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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運動選材框架 

Fig 1. A typical TID scheme 

(Vaeyens et al, 2008)  



Brand Development - Phase 2 – Creative Brief 

Page 3 

 FTEM Framework 

( 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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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ly and geographically number of approaches has been developed on the scene of talent identification.  
 determined by number of ideological, social,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Obviously, the countries with substantial human resources: USSR, India, China and US  
 first option of TID, whereas the countries with limited human Resources : GDR, Australia, South Africa and Malaysia  second option. 

運動選材框架的人力資源考慮 

(Krasilshchikov, 2013)  



Brand Development - Phase 2 – Creative Brief 

Page 5 

運動選材的框架 

• 挑選潛質學員(Talent Identification) – 分配鑑定了的人才到各種合
適的運動和項目中，其後從多階段及多方面的過程再加以挑選 

 

• 潛質確定(Talent Confirmation) – 挑選精英到訓練營、青少年隊伍、
甚至是國家代表隊 

 

• 潛質學員持續發展(Talent Development) – 讓被挑選的潛質學員接
受恆常訓練及作全人發展 

 

• 潛質轉移(Talent Transfer) – 或被稱做潛質理再用，提供一次新的
機會給已發展或已退役的運動員在其他相近的運動項目中作出嘗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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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學院現時需要面對的問題 

• 學校和體育總會並不屬於體院選才發展的管理下 

 

• 暫時沒有大量的潛質運動員被評核 

 

• 暫時沒有大規模的選才發展計劃 

 

• 在運動員的學習需要提供更多支持 

 

• 年輕的潛質運動員缺乏良好的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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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行之體育政策 

• 民政事務局(康樂及體育部) 
  負責香港之體育政策 

  負責香港之康樂體育場地策略策劃 

體育總會 

By Visky Tang, Ex Senior TID officer in HKSI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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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學院運動選材發展計劃 

• 挑選潛質學員: 使用測試來集整縱線數據來找出精英
運動員於青少年時期之身體素質 

 

• 潛質確定與發展:潛質學員可參與為期6至18個月不等
的運動技能發展以及全人訓練,中途我們也會進測試以
檢視其進步速度 

 

• 潛質轉移 : 給予已發展運動員進行測試然後轉項(由 15 

至 2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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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標 

運動專項訓練 

– 了解學員在該運動專項的可塑性  

- 為年青運動員提供在世界級的場地跟世界級的教練訓練的機會 

 

比賽 

– 讓年青運動員熟習世界級比賽的模式及規則 

- 讓年青運動員初嘗在世界級比賽中感受勝利或落敗 

 

基礎運動科學教育活動 

– 為年青運動員提供基礎的運動科學教育，讓他們了解科學化訓練及適當恢
復的重要性 

 

文化交流活動 

– 讓年青運動員學習包容不同文化，並從不同文化中學習 

 

運動教育活動 

– 透過運動增進個人成長  

- 令年青運動員變得成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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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ing 簡介 

•Introduce yourself自我介紹 

•Team Building團隊建立訓練 

•Self Understanding了解自己 

•Elite Essence精英訓練本質  
•Sports idols運動偶像 

•Sportsmanship體育精神 

一天精英運動發展計劃流程 

•Emotional Control 情緒控制 

•Problem Solving 解難能力 

•Communication skills 溝通技巧 

•Time management 時間管理 

•Goal setting 設定目標 

•Sports and gambling  運動與賭博 

•Evaluation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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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活動: 體驗疲勞的感覺 
1. 【讓特定的肌肉疲累】 
例如所以練習都會消秏自身的體力: 量度心率 
・伏地挺身 
・仰卧起坐 
・深蹲 
 
2. 【消秏基本耐力】 
例如所以練習都會消秏自身的體力: 量度心率並找出最大心率 
・穿梭跑、間歇跑等 
 
3. 【透過心率控制訓練】 
・跑步、緩步跑等 
*心率量度工具: 心率帶和心率錶或自己計算 每分鐘心率 

香港 運動科學部選材發展 
日常詳細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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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訓練營 
香港 – 日本運動科學及選才發展 

成果: 

 
加固了香港運動員發展中精英運動員的要素，例如體育
精神、堅強、不屈不撓和溝通技巧 
 
獲得更佳的訓練態度、團隊精神和服從性 
 
對國際比賽規則更加熟悉 
 
感受精英運動員的訓練及在國際性比賽的失敗 

 
與更多外國的高技術運動員作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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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日本運動選材發展交流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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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質轉移  

(Talent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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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ructure of the TID programme offered by UK Sport for London 2012. 

