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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雪的環境

 ―― 冰雪運動冬奧文化在臺灣推展的
困境與契機 

許立宏／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教授

傅志群／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

前言

隨著東亞的中國北京即將於 2022 舉行冬季奧運會，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其

實有許多國家下雪的機率非常低，尤其有些地區的平地下雪機率幾乎爲零，這

對推展冰雪運動產生重大的阻力，臺灣的地理位置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嘗試運

用管理學的 SWOT 及訪談方法來分析在無雪的環境下，臺灣近年來推展冬季

冰雪運動的困境與可能突破的契機。

冰雪運動項目在冬季奧運會目前有以下幾大項：

‧ 冰球

‧ 冰壺

‧ 有舵雪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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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舵雪橇

‧ 俯式冰橇（空架雪車）

‧ 滑冰：競速滑冰、短道競速滑冰、花式滑冰

‧ 冬季兩項

‧  滑雪：越野滑雪、跳臺滑雪、北歐混合式滑雪、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

單板滑雪

目前在臺灣較活躍於國際比賽及訓練的項目有雪橇、雪車、花式滑冰、冰

球及競速滑冰。但國家級雪橇選手不多，目前男女成人選手各一，雪車成人選

手，僅有一男。（如圖 1- 圖 6）由於受限調查時間、人力及願意接受訪談的人

員，本研究初期先以初探方式來做一簡單調查，並用較初淺的推論方式來分析

臺灣地區推動冰雪運動的困境與契機。目前所接受訪談的對象有四位國手、兩

位教練及一位協會副秘書長，其中一位教練身兼家長身份。以下將以國家級選

手（與教練）做為主要調查對象並用以下身分來標示：

A：雪橇（女）：＋教練

B：雪車（男）

C：花式滑冰（男）＋教練（家長）

D：冰球（男）：副秘書長

E：速度滑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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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圖 2　雪橇好手林欣蓉 

圖 3-圖 4　空架雪車好手江俊弘 

圖 5-圖 6　亞洲花式滑冰錦標賽參賽選手葉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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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式

本文採質性調查方法，一方面蒐集國內相關新聞報導，一方面設定幾個重

要訪談問題，共有以下七大項，採開放性問答方式：

一、 請問你的運動項目為何？運動生命史，幾歲開始接觸？如何開始？

二、 目前練習狀況？國際實力？

三、 練習有無遇到任何瓶頸？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四、 對於推動此項運動在臺灣有無遇到阻礙因素？請多描述一下。

五、 如何克服？有無機會翻轉？

六、 對協會及國家有無具體建議？

七、 未來生涯規劃目標如何？

第 1-2 項欲了解基本資料及參加的緣由或動機、第 3-4 項欲了解參與及推

動困境、第 5-7 項欲了解未來契機與生涯規劃。

分析結果與討論

一、加入冰雪運動因緣

就選擇加入冰雪運動的基本問題方面，並非每位選手原來一開始就有意選

擇此運動。大都是先練其他項目後，因緣機會而接觸到冰雪運動。如A選手（雪

橇）便提到：

我從 11 歲開始接觸籃球田徑，在 13 歲得到新北市 60、100 公尺雙冠後開

始訓練田徑，國中三年持續受傷，在國三得到全國 400 欄第 7 名，加上學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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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進入北一女中就讀，在高中時期因課業壓力開始將項目導向技術面開始訓練

跳遠、鏈球，得到北市第 2 及全國第 4 的成績，在高中升大學的暑假因學姊介

紹接觸了雪橇，在當場賽事獲得女子第一，2016 年被送往德國培訓平昌冬奧

代表隊，訓練至今。

B 選手為空架雪車（Skeleton），他自從高中開始訓練雪橇（Luge）一直

到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才轉項為空架雪車。而 C 選手（花式滑冰）則是從二歲開

