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電影 KANO 藉由描寫日治時

期嘉義農林棒球隊（KANO，以下

簡稱為嘉農棒球隊）拿下臺灣全島

冠軍，再征戰日本甲子園勇奪亞軍

的奮戰過程，再度點燃臺灣民眾對

棒球的熱血情懷，也引發大眾對日

本殖民文化及我國棒球運動發展的

熱烈討論。嘉農棒球隊的時代背景

為日治時期，因此整部影片中演員

們大部分以日語交談，並交雜著日

語、閩南語、客語與原住民語，場

景中也隨時可見日人、漢人共同工

作、生活的畫面，甚至嘉農棒球隊

中也存在著日人、漢人和原住民

「三族共和」的情景。

臺灣棒球運動發展至今已超

過一世紀，這項運動一向被賦予為

凝聚民族信念、提振國民士氣的象

徵。1997 年職棒的假球風波重創國

內棒球運動，而 2008 年奧運又兵敗

北京，顯示國內棒球運動大環境仍

有重重問題，如政府不夠重視、球

隊經費缺乏、球場不足管理不善、

球員欠缺品格教育、薪資生活保障

不健全、新進球員培訓青黃不接、

教練的專業提升等。各種問題交互

影響，導致棒球運動陷入發展以來

最嚴重之困境。政府為解除棒球運

動發展的危機，自 2010 年提出為期

四年的「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

2014 年則由「強棒計畫」接續，其

間並有「優質學生棒球運動方案」

之實施，期望由政府經費挹注與投

資延續國家棒球運動之發展，並開

創我國棒球運動新紀元。

日治時期臺灣學生棒球發展

在日本治理臺灣前，臺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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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謂的近代體育活動，或有也僅

