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教大體育第十三期                              美和棒球隊 1971-1981 年訓練歷程之敘說探究 

 270

美和棒球隊 1971-1981 年訓練歷程之敘說探究 

 
鄭秀貴 

美和技術學院休閒運動保健系 
 

摘要 

本文為質性研究，以敘說探究的書寫方式，呈現兩位美和棒球員身心體驗的敘說，

回溯他們在 1971 至 1981 年間，接受美和青少棒與青棒球隊訓練互動過程中的情境事

件，以敘事化的訪談為主要資料之搜集，另輔以非正式訪談、述明兩位研究參與者之背

景及研究歷程、觀察並撰寫研究者日誌及反思，為建立研究的可信任性，採取參與者檢

核、同儕檢核、相關文獻的收集，經歷三個月的整理來探究現象，重新建構出當時期各

級學校、社會環境對棒球運動的熱愛與支持，隊員們在訓練互動中的努力與競爭，嚴格

的訓練造就出優秀的球員與輝煌的成績，以及回顧教練們領導球隊的特色，最後從訓練

歷程的反思中，發現棒球生命對自身有著很深的影響，經由質化實徵的書寫，理解到運

動員身心實踐的資料是豐富且是有實質意涵的。體育運動學術研究領域應該永續的紀錄

過去、現在和未來各年代運動生命的經驗故事，深入探索臺灣棒球運動與學校體育、社

會發展、國際競賽的脈動，提供更多真實樣本人物生命的對話，從多元運動生活經驗中，

經常回顧、再重整和再學習的領悟中，建立起運動員的尊嚴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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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一、研究背景 
展望 21 世紀的體育發展，行政院體委會從 2001 年開始，以創造體育文化新風貌及

內涵為目標，積極的進行臺灣棒球維基館、體育文物數位博物館、臺灣棒球數位典藏三

大計畫的執行，目前也即將相繼完成，期能將分散在各處現有的體育文物，包括影像、

老照片、獎盃、獎牌、錦旗、紀念章...等，進行數位化建置作業之整合，並加註適當的

解說資料，典藏在運動文物數位博物館，讓不同年代的臺灣人永續的穿梭在過去、現在

和未來的時空裡共享運動世界的真實與感動（行政院體委會，2003）。臺灣棒球運動百

年史的發展歷程，經由文字撰寫、口述訪談、影像圖片、文物照片…等寶貴資料，真實

的記錄著，臺灣人從 1906 年日治時期，看棒球、認識棒球、進而參與棒球運動的啟蒙

年代， 1930 嘉農精神的年代，1950 戰後棒球運動的興起與發展的年代，1960 紅葉的傳

奇年代，1970 與 1980 南美和、北華興－民族英雄三冠王的年代，1990 職棒狂熱的年代，

2000 年臺灣之光王建民的年代，呈現出各年代棒球人、事、時、地、物精采且獨特的情

境故事，棒球運動與臺灣人在一百年的互動中，彼此交織著真摯的情感和深層的意義（謝

仕淵、謝佳芬，2003；林華韋、林玫君，2005；教育部、行政院體育委員會，2006）。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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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國家在世界錦標賽中獲得多次優異的成績（美和高中，2007）。基於蒐集

與記錄各年代棒球運動發展史實之理念，因此，本文藉由兩位美和棒球員身心體驗的敘

說，回溯他們在 1971 至 1981 年間接受美和棒球隊訓練與培育的過程，以棒球人的敘事

觀點，引領我們認識與了解臺灣 60 至 70 年代棒球運動發展的脈絡、美和棒球團隊在訓

練互動過程中的情境故事、以及棒球員接受訓練歷程的內在世界。 
 

貳、研究方法 

Clandinin 與 Connelly 在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一書中提出：「敘說是一種瞭解經

驗的方式，經驗就是人們生活的故事，在敘說探究生活故事時，建構個人與社會的互動，

過去、現在與未來的連續性和情境的三度空間中，重新創塑出經驗的意義（蔡敏玲、余

曉雯譯，2003）。Gergen 及 Gergen（1988）認為敘說是社會性的建構，是在互動發展中

進行變化的，自我敘述是個被關係網中的人們建構出的語言工具。敘說也構成了知覺經

驗、組織記憶、生命的片段，而其目的為呈現出一個生命的真正事件（Bruner, 1987）。
印證文本的確證性與確實性之檢核，採取 Janesick (2000) 特別提出多方蒐集資料，建立

