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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以質性書寫敘說探究的方式，呈現一位美和棒球員的敘說，回溯他在

1980 至 1986 年間，接受美和棒球隊的訓練和培育過程，經歷三個月的資料整理，

以敘事化的深度訪談為主要資料之搜集，另輔以非正式訪談、相關文獻、觀察並

撰寫研究者日誌及反思，採取參與者檢核、同儕檢核、多方資料蒐集的方法探究

現象，建構臺灣 70 年代棒球運動員在青少棒與青棒時期的內心世界，呈現當時

期社會環境、學校體育與棒球團隊訓練過程中的經驗事件，展望 21 世紀的體育

發展，體育運動學術研究者應永續書寫各年代運動生命多元的身心體驗，為塑造

體育運動文化的風貌和內涵而努力。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美和棒球員美和棒球員美和棒球員美和棒球員、、、、敘說探究敘說探究敘說探究敘說探究、、、、身心體驗身心體驗身心體驗身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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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臺灣棒球百年史中記錄著一頁一頁輝煌的歷史，從 1906 年日治時期的臺灣

人，從看棒球、玩棒球、進而參與棒球運動， 1930 年代的嘉農精神，1950 年代

戰後棒運的發展，1960 年代的紅葉傳奇，1970 南美和、北華興的年代，每個時

代背景的演進，代表著中華棒運發展的經過，經由文字撰寫、口述、影像、照片

等資料的保存與紀錄，充實著臺灣運動人文的知識，也呈現出許多棒球人、事、

物精采且動人故事（謝仕淵、謝佳芬，2003；行政院體委會，2006）。 

基於此理念，本文焦點關注在美和棒球隊的光輝年代，美和棒球隊從 1970

年成立至 2001 年間，共榮獲青少棒 17 次、青棒 14 次全國選拔賽冠軍，代表國

家多次在世界錦標賽中獲得優異的成績（美和高中，2007；涂順振，2001）。因

此，本文為一位美和棒球員的敘說，回溯他在 1980 至 1986 年間，接受美和棒球

隊的訓練和培育過程，以棒球人身心體驗的敘事方式，帶領我們穿越時空，一起

回顧與了解臺灣 70 年代棒球運動員在青少棒與青棒時期的內心世界，呈現當時

期社會環境、學校體育與棒球團隊訓練過程中的經驗事件。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敘說探究是一種瞭解經驗的方式，在敘說故事時，對之加以重新確認、修正，

甚而建立新的故事，活過的和說出來的故事，經由敘說才能創塑經驗的意義（蔡

敏玲、余曉雯譯，2003）。敘說分析允許對個人經驗和意義進行系統性研究，也

就是說，事件是如何被行動的主體建構出來的（王勇志、鄧明宇譯，2003）。敘

事是思考、感覺及反省的過程，敘說者透過語言的表達，歸納了時間、空間及與

人的關係，也就是個人如何詮釋自我與世界的關係 (Crossley, 2000)。 

於 2007 年 12 月初獲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書，採開放式提問方式，以敘事化

的深度訪談為主要搜集資料方法，有一次約兩小時的正式訪談錄音，另有二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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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訪談，訪談錄音轉錄五千多字逐字稿，逐字稿完成後，讓研究參與者檢閱

並修訂，觀察與訪談後之心得，撰寫研究者日誌及研究者反思，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2 月經歷三個月的資料整理，書寫期間數次參與「質性研究支持團體」1，

