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2022年第22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及 

第52屆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國家代表隊 

初選考試報名簡章 

 

一、報名資格：符合下列二條件的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在學學生(不含國民小學) 

(1) 具有中華民國身分證者； 

(2) 在2022年6月30日前，年齡不超過20歲。 

備註：曾擔任國家代表隊參加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者，若資格符合得參加國內初選、

複選競賽和決選研習營，但不得再次擔任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國家代表隊。 

二、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0年10月17日止，凡對物理有興趣之學生，均可向所就讀學校自

由報名，各校報名人數不限制，由就讀學校以團體方式線上報名（操作方式詳

附件二）。 

三、考試時間：民國110年11月6日(星期六) 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 

四、考試地點：  

 考  區 試  場 

1 臺北區 大安高工 

2 桃園區 武陵高中 

3 新竹區 新竹高中 

4 臺中區 臺中一中 

5 彰化區 彰化高中 

6 嘉義區 嘉義高中 

7 臺南區 臺南一中 

8 高雄區 高雄高中 

9 臺東區 臺東高中 

10 花蓮區 花蓮高中 

11 宜蘭區 宜蘭高中 

※考生可任選考區，10月17日報名截止後不受理變更考區。 

 

五、考試範圍：99課綱之高一基礎物理、高中物理的『力學』(含流體)及『熱學』為範圍。 

六、錄取人數：約400名，為調衡性別差距，少數的單一性別人數將增額錄取達10%。 

七、獎勵： 

(1)發給初選入選證書。 

(2)入選學生除發給訓練教材第一、二冊外，並由承辦單位聘請大學物理教授，定期輪流

前往各區中學指導研習。平時則聘請各區學校之優秀物理教師予以輔導。 

(3)初選成績居前20%者，發給成績優良證書，已領有初選入選證書者，不重覆發送。 

(4)凡參賽者，發給參賽證明。 

八、詳細參賽計畫請見附件四。 

natalie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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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奧林匹亞報名系統操作說明‐初選 

(1)  報名表所有欄位必填，缺一不可 

(2)  出生年月日格式：YYYY/MM/DD      例如：2008/09/30 

(3)  考生年齡限制 2002/06/30～2011/09/01，不符者無法上傳資料 

(4)  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5)  報名完成後，請務必逐一檢查『學生報名資料』和『總人數』是否正確。 

 

 

 

1. 連結至 https://ipho.phy.ntnu.edu.tw/ 

 

2. 點選報名系統帳號申請 

 

 

   

點選報名系統帳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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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登入報名系統   

 

 

4.  

   

   

 

點選登入報名系統 

輸入帳號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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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首次登入請修改

個人資料和密碼 

點選左側 

〝報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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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點選右側 

〝團體報名（匯入 Excel 檔）〞 

下載空白報名表 

(請務必自本網站下載 xls 檔，

切勿用自己的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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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選擇要上傳的檔案 

2 

報名表格式如下，請特別留意

出生年月日格式和考區可以任

上傳報名表 

報名表格式如下，請特別留意 

出生年月日格式和考區可以任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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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請務必逐一檢查『學生報名資料』和『總人數』是否正確 

 

12.  

 

確認上傳考生人數是否正確 

確認是否有紅字資料，需個別修正 

修改或刪除個別資料 

點選右側 

登出系統 

確認是否有紅字資料，需個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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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10 月 17 日報名截止前，皆可登入報名系統，更改考區。

 如有系統問題，請聯絡 02-77496054 謝助理。

 姓名特殊字可能無法顯示，只要報名系統的畫面上有看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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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年第 22 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及第 52 屆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 

參賽計畫 
壹、 主辦單位：教育部

貳、 承辦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

參、 計畫期限：中華民國 110 年 10 月至 111 年 9 月 

肆、 計畫緣起：

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簡稱 IPhO（International Physics Olympiad），每

年在不同的國家舉辦。自 1967 年由波蘭 Czesław Scisłowski 教授創立發起競賽；

由當年僅有東歐的保加利亞、捷克、匈牙利、羅馬尼亞、和波蘭等五個國家參加

競賽，到目前拓展到五大洲，超過 80 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學生參加競賽，是世界上

