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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師資培育中心教育資訊 

週次：第十七週      日期︰110/01/04~110/01/10       輯排出版︰邱俊杰 

 

週報標題: 

★ P1  54 名諾獎得主都拿過！ 台科大教授黃炳照獲宏博研究獎 

★ P2  管中閔：不只領導改變 台大更要定義未來 

★ P3  瑞芳高工應用英語科學生粉墨登場 學以致用字幕中翻英 

★ P4  為全國 3368 校午餐國產化把關 教育部：3章 1Q 清清楚楚 

★ P5  鎖國防疫無期限？教育部明開會研議境外生專案入境 

★ P6  蠶絲絲素蛋白用於發電 大葉大學碩士生國際研討展鋒芒 

★ P7  防疫改線上辦國際廚藝賽 弘光科大餐旅系師生奪 2金 1銅 

★ P8  南臺科大推出未來大學推動計畫 發布期末專題成果展 

★ P9  留台印度生約 3千人 駐台代表盼增高教觀光交流 

★ P10 「遊戲為方法」蔡良慶寓教於樂 讓兒童體適能不再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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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名諾獎得主都拿過！ 台科大教授黃炳照獲宏博研究獎 

摘錄:109/01/04 聯合報 

台科大化工系教授黃炳照獲頒德國「宏博研究獎」。校方表示，宏博研究獎是頒給外國學者的最高榮譽，

旨在推崇獲獎者的終身學術成就，共 54 名諾貝爾獎得主曾獲得此獎項，台灣曾獲獎者包括前中研院院

長翁啟惠及院士李德財、吳德財、吳茂昆、劉國平、賀曾樸、李遠鵬等人。 

 

台科大表示，「宏博研究獎」每年以推薦提名方式，甄選全球約百名傑出學者，獲選者可獲獎金 6萬歐

元，分次停留德國從事研究，以其研究強項與德國學者共同實踐為期一年的研究計畫。多年來該基金會

已結合 130 多國，各項宏博獎項成為德國與國際學術界深度交流的最佳平台。 

 

校方描述，黃炳照學術專長是創新奈米結構能源材料研發，包括鋰離子電池、燃料電池及太陽能電池的

奈米結構能源材料等。他透過同步輻射臨場光譜技術，有效了解電池運作的細節狀況，臨場光譜技術對

於電池材料的開發，對鋰離子電池、燃料電池及太陽能電池的未來發展都有重大影響。 

 

黃炳照表示，多年前開始即與德國從事台德電池跨國研究計畫，合作研發鋰電池的材料，期望發展高能

材料，提升電池壽命與安全性。電池研發有很多挑戰性，透過臨場同步觀察，能理解電池的運作機制是

重要關鍵，也期望未來研究能將電池能量密度提高，使材料使用更少、降低成本，能便宜生產並兼顧高

安全性。 

 

黃炳照說，能樂於投入研究工作，是在高三及博士班時，就有機會受中研院院士吳大猶和李遠哲普通物

理與化學動力課程的啟發，當時院士們實際指導動量守能、分子碰撞的能量守恆，讓他大開眼界，也對

研究充滿好奇和熱情。 

 

他分享，一路以來要感謝的人很多，在成大就學時期受恩師周澤川的照顧，也很感謝在台科大擔任教職

初期，就能有研究的第一桶金，台科大當時投入的設備讓年輕教授的他能有所發揮。他也期望自己的研

究能讓電池技術開發更進步，並希望自己的研究路程也可以啟發有興趣的學生們投入科學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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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閔：不只領導改變 台大更要定義未來 

摘錄:109/01/05 聯合報 

管中閔參加台大校長競選的 2018 年，正逢台大國際排名跌落谷底，以及中國崛起，以驚人預算全球攬

才衝刺國際排名的時候。當時，不只台大年度預算居然輸中國 2.5 線大學，中港星大學教授薪資是台灣

三～四倍，台灣人才一波波出走對岸，宛如國家級高教危機，「台大競爭力正日趨衰弱？」三年過後，

台大的國際排名不僅回升，更創下雙百大史上最佳紀錄。台大更編纂了台灣首本《大學社會責任報告書》，

站上國際趨勢前端。台大如何翻轉劣勢、定位未來？《遠見》專訪台大校長管中閔，談國際排名、資源

分配以及願景，以下是專訪內容：台大擁實力，可望躋身 50 強《遠見雜誌》問（以下簡稱問）：台大

2020 年拿下首度創下國際排名「雙百大」，為何台大國際排名在這兩年內可以 V型反轉？管中閔答（以

下簡稱答）：台大雙百大，我當然非常開心，但也必須說，這樣的成果絕對不可能是一年半載就冒出來

的，一定是長期累積的結果。當然更不可能說台大終於有了校長，所以排名馬上就大躍進，這樣我要被

人家罵死了（大笑）。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什麼都沒做，首先是技術面。大家必須認知，大學排名建

