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國際成就表現 

一、 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之獎勵情形 

為更落實「藝術與設計人才培育計畫」的目標，加強藝術與

設計領域人才培育國際化的方向，自 94 年度起開始辦理「鼓勵

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國際競賽」計畫，並訂頒「教育部鼓勵學生

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本要點獎勵之競賽原分

為 5 大類 3 等級，為促進更多藝術與設計領域學生與國際接軌，

107 年度新增第 6 類「建築與景觀設計類」，108 年度更新增「時

尚設計類」，促使全國大學校院藝術與設計科系學生能踴躍參加

國際比賽，提升學生創作之國際水準，擴展學生視野及提升相關

的人力素質。 

教育部主辦、亞洲大學執行的「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

國際競賽計畫」，109 年為第 15 年舉辦，累積獲獎件數達 1,217

件，總獎金超過 6,638 萬元。109 年度共 2 位同學獲得國際設計

競賽「金獎」獎勵、6 位同學獲得「銀獎」獎勵、10 位同學獲得

「銅獎」獎勵、123 位同學獲得優選及入選獎項，總計獎勵 141

件作品及頒發新臺幣 533 萬 5,000 元獎勵金，表現亮眼。 

在本計畫獎勵參與的國際知名設計大賽中，也是國際普遍衡

量該國學生設計實力的德國「iF 概念設計獎」及「紅點設計競

賽」，10 多年來因為各校的努力，在國際上創造了許多佳績。

例如：在 2020 年國際知名競賽紅點設計（Red Dot Design）排名

中，亞太區前 15 名學校，臺灣共計有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等 4 間學校入

榜；另外，在「設計界奧斯卡」之稱的 iF 設計獎中，2017 年全

球前 25 名學校，臺灣共計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國立成功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等 5 間

學校入榜，顯見我國學子創意設計的能量。近 3 年補助獲獎情形

如下： 

 

 

 

 



 

 

教育部近 3 年補助學生參加國際競賽獲獎統計表 

年度 
補助金額 

（元） 

獲獎人 

（件）數 
說   明 

107 378.5 萬元 120 件 

補助獲獎者包含 5 類領域 18 項競賽： 

1.產品設計類 2 項競賽 26 件作品 

2.視覺傳達設計類 9 項競賽 75 件作品  

3.數位動畫類 2 項競賽 6 件作品 

4.工藝設計類 1 項競賽 4 件作品 

5.建築與景觀設計類 4 項競賽 9 件作品 

108 546.5 萬元 166 件 

補助獲獎者包含 6 類領域 24 項競賽： 

1.產品設計類 4 項競賽 22 件作品 

2.視覺傳達設計類 8 項競賽 93 件作品  

3.數位動畫類 2 項競賽 2 件作品 

4.工藝設計類 1 項競賽 3 件作品 

5.建築與景觀設計類 5 項競賽 41 件作品 

6.時尚設計類 4 項競賽 5 件作品 

109 533 萬 5,000 141 件 

補助獲獎者包含 6 類領域 26 個競賽： 

1.產品設計類 5 項競賽 30 件作品 

2.視覺傳達設計類 6 項競賽 61 件作品 

3.數位動畫類 2 項競賽 2 件作品 

4.工藝設計類 5 項競賽 16 件作品 

5.建築與景觀設計類 6 項競賽 29 件作品 

6.時尚設計類 2 項競賽 3 件作品 

資料來源：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二、 我國參加國際資訊類及技能競賽近年成績統計 

國際大學程式競賽（ICPC） 自 1977 年發展至今，為目前

全球大學生電腦程式能力競賽活動中最具影響力與規模最大的

賽事，素有「程式設計奧林匹亞」（軟體奧運）之稱。教育部自

1982 年起，每年均舉辦「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該競

賽隊伍如參加 ICPC 亞洲區域賽並取得決賽權者，得向本部申請

參加決賽之補助。2019 年 ICPC 我國隊伍分別獲得第 5 名及第

21 名；2020 年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未舉辦。 

國際技能競賽係 1950 年由西班牙發起舉辦，係為增進各國

青年技術人員之相互觀摩、瞭解與切磋，加強國際間職業訓練與

職業教育資訊與經驗之交流。我國自 1970 年（第 20 屆）起，每

屆均派選手參加。2017 年第 44 屆國際技能競賽我國選手共獲得



 

 

4 面金牌、1 面銀牌、5 面銅牌及 27 個優勝獎，總獎牌含優勝名

列世界第 4 名。 

1.國際大學程式競賽（ICPC）國際賽部分 

年度 

類別 
2017 2018 2019 

參與國家數 103 103 111 

參加總隊數 132 140 135 

我國參加隊數 1 2 2 

得獎 第 20 名 第 14 名 第 5 名、第 21 名 

資料來源：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第 1 項競賽）、教育部（統計處） 

 