著名的中學生物理競賽之一。自 1982 年開始 IPhO 每年舉辦一次，並由參賽國家

輪流主辦。雖然偶爾有國際政治立場的問題，但是各國的學者間的相互理解和文

化交流，是除了教育的目的外另一個重要的目的。 

每一個國家或地區由五名中學生組成代表隊參加 IPhO 競賽，在期間各國選拔

選手與參加國際競賽的過程中，激勵中學生體認物理學知識，並理解其對於現今

科技發展的重要性，奠定青年學子日後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 IPhO 也促進國際間

物理教育學者的交流。  

我國於 1993 年以觀察員身分，出席在美國維琴尼亞州威廉斯堡舉行的第 24 屆國

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自 1994 年起正式組隊參賽，至今已參賽 26 屆；並於 2003

年主辦 IPhO 競賽。當年台灣爆發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疫情，造成主辦

團隊相當大的困難。幸因為 2003 年五月期間疫情開始逐漸減緩，使得 IPhO 競賽

活動能夠繼續舉辦，讓大家對於臺灣主辦國際 IPhO 競賽記憶深刻。由於當時臺灣

物理奧林匹亞的計畫主持人林明瑞教授所領導的臺灣團隊卓越表現，獲得國際的

肯定，為臺灣在 IPhO 活動中奠定一定的國際聲望。林明瑞教授更被選為國際物理

奧林匹亞組織的祕書長(General Secretary)，自 2010 年到 2014 年五年間為國際

間服務，為臺灣爭取了很多的外交成果和榮譽。 

下表為自 1993 年以來，我國參加歷屆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的成績： 

年別 屆別 主辦國 競賽地點 參賽

國數 

我國學生成績 我國團隊平

均成績排名 金 銀 銅 榮譽獎 

1994 25 中國大陸 北京 47 
  

1 1 17 

1995 26 澳大利亞 坎培拉 51 1 1 3 17 

1996 27 挪威 奧斯陸 55 2 2 1 
 

6 

1997 28 加拿大 薩布里 56 
 

2 2 1 15 

1998 29 冰島 雷克雅未克 56 1 2 2 12 

1999 30 義大利 巴度瓦 62 2 2 1 
 

7 

2000 31 英國 列斯特 63 2 
 

2 1 6 

2001 32 土耳其 安塔利亞 65 2 1 2 
 

6 

2002 33 印尼 峇里島 66 3 1 1 8 

2003 34 臺灣 臺北 54 3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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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35 南韓 浦項 71 1 3 1 
 

7 

2005 36 西班牙 莎拉曼卡 72 5 
   

1 

2006 37 新加坡 新加坡 82 3 1 1 
 

5 

2007 38 伊朗 伊斯法罕 70 1 2 2 
 

16 

2008 39 越南 河內 81 5 
   

2 

2009 40 墨西哥 美利達 68 3 2 
  

4 

2010 41 克羅埃西亞 札格瑞布 79 5 
   

3 

2011 42 泰國 曼谷 84 5 
   

1 

2012 43 愛沙尼亞 塔林 80 5 
   

2 

2013 44 丹麥 哥本哈根 83 3 2   6 

2014 45 哈薩克 阿斯坦納 85 5    2 

2015 46 印度 孟買 82 4 1   3 

2016 47 瑞士 蘇黎世 84 5    3 

2017 48 印尼 日惹 86 3 2   8 

2018 49 葡萄牙 里斯本 87 4 1   3 

2019 50 以色列 台拉維夫 78 2 3   5 

2020 因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延期至 2021 年舉辦 

2021 51 立陶宛 線上競賽 76 4 1   5 

 2022 年第 52 屆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由白俄羅斯主辦，地點在明斯克，預定

舉辦日期為 2022 年 7 月中旬，預計會有超過 80 國參加競賽。 

 

 由於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的規模逐年擴大，遂有分區先競賽的構想，以有助

於代表隊的選拔；2000 年印尼成功創辦第 1 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2016 年歐

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才籌辦成功，並於次年主辦第一屆；美洲國家的物理競賽也有

相當雛形，惟尚在孕釀中。但是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算是舉辦最早、也最成功的

區域競賽。第一屆的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於 2000 年 4 月 23 日至 5 月 2 日期間，

