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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競技桌球，是臺灣與中國所重視及國家發展的主要強項之一，但

歷年來中國桌球運動在世界上，揚名立萬，穿金戴銀，臺灣卻未見勝

出，兩岸同文同種，為何差異甚大，是否存有選材問題之關鍵因素。

因此，本研究目的旨在比較海峽兩岸過去之桌球選材文獻，來探討兩

岸競技桌球運動員之選材因素特徵，所得結果可提供教練選材之參

考。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探討一九八○年至二○○六年間，海峽

兩岸競技桌球運動員選材之相關文獻。文獻先經審慎綜評、歸納、推

論及比較分析，得到兩岸所探討之桌球選材因素特徵，共可分為基本

功、上肢爆發力、心理、體能、手眼協調反應能力、敏捷性、遺傳、

體型分析及其他（皮紋、骨齡與血型）等九大因素後，再依此統計出

各文獻之論述重點。結果發現：過去 26 年來，兩岸在桌球運動員選材

上，所重視的因素特徵排序，第一為桌球基本功；第二為上肢爆發力；

第三為心理；第四為體能與手眼協調反應能力；第五為敏捷性；第六

為遺傳與體型分析；第七為皮紋、骨齡或血型等其他因素。但在兩岸

發展之個別排序上，則發現兩岸均著重在桌球基本功及上肢爆發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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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排序三上則有所不同，中國側重在心理因素，臺灣除著重心理

要素外，亦重視體能、手眼協調反應能力、敏捷性和體型分析等因素

之發展。此項選材差異，顯示國內桌球教練，較重視選手的體能與體

型要素之發展，中國則較重視選手的心理發展。此一差異，是否即是

影響兩岸競技桌球成績發展之關鍵因素，實值得我國對競技桌球未來

之發展，做深入探討與後續研究。 

關鍵詞：海峽兩岸、桌球、運動員選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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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 is the athletic strengths of both Taiwan and 

China and is the items emphasized by both governments. However, China 

has been winning gold silver medals in Table Tennis for years, but Taiwan 

is short in this. Being same race, in same language, why there is such 

difference. Is the talent selection played key factor to this problem. Based 

on the above question, this paper dealt with it by looking into literatures in 

table tennis talent selection and making comparison to find out the factors 

or characteristic leading to this difference. The results may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coaches and players. This research adopted literature analysis 

approach by looking into the literatures related to the competition table 

tennis player selection between 1980 and 2006. The literatures were first 

being analyzed, reduced, constructed, and then followed with comparison. 

The process has come up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in competition player 

selec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pplied in selection include9 parts, i.e. basic 

training, upper limb explosive force, mentality, physical capacity, eye-hand 

coordination and reaction, agility, inheritance and body build, and others 

(skin texture, bone age and blood type), then list down the key poi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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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s in the literature in statistical manner. The findings are that in the 

past 26 years, the competition table tennis player selections, in order of 

importance, ar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Basic Training; 2.Upper 

limb explosive force; 3.Mentality; 4.Physical strength and eye-hand 

coordination and reaction; 5.Agility; 6.Inheritance and body construction 

analysis; 7.Skin texture, bone age or blood type and other factors. But when 

compare in details, the orders of emphasis are sligh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Both of them emphasis on the basic training and upper 

limb explosive force; No. 3 is different among them. China attaches 

importance in mental factor while Taiwan emphasis mental factors and 

physical capacity, eye-hand coordination and reaction, agility and body 

construction analysis. It appears that Taiwan coaches placed higher 

importance in physical capacity and body construction, while China lean 

more on mental factors. Could this difference played the role in the 

difference in achievement and performance? It may be worth to look into it 

and conduct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Both sides of Taiwan Strait, Table Tennis, Athletic 

Talent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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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緣起 2004 年雅典奧運採精英選材績效卓著，一舉突破臺灣參加奧