“Mature-age talent identification”,  
“Talent recycling” and “Talent transfer” 

成年運動員之潛能轉移 
 

(UK Spor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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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轉移意即將運動員利用其本身的專項運動訓練背景及技術，
轉而參與另一項體能技術要求相似的專項運動 

 
 
 成功率會可能在一些發展中或競爭性較少的項目取得更佳成績 
 
 相比起美國或中國等大國，潛能轉移對香港或澳洲等較小的地區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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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專項訓練跟潛能轉移之對比 

(Bullock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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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澳洲選材測試 
測試成績優秀而獲邀參與專項訓練的10名運動員 

(Bullock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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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澳洲選材測試結果： 
此測試中成績優秀的運動員經過訓練後現代表澳洲參與世

界性賽事 

(Bullock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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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從幾歲開始選拔學童和對青少年進行專項訓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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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選材主要在12-13歲進行 

Programmes Organisation/ 
Country 

Launch Year Admission Age 
(years) 

Remark 

National Talent 
Identification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 

2006 ≥ 12 General sports 

Talent 2016: Tall 
and Talented 

UK sport 2009 15-22 *Audition for 
rowing and 
basketball 

ASPIRE-TID Aspire, Qatar 2009 6th grade (11-
13) 

General Sports 

Papua Talent 
Identification 

Indonesia N/A 12-13 General sports 

General Talent 
Identification 

Japan N/A Secondary 
School (~11) 

General sports 

Table 2. General age requirement for various TID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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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參加2004年雅典奧運各項目之開始受訓年齡 

(Pankhurst & Collin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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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技巧 (Fundamental Skills) 

(Basket Canada LTA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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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速度 

(Scammon, 1930) 

神經系統10歲已充分
發展 
應訓練一系列基本
運動技能和運動技能 
 
荷爾蒙系統在青春期
快速發展 
這是發展有氧系統
和力量的最佳時期 
 
一般生長曲線描述 
骨骼系統，器官和細
胞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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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速度 

(Basket Canada LTA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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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速度高𡶶期 (Peak Height Velocity-PHV) 

Boys Girls 

(Tri Canada LTA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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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滑浪風帆運動員P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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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早挑選潛質學員？ 

“以其運動項目特性在對的時間發展其專項運動技能” 
(Pick them at the right age) 

(Krasilshchikov,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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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歲兒童至青
少年之運動生理

發展 
(Onset of trainability for 

each attributes) 

(Row Canad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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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身體素質可接受培訓(trainability)之理想時間 

耐力 (Aerobic endurance)  

 – 女子10-14歲 

 – 男子12-16歲 

  使用能量在亞極限運動減少 

  在最高有氧生長速度(peak aerobic velocity) 後會進步更快 

 建議: 使用非負重訓練方法 

 

力量 (Strength) 

 - 有兩個訓練時間段 

 第一段: 發育前  

 第二段: 女子 – PHV 之後立即開始; 男子 – PHV 之後12至18個月 

 - 第一時段力量增加因為身體成長以及神經系統刺激所主產生, 建議訓練時 

   間為每次訓練時節30分鐘, 每星期2-3次 

 - 應訓練軀幹和其他關節穩定性如肩膀, 手肘,膝關節和踝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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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身體素質可接受培訓(trainability)之理想時間 

柔軟度 (Flexibility OR Suppleness)  

 – 在早期已可以開始發展.  

 – 發育前及PHV後以靜態或動態伸展為主 

 - 而PNF可於發育期PHV 之後進行 

  

 

速度 (Speed) 

 最高進步速度時段 (Peak Speed Velocity)有以下成份組成 

  (i)  直缐或兩側速度 

  (ii)  多向速度 

  (iii) 關節速度 

 

 - 有兩個訓練時間段 

 第一段:女子 6 – 8歲; 男子 7 – 9歲.  

  - 因神經系統建立,而並非能量系統建立.  

  - 固訓練量與時間不需太多, 建議5秒快速而有足夠休息 

 第二段: 女子 11-13歲; 男子 13 -16歲 

  - 用重複沖刺訓練以建立無氧能量系統,建議5-20快速而沒有足夠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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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身體素質可接受培訓(trainability)之理想時間 

技術 (Skill)  

 – Peak Motor coordination velocity 

 - 女子 8 – 11歲; 男子 9 – 12歲. 

