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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組織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會諮詢顧問

王建台、王國照、王漢忠、林華⾱、邱炳坤、⾼俊雄、張少熙、

楊俊毓、戴遐齡 (依姓⽒筆劃排序)

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許美智

委員│王正平、王淑⾳、王鶴森、巫錦霖、李佳融、李恆儒、

季⼒康、林槐庭、林瀛洲、⾼俊雄、康正男、張育愷、

陳⼦軒、陳世昌、陳志⼀、陳國儀、陳耀宏、湯⽂慈、

程瑞福、⿈永寬、⿈國晉、詹德⽣、潘義祥、蔡佳良、

鄭景峰 (依姓⽒筆劃排序)

執⾏委員會

主任委員│許美智

副主任委員│盧伯樑、林槐庭、吳育澤

委員│⽢乃⽂、何健章、吳思穎、李佳倫、李淑玲、周⽂毅、

林晉榮、林瑋宏、邱慧芬、徐靜輝、張乃仁、張博智、

張簡國平、郭藍遠、陳伯儀、陳亭亭、陳福安、

曾⽟華、⿈⽂經、⿈泰源、⿈啟彰、⿈ 煜、楊宗勳、

詹貴惠、鄭勵君 (依姓⽒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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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團隊

總召集⼈│許美智

副召集⼈│林槐庭、徐靜輝

秘書組│陳仕偉

林郁婷、⾼晧祚、張⽂⼼、陳宴芳、陳韻⽵、⿈貞蓉、

蔡貴蘭、簡呈恩 (依姓⽒筆劃排序)

議事組│吳育澤

王錠釧、張乃仁、張值維 (依姓⽒筆劃排序)

財務組│⿈彩蓉、陳仕偉(兼) 

接待組│莊秉程

典禮組│林緯承、葉軒

攝影組│張奕珊、陳肇安

活動組│朱奕華

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吳育澤

副主任委員│張乃仁、張值維

委員│王信民、王錠釧、吳忠誼、陳渝苓、陳福安 (依姓⽒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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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17屆

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歡迎詞│

台灣運動禁藥管制學會理事⾧

⾼雄醫學⼤學運動醫學系教授

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2006年起舉辦已⾏之有年，每年由各

體育運動相關學協會接⼒承辦，提供國⼈參與

體育運動學術活動的機會，並推動體育運動學

術研究⾵氣、分享⽇新⺝異的體育運動新知，

為臺灣體育界⼀⼤盛事。

「2022年第17屆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

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由台灣運動禁藥管制

學會及⾼雄醫學⼤學主辦，以「運產科競連成

線，照護健康無極限」為主軸，冀望透過本次

研討會，增進體育運動學術交流、提升研究與

實務運作品質，更整合產業、科研、競技等各

專業領域，擴⼤體育運動對社會各階層之影響

⼒，以期促進全民健康、提升體育運動產業價

值、激發出更多無限可能。

本屆研討會誠邀體育運動學術與實務並重

之資深學者進⾏專題演講，主題包含海港城市

運動休閒產業、運動產業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運動選⼿健康的守護者、運動禁藥管制發展趨

勢、特殊族群⽣活優化、學童健康；同時亦邀

請國內知名國⼿及教練，⼀同探討近年國科會

⽀持精準運動科學之研究發展與實際競技應

⽤。除此之外，也藉由為期兩天的⼝頭與海報

之研究論⽂發表，彙集各體育運動相關系所、

學協團體、產業部⾨進⾏動靜態成果展⽰，透

過體育學者專家、運動產業界師⽣與社會⼈⼠

共同參與，展現彼此於體育運動學術專業的研

究成果，以此增進產官學各界互動，提供與會

者精彩紛呈的知識盛宴。

感謝教育部體育署與⾼雄市政府運動發展

局的全⼒⽀持與指導，全國各體育運動團體、

贊助商的⿍⼒相助，以及籌辦會務的⾼雄醫學

⼤學及台灣運動禁藥管制學會⼯作夥伴的連⽇

⾟勞，謹致謝忱。最後，誠摯歡迎各位貴賓蒞

臨古⼈⽂與新都會薈萃的港都⾼雄共襄盛舉，

期望⼤家在2022年的尾聲，來到⾼雄能收穫

滿滿、滿載⽽歸，激發出更多元⼤膽的想法與

創意，在來年能⼤放異彩，使體育運動學術發

展扶搖直上！

祝福本屆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圓滿順利，各位貴賓⾝體健康、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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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時間

頒獎典禮
頒發體育運動耕耘獎

09:30-09:40

專題演講�⼀�海港城市運動休閒產業
演講題⽬│港都運動休閒產業之發展現況與展望
主持⼈│邱炳坤 校⾧�國⽴體育⼤學
主講⼈│侯尊堯 局⾧�⾼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09:40-10:30

專題演講�⼆�運動產業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演講題⽬│後疫情時代運動產業之發展與挑戰
主持⼈│杜正忠 總經理�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主講⼈│⾼俊雄 特聘教授�國⽴體育⼤學

10:40-11:30

專題演講�三�運動選⼿健康的守護者
演講題⽬│我國運動防護之現況與發展
主持⼈│林麗娟 教授�國⽴成功⼤學
主講⼈│張乃仁 教授�⾼雄醫學⼤學

14:00-14:50

專題演講�四�運動禁藥管制發展趨勢
演講題⽬│運動禁藥管制之發展與現況－教育的重要性
主持⼈│⽅世華 教授�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主講⼈│許美智 教授�⾼雄醫學⼤學

14:50-15:40

報到08:20-09:00

開幕典禮│迎賓活動
�弦情逸致樂悠揚、⾼醫⼤運醫系秘靚舞團－爵對經典�
致歡迎詞│台灣運動禁藥管制學會�許美智 理事⾧
　　　　　教育部�林騰蛟 次⾧
　　　　　⾼雄醫學⼤學�楊俊毓 校⾧

09:00-09:30

午餐與休息（各學、協會活動）11:40-13:00

論壇
主題│精準運動科學之發展與應⽤
主持⼈│陳美燕 教授�國⽴臺灣師範⼤學
與談⼈│莊智雄 教練、莊智淵 國⼿、葉伊恬 國⼿

13:00-13:50

茶敍暨論⽂⼝頭及海報發表Ⅰ15:50-18:00

報到08:30-09:00

專題演講�六�學童健康
演講題⽬│運動教育對於學童體適能與認知功能的效益
主持⼈│潘義祥 教授�國⽴體育⼤學
主講⼈│周建智 教授�臺北市⽴⼤學

11:00-11:50

活動內容時間

專題演講�五�特殊族群⽣活優化
演講題⽬│特殊族群運動適能的健康促進
主持⼈│許秀桃 教授�國⽴中⼭⼤學
主講⼈│潘倩⽟ 特聘教授�國⽴⾼雄師範⼤學

09:00-09:50

茶敍暨論⽂⼝頭及海報發表Ⅱ

國際會議廳
Ａ廳

國際會議廳
Ａ廳

國際會議廳
Ｂ廳

國際會議廳
Ｂ廳

地點

各會議室

國際會議廳、IR201、IR301

地點

國際會議廳、IR201、IR30110:00-11:00

See You Next Year In 嘉義�林晉榮 教授
閉幕典禮�頒發優秀論⽂獎�贊助廠商感謝狀

12:00-12:30

第⼗七屆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會活動⽇程表│

※主辦單位保有調整主持⼈及主講者之最終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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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運動禁藥管制學會

王國照
⾼雄醫學⼤學 名譽教授

推薦單位

學術榮譽事蹟

推薦理由經歷

王教授20年來致⼒於推動臺灣運動醫學，在擔任⾼

雄醫學⼤學校⾧期間，創設「運動醫學系」，培訓

具備運動傷害防護、體適能指導、運動禁藥及運動

科學研究專業⼈才，並在⾼醫⻣科規劃成⽴運動醫

學次專科，執⾏運動醫學專科治療。近年來，學系

及⻣科在王教授的指導下，⾼醫⼤運醫系及⾼醫⻣

科在國內運動員照護領域表現相當出⾊，肩負起運

動員的健康照護，協助選⼿在競技場上有亮眼的表

現，學系畢業系友及附院醫師已有多⼈擔負起亞奧

運國⼿與基層體育班選⼿的防護及受傷治療⼯作，

並且強化運動禁藥知識推廣與宣導；此外學系亦負

責教育部校園運動防護計畫輔導中⼼，協助建⽴⾼

中端全國運動防護網，並推動全民運動⾵氣並建⽴

民眾維護健康體適能觀念，為我國的運動照護作出

重要貢獻。王教授⾧期以來出錢出⼒為運動醫學界

持續付出，其典範事蹟⾜堪表率，榮獲此殊榮乃實

⾄名歸。

•2007 美國維吉尼亞⻣科醫學會終

⽣成就獎

•2001 維吉尼亞⼤學⻣科優良教學

終⽣成就獎 

•2001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45th Annual Meeting Orthopaedic 

Research Society, San Francisco, 

CA. 

•2000 The Resident’s Teaching 

Award,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8 The Nicholas Andry Award, 

The Association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1997 The Otto Aufranc Award, 

The Hip Society: American 

Academy of Orthopaedic Surgery.

•1993 ⾼雄醫學⼤學傑出校友獎

•1992 The Otto Aufranc Award, 

The Hip Society: American 

Academy of Orthopaedic Surgery.

•1985 The Stinchfield Award, The 

Hip Society: American Academy 

of Orthopaedic Surgery. 