立在許多統計資料上，學校想辦法找到最正確的資料，才能如實反映出學校本應該有的成績。既然比賽

有規則，那我們就弄清楚、好好做，不要在這種技術面上吃虧。第二，當資料確實蒐集後，就可以進一

步觀察，這些國際評比看重的面向上，台大有哪些還可以加強，讓學校努力的方向，與世界趨勢同軌。

例如，近年來國際高教都強調大學「國際化」，觀察台大跟姊妹校的連結、交換學生數量、訪問學者的

強化，支持更多國外優秀學生、傑出學者、跨國研究來台大，也就等同改變國際化相關指標的統計數值。 

這是我們這兩年來持續在做的事。國際競爭激烈，校與校在各指標上的差距其實很小，當我們每項指標

都改善一點，或許單項看起來進步沒有特別大，但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整體的變化，所有小進步累積起來，

就成為一大步。這件事我以前還是教授時，並不能感受，但如今擔任校長，看到台大全體資源與人才實

力，對這件事非常有自信。所以，你問我，台大為何 2020 年會拿下雙百大？我還想說怎麼現在才拿到，

台大真正的國際排名，沒理由不能在全球 50 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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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芳高工應用英語科學生粉墨登場 學以致用字幕中翻英 

摘錄:109/01/07 聯合報 

新北市瑞芳高工應用英語科國文老師劉琬茜開設「戲劇與人生」彈性學習課程，學生今天舉辦成果發表

會粉墨登場，展演 DM 文稿與設計都出自學生之手，還學以致用，在老師指導下把劇本字幕翻譯成英文，

為學習歷程留下美好的記憶。 

 

瑞工表示，跨域合作的戲劇與人生課程，首先要感謝臺北傳統戲劇團團長蔡瑜真、副團長黃素絹和指導

老師許群莉，不辭辛勞到學校，透過講戲、編戲、指導身段和唱腔，要求一步一手勢，身段、走位要到

點，打開同學另一扇學習之窗。 

 

劉琬茜表示，人文藝術課程雖然無法立竿見影，但一定能長駐學生內心，增加人文素養。透過課程除能

開拓他們對傳統戲曲的基本認識，也有助增進聆賞表演藝術的能力，培養觀眾群，成為多元語文教育的

最佳寫照。 

 

瑞工應英科學生成果展演出「義妖報恩篇」，以白蛇傳故事為主軸，敘述白蛇與青蛇幻化成形，向許仙

報答前世救命之恩的故事。應英二學生饒語綺飾演白蛇，青蛇由應英一學生劉珊妮擔任，來自奈及利亞

的學生珊妮也加入演出，不管抖袖、打袖、翻袖、抽袖都得心應手。 

 

瑞工表示，表演藝術須跨科、跨領域共同合作，展現新課綱自發、互動、共好的本質與精神，驗證瑞工

的前瞻概念與發展精神，更讓學校成為團結、創新及資源整合的教育平台。 

 

瑞高校長顏龍源說，應英科學生學習成果展成功登台，特別感謝新北市至善學生關懷協會、臺北傳統戲

劇團、崇右影藝科大時尚造型設計系、旺旺工坊與家長會輔導會長徐秀靜等單位的付出與協助。有賴大

家在校園推廣傳統戲曲的投入與用心，才能成就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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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國 3368 校午餐國產化把關 教育部：3章 1Q 清清楚楚(安全) 

