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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專題
多角度探討焦點議題

今屆里約熱內盧奧運曲終人散，惟體育精神長存。世界上無數人仍然日
以繼夜努力訓練，為下一次出賽作好準備。那管是熱門項目的頂尖運動
員，抑或是新興項目的業餘參與者，投入運動帶來的樂趣、榮耀、個人
身心提升等優點，驅使他們繼續拚出汗水和淚水，爭取最佳表現。其
實，即使未有機會向奧運 「衝金」 的項目，運動員仍然默默耕耘，向著
更高目標邁進。專題報道今次介紹三個好玩運動，了解這批運動員的心
聲及關注，同時表揚他們一顆顆孜孜不倦的鬥心。

奧運場外發揚
跳繩 足毽 冰球

體育



跳繩
堅持跳出我天地
晚上7時，天水圍一間中學的禮堂裏，有數十位青少年正在練習花式

跳繩。別以為只是一般的興趣班，花式跳繩講求的是放柄純熟、轉折流

動、速度轉向、腳步動作，並配合音樂節奏。較早前在瑞典舉行的 「世
界跳繩錦標賽 2016」 中，香港跳繩代表隊勇奪 79面獎牌，當中三位成

員賴樂賢（17歲）、林學雅（15歲）及夏晧輝（19歲）奪得 「三人交
互繩花式項目」 冠軍，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混合組別奪得金牌。

花式跳繩運動在 90年代引入香港，自 97年中國香港跳繩總會成立

後，更多人參與這項運動。參與花式跳繩運動，有的是為了興趣，有的

視作參加課外活動，更有人是為了想增高而參與。最後憑著一條繩，將

他們連繫起來，訓練過後也感受到幾許辛酸。

成員賴樂賢曾在練習期間因轉繩的速度太快，而被繩子打倒。林學雅

則說： 「有時要到不同的場地練習，家人也叫我放棄。」 雖然如此，大
家都沒有放棄，最終在決賽場上零失誤，成功奪

冠。夏晧輝說： 「花式跳繩讓我得到很大的滿足
感，得到自信，也擴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馬會贊助世錦賽
香港專業技術跳繩訓練社課程總監鍾綺鋒

教練說，跳繩運動發展最大的困難是尋找練

習場地， 「需要一些樓底較高的工廠大廈，或
需向學校借用場地。」 另外，運動員出外比賽，

往往需要支付上萬元旅費，構成一定經濟壓力。

他讚揚馬會於 2014年贊助舉辦 「世界跳繩錦標賽」 ，說這次比賽在
香港舉辦，許多國際勁旅來港獻技，讓更多人認識跳繩運動。另一方

面，馬會邀請了本地運動員擔任跳繩大使，用一年時間到各學校巡迴宣

傳，吸引更多學生參與。

鍾綺鋒教練

林學雅（左）、賴樂賢（中）及夏晧輝（右）早前在
瑞典奪得 「三人交互繩花式項目」 冠軍。

跳繩隊員經過艱苦訓練，培養
出彼此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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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毽
帶多種運動影子
同樣是以足部為主的運動，足毽的參與人數由 2至 10人不

等，即使是狹小的空間也可以玩。香港足毽代表隊員韓思明說：

「足毽混合了多種運動的影子，例如與足球一樣，主要運用腳
法、配合羽毛球的場地，以及類似排球的規則（四下傳球）。」

香港足毽總會有限公司（足毽總會）主席郭兆添說： 「早在
80年代，足毽總會的前身是業餘性質，由舉行訓練班開始，慢

慢建立聯賽制度，現時本地聯賽有甲乙丙組。足毽總會每年也會

進行淘汰賽，挑選成績最好的運動員代表香港。」

郭兆添說，以往康文署有場地限制，普通市民不能預約羽毛球

場進行練習；後來政府提出善用資源政策，活化閒置的場地，並

在總會的爭取下，如今任何市民都可預約康文署轄下羽毛球場來

練習足毽。

隊員包括老中青
在比賽場上，足毽同樣劃分多個項目，包括男女單人、男女雙

人、混合賽及團體賽，香港代表隊每月進行三次集訓，老中青隊

員都聚首一堂。19歲的鄧卓堯經過多次嘗試才晉身港隊，他

說： 「由 2014年開始，我每年都參與港隊遴選，首兩次失敗而

回，曾經想過放棄，幸好得到隊友的支持，與我一起練習，最終

通過遴選。」

26歲的韓思明經常代表香港出賽。 「最難忘是去年到意大利
參加世界錦標賽，在男雙及男子團體項目上奪得銅牌。由於足毽

運動較冷門，較難引入內地的優秀教練，希望這情況有所改

善。」

38歲、身兼體育教師及足毽運動員的麥國馨坦言： 「我的韌
帶較緊，練習時要花更多時間拉筋；2010年出現血管增生問

題，手術後視力大不如前，要靠身體感覺，彌補視力的不足。」

球員穿著的特製足毽鞋，
需到深圳才購買得到。

足毽集足球、羽毛球及
排球的元素於一身。

（左起）麥國馨、鄧卓堯及韓思明，期望為香港隊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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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球
培養自信堅毅團結
香港冬天不下雪，冰上曲棍球（冰球）在本港不算太流行，

可它具有培養自信、堅毅、團結精神的特質，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今年撥捐 470萬港元，與香港業餘冰球會

推行 「賽馬會冰球新世代發展計劃」 ，在三年內
為 180名 13至 18歲、具備冰球技術的青少年，

提供每年9個月的重點培訓，包括每月兩至三次

的訓練或比賽。

香港冰球學校總教練Barry Beck說，馬會投放

的資助很有意義，除支持舉行本地冰球聯賽外，也投

放三年時間向青少年推廣冰球，讓更多人認識這項運動。

15歲的曾慶穎（Wayne）及 16歲的李翊（Oscar）都被這種

運動深深吸引。Wayne說： 「我哥哥打冰球，小時候看他比
賽，慢慢愛上這項運動。我在球隊擔任後衛，這位置可以控制比

賽的節奏。」 擔任前鋒的Oscar，最初接觸的不是冰球， 「起初
我是學習滾軸溜冰，後來經朋友認識冰球，覺得冰球更好玩。」

冰球速度快、具碰撞性，運動員受傷在所難免，Wayne對此

身同感受： 「我練習時曾意外受傷，斷了兩條手筋，要即日進行
手術。但受傷沒有令我放棄冰球，因為自己投放了很多時間，也

很熱愛這種運動。我們的教練快60歲了，他也曾多次受傷，但

至今仍投身冰球運動。」

多次受傷仍然堅持
Wayne希望有一個專用冰球場： 「現時我們是租借溜冰場練
習及比賽，期望能有一個專屬冰球運動的場地。」 Oscar則認

為，冰球運動的裝備費用太高昂： 「一對冰球鞋約3,500元、球

棒約1,500元，若果球員的個人裝備也得到資助，便可以吸引更

多人玩冰球。」

萬丈高樓從地起，一個頂級運動員的誕生，必須經過一場又一

場的鍛鍊，跨過一個又一個的挑戰，最後才有機會入圍奧運這類

體育界殿堂賽事，攀向運動員的事業高峯。運動員加油，努力是

不會白費的。

Oscar （ 左 ） 及
Wayne 自小愛上
冰球，希望本地
有一個專屬的冰
球場地。

香港冰球學校總教練Barry
Beck 讚揚馬會贊助，推動
冰球在香港的發展。

冰球運動緊張刺激，球員全副武裝上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