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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一）探討不同性別桌球選手暫停次數之使用情形；（二）探討

教練與選手暫停次數之使用情形；（三）瞭解比賽過程、不同局數、比賽時段及不同分差

之使用暫停次數之情形。本研究受試對象為參加九十六年度全國桌球國手選拔賽之男、女

選手及教練為研究對象，在選手部分平均年齡男生為 19.82 ± 3.28、女生為 17.69 ± 2.8；而

在教練部份年齡為 30 ± 10.22；男教練為 29 人、女教練為 19 人。共計 822 場，其中男子

442 場、女子 380 場。統計方法以卡方檢定考驗各個研究目的。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性別選

手在使用暫停次數男生達顯著高於女生。而在不同分差、比賽過程、不同局數及比賽時段

其暫停次數均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比賽策略、桌球、暫停時機  

壹、緒論 

一、問題背景 

自從 2000 年後的比賽規則中出現暫停條款（桌球規則，2007），即是每場比賽雙方球

員各有一次暫停權力，這個重要變革對於實力相差無幾的選手而言，其比賽過程具有極大

的波動和不確定性。暫停條款的確增加桌球比賽的激烈性和提升比賽過程的緊張氣氛外，

對於實力旗鼓相當的比賽的結果更是難以估計，且凸顯教練在臨場指導的功力，往往教練

的決策時間都是在比賽進行中，況且這個決策經常是攸關比賽結果的重要決定。長期以來

兩性在參與運動上的心理差異一直是研究的重要方向（陳其昌，1998），性別因素一直是許

多研究的首要考量，而桌球比賽項目中過去在性別的相關研究有不同的成果（何正峰、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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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利、陳光紫、王潔玲，2008）。所以本研究除了試圖探討教練和選手於桌球比賽中的暫停

次數外，其不同性別選手對於暫停次數的多寡也一併進行探討。以供日後教練、選手和有

關行政單位可以有所了解其暫停行為的重要性。 
桌球競賽是屬隔網、高對抗性、開放且複雜性運動項目。雙方在球體小、速度快、變

化多、短距離的情況下，運動員須做出來球的方向判斷、旋轉判斷及身體到位並回擊的動

作，著實考驗著選手的判斷力及反應敏捷性，除了須要有平時循序漸進的訓練外，更須要

藉由比賽情況來檢視訓練的成效狀況，以調整平時訓練的技術方向，加強其本身的特長，

此乃現今講求科學訓練的重要課題。Gilovich (1984) 認為複雜且開放性的運動項目領堿是

最適合進行決策的研究，所謂的決策即是下定決心，是指決策者根據可獲得的不確的環境

信息。從一組備選方案中選擇最優的過程（邵桂子、滿江虹，1996）。劉玉華、霍海峰。（2002）
指出，教練的決策能力是依據客觀條件對競技運動中的戰略、戰術、行動、目標和方案進

行決策的活動能力，同時提出了教練的決策能力的構成包括「淵博的知識」、「智慧的頭腦」、

「豐富的經驗」、「鎮靜的情緒」、「謀略與決策」、「堅強的意志」和「靈感與應變能力」等。

在比賽情境下，比賽前教練可以計畫選擇一個最好的決策和滿意的決策，進而取得較為滿

意的比賽結果，但在比賽中尤其是決賽和關鍵性的場次上需要教練做出孤注一擲的決策，

以便將勝率提高。吳述成、孟令英與張斌（1999）指出，教練要有好的決策能力，必須具

備:一、知識結構，包括專項訓綀理論與相關學科理論，這乃是決策的基礎；二、能力結構，

包括智力、教練能力和創造能力；三、應變能力。教練的暫停決策行為對桌球運動中的技

術、戰術和心理層面對比賽的輸贏乃習習相關。所以教練的決策能力，無論在訓練的安排

上還是在比賽臨場的指揮上，都直接影響關係到訓練的成效及比賽的勝負。 
逹網球名將康諾斯說過的一句話：「當運動員的體能和技術已 到最佳狀態的情況時，比

賽中的勝負 95%取決於臨場比賽的心理狀態」(Weinberg, 1988)。比賽中體能和技術的情況

是外在可以察覺與分辨出來，但是在心理層面的因素卻是內在的。運動員在這個因素上的

差異是微妙而且不易察覺（廖主民，1993），因此對於今後實力相當的桌球比賽，心理層面

的掌握，是重要的課題。以往桌球比賽中教練只能在每局之間給予選手指導，其它時間內

的指導都是非法性指導，也是規則所不允許的，可能遭裁判趕出場外的結果。而且，教練

於每局間指導只能是對下一局比賽的技、戰術指導，對上一局的比賽結果並沒任何的幫助，

如今每場比賽中雙方各有一次暫停，對於一場競爭激烈的比賽著實佔著重要的輸贏關鍵，

適時的暫停可以有效的改變輸贏結果、鞏固贏球的局面、心理的調整，而不合理的暫停則

相反，所以教練及選手對於每場僅有一次的暫停使用就顯得格外重要。 
一位優秀傑出的教練，應該要像是一名經驗豐富的心理學家一樣，能夠及時了解隊員

的心理狀態，如能對症下藥，調整球員的比賽情緒與狀況，以保持比賽能順利的進行與發

揮，教練領導是幫助運動員快速達到目標的行為過程 (Barrow, 1977)。然而，教練的臨場領

導可能改變選手的一生，教練的一句話、一個動作可能讓選手「茅塞頓開」，而教練如何善

用比賽中僅有一次的暫停實為值得探討之問題。由於目前桌球比賽每場之間僅有一次的暫

毎停權， 次暫停為一分鐘的休息時間（桌球規則，2007），國內一場比賽為五戰三勝制，而

一場完整的國際賽需要七戰四勝，教練和選手於比賽中面臨實力相當之對手與局勢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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毎局之比賽的策略必需要根據對手和選手本身之臨場表現情況加以調整和應對，而 一比分

皆為十足之關鍵，比分之間的差距該使用的策略為何，皆是教練和選手要共同去思考的比

賽策略。教練和選手如果可以好好的運用比賽中暫停的權力，則可以有戰術的調整、心理

的調適、扭轉勝負局勢等作用，但是如果是不合理的暫停則會造成相反效果，所以暫停的

決策行為關係到整場的比賽結果，實為不可忽視之行為，整場球賽何時才是比賽中好的暫

停呢？在比賽過程中領先或是落後下暫停才是合理的暫停呢？教練與選手的認知和想法是

否有一致性的默契呢？此乃本研究之主要目的。 

二、研究目的 

(一) 比較不同性別桌球選手暫停次數之使用情形 

(二) 比較教練與選手暫停次數之使用情形 

(三) 瞭解比賽過程、不同局數、比賽時段及不同比分差距使用暫停次數之情形 

三、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 暫停：指兩方選手於比賽中，教練或選手對裁判提出暫停且獲裁判允許並執行

之。（引自桌球規則，2007） 
(二) 暫停時段：指球員或教練提出暫停經裁判允許時之比分區段。為方便研究之統計

與分析，將比賽中區分為前段、中段與後段，0-4 分為前段，5-8 分為中段，9 分

後為後段，提出暫停之球員或教練，以當時之使用暫停者時段登錄。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參加九十六年度全國桌球國手選拔賽之男、女選手和現場執行教練為研

究對象，平均年齡男生為 19.82 ± 3.28；女生為 17.69 ± 2.8，共計 822 場其中男子 442 場、

女子 380 場。在教練部份年齡為 30 ± 10.22；男教練為 29 人；女教練為 19 人，研究者依據

研究目的與桌球比賽之特性設計所須之記錄表，由台南科技大學女子桌球隊之選手擔任比

賽中之暫停情況之登錄者，為求登錄之信度於比賽前由研究者帶領登記之練習，並於隊內

比賽時實際演練其記錄之熟悉度。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教練於暫停中對球員所做之任何指導言語與指示，不在本研究範圍中。 

三、資料處理 

(一) 以卡方檢定瞭解桌球選手使用暫停次數之情形。 
(二) 各項統計考驗的顯著水準均訂為 α＝.05。 



運動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 
 

  
4 

 
參、結果與討論 

一、比較不同性別桌球選手暫停次數之使用情形 

由表 1 的研究結果發現，男、女選手共登錄 822 場比賽，男子選手共有 442 場，女子

選手共有 380 場，822 場比賽僅有 191 場的選手有使用暫停權，只有佔 23.24%的使用情形，

男選手只佔了 13.63%的使用暫停情形，女選手佔了 9.61%的暫佔使用。由此可見，於桌球

比賽中暫停權的重要性沒有受到教練與選手的重視，而且使用情況並沒有受到重用，尤其

在女選手的部份更顯得薄弱。經過與幾位資深國家級教練個別晤談發現，很多比賽會提出

暫停很多是教練提出，而非選手主動提出。換言之，是教練要求選手作暫停的動作，教練

提及此事都覺得選手應該在平時就習得運用暫停這個技術，能夠在落後的情況下穩住心理

狀況再配合戰術以獲得最佳比賽結果。研究者訪談三位擁有國家級並於大專院校任教 10 年

以上之資深桌球教練，針對比賽中暫停的重要性與使用情況的選擇，三位教練皆感到比賽

中的暫停運用是一項非常重要決定，因為對己方而言，當比賽落後時可以調節場面氣勢和

選手緊張的情緒，而且暫停後比較會思考自己的球路，和如何應對對手的優缺點，可以讓

選手有反敗為勝的機會和企圖心。相對於對手而言，可以中斷對手的士氣和流暢性，並且

減緩對手的繼續進攻和壓迫。 

表 1  不同性別選手桌球比賽暫停數之差異 

 比賽場次 
使用 

暫停場次 
使用率 χ2 

男 442 112 25.34 
6.021＊ 女 380 79 20.79 

合計 822 191 23.24 
＊p＜.05 

二、比較教練與選手暫停次數之使用情形 

由表 2 研究結果發現，比賽中由場外教練喊暫停為多共計 126 場佔 65.97%；其次由比

賽選手喊暫停共計 65 場佔 34.03%。選手比賽中還是以教練之戰術為優先和重要，教練於

場外看選手比賽中之技、戰術之表現和運用，並且觀察對手之優缺點會來得比選手更清楚，

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之道理。 
桌球競技運動的提昇及比賽規則的修改，使其運動員之間的勝負差距越來越小，且也

更存在的不確定性，這對臨場指揮坐陣的教練而言更顯得其重要性，劉淑慧和王惠民（1995）
指出，比賽的勝負往往產生在瞬息之間，教練臨場指揮絕對不能猶豫，當機立斷的教練於