   -  應在11-12之前訓練一系列基本運動技能和運動技能，否則有可能影響其才能
發揮 

 

Physical literacy = 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s (FMS) + Fundamental Sports 
Skills (FSS) 

 

 ABCs (敏捷度，平衡力，協調力，速度－agility, balance, coordination and 
speed) 

 RJT (跑步，投擲，跳躍－running, throwing and jumping) 

 KGBs (運動感覺，流暢，浮力，使用工具攻擊－kinaesthetic sense, gliding, 
buoyancy and striking with an implement 

 CPKs (捕捉，傳遞，踼，使用身體擊球－catching, passing, kicking, and striking 
with a body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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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適應及各身體素質可接受培訓之理想時間  
(Balyi and Wa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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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有效的訓練策略 

LTAD.ca (Canadasportsforlif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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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力量 柔韌性 耐力 速度 技術 

基礎訓練    
(Fudamental) 

1. 力量增長主要跟體重掛勾 
 

2. 在訓練早期已可加入力量
訓練，可使用自身體重﹑
藥球或健身球進行 
 

3. 亦可用健身球進行上肢﹑
下肢和核心軀幹訓練 
 

1.透過遊戲介紹訓練柔韌 
   性 
 
2. 如要提升柔韌性，每 
    星期要進行5-6次訓練 
 
3.如要維持現有柔韌性， 
   則要每星期訓練2-3次 
 
4.無需在熱身前進行長時 
   間的靜態伸展，因研究 
   証實無法減低受傷機會 
 

1.訓練心肺功能的 
   良好時機 
 
2. 可透過遊戲進行 
    因兒童的集中力   
    較低，所以遊戲 
    要有變化，可一 
    個接一個進行， 
    增加趣味 

1.速度訓練的 
   第一個窗口 
    訓練目標以 
    神經系統為 
    主 
2. 訓練量極低， 
     可用遊戲用 
     含少於5秒 
      的衝刺 

1.透過活動，發展各方面的能力， 
   包括：敏捷度﹑平衡力﹑協調 
   性及速度，從而改善以下能力： 
   跑﹑跳﹑投﹑接﹑傳﹑踢﹑擊 
 
2.可用健身球進行訓練以提升平 
   衡力﹑其彈性亦有助提升協調 
   能力 

學習去訓練
（Learn to Train） 

繼續使用自身體重訓練 
可開始使用輕巧的杠鈴介 
紹舉重技巧 

透過系統訓練，繼續提升
柔韌性 

透過系統訓練， 
繼續提升心肺功能 

完成此階段時，
可著重短衝﹑
加速和反應訓
練 

提升技術的最重要階段 
繼續發展已有的能力 

第一階段 : 基礎訓練 & 第二階段 : 學習去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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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力量 柔韌性 耐力 速度 技術 

培訓訓練       
(Training to Train) 

1.每星期2-3節力量訓練，每   
    節最多30分鐘 
 
2. 以相對身高最快增長階段     
    Peak height velocity,(PHV) 
    決定訓練內容及頻率： 
 
(a) PHV後可以輕巧杠鈴介紹

奧運式舉重 
(b) 利用杠鈴學習以上技巧有

助防止受傷 
(c) PHV較早出發的運動員，

可較早開始杠鈴訓練 
 

1. 在此階段要多留
意運動員柔韌性
之變化 
 

2. 可用靜態伸
張﹑PNF伸展作
訓練 
 

3. 建議在訓練計劃
內包含獨立的伸
展課作柔韌性訓
練 
 

4. 日常訓練的熱身
運動以動態伸展
取代 

1. 訓練按運動員
的生理年齡分
組 
 

2. 建議大部份的
帶氧運動以非
撞性運動進行
(如游泳，單
車等)，以減
低受傷機會 

1. 速度訓練的第二個窗口 
神經系統訓練仍然非常重
要 

2. 可開始進行無氧系統訓練(a)
女運動員可在此階段初期
開始                                                
(b)男運動員則在此階段後
期開始 
 

