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
工
心
聲

台灣勞工季刊｜ No.7550

全國技能競賽自57年開始舉辦，至112

年辦理第53屆，於7月13日至7月17日在
台北南港展覽館及南港高工擴大舉行，有青
年組及青少年組總計68個職類，共計1,181

名選手齊聚一堂互相切磋技能、爭取最高榮
譽。各職類優勝選手將同時選拔部分職類的
第2屆亞洲技能競賽以及第47屆國際技能競
賽入圍國手，入圍者可參加8月底舉辦的第
2階段國手選拔賽，正取國手將有機會代表
我國參加112年11月在阿布達比舉行之第2

屆亞洲技能競賽，及113年9月在法國里昂
的第47屆國際技能競賽。

除了競賽現場，勞動部更舉辦「技能遊
樂園」，透過趣味闖關活動，進一步探索職

涯方向、體驗職業技能、瞭解職業安全衛

生知識，共同呼應112年「不設限 無極限」

的主題。

國際規格的競賽場地　獲國際技能組
織的肯定

「不設限 無極限」，象徵選手擁抱技能

不設限，熱情發揮無極限！開幕典禮現場特

別邀請本屆全國賽應援大使宇宙人，獻唱量

身打造的主題曲「最初的夢想」，為在場年

輕選手加油打氣，並由漆作裝潢職類選手代

表李俊誠以及餐飲服務職類選手代表許佳玉

帶領所有選手宣誓，將秉持公平公正的態度

參賽、正式宣告啟動112年的全國賽。

邱琮皓｜採訪撰文

不設限　無極限 
第 53屆全國技能競賽上千名選手同場較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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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屆全國技能競賽上千名選手同場較勁

行政院長陳建仁在開幕致詞時表示，選
手們經過分區賽晉級到全國賽，就是一種成
就也是一種成功，「我們不給自己設限，就
可以無極限發展自己的能力」，在激烈的競
爭當中能夠脫穎而出，就已經是最頂尖的人
才。陳建仁也特別謝謝勞動部比照國際賽規
模、提供國際般的比賽場地、打造成為國際
級賽事，期望選手們都能展現平常練習的成
果，超越自己，探索沒有極限的未來。

勞動部長許銘春也說，全國技能競賽於
109年第50屆時首次移師到南港展覽館辦
理，打造國際規格的競賽場地，也因此受到
國際技能組織的肯定，爭取到2025亞洲技
能競賽主辦權，112年第53屆競賽場地規模
比3年前更盛大，比賽在南港展覽館1、2館
及南港高工同時辦理。她在競賽開始前期勉
選手們：「絕對的專注、絕對的信心」，活
在競賽的當下，不要去想輸贏怎麼辦，專注
手上拿到的題目，發揮出最好的實力！

產學合作各界相挺　技能發展邁向共
好共榮

在比賽期間，勞動部特別選定於7月
15日「世界青年技能日（World Youth Skills 

Day）」，舉辦「第53屆全國技能競賽贊助廠
商感謝日活動」，由勞動部長許銘春頒贈獎
座給18個本屆全國技能競賽的協辦單位，以
及136 家111年對各項技能競賽熱心贊助的
單位及個人，感謝社會各界相挺支持，提供
技術人力支援，慷慨贊助競賽用的機具材料
等，讓選手們擁有豐富資源，邁向技能發展
的共好共榮。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在閉幕致詞時也表
示，1千多位選手在歷經3天競賽後，皆在

這舞台上發光發熱，並培養樂在工作的「職
人精神」，現在的教育鼓勵孩子們發掘潛能，
讓他們未來能夠在各領域中展現自身才華，
期勉大家持續充電學習，在更大的世界舞台
上奪得佳績、為國爭光。他也指出，未來的
經濟趨勢會融入更多知識及科技元素，配合
產業轉型需要，政府投入更多技職教育發展
經費，也與產業界緊密合作，希望能縮短學
校教育與產業需求的距離。

許銘春表示，這幾天裁判群跟指導老師
們也很辛苦，給選手最好的舞台盡情揮灑，
並感謝所有熱情參與的工作夥伴及團隊。繼
82年於台北舉辦第32屆國際技能競賽後，
相隔約30年我國再次取得2025亞洲賽主辦
權。為累積辦理國際賽事的能力，本屆全國
賽不只比照國際規格辦理，也邀請到國際技
能組織會長Chris Humphries與21國代表31