比賽中的決策則必須是有權威式和命令式，容不得討論和商量。因為教練於訓練和比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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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輸贏之局勢，所以教練於比賽中的觀察、分析與決策必須是敏銳的。研究者近一步訪

談教練有關使用暫停時機，資深教練認為在己方處於落後的情況下，而比賽快要接近結束

時，會採用暫停來暫緩一下選手的情緒，讓選手有停頓和思考的時間，同時也會在雙方比

數緊追不捨時使用暫停，商討一下戰術 穏和因應對策，並且可以有 定軍心、安撫情緒之作

用。且一致認為於於平時訓練中必須讓每位選手了解自己的專長發球和特長技術，才可以

於比賽重要時刻叫暫停時特別使用，並且於平日藉由比賽模擬練習時先強迫選手於每場比

賽中皆要使用暫停的演練，並且告知和告誡選手適當叫暫停後，需要使用平時的專長發球

和特長技術，這樣可以讓選手於比賽中了解到什麼時間和情況下使用暫停，自然而然的更

了解自己的比賽節奏，而且可以訓練到暫停後知道如何讓自己可以緩和後，還可以思考到

如何應對此場比賽，所以練習中必須要訓練和習慣後，才能在正式比賽時運用自如。 

表 2  教練與選手桌球比賽暫停數之差異 

 
比賽場次 

使用 
暫停場次 

使用率 χ2 

教練  

191 
126 65.97 122.094＊ 

選手 65 34.03 

＊p＜.05 

三、瞭解比賽過程、不同局數、比賽時段及不同分差使用暫停次數之情形 

(一) 比賽過程使用暫停次數之情形 
由表 3 至表 5 研究結果發現，男選手共有 112 場比賽中使用了暫停權，其中 42 場的比

賽於比賽領先中請求暫停佔 37.5%，有 8 場於雙方平手時請求暫停佔 7.14%，有 62 場的暫

停於落後中請求暫停佔 55.36%；女子選手共有 79 場比賽中使用了暫停權，其中 47 場的暫

停於落後中請求暫停佔有 59.49%，有 5 場於雙方平手時請求暫停佔 6.33%，有 27 場的比賽

於比賽領先中請求暫停佔 34.18%。 
由上可得知教練與選手們使用暫停權皆於落後時使用較多，其次是領先球數，最後才

是平手時，由此見得我們叫暫停之動機皆屬於較被動的行為，都是由於落後的情況下才會

警覺到該是暫停的時候了，而可能原因也因為落後中教練與選手想藉由暫停來緩衝情緒，

教練給予重點式的戰術指導，精神上的鼓舞等，這與 11 球制之比賽中對選手的心理素質，

要求較高情形下更顯得重要性，現今桌球比賽要求教練與選手於比賽中專注性與觀察力需

要更加快速與準確，因為比賽中的攻與防轉換快速，比賽結果偶然性增加許多，如果暫停

於落後或者領先時使用得當，則扳回氣勢與球數則是有利之選擇，這支持了許多對 11 球制

之研究結果（邱詩詠，2006；晏學寧，2001；劉羿德，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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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比分領先時選手使用暫停之情形 

 比賽使用

暫停場次 
使用 

暫停場次 
領先時使用

暫停 
使用率 χ2 

男 442 112 42 37.50 
42.87＊ 

女 380 79 27 34.18 
＊p＜.05 

表 4  比分落後時選手使用暫停之情形 

 比賽使用

暫停場次 

使用 

暫停場次 

落後時使用

暫停 
使用率 χ2 

男 442 112 62 55.36 
56.73＊ 

女 380 79 47 59.49 
＊p＜.05 

表 5  比分平手時選手使用暫停之情形 

 
 

比賽使用

暫停場次 

使用 

暫停場次 

平手時使用

暫停 
使用率 

男 442 112 8 7.14 

女 380 79 5 6.33 
         ＊p＜.05 

 (二) 不同局數使用暫停次數之情形 
由表 6 研究結果發現，比賽中並無選手或教練於第一局暫停；第二局使用暫停權的有 4

場佔 2.1%；第三局使用暫停權的共有 41 場佔 21.47%；第四局使用暫停權共 77 場佔 40.31%；
第五局使用暫停權共有 69 場佔 36.12%。 

由此可知，第四局喊暫停的教練和選手較多，其次是第五局，比賽採五戰三勝中第四

局和第五局乃重要之決勝局，所以造成皆於決勝局中叫暫停之現象。 

表 6  比賽暫停局數之比較 

局數 次數 百分比 χ2 

一 0 0 

130.60＊ 
二 4 2.1% 

三 41 21.47% 

四 77 40.31% 

五 69 36.12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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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不同比賽時段暫停次數之情形 
由表 7 研究結果顯示，比賽中前段（0-4）球使用率為 40.31％；中段（5-8）使用率為

37.7％；後段（9 分以後）使用率為 21.99％。結果顯示教練與選手使用暫停為比賽中前段

為多，其次為中段，其結果顯示與一般教練和選手印象中有些差異存在，一般印象中可能

會覺得後段較重要，而一場只有一次暫停的使用會在後段為多，可能原因是在於前段如果

差異太多球，怕局勢已去追不回來，在氣勢上和心理層面上壓力太大，使技術更無法有好

的表現，所以於前段差距幾球後則意識下就快點叫暫停來緩衝情緒與鼓舞士氣，並調整其

戰術之使用情形，這就是 11 球制最大不同之處，所以 11 球之賽制下，開局球之重要性可

想而知，同時也驗証邱詩詠（2006）、晏學寧（2001）及劉羿德（2002）之學者對 11 球所

做之研究。 
(四) 不同比分差距暫停次數之情形 
由表 8 研究結果顯示，比賽中教練選手使用暫停時之比分輸 3 分時有 39 次為最，佔

20.42%；其次為比分為輸 1 分時有 31 次佔 16.23%；第三為比分輸 2 分時有 24 次佔 12.57%；
第四為比分為領先 1 分和 2 分時，有 20 次佔 10.47%；第五為比分輸 4 分時和比分領先 3
分時，共有 15 次佔 7.85%；第六為比分領先 4 分時有 8 次佔 4.19%；第七為比分輸 5 分時，

有 4 次佔 2.09%。 

表 7  不同比賽時段使用暫停之情形 

 
前段 

（0-4） 
中段 

（5-8） 
後段 

（9 以後）
χ2 

次數 77 72 42 
74.63＊ 

使用率 40.31% 37.7% 21.99% 
＊p＜.05 

表 8  不同比分差距使用暫停次數之情形 

比分差距 次數 百分比 χ2 
-5 4 2.09% 

109.30＊ 

-4 15 7.85% 
-3 39 20.42% 
-2 24 12.57% 
-1 31 16.23% 
0 15 7.85% 
1 20 10.47% 
2 20 10.47% 
3 15 7.85% 
4 8 4.19%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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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得知教練和選手之暫停皆於輸 1-3 球之情況中使用，可能原因為選手之實力相

當之下，於輸贏 1 球至 3 球間是常有之事，而且在這 1-3 球中是最有機會迎頭趕上和反敗

為勝之分數，也因為選手之實力在伯仲間，對抗性特別強和競爭激烈之下，常常會造成選

手緊張情況增加，在這 1-3 球間差距小的情況下心理壓力增強，會較容易不知所措和迷網，

所以教練會在這時叫暫停之動作，研究結果與劉羿德（2002）和邱詩詠（2006）雷同之意，

同時也驗証現今 11 毎球之比賽下 一球皆是重要之一分，比賽中不能有放鬆之情緒和專注力

的分期。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在暫停次數方面，男選手使用次數顯著高於女子，而在比

賽過程中無論領先、落後及平手的狀態下，均為男子選手使用暫停次數顯著高於女子選手；

而不同局數中發現以第四局使用暫停次數最多，由於愈接近關鍵比分，使用的機率也大大

提升。本研究可以提供教練與選手在日後訓練或比賽時，對於暫停時機的運用將有助於在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激烈運動競賽中，讓選手可以將比賽策略運籌帷幄，方能獲得勝利。

未來希望連結比賽結果作為探討，以確立暫停因素對於比賽結果的實際影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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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Using Time Out in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 

 

Ming-Yueh Wang1, Shu Man Chen2, & Chun-Fa Huang2 

Chao 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1 Shih-Hsin University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1) use of time out; 2) frequency of the use of time 

out by athletes and coaches; 3) strategic use of time out during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  The subjects 

were table tennis play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National Table Tennis Tournament in 2007, with average 

age of 19.82 ± 3.2 (male) and 17.69 ± 2.8 (female).  There were 29 male coaches and 19 coaches 

with mean age of 30 ± 10.2 years old.  There were 822 competitions including 442 male competitions 

and 380 female competition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uses of time out were more frequent in 

male than in female.  This difference in gender remained during the entire competition period. 

 

Keywords: competition strategy, table tennis, tim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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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ncept Mapping on Skills of  
Elementary Schoolers  

 
 

Wen-Chen Huang, Tshung-Wei Hu, Chien-Chih Chou, & Shih-Mei Shu 

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oncept mapping teaching on 
basketball skills preferment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 The 
participants for this study were 31 5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The teaching 
strategy for concept mapp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was intervened for 40 mins a session for 10 weeks 
and twice time a week.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the Learning style in PE & health basketball 
skill test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ed the t test and One-way 
ANOV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activist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ce progress in shooting, 
right hand dribble and passing in basketball. 2. The reflector students and pragmatist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ce progress in shooting in basketball. 3. The theorist students had no significance progress in 
basketball skills. 4. The reflector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ce progress in shooting then activist students, 
theorist students and pragmatist students in basketball. 5. The activist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ce 
progress in passing then reflector students, theorist students and pragmatist students in basketball.  
 