在雅加達近郊的卡拉瓦希舉行，共計有 10 國參加，目的在增加亞洲地區各國物理

教育經驗的交流，及促進該地區青年一代之間友誼的成長。第 2屆亞洲賽由林明瑞

教授籌畫在我國主辦，於 2001 年 4 月 22 日至 5 月 1 日期間在臺北舉行，共有 12

國參賽，另有兩國派員觀察。第 3屆競賽由新加坡主辦，於 2002 年 5 月 6 日至 14

日期間在新加坡舉行，共有 15 國參賽。第 4屆競賽由泰國主辦，於 2003 年 4 月 20

日至 29 日期間在曼谷舉行，受到當年亞洲流行 SARS 疫病的影響，僅有 10 國參賽。

第 5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由越南主辦，於 2004 年 4 月 26 日至 5月 4日期間在

河內舉行，共有 14 國參賽。第 6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再度由印尼主辦，於 2005

年 4 月 24 日至 5 月 2 日期間在印尼里奧省會北干巴魯舉行，共有 17 國參賽。第 7

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由哈薩克主辦，於 2006 年 4 月 22 日 至 30 日期間在阿拉

木圖（Almaty）舉行，共有 18 國參賽。第 8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由中國主辦，

於 2007 年 4 月 21 日至 29 日期間在上海舉行，共有 20 國參賽（另加香港和澳門）。

第 9 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由蒙古主辦，於 2008 年 4 月 20 日至 28 日期間在烏

蘭巴托舉行，共有 18 國和地區參賽。第 10 屆競賽由泰國二度主辦，於 2009 年 4

月 24 日至 5 月 2 日期間在曼谷舉行，雖然在賽前一星期，曼谷爆發紅衫軍的嚴重

政治動亂，但仍有 15 國和地區參賽。第 11 屆由我國二度主辦，於 2010 年 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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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5 月 1 日期間在臺北舉行，共有 16 國和地區參賽。第 12 屆競賽由以色列主

辦，於 2011 年 5 月 1 日至 9日期間在特拉維夫舉行，共有 16 國和地區參賽。第 13

屆於 2012 年 4 月 30 日至 5月 8日期間在新德里舉行，共有來自 21 國和地區的 156

名學生參賽。第 14 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於 2013 年 5 月 5 日至 13 日間，在印

尼首都雅加達附近之茂物舉辦，共有 20 國參加，參賽學生共計 146 名。第 15 屆亞

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已於 2014 年 5 月 11 日至 19 日間，在新加坡的新加坡國立大

學舉辦，共有 27 國參加，由於經費充足，邀請柬埔寨、寮國、尼泊爾等亞洲國家參

賽，歐洲除了有俄羅斯參加外，羅馬尼亞也以客隊方式參加競賽，學生共計 165 名。

第 16 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由中國大陸主辦，已於 2015 年 5 月 3 日至 5 月 11

日期間，在杭州的浙江大學舉辦，共有來自 25 個國家和地區，共 26 隊參賽，學生

共計 186 名。第 17 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由香港主辦，已於 2016 年 5 月 1 日至

5月 9日期間，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辦完成，共有來自 26 個國家和地區，共 27 隊(其

中羅馬尼亞、俄羅斯和香港 B是為客隊)，參賽學生 193 名，為歷年最多。第 18 屆

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由俄羅斯主辦，已於 2017 年 5 月 1 日至 5 月 9 日期間，在

亞庫次克的大學舉辦，共有來自 23 個國家和地區，共 24 隊參賽，學生共計 166 名。

第 19 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由越南主辦，地點是在越南的河內，已於 2018 年 5

月 6 日至 5 月 12 日期間由河內百科大學(Hano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負責籌辦，共有 25 國參加，學生共計 188 名。第 20 屆亞洲物理奧林

匹亞競賽由澳大利亞主辦，地點是在阿得雷德，已於 2019 年 5 月 5 日至 5月 13 日

期間由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 負責舉辦籌辦，共有 27 國參加，學生共

計 166 名。原訂於 2020 年 5 月 10 日至 5月 17 日在臺灣主辦的第 21 屆亞洲物理奧

林匹亞競賽，因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延期至 2021 年 5 月 17 日至 5 月 24 日，