•⾼雄醫學⼤學校⾧(2000�2006)

•美國維吉尼亞⼤學醫學院

　Lillian T.Pratt講座教授、⻣科主任

　(199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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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運動⼼理學會

王俊明
南開科技⼤學 退休教授

推薦單位

學術榮譽事蹟

推薦理由經歷

王俊明教授為本學會之起草籌備、定名與創會會

員，⾧期擔任本會常務監事職務，推動學會會務發

展、提供建⾔、促進決策效能，王教授同時也⾧期

擔任台灣運動⼼理學會之顧問，為台灣運動⼼理學

會會務之推動不遺餘⼒。王教授⾧期致⼒於運動⼼

理學領域的研究與教育推廣，有系統地推動運動⼼

理學知識，迄今在臺灣培育多位博⼠⽣與碩⼠⽣，

期間並且發揮其⼼理與計量研究專⾧，⾧期在學術

界推廣統計概念，並出版相關書籍，有系統地在教

育與推動統計背景知識的普及化。

1.國民體育季刊編輯委員

(1997.08—2005.07)。

2.⼤專體育雙⺝刊編輯委員 

(1998.08—2002.07)。

3.考試院體育⾏政⾼等考試「體育測

驗與統計」命題委員 (1994)。

4.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體育學⾨複審

委員 (1996—2002)。

5.普通⾼級中學體育科課程綱要專案

⼩組委員 (2006.06⾄2008.12)。

6.⼤專體育學刊編輯委員 

(1999.02—2013.01)。

7.台灣運動⼼理學會常務監事 

(2001.08—2012.07)。

8.台灣運動⼼理學會顧問 

(2012.08—迄今)。

美國愛荷華⼤學⼼理與計量研究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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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運動教育學會

李⼀聖
臺北市市⽴國民⼩學 候⽤校⾧

推薦單位

學術榮譽事蹟

推薦理由經歷

李⼀聖校⾧現階段擔任台灣運動教育學會秘書⾧，

⾃2017年起擔任本會副祕書⾧並於2020年接任秘書

⾧，協助推動本會多項會務⼯作(如：台灣勞倫斯運

動公益計畫；探索體育：鍛鍊品格、體育加值計

畫；2017及2021台灣運動教育論壇等)並協助辦理國

內外研討會(如：體育南向新思惟與策略-2017當代

運動教育暨臺灣東協南亞全球巧固球發展國際研討

會；品格培植、體育加值-2018東亞運動教育暨探索

體育國際研討會；第⼗五屆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

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2022第⼗屆東亞運動教育

聯盟國際學術研討會等)也並⾧年扎根於基層體育協

助推動各項教學與活動(如：協助教育部體育署體育

教學模組影⽚腳本與指導並擔任講師；擔任教育部

國民⼩學學⽣學習成就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研究

發展與推廣計畫種⼦教師；⼗⼆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健康與體育領域種⼦教師。)積極努⼒推動各

項⼯作，⾜為楷模及表率。對於運動教育領域的貢

獻良多，特此推薦李⼀聖校⾧為本會之體育運動耕

耘獎得主。
1.獲2022年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學術論⽂獎」

2.獲國⽴體育⼤學傑出校友�110年

3.獲國⽴體育⼤學博⼠班學術研究獎�

109年

4.獲臺北市⽴⼤學傑出校友�109年

5.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質獎

6.擔任109年第⼗五屆全國體育運動學

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執⾏⾧

1.台灣運動教育學會秘書⾧

2.台灣運動教育學會副祕書⾧

3.中華民國民俗體育運動協會副祕書⾧

4.臺北市民俗體育運動協會總幹事

5.臺北市國教輔導團健體領域兼任輔導

員

6.「2009聽奧學⽣學習⼿冊」、

「2017世界⼤學運動會學習⼿冊」、

教育部體育署⽔域安全教育數位教材

編輯委員

7.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原住民運

動會臺北市代表隊輔導委員榮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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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

李復甸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理事⾧

推薦單位

學術榮譽事蹟

推薦理由經歷

社團法⼈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簡稱法學會�

於109年受教育部認可為我國第⼆家體育紛爭仲裁機

構，提供國內運動選⼿、教練或體育團體，若是發

⽣體育紛爭時，可依「國民體育法」第37條規定向

法學會申請仲裁。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李復甸理事⾧於109年⾄111年期

間協助本會建⽴體育紛爭仲裁制度及開辦多次研

習、課程及研討會，並實際擔任體育紛爭仲裁案件

主任仲裁⼈，對於推動我國體育紛爭仲裁制度幫助

甚多，嘉惠體育界，故本會極⼒推薦中華民國仲裁

協會李復甸理事⾧為體育運動耕耘獎⼈選。

教育部108年度資深優良教師

•中國⽂化⼤學法律研究所教授

•世新⼤學法學院院⾧

•博譽國際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講座

•司法院司法⼈員研習所講座

•第六屆⽴法委員

•第四屆監察委員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及顧問

13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林靜萍
國⽴臺灣師範⼤學 教授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系主任

推薦單位

推薦理由

經歷

⼀、本會服務⽅⾯

⾃1990年始協助本會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議事

組⼯作以來，歷任幹事部、兩任秘書⾧、兩任

理事⾧職務，以及常務監事、理事職務，⾧期

服務，績效卓著。

⼆、專業服務⽅⾯

⾧期投⼊專業服務，協助課程改⾰之推動。擔

任健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團委員、⾼中體育學科

中⼼諮詢委員、教科書審查委員；主持教育部

體育課程與教學QPE發展計畫、精進師資培育

計畫、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學研究中⼼�中學組�

計畫等⼯作。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秘書⾧、理事⾧

•台灣運動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副理

事⾧、秘書⾧

學術榮譽事蹟

1.主要研究領域為運動教育學，主持科

技部計畫案⼗餘件，聚焦教師、教練

知識發展、模式本位體育教學實施、

教師專業認同與專業發展等議題，成

果提供教學實務之參考。 

2.擔任“中華體育季刊”“體育學報”

“臺⼤體育學報”領域編輯，協助運

動教育學術領域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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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跆拳道學會

洪榮聰
建國科技⼤學 教授

推薦單位

學術榮譽事蹟

推薦理由經歷

洪榮聰博⼠是國內第⼀位跆拳道⼋段⾼⼿的教授，

由於兄弟個個是跆拳道⾼⼿、⼀⾨四傑共計32段，

從⼩不斷精進跆拳道的專項體能、品勢與技術，曾

獲選1988年奧運國家隊精選嚴訓冠軍、⽐利時公開

賽國家代表選⼿及歷屆區運會⾦牌，近30年來也在

⼤專院校致⼒於跆拳道的創新教學、研究與訓練⼯

作。

2001年擔任跆拳道國家代表隊教練，隊員在洪教授

的指導下榮獲世界盃及東亞運⼥⼦團體冠軍與男⼦

團體季軍，洪榮聰教授在中華民國跆拳道界，可說

桃李滿天下，努⼒教學、訓練學員的精神，令⼈敬

佩。

在學術研究⽅⾯，發表於國內外跆拳道運動的相關

論⽂40餘篇，獲得經濟部運動相關發明專利30餘

件，並且指導學⽣參加國際發明展獲得近60餘⾯獎

牌，他在跆拳道學術與教學的默默耕耘成果，值得

表揚肯定。

1.建國科技⼤學觀光系主任
2.台灣跆拳道學會理事
3.中華民國跆拳道武藝協會監事
4.台灣職業拳擊協會理事
5.台灣運動科技發展協會理事
6.中華民國⼤專院校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

委員
7.世界跆拳道總部國際⼋段
8.世界跆拳道聯盟國際裁判
9.中華民國體育總會國家級教練/裁判
10.⾏政院體委會學校專任教練
11.⼤專跆拳道學刊、台灣跆拳道運動學刊、管

理實務與理論研究、運動與遊憩研究、休閒
事業研究期刊、運動休閒餐旅研究、島嶼觀
光研究編輯委員

12.2001年東亞運暨世界盃跆拳道國家代表隊
教練

13.2012年奧運跆拳道選訓委員
14.2014亞洲運動會跆拳道⽐賽電視直播講評⼈
15.2018-12∼2019-01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

書審查 審查委員

1.獲得經濟部運動相關發明專利25件。
2.獲得國際發明展獲獎60⾯獎牌。
3.1986年區運會⾦牌。
4.1988年奧運跆拳道國家隊精選嚴訓男⼦組60 

公⽄級冠軍。
5.1989年區運會⾦牌。
6.1989年⽐利時跆拳道公開賽國家代表選⼿。
7.1992年國軍運動會⾦牌。
8.2001年指導跆拳道國家代表隊榮獲東亞運動

會⼥⼦團體冠軍、男⼦團體季軍及世界盃團
體季軍。

9.2011-2015年通過經濟部學界關懷中⼩企業計
畫補助。

10.2016年國⽴臺灣體育運動⼤學傑出校友。
15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會

張⽊⼭
國⽴東華⼤學 兼任教授

推薦單位

推薦理由經歷

張⽊⼭教授先後畢業於國⽴臺灣師範⼤學體育學系(學⼠)；國⽴體育⼤學教練

研究所(碩⼠)；國⽴體育⼤學體育研究所(教練科學組博⼠)。本會成⽴之初

(1999年)，即加⼊本會(為永久會員)。

張⽊⼭教授擔任教職42年，任職期間除了在教學、學校⾏政上有積極的表現之

外，對於體育運動相關事務之參與，例如：加⼊體育運動團體組織、推動社會

體育事務、擔任運動教練等，皆能善⽤所學積極投⼊。在學術表現上也可圈可

點，其中較為特殊的相關事蹟，例如：2001年建議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成⽴運

動科學⼩組(擔任召集⼈)，以提升參加2002釜⼭亞運國家男(⼥)排球選⼿相關

之競技能⼒，此⼀運科⼩組(⼈員與經費)是中華排協⾃組，創全國各單項協會

之⾸例。另外，提議進⾏2006花蓮縣優秀運動選⼿精進計畫-運動科學及運動

訓練整合實驗計畫案(擔任總計畫主持⼈兼⼦計畫三主持⼈)，計畫⽬的旨在協

助花蓮縣參加全中運績優選⼿相關之運科⼯作，提供科學化的訓練觀念，以爭

取最佳的競技效益，實施成效亦達預期結果，此⼀計畫案經費由花蓮縣政府提

供，為全國各縣市政府之⾸創。

基於上述對張⽊⼭教授多年來在體育園地相關事務之積極投⼊及優異表現之認

識，其優良事蹟⾜堪為我體育⼈之表率與典範等之緣由，特極⼒的推薦張⽊⼭

教授代表本會為2022年第17屆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體育運動耕耘獎之

受獎⼈。

•教職與學校⾏政服務⽅⾯

⼀、花蓮縣⽴平和國中：11年67.8起(體衛組⾧、訓管組

⾧、訓導主任)

⼆、省⽴（國⽴）花蓮師範學院：16年78.8起(總務處秘

書、體育室教學訓練組⾧、體育學系主任、進修暨推廣

部主任)

三、國⽴花蓮教育⼤學：2年94.8起(學⽣事務⾧)

四、國⽴花蓮教育⼤學：1年96.8起(教務⾧兼理學院院⾧)

五、國⽴東華⼤學：1年97.8起(副教務⾧)

六、慈濟⼤學：11年98.8~109.7(教育傳播學院體育教學中

⼼專任教授)

•參與體育團體組織⽅⾯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競賽委員會委員、教練委員會委員、

中華排球雜誌編輯委員、排球協會理事(現任)

⼆、中華民國教練學會理事

三、台灣運動⽣物⼒學學會理事

四、台灣幼兒體育學會理事

五、花蓮縣體育會理事

六、花蓮縣體育會排球委員會主任委員(2005~2022年)

•參與⼤型運動賽會⽅⾯

⼀、擔任中華民國⼤專院校排球運動聯賽競賽規劃暨技術委

員、控制委員

⼆、擔任中華民國全國師範院校87、94學年⽊鐸杯體育競

賽執⾏秘書(花師)