Keywords: teaching strategy, learning style, motor 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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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與閉鎖式運動選手動態視力之比較 

 

劉雅甄 1  王艾伶 2  鄭芳梵 2 

1 中華大學  2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比較開放式、閉鎖式、非運動員等不同運動技術特性選手動態視力之

差異。某體育學院 12 名排球和 12 名柔道選手為開放式運動特性之受試者，某體育學院 12
名射箭和 12 名游泳選手為閉鎖式運動特性之受試者，某體育學院 12 名運休系非專長生及

某大學 12 名同學為非運動員之受試者；所有受試者均於室內安靜空間，分別完成向右

(DVA-R)、向左(DVA-L)、向下(DVA-D)、向上(DVA-U)等動態視力測試，再以 Kruskal-Wallis
單因子等級變異數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向上(DVA-U)動態視力為開放式運動技術特性選

手顯著優於閉鎖式運動技術特性選手和非運動員(p<.05)，其他所有動態視力均顯示開放式

和閉鎖式運動技術特性選手顯著優於非運動員(p<.05)。本研究認為不同運動技術特性選手

動態視力差異性不大，不論運動技術是否隨個體外部情境變化而作相應變化的開放式和閉

鎖式的選手均具有較佳的動態視力。 
 

關鍵詞：運動視覺、運動特性 

壹、問題背景 

在國際運動競技水準的提升下，各種提高運動員成績的方法也逐漸多元化，如心理競

技能力的加強、體能的提升、技戰術的增進等等。其中根據部分研究指出運動員的運動成

績表現與運動員的運動視覺有關 (Sherman, 1983; Rouse 等, 1988; Portal & Romano, 1988; 

Classe 等, 1996)，如棒球運動的成績表現與運動視覺反應能力(Class 等.,1997 ; Sherman , 

1983)、動態立體視力 (Solomon, Zinn & Vacroux,1988)、動體視力（劉雅甄，2008）等達顯

著相關，動體視力又分別與非運動員的接球表現  (Sanderson,1974; Sanderson, 1978) 達顯著

相關，表示動體視力  (Dynamic Visual Acuity, DVA) 對運動表現具有決定性的影響(Rous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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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如排球運動中的接返扣球、對手移位攔網等要確實的判斷到位防守，就必須具備優

異的動體視力（林明聲，1999）。動體視力主要是依賴視錐細胞的作用，使個體在接收近側

刺激(proximalstimulus)後，能在視網膜上有清晰的物體影像，所以動體視力是在測量個體中

樞神經系統預測移動中物體的速度，並且調整視覺系統，以便於能使物體影像停留在中央

窩有足夠的時間，使得個體能知覺到物體細微部分的能力 (劉雅甄，2003)。Maeda and 

Tsurehara (1998) 曾以 30 名中學、89 名高校生和 16 名社會組棒球選手，進行 10 週超快速

球的打擊訓練，發現中學及高校生的動體視力有明顯提升。由此結果可知動體視力是可以

經由訓練來提升。 

一般而言，運動項目可根據外部刺激的利用程度，將運動項目分為開放式(open skill)

與閉鎖式 (close skill) 等不同運動技術特性；所謂的「開放式運動技術」是指動作隨個體外

部情境變化可作相應變化的技能，像這種狀況是很難有效預測對未來的動向而做出未來的

反應，例如排球、跆拳道等運動項目；相反地，「閉鎖式運動技術」則是指可以不參照個體

外部條件變化所進行的運動技能，而所在環境是穩定可以預測的，例如射箭、游泳等運動

項目。王艾玲、劉雅甄、鄭芳梵 (2008) 的研究顯示具學習不同運動術科經驗的體育科系女

大學生，與優秀女子排球選手有相近的動體視力水準；另外，劉雅甄、林添鴻、林昌國（2007）

曾發現棒球運動員在大學、高中、國中等階段的動體視力均顯著優於空手道運動員，並認

為不同運動特性與不同教育階段會影響動體視力。動體視力與參與運動訓練年度（劉雅甄，

2006a）、運動技能表現（劉雅甄，2008）、運動經歷與否（劉雅甄，2006b）、運動技能水準

（劉雅甄、楊賢銘，2005；劉雅甄，2006b）等因素有關，但對探討不同運動技術特性的動

體視力研究則較少，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比較開放式、閉鎖式、非運動員等不同運動技術

特性選手動體視力之差異；研究成果可提供為體育教學、運動訓練以及科學選材之參考依

據。 

貳、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72 名女性受試者自願參與本研究，60 名就讀某體育學院各專項校隊和運休系非專長

生，以及 12 名某大學非運動員同學，平均年齡為 20.4±1.8 歲；開放式運動技術特性受試者

是以排球選手和柔道選手為主，閉鎖式運動技術特性受試者是以射箭選手和游泳選手為

主，而非運動員受試者則是以臺北體育學院運動休閒系和中華大學同學為主；各組受試者

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 

 
 
 
 



不同運動特性選手動態視力比較 

 

 
133 

表 1  受試者基本資料 

運動特性 背景 人數 年齡(歲) 左眼    靜
止視力 

右眼    靜
止視力 

開放式 
排球 12 21.9±2.4 1.08±0.21 1.08±0.22 

跆拳 12 20.0±1.1 1.03±0.24 0.98±0.23 

閉鎖式 
射箭 12 20.3±1.6 1.10±0.18 1.04±0.12 

游泳 12 19.9±1.5 1.00±0.26 0.94±0.31 

非運動員 
運休系 12 21.0±1.5 0.92±0.21 0.90±0.25 

非運動系 12 19.2±1.3 0.90±0.14 0.94±0.23 

 小計 72 20.4±1.8 1.01±0.21 0.98±0.23 

二、測試方法： 

本研究測試方法參照劉雅甄 (2006) 的研究設計與測試流程，所有受試者先後完成靜止

視力測試與動態視力測試，測試流程與方法均相同。 
(一) 靜止視力測試： 

  研究者請受試者自行提供參與本實驗時，該學期開學初由專業醫療人員統一檢

測之健康檢查報告中的左、右眼靜止視力結果以作為研究參考依據。 
(二) 動態視力測試：                      

  本研究所指的動態視力是以日本Asics 公司與日本運動視覺權威學者Hisao 
Ishigaki，合作開發的專業運動視覺測試軟體〝ATHLEVISION〞為工具。分別檢測

受試者辨識向右(DVA-R)、向左(DVA-L)、向下(DVA-D)、向上(DVA-U)快速移動

數字的動態視力能力。所得結果依所能辨識數字的移動速度，而給予Rank 1-Rank 
10(劣至優)的分數。以下分別說明各動態視力之定義： 
 

1.DVA-R(DVA-Right)： 
  本研究所指的向右動態視力係為受試者辨識

由左向右移動的數字；如圖1。 

 
圖1 向右動體視力(DVA-R) 

 
2. DVA-L(DVA-Left)： 
  本研究所指的向左動態視力係為受試者辨識

由右向左移動的數字；如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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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VA-D(DVA-Down)：        

  本研究所指的向下動態視力係為受試者辨識

由上向下移動的數字；如圖3。 

 
圖2 向左動體視力(DVA-L) 

4. DVA-U(DVA-Up)： 
本研究所指的向上動態視力係為受試者辨識

由下向上移動的數字；如圖4。 

5.DVA-hor： 
  本研究所指的水平動態視力係DVA-R  
和 DVA-L 等水平移動的動態視力得分和。 
 

 
圖3 向下動體視力(DVA-D) 

6.DVA-ver： 
  本研究所指的垂直動態視力係 DVA-D  
和 DVA-U 等垂直移動的動態視力得分總和。  
 

7.DVA：                                     
  本研究所指的動態視力係為DVA-R、

DVA-L、DVA-D 和DVA-U 等四個移動方向的動

體視力得分總和。   

 
圖4 向上動體視力(DVA-U) 

 

動態視力測試方法參考劉雅甄（2006b），本研究要避免太陽光及燈光等光線影響到電

腦螢幕，進而影響受試者對電腦數字的辨識，導致測驗結果有誤差情形，因此實驗時，電

腦必須架設在室內的空間，於臺北體院運動器材所或臺北體院有窗簾設備的教室；受試者

在測驗時可以配戴眼鏡或隱形眼鏡，依照測試軟體所規範的距離，此次電腦設備螢幕為 14.1
英吋，雙眼距離電腦螢幕 40 公分。開始測試時，受試者的身體與頭部均不能移動，由研究

者以運動視覺測試軟體所設定之測試方法與流程解說，受試者進行詳細解說之後，在四種

動態視力測試之前，均完成四方向各一組循環的練習，使其熟悉整個實驗儀器和測驗的流

程。正式測試時，研究者於開始測試前說“ 預備”，使受試者專心注視電腦，電腦螢幕會

顯示兩個半圓，其中兩半圓中間會出現一個數字，此數字會依不同速度移動，在移動的過

程中會變換三個數字，受試者必需辨識所出現的三個數字為何；不論答案是否正確，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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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正確的數字，以避免產生學習效果及影響受試者心理狀態；每結束一個方向的測試後，

會給予受試者休息與準備時間，每位受試者四個方向皆做完兩組循環測試，取較高數值。

所有的受試者均進行相同的測試流程與方法。 

三、統計分析： 

由於動態視力的分數為 Rank 1 至 Rank 10，屬次序變項 (ordinal variable)。因此，本研

究以無母數統計考驗 (nonparametric statistical test) 中的 Kruskal-Wallis 單因子等級變異數

分析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by ranks) 進行考驗；若達顯著時，則進一步以 Dunn 多

重比較 (Dunn’s multiple comparison procedure) 進行考驗（林清山，1992），顯著水準均定

為.05；本研究所用之統計軟體為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開放式運動技術項目受試者(排球與跆拳)，閉鎖式運動技術項目受試者(射箭與

游泳)，及非運動員項目(運休系非專長與一般科系)等三組不同運動技術特性之動態視力比

較，每組皆為 24 名受試者，動態視力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2  開放式、閉鎖式、非運動員之動態視力描述性統計結果(單位為等級) 

 
其數據以 Kruskal-Wallis 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進行比較差異和 Dunn 多重比較等統計

分析結果顯示，在向右（DVA-R）、向左（DVA-L）、向下（DVA-D）等三個方向顯示，開

放式及閉鎖式運動技術項目選手顯著優於非運動員項目(p<.05)；向上（DVA-U）方向則顯

組別 參數 DVA-R DVA-L DVA-D DVA-U DVA-hor DVA-ver DVA 

開放式 

最小值 1 2 2 1 3 3 8 

最大值 5 5 4 5 9 9 18 

平均值 2.85 3 2.80 3.19 5.85 6 11.85 

標準差 0.96 0.77 0.81 1.16 1.42 1.51 2.37 

閉鎖式 

最小值 2 2 1 1 4 3 7 

最大值 4 4 7 5 8 10 17 

平均值 2.62 2.87 3.33 2.66 5.50 6 11.50 

標準差 0.76 0.79 1.37 1.04 1.28 2.06 2.79 

非運動員 

最小值 2 2 1 1 4 2 6 

最大值 3 4 5 5 6 7 12 

平均值 2.25 2.40 2.40 2.50 4.65 4.90 9.55 

標準差 0.44 0.68 1.09 1 0.74 1.41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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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開放式運動技術項目選手顯著優於閉鎖性運動技術項目選手及非運動員 (p<.05)；結果

