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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6年第 47屆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由瑞士主辦，地點在蘇黎世，自 2016年 7月 10日至

7 月 17 日為期 8 天。我國參加本屆競賽代表團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賈至達教授擔任團長，私立

吳鳳科技大學蔡尚芳教授擔任副團長，並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高賢忠教授等 6人隨隊觀察，代表

參賽之學生有國立武陵高級中學呂佳軒、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許芳慈、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

學蔡沛愷、陳宣叡、及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吳祥叡等 5人。 

經過一個星期的艱辛奮鬥，代表我國參賽的 5 名學生，在 87個代表隊 398名學生參賽中全

數獲得金牌，其中國立武陵高級中學學生呂佳軒更獲得最佳實驗獎，表現十分優異。 

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係於 1967年首先由波蘭發起組織辦理，其目的在促使青年學生認識

物理學在現代科學和技術領域中日增的重要性，同時也為促進物理教育經驗在國際間的交流。我

國首於 1993年以觀察員身分，出席在美國維琴尼亞州威廉斯堡舉行的第 24屆國際物理奧林匹亞

競賽，自 1994年起正式組隊參賽，至今已參賽 23屆。歷年參賽均獲佳績，近 5年參賽我國國際

平均排名為前 3名，其卓越表現，深獲國人及國際的肯定。由於教育部、各大學物理系所及各高

級中學對此項培育計畫的支持與配合，藉由選拔培訓的過程，培育無數的物理人才，為臺灣的物

理基礎教育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主辦此項計畫的國立臺灣師大團隊為我國帶動基礎科學教

育的貢獻有目共睹，值得讚賞；尤其帶領學生出國比賽期間，為了翻譯試題及評分討論，更是不

眠不休，實應予嘉勉與獎勵。 

世界各國政府對此項競賽都很重視，有的國家已成立常設的機構，專責辦理參加國際物理

奧林匹亞競賽人才培訓事宜，因而每年參賽成績都能數一數二。此種作法值得臺灣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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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2016年第 47屆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由瑞士主辦，地點在蘇黎世，自 2016 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17 日為期 8 天，預計有 90 國參賽。我國代表隊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賈至

達教授等 10多位教授組成輔導團隊負責培訓，國內選拔過程分為初賽、複賽、選拔訓練營

及決賽 4 階段，今年初賽總計全國有 2,664 名學生參加，之後經過複賽、選拔營及決賽等

過程，選出 5名學生代表我國參賽。本次代表團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賈至達教授擔任團長，

私立吳鳳科技大學蔡尚芳教授擔任副團長，並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高賢忠教授、國立清華

大學牟中瑜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吳俊輝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林俊源教授、國立嘉義高中李

文堂老師及由教育部國教署指派林簡任秘書明輝隨隊觀察，代表參賽之學生有國立武陵高

級中學呂佳軒、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許芳慈、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蔡沛愷、陳宣叡、

及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吳祥叡等五人。 

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簡稱 IPhO（International Physics Olympiad），在 1967

年首先由波蘭發起組織辦理，其目的在促使青年學生認識物理學在現代科學和技術領域中

日增的重要性，同時也為促進物理教育經驗在國際間的交流。我國首於 1993年以觀察員身

分，出席在美國維琴尼亞州威廉斯堡舉行的第 24 屆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自 1994 年起

正式組隊參賽，至今已參賽 23屆。 

 

二、過程 

我國代表團於 105 年 7 月 9 日出發前往瑞士蘇黎世參加本屆國際競賽，出國期間區分

為兩階段活動，7 月 10日至 7 月 17日參賽，7 月 18日至 7月 22日文教參訪。其過程分別

敘述如下： 

甲、競賽活動 

（一）大會預定各項競賽時程(如附錄行程表) 

（二）參賽記要 

 第 1、2天（7 月 9~10 日）： 

今日從桃園機場出發，搭乘國泰航空 19 時 30 分 CX451 班機到香港轉搭瑞士航空 LX139

到蘇黎世，由於天候因素在香港多待了約 4 小時才起飛，原先預計翌日 7 月 10 日上

午 6 點多到，延遲至 10 點多才抵達。我國駐瑞士代表處王組長已在機場等候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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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參賽學生和領隊人員被隔離，分別安排到不同地點住宿。是日下午 4 時左右辦