限於民間流傳的武術，大部份人輕

視身體運動，認為身體運動與低下

階級所從事的勞動同樣有卑賤之嫌

（謝佳芬，2005）。1895 年日本開始

在臺灣進行殖民統治，近代體育運

動便有系統性地被推展。尤其是第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世界瀰漫

著民主自由與民族自決的思潮，為

了避免以及緩和臺灣的民族抗日運

動，日本政府對臺灣殖民地作了極

大的政策轉變，1918 年提出「同化

政策」治臺（黃安邦，2005），對臺

灣人的意識形態和身體觀念做重大

的改造，藉以塑造出順服日本的新

臺灣人，而體育便是其改造的手段

之一。由於臺灣體育運動的發展深

受殖民統治者的影響，日本國內較

為興盛的運動項目在殖民地也獲得

較有利的發展條件，而棒球自明治

時期即廣受日本人士喜愛，並將此

運動風氣帶進臺灣，因此在臺灣也

成為普遍流行的運動項目。

Physical Education of School    144
2014年‧10月

1�

本期主題
ISSUE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提供



最早出現在臺灣的棒球（日本

稱野球）活動，是在 1897 至 1898

年左右，由日本在臺的銀行職員做

棒球的傳接運動而起，當時所謂打

棒球單純只是娛樂性質，沒有固定

的陣容與人員。而學生們則經由中

小學教育體制，或從體操課中接觸

棒球，但參加棒球隊的成員仍以

日本人居多。直到 1920 年代末到

1930 年代公學校（漢人子弟就讀的

小學）棒球隊的組織才逐漸興盛，

此時臺灣民眾對現代體育已較能接

受，且公學校棒球隊選拔選手時，

對於課業成績也有要求，故家長能

夠同意孩子打棒球。另一方面，各

地臺人子弟組成的公學校球隊，在

球場上能以本身技術與實力與日本

人抗衡，甚至勝過日本子弟的小學

校球隊，這不單是為校爭光、為鄉

爭光，還關乎臺灣人的榮譽，所以

學生家長、鄉親父老轉而熱衷地支

持子弟們打球（謝佳芬，2005）。

臺灣的殖民地處境使得體育運

動被賦予許多競技場外的意涵，在

殖民社會中運動就如同戰爭一樣，

是表現國家認同與民族情感的重要

領域，尤其是與殖民國的對抗，更

可展現被殖民地的能力，也造就了

日治時期臺灣人民把棒球運動與民

族榮耀畫上等號的特殊情感與意

義。

國民政府遷臺後學生棒球之發展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到國民

政府遷臺後，因社會局勢的不穩定

棒球運動曾經沉寂一段時間，但民

間棒球運動並未因政府未加重視而

中斷；1968 年臺東紅葉少棒隊以簡

陋克難的配備擊敗日本關西聯隊，

隔年金龍少棒隊本又擊敗關島與日

本隊，取得遠東區冠軍及進軍世界

少棒的資格，前往參加美國少棒聯

盟於威廉波特所舉辦的世界少棒錦

標賽，一舉奪冠，舉國上下為之瘋

狂。1981 年半夜守著電視機為我國

少棒、青少棒、青棒代表隊加油，

幾乎成為該年代臺灣人的共同記

憶；以重新讓棒球運動成為臺灣人

民凝聚向心力與強化民族情感的最

佳途徑，也賦與了棒球團結國族意

識的天命。

1987 年教育部參考美、日學生

運動聯賽制度，規劃辦理「國小軟

式棒球聯賽」，讓我國學生棒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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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搭建一個寬廣的舞台，也是我

國學生運動聯賽發展之濫觴。1989

年行政院核定「國家體育建設中程

計畫」，積極鼓勵各級學校組訓棒

球隊伍，陸續舉辦國小、國中、高

中及大專的棒球聯賽。教育部為使

推展國小、國中、高中三級學生棒

球運動聯賽之宗旨及精神一致，於

1994 年成立「中小學棒球運動聯賽

指導委員會」負責聯賽的規劃與指

導，並以任務編組型態成立「中小

學棒球運動聯賽籌備委員會」，執

行中小學三級棒球運動聯賽相關工

作。此時期三級學生棒球隊伍快速

成長，奠定了我國優質棒球實力，

也讓我國職棒運動發展的充沛與優

質選手來源厚植了深厚之基礎。

學生棒球發展政策分析

教育部為發展各級學生棒球運

動，近年陸續制定頒布多項方案計

畫，作為政策發展之依據。2003 年

頒布「改善學生棒球運動方案」四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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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計畫，積極改善學生棒球運動並

擴大推展；2008 教育部賡續核定

「促進優質學生棒球運動方案」，期

許我國基礎棒球運動能延伸小學、

國中、高中、大學等各級學生棒球

發展之成效，進而邁進優質的學生

棒球環境。

2010 年行政院核定為期四年的

「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由前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及教育部據以推動執

行，經 2013 年行政院會第 3343 次

會議決定事項：「振興棒球運動總

計畫」執行 3 年多來，已獲致相當

成果，非常感謝前體委會及教育部

努力；為延續推動成效，穩固我國

棒球運動發展基礎，請教育部邀集

相關團體及學者專家，就棒球選手

遴選、培訓、參賽及後勤支援等事

宜加以研議，並提出可行之執行策

略，俾使未來推動棒球相關事務更

臻完善。據此教育部研擬「強棒計

畫」作為接續計畫，並於 2014 年開

始接續推動，期望由政府經費挹注

與投資延續國家棒球運動之發展，

並開創我國棒球運動新紀元。

從 1989 年「國家體育建設中程

計畫」到 2014 年「強棒計畫」，共

歷經 20 餘年，計畫中對我國各級

學生棒球發展之扎根、生根、深耕

過程提出重要之政策發展依據，也

奠定與厚植臺灣棒球運動之穩定基

礎。在「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及

「強棒計畫」有關基層棒球發展之策

略內容如表 1。

從電影KANO的觀點出發看我國學生棒球政策發展

表1　基層棒球策略內容分析表

計畫名稱 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 強棒計畫

實施期程 2010-2013 年 2014-2017 年

策略 落實棒球紮根工作 深耕基層棒球

方案內容

1.  協調各縣市鼓勵學校成立棒
球社團，擴增基層棒球隊數

2.  三級棒球賽制改革
3.  提升基層學校教練素質 
4.  增建學校簡易棒球場 
5.  規劃建立有榮譽感的最高級

杯賽

1.  推動企業認養偏鄉棒球隊。
2.  輔導頂尖大學成立大學棒球

聯盟。
3.  推動青棒最頂級賽事。
4.  鼓勵學校成立棒球社團，擴

增基層棒球隊數。
5.  落實三級棒球賽制改革及球

員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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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兩個國家棒球發展計