人、國際技能組織國際裁判長與職類經理15

人，來台灣交流及觀摩，他們對於台灣辦理
技能競賽的實力非常肯定。

許銘春也對所有全國賽選手喝采，恭喜
大家成功挑戰自己、完成比賽，增添了人生
寶貴的經驗，但人生不只是這一場競賽，未
來還有許多挑戰要面對，但選手們只要永保
初心，記住最初的夢想，不設限就會無極限！

▲ 勞動部長許銘春在賽事期間天天到現場為選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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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的酷東西　兩人走上機電整合
之路

詹智凱與林睿杰從高一開始接觸機電
整合這項職類，從基本的程式邏輯控制器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開
始學起，在實習課時，看到學長們做出「很
酷的東西」也激起他們的興趣，於是開始
依照學校的安排，練習機電整合技術士丙
級檢定題目、接觸機構與登打程式，進一
步更參加證照考試，走上與學長們一樣的
挑戰之路。

在踏入機電整合賽事的初期，兩人就
遇到挫折，詹智凱主要負責控制程式，回
顧這段培訓路程，他表示，在初賽時開始
練習丙檢題目，由於剛開始接觸，做出的
成果跟想像中有段差距，「那時候對於很
多台（機構）一起工作會手忙腳亂」，再
加上打程式的速度還不夠快，機械動作沒
有那麼理想。

負責機構組合的林睿杰指出，考試的
做題時間為4小時，「一開始完全做不完，
到了時間結束東西還沒有出來、完全沒有
成績」，但學長也會跟他們分享方法與技
巧，重複練習。靠著老師與前一屆學長們
的帶領，不論是學校的中堂下課、還是課
後練習時間，兩人抓準機會就找學長們求
教，花了2至3周的時間，順利突破困境。

不斷練習溝通、挑戰自我　兩人磨
出默契

大安高工有深厚且優良的技職傳統，
詹智凱與林睿杰從 111年暑假開始練習，
從熟悉丙檢的題目，到參加校內選手選拔，
2人從近 20人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後可以
代表學校的 6人，並且成為搭檔。雖然兩
人一開始也會意見不合，但隨著每天的練
習與溝通，同樣想要挑戰自我的心情，也
逐步找到兩人的默契，成為賽場上的最好
助力。

扎實技術基礎、絕佳默契合作　詹智凱與林睿杰攜手奪金

機電整合是全國技能競賽中少見的二人組
合競賽，目前就讀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的詹智凱與林睿杰以扎實的學科與技
術基礎、絕佳的默契、相似又互補的合作順
利完成比賽，才17歲的他們也決定先回歸課
業，重新補實各項知能，相約未來的技能賽
事上再相會！

「機電整合」在業界簡稱「自動化」，但實
際上卻包含從機件組裝識圖、氣壓迴路、電器
裝配、感測器調整、程式設計、偵錯、跨領域
的工程技術，透過這些技術來完成一個系統架
構、透過感測器接觸外界元件，讓機器結構做
出正確的反應、達到的自動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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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智凱與林睿杰兩人靠著不斷練習，練出技術、
也養出默契。