林匹克運動會 72 年零金魔咒，締造二金二銀一銅的空前佳績；行政院

體育委員會(2005)擬定「挑戰 2008 黃金計畫」，區分奪牌奪金、行銷

台灣、主流基礎等三大運動種類，精選桌球莊智淵等二十二位精英選

手，挹注資源量身打造奧運獎牌，利用 2006 年杜哈亞運階段檢測，達

成 2008 年北京奧運七面金牌。黃明教(1999)指出：運動訓練科學化是

艱鉅的系統工程，選材是基礎，訓練是手段，恢復是關鍵，落實科學

選材才能為挑戰高水準競技奠定紮實根基。因此，筆者認為建構運動

員多層次初級選材、中級選材、高級選材、國家級選材，遴選具有運

動天賦的青少年予以週期訓練，為臺灣高水準的競技訓練源源不絕地

提供優秀的後備人才，是我國競技運動永續發展的當務之急。行政院

體育委員會(2006)檢討杜哈亞運成績表現實施進退場機制，規劃「優秀

選手專案培訓策略」，落實運動員分級，分成 A 級、A+級、菁英級等

三級，菁英級選手由國家主導，結合體總與奧會，成立優秀選手獎學

金，設置專項訓練基地，有效介入運動科學(Sports Science)，達成北京

奧運七金目標。陳俊忠(2004)認為運動科學不宜高談理論，必須以解決

實際問題為導向，唯有貫徹適當選材、有效訓練、科技加強等三大要

素，才能培訓出世界級優秀運動員。陳氏並具體指出科學選材五個重

要步驟：(一)家譜調查、(二)身體檢查、(三)骨齡(生理)年齡評估、(四)

體能測驗、(五)追蹤與綜合評定。 

眾所周知，廿一世紀的運動科學已發展到多種學門整合階段，而

運動技術水準已發展到相當高的程度，在世界競技運動發達的國家，

他們均設有專職之運動科學研究單位，研究如何提昇運動員競技能

力。而準確選拔深具潛力之青少年，給予科學訓練，是成為高水準選

手必要之歷程。因此，運動員選材，將來會是一門受重視的學問領域，

因為所有運動項目，將來要在國內外爭取勝利及高水準成就，因材施

教應是基本要求；以往我們測量身高、體重等，預測小孩子的身體型

態，結果成效不彰；因為影響一個人發展潛能，原因複雜猶如大海撈

針。筆者苦思突破運動員選材的盲點與限制，延伸近十年桌球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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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材部份成果，深耕運動員選材理論基礎，透過桌球競技場實踐檢驗，

