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2024 新北市地板滾球世界盃     參賽報告 

    填表人：林錦堂、吳秋能、林敬堯、賴志偉 

參 賽 名 稱 
中文：2024新北市地板滾球世界盃 

英文：New Taipei City 2024 World Boccia Cup 

參 賽 地 點 新北市新莊體育館 

參 賽 日 期 2024年 7 月 23日至 8 月 1日 

參賽隊伍人數 10 個國家，61 名選手 

代 表 團 人 員 

領  隊：吳碧滿 

管  理：楊秀花、張孜維 

教  練：林錦堂、吳秋能、林敬堯、賴志偉 

選  手：BC1 蔡憶婷、BC1 劉佳昇、BC2陳龍愛、BC2 林哲揚、BC3 陳怡

臻、BC3陳姿妏、BC3 簡宗賢、BC3 林鈺翔、BC4邱思旻、BC4

陳義傑 

軌道運動員：李瑞竹、劉祥龍、謝志弘、栢添源 

照護員：黃婉倩、陳春美、許家瑜、林秋美、陳暢隆、胡家榮、吳蕙真、

SUKARTILAH、郭素琴、李卓彥 

運動防護員：楊竣傑、邱奕傑 

參 賽 行 程 表 

( 航 班 資 訊 ) 

7/23報到 

8/1 返家 

參 賽 經 過 

及 

成 績 總 表 

7/23代表隊報到 

7/24-7/25 颱風停班停課 

7/25選手暖身時間Ⅰ@飯店 

代表隊器材檢測 

選手分級：邱思旻、陳姿妏、林鈺翔 

7/26上午選手暖身時間Ⅱ@新莊體育館 

   下午 2時開幕典禮 

7/26個人賽 

16:00 BC3(M)簡宗賢 vs.Jeong Howon(韓國) 

16:00 BC3(M)林鈺翔 vs. Akkadej Choochuenklin(泰國) 

16:00 BC3(F)陳姿妏 vs. Kang Sunhee(韓國) 

17:30 BC3(F)陳怡臻 vs. Choi Ye Jin(韓國) 

19:00 BC4(M)陳義傑 vs. Pornchok Larpyen(泰國) 

19:00 BC4(F)邱思旻 vs. Yuen Cheung(香港) 



7/27個人賽 

09:30 BC2(F)陳龍愛 vs. Jeong Sayeong(韓國) 

09:30 BC2(M)林哲揚 vs. Yuichiro Aizawa(日本) 

09:30 BC1(M)劉佳昇 vs. Jung Sungjeon(韓國) 

10:30 BC3(F)陳姿妏 vs. Nurulasyiqaah Binte Mohammad Taha(新

加坡) 

10:30 BC3(F)陳怡臻 vs. Sze Ning Toh(新加坡) 

11:50 BC4(F)邱思旻 vs. Nuanchan Phonsila(泰國) 

11:50 BC3(M)林鈺翔 vs. Aloysius Kai Hong Gan(新加坡) 

11:50 BC3(M)簡宗賢 vs. Kazuki Takahash(日本) 

14:30 BC1(M)劉佳昇 vs. Witsanu Huaadpradit(泰國) 

14:30 BC4(M)陳義傑 vs. Gu Youngin(韓國) 

15:30 BC3(F)陳姿妏 vs. Sheirviana Mathew(馬來西亞) 

17:00 BC1(F)蔡憶婷 vs. Nur Aisyah Madzelan(馬來西亞) 

17:00 BC2(F)陳龍愛 vs. Hoi Ying Karen Kwok(香港) 

7/28個人賽 

09:30 BC2(M)林哲揚 vs. Watcharaphon Vongsa(泰國) 

10:30 BC3(F)陳姿妏 vs. Sze Ning Toh(新加坡) 

12:00 BC1(M)劉佳昇 vs. Willyien Cliff Honseng(馬來西亞) 

12:00 BC4(F)邱思旻 vs. Mayumi Iwai(日本) 

14:00 BC1(F)蔡憶婷 vs. Satanan Phromsiri(泰國) 

15:00 BC2(M)林哲揚 vs. Warawut Saengampa(泰國) 

16:00 BC3(F)陳姿妏 vs. Jamieson Leeson(澳洲) 

17:30 BC1(F)蔡憶婷 vs. Mei Yee Leung(香港) 

7/29個人賽 

10:00 BC2(M)林哲揚 vs. Watcharaphon Vongsa(泰國) 

10:00 BC1(F)蔡憶婷 vs. Kim Younha(韓國) 

11:00 BC3(F)陳姿妏 vs. Kang Sunhee(韓國) 