三、擔任中華民國90年、9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組

副組⾧(花蓮縣)

四、擔任中華民國90年全國⼤專院校運動會競賽組副組⾧

(東華⼤學)

五、擔任2005年國際⾼中排球邀請賽籌備委員會委員(花蓮

教育⼤學)

六、擔任中華民國95年第9屆全國體委杯男⼥排球錦標賽籌

備會副主任委員(花蓮教育⼤學）

七、擔任中華民國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禁藥管制⼩組

副召集⼈(花蓮縣)

•參與運動教練⽅⾯

⼀、花蓮縣⽴平和國民中學排球、籃球、⽥徑隊教練

⼆、花蓮縣參加臺灣區運男（⼥）排教練

三、國⽴花蓮師範學院(花蓮教育⼤學)男排教練

四、中華民國男⼦排球國家代表隊教練(2001、2003、

2004、2005年)

五、世⼤運男⼦排球國家代表隊教練(2001、2007年)

六、FIVB MEN’S WORLD U-185 CHAMPIONSHIP中華男排

教練 (2004.10印尼雅加達；榮獲世界第⼆名)

七、2004甲級男⼦排球企業聯賽津津企業公司男排教練；

2005甲級男⼦排球企業聯賽中纖公司男排教練

學術榮譽事蹟

⼀、榮獲國⽴體育學院85學年度畢業⽣研究獎(教練研究所)

⼆、榮獲1997中華民國⼤專體育學術研究獎「排球不同⽅向舉球技術之動作分

析「花師男排楊⼤衛選⼿個案研究」。我國⼤專運動科學86學年度研究獎

助專刊，21-31。

三、榮獲2000國科會獎助(甲種)「發展花蓮師院男⼦排球選⼿彈跳⼒之模式研

究」。臺中，書恆出版。

四、榮獲國⽴體育學院91學年度學術研究類傑出校友

五、教育部研究專案主持⼈、共同主持⼈(3件：2003、2006、2007)

六、國科會專題研究獎助主持⼈(6件：2002、2004、2005、2006、2008、

2011)、共同主持⼈(5件：2003、2004、2005、2010、2011)

七、擔任2002釜⼭亞運國家男(⼥)排(運動科學⼩組召集⼈)

⼋、2006花蓮縣優秀運動選⼿精進計畫-運動科學及運動訓練整合實驗計畫(總

計畫主持⼈兼⼦計畫三主持⼈)

九、受邀擔任2011年⽇本排球學會第16回⼤會特別演講(2011.2.27)。講題：

被動反覆衝擊式肌⼒訓練器在下肢爆發⼒訓練上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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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運動⽣理暨體能學會

郭堉圻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教授
⼈類發展與健康學院 院⾧

推薦單位

學術榮譽事蹟

推薦理由

經歷

於學會理事⾧任內，推動業務盡⼼盡⼒，努⼒以

赴。積極辦理各項學術研討會，並推動學術期刊轉

型，同時展現本會的專業特⾊。

1.擔任臺灣運動⽣理暨體能學會理事⾧

⼄職，積極推動國際交流，並於疫情

期間突破困境，以視訊⽅式，辦理多

場國內及國際研討會。 

2.同時與澳洲的⼤學簽訂合作意向書，

共同申請跨國⼈才培育計劃。

3.榮獲111年科技部補助⼤專校院研究

獎勵。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運動保健系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體育室 主任

•國⽴臺北護理健康⼤學 運動保健系 

　系主任

•華⼈運動⽣理及體適能學者學會 委員

•臺灣運動⽣理暨體能學會 秘書⾧

•臺灣運動⽣理暨體能學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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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體⽂化學會

陳麗娥
臺灣⾝體⽂化學會 副理事⾧

推薦單位

經歷

1.與中國科技⼤學數位媒體許允聖⽼師合作由⽂建會

⽂化資產局補助應⽤3D技術保存北港聖德堂⼋家

將�新莊頭前庄官將⾸�臺南何國昭⽼師⽗宋江陣

�應⽤3D技術與4維空間技術將街舞與傳統注⼊新

契機發表《將Fusion》

2.⾧期培養學⽣通過紅⼗字會急救員考試

3.帶領中國科技⼤學學⽣代表臺灣參加2006⽇本北

海道YOSAKOI祭典

4.與臺北市政府和統⼀企業辦理Always Open踩街遊

⾏藝術總監

5.擔任臺灣⾝體⽂化學會副秘書⾧與代理秘書⾧協助

舉辦各項學術活動，共同發表臺灣百年體育⼈物誌

輔仁⼤學唐恩江主任�三鐵皇后吳錦雲�臺灣宋江陣

國寶何國昭

6.配合臺灣⾝體⽂化學會與體育署培養體育運動志⼯ 

、並協助體育署做運動代表隊與運動場館調查

7.共同創⽴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並協助辦理國內各項

研討會、參與東北亞體育運動史學會並發表論⽂、

參與國際體育運動史學會並發表論⽂

8.創⽴中華民國流⾏創意舞蹈協會、與⽇本DANCE@ 

LIVE簽約在臺北孔廟舉辦國際街舞⽐賽、與⼤專體

總辦理熱舞教練講習

9.⾧期推廣競技啦啦隊在臺灣的發展

10.⾧期推廣街舞在臺灣的發展

學術榮譽事蹟

推薦理由

1.做事努⼒積極、協助學會推展各項

⼯作，整合突破傳統思維。

2.從上述榮譽事蹟與做事態度對體育

運動基礎貢獻頗深予以推薦。

•中國科技⼤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副教授

•中國科技⼤學 體育室主任

•臺灣⾝體⽂化學會 副秘書⾧�副理事

⾧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 副秘書⾧�常務

理事

•中華民國流⾏創意舞蹈協會 理事⾧

•代表⼤專體育教師由體育署補助到⽇

本學習競技啦啦隊種⼦教師

•中華民國⼤專體育總會競技啦啦隊規

畫委員、裁判⾧、裁判召集⼈

•中華民國⼤專體育總會熱舞規畫委員 

、裁判⾧、裁判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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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彭⼩惠
國⽴臺南⼤學 教授

推薦單位

推薦理由經歷

彭⼩惠教授為國⽴臺南⼤學體育學系教授，於臺灣

體育運動管理學會創⽴時期便積極推動學會會務發

展，前後擔任過學會理事、監事、賽會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前為學會常務理事與教

育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亦擔任學會「運動賽會經

理⼈初級證照研習會」、「運動設施經理⼈初級證

照研習會」與「運動⾏銷師初級證照研習會」等證

照課程之授課講師並於學會專案中擔任過包含興建

教學游泳池及經營管理訪視委員、游泳與⾃救能⼒

訪視委員，協助本會相關業務推廣與發展良多。

•國⽴臺南⼤學體育學系講師、助理教

授、副教授

•教育部補助國中⼩游泳與⾃救能⼒訪

視委員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學校興建教學游泳

池及經營管理訪視委員

•財團法⼈⾼等教育評鑑中⼼⼤專校院

委託辦理品保認可訪視委員

•臺南市國民運動中⼼營運績效評估委

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專院校體育總會「優種

⼦」運動傳播研習營授課講師

•中華運動休閒產業管理學會運動休閒

管理學報編輯委員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運動管理季

刊、⼤專體育學刊、⼤專體育、體育

學報、中華體育、臺⼤體育學報、成

⼤學報、靜宜學報、運動休閒管理學

報、真理⼤學運動知識學報、臺灣體

育學術研究等體育相關學術期刊審稿

委員

•⼤專體育總會籃球運動聯賽規劃委員

•臺南市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

委員

•臺南市市⽴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遴

選委員

•國⽴臺南⼤學男⼦籃球隊總教練

•全國⼤專籃球聯賽教育部體育署優秀

教練

學術榮譽事蹟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理、監事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賽會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運動賽會經理⼈初級證照

研習會」授課講師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運動設施經理⼈初級證照

研習會」授課講師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運動⾏銷師初級證照研習

會」授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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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台灣運動休閒觀光產業協會

詹德⽣
社團法⼈台灣運動休閒觀光
產業協會 理事⾧

推薦單位

推薦理由

經歷

1.⼠聯有限公司�詹⼠運動⽤品�成⽴⾄今已42年，

代理國內外知名品牌體育運動⽤品，更⾃⼰創⽴

『Jans詹⼠』品牌，影響國內體育運動界既深且

遠。

2.社團法⼈台灣運動休閒觀光產業協會以發展運動

休閒產業與觀光產業、及專業⼈員為宗旨。⾝為

創會理事⾧，出錢出⼒並建⽴協會所有制度�法⼈

化�及⽅向�與教育部體育署合作辦理救⽣員新訓

及複訓)，為協會的發展建⽴良好基礎。

學術榮譽事蹟

•主辦2021年第16屆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

會，辦理學術發表會及編撰學術論⽂集，出錢出

⼒貢獻卓著。

•舉辦2014國際露營論壇邀請產官學演講發表，深

獲國內外專家學者好評。

•明新科技⼤學⼈⽂社會科學學院講師。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台灣體育希望⼯程2005⾼

峰論壇主講⼦題⼆。

•國⽴臺灣⼤學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研討

課程主講⼈。

•2011全球運動管理⾼峰論壇籌備會顧問。

•國⽴臺灣師範⼤學體育學系運動管理學研究課程

專題演講。

•國際露營總會肯定詹理事⾧對組織及推廣活動的

貢獻。

現職

•詹⼠企業有限公司、德⾦國際(股)公司、 

⼠聯有限公司創辦⼈(1977~2022迄今) 。

•台北市體育⽤品商業同業公會名譽理事

⾧。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顧問。

•FICC世界露營總會亞太露營委員會主席。

•台灣露營⾞協會顧問。

經歷

•台北市體育⽤品商業同業公會第⼗⼀ 、

⼗⼆屆理事⾧。

•台北市中興獅⼦會第⼆⼗五屆會⾧。

•台北市國際⼯商經營研究社第三⼗五屆社

⾧。

•台北市露營協會第七屆理事⾧。

•中華民國露營協會第⼗九、⼆⼗屆理事

⾧。

•FICC世界露營總會亞太露營委員會主席。

•台灣運動科技發展協會第⼀、⼆屆副理事

⾧。

•教育部⼤學院校評鑑委員。

•真理⼤學觀光休閒與運動學院運動管理學

系課程委員會委員。 

•2007~2008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籌備會副主任委員。

•國⽴體育⼤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助理教

授。

•美和技術學院休閒運動保健系助理教授。

•國際獅⼦會300A1區露營休閒活動委員會

主席。

•台北市國際⼯商經營研究社進修學院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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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適應體育運動與健康學會

