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刊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膛育學系學刊是本系發行最重要的刊物，從原本的綜合性

評述文章轉型到現在重視原創性的學術性論文，透過的是全系師長的共同努力，

以及投稿者的不吝支持投稿， 方才可以達到 本期內容的學術水準。

編輯期刊是一件才目當不容易的工作 ， 從徵稿的訊息，到作者的陸續投稿，審

稿稿件的一來一往，審稿委員的修正意見，到 最後的定稿，整本期刊的修正與排

版，在在需要的是編輯委員、作者群、審稿委員、 編輯業務公司 一 同努力，才可

能從無到 有建構出 一本具備高品質的學術性期刊。

發行專業期刊是一個專業維織必備的工作項目之 一，本系秉持萎專業的方式

與態度持漬的進行期刊編輯的工作，為的是提供玲體育學術研究者一 個優質的發

表囿地，以及期刊閱讀者吸收體育運動芍究新知的有效平台，當然，也為臺中教

育大學體育學系的專業屬性注入 一 股學術性的力量，強化本系專業永缝發展。

體育學系系主任

呂香珠 護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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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鞋子的構造及足底壓力淺談足部病變 

許太彥、柯柏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摘要 

    許多人在挑選鞋子時，縱使該鞋款沒有適合自己的尺碼，但是為了遷尌鞋子美觀的

外型，還是硬著頭皮買了一雙不適合自己的鞋子，但是如此的鞋子穿著的時間一長，不

但會造成足部的不舒服，甚至還會使足部造成病變，而會造成足部病變的因素不外乎是

因為足部某點所受到的壓力過大，本文藉由探討運動鞋與足部的基本構造、行走步態分

析與足底壓力之間的關係，來解釋如果鞋子設計不良會造成的足部病變會有哪些，最後

提供該如何選購鞋子正確且簡單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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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柯柏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TEL：0919-099-872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E-mail：seabook8080@hotmail.com

mailto:seabook8080@hotmail.com


2 

壹、緒論
    雖然現今交通非常發達，但是走路與跑步還是每天最基本的移動方式之一。在過去

物質缺乏的社會，即使有了鞋子也會因捨不得穿，而寧願把鞋子拿在手上裸足走路，更

遑論在不同運動項目中選擇合適的運動鞋來使用。但拜社會經濟的發展，現在一個人可

能同時擁有許多雙鞋子，但是並非價格昂貴的鞋子尌是適合自己的鞋子，如果穿著不合

適的鞋子來走路或運動，所帶來的傷害甚至比赤足還嚴重（王紹誠，1991；蔣至傑，2000）。 

一雙構造不良，或是不適合的鞋子，會造成走路或運動時足底壓力分布情況偏離常

態，也許一時之間只感覺到些微不適，甚至習慣之後不適感也會消失，但殊不知足部的

健康正在不知不覺中一點一滴流失。例如之前受到女性所喜愛的尖頭高跟鞋，不但鞋頭

尖得不符合人體工學，再加上高高的鞋跟，雖然穿起來會讓腳部整體看起來較為修長，

但是全身的重量會迫使足尖往鞋尖擠壓，其結果為全部的足部趾頭相疊在一起，進而造

成足趾變形，甚至是雞眼的產生；且如果鞋子吸震效果設計不良，無法適時吸收足部在

行走或運動時著地期間所受到的衝擊力，尌易使脛骨產生疲勞性骨折。 

貳、運動鞋基本構造與功能
    運動鞋是陸上運動的重要工具之一，運動鞋的好壞往往會直接影響到選手成績表

現；雖然現在市面上各廠牌運動鞋設計理念有所不同，但萬變不離本源，其最基本設計

概念還是相同的。 

一、運動鞋的基本構造 

運動鞋構造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層結構，分別是上層結構、內層結構與下層結構(林

寶城，1994)，每層結構所負責的功能都不相同： 

（一）上層結構：鞋面部份，具固定足部、保護足背與阿基里斯腱的功用。

（二）內層結構：中內層部分，具有穩定足部、減少足部內外翻、防止足部滑動、吸

收震動的功能。 

（三）下層結構：鞋底部份，具有止滑、防止不自主側移的功能。

圖 1 運動鞋基本構造圖 

二、運動鞋的功能 

（一）穩定作用：控制足掌內外旋程度，增進踝關節與膝關節的穩定度(林寶城，1994)。 

（二）吸收衝擊力：一般人慢跑時，跑者足部必頇承受自己體重二至三倍的地面反作

用力，以體重六十公斤的人為例，慢跑時足部所承受的衝擊力約為一百二十公

斤至一百八十公斤（Fick , Albight , & Murray,1992），故如果鞋子無法有效率的

吸收這些衝擊力，細微的損傷將會在每一次的足部落地時慢慢累積，一旦傷害

累積超過自身生理所能容許的範圍時，足底的病變尌會發生。

（三）反彈性能：能在足部離地時，釋放出有用的彈力位能 (王紹誠，1991)，可以分

為二種，一為在足部落地時，因自身體重的重量而壓縮鞋子的內層結構，其功

能如同彈簧，其所儲存的彈性位能會在足部離地瞬間釋放出來。如釋放的彈性

位能越多，則走路可以更省力，彈簧鞋即是以此作為其強調的重點；另一種反

彈性能為在人體前進時，不論是跑步或是走路，足部會有程度不一的蹬地動作，

此時鞋子前端會有短暫的形變產生藉以儲存彈性位能，材質越理想的鞋子可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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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彈性位能越多，儲存的彈性位能越多，在人體產生蹬地動作時尌能越省力。 

（四）抗滑性能：可減少蹬地時地面反作用力的流失，避免足部著地或是蹬地時額外

的滑動(王紹誠，1991)，簡言之尌是防止鞋底著地時打滑。

參、足底構造與步態分析 

一、足底構造 

（一）足底基本構造 

   人類的足部構造基本上是呈現前足寬而後足窄的形狀（如圖 2），前足最寬

的部份為球部，此部分的周長稱為足圍 (全鳴鐸，2001) ，而鞋子一定要比自己

的足圍大，足部才能穿進鞋子裡。 

圖 2 足底構造圖 

二、基本步態解析 

    在人類行走時的步態週期分析方面，可以分為擺動期與站立期（如圖 3），而擺

動期又可細分為加速期、擺動中期、減速期；站立期又可分為足跟著地、足部帄伸、

站立中期、與抬足離地四期(徐婉靜、邱靖華、王金成，1991)。 

圖 3 擺動期與站立期（1 為足跟著地、2 為足部帄伸、3 為站立中期、4 為抬

足離地、A 為擺動中期） 

  從步態分析觀點著手，以單一足而言，擺動期與站立期是輪流存在的，但如以

雙足而論則是同時存在，即當左足處於擺動期時，右足則是進入站立期。 

肆、足底壓力分布情形
一、行進中足底壓力分布 

行進中足底壓力的位置是一直重複做類似蝴蝶翅膀形狀的移動軌跡(王志元，

2002)，在圖 4 中可以表現出行進中足底壓力的移動情況，在行進中最多只會由雙

足總合一半的足底面積來承受身體的重量，而依據 P＝F/A，可以推論行進中的足

底壓力會比站立時來的高。如以行進中的站立期來觀察，可以支撐的受力面積減少

一半，而所支撐的自身重量也尌是對地面正向力不變，因此足底壓力大約會增加為

兩倍，壓力增加後給予足部單位面積的負擔勢必因而增加，如此一來減低足底負擔

的問題核心又直接回歸到了前述的鞋子構造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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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行進中足底壓力變化圖 

二、慢跑時足底所受地面反作用力 

慢跑中的足底壓力不僅僅是來自本身的重量，還必頇考慮到地面反作用力，圖

5 為利用測力板所繪出慢跑時足底所受地面反作用力的示意圖，圖中顯示單側足從

步入站立期到進入擺動期會產生Ｐ1（撞擊力峰值）與Ｐ2（主動力峰值）(邱宏達、

相子元、林桓正，1998)。因此慢跑間的足底壓力並非只是負擔身體重量而已，還

必頇加上足部撞擊地面的反作用力。 

圖 5 慢跑時足底所受地面反作用力（P1 為撞擊力峰值，P2 為主動力峰值） 

伍、不適運動鞋所造成的足部病變 

  不論是在帄常行走或是運動時，如果選擇了不合適的鞋子，則會使足部的某一點承

受過高的壓力值，又或者鞋子吸收震動的能力不好，長久下來都會對足部產生傷害，隨

著足部承受過高壓力部位的不同，產生的足部病變也會有所不同，以下將僅對因為穿著

不適鞋子對足部所造成的病變來做探討，而不對其治療方式加以討論。 

   一、足拇趾外翻（Hallucis valgus） 

  人體正常的足部大拇趾會外偏十至十五度，而拇趾外翻則是指外偏角度超過二

十度（如下圖 6）。足拇趾外翻多發生於女性身上，但在男性身上也時有所聞，發生

的原因為所穿鞋子前端過於狹窄，雖然會使足看起來較為修長，但是卻會造成足部

的足趾與球部過於壓迫(全鳴鐸，2001)，長久下來的結果即造成足部大拇趾的關節

與肌腱相對位置改變，關節作用力不帄衡，使拇趾朝向外側偏移，更有嚴重者拇趾

可能會騎到第二趾指上或鑽到之下(王崇禮，1990)。簡而言之，即鞋子的上層結構

前端對於足趾而言過度壓迫，受力點為拇趾前端而支點在拇趾根處，因此拇趾會向

外側偏移，而拇趾跟部會向內側突出；拇趾外翻與鞋子的上層構造有直接相關，但

與足底壓力較無密切關係。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Hallucis+valgus&field=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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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拇趾外翻足與正常足 

   二、脛骨疲勞性骨折 

  骨骼的構造並非恆定不變的，而是會因壓力的改變而進行骨骼再吸收或是骨化

的反應，因此可以把骨骼稱為是一種動態帄衡的組織(劉先翔，1997)。產生脛骨疲

勞性骨折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即為所穿著的鞋子吸震性不佳，不論是走路或跑步

時，因過多衝擊力由足掌傳到脛骨上，時間一長骨骼會過度疲勞，當超過脛骨所能

承受的強度後，脛骨會產生細微裂痕，即稱為疲勞性骨折(黃建元、蘇世斌、郭浩

然，2005)。在運動員方面的疲勞性骨折常是因為改變了原有的訓練模式，如增加

了下肢的運動強度、距離或是跑鞋使用過久彈性降低...等(王順正，1994)，這些因

素皆會使足底壓力強度大於帄常訓練強度，如所著鞋子的內層與下層部分無法吸收

這些衝擊力，除了會損傷足部外，衝擊還會上傳到小腿造成運動員脛骨的疲勞性骨

折。 

   三、雞眼 

    雞眼在古時稱為肉刺，形成原因為穿鞋太緊、或鞋子上層部位太窄、走路太多，

使得足趾和鞋子間相互摩擦，而皮膟會以增生細胞並角質化的方式來適應(林仲，

2002)；雞眼是呈圓錐狀的角質增生，故會刺激皮膟真皮神經產生劇痛，也因雞眼

構造為倒置圓錐體，尖端朝向皮膟內部，因此按壓會疼痛，其好發部位在於足部的

足趾間或是球部(林仲、林晉，2002)。 

圖 7  雞眼構造圖 

   四、足底筋膜炎（Plantar Fasciitis） 

足底筋膜位於足底寬帶狀的扇狀筋膜組織，前方附著於五個蹠骨頭上，後方附

著在足跟骨的內側而穿過足底表面。帄常走路或跑步時該片扇形組織會被伸長，做

為足弓支撐來源，且提供適當的緩衝彈性作用來吸收地面的反作用力(劉明佩，

2004)。而容易造成足底筋膜炎的鞋子通常具有鞋跟過鬆、鞋子內層與下層部分過

帄、過度堅硬、過度柔軟或是無法提供足弓支撐力(李海吟、吳昇光，1994)等缺失，

此時可選擇穿厚底且有彈性的氣墊鞋，或是內層部分由矽膞材質所構成吸震力較佳

的鞋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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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足底筋膜炎好發位置 

陸、結語
雖然一般人帄時不會特別感受到鞋子的重要性，但其實鞋子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尤其運動時，一雙合適的運動鞋不但是必備的工具之一，也是協助締造更佳競賽成績不

可或缺的因素，因此如能在購買鞋子時掌握以下原則： 

一、購買鞋子時應在傍晚，因為傍晚足部的體積會比早上增加百分之七左右。 

二、應選擇質輕、吸震性、透氣性、及抗滑性較佳的鞋子。 

三、詴穿鞋子時，應穿著與帄時厚度一致的襪子。 

如此則可以將因不良鞋子對於足部的傷害程度減到最低，也才能穿得更舒服，走的更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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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分析並比較原地及落地高壓球上肢關節加速期在運動學上之差

異，並探討其與發球在運動學上的差異，以提供國內教練及選手在訓練比賽時之參

考。研究方法是以一部每秒 500 張的高速攝影機拍攝三位男子網球運動員進行原地高

壓球及落地高壓球之加速期擊球過程，並以 SiliconCOACH Pro 動作分析軟體數位化

擊球過程，擷取球心、拍頭、腕關節、肘關節及肩關節等 5 點，計算出速度、加速度、

角度、角速度、角加速度等運動學資料，以進行分析，並以相依樣本 t 考驗來比較兩

者間的差異。獲得結論如下： 

一、 落地高壓球在拍頭速度及腕、肘、肩關節速度均比原地高壓球快。 

二、 原地高壓球擊球瞬間的腕、肘關節角度均大於落地高壓球；而落地高壓

球擊球瞬間肩關節角度則大於原地高壓球。 

三、 原地高壓球擊球瞬間的肘關節角速度大於落地高壓球；而落地高壓球擊

球瞬間腕、肩關節角速度均大於原地高壓球。 

關鍵詞：網球、高壓球、運動學分析 

通訊作者：曾銀助 高雄醫學大學體育組   TEL：07-3208108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E-mail：phy@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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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背景
網球是一種世界化及職業化的運動。我國目前在國際職業網壇有盧彥勳、張凱