與同儕們共同討論資料並檢核研究過程，增進研究結果與詮釋是值得信賴的（潘

淑滿，2003）。印證文本的確證性與確實性之檢核，採取參與者檢核、同儕檢核、

多方資料蒐集，以多樣化的研究方法探究現象，呈現出建構事件、情境、行動的

過程是可信任的 (Denzin, 1978)。 

研究參與者目前擔任教職年齡 40 歲，為尊重研究參與者的隱私權，文本匿

名-「立偉」來敘說他在 1980 至 1986 年間，接受美和青少棒及青棒時期的訓練

歷程（美和高中，2007）。 

参参参参、、、、訓練歷程訓練歷程訓練歷程訓練歷程三部曲三部曲三部曲三部曲之之之之敘說敘說敘說敘說 

80 年代心理學的敘說觀點，視「人」為「文本」閱讀，將「人」隱喻為「故

事」，人從敘述故事中將「自我」建構出來（丁興祥、賴程斌，2001）。要認識運

動，須先認識運動員，要了解運動生命感的本質，就要去研究運動員的經驗，透

過運動員生命故事的敘說，建立了一塊基石，連結探究者與被探究的人（高麗娟，

2007）。文本書寫以「首部曲－加入美和青少棒隊之原由」、「二部曲－踏實又嚴

格的操練與優異成績的展現」、「三部曲－回顧與反思」，建構一位美和棒球員在

臺灣 70 年代運動生命的經驗故事，以下轉錄資料是根據「立偉」以「我」的姿

態來敘說： 

 

                                                 
1
2008 年 3 月 23 日至 6 月 29 日由北體高麗娟教授主持「質性研究支持小組」，每兩週聚會一次研

討並進行多元檢核，12 名固定參與的組員為跨校院系所且均修習研究所一學期以上的質性研究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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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曲－加入美和青少棒隊之原由 

1980 年我從臺北市太平國小少棒隊畢業後，國小少棒的成績算不錯，認為

既然要打球就要到美和，而且那時候說實在的，美和棒球隊在國內也算是很有名

氣，最重要的是因為當時哥哥已在美和，我也想和哥哥一樣到美和打棒球，這一

屆臺北的球員包括我共有兩、三位加入美和，到最後只剩下我一人留下來，國小

剛畢業身材很瘦小，大家都叫我「小個子」！國一時就要面臨住校洗衣服，初進

球隊應該是屬三軍球員常被操體能，從撿球開始練起，剛進美和青少棒的待遇是

學雜費免費，但要繳伙食費，國二下學期開始就全部免費（訪談轉錄稿

2007.12.22.）。 

二部曲－踏實又嚴格的操練與優異成績的展現 

平常都是白天在教室上課、下午練球，快接近比賽期就開始上午沒上課，整

天都在練球，被操到『眼睛不敢閉，而閉了又不敢睜開』（台語）的地步，一大

早 5：30 分就起床體能訓練，7：00 吃早餐，8：30 或 9：00 開始技術訓練到中

午，下午 1：30 分練球，做暖身操 20 分鐘，內野手全部要在地上撲，差不多到

2：00 全部球員的衣服幾乎都髒掉了，技術訓練到天黑，晚上還要練習揮棒及體

能訓練，一天要練四個循環的訓練計畫，不管是技術、體力都打下很紮實的基礎，

也被操得有價值。1982 年美和青少棒隊的球員 90%都是國二生，參加比賽就拿

到全國冠軍，第一次代表國家到美國的蓋瑞參加世界青少棒比賽，成績不好沒有

打入冠軍賽；隔年同樣是我們這一批國三球員就拿到了 1983 年世界青少棒賽的

冠軍。青棒階段，各方面的身材發育到一定的程度，操練更是加倍，高二、三連

續兩年都拿到全國賽的冠軍，出國參加美國的 IBA 的比賽（訪談轉錄稿

200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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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曲－回顧與反思 