畫的學校基層棒球扎根策略之方案

內容加以分析，在接續的強棒計畫

中，已不再強調新整建簡易球場及

提升基層教練素質，但仍持續鼓勵

學校成立棒球隊，擴增基層棒球隊

數，推動青棒最頂級賽事，並輔導

頂尖大學成立大學棒球聯盟，落實

三級棒球賽制改革及球員保護措

施，推動企業認養偏鄉棒球隊，以

賡續教育部配合振興棒球運動總計

畫制定之「促進優質學生棒球運動

方案」之總目標，落實小學玩棒

球、國中學棒球、高中練棒球、大

學愛棒球，建置屬地棒球、根留地

方，邁向優質永續經營之學生棒球

運動。

依據我國學生棒球發展現況及

棒球發展計畫之內容，再以 SWOT

交叉分析法由學生棒球運動發展的

內部及外部的優劣勢、機會與威脅

發展出的 SO 策略、WO 策略、ST

策略及 WT 策略列表如表 2。

KANO觀點的啟發

藉由日治時期及近代棒球運動

發展的文獻研究及由電影 KANO 的

觀點出發，探討我國現今學生棒球

政策之發展與內容，啟發與歸納了

學生棒球發展政策建議，可供體育

政策主管機關參考。

一、�棒球運動應回歸為單純的運動

項目

棒球運動應拋棄國族主義的運

作模式，在 KANO 片中因日治時期

棒球運動盛行，嘉農棒球隊一開始

只是社團性質的球隊，卻能因為學

生的高度興趣，再加上一位好教練

的帶領，最終得到學校及社區的肯

定。目前我國棒球也必須由深耕基

層棒球運動，來帶動全民棒球運動

風氣與厚植深厚的棒球競技實力，

藉由棒球運動在臺灣百年的深厚歷

史，國民的普遍喜愛，進而正本溯

源，健全棒球運動硬體與軟體的環

境，臺灣棒球運動應可永續、蓬勃

發展。

二、�教練應兼重技術傳授與球員品

格陶冶

球隊教練是關乎球隊良莠的靈

魂人物。KANO 片中嘉農棒球隊日

本籍的近藤教練無種族意識，只要是

優秀的選手，不管是日本人、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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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住民都可以加入，而造就「三

族共合」的成就；他以嚴格的訓練

調教出具備高度技巧的球隊，以像

父親一般的心照顧球員，他曾向學

校要求提高球員的稻米配給，也會

請妻子做飯糰給球員補給營養；他

注重精神層次的陶冶，他告訴球員

「球者魂也」、「不要想著贏，要想

著不能輸」，球員們也在賽場上發揮

得淋漓盡致，終究創造甲子園場上

「天下的嘉農」的奇蹟。現今各級學

校棒球教練除了注重球員技術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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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我國學生棒球發展現況及棒球發展計畫之內容SWOT分析表