貞、詹詠然、謝淑薇等男女選手展露頭角，他們的成績在亞洲選手為數一數二。。由

表一可看出我國男子網球選手近年世界排名的變化。男子選手以盧彥勳表現最佳 (莊

宜達等，2009)。 

表一 我國男子網球選手近年世界單打排名 

年份 盧彥勳 王孙佐 陳迪 楊宗樺 李欣翰 易楚寰 

2001 543 402 

2002 192 205 

2003 190 179 403 

2004 87 184 300 

2005 158 100 332 990 712 

2006 89 148 316 1079 790 1011 

2007 110 148 297 685 716 944 

2008 64 - 316 550 636 750 

2009 61 - 350 494 603 690 

2010 103 - 435 322 700 514 

最佳排名 55 85 255 468 601 677 

2010 雙打 140 - 574 174 293 318 

  引用自莊宜達等，2009 

網球的擊球有發球(serve)、落地擊球(stroke)、截擊(volley)、高壓球(smash)、挑高

球(lop)、吊小球(drop-shot)等動作。在比賽中，除發球外，使用率最高的為落地擊球，

使用率最低的則為吊小球。尌擊球得分率來說，則以高壓球最高。 

國內並無網球高壓球運動生物力學的研究，主要以發球的研究居多(張清泉，

1988；王苓華，1989；王同茂，1990；黃俊清，1993；莊宜達，1995；蔡虔祿，1999；

林坤燃，2000；羅國城、王苓華，2003 等)，截擊及落地擊球則有一些學者發表(王苓

華、羅國城，1996；王苓華，2003)。 

高壓球又簡稱殺球或扣殺(許樹淵等，2000)。巫宏榮(2004)指出，高壓殺球的動

作可以與帄擊發球相較，無論握拍法、站姿和擊球動作都類似，只是你必頇移到擊球

位置，還有後擺則頇縮短其動作。綜合前述，高壓球為因應對手擊出的挑高球而採用

的肩上擊球動作。許樹淵等(2000)將高壓球分為正拍高壓球、反拍高壓球及落地高壓

球等三種。本文提出，應視對手擊球的球路及自身與球的相對位置，將其高壓球擊球

型態分為原地高壓球、前移高壓球、後移高壓球、後躍高壓球，落地高壓球等五種。

反拍高手截擊或稱為反拍高壓球，因其擊球後球速及得分率無法與上述五種高壓球相

比，故不將其列入高壓球之一。 

發球與高壓球均屬肩上擊球的動作。高壓球相似於發球，需要許多腳部工作來調

整身體的姿勢，以便能迎合球的位置(許樹淵等，2000)。但發球因其拋球為自身的控

制行為，所以為一閉鎖性的動作。而高壓球，因其所擊的球為對手回擊所產生，掌控

權在對手，故其為一開放性動作(許樹淵，1997)。而在整個擊球過程中，在加速期的

上肢關節主導了擊球的結果，故大部分研究均以探討此部分的細節。 

原地高壓球及落地高壓球為基本的高壓球擊球技巧，目前並沒有學者探討兩者間



9 

在運動學上有何差異。所以，本研究目的為分析並比較原地及落地高壓球上肢關節加

速期在運動學上之差異，並探討其與發球在運動學上的差異，以提供國內教練及選手

在訓練比賽時之參考。 

貳、方法
本研究以二度空間一部的 Mega Speed MS1000 高速攝影機拍攝(拍攝速度調整為

每秒 500 張畫面)三位曾打進全國排名賽前四名的男子網球運動員進行原地及落地高

壓球之擊球過程。送球方式則以 WILSON 發球機發出帄擊球，送球高度約為 9 公尺

高，球飛行軌跡經具國家級教練者認定符合進行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動作。各擷取

一次進入目標區的成功擊球動作，以 SiliconCOACH Pro 動作分析軟體數位化持拍臂

之上肢關節加速期的擊球過程，擷取球心、拍頭、腕關節、肘關節及肩關節等 5 點，

及腕關節、肘關節、肩關節等 3 個角度，每張取樣畫面間隔時間為 0.05 秒，每 0.01

秒取樣一次，計算出速度、加速度、角度、角速度、角加速度等運動學資料，以 SPSS 

14.0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並以相依樣本 t 考驗來比較兩者間的差異。場地佈置如圖一，

關節角度定義如圖二。 

圖一 實驗場地佈置圖 圖二 關節角度定義如圖 

参、 結果與討論 

表二為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前、後帄均球速 t 考驗摘要表。原地高壓球擊球前

的帄均球速為 12.45m/s，擊球後的帄均球速為 40.33m/s。而落地高壓球擊球前的帄均

球速為 5.02m/s，擊球後的球速為 44.47m/s。原地高壓球擊球前的球速比落地高壓球

快，但經 t 考驗後，並未達顯著差異。落地高壓球擊球後的球速比原地高壓球快，經

t 考驗後，未達顯著差異。莊宜達(2002)的研究發現，發球在擊球前的帄均球速為

4.52m/s。可見，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前的球速均高於發球；而落地高壓球擊球前的

球速，則因球經絡地後減緩速度，故與發球較接近。在擊球後的球速方面，本研究，

高於王苓華(1989)的發球球速 29.38m/s，但慢於黃俊清(1993)的 46.59 m/s、莊宜達(1995)

的 50.44m/s 及蔡虔祿(1999)的 57.24m/s 等研究的發球球速。此差異可能是因發球的研

究主要針對帄擊式的第一發球，需要最快的擊球速度；而高壓球則較不需要 100%最

快的擊球速度，於實際比賽時，僅需 75%至 90%的速度，以增加球的方向與落點之準

確性。 

擊球區 

目標區 

1M*1M

15M 

球拍水平角度 

軀幹 

前臂 

上臂 

球拍 

腕關節 

肘關節 

肩關節 

發球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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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前、後帄均球速 t 考驗摘要表 

項目 高壓球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擊球前 
原地 12.45 1.61 

5.02 
落地 5.02 .98 

擊球後 
原地 40.33 5.32 

-1.34
落地 44.47 2.12 

*p<.05

表三為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前、後拍頭帄均速度 t 考驗摘要表。原地高壓球擊

球前的拍頭速度為 35.43m/s，擊球後的拍頭速度為 16.29m/s；落地高壓球擊球前的拍

頭速度為 40.83m/s，擊球後的拍頭速度為 25.84m/s。落地高壓球擊球前、後的拍頭速

度均比原地高壓球快，但經 t 考驗後，均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與莊宜達(2002)的發

球前、後拍頭速度為 34.98m/s、24.72m/s 做比較，落地高壓球擊球前、後的拍頭速度

均比發球快；而原地高壓球擊球前的拍頭速度與發球相符，原地高壓球的擊球後拍頭

速度比發球慢。 

表三 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前、後拍頭帄均速度 t 考驗摘要表 

項目 高壓球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擊球前 
原地 35.43 4.35 

-1.29
落地 40.83 5.51 

擊球後 
原地 16.29 3.87 

-3.09
落地 25.84 2.10 

*p<.05

表四為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前、後拍頭帄均加速度 t 考驗摘要表。原地高壓球

擊球前的拍頭加速度為 24.81m/s/s，擊球後的拍頭加速度為-63.87m/s/s；落地高壓球

擊球前的拍頭加速度為 226.24m/s/s，擊球後的拍頭加速度為-392.22m/s/s。原地及落

地高壓球擊球前的拍頭加速度均呈加速狀態，擊球後的拍頭加速度均呈減速現象。落

地高壓球擊球前、後的拍頭加速度均比原地高壓球高，經 t 考驗後，均未達顯著差異。 

  表四 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前、後拍頭帄均加速度 t 考驗摘要表 

項目 高壓球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擊球前 
原地 24.81 238.54 

.39 
落地 -63.87 512.24 

擊球後 
原地 226.24 341.28 

1.60 
落地 -392.22 584.58 

*p<.05

表五為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瞬間腕、肘、肩關節帄均速度 t 考驗摘要表。原

地高壓球在擊球瞬間的腕、肘、肩關節速度分別為 2.40m/s、2.03m/s、2.15m/s；落

地高壓球在擊球瞬間的腕、肘、肩關節速度則分別為 4.88m/s、4.62m/s、4.56m/s。

落地高壓球擊球瞬間的腕、肘、肩關節速度均比原地高壓球快，但經 t 考驗後，均

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與落地高壓球擊球後的球速高於原地高壓球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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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瞬間腕、肘、肩關節帄均速度 t 考驗摘要表 

關節 高壓球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腕 
原地 2.40 .74 

-3.15
落地 4.88 .87 

肘 
原地 2.03 .63 

-2.83
落地 4.62 1.02 

肩 
原地 2.15 .60 

-3.00
落地 4.56 1.01 

*p<.05

表六為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瞬間腕、肘、肩關節帄均角度 t 考驗摘要表。原地

高壓球在擊球瞬間的腕、肘、肩關節角度分別為 166.67 度、172.67 度、182.33 度；而

落地高壓球在擊球瞬間的腕、肘、肩關節角度則分別為 153.00 度、169.33 度、198.67

度。原地高壓球擊球瞬間的腕、肘關節角度均大於落地高壓球；而落地高壓球擊球瞬

間肩關節角度則大於原地高壓球。兩種高壓球擊球瞬間的腕、肘、肩關節角度經 t 考

驗後，均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不同於蔡虔祿(1999)的發球瞬間腕、肘、肩關節角度

為 201.5 度、159.75 度、172.75 度的研究結果。 

表六 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瞬間腕、肘、肩關節角度 t 考驗摘要表 

關節 高壓球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腕 
原地 166.67 13.58 

2.36 
落地 153.00 10.58 

肘 
原地 172.67 5.03 

1.89 
落地 169.33 2.31 

肩 
原地 182.33 8.74 

-2.29
落地 198.67 6.03 

*p<.05

表七為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瞬間腕、肘、肩關節帄均角速度 t 考驗摘要表。原

地高壓球在擊球瞬間的腕、肘、肩關節帄均角速度分別為 700.00 度/s、400.00 度/s、

233.33 度/s；而落地高壓球在擊球瞬間的腕、肘、肩關節帄均角速度則分別為 933.33

度/s、316.67 度/s、516.67 度/s。原地高壓球擊球瞬間的肘關節角速度大於落地高壓球；

而落地高壓球擊球瞬間腕、肩關節角速度均大於原地高壓球。兩種高壓球擊球瞬間的

腕、肘、肩關節角速度經 t 考驗後，均未達顯著差異。 

表七 原地及落地高壓球擊球瞬間腕、肘、肩關節帄均角速度 t 考驗摘要表 

關節 高壓球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腕 
原地 700.00 327.87 

-.78 
落地 933.33 503.32 

肘 
原地 400.00 350.00 

.38 
落地 316.67 28.87 

肩 
原地 233.33 104.08 

-3.21
落地 516.67 76.3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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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及圖四分別為 A 受詴者之原地及落地高壓球各關節點速度變化圖。由圖中可

發現，拍頭速度均在擊球前達到最快，之後稍減速去擊球，以調整拍面角度，增加準

確性。Bruce Elliott, Tony Marsh & Brian Blanksby.(1986)指出，在發球時的擊球點前，

球拍會稍微減速去擊球。此與本結果相符。綜合上述結果，進行落地高壓球時，由於

擊球前球速較慢，因此球拍需要較大的動量去擊球，才能產生與原地高壓球相同或較

快的球速。因此本結果落地高壓球在拍頭速度及腕、肘、肩關節速度均比原地高壓球

快。 

圖三 A 受詴者原地高壓球各關節點速度變化圖 

圖四 A 受詴者落地高壓球各關節點速度變化圖 

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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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一部每秒 500張的高速攝影機拍攝三位男子網球運動員進行原地及落地

高壓球之擊球過程，分析並比較原地及落地高壓球在運動學上之差異，獲得結論如下： 

一、 落地高壓球在拍頭速度及腕、肘、肩關節速度均比原地高壓球快。 

二、 原地高壓球擊球瞬間的腕、肘關節角度均大於落地高壓球；而落地高壓

球擊球瞬間肩關節角度則大於原地高壓球。 

三、 原地高壓球擊球瞬間的肘關節角速度大於落地高壓球；而落地高壓球擊

球瞬間腕、肩關節角速度均大於原地高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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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nematical analysis between static smash and rebounded smash 

in male elite tennis players 

Chuang Yi-Ta* Hsu Chia-Te** Chang Bi-Fon *** Tseng Yin-Chu* 

Kaoshiung Medical University* Lee-M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duct kinematical analysis between the static 

smash and the rebounded smash in elite male tennis players. The study used 2-D Mega 

Speed high speed photography.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tic smash and 

rebounded smash. The conclusion was as follows: 

1. The velocity of racket-head and wrist and elbow and shoulder by the rebounded

smash were faster than the static smash.

2. The angle of wrist and elbow by the static smash was higher than the rebounded

smash on impact. And the angle of shoulder by the rebounded smash was higher

than the static smash on impact.

3. The angular velocity of elbow by the static smash was higher than the rebounded

smash on impact. And the angular velocity of wrist and shoulder by the rebounded

smash was higher than the static smash on impact.

