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期刊論文 

莊鑫裕、李大麟（2019）。強化我國學生水域安全知能之措施與策略。國民體育季刊，198，46-49。 

葉子誠、蕭新榮、李大麟、盂峻瑋（2018）。應用蹼泳雙蹼器材提升國小高年級學童游泳能力成效之    

研究。臺中科大體育學刊，14，63-74。 

蕭新榮、葉子誠、李大麟（2018）。競技游泳水道編配分析。臺中科大體育學刊，14，78-86。 

李大麟（2012）。我國參加倫敦奧運選手現況與競爭力分析 – 游泳。國民體育季刊，170，77-81。 

李大麟（2010）。不同層級游泳接力首棒出發和接棒出發反應時間之分析。運動教練科學，19，41-54。 

李大麟、巫慧萍（2009）。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競賽成績發展趨勢之探討。交大體育，5，33-40。 

許富淑、藍碧玉、李大麟（2009）。輔仁大學選修游泳課學生之學習動機。98年大專體育學術專刊，

177-186。 

李大麟、巫慧萍（2008）。腦性麻痺學童的水中活動教學。交大體育，4，72-79。 

李大麟（2008）。全國大專游泳競賽犯規動作之探討。97年大專體育學術專刊，577-581。 

李大麟、巫慧萍（2007）。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游泳代表隊訓練計畫。交大體育，3，112-117。 

李大麟（2004）。游泳肩膀傷害之探討。中華游泳，74，49-57。 

李大麟（2004）。以2003年世大運游泳賽看下屆我國參賽項目及標準。中華游泳，74，34-37。 

李大麟（2003）。92年全中運游泳競賽國高中組參賽人數及比賽成績分析。中華游泳，70，50-55。 

李大麟（2003）。大專游泳競賽出發反應時間與比賽成績相關之探討。中華游泳，68，59-68。 

李大麟（2003）。亞洲國家游泳選手年齡與體格調查分析。中華游泳，67，67-78。 

李大麟（2002）。全國春短分齡游泳錦標賽犯規動作記錄分析。中華游泳，65，49-56。 

李大麟（2002）。90年全運會游泳競賽個人項目出發反應時間分析。中華游泳，64，94-99。 

李大麟（2002）。90年全運會游泳接力競賽項目出發整體反應時間之探討。中華游泳，63，49-55。 

李大麟（2001）。不同等級200公尺游泳項目身體型態差異之分析。中華游泳，61，32-37。 

李大麟、黃懿卿（2001）。游泳選手血型分析初探。中華游泳，60，29-33。 

李大麟（2001）。臨界速度在游泳訓練上的應用。中華游泳，59，33-35。 

李大麟（2000）。2000年奧運我國選手成績評析。中華游泳，58，38-45。 

李大麟（2000）。全運會混合式競賽項目配速分析。中華游泳，57，42-48。 

李大麟（2000）。我國游泳選手年齡、身高及體重之分析。中華體育，55，137-144。  

李大麟（2000）。亞運游泳競賽配速表。中華游泳，54，80-86。 

李大麟（1999）。蔡淑敏200公尺自由式配速個案分析。中華體育，49，34-39。 

李大麟、盧淑雲（1999）。清華大學1997與1998新生健康體能分析。大專體育，41，85-91。 

李大麟、蕭新榮（1998）。1996年奧運會游泳優勝選手年齡、身高及體重之分析。中華體育，47，62-69。 

李大麟（1996）。奧運女子游泳800公尺自由式配速之分析。中華體育，39，149-155。 

李大麟（1996）。1996年奧運會游泳比賽成績分析。大專體育，28，13-18。  

李大麟（1994）。游泳運動的伸展操。臺灣省學校體育，20，51～55。  

李大麟（1992）。清華大學學生體適能發展探討。中華體育，24，103～108。 

 



 
2 

研討會論文 

謝文偉、鄭為仁、李大麟（2013）。清華大學教職員工參與身體活動課程對健康體適能之影響研究。

2013年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桃園：國立體育大學。 

許東和、李大麟、劉季諺、劉建恆、陳冠蓓、朱清良、陳子智（2011）。靈芝蛋白在運動員成績強化

及免疫調節上之應用。2011台灣運動生理暨體能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高雄：正修科技大學。 

