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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联赛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研究遥结
果表明院渊1冤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能够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的原因是其有着较为成熟的三级棒球运

动联赛体系遥 经过多次变革袁联赛正朝着更加普及化尧健康化尧教育化尧去锦标主义的方向发展遥
渊2冤学生棒球运动联盟这种半政府半民间式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形式使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运动

联赛朝着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向发展遥 渊3冤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运动联赛各项竞赛制度变革的出

发点是缩短球员的比赛时间和竞赛期程以保护球员的运动寿命袁以及确保比赛的激烈程度和观

赏性遥渊4冤通过小学生棒球运动联赛严格的规章规范袁将思想道德教育加入到比赛当中是台湾地

区小学棒球运动联赛最大的特色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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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means of literature study and questionnaire, the author studi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aseball League in Taiwan. The result shows that a mature three-level baseball league

is the cause for the good competition results of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aseball in Taiwan. After quite a

few reforms, the League is developing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popularization, healthiness, education and non-tro-

phyism. The Students Baseball Federation, which is half-governmental and half-private, benefi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eague. The reform of the competition rules of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aseball League

in Taiwan aims to shorten the competition time and period so as to extend the sport life span of the players and

ensure the games' competitiveness and ornamental valu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aseball League is to add moral education to the games through the strict laws and rules of the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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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联赛特征及其启示
王 平袁张宗豪袁沈 豪

台湾地区少年棒球代表队在参加从 1969 年第 23 届

到 2016 年第 70 届世界少年棒球联盟锦标赛中共夺得 17

次锦标赛冠军袁台湾地区的少年棒球整体水平几乎代表着

亚太地区的最高水平袁台湾地区少年棒球的竞技水平与棒

球金字塔型的架构中处于最底层的小学生棒球联赛密不

可分袁 它是台湾地区棒球迈向国际舞台最重要的基石袁是
台湾棒球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遥

任何事物都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遥 共性决定事物的基

本性质袁而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遥 台湾地区和大陆

地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具体情况虽然存在差异袁 但校园

体育联赛却有一定的共性特征遥 本研究以台湾地区小学

生棒球联赛为切入点袁 分析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联赛的

运行流程和竞赛制度袁 为促进大陆地区校园体育联赛的

发展提供借鉴遥

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联赛遥

1.2.1.1 调查对象

根据研究需要袁以台北市参加小学棒球运动联赛的教

练员和运动员为调查对象遥 调查对象是 2015 年台北市所

有参加小学生棒球联赛的学校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袁一共 8

所袁分别是台北市板桥小学棒球队尧台北市明道小学棒球

队尧台北市东园小学棒球队尧台北市社子小学棒球队尧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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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福林小学棒球队尧台北市长安小学棒球队尧台北市龙山小

学棒球队尧台北市北峰小学棒球队遥问卷发放与回收见表 1遥
表 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情况渊N=134冤

1.2.1.2 问卷的信度尧效度检验

在问卷设计结束后袁为确保调查问卷的客观性与真实

性以及有效性袁请 7 位专家检验问卷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

度袁其中有教授 4 人袁副教授 3 人渊见表 2冤遥 检验的结果都

一致显示袁问卷的结构和内容的效度在野较为合理冶以上所

占的比例分别为 85.67%渊见表 3冤尧100%渊见表 4冤袁表明问

卷具有较高的有效度遥
表 2 问卷效度检验专家情况表渊N=7冤

表 3 问卷的结构效度的评价效果渊%冤

表 4 问卷的内容效度的评价效果渊%冤

为了检验问卷的信度袁使问卷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袁分别对教练员问卷和运动员问卷进行信度检验遥 主

