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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兩岸奧會體育交流座談自 86 年起，每年由雙方奧會規劃輪流在台海兩岸舉

行，迄今已逾十載，參訪交流係以兩岸雙方互往原則規劃辦理。本處歷次交流

活動內容，主要為基層體育行政互訪、運動教練與精英選手競技交流，並搭配

運動設施考察等活動為主。 

大陸在 2008 年成功舉辦第 29 屆夏季奧林匹克運動會，並且取得 51 面金牌

的成績，在所有參賽國家中明列第一，足以說明大陸在競技運動訓練上的成就， 

本參訪計畫主要目的即在於組織國內高階運動教練人員，前往大陸北京及

成都 2地之重要運動訓練基地進行運動設施參訪及訓練心得交流活動，以了解

大陸方面在奧亞運項目運動技術上的特點，期望能在參訪交流的過程中吸取大

陸運動訓練上的實務經驗與技巧，進一步與國內現況結合，提升國內競技運動

水平。 

本次參訪團由壢新醫院院長兼中華奧林匹克委員會委員張煥禎擔任團長，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教授陳顯宗擔任副團長，本會競技運動處副處長兼國家運動

選手訓練中心主任王漢忠擔任總顧問，參訪團成員共計 11 名，參訪期間由中國

奧林匹克委員會全程派員陪同，成都參訪期間四川省體育局亦派員負責行程安

排與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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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訪行程 

2011 年高階運動教練訪問團赴大陸參訪行程 

日    期 行    程    內    容 
住宿 

地點 

第一天 

7 月 19 日 

星期二 

下午 13：30 於桃園機場搭乘中國國際航空（CA-186）前往北京；

16：30 抵達北京首都機場  

北京天壇

飯店 

第二天 

7 月 20 日 

星期三 

上午 參訪體育總局訓練局並進行座談 

下午 參訪北京什剎海體育學校並進行座談 

第三天 

7 月 21 日 

星期四 

上午 參訪北京奧林匹克體育中心並進行座談 

下午 參訪北京體育大學並進行座談 

第四天 

7 月 22 日 

星期五 

下午 
14：00 於北京搭乘中國國際航空（CA-4108）前往成都； 

17：30 底達成都雙流機場 

京川賓館

第五天 

7 月 23 日 

星期六 

 參觀四川省運動技術學校 

第六天 

7 月 24 日 

星期日 

 
體育總局及四川體育局代表陪同參訪成都市體育發展情形

及運動設施 

第七天 

7 月 25 日 

星期一 

 

 參訪四川省骨科醫院並進行座談 

第八天 

7 月 26 日 

星期二 

 

下午 
14：20 於成都搭乘中國國際航空（CA-417）前往桃園； 

17：40 底達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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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訪過程 

(一)體育總局訓練局 

位於北京的國家體育總局訓練局成立於 1951 年，是大陸歷史最悠久，設備

最完善的國家級訓練基地，有「中國競技體育的大本營的美稱」。整個訓練總局

占地 192,000 平方公尺，其中訓練場館面積將近 170,000 平方公尺，提供田徑

（短距離）、游泳、跳水、體操、舉重、桌球、羽球、舉重、籃球、排球。參訪

團在與局長及相關組織人員進行座談後，前往參觀位於訓練局內的中國運動歷

史文物展覽，在體育總局的規劃下，有系統的展示了中國體育 60 年來，金牌從

無到有的發展歷程。參訪團隨後參觀體操隊、舉重隊的訓練情形，並參觀訓練

總局的體能重量訓練室，並觀看中國女子桌球隊的體能訓練過程。 

體育總局訓練局除了提供運動員運動訓練的需要外，也針對就學年齡的運

動員提供課業輔導的課程，以協助運動員持續教育體系的學習。 

目前體育總局訓練局的運動場館除了提供國家運動團隊備戰國際運動競賽

所需外，也適時的對外開放，開設各項短期運動培訓班，以因應周邊市民運動

休閒的需要。在參訪過程中，即遇有兒童性的社團進入羽球館參加暑期培訓活

動。 

 

  