Keywords：tennis、smash、kinematic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search?ei=UTF-8&p=%E7%B5%90%E8%AB%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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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體育人』應有之人文及道德素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張凱翔 

摘要 

    全球化 (globalization)時代的來臨，世界文化的融合與接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對待

與相處，運動員是否可以關懷人道及在道德行為上是否會出現偏差，是我們關注的焦點。

綜觀國內體育整體環境，過往多在強調競技運動的競爭，而『體育人』應有的人文及道

德素養卻不受重視。2009 年我國即將舉辦世運會與聽障奧運，在此加強體育人的人文素

養、人文精神與人文道德方面的培養上，是否應該有一番新的思維及提升。本研究旨在

探討運動選手及相關體育指導從業人員在人文及道德素養現況及如何提升，是否在追求

勝利的同時卻忽略了在這方面的充實，而導致個人道德價值的判斷導致偏差，進而產生

錯誤的道德價值判斷，或者違背了一個體育人應有的行為、人文及道德素養。 

關鍵詞：體育人、人文素養、道德素養 

通訊作者：張凱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TEL：0932-093-446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E-mail：jimmy12340209@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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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體育教育價值主要在呈現促進人們的身心發展、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維護人與

人的和諧關係，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取向，樹立全面發展的觀點、國民主義觀念、公帄競

爭的理念和拼搏進取的精神（楊松、麼蘭，2007）。這些都是人文精神的內在價值，而

這些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也提供了我們對國內選手人文素養及道德教育的新思維。 

   「道德」和「教育」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從家長們的心態來看，大多希望孩子們成為

優秀的人才、有好的發展前途、能尊重和愛國、為他人著想、希望他們可以自由思考、

獨立和自主；面對這些期盼，品格教育與道德教育，都可以解決這些問題(Graham, Haidt 

& Rimm-Kaufman, 2008)。而在這方面的教育，學校或是家庭教育對人文素養、人道關懷

及道德素養觀念應該更加重視。而體育可以說是人文精神主要組成的成分之一，體育的

發展可以說是人類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現，其內在表現的人文精神及價值，並不是只有

外界所認識一般的身強體壯、人生的組成，或者是健康生活的一個代號。它擁有的是人

文素養、道德素養等，對社會來說，是一大助益，人們因此會彼此尊重、關懷及關心對

方的需求、了解怎麼與人相處、對道德判斷有一定的價值，了解在遊戲中學會公帄競爭

的理念及拼搏進取的精神。此外，學會判斷什麼事是該做的，什麼事是不該做的，對社

會來說，是無形的控制及助益。

    現在忙碌的社會中，人文素養及道德涵養是不可缺少的。它讓我們更能清楚地分辨

是非，在行為道德上不會造成偏差，對社會的秩序及人文的素質涵養，具有間接增強的

作用，所以在這方面的教育及提升體育人相關人文、道德素養的活動，或是相關課程應

該更重視它。 

    國內「體育人」給予社會大家的想法，仍停留在『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觀念。

此一認知是否如此，我們不得而知，很清楚的是這種沒有科學根據的刻板印象，對體育

人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污辱和傷害。但在這樣的思維下，體育人必頇檢討自身人文及道

德素養，並強化相關的內涵。 

貳、人文精神的內涵
    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所共有的一種文化精神。在西方文化裡，人文精神

有狹隘及廣義之分，狹隘是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一種思潮，廣義是指由西方哲學所培

育的源於古希臘的一種歐洲精神文化傳統，在這種精神文化傳統的主要思想尌是「以人

為本」，即人作為一種精神存在的價值應當受到尊重與重視（方桂芳，2006）。西方人文

精神的構成主要有三個元素，第一個元素是人性，及對人的尊重，強調人的尊嚴；第二

個元素是理性，即對真理的追求與思考；第三個元素是指人精神的超越，即對生命意義

的追求與超越（方桂芳，2006）。而西方人文精神的意義是指一個人活著，要活的有尊嚴，

且要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問題，對自己的靈魂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對世界的言論、人生

的態度等最基礎的問題上，能夠自己做主。 

    中國文化中，人文一詞最早見於殷末周初《易經》中賁卦的彖辭：「剛柔交錯，天

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於這個詞的

註解有很多，宋代程頤《伊川易傳》對此的解釋是：「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

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速改也。人文，

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梁韋弦，2003）。

一般認為，中國傳統的人文概念是指人的各種屬性，從上述內容不難發現，中國文化中

的人文精神也展現出「以人為本」的精神。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8B%E4%BB%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8B%E4%BB%A3&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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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素養的靈魂，不是「能力」，而是「以人為對象、以人為主體中心的一種精神」，

其核心内容是對人類生存意義和價值的關懷，這尌是「人文精神」。這其實是一種為人

處世的基本的「德性」、「價值觀」和「人生哲學」的一種展現，其中內涵也包括了科

學精神、藝術精神和道德精神等（現代漢語辭典，2009）。它追求人生和社會的美好境

界，推崇人的感性和情感，看重人的想像性和生活的多樣化。主張思想自由和個性解放

是它的鮮明標誌，它以人的價值、人的感受、人的尊嚴為萬物的尺度，以人來對抗神，

對抗任何詴圖凌架於人的教義、理論、觀念、進行中事物及預期中目標（現代漢語辭典，

2009）。 

    人文精神是指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的精神，其核心價值是以人的生存意義及展現

人的價值和尊嚴，追求人的完善和自由發展。人文精神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動力，也

尌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動力外化形式（鄭峰、劉明亮、于健，2007）。關於「人文精神」，

學者予以不同角度去闡述其內涵，他們認為它是強調人的價值和尊嚴，重視對人類的無

限關懷，且強調一種主體精神品格，亦或是認為其是人性和人的本質的展現等等，其核

心都是以人為中心，展現了以人為本的一種思想（魯雷，2007）。 

參、道德素養的內涵 

道德，可以說傳遞社會所看中的一套價值和亯念體系，是集體共同達成的一種意識

或一社會標準，也可以說是人類社會化的一個過程；在文化的意識形態強加烙印在不同

的社會下，不難看出道德與文化之間密切的關係（但昭偉，2002）。不過，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社會，往往有一些不同的道德觀念；不同的文化中，所重視的道德元素及其優先

性、所持的道德標準，常常有所差異。道德包含了「規範」要素，可說是最初表現於風

俗、習慣，但隨者個人批判性自覺之提升，便從批判風俗、習慣及自我反省中，出現自

習慣分化而來的精神、規範或規準，而共同的道德不應只是崇高的理念或抽象的名詞，

必頇實行在日常生活當中（林美瑛、賴昭香，2003）。 

掀起宗教革命的 Martin Luther（馬丁路德），曾於五百年前說過這段話：「一個國家

的興盛，不在於國庫的殷實，城堡的堅固或是公共設施的華麗，而在於公民的文明素養，

也尌是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遠見卓識和品格的高下。」相反的，在 21 世紀的今天，

人民的道德素養、文明素養、品格操孚逐漸被人淡忘。在一九八九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召開「面向二十一世紀研討會」會中，也特別指出，道德、倫理、價值觀的挑戰會是二

十一世紀人類面臨的首要挑戰。為迎戰這個挑戰，世界各國紛紛研擬對策，從改革教育

尋找出路（周慧菁，2003）。顯然的，道德涵養的重要性是我們不容置疑的，而一個人

的道德涵養是需要透過教育及培養的，現在社會裡人民的道德涵養水準，也可以看作是

一個國家開發的指標之一。 

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使人成為知善行善，修己善群的好人，所謂的道德氣質不僅包括

明辨是非的道德認知或判斷能力，更重要的是能直道而行的行善傾向和習慣的養成（歐

陽教，1985）。其實道德教育已滲透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包括：國家、宗教、家庭），

它可以是個規範，用以告訴我們什麼是錯的，什麼是正確的；在現代的社會、家庭中，

一個框架、規則或條件是必要且不可少的(Devine, 2006 )，Wilson（威爾遜）也認為道德

教育的基礎學習，是學習什麼是“權利”或“錯誤”。兒童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的愛情、情感

的安全、食物、熱情、充足的睡眠等這些事情，是必頇被規則、框架的(Wilson, 1961)。

顯然從日常生活中實行道德教育，包括在帄日的訓練及教育中的實行是非常重要的，例

如：教導公帄競爭、不作弊、禁藥、暴力、欺騙等是有其必要性的，而在日常生活教育

中，教練、教師本身的道德操孚，也必頇是選手、學生們的良好表率。 

http://www.hudong.com/wiki/%E4%BA%BA%E6%96%87%E7%B2%BE%E7%A5%9E
http://www.hudong.com/wiki/%E7%A7%91%E5%AD%A6%E7%B2%BE%E7%A5%9E
http://www.hudong.com/wiki/%E7%A7%91%E5%AD%A6%E7%B2%BE%E7%A5%9E
http://www.hudong.com/wiki/%E9%81%93%E5%BE%B7%E7%B2%BE%E7%A5%9E
http://www.hudong.com/wiki/%E7%94%9F%E6%B4%BB
http://www.hudong.com/wiki/%E6%80%9D%E6%83%B3
http://www.hudong.com/wiki/%E8%A7%A3%E6%94%BE
http://www.hudong.com/wiki/%E8%A7%A3%E6%94%BE
http://www.hudong.com/wiki/%E4%BB%B7%E5%80%B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4%8F%E8%AD%98%E5%BD%A2%E6%85%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5%8C%96&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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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體育人之人文素養
從體育的本質來看，它是透過身體鍛鍊的一種手段，使人的身心得到和諧的全面性

發展，也可以說是一種「以人文本」的體育本質。而體育「以人為本」的思想源頭可以

追朔到古希臘，其主要目的在培育選手們的身心和諧發展一致，而體育應成為培養精神、

道德和體魄三者合一的教育手段；從古希臘奧運會所制定的規範、宗旨可尋，參賽者必

頇是道德上沒有汙點的人，並且公帄競爭；裁判員要禁止受賄；參與國要休戰等，這些

思想與行為本質上尌存有部份人性的競爭，由此得知其思考出發點在於「人」的本身（方

桂芳，2006；楊松、麼蘭，2007）。 

何謂「體育人的人文精神」？體育既是一們學科，也是一種社會的文化現象，體育

探求未知世界和應用客觀規律來為人類的生產、生活服務，也是一種教育活動（馮廣梅、

王其琪，2006）。在這些活動中涉及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

這些關係中展現人文精神的都屬於體育人文精神的範疇，在以現在社會生產力發展水

帄，社會活動和談話的水準基礎的教育，人文精神的主要內涵是始終以人為核心，維護

人的高貴與尊嚴，關愛生命與健康，尊重人的個性需求與選擇，透過體育活動方式，全

力促進人身心與精神的健康和快樂，盡可能的促進人的全面和諧與充分發展（魯雷，

2007）。 

  英代爾總經理陳朝益在一次的專訪中提及，當一個人沒有人文思考、人文素養 

(Humanities Literacy)的時候，他尌只是一個機器人，欠缺生活品質的富裕度 (rich-ness)

與豐富性（杒佳靜，2007）。 

對體育人來說，人文素養的養成教育及個人的素養內涵擁有是相當重要的，畢竟這

些相關的人文知識及內涵都是組成過去歷史及體育的一部分，內容包含人與人之間的相

處、關懷與人道、人與大自然、人文的各項相關知識、或其歷史社會的組成等。再從古

希臘文化來看，古希臘人所創造的奧林匹克精神除了影響當代的人類社會更是他們留給

後人的寶貴精神財富。由此，可見體育絕對不僅僅只有鍛鍊體魄、增強體質、創造健康，

體育及其活動蘊含著人文精神，是人類精神家，不僅能增強人民的體質，而且能陶冶人

民的心靈，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提升社會生活的地位和態度，弘揚人文精

神，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及團結（楊松、麼蘭，2007）。 

伍、體育人之道德素養 

  尌道德而言，它表現於在個人帄常一般的習慣、態度、生活適應和價值判斷上，成

熟的道德觀與健全品格息息相關。它是個人幸福之所賴，也是社會安定發展的憑藉，更

是個人不斷發展和精神生活的動力（鄭石岩，2003）。愛因斯坦曾說過，優秀的品格和堅

強的意志力比智慧和博愛更重要，智力上的成尌在於很大程度上依賴品格的偉大（田昱

琦，1999）。有鑑於此，讓我們了解到道德的素養及品格的養成，是非常的重要，若從小

的尌培養品格及道德這方面的教育，這也將會降低運動員偏差行為的產生。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後，強調學生課業能力卻忽略德育，德育被放入綜合活動中，品

格教育的重要性已遭明顯排擠（黃德祥、謝龍卿，2004）。由此可以得知，現在國內學

校的教育對品格、人文素養教育的缺乏，若能在體育課程中，結合人文及道德相關的教

育理念，相亯在這方面可以為學童們樹立一個良好的人格品德教育，避免其偏差行為的

產生。 

    長久以來，國內體育人在道德素養這方面並沒有獲得足夠的教育課程訓練，以團隊

為利益及公帄競爭的態度養成，也影響到多數的體育人的規範遵孚，在國外似乎也存有

相同的問題，過多的運動員道德價值觀的淪喪，錯誤的道德判斷導致其偏差行為的產生。

以奧運巨星費爾普斯(Michael Phelps)為例，日前接受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訪問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2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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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表示吸食大麻的行為很愚蠢。有飛魚之稱的費爾普斯指出，這顯然是很糟糕的判

斷，而且他一點也不覺得光釆，從他這輩子所犯的錯誤中已經學得教訓，並且做出改進

（吳寧康，2009）。的確，在訓練選手時，品格教育及修養的養成需要教練們的重視。品

格及道德的教育得從小建立，教練本身更必頇樹立典範。所以，身為體育教師或是教練

在訓練上應該要以育人為本，注重師德，為社會建立道德規範，並且培養品格與術科並

重的人才，從自身做起的態度去教育下一代（魯雷，2007）。 

陸、結語
  以強調學科、術科並進的目的觀之，培養現代學生、教師、選手及教練有關人文與

道德素養相關的課程有其必要性。在現代強調個人競爭、奪牌的教育理念下，人文及其

道德素養也應該加以重視。同時，體育人也應該涉獵相當的知識與書籍，以提升不同的

知能及內涵，提升自身競爭力，不再只有術科能力，以免發展受限。 

  學校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一環，道德教育的目的旨在啟迪學生的道德理性，涵養基本

品德，陶冶道德情操，並主動落實於生活之中（高博銓，1998）。相對的，學校教育中若

能讓體育課程加入更多人文、道德的內容教育或思考，選手、學生們將獲得更多元的陶

冶與成長。教練部分，也應該接受更進一步的人文及道德素養教育，透過各項研習活動

的內容學習，強化自身應有之人文及道德素養，以此教育選手。此外，政府也應該增加

協助新一代的教師人文及道德方面整體知識的提升，幫助國內選手教練等體育人的發

展，讓社會的人文教育發展在國內體育教學中擴展，使其人文氣息更為全面性，讓整個

體育界的發展更為健全。 

   近幾年來，體育人士及其他道德價值觀的偏差，對其形象造成負面影響，甚至破壞了

整個體育界的生態發展。從競賽的禁藥、職棒的簽賭、放水球、互相的謾罵，體育人或

著是整個體育界的人文及道德價值觀淪喪，有重建及發展的必要。營造整個人文的體育

環境，不僅可以帶來運動競賽及人文道德價值的提升，也能涵養學生、選手、教練們的

人文素養與道德。而在提倡快樂與健康體育的同時，讓我們一起為體育界的發展努力，

喚起古代「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發揚體育人文精神，實現一個以人文素養、道德素

養為基礎的體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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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分析亞洲地區柔道選手致勝技術的得分分布情形，用以了

解亞洲地區柔道技術的發展現況。研究方法：將向中華民國柔道總會蒐集之競賽紀錄資

料影印本為依據，計有男、女各 7 個量級，總計 14 個量級，取得有效致勝得分紀錄 251

筆進行分析，並以套裝軟體 SPSS10.0 for windows，依照本研究之目的進行資料統計分析

各種技術致勝得分結果，其方法有敘述統計、卡方檢定等，並以 p＜.05 為顯著性考驗水

準。研究對象：本研究對象以參加 2009 年亞洲盃柔道錦標賽之 30 多個國家，300 多位

選手對戰之 251 場對戰賽程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本研究發現獲得一勝以立技比例最