第一次以線上競賽方式舉辦，共有 22 國和地區(23 隊)參賽，學生共計 181 名。 

 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我國一向積極參與，這個活動不僅增進我國學生的國際

競賽經驗，也促進亞洲的和諧，因此臺灣師大物理系林明瑞教授在亞洲物理奧林匹

亞競賽剛開始時，就熱心協助活動的進行，也因此被選為 APhO 的秘書長。由於林

教授在 2000 年到 2010 年間擔任秘書長職務的表現深獲各國代表肯定，因此後來獲

選為 APhO 的會長，任期由 2010 年到 2015 年，這不僅可作為國內物理教育的典範，

同時也有助於提升我國在這些國際組織的影響力。我國參加歷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

競賽的成績如下表： 

年別 屆別 主辦國 競賽地點 參賽

國數 

我國學生成績 我國團隊平

均成績排名 金 銀 銅 榮譽獎 

2000 1 印尼 卡拉瓦希 10 3 4 1 
 

2 

2001 2 臺灣 臺北 12 4 1 2 1 1 

2002 3 新加坡 新加坡 15 3 2 2 1 2 

2003 4 泰國 曼谷 10 4 2 2 
 

1 

2004 5 越南 河內 13 
 

3 2 3 2 

2005 6 印尼 北干巴魯 17 3 2 2 1 3 

2006 7 哈薩克 阿拉木圖 18 2 2 4 
 

2 

2007 8 中國大陸 上海 20 3 3 2 
 

2 

2008 9 蒙古 烏蘭巴托 18 2 3 2 1 2 

2009 10 泰國 曼谷 15 7 1 
  

2 

2010 11 臺灣 臺北 16 4 0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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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2 以色列 特拉維夫 16 3 4 1 
 

2 

2012 13 印度 新德里 21 6 1 1 
 

2 

2013 14 印尼 茂物 20 5 0 3 
 

4 

2014 15 新加坡 新加坡 26 1 5 2  4 

2015 16 中國大陸 杭州 26 3 5   3 

2016 17 香港 香港 26 3 1 3 1 3 

2017 18 俄羅斯 亞庫次克 23 2 1 5  3 

2018 19 越南 河內 25 4 1 3  3 

2019 20 澳大利亞 阿得雷德 27  3 4 1 4 

2020 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延期至 2021 年舉辦 

2021 21 臺灣 線上賽 22 4 2 1 1 2 

 2022 年第 22 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由印度主辦，地點為德拉敦

（Dehradun）競賽方式未定，但極可能仍採線上競賽方式進行，競賽時間則為

2022 年 5 月 15 至 5 月 23 日，預估會有超過 20 國參賽。 

 

伍、 計畫目標： 

一、甄選國家代表隊，參加 2022 年第 22 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及第 52 屆國際

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為國爭光。 

二、經由選拔和培訓過程，全面帶動中學生愛好研習物理的風氣，並提升中學物

理教師的專業能力和教學品質。 

三、經由國際間文化和教學經驗的交流，促進我國物理教育的發展。 

 

陸、 組織： 

一、中華民國國際數理學科奧林匹亞競賽諮詢會： 

由教育部部長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副署長以上層級人員擔任主任委

員，另由部聘行政機關代表、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校長或辦理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者代表、各學科學會代表及專家學者等人組成，指導本計畫工作

方向。 

二、中華民國物理奧林匹亞國家代表隊選訓工作委員會： 

由 15 位大學物理教授組成，實際規畫並執行本計畫各項工作。 

中華民國物理奧林匹亞國家代表隊選訓工作委員會名單 

姓名 職稱 服務學校 備註 

陳傳仁 教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 計畫主持人 

賈至達 教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  

傅祖怡 教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  

高賢忠 教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  

駱芳鈺 副教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  

江佩勳 副教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  

蔡尚芳 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物理系  

牟中瑜 教授 國立清華大學物理系  

陳正中 教授 國立清華大學物理系  

朱仲夏 教授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電子物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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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振益 教授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電子物理系  