摘錄:109/01/04 聯合報 

行政院長蘇貞昌為了解各縣市學校執行營養午餐食材國產化、上網登錄「3章 1Q」（CAS、有機、產銷

履歷、QR code 溯源）落實情形，今天一早訪視桃園市大溪國小相關作業，看著校長蕭富陽、營養師許

怡婷現場操作、說明，蘇貞昌肯定兩人簡報和學校推動食材國產化的用心。 

蘇貞昌也稱許大溪國小的中央廚房不只供應本身 800 位學童營養午餐，還能和周邊 4 所小學分享資源，

代為烹調提供 4校合計 400 位學生午餐，值得其他縣市參考仿效。他特別交代教育部長潘文忠，全國各

縣市的學校，也可以往這方面來運作。 

蘇貞昌在教育部潘文忠部長、桃園市鄭文燦市長與農委會、專案小組、立委陪同下，訪視桃園市大溪國

小學校午餐中央廚房。蘇貞昌表示看了大溪國小中央廚房對食材國產化更有信心，因為環境乾淨方便、

有效運作，學校又建立營養師，整個營養午餐運作得很好，他很感動。 

蘇貞昌、潘文忠表示也向所有的學生家長報告，從昨天開始，全國 3368 所中小學營養午餐，每一個孩

子每一餐補助有機蔬菜從 3.5 元增加到 6塊錢幾乎是兩倍，讓學校、縣市政府可以很好運作。最重要的

是所有台灣食材已經建立整個制度，也就是「3章」，標章已經清清楚楚，肉有肉的標章，每一隻豬屠

宰都有號碼、通路清清楚楚；所有的菜、所有的食材都有生產履歷，整個都可以溯源；這一個通路也好

了之後，可以透過 QR code 這個「Q」，讓家長知道孩子吃什麼，這一餐食材是什麼，是誰生產的、從

哪裡來的。 

蕭富陽校長、營養師許怡婷表示，教育部已經完成「智慧化校園餐飲服務平台」建置，廠商每天早上 6

點多送營養午餐 3菜 1湯的食材送到學校，營養師負責檢查「3章 1Q」資料是否符合標準，透過網路可

以連結農委會的資料庫，清清楚楚看見所有食材的生產履歷，同時上傳食材資料到教育部智慧化平台，

家長可以了解孩子在學校午餐食材內容和產地來源、檢測等數據資料，也明白學校把關的用心。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桃園在各級學校推動「天天安心食材」政策迄今已 6年，並搭配中央學校午餐優

先採用國產 3章 1Q 食材政策，以及農糧署、漁業署等新計畫，建立食材供應平台，讓孩子吃到在地優

質農產品，近期政府推廣肉品國產化的政策，也將進一步優化食材供應平台，讓孩子吃得安心、家長更

放心。 

鄭文燦說，桃園市自 2015 學年度起在各級學校全面推動「天天安心食材」政策，讓學校的營養午餐每

星期供應 3天有機蔬菜、1天產銷履歷蔬菜及 1天非基因改造蔬菜；2016 年更制定「桃園市有機農業發

展自治條例」，由市府補助推廣設施農業及有機蔬菜，目前桃園有機農業的產量及耕作面積均為北台灣

第一。此外，市府也建立桃園市學校午餐有機蔬菜線上媒合平台，結合桃園市農會的有機蔬菜流通中心，

透過兩大平台供應學校有機蔬菜，並促進有機農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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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國防疫無期限？教育部明開會研議境外生專案入境(安全) 
 

摘錄:109/01/05 聯合報 

新冠肺炎出現變種病毒，全球疫情升溫，我國今年元旦起暫緩境外人士入境。各大學農曆年後即將展開

新學期，教育部統計，下學期預計入境新生人數約 4489 人，包括一般大學 76 校 2404 人，技專校院 41

校 2085 人，教育部明天上午將開跨部會議，研議是否專案入境。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元旦起外籍人士暫緩入境，教育部配合宣布，元旦零時起暫緩受理境外學位

生入境申請方案，含所有學生及先修華語的外交部台灣獎學金受獎生。 

 

教育部表示，截至去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時統計，已入境的境外學位生有 1萬 9471 名，已核准但尚未

入境者，有 49 名。這 49 名境外生因持有 12 月 30 日前「教育部專案許可並由學校核發的境外生入境許

可證明」，後續仍可來台。目前是學期末，非入境高峰期，這個月境外學位生入境人數僅 115 人。 

 

至於何時能恢復開放，教育部表示，後續將配合指揮中心指示，規畫境外學位生申請入境作業。 

 