蔡佳良
國⽴成功⼤學 特聘教授

推薦單位

推薦理由經歷

蔡佳良特聘教授任職於國⽴成功⼤學管理學院體育

健康與休閒研究所，並為本學會理事⾧，過去六年

也曾擔任本學會副理事⾧。理事⾧在學術研究⽅⾯

相當卓越，曾榮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外，2020年更

⼊選史丹佛⼤學分析Scopus科學論⽂影響⼒之「全

球前2%頂尖科學家」，並數次擔任國際、國內期刊

審查委員、主編及編輯委員，此外，蔡佳良理事⾧

發表於國際SCI�SSCI期刊論⽂，以特殊族群為研究

對象之相關研究平均每年⾼達⼗篇以上，研究議題

深具應⽤價值，近年來更致⼒於AI運動科技相關研

究，將研究成果推向全民普及化。

此外，蔡佳良理事⾧對於本學會推動國內外適應體

育學術發展不遺餘⼒，過去數年也曾指導許多研究

⽣致⼒於適應體育領域相關研究，對於國內適應體

育發展之貢獻，⾜為後輩學習之楷模及表率，故本

學會推薦蔡佳良特聘教授，作為後輩學習之典範。

學術榮譽事蹟

•106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獲得2020年史丹佛⼤學分析Scopus科學論⽂影響

⼒之「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

•108本國際SCI & SSCI期刊論⽂審查者

•國⽴成功⼤學管理學院體育健康與

休閒研究所所⾧(106.08∼109.07)

•國⽴成功⼤學體育室主任

(106.08∼108.01)

•臺灣適應體育運動與健康學會理事

⾧(110.12.04∼迄今)

•臺灣適應體育運動與健康學會副理

事⾧(105.01∼110.12)

•中華民國⼤專體總「⼤專體育」期

刊主編(108.01.01∼迄今)

•台灣運動⽣理暨體能學會期刊編審

委員(105.06.01∼107.5.31)

•屏東科技⼤學⼈⽂暨社會科學院⼈

⽂社會科學研究期刊(教育類)編輯

委員(2017∼迄今)

•財團法⼈⾼等教育評鑑中⼼基⾦會

⽣活應⽤學⾨訪視委員

•⾼等教育深耕計畫�特⾊領域研究

中⼼計畫審查委員

•台灣評鑑協會專業學⾨教育認證委

員

•臺灣國家運動訓練中⼼評鑑委員

•美國明尼蘇達⼤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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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

蔡宗信
國⽴臺南⼤學 教授
民俗體育發展中⼼ 主任

推薦單位

學術榮譽事蹟

推薦理由

經歷

⾧年關注民俗體育的推動

⼀、2009年全球華⼈⿓獅⼤賽，臺南

⼤學舞⿓隊獲⾦牌。

⼆、「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100年

國慶典禮」，臺南⼤學於總統府

展演「百⽶巨⿓慶建國百年」。

三、全國⼤專創意宋江陣⼤賽曾六次

冠軍獲頒「王者之璽」。

四、⾃1996年起辦理南部七縣市民俗

體育競賽，2000年起辦理全國各

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及各項研習

推廣活動，參賽⼈數從⼀千餘⼈ 

，⾄2021年已達六千餘⼈參賽，

⽐賽項⽬擴增⾄12⼤項282賽組。

國⽴臺南⼤學民俗體育發展中⼼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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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運動社會學會

蔣 任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助理教授

推薦單位

學術榮譽事蹟

推薦理由

經歷

率領與指導臺體運傳系同學轉播臺灣基層運動賽

事，為臺灣運動傳媒培育⼈才，並深耕臺灣運動傳

播的基礎。

橫跨臺灣運動轉播廣播、無線電視⾄

IPTV的不同階段，為臺灣運動轉播進

程的參與者與歷史的⾒證者

•愛爾達科技公司 製作部 電視總監

•臺灣電視公司 新聞部 主任

•中國廣播公司 新聞部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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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ing Sports Industry, Science and Athletes; 
Promoting Healthcare without Boundaries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海港城市運動休閒產業

(⼀)

港都運動休閒產業之發展現況與展望

近2年，⾼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積極優化運動場館、增

設運動中⼼、爭取職業球隊進駐⾼雄、引進國際賽

事，規劃場館周邊多元事業體開發，以打造運動產業

經濟，擴充運動價值，帶動市民運動⾵氣。同時亦投

⼊運動科學、完善運動傷害防護資源及醫療照護，以

提升本市競技⽔平，運動休閒產業鏈各⽅⾯條件正逐

步到位、成熟，蛻變為幸福運動港都。

主持⼈　邱炳坤 校⾧�國⽴體育⼤學

主講⼈　侯尊堯 局⾧�⾼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12⺝10⽇ 星期六 9:4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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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炳坤 校⾧

•國⽴體育⼤學 教授兼校⾧

•中華民國科技運動協會 理事⾧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副理事⾧

•亞洲射箭總會 副會⾧

現任

•美國北科羅拉多⼤學 博⼠

學歷

•國家運動訓練中⼼ 執⾏⾧

•中華學⽣圍棋協會 理事⾧

•國際射箭總會技術委員會 委員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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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尊堯 局⾧

•⾼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局⾧

現任

•國⽴中⼭⼤學社會科學 博⼠

•美國紐約⼤學傳播 碩⼠

學歷

•⾼雄縣政府縣⾧室 新聞秘書

•⾼雄縣政府計畫室 主任

•⾼雄縣政府新聞室 主任

•⼋⼗⼋年區中運 執⾏秘書

•九⼗年全國運動會 廣告⾏銷處⾧

•快樂聯播網 節⽬主持

•義守⼤學⼤傳系 副教授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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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運動產業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

後疫情時代運動產業之發展與挑戰

● 政府針對體育運動之紓困振興措施

● 運動事業經營者因應疫情的態度與策略

● 運動產業與社會發展態勢

● 各類型運動產業的挑戰與因應策略

主持⼈　杜正忠 總經理�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主講⼈　⾼俊雄 特聘教授�國⽴體育⼤學

12⺝10⽇ 星期六 10:40-11:30

28



杜正忠 總經理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總經理

現任

•國⽴臺灣師範⼤學運休學院碩⼠班畢業

•國⽴體育⼤學中等學分班畢業

•輔仁⼤學體育系畢業

學歷

•台灣運動休閒觀光產業協會 副理事⾧

•曾任中華民國成⼈游泳協會 理事

•曾任臺北市南港愛⼼志⼯救⽣會 會⾧

•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負責⼈

•舞動動趣有限公司 負責⼈

•銳⼒沛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

•臺北市⼤同運動中⼼ 執⾏⾧

•臺中市⾧春國民運動中⼼ 執⾏⾧

•⾼雄市鳳⼭運動園區 執⾏⾧

•⾼雄市苓雅運動中⼼ 執⾏⾧

•桑斯伯國際有限公司 經理(95/5-96/5)

•捷特安有限公司 經理(92/10-95/5)

•蘋果星球時尚運動館 副理(91/12-92/9)

•亞⼒⼭⼤健康休閒俱樂部 主任(90/4-91/11)

•五股新亞⽔世界(85/6-88/9)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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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雄 特聘教授

•國⽴體育⼤學 特聘教授

•台灣健康運動聯盟 理事⾧

•亞太巧固球總會 會⾧

現任

•美國印第安納⼤學公園暨休閒管理學系 博⼠

學歷

•教育部體育署 署⾧

•國⽴體育⼤學 校⾧

•亞洲運動管理協會(AASM) 會⾧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TASSM) 理事⾧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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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精準運動科學之發展與應⽤

主持⼈　陳美燕 教授�國⽴臺灣師範⼤學

與談⼈　莊智雄 教練

　　　　莊智淵 國⼿

　　　　葉伊恬 國⼿

12⺝10⽇ 星期六 13:0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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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燕 教授

•國⽴臺灣師範⼤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

　研究所 教授

現任

•美國北科羅拉多⼤學 運動管理博⼠(Ph. D.)

學歷

•國科會教育學⾨ 共同召集⼈�主政體育學⾨�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執⾏委員兼教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

•經濟部中⼩企業處⼩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主審委員

•⾼等教育深耕計畫�技專校院� 審查委員

•教育部技職司優化實作環境民⽣類、產業學院 召集⼈

•教育部青年署青年壯遊、感動地圖、壯遊點 委員

•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技專校院� 審查委員

•國家運動訓練中⼼ 董事

•教育部體育署競技運動⼈才培訓輔導⼩組 全項委員

•全中運、全⼤運輔導⼩組 委員

•臺北市政府 市政顧問

•展逸國際 獨⽴董事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監事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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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智雄 教練

•國家隊男⼦桌球隊 教練

現任

•國⽴臺灣師範⼤學體育系碩⼠班

學歷

•2013世界桌球錦標賽男⼦雙打⾦牌(史上最佳成績)

•2014世界桌球錦標賽男⼦團體銅牌(史上最佳成績)

•2014仁川亞運男團銅牌、男單銅牌

•2013世界盃團體經典賽男團銀牌(史上最佳成績)

•2022亞洲盃男單第三名

擔任教練訓練績效

•桌球

專長

•國家隊男⼦隊桌球教練(2013⾄今)

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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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智淵

•國⽴體育⼤學博⼠班(就讀中)

學歷

•2002年世界年終⼤獎賽男單冠軍

•2002年釜⼭亞運男單銀牌

•2012年倫敦奧運男單第4名

•2013年世界桌球錦標賽男雙⾦牌

最佳成績

•桌球

專長

取近年

•2022年亞洲盃男單銅牌

•2022年WTT葡萄⽛名⼈冠軍賽男單第三名

•2022年WTT美國公開賽男單⾦牌

•2021年亞錦賽男單亞軍

經歷(賽事成績)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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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伊恬

•⾼雄市⿎⼭⾼中國中部2年級

學歷

•當選111年度中華民國成⼈國⼿(14歲)、國內⼥⼦桌球史上最年輕當選

　成⼈國⼿者

•國際桌總WTT突尼西亞公開賽擊敗世界青少年冠軍中國選⼿⽯洵瑤

最佳成績

•桌球

專長

國內

•111年成⼈國⼿

•111年19歲青少年國⼿

•110年17歲青少年國⼿

•109∼110年15歲青少年國⼿

國際

•2022年蒙特哥利亞青少年明星賽19歲組第三名

•2019年⽐利時青少年公開賽12歲組⼥單第⼀名

•2019年阿曼青少年公開賽12歲組⼥單第⼀名

經歷(賽事成績)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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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運動選⼿健康的守護者

(三)