2.國際技能競賽（WSC,IVTO）每 2 年舉辦 1 次 

年度 2015 2017 2019 

屆別 第 43 屆 第 44 屆 第 45 屆 

主辦國家（城

市） 
巴西（聖保羅） 

阿布達比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喀山（俄羅斯） 

參賽國家及

選手 
59國（地區）1,189人 58國（地區） 1,251人 63 國（地區）1,354 人 

我國參賽 

職類與選手 
39 職類 41 人 42 職類 47 人 45 職類 50 人 

得獎數 
5 金 7 銀 5 銅 

19 優勝 

4 金 1 銀 5 銅 

27 優勝 

5 金 5 銀 5 銅 

23 優勝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第 2 項競賽） 

三、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國際評比我國學生表現 

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簡稱 OECD）主辦的「國際學生能

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 PISA），我國係由教育部與科技部（原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共同辦理；PISA 評量自 2000 年開始實施，每 3 年舉辦一

次，我國從 2006 年開始參加，2012 年 65 個參加國及經濟體、

2015 年 72 個參加國及經濟體、2018 年 79 個參加國及經濟體中，

我國名次如下： 

 



 

 

項目名稱 類 別 
我國名次/量尺分數（每 3 年辦理） 

2012 年 2015 年 2018 年 

國際學生能

力評量計畫

（PISA） 

數 學 4/560 4/542 5/531 

科 學 13/523 4/532 10/516 

閱 讀 8/523 23/497 17/503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四、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IMSS）國際評比我國

學生表現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 簡稱 TIMSS）係由

國際教育學習成就調查委員會（簡稱 IEA）辦理，每 4 年辦理一

次，我國 2019 年參與 TIMSS 國際評比數學及科學素養世界前 5，

表現相當優異。 

項目名稱 類   別 
我國名次/量尺分數（每 4 年辦理） 

2011 年 2015 年 2019 年 

國際數學與

科學教育成

就趨勢調查

（TIMSS） 

四年級數學 4/591 4/597 4/599 

四年級科學 6/552 6/555 5/558 

八年級數學 3/609 3/599 2/612 

八年級科學 2/564 3/569 2/574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五、 「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國際評比我國學生表現 

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 簡稱 PIRLS）係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簡稱

IEA）主導，每 5 年針對國小四年級學生的閱讀能力評比一次；

2006 年為我國第一次參與，45 個國家（或地區）參加，全體學

生平均分數 500分，臺灣學生平均 535分，排名 22名。PIRLS 2011

臺灣學生平均 553 分，自 2006 年第 22 名大幅躍升為第 9 名，是

我國首次進入前十名。PIRLS 2016 臺灣學生平均 559 分，自 2006

年第 22 名大幅躍升為第 8 名。 

 



 

 

項目名稱 
我國名次/量尺分數（每 5 年辦理） 

2006 年 2011 年 2016 年 

促進國際閱讀素養

研究 （PIRLS） 
22/535 9/553 8/559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六、 「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研究」（ICCS）國際評比我國學生

表現 

「國際公民及素養調查研究」（ICCS）是由「國際教育成

就調查委員會」（簡稱 IEA）自 1971 年以來針對公民教育已進

行了三次調查，每 7 年 1 次，目的是為瞭解各國如何培養學生成

為未來的公民，及其教育現況。臺灣自 2009 參加評比，針對 13

歲半（相當於我國 8 年級）學生，進行公民學習成就調查。2009

年 ICCS 臺灣學生平均 559 分，排名第 4 名，而 2016 年以平均

581 分的成績躍升至第 2 名。 

項目名稱 
我國名次/量尺分數（每 7 年辦理） 

2009 年 2016 年 

國際公民及素養調

查研究（ICCS） 
4/559 2/581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七、 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我國

學生表現 

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包含國際數學、物理、化學、生

物、資訊、地球科學、亞太數學及亞洲物理，另有專門針對青少

年菁英（未滿 16 歲學生）舉行的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 

藉由參與國際競賽提升我國學生國際視野及國際競爭力，歷

年參賽成績優異，我國至 2020 年總計榮獲 456 面金牌、378 面

銀牌、255 面銅牌及 121 面榮譽獎；為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及善

盡擔任主辦國義務，我國陸續主辦 2009 年第 3 屆國際地球科學

奧林匹亞競賽、2010 年第 11 屆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及 2011

年第 22 屆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2014 年則主辦第 26 屆國際



 

 

資訊奧林匹亞競賽，藉以展現我國科技軟實力。 

我國近 3 年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國中科

學奧林匹亞競賽獲獎統計如下： 

      年度 

 類別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國際數理學科 

奧林匹亞競賽 

19 金 13 銀 10 銅 

3 榮譽獎 

14 金 14 銀 13 銅 

4 榮譽獎 

5 金 12 銀 8 銅 

3 榮譽獎 

（國際物理、國際地科及亞

洲物理因疫情未舉辦競賽） 

國際國中科學 

奧林匹亞競賽 
6 金 6 金 因疫情未舉辦競賽 

總  計 

25金 13銀 10銅 

3榮譽獎 

（51面獎牌） 

20金 14銀 13銅 

4榮譽獎 

（51面獎牌） 

5金 12銀 8銅 

3榮譽獎 

（28面獎牌）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際競賽排名方面，除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無團體排名

