒潛

水以及潛水證照等相關資訊。藉此讓社會大眾更近一步了解。透過蒐集相關文獻，分析臺灣戒嚴

後期海域開放後，潛水休閒運動的興起，潛水區域、潛水益處等。現今網路及新聞媒體的快速報

導後，越來越多人關注潛水這項活動，但因國內潛水正確技術觀念較零散、資訊缺乏及相關產業

尚未成熟之際，反而造成潛水休閒運動推廣的阻礙。 

 

貳、文獻回顧 

  一、休閒運動產業的範疇 

    追溯運動產業發展，發現自古希臘時代便有運動產業的事實，雖因時代差異而有不同的展現

形式，卻是 現代運動產業發展的先河，例如希臘人敬神慶典活動所形成的運動賽會，吸引許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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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觀光客參與，因而 引發交通與住宿的服務供給，賽會期間旅客聚集引發旅客服務的提供（如

食物、飲料、紀念品、導遊、交通 等），這些賽會觀光的需求與供給服務形成運動產業之雛型

（Hudson, 2003）。羅馬帝國時代，職業運動競 技甚為發達，圓形競技場時有職業運動員與劍客

技術較量，以迎合群眾尋求刺激、好鬥與享樂等需求（吳文忠，1957；Baker, 1982），政府並運

用公帑舉辦運動會、節慶活動及運動競賽，運動觀賞成為各大都會民眾 經常性的活動（Hudson, 

2003），尤其隨著羅馬帝國國力的擴張，將其運動娛樂文化傳播到各領地，影響現今運動產業的

發展型態（Weed & Bull, 2004）。 現代社會隨著社會進步、經濟成長迅速、國民所得持續提高

下，人們有了更多的時間及金錢參與或觀賞 運動活動，因而加速運動產業的蓬勃發展，運動產業

的發展已成為 21 世紀主流休閒娛樂產業。根據 Broughton,Lee, and Nethery（1999）的研究指出，

21 世紀之全球運動產業年產值已高達 5,000 億美元，運動產業佔各國 GDP 的比重要在 1.13-

8.00%（林房儹，2003；Kim, 2006）。可見運動產業之影響力無遠弗屆，運動休閒活動 及其相關

產業不僅只是消費財而已，實際上它已是一種深具經濟價值的生產財，其對社會各層面影響既深

且廣。 

 

二、休閒運動產業的定義    

     

    休閒運動產業是一個市場，係以提供各種運動行 為為前提而生產或提供某種產品或服務給消

費者， 以滿足其需求的廠商集合，而這些廠商所生產或提 供之產品、服務彼此可以相互替代者

（高俊雄， 2008），它提供給消費者的產品包括運動、體適 能、娛樂或休閒相關活動、貨品、

服務、人、場地 及觀念，其主要以人的身體運動出發所衍生各種需 求之產業（Pitts & Stotlar, 

2002）。整體而言，休閒運動產業可再細分為兩大部分：製造業與服務業。其中，製造業部分泛

指從事休閒運動相關商品之生產的製造商，例如休閒運動用品（如潛水裝備、球拍、慢跑鞋、瑜

珈褲）、配備（如計步器），以及休閒運動設施（如跑步機）等的製造。而服務業的部份，則如

體育用品零售商店、健身房、健身俱樂部之經營，以及運動資訊相關產業（如運動頻道、網路）

等。 

 

三、運動產業的經濟效益 

    運動產業的發展關連產業之影響層面絕對是影響廣泛，從經濟面而論，運動產業包括製造業

及服 務業，甚至衍生至國民的健康、醫療相關產業，這 是運動產業最廣泛效益，從此帶來更多

貨品及服務 的需求，為提供這些服務與產品需要大量人力，因 而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 