踏進全國賽賽場，兩人既興奮又緊

張。林睿杰回想，第一天賽事主要是發放

各式機構零件，但他花了快一個小時在組

裝，比預期多拖延了一些時間，也因此他

馬上與詹智凱討論要如何縮短時間、儘量

拿到高分。詹智凱補充，當時兩人決定同

步進行，先著手登打控制程式，一邊觀察

林睿杰做到哪個階段、哪個部分還沒做，

甚至協助完成機構，讓他們第一天拿下較

高的分數，兩人也憑著這股氣勢，順利完

成接下來的賽事。

驚喜奪金　感謝家人當溫暖後盾

拿下112年全國賽金牌，詹智凱表

示，參賽的選手們能力都很好，觀察其他

學校的分數，其實擔心會被超前，但在

最後一天閉幕典禮頒獎時，看到拿下第一

名，大家都十分驚喜。林睿杰也說，家人

們都非常開心，透過直播看宣布名次時，

聽到銅牌、銀牌都不是他們名字時，一

度說不出話，但聽到金牌屬於他們的那一

刻，全部人都跳了起來。

談起在背後支持的家人，林睿杰表

示，自己個性其實很獨立，但一直記著家

人說了一句「只要有需要，都可以開口提

出來」，這成為他心裡最溫暖的支持。詹

智凱也說，家人們非常支持他的選擇，即

便訓練到很晚，有時候晚上10時、11時

才踏出捷運站，都可以看到家人站在捷運

站接他回家的身影，陪他吃宵夜、陪他聊

兩句，家人們的溫暖轉為踏實的後盾。

「熟練技術、興趣動力」 奪金兩大
秘訣

工業4.0浪潮帶來各式自動化設備的
轉型，但不只是常見的製造業工廠，從
潛水艇到飛機，從工業機器人到智慧機器
人，世界各國對於機電整合的人才是急需
且大量的，這也讓很多技職教育體系啟動
人才培育機制，迎上產業的需求。

想要投入機電整合，林睿杰認為，最
基本的就是要了解丙檢的所有機構、要建
立打程式的邏輯，這樣練習的時候會比較
少遇到困難。詹智凱則指出，由於有不
少高職生是因為看準拿下名次對未來甄審
有加分而加入，但他也建議「要有興趣再
來」，因為在這段艱辛且長時間培訓的過
程中，如果對機電整合沒有興趣的話，這
一路走來會反而會變得非常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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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興趣與職涯　每日勤練逾 8小
時精進技能

冷凍空調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包括

家庭、大樓、工商產業等均需應用冷凍空

調相關產品與技術，是相當基礎的技能。

隨著不同時代、工業發展與人類需求改變，

冷凍空調與生活上的應用更是密切相關。

侯臣諺為112年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冷凍空調科的應屆畢業生，他

說因為國中的時候成績不好，參加技藝班

之後，發現這些可以動手做的實習課很有

趣，這也讓他決定要走上技職之路，選擇

進入南港高工冷凍科。

為何會選上冷凍空調？他說，當時

跟家人討論，考慮到冷凍空調的薪資跟未

來發展都很不錯，在兼具興趣跟職涯的考

量下，於是選擇了冷凍空調科，但實際接

觸到「技能競賽選手」，則是入學後，看

到學校舉辦選手選拔，就想挑戰自我的能

力，沒想到這一個念頭就讓他愛上冷凍空

調，並願意放棄休閒娛樂，每日投入超過
8小時練習。

冷凍空調不像外界認為的裝冷氣、洗
冷氣，侯臣諺說，踏入這職類之後才發現
冷凍空調不只是冷氣，還有冷凍系統、冰
箱、冰水機等系統，跟想像的很不一樣，
而且競賽內容涵蓋冷凍、冷藏機組安裝、
空調設備安裝及故障判斷、冷媒系統管路
與電路系統的組裝等，必須要同時具備很
多技能才能勝任。

侯臣諺坦言，在這些技術中，最不喜
歡的就是電路項目，因為電路圖很複雜，
「線路連接都讓人很燒腦」，只能靠著不停
埋首練習，不斷與師長們多解題、多討論，
來擺脫電路苦手的窘境。

全心投入比賽反覆練習　使電路苦
手也能駕輕就熟

回顧投入選手後的漫長練習，侯臣諺
說，學校在高一的時候，從2個冷凍空調
班、1個實用技能班甄選了大約20個同

耐住磨練、用心學習　侯臣諺扎實苦練迎向金牌

二度挑戰全國技能競賽，侯
臣諺在第53屆全國技能競賽冷凍
空調職類拿下金牌。他認為，走
向金牌之路沒有任何捷徑，就是
要耐得住磨練、用心學習，而且
要面對自己的錯誤，盡力修正，
將這些經驗學習起來，成為在賽
場上最好的發揮。



55台灣勞工季刊｜ No.75

樂
說
頭
條

活
用
法
規

勞
工
心
聲

動
態
瞭
望

學，起先都是進行一些基礎練習或是整理
環境，有些人挨不住吃苦就會被刷掉，之
後開始加入一些專業技能的練習，像是銅
管製作等，再由老師與學長姐們出題，選
拔出最後參加全國技能競賽的選手。但
2022年參加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時，僅
拿下第4名，也讓他萌生再次挑戰的鬥志。