林俊源 教授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物理所  

曾文哲 教授 淡江大學物理系  

待補    

待補    

 

三、高中物理教師輔導群： 

視入選學生的來源，聘請各區高中優秀物理教師若干人，擔任學生平時在校時

的輔導及培訓工作。 

 

柒、 計畫內容： 

本計畫分成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物理奧林匹亞初選考試 

預定於民國 110 年 9 月起開始籌備整年的甄選計畫。9月初至初選期間，將會

由每星期會議決定初選的試題題目。民國 110 年 11 月 6 日（星期六）下午辦

初選考試(筆試一場，三小時)，於全國分設十一個考區，同日舉行，預估報

名人數為 3,000 名。初選之命題、試題製作及閱卷事務由工作委員會負責，

試務工作則委託各區主要高中協辦。初選入選的學生，發給由工作委員會成

員編寫的訓練教材。平時在校由高中教師輔導，選訓工作委員會成員定期分

區前往學生所在學校指導研讀，直至複選考試。 

 

第二階段：物理奧林匹亞複選 

預定於民國 111 年 2 月 19 日（星期六）下午舉辦複選考試(筆試一場，三小

時)，於全國分設八至九個考區，同日舉行，從初選入選的學生中選取約 30

名。複選入選的學生取得參加決選考試的資格，並發給依據國際競賽命題大

綱所編寫的訓練教材。此階段的培訓工作主要由選訓工作委員會擔任，並聘

請學生所就讀學校的優秀物理教師擔任平時的輔導工作。 

 

第三階段：物理奧林匹亞決選研習營 

預定於民國 111 年 3 月 21 日至 4月 9日期間，於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舉

行，為期三週，考試和訓練並行，按學生參賽總成績排序擇優選出 10 名，前

8名為國家代表隊正取隊員，代表我國參加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後 2名為

備取。列為正取和備取的學生共 10 名，同時參加國家代表隊賽前集訓研習營

(一)。 

 

第四階段：國家代表隊賽前集訓研習營(一) 

預定於民國 111 年 4 月 10 日至 5月 13 日期間，於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

舉行，由選訓工作委員會負責國家代表隊賽前集訓工作。 

民國 111 年 5 月 15 日至 5月 23 日，參加由印度主辦 2022 年第 22 屆亞洲物

理奧林匹亞競賽。 

 

第五階段：國家代表隊賽前集訓研習營(二) 

綜合決選研習營和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的成績，從參加賽前集訓研習營(一)

的 10 名學生中，由全體選訓工作委員會教授評選出 5 名正取學生，代表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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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另得視情況備取 1～2 名。賽前集訓研習營(二)

預定於民國 111 年 6 月 5 日至 7 月 16 日期間，於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舉

行，由選訓工作委員會負責國家代表隊賽前集訓工作。 

民國 111 年 7 月下旬前往白俄羅斯（明斯克），參加 2022 年第 52 屆國際物理

奧林匹亞競賽。 

 