不過新的一學期終將展開，台灣大學副校長周家蓓表示，台大約 40 多名境外生下學期要來讀春季班，

目前距離開學還有兩個多月，不確定會不會有專案入境管道，校方將持續關注。 

 

成功大學近日也公開發信，呼籲境外生寒假不要回家。信中說明國際疫情升溫，台灣入境管制可能更趨

嚴格，在台境外生盡量避免在寒假出境。該校另有境外生尚未入境，成大建議這些學生在下學期開學前

兩周，也就是今年 2月 7日前入境，才能在居家檢疫 14 天後趕上開學。又因我國農曆新年落在 2月 10

日到 16 日間，多數政府機關只有少數人力，請學生盡量避開這幾天，以免行政文書取得困難。 

 

陸生返台推動組批評，這波入境管制仍獨排陸生，他們表示，指揮中心原本大陸人士可用專案方式來台，

但教育部稍後回應，又說拒絕境外生專案入境。換句話說，陸生以外的學位生都能領居留證，不需專案

就可以回來，只有陸生不能領居留證，所以還是只卡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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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絲絲素蛋白用於發電 大葉大學碩士生國際研討展鋒芒(生涯規劃) 

摘錄:109/01/07 聯合報 

彰化縣大葉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副教授吳建一指導碩士生江育昌用絲素蛋白膜代替質子交換

膜，應用於微生物燃料電池發電的論文參加逢甲大學綠能科技暨生技產業發展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生

物氫能暨生物程序研討會」榮獲論文第一名。 

 

食生系副教授吳建一說，綠色能源、友善環境是未來趨勢，學校實驗室獲教育部「潔能系統整合與應用

人才培育計畫」研發可以淨化廢水又能發電的「綠藻電精靈：微生物燃料電池」，江育昌研究將絲素蛋

白應用到微生物燃料電池，未來可以運用到農畜牧業的廢水處理、同時又能發電產生能源。 

 

食生系碩士生江育昌說，過去絲素蛋白主要用於紡織工業和醫療材料工業，而絲也是奈米級電容器材料

之一，因此嘗試把絲素蛋白應用到微生物燃料電池上。絲素蛋白是由蠶絲被製程淘汰的蠶繭萃取出的，

他將不同比例的絲素蛋白做成薄膜，並與標準質子交換膜實驗對照，證實絲素蛋白膜的生物相容性，使

用在一端細菌、一端藻類的微生物燃料電池時，不會影響藻類的汙水處理效果，發電效益也是可行的。 

 

吳建一說，微生物燃料電池的原理是微生物經厭氧作用，把汙水裡面有機物的化學能轉換成電能，陽極、

陰極之間有一片質子交換膜，目前國際大廠有生產燃料電池使用的質子交換膜，但單價相對高，為提高

大家使用綠色潔淨能源的意願，實驗室進一步思考有沒有可能用農業廢棄物來製作質子交換膜，讓整個

製程更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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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改線上辦國際廚藝賽 弘光科大餐旅系師生奪 2 金 1 銅(生涯規劃) 

 摘錄:109/01/07 聯合報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國際性廚藝比賽改成線上比，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師生參加線上比賽，

事先想好流程、烹飪內容，再把過程用影片拍下來，剪輯成 5分鐘放在網路上評比。副教授黃汶達在 2020 

NICC 荷蘭國際餐飲挑戰賽獲得兩面金牌，學生劉鎧瑋則利用「清冰箱料理」做出台灣味的乾燒虱目魚捲，

在中國大陸東盟職業院校烹飪技能大賽暨青年廚師大賽奪銅牌。 

 

弘光科大餐旅系系主任吳胤瑱表示，疫情影響國際賽多數取消，剛好大陸舉辦線上比賽，便鼓勵學生參

加，除了累積經驗外，也讓學生學習如何面對鏡頭「說菜」介紹烹調方式，在網路行銷的新消費時代，

線上比賽提供學生一個學習當「廚藝網紅」，增進烹調技術，也練習行銷自己做出的佳餚。 

 