同儕檢核機制，以多元觀點詮釋資料，以多元檢核的概念去探究現象，就像「水晶化」

（crystallization）多面向閃閃發亮的精緻與美麗。 
一、研究歷程 

本研究以訪談法為主要資料的搜集，於 2008 年 1 月初先後獲得二位研究參與者的

同意書，採開放式提問方式，共有三次的正式訪談錄音，每次約兩小時，另有二至三次

的非正式訪談，將訪談錄音轉錄成一萬二千多字的逐字稿，完成的逐字稿讓研究參與者

親自檢核與校訂，確保詮釋的與參與者表達的觀點是一致性的（王文科，1994）。將收

集到豐富的多重資料，運用歸納、組織、分析，建構研究文本，觀察與訪談之心得之後，

撰寫研究者日誌與反思（潘淑滿，2003）。經歷三個月的資料整理，書寫期間參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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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支持團體」1，與質性研究同儕進行資料的討論與分析，檢核本研究的過程，增

進研究結果與詮釋是可信任的。 
二、兩位研究參與者之背景介紹 

根據美和中學歷屆棒球隊隊員名單的查證與核對，以 1971 至 1981 年間相繼加入美

和棒球隊的兩位球員來擔任研究參與者（美和高中，2007），為尊重兩位研究參與者的

隱私權，在本文中皆使用匿名，為了呈現兩位研究參與者先後歷經在美和棒球隊的時間

與情境事件的連貫性，主體事件分別劃分成以下兩個時段： 
第一個時段之研究參與者：匿名-「德恩」目前擔任體育教師，年齡 51 歲。 
「青少棒 1971 年 9 月-1974 年 7 月」「青棒 1974 年 9 月-1977 年 6 月」 
第二個時段之研究參與者：匿名-「達明」目前擔任運動教練，年齡 49 歲。  
「青少棒 1976 年 9 月-1977 年 7 月」「青棒 1977 年 9 月-1981 年 6 月」 
 