國、高中是青少年發育期、叛逆期，在那個階段的球員真的很不好帶…，我

們被操練累了，就沒有多餘的精力四處趴趴走，回想當初教練激發我們經歷體

力、技術、戰術辛苦的練習過程，正是堆積體能、體力的基本黃金期，那時候的

教育真的讓我們成長很多，能有今天的成就，覺得應該要感謝教練。    

經過美和棒球隊時期在體力、技術、戰術辛苦的團隊訓練，讓我奠定非常紮

實的實力，但在課業上的情況，幾乎都沒上課，回想整個美和棒球隊練習的環境，

一百個球員互動訓練、互相影響、互相競爭、接受磨練，想要從二軍進步到一軍

的激勵，『真的是很拼的！』（台語）！從小就接觸棒球到現在，不管在球場…我

的人生，應該我這一輩子都不會離開棒球，棒球－是我的最愛！（訪談轉錄稿

2007.12.22.）。 

研究者對訓練歷程的反思 

本文藉由「立偉」回溯敘說美和棒球隊訓練歷程的再重現，讓我們認識與了

解「立偉」青少棒時期的基礎訓練，是從撿球、強化體能開始，接受一天一天日

積月累長期而嚴格的團隊訓練，憑藉著堅強奮進的意志，在美和棒球隊眾多優秀

球員互動競爭中，努力從二軍球員升格成為一軍球員，球員們在專項技術與體能

的磨練之後，於國二生時即展現出優異的成績，這些都是球員、教練、學校一步

一腳印踏踏實實的耕耘，球隊才能創造出輝煌的戰績（取自 2008.1.20.研究者日

誌.）。 

棒球界知名總教練吳祥木先生對棒球美好年代的詮釋：「對於棒球，我永不

後悔，在成敗之間，我學會真理；棒球，教我尋找一顆踏實的心」（吳祥木，1996）

「立偉」歷經了美和青少棒、青棒時期嚴格的訓練與學校的培育過程，奠定了厚

實的技能，更在他棒球生命中留下深刻且難忘的軌跡，經過 80 至 90 年代與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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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互動的過程中，成為熱愛棒球運動的棒球人，體驗出對棒球運動多面向的價

值與意義（取自 2008.2.8.研究者日誌.）。 

肆肆肆肆、、、、運動員身心體驗的永續書寫運動員身心體驗的永續書寫運動員身心體驗的永續書寫運動員身心體驗的永續書寫 

體育心靈導師陳景星教授鼓勵體育人：「要經常回顧、再生、再發現和再重

整，以尋求生命的蛻變」（江界山，2006）。這是民國 70 年代一位棒球員訓練歷

程的縮影，透過「立偉」在美和青少棒及青棒所經歷的事件、情境及行動探索，

理解了運動員內在深層的智慧，體育、運動是一種身心實踐的歷程，關注運動員

個人經驗的「敘說」與「聽寫」的互動中，在閱歷運動員生命的同時，也在反省

自己的生命，深深覺得共享運動經驗的再學習是有實質的意義。 

2009 年桃園縣龜山國小少棒隊首度代表中華隊參加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

冠亞軍之戰，被美西隊打敗，獲得亞軍，隊員們賽後都難過落淚，但這已是臺灣

13 年來，表現最好的成績（吳佩玲、潘欣中，2009）。展望 21 世紀的體育發展，

這些少棒幼苗是臺灣棒球運動未來的希望，我們應該在他們運動生命成長的歷程

給予更多的關注與支持，體育運動學術研究者應該永續書寫各年代運動生命多元

的身心體驗，為塑造體育運動文化的風貌及內涵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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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Process for a Baseball player 

in Meiho Senior High School(MSHS) 

Hsiu-kuei, Cheng 

Meih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narrate and to trace back the training process for 

a baseball player in Meiho Senior High School (MSHS) from 1980 to 1986. Thos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mainly in-depth interview, informal interview, document 

analysis, observation, reflection, and diary statement in three months. In addition, 

Participant-check, Member-check, and other method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phenomenon of training process, and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of youth and teenager 

for the baseball players of MSHS in those years. Those were reflected the experiences 

of training affected by social environment, phys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baseball 

teams. In 21-century, researchers of physical education needed to continue re-write 

the experience of sport life in each year, and to cultivate the culture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baseball player,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by him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