侯臣諺說，其實訓練的過程、時間沒
有很長，學校安排選手們在放學後留下來
練習，而比賽前則是集中住在宿舍練習，
只有週六才能回家，就是為了讓他們能全
心投入比賽，同時師長交辦的例行練習，
也是在磨練他們各種基礎技能，「在學長
每次檢討問題時，努力記下缺點、並且將
做錯的部分修正」，就會從中學習到很多，

就連他最不喜歡的電路圖，也是在師長領
著解題之下，慢慢練習解題技術與速度。

談到這次技能競賽，侯臣諺回憶，第
一天賽事為銅管模組，但沒想到上午有一
站因為時間緊迫而沒完成加壓，這讓他懊
惱不已，第二天比賽時趕緊將第一天的模
組確認完成，才開始延續第二天的冷凍機
組，總算順利度過前兩天賽事，但到了第
三天完成要開機、送電、試車、調整時，
竟然發現電路出現問題，導致沒有辦法開
機，「當時真的很緊張」。他也重新調整
心情，在最後一天的賽事遇上分離式冷氣
的故障檢修，順利完成每一項題目，將成
績扳回一城。

感謝父母支持、師長鼓勵、前輩無
私經驗傳承

侯臣諺表示，學校給了很好的練習環
境，這一路走來很辛苦，每天不斷地反覆
練習，放棄了所有的娛樂與休閒，非常感
謝學長姐們無私地經驗傳承、老師的支持
與父母的鼓勵，「特別是我爸媽都很放心讓
我自己來，支持我的決定，這給我很大的
幫助，如果沒有他們，就沒有現在的我」。

由於侯臣諺為112年的應屆畢業生，
拿到金牌之後，預計先去工作一年，磨練
自己的臨場實作基礎，再考慮運用這項資
格去甄選臺北科技大學。我國業界對於冷
凍空調人才需求相當高，對於想要投入冷
凍空調的學弟妹，他建議「什麼都不會沒
關係，一定要有心學習」，師長傳承的經
驗都要聽進去，要主動、認真學習，「有
心想學真的是最重要的」。

▲ 放棄休閒娛樂，侯臣諺在賽前全心投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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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智慧機械、AI浪潮，世界各國的

機器人應用產業興起，「機器人」相關人才

不僅是業界所需，同時也是年輕人爭相投

入的產業。李雨威與陳亮均兩人為臺南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電機科的同班同學，李雨

威自高一開始投入，從頭學習，「學長教什

麼就跟著認真學」，更謙虛地說程式很複

雜，自己不是太聰明的人，要花多一點的

時間去理解；陳亮均則是從小對手作、組合

玩具及電器就很有興趣，更是勇於挑戰複

雜的事務，於是加入選手訓練、鍛煉自我。

培養智慧自動化技術　機器人職類
重視程式控制

機器人職類競賽主要針對機器人的

機構進行設計、機構組裝與感測器調整，

透過撰寫程式控制機器人，並完成競賽

之特定任務，可培養智慧自動化技術人

才。陳亮均解釋，與機電整合的職類不

同，機電整合較重視機構與電路，機器

人職類則著重於程式，主要由機構、電

路、程式三項專業所組成，分別來看
都會很好理解，但要將這三項整合後一
起互相協同運作，「有些程式會卡到機構、
有些機構會影響程式，而且改了任何一項
還要配合變動」，因此複雜更多。

該競賽由2位選手組成團隊，在競賽
前會公告指定的套件以進行機器人組裝，
各隊以組裝之機器人進行練習與競賽，測
試機器人辨識物件、抓取物件、搬運物件
與放置物件之靈活度與精準度，同時以遙
控或自主方式控制機器人在規範之場地與
時間進行競賽任務，完成智慧自動化科技
之特定目標。

李雨威從高一開始練習，看著學長們
參加分區賽、全國賽的背影，跟著邊做邊
學，學長們也是一邊準備比賽、一邊指導
學弟；陳亮均則是在高二時、111年11月
才開始準備比賽，雖然起步時間比較晚，
但因為從國中就開始學習各種程式，即使
年初時兩人才組隊成軍，在112年3月的
南區分區賽就獲得銀牌。