始學習直排輪、四歲學習花式滑輪、十三歲接觸花式滑冰，一直到十五歲才成

為全職花式滑冰選手。D（冰球協會副秘書長）則提到臺灣球員從 8 歲就有人

開始接觸，目前也有長青組的隊伍（40 歲以上）。目前選手都是以直排輪曲

棍球為主要訓練，再轉為冰球選手為主要來源。E（速度滑冰）提及以前是輪

滑選手，從一歲半就穿上第一雙輪滑鞋，後來因為在輪滑屆各個大小國內國際

賽事都拿過金牌唯獨沒比過奧運，所以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接觸速度滑冰。

二、困境

（一）天候場地條件的限制

所有受訪者皆提到，若要進行專業技術上的訓練，原則上都要出國才得以

進行。

A選手提到： 平常在臺灣自主練習，練雪橇至今三個季，2018 ／ 2019 世

界盃排名 40 名。在原高中（北一女）練習處及龍山國中進

行訓練，也會到新北市土城運動中心的冰宮進行滑行訓練。

但為了更精進技術，她目前（2020 ／ 10）就在德國柏林作

移地訓練與進修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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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選手提到： 對於雪車運動來說光是設備及場地就是一個最大因素，國外

選手們在淡季的時候都能有輔助的設備能夠加強一些技術。

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冬季項目的選手若在臺灣已有其他正

職，若是冬天一到就得跟公司請假訓練，這樣可能就不能出

國訓練，會因此丟掉了工作飯碗。

C選手（花式 滑冰）提到：練習場地常有遊客需要閃避，有點危險。常

需要早上 6：00 包場訓練。很多都需要到國外訓練，但花

費昂貴，因為在臺灣有時候沒有場地可以練習（滑冰場包

場辦比賽）。為了有場地練習，寒假暑假都需要自費出國練

習訓練。所以家長（身兼教練）特別提到，如果臺灣有多

的專業滑冰場應該能讓選手有足夠場地練習訓練才能有更

好的成績而就競速滑冰方面：目前最大的問題也是沒有場

地，選手的來源大都是輪冰雙棲的選手，競速滑冰有短道

跟大道，可以訓練短道的冰場只有臺北小巨蛋，但是在其

他熱門項目的排擠之下，練習時間都只能用半夜十二點以後

的時段，而臺灣目前較有組織性推廣的短道滑冰的以臺中豐

原的教練為主，他們都是每週深夜從臺中包車北上，可以

說是是非常困苦的訓練環境。例如：E 選手目前就長年在美

國鹽湖城訓練，因為那裡有一個訓練班，專門幫助頂尖的輪

滑選手轉戰滑冰。（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KY34P12umzk）

大道滑冰則是臺灣完全沒有場地可以訓練，國內好手宋青陽在國小的時候

教練就持續在寒暑假送他到中國訓練短道滑冰，後來專心轉攻大道滑冰，之後

蔡振銘教練

宋青陽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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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奧運資格，因為短道滑冰裡面中國韓國都是傳統強項，而跑進決賽時容易

因為人數上的優勢與肢體上的碰撞，互相卡位而取的名次，所以宋青陽的教練

才決定改練大道滑冰，都是單人滑道各自比拼。（影片連結：https：//www.

flyingv.cc/projects/9556）

Ｄ副秘書長提 到： 冰球方面，主要練習都在臺北小巨蛋冰上樂園練習。目

前冰球協會主要訓練國家隊為主，礙於我國只有一座標

準冰場，而且得利用非營業時間 21：30 過後訓練，他

希望臺灣能在中部及南部能夠有各一座標準冰場，讓更

多的直排輪選手接觸冰球。因此還是以場地因素佔最大

原因，再者，冰球在臺灣是非主流運動項目，能得到政

府的資源也很少，中南部球員如果要訓練冰球，也得長

途跋涉到臺北來訓練，這項運動的花費也比起其他項目

的運動多很多。所以他希望各地方政府可以協助建設冰

場，讓冰球項目在臺灣可以深入到更多人認識及接觸。

（如圖 7）

圖 7　臺灣的冰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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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目的特殊性

