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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體育選手培訓發展之省思
──以游泳選手為例      

前言：這樣的疑惑

「林書豪」在 101 年的 2 月瞬間席捲全世界，

全球熱愛籃球的運動迷相信在短短三週內已認識這位

亞裔的美國人，身處 NBA 最高籃球殿堂的傑出表現。

而他的奮鬥故事更是足以激勵所有東方人，讓長期在

籃球運動上無法與西方世界抗衡的情況，以及所遭遇

的困境且難以突破跨越的藩籬，有了不一樣的想法，

進而一掃鬱霾，帶來全新希望。

此時此刻，筆者感受格外深刻，因為個人陪伴

自己的孩子走上游泳訓練之路已至少有六年以上時

光，面對孩子游泳運動的發展有著無限暇想與期待。

與籃球相同，游泳運動在身高上的限制對一名選手成

績影響甚鉅，尤以捷泳與仰泳更是。因此，林書豪的

故事對筆者也具另一層面的鼓舞，只是筆者總不免思

索著這樣的問題：「台灣體育環境下有可能出現林書

豪嗎？」儘管疑惑，仍然還是要問，在台灣這塊土地

上，自己孩子在游泳這條路上的發展，值得每天不斷

投注大量時間與精力於此嗎？這是個嚴肅問題，在風

靡林書豪現象的同時，更是值得我們對台灣運動選手

培訓進行再一次全新的省思與檢討。

黃善祺   屏東縣富田國民小學教導主任

需要保障的運動選手之路

您知道嗎？一位國小的游泳訓練選手，

一天需要多少的運動時間？上午晨泳一至一

個半小時，下午放學再練兩個小時，每天至

少練游 3000 公尺以上，而 5000 公尺以上者

更是比比皆然，否則難具競爭力，更是不能

稱為游泳訓練了。2008 年榮獲史無前例八面

金牌的美國泳將菲爾普斯，國小三年

級開始學游泳，

11 歲以後，一年

之中幾乎無任何

休息時間。其自

傳中提到，接續的

五、六年時光裡，

總共只有五天未下

水游泳訓練的紀錄

（麥可‧菲爾普斯，

2009）。

筆者因為熱愛運 動，自然也希望

自己的孩子能夠喜愛運動，而他更不知不覺

走上了游泳訓練之路。為了拿到好成績，每

天游、每月游、每年游，犧牲父子倆人假日

與休閒的時間，不分早上與晚上、寒冬與酷

暑，一下水即是超過兩小時，當然，更有不

可少的陸上體能訓練課程。林林總總地相加

乘，用一年時光換取來的，其實僅是多快一、

兩秒極速而已。筆者常想，這樣的時間拿來

進行課業成長或其他不同類型學習，他不知

能獲得多少寶貴知識與技能，而我們卻堅持

在這游泳訓練上。這一切付出與努力值得嗎？

一路走來，我始終如此不斷反問著自己。

台灣的家長們都深知，在處處以考試為

身分門檻驗證的社會架構下，當運動發展時

間多於課業時間之時，這會是一項「冒險」

的人生選擇。畢竟，它的基本保障在哪？可

多元選擇性又會在哪？相較於在美國運動求

學，我們知道他們有

獎學金制度，學生於

特色發展上經過長年

的努力付出而有良好

表現之後，可申請進

入心目中的理想大

學、理想科系就讀，

甚至爭取優渥獎學

金提供，以減少家

庭的金錢負擔，進

而讓選手有更多元

的生涯規劃與選擇。

反觀在台灣，運動選手缺乏基礎保障機

制，也沒有運動職業的大環境，在努力付出

之餘，卻是不對等的學習報酬，家長自是「怯

步」。畢竟，孩子的成長一輩子只有一次，

過了就不可能再重來，路又往往只能選擇「單

行道」，家長何以讓孩子身處「冒險」之境

呢？因此，體育運動在台灣往往淪為讀書之

外的陪襯，難以獲得家長的認同與支持，是

此，台灣體育選手如何逐層發展，進而站上

國際舞台發光與發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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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健全的體育培訓環境