要方法就是分别随机抽取 3 名教练员和 15 名运动员进行

了第二次调查袁通过对比上次的测量结果计算出两次测量

的相关系数遥 结果显示袁教练员问卷和运动员的信度系数

分别为 0.92尧0.91遥 这样的结果显示出教练员问卷和运动

员问卷都有很高的可信度遥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内容的需要袁采用了专家访

谈法袁 其中访谈的对象主要是台湾地区行政机构的主管尧
学生棒球运动协会的秘书长尧小学棒球队的总教练遥 访谈

的内容除了台湾地区小学棒球运动联赛有关的联赛运行尧
竞赛制度尧经费来源尧参赛队伍与运动员资格的情况尧联赛

存在的问题尧对联赛今后发展有利的意见和建议等等相关

问题之外袁同时也希望通过访谈的这一过程去补充文献资

料方面存在的不足袁并且与已经收集好的相关文献资料做

相关印证袁来提高本研究的信效度遥 访谈对象一览表如表

5 所示袁同时以下访谈对象以编号的形式出现遥
表 5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

台湾地区的棒球联赛分为两大类袁一类是学生棒球联

赛袁一类是职业棒球联赛遥 学生棒球联赛主要包括小学生

棒球联赛尧初中生棒球联赛尧高中生棒球联赛和大学生棒

球联赛遥
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联赛由台湾地区的教育主管部

门负责袁主要负责运动理念和口号的宣传袁主办单位是台

湾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下属的体育署袁承办单位则是体育

署下设的台湾地区学生棒球运动联盟袁它是最主要的组织

者和策划者袁其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学生运动联赛竞赛规

程规章的制订袁协办单位由各县市政府尧各县市的公立体

育场管理所尧台湾地区棒球协会尧各县市棒球委员会和野国
立教育广播台冶构成袁主要职责是执行遥这种一层一层分工

明确的组织形式能够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遥比赛由台湾地

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直接主办袁 避免了一些竞技因素的渗

入袁能较好地净化竞赛环境袁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健康快乐

地去从事棒球这项运动袁使得整个台湾地区基层棒球竞赛

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遥
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联赛采用以学生棒球运动联盟

为主的管理模式袁学生棒球联盟是台湾地区的教育主管部

门的体育署的下属组织袁具有半政府半民间的性质袁由学

生棒球联盟来运作比赛的最大优点是院对运动项目有深入

的了解袁 能够切实解决一些在运动项目中存在的问题袁制
定的竞赛制度更能够符合项目运动特点袁同时袁也能深入

了解基层教练员和球员的想法袁使运动项目朝着更好的方

问卷 

类型 

发放问卷 

/份 

回收问卷 

/份 

回收率

/% 

有效问卷 

/份 

有效率 

/% 

教练员问卷 8 8 100 8 100 

运动员问卷 126 120 95.2 116 92.1 

 

姓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 

徐台阁 男 教授 台北市立大学 

官文炎 男 教授 台北市立大学 

周建智 男 教授 台北市立大学 

黄崇儒 男 教授 台北市立大学 

王文宜 女 副教授 台北市立大学 

许维君 女 副教授 台湾科技大学 

薛铭卿 男 副教授 台北市立大学 

 

问卷类型 非常合理 较合理 一般 不合理 很不合理 

教练员 50.34 35.33 14.33 0 0 

运动员 58.67 27.00 14.33 0 0 

 

问卷类型 非常合理 较合理 一般 不合理 很不合理 

教练员 66.67 33.33 0 0 0 

运动员 75.00 25.00 0 0 0 

 

访谈对 

象类别 

访谈对 

象编号 
主要运动相关资历 现任职务 

棒球 

机构 
a1 学生棒球运动联赛指导委员 单位主管 

b1 1 台湾地区棒球协会秘书 

2 中小学棒球联赛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 

3 台湾地区学生棒球运动联赛秘书长 

学生棒球

运动机构

秘书长 

运动 

协会 

b2 

 

1 中小学棒球联赛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2 台湾地区学生棒球运动联盟会长 

3 台湾地区少棒联盟会长 

学生棒球

运动机构

荣誉会长 

c1 1 台北市小学教师 

2 中华少年棒球代表队总教练 

板桥小学

棒球队总

教练 

c2 1 台北市小学教师 

2 中华少年棒球代表队总教练 

东园小学

棒球队总

教练 

学校 

单位 

c3 1 台北市小学教师 

2 中华少年棒球代表队总教练 

福林小学

棒球队总

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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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展遥 由于学生运动联盟是在体育署下设立的组织袁其
所指定的竞赛制度与竞赛规程规章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遥

