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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專題研究案出席國際會議心得報告

99 年 7 月 6 日

報告人姓名 黃東治 執行單位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

會議期間及地點
2010-5/5~5/9

葡萄牙波多大學
計畫編號 97-2410-H-179-003-MY3

會議名稱 (中文) 第七屆 歐洲運動社會學研討會：運動、健康與環境的社

會觀點

(英文) 7th Eass Conference: A Social Perspective on

Sport, Health and Environment

發表論文題目 Colonization, Modernity and Bodily practice-The Baseball History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Amis tribe)

殖民、現代性與身體實踐-臺灣原住民的棒球發展史(阿美族)

一、目的

本屆會議提供了各種社會學的研究取徑，來針對運動相關的議題，例如生活

型態、健康與肥胖問題、生態與環境關懷、教育與文化、高階運動競技、運動與

媒體…等等進行深入探討。除此，亦鼓勵運動研究的同好能夠從各種廣義科學內

各種學科的角度，去除本位主義和學術藩籬，共同參與並為運動研究的學術知識

提供貢獻。會中的研討涵蓋各類運動研究案例與當前學界使用的主要研究取徑，

以使該會成為運動社會學相關知識分享與對話的平台。在各種學術典範的角度之

下，運動不只是一種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事件，透過運動的媒介，也使得全球性的

政治、社會與經濟面向得以相互影響。

二、經過

為參加歐洲運動社會學研討會(EASS)的第七屆年會，本專題研究案主持人

與助理邱韋誠在台北時間 2010 年五月四日傍晚，從桃園機場出發，經香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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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克福轉機，於西班牙當地時間五月五日上午抵達葡萄牙波多。接著到機場附近

租賃汽車，前往本次國際學術會議地點：波多大學。當天下午舉行開幕式。

五月六日EASS年會的各個發表場次正式登場。主持人與體研所博士生各自

挑選有興趣的主題參與。各日的發表主題包括：運動與健康-生活風格；運動與

社會-市民社會；運動與城市；極限運動與運動觀光；運動政策；運動與文化多

樣性；運動與環境；運動與媒體；競技運動的發展；運動與性別；高齡運動與身

體；運動領域的藥物濫用。涵蓋的層面從政策面、實務面和理論層面的探討，充

分展現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趨勢。

黃東治教授與邱韋誠同學於五月八日發表論文，題目為 Colonization,

Modernity and Bodily practice-The Baseball History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Amis tribe)殖民、現代性與身體實踐-臺灣原住民的棒球發展史(阿美族)。引起包

括亞洲的日本及歐洲的挪威學者的高度興趣。日本學者關注棒球運動所代表的文

明化與殖民化的雙重意涵。挪威學者本人亦是該國原住民體育研究的主持人，對

於由少數民族成為國家運動(national sport，臺灣的棒球有國球稱號)之主要力量

感到十分好奇。並思考未來能針對少數族群與運動發展的議題，進行共同寫作的

可能性。

三、與會心得

個人參加本次研討會的收穫，除了與國外學界分享研究成果並提升英語發表

與國際交流的能力，並接觸到當前國際運動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趨向與新興課

題。經此對照台灣現有研究取向，本國學術界某些探討的研究觀點和概念，顯得

較為保守和單一，且實務面向和理論面向的交流不足，需要更多與國際交流和接

軌的機會，以求能呼應國際運動研究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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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本次研討會也提供各國學者了解該國運動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機會，使得主辦

國的國家特色和發展現況能夠被其他國家看見，這些都是舉辦體育運動研究的國

際交流所能獲至的附加價值，也應是國內相關研討會可以追求的方向。亦即藉由

安排質量均佳的發表者與優質豐富的行程安排，不僅往往能吸引各國學術工作者

前來共襄盛舉，提供國內學者與外國學術圈相互交流的平台，同時也能讓外國友

人更了解台灣的社會與文化發展現況，可謂同時具有觀光行銷、國民外交和學術

交流的益處。

圖一：歐洲運動社會學年會開幕式。大會主要語言為英語，其次為葡萄牙語。大

會備有英文即席翻譯和無線耳機(葡譯英)。大多數的成員多為歐洲各國的運動社

會學同好，包括丹麥、荷蘭等鄰近國家。亞洲國家本屆只有日本與臺灣參加。



4

圖二：開幕茶會中，黃東治教授與日本鹿谷體育大學的兩位教授進行意見交流。

口頭發表時，日本學者亦針對本研究團隊的發表內容提出意見和問題，會後亦進

行相關議題的討論，由於台日兩國在運動發展上有許多相似之處，日本又是台灣

現代運動傳入的主要國家，所以兩國學者對話的收穫頗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