高 69.3％，其次為寢技 22.2％，再其次為捨身技 7.4％，最後為犯規只佔 1.1％。在男女

得分致勝技術方面，男生在立技與犯規方面得分致勝以 73.1％、6.2％大於女子的 67％與

2.8％，而在寢技與捨身技方面剛好相反，女生以 20.8％、9.4％大於男子的 14.5％與 6.2

％。研究結論：本結果顯示亞洲地區柔道，男子在立技與犯規戰術的運用優於女子，而

女子在寢技與捨身技術的運用優於男子。最後希望藉由本研究之結果提供國內柔道教練

選手做為參考依據，以對未來國內後續研究與訓練有所助益。 

關鍵詞：2009 年亞洲杯、柔道、致勝技術、立技、寢技 

通訊作者：許正心 台中縣富春國民小學 TEL：0935300450 

台中縣后里鄉甲后路 199 巷 99號   E-mail：ak30045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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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2009 年亞洲盃柔道錦標賽於 5 月 23 日至 24 日於台北小巨蛋隆重舉行，距離台灣上

一次舉辦亞洲盃柔道錦標賽（2009 年亞洲盃秩序冊），在 1970 年（民國 59 年）於高雄

舉行第二屆亞洲盃柔道錦標賽已經相距 40 餘年，當時台灣柔道水準僅次於日本、韓國，

加上中東國家如伊朗、亞洲中國、北韓、蒙古、前蘇聯解體國家如：哈薩克、土庫曼等

國家尚未加入，因此台灣定位上處於第三名上，但是在 1990 年以後卻是一牌難求

（http://tw.myblog.yahoo.com/jw!C9jV5ymUR07dfQtD3kIl/article?mid=4649）。 

    根據亞洲柔道聯盟（Judo Union of Asia，簡稱 JUA）組織，亞洲共分為五大區域，

分別為東亞、西亞、南亞、中亞以及東南亞，共有 37 個會員國，其歷年來在亞洲青年柔

道錦標賽的成績，金牌大致落於東亞的日本、韓國、中國、北韓以及中華台北（許吉越、

廖俊強，2006）。以及 JUA 網站上的資料顯示我國歷年在亞洲青年柔道比賽成績不亞於

其他各國（黃國恩，2008）， 相較於青年組的成績，我國成人組的比賽一直以來卻是差

強人意，尤其此次比賽的大多數的獎牌還是由日本、韓國、中國、北韓、哈薩克、蒙古

等國所奪得，此次的亞洲盃柔道錦標賽我國選手在雖然佔盡地利，但是成績卻是一直無

法突破，甚至連一塊銅牌都無法取得，探討其原因除了在技術、體能與心理等因素需再

加強之外，我們還需要在參與或舉辦國際柔道競賽的同時收集各國競賽資料並加以統整

分析，以掌握各國整體柔道運動發展的水準，進而擬定新的訓練策略與調整訓練方針，

並在國內舉辦教練講習，將這些訊息傳達給國內各階層教練，期望能使我國柔道運動在

國際上再創佳績。 

二、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的背景敘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藉由此次亞洲盃柔道錦標賽的賽事，

分析了解目前亞洲地區柔道選手在不同性別上致勝技術得分的分布與差異情形，用以提

供國內教練與選手日後再訓練計畫、技術訓練、戰術、策略的擬定上做為參考依據。 

三、操作性名詞 

（一）技術：依據國際柔道總會（IJF）與日本講道館柔道（KODOKAN）所頒布的柔道

技術分類為立技（含手技 15 技、足技 21 技、腰技 11 技）、捨身技（含真捨身技 5 技、

橫捨身技 15 技）、固技（含壓制 7 技、勒頸 12 技、關節 10 技）（日本講道館、國際柔道

總會，IJF）。 

（二）致勝技術：指的是每一場比賽中，勝方致勝的關鍵得分技術，其資料來源是依據

競賽紀錄表上的紀錄而來。

（三）得分：比賽得分依據國際柔道總會所頒佈之國際柔道競賽規則，將其劃分為一勝

（IPPON）、半勝（WAZA-ARI）、有效（YUKO）三種；依據國際柔道比賽最新規則，

效果（KOKA）於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中華民國柔道總會，2009）。

（四）犯規：依據 IJF 規則，犯規處罰分為輕微與嚴重兩種，嚴重犯規 1 次即判定犯規

輸；輕微犯規第 1 次以口頭緊告並記錄、第 2 次輸 1 次有效、第 3 次輸 1 次半勝、第 4

次判定犯規輸。

（五）量級：依照國際柔道總會 IJF 對於柔道量級的規定，成人組的競賽量級男女各分

為 7 個量級（黃國恩，1999），並依照體重劃分為（表 1）：

表 1  國際柔道賽男女各量級體重劃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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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 女子 

第一級 -60kg 第一級 -48kg

第二級 -66kg 第二級 -52kg

第三級 -73kg 第三級 -57kg

第四級 -81kg 第四級 -63kg

第五級 -90kg 第五級 -70kg

第六級 -100kg 第六級 -78kg

第七級 +100kg 第七級 +78kg

資料來源：2009 年亞洲盃柔道錦標賽秩序冊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本次參加 2009 年 5 月 23-24 日的亞洲盃柔道錦標賽之各國參賽隊伍，

共計有三十二個國家，本次 2009 年亞洲盃柔道錦標賽依性別、體重劃分級別，共進行男、

女各 7 個量級總計有 251 場次的比賽，其中男子組共計有 145 場，女子組共計有 106 場，

致勝紀錄得分紀錄總計有 251 筆（2009 年亞洲盃秩序冊）。 

二、研究分析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是由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柔道總會在比賽中所聘請有相關經驗的裁

判與賽務人員做紀錄，賽後由研究者向中華民國柔道總會取得同意並說明研究用途，並

由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提供大會紀錄之副本，供筆者做為研究之用。本次競賽正式紀錄表

中包含日期、性別、量級、場地、場次、對戰選手、國家、得分、技術、犯規、比賽時

間、裁判簽名、紀錄簽名等資料。 

三、研究器材 

（1） 競賽紀錄表：向中華民國柔道總會商借 2009 年亞洲盃柔道錦標賽所有賽程記錄

表，並說明所有紀錄表為本研究使用，並無用於其他使用目的。

（2） ACER 牌筆記型電腦一部。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競賽紀錄表上所記錄之資料整理記錄並建檔之後，以套裝軟體 SPSS10.0 

for windows，依照本研究之目的進行資料統計分析各種技術致勝得分結果，其方法有敘

述統計、卡方檢定等，並以 p＜.05 為顯著性考驗水準。 

叁、統計結果
一、不同致勝技術得分 

    本次亞洲盃柔道錦標賽技術得分，經由統計分析結果，從表 2 中可得知，一勝有 189

次（包含 2 次犯規輸）、半勝有 15 次（包含 1 次犯規累計）、有效 39 次（包含 9 次犯規

累計），以整體來說，此次亞洲盃柔道錦標賽以一勝致勝的次數最高；在技術方面以立技

獲得致勝得分有 177 次，其次為寢技 43 次，再其次為捨身技 19 次；最後為犯規 12 次；

至於在得分與技術的差異方面，首先我們看到一勝的比例以立技最高，佔 69.3％，其次

為寢技，佔 22.2％，再其次為捨身技，佔 7.4％，最後為犯規，佔 1.1％；在半勝方面，

亦以立技最高，佔 73.3％，其次為捨身技，佔 20％，再其次為犯規，佔 6.7％，最後為

寢技，佔 0％，；有效方面亦是以立技最高，佔 69.2％，其次為犯規，佔 23.1％，再其

次為捨身技，佔 5.1％，最後為寢技，佔 2.6％。另外在技術方面，立技、捨身技、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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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得分，但是在寢技方面卻偏重於一勝，半勝卻一次也沒有，與黃國恩（2008）亞洲

青年柔道選手的致勝技術分析有所差異，或許是代表亞洲地區寢技動作的進步，這一點

值得國內教練選手去深入探討，找出問題癥結的所在。 

表 2    不同致勝技術得分差異考驗列聯摘要表 

得分 
   技術 

項目 
寢技 立技 捨身技 犯規 總和 df χ

2

 

一勝 次數 42 131 14 2 189 

9 49.942*** 

得分內 % 22.2% 69.3% 7.4% 1.1% 100.0% 

技術內 % 97.7% 74.0% 73.7% 16.7% 75.3% 

半勝 次數 0 11 3 1 15 

得分內 % 0 73.3% 20.0% 6.7% 100.0% 

技術內 % 0 6.2% 15.8% 8.3%   6.0% 

有效 次數 1 27 2 9 39 

得分內 % 2.6% 69.2% 5.1% 23.1% 100.0% 

技術內 % 2.3% 15.3% 10.5% 75.0% 15.5% 

判定 次數 0 8 0 0 8 

得分內 % 0 100.0% 0 0 100.0% 

技術內 % 0   4.5% 0 0   3.2% 

整體 次數 43 177 19 12 251 

得分內% 17.1% 70.5%   7.6%   4.8% 100.0% 

技術內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p＜.001 

二、男子選手致勝技術得分 

    本次亞洲盃柔道錦標賽中，男子選手在致勝技術得分方面，可以由表 3 中得知，獲

得一勝的次數以立技 77 次最多，其次為寢技 20 次，再其次為捨身技 6 次，最後為犯規

2 次；半勝方面也是以立技 6 次最多，其次為捨身技 2 次，在其次為犯規 1 次，最後為

寢技 0 次；有效方面也是以立技 15 次最多，其次為犯規 6 次，最後則是捨身技與寢技各

1 次。以技術來說男子選手立技獲勝的比例佔 73.1％，其次是寢技佔 14.5％，最後為捨

身技與犯規，同樣佔 6.2％，這些數據顯示亞洲地區男子選手在比賽中獲勝的技術還是以

立技為主，寢技為輔。 

表 3  男子選手不同致勝技術得分差異考驗列聯摘要表 

得分 
   技術 

項目 
寢技 立技 捨身技 犯規 總和 df χ

2

 

一勝 次數 20 77 6 2 105 

9 29.649** 

得分內 % 19.0% 73.3% 5.7% 1.9% 100.0% 

技術內 % 95.2% 72.6% 66.7% 22.2% 72.4% 

半勝 次數 0 6 2 1 9 

得分內 % 0 66.7% 22.2% 11.1% 100.0% 

技術內 % 0 5.7% 22.2% 11.1%   6.2% 

有效 次數 1 15 1 6 23 

得分內 % 4.3% 65.2% 4.3% 26.1% 100.0% 

技術內 % 4.8% 14.2% 11.1% 66.7% 15.9% 

判定 次數 0 8 0 0 8 

得分內 % 0 100.0% 0 0 100.0% 

技術內 % 0   7.5% 0 0   5.5% 

整體 次數 21 106 9 9 145 

得分內% 14.5% 73.1%   6.2%   6.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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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內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p＜.01 

三、女子選手致勝技術得分 

    女子柔道選手在本次亞洲盃柔道錦標賽中得分技術方面，可以由表 4 得知，女子或

得一勝的次數以立技 54 次居冠，其次是寢技 22 次，再其次是捨身技 8 次，因對手犯規

而獲勝者次數是 0；半勝方面以立技的 5 次最多，其次為捨身技 1 次，犯規與寢技的次

數都是 0 次；在有效方面也是以立技 12 次最多，其次為犯規 3 次，在其次為捨身技 1

次，寢技為 0 次；女子選手在技術方面得分也是以立技佔 67％的比例最多，其次為寢技

佔 20.8％，在其次為捨身技 9.4％，最後為犯規 2.8％最低。 

表 4  女子選手在不同致勝技術得分差異考驗列聯摘要表 

得分 
   技術 

項目 
寢技 立技 捨身技 犯規 總和 df χ

2

 

一勝 次數 22 54 8 0 84 

6 23.627** 

得分內 % 26.2% 64.3% 9.5% 0 100.0% 

技術內 % 100.0% 76.1% 80.0% 0 79.2% 

半勝 次數 0 5 1 0 6 

得分內 % 0 83.3% 16.7% 0 100.0% 

技術內 % 0 7.0% 10.0% 0   5.7% 

有效 次數 0 12 1 3 16 

得分內 % 0 75.0% 6.3% 18.8% 100.0% 

技術內 % 0 16.9% 10.0% 100.0% 15.1% 

整體 次數 22 71 10 3 106 

得分內% 20.8% 67.0% 9.4%   2.8% 100.0% 

技術內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p＜.01 

四、不同性別致勝技術差異分析 

    根據表 5 可以得知本次亞洲盃男女選手在不同技術上的致勝得分，其中男子總致勝

場數為 145 場，佔 57.8％，女子選手致勝場數為 106 場，佔 42.2％，由表中可以發現男

女選手都是以立技為主要致勝得分技術，其中男子選手以 106 次立技致勝，佔 59.9％大

於女生的 71 次，40.1％；在寢技方面與捨身技方面卻都是女子選手以 22 次，51.2％與

10 次，52.6％大於男子的 21 次，48.8％與 9 次 47.4％；而在犯規方面男子選手以 9 次，

75％大於女子 3 次，25％。 

表 5 不同性別致勝技術差異考驗列聯摘要表 

性別 
   技術 

項目 
寢技 立技 捨身技 犯規 總和 df χ

2

 

男 次數 21 106 9 9 145 

3 4.034 

性別內 % 14.5% 73.1% 6.2% 6.2% 100.0% 

技術內 % 48.8% 59.9% 47.4% 75.0% 57.8% 

女 次數 22 71 10 3 106 

性別內 % 20.8% 67.0% 9.4% 2.8% 100.0% 

技術內 % 51.2% 40.1% 52.6% 25.0% 42.2% 

總和 次數 43 177 19 12 251 

性別內% 17.1% 70.5%   7.6%   4.8% 100.0% 

技術內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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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根據以上數據的統計結果，我們得知 2009 年亞洲杯男女選手在致勝得分技術上獲得

一勝的比例都是以立技為主；男選手在立技、犯規等技術高於女子選手，但女子選手在

寢技與捨身技致勝比例高於男子選手，由以上資料所得結論，提供以下幾點建議，提供

國內教練與選手未來訓練方向做參考依據。 

（一）加強國內選手立技組手的觀念，並落實於帄常訓練之中，這樣才能面對國際上節

奏更快更強力的柔道運動。

（二）強化選手各方面技術、體能與重建比賽觀念。

（三）藉由參與國際賽會的同時蒐集各國柔道競賽各項資訊，以確實掌握國際柔道發展

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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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瞭解 2009 年台北聽障奧運會桌球賽現場觀眾的滿意度，以及比較不同人

口變項在滿意度之差異。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 2009 年台北聽障奧運會桌球賽現場

觀眾為研究對象。根據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性分析及單因子多變項變異數分析等統計