理報到註冊事宜。 

第 3天（7 月 11 日）： 

今天上午主要行程是舉行開幕式，會場地點是在蘇黎世大學 Irchel 校區，共有 87 個

代表隊出席，儀式中除主席及貴賓致詞外，並由大會逐一介紹各代表隊，我國係以

Taiwan ( Chinese Taipei ）名稱介紹。關於我國代表隊之參加名稱，我國駐外單位

十分重視，王組長還特地蒞臨會場表示關心。下午的行程主要是各國領隊集合共同討

論有關實作的競賽試題，並各自將實驗試題翻譯成自己國家語文表達，這是一項艱辛

的工作，我們的領隊賈教授、副領隊蔡教授及其他 5 名隨隊的教授們一直奮鬥到隔天

凌晨 5 點多才完成，澈夜未眠。其敬業精神令人敬佩。 

學生下午的行程則是分批探索校園。 

第 4天（7 月 12 日）： 

今日是以學生為主軸，分兩批進行實驗測試。測試時聞長達 5 個小時，沒測試的學生

就參觀蘇黎世市區。領隊和其他觀察員則是參訪鄰近的文教設施。我國代表隊的教授

們，由於一夜未眠，所以也沒有精神和體力出去參觀，而是在住宿旅館內休息，只利

用下午時間到蘇黎世湖附近市區逛逛。主辦單位用心良苦，參加人員只要憑著大會製

作的名牌，市區所有公車都可以免費搭乘，包括乘船遊湖也可以。 

第 5天（7 月 13 日）： 

今日領隊們的工作主要是理論試題的討論和翻譯，預計時程從上午 8 點半一直到隔天

凌晨 4 點，下午還要分別批閱及確認每一位參賽學生的實驗競賽成績，這又是一個艱

辛的任務。 

今天學生的行程則較為輕鬆，主辦單位帶他們到瑞士與奧地利邊界的小國列支敦士登

公國去參訪。 

第 6天（7 月 14 日）： 

今天主軸行程是學生的理論測驗，共需持續進行 5 個小時之久，從早上 8 點半考到下

午 1 點半。 

領隊及觀察員則集體乘車到列支敦士登公國去參觀，列支敦斯登公國是夾在瑞士與奧

地利兩國間山區小國，雖然土地狹小人口稀少，但卻擁有高的國民收入水準，其國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5%9C%B0%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5%9C%B0%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5%9C%B0%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7%94%9F%E7%94%A2%E7%B8%BD%E5%8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7%94%9F%E7%94%A2%E7%B8%BD%E5%8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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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總值高達 60,000歐元，是一個以阿爾卑斯山美麗風光、避稅天堂與高生活水準而

著稱的富裕小國。 

晚上從 6 點到 9 點，主辦國安排全體到蘇黎世大學 lrchel 校區進行聯誼餐會，其進

行方式類似園遊會，會場上佈置有許多具有當地特色的趣味遊戲及節目供參加者體驗。 

第 7天（7 月 15 日）： 

昨日學生作答的理論試卷，大會除由專人批閱評分外，今日也影印 1 份交由各領隊自

行評閱，指導教授們依試題性質加以分工，利用整天時間仔細審閱學生的答案，並加

以評分，以便明天和大會指派的閱卷者爭取較佳的成績。 

第 8天（7 月 16 日）： 

今天整天的重點工作是大會閱卷者與各代表隊的領隊，互相討論對學生作答的評分情

形，進而由委員會確定各參賽學生的成績。原先大會預訂各獎項之人數比率是： 

金牌占參賽學生 398 人的 8%為 32 名，銀牌占 17%為 68 名，銅牌占 25%為 99 名，榮譽

獎占 17%為 68名。但經各參賽代表隊之說明爭取後修正為金牌占參賽學生 398人的 12%

為 47名，銀牌占 18%為 74名，銅牌占 25%為 98名，榮譽獎占 17%為 65名。 

第 9天（7 月 17 日）： 

經過一個星期的艱辛奮鬥，在今天舉行閉幕典禮，典禮會場選在頗具特色的蘇黎世歌

劇院舉辦，除各國代表隊參賽學生、領隊及觀察員參加外，各國駐瑞士使節也受邀蒞

臨觀禮，我國駐瑞士代表處劉邦治大使及王組長等人皆親自出席。典禮中首先由相關

人物致詞及表演節目後，並從榮譽獎、銅牌、銀牌、金牌、最佳特別獎逐一公佈得獎

學生姓名、成績及所屬國家等。本次我國參加 2016年第 47屆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在 87個代表隊 398名學生參賽中，代表我國參賽的 5名學生全數獲得金牌（榮獲 5面