出自體育總局的 2008 奧運金牌選手 桌球選手陳靜在冠軍之路的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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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北京什剎海體育學校 

什剎海體育學校位於北京什剎海地區，是北京市培養基層運動員的基地之

一，也是北京最早成立的體育運動學校，以培養中學以下的運動員為主，為北

京市及國家隊提供大量的競技運動人才，開設有武術、體操、排球、桌球、羽

毛球、網球、舉重、散打、跆拳道、拳擊等 10 個運動訓練項目。其中桌球、武

術、羽球、體操為傳統強項。出自於什剎海體校的世界冠軍即有桌球王濤、張

怡寧，體操滕海濱、馬艷紅、跆拳道羅微、武術劉清華等名將，其中在國際影

壇武打明星李連杰也是什剎海體校畢業的全國冠軍。 

目前什剎海體校除了接受北京當地的青少年進入就讀，並接受運動培訓

外，也積極招收來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學生，建立學校的「品牌」形象，現有來

自十多個國家的外籍學生在什剎海體校就讀。在教練的交流方面，在委派教練

赴國外任教的同時，也聘請外籍教練到什剎海體校擔任教職。什剎海體校在各

方面開展多元化的國際體育交流，一方面吸取各國運動訓練的知識，另一方面

則積極利用運動交流的方式推展中國的文化。 

在運用外在資源方面，首先什剎海體校利用了該校長期以來的武術傳統建

立一支武術表演團隊，該團隊還於 2010 年到高雄義大世界演出大型功夫風情劇

《尋找功夫》。 

參訪團在與什剎海體校校長進行座談交流後，陸續參觀該校自由搏擊、武

術、跆拳道、桌球、羽球等運動場館，以及對外開放的健身俱樂部。 

 

 

 

 

 

 

 

 

 

 

 

 

參訪團聽取什剎海學校簡報 什剎海武術隊練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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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北京奧林匹克體育中心 

北京奧林匹克體育中心（以下簡稱奧體中心）是北京為了舉辦 1990 年北京

亞運會所規劃建設的體育園區，佔地達 66 公頃，主要設施有綜合體育場、體育

館、游泳、曲棍球、足球、壘球、田徑、網球等訓練場地，目前不僅是中國角

力隊、柔道隊、拳擊隊、手球隊、曲棍球隊、壘球隊、網球隊 7個運動種類 11

支國家代表隊的訓練中心，2008 年北京奧運期間更肩負手球、水球、武術以及

現代五項的比賽場館任務。奧體中心內設置有完善的住宿及飲食品質，可以提

供教練及選手充分的後勤支援。參訪團在參觀奧體中心的過程中，我國網球好

手楊宗樺也正好在奧體中心進行移地訓練。 

奧體中心卸下北京奧運會的任務後，也朝向自給自足的經營模式邁進，奧

體中心推出「一館一品」的概念，意即將每個場館都建立起一個獨特的品牌對

外行銷，並且與民間企業合作建立運動俱樂部，吸引民眾參與活動，配合奧體

中心既有的人造園景，將奧體中心轉型為結合運動、時尚、休閒與觀光的運動

園區。 

 

 

 

 

 

 

 

 

 

 

 

 

 

柔道隊訓練情形 奧體中心選手伙食及用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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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北京體育大學 

北京體育大學成立於 1952 年，原名為中央體育學院，後於 1956 年更名為

北京體育學院，1993 年更名為北京體育大學，直屬於國家體育總局管轄。北京

體大是一個全方位的體育專業院校，並不僅著重於競技運動訓練與運動科學的

發展，也將國際體育、運動傳媒、運動藝術及運動管理等人文科學領域列為重

點發展方向。換言之，北京體大是以提供多面向的體育人才作為發展目標，而

非以運動員與體育教師的培養為唯一的功能。除此之外，國家體育總局也在北

京體大設置幹部培訓中心及教練員學院，可見得北京體大也為中國的體育行政

體系提供廣泛的人力資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北京體育大學出版社以學校出版單位所提供的運動知