    運動產業的休閒效益乃是個人接受運動產業的 產品或服務過程及服務之後，可以幫助個人改

善身 心狀況或滿足個人主觀的感受。歸納國內外學者觀 點，認為休閒效益可分為心理效益、生

理效益、社 交效益及教育效益等四個層面（馬上鈞，2002； 高俊雄，1995；Kelly, 1996）。人

們不一定可從運 動獲得豐富的生活，但運動肯定是可娛樂多數的世 界人口，提供扣人心弦的運

動娛樂效果，成千上萬 的運動迷透過電視、廣播、出版品，現場或個人參 與，激發觀賞者或參

與者（Plunkett, 2009）之熱 情。其次，國民從事運動休閒活動，不但可促進身 心健康及減少醫

療支出，並可創造更高的國民生活 品質。因此，人們從接受運動產業的服務過程，可 獲得心理

效益、生理效益、社交效益及教育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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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休閒運動產業-水肺潛水產業案例 

一、休閒運動水肺潛水產業歷史 

    地球上有 75%的地表被水覆蓋，為我們提供無窮盡的潛水機會。就生物學而言，海洋孕育的

生物遠比陸地上的生物還多，而潛水活動可以帶領我們探訪深海之中，人們不為而知之處。潛水

活動最早於 1920 年至 1930 年代在地中海和美國加利福尼亞沿海一帶流行。 

    西元 1949-1959 年國共談判破裂，同年 5 月 20 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頒布戒嚴令：「為確

保臺灣之安定，俾能有助於戡亂工作的最後成功」，除基隆、高雄、馬公以外港口，其餘所有港

口一律關閉禁止進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2014)，由警總海防部隊防守，除常業漁民外

一般人民不得隨意接近海岸(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1)。在這段戒嚴時期，政府阻擋了

所有水域發展，國民也無法享受這項休閒活動。 

    但是水肺潛水活動，則到 1943 年才誕生。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擁有的海岸線總長為 1134

公里。水肺潛水(SCUBA)是 Self 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 的縮寫，就是潛水員攜

帶著氣瓶的意思，中文就是水肺潛水又簡稱潛水。水肺潛水是指潛水員自行攜帶水下呼吸系統所

進行的活動，只要你可以在水中呼吸，那就是水肺潛水。依照你使用的裝備區分，初步可分為開

放式（open-circuit）呼吸系統。其原理是利用調節器（Regulator）裝置，將氣瓶中的壓縮氣體轉

化成可供人體正常呼吸的壓力氣體。開放式呼吸系統比較簡單。因此，現在較多人選擇「開放性

呼吸系統」，此系統供應的氣體給潛水員單次使用並排放出海裡。 

二、休閒水肺潛水產業概況 

    儘管潛水活動推行初期遭遇許多困難，但有中華潛水器材公司所奠定的根基之後臺灣潛水環

境大幅進步。1987 年7 月14 日由當時臺灣總統蔣經國先生宣布隔日零時起正式解嚴，結束長達

38 年的專權統治(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2014)，海岸線的探索才逐漸明朗化。戒嚴解除後

海岸線重新開放，民間潛水組織與團體開始迅速發展成立，當時只有少數國際潛水系統如：國際

潛水教練協(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derwater Instructors，NAUI)、專業潛水教練協會(PADI) 與

世界水中運動聯盟(Confederation Mondiale Activities Scubaquatiques，CMAS) 具有標準教學規範遵

循外，國內海岸資源管理與潛水器材皆由各潛水組織道德約束規範，並沒有標準法源可追尋。藉

此1989 年由謝新曦先生號招國內菁英成立「中華民國潛水協會」，7月經由內政部核定後代表國

內民間潛水組織統一規範與管理，為臺灣休閒潛水產業奠定發展基處。 

    綠島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位於珊瑚大三角的北緣，綠島位於東南方太平洋上，海域位在

黑潮主流通道上，溫暖的黑潮帶來豐富的海洋生物，加上海岸地形、風浪等因素，形成獨一無二

的自然景觀，五彩繽紛的珊瑚礁海底世界，綠島有最獨特的珊瑚礁資源，帶著來自赤道溫暖海水

的黑潮，終年由南向北流經台灣東邊，使綠島成為黑潮北流必然造訪的島嶼，海水溫度終年可保

持在20度以上，冬天最低溫約22度，夏天最高可達到30度，所以綠島一年四季都適合潛水。 

    海域內適合潛水活動的據點很多，綠島一年四季都適合做潛水產業，夏天吹西南季風就潛北

邊，冬天吹東北季風就潛南邊，而台東縣政府在 2018 年五月四日在綠島石朗海底 11.5 公尺深設

立了世界最深的海底郵筒，海底郵筒正式啟用後可以使用海底郵筒專用的明信片潛入海中投遞，

這是一座以豆丁海馬為造成的郵筒，而且是真正與中華郵政合作能寄出信件的郵筒，也是目前全

世界最深的海底郵筒，以不破壞環境的 316 不鏽鋼材質製作，設立在非珊瑚礁群中，海底郵筒也

為綠島帶來一些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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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閒水肺潛水產業發展與經營 