內部分析

外
部
分
析

S 優勢
1.  有可用的經費來源
2.  整新建球場
3.  政府高度重視
4.  有完整的發展計畫與輔導

措施

W 劣勢
1.  實施成效未達預期
2.  基層地方未重視配合發展
3.  球場無法普遍至社區
4.  基層教練數量仍不足

O 機會
1.  2013 經典賽激

發的民氣可用
2.  高中聯賽被重

視
3.  職棒經營有成

SO 策略： 強化優勢、利用
機會

1.  因政府高度重視，可藉此
完善各級棒球推動機制，
建立有效推展的制度。

2.  政府能持續挹注經費，改
善棒球運動環境。

3.  高中聯賽（黑豹旗）、經
典賽、職棒近期皆有優異
表現，引起社會關注，可
藉此行銷企業尋求支持。

WO 策略： 減少劣勢、利用
機會

1.  可藉由近來高中聯賽（黑
豹旗）、經典賽、職棒的
優異表現，行銷棒球運
動，吸引運動人才投入。

2.  建立棒球選手發展機制，
爭取人才並獲得家長認
同。

3.  招聘運動教練，提升教練
素質，以減少選手過度訓
練傷害，並增強選手心理
生活輔導。

外
部
分
析

T 威脅
1.  少子化
2.  太過重視比賽

成績
3.  仍可能發生簽

賭事件

ST 策略： 強化優勢、避免
威脅

1.  運用政府推展之計畫，深
耕基層，建立人才庫。

2.  建立學校及民眾對棒球運
動的正確認知，對基層運
動勿過度期許，避免揠苗
助長。

3.  完備職業運動制度，以避
免簽賭事件發生。

WT 策略： 降低威脅、減少
劣勢

1.  大力推展棒球基層運動，
擴展棒球運動風氣。

2.  積極爭取企業認養各級球
隊，以解決政府經費不足
之困境。

3.  開拓棒球產業新出路，以
利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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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要善用訓練科學以進行科學

訓練，在提高訓練成效之同時也要

強化球員品德教育及文化薰陶，養

成術德兼修之優秀棒球選手。

三、�訓練學生球員擁有第二專長以

拓展未來出路

並不是每一個學生球員都可以

成為職棒選手，因此球員也必須考

量其未來出路。在日治時期的棒球

隊也都會要求學業成績，因此家長

才能放心孩子打球，而 KANO 中

的球員畢業之後大都也有不錯的發

展，如當家投手吳明捷之後到早稻

田就讀大學，並在日本會社就職，

捕手藍德和、三壘手真山後來從事

教職。因此各級學生球隊之訓練應

有所節制，讓學生有休養期及課業

輔導之強化，除學業不應偏廢、提

升基本學力外，透過技職教育及建

教合作培養選手第二專長，以因應

未來社會適應與職涯發展。

四、�球隊經營需要場地、經費及行

政支持

KANO 片中學校方面因經費不

足使球隊支撐的非常艱苦，幸而還

有球隊經理濱田老師的支持，帶給

球隊些許力量。一支學生棒球隊所

擁有之球員少者 20 餘人，最多可達

60 人，舉凡場地、球具、球衣、比

賽、食宿交通等，在在需要龐大的

經費支援，更需要行政單位的協助

配合；各級學校球隊在協調排課、

學生出賽時的行政細節與家長的聯

繫等，若都由球隊教練處理，造成

教練成重負擔，建議發展球隊經理

制度也分擔學生輔導及行政工作。

五、�棒球賽事及隊伍需以企業化經營

KANO 片中嘉農隊前進甲子園

的盛況反映出日本人民對於棒球比

賽的熱衷，而人潮即錢潮，若臺灣

亦能營造民眾對各級棒球比賽的持

續熱情，那麼職棒比賽、社會甲組

聯賽及四級學校棒球聯賽等賽事便

能吸引觀眾，創造商機；這樣也容

易吸引企業贊助各級學生棒球隊，

學校球隊有了堅實企業支援作後

盾，各級學生棒球隊也才能永續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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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臺灣棒球運動緣起於日本殖民

統治時期，歷經日治與國民政府時

代，在不同時期領導者政策的複雜

交互作用下，棒球運動從早期成為

同化被統治者的工具，進而成為臺

灣人民凝聚國族意識的運動，但唯

一不變的是百年來臺灣棒球運動發

展都是以學校棒球運動作為核心與

發展基礎。我國計畫性發展學生棒

球運動，並透過政府施政計畫給予

學生棒球政策性發展協助迄今逾四

分之一世紀，不但奠定我國棒球的

穩固基礎，更儲備國家優秀棒球選

手，成為國內、外職棒球團重要的

球員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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