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體育署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組織我國體育專業大專校院訪問團

赴大陸重點體育專業校院參訪計畫 
 

 

 

 

 

                      
                      服務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姓名職稱：競技運動組  戴琬琳 專門委員 

                                競技運動組  伍秀玲 科員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北京 

                      出國期間：108.5.31～108.6.6 

                      報告日期：108.7.24 

 

 

 



 

摘要  

本項活動為 108 年度教育部體育署委託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辦理兩

岸大學體育交流計畫之一。為落實我國體育專業大專校院發展，實地了解大陸體

育專業校院學生運動員培養模式(含體育課程設置、健康管理及運動建設)，特赴

大陸地區進行訓練交流訪問。 

 

    本次交流訪問時間自 108 年 5 月 31 至 6 月 6 日止，共計 7日，交流學校有

昆明學院、雲南大學、雲南師範大學、雲南財經大學等大陸高校進行交流參訪活

動，並安排參訪雲南省立博物館、雲南民俗村，以促進文化交流，獲致下列心得

及建議: 建議大專校院體育室主管能在大專主管研討會分享參訪成果，擴大交流

效益；建議體適能課程落實及複檢；臨床運動指導員及運動醫學生之積極培育，

針對病患開立運動處方，俾利降低用藥率，提升國民健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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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我國成為國際大學運動總會會員國已達十餘年，於各項國際體育競賽場

合中與中國大學生運動總會人員接觸頻繁，為落實我國體育專業大專校院發

展，實地了解大陸高校學生體育相關課程(含課程發展、學術研討、健康管

理及運動建設)，作為我國運動選手養成教育及課程設置改進之參考。本署

委託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辦理「組織我國體育專業大專校院訪問團赴

大陸重點體育專業校院參訪計畫」，藉由建立長期且良好的友誼關係，分享

兩岸體育課程、研究及訓練經驗之外，更期盼藉此交流，雙方能擴展至其他

項目的切磋與砥礪。 

 

貳、過程： 

 一、活動日期:108 年 5 月 31 日~6 月 6 日 

 二、活動地點:中國大陸  雲南昆明 

 三、交流團成員： 

編號 姓名 性別 職稱 任職單位 單位職稱 

1 劉志華 男 團長 遠東科技大學 教授 

2 戴琬琳 女 顧問 教育部體育署 專門委員 

3 伍秀玲 女 顧問 教育部體育署 科員 

4 王文正 男 團員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學務長 

5 鄧碧珍 女 團員 亞東科技大學 教授 

6 陳政達 男 團員 國立中央大學 體育室主任 

7 陳秀珠 女 團員 中臺科技大學 教授 

8 徐志輝 男 團員 朝陽科技大學 教授 

9 黃森芳 男 團員 慈濟大學 體育室主任 

10 李明榮 男 團員 亞洲大學 體育室主任 

11 陳嘉康 男 團員 僑光科技大學 體育室主任 

12 李詩賓 男 團員 萬能科技大學 體育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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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林献巃 男 團員 輔英科技大學 教授 

14 黃立維 男 秘書 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大專體總競技組組員

 

四、交流行程紀要： 

日期 行程 備註 

5 月 31 日（星期五） 接隊、安排住宿  

6 月 1 日(星期六) 拜會昆明學院  

6 月 2 日(星期日) 參訪雲南民俗村、雲南省立博物館  

6 月 3 日(星期一) 拜會雲南師範大學  

6 月 4 日(星期二) 拜會雲南大學  

6 月 5 日（星期三） 拜會雲南財經大學  

6 月 6 日（星期四） 返程  

 

 

五、交流重點： 

 （一）各校座談會及參訪其場館及設施: 

1.參訪昆明學院： 

（1）出席人員：昆明學院校長黎素梅、副校長董建華、國際合作交流

處副處長陳靜、體育學院副院長葉燎昆、黨總支副書

記嚴春梅、辦公室主任羅林、  

 (2)學校簡介及特色交流: 

昆明學院現有22個教學單位與60個本科專業，包括文學、理學、

工學、醫學院……等等，屬於應用型高校，其中體育學院學生數約

297 人，以國小師資培育為專業，在教育部和省教育廳組織的高校體

育課程評估中，被教育部和省教育廳授予「全國和雲南省高校體育優

秀院校」稱號，成為全國高校 106 所優秀體育院校之一，該校體育舞

蹈項目原列為體育學院，後改設為音樂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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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流處

俊青、體育課

娜 

體育部主任朱

處副處長曾騫

課教學部主任

致贈紀念品

 學生健

5 人制

朱海營、體

騫、體育場

任毛瑞紅、

品予李副院

健康操課程 

制足球場 

體育部書記包

場館管理中心

大學生體育

院長 

包繼

心副

育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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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簡介及特色交流: 

雲南財經大學始建於 1951 年,為雲南省政府認定為省屬重點大

學，占地面積有 1156 畝。該校是以經濟學、管理學為主，法學、 

哲學、文學、理學、工學與藝術等學科協同的多元大學。該校設 19 個

學院、1 個教學部、14 個專職研究機構。 

雲南財經大學未有體育學院，僅設體育部，學校體育特色為提升

學生身體素質，營造體育文化氛圍，該校認為運動技能即生存技能，

因此特別重視，其體育方針為: 