7/29雙人及團體賽 

16:30 BC4 雙人賽 中華台北 vs. 香港 

17:30 BC3 雙人賽 中華台北 vs. 泰國 



17:30 BC1/BC2團體賽 中華台北 vs. 泰國 

7/30雙人及團體賽 

10:00 BC1/BC2團體賽 中華台北 vs. 日本 

10:00 BC3 雙人賽 中華台北 vs. 澳洲 

11:40 BC4 雙人賽 中華台北 vs. 日本 

13:30 BC3 雙人賽 中華台北 vs. 馬來西亞 

15:10 BC4 雙人賽 中華台北 vs. 泰國 

17:40 BC4 雙人賽 中華台北 vs. 德國 

----------------------------------------------------------- 

【成績總表】 

BC1 女子組 蔡憶婷 - 第二名 

 vs. 馬來西亞 Nur Aisyah Madzelan 16:0 勝 

vs. 香港 Mei Yee Leung 0:9 負 

 vs. 韓國 Kim Younha 4:2勝  

 vs. 泰國 Satanan Phromsiri - 選手分級改 BC2 

BC1 男子組 劉佳昇 

 vs. 韓國 Jung Sungjoon 3:7負 

 vs. 泰國 Witsanu Huadpradit 1:12負 

 vs. 馬來西亞 Willyien Cliff Honseng 8:0 勝 

BC2 女子組 陳龍愛 

 vs. 韓國 Jeong Soyeong 0:12 負 

 vs. 香港 Hoi Ying Karen Kwok 4:6負 

BC2 男子組 林哲揚- 第四名 

 vs. 日本 Yuichiro Aizawa 4:3 勝 

 vs. 泰國 Watcvaraphon Vongsa 2:6負 

四強賽 vs. 泰國 Worawut Saengampa 0:12負 

銅牌賽 vs. 泰國 Watcvaraphon Vongsa 3:3 負 

BC3 女子組 陳怡臻 

 vs. 韓國 Choi Ye Jin 2:6 負 

 vs. 新加坡 Sze Ning Toh 1:10 負 

BC3 女子組 陳姿妏 - 第四名 



 vs. 韓國 Kang Sunhee 0:9 負 

 vs. 新加坡 Nurulasyiqaah Binte Mohammad Taha 4:3 勝 

 vs. 馬來西亞 Sheirviana Mathew 4:0 勝 

晉級賽 vs. 新加坡 Sze Ning Yoh 4:2勝 

四強賽 vs. 澳洲 Jamieson Lesson 0:8 負 

銅牌賽 vs. 韓國 Kang Sunhee 1:5 負 

BC3 男子組 簡宗賢 

 vs. 韓國 Jeong Howon 0:5 負 

 vs. 日本 Kazuki Takahashi 0:8負 

BC3 男子組 林鈺翔 

 vs. 泰國 Akkadej Chochuenklin 2:5負 

 vs. 新加坡 Aloysius Kai Hong Gan 1:5 負 

BC4 女子組 邱思旻 

 vs. 香港 Yuen Cheung 1:12 負 

 vs. 泰國 Nuanchan Phonsila 0:11 負 

 vs. 日本 Mayumi Iwai 2:6 負 

BC4 男子組 陳義傑 

 vs. 泰國 Pornchok Larpyen 2:4負 

 vs. 韓國 Gu Youngin 0:10 負 

BC3 雙人賽 陳怡臻、簡宗賢 

 vs. 泰國 1:7負 

 vs. 澳洲 3:4負 

 vs. 馬來西亞 8:1勝 

BC4 雙人賽 邱思旻、陳義傑 

 vs. 香港 3:13 負 