大三學生劉鎧瑋以「創意熱菜」奪中國大陸東盟職業院校烹飪技能大賽暨青年廚師大賽奪銅牌。他說，

很想要出國比賽累積經驗，無奈受到疫情影響，只好先後先參加國內的國際牛肉麵節、客家小炒全國爭

霸賽、客家粄條文化節，分別獲得季軍、亞軍、冠軍，1月中旬將參加客家小炒總決賽，期間看到中國

線上廚藝比賽，在老師鼓勵下報名參加。 

劉鎧瑋指出，線上比賽必須要組團隊協助，有人協助錄影、剪接，把製作烹煮過程用 5分鐘的時間精彩

呈現出來，評比 80%來自評審分數，另外 20%是把影片放在網路上，由民眾點閱評分，為了要讓中國觀

眾，了解台灣食材特色，因此選用虱目魚當材料。 

「剛好看到冰箱內還有虱目魚肚、蒜苗，才決定使用既有食材做菜。」劉鎧瑋說，當老師告知這項比賽

訊息時，距離報名時間剩下不到一個禮拜，因此，決定冰箱內有什麼食材就做什麼菜。他把虱目魚做成

魚捲，內餡包入幕斯及炒過的蒜苗餡，用蒜苗鮮甜味蓋過微微魚腥味，中國評審看到他用台灣食材，烹

調出獨特的創意熱菜，給予肯定。 

餐旅系副教授黃汶達則參加 2020 NICC 荷蘭國際餐飲挑戰賽，在包餡軟式麵包、精緻甜點奪兩面金牌。

黃汶達表示，該賽事兩年舉辦一次，在疫情還沒爆發前早報名要赴荷蘭參賽，疫情爆發後原本主辦單位

要取消賽事，但是顧慮到有荷蘭、土耳其、以色列、韓國、台灣等 40 多國家的選手報名，十分期待這

場賽事，改為線上比賽，這也是他首次參加線上比賽。 

黃汶達說，包餡軟式麵包總共兩款，他以熱狗結合麵糰、起司、咖哩，做出台味麵包，另外一款以西方

披薩的概念結合白醬製作。精緻甜點則做盤飾點心，以巧克力屋頂的模式製作，兩項比賽製作過程長達

數小時，卻只能以 5分鐘的影片呈現，「剪接的部分很重要，要把流程中的重點表現出來，讓評審知道

產品怎麼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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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推出未來大學推動計畫 發布期末專題成果展(生涯規劃) 

摘錄:109/01/07 聯合報 

南台科大推出「未來大學」推動計畫，今天校方發佈期末專題成果展，共計展出未來大學計畫 10 組專

題及新工程計畫 14 組專題製作，「內容相當豐富，吸引許多師生前往參觀」。 

 

南台未來大學專班由教育部補助，推動「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以美國歐林學院課程及理念為藍

本煩」，在工學院大學部新設跨電資領域工程實務專班，嘗試以「做中學」為教育理念，課程設計以培

養學生解決「現實工程問題」實務核心能力為主軸，有效學習為主體，藉對話引導學生團隊合作有效學

習並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動機，進行創新工程教育革新。 

 

校方表示，105、106 學年從工學院電機、電子、資工、光電各系 600 餘新生招募 50 位喜歡實作同學成

立「實務班」，以四年一貫專題課程規畫實作學習，配合修訂校內規章等試行方案。學生接受 4年不一

樣的教學方式與訓練，對於提升解決「現實工程問題」實務核心能力的成效非常顯著，參與各項競賽獲

獎率高達 96%，畢業專題的技術層次、實用性與完整度經外聘業界評審結果大幅優於一般學生；學習動

機、自主學習能力及敘事表達能力也顯著提升。校方已在工學院機械、化材等系推廣，「希望此新世代

跨領域工程實務人才培育模式，可以作為我國技職教育轉型典範制度」。 

 

電子工程系主任余兆棠表示，此項計畫執行成功，榮獲十多個國內重要獎項、有 9項產學合作案，學生

透過計畫發掘自己的可能性，畢業學生調查大多準備碩士深造，希望繼續在專業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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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台印度生約 3 千人 駐台代表盼增高教觀光交流(國際教育) 

摘錄:109/01/09 聯合報 

今年 7月履新的印度駐台代表戴國瀾是印度資深外交官，儘管才剛開始探索台灣，但已愛上夜市活力及

美味，「也喜歡臭豆腐的味道」。他說，來台攻讀的印度籍學生約 3000 人，占比偏低，盼提升高等教

育及觀光交流。 

戴國瀾指出，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及印度的「東進政策」（Act East）都以強大的貿易及投資關係為