目前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联赛采用的是混合赛制袁以
2015 年小学生软式组棒球联赛为例袁各县市共有 56 队取

得资格参加比赛遥第一阶段将此 56 队分为 8 组袁每组进行

小组循环赛制袁然后取每组的前 2 名袁共计 16 队袁再进行

第二阶段的单败淘汰赛制袁 以排定第一名到第八名的顺

序袁这项赛事共要使用 4 座棒球场袁赛期为 13 d遥
在正规的棒球比赛中袁 决定比赛结果的因素是局数袁

例如成人棒球赛通常采用的是 9 局制尧少年棒球是 6 局制

等遥 棒球比赛有别于其他的体育项目袁棒球比赛没有时间

上的限制袁容易导致单场比赛时间过长袁而这也是推动棒

球运动全球化最大的阻碍因素遥 考虑到这方面的原因袁为
了有效地加快比赛的进程袁 改善棒球比赛时间过长的弊

端袁国际棒球总会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起袁在加时赛时开

始实施突破僵局制渊Tie break冤遥 在国际少年棒球赛推广方

面袁都采用此突破僵局的加时赛制遥
历年来小学生棒球联赛竞赛规程显示袁 台湾地区小

学生棒球联赛早在 2006 年就开始使用加时赛突破僵局

制袁其目的在于加速比赛进行袁避免赛程的延误袁有效掌

握比赛时效袁考验球队的真正实力袁并制造比赛高潮以增

加比赛的激烈程度袁 同时也是配合国际各级棒球赛制未

来发展的趋势遥 从 2008 年起袁竞赛规程补充规定院总决赛

进入前 8 强的排名赛时袁每场比赛必须要分出胜负为止袁
不采用突破僵局制遥 而自 2010 年起调整为使用加时赛突

破僵局制遥

体育竞赛制度的目的就是对运动竞赛的方案尧 时间尧
形式做出全面的安排袁使之有系统尧有目的性尧有计划地进

行遥 赛制是竞赛制度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袁需要按照实际比

赛需求和竞赛目的做适当调整遥 资料显示院 台湾地区在

1989 年举办小学生棒球联赛以来袁 对赛制的规定每年都

有一定程度上的调整遥 据各年度的竞赛规程条例显示院从
1989 年起袁赛制主要分为学校联盟尧校际联盟尧县市联盟袁
未举办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比赛遥从 1994 年起袁调整为校内

初赛尧校际预赛尧县市复赛和整个台湾地区的总决赛袁而且

总决赛与参加国际少年棒球锦标赛中的中华少年棒球代

表队选拔赛一起举办遥 1999 年再次调整为县市预赛尧分区

复赛以及总决赛 3 个阶段遥 而隔了一年 2000 年又取消了

分区复赛袁 赛制回到了原来的县市预赛和总决赛两个阶

段遥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袁以及受职业棒球黑金涉赌

事件等大环境不利的影响袁基层棒球比赛也深受影响遥 因

此袁 台湾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为了改善学生棒球联赛袁巩
固三级棒球运动的根基袁 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袁有
关赛制方面被列为改革的重点遥 如 2013 年取消整个台湾

地区的总决赛袁改以分区赛取代渊试行 1 年冤遥 这项方案受

到小学棒球队教练的强烈反对袁受访和调查的小学棒球队

教练们认为袁小学棒球队运动员参加小学棒球联赛总决赛

是人生仅有的一次机会袁是一种荣誉和鼓励遥 如果取消总

决赛有许多负面影响院渊1冤 丧失运动员之间相互切磋球技

的机会遥 渊2冤中断了历届小学棒球联赛的优胜名次遥 渊3冤严
重影响小学棒球队组队的数量袁造成对台湾地区基层棒球

根基的动摇遥 2014 年台湾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重新恢复

原来的总决赛赛制遥
目前袁 初赛和总决赛两阶段都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袁

报名网址是台湾地区学生棒球联盟网站(http院//www.ctsbf.

edu.tw)

