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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志   高雄市鼓山高級中學教師

深耕基層棒球的領航員：

威廉波特少棒冠軍教練何通宇專訪

前言

在台灣，棒球運動可以說是我們的國

球，從早期的「外省人打籃球，本省人打棒

球」（盂峻瑋、曾文誠，2004），到現在的

全民瘋棒球，在多少個通宵達旦的夜裡，多

少雙緊盯著電視轉播相關賽事的眼睛，人不

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本省、外省、

原住民，大家齊心齊力一同，沒有藍綠政黨

之分，不論種族與膚色，全民一起為中華小

將加油，共同將台灣推至世界棒球的最高殿

堂。曾幾何時，於激情過後，這股如癡如醉

的棒球熱潮，卻沒有為那一群在底層默默付

出，並建構出我們堅強金字塔模型頂端的基

層教練帶來些許的喝采或保障。基於此，本

文擬透過對基層棒球教練的訪談，來突顯出

那一群英雄氣短的幕後工作者，他們的角色

與定位一直被人遺忘，現今，該是探討與檢

驗此情形，而給予實質肯定的時刻了。

三個少棒聯盟

世界少棒聯盟（Little League Baseball, 

LLB）所舉辦的世界少棒賽，國人稱之為威

廉波特少棒賽，每年8月在美國的賓州舉行。

中華隊自1969年開始參賽，至1996年為止，

共奪了 17 次冠軍，此賽事也是使棒球成為

我國國球的重要因素。在比賽期間，全國上

下，舉國沸騰，也造就了許多風雲人物、棒

球英雄，在此情景下，大家也都習以為常的

將之視為真正的世界少棒大賽。

美國小馬聯盟（PONY Baseball League 

）則以年齡分為 7 個層級，少棒為 11-12 歲

的野馬級少棒，須先經過亞太區的選拔，決

賽地點是在美國，我國在退出 LLB 後也參與

小馬聯盟的比賽，並經常獲得佳績，2000 年

以前至少拿過 4 次世界冠軍。

理的全國性大賽，影響選手權益（黃邱倫，

2011）；隔年，報名費暴增，重重增加了參

加選手家庭的負擔，造成怨言四起，但選手

們卻又不得不妥協，畢竟還是要比賽嘛！這

真是一種遺憾，身為家長期待的應是，能夠

看見一套健全的培訓與鼓勵機制，對於表現

優異的選手規劃出有制度的訓練之路，如何

精進泳技才是。「門戶之見」暫且擱置一旁，

以國家整體發展優先，將有潛力的選手不斷

往前推進，走向國際舞台，具備競爭前三名

的實力。而不是「屏東縣小地方無法同全國

比，而全國又無法跟世界比」這般自我設限。

領導者的責任即是走在前端，引導出

正確的路來，創造健全的選手培訓環境是台

灣泳壇未來的必要之務，且從國小基層就做

起。進而建構一套讓選手與家長都能「安心」

訓練的體育發展機制，從小到大，逐次系統

發展，孩子才能看得見未來。

結語

「人生有夢才美」，孩子未來也因夢

而充滿希望，每每陪伴孩子辛苦地進行游

泳訓練之餘，父子倆總會做起未來也是奧

運選手的美夢。然而，升學壓力總令人難

以喘息，如何兼顧，真的好難。林書豪故

事的出現，有關單位切莫僅做錦上添花的

功夫，拿出實際作為讓家長與孩子看得見

希望。十二年國教推動在即，期待這一切

能有轉機，而國家的責任即在建構健全教

育體系，替每位孩子創造有希望的未來，

真心盼望能夠走出讓孩子與國家運動發展

都能雙贏的教育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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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國 際 棒 總（International 