參、1971-1981 年訓練歷程之敘說 

1970 年美和棒球隊成立的原由，是代表我國參加世界少棒賽的七虎少棒隊因未能衛

冕世界冠軍，所以無法如願進入台北華興中學就讀，當時沒有其他學校願意接手讓球員

集中就讀，美和護專校長徐富興博士、廖丙熔博士、李瑞昌醫師三人非常喜歡棒球，美

和中學李梅玉校長也同意支持，於是就把七虎少棒隊球員接到美和中學就讀並組成了青

少棒隊（涂順振，2001；鄭秀貴、李淑梅、許玫琇、高麗娟，2006）。以下文本整體故

事的結構，按照 1971 至 1981 年的時間順序，先由早期球員德恩次由達明出場，分別敘

說兩個時段在美和青少棒及青棒時期接受球隊訓練之實境過程。 
第一時段 1971-1977 年德恩的口述內容： 
（一）當時期加入美和青少棒隊的情境 

在 1969 年起屏東縣及南部七縣市少棒運動正值鼎盛，全國最強的隊伍幾乎都在南

部，當時將全國各縣市分東區、南區、北區、中區，每區選出冠亞軍共 8 隊參加全

國循環選拔賽，因此能參加全國賽者皆是及各區最優秀的選手，在 1970 年時屏東

縣就約有 15~20 隊參加自己縣內的選拔賽，1971 年我是屏東縣選手與金龍少棒第三

代球員余富誠、徐生明及魏景林…等球員一起進入美和青少棒隊，當時三年級學長

有中區金龍隊員江仲豪、楊清瓏…等，加上七虎隊球員陳富嶺、吳瑞雄及當時東區

主投陳進財，二年級金龍第二代球員、一年級金龍第三代球員共約二十五人左右，

展開了我們在美和中學國、高中六年的棒球生涯（訪談轉錄稿 2008.01.18.）。 
（二）嚴格的訓練造就出優秀的球員與輝煌的成績 

高我們一屆的學長一直由曾紀恩教練負責訓練，拿下無數次國內外冠軍，曾教練帶

隊嚴格又嚴厲，由於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在練球當中常常把日本式職棒及軍國精

神模式灌輸在球隊身上，生活上及球場或比賽當中稍有犯錯，絕不假以顏色罵到臭

頭，而且難以翻身，唯一優點就是不動手打人，董事長徐傍興先生又另外聘請，當

時任台電棒球隊教練宋宦勳先生負責一年級生的訓練，一直到國三畢業打世界冠

軍，都是宋教練負責帶我們這一批，一般慣例青少棒都直升本校青棒，除非自己退

隊或犯了重大校規，由於美和棒球隊享譽全國，自然全國好手爭相加入，到 1974
年青少棒及青棒將近有六十位棒球好手，當年學校即聘請李瑞麟先生擔任體育老師

                                                 
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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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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球隊教練，除了訓練青少棒隊還要負責照顧球員在校之生活起居，1974 年台灣第