外，國際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及國際國中科學奧

林匹亞競賽近 3 年之國際排名情形如下：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際奧林匹

亞競賽項目 

近 3年平均參賽

國家數 

近 3年我國平均

國際排名 
備註（歷年來最佳成績） 

數學 108 國 第 16 名 2014 年國際排名第 3 名。 

物理 84 國 第 5 名 2005 年及 2011 年國際排名第 1 名。 

化學 72 國 第 6 名 
2009 年、2013 年及 2015 年國際排名第 1

名。 

生物 64 國 第 3 名 2014 年及 2018 年國際排名第 1 名。 

地球科學 37 國 第 3 名 2007 年至 2016 年國際排名第 1 名。 

亞太數學 39 國 第 8 名 2005 年國際排名第 1 名。 

亞洲物理 25 國 第 3 名 
2001 年、2004 年及 2010 年國際排名第 1

名。 

國際國中科

學奧林匹亞

競賽 

54 國 第 1 名 2015 年至 2018 年國際排名第 1 名。 



 

 

八、 國際體育競賽成績 

（一）奧林匹克運動會（4 年 1 次） 

賽會名稱 總成績 項目/量級 選手/成績 

2016 年第 31 屆

里約奧林匹克運

動會 

1 金 2 銅 50 名

/207 個國家或

地區 

舉重女子 53 公斤以下 許淑淨/金牌 

舉重女子 58 公斤以下 郭婞淳/銅牌 

射箭女子團體 
譚雅婷、雷千瑩、林

詩嘉/銅牌 

 

 

 

（二）亞洲運動會（4 年 1 次） 

賽 會 名 稱 總成績 成    績 

2014 年仁川亞

洲運動會  

10金 18銀

23 銅  

金牌 舉重 女子 53 公斤以下量級 

舉重 女子 63 公斤以下量級 

網球 女子團體賽 

保齡球 個人賽 

自由車 女子全能 

高爾夫 男子團體賽 

高爾夫 男子個人賽 

跆拳道 女子-53kg 

空手道 女子-55kg 

空手道 女子對打-50kg 

銀牌 

 

 

 

 

 

  

射擊 女子 10 公尺空氣手槍團體 

武術 女子散打-60kg   

划船 男子雙人雙槳 

射箭 複合弓女子團體 

棒球 男子棒球 

網球 女子雙人賽 

網球 混合雙人賽 

網球 男子單打 

跆拳道 女子-46kg 

壘球 女子壘球 

保齡球 女子盟主賽 

輕艇 曲道男子 k1 

輕艇 曲道男子 C1 

輕艇 曲道女子 K1 

輕艇 曲道女子 C1 

軟網 男子雙打 

田徑 男子鉛球 

跆拳道 男子-54kg 



 

 

（二）亞洲運動會（4 年 1 次） 

賽 會 名 稱 總成績 成    績 

銅牌 

 

 

 

 

 

 

 

 

 

 

 

 

  

自由車 女子團體爭先賽 

自由車 女子團體追逐賽  

馬術 馬場馬術—團體賽 

武術 男子南拳/南棍全能----南拳 

羽球 男子團體賽 

舉重 女子-69 公斤以下量級 

舉重 男子+105 公斤以上量級 

羽球 女子單打 

射箭 反曲弓-男子個人賽 

高爾夫 男子個人賽 

網球 女子雙打 

自由車 女子公路賽 

桌球 男子團體賽 

跆拳道 女子-49kg 

跆拳道 女子-63kg 

跆拳道 女子-62kg 

軟網 女子雙打 

軟網 男子雙打 

軟網 女子團體 

軟網 男子團體 

跆拳道 男子-58kg 

空手道 女子-68kg 

桌球 男子單打 

2018 年雅加達

-巨港亞洲運

動會 

 

 

 

 

 

 

 

 

 

 

 

 

 

 

 

 

17金 19銀

31 銅 

 

 

 

 

 

 

 

 

 

 

 

 

 

 

 

 

 

金牌 

 

 

 

 

 

 

 

 

 

 

 

 

 

 

 

 

射擊 10 公尺空氣步槍混合團體 

射擊 男子不定向飛靶 

跆拳道 女子 53 公斤以下級 

體操 男子鞍馬 

舉重 女子 58 公斤級 

體操 男子單槓 

空手道 女子 55 公斤以下級 

輕艇 男子龍舟 500 公尺 

射箭 反曲弓男子團體 

射箭 複合弓混合團體 

輕艇 男子龍舟 1000 公尺 

空手道 女子 50 公斤以下級 

羽球 女子單打 

軟式網球 混合雙打 

滑輪運動 溜冰 男子 20 公里公路賽 

滑輪運動 溜冰 女子 20 公里公路賽 

橋藝 混合雙人 



 

 

（二）亞洲運動會（4 年 1 次） 

賽 會 名 稱 總成績 成    績 

 

 

 

 

 

 

 

 

 

 

 

 

 

 

 

 

 

 

 

 

 

 

 

 

 

 

 

 

 

 

 

 

 

 

 

 

 

 

 

 

 

 

 

 

 

 

 

 

 

 

 

 

 

 

 

 

 

 

 

 