雪橇雪車項目的賽期都集中在每年的 10 月至隔年（大概）3 月，對具有

學生身分的運動員來說，正值學期時間，若需頻繁出國比賽和訓練，恐造成學

業無法顧及，導致無法繼續練習。多數人對於這些項目所知有限，推廣有難度，

要藉由運動升學或是領取體育獎勵金的學生運動員，缺乏誘因。此外，E 選手

提到練習會遇到一個最大瓶頸，也就是身體上的恢復，因為該選手的年紀較

大，加上速度滑冰訓練量很重，常常身體來不及恢復又要開始高強度訓練。所

以最需要幫助不只比賽期間有隊醫物理治療師，而是訓練時也能夠有隨隊的物

理治療師。

（三）成本過高：政府的重視程度非常有限

B選手提到： 目前的練習狀況因為經濟因素以及得扶養家庭所以暫停了訓

練，練習所遇到的瓶頸大概就是經費上的不足以及國內訓練

沒有良好的設備能夠訓練，若是能夠增設一些相關的運動設

備，應該在這運動上能夠大幅的進步。尤其，教練費出國比

賽訓練費用經濟壓力大（C）。而目前我國成績在國際上發

展的速度很快，希望政府可以多多給予協會及選手發展經費

補助，而協會也應在國際上多多爭取賽事及移地訓練（D）。

E選手提到： 臺灣非常多輪滑界頂尖的選手，但轉換來冰刀要面臨的最大

困境就是，你在輪滑界可以在世錦賽拿獎牌賺國光獎金，但

來冰刀比不贏，然後一年賽季又有六站，雖然機票什麼的協

會都有補助，但一年在臺灣的時間大概只有短短兩到三個

月，很多人沒辦法接受。所以很需要協會及國家的行政後續

資源，讓他們無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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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手課業壓力與升學就業管道困難

A選手提到： 除了有訓練資源不足的原因外，選手也有職涯發展與升學壓

力。之前的雪橇協會人員會為了是否有冬青奧、冬奧的參賽

權而去比賽，同樣的經費時常沒辦法同時青年與青少年選手

兼顧，造成選手的訓練經驗不足，形成惡性循環（青少年

訓練青年就較沒經費，訓練停滯，冬青奧與冬奧又是兩年輪

替），進步幅度有限，針對青少年選手也沒有考慮到選手的

的資歷與是否危險（通常要訓練至少 3、4 年再去比賽），

對於比較資深的選手，則會面臨到經濟的壓力，以及配合

訓練、賽事沒有辦法找到穩定的工作，學業也較無法順利完

成，協會也常常沒有足夠的資金，能夠支付所有選手想要獲

得的資金與資源，導致選手的家裡要額外貼錢，訓練期間也

沒有另外的零用錢與收入，形成無形的壓力，導致無法全力

以赴的出賽及練習。

雪橇運動若要培養真正優秀的選手需要從小訓練，而雪橇在臺灣是弱勢項

目，沒有訓練環境與足夠的資源，最大的問題是它並不是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之項目，因此選手無法藉由此運動獲得升學的管道，雪橇的特性又是 10 月至

3 月都不在國內的運動項目，對於臺灣的家長與選手而言雪橇對於小朋友從小

培養的風險太大，也有無法兼顧課業及未來工作的問題在，因此臺灣選手大多

都是半途因協會需要選手出賽而加入此項目，並沒有辦法長期規劃訓練，選手

壽命也短，也因為臺灣自己沒有我們自己的教練，在訓練上獲得的資源及協助

就比一般強國來的少，沒有競爭力，進而變成沒有世界比賽上的成績，獲得不

到資金去做更多事，選手訓練規劃不周進而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在推廣上比較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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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滑冰項目：目前臺灣的大學升學管道為零。因為滑冰項目被其他單項

