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少運動教練知能（試辦）課程說明會  

 

 113年 7月 12日(五)下午 2時 

 

 教育部體育署三樓大禮堂(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3樓) 

時間  活動內容  

13:30～14:00  報到  

14:00～14:05  主席致詞  

14:05～14:35  

兒少運動教練知能 

課程內容及規劃說明 

14:35～14:50 休息  

14:50～15:20  課程報名方式說明  

15:20～16:00 綜合討論及提問  

16:00 賦歸  

 

主 辦 單 位 ：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承 辦 單 位 ： 國 立 體 育 大 學 



教育部體育署113年
兒少運動教練知能 (試辦) 
課程說明會
2024年7月12日

國立體育大學
王凱立 教授

Agenda

1.計畫緣由、目的

2.兒少運動教練知能課程

3.兒少運動教練知能研習課程(試辦) (台北&台中)

4.公告通過研習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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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由、目的

1
3

1.計畫緣由

4

臺中市7歲黃童於柔道學習過程遭重摔27次腦傷致死

調查案。(監察委員調查)

評估兒童工作證可行性。(立法委員關注)

• 澳洲實施《工作者篩查法》（Worker Screening Act 2020），要

求所有與兒童相關的工作者必須申請兒童工作證。

• 我國《兒童及少年權益與福利保障法》（於2003年訂定）規定，

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為主要目的，衛生福利部為主管機

關。



1.計畫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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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兒少免受各類暴力、虐待、剝削和忽視

保護兒少免受虐待和剝削

• 提供高質量教育，促進兒少的全面發展

教育和發展權

• 尊重兒少的意見，讓兒少參與影響其生活的決策

參與權

兒童權利公約（CRC）

1.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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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兒少運動教練專業知能

• 鼓勵持有合格有效之全國性體育團體教練證照人員參與

「兒少專業知能課程」，不僅具備專業指導技能，還能進

一步提升兒少運動專業知能。

確保兒少運動安全與權益

• 根據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

確保兒少在體育運動活動中的安全和權益。



1.計畫目的(未來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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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程目標

✽建置「兒少運動教練知

能課程」

✽公告課程及師資

✽辦理研習課程(試辦)

✽課程推廣

中程目標

✽輔導縣市政府規劃研習

課程(六都)

✽持續滾動式調整課程及

師資

✽調查公有場域

長程目標

✽強化課程及師資的重要

及普及性

✽持續滾動式調整課程及

師資

✽評估法規訂定可行性

1.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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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體育署進行工作

會議(共計14次)

組成15名兒少推動

委員會-(人權、法律、

醫學、體育、心理)

召開第一次專家交

流座談會(2/27)

召開3次推動委員會

議(3/19、4/26、
6/17)

完成兒少運動教練

知能課程

台北市輔導團交流

座談會(3/28)

邀請台北市體育局

交流座談會(5/7)

辦理兒少運動教練

知能 (試辦) 課程說

明會(7/12)

本年度將9月及11月

將舉辦兒少運動教

練知能研習課程



1.六都縣市政府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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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二)

台北市政府體育局

座談會(已完成)

7月31日(三)

新北、桃園縣市

政府體育局座談會

8月2日(五)

台中、台南、高雄縣

市政府體育局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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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運動教練知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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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大課程領域

✓瞭解兒少其他重
要當代議題以及
多元當代社會挑
戰，引導此特殊
族群成長。

✓ 關注兒童權益和
保護法規，保護
兒少免受身體、
心理和社會上的
各種風險的策略
和方法。

✓ 提供教育人員全
面的了解兒少的
心理發展，並建
立辨識、因應和
專業資源連結。

✓ 提供教育人員能
夠更全面理解、
評估和設計適當
運動訓練和運動
課程方案，並建
立對兒少生理發
展的基礎認識。。 A.兒少生理

與體能發展
B.兒少心理

發展

D.兒少運動
教學當代

議題

C.兒少權益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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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域 課程主題 課程名稱