銀牌 自由車 男子登山車下坡賽 

射擊 不定向飛靶混合團體 

保齡球 女子 3 人賽 

划船 女子單人雙槳 

輕艇 女子曲道標竿 C1 

體操 男子地板 

壘球 女子 

網球 女子雙打 

空手道 男子個人型 

輕艇 男子龍舟 200 公尺 

舉重 女子 69 公斤級 

射箭 反曲弓女子團體 

羽球 男子單打 

田徑 男子 110 公尺跨欄 

軟式網球 女子單打 

自由車 場地賽女子全能 

田徑 男子 200 公尺 

橋藝 混合雙人 

橋藝 女子雙人 

銅牌 

 

 

 

 

 

 

 

 

 

 

 

 

 

 

 

 

 

 

 

 

 

 

武術 男子長拳 

跆拳道 品勢男子個人 

跆拳道 品勢女子團體 

射擊 男子 10M 空氣步槍 

羽球 男子團體 

輕艇 女子曲道標竿 K1 

跆拳道 男子 63 公斤以下級 

武術 女子散打 52 公斤以下級 

網球 女子單打 

卡巴迪 女子 

體操 男子吊環 

保齡球 女子團體 6 人賽 

保齡球 男子團體 6 人賽 

橋藝 超級混合團體 

空手道 男子 75 公斤以下級 

羽球 男子雙打 

空手道 男子 84 公斤以下級 

射箭 複合弓女子團體 

桌球 男子團體 

克拉術 男子 66 公斤以下級 

柔道 男子 60 公斤以下級 



 

 

（二）亞洲運動會（4 年 1 次） 

賽 會 名 稱 總成績 成    績 

 

 

 

自由車 車場地賽女子個人 3 公里追逐賽 

柔道 女子 57 公斤以下級 

克拉術 女子 78 公斤以下級 

滑輪運動 溜冰 女子 20 公里公路賽 

拳擊 女子 51 公斤以下級 

拳擊 女子 57 公斤以下級 

排球 男子 

軟式網球 女子團體 

軟式網球 男子團體 

棒球 男子 

 2 銀 3 銅 示範項目 

銀牌 電子競技 
傳說對決 

星海爭霸 II 

銅牌 

電子競技 英雄聯盟 

輕艇 男子水球 

輕艇 女子水球 

 

 

 

（三）世界大學運動會（2 年 1 次） 

賽會名稱 總成績 項 目 成    績 

2017 年第

29 屆臺北

世界大學

運動會 

 

 

 

 

 

 

 

 

 

 

 

 

 

 

 

26金34銀

30 銅 3 名

/134 國 

 

 

 

 

 

 

 

 

 

 

 

 

 

 

 

 

 

射箭 反曲弓男子團體第 2 名：魏均珩、彭士誠、鄧宇成 

反曲弓女子團體第 2 名：譚雅婷、雷千瑩、彭家楙 

反曲弓女子個人第 2 名：譚雅婷 

複合弓女子個人第 2 名：陳怡瑄 

複合弓男女混合第 3 名：陳享宣、陳怡瑄 

田徑 男子標槍第 1 名：鄭兆村 

男子 100 公尺第 1 名：楊俊瀚 

男子 110 公尺跨欄第 2 名：陳奎儒 

男子 400 公尺跨欄第 2 名：陳傑 

男子跳高第 3 名：向俊賢 

男子 4X100 公尺接力第 3 名：楊俊瀚、鄭博宇、

陳家薰、魏溢慶 

男子標槍第 3 名：黃士峰 

女子半程馬拉松團體賽：張芷瑄、陳宇璿、曹純玉、

游雅君 

羽球 男女混合團體第 1 名：戴資穎、江美慧、王子維、

許仁豪、李洋、李哲輝、李佳馨、王齊麟、許雅晴、

吳玓蓉、楊博軒、溫晧昀 



 

 

（三）世界大學運動會（2 年 1 次） 

賽會名稱 總成績 項 目 成    績 

 

 

 

 

 

 

 

 

 

 

 

 

 

 

 

 

 

 

 

 

 

 

 

 

 

 

 

 

 

 

 

 

 

 

 

 

 

 

 

 

 

 

 

 

 

 

 

 

  

 

 

 

 

 

 

 

 

 

 

 

 

 

 

 

 

 

 

 

 

 

 

 

 

 

 

 

 

 

 

 

 

 

 

 

 

 

 

 

 

 

 

 

男子單打第 1 名：王子維 

女子單打第 1 名：戴資穎 

女子雙打第 1 名：許雅晴、吳玓蓉 

混合雙打第 1 名：李佳馨、王齊麟 

女子單打第 3 名：江美慧 

男子雙打第 3 名：李洋、李哲輝 

混合雙打第 3 名：李洋、許雅晴 

籃球 女子籃球第 3 名：朱育勤、林育庭、羅蘋、陳晏宇、

黃鈴娟、徐玉蓮、陳薇安、韓雅恩、鄭伊秀、黃湘

婷、王維琳、楊晴 

高爾夫 女子個人第 2 名：侯羽桑 

女子個人第 2 名：陳萱 

女子團體第 2 名：侯羽桑、陳之敏、陳萱 

男子個人第 3 名：俞俊安 

男子個人第 3 名：劉永華 

男子團體第 3 名：俞俊安、劉永華、賴嘉一 

競技體

操 

男子鞍馬第 1 名：李智凱 

韻律體

操 

團體全能第 2 名：龔芸、楊千玫、古妮臻、徐紫綺、

王心伶、陳沛安 

團體 3 球 2 繩第 2 名：龔芸、楊千玫、古妮臻、徐

紫綺、王心伶、陳沛安 

滑輪溜

冰 

 

