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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木球運動特色課程推動
初探 

前言

木球是一種類似高爾夫球及槌

球的運動，由臺灣人自行研發、並

推廣到國際，目前已是亞運認可之

競賽項目。其優點為：活動場地較

不受限制，動作簡單易上手，是一

個適合各種年齡、性別之休閒及競

賽運動。

教育部（2008）訂定發布高級

中等學校體育班課程綱要，高級中

等學校體育班必修科目「體育」課

程將木球納入教材，之後的修訂版

本中，木球亦繼續囊括在內，可見

教育部對此運動項目之肯定。1993

年木球協會在臺北巿成立後，盡心

盡力推廣木球運動。本文擬先對木

球運動做一簡介，並簡述木球在高

中學校體育課程之發展現況。

木球運動簡介

一、木球之運動價值

葉秀煌（2009）認為，木球運

動是一項中、低強度衝擊性較低的

運動，不易發生運動傷害。尚憶薇

（2002）亦指出，木球運動具有可

放鬆身心、接觸大自然的特色。韓

國學者Shin, Nam, An, & Lee（2004）

研究木球課程對於自我效能與心理

健康的影響，發現其對學員自我效

能的提升及心理健康很有幫助。葉

秀煌、李文姬、杜光玉（2011）亦

提出：木球運動具有促進生理與心

理健康功能之論點。從過去相關文

獻得知，木球運動是一項相對安全

的運動項目，對於生理與心理健康

皆有正向的助益。

二、木球之發展歷程

其發明的原始動機是源於翁

明輝先生自邱清榮先生處購得一塊

山坡地，想讓年邁的父親在此休養

生息，但是礙於法令限制該山坡地

上不能有建物，於是將山坡地改為

花園；又因為翁、楊二位先生都喜

歡打高爾夫球，因此在花園梯田上

設置簡易高爾夫運動場。其後因場

地之侷限，打球範圍受到限制，所

以興起了保留打高爾夫球的技術與

樂趣，改採較重球體的念頭，就這

樣開始了其後的球場與球具的設

計，木球運動於焉誕生（張宏亮，

1999）。而木球運動的發展推動與

學校更是息息相關，本文即整理木

球運動在高中體育發展的歷程（如

表1）。

三、木球國內外組織

（一）國內

國內以中華民國木球協會為主

體，另依不同功能及階層，設有中

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木球委員

會、各縣市體育會木球委員會、各

鄉鎮市體育會木球委員會、各鄉鎮

市體育會木球協會等正式社團組織

（李文姬，2005）。

（二）國際

在國際間，分別已成立亞洲

木球總會、國際木球總會及各國木

球協會組織等。不僅鄰近的亞洲各

國，西至中東和東歐，北達蒙古、

俄羅斯和歐洲等地，都有該國或

地區的木球協會組織（周仲忽，

2006）。

四、各項木球賽事

（一）國內

近年在國內地方性的木球比賽

經常在150場以上，國內全國性賽

事包括全國青年盃（岳王盃）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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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標賽、中正盃（二年一次）、全