重點。印度視印太地區為國家經濟活力重要來源，也歡迎台灣在「新南向政策」框架下，深化與印度在

各領域的往來，包括涉及網路、海事等層面的安全領域。現年 45 歲的印度台北協會會長戴國瀾

（Gourangalal Das）去年 7月抵台履新。他 1999 年進入印度外交部服務，曾兩度派駐北京，也曾在美

國舊金山及華府使館任職。他的資歷和重要性都引起外界矚目，解讀此為台印關係升溫印證。戴國瀾曾

在印度外交部本部負責對日本及中國關係事務，並協助成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for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隨後接任美洲司司長，負責北美事務。戴國瀾不僅具經濟學專業，並在美國密德伯

里國際研究學院（Middlebury Institute forInternational Studies）取得中文翻譯及口譯碩士學位；

妻子也在公部門服務，兩人育有一子一女。戴國瀾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這是他第一次到台灣。台灣

是富裕、發展度高、運作良好的經濟體，民眾具創造力、溫暖友善，讓他「就像在家一樣」。儘管才剛

開始探索台灣，戴國瀾說，他已愛上台灣夜市的活力及美味，「也喜歡臭豆腐的味道」。他注意到，有

賴於發達的栽培技術，台灣有許多值得細細鑑賞的花卉，尤其是品種多樣的蘭花。他也期待探索大台北

以外的步道、深入台灣誘人的自然美景。 

關於駐台首要任務，戴國瀾指出，印度台北協會旨在促進印台各項交流，重點則有 3方面：經濟、人與

人交流及技術合作。他說，投資一向是台灣與其他國家貿易活動的關鍵推手，因此值得雙方重視。至於

人與人交流，戴國瀾認為，可從提升印台雙方的高等教育及觀光交流著手。 

目前在台灣攻讀碩、博士學位的印度籍學生約 3000 人，其中包括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儲備人才。戴國瀾

指出，這數據在全球總計 75 萬名印度海外留學生的占比極小；同樣地，台灣每年約 1萬人次造訪印度，

這數據在台灣平均每年 1500 萬出國人次的占比也不高。戴國瀾說，印台互訪人數近年穩定成長，但幅

度不大。印度提供台灣多樣入境便利措施，包括申請程序簡便的電子簽證。他期待全球疫情稍歇後，印

台將有更頻繁的人員互訪。 

 

去年台灣「雙十節」期間，印度國內似乎出現「挺台」熱潮，外界解讀這與中國大使館就台灣相關報導

向印度媒體「下指導棋」有關；對此，戴國瀾認為，印度民眾一向正面看待與台灣的往來，防疫成就也

有助進一步提升台灣在印度的形象，他確信印度民眾期待深化、擴大與台灣在各領域的互惠互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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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為方法」蔡良慶寓教於樂 讓兒童體適能不再無聊(閱讀素養) 

摘錄:109/01/10 聯合報 

社會生活水平提高，家長對於孩子健康也更加重視，中華民國青少年體育協會理事長蔡良慶多年來拜訪

專家學者，透過遊戲方法搭配音樂，讓兒童體能變得更有趣。 

 

蔡良慶說，隨著社會生活水平日漸提高，家長重視對孩子健康問題，除了校內體適能，課後也會加強訓

練，因此他拜訪全國許多兒童體能領域業者以及大學教授，希望夠透過遊戲教學法，正確地運用在體能

課程設計中，多元的教學法也最直接、最容易被孩子接受，學習成效也會相對較好。 

 

「兒童體能教育的課程設計是業界最缺乏的」蔡良慶說，如能藉由這樣的課程提升及開發各階段孩子應

具備的各項能力，這些能力也將延伸影響到孩子的認知學習能力。 

 

蔡良慶說，兒童體能強調以「運動為主體，以遊戲為方法」，透過樂趣、安全、活潑為指導原則，融入

各種體能遊戲，配合生動活潑的音樂及教具，引導幼兒在設計合宜的活動中學習，不僅增進體能、紓解

情緒，更能培養問題解決能力與強化人際關係。 

 

蔡良慶也會定期舉辦研習會，邀請業界講師及具兒童體能領域專長教授親臨授課，內容包含「兒童運動

課程的設計、教法和實作」與「基礎跆拳道課程的設計、教法和實作」兩大部分，盼藉由專業課程，讓

學員們更了解兒童體能發展，給予兒童正確的體能活動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