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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角力協會參加「2026 年第 20屆名古屋亞洲運動會」 

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13年8月20日心競字第1130008297號函核定備查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3 年 4月1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30012760號函。 

二、組織：由本會選訓委員會負責有關教練及選手遴選暨培訓督導等事宜。 

三、SWOT 分析 

Strength（優勢） 近年來我國角力基層訓練穩健，除每年舉行地方性與全國

性錦標賽之外，原民運、全民運、全中運、全大運及全國

運等全國性大型運動賽會亦皆有角力競賽種類，競技運動

發展相當蓬勃，選手於國際賽事上亦頻傳佳績，不論是洲

際錦標賽或世界錦標賽皆獲得獎牌。包含亞洲青年錦標賽

獲得金牌、亞洲成人錦標賽獲得銅牌、世界青年錦標賽獲

得銀牌、世界積分賽獲得銅牌等等。 

Weakness（劣勢） 1. 角力項目分為三個式別，但無法將三個式別納入國家重

點發展運動項目，導致無法有效的建立三級化之角力選

手培訓制度。 

2. 角力運動在我國屬於冷門的運動項目之一，無法獲得企

業團體與新聞媒體的經費贊助與報導宣傳。 

3. 因應國內少子化影響，且培育技擊運動的種類頗多，學

生選項多元，對於基層訓練招生不易。 

Opportunity（機會） 1. 角力在 2026年亞運會的比賽量級分為：男子自由式

(57kg、65kg、74kg、86kg、97kg、125kg)、男子希羅

式(60kg、67kg、77kg、87kg、97kg、130kg)、女子自

由式(50kg、53kg、57kg、62kg、68kg、76kg)各 6個量

級合計 18個量級，金牌 18面、銀牌 18面、銅牌 36面

(銅牌並列)總計 72面獎牌，居亞運會所有技擊項目中

最多獎牌數之項目。 

2. 近幾年我國選手於亞洲、世界錦標賽皆有出色成績，

2023年亞洲成人角力錦標賽獲得成績 50kg陳誼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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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53kg謝孟軒(第五名)；2023年亞洲 U23角力錦

標賽獲得成績 50kg陳誼靜(第四名)、62kg白欣平(第

四名)；2023年世界 U23角力錦標賽獲得成績 53kg謝

孟軒(第五名)；2023年世界青年角力錦標賽獲得成績

57kg廖佩穎(第五名)；2023年角力積分賽西班牙站獲

得成績 76kg張惠慈(第一名)； 2023年羅馬尼亞積分

賽獲得成績 76kg張惠慈(第二名)，2023年東亞青年運

動會獲得成績 53kg曾怡瑄(第三名)、65kg李妍儀(第

三名)，2024年瑞典積分賽獲得成績 76kg張惠慈(第二

名)；2024年亞洲錦標賽獲得成績 76kg張惠慈(第三

名)；2024年亞洲區奧運資格賽獲得成績 76kg張惠慈

(第三名)、50kg謝孟軒(第三名)，再加上上屆亞運會

獲得成績 76kg張惠慈(第五名)，2024年亞洲 U23角力

錦標賽 50kg林宜慧(第三名)、57kg廖佩穎(第三名)。

本次名古屋亞運會將以這六個量級作為主要培訓量級

(女子自由式 50kg、53kg、57kg、62kg、68kg、

76kg)。 

3. 角力目前列入全中運、全大運必辦項目中，因此提高基

層學校發展意願。在未來除了增加角力運動的人口，也

將增加國內的競爭水準，並選出最好的人才參與 2026

年亞運會。 

Threat（威脅） 我國角力選手近年來雖在國際上已有一些不錯成績表現，

但對於國內角力競技環境的影響，還尚未能達到全面的提

升，整體而言，培訓隊人數皆有不足情況產生，導致培訓

選手尋求陪練員不易或過度單一，很快就熟悉彼此技術動

作，造成對抗強度無法達到預期。 

四、計畫目標及培訓隊遴選 

（一）總目標：2026年名古屋亞運會參賽各量級前3名。 

（二）遴選方式及檢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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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練（團） 

(1)資格條件：須持有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發之國家級 A 運動教練證

(外籍教練不在此限) ，且未遭本會停權處分期間者。  

(2)遴選方式： 

A. 第一階段：  

(A)由入選培訓隊選手中具國際正式錦標賽最優成績選手之教練擔任。 

B. 第二階段：  

(A)由第一階段教練中優先遴選擔任。 

C. 第三階段：由第二階段教練中遴選擔任。 

D. 上述三階段皆需要召開選訓委員會議推薦具有擔任國際正式賽會教練

資格者協助訓練。 

2、 選手 

(1)第 1 階段(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8 月 31 日止) 