蘇裕欽、黃耀彬、許東和、李大麟（2010）。不同性別與階段游泳選手犯規情形之探討—以九十八年

全國小學分級游泳錦標賽為例。2010年台灣運動社會學研討會。桃園：國立體育大學。 

李大麟（2009）。我國中等以上各級學校游泳競賽自由式項目成績發展分析。2009 年國際運動教練科學研

討會。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 

張翠園、李大麟、陳建雄（2008）。女性競賽泳裝設計之研究。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2008 國際設計實務暨理

論學術研討會。台北市：實踐大學。 

李鋆倫、許東雄、許玉雲、李大麟、蕭新榮（2007）。靈芝萃取物補充對游泳選手訓練與成績表現之

影響。2007台東大學國際體學術研討會。台東縣：國立台東大學。 

李大麟、許玉雲（2006）。2005 年兩岸全國運動會游泳競賽成績及年齡比較分析。中華民國九十五年

大專校院運動會體育學術研討會。雲林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李大麟（2004）。全運會游泳競賽接力項目反應時間之分析。2004 年台灣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

討會。嘉義縣：吳鳳技術學院。 

李大麟（2004）。優秀游泳選手血型分佈初探。2004運動訓練學國際論壇。台南縣：長榮大學。 

李大麟（2003）。全大運游泳競賽配速模式之分析。92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體育學術研討會。台中

市：國立台灣體育學院。 

李大麟（2003）。分齡游泳競賽犯規動作之探討。2003 年台灣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

嘉義縣：吳鳳技術學院。 

李大麟（2002）。我國與亞運選手年齡及體格比較分析。2002 年台灣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

討會。嘉義縣：吳鳳技術學院。 

李大麟（2002）。奧運優秀游泳選手競賽配速之分析。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九十一年度體育學

術研討會。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 

李大麟、周志松（2002）。游泳競賽出發整體反應時間分析。2002 年國際運動訓練科學研討會。桃園

縣：國立體育學院。 

李大麟、黃懿卿（2001）。優秀游泳選手身體組成之研究。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九十年度體育學術研討

會。台中市：國立台灣體育學院。 

李大麟（2001）。不同專項游泳選手體型特徵分析。2001 年國際運動教練科學研討會。台中市：國立

台灣體育學院。 

Lee, T.L., Hsueh, H. H., Lin, K. F.(200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200m performances with athropometric 

variables for the elite swimmers.The Sixth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World Congress on Sport 

Sciences, Salt Lake, USA. 



 
3 

林貴福、黃榮宗、李大麟、范希真、薛宏輝、蘇振鑫（2000）。不同專項游泳選手體脂肪之研究。中

國第六屆全國體育科學大會。武漢體育學院。 

陳仲仁、李大麟（2000）。國內優秀游泳選手划手參數之分析。2000 年運動生物力學應用與展望研討

會。台北市。國立陽明大學。 

李大麟（2000）。全運會游泳競賽配速模式之分析。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八十九年度體育學術

研討會。雲林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李大麟、林貴福（1999）。不同游泳競賽項目最佳化配速之研究。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八十八年度體育

學術研討會。台北縣。輔仁大學。 

Chou, F. P., Liu, C. H., Lee, T. L., Huang, Y. C., Fang, C. L.(1998). Effects of two-week weight reduction by 

exercise on men obese(ob) gene expression. Asian Conference of Sport Sci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李大麟、盧淑雲、林貴福（1996）。清大入學新生健康體能評析－兼論大一體育課程內容之因應導

向。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八十五年度體育學術研討會。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 

Lee, T. L., Lin, K. F.(1994).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ange of asian game swimming records from 1970 to 

1990. Asian Sport Sciences Congress, Hiroshima.  

Lee, T.L., Hsiao, H. J., Lin, K. F.(1993). The hematological change in a bout of intense swimming training. 2nd 

International Conderence on Medicine, Beijing, China.  