 vs. 德國 0:12 負 

 vs. 日本 0:12 負 

 vs. 泰國 1:11 負 

BC1/BC2團體賽 劉佳昇、陳龍愛、林哲揚 

 vs. 泰國 2:12 負 

 vs. 日本 3:9負 



參賽效益分析 

(1) 獲得國際積分： 

本次共計十位選手參賽，其中包含 3 位(BC3 林鈺翔、BC3 陳姿妏、

BC4 邱思旻)首次參與國際賽，所有選手皆取得國際排名和積分，其中 BC1

蔡憶婷獲得第二名，取得 15分積分，世界排名提升至 17名(泰國 Satanan 

Phromsiri 選手分級改 BC2)。首次參賽 BC3陳姿妏獲得第四名，取得 12.5

分積分，首次有世界排名即名列 37 名。另外，國內久未有 BC4 女子選手，

本次新增邱思旻，是台灣首度參與 BC4 雙人賽，亦取得 2.5 積分，排名

29 名，以上無論是個人成績，或是更重要的中華台北隊的整體成績，皆

有提升排名，對未來賽事皆有正面的幫助。 

(2) 吸取寶貴參賽經驗： 

國內選手相對世界各國來說，除非職業選手外，可出國參與賽事的

機會很少，每一次的經驗都彌足珍貴，本次代表隊除有國內比賽常勝軍

外，也有首次參加國際賽的選手，無論是賽事參與、觀摩，或是與他國

選手、教練交流，皆可獲得相當寶貴的經驗，藉此也可運用於未來的訓

練，期待選手可打出更好的成績。 

(3) 選手表現分析： 

BC1 蔡憶婷：第一場 vs.馬來西亞 Nur Aisyah Madzelan 16:0 勝出，

第二場 vs.香港 Mei Yee Leung 因為憶婷是用新輪椅參賽，尚有諸多須

要調整適應，當遇到強的對手更加緊張故 0:9負，當晚即與之溝通、分

析到 11 點多結論：所有的策略你自由應用，明天唯一目標：找出你最順

暢的動作踢法。第三場比賽 vs.韓國 Kim Younha 最後以 4:2 勝出奪得

銀牌，贏得個人第一面國際賽獎牌，也為台灣留下唯一的一面獎牌。 

BC1 劉佳昇：新莊賽事中，以 8:0 的佳績，取勝馬來西亞，對上實力驚

人的韓國以 3:7落敗，以 1:12敗於泰國選手。相較於之前的國際賽事中，

勝的賽事無法讓對手掛零，敗的賽事也無法取得分數，整體能力和淺力

大大提升。賽事中和觀賽時，常常利用機會跟國際選手交流，交換彼此

的訓練心得和方式，獲益匪淺。 

BC2 陳龍愛：BC2 女子組本次有六位選手，分別對上世界第 3 韓國及第



7 香港的選手，對上韓國因緊張造成投球動作不穩定，加上對手的心態

跟氣勢上都很穩定，以 0:12落敗；對上香港選手時有立即調整，注意跟

調整投球動作、穩住心態，最終雖以 4:6 落敗，但表現良好，未來加強

訓練，相信可打敗國外選手。 

BC2 林哲揚：本次賽事，循環賽先取勝日本隊，後對戰到世界排名第一

的對手，雖未能取勝，也理解本身在對戰技巧和戰術上的使用，仍要再

調整，晉級四強後，並重新調整戰術和賽前特殊技巧的加強，同時調整

壓力和找到不同方式的調適方式，在季軍賽時，發揮可圈可點的競技戰

術和球技，讓第二次對戰到世界排名第一的選手，進入延長加賽，以第

四名做收。在國際競爭力上，相當有能力，也提升選手在國際賽事上的

視野，並對於提升自身的自信心很有幫助。 

BC3 陳怡臻：個人賽事第一場面對第三種子的韓國選手（最終拿下金

牌），穩定發揮平常訓練的成果，前三局能打成 2:2 平手局面，未料第四

局沒能撞開對手的貼球而緊張導致落敗，相較於對手經驗豐富且心態穩

定，仍是我們需要努力的，但這場比賽的表現是可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第二場面對國際賽經驗豐富的新加坡選手，因未能掌握場地偏移，心態