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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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不同運動特性選手動態視力之差異；* p<.05 

 
再以 Excel 原始資料編碼後進一步計算水平動態視力(DVA-hor=DVA-R+DV A-L)、垂直

動態視力(DVA-ver=DVA-D+DVA-U)、動態視力(DVA=DVA-R+DVA-L+DVA-D+ DVA-U)等
能力，以 Kruskal-Wallis 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進行比較差異；若達顯著差異，則進一步以

Dunn 多重比較進行考驗。經統計分析後結果如圖 6 所示。水平（DVA-hor）、垂直（DVA-ver）、
動態視力（DVA）三項動態視力皆顯示開放式和閉鎖式運動技術項目選手顯著優異於非運

動員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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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不同運動特性選手DVA-hor、DVA-ver、DVA之差異；*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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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結果顯示，除了向上動態視力(DVA-U)為開放式運動技術項目選手顯著優於閉鎖式

運動技術項目和非運動員之外(p<.05)，其他各項動態視力呈現開放式和閉鎖式運動技術項

目選手均顯著優於非運動員(p<.05)。由上述結果發現，具外在刺激較多的運動項目，動作

可隨個體外部情境變化作相對反應的開放式運動特性項目選手，有較佳的對物體向上移動

辨識的動態視力；先前研究指出棒球運動員在大學、高中、國中等階段的動態視力均顯著

優於空手道運動員，認為不同運動特性與不同教育階段會影響動態視力（劉雅甄、林添鴻、

林昌國，2007）。另外，開放式和閉鎖式運動技術項目選手的動態視力均優於非運動員，此

與過去研究也有相同結果，即具運動經歷的運動員較無運動經歷的一般人有優異的動態視

力 (Honor, 1982; Rouse 等, 1988; Ishigaki & Miyao, 1993; Millslagle, 2000)。 
本研究中的開放式運動技術項目包括排球和跆拳道等項目選手；排球運動屬於隔網團

體運動項目，需要處理來往快速的攻擊球，及對方攻擊手的移位掩護攻擊，還需判斷對方

場地擊來之扣球、發球等等，其中與視覺能力最為相關的就為防守中的接發球與接扣球；

跆拳道則是對抗、技擊類型，屬於近距離對抗性運動，對手屬於活動個體對手，競賽過程

中需預測及判斷對手的動作，必須在短時間內應對對手的動作予以反應，進而訓練出好的

動態視力。本研究中的閉鎖式運動技術項目包括射箭和游泳等項目選手；射箭運動是一種

用弓把箭射出射中預定目標，此項運動為打在靶上的技藝，其目標不動，需要有瞄準靶的

能力，此次射箭研究結果在許多動態視力的等級平均數都是較高，可能與射箭選手需瞄準

長距離的靶，從拉弓開始至完成射箭動作，視線皆跟隨著箭移動，因而長時間訓練出較好

的運動視覺。游泳運動是由距離、速度、泳姿、重覆次數等因素所組成，除了在跳水時的

空中姿勢調整及入水的時機需要靠動態視力外（林明聲，1999），剩餘動作皆在自己水道完

成。 
非運動員的各項動態視力等級平均數大致低於排球、跆拳、射箭及游泳項目。過去相

關研究，Melcher and Lund (1992) 指出威斯康運動視覺研究計畫團隊針對 232 名青少年男

女中學運動員進行運動視覺相關研究，結果顯示代表參加洲際比賽的八名女排隊員，動體

視力上顯著優於其他中學運動員。優秀棒球選手動態視力明顯優於一般選手和非運動員的

結果（劉雅甄、楊賢銘 2005；劉雅甄，2006b）；另外，Fujishiro 等 (1988) 以美式足球選

手為受試者的研究結果亦是運動表現最佳的選手組動態視力顯著高於初學者。以上相關研

究足以顯示優秀運動員的運動視覺優於一般人。 
本研究認為不論是開放式和閉鎖式運動技術項目選手有較佳的動態視力原因，除了參

與研究的受試者本身可能即擁有較優的動態視力外，主要原因可能為運動員反覆的參與訓

練或一般運動活動所致，特別是強調選手要準確的以眼睛追蹤移動中物體的項目。林明聲

（1999）指出運動視覺會因不同的運動項目而有所差異，要有優異的競技力，運動視覺是

不可或缺的；Rouse 等 (1988) 也認為運動表現優異的運動員，不僅先天上可能就已具有較

優異的動態視力，而且在經過長時間的訓練和比賽，運動員無形之中會不間斷地反覆以視

覺追蹤移動中的物體，進而發展出較佳的動態視力 (Ishigaki & Miyao, 1993)。整體結果可

歸納為受外在刺激較多的開放式和閉鎖式運動技術項目選手的動態視力均顯著優於非運動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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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開放式、閉鎖式及非運動員等不同運動技術特性選手動態視力的

差異情形，結果發現除向上(DVA-U)為開放式運動技術項目選手顯著優於閉鎖式運動技術項

目選手及非運動員之外(p<.05)，其他各動態視力皆呈現開放式和閉鎖式運動技術項目選手

均顯著優於非運動員(p<.05)。本研究認為不同運動技術特性選手動態視力差異性不大，不

論運動技術是否隨個體外部情境變化而作相應變化的開放式和閉鎖式的選手均具有較佳的

動態視力。在應用方面，本研究建議可以視覺測試結果做為安排選手比賽中的適當位置時

的參考依據，例如排球中佔極重要角色的自由球員；在後續研究方面，由於運動視覺的廣

泛，除此次探討的動態視力外，另外還有多項與運動表現相關的運動視覺如周邊視野、瞬

間視力等等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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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Dynamic Visual Acuity between 
Open-skilled and Close-skilled Athletes  

 
 

Ya-chen Liu1, Ai-Ling Wang2 , & Fang-Fann Jeng2 
1Chung-hua University & 2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Dynamic Visual Acuity among open-skilled athletes, 
close-skilled athletes and non-athletes. twelve volleyball and twelve judo athletes from 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defined as open-skilled group. twelve archery and twelve swimming athletes from 
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defined as close-skilled group. twelve students from department of 
leisure management and twelve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defined as non-athlete group. All subjects 
measured DVA-Right, DVA-Left, DVA-Down, and DVA-Up by using ATHLEVISION software, 
respectively. Kruskal-Wallis independent sample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all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pen-skilled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DVA-Up ability than close-skilled and 
non-athletes groups (p<.05). Open-skilled and close-skilled groups both have significantly better DVA 
ability than non-athlete group (p<.05). The finding suggested that DVA ability wa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open-skilled and close-skilled athletes.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both 
open-skilled and close-skilled need to do appropriate reaction, as well as they should be have good 
DVA ability.  
 
Keywords: sports vision, sports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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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領導模式與運動產業經營管理策略 

 

黃耀斌  廖焜福  廖莉安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摘  要 

 

本文愈探討企業管理模式對運動產業經營策略的影響，試圖以波特五力分析與波士頓

顧問公司 BCG 矩陣探究企業策略管理的模式，從中了解運動事業領導者經營的策略思維，

及經營管理的理論根基，以利探索運動產業經營管理應有的策略方針。本研究認為運動產

業領導的核心策略，應以顧客為中心，以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求為出發點，尋求公司的利

基，描繪出公司競爭的態勢，探詢市場發展的藍海局勢，以發展公司的特色豎立品牌。運

動產業策略管理的概念與知識，如能借鏡於企業管理模式，將有助於建構運動產業完善的

經營模式。運動產業的領導者，運用企業成功的策略能給創造產業新的思維，有利於創造

運動市場的藍海，走上具有創新與永續的產業品牌。 
 

關鍵詞：企業管理、運動產業 

壹、前言 

根據 Bass 1990 研究指出，1980 年代之後企業領導模式逐漸走向轉型領導，行政學者

Bennis 於 1978 年提出轉型領導的理論看法，其中以 Leithwood 對於轉型領導的研究實踐最

為有名，領導理論由 1950 年傳統實證主義探討領導者的領導效能，直至 1980 止詮釋主義

探討領導模式為其主流。 

近年來企業領導者不斷提升專業能力，2003 年司徒達賢提出策略管理一詞，並指出從

事企業界的高階主管 CEO 應具有敏銳的洞察力，了解組織的情境，並分析組織利基，運用

策略創造組織的效能。本文運用企業策略管理模式進行運動產業的探討，藉由經營管理的

理論根基，及成功企業領導者的經營模式，探索運動產業經營管理應有的策略方針，提供

運動事業領導者經營的發展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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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企業領導模式與策略管理 

「策略即是手段或方法」，策略計畫是指如何根據組織發展訂定目標及擬定運作方式，

首先了解組織目前現況與評估未來發展方向與目標，而策略即是搭起目前與未來之間的橋

樑所應當使用的手段 (Chaffee, 1985)，簡言之，策略為目標和手段的結合。 

策略的內涵指的是企業要採取的策略行動，但策略決策需要經過組織的決策過程及分

析的過程，策略形成之後，最大的挑戰就是執行的問題，在企業設計策略之後，還要重新

建立組織結構，創造企業獨特的文化和價值觀，建立配套的激勵制度，制定功能部門策略

以使整個策略得以實現，這整個分析、成形、決定、執行的過程就是策略管理 。而企業經

營的策略思維，為了透過嚴密的分析，考慮重要的決策變數後，再決定策略的內涵和行動

計畫，使組織具有競爭性。本文運用企業成功的思維，尋找運動產業領導者策略管理的取

向，亦即探討運動產業領導者策略的可行性、技術性與適用性。 

一、運動產業領導策略管理的可行性 

企業經營的目的在於追求利潤與成長，佔據產業鏈的關鍵位置，關鍵環節的價值擴大

使價值最大化，1985 年企業開始運用策略管理，由早期的 SWOT、五力分析、BCG 分析，

至目前加入賽局理論、組織理論之後，使得策略管理更加縝密與普遍。根據相關文獻研究

顯示，運動產業領導策略管理，主要取材於企業管理理論，近年來引用企業概念進入運動

市場，運用於運動產業僅是套用企業的理論嘗試性的運用，對其環境與組織情境的不同少

有琢磨。 

Fidler (2002) 研究傳統領導的概念並介紹現今領導風格及領導策略。研究中提到策略

管理在領導中的角色，認為領導系統有七個模型：學校目標領導、資源領導、專業領導、

社會領導、環境領導、教學領導和發展組織。透視這些領導模型提供運動管理者基本思維

方向。如何運用策略管理對組織發展的貢獻，說明策略的概念和策略的分析、選擇和實施

概念性階段；並利用策略管理的理論，建構運動產業運用策略分析的過程。 

Lashway (2003) 認為十年前領導者行事作風是封閉且趨向控制型的領導模式，制定目

標、制度僵固和成果導向的領導模式。現今領導模式以建構團隊、創造網絡系統和激勵作

為，領導迅速轉移尋找一個最佳的帶領方式，是領導者運用策略的方式而不是作為競爭。

Lashway 概述三個廣泛的領導策略原則：等級制度、轉型策略和精簡策略，它提供以下方

針選擇領導的策略：（1）領導應該靈活地使用策略；（2）領導應該均衡短期和長期的需要；

（3）策略選擇必須為組織團體的價值而服務；（4）同樣的行動可能超過一個策略以上。 

二、運動產業領導策略管理的技術性 

企業策略管理的經驗，能提供領導者運用策略技術性，發揮領導者的執行力。企業策

略的定義是：「決定企業長期目標，採取行動、分配資源來達到目標」。良好的策略係根據

企業本身的優、劣勢，未來環境的變化，對手的行動等來分配資源，追尋獨特、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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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因此，引用企業策略管理，運動產業競爭策略有三個技術要件：（1）策略定位：