Baseball Federation, IBAF）在台灣舉辦第一

屆 IBAF 世界少棒賽，被定位為真正的世界

少棒賽，參賽國家共 13 國，在一陣激戰中由

中華台北隊在地主的優勢下，擊敗強敵古巴，

奪得冠軍獎盃，也為陸續舉辦的三級棒球比

賽預先掀起一陣棒球風潮。

三個比賽的組隊方式並不相同：LLB 必

須為單一學校組隊，國內進行方式是於各縣

市選拔後由謝國城盃冠軍隊伍取得代表我國

參加亞太地區的選拔，獲勝隊伍（2011 年為

高雄市金潭國小）則代表亞太地區至威廉波

特參與世界大賽；PONY 為單一縣市聯隊組

成參加，我國選拔方式則是由 TOTO 盃的冠

軍隊伍代表我國參加亞太區選拔，獲勝後再

至美國參加比賽，中華隊 2011 年由桃園聯

隊取得代表權，其主力球員來自龜山國小少

棒，搭配中平國小、大勇國小、仁善國小等

少棒好手，整體實力較單一學校的金潭國小

為佳；IBAF 則由國內賀寶芙盃冠軍隊取得組

隊權，再選出全國明星隊，不用參加亞太地

區的選拔，中華隊 18 名球員來自 7 個縣市，

小國手在原母隊都是 3、4 棒中心打者或是王

牌投手，經集訓後培養團隊默契後，其實力

可見一斑（俞聖律、楊逸民，2011）。

威廉波特參賽史

我國參加威廉波特的歷史幾乎等於我國

的少棒史，雖然我們參賽的精神與威廉波特

的本質並不相符。從比賽性質而言，威廉波

特少棒賽是屬於國際間大型的少棒夏令營活

動，LLB 在組織章程上明白的寫著：「推展

少棒運動最重要目的，是在於協助孩子們鍛

鍊身心，培養互助合作、勇氣與忠誠的精神，

使其成為一位優秀的公民，而不是一位優秀

的運動員。」要讓孩子們快樂的玩棒球、喜

歡棒球，才是少棒運動的真諦，不過，中華

少棒隊總是在軍事化訓練與國人殷殷期盼下

參賽，全力以赴並且拿下驚人的成績，也因

為如此總引起其他參賽各隊的側目，球隊的

勝敗甚至影響到全台灣的軍民士氣，故而外

國媒體曾批評中華少棒隊像是在「打奧運」

（Yoshi 等，2011）。相對於 LLB 的理念，

我國少棒發展顯然過度著重於理論與實務的

運作，一切以冠軍為目標，造成為求勝利而

不擇手段、矯枉過正的結果，殊不知機械式

的反覆操作與揮汗如雨的土法煉鋼，終將因

隨之而來的規則與限制而功虧一簣，甚至提

早結束小選手的運動生命。加上近幾年來我

們的棒球出現了警訊，國內比賽涉賭、放水，

國際比賽屢戰屢敗，讓人不禁思考：我們的

基層棒球教育是否有待改進。

從 1969 年第二十三屆金龍少棒隊參加

威廉波特少棒賽並奪得冠軍開始，至 2010

年止，我國共奪得了 17 次的冠軍，為各參

賽國中成績亮眼的國家。其中，至少兩次帶

隊參加威廉波特比賽的教練有：吳敏添（第

二十三屆金龍少棒、第二十四屆七虎少棒）、

蕭長滾（第二十八屆立德少棒、第三十四屆

榮工少棒）、高英傑（第四十屆公園少棒、

第四十一屆榮工少棒）、李明趁（第四十屆

公園少棒、第四十八屆立人少棒）、賴大源

（第三十五屆太平少棒、第四十二屆太平少

棒、第四十五屆大仁少棒）、王子燦（第

四十四屆善化少棒、第四十九屆善化少棒）、

何通宇（第五十屆復興少棒、第六十四屆復

興少棒）。這 7 位教練中又以賴大源、王子

燦、何通宇是真正符合 LLB 的要求、以單一

學校球隊而非以聯軍的方式組成參賽，其中，

何通宇是最年輕的冠軍隊教練（28 歲），也

是目前為止的最後一位冠軍教練（1996 年第

五十屆時獲得冠軍）。

何通宇教練（以下簡稱何教練）於 1996

年率復興國小參加第五十屆威廉波特少棒賽

以 4 戰全勝的佳績進入冠軍賽。由於復興國

小實力堅強，加上賽前的觀察情蒐，因此預

賽時有談笑用兵的意味。冠亞軍戰一開賽局

勢就相當緊張，雖然復興小將陳昭評於一局

上先揮出兩分全壘打取得領先，但好景不常，

一局下先發投手鄭錡鴻過於緊張表現不穩，

接連被擊出兩支全壘打後，又連續保送兩位

美東隊的打者，眼看著即將風雲變色的局勢，

面對臨場突發的狀況，此時何教練趕緊更換

邱啟賓上場救援，還好適時止住了美東隊的

攻勢，未再失分，並穩定軍情。隨著氣勢的

轉變，接下來的復興國小將士用命，楊家楨、

邱啟賓、謝進雄分別以全壘打建功，勢如破

竹，最後以 13 比 3 的比數提前結束，打敗美

東隊獲得世界冠軍。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隊