多年來，台灣在游泳運動的國際體壇之

表現總是差強人意，甚至在亞洲地區，仍遠

遠落後於日本、大陸與韓國。就筆者觀察而

言，長久以來，台灣游泳相關的各發展單位

總似乎是「各忙各的」，而沒有相互支援與

結合的運作系統在裡頭。教練們更是各自發

展，總似乎有著不成文的規定，選手們應有

「門戶」概念在裡頭，在這一教練求教之下，

實則「不宜」再到另一教練下學習。對此現

象，身為教育工作者且同時兼任家長角色的

筆者而言，深感詫異與不敢茍同。「教育目

標無它，只為求學者好而已」，在學校教育

裡有所謂的「課輔老師」，也就是在學生原

有的教學老師之外，另覓一名教學者給予個

別輔導，以求彌補學生一直無法改正的學習

錯誤，這是所有學校教師都深知的一項教學

策略之一。筆者實在不明白體育運動為何出

現此一「閉關自守」現象，這絕非選手之福，

台灣泳壇對此如無轉變，筆者勇於斷言，台

灣游泳選手要站上國際舞台發光發熱的那一

天，將會是遙遙而無期了。

另一方面，筆者長期觀察國際泳壇的發

展，同樣是東方國家、東方人體型，亞洲其

他國家在泳壇的成就，就遙遙領先於我國。

在日本有知名的「蛙王」北島康介，曾經獲

得 2004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 100 公尺

蛙泳與 200 公尺蛙泳金牌，並在 2008 年夏

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再度蟬聯這兩個項目。

再者，同樣在日本有「仰泳王」之稱的入江

陵介，榮獲兩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三冠王、

香港東亞運三冠王、廣州亞運三金一銀得

主，以及多次打破男子 100 公尺及 200 公尺

仰泳世界紀錄，而以上兩位選手身高都僅是

178 公分。再者，近年來中國大陸與韓國泳

壇更是陸續產生奧運前三名與國際賽事優異

表現的選手，反觀台灣本身，長久以來，任

何一項游泳單項要打入奧運前八強，都是一

件極其困難的游泳目標。為何如此呢？對此

疑問，在陪伴孩子辛勤訓練的同時，個人總

不時地思索著；並且，也細膩地觀察國家泳

協的發展與體育政策的規劃。畢竟，身為家

長有一必然責任，須協助孩子釐清這項運動

的未來發展性到底有多少？協助他建構對這

項運動的願景，這些都是必須做到與清楚掌

握的。否則只是一昧地要孩子努力學習與付

出，但卻看不見這項運動的未來可能性，孰

者之過呢？此時此刻，面對台灣泳壇發展成

績與國家對選手們的培訓規劃，總有著「敬

而遠之」的感覺。要問的是，我們的驕傲在

哪？有無光榮歷史呢？如果這一切的答案都

將令人失望的話，如何讓家長與選手們信服，

進而託付理想於此呢？更遑論犧牲人生其他

目標，而專注於此訓練了。最是擔心的是，

走到最後，又要「勇敢走自己的路了」。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戴暇齡也因應

林書豪旋風，公開宣布在暑假辦理「籃球學

校」，筆者不禁擔憂，這是否將淪為急就章

式的運動推展政策，此乃長久之計嗎？教育

為是百年大計，人人皆知，一個教育政策施

行如無十年以上，難能觀察出成效，實在擔

心哪一年又宣布因經費不足，就此停辦，豈

不枉然走一遭？教育切莫實驗，而須從根發

展，由上而下全盤完整規劃，否則傷害的不

僅是家長，更是孩子的未來。規劃出真正長

久且明確的培訓機制，型塑值得信賴的體育

訓練環境，讓家長與孩子清楚選擇自己想走

的路，一切不留後悔。

近年，馬英九總統大聲疾呼：「全民泳

起來！」全國各地大量補助基層游泳發展經

費，只是有無「對症下藥」，成效有否進行

追蹤與考核，有無具體突破，卻是值得國家

最高體育主管單位重視。再者，台灣泳壇長

久以來存在的根本發展性問題有無真正去面

對，並作出全新的變革，更會是選手與家長

關心與期待的。筆者長期觀察並負責任作出

以下說明：以筆者身處的屏東縣為例，過去

幾年以來，除了每年必須辦理的縣運與中小

學聯運游泳比賽之外，屏東縣游泳協會或相

關單位幾乎甚少辦理額外的游泳比賽。如此

一來，如何激發出更多的基層游泳選手與家

長參與本運動呢？且對於每天努力付出時間

訓練的選手們而言，缺少表演舞台與自我驗

證的機會，他們又該如何有效成長呢？因此，

可以看見的是，屏東縣選手們在全國賽裡表

現不盡理想，而參與游泳訓練的人數也逐年

減少，游泳發展總是蓬勃不起來。反觀，同

樣位處屏東縣，短短幾年之間，直排輪在這

兒深耕得有聲有色，從教練群的彼此合作，

經常性申請經費辦理比賽活動，進而鼓勵家

長多多參與孩子比賽，小至幼兒組，再逐年

一一分組，型塑出了選手、家長、教練與推

動單位緊密結合的基層發展運動，從比賽熱

絡的盛況就可理解一二。因此，常年下來，

國際級的比賽都有屏東縣的選手參與，也都

榮獲佳績，有很好的表現。

上述乃以地方性的游泳發展為例作說

明，相較於全國而言，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亦有家長與選手期待之處。從 100 年理事