首先以需求定位，其以價格、年紀為族群分類；其次以價值鏈定位，尋找產業過程的價值

鏈；（2）差異化及競爭優勢的選擇：流程再造、標竿競爭，和追求「最佳實務」成為企業

界尋求差異化的重要思維。組織於市場上差異化，獲得組織的競爭優勢，為獲得競爭優勢

的持久性，組織創造性越高競爭優勢越持久；（3）競爭態勢：說明與競爭者之間的關係，

經營對雙方彼此有利或偏向己方的競爭氣圍，這是策略上重要選擇，領導者應當根據組織

的優勢，強佔市場一席之地。不過當競爭對手同質性高，造成雙方相互較勁，形成紅海，

導致利潤愈來愈微薄，這時企業唯有追求差異化將可作為新策略的重點。 

一般競爭優勢的廠商選擇差異化的基礎可以是成本或品質，以成本差異化的廠商追求

的就是成本領導的策略，企業可以利用經濟規模、垂直整合、共同技術平台、共同零組件、

追求經驗曲線等方法降低成本。江志正（1997）指出如要以較簡單的話來表達策略管理，

可以說「策略管理即是組織的生涯規劃與實踐」。 

策略的內涵指的是企業要採取的策略行動，但策略決策需要經過組織的決策過程及分

析的過程，策略形成之後，最大的挑戰就是執行的問題，在企業設計策略之後，還要重新

建立組織結構，創造企業獨特的文化和價值觀，建立配套的激勵制度，制定功能部門策略

以使整個策略得以實現，這整個分析、成形、決定、執行的過程就是策略管理。戴國良（2004）

指出就廣義的經營策略而言，主要包括三個構面：第一、先確立公司的經營理念，這是公

司的信念、使命、願景、核心價值觀與目標；第二、公司的經營策略，亦即公司該往哪個

方向走；第三、公司的經營戰術，亦即如何達成上述經營理念與策略原則的一連串計畫行

為。林宜萱（2003）認為策略管理可以說是管理整個策略形成及執行的過程，包括了策略

的內涵及形成策略的過程。 

Levacic 和 Glatter (1997) 說明企業管理變革的本質，以及了解在變革中如何運用策略

處理問題。該研究主要特點是評估運用策略管理和競爭優勢在組織內部及過程中加以發

展。發現策略實際反應了增加競爭和被增強的壓力削減的成果。聯合組織間的合作，能由

競爭環境更加促進團體的生存與創造優勢。 

綜合以上，運動產業領導策略管理的技術性，其形成、執行及評估的過程。大致延用

企業策略管理理論，現今運動產業也走向企業經營模式，運用策略尋找市場差異性，以利

市場競爭優勢。 

三、運動產業領導策略管理的適用性 

本節探討企業管理競爭模式運用在運動產業領導的適用性。首先說明企業策略管理的

競爭模式。  

 (一)波特五力分析 

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波特 Michael E. Porter 五力模型 (Porter, 1980) 主要在預測一個

產業的競爭狀況和潛在利潤。產業的潛在利潤受到五種競爭力的影響，第一是購買者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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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能力，如果購買者交涉能力強，廠商的利潤自然較小。第二是指供應商的交涉能力，以

及供應商是否有能力向前垂直整合，進入廠商的產業。第三是指廠商必須和它的替代品競

爭。第四並要隨時提防潛在競爭者進入。第五是指既有廠商的競爭（如圖 1）。圖 1 將五力

分析分成兩群，其一為與廠商相關，另一為與技術、商品與服務相關。基於此，五力分析

圖像中包含中心與周圍兩部分，中心企業本身，外部則有四股廠商之威脅力量，分別為橫

軸之上游供應商與下游買家（注意橫軸的上下游與產業即是該公司所處產業鏈之上下游），

縱軸為現有競爭者與潛在競爭者。換句話說，上面四股廠商威脅力量即是站在企業現有產

品線或是服務線的觀點，因此如果企業本身包含不同技術領域的產品線，那麼便需要進行

多個波特五力分析，以便瞭解該公司在其他產品線比較競爭能量（周旭華，1998）。波特五

力分析的最後威脅觀點即是所謂的替代品威脅，亦即為新技術或是新產品對舊有（現有）

技術與產品的威脅，因此屬於技術或是產品分析領域（含服務分析）。基於此，進行波特五

力分析即是進行上述兩大類的情報分析與策略分析，當然這些分析並非完全獨立，因為技

術是掌握在廠商手中，而廠商分析的一大部分即是該廠商技術能量分析。 

波特五力分析是所謂的企業競爭策略，因此屬於威脅分析類型（SWOT 分析中的

Treats）。然而，威脅與機會 Opportunities 是一體兩面，因此如果以企業的主動機會尋找觀

點來看，新產品的”替代”也可想像成新產品的”開發”，而這種新產品或新市場的尋找，就

有如現階段競爭的”紅海”轉移到新利基的”藍海”一般，因此可表示成圖 2。此外，波特五力

分析有趣的地方即在於可以進一步擴充與延伸。例如如果不以競爭而是以合作（例如策略

聯盟）角度來看，那麼產業全球分工時代，企業間的合作便出現許多機會，例如上下游策

略聯盟，即是與上游供應商策略聯盟，或是與下游買家策略聯盟，進一步擴大產業能量。 

每一種競爭力的強弱，決定於產業的結構或經濟與技術等特質。透過五力分析可以瞭

解目前產業結構也可確認企業本身在產業的優劣勢，以訂定適合的競爭策略；在組織營運

上，可透過群聚重組或重建、聯合行銷或策略聯盟的方式擴展其群聚能量，與水平整合建

立連鎖化的企業模式、垂直整合（異業整合）及特色化、個性化方向轉型。最後，Porter

歸納各種可能的手段，提出了三個一般化的競爭策略，也是策略選擇上三個基本策略：（1）

成本策略：推出大眾化產品全力追求低成本；（2）差異化策略：以產品差異化為例，以市

場區隔同樣產品能符合不同年齡層次的口味；（3）集中策略：針對特定市場，推出適合該

市場消費者特性的產品，資源人力集中一個市場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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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波士頓顧問公司 BCG 矩陣 

組織能力中最關鍵的因素是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指的是公司各產品間的共同技

術，而且這項技術必會優於競爭者，通常高度多角化的公司產品繁多，似乎找不到關聯，

事實上，我們可以將產品視為樹上結的果實，果實需要樹枝、樹幹提供養分，樹枝、樹幹

就是公司的核心產品，大樹的根更是提供樹木花果營養主要來源，以此比喻來看，大樹的

根就是核心競爭力。「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不單只有一個，西方的大公司一般都具備二、三十

個核心競爭力」，少的也有五、六個，不同核心競爭力間的組合可以產生不同的產品，同時

成為產品多角化的基礎。核心競爭力更超越狹義技術的範疇，也可以是企業的行銷及獨特

管理能力。例如卡內基，核心競爭力是增進人際關係的能力。 

企業管理競爭模式運用在運動產業領導的適用性方面，有兩個分析工具可供測試，一

是「SWOT 分析」，另一則為波士頓顧問公司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 BCG 所發展的「BCG

多角化策略分析」（司徒達賢，2003）。本文將以波士頓顧問公司的分析工具進行探討。 

BCG 多角化策略分析方法認為，追求成長率的極大化是公司的多角化最終目標，也受

到產業成長率的限制，可是公司成長需要資金，因此公司多角化的策略必須在產業成長率

和公司現金流量的限制下，追求成長率的極大化。BCG 是以機會為主的多角化策略，由於

受到現金流量的限制，企業在追求多角化時，必須抽取低成長率事業部的資金，用來補貼

成長率高的事業部。事業部的現金流量受到兩個主要因素的影響： 

1.產品生命週期 

產品生命週期若到了成熟期的時候，就決定了事業的成長率。成長率高的事業部所需

要投注的資金也多，現金流量可能為負；反之，成長率低的企業所需投注的資金少，多餘

的現金流量貢獻給成長率高的企業應用，能加速整體企業的成長。 

2.經驗曲線 

經驗曲線指的是單位直接成本隨著累積生產數量的增加而下降。由於有經驗曲線的存

在，公司的市場占有率愈高，累積產量也愈高，每單位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愈低，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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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愈高。因此市場占有率愈高，獲利率也愈高。 