    綠島南北長約4公里，東西寬約3公里，面積約16平方公里，綠島因為有火燒山與阿眉山兩座

山岳阻絕季風，此地一年四季都適合潛水活動，但也因為台灣潛水產業起步比國外慢，所以導致

台灣潛水產業這一塊沒有像國外一樣的熱門，台灣潛水還有許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改進，綠島的交

通也較複雜，不像墾丁的交通較便利，如果綠島的交通像墾丁那樣的便利，一定會為綠島帶來較

多的潛水客，雖然綠島一年四季都可以潛水但綠島的淡旺季較明顯，旺季忙的時候非常的忙，淡

季的時候很閒，這要如何去改善呢？ 

    綠島也不是只有水肺潛水而已，綠島也有自由潛水且自由潛水現在也越來越多人去學習，自

由潛水現在越來越盛行其實也有些許的影響到水肺潛水，因自由潛水跟水肺潛水得差異性就只是

差在有沒有背裝備而已，自由潛水拍出來的照片會比水肺潛水來的好看原因是水肺潛水有背裝備

所以拍出來會有裝備，但自由潛水拍照就不會有裝備，所以許多網美會請像於自由潛水較多去學

習。這也是給潛水店家一個考驗，考驗要如何去拉取更多客人來體驗潛水與考證照。  

    現在潛水店越開越多間，讓客人選擇也更多，但要如何讓客人選擇跟別人服務不同的呢？要

如何推廣與別人不一樣的潛店呢？潛水在民國55年前海防管制還很嚴格時，只限於軍事潛水、工

程潛水、漁業潛水等產業，在民間也禁止潛水活動。直到民國76年，由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宣布解

除戒嚴後。諾德爾先生開始在民間首推潛水活動，諾德爾先生是華人企業家來台定居後，因本身

對潛水的熱愛，便在台灣積極努力推廣潛水活動，而組織潛水俱樂部。因此潛水活動逐漸在台灣

興起，然而現今台灣潛水由北到南皆有潛水組織、潛水公司、潛水店家及俱樂部達到上百間以

上，就連綠島、蘭嶼、小琉球都可以輕鬆找到潛水服務機構。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將休閒運動潛水與觀光產業結合，整合產業、景觀、生活、   

生態、文史、娛樂、觀光與休閒等資源，體驗活動，使產業更具深度、廣度與特色。 

2.整合地方景觀資源，開發具有國際級特色之休閒運動潛水區域，建構完成優質休閒潛水產業。 

3.配合休閒潛水產業區域，整合帶動地方產業文化、發展地方特色，促進經濟整體發展。 

二、建議 

    成功經營潛水休閒運動產業除了產業提供水域體驗優質品質和安全服務之外，培訓教練和工

作人員專業的知識和技能，定期檢查和維修潛水相關設備，確保其可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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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運動體驗與推廣－以吳鳳科技大學學生為例 

 

蔡守浦1  肖詠梅2 

吳鳳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摘  要 

    曾幾何時，有人說台灣是足球運動的沙漠，然四年一次全球矚目的世界盃足球賽甫剛落幕，

台灣各地也吹起一陣世足風潮，當然在大學校園內也不乏有三五學生躍躍欲試，在草地上踢起足

球追逐起來外，在校園內談論球星與精采賽事等。由此本文旨在探討台灣足球運動推展的現況，

經由文獻回顧台灣足球發展的歷史脈絡，並試圖設計規劃簡易足球體驗活動，透過樂趣化足球運

動的實際體驗，讓學生對於足球基礎概念，並在活動間享受踢球的快樂，活動中並藉由國外足球

精彩競賽影片觀賞，讓參與者去感受國外職業球賽緊張且刺激的氛圍，透過參與者吳鳳科技大學

學生問卷滿意的回饋建議，證實台灣也是足球運動的聖地。 

 