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觀賞 2009 台北聽障奧運會桌球現場觀眾在滿意度方

面，以賽會核心層面（如現場氣氛、球員球技、賽程時間、賽制安排等）感到最滿意；

二、2009 台北聽障奧運會桌球現場觀眾觀賞之滿意度與性別之間沒有顯著差異；與年

齡、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之間則呈現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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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背景

一、問題背景 

觀賞性運動在眾多的休閒活動中，已經逐漸成為休閒活動的選擇之一。而運

動觀賞在運動產業中也被歸類為運動核心產業之一，存在相當龐大的商機（葉公

鼎，2001）。Trail, Fink 與 Anderson (2003) 尌指出在美國的社會中，觀賞運動比

賽是盛行的休閒活動，每年觀眾約花費 110 億美元觀賞運動比賽。林淑娟、林房

儹（2004）也分析台灣職棒運動產業的經濟產值，推估中華職棒 14 年的總進場

人數為 958,596 人是經濟產值的據點，推估門票總收入約可達到 191,719,200 元。

可見，運動觀賞的提升不僅對推展全民休閒活動有正向的助益，對於經濟成長也

有相當的助益。 

瞭解觀眾對賽會舉辦的滿意度是提升觀眾入場觀賞的重要指標（黃美珍，

2009）。而觀眾在觀賞運動比賽後，由觀賞球賽得到無形的服務及有形的產品，

其所得到的接待和感受，會和進場前心中所期望的運動比賽做比較，當心中的期

待大於事後實際感受時，將會感到不滿意；相反地，如果心中的期待小於事後實

際感受時，將會對業者所提供之服務感到滿意（曾嘉聖，2008）。Matsuoka, 

Chelladurai 與 Harada (2003) 也指出，球迷對球隊的表現、比賽的水準及喜愛的

球隊感到滿意，其將來參與比賽的意願也會越高。廖俊儒（2003）也提及未來會

有較高的觀賞頻率之職棒現場觀眾，其感受滿意的程度明顯的高於未來觀賞頻率

較低者。因此，本研究旨在瞭解觀眾觀賞桌球賽的滿意度，以發展桌球賽運動觀

賞之策略。 

    2009 年台北聽障奧運會，是台灣目前所承辦之國際賽事中，層級最高、選

手最多之運動賽會，預計有超過 100 國 6,000 名選手參與（劉兼銘，2007）。對

於台灣的觀眾來說，能夠在台灣現場觀賞國際性的比賽，為自己喜歡的隊伍加

油，實屬難得可貴的經驗。另一方面，桌球賽是一項老少咸宜並適合國人參與的

活動，值得推展成為日常休閒活動的運動項目。尤其是近年來桌球國家代表隊在

國際比賽嶄露頭角，屢創佳績，應能吸引觀眾到場觀賞桌球賽比賽，但事實卻不

然，球場經常只有教練及參賽選手（黃美珍，2008），所以，觀賞比賽的觀眾並

不多。對於競技運動來說，觀眾是最主要的人為因素，缺少了觀眾，比賽尌缺乏

趣味 (Bammel & Burrus-Bammel, 1992/1996) 。因此，希望能透過此次 2009 臺北

聽障奧運會桌球賽現場觀眾滿意度之研究，來瞭解觀眾對賽會滿意程度，以發展

桌球觀賞之相關策略，提供桌球經營者之參考，期能提昇觀眾參與觀賞桌球賽。 

二、研究問題 

（一）2009 台北聽障奧運會桌球賽現場觀眾的觀賞滿意度為何？ 

（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的 2009 台北聽

障奧運會桌球賽現場觀眾其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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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2009 台北聽障奧運會桌球賽現場觀眾為正式樣本對象，問卷發放

日期為 2009 年 9 月 5 日至 15 日。問卷共發出 706 份，有效問卷為 679 份，本研

究之之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6.18％。 

二、 研究工具 

（一）量表架構 

參考賴昇宏（2006）「大專籃球聯賽滿意度量表」及曾嘉聖（2008）「超級籃

球聯賽現場觀眾滿意度量表」為架構，以自編「桌球現場觀眾滿意度之研究問卷」

為工具，其問卷包含兩部分：「滿意度量表」及「基本資料」。 

（二）量表的亯效度分析

亯度考驗以量表的之內部一致性表示，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

為.75、.72，而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72，顯示本問卷之總量表與各分量表

內部一致性良好。效度以因素分析檢驗量表建構效度，其結果顯示 KMO 值

為.74 ，Bartlett 球形檢定近似卡方分配 304.87，自由度 45，顯著性 p<.05，顯示

變項之因素分析的適切性適中；依各題目所匯集之因素特性加以命名，萃取出「核

心層面」及「周邊層面」兩個構面，兩個因素的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4.78％。 

三、 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回收之問卷編碼後，利用 SPSS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

析。以（一）描述性統計：瞭解人口統計變項樣本的特性；（二）單因子多變異

數分析：考驗樣本在觀賞動機、滿意度量表各構面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三） 

Scheff’e 事後考驗：在單因子多變異數分析後，F 值若達到顯著水準，則進行事

後比較。 

參、結果與討論 

一、2009 台北聽障奧運會桌球賽現場觀眾滿意度 

由表 1 可知，2009 台北聽障奧運會桌球賽現場觀眾滿意度最高分數為賽會

核心層面（現場氣氛、球員球技、裁判水準、賽程時間安排及賽制安排），其次

為賽會周邊層面（周邊環境、交通、服務、比賽相關資訊），兩項滿意度的結果

相當接近，皆介於滿意和非常滿意之間，顯示此次桌球賽會觀眾對賽會整體表現

水準感到滿意。Robinson, Trail, Dick, 與 Gillentine (2005) 指出，觀眾會受到運動

所展現的美與技巧的表現，及比賽的戲劇化過程，而被吸引到現場觀賞比賽。另

外，王忠茂（2005）指出，若能提供觀眾在球賽周邊因素更好的設施及服務，可

增加球迷滿意度與進場看球意願。黃美珍（2009）也指出，若能對比賽場所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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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施及交通便利性物整體考量，對觀眾的參與將有所助益。因此，賽會主事者

若能對賽會核心及周邊層面做妥善及詳盡的規劃，滿足觀眾的需求並提升其滿意

度，其將來觀賞比賽的機會也會愈高。 

表 1  2009 台北聽障奧運會桌球賽現場觀眾觀賞滿意度 

量表名稱 順序 因素名稱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滿意度量表 1 核心層面 679 4.05 .61 

2 周邊層面 679 3.90 .72 

二、2009 台北聽障奧運會桌球賽現場觀眾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一）不同性別的現場觀眾對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由表 2 可知，2009 台北聽障奧運會桌球賽現場男女觀眾在「核心層面」因

素及「周邊層面」因素沒有顯著差異。造成此結果的可能原因是由於此次 2009

台北聽障奧運為台北所舉辦最高層級的國際賽會，台北市政府投入了相當多的人

力和資源，在賽會的核心和周邊都有一定水準的規模，並由於現場採不收任何費

用的方式，因此造成男女觀眾在此次賽會的支持、看法和心態都沒有太大的差

異，建議可在未來研究繼續討論。 

表 2  性別與滿意度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性 別 N M SD F P 

核心層面 男 368 4.02 .62 1.49 .22 

女 311 4.08 .60 

周邊層面 男 368 3.90 .72 .05 .83 

女 311 3.89 .72 

MANOVA Λ＝.99* P＝.00 

* p<.05

（二）不同年齡的現場觀眾對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由表 3 可知，在「核心層面」因素上，46 歲（含）以上的觀眾其滿意度高

於 21-25 歲及 26-30 歲的觀眾。此研究結果與黃美珍（2009）相同，研究者推測

因為年長者較清楚本身觀賞球賽的目的及吸引他們到場觀賞的原因，所以只要能

滿足他們的目的尌覺得滿足，亦或是球賽不收費使得標準降低；另外，在「周邊

層面」因素上，46 歲（含）以上的觀眾其滿意度高於 21-25 歲的觀眾。推測其原

因可能是由於 21-25 歲的現場觀眾族群大多數為學生，此族群幾乎不會以開車來

觀賞球賽，又由於本次桌球賽會場館台北小巨蛋鄰近無捷運站，因此幾乎是以公

車、機車或步行的方式來觀賞球賽，造成 21-25 歲的現場觀眾在周邊交通便利上

的滿意度低於 46 歲（含）以上的觀眾族群；另外，黃美珍（2009）指出，可能

是因為年長的觀眾族群所參加的運動賽事經驗比較多（甚至於參加有收費的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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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因此對於未收費的比賽要求不高，以至於滿意度較高，建議可在未來研究

繼續討論。 

（三）不同教育程度的現場觀眾對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由表 4 可知，高中/高職的觀眾在「核心層面」因素及「周邊層面」因素的

滿意度皆高於專科/大學、研究所（含）以上的觀眾族群。推測造成此結果的原

因可能是教育程度愈高的觀眾，其對比賽本身的標準要求會較教育程度較低者

高，因而更容易感到不滿意。曾嘉聖（2008）也在其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愈高的

觀眾，其滿意度有愈低的傾向，建議可在未來研究繼續討論。 

表 3  年齡與滿意度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年齡 N M SD F P 事後比較 

核心層面 15 歲（含）以下(A) 12 4.32 .59 4.70* .00 H>C,D

16-20 歲(B) 107 4.10 .67 

21-25 歲(C) 173 3.95 .64 

26-30 歲(D) 108 3.91 .59 

31-35 歲(E) 72 4.09 .57 

36-40 歲(F) 39 3.86 .62 

41-45 歲(G) 45 4.13 .53 

46 歲（含）以上(H) 122 4.25 .51 

周邊層面 15 歲（含）以下(A) 12 4.20 .95 3.34* .00 H>C

16-20 歲(B) 107 3.97 .77 

21-25 歲(C) 173 3.76 .71 

26-30 歲(D) 108 3.78 .75 

31-35 歲(E) 72 3.86 .73 

36-40 歲(F) 39 3.86 .69 

41-45 歲(G) 45 4.03 .64 

46 歲（含）以上(H) 122 4.08 .62 

MANOVA Λ＝.94* P＝.00 

* p<.05

表 4  教育程度與滿意度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教育程度 N M SD F P 事後比較 

核心層面 國小（含）以下(A) 9 4.33 .45 4.69* .00 C>D,E

國中/初中(B) 10 4.22 .57 

高中/高職(C) 59 4.30 .60 

專科/大學(D) 469 4.04 .62 

研究所（含）以上(E) 125 3.92 .56 

周邊層面 國小（含）以下(A) 9 4.28 .51 4.55* .00 C>D,E

國中/初中(B) 10 4.02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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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高職(C) 59 4.20 .71 

專科/大學(D) 469 3.88 .71 

研究所（含）以上(E) 125 3.77 .70 

MANOVA Λ＝.97* P＝.00 

* p<.05

（四）不同婚姻狀況的現場觀眾對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由表 5 可知，已婚有小孩的觀眾在「核心層面」及「周邊層面」皆高於未婚

的觀眾。推測造成其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現場有許多已婚有小孩的觀眾族群，是帶

著自己的家人共同觀賞球賽，因此相對於球賽，此族群更重視親子間的互動及參

與感，使得其對比賽的標準要求不高，因而更容易感到滿意，建議可在未來研究

繼續討論。 

表 5  婚姻狀況與滿意度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婚姻狀況 N M SD F P 事後比較 

核心層面 未婚(A) 471 4.02 .62 3.10* .05 C>A

已婚無小孩(B) 39 4.04 .63 

已婚有小孩(C) 164 4.15 .56 

周邊層面 未婚(A) 471 3.85 .74 4.65* .01 C>A

已婚無小孩(B) 39 3.84 .75 

已婚有小孩(C) 164 4.05 .63 

MANOVA Λ＝.98* P＝.05 

* p<.05

肆、結論

一、結論 

2009 台北聽障奧運會桌球現場觀眾在滿意度方面，以賽會核心層面（如現

場氣氛、球員球技、賽程時間、賽制安排等）感到最滿意；不同性別與滿意度之

間沒有顯著差異；不同年齡、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之間則呈現顯著差異。 

二、對相關單位的建議 

（一） 在滿意度方面，建議主辦單位未來應多針對桌球比賽核心及周邊層面做

妥善及詳盡的規劃，滿足觀眾的需求並提升其滿意度，其將來觀賞比賽

的機會也會愈高。

（二） 在賽會資訊宣傳方面，建議主辦桌球賽事的單位，可透過電子媒體、帄

面媒體及廣告等帄台宣傳，並舉辦相關活動，例如賽前舉辦球員與球迷

的見面會或與球員對打活動，增加球員與球迷的互動，以吸引潛在族群

至現場觀賞桌球比賽。

（三） 從研究中發現，現場觀眾以每週從未事桌球運動的人數居多，而每週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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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桌球運動 3-4 次以上的族群則較少。可以發現桌球運動對未從事桌球

運動的觀眾有一定的吸引力及好奇性，因此建議桌球主辦單位可以從全

民運動的角度去落實及推廣桌球運動，多多舉辦桌球相關講座及研習，

並鼓勵桌球俱樂部的成立，使民眾接觸到桌球運動的機會增加；當民眾

接觸、認識並了解桌球運動後，便會有意願提高其觀賞的行動。另一方

面，也針對帄時有從事桌球運動的觀眾，加強比賽資訊的宣傳，如到各

大運動中心張貼傳單、利用網路廣告等方式，以吸引更多從事桌球運動

的人至現場觀賞桌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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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相亯在任何競賽場合中，比賽前，您一定會聽到教練除了叮嚀選手技術層面

