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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索架設練習

實際架設繩索時，小朋友比較喜歡

利用工具來彈射拋繩袋與引導繩（圖

6），因為這樣的練習很像「憤怒鳥」裡

的彈弓遊戲，不但有趣而且架繩的成功

率高，讓孩子很有成就感。然而剛開始

架設繩索，我要求學生先練習徒手拋擲

的方式（圖 7），或許對孩子而言，徒

手拋擲有其技術難度，不但要控制拋擲

方向，也要調整力道，還要掌握施放點，

才能將繩索順利架設在自然分枝上，但

徒手拋擲卻是攀樹活動的基本功，也是

一定要嫻熟的技巧之一。為了降低學生

徒手拋擲架繩的挫折感，以及避免教師

要不時爬上樹，在縱橫交錯、盤根錯節

的樹枝上，解救卡住的拋繩袋，所以架

繩時我採取由低而高、由易而難的策略，

先讓學生在高度低、結構單純的自然分

枝練習，等到他們技巧純熟之後，再逐

步增加高度與難度，而最終的目標則是

由學生自行判斷架繩的環境，尋找適合

的自然分枝，然後獨立完成繩索架設的

工作。

結語

攀樹除了擁有教育、運動休閒與生

態觀察的功能，更是一項具備專業知識

和技能的活動，本文僅就攀樹活動中的

繩索架設，進行基本而約略的分享。期

待未來我們週遭的環境或校園裡，處處

都是蔥鬱的綠樹，因為有這樣美好的環

境，不但能彰顯我們的社會對於自然生

態與環境保護的關注，或許還有機會讓

大家享受攀樹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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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學生練習徒手拋擲架繩

程峻   台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教師

「消極比賽」芻議

前言

2012 年倫敦奧運已順利圓滿落幕，

它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與讚美，也製

造了不少話題，如英國牛津大學一份報

告指出：倫敦奧運開支達 84 億英鎊，

不僅比當初預算膨脹 1 倍，更一舉打破

2008 年北京奧運花費的紀錄，成為史上

最昂貴的奧運會（旺報，2012）；而國

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侯格（Jacques 

Rogge）也對英國籌備倫敦奧運讚譽有

加，稱其善加利用奧運場地設施，以及

嘉惠倫敦較貧困地區的方式推崇備至。

認為此計畫是恆久傳世之作，為未來

主辦城市樹立了好的典範（中央社，

2012a）。但也引發了不少的爭議事件

──即對所謂奧運精神維護與比賽制度

間，碰撞而出之道德兩難問題。基此，

筆者希望透過本文來試圖回顧歷年相關

事件發生的原委與結果，並探討此問題

的關鍵處，以助於學校體育從業人員省

思並釐清觀念與態度，作為日後體育教

學或帶隊比賽時之參考依據。

何謂奧運精神

依據《奧林匹克憲章》指出，奧林

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誼、團結和

公平競爭的精神。通常它包括參與、競

爭、公正、友誼和奮鬥原則（韓勇，

2008）。因此，國際奧委會歷年來一直

提倡在體育比賽中必須發揚奧林匹克精

神，弘揚公平公正競爭的體育精神，反

對以任何理由、形式的違反體育精神和

體育道德的行為和作法。而每四年舉辦

一次的奧運會不僅是提供全球頂尖好手

一同較勁的競技場，也是人類追逐極致

運動精神的聖殿；人們崇尚的是在「更

快、更高、更遠」奧運格言下，體現努

力不斷進取，永不滿足的奮鬥精神。所

以，此屆奧運會賽事中，便有針對所謂

的「消極比賽……not using one's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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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rts to win a match」（The China 