 

關鍵字：足球運動、樂趣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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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背景與動機 

    足球這項運動能傳達，思想，心智，與行為等社會因素來形成，，藉此在理論行為等方面成長，

運動社會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和個體參加運動的重要性。經常有人論起足球，總是笑稱「台灣是

足球運動的沙漠」(張哲豪，2011)，此話並非空穴來風，確實有些道理，因為在台灣運動項目中經

常被大眾所提起的除了籃球、棒球，皆有相對應的職業聯賽跟專用的球場外，並且有一群固定的粉

絲消費族群，相對於足球運動，比賽沒場地，難得找到場地比賽，卻不見觀眾加油，反之一旦有了

觀眾，是不是就有所謂的職業化，因此本文藉由吳鳳科技大學學生為推廣目標，試圖設計規劃簡易

足球體驗活動，透過樂趣化足球運動的實際體驗，讓學生對於足球基礎概念，並在活動間享受踢球

的快樂。 

二、活動目的 

基層的足球人口持續增 加，地區性已逐漸穩固厚實，如何培養新一代球 員，持續向下扎根和各

學校對於足球的投入，都必 須持續進行。透過這次活動讓學員們去體驗足球，從最基礎的傳球到射門

甚至是比賽，讓大家去深刻體會到這項運動的有趣之處，在活動的最後也會讓大家去觀看國外足球的

比賽，去感受國外職業球賽緊張且刺激的氛圍，然後藉由這次活動，去達到推廣的目的。 

1、藉由體驗活動，讓學員們認識足球 

2、藉由體驗活動，達到推廣目的 

序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行程 備註 

1 111 

年 

5 

月 

18 

號 

15:00 
吳鳳室外

人工草皮 

五人足球 

場 

集合 
 

2 
15：00-15：15 活動說明 

 

3 
15：15-15：40 基礎熱身訓練 自行 

4 
15：40-16：30 進階訓練 喝水 

5 
16：30-17：00 比賽 休息 

6 
17：00-18：00 105 教室 職業球賽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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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

課程規劃與設計 

此次的活動行程如表 3-1-1 所示。 

表 3-1-1 足球體驗行程表 

 

貳、文獻分析 

一、足球歷史介紹 

    古代足球出現於中國戰國時代的蹴鞠，2004年初，經國際足總的確認，古代中國的蹴鞠是足球運動

的最早雛形，早在2300多年前(公元前285年)，蹴鞠就已經誕生。最早確切可信的文字記載這項運動者，

當屬《戰國策》和《史記》，當時它以具有軍事性和娛樂性雙重性質的活動而被記錄下來，到了隋、唐時

代，蹴鞠和佛教一起傳到了日本，今日日語及韓文中仍可見稱足球為「蹴球」的用法，這便是受到中國的

影響。 

 

 

 

 

 

 

 

 

圖2-1-1 中國古代的蹴鞠是國際足聯正式認證的世界足球起源 

 

現代足球被認為起源於19世紀中期的英國，最早的職業聯賽也在同地開始。1863年10月26日，世界

第一個正式的足球組織英格蘭足球協會（The Football Association）在英國首都倫敦成立，這一天也被作

為現代足球運動的誕生日。    

7 
18：00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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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足球現況 

有人稱台灣是足球運動的沙漠，因為足球場地的不足限制了台灣足球運動的發展，也造就體育署

高層近年在公開場合提到在台灣廣設足球場！但場地不足真的有辦法影響一項運動的發展嗎？對巴西

人而言，足球即生活，巴西民眾都可以自在地在街上踢起足球，並不會侷限一定要在綠油油的足球場

上才能踢球，只要有球有人就可以一起踢球。 

 

 

 

 

 

 