捌、 計畫特色： 

 本計畫除了選訓國家隊選手參加國際競賽之外，亦希望達成以下兩個任務： 

1、推廣物理教育：本計畫初選入選的學生約 400 名，且有少數單一性別的保障名

額（需達錄取人數的 10%）。除了入選複賽的選手之外，成績在 20%內的學生，

將發予成績優良證書，所有參賽者發給參賽證明，以鼓勵學生學習物理、測試自

我物理能力、進而探索對物理的興趣。這些所頒發的證書，也將有助充實學生的

學習歷程檔案，協助自我申請大學系所的規劃。至於入選複試的學生，除給予富

於思考性的訓練教材外，並配合物理奧林匹亞推廣計畫得到來自於多位大學教

授和優秀高中教師的直接輔導。使這些學生在接受當前一般以升學為導向的學

校教育外，可有更多的物理思考和實驗操作的訓練。 

2、培養菁英人才：複選與決選營的選拔會偏向於物理有天賦且很努力的學生，在資

優教育一環也需要藉由決選營來提供他們一個發展的場域。因此本計畫的菁英

教育部分是針對複選以後階段所選取的學生，這些從眾多學生中所精選出的具

科學性向而有發展潛力的優秀中學生，藉由決選營和賽前集訓，繼續由大學教

授給予指導，但訓練層次則提高到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的知識水準，同時給

予理論和實驗的訓練，為出國參賽爭取國家榮譽做準備。另一方面儲備臺灣未

來科學與科技人才，讓人才培育可以延續，有助於於臺灣未來的國力發展。 

    近十年來，物理奧林匹亞初選考試報名人數呈現下降的趨勢，由 2011 年計

畫的 4,254 人降至 2018 年的最低點 2,104 人。這個現象，對物理推廣與菁英人

才的培育都是不好的。除了大環境的少子化因素之外，由大考中心的資料也顯

示，近 5年來，參加物理科指考的學生成績中位數來看，分數自 2017 年的 60 分

左右，降至 2021 年的（約）40 分。所以，學生物理能力不足與對物理的恐懼，

也是造成人數下降的因素。因此，近 2年來，除了出題、授課、訓練學生之外，

選訓委員們也積極投入推廣、介紹物理奧林匹亞初選考試的題目，讓更多中學

老師認識初試，進而在學校輔導學生，鼓勵更多學生參加。去年我們也首次在初

試納入 5 題選擇題，希望可以提高學生答題的正確率與信心。近 3 年來報考人

數逐漸攀升，在去年已回到 3,335 人，接近 2013 年時的人數。我們也將持續努

力，以達成上述的目標，厚植國家科技實力。 

 

  



 

7 
 

2022 年第 22 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及第 52 屆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 

國家代表隊選拔流程圖 
 

  

物理奧林匹亞初選 
(選出約 400 人) 

110 年 11 月 6 日下午 1:30~4:30 
筆試三小時 

物理奧林匹亞複選 
(選出約 30 人) 

111 年 2 月 19 日下午 1:30~4:30 
筆試三小時 

物理奧林匹亞決選研習營 
(選出 10 人：正取 8 人，備取 2 人) 

111 年 3 月 21 日～ 4 月 9 日 
第一、二週   教學 
第三週   選拔考試 

全國高中生物理競賽 
(選出約 3～5 人) 

國家代表隊賽前集訓研習營(二) 
暫定 111 年 6 月 5 日～ 7 月 16 日 

參加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 
111 年 7 月(日期未訂) 
白俄羅斯（明斯克） 

參加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 
111 年 5 月 15 日～ 5 月 23 日 

印度（德拉敦） 
(最後綜合評選 5 人，參加國際賽) 

國家代表隊賽前集訓研習營(一) 
(由決選正取 8 人，參加亞洲賽) 
111 年 4 月 10 日～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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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年第 22 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及第 52 屆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 

國家代表隊選拔要點 
 

壹、主辦單位：教育部 

 

貳、承辦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 

 

參、選拔對象：符合下列二條件的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在學學生 

(不含國民小學在學學生)： 

一、具有中華民國身分證者； 

二、在2022年6月30日前，年齡不超過20歲。 

備註：曾擔任國家代表隊參加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者，若資格符合得參加國

內初選、複選競賽、決選研習營，但不得再次擔任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

國家代表隊。 

 

肆、選拔流程： 

一、初選考試： 

1、報名資格： 

凡對物理有興趣之中等學校在學學生(不含國民小學在學學生)，均可

向所就讀學校自由報名。名單由就讀學校彙轉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辦

理。 

2、考試時間及地點： 

初選競試日期定於民國110年11月6日(星期六)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舉

行。 

全國分成十一考區同時舉行，各區考試地點另行通知。 

3、考試範圍： 

初選考試命題以99課綱之高一基礎物理、高中物理的『力學』(含流體)及

『熱學』為範圍。 

4、錄取人數： 

約400名，為調衡性別差距，少數的單一性別人數將增額錄取達10%。 

5、獎勵： 

(1)發給初選入選證書。 

(2)入選學生除發給訓練教材第一、二冊外，並由承辦單位聘請大學物理教

授，定期輪流前往各區中學指導研習。平時則聘請各區學校之優秀物理

教師予以輔導。 

(3)初選成績居前20%者，發給成績優良證書，已領有初選入選證書者，不

重覆發送。 

(4)凡參賽者，發給參賽證明。 

 