学生棒球联盟规定院县市预赛阶段按照报名的队伍数

量设置小联盟的个数渊见表 6冤袁每个小联盟的冠军队才有

资格参加总决赛袁同时上一年度总决赛的八强球队也需要

参加县市预赛袁 如果涉及该县市参加总决赛的名额时袁可
以将八强队的比赛成绩列入计算袁但是不占县市晋级总决

赛的名额遥
表 6 各县市可设置小联盟个数一览表

受访者认为这个比赛制度有积极的作用遥小学生棒球

联赛赛制多次调整的主要原因是院渊1冤 考虑到小学生运动

员比赛的地点不适宜离家太远袁同时避免赛程太多而影响

运动员的正常学业与课业袁 而且对于小学棒球运动员来

说袁 能够通过县市预赛的筛选进入总决赛具有鼓励的作

用遥 渊2冤对于学校球队来说袁缩短赛程能节省球队的开支遥
目前袁小学生棒球联赛实施县市预赛与总决赛两阶段的赛

制袁这种赛制有积极的作用院一方面能够缩短赛事赛程袁学
校球队可以减少比赛经费支出曰另一方面对于参加小学生

棒球联赛的运动员既起到激励的作用袁又可以达到兼顾运

动员学业课业的目的遥

投手是棒球队当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角色袁是每一局每

一分的发起者袁也是比赛当中的焦点人物袁投手的临场发

挥好坏往往能够左右比赛的进程袁也是影响比赛胜负的关

键遥 在小学的少年阶段袁队中的主力投手又往往兼任野强
投冶和野强棒冶的双重角色袁是球队的核心袁但这往往也会

对投手生理和心理上产生一些影响遥近年来主办单位在小

学生棒球联赛投手投球这一方面也陆陆续续地推出了一

些规范与制度遥
历年来小学生棒球联赛竞赛规程显示袁1993 年开始

对于投手投球有野隔场冶的限制袁到 1999 年再增设了投手

投球野局数冶的限制袁再到 2010 年袁除了延续野隔场冶和野局
数冶的限制袁并增设了野投球数冶的限制袁当投球数达到 90

球时袁则会被要求强制退场遥同时规定不能投掷变化球渊见
表 7冤遥

报名球队数量/支 可设置小联盟个数/个 

3 到 7 支队伍 1 

8 到 15 支队伍 2 

16 到 25 支队伍 3 

26 到 35 支队伍 4 

36 到 45 支队伍 5 

46 支队伍以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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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世界少年棒球锦标赛投手投球数与休息天数

台湾地区对于投手投球先后实施的 野隔场冶野局数冶
和投球数的限制袁有别于国际性少年棒球联赛当中投球

数与必须休息天数的限制遥 其优点是院渊1冤保护小学棒球

队投手袁 避免教练员为了求胜而过度使用同一名运动

员遥 渊2冤可以更多地培养投手袁提升队伍整体投手群的实

力遥 渊3冤顺应国际棒球的发展趋势遥 有研究表明院棒球投

手在学习变化球的时候袁 会承受相当大的肘关节内侧

力袁 对肘关节会产生损伤的风险遥 在 13~14 岁少年运动

员骨骼还未发育完全时袁不适宜较多练习变化球遥 过量

的投球数和过早地学习变化球袁会增加手臂运动伤害的

发病率遥
而通过访谈学生棒球的主办单位时袁 会发现 b1 是完

全赞同这项规定的袁 但其中 b2 提出了一个也是相当值得

思考的看法遥 b2 表示如今这项规定可以说是有利有弊袁从
保护小学棒球队投手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袁然而以中华

少年棒球代表队参加国际各项少年棒球锦标赛来说袁却会

产生处于不利的局面袁因为现在的国际性少棒比赛虽然有

部分是限制变化球袁但绝大多数还是没有此限制袁而通过

选拔赛之后再教投手投掷变化球和打击者打击变化球的

技巧会显得有点仓促袁因为训练时间太短暂会对效果造成

不利的影响袁而这也是近年来中华少年棒球代表队参加世

界少年棒球联盟难以取得冠军的原因之一遥
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联赛举办以来袁在实施计划内容