員謝進雄身材並不起眼，在威廉波特卻火力

全開，5 場比賽共擊出了 7 支全壘打，每場

比賽均有全壘打的表現，紀錄至今仍然無人

能打破，因此他也獲得「7 支仔」的綽號，風

光了一陣子。當年的復興小將們後來也大多

繼續棒球之路，其中楊家楨、鄭錡鴻、武昭

關、陳昭評、蔣智聰等人均參與了我國及美、

日職棒的洗禮，見證我國棒球王國的美名。

復興國小奪下了睽違了近 20 年的世界少棒冠

軍，當時的高雄市長吳敦義喜出望外，除了

親自接機、全體隊職員乘車遊行高雄市區外，

並發給每位球員 4萬元的大紅包作為犒賞（吳

建達、崔家齊，2010）。2010 年，何教練又

帶領復興國小少棒隊前進威廉波特，可惜僅

獲得第三名，未能帶回冠軍獎盃，但何教練

的深耕基層向下紮根，讓我國的棒球運動能

見樹又見林，實在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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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參加威廉波特的歷史幾乎等於我國

的少棒史，雖然我們參賽的精神與威廉波特

的本質並不相符。從比賽性質而言，威廉波

特少棒賽是屬於國際間大型的少棒夏令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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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陳昭評、蔣智聰等人均參與了我國及美、

日職棒的洗禮，見證我國棒球王國的美名。

復興國小奪下了睽違了近 20 年的世界少棒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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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樹又見林，實在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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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天獨厚的復興國小

高雄市為南部第一大城，人口密集，亦

為全國首屈一指的棒球重鎮；復興國小雖地

小人稀，且全校學生不超過 1800 人，屬迷

你型國小，但仍符合 LLB 世界少棒聯盟組織

的規範，而學校又緊鄰勞工公園，園內有一

座標準的球場可供練習，加上體委會指派的

專任教練，天時地利人和皆備，在何教練的

辛苦調教，以及歷任的校長如陳啟耀、王信

雄、朱坤連、現任的李素貞校長等人的支持

下，一代接一代，發展順利。令人敬佩的是，

二十年如一日的棒球公務

員何教練，至今依然堅守

崗位的在復興國小默默耕

耘，每天日復一日，不厭

其煩的為我國的棒球園地

深耕基層向下紮根，由他

所帶領的高雄市復興國小

少棒隊由小樹苗逐漸茁壯、

開花結果而枝葉開展、取代

明德、立德（河濱）等國小

而在少棒界占有一席之地，

並成為基層棒球的搖籃，栽

培出無數的明日之星，成為

一支傳統勁旅。由何教練調教

的棒球好手遍佈全台，甚至在美、日及中華

職棒等棒球殿堂中都有很好的表現，學校亦

引以為榮！在這裡，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我

們棒球的未來，以及逐夢奔跑的少年。

讓夢想起飛的領航員

何教練國中時參加五福國中壘球隊，曾

就讀台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今台北市立體

育學院）、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進修部（今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1991 年取得體