我國運動防護之現況與發展

● 我國運動防護之發展

● 我國運動防護現況分析

● 運動防護⼈才之養成、授證管理與再教育訓練

● 校園運動防護的執⾏與成效

● 運動防護紀錄系統 

● ⾯臨挑戰與展望

● 結語

主持⼈　林麗娟 教授�國⽴成功⼤學

主講⼈　張乃仁 教授�⾼雄醫學⼤學

12⺝10⽇ 星期六 14:00-14:50

36



林麗娟 教授

•國⽴成功⼤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教授

•國⽴成功⼤學 學務⾧

現任

•國⽴臺灣師範⼤學運動⽣理學 博⼠

•美國科羅拉多州⽴⼤學 訪問學者

學歷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傷害防護體系建置輔導計畫(雲嘉南區) 主持⼈

•南區⼤專校院學⽣事務⼯作協調聯絡中⼼ 召集⼈

•運動科學與⾼齡健康產業中⼼ 主任

•國⽴成功⼤學管理學院 副院⾧

•國⽴成功⼤學 副教務⾧

•國⽴成功⼤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所⾧、體育室 主任

•教育部南區運動科學研究中⼼ 主持⼈

•美國YMCA 團體、個⼈健⾝指導教官兼臺灣區 督導 

•臺南市政府⽼⼈福利委員會社區⽼⼈健康促進 委員

•臺南市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委員會 委員

•臺灣運動⽣理暨體能學會 理事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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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乃仁 教授

•⾼雄醫學⼤學運動醫學系 教授

現任

•國⽴成功⼤學⽣物醫學⼯程學系 博⼠

學歷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常務理事/試務委員/檢定委員/教育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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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防護員課程採認 審查委員

•國家運動訓練中⼼ 運動科學委員 

•陸軍步兵訓練部運動科學師資班 運動傷害防護授課教師 

•海軍陸戰隊戰術體能訓練科學師資班 運動防護授課教師

•衛福部財團法⼈醫藥品查驗中⼼計畫  審查委員

•經濟部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 審查委員

•國科會哥倫布計畫/專題研究計畫/⼤專⽣專題研究計畫 審查委員

•109年全國⼤專校院運動會 運動傷害防護組技術指導顧問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運動傷害防護組 副組⾧

•104年全國運動會 運動傷害防護組 副組⾧

•台灣運動禁藥管制學會第⼀、⼆屆 理事

•衛福部國健署運動保健師培訓師資

•台灣運動醫學醫學會專業認證培訓師資

•教育部體育署國家運動選⼿訓練中⼼ 物理治療師

•中華奧會匹克代表團 物理治療師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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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運動禁藥管制發展趨勢

(四)

運動禁藥管制之發展與現況－教育的重要性

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提出

⼀項重要思維即「運動員與運動禁藥管制作業的⾸次接觸，不該

是藥檢場合，⽽是教育課程」。教育在提供正向價值觀和道德⾏

為、保護遠離禁藥的潔淨運動員和維持運動精神。主要教育的對

象應為年輕之族群，如學⽣運動員。教育的⽬的在預防蓄意或⾮

蓄意的使⽤禁藥。此次演講將綜述本⼈與團隊多年來在運動禁藥

的研究與教育計畫，希望藉由此研討會的推廣，未來有更多的專

家學者參與運動禁藥的研究與教育。

主持⼈　⽅世華 教授�國⽴臺灣體育運動⼤學

主講⼈　許美智 教授�⾼雄醫學⼤學

12⺝10⽇ 星期六 14:50-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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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 教授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競技運動學系 教授

現任

•臺灣⼤學微⽣物學研究所免疫組 博⼠

學歷

•國⽴臺灣體育運動⼤學競技運動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中國醫藥⼤學醫學系 教授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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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美智 教授

•⾼雄醫學⼤學運動醫學系 教授

•國⽴體育⼤學 榮譽教授

•台灣運動禁藥管制學會 理事⾧

現任

•美國南加州⼤學藥學 博⼠

•臺北醫學⼤學藥學系 學⼠

學歷

•中華奧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

•科技部⼈⽂及社會科學發展司教育學⾨：共同召集⼈、複審委員

•「運動教練科學」期刊：主編

•⾏政院體育委員會：第8屆委員

•教育部體育署(⾏政院體育委員會)：「打造運動島」、「運動i台灣」

　中央訪視委員/南區召集⼈

•國⽴體育⼤學：教授兼教務⾧、運動與健康科學學院院⾧、運動科學

　研究所所⾧、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所⾧

•衛⽣福利部⾷品藥物管理署：「濫⽤藥物尿液檢驗機構認可審議委員

　會」、「濫⽤藥物尿液檢驗機構認可實地評鑑委員會」、「健康⾷品

　審議⼩組」委員

•⾏政院衛⽣署藥物⾷品檢驗局：簡任技正、科⾧、薦任技正

•⾏政院公共⼯程委員會：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

•考試院：公務⼈員⾼等暨普通考試典試委員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委員

•社團法⼈台灣運動營養學會：常務理事

•亞洲運動營養與健康協會：理事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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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特殊族群⽣活優化

(五)

特殊族群運動適能的健康促進

● 特殊族群實證研究成果分享

● 實務推廣與應⽤－在地多元深耕

主持⼈　許秀桃 教授�國⽴中⼭⼤學

主講⼈　潘倩⽟ 特聘教授�國⽴⾼雄師範⼤學

12⺝11⽇ 星期⽇ 9: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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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秀桃 教授

•國⽴中⼭⼤學運動健康產業研究中⼼ 主任

•國⽴中⼭⼤學 西灣學院 

　運動與健康教育中⼼ 教授

現任

•國⽴體育⼤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碩⼠

學歷

•教育部傑出教學獎

•教育部體育推展個⼈教學傑出獎

•教育部優秀教育⼈員獎

•國⽴中⼭⼤學傑出教學獎

•國⽴中⼭⼤學2016-2022產學研究績優

•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強化課程講師及初中級證照考官

•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 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團體運動及體適能瑜

　珈指導員講師及考官

•中華全民運動健康管理協會 健⾝、功能性懸吊系統及墊上運動指導員

　證照講師

•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 副理事⾧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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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倩⽟ 特聘教授

•國⽴⾼雄師範⼤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

　特聘教授

現任

•美國印第安那⼤學運動科學系研究所 博⼠

學歷

•獲國科會99-111年度特殊優秀⼈才獎勵

•獲選⼊榜Scopus論⽂影響⼒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

　◆終⾝科學影響⼒排⾏榜 (1960∼2020)

　◆2020年度科學影響⼒排⾏榜

　◆2021年度科學影響⼒排⾏榜

•亞洲區適應體育學會副會⾧ (2011∼迄今)

•臺灣適應體育運動與健康學會理事⾧ (2015∼2021)

•體育學報 (TSSCI) 編輯委員(2014∼2016)

•RASD Editoral Board (2011∼2015)

•External Reviewer of Grant Proposal (Canada, Hong Kong)

•SCI�SSCI 論⽂審查者

•教育部體育署適應體育標竿學校建置計畫主持⼈ (2017∼2021)

•⾼雄市政府運動�臺灣計畫主持⼈

　◆愛運動動無礙�巡迴運動指導團 (2021∼2022)

　◆巡迴運動指導團 (2016∼2022)

　◆推廣⼥性參與運動計畫 (2016∼2021)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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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學童健康

(六)

運動教育對於學童體適能與認知功能的效益

學童成⾧的學習階段是⼤腦的認知與執⾏功能之重⼤轉變時期，

尤其是體育課的遊戲情境，除了提升體適能外，對學童⽇後的獨

⽴思考與解決問題扮演了重要⻆⾊，且能有效的促進學科表現 

(Chou et a., 2020; Chou et al., 2022)，即可形塑學童成為『動作

中覺察的思維家/Better Movers and Thinkers』(Dalziell, Booth, 

Boyle, &amp; Mutrie, 2019)。學校體育所關⼼的議題是透過動作

遊戲活動對體適能、執⾏功能 ( 如：專注⼒、視覺選擇性注意

⼒、區辨判斷)與學科成績等表現皆有正⾯效益。除了執⾏功能

對國語與數學成績表現具有正向預測⼒外，執⾏功能在有氧適能

與學科表現之關聯性，扮演著重要調節⻆⾊。有鑒於此，期望能

提供中⼩學體育課動作遊戲活動設計上，運⽤動作遊戲活動的參

考。

主持⼈　潘義祥 教授�國⽴體育⼤學

主講⼈　周建智 教授�臺北市⽴⼤學

12⺝11⽇ 星期⽇ 11:00-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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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義祥 教授

•國⽴體育⼤學體育研究所 教授

現任

•國⽴體育⼤學體育學 博⼠

學歷

•台灣運動教育學會 理事⾧ (2016~2022)

•臺灣運動教育學報發⾏⼈ (2016~2022)

•教育部⼗⼆年國民教育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委員

•教育部⼗⼆年國民教育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中央輔導團諮詢委員

•國⽴體育⼤學體育研究所所⾧ (2019.2-2022.2)

•第15屆全國體育運動學術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召集⼈ (2020)

•國⽴體育⼤學國科會優秀研究⼈才獎勵 (2013-2017)

•國⽴體育⼤學教學績優獎勵 (2018.2022)

•國⽴體育⼤學教學傑出獎 (2018)、教學優良獎 (2020.2016) 

•國⽴體育⼤學優良導師獎 (2012)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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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智 教授

•臺北市⽴⼤學運動教育研究所 教授

現任

•美國佛羅⾥達州州⽴⼤學體育學系 博⼠

學歷

•⾹港教育⼤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體育系評鑑

　委員 (2014∼2023)

•體育學報運動教育學領域編輯 (2009∼2021)

•臺灣運動教育學報執⾏編輯 (2011∼2013)

•中華臺北奧林匹克國際交流⼩組委員(2003∼2014)

•⼤專院校體育科教學訪視委員(2011∼2013)

•技專校院體育績優訪視委員(2011∼2013)

•臺北市中⼩學體育科教學訪視委員(2003∼2013)

•中華民國舉重國家代表隊 (1990∼1992)

•屏東縣舉重全國代表隊 (1990∼1992)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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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頭發表



口頭發表㊟意事㊠

1. 每篇⽂章 ，時間到將由⼯作⼈員響鈴提發表 8 分鐘及討論 2 分鐘

醒。評審委員將對每位發表⼈之報告內容與問答表現，進⾏綜合評

審。

2.發表者請事先準備Power Point簡報檔案 (*.ppt and *.pptx)，請務

必於 ⾄發表場地，由各場⼯作⼈員協助確認簡發表場次前 15 分鐘

報電⼦檔播放正常。

3. 所有會場教室皆已配備電⼦講桌可供簡報檔播放，為避免產⽣投影

機播放問題， 。不可使⽤個⼈筆電連接

4. 若該場次發表會議已開始進⾏，⽽發表⼈尚未抵達會場時，評審委

員有權決定是否將其發表時間重新分配給其他發表者。

5.發表證明：於該場次發表完畢後，由評審委員統⼀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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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議程