國大專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及全民運動會等。

（二）國際

自1999年11月第18屆亞洲奧

林匹克理事會（Olympic Council of 

Asia, OCA）正式通過承認亞洲木

球總會為其組織的正式會員（周仲

忽，2006），此國人自創的木球運

動，在國際體壇上鋒芒漸露。木球

運動目前正肩負著國人的期待，朝

著成為亞運、世界運動會和奧林匹

克運動會正式競技運動項目為目

標，一步一腳印地努力推動中。

目前持續進行之國際賽事如：

臺灣國際木球公開賽、亞洲盃木球

錦標賽、歐洲木球公開賽、世界

大學木球錦標賽、世界盃木球錦

標賽、沙灘木球世界盃木球錦標

賽（2017首屆）、亞洲沙灘運動會

（沙灘木球項目）等，每年均吸引

許多來自不同國家隊伍參賽。

木球在學校體育之發展

一、105學年度國、高中發展木球

之學校

本文整理中華民國木球協會

提供之「105學年度國、高中發展

並參與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之學

校」資料中發現：105學年度國中

39所、高中56所，高中佔多數。其

中，在同一縣巿發展木球之國中愈

多者，高中數亦呈現較高之傾向；

大部分集中在南部（國中56%、高

中39%）；大多為公立學校，私立

學校僅有私立國中2所（5%）及私

立高中10所（18%）。（如表2）

二、木球在高中體育發展之情形

謝幸珠（1995）歸納木球運動

的特色包括：全民性、健康性、趣

味性、競爭性、成本性、方便性、

安全性。尚憶薇（2002）亦指出，

木球運動之場地與器材設備容易取

得，極為適合國人推廣發展的一項

休閒運動。中華民國木球協會理事

表

木球運動在高中體育發展歷程

年代 大事記 性質

翁明輝先生在陽明山內雙溪開闢山坡梯田建設成為木球場，並且經過一年多的

時間鑽研及製作球具
研發

研製完成整組木球球具，並建設完成第一座「臺北雙溪後花園木球場」 研發

成立中華民國木球協會 組織

舉辦木球新春發表會並發行後花園刊物，介紹、報導木球活動 行銷

完成木球規則、教學手冊及教學錄影帶，於臺灣各地區巡迴演示說明
教材

行銷

廣州、香港舉辦木球講習班、北京舉辦大陸全國高校體育教學木球講習班 研習

舉辦第一屆青年盃木球錦標賽 競賽

舉辦第一屆臺北市木球 級教練講習會 研習

每單數年木球協會選派講師至奧地利參加國際體育教師教學研討會教授木球

課程（ 年奧地利研討會取消）

研習

行銷

舉辦第一屆全國『北護盃』木球錦標賽 競賽

舉辦第一屆 級裁判及教練講習會 研習

加入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組織

加入行政院體育委員會（現教育部體育署） 年陽光健身計畫 活動

開始舉辦青年盃及中正盃木球錦標賽 競賽

每雙數年木球協會赴匈牙利國際體育教師教學研討會講授木球課程（ 年

匈牙利研討會取消）

研習

行銷

開始舉辦全民運動木球聯賽 競賽

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 ）第十八屆會員大會決議通過承認木球項目 競賽

成立亞洲及國際木球總會 組織

於馬來西亞舉辦第一屆亞洲木球錦標賽 競賽

開始列為『全民運動會』競賽項目之一 競賽

木球協會選派講師參加芬蘭體育教師國際研討會教授木球課程
研習

行銷

教育部將木球列為中等學校績優保送甄審、甄試項目 升學

每年舉辦全國中等學校木球錦標賽 競賽

全國中等學校教師木球教練講習 研習

全國各級學校木球教練講習 研習

全國中等學校教師木球教練講習 研習

全國高中體總與木球協會共同主辦 場『全國中小學教職員工木球教練講習會』 研習

全國高中體總與木球協會共同主辦 場『全國中小學教職員工木球裁判講習會』 研習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 場『全國中小學教職員工木球教練講習會』 研習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 場『全國中小學教職員工木球裁判講習會』 研習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全國中小學木球 級裁判講習會』 研習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民國木球協會（ 、 ）、李榮忠（ ）、張宏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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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翁歐素清（2006）更強調，木球