圖 2-2-1 踢球的巴西孩子 

目前台灣基層足球市場有多樣足球項目正在健康地發展茁壯，有許多幼稚園開始與運動中心合作

開辦迷你足球課程，五人制足球賽也吸引許多學生及社會人士的參與，這些新興的足球類型除了較不

受場地的限制外，比起正規十一人制足球，室內小型足球活動其實更適合台灣。因此，政府不應把台

灣無法發展足球運動遷就於場地的不足，而是應透過長遠的政策規劃，讓足球運動深植人心，甚至內

化為民眾運動生活的一部分。 

 

 

 

     

 

 

圖 2-1-2英格蘭足球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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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中市五人制足球邀請足球全國邀請賽 

 

三、台灣足球未來發展 

台灣小學層級的足球發展不錯，但到了國中就直線下降，台灣男足隊長陳柏良感嘆：「台灣重視

升學主義，家長普遍認為踢足球沒有未來，容易消耗體能、甚至受傷；再加上國內沒有職業足球，家

長自然不敢讓孩子的一生放在足球上。」球員學齡時期的育成，將是改變台灣足球體質的關鍵。參考

各國制度，歐洲多半採行俱樂部制，美國由學校校隊培養人才，部分亞洲國家則採雙軌制，讓學校與

俱樂部結合，擴大足球風氣，這也是台灣可以仿效的。 

除了基層，現今台灣的成人聯賽缺乏誘因，除了比賽精采度，媒體行銷也有關係。職業比賽就是

一種娛樂，台灣的運動在行銷上一直少有著墨，只在辦比賽，以後應該成立多媒體行銷部門，推銷球

隊和創造明星球員，並加強比賽的娛樂性，比賽有明星有看頭，觀眾願意捧場，贊助、電視轉播都會

來。 

參、樂趣化足球運動推廣 

一、活動對象 

    這次活動在吳鳳科大室外五人制球場進行，時間則是111年5月18號下午三點，以吳鳳科大學生為對

象，總共為七位對足球有興趣的初學者，這些初學者雖然對足球有著濃厚的興趣，但沒有任何的踢球經

驗，所以藉此機會讓他們開心地去體會這項運動。 

 

 

 

 

 

 

 

 

 

 

 

圖1 吳鳳學生們與教練的合照 

 

二、活動器材 

足球場，我們這次選用五人制的足球場，地面是採用人工草皮，人工草皮會比自然草皮還要來的平整，

跑起來也更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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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人工草足球場 

 

足球門，這是在足球場最常見的物件，也是每位守門員守護的東西，圖中為五人制專用的大小。 

 

 

 

 

 

 

 

 

 

 

 

 

圖3 足球門 

 

足球，此為四號低彈球，為五人制常用的款式，另外十一人制使用的是五號高彈球。 

 

 

    

 

 

 

 

 

圖4 四號低彈球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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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盤，這次選用的是扁平狀的圓盤，是各項運動中最常見的訓練輔助工具，主要功能是標示訓練路線

或訓練範圍。 

 

 

 

 

     

 

 

 

。 

 

圖5 圓盤 

 投影機，用來活動最後播放足球的比賽，讓學員們去感受比賽氣氛。 

 

 

     

 

 

 

 

 

 

圖6 投影布幕 

投影布幕，投影機投影比賽時，能給學員們較好的觀看品質，去享受國外足球的魅力。 

三、活動實施與操作 

     這次總共有四項活動去呈現，熱身協調、團隊合作、比賽與最後的國外比賽欣賞。圖3-3-1 這是第一

項活動，玩法是每一個人先在黃色圓盤後面排隊，當輪到的人聽到叫教練喊聲，就出發到紅色圓盤前面，

然後兩邊的人要馬上猜拳，這時教練會選擇輸的或贏的當鬼，去抓另一個人，但要注意的是，追逐過程不

能穿越紅色圓盤，穿過視同落敗，勝負揭曉後，落敗的人需要收到教練的指示做處罰，例如開合跳之類

的。這項活動除了可以當熱身，也能讓學員能快速地進入狀況，是一項挺有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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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活動指示路徑 

 

 

 

 

 

 

 

 

 

 

 

 

 

圖8 學員進行猜拳選出鬼，教練能選擇是輸的當還是贏的當 

 