 

 

 

 

 

 

 

 

 

 

 

 

競速男子 1000 公尺爭先賽第 1 名：黃玉霖 

競速男子 10000 公尺計分淘汰賽第 1 名：陳彥成 

競速男子 3000 公尺接力賽第 1 名：宋青陽、黃玉

霖、高茂傑、陳彥成 

競速女子 500 公尺爭先賽第 1 名：陳映竹 

競速女子 1000 公尺爭先賽第 1 名：楊合貞 

競速女子 10000 公尺計分淘汰賽第 1 名：楊合貞 

競速女子 15000 公尺淘汰賽第 1 名：楊合貞 

競速女子 3000 公尺接力賽第 1 名：陳映竹、楊合

貞、李孟竹、蔡品宣 

女子馬拉松第 1 名：楊合貞 

女子個人速度過樁第 1 名：梁瑄旼 

競速男子 300 公尺計時賽第 2 名：高茂傑 

競速男子 1000 公尺爭先賽第 2 名：柯福軒 

競速男子 10000 公尺計分淘汰賽第 2 名：柯福軒 

競速男子 15000 公尺淘汰賽第 2 名：柯福軒 

競速女子 300 公尺計時賽第 2 名：陳映竹 

競速女子 1000 公尺爭先賽第 2 名：李孟竹 

競速女子 10000 公尺計分淘汰賽第 2 名：李孟竹 



 

 

（三）世界大學運動會（2 年 1 次） 

賽會名稱 總成績 項 目 成    績 

 

 

 

 

 

 

 

 

 

 

 

 

 

 

 

 

 

 

 

 

 

 

 

 

 

 

 

 

 

 

 

 

 

 

 

 

 

 

 

 

 

 

 

 

 

 

 

 

 

 

 

 

 

 

 

 

 

 

 

 

 

 

 

 

 

 

 

 

 

 

 

 

 

 

 

 

 

 

 

 

 

 

 

 

 

 

 

 

 

競速女子 15000 公尺淘汰賽第 2 名：李孟竹 

女子馬拉松第 2 名：李孟竹 

男子個人速度過樁第 2 名：陳昱錡 

女子個人速度過樁第 2 名：王佳葳 

競速女子 500 公尺爭先賽第 3 名：楊合貞 

男子個人速度過樁第 3 名：吳東諺 

桌球 男子單打第 2 名：陳建安 

女子單打第 2 名：鄭怡靜 

男子團體第 3 名：陳建安、江宏傑、廖振珽、李佳

陞、孫嘉宏 

女子團體第 3 名：鄭怡靜、陳思羽、鄭先知、林珈

芝、劉昱昕 

男子雙打第 3 名：陳建安、江宏傑 

男子雙打第 3 名：廖振珽、李佳陞 

混合雙打第 3 名：廖振珽、陳思羽 

跆拳道 

 

 

品勢男女混合第 1 名：李晟綱、蘇佳恩 

對打男子團體第 2 名：何嘉欣、黃鈺仁、楊宗燁、

劉威廷 

對打女子 67 公斤級第 2 名：莊佳佳 

品勢女子個人第 2 名：林侃諭 

品勢女子團體第 2 名：李映萱、陳湘婷、陳以瑄 

品勢男子團體第 2 名：張惟傑、陳靖、謝名揚 

對打男子 74 公斤級第 3 名：楊宗燁 

對打男子 80 公斤級第 3 名：劉威廷 

品勢男子個人第 3 名：陳建銓 

網球 男子團體第 1 名：莊吉生、李冠毅、謝政鵬、彭賢

尹 

女子圖體第 1 名：張凱貞、李亞軒、詹詠然、詹皓

晴 

男子單打第 1 名：莊吉生 

女子雙打第 1 名：詹詠然、詹皓晴 

女子單打第 2 名：李亞軒 

女子單打第 3 名：張凱貞 

混合雙打第 3 名：謝政鵬、詹詠然 

舉重 女子 58 公斤級第 1 名：郭婞淳 

女子 69 公斤級第 1 名：洪萬庭 

男子 105 公斤以上級第 2 名：陳士杰 

男子 62 公斤級第 3 名：高展宏 

女子 63 公斤級第 3 名：江念欣 

女子 75 公斤級第 3 名：姚季伶 

女子 90 公斤級第 3 名：羅楹媛 



 

 

（三）世界大學運動會（2 年 1 次） 

賽會名稱 總成績 項 目 成    績 

武術 套路男子南拳南棍全能第 1 名：許凱貴 

套路男子太極拳太極劍全能第 2 名：陳宥威 

套路女子太極拳太極劍全能第 2 名：陳宜螢 

散打女子 60 公斤級第 2 名：林怡汝 

套路男子長拳第 3 名：蔡澤民 

散打女子 52 公斤級第 3 名：陳暐婷 

撞球 

（示範

項目，不

列入獎

牌統計） 

男子個人賽第 1 名：許睿安 

女子個人賽第 1 名：古正晴 

男子雙人賽第 1 名：柯秉逸、柯秉中 

女子雙人賽第 1 名：郭思婷、魏子茜 

男子個人賽第 2 名：劉政杰 

女子個人賽第 3 名：吳芷婷 

2019 年第

30 屆拿坡

里世界大

學運動會 

9 金 13 銀

10 銅 7 名

/112 國 

射擊 女子不定向飛靶第 1 名：劉宛渝 
男子不定向飛靶第 1 名：楊昆弼 
混雙 10 公尺空氣手槍第 1 名：郭冠廷、余艾玟 
女子 10 公尺空氣步槍團體第 2 名：林穎欣、陳妘