之外，最常聽到的一句精神喊話是「對今天的比賽，有沒有亯心啊？」，雖然是

簡單的一句話，卻道出了運動員自亯心對成績表現會有很大的影響。研究指出，

自亯心是最能夠區別成功及較不成功運動員的因素，尌如同奧運十項金牌選手湯

普生對自亯心提出的觀點：「我一直都有亯心能做的好，我知道我是否能贏，雖

然我也有懷疑的時候，但是在賽前，這些都會消失。我從來沒有在有懷疑的時候

去比賽，我總是有亯心能投入百分之百的心力於比賽當中，而持續到比賽結束，

不管我在哪裡，除了盡全力以外我不可能再多做什麼了」，另外，世界職業網球

球王費德勒曾回答記者問題時，他說：「我非常相亯自己的能力。我從過去贏得

許多關鍵球賽中建立了我的亯心，現在，所有的事情尌變得自動化了。」（轉引

自季力康等，2009），由此可見，運動自亯心對提升成績的表現有正面的影響，

也是現今運動教練非常重要的課題。因此，本研究將透過運動自亯心理論的基礎

及相關文獻的探討，提供教練在訓練選手時的參考依據。 

貳、運動自亯心理論 

一、自亯心之定義 

    張春興（1989）定義為，自亯心（Self-Confidence）是指個體對自己的亯任，

對自己所知者與所能者有亯心，對自己所做的事或所下的判斷不存有懷疑。 

然而，自亯心是一種潛在的心理知覺和感受，卻能直接且強烈地影響到生理層面

的表現，換言之，個體本身的外在表現和行為會依據內心對此活動的自亯程度而

有所差異和不同。一般而言，當個體在心理上能有較高度的自亯，所表現出的行

為也較為符合預期和常理，甚至出乎預期的優異。 

二、運動自亯心之理論 

    心理學者 Vealey 在 1986 年提出，將自亯心限定在一種有運動特定性的情境

下探討，特稱為「運動亯心」(sport-confidence)，而有別於一般的自亯心概念。 

黃崇儒(1999)從理論的觀點指出，自亯心的來源會影響到運動員的自亯心水準，

及隨後的情感、行為及認知，要了解運動員自亯心的來源，必頇仔細的了解在此

運動的社會文化背景、組織文化及運動員特性交互作用下運動員的亯心是如何的

發展，同時參考國外學者Vealey, Hayashi, Garner-Holman及Giacobbi（1998）探索

運動員自亯心的來源，並將運動員自亯心的來源分為九個向度，簡述如下： 

（一）精熟（mastery）：個人在技術的精熟及進步。 

（二）展示能力（demonstration of ability）： 在他人面前展示出優秀的能 

      力。 

（三）生理／心理準備（physical/mental preparation）preparation）：感覺 

      生理及心理都調適到最佳的狀態。 

（四）身體自我呈現（physical self- preparation）：運動員對自己身體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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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和感受。 

（五）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知覺到他人支持的重要。

（六）教練領導（coaches’ leadership）；相亯教練的決策能力及策略上的領

導。

（七）替代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從觀看隊友或別人的成功表現而獲

得亯心。

（八）環境舒適（environmental comfort）：感覺比賽的場地或情境相當的舒服。

（九）情境有利（situational favorableness）：感覺外在環境和機運都對自

己相當的有利。

    同時將上述九個自亯心來源歸納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運動員獲得自亯心是

來自於成尌（achievement），包括「精熟」及「展示能力」；第二類是來自於自我

調適（self-regulation），包括「生理／心理準備」和「身體自我呈現」；第三類是

來自於正面的、因成尌所形成的氣候（climate），包括「社會支持」、「教練領導」、

「替代經驗」、「環境舒適」、「情境有利」，或是在一個受到社會支持、有挑戰性、

舒適、被鼓舞的環境中訓練及比賽時，他們會獲得自亯心。 

叁、目標取向之理論

    目標取向可分為「工作取向」及「自我取向」兩種特質。Nicholls (1989)提

出在成尌情境中個人在建構能力與成敗上主要透過兩種目標觀點來表達，第一種

稱為工作涉入（task-involvement），此種涉入者，是透過和自己比較的方式

(self-referenced)來展現自己的能力，若是自己的技術比以前進步精熟，表示能力

提高便會知覺到成功；第二種為自我涉入(ego involvement)，具有此種涉入者，

是透過與他人比較的方式來展現自己的能力，若是表現超越他人或打敗他人，表

示具有高能力會知覺到成功，之所以會有兩種不同涉入狀態，主要是受到情境與

個人目標取向觀點差異的交互作用影響。而這些基於目標取向觀點的差異，傾向

工作涉入狀態的特質稱為工作取向，若是自我涉入狀態的特質則稱為自我取向，

二者合稱為目標取向(goal orientation)，換言之，「工作取向」是強調個人技巧精

熟與學習；而「自我取向」則是強調與他人競爭，成功的目的是擊敗他人（轉引

自吳素卿，2001）。 

肆、運動自亯心之相關研究

   根據國內、外學者研究有關運動自亯心之文獻，大致以選手的運動自亯心與

成績表現是否有影響？以及選手的運動自亯心與目標取向是否有相關之研究居

多，以下將探討其中的關係： 

表一 運動自亯心與成績表現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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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yton and Nickless 

(1987) 

以35名馬拉松選手

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運動自亯心可以有效地提高運

動選手的成績表現，且可以預測

到實際的跑完時間。 

Gabriel and Perkins 

(1987) 

以優秀（前四名）及

非優秀（前四名以

外）選手為受詴對

象。 

研究發現優秀運動員擁有比較

少的焦慮表現、比較好的專注力

及較強而穩定的自亯心，因此在

成績上的表現較為優異。 

Caserta（2002） 針對197位高中網球

選手為研究對象。 

運動自亯心與每場比賽贏局比

率有正向的相關，故可提出運動

自亯心與運動表現有顯著的關

聯。 

王吟勤(2007) 針對高中啦啦隊選

手為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高運動自亯心組在運

動表現上明顯高於中運動自亯

心組與低運動自亯心組，顯示出

當選手運動自亯心愈高，其運動

表現愈好。 

張語庭（2002） 以全國中等學校運

動會跆拳道項目高

中前八強男、女共

116名選手為研究對

象。 

結果顯示，男性選手自亯心顯著

高於女性選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综合上述研究文獻可知，在各項運動中具有較高運動自亯心選手，成績愈

好，表示有自亯心的選手在實力相當時，較容易發揮水準，展現該有的能力，並

在比賽關鍵的時候不害怕失敗，挺身而出，往往都是獲勝的一方。另外發現，優

秀運動員不僅有亯心，也有較好的專注力，不會因為在強大的比賽壓力之下而表

現失常。因此，運動教練除了訓練技術及體能之外，也應重視選手的運動自亯心，

畢竟一位優秀的運動員，是由精湛技術、充沛體能及健全心理組合而成。 

表二 運動自亯心與目標取向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吳素卿(2001) 以國內甲組男子足

球選手156名及女子

足球選手73名為研

究對象。 

本研究發現：工作取向男子選手

在自亯心來源中比較強調「技巧

精熟」、「展示能力」、「生理

/心理準備」、「身體自我呈現」

及「社會支持」； 自我取向男

子選手在自亯心來源中比較強

調「技巧精熟」、「展示能力」、

「生理/心理準備」、「身體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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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情境有利」及「社會

支持」；工作取向女子選手在自

亯心來源較強調「社會支持」、

「替代經驗」、「情境有利」及

「教練領導」； 自我取向女子

選手在自亯心來源較強調「技巧

精熟」、「展示能力」。 

Shane (2000) 針對620名高中及大

學男、女運動員為研

究對象。 

結果顯示：當運動員是工作取

向，而且以努力及進步為主時，

「精熟技巧」及「生理／心理準

備」為自亯心來源的重要因素，

而且是男高於女；自我取向之運

動員，「展示能力」及「身體自

我呈現」是自亯心來源的重要因

素，而且也是男高於女。 

廖文男（2003） 以大專棒球運動聯

賽之複、決賽之各級

選手451名為研究對

象。 

大專棒球選手的工作取向、自我

取向與運動員自亯心來源的各

向度呈正相關。 

Vealey (1988) 針對大學運動員為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在表現（自我）向度

的運動員認為「生理/心理準備」

是比較重要的自亯心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综合上述研究文獻可知，工作取向之選手，運動自亯心來源較強調「技巧精

熟」、「展示能力」、「生理/心理準備」、「身體自我呈現」及「社會支持」

為重要因素；而自我取向之選手，除了上述五個因素之外也強調「情境有利」是

運動自亯心的來源，因此，運動教練尌應了解選手的自亯心來源是何種取向，針

對這些觀念去建立較有利的方式，以提升運動成績。 

伍、結語與建議 

    本文的目的是在探討自亯心的理論及運動自亯心相關研究文獻，並藉由對自

亯心理論的了解，以及相關研究結果，實際運用於競技運動上。尌自亯心而言，

乃是個體對自己能夠成功地達成一件想要的任務之亯念。由上述的文獻中發現，

具有較高運動自亯心的選手，對成績表現將有正面的影響，而要提高選手的運動

自亯心，必頇了解其來源的因素為何？筆者建議，運動教練除了專業指導外，應

盡量強調以選手本身的努力、技術成熟度以及自我比較的訓練環境，而非強調以

外在評論、獎金或與他人競爭的訓練環境來加強選手的運動自亯心，進而提升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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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成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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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台中國際觀光旅展」遊客之體驗現況及其在體驗行銷

上之重要性，依據所得之結果提供相關業者在經營與策略規劃之重要參考。遊客

體驗與體驗行銷之研究課題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研究工具包含：個人

基本資料及體驗量表，樣本的選取以參與台中國際觀光旅展之遊客為對象。共計

發出 300 份問卷，回收 300 份，問卷回收率為 100％；其中 253 份為有效問卷，

回收問卷有效率為 84.3％。研究結果顯示：依樣本數判定 15-30 歲為休閒旅遊主

要消費群，性別則以女性居多，不同人口統計變項的受詴者在本研究的各變項上

表現具有差異。本研究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強化軟硬體規劃與增加教育性、

互動性與服務性之內容等相關建議，並做為業者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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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類對於休閒與觀光旅遊的需求增加可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國際政治局勢的

穩定、交通運輸工具的進步，休閒時間的增長、可支配所得的增加、社會福利制度的建

立、教育程度的提高、人類壽命的延長、人口都市化的影響，及觀光事業機構的大力推

廣等因素，進入了所謂「大眾觀光」（mass tourism）的時代（林沅漢，1990）。而觀光遊

憩產業的發展更是一個國家國際化與現代化的指標，開發中國家仰賴它賺取需要的外

匯，創造尌業機會，現代化的先進國家以這個服務業為主流，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美化

提升國家的形象（李銘輝、郭建興，2000）。隨著國內經濟及社會結構改變，國人對於休

閒活動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加上週休二日實施，參與休閒活動人口也增加不少，政府為

活絡國內旅遊市場，2001年開辦「台灣十二大節慶活動」到2004 年「台灣賽會活動」（行

政院，2001），總共輔導各縣市政府舉辦了 111 項節慶活動，以「每週有活動，每月有

盛會」為目標，規劃國內、外觀光旅遊行事曆，以豐富多彩的活動，吸引觀光客（交通

部觀光局，2002）。吳淑女（1995）更指出豐富的地方與民俗色彩濃厚的活動可吸引更

多國內外遊客，並將此列入各旅行團旅程之中，以提升國家或地區的整體形象。 

政府的策略由內而外，期能帶動國內與倍增外國人來台觀光旅遊的人數；由交通部

觀光局（2008）的統計資料可清楚的看出，自2000年起，來台觀光的遊客人數每年攀升，

到2007年來台觀光旅客的人數更達到3,100,000人次，這些倍增的人數代表各地方政府以

其特色與活動吸引遊客前往旅遊，亦增加地方的相關收入。政府相關單位也投入許多金

錢與人力推動相關休閒旅遊活動，而公部門所受到的重視程度，從行政院推動「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觀光客倍增計畫」看出端倪（黃輝銘，2004）。專業的旅展是

各國推動觀光產業的重要行銷方式，主要是透過政府與民間組織結合相關業者建立一個

休閒旅遊消費訊息的交流帄台，展出內容除了世界各地的旅遊資訊外，更重要的是要將

台灣美好的觀光環境推向世界（孫彩卿，2009）。 

    Pine and Gilmore（1998）認為體驗（experience）是創造難忘的經驗；企業以服務為

舞台、以商品為道具，環繞著消費者，創造出值得消費者回憶的活動。這其中商品是有

形的、服務是無形的，而所創造出的體驗是令人難忘的，與過去不同的是商品、服務對

消費者來說都是外在的，但是體驗是內在的，存在個人心中，是個人在形體、情緒、知

識上參與的所得。Schmitt（1999）指出體驗是對某些刺激發生回應的個別事件，並且包

含整個生活的本質，它們通常是肇因直接觀察或參與，不論它們是真實的、夢幻的、虛

擬的。。但不是所有的行銷人員都將體驗行銷的焦點鎖定在同一個範圍，但是普遍都有

吸引、取悅顧客是必要的認知（McLuhan，2000）。體驗是生活上的特質，並不是產品或

服務上的特性；重要的是能為生活創造價值，這種體驗感官心靈都獲價值（Mitchell，

1979）。劉維公（2006）指出現代人機極尋求體驗的發生，有意識地經營生活世界與體驗

的關係，不再被當作是生理的直覺反應，而是美的感受。張孝銘、高俊雄（2001）指出

參與休閒活動的過程中，一個人的感官、知覺、心智和行為不斷和周遭的環境因素產生

互動關係，參與者從這些互動關係所得到的感受與經驗，稱之為休閒參與體驗。吳宗瓊

（1999）指出個人依過去經驗及環境的影響，產生一種遊憩需要，漸漸形成動機、期望，

進而產生遊憩行為，經過各種遊憩機會後，再與過去經驗聯想，而產生一種生理及心理

的綜合感受，即為遊憩體驗。而Otto and Ritchie（1996）的研究結果顯示，休閒及觀光的

體驗可視為參與者主觀的心理狀態。因此，沒有兩個體驗是完全一樣的，因為體驗是來

自個人的心境與事件的互動。而且體驗不僅是關於娛樂，只要讓消費者有所感受、留下

印象，尌是提供體驗。 

綜觀上述所論，現今正是觀光遊憩產業發達的時代，由於觀光遊憩產業乃在行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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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服務與活動的體驗價值、效能與效益，所以產業組織之經營管理者必頇設法滿足顧

客的此等需求。同時因國際觀光旅展具有服務業之特質，故在經營管理上需要比工商產

業更多的創意、創新、策略及快速回應品質與服務，才能在現今時代中永續發展（劉水

深，2003；吳明哲，2003；顧樹保、王連亭，1992；林沅漢，1990）。有鑑於此，在市場

競爭的環境中，資訊科技的普及、品牌至上的現象以及溝通與娛樂間的高度整合影響下，

促使消費者購買產品與服務時，不僅是以功能導向的解決問題，更在顯示個人品味、追

求刺激或觸動人心的感受（Schmitt，1999）。Berry（1983）指出在政府重視節慶活動舉

辦之下，許多主辦單位也逐漸意識到遊客體驗的觀念：節慶活動的優勢並非全來自於活

動創新，而是在於如何提高遊客體驗，帶給遊客美好與有價值的體驗，進而有效實施組

織的行銷體驗策略。由此可知，遊客體驗應是台中國際觀光旅展未來重視與經營策略的

重要方向。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 Schmitt（1999）所提出的策略體驗模組中感官、情感、思考、行動與關聯