⼝頭發表 ⼀  12⽉10⽇（六）15:50-16:4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2F IR201　　領域／運動⼼理與哲史學

⼝頭發表 ⼆  12⽉10⽇（六）15:50-16:4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3F IR301　　領域／運動⽣理學

時間 編號 題⽬/作者

時間 編號 題⽬/作者

15:50 A01

16:00 A02

16:10 A03

16:20 A04

16:30 A05

15:50 B01

16:00 B02

16:10 B03

16:20 B04

16:30 B05

醒與睡之際的猝睡兔賽跑旅程：⼀位其他障礙運動員之敘說分析

⿈荷雯

1975-1982年左營運動訓練中⼼的成⽴與轉型

徐珮瑄

2018年臺東普悠瑪鐵⼈三項賽事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

李⾼偉、王駿濠

頭戴式顯⽰器環境中操控賽⾞電玩引起動暈之姿勢先兆與性別效應

張博威、許曜筑、魏薏宸、張智惠

運動防護員實施⼼理介⼊對低潮選⼿⼼理狀態及⽬標之影響歷程

鍾珮琪、謝佩君、羅蘋、洪寶蓮

補充菸醯胺單核苷酸及運動訓練對於第⼆型糖尿病⼩⿏之影響

莊于萱、李孟謙、徐藝洳

同步⾼強度有氧與阻⼒運動對於⼼肺能⼒與能量消耗之影響

盧瑜芳、李佳倫、張乃仁

補充瑪卡萃取物對⼒竭性耐⼒運動後免疫功能的影響

簡佑修、楊振澤、楊明達

冬蟲夏草對⾼強度間歇運動後⼈體⻣骼肌細胞發炎的影響

廖⽻婕、Luthfia Dewi、葉夢馨、楊岱霖、Andrew Nicholls、

賴⽴凡、郭家驊

開發檢驗頭髮、⾎漿及尿液中全時段運動禁⽤物質之

極致效能液相層析串聯質譜法

洪紹鑫、⽥喬、張值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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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發表 三  12⽉10⽇（六）16:50-17:4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2F IR201　　領域／運動防護與⽣物⼒學

⼝頭發表 四  12⽉10⽇（六）16:50-17:4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3F IR301　　領域／運動社會學

時間 編號 題⽬/作者

時間 編號 題⽬/作者

16:50 C01

17:00 C02

17:10 C03

17:20 C04

17:30 C05

16:50 D01

17:00 D02

17:10 D03

17:20 D04

17:30 D05

冷療加壓處理對運動後恢復效果之初探

林⼠迪、王宏豪、陳忠慶

使⽤不同加重球於青少棒選⼿專項投球熱⾝在肩關節活動⻆度及

投球運動表現之⽴即效益

江元佑、張乃仁

以微機電感測器分析桌球發下旋球真假動作之個案研究

許⾼魁、湯鳴遠、林⽂瑜、盧譽誠

銳劍選⼿下肢爆發⼒與反應時間對專項動作表現之影響

洪柏昌、謝易、陳靜、林⽣祥、吳志銘

情蒐系統數據分析在跆拳道運動技戰術之應⽤

許夆池、鄭世忠

2022 亞洲同志運動會參賽者動機、涉⼊與滿意度之研究

張智瑋

電⼦競技粉絲特性之探究

秦啟賢、湯添進

運動員打假球的危機回應內容與情緒之研究

陳宥甫、徐靜輝

運動員服⽤禁藥危機回應策略與效果之研究

蔡裕凱、姚惠忠

社區棒球與學校棒球參與樂趣之⽐較

鄭凱佑、陳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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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發表 五 12⽉11⽇（⽇）10:10-11:0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2F IR201　　領域／運動管理與課程教學(A)

⼝頭發表 六  12⽉11⽇（⽇）10:10-11:0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3F IR301　　領域／運動管理與課程教學(B)

時間 編號 題⽬/作者

時間 編號 題⽬/作者

10:10 E01

10:20 E02

10:30 E03

10:40 E04

10:50 E05

10:10 F01

10:20 F02

10:30 F03

10:40 F04

10:50 F05

治療⽤途豁免�TUE�法制之探討－－以我國法制與國際標準之⽐較為中⼼

陳東晟

體育素養與各級學校學⽣運動參與之樣態

⿈庠榛、陳詩園

營養與⾝體活動教育課程對智能障礙成⼈之成效

呂亭宜、⿈芷柔、程俊韶、梁采雯、許柏仁、潘倩⽟

國中學習障礙男⼥學⽣動作技巧與執⾏功能之研究

李珮蓁、鍾宜橋、周芷琪、⿈筑揚、陳煒鵬、朱嘉華

國⼩學習障礙動作技巧與執⾏功能之相關性研究

林炫伯、周昕儀、⾦珮瑜、梁采雯、陳煒鵬、朱嘉華

體育改⾰之路「協」不「邪」－探討我國於蔡政府執政時期對單項運動

協會政策之變遷

孔昭翔、湯添進

半職業⼥⼦⾜球聯賽觀賽動機、價格敏感度及再觀賽意願關係之研究

－以⽊蘭聯賽為例

陳姿蓁、古志銘

複合式運動介⼊對智能障礙成⼈體適能與健康體育知識之成效

王湘婷、許柏仁、李珮蓁、周芷琪、李思瑩、潘倩⽟

視覺障礙學⽣之⾝體活動與靜態⾏為和體適能之相關性研究

⾦珮瑜、江少云、呂亭宜、梁采雯、林炫伯、潘倩⽟

國⼩學習障礙與⼀般無障礙學⽣動作技巧與執⾏功能之差異性研究

李思瑩、胡喻涵、王湘婷、周芷琪、林怡如、朱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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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意事㊠

1. 海報規格：由發表者⾃⾏輸出並攜帶⾄會場張貼，海報規格為�寬

90cm×⾼120cm �，圖表解說⽂字⼤⼩建議不低於24號字體。

2. 評審程序：發表者須於⼤會公告之評審時間內，出席在該海報論⽂

前，進⾏ 1-3 分鐘⼝頭說明，向評審委員解說研究成果及回答問

題，評審委員將綜合壁報論⽂內容及答詢表現來評選壁報論⽂。

3. 海報張貼與移除：建議所有發表⼈於 12/10( 六 ) 9:00 起張貼海報，

海報論⽂展⽰時間為 12/10( 六 )9:00 起⾄第⼆⽇ 12/11( ⽇ )12:00 

⽌。海報論⽂發表代表⼈請於⼤會指定評審時段 �(A)12/10 15:50-

18:00 或 (B)12/11 10:00-11:00� ，於海報論⽂前等候評審委員到

訪，並於 1~3 分鐘介紹海報內容後接受評審委員提問，評審委員將

對海報內容及回答表現，進⾏綜合評審。海報請於12/11(⽇)12:00- 

12:30移除，逾時未移除之海報將視為同意由⼤會逕⾏處理。

　�海報論⽂發表時間

4.發表證明：於評審完畢後，由評審委員親⾃頒發。

張貼時間

12/10(六)

9:00-12:00

展⽰時間

12/10(六) 9:00∼

12/11(⽇) 12:00

評審時段

(A)12/10 15:50-18:00

或

(B)12/11 10:00-11:00

移除時間

12/11(⽇)

12: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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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跆拳道競賽規程的變⾰與因應策略研究

許夆池、鄭世忠

以修正式IPA分析探討運動嘉年華參與者之城市意象知覺－

以2022趣頑吧！麗寶運動嘉年華為例

柯秉諺

球隊認同對球迷⾏為意圖之影響－以中信兄弟為例

林延蓁

台中市健⾝俱樂部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吳欣容

體感科技設備導⼊運動健⾝場館關鍵成功因素之初探

王鈞誼、周宇輝

⼤學社會責任實踐探索之研究―以國⽴中正⼤學USR嘉義梅⼭地區為例

王⼠軒、林晉榮、郭碧鵑、賴元哲

戰地政務時期⾦⾨軍民籃球運動的報載分析

忻⼤為

凝視運動⽣命的終結與甦醒－從實踐經驗解析運動參與動機與壓⼒

曾廷瑋

桌球運動教練實踐知識之探討

張舜涵

題⽬/作者編號

海報發表議程

以修正式IPA分析探討運動嘉年華之賽會滿意度－

以2022趣頑吧！麗寶運動嘉年華為例

林⼦婷

2022趣頑吧！麗寶運動嘉年華不同背景參與者

對城市意象知覺與重遊意願差異之研究

柯秉諺

G11

G10

G08

G06

G05

G04

G03

G02

G01

G07

G09

海報發表 ⼀  12⽉10⽇（六）15:50-16:4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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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作者編號

我們不愛讀書?從社會性格論學⽣棒球運動員之學業

曾國峰、鄭志富

運動賽會組織運作與⾏銷贊助之研究－以安聯⼩⼩世界盃⾜球賽為例

謝孟儒、陳鴻雁

涉⼊程度、參與動機、賽會效益與觀光休閒效益關係之研究－

以真理盃全國⼤專院校籃球錦標賽為例

吳翰林

知覺教練領導⾏為之初探

王顥、陳永洲

⾹港「退役運動員轉型計畫」對運動員⽣涯轉換之影響

何紫彤、鄭志富

⾺拉松對地⽅區域觀光影響之探討

吳宣霈、鄭志富

臺中太陽神球隊形象、球隊認同對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周筠筑、鄭志富

運動場館氛圍之相關性研究：以台中洲際棒球場為例

林賜豪

運動團隊教練家⾧式領導之⽂獻回顧

張琪、鄭志富

應⽤跨理論模式探討⼤學⽣休閒運動阻礙之研究

張皓鈞、陳永洲

H01

H02

H03

H04

H05

H06

H07

H08

H09

H10

海報發表 ⼀  12⽉10⽇（六）15:50-16:4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政管理

56



題⽬/作者編號

化粧品中造成運動禁藥偽陽性之防腐劑含量分析

呂奕雯、詹貴惠、吳育澤、張值維

阻⼒訓練對於更年前期⼥性睡眠品質之影響

李安旂、王錠釧

服⽤抗性澱粉對登階運動後⾎壓與⾃主神經活性之影響

李宜靜、吳⼼茹、王錠釧

咖啡因⼝⾹糖對⼥壘投⼿投擲直球的影響

林昀正

咖啡因⼝⾹糖對⼥壘投⼿投擲下墜球的影響

林昀正

增補咖啡因對半蹲舉運動表現之影響

古育銘、陳著、鄭景峰

評估⽑髮作為運動禁藥檢體時的前處理⽅法

⽥喬、洪紹鑫、張值維

探討消防員與運動員引發熱衰竭之差異

何家安、李孟謙、徐藝洳

射箭與跆拳道⼥性運動員壓⼒情境⽪質醇與⾃主神經反應

冷侑蓉、王錠釧

⾧期餵⾷葫蘆巴及紅麴複合物對少運動⾼脂飲⾷⼩⿏之⾮酒精性脂肪肝影響

吳明芳、徐藝洳、沈思妤、⿈啟彰

新型態動態選擇性注意⼒檢測模式之評估

吳明潔、許翔絜、王錠釧

男性射箭與跆拳道選⼿壓⼒處理能⼒與腸道菌相研究

吳聰義、陳巧穎、劉威廷、周桂名、張怡潔、劉明煌、王錠釧

J10

J11

J12

J01

J02

J03

J04

J05

J06

J07

J08

J09

海報發表 ⼀  12⽉10⽇（六）15:50-16:4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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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作者編號