3. 特別留意訓練強度﹑長度
及頻率是否合適 
 

4. 可包含直向﹑橫向及多向
性速度訓練 
 

5. 速度訓練應全年進行，且
在一節訓練熱身後馬上進
行，以避免在疲勞下進行 

1. 在發育後重覆上一階
段的學習 

 
2. 對剛完成發育的運動

員有耐性讓他們適應
轉變 
 

3. 在發育的階段，身體
的不同部份會以不同
的速度發育，因此短
期的運動表現可能下
降 

訓練去比賽 
(Training to 
Compete) 

1. 理論上運動員在此階段可以完全進行以上5 個範疇的訓練，教練可以不同測試去了解個別運動員的強
弱項，再按其專項需要確立訓練目標 
 

2. 定立全年訓練計劃時要避免以上5個範疇的衝突 
 

第三階段 : 培訓訓練 & 第四階段 : 訓練去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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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力量 柔韌性 耐力 速度 技術 

訓練去爭標 (Train 
to Win) 

1.身體發展成熟，訓練 
   目標轉移至最佳表現 
 
2. 透過測試去決定訓 
    練重點的優次 
 
3. 比賽前減低訓練量， 
    以維持強度和質素 
 
4. 每7-10天進行力量訓 
    練 
 
5. 制定恢復計劃，並  
    在訓練計劃中加插 
    頻密的休息，以防 
    止受傷 
 
 

1. 身體發展成熟，訓
練目標轉移至最佳
表現 
 

2. 透過測試去決定訓
練重點的優次 
 

3. 比賽前減低訓練量，
以維持強度和質素 
 

4. 制定恢復計劃，並
在訓練計劃中加插
頻密的休息，以防
止受傷 

1. 身體發展成熟，訓練目標
轉移至最佳表現 
 

2. 透過測試去決定訓練重點
的優次 
 

3. 比賽前減低訓練量，以維
持強度和質素 
 

4. 每週進行2-3次帶氧訓練 
 

5. 在高強度訓練/比賽後，可
進行30分鐘70%最高心率恢
復跑，以加快帶走體內的
廢物，並保持其帶氧能力 
 

6. 可以無撞擊性的運動(如游
泳，單車等)減低受傷機會
及令訓練更多完化 
6. 制定恢復計劃，並在訓
練計劃中加插頻密的休息，
以防止受傷 

1. 身體發展成熟，訓練目
標轉移至最佳表現 
 

2. 透過測試去決定訓練重
點的優次 
 

3. 比賽前減低訓練量，以
維持強度和質素 
 

4. 制定恢復計劃，並在訓
練計劃中加插頻密的休
息，以防止受傷 

1. 身體發展成熟，
訓練目標轉移至
最佳表現 
 

2. 透過測試去決定
訓練重點的優次 
 

3. 比賽前減低訓練
量，以維持強度
和質素 
 

4. 制定恢復計劃，
並在訓練計劃中
加插頻密的休息，
以防止受傷 

第五階段 : 訓練去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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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 基礎訓練 

(Basket Canada LTA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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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 學習去訓練 & 第三階段 : 培訓訓練 

(Basket Canada LTA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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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 : 訓練去比賽 & 第五階段 : 訓練去爭標 

(Basket Canada LTA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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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長期發展   
(Long Term 

Athlete 
Development) 

(Tri Canada LTA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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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適應及各身體素質可接受培訓之理想時間  
(Balyi and Wa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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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材測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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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identification and confirmation 

運動選材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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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測試目的 

 

• 篩選(Screening)-透過一系列的體能測試，監測不同年
齡運動員在經歷訓練後的進展 

 

• 運動選材(Talent identification)-透過一系列的體能測試，
評估未有專項訓練經驗的青少年在該專項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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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競技能力的構成 

競技能力 先天性競技能力 後天性競技能力 
獲得途徑 遺傳效應 生活效應 訓練效應 

形態 +++ + + 
機能 ++ + +++ 
素質 + + +++ 
協調 + ++ +++ 
技術 + +++ 
戰術 +++ 
心理 + +++ +++ 
知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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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運動項目的特性 

項群 項目 體能 技能 心理能力 知識能力 

體能主導類 賽艇 0.70 0.25 0.05 0 

競速項群 皮划艇 0.72 0.18 0.07 0.03 

蹼泳 0.70 0.25 0.05 0 
自行車 0.78 0.12 0.10 0 

帆板 0.51 0.25 0.24 0 
綜合能力項群 帆船 0.35 0.30 0.25 0.10 

心技能主導類 射擊 0.19 0.24 0.54 0.03 

表現准確性項群 射箭 0.38 0.20 0.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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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測試項目在專項測試中所佔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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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素質測試要求 