運動不受體型限制，是一項男女老

少咸宜的運動。

本文茲就其場地、技術、時

間、對象、組織、保送制度、志工

參與及競賽做簡要之敘述，以了解

木球在高中體育發展之情形，及其

適宜在高中體育發展的原因：

（一）場地設備便利

木球之原創設計因場地之侷

限，採用木質球體，使之不易高

飛，進而延伸球場與球具的設計。

在學校推動此項運動更有地盡其利

之便，就近使用校園內具草皮的操

場或空地，此亦可使木球成為學校

本位體育特色課程之利基。

（二）技術門檻低

木球的揮桿動作基本要素與

高爾夫極為類似（中華民國木球協

會，2011）。其設計原理來自於高

爾夫球，改良後因其球體大，因此

擊球目標大、飛行距離有限，動作

簡單、易上手，學生學習時較具成

就感，因此很適合在各級學校的體

育課程中推廣。

（三）彈性練習時間

在一節課或兩節課的時間內，

可完成若干道次，相較於需耗費長

時間的高爾夫運動，木球運動對於

時間不夠用的中學生而言，不僅可

充分利用上課時間做完整的練習，

更有利於達到運動習慣的培養。

（四）教學對象廣泛

木球運動對體型的要求不高，

因此不分男女老少皆咸宜，也是相

當適合身心障礙學生從事的運動。

（五）協會組織健全

除了中華民國木球協會之外，

各縣巿亦皆有協會，每年經常辦理

各級裁判、教練講習，以及各項競

賽，提供木球運動一個很好的發展

環境。

表

學年度國、高中發展木球運動之學校統計表

區域 縣巿名 國中 高中

北部

臺北市

新北巿

桃園巿

新竹市

苗栗縣

小計 所 所

中部

臺中巿

彰化縣

南投縣

小計 所 所

南部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巿

臺南巿

高雄巿

屏東縣

小計 所 所

東部 臺東縣 所

外島

金門縣 １

連江縣 ０

小計 所 所

合計 共 所 共 所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民國木球協會（ ）。



2017年‧08月
學校體育

本期主題  |  i s s u e 045044 本期主題

I S S U E |  1 6 1  

（六）保送管道暢通

國內外競賽帶動木球運動之

盛行，保送制度更是一劑強心針，

支持木球運動在學校體育中發展之

機制。2000年舉辦的全國青年盃木

球錦標賽，參賽的高中及國中組選

手前三名優勝者具有參加教育部保

送甄試資格，這對於推廣中等學校

木球運動具有非常大的幫助（張宏

亮，1999）。後續透過木球運動績

優保送的高中生及接受此項目的大

學愈來愈多，將「國中－高中－大

學」之升學路線建立起來，更穩定

木球運動在高中扎根之信心。

目前接受木球運動績優生入

學的大學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金門

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高

雄餐旅大學、國立高雄大學、臺北

巿立大學、南華大學、中華醫事科

技大學及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等。其

成績之認列為：獲得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木球項目，世界盃木球錦標

賽，亞州盃木球錦標賽優異成績者

（詳如各校簡介）及符合「中等以

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

辦法」規定資格之選手。

（七）志工熱心參與

由於協會推廣木球運動之初，

經常至設有體育系所之大專院校進

行專題演講及各項推展活動，因

此，木球運動很快地被體育師資們

所接受與認可，經過時間的演進，

有些在學校教導木球的老師在退休

後，仍不減對木球的熱情，繼續將

其專業帶至各國、高中，指導其木

球社團或校隊。

（八）競賽提供舞台

國內外競賽帶動木球運動之

盛行，保送制度更是一劑強心針，

支持木球運動在學校體育中發展之

機制。除了合乎木球規則的正式比

賽之外，屏東縣亦創新木球玩法，

發展出樂樂木球，舉辦全屏東的樂

樂木球比賽。縣府表示，會籌辦這

項賽事的原因，在於屏東縣獲得

2016年全中運木球項目3面金牌；

為了扎根基層，特別創新木球玩法

設計出樂樂木球，還引進社會資源

贈送報名參賽學校各一組球具，希

望除了扎根基礎木球運動，也能讓

孩子跟自己的阿公阿嬤一起玩，深

化社會與家庭教育功能（教育部，

2017）。

高中木球教師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指導高中木球課程的教師是推

動木球教學的最前線。所以政府如

何結合大專院校師資培育單位及民

間相關團體，培育具木球專才之教

師並建立其專業知能，為發展木球

運動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之一。由

於高中青少年的身、心、社會等各

項發展特徵有別於其他年齡之運動

者；木球亦有其特殊性之考量，以

下將探討高中木球教師應具備之特

殊專業能力並嘗試逐條分析之。

一、對木球專業能力

應至少須參加木球協會所舉辦

之專業研習，並考取C級以上木球

教練、裁判證照。始能掌握木球之

技術及其規則。

二、運動安全行為與認知

每一種活動都有它潛在的危

險性，了解木球運動動作與器材的

特性、隨活動的形態調整時間和方

法，都是運動傷害預防的根本。運

動前的暖身及運動後的緩和有其絕

對之必要性。球雖然飛行之高度與

距離不如高爾夫球，但在球桿加速

度揮動撞擊之下，仍有其危險性，

因此，教師及教練宜經常提醒學

生：球桿揮動時，身旁周圍不要接

近，並切勿處在球路可能行進的範

圍內。

三、樂趣化教學

由於高中生對身體的知覺增

加、注意力短，容易分心，因此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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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應簡單易懂，輔以樂趣化教

學，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四、提供同儕互動機會

從身心發展的特性來看，青少

年時期儘量多採用能助長「同儕互

動」的活動。因此，教師及教練應

多設計分組活動及競賽，提供學生

學習時與同儕互動的機會。

五、了解高中生身心發展特徵

教育部（2014）在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指出，應

依學生個體身心發展狀況，各階段

教育訂有不同核心素養之具體內

涵。教師及教練須了解高中生身心

發展特徵，設計研擬適合該階段發

展的教學內容與課程活動。

六、能企劃與辦理木球競賽與活動

葉秀煌、李文姬、杜光玉

（2011）指出，木球運動賽事規劃

者，必須能掌握賽事場地的球道距

離及寬度、球具的安全性、賽程時

間，並且需考量氣候、勿長期曝曬

陽光下，以及要掌握運動內容、技

能與環境。

結語

木球是國人自行發明的運動，

可謂臺灣之光，現已推行至世界多

國，如何能使此運動項目長存永

續，達普及化、國際化之效，一直

是關心木球人士念茲在茲的課題。

木球為兼具高爾夫與槌球特性的運

動，雖相較起其他運動而言，歷史

尚淺，但在熱心此項運動人士的大

力推廣下，從社區運動到各級學校

體育，目前已成為國內熱門的休

閒運動之一（葉秀煌、李文姬，

2010）。

從學校體育的推廣層面看來，

最重要的為三個大方向，即為師

資、課程及教學，缺一不可。目前

高中校園內的社團與校隊在木球協

會及有心人士的推動下，已素有成

效，獲木球教練及裁判證照的師資

不在少數。但由於木球器材費用

高，學校在購置體育器材經費有限

的情況下，不一定會挪移或增列此

項運動之預算，這是推動木球列入

體育課程最大的困難。期待未來能

解決，讓木球運動能在高中學校本

位課程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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