金牌共有 3 個國家，包含中國、韓國及臺灣），其中國立武陵高級中學學生呂佳軒更

獲得最佳實驗獎，表現十分優異。各參賽學生成績排名如下：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年級 獎牌 排名 備註 

許芳慈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二 金 20 - 

蔡沛愷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二 金 23 - 

呂佳軒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三 金 25 最佳實驗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5%85%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7%88%BE%E5%8D%91%E6%96%AF%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BF%E7%A8%8E%E5%A4%A9%E5%A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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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宣叡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二 金 28 - 

吳祥叡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三 金 35 - 

 

乙、參訪活動 

教育部國教署考量參賽學生之辛勞，並期參賽之同時，亦能拓展視野增廣見聞，爰同意參

加各科奧林匹亞國際競賽之學生代表團得順道於主辦國度內參訪文教設施。本代表團乃利

用競賽後的 4天進行參訪活動。 

第 10天(7 月 18日) 

今日首先驅車前往瑞士首都伯恩市區參觀，中午由我國外交部駐瑞士代表處劉處長安排餐

會款待代表團，我國學生能在瑞士參賽獲得優異成績，該處深感與有榮焉，該處除於閉幕

典禮後轉頒總統、行政院長及教育部之賀電外，特別安排此餐會以示慶賀之意。 

下午則前往參觀 CERN 機構，CERN 是歐洲核子研究組織，成立於 1954 年，歐洲核子研究

中心的實驗室位於橫跨日內瓦附近法國和瑞士邊境。這是歐洲第一個合資企業之一，目前

擁有 22個會員國 。物理學家和工程師們在此利用世界上最大和最複雜的科學儀器來研究

物質的基本成分-基本粒子。在 CERN使用的儀器是專門建造的粒子加速器和探測器，利用

加速器提高顆粒的光束到高能量，由光束彼此或與靜止目標碰撞，再藉探測器加以觀察並

記錄這些碰撞的結果。這個過程可以提供物理學家有關粒子如何相互作用的線索，並提供

了深入了解自然界的基本規律。此次我代表隊透過外交單位的聯繫安排，方得深入參觀內

部的各項研究設施，真是難能可貴的參訪行程。 

第 11天(7 月 19日) 

今天主要行程是搭船從充滿中世紀風情的圖恩城到史畢茲，再前往因特拉肯度假小鎮觀

光。瑞士之風光誠如童話境界，美不勝收。 

第 12天(7 月 20日) 

位於歐洲屋脊上的少女峰，海拔 4158公尺，是令人響往的名勝，今日我們搭乘齒軌登山

火車上山，到達歐洲最高的火車站 jungfrau(海拔 3454 公尺)，並搭電梯登上海拔 3571

公尺高的史芬克斯觀景台，觀賞高山冰河盛況以及萬年冰宮內的冰象奇景，對於生長在

亞熱帶的台灣人而言，這是十分難得的旅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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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14天(7 月 21~14日) 

今日是參訪活動最後一天，預定的行程搭乘火車上瑞吉山，瑞吉山位於盧森湖北邊，有

「山中皇后」之稱，海拔 1797公尺，是鄰近居民徒步健行或避暑的勝地，登高可眺望阿

爾卑斯山脈及四周的湖泊，風景秀麗。主辦國亦有安排參訪此景點，當時因帶隊的教授

們忙到清晨 5點，所以未隨隊到此，但學生們已來過此地。 

午後，全體團員搭乘纜車下山前往蘇黎世機場搭乘瑞航 LX138 飛經香港轉乘港龍航空

KA482 班機返回臺灣，約於是日下午 8 時平安順利返抵國門，結束為期 14 天的 2016 年

第 47屆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活動。 

 

三、心得 

（一）舉辦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的目的，在促使青年學生認識物理學在現代科學和技

術領域中日增的重要性，同時也為促進物理教育經驗在國際間的交流。自 1967年首先由波

蘭發起組織辦理，至今(2016)年為止，已舉辦了 47屆。由於此項競賽的理想崇高，加入競

賽的國家數目逐年增加，近年來每年約有 90 個國家報名，是一個十分知名的世界級競賽。

在參賽國家中，除歐美先進國家重視此項競賽外，在亞洲國家中，中國、印度、韓國、台

灣、越南等國都非常重視，參賽的成績都十分優異，中國因為人口眾多，挑選出來的代表

當然不在話下，成績總是名列前矛，韓國人口不多，但政府對此很重視，已成立常設的機

構，專責辦理參加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人才培訓事宜，因而每年參賽成績都是數一數二。