① 多措施、全方位鍛鍊學生體魄:2017 年起，每學期每位學生須

結合學校APP運動達 120 公里(其中30公里需在早上 6 點 30 

分至 7 點 30 分)與 30 次早操打卡；將游泳課作為全校性必修

課(25 公尺蛙式為及格標準)。 

② 課程教學中融入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③ 利用體育賽事儀式，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④ 運動隊伍的管理中加強規則意識教育。 

雲南財經大學體育校園文化十分具有特色，開學典禮後第一堂課

為體育課，體育課程上課方式必有體育理論課程，目的讓學生知其然，

進而養成主動運動習慣，表示學生除了情商之外，更應培養「動商」，

健康的身體才是未來資產。 

在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策之下，雲南財經大學重點發展項目為瑜珈、

藤球及柔道，且雲南財經大學是中國藤球國家隊訓練基地，亦辦理了 

2019 年亞洲藤球錦標賽共計有 17 個國家及地區的 27 支隊伍參賽。 

本次交流團亦交流兩岸大學體育課程教學情況、大學體育文化的

目標和發展現狀，大學體育文化之營造，在學校體育各項工作中發揮

重要作用。 

 



 

(為

致贈紀

3 對

為符合標準，

紀念品予王副

對 3 籃球場

鋪設地磚於

合照 

副校長 

場地 

於原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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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

二年

雲南省內唯

交流 

年級選修課

唯一高校附

課程 

 

附設攀岩場 

 



 

 

雲

(二) 文化

     由於

明學院

藉此行

雲南民俗

雲南當地菸

化交流 

於雲南是大

院師生的帶領

行之文化交流

俗村-少數民

菸草業發達

大陸西南邊疆

領，參訪當地

流深化對於

民族傳統服

 
，居民抽水

11 

籐球

疆省份，少

地具有特色

於歷史文化的

服飾 

水菸筒 

選手練習

少見具有多種

色的雲南民俗

的認同及瞭

雲南

種少數民族

俗村、雲南

瞭解。 

南民俗村內

雲南省立

族的省份，由

南省立博物館

內昆明故城遺

立博物館 

由昆

館，

遺址 



 

 

 

參、

   

   

   

、心得及建

一、心得 

    

地學

發展

學術

大學

畫表

進學

有其

二、建議 

  (一)建議

流效

博物

建議 

雲南地處為

學生眾多，多

展，此行承蒙

術研究、課程

學體育政策及

表示認同，十

此行之參訪

學術研究之交

其正面之效益

議大專校院

效益： 

本次參訪團

物館內兒童藝

為西南邊陲

多元文化與

蒙昆明學院接

程發展方向

及課程推行

十分值得嘉

訪活動有利

交流，藉交流

益。 

院體育室主管

團成員多為

藝術活動

12 

陲，鄰近緬甸

民俗文化融

接待及充份

，藉由座談

行方式頗有助

嘉許。 

利建立雙方良

流機會雙方

管能在大專

為大學教授，

 

甸、寮國及越

融合，促進教

份協助配合，

談會及文化交

助益，團員亦

良好的友誼

方擴展至其他

專主管研討會

，對於通識課

博物

越南，因此

教育、文化

雙方對於兩

交流方式，

亦對於此行

誼關係，分享

他項目的切

會分享參訪

課程之教學

物館內展示

此少數民族及

化、體育運動

兩岸體育推

對於瞭解兩

行之訓練交流

享課程教學與

切磋與砥礪

訪成果，擴大

學、課程發展

 

示雲南居民遺

及外

動之

推展、

兩岸

流計

與促

，亦

大交

展、

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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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及選手培訓制度均是焦點，亦是未來研究重點參據，我國大學

自治制度施行已久，藉由參訪交流機會，瞭解大陸政策實施方針、體育

課程實施方式、體育專業人才培育方式，進而提出建議及借鏡，以擴大

交流效益。 

 

     (二)建議體適能課程落實及複檢: 

大陸當局體育政策已從競技推展為全民運動，本次參訪大陸高校，

各校均表示體適能與全人健康有極大相關性，適當的身體活動可提升國

民的體適能狀況，並進而減少許多慢性病的罹患機率，對於提升國民健

康、降低醫療支出與社會成本都有極大的幫助，因此大陸體育總局為落

實，學生體適能檢測1年1次，全校學生體適能成績於於期限內登錄後，

由教育部每年派員臨時複查，如複查結果與登錄情形不符，則列入檢討

追蹤之列，以督促學校確實且落實體適能，進而培養學生養成規律運動

習慣，達全民參與運動之目的。 

 

     (三)臨床運動指導員及運動醫學生之積極培育: 

運動即良藥，據國際醫學期刊及相關研究報告顯示，兩岸人民慢性

病人口逐年攀升，且學童肥胖率逐年增加，皆與國人運動習慣有極大相

關性，我國人口老年化已是趨勢，長照需求增加，為促進國人健康，除

了十二年國教課程應增加體育課程時數外，高等教育應積極推動臨床運

動指導員及運動醫學生之培育，有專業人員幫助病患開立運動處方，提

升心肺功能，減少用藥，不僅可降低國家醫療方面支出，亦能預防疾病，

改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