緊張完全失去訓練的水平，在策略和技巧上未能確實執行導致大比分落

敗。雖然這次個人賽事表現不盡理想，對選手仍是一次很好的經驗，做

為未來進步的基石。 

BC3 陳姿妏：本次為第一次參與國際賽，面對世界排名上身經百戰的選

手，同時賽前因颱風無法熱身而有所焦慮，所幸過程中有教練/軌道運動

員在熱身時間循循打破焦慮，督促其專心於場上，同時由照護員緩解身

上的不適，加上場外的夥伴打氣，讓她可以在第一場敗北之後，一連拿

下三場勝利，一路闖進到四強，最後獲得第四名的佳績，表現超乎預期，

國際排名也一舉攀上了國內女子組選手的最佳序位，初次登場就展現了

其臨場反應良好，同時不畏強勁對手的特質，未來潛力可期。也期望帕

總未來能多給予機會，可以讓她持續累積積分，向奪牌之路邁進。 

BC3 簡宗賢：對上世界排名第 2 韓國鄭浩元選手，發球位與賽前資料蒐

集一致，每局皆能做到與對手進行交互攻防的運用，惟每局球數多居於



落後，故最終每局幾乎皆以 1 分之差落敗；對上排名 28日本高橋和樹選

手近期較少參加國際賽事(東京帕運雙人賽銀牌)，雖已盡可能蒐集到國

內選訓資料並做練習，惟對手掌握選手的賽前練習模式，故在對戰中改

發球位為遠距離，加上場地的偏差值較大，故落敗。此次經驗讓他對於

未來訓練上有所助益。 

BC3 林鈺翔：為第一次參與國際賽與國外的選手交流，在實戰技巧與戰

術中，比賽初期皆有穩定發揮，將訓練內容在比賽中實際運用，因此甚

至一度與世界排名第 10的選手形成拉鋸戰，可見訓練方向是有機會可與

國際選手競爭，但最後一局不穩定的狀態被對手直接一波帶走，可感受

到的訓練強度的差異與實戰經驗不足導致在比賽後期專注度與穩定度下

降，無法充分將表現保持在比賽後段造成其中一個敗因。 

BC4 邱思旻：第一次參加國際賽事，從賽事前的準備相關資料(包含分

級所需要的相關證明等)，到賽事時的分級和整個完成三場個人賽事和四

場雙人賽事，完整的了解國際賽事的程序，從完全不太清楚，到可以在

賽會間，和國際選手友人交談，經驗的吸收對選手來說是無價的。並從

中了解選擇球的重要性，也正視到自我的不足和所要強化的方向。 

BC4 陳義傑：BC4 男子組一向為競爭性最強的分組，本次共計 9 位選手，

除陳義傑及日本新選手外，其他 7 位選手排名皆在世界前 40名，而陳義

傑與世界排名第 1及第 11 名的泰國、韓國選手同組，最後兩位獲得本屆

前二名，可謂死亡分組，而對上世界第一泰國選手不僅取得小分，且僅

以 2 分落敗，對上韓國選手則因搶分策略未能成功，最終以較大比分落

敗，但整體表現仍算平穩，未來加強訓練，仍有機會與頂尖選手較勁。 

BC3 雙人賽（簡宗賢、陳怡臻）：兩位國內選手初次搭配，雖賽前溝通

及共同訓練了幾次，與泰國對戰時仍顯尚在默契配合，故未能適時掌握

對手的失誤並進而得分，加上在出球投擲策略略顯保守而落敗。對澳洲

賽前，點出選手前場賽事的優缺點，如：熱身的訓練內容、發球位的掌

握、攻防的角度與出球策略等，在賽場表現上選手在第一局得 3分，第

二、三、四局未能進一步掌握得分契機，故最終在最後一顆球投擲後以

1 分落敗，選手大多有做到賽前的提醒，較可惜的是第三局在自己發球



局失敗未能再次掌握得分契機，但這場對最終拿下銀牌的澳洲，其表現

是可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對馬來西亞，選手能掌握自己的發球局與對

手的失誤，最終以 8:1 獲勝，如賽前分析以第五名作收。未來除了持續

加強各自的穩定性外，在比賽時的充份溝通和策略發展，對於場地的快

速適應和解球訓練，能在比賽中消耗對手的用球數以掌握比賽節奏，都

是未來雙人合體訓練的重要方向。 

BC4 雙人賽（陳義傑、邱思旻）：本次對手為排名第 3 香港、第 4 泰國、

第 10日本及第 16德國，實力明顯優於國內兩位選手，且除日本外，另

外三隊皆為常年共同搭配，而義傑、思旻為第一次組隊，場上也顯得默

契不足，然透過本次參賽，除可獲得寶貴經驗外，也為中華台北取得第

一次 BC4雙人賽之積分，增加未來可參賽的機會。未來除加強兩位選手

各自能力外，也可增加團練時間並培養默契。 

BC1/BC2團體賽（劉佳昇、陳龍愛、林哲揚）：對戰日本時，球員們在

前面局數都有不錯的球技表現，但在後面局數，面對場上暫時落後的壓

力時，團隊的場上溝通無法達到共識，對於彼此間的溝通語言認知有所

差異，主因是賽前沒有機會一起團練，選手間有住台南，有住宜蘭，有

住新北，團隊花費較多時間期望取得共同戰術，也大大的壓縮到準備投

擲球的時間，在高壓下，張力的出現嚴重影響選手的表現。賽後，教練