 
• 測試項目的獨特性 
• 理想的測試時間 
• 有效及可靠 
• 安全 

 
• 測試類別: 

– 人體測量 
– 功能性能力: 爆炸力、靈活性等 
– 心理能力 
– 專項運動能力 
– 教練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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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質運動員的生理特質 

• 身型 (Size)：身高和體重 
• 速度 (Speed) ：從一點到另一點 
• 加速 (Quickness) ：1-2秒內的加速能力，跟下肢爆發力有關 
• 力量 (Strength and Endurance) ：肌肉產生力量的能力和耐力 
• 爆發力 (Power): 在最短時間內達至最有力量的能力，跟速度

及力量有關 
• 敏捷度 (Agility)：快速轉向能力 
• 柔韌性 (Flexibility) ：肢體活動幅度 
• 協調性 (Coordination) 
• 心肺功能 (Aerobic fitness) :用氧能力 
• 空間感 (Spatial awareness) ：準確度﹑敏感度﹑周邊視覺﹑

景深分析﹑追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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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質運動員的心理特質 

Drive 主動 
Passion 熱情 
Stability穩定 
Mental toughness 堅強 
Positive attitude態度正面 

Realism 現實主義 
Focus集中 
Effort盡力 
Persistence 堅持 
Competitiveness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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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測驗的目標 
• 運動選才的基本概念 
 一些個人的遺傳因素是很難改變的 
 
• 與運動表現相關的心理因素可分為兩類： 
 心理特質 (性格、性情)  
  認知能力 (反應時間，運動神經的感知能力) 
 
• 現在的選才計劃集中在香港運動員的認知能力 

 
• 在現實或模擬的運動情況中，一些可行的認知能力測試包括:  
 選擇/辨別反應時間 (體院有提供);  
  手部穩定測試 (體院有提供);  
 集中能力以及穩定性(體院有提供) 
• 長時間的後續測試是十分重要。 這能評估過去測試及參數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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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有效性 

~每個測試對其預計評核能力的程度 
 -建立有效性: 
  測試能否表達預想的身體素質能力 
  -呈現有效性: 
   向運動員呈現將要被評核的能力 
  -內容有效性: 
   測試能否包含所有相關的次要身體素質及如何分配

它們的比例 
  -參照標準有效性: 
   一致有效性: 測試成績能否和其他被認受的測試相符 
   預測有效性: 測試成績能否和將來的行為和表現相符 
   區別有效性: 測試能否區分兩種身體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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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可靠性 
~測試的連貫性及重複性 
例如: 如果測試不可靠，測試者可能在今次測試獲得高分但下

次測試則獲得低分 
 
測試-後續測試的可靠性會被以下所影響: 
-測試者自身可靠性 
 缺乏一致表現 
-各測試者可靠性 
 缺乏測試標準的共識 
 不同方式的鼓勵 
 拙劣的評分者 
- 評分者可靠性 
 不一致的測試預備  
 受教練影響 
- 測試的設計並不能保證結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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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可靠性 

原地跳高 – 整個測試有3次試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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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rrors of omission 
2. Errors of commission  
3. Total Number of Items Processed  
4. Percentage of Errors 
5. Concentration Performance 
6. The Fluctuation Rate 
  
 

D2 注意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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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測試 

-    運動的獨特性~ 究竟這項運動需要甚麼? 
  a) 代謝能源系統 (磷酸原，糖酵解，氧化) 
  b) 生物力學運動模式 
- 經驗和訓練狀態 
  新手/精英/青年/成年 
  混合熟練或不熟練的運動員？ 
  每年的訓練階段 
- 年齡及性別 
  例如2.4公里跑適合15歲以上，但15歲以下就會缺乏興趣