A兒少生理與體能發展

A1兒少發展階段生理特性解析 A1-1 兒少運動生理發展

A2兒少綜合體適能與運動訓練
A2-1 設計動態暖身活動
A2-2 評估兒少體適能
A2-3 兒少週期化訓練設計

B兒少心理發展

B1兒少心理概論 B1-1 兒少心理學

B2兒少心理評估
B2-1 兒少心理障礙識別
B2-2 特殊需求兒少教學策略
B2-3 運動心理學

C兒少權益保障

C1兒少安全與權益 C1-1 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

C2兒少身心教育與保護
C2-1兒少不當對待與處罰界線
C2-2運動與性別

D兒少運動教學當代議

題

D1數位科技輔助運動教學
D1-1數位科技運動教學法
D1-2科技輔助器材

D2融合教育與差異化運動教學
D2-1融合式適應體育知能
D2-2差異化運動教學策略

D3教練諮詢資源
D3-1教練心理學
D3-2專業諮詢協會和培訓組織的差異與介紹
D3-3運動教練壓力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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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兒少運動教學知能課程



兒少運動教練知能研習課程(試辦) (台北&台中)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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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習日程與地點

場次 時間 地點

1

113年9月28日(六)

|

113年9月29日(日)

台北場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B1阿基米德廳)教室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85號

2

113年11月6日(三)

|

113年11月7日(四)

台中場
集思新烏日會議中心(4F史蒂文生廳) 教室
地址：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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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報名資訊

免費報名費用

每場次以40人為原則人數

網路報名並郵寄相關資料報名方式

113年8月31日（六）報名截止日期

持有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之有效運動教練證報名資格

• 刑事紀錄證明正本（良民證）

• 個資使用同意書

• 切結聲明書

• 近3年從事兒少體育運動相關課程及活動資歷

檢附資料

3.113年度兒少運動教練知能研習課程-台北場次(試辦)

兒少運動教練知能課程表(台北場次)

上

午

日期 第一場次113年9月28日(六)台北 日期 第一場次113年9月29日(日)台北

時間 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07:30

-

07:50

07:30－07:40與會者報到

07:30

-

07:50

與會者報到

07:40－07:50始業式

08:00

-

10:00

兒少發展階段生理特性解析
王宗騰教授

08:00

-

10:00

兒少心理概論

鄭安安心理師

10:10

-

12:10

兒少心理評估

鄭安安心理師

10:10

-

12:10

兒少發展階段生理特性解析
王宗騰教授

下

午

13:00

-

15:00

兒少運動教學當代議題

洪雅惠教授

13:00

-

15:00

兒少權益保障

柯萱如律師

15:10

-

17:10

兒少運動教學當代議題

張玉茹教授

15:10

-

17:10

兒少身心教育與保護

柯萱如律師

17:10- 第一天結束

17:10

-

17:30

綜合座談(評核)

17:30- 賦歸

2天/16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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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年度兒少運動教練知能研習課程-台中場(試辦)

兒少運動教練知能課程表(台中場次)

上

午

日期 第二場次113年11月6日(三)台中 日期 第二場次113年11月7日(四) 台中

時間 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07:30

-

07:50

07:30－07:40與會者報到

07:30

-

07:50

與會者報到

07:40－07:50始業式

08:00

-

10:00

兒少發展階段生理特性解析
王宗騰教授

08:00

-

10:00

兒少運動教學當代議題

張玉茹教授

10:10

-

12:10

兒少運動教學當代議題

洪雅惠教授

10:10

-

12:10

兒少發展階段生理特性解析
王宗騰教授

下

午

13:00

-

15:00

兒少權益保障

柯萱如律師

13:00

-

15:00

兒少心理概論

鄭安安心理師

15:10

-

17:10

兒少身心教育與保護

柯萱如律師

15:10

-

17:10

兒少心理評估

鄭安安心理師

17:10- 第一天結束

17:10

-

17:30

綜合座談(評核)

17:30- 賦歸

2天/16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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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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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個資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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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切結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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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通過研習名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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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告通過研習名單

體育署官網

(前端)

公告專區

公佈通過名單

公告專區 最新消息 電子公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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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知能課程在參與者的公告機制上，預計將通過名單公布於體育署官網，提供通過

教練姓名、運動項目、所屬運動協會、教練證照相關資訊以及研習參與和通過日期，
以供民眾查詢參考協助家長在選擇兒少運動教學人員時，能充分確認其具有兒少相
關權益保障知能，能依據該年齡層設計合適的運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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