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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十三屆世界運動心理學大會是由國際競技運動心理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port Psychology) 所舉辦，該學會對於競技運動表現與一般健康促進的

研究的學術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國際組織。此外，有發行學會的官方期刊，刊名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該期刊收錄的文章質量

都相當高，皆是很值得依循參考的文章。 

本人在研討會海報發表 1篇，以及 3篇共同作者。透過本次活動，呈現自己研究結

果於國際研討會，能與各國學者互相交流，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此外，研討會的座談

會與工作坊都是來自各國頂尖的學者，聆聽這些學者的演講，真是受益良多，也為未來

的研究路途變得更加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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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國際會議出國報告 

一、 目的 

本次參加由國際競技運動心理學會舉辦的第十三屆世界運動心理學大會。該學會在

運動心理學領域佔有重要地位，其引領著運動心理學的研究與發展。因此，該學會舉辦

之研討會吸引了各國運動心理領域的學者前來參加與分享研究成果。藉著會議的參與，

可以了解目前當代運動心理學的研究發展與趨勢，增進對研究的視野。此外，可與各國

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以及獲得對於研究的不同觀點，促使未來研究與世界接軌。 

 

二、 過程 

本人於 7月 21日早上從住宿地點到會場辦理報到手續。完成報到手續與領取手冊

與資料後，即去聆聽第一場的工作坊。該場講者為佛羅里達州大學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的 Gershon Tenenbaum，該學者在競技運動心理學領域的學術表現非常優

異，並於此研討會獲頒優秀學者獎。演講的主題是關於如何提升運動員的運動表現，其

以認知控制的角度講述提升運動表現的機制，例如：知覺 （perception）、決策 

（decision making）、注意力 （attention）。此外，該學者亦說明如何藉由研究發現

的機制與模式，應用於實際的競技運動上。這些論點與應用的方式，日後可提供給教練

與選手參考，對於競技運動表現有極大的幫助。接下來是聆聽國內知名學者洪聰敏博士

的演講，其講述內容是關於如何透過神經回饋訓練提升競技運動的專注。該學者除講述

研究發現以外，並現場示範神經回饋訓練。其先記錄某位參與者專注時，腦波的區域。

接著，請參與者試著專注，並控制大腦的活動於最佳區域範圍，神經回饋儀器會以響聲

來提醒參與者是否將腦波控制於最佳範圍內。幾位參與者在現場接受訓練後，皆可見其

對於自己大腦活動的控制能力增加。這對於高科技應用於競技運動有非常大的突破。 

7月 22日最重要的內容為本人與實驗室伙伴們的海報發表，發表題目為：A Pilot 

Study of Acute Exercise Effect on Neurocognitive Function: Role of BDNF。本篇研究發

現與過去研究相似，急性健身運動改善執行功能。然而在 BDNF 的濃度卻未有明顯增加的現象。

其可能原因可能 BDNF不是運動引起認知表現變化的機制。此外，本研究屬於前導研究，所以實

驗參與人數較少。仍需再更多的樣本數，方能更確認本研究的結果。在發表期間，受到許多學

者的關注。除了提出樣本數的問題外，且提到在採集血液時，須注意其採集的時間應相同，避

免身體在一天的時間內有不同的變化，而影響了結果。這些建議使未來研究的視角更為寬廣。

此外，實驗室其他伙伴的發表也大受好評，其中與我的方向較相關為宋岱芬的研究，其題目為

Obesity, Cardiovascular fitness, and cognitive function。其結果發現體適能較高的參與

者比體適能較低的參與者有更佳的抑制能力 (inhibitory ability)。然而在肥胖與不肥胖的參

與者之間未發現有顯著差異，這個結果與過去研究不一致。目前該研究人數還需增加，方能更

明確瞭解肥胖與認知功能之間的關係。該研究發現得以支持規律運動的參與者會有較佳的執行

功能，此結果提供了強韌的證據可以鼓勵更多人從事健身運動。 

7月 23 日是實驗室主持人張育愷博士的口頭發表。該場次為以色列 Netz博士組織的一個

座談會 （symposium），張博士發表的題目是 Effect of Physical Activity on Working Memory 



4 
 

Among older Adults: An ERP Study。該篇研究發現身體活動不僅促進工作記憶，並且提升 P3

與 N1 的震幅。此外，進一步提出工作記憶的不同階段，所使用的大腦資源亦有差異。例如：在

工作記憶編碼時，會有較大的 P3震幅，而在提取階段時，則是 N1震幅較大。這個觀點代表在

探討有關工作記憶的議題時，應考量其屬於工作記憶的哪個階段，讓研究能更具體化。 

7月 24 日主辦單位安排了旅遊行程，當天天氣非常晴朗，艷陽高照。我們去參觀了鳥巢、

水立方，以及天安門廣場。這些都是之前在電視看到的熱門景點，今天實際看了現場的建築，

真是壯觀。實驗室成員亦在各景點拍照留念。 

7月 25日除了聽幾場座談會外，最重要的是晚上的頒獎典禮。本次研討會實驗室

主持人張育愷博士獲頒優秀學者獎，並且是唯一獲獎的亞洲人。因此，所有實驗室伙伴

都到場觀禮，觀看這榮耀的一刻。不僅實驗室的成員，還包括所有台灣的學者與研究生

們都感到非常驕傲。在此刻，老師的研究一直跟著國際的趨勢發展，值得學習效法的典

範。 

 

三、 心得與建議 

參加第十三屆世界運動心理學大會，感到收穫良多。在此會議上聆聽了多場的演講，

以及看了需多海報發表，並且與學者直接的交流，真的是受益良多。此外，能在國際會

議上呈獻自己的研究，可與不同學者給予的立即回饋與交流，獲得非常寶貴的建議，對

於未來研究能與國際接軌。感謝學校對於本人出席此次國際會議的支持，讓本人的視野

更加寬廣，增進未來研究的創造性與嚴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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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照片 

  

海報發表                             實驗室成員於報到會場合照 

與國外演講者合照             實驗室主持人張育愷博士獲頒優秀學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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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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