筠、蔡儀婷 
混雙不定向飛靶第 2 名：楊昆弼、劉宛渝 
女子個人 10 公尺空氣步槍第 3 名：林穎欣 

體操 鞍馬第 1 名：李智凱 
單槓第 1 名：唐嘉鴻 
男子成隊第 2 名：李智凱、唐嘉鴻、徐秉謙 
男子全能第 3 名：李智凱 

跆拳道 女子 49-53 公斤級第 1 名：蘇柏亞 
女子團體對打第 1 名：蘇柏亞、莊貫渝、馬婷霞、

陳宥庒 
女子個人品勢第 2 名：蘇佳恩 
女子團體品勢第 2 名：蘇佳恩、陳以瑄、李婕瑜 
男子團體品勢第 2 名：陳柏凱、李晟綱、黃聖鵬 
混合團體品勢第 2 名：陳柏凱、李婕瑜 
女子 53-57 公斤級女子第 2 名：陳宥庒 
女子 46-49 公斤級第 2 名：莊天羽 
男子 74-80 公斤級第 3 名：劉威廷 
女子 62-67 公斤級第 3 名：莊貫渝 
男子團體對打第 3 名：何嘉欣、侯光武、李孟恩、

劉威廷 
射箭 反曲弓男女混合第1名：魏均珩、彭家楙 

複合弓男女混合第2名：陳界綸、陳怡瑄 
反曲弓男子團體第2名：魏均珩、湯智鈞 
複合弓女子團體第3名：陳怡瑄、林明靜 
反曲弓女子個人第3名：彭家楙 



 

 

（三）世界大學運動會（2 年 1 次） 

賽會名稱 總成績 項 目 成    績 

網球 男子單打第 1 名：曾俊欣 
女子雙打第 2 名：李亞軒、李珮琪 
男子團體第 3 名：吳東霖、曾俊欣 

桌球 男子團體第 2 名：廖振珽、彭王維、王泰崴、楊恆

韋 
混合雙打第 3 名：廖振珽、蘇珮綾 

游泳 200 公尺混合式第 3 名：王星皓 

 

 

 

（四）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4 年 1 次） 

賽 會 名 稱 總成績 成    績 

2014 年南

京青年奧

運會 

正規賽制： 

3 金 3 銀 2 銅 

 

 

 

 

 

 

 

 

 

 

 

 

 

 

國際混合賽制: 

0 金 2 銀 1 銅 

跆拳道 

黃懷萱（女子 49 公斤級以下，金牌） 

黃鈺仁（男子 55 公斤級以下，金牌） 

王晨宇（男子 48 公斤級以下，銀牌） 

陳子亭（女子 44 公斤級以下，銅牌） 

舉重 

江念欣（女子 58 公斤級，金牌） 

拳擊 

陳念琴（女子 75 公斤級，銀牌） 

高爾夫 

程思嘉（女子個人，銀牌） 

田徑 

楊俊瀚（男子 200 公尺，銅牌） 

 

羽球 

李佳馨（銀牌） 

射擊 

呂紹全（銅牌） 

柔道 

王俞珺（銀牌） 

2018 年第

3 屆布宜

諾斯艾利

斯青年奧

運 

正規賽制： 

1 銀 1 銅 

 

 

 

 

國際混合賽制： 

1 金 2 銀 1 銅 

跆拳道 

李孟恩（男子 73 公斤級以上，銀牌） 

輕艇 

賴子琁（女子K1 靜水標竿，銅牌） 

 

柔道 

劉俐伶（金牌） 



 

 

（四）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4 年 1 次） 

賽 會 名 稱 總成績 成    績 

擊劍 

陳奕通（銀牌） 

羽球 

黃映萱（銀牌） 

桌球 

林昀儒、蘇珮綾（銅牌） 

 

 

 

（五）世界中學生運動會（3-4 年 1 次，2016 年後改為 2 年 1 次） 

賽 會 名 稱 總成績 成    績 

2018 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摩洛哥） 

 

 

 

24金 15銀 26

銅 

 

 