二、複選考試： 

1、報名資格： 

初選考試入選之學生。 

2、考試時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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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競試日期定於民國111年2月19日(星期六)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舉

行。全國分成八或九考區同時舉行，各區考試地點另行通知。 

3、考試範圍： 

複選考試命題以高中物理和訓練教材有關『力學』、『熱學』、『光學』、『電

磁學』、和『波和振動』為範圍。 

4、錄取人數： 

(1)正取約30名（內含下列第二款錄取人數），得列備取1~10名。 

(2)全國高中學生物理科能力競賽總成績排名居前的3～5名學生，視同複

選正取。 

(3)為調衡性別差距，單一性別在上述第一款正取人數低於5名者，得特別

增額錄取3名。 

5、獎勵： 

(1)發給複選入選證書。 

(2)入選學生發給訓練教材第三冊。平時則聘請各區學校之優秀物理教師

予以輔導。 

 

三、決選研習營： 

1、報名資格：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1)複選考試入選的學生。 

(2)參加上屆物理奧林匹亞國家代表隊選拔考試，通過決選結訓(排名前百

分之五十)並獲選訓工作委員會推薦者。 

備註：選訓工作委員會得考量學生新年度初選和複選成績，決定是否推

薦參加決選研習營。 

2、研習時間和地點： 

決選研習營訂於民國111年3月21日至4月9日期間，於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

理系舉行，為期三週(考試和訓練並行)。 

3、考試範圍： 

依據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命題大綱之規定。 

4、評選方式： 

(1)採用十級分制，將各階段選拔考試成績換算為級分。各項考試成績的加

權因子，規定如下： 

初選(×1)，複選(×2)，全國物理競賽(×2)，決選(×10)。 

(2)計算方式：在複選和全國物理競賽兩項成績中，選取最佳者，連同初選

和決選成績共三項成績，合併計算加權平均級分。 
(3)參考學生成績等級，由全體選訓小組教授評選決定之。 

5、錄取人數： 

正取8名，備取2名。 

6、獎勵： 

(1)獲正取的 8名和備取的 2名學生，共 10 名，同時參加國家代表隊賽前

集訓研習營(一)。正取的 8名學生代表我國參加 2022 年第 22 屆亞洲物

理奧林匹亞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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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名居前百分之五十者按教育部公佈之「參加國際數理學科奧林匹亞

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良學生升學優待辦法」的規定，可申請推薦

入各大學物理系就讀。 

 

四、國家代表隊賽前集訓研習營(一)： 

1、參加資格： 

通過決選研習營的正取8名學生和備取2名學生。 

2、集訓時間和地點： 

賽前集訓研習營(一)訂於民國111年4月10日至5月13日期間，於國立臺灣

師範大學物理系舉行，為期四週，涵蓋亞洲競賽所需的理論和實驗課程。 

 

五、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 

1、參加資格： 

通過決選研習營，列為正取的8名學生。 

2、競賽時間及地點： 

第22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將於民國111年5月15日至5月23日，由印度

(德拉敦)舉辦。 

3、考試範圍： 

依據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命題大綱之規定。 

4、錄取人數： 

綜合決選研習營和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的成績，以及國家代表隊賽前集

訓研習營(一)中的表現，從決選考試錄取的10名學生（包括正取和備取者）

中，由全體選訓小組教授評選出5名正取學生，代表我國參加第52屆國際物

理奧林匹亞競賽，另得視情況備取1～2名。 

5、獎勵： 

(1)正取者代表我國參加由白俄羅斯主辦的2022年第52屆國際物理奧林匹

亞競賽，將於民國111年7月中旬期間在明斯克舉行。 

(2)教育部訂有「參加國際數理學科奧林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

良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六、國家代表隊賽前集訓研習營(二)： 

1、參加資格： 

入選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國家代表隊的5名學生。 

2、集訓時間和地點： 

賽前集訓研習營(二)訂於民國111年6月5日至7月16日期間，於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物理系舉行，為期六週，涵蓋國際競賽所需的理論和實驗課程。 

3、參加國際競賽： 

預計於民國111年7月中旬出發，前往白俄羅斯‧明斯克參加2022年第52屆

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