中袁明确阐明了其宗旨尧目标和原则是院小学棒球运动员应

以代表学校参加联赛为荣袁同时联赛也不应该影响学生的

课业袁要使学业水平与运动竞技水平均衡发展袁力求达到

积极参与尧均衡发展的目标遥 小学棒球队投手不得投掷变

化球这项规定袁站在保护小学棒球队员的立场上袁这项规

定能够保护小学棒球队员袁 能够延长他们的运动寿命袁减
少他们产生运动伤害的风险遥如果站在获取国际赛优胜名

次的立场上看袁这项规定不利于中华少年棒球代表队参加

国际少棒赛取得好成绩袁而对于保护小学棒球投手为优先

考量还是以获得国际比赛荣誉为主要目标袁 孰轻孰重袁确
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遥

此外袁 小学生棒球比赛实施运动禁药的检测制度院凡
是获得前 8 名资格的球队袁赛前每队会随机抽取 1 名球员

进行检测遥
竞赛制度变化变革的原动力就在于为了更好的比赛

氛围和小球员更好的未来发展袁而这两个方面正是联赛所

要达到的目标袁台湾地区小学棒球联赛的竞赛制度对于中

国大陆地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遥

小学棒球运动联赛从 1989 年开始到现在袁 每一年的

大会竞赛规程中袁对于软式尧硬式两个组别的参赛运动员

资格都有相应的规定袁包括年龄尧学籍尧注册报名尧跨组

别尧跨队伍尧转队伍等明确的细则袁其中又以年龄尧学籍以

及转队的意义最为重大遥美国和日本的小学棒球队主要是

以社区为单位的组队方式袁在参赛球员的资格方面主要考

虑的因素是年龄袁而台湾地区小学棒球队的组队方式主要

是以学校为单位袁对于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方面袁除了考虑

年龄的因素袁学籍也被考虑进去遥 从 1999 年开始袁小学生

棒球联赛的主办单位就将每年开设两组学籍调整为每年

一次渊9 月 1 日前冤设学籍袁从此这规定延续至今遥
小学生棒球联赛开办以来袁一些明星球队为了获取比

赛的胜利袁会想尽办法去挖其他球队的好苗子袁导致其他

队伍的分崩离析遥 而学籍日期的设定袁能够限制到运动员

注册后随意转队的问题袁因此这项措施能够有效防止外县

市的球队挖墙角所带来的问题遥从 1993 年起袁台湾地区教

育主管部门规定小学升初中的球员不能够跨县市袁小学升

初中的运动员只要跨县市转学籍袁就不能够参赛曰而在同

一县市进行转学的球员袁 则需要一年以后才能够重新出

赛遥 1997 年又规定院要想转队球员需要取得原来登记学校

的离队同意书袁并符合学籍的相关规定袁否则不允许转队遥
严苛的制度规定引起了有关球员转队资格案例的申诉遥

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联赛对运动员参赛资格的严格规

定袁有效地控制了运动员的人为流动性袁有利于保持各个队

伍的公平性袁使得比赛能够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遥
在运动员资格和学籍限制等方面是值得大陆地区借鉴的遥

对于小学生棒球运动联赛竞赛制度改革方面的看法

渊见表 8冤袁台北市小学棒球队的教练员在其中的两个方面是

全部持赞同的态度袁这两个方面分别是野小学生不得投掷变

化球冶的规定和野加时赛采取突破僵局制冶的赛制袁而这样鲜

明的态度也反映了教练员对于球员的保护袁 因为过早地接

触变化球会增加手臂受伤的机率袁 都是出于对于球员今后

未来良好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的遥 同时一致同意在加时赛当

中采取突破僵局制的赛制袁 也是希望球员不会因为双方实

力的接近而花费太多的时间和体力袁 因为小学阶段的球员

还没有发育袁心肺功能和耐力性要稍微差一些袁希望比赛能

够在加时赛当中速战速决袁 这样还能够增加比赛的观赏性

和激烈性袁 对于球员良好心理素质的培养也是一个很好的

途径袁这样一来也能够深化如今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趋势遥
表 8 教练对于小学生棒球运动联赛竞赛制度改革的态度