  圖9追逐遊戲(一)在追逐過程，要怎麼運用身體的靈活度去達成目標，是學員們要去探索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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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追逐遊戲(一) 

 

 

 

圖10 追逐遊戲(二)從圖中也不難看出，學員們很享受競賽帶來的樂趣。 

 

     

 

 

 

 

 

 

 

 

 

圖10追逐遊戲(二) 

 

 

      圖11是第二項活動，這項是考驗大家的團隊合作，那活動辦法是，分成兩組，兩組人手牽手且不得放

開，並且每個人要分配到號碼，接下來教練會從紅色圓盤發球，然後會隨機叫號碼，選中號碼的人必須上

前拿球，並且擺脫對手手牽手的防線並得分，這除了要考驗被選中的人球技外，也考驗其他隊友是否有足

夠的團隊精神去防守每一波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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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活動指示路徑 

 

圖12是學員拿到球準備進攻，這時候可以展現自己的技術幫團隊得分。 

     

 

 

 

 

 

 

 

 

 

 

 

圖12 學員拿到球準備進攻 

 

 

    圖13 這是大家一起衝出去拿球的畫面，因為所有人都被叫上了，所以一聽到，大家直接往前衝了，

其實當下為了拿球，各種無影腳都伸了出來，所幸是沒人受傷，不然當下還蠻多隻腳在搶一顆球。  



   
 

182 
 

 

  

 

 

 

 

 

 

 

 

 

圖13 大家一起衝出去拿球的畫面 

 

    

    圖14 第三項也是動態活動的最後一項，用最輕鬆，最自由的方式去踢一場四對四比賽，比賽中為了

讓所有人都能體驗到踢球的樂趣，我們取消了守門員的位置，讓大家都能快樂的踢球。 

 

     

 

 

 

 

 

 

 

 

 

 

 

 

 

圖14 四對四比賽 

 

 

    圖 15 活動的最後，我們去觀賞 2018 年世界盃的決賽，兩隊分別是法國跟克羅埃西亞，是一場很精

采的比賽。 

 



   
 

183 
 

 

 

 

 

 

 

 

 

 

 

 

 

圖15 觀賞職業球賽，世界盃的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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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建議 

一、結果 

    足球是世界共通語言，是與國際接軌和交朋友 的絕佳途徑。但臺灣足球運動從「牙牙學語」的起 步

階段，經過克難式「比手畫腳」的肢體語言，目 前尚處在找尋摸索學習世界語言的最佳途徑，是故 離

「朗朗上口」的流暢境界似乎還須透過語言翻譯 者的協助，才能跨進共通語言的世界(洪慶懷、邱奕文、

鄭詠達，2012)。以樂趣化方式於各縣市推動足球運動，透過足球運動體驗活動後參與者們了解「團隊合

作」重要性，這也是足球運動裡學習足球文化的課程之一，場上經常聽到「足球是十一個人在踢的」正是

這個意思，就算是強如梅西(L.Messi)、C羅(Cristiano Ronaldo)，他們也是需要隊友的，除此之外，像是哨

聲響起前，不能輕易放棄，也呼應了在現實生活動不能因遇到困難，就輕言放棄，其實足球世界就是個現

實世界的縮影，會遇到各式各樣的隊友與對手，這正是一項運動重要的文化（洪致遠、曾慶裕、張芳文，

2010）。透過樂趣化的快樂地踢足球，參與者們快樂的安心去享受，放心去追求足球。 

 

二、建議 

(一)因受到疫情衝擊環境下，本次參與者僅能從吳鳳科技大學裡徵求志 

  願者，進行體驗，待疫情減緩可徵詢更多跨縣市大學生們一同參 

    與。 

(二)足球樂趣化體驗活動時間上安排可再有彈性，徵求參與者本身各自 

    有課程與打工，導致整起活動規劃與設計延遲。 

    透過參與者吳鳳科技大學學生問卷滿意的回饋建議，推展足球運動事務，刻不容緩，辦理社

區親子足球活動，激發社區、家長參與意願。以班級、社團經營方式輔導國中、高中及大專參與

足球運動。並規劃編製各級足球教材，供各級學校使用，增加學習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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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行銷傳播推動全民運動成效評估 

 