委會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奉派調任高雄市復

興國小服務，並於 2011 年取得高雄市專任

運動教練資格（註 1）。目前有此資格的專

任運動教練屈指可數，其中為棒球專長的人

數更是寥寥無幾，在棒球界實屬不易。雖然

培育基層棒球選手的工作，

不能算是忍辱負重，但這真

是一條漫長且看不見未來的

路，一個只能當興趣的工

作，難以養家糊口。同樣是

從事教育工作，但教練與教

師之待遇實在是天壤之別，

由於體制的不完備，保障

並不周全，目前基層的棒

球運動教練大多於非正式

性質，沒有公務員或教師

的資格，多數的教練因為

沒有政府機關的補助或

學校的預算，僅有學校

後援會的補助，屬於「兼

任」性質，收入微薄且沒有保障，當然降低

有志人士之興趣與動機。從事基層教練工作

之待遇，無法吸引人才，又難喚起國人關愛

之眼神，社經地位普遍低落，由於不具未來

性，多數教練意興闌珊。整體而言，只要基

層棒球教練的待遇沒有改善，如此情形便會

惡性循環，台灣的棒球發展便岌岌可危。

復興國小棒球隊的教練團成員目前有二

位外聘教練，陳瑞寅教練與陳姿尹教練（女

壘專長，輔大畢業），都是僅由球隊後援會

支薪及義務教練吳家煌先生自動自發的來幫

忙教導球員。選手的來源方面，雖然復興

國小附近人口較少，但因棒球隊已屬傳統球

隊，所以會有許多畢業的球員或家長介紹球

員或是球員本身慕名而來。過去，學校附近

學區草衙、前鎮、小港、二苓地區有許多阿

美族原住民居住，他們大多熱愛棒球，會把

小孩送到復興國小接受練習，不過現在前鎮

國小也成立棒球隊，且屏山國小的林生金教

練本身也是阿美族，於是復興國小的選手來

源便被稀釋了，加上少子化的影響，兵多將

廣的情形將不復見，近 3 年的 6 年級學童從

22 位降 16 位，中低年級更是明顯減少。

眾所皆知，若要恢復我國棒球王國的封

號，底層的扎根應更寬廣、更深入，基礎愈

穩定，成就必然會愈高，這是不變的道理。

復興國小雖然也背負著團隊成績的壓力，但

在挑選小朋友的時候，最大的原則就是他

們打球的動機，身體素質是其次，何教練要

求、並希望他們都不只為了單個理由去（快

樂的）運動，為取悅父母也好，興趣學習也

好，身體或者技術的訓練也好，為了結交夥

伴友誼也好，一定要有多重的動機才會有持

續的努力，才能接受更多的挑戰與刺激。就

如同威廉波特的棒球精神一般，棒球運動是

團隊的競賽，不應該使孩童侷限在贏的重要

性，若只在意輸贏，將會使得他們無法回歸

初心，也無法學會幫助他人或體會別人的感

受，無法抱持友善或享樂的態度來競爭。何

教練在從威廉波特回來後，就體會出合作與

競爭是同時需要的策略和取向，競爭扮演著

良性的動力，驅使著球隊不斷的精益求精，

而合作對成就的提昇有著意想不到的效果，

且能幫助球隊永續經營發展，也刺激選手爭

取更上一層樓的表現。所以一直以來，何教

練把競爭與合作當做其教學理念來經營，不

過目前球員質與量的明顯降低，使實務與理

論已經無法接軌，振興國球計劃也應該對此

質、量的問題多所注意來通盤檢討。

結論

威廉波特的比賽是以夏令營的活動來

鍛鍊孩子們的身心、培養互助合作，讓他

們快樂的玩棒球、喜歡棒球為宗旨。他們

的球場設備相當完善，且每年都有固定的

賽事與結果，與賽的各個球隊也很期待而

踴躍的參與，大聯盟等級的比賽場地讓人

感到備受尊崇，威廉波特當地的活動也很

多，選手村裡熱鬧非凡，有游泳池、電動

遊戲、交誼廳等，每個人因為相同的興趣

而玩在一起。賽前遊行的陣容龐大，全鎮

都共襄盛舉，每個人都熱烈歡迎遠道之客，

讓人感覺親切且熱鬧，是一個令人畢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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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記憶，參與的球員，將終生以此為榮，