Post, 2012），而做出處罰的案例而備

受矚目與議論。

「消極比賽」案例列舉

本屆奧運會上，因「消極比賽」，

違反運動道德而受罰之爭議如下：

案例一： 女子羽毛球雙打賽中，中國、

南韓和印尼的幾組選手因「消

極比賽」，被倫敦奧運委員會

依據世界羽球聯盟制定的《羽

毛球運動員行為條例》第 4.5

款和 4.6 款，「未盡全力去贏

得比賽和做出了明顯有辱於或

有害於羽毛球運動的行為」都

屬可處罰的不當行為；以及該

條例第 10.6 款「球員不得採取

其他未包含在本規則內的不當

行為」之規定，裁定為「沒有

盡力贏得比賽」和「違背體育

精神」，作出取消其本屆奧運

會的參賽資格的決定（東方早

報，2012）。

案例二：�阿爾及利亞中距離徑賽選手馬

赫 洛 菲（Taoufik Makhloufi）

也因參加男子 800 公尺預賽沒

有盡力，只跑了一圈就停下來，

然後直接走人，遭大會取消其

所有項目的參賽資格，認為他

是為了保留實力以爭取 1500 公

尺決賽冠軍。後來阿爾及利亞

代表團提出抗議，也拿出醫生

證明澄清當時是因膝蓋問題才

未完成比賽，最後申訴成功得

以出賽並如願在 1500 公尺項

目摘冠（中央社，2012b）。

案例三： 法國自由車選手波蓋恩（Mickael 

Bourgain）被迫參加公路賽，

才能參加他最愛的競輪賽。因

此，他參加公路賽時，騎了

數公里後就退出。後因主辦

單位判定觀眾的權利沒有受

到侵害而無受罰（中央社，

2012b）。

案例四：�英國自行車選手辛德斯（Philip 

Hindes）在參加男子團體場

地資格賽開局時，承認他故意

摔車是因為其出發成績不佳，

而規則容許摔車可以有重新

開始的機會，所以重賽後淘汰

對手晉級決賽（新浪體育訊，

2012）。最後也被比賽單位依

符合規則，認定比賽成績有效。

很顯然地，本屆奧運會真正想要落實

與維護如開幕式上的誓詞「……我們保證

將以真正的體育道德精神參加本屆奧林

匹克運動會，光明磊落，尊重並遵守運動

會各項比賽規則……」之具體行動與決心

可見一斑；同時也宣示了運動道德是凌駕

一切規則之上的。

昨是今非？

當「消極比賽」事件被輿論所唾棄

和不齒的同時，美國男籃狂取豪奪的痛

宰突尼西亞男籃，創下了最高單場得分、

最大分差、三分命中數以及球員個人得分

表現等多項奧運會紀錄（中央廣播電台，

2012）；同時也向世人展現了所謂真正

的奧林匹克精神（全力以赴，積極奮鬥）

而備受尊崇。其出眾的表現與先前之「消

極比賽」事件相較，更突顯出強烈的對

比。然而，這引發筆者的迷惑與不解！為

什麼相同的作法與態度，在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比賽下，卻會有大相逕庭的判決

呢？讓我們回顧以前所發生過的案例來

思考一下吧！

案例：�2010 年台灣參加美國威廉波特市

少棒賽時，因前一場對加拿大隊以

23：0 大勝的比賽開始，就有人質

疑台灣隊在大幅領先的情況下還採

取盜壘、短打戰術，認為是太不尊

重對手，沒有同情弱者的作法，質

疑台灣教練根本不懂棒球中的潛規

則（勝者在大幅領先時應有弱者同

理心，站在對手立場思考他們的心

情……）。而在季軍賽時，台灣隊

為了確保勝利，所以打得很認真，

依舊極盡所能搶攻，讓德州隊非常

難堪，場邊突然變得嚴肅，頓時火

爆起來。賽後記者會上，美國媒體

採訪完德州隊總教練後，就集體退

席抗議（自由電子報，2010）。

日後，世界棒壇名人王貞治則以武

士精神看待此事表示：就算武士也

有「情」，棒球是友誼的運動，所

以應該要有弱者的同理心（中時電

子報，2010）。

綜觀上述的例子，相信大家一定和筆

者一樣有所迷惑與不解吧！為何同樣是

競技比賽，所反映出來的結果卻是那麼的

南轅北轍，昨是今非。難道運動場上就沒

有一個真正的價值觀可供我們信守並奉

行的嗎？這讓我們不禁想問：到底應該怎

麼做才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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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rts to win a match」（The China 

Post, 2012），而做出處罰的案例而備

受矚目與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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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奧運會上，因「消極比賽」，

違反運動道德而受罰之爭議如下：

案例一： 女子羽毛球雙打賽中，中國、

南韓和印尼的幾組選手因「消

極比賽」，被倫敦奧運委員會

依據世界羽球聯盟制定的《羽

毛球運動員行為條例》第 4.5

款和 4.6 款，「未盡全力去贏

得比賽和做出了明顯有辱於或

有害於羽毛球運動的行為」都

屬可處罰的不當行為；以及該

條例第 10.6 款「球員不得採取

其他未包含在本規則內的不當

行為」之規定，裁定為「沒有

盡力贏得比賽」和「違背體育

精神」，作出取消其本屆奧運

會的參賽資格的決定（東方早

報，2012）。

案例二：�阿爾及利亞中距離徑賽選手馬

赫 洛 菲（Taoufik Makhloufi）

也因參加男子 800 公尺預賽沒

有盡力，只跑了一圈就停下來，

然後直接走人，遭大會取消其

所有項目的參賽資格，認為他

是為了保留實力以爭取 1500 公

尺決賽冠軍。後來阿爾及利亞

代表團提出抗議，也拿出醫生

證明澄清當時是因膝蓋問題才

未完成比賽，最後申訴成功得

以出賽並如願在 1500 公尺項

目摘冠（中央社，2012b）。

案例三： 法國自由車選手波蓋恩（Mickael 

Bourgain）被迫參加公路賽，

才能參加他最愛的競輪賽。因

此，他參加公路賽時，騎了

數公里後就退出。後因主辦

單位判定觀眾的權利沒有受

到侵害而無受罰（中央社，

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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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des）在參加男子團體場