周靈山  鄭志富 

國立臺灣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摘  要 

    蒐集整合行銷傳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IMC）相關文獻發現過去大多解釋觀

念及定義或以企業過往個案進行分析，尚未建立一套衡量整合行銷傳播成效標準，以致使多年來

國內產官學界有心推行整合行銷傳播卻也無所適從。然隨著傳播環境改變，除對傳播工具認定不

同，媒體曝光次數、時間、涵蓋範圍、傳遞效率等作為成效評估要素，都將忽略整合行銷傳播造

成行為改變之效果。Schultz(2004)指出，參與者反應的時間有所不同，在過程當中可能出現「干

擾變數」等都是造成整合行銷傳播難以進行成效評量主要原因。由此，整合行銷傳播效果受限於

上述種種內、外在因素與環境變數影響，致使在成效評量上難有一致的評估標準而窒礙難行。本

研究試圖以各學派核心運作的觀點，建構最適當的評估，來評量整合行銷傳播成效。研究針對全

民運動推動政策進行調查，研究對象為運動 i 臺灣計畫執行單位，第一階段針對國內二十二縣市

承辦單位發放問卷，第二階段以「專家意見調查法」，對國內二十二縣市中央訪視委員進行訪

談，實施方式包括專家訪談、問卷調查、內容分析等，其資料作為問卷調查之假設、問項之依據

後；發放 46 份問卷，回收 40 份。問卷調查得知國內各縣市運動 i 台灣承辦單位對整合行銷傳播

觀念了解程度和整合執行現場最主要構面因素量化結果。  

 

關鍵字：整合行銷傳播、全民運動推動、運動 i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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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研討會-貴賓名單 

編號 姓名 單位 

1 張乃仁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教授 

2 林晉榮 中正大學運動與競技學系教授 

3 江杰穎 國立體育大學技擊運動技術系副教授 

4 蔡守浦  吳鳳科大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教授 

5 林威秀 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副教授 

6 曾沈連魁 中正大學運動競技系教授 

7 周靈山 吳鳳科大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副教授 

8 許龍池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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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海威 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系 

4 鄒佳芝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暨休閒教育研究所 

5 李景瑜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6 沈泓誠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7 蕭聿芸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與休閒教育研究所 

8 莊曉蓓 明新科技大學 

9 曾定騰  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系 

10 林子芸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 

11 吳津津 明新科技大學 

12 佘昱融 南華大學運動學程 

13 徐辰瑄 南華大學運動學程 

14 王誠德 南華大學運動學程 

15 蔡佳君 南華大學運動學程 

16 余義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17 陳亮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18 黃御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19 陳鈺宜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碩士班 

20 吳欣容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事業管理碩士班 

21 李昱嫻 中正大學運動競技系運動與休閒教育碩士班 

22 張振揚 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系 

23 彭逸坤 樹德科技大學  

24 施人夫 國立金門大學管理學院事業經營在職專班 

25 黃明燕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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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陳俞潓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27 沈于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系 

28 簡榮成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運動與健康休閒碩士在職專班 

29 劉哲宇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系 

30 陳宣羽 台南大學體育系 

31 葉迪昂 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系 

32 許元柏 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研究所 

33 吳憲訓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4 郭昶宏 世新大學 

35 張瑞興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6 吳昆典 世新大學 

37 蔡守浦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8 肖詠梅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39 周靈山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40 鄭志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41 劉子杰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42 邱奕璋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43 傅卉妮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44 王星雅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45 楊織語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46 龔珮諭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47 陳雅君 嘉義縣竹崎高中 

48 陳麒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49 邱柏凱 新北國王籃球隊 

50 黃柏睿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系研究所 

51 吳珮筠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52 洪煒崙 明道大學休閒保健學系 

53 游懷 明道大學休閒保健學系 

54 林玉堂 明道大學休閒保健學系 

55 陳盈璇 長庚醫院 

56 許伯陽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57 何應志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58 陳志函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59 杜繼超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60 黃健安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61 鄭旭龍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62 黃群智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63 傅卉妮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64 佘昱融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65 劉子杰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66 楊織語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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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許瀷鏻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68 邱奕璋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69 王星雅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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