和選手間有集合大家，檢討可改進的地方，選手間都有各自表達當時情

境的看法和心情，互相理解，可以成為下一次進步的動力。 

綜合評估分析 

(1) 技術面：本次賽事共計 22 位世界排名前十名之選手，其中更有四

個級別世界排名第一的選手參賽，相較國外以職業選手方式訓練，

國內選手練習量遠不及國外選手，導致擲球成功率、穩定性亦無法

跟國外頂尖選手相較，是國內未來在組隊和訓練上需要思考和努力

的地方。 

(2) 心態面：目前國內選手實力差距較大，本次代表隊的選手也多為國

內賽事常勝軍，唯參與國際賽的機會較少，對上世界頂尖選手亦容

易產生緊張的情緒，以致影響場上表現，未來在訓練上可再強化心

理素質的養成。 



(3) 經驗面：因為經驗比較多，實力好的選手自然會懂得比較多控制或

主導比賽的方式，本次在經驗上面確實也呈現了滿大的落差，不只

是選手要學習，教練或其他隊職員本身也是。 

(4) 支持面：本次因在國內舉辦，除參賽選手多達 10 人外，隊職員人

力亦給予充裕的支援，選手也能獲得充分的照顧，且相對有熟悉

感，無論在心理與身體支持上面，選手多表示滿意，也很期待國內

仍可繼續申請辦理國際賽事。 

檢 討 與 建 議 

(1) 國際賽經驗不足：近年國際賽參與已較往年成長許多，但仍不及其

他亞洲國家的選手，他們的一軍選手每年幾乎都會參加到 World 

Boccia 規定限制的四場比賽(亞帕運賽事還不算在內)，相較國內

的選手、教練參與國際賽經驗確實較為不足，建議未來能給予更多

參與國際賽的機會；另衡量國內目前選手的實力，建議可多參與地

區挑戰賽等賽事，以取得較好成績與排名。 

(2) 選手臨場穩定性不夠：無論選手、教練皆有“業餘隊打職業隊”的

感觸，建議國內地板滾球可朝國家隊的制度發展，除了目前現有基

層訓練站、潛力新秀等計畫外，亦可針對實力已經是準代表隊的選

手群或核心選手，規劃半職業的組隊模式，緩解選手生活之憂，能

穩定地精進球技，同步強化心態的養成。 

(3) 鼓勵國際交流：台灣類近國家，包含香港、日本、韓國、泰國、新

加坡、馬來西亞等皆是地板滾球發展較佳的國家，建議可以多鼓勵

或邀請其他國家的專業人士，來台分享知識，讓國內從事地板滾球

運動的選手、教練可以吸收更多的養分與能量。亦可安排國內較頂

尖準代表隊的選手到國外去移地訓練，增強奪牌實力。 

(4) 若以目前的組隊機制，希望在選拔賽結束就能公佈有機會的選手名

單，至少能讓團體賽和雙人賽的選手盡早有磨合的機會和時間。 

(5) 對於此次照護員提名的爭議，感謝體育署及帕總最終給予人力的支

援。但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對照護員安排的共識：應當是由較重

度的選手優先提出，且照護員應當被告知是需要照護所有的選手，

以避免照護員未能清楚及明確的執行照護工作。 

  



照片剪影 

  

中華臺北(開幕式) 開幕式貴賓 

  

BC1 蔡憶婷 BC1 劉佳昇(中華臺北勝馬來西亞) 

 

 

BC2陳龍愛(對戰韓國選手) BC2 林哲揚(銅牌賽) 

 

 



 

照片剪影 

  

BC3 陳怡臻 BC3 簡宗賢 

  

BC3 陳姿妏（晉級賽打敗新加坡選手） BC3 林鈺翔 

 
 

BC4 邱思旻(與香港選手合影) BC4 陳義傑 

 

 



成績總表 

國際賽名稱 2024新北地板滾球世界盃 

選手姓名 性別 級別 比賽組別 名次 比賽成績 
亞洲 

排名 

世界 

排名 
備註 

蔡憶婷 女 BC1 BC1女子組 2  9 17  

劉佳昇 男 BC1 BC1男子組 6  13 30  

陳龍愛 女 BC2 BC2女子組 6  10 35  

林哲揚 男 BC2 BC2男子組 4  16 41  

陳怡臻 女 BC3 BC3女子組 9  14 40  

陳姿妏 女 BC3 BC3女子組 4  11 37  

簡宗賢 男 BC3 BC3男子組 8  21 65  

林鈺翔 男 BC3 BC3男子組 7  26 74  

邱思旻 女 BC4 BC4女子組 7  15 45  

陳義傑 男 BC4 BC4男子組 9  15 55  

陳怡臻 女 BC3 
BC3雙人賽 5  8 24  

簡宗賢 男 BC3 

邱思旻 女 BC4 
BC4雙人賽 5  9 29  

陳義傑 男 BC4 

劉佳昇 男 BC1 

BC1/BC2 

團體賽 
5  11 32  陳龍愛 女 BC2 

林哲揚 男 BC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