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泡泡⾜球趣味競賽 歡笑與團隊精神撞出青春⽕花

2025-04-15 【勁報記者于郁⾦/臺南報導】國⽴成功⼤學學⽣會舉辦「國⽴成功⼤學第⼆屆泡泡⾜球趣
味競賽」近⽇在成⼤光復校區操場舉⾏，來⾃不同系所，超過40⽀隊伍學⽣，穿上充氣球⾐，在⾜球
場上翻滾與衝撞，歡樂地揮灑汗⽔，展現活⼒與創意，場邊也充滿不少歡笑與加油吶喊聲。

 

成⼤學⽣會表⽰，泡泡⾜球起源於丹⿆，是⼀項融合⾜球與太空球趣味運動，⽐賽過程中參賽選⼿要

將⾃⼰套進透明塑膠球裡進⾏⽐賽，也就是把⾝體套進⼀顆⼤氣球裡，僅露出腿部，組隊PK踢球，因
為⼗分刺激，也有⼈稱為瘋狂泡泡⾜球，奔跑時常會連滾帶摔，⽼少咸宜；雖然全⾝幾乎都被包覆

住，還是會擔⼼有受傷情形，因此上場前要求選⼿們做⾜暖⾝伸展運動，並未因為是遊戲⽽忽略安全

性。

 

「⽐賽時東倒西歪，推擠衝撞的過程相當刺激有趣」。成⼤地球科學系⼤三林同學、王同學、周同學

與物理系⼤⼀陳同學組成隊伍參賽，他們表⽰，第⼀次參加泡泡⾜球活動相當有趣，「尤其⽐賽時候

視⾓其實只剩下前⾯⼩洞，要帶球⼜要踢球相當⾟苦，很難突破⾝體上限制」；最後只好參考籃球打

法，由1個⼈帶球，其他⼈幫忙攔阻敵⽅，協助帶球者踢進球⾨，最終拿下第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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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系統系⼤三廖同學、⼤四劉同學與⼤五闕同學表⽰，第⼀場⽐賽時不是很熟悉遊戲規則，最後才

發現只要先把⼈撞開，領先帶球跑就可進球，之後維持這樣平衡，努⼒與對⼿衝撞，⾮常耗體⼒與耐

⼒，因為裝備很重，如果被撞倒要爬起來更是相當吃⼒，不過真的很好玩，10分鐘⽐賽過程中真的是
汗流浹背，脫下裝備全⾝都濕透了，真的是兼具趣味與⾝體體能⼀項活動，「雖然被撞的滾來滾去，

但真的超好玩！希望明年還有」！

 

「國⽴成功⼤學第2屆泡泡⾜球趣味競賽」共吸引超過40⽀隊伍報名參與，賽制採單淘汰制，讓⽐賽
既刺激⼜具策略性；最終由「廖允成」、「隨便啦」隊伍奪下冠軍，亞軍由「 Tererer FC」、「蒿吐露死」
隊獲得，季軍則是「周芙仲的 py 男寵團」、「阿嬤種菜⽠」隊伍；除了⽐賽本⾝，現場還設有趣味互
動區與拍照打卡牆及豐富獎品，讓觀賽同學也能感受活動魅⼒；希望能藉由這次學⽣會活動部主辦，

推廣創新休閒運動，讓學⽣在課業之餘放鬆⾝⼼、建⽴團隊合作意識，展現成⼤學⽣勇於挑戰、樂於

合作精神⾵貌。

#國⽴成功⼤學 #泡泡⾜球趣味競賽

2025/4/15 上午11:28 成⼤泡泡⾜球趣味競賽 歡笑與團隊精神撞出青春⽕花-勁報 Power News

https://twpowernews.com/news_pagein.php?iType=1003&n_id=275814 2/3

https://twpowernews.com/news_page.php?searchyn=1&Kword=%E5%9C%8B%E7%AB%8B%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https://twpowernews.com/news_page.php?searchyn=1&Kword=%E6%B3%A1%E6%B3%A1%E8%B6%B3%E7%90%83%E8%B6%A3%E5%91%B3%E7%AB%B6%E8%B3%BD