根據以上二個因素波士頓顧問公司導出「BCG 矩陣」縱軸是市場成長率，圖 3 所示。

BCG 矩陣的橫軸是市場占有率，根據市場占有率和市場成長率的高低，可以產生四種不同

的組合。有些企業可以歸類成「明星 Star 事業」：市場市有率和成長率都高的企業，明星

事業可以帶來成長率，但相對而言，又有足夠的利潤可以提供本身成長所需的資金。如果

市場成長率高，但市場占有率不高，表示未來發展空間較大，有望提高市場占有率，但需

要公司提供資金供其成長，這種事業是「問題 problem children 事業，公司應培養問題事

業，讓問題事業積極成長轉化為明星事業。第三個歸類即所謂的「金牛 cash cow 事業」：

金牛事業存在於市場成長率低，不再需要資金的產業中，其高市場占有率可以為企業帶來

多餘的現金，絕注資金給公司內其他問題事業，培養問題事業成長。最後一類就是「老狗 dog 

事業」，老狗事業的市場占有率和成長率都低，獲利低，但資金需求量也低，終究會到淘汰

的命運。根據 BCG 矩陣，每一個策略事業部有三種策略的選擇：（1）成長的策略：即企業

的目的是在產業中積極獲取市場占有率。（2）維持的策略：就是公司不做大量的投資，目

的在維持現有的市場占有率。（3）收獲的策略：表示公司無意再投資於這一方面的企業，

只是希望得到現金流量，公司遲早必須脫離這個產業。 

明星事業部和問題事業部的策略目標是追求高度成長，金牛事業部的策略目標是製造

現金流量，提供其他事業成長的資金來源。老狗事業則是企業考慮要裁撒的事業。由於產

品生命週期變動的緣故，某些事業逐漸由問題事業成長為明星事業，而明星事業會隨著產

品生命週期的循環，成長率逐漸降低，進入成熟期轉化為金牛事業，等到了產業衰退期，

產品開始沒落，就由金牛事業成為老狗事業。從動態的觀點而言，BCG 清楚指出企業沒有

遠慮必有近憂，隨著產品生命週期的演化，企業需要不斷洞察社會的趨勢與變革。 
 

( 低 )
市 
場 
成 
長 
率 
(高) 

Cash Cow 
金牛型產品 

Dogs 
老狗型產品 

Stars 
明星型產品 

Question 
問題型產品 

    （高）     市場占有率     （低） 
 

圖 3：波士頓顧問公司 BCG 矩陣。 
(Boston Consutant Group Ma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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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企業策略管理的分析，對運動產業領導的啟示，則可以從「扮演策略領導者的

角色」形塑運動產業的願景加以闡述。司徒達賢 2003 認為策略領導者的若干重要角色與任

務不是其他人所能替代的。這些角色與任務大致可包括以下幾方面：1.高瞻遠矚；2.掌握環

境大趨勢；3.為組織爭取外界資源；4.建立組織長期優勢；5.建立組織文化；6.平衡各方利

益；7.革新之啟動者；8.建立高階團隊；9.成為組織的良心；10.提升組織內部決策理性的程

度。Davies 2003 也指出策略領導者應該是能看到願景、不滿現狀、有組織的未來策略圖像

及有使策略轉變為行動的能力等。 
質言之，策略是企業行為的最高指導原則，這和反應管理、走動管理、目視管理均有

極大的分野。事實上，反應管理、走動管理、目視管理均是片面的企業經營方式，和策略

管理不啻千里之別。 

參、運動產業競爭優勢的策略管理作為 

以波特五種競爭力的分析，我們可以描繪出運動產業競爭的結構圖。第一是購買者的

交涉能力，孩童、家長與廠商，如果購買者的溝通、要求、籌碼強烈，供應商的談判籌碼

就較小，而且購買者垂直整合性高，會遭受到比較大的競爭壓力。第二就是運動產業人員

及廠商對於產品行銷及研發執行的能力。除此之外，運動產業人員還必須要和相關製造商

同台競爭，並要隨時提防潛在競爭者（新興研發人才的投入市場、外國廠商及產品、代理

商）的進入。在這五個競爭壓力之下，運動產業領導者必須要導出策略來維持長久的競爭

優勢，策略的目的不外乎增加對供應商和購買商的談判籌碼，防止潛在競爭者之進人等。

這五個競爭力的因素是產業的基本狀況和市場結構。即使空有市場地位與創新的經營模

式，同台競爭者遲早會模仿成功，屆時產品的價錢高低形成主要競爭優勢。 

一、運動產業競爭優勢的領導效能 

運動產業領導者是推動產業發展的核心關鍵。在知能上具有運動產業的基本概念，且

了解運動產業的組織與一般業務的管理、公共關係和評估等行政實務，在以上的原則下帶

領產業未來的發展。所以當探討運動產業領導的效能，提升公司競爭的優勢其主要概念是

「領導者投入、過程與產出」的最佳表現，領導效能應從領導者於領導過程所展現的影響

力及領導的績效來評定。首先依組織目標來觀看運動產業領導者，其區分方法有三：第一

種是依照組織功能論的觀念，認為組織績效包括四個層面，即適應力、目標達成、內部統

整和組織維護；第二種是實際用來評估組織績效的項目，即組織適應力、組織創新發展力、

組織成員凝聚力、組織生產力和組織效率；第三種是從研究組織績效的學者所採用的項目

而來，即適應力、生產力、工作滿足感、報酬率、資源的取得 (Preedy, Glatter & Wise, 2003；
Yukl, 2002)。 

Yukl (1989) 認為，在研究領導效能的工作上，最好採取不同的標準，長時間探究其在

領導者各方面的影響。多重效能的概念，如同領導的多重概念一樣，可以拓展我們的觀點。

另外，Fiedler 和 Garcia (1987) 認為組織的主要目標，在於完成所分配的工作，領導者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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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應取決於組織目標的達成；領導者是由被領導者所肯定或拒絕而來，無論領導者作為如

何，效能的產生完全有賴於被領導者的作為。因此，上述「組織目標的達成」與「個人需

求的滿足」層面，可以顯示出運動產業領導創造公司競爭優勢的基本概念。 
公司存在著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老闆的領導取向面臨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兩難

的困境，專業化和科層化兩者衝突的現象。根據企業的理論，企業成功的領導人都不斷在

運用策略的思維，尋找組織的利基，建構組織的核心能力，創造產品的優勢。在全球化的

浪潮，環境的變革，運動產業領導可以引藉企業成功的思維與作為，提供運動產業領導的

借鏡與模範。 

二、運動產業競爭優勢的策略思維 

整個運動產業的發展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也就是公司並非自絕於外界的獨立存在，因

此在思考公司的發展，需綜合考量其內外在條件，方能做最適當的評估與判斷。 
企業管理四大管理功能，企劃、組織、領導、控制，運用於運動產業管理可分為業務

發展計畫、公司組織、領導者與內外部控制等，以領導者而言具備三大功能，技術能力（專

業領導）、人際能力（溝通與公共關係）、認知能力（專業認知與洞察未來）。以運動產業領

導取向應以「人際能力」為優先，其次為「認知能力」，最後才是「技術能力」（司徒達賢，

2003）。公司行政管理的運作需具備市場機制和策略管理的思維，其理由不外乎在促進組織

的績效與效能，以市場機制而言，價值 value、價格 price 與成本 cost 三者是市場上獲利

致勝的主要因素，當產品的價值超越價格時，在市場上存活率最久，也就是遠遠比對手有

生存空間。因此，運動產業領導者若以市場致勝的因素，應當具有以下管理的策略思維： 
一 價值層面 

運動產業領導承擔社會責任和客戶之間的互動關係。這種價值判斷，也決定

了領導觀念和行政運作的方式（戴國良，2004）。現今大環境的演變，其競爭的優

勢，主要在於公司調整資產結構，增加對無形資產的投入，提高經營效率增加。

在各式各樣的領導中有一種領導能力非常重要，即「價值的領導力」，或者說「領

導價值的能力」。具體而言，公司價值的領導力是指確定公司的理念、理想，並凝

聚員工獲得共識、掌握方向、建立公司的核心價值。 
二 效益層面 

企業市場經濟的發展賦予濃烈而鮮明的產業色彩。在經濟模式下作為事業單

位，如今正在被一隻大手「環境主宰著命運」。許多沿襲著傳統管理模式必將遭到

環境無情的淘汰，而那些轉換體制、樹立運動市場理念、引入了企業經營模式、

參與市場競爭之企業，則充滿著活力和生機。運動產業由管理走向經營，已經是

必然的選擇，公司不再是一個封閉的實體，其生存和發展受到市場和教育現場的

雙重制約，領導者必須學會經營 (Chaffee, 1985；Yukl, 2002；Davies, 2004)，以追

求公司效益的層面： 
1.重效率與效益：「策略管理講效率，公司經營講效益」，公司領導核心概念是提

高運動產業和員工的工作效率，公司目標是完成組織績效為任務，領導者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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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組織成員與公司品牌的樹立，以提高社會和經濟效益，最後，獲得客戶滿意

和支持。 
2.內外兼修與開放思維：公司領導者應著眼於內部統整與外在環境的趨勢，領導

者應根據市場進行定位，也應當自行掌握客戶的對象、區域和層次。根據經濟

規律，公司在運動市場中找到生存定位，彰顯公司經營的特色。 
3.靈活主動尋找利基：許多老闆強調照章辦事，習慣於傳統、貫徹、執行，遇到

困難找「關係」，尋求「官員」支持，這是被動的「等、靠、要」。經營公司應

以服務、競爭和生存為考量，遇到困難找市場，靈活主動尋找公司的「利基」，

主動謀發展。 
4.以客戶滿意為取向：公司領導者以客戶滿意為取向。若以隱性的「客戶關係」，

公司就是服務於內部員工與產品創新（運動產業）；反之，公司與客戶的關係是

顯性時，需要增強服務意識，提高售後服務水平。運動在市場的地位，不是由

公司組織內部確定的，而是由產品的品質和售後服務水平決定的。 

肆、結語 

從傳統市場經營的模式，今天已經受到了全面的挑戰。（1）人力資本已經廣泛地為人

們所接受，建立了市場經濟發展的潛在價值。（2）企業管理相關理論的引用和發展，認識

到市場競爭態勢與社會的競爭力，領導者應具備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分析公司優劣局勢

描繪出競爭優勢，對於公司是一個實質的投資。（3）經營態勢應不斷滿足顧客需求和期望，

提高公司產能、創造品牌和維繫產品品質。所以運動產業領導的核心策略，應以顧客為中

心，以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求為出發點，尋求公司的利基，描繪出公司競爭的態勢，探詢