一览表 N=8

投手投球数/球 投手必须休息天数/d 

1～30 不需要 

31～45 1 

46～60 2 

61～75 3 

最多 85 4 

 

改革方面 赞成 百分比/% 不赞成 百分比/% 

小学生不得投掷变化球 8 100 0 0 

小学升初中不能跨县市 7 87.5 1 12.5 

总决赛改以分区赛 2 25.0 6 75.0 

加时赛采取突破僵局制 8 100 0 100 

落实联赛主客场制 7 87.5 1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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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棒球联赛的规章规范要求院渊1冤重视学生的生活

教育袁要求学生去尊重各个学校的校旗袁重视礼貌礼节袁发
挥体育精神袁同时明令禁止学生在比赛场地内随意闲逛以

及喧哗袁来维护比赛周围的安宁环境袁避免影响提供场地

的学校正常上课与活动遥 渊2冤 参赛球员应该尊重比赛袁必
须穿着统一的球衣袁同时携带好学校的队旗参加开闭幕式

典礼和所有的竞赛过程遥 渊3冤各个球队的球员应该有体育

运动竞赛方面的礼节遥
从联赛的规章规范看院开展学生棒球运动联赛的目的

除了促进校园棒球运动风气的形成袁提升整体棒球竞技水

平袁为选拔中华少年棒球代表队提供优秀的少年棒球队员

外袁更重视的是学校教育的意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美德的灌

输和教育遥而这样的一种教育也是对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与美德的体现袁 这也成为台湾地区运动联赛的一大特色遥
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美德方面袁台湾地区将其与体育参与

相结合袁很好地体现了体教结合的思想袁值得大陆地区借

鉴与学习遥

一场完备的运动联赛必不可少的一定是主体参与者袁
而主体参与者的表现形式就是报名参赛的队伍袁从报名参

赛的队伍的数量和趋势上可以看出这项运动联赛的现状

和未来发展的趋势遥 而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运动联赛从

1989 年开始举办以来袁期间经历了种种起起伏伏袁而这些

起伏都与台湾地区的整个大环境密切联系着袁俗话说大气

候决定小气候袁台湾地区棒球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滴滴都对

小学生棒球联赛产生着影响袁 而从小学生棒球联赛来看袁
其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它的参赛队伍数量的变化渊见表 9冤遥

文献资料显示院 台湾地区小学棒球联赛从 1989 学年

度开办以来袁就有 240 支队伍参赛袁经过台湾地区行政机

构的全力支持和学校教师以及社会人士的热心参与袁在
1992尧1993尧1994 这 3 学年度均高达到 800 多队渊包括软尧
硬式冤袁而随后因为大环境的不利及补助经费的缩减袁报名

参赛的球队数逐年递减袁到了 2001 年只有 286 队遥 而近年

在台湾地区野行政院体委会冶大力推动振兴棒球的努力之

下袁2011 学年度报名参加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联赛 渊含
软尧硬式冤的队伍已经达到 415 队遥

而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为了了解小学棒球队组

表 9 台湾地区学生棒球运动联盟 1989要2015 学年三级学生棒球运动联赛棒球队参赛队数统计表渊单位院支冤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木棒组 铝棒组 软式组 硬式组 软式组 硬式组 软式组 
学年度 