2025/4/15 上午11:28 成⼤泡泡⾜球趣味競賽 歡笑與團隊精神撞出青春⽕花-勁報 Power News

https://twpowernews.com/news_pagein.php?iType=1003&n_id=275814 3/3



【記者劉春生、劉曜銘／雲林報導】 2025/04/14

人生最後一哩路 我做主！ 從「預立醫療照護諮
商」到「安寧緩和療護」

⾼齡九⼗六歲的許奶奶是接受安寧居家醫療的臥床患者，奶奶已不復牆上照片中熱情參與教

會的年輕樣貌，取⽽代之的是逐漸消瘦攣縮的⾝體及因失智⽽失去和最愛兒女溝通的能⼒，

只剩下⼀條維持⽣命的灌食⿐胃管。約七⼗歲的⼤兒⼦，對奶奶沒有⽣活品質的⻑時間臥

床，感到傷⼼及不捨。

⼤兒⼦疑問：「有甚麼⽅式可以減少最後臥床痛苦?先前有聽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奶奶能

否透過此⽅式，拔除⿐胃管，不再灌食了?」。成⼤醫院⽃六分院安寧緩和團隊接收到了⼤

兒⼦的擔憂及疑惑。

成⼤醫院⽃六分院家醫科王耀增醫師指出，⼆零⼀六年通過的《病⼈⾃主權利法》，比起先

前《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簽署的「拒絕⼼肺復甦術」，將⾃主決定對象，從只有末期病⼈，

擴⼤包含不可逆轉昏迷、永久植物⼈、極重度失智、及其他公告疾病。需要符合上述任⼀條

件才會遵循簽屬內容執⾏，不⽤擔⼼簽署之後就甚麼醫療都不做。法案也將⾃主決定事項擴

⼤為維持⽣命治療、⼈⼯營養及流體餵養，也因此是否接受⿐胃管等醫療處置也能提前⾃主

決定。

⾃主決定的選擇除了接受或拒絕，還可以選擇限時嘗試治療或由醫療委任代理⼈決定。但要

注意簽署的先決條件是本⼈需具完全⾏為能⼒，且經由「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診說明解

釋，立下書⾯之「預立醫療決定」，才能保障⾃主權利。

王耀增醫師表⽰，在「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過程中，會讓⼤家了解安寧緩和醫療的重要概

念：「⾃主」、「舒適」及「善終」，並尊重不同價值觀所做出不同的簽署決定。也引導家

⼈或所愛之⼈互相分享想法，彼此了解所簽署的「預立醫療決定」，避免家⼈未來因抉擇救

與不救的道德難題⽽產⽣痛苦。

王耀增醫師回應⼤兒⼦的疑問，許奶奶已經失去⾏為能⼒，因此她無法透過「預立醫療照護

諮商」來決定是否使⽤⿐胃管，⽽⼤兒⼦⾃⼰反⽽適合去簽屬。停⽌灌食這件事情，則有許

多需考量的因素，建議與醫療團隊好好溝通，暫時不建議⾃⾏貿然停⽌。但安寧緩和團隊會

給予她適當的醫療及護理，減少⾝⼼靈不適。並⿎勵家⼈們好好地向奶奶表達⼼中的話，包

含四道⼈⽣：「道歉、道愛、道謝、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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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增醫師提醒，我們也許不需要到最後才匆匆地做四道⼈⽣，可以更往前延伸到我們平時

的⽣活：把想說的話，趁早與愛⼈們說；把⾃⼰的未來提早思考分享；將⾃主想法完成簽

署。

（此篇內容旨在提供⼀般醫療衛教知識，如有不適或疾病，應尋求專科醫師的診治，以免貽

誤病情，並能獲最佳治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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