李大麟（1992）。清華大學學生體適能要素發展研究。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八十一年度體育學術研討

會。台北縣。輔仁大學。 

 

報告及其他著作 

李大麟（2014）。游泳報告。2014年第 17屆仁川亞洲運動會賽中考察團報告書。台北市：中華奧林匹

克委員會。 

李大麟（2013）。游泳報告。2013 年第六屆天津東亞運動會考察團報告書。台北市：中華奧林匹克委

員會。 

李大麟（2011）。從無游泳池學校實施游泳教學談提升教學成效策略－以捷泳陸上輔助活動為例。台

東縣國中健體領域輔導團 100 年度精進教學計畫－組內研修暨教學知能研習會手冊。台東縣：寶

桑國中。 

李大麟（2011）。轉身檢查工作研討。100 年度 A（國家）級游泳裁判復訓－複訓手冊。台北市：中華

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李大麟（2011）。鐵人三項、輕艇、游泳考察報告。2010年第 16屆廣州亞運會訓輔及運科考察團報告

書。台北市：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李大麟（2010，10月22日）。溫水泳池 先進國家趨勢。中國時報，C4版。 

李大麟（2010）。新竹縣訪視心得。99 年打造運動島計畫總檢討會會議手冊。台北市：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 

李大麟（2009）。游泳考察報告。2009 年第五屆香港東亞運動會訓輔及運科考察團報告書。台北市：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4 

李大麟（2009）。新竹縣輔導訪視心得。98 年運動樂活計畫＆運動紮根計畫總檢討會會議手冊。台北

市：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李大麟（2008）。如何提升學生水域運動安全與自救能力。推動學生游泳能力暨海洋運動研討會。台

北市：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李大麟、許玉雲（2008）。淺釋 2005～2009 游泳增修規則。國家 A 級游泳裁判複訓講習會。高雄市：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李大麟（2007）。擔任 2007 年第五屆雅加達亞洲分齡游泳錦標賽裁判報告書。高雄市：中華民國游泳

協會。 

李大麟（2006）。特殊教育推廣水中運動課程的教學心得與建議。新竹市九十五年度特殊教育推廣水

中運動課程成果彙編。 

李大麟（2002）。體育課中游泳活動強度分析。載於林正常（主編），心臟病學生體育課程活動強度

指引。台北市：教育部。 

李大麟（2001）。中華游泳代表隊國際參賽表現之我見。教練雙月刊，14，4版。 

李大麟（1999）。游泳教學法-仰泳。載於陳和睦編。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88年度游泳教學研習

會報告書（53-62頁）。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李大麟（1999）。游泳項目。載於莫季雍編。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全國運動會競賽導覽手冊（31-37

頁）。桃園縣：國立體育學院。 

 

游泳教材著作 

李大麟（2010）。適應水性。99 年度提升大專學生學會游泳人口比例初級游泳教學研習手冊。台北

市：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李大麟（2010）。初級自由式技術分析與教學。99 年度提升大專學生學會游泳人口比例初級游泳教學

研習手冊。台北市：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李大麟（2009）。仰式教材教法。九十八年度提升學生游泳及救生能力教材教法研習會。台北市：教

育部。 

李大麟（2008）。仰式與蝶式教學。台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C級游泳教練講習會講習資料。 

李大麟（2008）。基礎游泳教學。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97年度 C級游泳教練講習會講習手冊。 

李大麟（2008）。捷泳教學。台中縣體育會游泳委員會 97年度 C級游泳教練講習會資料。 

陳和睦、劉俊宏、李大麟（2007）。自救及簡易救生技能。九十六年培訓學生游泳指導及管理人才研

習會報告書。台北市：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李大麟（2007）。出發與轉身。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97年度 C級游泳教練講習會講習手冊。 

李大麟（2007）。游泳教練對規則的認識。宜蘭縣 96年度 C級游泳教練講習會資料。 

李大麟（2007）。混合式教學。中華民國C級游泳教練講習會研習手冊。 

李大麟（2006）。如何學好游泳的換氣。95 體育教學小秘訣──得獎作品報告書。台北市：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 



 
5 

李大麟（2006）。仰泳教學法及指導要領。95 年培訓學生游泳指導及管理人才講習會講習手冊。新竹

市：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李大麟（2005）。蛙式。中華民國大專體總游泳委員會 94 年 C 級游泳教練講習會研習手冊。台北市：中

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