取代，完全沒有管道讓績優選手直升大學。所以 C 選手現在就只能先放棄大

學。其家長希望能爭取滑冰替代役讓國手能有持續訓練練習的機會，請政府多

表揚鼓勵優秀選手，且多做一些形象廣告宣傳來爭取更多的認同與外部資源。

三、契機

（一）參與國家數量較少

只要找到合適的選手，長期的挹注資源，就有機會獲得佳績。目前臺灣的

滑冰選手都是滑輪轉滑冰，在 2018 年臺灣好手黃郁婷（如圖 8）也拿到奧運

資格門票，她在滑輪的時候也是好幾面世界冠軍，前幾年才開始出國訓練大道

滑冰，他以前教練也會帶他們出國移地訓練短道滑冰，當做滑輪的替代訓練，

雖然兩者在物理特性上是不同的，滑輪受限最大摩擦力的影響，在最高速度跟

彎道上的傾角不及滑冰，但是在動作結構上是相近，所以這兩個運動是相輔相

成，在國外也是滑冰選手夏季的時候替代訓練項目，臺灣的滑輪成績世界排名

是很高的，拿過很多項目的世界冠軍，可惜就是沒有好的滑冰場地，可以讓選

手更輕鬆的挑戰世界舞臺。如果政府願意再多投入，其實很多輪滑屆頂尖選手

是可以在國際賽上拿到獎牌。

而冰球協會Ｄ副秘書長便提到：目前我國男子世界排名在 45 名，女子世

界排名在 33。成人女子在 2019 年 4 月份拿到了世界盃第二級Ｂ組冠軍，2020

將升上第二級 A 組，U18 男子在 2019 年 4 月份拿到了世界盃第三級 B 組冠軍，

2020 年將升上第三級 A 組。最近（2019 年 10 月），我國有位女子守門員徐

子庭表現不錯，正式受到青睞而加入職業賽事，成為臺灣第一位加入美國女子

冰球職業隊成員。（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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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在羅馬尼亞世界女子冰球錦標賽為我國摘金並獲選最佳門將

的徐子庭（如圖 10- 圖 11），昨日加盟美國女子冰球職業聯盟（NWHL）布

法羅美女隊（Buffalo Beauts），新球季將站上美國職業冰球舞臺。徐子庭在

2019 世界女子冰球錦標賽二級 B 組賽事中，幫助中華隊在冠軍戰以 5：2 擊敗

冰島，取得晉級 2020 年二級 A 組資格，拿下史上首面女子冰球世界級金牌，

她以高達 97.65％的守門率，榮膺本屆最佳守門員，國際賽中的好表現讓她被

美國職業隊相中，加盟布法羅美女隊，成為陣中第三位門將。（如圖 12- 圖

17）

圖 8　臺灣滑冰選手黃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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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臺灣第一位職業冰球

選手徐子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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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圖 11　冰球女子守門員徐子庭 

圖 12-圖 17　冰球比賽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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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導者具有較多資源

現任臺灣雪橇協會正副理事長及冰壺協會理事長，皆為臺灣體壇有份量的

人士，來推展冬季項目，相信是一個絕佳的機會。現任雪橇協會理事長是中華

奧會主席林鴻道，副理事長是臺灣教育部前體育署長何卓飛，何前署長也是甫

成立的冰壺協會理事長。

（三）增進國際視野

冬季奧運項目比賽舉辦地點多為歐美及日韓，想增進國際視野，參與國際

活動甚至組織（如圖 18），具有良好的運動素質的一般人，或是想轉換跑道

的運動員，是一個誘因，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圖 18　2019北京體育大學辦理冬季奧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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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熱情家長及地方基層老師與教練