識，北京體大出版社是中國重要的體育專業出版社之一，也是大學出版社中唯

一的體育專業出版社。經由北京體大出版社不只將北京體大本身的研究成果編

印出版，也積極引介國際間最新的運動科學、運動技術指導、運動員選材等知

識，以供北京體大師生作為學術研究的立基。 

 

 

 

 

 

 

 

 

 

 

 

 

 

參訪團於北京體育大學進行座談 北京體大體操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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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川省運動技術學校 

四川省運動技術學校成立於 1952 年，前身是四川省體育工作隊，直屬於四

川省體育局管轄。該校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和訓練高水準競技體育比賽運動

員，一方面代表四川參加國家級的競技體育比賽；另一方面則將所培養的優秀

運動員向國家隊輸送，成為國家代表隊的成員，同時為四川青少年體育業餘運

動員提供運動訓練的環境。換言之，四川省運動技術學校在中國競技運動員體

系上扮演著業餘運動訓練轉型為國家級運動員的重要環節，也是運動員人才體

系的最重要部分。 

參訪團陸續參觀四川省運動技術學校的柔道、男排、女排、男籃、武術、

羽球、舉重等團隊的訓練情形。不同於北京地區將運動園區開放最為民眾參與

運動的場所，四川省運動技術學校仍堅持運動場館應該是以訓練、教學為主的

訓練基地。 

 

 

 

 

 

 

 

 

 

 

 

 

 

女子排球隊訓練情形 舉重隊訓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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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四川省骨科醫院 

四川省骨科醫院最早的前身是 1958 年所創建的成都體育學院附屬體育醫

院，是中國第一所運動專業醫院，當時由已故的中醫骨傷科專家鄭懷賢教授擔

任創院院長。1984 年時改建為國家體委成都運動創傷研究所，並且直接隸屬於

國家體委管轄；2003 年時轉隸屬於四川省管轄，並正式更名為四川省骨科醫

院，又稱成都體育醫院或成都運動創傷研究所。 

四川省骨科醫院目前有編制病床 600 張，重點醫科以骨科相關科別為主，

有運動創傷、兒童骨科、運動康復、老年骨科等，並且建有四川省骨傷骨病中

醫藥防治中心、運動創傷疾病中醫藥防治中心、中醫藥防治中心以及四川省優

秀運動員體能檢測中心，其中運動創傷部門又分為上肢、足踝、膝關節鏡及康

復等 4科，病床數 236 張。 

四川省骨科醫院係以中醫的醫學理論基礎，結合西醫的醫學技術，針對運

動員訓練及比賽過程中容易發生的運動傷害及部位進行專業的研究，進而結合

中西所長發展出獨特的運動醫療方式，成為中國各項運動代表隊最雄厚的後勤

支援。與目前國內的運動醫療相較，四川省骨科醫院除了發展出以中醫為體的

醫療風格外，其更重視手術之後的復健工作，在四川省骨科醫院的醫療過程中，

病人在手術之後，通常仍必須待在醫院進行 10 至 20 天的醫療復健療程，由醫

院方面直接協助病人的復健工作，使得復原的時間能更有效率。 

 

 

 

 

 

 

 

 

 

 

 

 

 

首任院長鄭懷賢教授銅像 醫院人員協助病患復健醫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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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建議 

(一)運動中心專業化 

在參訪國家體育總局訓練局之後，可以發現這個中國規模最大的國家級訓

練基地也僅提供田徑（短距離）、游泳、跳水、體操、舉重、桌球、羽球、舉重、

籃球、排球等 10 種運動的訓練場館，並未將所有奧亞運的運動種類都集中在一

地培訓，但藉由建立適當人數的訓練基地，一方面可以提供培訓選手及教練完

善的後備支援，另一方面也可以落實訓練管理的控管作業。而在面臨國際大賽

的賽前集訓時，代表隊則通常遷徙至中國其他各地的單一運動訓練基地，就不

同賽事的性質差異，進行針對性的訓練。中國代表隊的作法是以訓練總局強大

的物質後勤支援能力厚植代表隊的基本體能與技術能力，並搭配賽前個別集訓

的專門訓練，達到國際賽場上奪勝的目標。 

相較於中國擁有廣大的土地及各異的環境可以建置各種不同的專項訓練

基地，臺灣因為地狹人稠，想要尋得較大面積的土地建設運動訓練中心已經是

很不容易的事，因此無法與中國採取相同的運動訓練理念。相反的，臺灣應該

整合既有的運動訓練地點，利用臺灣所具備的便捷交通網絡與資訊科技能力，

以更為靈活的方式支援國家代表隊選手的訓練所需。 

 