地資格賽開局時，承認他故意

摔車是因為其出發成績不佳，

而規則容許摔車可以有重新

開始的機會，所以重賽後淘汰

對手晉級決賽（新浪體育訊，

2012）。最後也被比賽單位依

符合規則，認定比賽成績有效。

很顯然地，本屆奧運會真正想要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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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一斑；同時也宣示了運動道德是凌駕

一切規則之上的。

昨是今非？

當「消極比賽」事件被輿論所唾棄

和不齒的同時，美國男籃狂取豪奪的痛

宰突尼西亞男籃，創下了最高單場得分、

最大分差、三分命中數以及球員個人得分

表現等多項奧運會紀錄（中央廣播電台，

2012）；同時也向世人展現了所謂真正

的奧林匹克精神（全力以赴，積極奮鬥）

而備受尊崇。其出眾的表現與先前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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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相同的作法與態度，在不同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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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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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棒賽時，因前一場對加拿大隊以

23：0 大勝的比賽開始，就有人質

疑台灣隊在大幅領先的情況下還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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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台灣教練根本不懂棒球中的潛規

則（勝者在大幅領先時應有弱者同

理心，站在對手立場思考他們的心

情……）。而在季軍賽時，台灣隊

為了確保勝利，所以打得很認真，

依舊極盡所能搶攻，讓德州隊非常

難堪，場邊突然變得嚴肅，頓時火

爆起來。賽後記者會上，美國媒體

採訪完德州隊總教練後，就集體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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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世界棒壇名人王貞治則以武

士精神看待此事表示：就算武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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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比賽，所反映出來的結果卻是那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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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之辨

法律與道德的衝突不論是在學術或

實際生活上，一直有著不同的爭論。不

過，一般都同意「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

德，法律與道德的本質基本上是相同的。

只是在效力上，法律具有強制力，以國

家的公權力做為實現或施行的後盾；道

德只能訴諸良心譴責或輿論壓力，對於

違反者，缺乏實際有效的制裁。在規範

的內容方面，法律側重在規範人的外部

行為；道德注重在規範人的內心世界」

（台灣法律網，2009）。從上述所列舉

的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比賽規則與道

德的衝突一直存在著，而最終依據（規

則或道德層次）而裁定的結果也各自不

同，能讓大家信服的自然也就只有勝訴

的一方了。

筆者認為在這些案例上，仍舊存在

著許多不公正的處罰，如欲解決這道德

與法律兩難的窘境，採取下列幾點措施

可能是修補認知上差異最好的辦法，茲

分析如下。

一、 確認道德凌駕一切規則之上：也就

是說一切運動競賽都應本著所謂的

奧運精神，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

全力以赴去求取勝利。那麼前述有

關因「消極比賽」而被取消資格的

案例便是正確的；而台灣少棒隊盡

全力一戰的表現則該被平反成如同

美國男籃「夢幻十隊」般備受稱讚

才是。

二、 不斷地修正更完善、明確的法律或

規則條文：雖然法律或規則條文無

法臻於完美，但卻可經由不斷地累

積案例以為經驗或各單項運動競賽

參酌、吸取彼此間較完善的條文，

以為修正成共同遵循的道德規範。

如此，則不會有各單項運動存在著

所謂「潛規則」或「假摔以換取重

賽」等等的問題。

三、 採取更有效的賽制以杜絕僥倖心

理：現行的賽制隨著各單項運動的

發展、時間或參與隊數的多寡等原

因，往往會選擇其一或多重的賽制

來達到比賽的目的，而這也就造成

了各隊運用戰術作為的可能。因

此，應當考慮慎用賽制以避免因預

賽、複賽、決賽制度時，選手會保

留實力只求晉級，待決賽再全力一

搏以得到最佳名次之情形。

結語

完美的賽事要能圓滿落幕，除了軟

硬體設施的完備外，如何能以公平、

公正的方式順利進行比賽，其所依賴

的法則是很重要的一環。尤其是這幾

年來，在運動場上所發生的爭議不斷，

其損害的除了是對該項運動能否有推

展的公信力與必要性外；更甚的是造

成國與國的對立性與仇恨感，相信這

都不是國際性運動發展所樂見的事。

然而，面對此一宗接一宗的爭議不斷

的發生，我們應當教育學生能更清楚

明白事理的真相，而非一昧地隨情緒

高張而失去判斷力。因而此篇以運動

判例解析為出發點的文章，為的就是

要大家能透過省思以釐清觀念與態度，

那麼，台灣的體育發展之路，將可朝

奧運至高無上的精神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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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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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道德注重在規範人的內心世界」

（台灣法律網，2009）。從上述所列舉

的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比賽規則與道

德的衝突一直存在著，而最終依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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