臺灣藥師運動禁藥知識與教育需求的問卷調查

李昀臻、張值維

Exercise-mimetics(AICAR) attenuate lipotoxicity-induced lipid accumulation 

in skeletal muscle damage

Hsin Hua Li、吳宗佳、Wei Hong

⾼訓練量之耐⼒運動員的能量可⽤性與營養攝取現況調查

李家慧、張⽂⼼

Effects of Fucoidan supplementation on exercise-induced oxidation stress 

and inflammation

Shu-Lin Lee、Wei-Che Hsia、I-Shiung Cheng

不同海拔登⼭健⾏對⾷慾的影響

林郭懿萍、錢桂⽟

預防性貼紮對球類運動的防護能⼒

徐靖翔、⾼晧祚、許美智

低氧與不同運動型態對中⾼年齡者舒張壓與無氧代謝之急性效果

陳宜儂、張嘉澤、王暄皓

營養改善策略在運動相對能量缺乏症之研究概況

陳明祐、吳承祐、蔡瑞珊、徐藝洳

運動訓練的強度對個體味覺感受之影響研究概況

張任妤、羅郁晴、徐藝洳

探討台灣耐⼒運動員之能量可⽤性、飲⾷態度和睡眠品質的相關性

陳俐彤、李家慧、張⽂⼼

J13

J14

J15

J16

J17

J18

J19

J20

J21

J22

海報發表 ⼀  12⽉10⽇（六）15:50-16:4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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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內效貼紮對於⼩腿延遲性肌⾁痠痛後肌⾁恢復影響

冷侑蓉、王錠釧、林槐庭

下背痛患者的draw-in呼吸運動訓練:⽂獻回顧

吳璨任

⽻球選⼿的肩關節不對稱性探討:⽂獻回顧

花湘樺

⽻球選⼿的旋轉肌群協調性:⽂獻回顧

花湘樺

2022 WBSC U-23世界盃棒球錦標賽國際投⼿情蒐分析

邱俊⽂、謝承勳、郭勇志、王信民

跆拳道與⽥徑選⼿下肢爆發⼒之⽐較

邱奕傑、⿈婉嘉、王信民

不同動態平衡測試之相關研究

邱偉庭、李茵葶、王信民

踝關節背曲⻆度受限對排球選⼿在單腳落地穩定、動態外翻指數及

垂直起跳⾼度的傷害⾵險影響

侯琬琪、張乃仁

開放式運動選⼿認知處理及動作執⾏與反應時間之相關性—以網球為例

梁詠涵、林槐庭、王錠釧

單次頻閃視覺訓練對於全⾝反應時間的⽴即性效益

李宥萱、游弘毅、陳怡汶

籃球主⼒得分球員上場時間與球隊失誤次數、命中率之關聯性

周德鈞

青少年短跑選⼿百公尺途中跑關鍵技術分析

梁澤敬、鄭世忠、彭逸坤

題⽬/作者編號

L01

L02

L03

L04

L05

L06

L07

L08

L09

L10

L11

L12

海報發表 ⼀  12⽉10⽇（六）15:50-16:4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物⼒學

59



題⽬/作者編號

後疫情登⼭踏青遊客之住宿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再購意願之關係研究－

以礁溪⽼爺酒店無痕⼭林.抹茶⼭之旅為例

張宏瑞

2022臺東超級鐵⼈三項不同背景參與者對滿意度、運動觀光吸引⼒與

重遊意願差異之研究

許峰銘

運動賽會參與者滿意度、運動觀光吸引⼒與重遊意願關係之研究－

以2022臺東超級鐵⼈三項競賽為例

許峰銘

海洋運動參與者網購泳裝知覺價值、⾵險與購買意願之研究

⿈才芸、鄭志富

臺灣電⼦競技運動之發展現況

⿈博俊

動機對參與者影響因素探討—以滑輪溜冰為例

詹洛慈

滑輪溜冰運動參與者阻礙因素之研究

詹洛慈

不同背景變項球迷對觀賽動機、聯盟認同感與聯盟忠誠度之研究－

以國內職業籃球聯盟為例

趙婕、古志銘

以跨理論模式評估資深商業經營者使⽤課程促進健康管理⾏為之進程

鄧俊彥、康正男

分析2019年英國曼徹斯特世界跆拳道錦標賽準決賽男⼦選⼿攻擊策略

許夆池、王元聖、王俊傑

名古屋國際⼥⼦⾺拉松運動觀光之參與賽會意象、⽬的地意象、

賽會滿意度之關係研究

展恩裴、潘詩涵

G13

G14

G15

G16

G17

G18

G19

G20

G21

G22

G12

海報發表 ⼆  12⽉10⽇（六）16:50-18:0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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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實施⾼中⽣五週微課程之協同⾏動探究

于⼦雲、鄭漢吾

教師休閒運動參與效益相關研究取向與重要成果之評析

林冠儒、楊志顯

「零時體育」對學童學習之效益之評析

林冠儒、楊志顯

中學體育科教師的雙語教學實作探討

⾦冠廷、鄭漢吾

偏鄉學校實施體育雙語教學之初探

張瑞暘、鐘敏華

⼤學⽣網球課程的⾝體運動強度監測分析

莊宜達、楊珮菁

⼀位熱⾎科技⼤學教師教學⽇常-⽻球實務課程教學為例

許育瑄

社區銀髮族徒⼿重量訓練編排設計

陳岷莘、歐宗明

空⼿道運動對⾼齡者功能性體適能之影響

劉智凱

運動遊戲課程融⼊感覺統合訓練對5-6歲幼兒粗⼤動作品質之研究

蔡昕儒、陳鴻雁

連鎖跆拳道館的教學品質-以台北市莊敬跆拳道連鎖道館為例

汪銘⿓、蔡明志

學習跆拳道獲得成就感-以新北市中和跆拳道道館為例

汪銘⿓、蔡明志

題⽬/作者編號

I01

I02

I03

I04

I05

I06

I07

I08

I09

I10

I11

I12

海報發表 ⼆  12⽉10⽇（六）16:50-18:0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體育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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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作者編號

芳⾹療法結合運動按摩對緩解肌⾁疼痛感之探討

李景瑜、鍾岱恩、林書丞

⽐較在不同坡度及阻⼒負荷的⾼強度訓練下表層肌⾁硬度與深層肌⾁硬度的變化差異

林亭妤、陳冠霖、陳禹婷、洪暐

懸吊式運動訓練改善肩胛韻律對肩夾擠症狀的影響

林亭妤、陳冠霖、李欣樺、洪暐

運動時腦泌神經滋養因⼦與⾃主神經活性之相關性研究

翁上侒、Muhammad Asad Chaudhary、王錠釧

⻆⼒選⼿專項體能檢測跑步機和摔假⼈以進⾏無氧能⼒之分析

張惠慈、王淑婷、陳瑞賢、呂啓誠

⽜膝藥材及其製劑中蛻⽪激素之含量分析

張鈺琳、楊淳仁、陳姿⽻、張值維、陳亭亭

使⽤震動按摩槍於成年⼈⼩腿遲發性肌⾁痠痛之⽴即效益

林緯承、莊上民、張乃仁

⼼理壓⼒對運動狀態選擇性注意⼒之影響

莊縈姍、鄭仲翔、王錠釧

嗅鹽刺激對棒球投⼿球速的影響

邱志暉、許育豪

男性籃球運動員之動態選擇性注意⼒評估

許翔絜、鄭仲翔、王錠釧

Comparing the acute effects of different fascial release techniques 

in adults with ankle dorsiflexion limitation after fatigue protocol

Chien-Wei Hung、Nai-Jen Chang

Shorter and longer sleep dur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abdominal obesity in Taiwanese adults.

陳品錞、何健章

J23

J24

J25

J26

J27

J28

J29

J30

J31

J32

J33

J34

海報發表 ⼆  12⽉10⽇（六）16:50-18:0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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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質量混合研究⽅法探討肌⼒訓練對停經後肌少型肥胖婦⼥⽣理與

⼼理指標之影響＿前導研究

葉宜嘉、陳喬男、曾郁嫻、徐國禎、⿈聖芸、錢桂⽟

慢性阻塞肺疾病病⼈肺部復原照護計畫及運動訓練成效

蔡佩倩、林家禎、陳虹如、⿈雅瑋、張博智

登階運動後乳酸反應與短時⼼率變異相關性研究

蔡貴蘭、王錠釧

以光學視覺系統建構動態條件⼯作記憶評估的可⾏性

鄭舒⽂、王錠釧

題⽬/作者編號

四週⼤蒜萃取物補充對健康成年⼈腳踏⾞耐⼒運動表現之影響

徐崇瑋、陳姿穎、劉正甯

以穿戴式裝置分析優秀⾼中甲組⼥排選⼿在⽐賽中的跳躍表現

陳建瑜、張振崗

⾎流阻斷對阻⼒運動表現急性影響之探討

陳彥儒

Healthcare products containing prohibited substances in sports: 

Analysis of inquiries submitted to the anti-doping authorities in Taiwan

Cheng-Chia Chen(陳政嘉)、Chih-Yuan Wang(王致遠)、

William Chih-Wei Chang(張值維)、Mei-Chich Hsu(許美智)

健⾝鏡介⼊對⾼齡肌少症預防之影響

陳頡陞、劉芊妤、林麗娟

混和成分營養補充品利得勁顯著降低橄欖球賽後肌⾁損傷及氧化傷害

⿈王享、薛⾧⽴、莊國禎、林威名、胡煜、呂明真、張薇婷、張天鴻、張振崗

開發奈⽶化β-胡蘿蔔素作為新型運動增補劑

傅莛雯、吳育澤

J42

J43

J44

J45

J35

J36

J37

J38

J39

J41

J40

海報發表 ⼆  12⽉10⽇（六）16:50-18:0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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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青少年橄欖球選⼿之⼈體測量學與⼼理特徵

陳佐融、李恆儒

透過虛擬教練進⾏體能訓練對於⼤學⽣接受情形－以COVID-19遠距學習⼤學⽣為例

吳亦軒、陳昭⽂、詹⼤千、王蔚芸、邱于容、吳浩溰、朱基銘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hip styles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collegiate student-athletes: A cross-cultural study