队 

数 

增 

减 

队 

数 

增 

减 

队 

数 

增 

减 

队 

数 

增 

减 

队 

数 

增 

减 

队 

数 

增 

减 

队 

数 

增 

减 

年度 

总队 

数 

年度 

增减 

数 

1989           107  133  240  

1990           161 +54 225 +92 386 +146 

1991       112  107  349 +188 421 +196 989 +603 

1992   50    148 +36 144 +37 394 +45 447 +26 1183 +194 

1993   56 +6   167 +19 152 +8 408 +14 417 -30 1200 +17 

1994   65 +9   178 +11 154 +2 401 -7 419 +2 1217 +17 

1995   64 -1   135 -43 108 -46 292 -109 265 -154 864 -123 

1996   76 +12   116 -19 97 -11 236 -56 216 -49 741 -75 

1997   90 +14   109 -7 96 -1 211 -25 207 -9 713 -28 

1998   89 -1 18  100 -9 80 -16 216 +5 252 +45 755 +45 

1999   93 +4 44 +26 101 +1 113 +33 176 -40 263 +9 790 +35 

2000   70 -23 37 -7 89 -12 102 -11 171 -5 270 +7 739 -51 

2001   59 -11 36 -1 89 0 103 1 56 -115 230 -40 573 -166 

2002   55 -4 32 -4 85 -4 99 -4 116 +60 262 +32 649 +76 

2003   60 +5 27 -5 85 0 101 +2 148 +32 281 +19 702 +53 

2004 32  43 -17 29 +2 84 -1 94 -7 160 +12 292 +11 734 +32 

2005 29 -3 35 -8 33 +4 70 -14 95 +1 144 -16 262 -30 668 -66 

2006 26 -3 31 -4 29 -4 85 +15 105 +10 170 +26 266 +4 712 +44 

2007 28 +2 37 +6 30 +1 81 -4 99 -6 177 +7 263 -3 715 +3 

2008 30 +2 40 +3 32 +2 78 -3 102 +3 182 +5 259 -4 723 +8 

2009 37 +7 40 +0 34 +2 82 +4 108 +6 164 -18 257 -2 722 -1 

2010 36 -1 39 -1 38 +4 93 +11 111 +3 179 +15 257 0 753 +31 

2011 37 +1 44 +5 46 +8 89 -4 119 +8 179 0 235 -22 749 -4 

2012 37 0 46 +2 49 +3 100 +11 117 -2 181 +2 234 -1 764 +17 

2013 39 +2 49 +3 51 +2 105 +5 118 +1 186 +5 236 +2 784 +20 

2014 41 +2 54 +5 78 +27 115 +10 125 +7 183 -3 227 -9 823 +39 

2015 43 +2 53 -1 92 +14 120 +5 133 +8 177 -6 242 +15 86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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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表 9 中的数据可以大致的看出袁各个阶段棒球

联赛球队数量变化基本是一致的袁也就是高中尧初中尧小学

棒球联赛球队数量基本都是同时增加要么就是同时减少袁
可见各个阶段的棒球联赛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和继承性遥同
时从表 9 当中可以清晰看到袁2001 年台湾地区小学生棒

球联赛急剧减少袁从上一年的 441 支队伍减少到 286 支队

伍遥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整个台湾地区棒

球的大环境不利袁 成人棒球中各种假球以及黑帮的参与袁
使得广大民众对于棒球原有的热情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负

面的情感袁而这样的大环境使得家长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

送去学校棒球队训练袁学校层面组队去参加棒球联赛的积

极性也大打折扣曰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地区学生棒球运

动联盟在 1998 年宣布将小学生棒球联赛与少年棒球选拔

赛各自分别举办袁而这样的举措就让一部分想要参加少年

选拔赛去争取中华少年棒球队代表权的队伍放弃去参加

小学生棒球联赛袁因为毕竟球员精力有限同时还有着沉重

的学业压力袁同时一般教练员也会为了学生着想袁慎重地

进行二选一遥所以综合以上两个原因我们就不难看出当年

小学棒球运动联赛参赛队伍急剧减少的原因了遥

教练员是一个需要极强专业素养的职业遥教练员对球

员的科学化有效的训练是球员取得好成绩的保证袁而要想

科学化尧有针对性的训练袁教练员自身就必须要有一定的

科学以及人文素养遥 调查显示院台北市小学棒球队教练员

的学历主要是以本科为主渊表 11冤遥 台湾地区棒球教练员

的等级水平分为 3 级袁主要为院A 级教练员袁可以执教大学

棒球运动队尧 成人棒球专业队以及中华代表队曰B 级教练

员袁可以执教高中棒球也就是青年棒球曰C 级教练员袁只能

够执教中小学棒球袁也就青少年棒球和少年棒球遥 从表 12

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参与小学棒球联赛的教练员只需要

C 级袁但是有一半的教练员具有 A 级和 B 级教练员等级袁
从这样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窥见台湾地区对于基层棒球也