臺灣南部屏東目前也已經成立雪橇委員會和雪車委員會，並擁有雪橇—楊

仕勛，空架雪車—楊柏威，雪車—林昱馨（女）等三位選手，並持續挖掘青年

選手。（如圖 19）配合雪橇和雪車協會的規劃，參賽 2020 洛桑冬青奧，所以

這兩年頻繁出國訓練比賽，期望在冬青奧的積分賽事拿下足夠的積分。舉例來

說：屏東雪橇和雪車目前發展的系統，國中端在高泰國中，由李木生主任負責，

高中端在內埔農工，由傅志群老師負責。傅老師提到：

我們屏東應該算是目前和協會配合最好的縣市，因此這兩年有在屏東辦過

講習、選拔，且也產生三位青年國手，我們也聘請體能教練，來指導訓練選手

的體能和肌力，期盼他們能在國際舞臺，為國爭光。

圖 19　2020代表臺灣出賽冬季青年奧運的三位屏東縣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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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與建議

本文嘗試運用管理學的 SWOT（如表 1）及訪談方法來分析在無雪的環境

下，臺灣近年來推展冬季冰雪運動的困境與可能突破的契機，分析結果大致歸

納為以下幾點： 

一、困境

（一） 天候場地條件的限制：要進行技術上的訓練原則上都要出國才得以進

行。

（二） 項目的特殊性：雪橇雪車項目的賽期都集中在每年的 10 月至隔年大概

3 月，對具有學生身分的運動員來說，正值學期時間，若需頻繁出國比

賽和訓練，恐造成學業無法顧及，導致無法繼續練習。而運動傷害防

護與及時恢復的物理治療師也是一項重要需求。

（三） 冬季項目在臺灣是冷門項目：多數人對於這些項目所知有限，推廣有

難度，要藉由運動升學或是領取體育獎勵金的學生運動員，缺乏誘因。

（四） 成本過高：政府的重視程度非常有限。

二、契機

（一） 參與國家數量較少：只要找到合適的選手，長期的挹注資源，就有機

會獲得佳績。

（二） 領導者具有較多資源：如現任臺灣雪橇協會正副理事長及冰壺協會理

事長，皆為臺灣體壇有份量的人士，來推展冬季項目，相信是一個絕

佳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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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進國際視野：冬季奧運項目比賽舉辦地點多為歐美及日韓，想增進

國際視野，參與國際活動甚至組織，具有良好的運動素質的一般人，

或是想轉換跑道的運動員，是一個誘因，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表 1

SWOT歸納表

表 1 
 

  

Strength（優勢） Weakness（劣勢） 

◎原住民爆發力 

◎直排輪轉滑冰 

◎熱情家長與基層教練 

◎場地限制 

◎項目特殊性（訓練時空） 

◎冷門項目 

◎升學就業問題 

◎成本過高 

Opportunity（機會） Threats（威脅） 

◎參賽國少，奪牌機率高 

◎領導者具有較多資源 

◎運動員轉換跑道 

◎行銷推廣與包裝 

◎無雪環境 

◎容易受傷 

◎組織人事變動大 

◎家長有後顧之憂 

由於冰雪運動項目在平地無雪的臺灣發展具有非常艱困的特殊性，且臺灣

的選手大都是學生運動員出身，因此對學生運動員來說會有長時間且頻繁的出

國比賽和訓練，若學校的支持度不足，選手的學業將無法顧及，將會導致選手

無法繼續練下去。所以，欲投入此一運動必須思考將來也要培養一技之長來養

家糊口，若有機會能夠都兼顧到運動與工作，才有可能無後顧之憂練習與參賽

並取得最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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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當中的選手、家長與教練皆會希望各單項協會能把選手的培養時段延

長，先在臺灣訓練徵選過兩三年再將優秀選手送出，在選材部分更加嚴謹，讓

中華臺北在外的曝光率有一定程度。也希望在訓練期間成人隊選手有零用金或

者少量訓練支薪，或者將學期移到左營訓練站後移地訓練，讓在訓練期間較無

後顧之憂的訓練比賽，如果財力允許的話，建造臺灣冰雪運動的相關場地及器

材，讓臺灣擁有訓練及推廣上面的場地。現階段應統整較具潛力的選手，整合

現有資源，從長遠及永續經營角度來發展冰雪運動，以避免資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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