協助伯樂將有可能縱橫桌壇的千里馬挑選出來，為我國競技桌球貢獻

棉薄之力。桌球自 1988 年漢城奧運列為正式項目迄今，除了漢城奧運

男單桂冠被南韓劉南奎奪取之外，1992 年巴塞隆納奧運桌球比賽，中

國摘取了四個比賽項目的三面金牌。1996 年亞特蘭大和 2000 年雪梨奧

運會中國均囊括四個比賽項目的大滿貫。2004 年雅典奧運，僅在難度

最高的男子單打桂冠，由南韓選手柳承敏奪標，獲得男子雙打、女子

單打、女子雙打等三面金牌；相對臺灣僅於 1996 年亞特蘭大奧運陳靜

獲得女單一面銀牌、2000 年雪梨奧運陳靜再獲銅牌；上述顯示同樣是

亞洲黃種人，兩岸僅是海峽之隔，中國穿金戴銀，臺灣為何不能？它

山之石可以攻錯，中國已建立諸多選材常模及看法；本篇採用文獻分

析法，比較臺灣與中國桌球運動員選材因素特徵之差異，成果俾供學

界及桌球教練選材的參考，此乃撰寫本文的主要目的。 

貳、運動選材面面觀 

何謂運動選材？Bompa(1985)指出：根據不同運動種類特徵，採用

運動科學測驗與評價後，挑出運動天才配合週期訓練計畫，並縱向追

蹤其發展潛能，謂之運動選材。眾所周知，天才的成長沒有一帆風順

的，奧運競技場上穿金戴銀的運動員，必須天資聰穎，具備超人一等

的才幹，堅持到底的意志力，加上破釜沈舟的勇氣與決心，才能在國

際競賽場脫穎而出穿金戴銀。因此，發掘與挑選深具運動天賦的明日

之星，建立運動員科學選材的理論與方法，是世界各國體育學界與運

動科學研究機構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檢視近幾屆奧林匹克運動會主辦國為提昇運動成績，均設置專責

機構將運動天才的發掘與挑選列為長期重點工作，澳洲為準備 2000 年

雪梨奧運，早在 1981 年首都坎培拉成立澳大利亞「國家競技運動研究

中心」(Australian Institute Sports, AIS)，大規模普測選材發掘游泳名將

索普，再送到昆士蘭「運動表現促進中心」(Performance Enhancement 

Center)，參酌成長發育曲線的週期訓練計畫，結果在雪梨奧運摘下五

面游泳項目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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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利用 1964 年舉辦東京奧林匹克運動會，喚起全民運動的熱

潮，全國各地普設運動場館，開放民眾使用，從小養成運動習慣，運

動已成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份；近年為重振運動競技聲望，日本奧林

匹克委員會，建立「一貫化指導體制」策略，成立「國家隊後備人才

研究院」，運用體育科學中心科研成果強化訓練，終於在 2004 年雅典

奧運榮獲 16 面金牌，躍居世界排名第五的地位(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2006)。目前日本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正準備以「提升未來日本競技能力」

為目標，展開運動選材新的研究(徐玉清，2004)；主要作法是找出頂尖

運動員基因，當今體育運動強國如火如荼探索從事專項運動員基因，

以這些基因為指標，或許可以打開挑選未來金牌得主之路；日本以往

採用活體組織檢查(biopsy)，檢測肌纖維類型，缺點是具有侵入性必須

切下肌肉當作樣本，未來將利用核磁共振造影(MRI)，區分產生爆發力

的快肌纖維(fast muscle fiber)，與產生持久力的慢肌纖維(slow muscle 

fiber)，此方法在以不傷害選手的情況下，推斷選手快、慢肌纖維比率，

進一步了解身體特徵。 

中國備戰 2008 年北京奧運，以 2004 年雅典奧運為前哨站，囊括

32 金 17 銀 14 銅的佳績，超越俄羅斯、澳洲，僅次於美國 35 金 39 銀

29 銅排名第二位。根據項群訓練理論的項群劃分(田麥久，1990)，選取

桌球、羽球等球類隔網項目，男女舉重等體重分級項目，重點突破女

子項目，針對歐美強國田徑、游泳、體操弱勢項目等「119 工程」(田

徑、游泳、體操等 119 面金牌)，為 2008 奧運奪金策略佈局。中國運動

員科學選材的基礎研究，肇始 1980 年國家體委「青少年運動員選材研

究計畫」，1983 年完成桌球等八個項目選材指標和常模，建立青少年

運動員選材選拔依據；無獨有偶，香港康體發展局分別於 2004 年舉辦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4 on Talent Search and Elite 

Development」、2006 年舉辦菁英教練員研討會，以「運動選材與發展」

為主題，邀請有來自印度、澳洲、日本、紐西蘭和香港等資深運動選

材與育才專家，針對該國優秀運動員選材與發展的策略交換意見；結

論共同指出，先重視科學選材而後科學訓練，將可事半功倍，節省資

源。俗話說：「英雄出少年」。放眼 2008 年北京奧運、2009 年香港東

亞運、2010 年廣州亞運的到來，中、港二地早已開展青少年運動員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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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工作，香港自 1999 年起舉辦「體壇明日之星甄選計畫」以來，針對