就是少年棒球的重视程度袁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台湾

地区中华少年棒球代表队在少年棒球国际比赛中能够取

得这么优异成绩的原因遥
表 11 台北市小学棒球队教练员学历统计渊N=8冤

表 12 台北市小学棒球队教练员等级水平统计表渊N=8冤

台湾地区少年棒球能够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的原因是

其有着较为成熟的三级棒球联赛制度遥 经过多次变革袁台
湾地区小学棒球运动联赛正朝着更加普及化尧 健康化尧教
育化尧去锦标主义的方向发展遥

台湾地区学生棒球联盟这种半政府半民间式的组织

机构和管理形式使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联赛朝着可持续

性发展的方向发展遥
台湾地区小学棒球联赛各项竞赛制度变革的出发点

队数量逐年递减的原因 ,通过制度层面上面的分析袁以
及基层棒球在发展上所遭遇的困境 袁 根据台湾地区

野体育司冶渊2003 年冤叶改善学生棒球运动方案曳袁整理归

纳如表 10遥
表 10 台湾地区参与小学棒球运动联赛队伍数量减少原因一览表

问题类型 具体内容 

行政及经费问题 a.棒球运动相关队职员人数繁众，训练比赛的交通、膳宿花费过于庞大。 

 b.棒球训练器材价昂贵、耗损率高，加上外聘教练薪资高，造成学校组队的沉重负担。 

 c.行政机构财政吃紧，年度筹办预算日益缩减，增加了推动发展的难度。 

制度问题 a.受传统锦标主义的影响，重精英，忽略了教育性与普及性，也损及长远的棒球运动的发展。 

 
b.现行各级学校棒球联赛为了举办的方便性，往往集中于平常非假日时间举行，不仅影响了学生课业，也使亲友、同学、

球迷失去共同参与的机会。 

 
c.随性不定期的赛期与赛制，非但使球队训练难以调整，过于繁多的赛事也对选手造成沉重的负担，增加运动伤害的风

险。 

校园推广问题 
a.棒球运动因为击球的危险性、场地的独占性、器材设备的昂贵性，以及专业教练的欠缺等原因，各级学校往往未将其

纳入体育课教学项目。 

 b.以安全为由，校园禁止从事棒球运动，凡此种种皆影响校园棒球风气的养成。 

场地设施不足问题 a.棒球训练比赛所需场地面积较广，场地使用上更具有独占（排他）性，校方常以危险与场地过小而婉拒推广。 

 b.各县市经费开支的不足，硬件设施普遍不足。 

资源整合与营销问题 
a.各级学生棒球基层教练大多来自学校老师及社会热心人士，除专任教练外，欠缺甄选、考核与进修机制，以致专业素

质参差不齐。 

 b.媒体过分强调竞技化，一般学生难以参与，所以对赛事的举办关注甚少，因此也影响了厂商与媒体等资源的投入。 

竞技实力问题 a.三级棒球中华代表队历年来在国际比赛中皆能获取最佳战绩，唯独大专与成人棒球却难以达到同样的荣誉。 

 数据来源院台湾地区野体育司冶(2003 年)叶改善学生棒球运动方案曳

学历 研究室 本科 专科 专科以下 

人数/人 1 6 1 0 

百分百/% 12.5 75 12.5 0 

 

等级水平 A 级 B 级 C 级 

人数/人 1 3 4 

百分比/% 12.5 37.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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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缩短球员的比赛时间和竞赛期程以保护球员的运动寿

命袁以及确保比赛的激烈程度和观赏性遥
台湾地区小学棒球运动联赛有着严格的规章规范袁将

思想道德教育加入到体育运动比赛当中是台湾地区小学

棒球运动联赛最大的特色之一遥
台湾地区小学生棒球联赛执教教练专业性强袁执教水

平高袁使小学生棒球训练质量得到保障袁是台湾少年棒球

成绩优异的因素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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