雙人挑戰機器人職類　李雨威與陳亮均迎風摘金

機器人是整合資訊、機電機器人是整合資訊、機電
與機械技術的職種，培養人工與機械技術的職種，培養人工
智慧及智動化科技人才。李雨智慧及智動化科技人才。李雨
威與陳亮均112年初才選為搭威與陳亮均112年初才選為搭
檔，兩人靠著對機器人濃厚的檔，兩人靠著對機器人濃厚的
興趣、絕佳的默契，在112年興趣、絕佳的默契，在112年
第第5353屆全國技能競賽大放異屆全國技能競賽大放異
彩，第一天的賽事就拿下滿分，彩，第一天的賽事就拿下滿分，
後續屢次化險為夷、脫穎而出，後續屢次化險為夷、脫穎而出，
順利奪下金牌。順利奪下金牌。

機器人是整合資訊、機電
與機械技術的職種，培養人工
智慧及智動化科技人才。李雨
威與陳亮均112年初才選為搭
檔，兩人靠著對機器人濃厚的
興趣、絕佳的默契，在112年
第53屆全國技能競賽大放異
彩，第一天的賽事就拿下滿分，
後續屢次化險為夷、脫穎而出，
順利奪下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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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賽第三天遇亂流　絕佳默契扳
回一城

李雨威與陳亮均在112年全國技能競
賽的賽事中，在前半段包括組裝、檢查
配線及基本功能測試、最簡化等賽事項目
都是拿下高分，在個人賽事中出現卻小亂
流。陳亮均表示，成績不如預期理想，靠
著隊友支援才救回，但李雨威也說，個
人賽因為比賽位置有變動，在更換位置之
後，很多設定都要調整，李雨威因為陳亮
均先上場、已經改好設定，這也讓他後來
接手時更改其他設定的速度較快。

最難忘的環節也出現在個人賽，陳亮
均在個人賽的最後一分鐘，把某個機器零
件不小心弄斷，李雨威上場第一件事情就
是請裁判換新斷掉的零件繼續接手，沒想
到自己操做到一半時，同樣的零件不小心
再度被弄斷，只好再請裁判來替換。

最後一天的賽事為兩場完整的自動機
器人賽事、也是整場比賽最難的環節，兩
人在第一場拿下全場最高分，緊張的心情
放鬆很多，原本以為第二場可以穩穩拿下
第一，沒想到竟然出現小插曲。李雨威解
釋，下午的陀螺儀校正出現問題，導致結
果不理想，當下心情有受到影響，幸好最
後結果是好的。

賽前超過 12小時苦練　摘金實至
名歸

在準備全國賽期間，兩人每天練習超
過 12小時，假日也不例外，成績公布的
一刻，讓他們感覺這些努力都非常值得。

陳亮均表示，爸媽都很支持，「他們不會

特別要求學校的成績，但聽到我當上選手

反而特別開心」，李雨威也說，家人很支

持，有時候忙太晚回家也不會多責難。

兩人在完成全國賽之後，立即投入國

際技能競賽的國手選拔，112年有5組選

手參賽，目前他們積分排名第二，但與第

一名差距不遠，他們正在準備全力追趕，

希望能再次靠著絕佳的技術與默契，成功

挑戰自我、代表我國出賽。

機器人職類的未來發展包括機械設計

工程師、模具工程師、CAD工程師、自

動控制開發工程師、機器人設計工程師、

智動化產線規劃工程師，而兩人也都期望

走向相關之路，讓未來職涯之路繼續寬廣。

▲ 李雨威與陳亮均兩人互補的好默契在賽場上也充
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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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服裝、髮型、珠寶、佈置等領域。花
藝職類考題包含手綁花束、新娘花飾、切
花配置、組合盆栽等四個必考項目，選考
項目更是有花環（非喪禮用）、空間花飾
（吊飾、壁飾、立式花飾等）、桌花、主
題設計、物件花飾、花珠寶、以及身體花
飾等。

花藝不只是插花，還很多不同設計
上的運用，同時是藝術創作作品，也是
空間設計，投入花藝必須要擁有不同層面
的設計與創作力。陳姿渝認為，花藝最
難的部分，就是要確保自己的手作能力
跟想像沒有差距，「有時候自己想得很遠，
但做不出來是沒有用的」。

「不怕蟲這一點也很重要！」陳姿渝
笑說，因為有些花材很容易長毛毛蟲，甚
至有些植物作品可能忘記換水、就會長出
蚊子或小飛蟲，如果會害怕這些小昆蟲，
可能投入花藝就會很快面臨「非技術」的
卡關。