桌球等 14 種重點項目 8～15 歲青少年，實施大規模體能及專項技術普

測，獲選的青少年成為康體局獎學金運動員，享有在體壇發展的個人

支援；2003-2004 年香港體育學院銜續優質的進階培訓，承接精英運動

員的科學化訓練；此計畫不僅建立選材與接班梯隊制度，更為源源不

斷的青少年後備力量奠定雄厚基石。 

臺灣運動選材的發展，追溯自 50 年代的自然選材、60 年代的比賽

選材，歷經 70 年代的經驗選材，發展至 80 年代的科學選材；跨世紀

的運動員科學選材，行政院體育委員會(2002)，委託中正大學「建立運

動選手選材制度」研究計畫，初步建立體能商(PFQ)常模；之後，學校

體育主管機關教育部(1999)規劃「培育優秀原住民學生運動人才計

畫」，實施已近七年，教育部(2006)檢討成效卓著，繼續培育 2008 及

2012 年奧運選手，挑選具競技潛能原住民青少年就讀台東體育實驗中

學，再依不同專長運動種類輔導升學至台北體院、臺灣體院、國立體

院等三所體育學院，落實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銜接一貫制訓練計

畫，按階段檢測驗收成效，提高投資報酬率。 

參、海峽兩岸競技桌球運動員選材特徵之文獻

分析與比較 

鑑於海峽兩岸同文同種，中國大陸又是運動選材之先進國家，並

曾先後出版許多重要的選材論著與專書，如 1983 年國家體委科教司出

版「優秀青少年運動員科學選材研究論文彙編」，從此開啟了中國選

材研究先驅，隨後於 1990 年謝燕群編著「運動員選材學」專書；1991

年劉獻武編寫「運動選材學」；1992 年曾凡輝等出版「運動員科學選

材」；1994 年鍾添發等共同建立「運動競技能力模型與選材標準」；

2003 年邢文華發表「運動員科學選材」；2005 年田麥久主編「人體科

學原理」之「運動員初級選材」專論。另檢視北京體育大學及香港體

育學院網站，亦發現以運動員選材為專題的研究方興未艾，文獻有如

雨後春筍般逐日漸增，顯示中國極重視運動員科學選材之研究。然體

察兩岸競技佈局，桌球皆是發展強項，選材方法當可相互借鏡，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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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及比較過去之桌球選材相關文獻，來了解兩岸桌球運動員選材方

法上的差異，對國內發掘桌球優秀運動員及桌球發展定有所助益。因

此，本文乃蒐集海峽兩岸 1980 年至 2006 年中國北京體育大學學報、

教育部體育學刊及中國體育科學學會出版之體育與科學和臺灣國民體

育季刊、體育學報、中華體育和大專體育學刊等刊物，所出版的桌球

運動員選材相關文獻，作為本篇文獻資料之重點，同時將各文獻彙整

後，得到兩岸所探討之桌球選材特徵共可分為基本功、上肢爆發力、

心理、體能、手眼協調反應能力、敏捷性、遺傳、體型分析及其他（包

括骨齡、皮紋與血型）等九大項。經比較分析後（如表一），發現過

去 26 年來，兩岸在桌球運動員選材上，所重視的因素特徵排序，第一

為桌球基本功；第二為上肢爆發力；第三為心理；第四為體能與手眼

協調反應能力；第五為敏捷性；第六為遺傳與體型分析；第七為皮紋、

骨齡或血型等其他因素。進一步分析兩岸發展之個別排序上，則發現

兩岸均著重在桌球基本功及上肢爆發力上，但在排序三上則有所不

同，中國著重在心理因素，台灣除著重心理要素外，亦重視體能、手

眼協調反應能力、敏捷性和體型分析等因素之發展。此項選材差異，

顯示國內桌球教練，較重視選手的體能與體型要素之發展，中國則較

重視選手的心理發展。此一差異，是否即是影響兩岸桌球成績發展之

關鍵因素，實值得我國對未來桌球運動之發展，做深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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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海峽兩岸競技桌球運動員選材特徵之文獻分析比較表