田徑：跳遠金牌、200 公尺金牌、跳高

銀牌、400 公尺銀牌、2000 公尺異程接

力銀牌、鏈球銅牌、100 公尺銅牌、1000

公尺異程接力銅牌 

游泳：50 公尺蝶式金牌、100 公尺蝶式

金牌、200 公尺蝶式金牌、50 公尺仰式

金牌、100 公尺蝶式銀牌、50 公尺蛙式

銀牌、4*100 公尺混和接力銀牌、50 公

尺仰式銅牌 

競技體操：地板金牌、跳馬銅牌、平衡

木銅牌 

射箭：女子團體金牌、男子團體金牌、

混雙金牌、女子個人金牌、男子個人金

牌、女子個人銀牌、男子個人銀牌 

網球：男子雙打金牌、女子雙打金牌、

混雙銀牌、男子單打銅牌、女子單打銅

牌 

柔道：-90 公斤金牌、-70 公斤銀牌+70

公斤銀牌、-63 公斤銅牌、-57 公斤銅牌、

-55 公斤銅牌、-52 公斤銅牌、-48 公斤

銅牌 

空手道：-48 公斤銅牌、-55 公斤銅牌、

-67 公斤銅牌、-76 公斤銅牌 

跆拳道：男子組團體冠軍、女子組團體

亞軍、+78 公斤金牌、-59 公斤金牌、-48

公斤金牌、-59 公斤金牌、-55 公斤金牌、

-49 公斤金牌、-42 公斤銀牌、-73 公斤

銅牌、-63 公斤銅牌 



 

 

（五）世界中學生運動會（3-4 年 1 次，2016 年後改為 2 年 1 次） 

角力：自由式 36-40 公斤金牌、自由式

-69 公斤銀牌、希羅式-48 公斤銀牌、自

由式-46 公斤銅牌、自由式-53 公斤銅牌 

拳擊：52 公斤金牌、63 公斤金牌、52

公斤銀牌、48 公斤銅牌、57 公斤銅牌、

48 公斤銅牌、57 公斤銅牌、63 公斤銅

牌 

 

 

 

（六）世界沙灘運動會（2 年 1 次） 

賽 會 名 稱 總成績 成    績 

2019年第 1屆卡達ANOC

世界沙灘運動會 
1 銀 空手道男子個人型/王翌達 

 

 

 

（七）亞洲沙灘運動會（2 年 1 次） 

賽 會 名 稱 總成績 成績 

2012 年第 3 屆

海陽亞洲沙灘

運動會 

 

3 金 6 銀 6

銅/45 國 

 

 

金牌 1.滑輪溜冰 冰男子200公尺個人計時賽/高茂傑 

2.滑輪溜冰 男子10000公尺積分賽/陳彥成 

3.滑輪溜冰 女子20000公尺淘汰賽/李孟竹 

銀牌 1.滑輪溜冰 500 公尺計時賽/駱威霖 

2.滑輪溜冰 男子 20000 公尺淘汰賽/廖彥勝 

3.滑輪溜冰 女子 500 公尺計時賽/陳映竹 

4.沙灘木球 男子團體 

5.沙灘木球 女子團體 

6.沙灘手球 沙灘手球女子組 

銅牌 1.滑輪溜冰 男子 20000 公尺淘汰賽/陳彥成 

2.滑輪溜冰 女子 10000 公尺積分賽/楊合貞 

3.滑輪溜冰 女子 20000 公尺淘汰賽/楊合貞 

4.沙灘排球 女子組/顧乃涵、張惠敏 

5.沙灘木球 男子個人/林祐賢 

6.沙灘木球 女子個人/吳芷涵 

2014 年第 4 屆 3 金 8 銀 6 金牌 1.克拉術 女子-57 公斤/李宛庭  



 

 

（七）亞洲沙灘運動會（2 年 1 次） 

賽 會 名 稱 總成績 成績 

普吉島亞洲沙

灘運動會 

2014 年第 4 屆

普吉島亞洲沙

灘運動會 

銅/42 國 

3 金 8 銀 6

銅/42 國 

 2.沙灘籃球 女子組 

3.極限運動 極限單車跳高賽/鄭喬鴻 

銀牌 1.鐵人三項 團體混合鐵人兩項 

2.克拉術 女子-52 公斤/陳勁穎 

3.克拉術 男子-66 公斤/詹皓程 

4.沙灘木球 男子團體球道賽 

5.沙灘木球 男子團體桿數賽 

6.沙灘木球 女子團體桿數賽 

7.極限運動 直排輪-最佳技巧/洪建凱 

8.沙灘手球 女子組 

銅牌 1.克拉術 男子-73 公斤/莊尚晉 

2.沙灘木球 女子團體球道賽 

3.極限運動 直排輪公園賽/王韋傑 

4.極限運動 極限單車公園賽/李運益 

5.極限運動 極限單車最佳技巧/鄭喬鴻 

6.沙灘木球 女子個人桿數賽/江方瑀 

2016 年第 5 屆

峴港亞洲沙灘

運動會 

2 金 4 銀

10 銅/41

國 

金牌 克拉術 女子 57 公斤級/李宛庭 

沙灘木球 男子雙人球道賽/王萬鎰、蕭家宏 

銀牌 沙灘木球 女子團體桿數賽 

沙灘木球 男子團體桿數賽 

沙灘木球 女子個人桿數賽/江方瑀 

角力 女子 70 公斤以上級/張惠慈 

銅牌 泰拳 女子 48 公斤級/葉惠慈 

泰拳 女子 51 公斤級/潘婷瑋 

泰拳 女子 63.5 公斤級/楊青錦 

克拉術 男子 66 公斤級/詹皓程 

克拉術 女子 63 公斤級/蘇詩琳 

沙灘滾球 男子擲準賽/王國鈞 

沙灘木球 女子團體球道賽 

沙灘木球 男子團體球道賽 

3x3 籃球 女子組 

越武道 男子破門拳/彭蜀鈞 



 