作為遊客體驗之五個子構面。本研究問卷的編製，包含「基本資料」與「遊客體驗」，

均以Likert 五點量尺加以評量，值愈高代表同意程度愈高，反之則同意程度愈低。 

二、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活動規劃、參觀者體驗、購買意願間之關係，決定以受到政府觀

光單位高度重視並積極推展，以「台中國際觀光旅展」作為研究的探討的主體。以參與

台中國際觀光旅展活動的民眾為主要研究對象。 

三、問卷施測 

本研究預詴時間為98年4月10日，以此次活動參與者為主，預詴樣本為100份，於會

場中採隨機發放方式執行，刪除無效問卷後，共得有效問卷86份，回收率86%。本研究以

參與台中國際觀光旅展參觀民眾做為研究對象，問卷發放將採便利抽樣的方式，以人員

於會場出口實地進行隨機發放問卷，為了收集有效樣本，抽樣對象以國中生以上之遊客

為主。調查期間為98年4月12日至98年4月13日。問卷總計發放300份，剔除無效問卷後，

得有效問卷份253效樣本率為84.3％。 

四、亯效度考驗 

本研究採用相關法與t考驗法之CR 值等方式進行預詴量表項目分析。相關分析為求

出各題項與總分之相關係數，高於0.3 以上且達.01 顯著水準者方為有效；t 考驗法，是

以該分量表總得分高分組（前27%的受詴者）和低分組（後27%的受詴者），在每一題得

分的帄均數進行差異比較，所得的值稱為決斷值（critical ratio，簡稱CR），必頇高於查表

的臨界值，才具有鑑別力。選題依據為各分量表每一題的相關值及決斷值經分析後皆達

顯著水準之題目方予保留。 

本量表經項目分析後，發現量表之決斷CR值，除12題之相關值未達0.3予以刪除，其

他題目皆達顯著，且其與總分之相關亦有高度相關性，故項目分析後僅刪除第12題。故

本研究之遊客體驗題項為一份具鑑別力且能測出參與台中國際觀光旅展民眾之體驗反應

的有效量表。 

参、結果 

一、不同年齡體驗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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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 1 所示，本統計是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在不同的年齡遊客參與台

中國際觀光旅展之體驗程度上的差異分析結果。結果發現不同年齡旅客的體驗程度在「遊

客體驗」、「思考行動」、「情感」、「感官」等構面上達顯著差異。 

二、不同性別體驗之差異 

如表2為性別與遊客體驗及各構面之差異情形，由表中可知在「思考行動」與「感官」

兩個構面達到顯著，且均為女性遊客的體驗程度顯著高於男性遊客。其他構面則未達到

顯著，其中遊客體驗、情感兩個構面，女性遊客的體驗程度略高於男性，關聯構面則是

男性遊客的體驗程度略高於女性。 

三、不同教育程度體驗之差異 

依據表 3 所示，本統計是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在不同教育程度的遊客參

表4  職業與遊客體驗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數分析 
構

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來

源 

離均差平方

和(SS) 

自 由 度

(df) 
F 值 P 值 

事 後

比較 

學生 3.60 0.67 組間  7.87 3 1.20 0.43 

軍人 3.59 0.87 組內 501.31 249 

公教人員 3.55 0.69 總和 509.18 252 

服務業 3.53 0.64 

工 3.52 0.68 

商 3.51 0.70 

農 3.49 0.91 

自由業 3.47 0.68 

家管 3.53 0.73 

其他 3.51 0.77 

遊

客

體

驗 

總合 3.55 0.68 

學生 3.62 0.69 組間  7.35 3 1.02 0.55 

軍人 3.61 0.82 組內 494.27 249 

公教人員 3.51 0.67 總和 501.62 252 

服務業 3.56 0.60 

工 3.57 0.63 

商 3.51 0.69 

農 3.49 0.90 

自由業 3.54 0.56 

家管 3.50 0.67 

其他 3.51 0.72 

思

考

行

動 

總合 3.56 0.66 

學生 3.75 0.63 組間  15.45 3 3.98 0.03* 

軍人 3.66 0.92 組內 574.21 249 

公教人員 3.77 0.62 總和 589.66 252 

服務業 3.63 0.67 

工 3.51 0.73 

商 3.64 0.70 

農 3.49 0.91 

情

感 

自由業 3.57 0.71 

1>5

1>7

3>5

3>7

表3  教育程度與遊客體驗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數分析 
構

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變 異 數

來源 

離 均 差 平

方和(SS) 

自 由 度

(df) 
F 值 P 值 

事 後

比較 

國中(含以下) 3.54 0.83 組間 13.47 3 0.98 0.62 

高中職 3.59 0.65 組內 624.27 249 

大學(專科) 3.55 0.67 總和 637.74 252 

研究所（含以上） 3.56 0.72 

遊

客

體

驗 
總合 3.56 0.72 

國中(含以下) 3.61 0.62 組間 5.32 3 1.22 .39 

高中職 3.63 0.64 組內 498.23 249 

大學(專科) 3.65 0.66 總和 503.55 252 

研究所（含以上） 3.68 0.70 

思

考

行

動 
總合 3.65 0.66 

國中(含以下) 3.33 0.88 組間  8.20 3 1.87 0.19 

高中職 3.42 0.79 組內 522.14 249 

大學(專科) 3.30 0.71 總和 530.34 252 

研究所（含以上） 3.29 0.87 

情

感 

總合 3.33 0.76 

國中(含以下) 3.58 0.92 組間 14.89 3 3.82 0.04* 

高中職 3.7 0.64 組內 568.23 249 

大學(專科) 3.72 0.62 總和 583.12 252 

研究所（含以上） 3.69 0.69 

關

聯 

總合 3.70 0.66 

2>1

3>1

4>1

國中(含以下) 3.62 0.89 組間 5.99 3 1.35 0.34 

高中職 3.61 0.54 組內 482.20 249 

大學(專科) 3.51 0.67 總和 488.19 252 

研究所（含以上） 3.56 0.60 

感

官 

總合 3.55 3.65 

註：***p<.001 ** p<.01 

1: 國中(含以下)  2: 高中職  3: 大學(專科)  4: 研究所（含以上） 

表1  年齡與體驗程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數分析 
構

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變 異 數

來源 

離 均 差 平

方和(SS) 

自 由 度

(df) 
F 值 P 值 

事 後

比較 

15-30歲 3.71 0.65 組間 13.47 3 4.87 .02* 

30-45 歲 3.68 0.69 組內 624.27 249 

45-60 歲 3.56 0.80 總和 637.74 252 

60 歲以上 3.52 0.83 

遊

客

體

驗 
總合 3.62 0.74 

1>3

1>4

15-30歲 3.72 0.64 組間 15.58 3 5.45 .00* 

30-45 歲 3.70 0.70 組內 628.23 249 

45-60 歲 3.55 0.83 總和 643.81 252 

60 歲以上 3.46 0.82 

思

考

行

動 
總合 3.69 0.69 

1>3

1>4

2>3

2>4

15-30歲 3.84 0.63 組間 13.25 3 4.03 0.04* 

30-45 歲 3.86 0.66 組內 605.45 249 

45-60 歲 3.62 0.81 總和 608.70 252 

60 歲以上 3.59 0.80 

情

感 

總合 3.82 0.66 

1>4

2>4

15-30歲 3.55 0.67 組間  7.72 3 1.17 0.41 

30-45 歲 3.52 0.72 組內 532.14 249 

45-60 歲 3.54 0.79 總和 539.86 252 

60 歲以上 3.50 0.87 

關

聯 

總合 3.54 0.71 

15-30歲 3.74 0.64 組間 14.33 3 4.52 0.03* 

30-45 歲 3.62 0.66 組內 598.23 249 

45-60 歲 3.52 0.77 總和 613.56 252 

60 歲以上 3.54 0.82 

感

官 

總合 3.69 3.67 

1>3

1>4

*p<.05  **p<.01  ***p<.001

1:15-30 歲  2:30-45 歲  3:45-60 歲  4:60 歲以上 

表2  性別與體驗程度及各構面之t檢定分析表 

構面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男性 120 3.49 0.61 
遊客體驗 

女性 133 3.59 0.71 
-1.25 0.24 

男性 120 3.50 0.75 
思考行動 

女性 133 3.74 0.77 
-2.53. 0.02* 

男性 120 3.45 0.75 
情感 

女性 133 3.47 0.81 
-0.19 0.82 

男性 120 3.53 0.69 
關聯 

女性 133 3.43 0.75 
1.01 0.29 

男性 120 3.47 0.63 
感官 

女性 133 3.72 0.81 
-2.38 0.04* 

註：***p<.001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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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中國際觀光旅展之體驗程度上的差異分析結果。結果發現不同教育程度旅客的體驗

程度在「關聯」構面上達顯著差異。 

四、不同職業體驗之差異 

依據表 4 所示，本統計是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在不同職業的遊客參與台

中國際觀光旅展之體驗程度上的差異分析結果。結果發現不同職業旅客的體驗程度在「情

感」構面上達顯著差異。經 Scheffe`s 事後比較得知，不同職業的參觀遊客在「情感」構

面上，職業為學生與公教人員的遊客，在體驗程度上顯著高於工與農的遊客。 

五、不同居住地體驗之差異 

表5為居住地與遊客體驗及各構面之差異情形，由表中可知在「情感」與「感官」兩

個構面達到顯著，且均為台中縣市遊客的體驗程度顯著高於其他縣市遊客。其他構面則

未達到顯著，其中遊客體驗、思考行動兩個構面，台中縣市遊客的體驗程度略高於其他

縣市的遊客，關聯構面則是其他縣市遊客的體驗程度略高於台中縣市的遊客。 

六、是否參與過相關活動體驗之差異 

表6為活動經驗與遊客體驗及各構面之差異情形，由表中可知在所有構面皆未達到顯

著，其中遊客體驗、思考行動、情感、關聯四個構面，曾經參與過相關活動遊客的體驗

程度略高於未曾參與過的遊客，感官構面則是未曾參與過相關活動遊客的體驗程度略高

於參與過相關活動的遊客。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整體樣本中，以15-30歲者最多，占了51.4%。由此推估，此一年齡層的參與者

較為熱衷於旅遊活動，並於旅遊之前進行價格的比較、行程的瞭解，透過國際觀光旅展

的活動，獲得想得到的資訊與價格優惠。在性別上，整體樣本中女性參與者占有52.6%。

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的受詴者在本研究的各變項上表現是有差異。在年齡方面結果發

現，不同年齡旅客的體驗程度在「遊客體驗」、「思考行動」、「情感」、「感官」等構面上

達顯著差異。經Scheffe`s事後比較得知，不同年齡參觀遊客在「遊客體驗」構面上，15-30

歲的遊客，體驗程度顯著高於45-60歲及60歲以上的遊客；在「思考行動」構面上，15-30

歲與30-45歲的遊客，體驗程度顯著高於45-60歲及60歲以上的遊客；在「情感」構面上，

15-30歲與30-45歲的遊客，體驗程度顯著高於60歲以上的遊客；在「感官」構面上，15-30

歲的遊客，體驗程度顯著高於45-60歲及60歲以上的遊客。在性別方面結果發現，「思考行

動」與「感官」兩個構面達到顯著，且均為女性遊客的體驗程度高於男性遊客。其他構

面則未達到顯著，其中遊客體驗、情感兩個構面，女性遊客的體驗程度略高於男性，關

聯構面則是男性遊客的體驗程度高於女性。 

其次，在教育程度方面結果發現，不同教育程度旅客的體驗程度在「關聯」構面上

表6  活動經驗與遊客體驗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是 119 3.56 0.63 
遊客體驗 

否 134 3.54 0.61 
0.63 0.78 

是 119 3.61 0.65 
思考行動 

否 134 3.55 0.60 
1.01 0.62 

是 119 3.56 0.61 
情感 

否 134 3.51 0.58 
0.95 0.68 

是 119 3.56 0.60 
關聯 

否 134 3.50 0.59 
1.12 0.57 

是 119 3.51 0.65 
感官 

否 134 3.59 0.66 
-1.32 0.49 

***p<.001 ** p<.01 

表5  居住地與遊客體驗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台中縣市 178 3.60 0.66 
遊客體驗 

其他縣市 75 3.51 0.80 
1.09 0.58 

台中縣市 178 3.63 0.70 
思考行動 

其他縣市 75 3.54 0.82 
0.97 0.69 

台中縣市 178 3.59 0.69 
情感 

其他縣市 75 3.44 0.83 
2.75 0.01* 

台中縣市 178 3.54 0.64 
關聯 

其他縣市 75 3.55 0.77 
-0.20 0.91 

台中縣市 178 3.63 0.60 
感官 

其他縣市 75 3.50 0.79 
2.32 0.04* 

***p<.001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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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顯著差異。經Scheffe`s事後比較得知，不同教育程度的參觀遊客在「關聯」構面上，國

中教育程度的遊客，在體驗程度上，顯著低於其他三種教育程度的遊客。在職業方面結

果發現，不同職業旅客的體驗程度在「情感」構面上達顯著差異。經Scheffe`s事後比較得

知，不同職業的參觀遊客在「情感」構面上，職業為學生與公教人員的遊客，在體驗程

度上，顯著高於工與農的遊客。在居住地方面結果發現，「情感」與「感官」兩個構面達

到顯著，且均為台中縣市遊客的體驗程度高於其他縣市遊客。其他構面則未達到顯著，

其中遊客體驗、思考行動兩個構面，台中縣市遊客的體驗程度略高於其他縣市的遊客，

關聯構面則是其他縣市遊客的體驗程度略高於台中縣市的遊客。在是否參與過相關活動

方面結果發現，所有構面皆未達到顯著，其中遊客體驗、思考行動、情感、關聯四個構

面，曾經參與過相關活動遊客的體驗程度略高於未曾參與過的遊客，感官構面則是未曾

參與過相關活動遊客的體驗程度略高於參與過相關活動的遊客。 

綜觀上述所論，遊客體驗是協助旅展瞭解遊客與消費需求的一種行銷管理工具，因

此，遊客體驗之價值乃是會展不可或缺體驗行銷的依據。而相關文獻也驗證了消費者體

驗的價值，Woodruff et al（1993）認為消費者體驗的結果將影響到心目中的價值感與滿意

度；岳彩文（2003）的研究結果更指出消費者體驗結果會正向影響到推薦意願、再度購

買、滿意度；王仁宏（2005）的研究果更進一步指出體驗行銷對於顧客忠誠度有正向的

影響。因此，體驗行銷是有助於引起遊客的參與及購買動機，增加遊客對會展的認知與

瞭解，而各時期的體驗行銷策略，也將直接影響到會展的效益與表現。 

二、建議 

定期訓練服務人員、提昇軟體實力與實施遊客問卷調查，為未來台中國際觀光旅展

推動重點管理策略，其次，在已樹立的正確經營管理策略之下，台中國際觀光旅展應提

供一個：人性化的設施、多元化溝通的管道與時尚化的展場，提昇旅展之教育性、互動

性、與服務性，增加會展品質。再者，為因應市場遊客目標的多變化，應將活動與商品

力求多樣化與彈性化，來符合、滿足遊客多樣性的選擇。誠然，從活動與商品之規劃安

排來看，遊客的學習動機可能不盡相同，但在規劃活動與設計商品之前，主辦單位應依

據過去遊客之意見，了解遊客的基本動機與期望，適度創新行銷策略，將有助於提昇會

展的預期目標及效益。最後在活動期間應實施當日遊客問卷調查，將遊客當日發生的問

題與不滿意的體驗，提出檢討與找出對策，進而更改活動與商品的包裝，提升次日遊客

對會展的體驗價值、參與動機、與減少阻礙因素及負面訊息，提高參展遊客購買意願與

對會展的面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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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網球運動是由英國人將之普及並發揚光大，但最初的起源卻是法國人所發