Jo-Hsuan Lee、Richard Hsiao、Kuo-Wei Tseng、Wei-Chin Tseng、Kristi Storti

台灣職籃聯盟P . League + (2020~2021)賽季攻守紀錄主成分分析

張嘉樂

⽇本優秀霹靂舞 (Breaking) 選⼿半井重幸之⽐賽表現分析

張嘉樂

全⾝振動介⼊對發展協調障礙兒童靜態平衡與動態平衡之影響

⿈繼柔、陳福成

繁體中⽂版簡明⾃我控制量表信效度之建⽴

張⼒千、游弘毅、陳佩筠、陳怡汶

OPTIMAL理論：提升預期促進個體動作技能的獲得

林靜兒

教練領導⽅式對⾧期培育不同階段的學⽣運動員之影響

鍾珮琪、謝佩君、羅蘋、洪寶蓮

科技接受模式與⾼齡者⾝體素養關係之初探－以健⾝鏡為例

劉芊妤、陳頡陞、林麗娟

受嚴重運動傷害者受創經驗之⼼理歷程分析

楊明翰、李昱娴、劉淑燕

題⽬/作者編號

社會⽀持對⼤專學⽣運動參與之影響

王宗穎、陳俊民

K12

K02

K03

K06

K07

K08

K05

K04

K11

K10

K09

K01

海報發表 ⼆  12⽉10⽇（六）16:50-18:0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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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作者編號

企業社會責任對球團形象之影響－以中信兄弟為例

蕭珮⽻

多⾯向健⾝運動應⽤於失智⾧者之案例分析

蘇淑婷、林本源

臺灣衝浪運動發展現況及未來展望

吳語真、楊志顯

智能科技應⽤於健⾝器材現況之探討-以Ａ健⾝器材公司為例

張尊堯、陳鴻雁

探討真理盃全國⼤專院校籃球錦標賽不同背景參與者對參與動機、涉⼊程度、

賽會效益與觀光休閒效益差異之研究

簡勢蒼

A Study of School Image, Team Identification and 

Event Satisfaction among HBL Spectators

Tse, Ho-Tsun

揮出你的⼈⽣：⼀位⽊球⼥⼦選⼿之⾃我民族誌

司渝宸、蔡明志

桌球三段技術分析以⽔⾕隼與伊藤美誠混合雙打為例

吳旻瑩、施玟玲、陳義憲、楊嘉恩

運動防護員注意義務之研究

陳慶鴻、鄭志富、林安邦

創意宋江陣頭⼤賽競賽規則探析

歐宗明、蔡俊宜

利⽤決策樹分析世界頂尖男⼦沙灘排球影響勝負之關鍵因素

彭逸坤、鄭世忠、梁澤敬

G23

G25

G26

G27

G24

G28

G29

G30

G31

G32

G33

海報發表 三  12⽉11⽇（⽇）10:10-11:0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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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運動賽會對主辦城市影響之系統性⽂獻回顧

陳彥錡

運動中⼼公益時段經營策略及⾼齡使⽤者⾏為模式

陳永洲、周學雯

臺灣24⼩時運動健⾝場館發展之現況

郭⼦綺、陳永洲

職業球隊定價策略對團隊收⼊的影響―以國家美式⾜球聯盟為例

梁薺、顏⼦傑、梁伊傑、張少熙

太原⼈⼯⾜球場使⽤者對環境需求認知與使⽤滿意度的差異⽐較之研究

梁若翎

題⽬/作者編號

運動團隊凝聚⼒之⽂獻分析

⿈信夫、陳永洲

Covid-19 疫情期間臺灣運動產業發展與因應措施之探討

鍾易瑋、鄭志富、何紫彤

全國各級學校運動⼈才資料庫資訊安全系統建置之研究

龎睿超、林晉榮、陳妤瑄、林澂

「運動員的下⼀步」臺灣運動員⽣涯發展之探討

羅珮慈

運動場館消費者⾏為意圖之探討

譚字堯、陳永洲

H15

H14

H13

H12

H11

H16

H17

H18

H19

H2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政管理

海報發表 三  12⽉11⽇（⽇）10:10-11:00  

中華職棒球團創新與企業社會責任對社會企業精神、情感依附、

購買意願影響之研究－以中信兄弟為例

陳姿蓁

H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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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作者編號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理學

海報發表 三  12⽉11⽇（⽇）10:10-11:00  

漸進式阻⼒訓練及營養教育介⼊對第 2 型糖尿病合併肌少症患者的影響

林建宇、陳郁雯、李洮俊、張⽂⼼
J55

年輕⼥性健康族群登階運動後⾎壓反應之⾃主神經調節

包佩娟、王錠釧
J56

不同⾝體活動量之第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體功能、⾎液指標及營養攝取之現況分析

徐妤婷、林建宇、李洮俊、張⽂⼼
J57

跆拳道⽐賽正拳攻擊之探討－以111年男⼦組全⼤運63公⽄級⾦牌選⼿為例

林俊穎、蔡明志
J53

跆拳道⽐賽旋踢攻擊技術之探討－以111年男⼦組全⼤運87公⽄級以上⾦牌選⼿為例

林俊穎、蔡明志
J54

探討12周健美備賽期飲⾷與訓練對體組成之影響

許晉銘、蕭忠信、洪丞毅、陳亭亭
J46

⼤專排球與跆拳道選⼿功能性動作檢測之⽐較

賴紫晴、王信民
J47

⼋週線上直播瑜珈提斯課程對健康成⼈之體適能效益

薛盈婷、張乃仁
J48

在線直播結合有氧團課於運動訓練之實務應⽤

薛盈婷、鄭世忠
J49

銀髮健⾝俱樂部補助計畫之銀髮族團體運動漸進增能效益

薛盈婷、鄭世忠
J50

青少年⾜球選⼿的營養及蛋⽩質攝取對運動表現之研究概況

薛穎謙、廖敏鈞、徐藝洳
J51

探討單次運動對⾼脂餐後⾎管功能之影響

蘇于婷
J52

111年全國⼤專運動會跆拳道⽐賽⼥⼦57公⽄級技術分析

阮意霏、蔡明志
J58

⾎流限制對有氧運動表現之影響

江英瑋、林淑惠、徐孟達
J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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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訓練對於棒球投球表現的影響

⿈季妃、張雅筑、范瓉予、周伯禧

2020年東京奧運划船⼥⼦單⼈雙槳⽐賽配速分析

詹孟榕、張⽴羣

不同的背蹲姿勢對慢性腳踝不穩定患者後側肌⾁鏈的影響

廖惟德、洪維憲

嬋柔訓練對棒球選⼿慣⽤與⾮慣⽤側不對稱運動表現影響

蔡書瑜、邱俊⽂、張曉昀

髕⻣股⻣疼痛症候群患者與健康成年⼈在

騎乘固定式腳踏⾞過程中下肢⽣物⼒學的差異

鄭⽻淇、林姿妤、林槐庭

⾜⼸襪套對功能性扁平⾜⾏⾛時的步態及⾜壓的影響

簡柏毅、李恆儒

動態貼布貼紮於下肢⾼⾵險和低⾵險傷害成年⼈在動態平衡能⼒、動態膝外翻指標、

本體感覺、最⼤肌⼒及爆發⼒之⽴即效益

蘇恬、張乃仁

⿊豹旗⾼中棒球⽐賽：投⼿表現對打擊表現之影響

郭崇瑋、曾詠誠、林彥、陳尹華

衰弱前期及衰弱期⽼⼈執⾏12週抗阻⼒及腳趾抓握運動介⼊成效探討

陳美⾠、郭藍遠

國際級與地⽅級跆拳道選⼿模擬競賽時之⾃主神經反應

陳巧穎、劉威廷、周桂名、王錠釧、王中原

題⽬/作者編號

L15

L16

L17

L18

L19

L20

L21

L22

L14

L13

海報發表 三  12⽉11⽇（⽇）10:10-11:00  

地點／國際學術研究⼤樓B2國際會議廳　　領域／運動⽣物⼒學

以中國古典舞為運動介⼊改善中、⾼齡者的柔軟度、平衡感與肌⼒

陳佳伶
L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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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場㆞㆞圖



會場交通㆞圖

國際學術研究⼤樓 B2F
國際會議廳│A廳 & B廳

國際學術研究⼤樓 2F―IR201
國際學術研究⼤樓 3F―IR301
(請從東側電梯上樓)

交通資訊

 ⽕⾞⾼雄站後站出⼝距本校約兩公⾥，⾞程約5分鐘●

⼩港機場轉搭計程⾞約30分鐘●

 開⾞沿中⼭⾼速公路南下●

　 →下「⿍⾦交流道」於民族路左轉，再於同盟路右轉，即達本校。

　 →下「九如交流道」沿九如路往⽕⾞站⽅向，於⾃由路右轉，遇同盟路右轉，即達本校。

 ⾼鐵⾞站轉搭計程⾞約17分鐘，沿⼤中路於⾃由路右轉，再於同盟路左轉即達本校。●

 ⾼捷⾞站轉搭捷運接駁公⾞，由後驛站出⼊⼝2搭乘紅29接駁⾞，即達本校。●

停⾞資訊

● 本校第⼀、第⼆來賓停⾞場：在附設醫院內，由⾃由路進⼊，費⽤每⼩時30元計（30分鐘內

以15元計，超過30分鐘以30元計），第⼀來賓停⾞場地⾯有機⾞停⾞場，費⽤每次20元計。

● 同盟路上路邊收費停⾞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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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館平面圖
國際學術研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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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廠商



費特康 杏聯⽣醫股份有限公司

TROMIN TECH 球據智能運動數據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普達康股份有限公司 威達斯國際有限公司 凱鑫國際有限公司

台灣明治⾷品股份有限公司

⾦⾞⼤塚股份有限公司 科正國際健康事業

百⽅儀器有限公司

廠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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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廠商



廠商連結

杏聯⽣醫股份有限公司 威達斯國際有限公司

費特康 台灣明治⾷品股份有限公司

⾦⾞⼤塚股份有限公司 科正國際健康事業

佳格⾷品股份有限公司 KX Pilates

國⽴體育⼤學戰肌能⾼純度蛋⽩飲

葡萄王⽣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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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08 ⾼雄市三民區⼗全⼀路 100 號

07-3121101 #2285

taiwanTADA@gmail.com

https://taiwan-antidoping.org.tw/ 

2022
全國體育運動

㈻術團體聯合
年會

暨㈻術研討會

第17屆

運產科競連成線　照護健康無極限

Bridging Sports Industry, Science and Athletes; 

Promoting Healthcare without Boundaries

出版者　 台灣運動禁藥管制學會

發⾏⼈　 許美智

編輯者　 林槐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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