 

 

（八）帕拉林匹克運動會（4 年 1 次） 

年份 
屆

次 
地點 參加項目 

選手 參賽成績 參賽國

（人數） 

我國 

排名 男 女 計 金 銀 銅 

2008 13 
中國-

北京 

田徑、游泳、桌

球、健力、射

擊、射箭 

10 7 17 1 0 1 
146 

（3,951） 
50 

2012 14 
英國-

倫敦 

田徑、游泳、桌

球、健力、射

擊、射箭、柔道 

9 9 18 0 1 2 
164 

（4,280） 
63 

2016 15 
巴西-

里約 

田徑、輪椅網

球、桌球、健

力、射箭、柔道 

5 8 13 0 1 1 
160 

（4,300） 
 68 

 

 

 

（九）亞洲帕拉運動會（4 年 1 次，2010 年前稱遠南身心障礙運動會） 

年份 
屆

次 
地點 參加項目 

選手 參賽成績 參賽國（人

數） 

我國 

排名 男 女 計 金 銀 銅 

2010 1 
中國大陸

-廣州 

射箭、田徑、地板

滾球、盲人柔道、

健力、射擊、游

泳、桌球、輪椅籃

球、輪椅網球、羽

毛球和保齡球 

63 14 77 8 7 11 
41 

（2,405） 
8 

2014 2 
韓國 

-仁川 

田徑、羽球、保齡

球、游泳、健力、

射箭、射擊、桌

球、輪椅網球、輪

椅籃球、柔道、輪

椅舞蹈 

51 22 73 4 10 24 
40 

（2,497） 
14 

2018 3 
印尼 

-雅加達 

田徑、游泳、健

力、射擊、射箭、

桌球、柔道、輪椅

網球、羽球、輪椅

籃球、保齡球 

66 23 89 2 9 14 
43 

（2,831） 
17 

 

 

 

 

 



 

 

（十）達福林匹克運動會（4 年 1 次） 

年份 
屆

次 
地點 參加項目 

選手 參賽成績 參賽國

（人數） 

我國 

排名 男 女 計 金 銀 銅 

2009 21 
中華民國

-臺北 

田徑、籃球、排

球、沙灘排球、

保齡球、自由

車、羽球等 16

種 

94 43 137 11 11 11 
81 

（2,493） 
5 

2013 22 
保加利亞 

-索菲亞 

跆拳道、空手

道、田徑、射

擊、桌球、網

球、羽球、籃球

等 11 種 

36 19 55 3 12 9 
90 

（2,871） 
13 

2017 23 
土耳其-

薩姆松 

田徑、羽球、桌

球、保齡球、跆

拳道、空手道、

游泳、籃球、網

球、射擊、定向

越野與自由車

等 12 種 

40 21 61 4 5 8 
97 

（4,921） 
12 

 

 

 

（十一）亞太聽障運動會（4 年 1 次，2005 年前亞太聾人運動會） 

年份 屆次 地點 參加項目 
選手 參賽成績 參賽國

（人數） 

我國 

排名 男 女 計 金 銀 銅 

2012 7 韓國-

首爾 

田徑、游泳、桌

球、羽球、保齡

球、網球、跆拳

道、柔道、自由

車、籃球（男子

組）及棒球（表

演賽）等 11 種 

64 20 84 11 11 11 
23 

（1,200） 
5 

2015 8 桃園

市 

田徑、游泳、桌

球、羽球、保齡

球、網球、跆拳

道、自由車、籃

球等 9 種 

50 24 74 27 17 21 
22 

（1,500） 
1 

2019 9 香港 第 9 屆亞太聽障運動會原訂於香港舉辦，因故取消辦理 

 



 

 

 

（十二）世界運動會（4 年 1 次） 

年份 
屆

次 
地點 參加項目 

選手 參賽成績 參賽國

（人數） 

我國 

排名 男 女 計 金 銀 銅 

2009 8 中華民

國-高雄 

滑輪溜冰、拔

河、撞球、空手

道、柔術、健美、

水上救生、健

力、合球、飛行

運動、射箭、沙

灘手球、保齡

球、蹼泳、相撲、

滾球、攀登、輕

艇水球、運動舞

蹈、龍舟、飛盤、

浮士德球、體

操、定向越野、

橄欖球、壁球、

壘球、巧固球、

滑水、武術等 30

種 

323 136 459 8 9 7 
102 

（4,695） 
7 

2013 9 哥倫比

亞-卡利 

滑輪溜冰、拔

河、撞球、健力、

合球、飛行運

動、射箭、沙灘

手球、保齡球、

鐵人兩項、蹼

泳、柔術、相撲

等13種 

20 39 59 5 5 8 
85 

（2,907） 
10 

2017 10 波蘭-弗

羅茲瓦

夫 

空手道、泰拳、

相撲、撞球、保

齡球、原野射

箭、健力、拔河

運動、蹼泳、定

向越野、滑輪溜

冰（競速溜冰、

花式溜冰）、沙灘

手球、輕艇水

球、合球等14種 

26 41 67 1 4 3 
112 

（3500）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