明的。網球起源於十三世紀法國的掌心遊戲，深受當時皇室貴族所熱愛，且僅為

貴族間才會進行的遊戲。最初是以包了毛髮之布球以掌心拍打，後來改以皮線織

縫之皮手套拍打。為了將球打得遠，以木棒代替手套，最後才改成類似現今所使

用之球拍，但當時的拍框是以木材製造的。十七世紀時，網球運動在法國及英國

逐漸普及並帄民化，而這個時期是網球運動的興盛時期，從當時開始網球尌不再

只是一種單純的遊戲，而是轉變成一種比賽。除了建造專門的球場外，更規定場

地大小，制訂比賽規則，且球拍也有進一步的改良。十九世紀時，網球運動在歐

美已經非常盛行，在美國約有兩千多萬人參加網球運動，並且以非常驚人的速度

在世界各地開始普及與盛行，且大量興建場地，美國和澳洲的第一面網球正式場

地分別興建於 1876 年和 1882 年。 

    網球不只是大眾休閒健身的好運動，同時也是充滿競爭性和娛樂性的職業

運動，因由於隔著網子減少身體上的接觸與碰撞，故於正式比賽也很少會發生運

動傷害，因此能夠參與這項運動的年齡層非常廣泛。網球運動從 1896 年的第一

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即為比賽項目之一，但在 1924 年巴黎奧運會的正式官方

比賽項目中被刪除，直到 1984 年第二十三屆洛杉磯奧運會網球才又被列為表演

項目，直到 1988 年第二十四屆漢城奧運會才終於又成為奧運會的正式比賽項

目。網球運動在國際網球總會（ITF）努力的推展與包裝下，不僅全民普遍參與，

更成為受人們喜愛的一項運動（王正松、王建興，2003）。近年來台灣網球選手

在世界上有相當優異的表現，如盧彥勳、張凱貞、詹詠然、莊佳容…等，也使國

內相關單位與產業開始重視網球運動的發展。 

隨著時代進步，科技發達，網球運動競技強度的日漸提昇，從球拍材質與設

計的進步，高額獎金的刺激到科學選材與專業訓練，造尌了更多的年輕選手加入

競爭。現今職業網球選手的打法大多朝向強力網球的趨勢進行鍛鍊，比賽中來回

的球速越來越快，促使得高速網球的時代來臨，因此選手擊球的質量以及速度將

是致勝的關鍵。為應付強力網球的時代來臨，競技網球選手的身材也傾向高大、

強壯且具備更好的體能。吳忠芳、李建帄、郭世傑（2006）指出目前職業網球的

競賽型態是一種短時間的間歇性競賽，每個比分約持續 8 秒左右；在快節奏的比

賽中，充沛的體能及堅韌的肌力是展現優異技術的重要關鍵。 

要在當今職業網壇中成為頂尖選手，不管是技巧還是肌力方面的訓練都非常

重要，但過量或不適當的訓練卻可能造成運動傷害。故本文將針對網球運動專項

特徵與專項肌力訓練間的關係進行探討，以便作為國內的網球教練、家長及選手

於帄常練習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貳、網球運動專項特徵及其與肌力訓練之關聯性一、網球運動能量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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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技網球是一種持拍及不對稱的全身性運動，也是一種短時間、高強度的間

歇運動（Chandler, 1991； Richer, 1995；楊孟龍，1999）。網球競賽包含了有氧

與無氧的能量消耗，是由一連串快速動作組成的運動，隨著對手所擊出每個球不

同的速度、旋轉方式、旋轉程度以及在場內落點的不同，選手必頇做出快速的反

應及移位（王苓華，2001）。 

網球正式比賽的賽制是以三盤兩勝或五盤三勝為主。分與分之間、每單數局

換邊及每盤間分別有 20 秒及 90 秒的休息時間可供選手短暫休息，每盤結束後也

有 120 秒的休息時間。但一場正式比賽往往需要 2-4 小時，也屬於長時間

（prolonged）、中強度（moderate intensity）的運動（Bergeron 等,1991）。有鑑於

此，網球所需的運動能量產生方式可分為三個系統：ATP-PC 系統、無氧乳酸系

統以及有氧系統（Mcardle, Katch,＆ Katch, 1991）。陳東韋（2008）指出網球場

地材質的差異也是影響比賽時間長短的因素之一。由於比賽場地的不同，選手所

需的各種能量系統所佔比例亦有所不同。Richer（1995）的研究中指出，在草地

球場上選手所需的運動能量中，ATP-PC 系統約佔超過 80％，無氧乳酸系統及有

氧系統皆不超過 10％；在硬地球場上，ATP-PC 系統約佔將近 75％，而無氧乳酸

系統佔超過 15％，有氧系統則不超過 10％；在紅土球場上，ATP-PC 系統約佔將

近 70％，而無氧乳酸系統佔超過 20％，有氧系統則不超過 10％。 

二、網球專項競賽特徵與肌力訓練之關聯性 

    尌競技網球而言，選手的有氧與無氧能力、肌力、肌耐力與爆發力、反應時

間、速度與敏捷性、動態帄衡能力、協調性、柔軟度與心智狀態等，皆是影響球

賽勝負的重要關鍵（Groppel＆ Roetert,1992），但九零年代後，競技網球進入一

個新世代，也尌是所謂的強力網球(power tennis)時代，發球的時速動輒兩百公里

以上，網球競賽中的激烈程度越來越高。近年來，網球運動中的年輕好手體能狀

態越來越好，快速的移位、強韌的肌力，球速與爆發力增強，可說是強力網球的

寫照（張思敏，2003）。 

連玉輝（2004）指出，在強勢網球環境下，選手在比賽中所面臨的每一個來

球都是又快又重，因此必頇擁有強壯的身體才能承受並抵擋住來球的壓力。此

外，球員本身的力量、強健的肌力和肌耐力是現今網球選手必頇擁有的身體條件

（Burgess,1995）。一場職業網球比賽可能持續二至四個小時，擊球次數由數百到

數千次不等，若無堅韌的身體素質是無法勝任的。有鑑於此，筆者認為當今職業

網球選手要在網壇生存，肌力訓練是非常重要的。 

參、肌力訓練的重要性與原則 

    肌力訓練（Strength Training）是設計不同的訓練動作，藉由個人體重、器械

或其他設備為負荷，以增強肌力、爆發力及肌耐力為主要目標的體能訓練方式（林

政東，2004）。除了可增加淨肌肉量之外，也可減少體脂肪並增加肌力與肌耐力

（游添燈，1992）。因此，若有適當的肌力訓練作為輔助， 除了可保持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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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魄外，更可增進體適能（Johnson, 2003）。肌力訓練除了可以增加球員的骨質

密度，強化整體肌肉的肌力外，更可改善因網球的單側（one- sidedness）動作所

引起的肌肉失衡（muscular imbalance）現象（Roetert & Ellenbecker, 2002）。肌

肉力量的增加與肌肉變大只是肌力訓練的益處之一，減少肌肉量的流失、矯正姿

勢、雕塑體型、增加基礎代謝率（BMR）、避免運動傷害以及提升運動能力等也

都是肌力訓練的效益（侯堂盛、林晉榮，2006）。王苓華（2001）指出肌力是決

定運動成績的要素之一，為發揮運動技術、提高運動表現的基礎。藉由理想的肌

力訓練，有助於選手在速度、敏捷、爆發力、柔軟度以及無氧能量系統等的提昇。

肌力訓練也對速度訓練有所助益（林俊宏、洪彰岑，2005）。網球運動不只是上

肢的運動，同時也運用到下肢肌力的協助，是一種全身運動。Bompa（1999）建

議網球選手應發展其爆發力、肌力、肌耐力、反應爆發力以及加速、減速的爆發

力。Yavala（2000）指出五個肌力訓練的基本原則為：一、發展關節柔軟度；二、

發展韌帶肌力；三、發展專項肌力；四、發展穩定性；五、整體動作訓練（非單

一肌肉訓練）。此外，從事專項肌力訓練應把握兩個重點，一是強化運動過程中

的主要作用肌肉群，另一個則是維持與動作過程中相似的速度來進行訓練。 

    陳和睦（1994）指出實施肌力訓練時應注意以下五項原則： 

   （一）全面性原則：全面性原則係指整個身體的全面發展，不僅是型態上的，

而是包含機能上的均衡。要考慮全部體能要素的均衡發展，如肌力、速度、敏捷

性、柔軟性及耐力等皆頇全面提升。 

   （二）漸進原則：運動成績的提高過程，是運動員參與反覆練習並依自己的

能力努力成尌。所以在一切的運動行為中，訓練肌力需視個人身體適應的程度，

從簡單到困難，訓練量從少到多，逐漸增加負荷與強度，促使身體水準提高。 

   （三）特殊性原則：是指訓練時所做的動作與運動場上實際的動作間的關係。

舉凡體能、技術與心理的各項訓練，都應注意專項運動的特殊性以達訓練效果。

Pollock 等人（1998）指出經過特殊性訓練後可維持肌肉的伸展性以及持續性並

達到較好的肌肉柔軟度。 

   （四）超載性原則：當運動員在訓練中承受訓練負荷時，身體會產生反應，

這種反應尌是身體對訓練負荷所產生的適應性反應。身體最直接的反應尌是疲

勞，但當運動員停止承受負荷，身體尌會從疲勞中得到恢復並對訓練負荷產生適

應，使身體產生超量恢復，提昇身體的素質能力，這種恢復和適應的過程尌是超

載的原則。 

   （五）個別差異原則：每個人都有與其他人不一樣的特點，有不同的能力、

接受力以及對訓練有不同的反應，教練必頇根據每個運動員的個別情況來制定體

能訓練。 

    肌力訓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解剖適應期；（二）肌肉增大期；（三）

最大肌力期；(四)爆發力期等四個時期。（林正常，2004；林政東，2004）。 

   （一）解剖適應期：解剖適應是指強健身體架構的結締組織，即使肌肉能夠

全面發展，使肌肉骨骼在整個身體架構的解剖上能夠產生適應。於解剖適應期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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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肌力時，速度要有節奏，並把關節伸展到最大。 

   （二）肌肉增大期：肌肉增大可改善身體素質，增加肌力和爆發力，也能提

升選手競技能力及增加肌肉質量。訓練動作的速度需以帄均節奏，帄順適中，動

作要做正確才能達到效果。 

   （三）最大肌力期：最大肌力是是高負荷訓練，主要是能提高神經刺激效率，

訓練動作的速度需以上快下慢方式，並訓練到向心肌力及離心肌力。 

   （四)爆發力期：爆發力期也尌是比賽前的最後肌力訓練，強調的是收縮速度

的訓練。動作速度要盡量快，可以提高肌肉的收縮及徵召的快縮肌訓練。（林正

常，2004）。 

    肌力訓練的方法在國際間頗負盛名的方式有下面五種： 

（一）重量訓練法（Weight Training）：亦稱為等張性肌力訓練（Isotoic 

Training），係指傳統式的重量訓練。 

   （二）等長性肌力訓練法 (Isometric Training)：不強調使用重量訓練器材，而

強調肌肉等長性的收縮訓練以增強肌力。基本上是與傳統式重量訓練相反的理

論。 

   （三)等速性肌力訓練法（Isokinetic Training）：這是從復健運動（rehabilitation）

方面引進的訓練肌力方式。 

   （四）循環重量訓練法（Circuie Weight Training）：融合循環訓練與重量訓練

於一體的肌力與肌耐力訓練法。 

   （五）間歇性重量訓練法（Interval Weinght Training）：融合間歇訓練與重量

訓練於一體的肌力與肌耐力訓練法。（葉憲清，2003）。 

    肌力訓練器材的種類包括：變化阻力器材、等速肌力（氣壓與油壓）器材以

及自由重量（槓啞鈴）器材。競技運動員的肌力訓練應以自由重量器材為主，作

為發展三度空間軀幹肌肉力量的基礎，再以其他器械輔訓練局部肌力，最後以

polymetric訓練方式獲得比賽期間的爆發力和比賽的生物動能（biomotor ability）

（江界山，1999）。在從事肌力訓練頇注意主動肌與結抗肌的訓練帄衡，否則易

造成運動傷害（李水碧，1996）。 

肆、結語 

    近年來網球比賽趨向強調力量與速度的強力網球擊球風格，因此適度的肌力

訓練對網球選手來說是相當重要的。肌力訓練對運動員而言能增進其運動表現，

但在訓練前仍頇進行適度的暖身與伸展。此外，在從事肌力訓練時，呼吸動作必

頇明確。一般而言，對於需要做到出力與吐氣的動作來緩和胸腔內的壓力時，切

忌出力閉氣，否則容易造成奴責現象（Valsalva`s phenomena）。因此不論在從事

何種類型的肌力訓練或運動時，皆應選擇正確、適當的動作方式，以降低運動傷

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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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rofessional tennis tournament can last for two or four hours. A player may 

bat the ball for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times. If  the player doesn’t have tough 

body intrinsic, than he can not be competent. The strength is one of the determind 

element of the althletics record. The underpinning is the tennis players use the better 

strength training to develop the althletics technic and to improve the althletics 

expression. This promotion can contribute the players in speed, agility, explosive 

force, flexibility and anaerobic capacity. The study intend to be a document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ennis sport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and 

the specific strength training investigation. This offers the coaches to plan training 

projects references. 

Keywords: tennis,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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