而對棒球的喜愛也將油然而生。威廉波特

的模式除了推動棒球熱潮並帶動地區繁榮

而成功的拓展至全世界，每年獲勝的球隊

還接受美國總統的接見，其受到重視的程

度，並不亞於世界冠軍（註 2）。目前，我

國棒球運動依然風靡，但近幾年來卻幾乎

與冠軍絕緣，捫心自問，可見我國並非真

正船尖砲利、無人可敵的所向披靡，而是

他人已經迎頭趕上，所以我們必須打破以

往迷思，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不能再消極

的閃躲，而是應正面積極的體育精神來迎

接面對。

當每年的球季結束或國際賽敗戰的時

候，「深耕基層，落實棒運」的口號便又此

起彼落的被呼喊開來，大家也似乎感覺到振

興棒運的本質已經被改變，淪為口號，用來

應付、安撫人心，而且每年重複操作，感覺

疲勞並且已經麻木。

威廉波特的經驗造就了全美國對棒球的

熱愛與興趣，高規格的場地設施與被熱烈歡

迎的推崇也都大大的讓人衷心參與，自然而

然的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讓棒

球人受到尊敬與重視。反觀我國，雖然馬總

統為了棒球運動，曾兩度到澄清湖棒球場開

球並主持儀式（職棒明星對抗賽、WCBF 世

界少年棒球賽），的確為我國棒運注入一劑

強心針，但成績掛帥、戰績優先的觀念，讓

基層教練被問及的往往是帶隊成績，而不是

台灣人道地親切的問候：「呷飽未？」。雖

然只是一句習以為常的口頭語，卻沒有人認

真去探究，他們吃飽了沒，吃得飽嗎？這是

個令人玩味的問題，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

不吃草，無異是緣木而求魚、是「不可能的

任務」。執政者對基層棒球的關注，雖屬難

能可貴，但是基層教練的問題仍待解決。

註 1、2　 作者與何通宇教練訪談所得之資訊，訪談日期：

2011 年 7 月 22 日、7 月 28 日、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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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體適能
應是大學體育核心課程

前言

雖然世界各國除中國和北韓外，少有於大

學規定必修體育課者，但我國四年制的 151 所

公私立大學中，僅有 2 所公立大學未將體育課

列為必修，而將體育課分別列為必修一、二、

三、四年的，則分別有26、90、30、3所大學，

分佔大學校數的15.9%、54.9%、18.3%、1.8％

（教育部，2011）。顯見各大學仍肯認體育課

程具有促進學生身心健康、身體適能，及學得

專項運動技能的目標，也唯能有效達致前述目

標，體育課存在於大學方具有價值與意義。然

而體育課程欲達成的目標和可運用的項目非常

多元，應有一個具有核心理念和目標的課程為

基石，那即是健康體適能課程。

課程理念和目標

一、課程理念    
優異的競技體適能是運動技能卓越的基

礎，而良好的健康體適能則可有效的促進健

康和預防疾病，因此大學的校隊訓練和體育

教學，兩者因目的不同而手段有所差異。

「健康」是一項基本人權，是生命品質的

基礎，它不僅止於安全、安心、安身、長壽的

追求，而是如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1946

年所定義的：心理、生理及社會三方面的完全

安寧美好的狀態，不僅沒有病痛，且有良好的

適應能力。長壽而不健康，如無法自由自在，

就無生活品質和人性尊嚴可言，因此追求活得

心安舒適、自由自在的「健康餘命」，是人生

的「幸福指標」（侯勝茂，2009）。

「體適能」不僅止於身體的能力可從

容適應日常的工作，而是足以展現生命的活

力，享受人生的樂趣，提昇人性的尊嚴。是

以，健康與良好的適應能力是一體之兩面，

透過運動的過程及其結果，應是一種足以使

身體獲得愉快氣氛的感受和滿足（許義雄，

1997）。因此健康體適能課程的理念，在於

「享受運動歡樂，提昇生命品質」（方進隆，

1997），引導學生樂於從事運動的學習與實

踐，養成規律的終生運動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