(二)全方位體育人才的培養 

體育人才是運動產業發展的基礎，而產業的發展則需要各種不同領域的人

才相結合。因此，若以產業發展的角度檢視國內體育人才的培養，可以發現到

臺灣目前仍以競技運動選手的培養為最大主軸，而與競技運動訓練相關的領

域，如運動科學、運動傷害防護等，也有一定程度的發展。雖然運動休閒管理

或產業經營等領域近來也有蓬勃發展的趨勢，但未再真正細分其中的專業領

域，使得臺灣運動產業的人才都集中在某些特定領域之中，相對於其他如傳媒

及國際體育事務的人才則略有缺乏，往往必需借重其他綜合型學校所培養的人

才，而這類型的人才往往缺乏對於運動產業的認知與敏感度。若臺灣的專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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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校院能朝向全方位的人才培養來發展，勢必能提升臺灣運動產業發展的遠

景，並擴大其利基。 

 

(三)健全階梯式的運動訓練體系 

在中國競技運動體系之中，體育總局訓練局、省體育中心、各級體育專業

學校分別負責不同層級運動員的培養工作，從業餘運動員、青年運動員、省級

運動員到國家運動員，形成中國階梯式的運動員人才體系。而臺灣現行的基層

訓練站、大專校院及國家代表隊的選手層級，則已經具備了階梯式運動訓練體

系的雛形，未來則應該朝建立並健全層級間的運動員輸送管道，朝向輸送方式

合理化的方向來發展。 

 

(四)建立運動員國家意識 

在各運動訓練基地的場館中都可以看到自我鼓勵的標語，與中國的「舉國

體制」配合下，運動員對於自我的要求與國家的期待結合在一起，再者，訓練

中心裡也經常可以看見歷年優秀選手的姓名、成績，甚至是照片，不斷地提醒

運動員國家榮譽的重要性，以及前輩運動員所建立的成就，促使現役運動員持

續鞭策自己向前邁進。我國雖無法像大陸一樣以舉國體制的模式進行運動員訓

練，但仍能利用訓練環境的規劃，增進選手的國家認同及向心力，進一步提高

訓練效益及面對競賽的積極度。 

 

(五)建置中西醫學運動醫療支援體系 

臺灣本身的中醫發展也具備一定的水準，然而由於缺乏專門針對運動傷害

預防、治癒及復健的專門研究，也使得中醫遲遲未能成為臺灣運動醫學的重要

角色。目前在臺灣的運動醫學領域仍是以西醫運動醫學為主軸，中醫暫時仍是

主流以外的治療方式，但中醫畢竟是中國自古以來的醫學基礎，並隨著中醫醫

學理論的逐步發展與成熟，已經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運動醫療體系。例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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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的按摩、針灸、正骨、正脊等療法以流傳千年，對於運動損傷等疾病的療效

也慢慢為外界所接受，因此若能在現有的運動醫學基礎上，融入中國傳統醫學

的特點，打破中西醫學之間的隔閡，必能對於臺灣的運動醫療提供助益，進而

建立國內運動員訓練與競賽的強大後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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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參訪團團員名單 

職稱 姓名 單位職稱 備註 

團長 張煥禎 
中華奧會執行委員 

壢新醫院院長 
 

副團長 陳顯宗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教授  

顧問 王漢忠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競技運動處副處長 

國家運動選手訓練中心主任 
 

團員 朱文慶 高雄市體育會理事長  

團員 黃良富 高雄縣體育會理事長  

團員 邱炳坤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秘書長 

國立體育大學教授 
 

團員 孫朝 三好體育協會秘書長  

團員 俞智贏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團員 李峰南 國立臺東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師  

團員 謝奇穎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競技運動處科員  

隨團秘書 彭俊銘 中華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