和專注力 
  例如引體上升適合成年男性，但對女性和青年則過難 
- 環境因素 
  溫度，濕度，海拔高度，地板材料等都可能影響成績的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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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運動專項最重要的4個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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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每個元素選取合適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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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次序 
1. 非疲累測試 
  身高，體重，柔軟度，皮褶厚度，腰圍測量，原地跳高  
2. Agility tests靈活性測試 
  T 測試 ，靈活性測試 
3. 最大力量測試 
  一次最大重量:挺舉或臥舉 
   休息時間: 每次測試間有3-5分鐘休息 
4. 衝刺測試 
  40碼衝刺 
  休息時間: 3-5分鐘休息 
5. 肌肉耐力測試 
  捲腹或俯卧撑 
   休息時間: 每個測試間最少有5分鐘休息 
6. 疲勞無氧能力測試 
  400米跑，300碼來回跑 
  休息時間: 最少一小時 
7. 有氧能力測試 
  2.4公里跑，12分鐘跑 
   最好安排在另外一日 
 

更加疲累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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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for windsurfing 
tests 
例子：滑浪風帆專項測試 

運動員人數 : 

~50 

 

組數Number of 
Group : 

4 groups   

 

測試員人數Number 
of Tester : 

12 

(5 職員staff + 8-9 測
試助理helpers) 

Height & Weight 

Handgrip 

Vertical jump 

Skinfolds 

Torso pull 

Leg length 

Arm span 

Sit-and-reach 

Pole Vault Field 

 

09:30 – 
10:45 
105 mins 
venue change 
included 

Hanging 

1-min Modified 
pull-up 

1-min Sit-up 

1-min Push-up 

20m Multi-stage shuttle run 

Group A 

Group B 

Group C 

*All groups gather at Lab before moving to covered 
tennis court 

Lung function 
Group D 

1st group 

2nd group 
3rd group 

08:30-09:30 Helpers briefing and preparation 

Part 1: 

Part 2: 

Part 3: 

10:45 – 
12:30 
105 mins 
venue change 
included 

12:30 – 13:30 
60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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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4 

Legs straightened 

Elbow fully 
extended 

90°- 110°  

Grip with 
palms facing 
down 

Shoulder- 
width apart 

*1 practice +  
2 measurement 

Starting 
Position 

End 
Position 

Arms fully 
extend 

Shoulders flex in 90° 

Trunk rigid 
and straight 

~45° to ground Heels fix on ground 

Trunk rigid 
and straight 

Chin over bar 
= clear 

Arm movement only 

Modified 
Pull-Up 

Torso P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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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position 

Fig. 11.4 

Hands keep 
gripping 
shoulders 

Elbows touch top of knees 

When return to 
starting position, at 
least mid-back 
(subscapular) touch 
mat 

Keep gripping shoulders 

 
Starting position 

Arms folded across chest, 
hands grip shoulders 

At least mid-back 
(subscapular) touch 
mat 

Buttocks remain 
on mat all the 
time 

Si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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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 shuttle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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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ed for Test 

Date and 
Duration 

Number of 
Participant 

Test Objective / 
Idea 

Test Planning 

Protocol 

Manpower/Equipment 

Test Trial (if 
necessary) 

Norms 

Location 

Site Visit (if 
necessary) 

Meeting with 
helper 

/coach/SCC/TID 

Test Day 

Run the plan 

Testing Helpers 

Change of Plan 

Data 

Data Checking 

Data Entry 

Data Analysis 

Table of Results 

Report 

Draft 

Proofread 

Finalized 

Submission 

Post-Action 

Presentation to 
Coach 

Negotiation of 
Data Analysis 
(i.e. Scoring) 

Plan for Post-test 

工作流程 

Made by Visky Tang, Ex Senior TID officer in HK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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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預測學童潛能是困難的 
 
-這個階段顯示出的潛能並不保證在往後的階段會同樣出現 
 

-在青春期前的兒童，身形，力量，和較早的生理發育往往會擾亂選才的結果 
 
-運動員過早被安排嚴格的訓練或比賽環境有機會導致提早退出 
 

-良好的身體潛能並不保證良好的表現。這只是一個到達精英運動的其中一個方  
  法, 應該也提供已訓練運動員的Fast Track測試方法 
 

總結  

“盡量提供更多的資源，讓他們去探索更多的運動. 

發掘了自己的潛質和興趣後, 不管過程有多難他們也會去選擇自己真正想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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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Olympism is a philosophy of life, exalting and combining in a balanced whole 
the qualities of body, will and mind. 
 
~ It seeks to create a way of life based on the joy of effort,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good exampl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spect for universal 
fundamental ethical principles. 

盧嘉琪 Lo Ka Kay (KK)  

Email: lkk@hksi.org.hk / kklolion@yaho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