市場發展的藍海局勢，以發展公司的特色豎立品牌。 
公司資本與品牌的良性互動，從而將公司的品牌資源轉變為公司的品牌資本。公司效

益的提高拉動社會效益，並實現公司效益與市場效益的「雙贏」，實施「雙贏」策略的發展，

妥善處理公司經營模式與運動市場生態的關係，是實現公司可持續發展的有力保障。公司

策略管理的運用，目的為創造公司有力的資源與競爭優勢，因此「以良好的公司信譽吸引

外力的資源，以充足的公司資本保證豐富的公司資源，以豐富的資源支撐公司的轉型與發

展」。 
從企業經營模式思維運動產業經營，運動界領導者已經能活用「企業經營的模式」，新

興運動產業的領導者對於企業管理的論點未能明確了解，且缺乏企業策略運用於運動市

場。運動產業策略管理的概念與知識，如借鏡於企業管理模式，方能建構運動產業完善的

經營模式。運動產業的領導者，如能運用企業成功策略得以廣泛的思維，有利於創造運動

市場的藍海，走上具有創新與永續的產業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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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ext uses enterprise's tactics management way, the tactics thinking that leader manages the 
sport that understand , and the theory foundation managed, in order to explore some tactics policies 
that industry's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answer. This research is thought the key 
tactics of the industry leader of sports, should regard customer as the centre, regard demand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seek the niche of the company, depict the situation of 
company's competition, inquire after the situation of blue sea of market development, erect brands for 
the characteristic of developing the company. Concept and knowledge of industry's tactics 
management of sports,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and could build and construct the perfect type of 
oper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enterprise's management style . Deserve the leader of the sports industry 
here, use the tactics that enterprises succeed to offer more extensive thinking , help to create the blue 
sea on the sports market, go on and innovate with the industry brand that is continued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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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期球棒角度對肌肉活性與揮棒速度之影響 

 

方堯立  高英傑  劉強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準備動作時不同球棒角度，對棒球選手手臂屈腕和伸腕肌活性以

及揮棒速度之影響。方法：受試對象為世新大學棒球隊選手八名，隨機分別以球棒頭向後

傾斜、垂直握棒、向前傾斜，向內傾斜、向外傾斜以及慣用姿勢等六種角度進行兩顆成功

擊球；以 Biovision 肌電儀(1000Hz)收集雙手之屈腕和伸腕肌活性，並以 Motion Analysis 
System 鷹系列攝影機(200Hz)分析揮棒速度。結果：經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

在準備揮棒動作前一秒鐘，不同球棒角度之間的伸腕肌電、屈腕肌電、揮棒速度等均未達

到顯著性差異。伸腕肌電依序為：慣用球棒角度 (0.048±0.062 mv)＞向外球棒角度

(0.028±0.010 mv)＞向後球棒角度(0.020±0.007 mv)＞垂直球棒角度(0.015±0.004 mv)＞向內

球棒角度(0.014±0.007 mv)＞向前球棒角度(0.012±0.008 mv)。屈腕肌電依序為：向前球棒角

度(0.041±0.020 mv)＞向內球棒角度(0.035±0.026 mv) ＞慣用球棒角度(0.026±0.021 mv)＞
向外球棒角度 (0.023±0.018 mv) ＞向後球棒角度 (0.021±0.024 mv) ＞垂直球棒角度

(0.020±0.014 mv)。揮棒速度由快至慢排序為：向外傾斜 (22.641±1.481 m/s)＞垂直握棒

(22.460±1.755 m/s)＞向內傾斜(22.359±1.972 m/s)＞向前傾斜(22.265±1.800 m/s)＞向後傾斜

(21.642±2.984 m/s)＞慣用角度(19.756±1.724 m/s)。結論：為了要省力或是減少前臂肌群負

擔，建議以垂直球棒角度為準備揮棒時之球棒角度，但為了要有較快的揮棒速度則球棒角

度建議以向外傾斜；整體而言，棒球選手在準備時宜以垂直球棒角度進行握棒。 
 

關鍵詞：打擊、球棒角度、揮棒速度 

 

 

 



運動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  

 

  
168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在這個充滿專業與技術的運動中，要達到專業，需要對該項運動有深入了解，棒球運

動大致可以分成四大項，打擊、跑壘、守備、傳球等。打擊是棒球運動項目中獲勝的重要

因素之一，打擊實力佔棒球比賽中勝負之成敗率 0.52 (Barker, 1964)。此數值說明了打擊是

足以影響棒球比賽勝負的重要性。影響打擊表現的優劣取決於揮棒速度的快慢（龔榮堂，

2003）。打者揮棒速度越快，相對打擊成績亦能越好（曾慶裕、林添鴻，2002）。所以，增

加球棒揮棒速度相對球棒動能也會增加，因此被較高的揮棒速度球棒擊中的球，其相對的

球飛行的速度較快也較遠（Fleisig, Zheng, Stodden & Andrews, 2002）。 

在實際的棒球場上，選手往往都會以自己最熟悉與最輕鬆的握球棒方式打球，而忽略

了自己所用的球棒角度真的是最輕鬆的嗎?球員握棒的角度都是以自己的感覺而定，而是否

真正達到較快的揮棒速度和肌群放鬆，應該球員們自己都不能有一定的答案。理論上質量

越大的球棒在揮棒速度相等的條件下能產生越大的撞擊能量，所以擊出的球會因有較多的

能量，而飛行的較快與較遠；但是質量大卻會影響揮棒速度，而容易出現揮空棒、擊球不

確實、界外球等情形。反之，質量小的球棒則較易揮動與被控制，也就是會因有較快的揮

棒速度（龔榮堂，2003），打者能有更多的時間來仔細觀察球的變化，以及精準的擊中球心，

最基本的就是要有較快的揮棒速度，揮棒速度要快先決條件就是與肌肉活性有密切關係。 

然而，要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球棒角度呢？首先，考量自己對拿起球棒時哪種角度的

握棒方式對自己最輕鬆。人有個別差異，如手掌大小及屈指肌、伸指肌、肱二頭肌、軀幹

等肌力差異，來找出適合自己最有利的球棒角度。由肌肉生理學的角度觀之，可透過肌電

圖 (electromyogram) 檢測神經系統所傳遞的動作電位水準，以及運動單位活化情形等肌肉

收縮的神經支配特性 (Winter, 1990)，並可了解各肌群參予執行動作的貢獻度；所以，肌肉

活性 (muscle activity) 被認為可做為球棒重量的評估方法（劉強、龔榮堂、相子元，2003）。

不同球棒角度會影響球棒重心與打擊者身體的相對位置，球棒重心的位置會影響手腕關節

屈伸肌的施力狀況，使打擊者在等待球的飛行過程中，造成肌肉過度僵硬，使得打者無法

輕鬆準備擊球。因此準備動作時的球棒角度對於打擊者本身揮棒過程中的揮棒速度會產生

影響。然而，現階段甲組棒球選手球棒角度均採用正規的姿勢（將球棒頭傾向打者本身，

這種打擊時的準備動作屬於正規的打擊動作），這會在打擊準備動作時，不易將伸指肌與屈

指肌的力量展現在打擊表現上，因而影響打擊表現。為了解上述問題，分別以球棒頭垂直

握棒、向前傾斜、向後傾斜，向內傾斜、向外傾斜如（圖 1）以及慣用角度等六種不同球棒

角度的準備動作來做打擊，各角度都要成功揮擊 2 次，實驗設計的依變項為伸腕和屈腕肌

群之活性以及揮棒速度。期望本研究結果能找出最適合的球棒角度，做為日後選手打擊時

的建議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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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後傾斜                   垂直握棒                  向前傾斜 

 

向內傾斜                     向外傾斜 

圖 1 不同球棒角度 

二、研究目的 

(1) 比較球棒頭垂直握棒、向前傾斜、向後傾斜，向內傾斜、向外傾斜以及慣用姿勢

等六種不同球棒角度，對於打者雙手屈腕和伸腕肌群活性的差異。 

(2) 比較球棒頭垂直握棒、向前傾斜、向後傾斜，向內傾斜、向外傾斜以及慣用姿勢

等六種不同球棒角度，對於打者揮棒速度的差異。 

貳、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本實驗研究的對象為世新大學棒球運動校隊專長生，且均參加全國性甲組棒球聯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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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名選手。 

二、研究工具與儀器 

本實驗主要收集包括：打者揮棒速度以及打者雙臂屈腕肌和伸腕肌群活性之差異，實

驗將會使用到的工具儀器以及場地，如圖 2 所示： 

1. 球具： 

(1)球棒 (joinsun ent，JS640-M 型 900g 木棒)。 

(2)球（大揚公司製造之 KY-300 型硬式棒球）。 

(3)打擊座。 

(4)打擊護網 

2. 運動學器材： 

(1)集線器 

(2)即時軟體套件 

(3)Motion Analysis System 鷹系列攝影機 × 10 

(4)校正器 

3. 肌肉活性部分： 

(1)Biovision 多功能訊號處理器 

(2)16 頻道多功能接收盒系列 

(3)A/D（類比轉數位）訊號擷取卡 

(4)表面電極片 

(5)酒精棉花、刮鬍刀 

(6)電腦 

(7)反光標誌 

 

 
圖 2 實驗場地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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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步驟 

本實驗測驗之前先將請同意參與本研究的受試者抽籤決定握球棒角度的先後順序，實

驗流程分析如下: 

(1) 系統連線： 

(2) 系統設立矯正及測試： 

(3) 架設高速攝影機 

(4) 與受試者說明實驗過程 

(5) 請受試者抽籤決定握球棒角度先後順序 

(6) 請受試者試揮擊不同球棒角度變化的打擊動作 

(7) 刮毛、擦酒精、貼肌電貼片、 

(8) 正式實驗為 6 種角度 2 次成功擊中球心（隨機進行球棒頭垂直握棒、向前傾斜、

向後傾斜，向內傾斜、向外傾斜以及慣用姿勢等六種不同球棒角度），每角度打擊

完休息 3 分鐘後再進行下一角度，所有受試者統一使用正式比賽木棒重量為 900g。 

四、資料處理 

(1) 肌肉活性：在打擊者調整好球棒角度時的準備動作，先收一秒鐘肌電訊號後再讓

選手做擊球動作。收取之肌肉活動電位資料經由 Acqknowledge3.8.1 版分析軟體進

行處理，並已 Acqknowledge3.8.1 版分析軟體進行肌電訊號的濾波。以 Band pass 

Filter (10-500 Hz) 帶通濾波揮棒動作之原始肌電訊號，以翻正進行全波整流。將

濾波後的原始資料 (Raw data) 進行低通濾波製作線性封包，在配合個動作時期的

時間點，加以觀察各受測肌群在揮棒動作過程中的肌肉活性。 

(2) 揮棒速度：攝影機設定為每秒兩百張做為實驗拍攝，揮棒速度取樣為球棒擊到球

瞬間往前推算八張攝影機拍攝資料作為本實驗揮棒速度資料，將擷取資料以

EVaRT4.4 版動作分析軟體，原始資料加以修勻整理，黏貼之反光點加以補齊。分

析所蒐集資料之運動學參數，再以 Excel 以及 Origin 進行資料處理及繪圖。 

五、統計分析 

本研究自變項為不同球棒角度，依變項為伸腕肌肌電、屈腕肌肌電以及揮棒速度等，

並以 SPSS12.0 for window 統計軟體進行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不同球棒角度之