A、 遴選方式： 

(A)2024 年亞洲角力錦標賽、2024 年亞洲 U23 角力錦標賽前三名，符合

培訓量級之選手進行培訓。 

(B)遴選 2023 亞錦賽、亞洲 U23 角力錦標賽、世界青年角力錦標賽及東

亞青年運動會等正式國際賽獲得前五名且具有勝場之量級。共計為女子

自由式 50kg、53kg、57kg、62kg、68kg、76kg 等 6 級列為儲訓量級並

辦理選拔賽，選出前二名選手進入培(儲)訓隊。 

B、 訓練地點：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搭配國內外移地訓練 

C、 預定參加之國際賽及預計名次： 

2024 年 11 月韓國公開賽，前 5 名 

2025 年 2 月瑞典女子公開賽，前 5 名 

2025 年 3 月亞洲角力錦標賽，前 5 名 

2025 年 5 月角力積分賽第三場，前 5 名 

2025 年 7 月角力積分賽第四場，前 5 名 

D、 進退場檢測標準： 

(A) 達到第 1 階段檢測標準之培訓量級辦理公開選拔，達標選手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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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各量級選出前 2 名選手進入第 2 階段培(儲)隊。 

(B) 未達標之培訓量級，或有達標但未在培訓量級者，則視比賽表現

提本會選訓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後，提送國訓中心訓輔會議爭取

第 2 階段培訓。 

(2)第 2 階段(自 114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 月 31 日止) 

A、 遴選方式： 

(A) 經第 1 階段達標量級公開選拔後，各量級前 2 名選手。 

(B) 經本會選訓委員會會議討論後，提送國訓中心訓輔會議通過培訓

量級者。 

B、 訓練地點：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搭配國內外移地訓練 

C、 預定參加之國際賽及預計名次： 

2025 年 9 月世界角力錦標賽，前 5 名 

2025 年 11 月韓國公開賽，前 3 名 

2026 年 1 月角力積分賽第一場，前 3 名 

D、 進退場檢測標準： 

(A) 達到第 2 階段檢測標準之培訓量級辦理公開選拔，達標選手列為

種子，各量級選出前 2 名選手進入第 2 階段培(儲)隊。 

(B) 未達標之培訓量級，或有達標但未在培訓量級者，則視比賽表現

提本會選訓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後，提送國訓中心訓輔會議爭取

第 3 階段培訓。 

(3)第 3 階段(自 115 年 2 月 1 日起至本屆亞運結束日止) 

A、 遴選方式： 

(A) 2025 年世界角力錦標賽前 4 名，達參賽資格直接入選培訓隊。 

(B) 經第 2 階段達標量級公開選拔後，各量級前 2 名選手。 

(C) 經本會選訓委員會會議討論後，提送國訓中心訓輔會議通過培訓

量級者。 

B、 訓練地點：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搭配國內外移地訓練 

C、 預定參加之國際賽及預計名次： 

2026 年 2 月角力積分賽第二場，前 3 名 

2026 年 4 月亞洲成人角力錦標賽，前 3 名 

2026 年 6 月角力積分賽第三場，前 3 名 

D、 進退場檢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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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達到亞運參賽標準之量級選手進入亞運代表隊至亞運結束日止。 

(B) 未達亞運參賽標準者，則視 2026 年 4 月亞洲成人角力錦標賽成績

表現，提本會選訓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後，送國訓中心訓輔會議

爭取成為亞運代表隊。 

五、監督考核： 

（一） 本會依審議通過之本計畫據以辦理選訓事宜，並督促教練(團)落實執行訓

練計畫，以及依渠等之績效據以考核。 

（二） 教練(團)應擬定訓練計畫及參加國際賽事之預估成績目標，據以執行及考

核選手培訓情形。 

（三） 培訓期間選手應接受健康檢查，如經醫師檢查認定不適合繼續培訓或迴避

檢查者，即予取消培訓或代表隊資格。 

（四） 由本會選訓委員會，於各項比賽及集中訓練時針對選手的表現做出記錄，

並定時派員督訓了解選手最新狀態。培訓期間教練團需對選手健康檢查紀

錄與體能、技術、精神及品德等相關資料建檔並定期每三個月辦理檢測，

並以數據量化與系統化分析培訓績效，於本會選訓委員會會議中說明培訓

績效。 

六、所需行政支援事項及建議處理方式 

（一） 運科： 

1. 心理技能教授與資諮詢:請支援一位運動心理老師，教授教練及選手心

理技能、技巧以及為選手及教練做心理諮商的工作。 

2. 生理生化檢測:請支援培訓隊選手定期做生理生化檢測，提供數據給教

練團做為訓練課表的參考資料。 

（二） 運動防護：派遣隨隊防護員協助集訓及各項移地訓練時之防護工作。 

（三） 醫療：健檢、復健、醫療意外保險等。 

（四） 課業輔導：選手進駐國訓中心期間請協助安排課業輔導。 

（五） 公假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培訓隊教練及選手進駐國訓中心集訓時請協助

辦理公假、留職留薪。 

（六） 代課鐘點費或代理職缺費: 進駐國訓中心集訓之培訓隊教練及選手若為 

學校教師，請支援代課鐘點費或代理職缺費。 

七、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報運動人才培訓

輔導小組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