此種作法值得台灣借鏡。  

（二）我國自 1994 年起正式組隊參賽，至今已參賽 23 屆，2003 年我國亦曾主辦第 34

屆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政府對此項國際賽事的重視程度不亞於韓國，教育部除每年編

列龐大經費專案補助國立台灣師大物理系辦理參賽學生遴選及培訓計畫外，為獎勵學生之

優異表現，訂有「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

辦法」，參加本項競賽獲得金、銀、銅牌獎者，可保送大學院校各本學系或推薦入大學院

校各學系；獲得榮譽獎者，可推薦入大學院校各本學系。另於競賽獲金牌、銀牌與銅牌者，

分別可獲得教育部頒發之獎學金新臺幣 20萬元、10萬元與 5萬元。台師大承辦此項專案計

畫的團隊十分用心，所以歷年參賽均獲佳績，近 5 年參賽我國國際平均排名為前 3 名，代

表我國參賽學生於 2005 年、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4 年及 2016 年的競賽中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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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榮獲金牌。其卓越表現，深獲國人及國際的肯定。由於教育部、各大學物理系所及各高

級中學對此項培育計畫支持與配合，藉由選拔培訓的過程，培育無數的物理人才，為臺灣

的物理基礎教育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主辦此項計畫的台師大團隊為帶動我國基礎科

學教育的貢獻有目共睹，值得讚賞；尤其帶領學生出國比賽期間，為了翻譯試題及評分討

論，更是不眠不休，實應予嘉勉與獎勵。 

 (三) 主辦國瑞士人口約 800萬，地形多山多湖泊，面積略大於台灣。由於瑞士自 1815

年後從未捲入過國際戰爭，又實行積極外交政策且頻繁參與世界各地的重建和平活動，成

為紅十字會組織的發源地，以及許多國際性組織總部所在地。瑞士是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

一，其人均財富高居世界首位。在來之前，印象中的瑞士有如童話世界，是一個非常美的

地方，來到瑞士之後，發現瑞士風光確實非常的迷人，不僅交通發達，市街建物十分乾淨

整齊，家家戶戶植草種花，到處綠意盎然，美不勝收。瑞士不失為進步富裕的國家，只不

過其物價嚇人，消費指數太高，非普通的台灣人所能負擔得起。 

（四）在國際場合中，才能體會獨立國家國名與國旗的重要性。我國參與此次國際物理

奧林匹亞競賽是用 Taiwan ( Chinese Taipei ）名稱，而非 R.O.C，亦非 Taiwan，所使用

的旗幟是奧運五個圈圈的會旗，並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由於害怕中共的打壓，我國

駐外單位一開始就十分擔心開幕式時司儀如何稱呼介紹我國代表隊，還好物奧委員會向來

均以 Taiwan ( Chinese Taipei ）稱呼我國代表隊。在頒獎典禮時，得獎的國家都高舉國

旗吶喊歡呼，但我代表隊卻沒能名正言順的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真叫人情何以堪。 

 

四、建議 

（一）帶隊的教授群必須負責把試題翻譯成學生熟悉的中文用語，讓學生看得懂，因此必須攜帶

筆電及列印機，但每個參與指導的教授所使用的筆電品牌型式及軟體新舊不一，在討論翻

譯的現場，使用上十分不方便，因此，主持計畫的國立臺灣師大賈教授很希望教育部能統

一購置，俾以提升工作績效。 

（二）國立臺灣師大內部對教授的評鑑，偏重教學與研究的績效，而對於為全國高中生培育基礎

科學知能的奧林匹亞競賽工作，因非屬指導該校學生之業務，所以不列入教師評鑑的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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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此狹隘的作法，影響大學年輕教授們投入此項辛苦培育計畫之願意，很可能會產

生承辦奧林匹亞培育計畫後繼無人的斷層現象。希望教育部能對各大學校院加以政策引

導，讓更多教授願意投入參與奧林匹亞培育計畫，為基礎科學教育扎根，同時為國爭光。 

（三）為期扎根國內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科學教育，傳承數理學科人才培育及參與國際奧林匹亞

競賽的工作經驗，建議參採韓國的作法，研議成立專責機構，統籌規劃辦理國際數理學科

奧林匹亞競賽及培訓工作，俾發揮綜整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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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競賽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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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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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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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全體團員 

領隊會議表決評審結果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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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 CERN歐洲核子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