長人選的延宕產出，進而停辦了往常應辦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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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有知名的「蛙王」北島康介，曾經獲

得 2004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 100 公尺

蛙泳與 200 公尺蛙泳金牌，並在 2008 年夏

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再度蟬聯這兩個項目。

再者，同樣在日本有「仰泳王」之稱的入江

陵介，榮獲兩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三冠王、

香港東亞運三冠王、廣州亞運三金一銀得

主，以及多次打破男子 100 公尺及 200 公尺

仰泳世界紀錄，而以上兩位選手身高都僅是

178 公分。再者，近年來中國大陸與韓國泳

壇更是陸續產生奧運前三名與國際賽事優異

表現的選手，反觀台灣本身，長久以來，任

何一項游泳單項要打入奧運前八強，都是一

件極其困難的游泳目標。為何如此呢？對此

疑問，在陪伴孩子辛勤訓練的同時，個人總

不時地思索著；並且，也細膩地觀察國家泳

協的發展與體育政策的規劃。畢竟，身為家

長有一必然責任，須協助孩子釐清這項運動

的未來發展性到底有多少？協助他建構對這

項運動的願景，這些都是必須做到與清楚掌

握的。否則只是一昧地要孩子努力學習與付

出，但卻看不見這項運動的未來可能性，孰

者之過呢？此時此刻，面對台灣泳壇發展成

績與國家對選手們的培訓規劃，總有著「敬

而遠之」的感覺。要問的是，我們的驕傲在

哪？有無光榮歷史呢？如果這一切的答案都

將令人失望的話，如何讓家長與選手們信服，

進而託付理想於此呢？更遑論犧牲人生其他

目標，而專注於此訓練了。最是擔心的是，

走到最後，又要「勇敢走自己的路了」。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戴暇齡也因應

林書豪旋風，公開宣布在暑假辦理「籃球學

校」，筆者不禁擔憂，這是否將淪為急就章

式的運動推展政策，此乃長久之計嗎？教育

為是百年大計，人人皆知，一個教育政策施

行如無十年以上，難能觀察出成效，實在擔

心哪一年又宣布因經費不足，就此停辦，豈

不枉然走一遭？教育切莫實驗，而須從根發

展，由上而下全盤完整規劃，否則傷害的不

僅是家長，更是孩子的未來。規劃出真正長

久且明確的培訓機制，型塑值得信賴的體育

訓練環境，讓家長與孩子清楚選擇自己想走

的路，一切不留後悔。

近年，馬英九總統大聲疾呼：「全民泳

起來！」全國各地大量補助基層游泳發展經

費，只是有無「對症下藥」，成效有否進行

追蹤與考核，有無具體突破，卻是值得國家

最高體育主管單位重視。再者，台灣泳壇長

久以來存在的根本發展性問題有無真正去面

對，並作出全新的變革，更會是選手與家長

關心與期待的。筆者長期觀察並負責任作出

以下說明：以筆者身處的屏東縣為例，過去

幾年以來，除了每年必須辦理的縣運與中小

學聯運游泳比賽之外，屏東縣游泳協會或相

關單位幾乎甚少辦理額外的游泳比賽。如此

一來，如何激發出更多的基層游泳選手與家

長參與本運動呢？且對於每天努力付出時間

訓練的選手們而言，缺少表演舞台與自我驗

證的機會，他們又該如何有效成長呢？因此，

可以看見的是，屏東縣選手們在全國賽裡表

現不盡理想，而參與游泳訓練的人數也逐年

減少，游泳發展總是蓬勃不起來。反觀，同

樣位處屏東縣，短短幾年之間，直排輪在這

兒深耕得有聲有色，從教練群的彼此合作，

經常性申請經費辦理比賽活動，進而鼓勵家

長多多參與孩子比賽，小至幼兒組，再逐年

一一分組，型塑出了選手、家長、教練與推

動單位緊密結合的基層發展運動，從比賽熱

絡的盛況就可理解一二。因此，常年下來，

國際級的比賽都有屏東縣的選手參與，也都

榮獲佳績，有很好的表現。

上述乃以地方性的游泳發展為例作說

明，相較於全國而言，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亦有家長與選手期待之處。從 100 年理事

長人選的延宕產出，進而停辦了往常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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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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