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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體育人才的發展方向 

文/柯文明 中華代表隊拳擊教練 

摘要 

    隨著全球體育競爭日益激烈，體育人才的培養愈顯重要。對於台灣來說，未

來體育人才的發展應當從全方位進行改革，並透過結合學校體育、社會資源以及

科技手段，提升國內選手的競爭力。這不僅需要強化體育訓練體系，也要將其與

教育體系緊密結合，確保運動員能在全方位的環境中茁壯成長。 

 

 

一、台灣體育培養的現實環境 

    台灣體育人才的培養主要依賴「三級制」體系，這一體系以學校教育為根基，

從國小到高中逐步培養選手的專業技能。不同的運動項目依其特性和發展需要，

決定了適合的培養年齡和方式。有些運動（如體操、游泳）需要較早的介入，而

其他項目（如田徑、球類）則需要較長時間的磨練。 

    此系統的關鍵在於師資和基礎設施的建設。從小學到大學，體育教師與教練

必須具備專業背景，並能夠依據選手的年齡與發展階段進行適當的訓練。在培訓

過程中，訓練的觀念需要循序漸進，避免過度施壓，並在合適的年齡階段提供適

宜的訓練強度，以確保運動員的身心健康。 

二、「三級制」體系及挑戰 

    台灣的三級制體系強調不同階段的專業培養： 

1.國小階段：基礎素質的提升，重點是激發學生對運動的興趣，並提高體能、協

調性等基本運動能力。 

2.國中階段：根據選手的潛力進行專項選擇，開始進行系統化的技術訓練和比賽。 

3.高中階段：專業化培訓，強化技術與戰術的指導，並參加全國性及國際比賽以

提升競技水平。 

    然而，現有的體育體制面臨資源不足、學校設施匱乏、以及學業與體育的平

衡問題。學生在專業訓練與升學壓力之間往往無法兼顧，許多有潛力的選手因此

中途放棄運動生涯。為了克服這些問題，未來應加強對學校體育的投入，改善教

育政策，提供運動員在學業與訓練之間的靈活選擇。這樣不僅能保障選手的專業

訓練，也能兼顧他們的學業發展。 

三、體育與教育的整合 

    未來體育人才的發展應強調訓練與教育系統的整合。運動員在專業訓練的

同時，應該有更多機會在學術上獲得成長。運動員的培養不僅是為了專業體育事

業，也應當有助於他們在退役後能夠順利過渡到其他職業領域。這樣的整合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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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運動員更多元的發展道路，也有助於提高運動員的社會地位與認同感，讓

體育成為全民教育的一部分。 

四、AI對體育競技的影響 

    隨著人工智慧（AI）的迅速發展，未來的體育競技規則和選手訓練將受到深

遠影響。AI 在體育領域的應用，將使比賽規則更加優化，訓練方式更加科學，

並能夠實現個性化、數據化的運動員訓練。 

1.優化競技規則：AI 能夠通過分析大量比賽數據，識別影響比賽結果的關鍵因

素，進而幫助制定更為合理的競技規則，提升比賽的公平性與觀賞性。 

2.個性化訓練：AI將根據運動員的生理數據和表現數據，提供專屬的訓練建議。

教練能夠根據 AI 分析結果，為每位選手量身定制訓練計劃，從而最大化訓練

效果。 

3.比賽策略的運用：AI 可以通過對比賽視頻與數據的分析，預測對手的行為模

式和戰術走向，協助教練和運動員制定更有效的比賽策略，提升比賽的勝算。 

五、未來發展的關鍵方向 

    未來台灣體育人才的培養，應該集中在以下幾個方向： 

1.提升基礎設施與師資：需要加大對學校體育設施的投入，並強化師資的專業訓

練，使體育人才從基層開始便能接受高品質的專業指導。 

2.體育與學業的平衡：設立更靈活的政策，允許運動員在訓練和學業之間找到平

衡，避免因學業壓力而導致選手中途放棄。 

3.科技應用的深化：進一步引入 AI 與運動科學，提升訓練過程的科學性與精確

度，並加強運動員的心理素質訓練，為他們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六、結語 

    未來體育人才的發展，不僅需要依賴當前的三級制體系，還需進一步強化體

育與教育的融合，並充分利用現代科技來提升運動競技水準。AI 等技術將成為

訓練和比賽的核心輔助工具，幫助運動員達到更高的競技水平。台灣的體育體系

應該加強對基礎設施的投入，改善政策，並創建一個能夠支持運動員全面發展的

環境。這樣，我們不僅能培養出優秀的運動員，也能在未來的國際體育競技中占

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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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明老師在國家訓練中心訓練奧運國家

代表隊。 

陳念琴選手參加 IBA 辦理的世界

女子金腰帶摩洛哥站比賽，獲得

69公斤級的金牌。 

  

柯文明老師及李佳芬教練場邊指導清華大

學選手。 

新竹市選手杜柏緯參加世界男子

拳擊錦標賽獲得第五名，為國內

最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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