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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113-2)職涯輔導活動成果報告表 

日期：114 年 05 月 08 日 

學 校 名 稱 中山醫學大學 

活 動 名 稱 物理治療應用於大型運動賽事場域：以全大運為例 

活 動 日 期 114 年 04 月 27 日 

活 動 時 間 08:00–17:30 

活 動 地 點 臺南市立桌球館與國立成功大學中正堂 

活 動 參 與 人 數  37 人 活 動 對 象  物治系大三學生 

講 師  吳思嚴 現 任 職 務  物治系助理教授 

執行重點 

一、活動重點及目的：本次活動旨在讓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生能夠透過參與

2025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全大運）中的羽球與桌球競賽現場，親身體驗物理治療專

業在大型賽事中的應用與角色。學生透過現場觀察、紀錄與反思，深入理解運動傷害的

發生機制、預防策略，以及物理治療師在競賽場域中即時介入的方式。活動核心目的在

於促進學生將課堂所學的解剖、生物力學與臨床知識轉化為實務判斷的能力，同時培養

其面對真實臨床情境的敏銳度與應變思維。 

 

二、活動特色及執行情形：活動於四月下旬進行，由 37 位三年級學生參與羽球與桌球

兩個項目的現場見習，地點設於全大運指定場館。學生透過學習單了解觀察重點與紀錄

方式，例如：學生觀察選手在比賽中進行各類動作時所呈現的身體控制策略，並特別留

意如跳殺、急停、交叉步與重心轉移等動作中可能引發傷害的風險因子。同時，也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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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學生主動與現場物理治療師互動，瞭解其在場邊評估、即時處置（如包紮、冰敷）及

與選手溝通的過程。 

 

三、活動之質量化指標：在活動結束後，學生繳交了觀察紀錄與心得反思，並填寫前後

測問卷以評估能力改變。根據 UCAN 八大共通職能的前後測結果，共有 11 位學生完成

前後測，有效問卷顯示整體能力皆有明顯進步，尤以「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平均提升

0.73 分、「問題解決」與「持續學習」能力提升 0.64 分最為顯著。依據統計，有 64%的

學生在至少三個職能項目中顯著進步，遠超過 20%的達標基準，顯示活動具備顯著教育

成效。另有 100%學生所提升的能力與活動設計目標一致，代表實施內容與學習成果達

到高度契合。在活動滿意度調查方面，共有 19 位學生填寫問卷，其中 12 位完成後測。

學生對本次活動在內容、講者表現及整體規劃皆表現出高度肯定，活動整體滿意度達

100%。尤有多位學生表示，本次活動有助於增強未來職場上的溝通與協作信心。 

 

 

四、具體檢討與建議：本次活動亦暴露出若干執行上的困難與改善空間。例如部分場地

因聲音干擾較大，學生無法完整聽取臨床教師或治療師的解說，建議未來可考慮配置耳

掛式收音設備或同步導覽輔助工具。此外，有學生表示初期對觀察重點掌握不足，建議

可於活動前提供範例影片與標準觀察表，以便快速聚焦。最後，雖學生多能完成紀錄與

反思，但若能於活動後設計分組回饋與案例簡報環節，將更有助於整合學習成果並強化

批判性與創意思維。 

 

綜合而言，本次物理治療場域應用見習活動有效連結了課堂知識與實務現場，不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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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職能能力，也促進了其職涯探索與臨床視野的拓展。未來建議持續優化活動流程與

支援工具，並探索更多可行的場域參與模式，以建立穩定且具成效的實境導向學習機

制。 

 

活動剪影 

 

 

 

 

 

 

大集合 現場動作觀察與筆記 

 

 

 

 

 

 

現場運動傷害防護觀察 與奧運金牌選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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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運動傷害防護觀察 與現場運動傷害專業人員交流 

（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