（198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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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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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合

 
計

總

 
計

排

 
序

年  
代 1982 1986 1990 1993 1994 1996 1998 1998 2001 2003 2004 2006 2006 -- 1981 1983 1985 1987 1988 1994 1997 2003 2003 2004 2005 2006 2006 -- -- -- 

基本功          9      9 18 1

上  肢 
爆發力          7      8 15 2

心  理          6     7 13 3

體  能         6     6 12

手眼協調

反應能力         6     6 12
4

敏捷性         6     5 11 5

遺  傳          4      6 10

體 型 
分 析          6     4 10

6

其 他          4      5 9 7

本表為筆者彙整兩岸競技桌球運動員選材之文獻比較對照表。 

 

綜觀海峽兩岸各專家學者對桌球運動員選材之論點，縱有若干差

異，基本上大家均認為運動員選材方法，由教練之經驗選材到科學選

材，乃是今後提昇運動競技水準之不二法門，重要的是如何應用現在

科技儀器，以最簡易及非侵入性的方法，篩選出深具潛力之青少年，

並開發其運動競技能力。我國為達成 2008 年北京奧運，高難度的七金

目標設定。行政院體育委員會(2006)實施運動科學選、訓、賽三步驟：

第一是科學選材，第二是科學訓練，第三是科學競賽管理，即落實選

材－育才－成才等金字塔制度。林文郎(2000)指出，運動科學的使用率

與競技表現(performance)成正比。筆者認為，宜以運動生理學監控訓練

強度，來提昇競技體能，運動力學定性定量來修正技術，並預防運動

傷害，利用運動心理學激發潛能，超越生理極限，攝影分析戰術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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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選、訓、賽三合一是提昇競技水準，達成 2008 年北京奧運七金目

標之捷徑。 

桌球是我國球類運動中，較具優勢的項目之一，回顧台灣近四十

年之競技桌球發展史，可謂戰績彪炳，代表性人物如李國定(直拍)，許

榮展(直拍)、吳文嘉(直拍)，蔣澎龍(直拍)、張雁書(直拍)、莊智淵(橫

拍)，江宏傑(橫拍)等，從直拍到橫拍，各式各樣打法百花齊放。資深

桌球教練林忠雄(2001)指出，桌球界當務之急是全方位強化北京奧運菁

英選手的心理、技術與體能，利用多球訓練法，突破技術瓶頸，進一

步在 2008 年北京奧林匹克運動會穿金戴銀實現奪牌夢。 

肆、結語 

本研究目的乃在比較海峽兩岸競技桌球運動員之選材因素特徵，

所得結果可提供學界及教練選材之參考。筆者經綜合分析與比較兩岸

桌球競技運動員之選材相關文獻後發現，兩岸選材因素之重點特徵排

序，分別為基本功、上肢爆發力、心理、體能與手眼協調反應能力、

敏捷性、遺傳和體型分析及其他（包括骨齡、皮紋與血型）等九大項(表

一)。但兩岸在前三大選材要素個別發展上，除均重視桌球的基本功和

上肢爆發力發展外，在選手的心理要素訴求上則有所不同，國內桌球

教練較重視選手的體能與體型要素發展，中國則較重視選手的心理發

展，此項選材差異，是否即是影響兩岸桌球成績發展之關鍵因素，實

有再做深入探討與了解之必要。另大陸桌球競技運動員的選材方法，

已從過去的經驗法則，演進到科學檢測分析，並結合發展出一套桌球

科學選材方法，我國則仍停留在教練的主觀判斷與經驗選材階段，在

運動科學研究方面，亦無一套完善的桌球選材方法，實有賴國家體委

會組成桌球運科小組來推動與發展，如此對國內發掘優秀桌球運動

員，並在世界桌球運動舞台，揚名立萬，穿金戴銀，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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