間選手肌肉活性、揮棒速度之差異，若達顯著再以最小顯著差異法進行事後比較，顯著水

準訂為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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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肌肉活性 

比較球棒頭垂直握棒、向前傾斜、向後傾斜，向內傾斜、向外傾斜以及慣用姿勢等六

種不同球棒角度，準備動作時一秒鐘伸腕肌肌電平均值如圖 3 所示。其數據經

Acqknowledge3.8.1 版分析軟體進行處理以 SPSS12.0 for window 統計軟體進行相依樣本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如表 1 所示。 
比較球棒頭垂直握棒、向前傾斜、向後傾斜，向內傾斜、向外傾斜以及慣用姿勢等不

同球棒角度，準備動作時一秒鐘伸腕肌肌電平均值如圖 3 所示。 

 
圖 3  準備動作時一秒鐘伸腕肌肌電平均值 

 
表 1  敘述性統計 

球棒角度 伸腕肌肌電(mv) 屈腕肌肌電(mv) 揮棒速度(m/s) 

慣用 0.048±0.062 0.026±0.021 19.756±1.724 

向後 0.020±0.007 0.021±0.024 21.642±2.984 

垂直 0.015±0.004 0.020±0.014 22.460±1.755 

向前 0.012±0.008 0.041±0.020 22.265±1.800 

向內 0.014±0.007 0.035±0.026 22.359±1.972 

向外 0.028±0.010 0.023±0.018 22.641±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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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腕肌肌電在進行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表示，在不同球棒角度上都並無顯

著性差異。如實驗結果的資料得知並無顯著差異，但是還是有大小區分慣用球棒角度

(0.048±0.062 mv)＞向外球棒角度 (0.028±0.010 mv)＞向後球棒角度 (0.020±0.007 mv)＞垂直球

棒角度 (0.015±0.004 mv)＞向內球棒角度 (0.014±0.007 mv)＞向前球棒角度 (0.012±0.008mv) 
，除了不同球棒角度數值大小以外，並無出現顯著差異，因此推論球棒在慣用角度上，容

易使受試者在揮棒動作前就已經使用到伸腕肌群。 
屈腕肌肌電在進行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表示如表一所示，在不同球棒角度

上都並無顯著性差異。如實驗結果的資料得知並無顯著差異，但是還是有大小區分向前球

棒角度 (0.041±0.020 mv)＞向內球棒角度 (0.035±0.026 mv)＞慣用球棒角度 (0.026±0.021 
mv)＞向外球棒角度 (0.023±0.018 mv)＞向後球棒角度  (0.021±0.024 mv)＞垂直球棒角度

(0.020±0.014 mv)，除了不同球棒角度數值大小以外，並無出現顯著差異，因此推論球棒在

向前球棒角度，容易使受試者在揮棒動作前就已經使用到屈腕肌群。 
 

 
圖 4  準備動作時一秒鐘屈腕肌肌電平均值 

 
在不同球棒角度分析結果中，以 Biovision 肌電儀 (1000Hz) 收集雙手之屈腕和伸腕肌

群活性，比較球棒頭垂直握棒、向前傾斜、向後傾斜，向內傾斜、向外傾斜以及慣用姿勢

等不同球棒角度，準備動作時一秒鐘屈腕肌肌電平均值如圖 4 所示。如實驗結果的資料得

知伸腕肌肌電與屈腕肌肌電在分析結果上在慣用姿勢方面，與其他角度比較下是無顯著差

異，但是在數值上還是有大小差別。如圖 5 所示為不同球棒角度在揮棒期前一秒鐘的伸腕

肌肌電與屈腕肌肌電圖表。此圖表說明了，當打者在準備做揮棒動作前的持棒動作時，會

因為打者不同的球棒角度而使手部屈腕肌肌電與伸腕肌肌電出現放電現象。 
準備揮棒動作前一秒鐘伸腕肌電訊號與屈腕肌電訊號圖，如圖 5 所見，慣用球棒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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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0.062 mv)，在做準備揮棒前伸腕肌肌電放電現象是最多的。在屈腕肌肌電的部分則

是，向前球棒角度 (0.041±0.020 mv) 發出較多放電量。由圖可見並非慣用球棒角度，就會

有較少的放電量。從圖 5 中可以得知除了垂直角度的握棒以外，其餘球棒角度大部份幾乎

都會有明顯的肌肉放電量的呈現，所以在統計結結果上肌肉放電量並無顯著性差異。劉強、

龔榮堂、相子元（2003）的研究以肌肉活性和共收縮探討適宜的球棒重量，受試對象為六

名成棒甲組選手，隨機揮棒 1200g（加重棒）、900g（正常棒）、850g、800g、750g、700g、
650g、600g、490g(教練棒)等不同重量球棒。結果發現肱三頭肌為揮棒的主要作用肌群，且

肱三頭肌和肱二頭肌之 IMEG 和 MEMG 皆隨球棒重量的減輕而有遞減的趨勢；850g 和 650g
球棒能使受試選手有較高的肱三頭肌 IMEG 和 MEMG、有較低的肱二頭肌 IMEG 和

MEMG、以及有較佳的肱三頭肌（作用肌）與肱二頭肌（擷抗肌）協調；此研究認為 850g
適合作為成棒甲組選手打擊訓練或比賽時球棒重量，而 650g 球棒則是合作為提升揮棒速度

訓練時的空揮棒重量。因此，研究結果顯示在揮棒過程中，以肌電訊號來判斷揮棒過程中

手臂肌肉招募情況，多是以肱二頭肌與肱三頭肌判斷揮棒時選手手臂肌肉徵招的情形，來

判斷選手用力情形，也可以判斷作用肌與擷抗肌共收縮情形。 
 

 
慣用姿勢  向後傾斜    垂直握棒   向前傾斜   向內傾斜   向外傾斜 

圖 5  準備揮棒動作前一秒鐘肌電訊號 

 

二、揮棒速度 

比較球棒頭垂直握棒、向前傾斜、向後傾斜，向內傾斜、向外傾斜以及慣用姿勢等不

同球棒角度的揮棒速度，揮棒速度是採球棒擊中球瞬間往前八張攝影機拍攝的資料來做為

擊球前揮棒平均速度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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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擊球前瞬間平均速度 

 

揮棒速度在進行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表示如表 1 所示，在揮棒速度上都無

顯著性差異 (p＜.05)，並以揮棒速度依快到慢排序為，向外傾斜 (22.641±1.481 m/s)＞垂直

握棒 (22.460±1.755 m/s)＞向內傾斜 (22.359±1.972 m/s)＞向前傾斜 (22.265±1.800 m/s)＞

向後傾斜 (21.642±2.984 m/s)＞慣用角度 (19.756±1.724 m/s)。有此得知慣用球棒角度，對

於打者本身的揮棒速度上並非是個最快速度的角度，然而在這次的實驗中，接受測試的選

手並不了解自己本身所使用的慣用球棒角度是否是速度最快的揮棒角度。 

本實驗從結果中得知各角度揮棒速度之排序如下，向外傾斜 (22.641±1.481 m/s)＞垂直

握棒 (22.460±1.755 m/s)＞向內傾斜 (22.359±1.972 m/s)＞向前傾斜 (22.265±1.800 m/s)＞

向後傾斜 (21.642±2.984 m/s)＞慣用角度 (19.756±1.724 m/s)。由此實驗結果得知，球棒頭

向外角度、球棒頭垂直角度與向內角度所測量的結果，從表 1 看來三個角度在擊球前瞬間

的揮棒速度相當接近，可能受試者慣用的揮棒角度比較接近垂直角度，所以在測量的結果

上這三種角度的擊球前瞬間速度是較快的，也有可能是受試者的揮棒趨勢。其他幾種角度

在擊球瞬間的速度就明顯較慢一些，有可能是受試者不善於其他握棒的角度，因此受試者

會不知在揮棒過程中該如何進行揮棒的加速度，所做出擊球前瞬間的揮棒速度並不像向外

傾斜一樣優異，或是球棒角度的不同，使受試者無法做出順暢的揮棒動作，使擊球前瞬間

的揮棒速度無法提升上去。 

在棒球打擊中由碰撞原理中動量守衡定理可知，揮棒速度與球的初速度  (ball exit 

velocity；或稱 BEV) 能影響球的飛行距離，因此有較佳的直線揮棒速度就能增加球碰撞後

的 BEV，相對的球飛行的速度較快、距離也較遠 (Brody, 1986; Elliott , & Ackland, 1982; 

Adair, 1990; Mitchell, Jones, & King, 2000; Sprigings, & Neal, 2001; Nicholls & Elli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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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增加球棒揮棒速度相對球棒動能也會增加被擊中的球速度也較快 (Fleisig, Zheng, 

Stodden & Andrews, 2002)；因此，影響打擊表現的優劣取決於揮棒速度的快慢（龔榮堂，

2003），而本研究則認為揮棒速度可做為評量球棒角度重要因素。 

肆、結論與建議 

本實驗發現不同球棒角度在準備揮棒動作前一秒伸腕肌、屈腕肌電、揮棒速度等均未

達顯著性差異。選手準備動作時使用慣用球棒角度以及向前傾斜角度，在揮棒就已經使伸

腕肌與屈腕肌活化，若打者維持握棒姿勢過長，有可能會對打者的腕部肌群提早出現疲勞，

進而影響打擊表現。在揮棒速度之排序方面，呈現向外傾斜＞垂直握棒＞向內傾斜＞向前

傾斜＞向後傾斜＞慣用角度，向外傾斜握棒與垂直握棒的揮棒速度會快於慣用球棒角度。

從本實驗研究結果中，可整理出適合打者球棒角度為垂直角度，從速度方面來看垂直角度

比向外請斜角度稍微慢了一些但並沒有顯著性差異。肌電方面伸腕肌部分與向外傾斜角度

並無達到顯著性差異，屈腕肌部分則是肌肉放電量最低，從肌電部分可以得知垂直球棒角

度對選手腕部肌群來說是最輕鬆的球棒角度。建議教練與選手在個別訓練時，應可以作為

增加揮棒速度以及提升打擊能力訓練的參考，可在訓練過程中嘗試修改不同角度握棒的打

擊方式，增進選手的揮棒速度，促使選手在比賽時能有較佳的打擊表現。（本研究為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計劃編號：97-2815-C-154 -001 -H，特此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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