磨練設計與創作力　力求手作完美
呈現想像與創意

過去在高職就讀美髮技術科，陳姿

渝從小就喜歡各種編髮，而在接觸花藝之

前，她曾一度對自己的未來很迷惘。但就

在進入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就讀一年級時，

在老師的介紹下讓她開始接觸花藝，也因

此喜歡上這時尚又夢幻的職類。

陳姿渝表示，因為學校課程有安排，

就開始慢慢學習，逐漸發現自己喜歡上花

藝，就算有時候作品做一半不知道該如何

繼續，她也會在網路上、生活周遭找一些

圖片來模仿，尋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這

讓她養成隨手拍照的習慣，只要是她覺得

漂亮的、有機會發揮在花藝題材的，都會

存在手機內，等待可以發揮的時機。

花藝主要是運用自然界盆花、切花等

作為主要媒材，搭配非植生物件做設計與

實作，除了園藝、景觀，還可以多方面運

二次挑戰奪金　陳姿渝接觸花藝反轉人生

在第53屆全國技能競賽拿下花藝
職類金牌的陳姿渝，112年是第二次參
賽，憑著穩健的心理素質，獨特的美感
與絕佳的表現能力，讓她在比賽中脫穎
而出。面對未來，她繼續放眼國際賽資
格，希望能挑戰自己的能力，透過花藝
璀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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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神貫注練習　強化心理素質　勇
於再次挑戰自我肯定

陳姿渝曾參加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
花藝職類，當時只在分區賽拿下第4名。
她說，由於全國技能競賽有年紀限制，
「想在超齡之前再拚一下，給自己最後一
次努力的機會」。於是從112年3月的分
區賽前1個月，開始進行自主練習，當時
雖然沒有老師在一旁緊盯，仍是耐著性子
慢慢練、慢慢摸索，遇到問題時再請老師
協助調整，就這樣一路練到全國賽，中間
只休息農曆春節1周。

在準備比賽的過程中，她從一開始的
基礎架構，到後期、比賽前一個半月，才
開始有花可以練習。個性較獨立的陳姿渝
說，如果練不下去的時候，就會開始找
別的事情來做，不會讓自己的精神一直專
注在卡關的負面情緒，她認為在埋首練習
時，「不要讓自己練到身心麻痺」是很重
要的事情。

陳姿渝認為，心理素質也是很重要的
一環，因為在練習時必須要全神貫注，沒
有辦法經常回家，因此「不能太過想家」。
她說，從分區賽開始，她與學姊每天晚上
一起練習到門禁時間、一起回宿舍，「要
找到可以指導的人，不要自己傻練，否則
很容易做出奇怪的東西」。

在112年的比賽中，陳姿渝完全投入
比賽，腦中、眼中只有自己的作品，以絕
對的專注力完成一項又一項的題目。在第
一天的賽事中，遇到了壁飾的題目，由於
當下不太會使用這形狀的花飾，所以一開

始放的花量比較小，整體看起來不那麼豐
富，「只有給自己打70分」，但她很快調
整自己。回飯店之後讓自己充分休息、重
新調整步調，繼續後面兩天的賽程。

以絕對的專注力投入競賽　驚喜贏
得金牌榮耀

後續賽程中，陳姿渝運用大地色系的
花材、以及木本植物，綁出大地色的新娘
捧花來傳達波光粼粼的意念，也順利完成
以規定的主題色「紫色」為主的同色系桌
花。她笑說，回去飯店之後，還是會想著
比賽時少了什麼感覺，是否可以再添加哪
些素材讓整個作品更飽和，但她還是會重
振精神，讓自己迎向最後一天的比賽。

在最後一關的神秘箱考題為擴香瓶，
要用這香味的意念完成作品，陳姿渝說，
當時她聞到竹子的味道，因此她在最後的
賽程中運用很多木板、木片創作完成這項
作品。她說，當時完全不覺得自己會得到
金牌，反而覺得可能最好只會拿到銅牌。
但是公佈成績時，聽到自己拿下金牌，陳
姿渝還是相當驚喜，除了感謝協助她的師
長，也謝謝自己決定再拚一把的努力。

▲ 陳姿渝完全投入比賽，努力將腦中所想的透過手
作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