一次參加組聯隊打世界青棒賽(美國羅德岱堡)一舉奪得世界冠軍，首度贏得三冠

王，奠定了國內少棒、青少棒、青棒的厚實基礎（訪談轉錄稿 2008.02.12.）。 
（三）三位教練領導球隊的特色 

曾紀恩教練擔任美和棒球隊教練時，也是空軍虎風棒球隊的教練，同樣宋宦勳教練

也是身兼台電隊的教練，當時教練者就是總教練，沒有像現今教練的職務細分為投

手、打擊、體能…等專項教練來指導球員，曾紀恩教練訓練是著重在反覆操練，讓

技術成自然反射，不得失誤的嚴厲負荷，再背後加以制約著；宋宦勳教練會將技術

的原理來龍去脈講述清楚，但不一定要強制你非得達到其目的，記得他常說:「鑰匙

給你，門後面的寶物，隨你自取」；李瑞麟教練與兩位教練最大不同點是他還具有

老師的身份，他不能光是嚴厲的操練，他會讓球員了解自己的優缺點，再以因材施

教的訓練方式鼓勵球員突破自我，他的理念是：「先超越自我，再打敗敵人」（訪談

轉錄稿 2008.02.12.）。 
第二時段 1976-1981 年達明的口述內容： 
（一）進入美和棒球隊的機緣 

我家住臺北縣，華興棒球隊的陳秀雄教練是我小學的教練，叫我去華興打球，我的

想法不打球就算了！要打球就要到美和，再怎麼遠也要去美和打球，最重要的就

是，當時美和常常贏得比賽而且常常贏華興，我要追隨著常勝軍，我姐夫曾在空軍

認識曾紀恩教練，就跟曾教練聯絡之後，看我的球技，就讓我加入美和青少棒隊，

原本家人反對我從北部到南部那麼遠的地方打球，結果祖母就帶我到廟裡去求一支

簽，我抱著希望去抽簽，而簽的內容是:「出外有貴人助」，於是家人就答應我到美

和（訪談轉錄稿 2008.01.25.）。 
（二）棒球員們在嚴格訓練互動中的競爭與努力 

1976 年國二上學期轉入美和就讀，本來自認為自己的打球技術真的不錯，結果一轉

入美和棒球隊，才發現我跟人家差很多，如果沒有加緊苦練，真的是永遠跟不上其

他的選手，球隊每天的訓練，晨操之後就要跑約 6 公里的長跑，繞美和-竹田-內埔

跑回學校，上午進教室上課，中午休息，下午一點半左右就會到球場練習打擊、守

備及體能訓練，練球好像牛一樣，從頭到尾跑…衝…撲…幾乎沒有休息，練球不只

是教練在盯、前輩(青棒)的球員也在幫忙盯，一直操練到天黑幾乎都六點了！吃完

晚餐，洗好澡，晚自修之後，接著晚操練揮棒，日子真的很不好過！咬牙度過整整

六個月的操練，在美和青少棒這麼多優秀球員裡面，被選入一軍 15 名正式球員參

加比賽，國二下學期就打全國冠軍並當選國手，代表國家參加世界青少棒比賽，美

和棒球王國輝煌的成績就一直延續著，每一年都代表國家參加世界青少棒的比賽。 
國三那一年超齡不能打青少棒，青棒隊的教練以守備位置、投手、打擊的考量來決

定選誰來當一軍，不管怎麼選就是要從三、四十位球員裡選出 15 位一軍球員出去

參加比賽，結果我以國三生的身分入選高一青棒球員，參加全國比賽獲得全國青棒

冠軍，但冠軍隊只能遴選出 7 位國手，我沒被選上，老實說我己經很滿足了，能拼

入一軍和徐生明、張永昌高三同隊出去比賽，我真的很滿足了（訪談轉錄稿

2008.01.25.）。 
（三）回顧與反思 

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幾乎不可能也很不簡單的能從三重市到南部美和這麼鄉下的地

方打球，內心深深感受到能受到美和的照顧，徐傍興董事長的照顧，1981 年美和高

中畢業之後，在臺灣棒球運動正盛行的 70 年代，打棒球讓我受惠很多，也很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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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我沒有去讀大學，但是每所大學球隊都希望吸收我們去就讀，我和建仁選擇不

讀大學，建仁直接去高雄臺電，我去臺北合庫，這兩支成棒球隊不是隨便可以進去

的，老實說完全是美和的名聲，只要美和栽培的球員，大家都給予信任與肯定（訪

談轉錄稿 2008.01.25.）。 
研究者的反思 

近幾年在體育學術上提供運動實踐知識新觀點的劉一民教授（2005）認為：「人們

在不同時間、不同地方從事運動，所獲得的經驗各式各樣，有淺有深、有輕有重、有短

有長，其影響有的可能祇是輕微感受，有的可能濃烈的永生難忘，有的直透個人生命本

體，深入心靈深處達到精神啟發的境界」（頁 141）。 
本文經由「德恩」與「達明」回溯敘說 1971 至 1981 年間美和棒球隊訓練歷程的經

驗故事，讓我們深切的了解到棒球運動是屬於團隊合作的競技運動，要在球隊中成為一

位優秀的棒球員，每天必須接受嚴格的體能與專項技能的磨練，更要有堅強的韌性來調

適與教練、同儕、團隊各面向的互動關係，在眾多優秀球員互相競爭、互相影響的終極

目標，就是努力從二軍球員升格為一軍球員，代表球隊參加全國性的比賽進而獲選為國

家代表隊，在世界青少棒及青棒賽中創造輝煌的戰績（取自 2008.02.25.研究者日誌.）。 
蔡明坤（2004）所撰寫「徐傍興與他的志業－以美和棒球隊為例」之學術研究資料：

「美和棒球隊成立之後，為處理棒球隊相關事務，於 1970 年九月成立美和中學棒球委

員會，其經費來源有徐傍興、李瑞昌、廖丙熔、美和中學各董事每月的捐款，以及各界

的樂捐，負責球隊一切場地器材、經費的支應，更讓球員們享有學費及食宿費一律全免

的待遇」（頁 21）。時空背景轉換到三十年後「達明」接受訪談時，說出內心滿懷對學校

的感恩：「受到美和的照顧，徐傍興董事長的照顧，打棒球讓我受惠很多，也很不得

了！」。讓我深深的感受與體會到學校要組織青少棒及青棒球隊，是要集結眾人對棒球

運動的熱愛，以及一群長期關心棒球人士的熱心奉獻，經由學校、教練、球員們一步一

腳印踏實且努力的耕耘，才能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優秀的球員，創造出美和棒球隊揚威世

界錦標賽的輝煌紀錄（取自 2008.01.30.研究者日誌.）。 
 

肆、棒球團隊訓練經驗的分享 

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福利學院 William M. Runyan 教授認為：「每個人的生命都值得

書寫，理解他人的生命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想像在不同的社會和歷史情境中，生命會是

何種模樣？進而從反思中重新評估自身的經驗產生新的領悟。」（丁興祥、張慈宜、賴

程斌等譯，2002）。在將近三個月的研究期程，經過了觀察、敘說、轉錄、分析、閱讀

與書寫「德恩」與「達明」在美和青少棒與青棒所經歷的事件、行動及情境故事，等同

於臺灣 60 至 70 年代棒球隊訓練歷程的縮影，重新建構出當時期各級學校、社會環境對

棒球運動的熱愛與支持，隊員們在訓練互動中的努力與競爭，嚴格的訓練造就出優秀的

球員與輝煌的成績，以及回顧教練們領導球隊的特色，最後從訓練歷程的反思中，發現

棒球生命對自身有著很深的影響，經由質化實徵的書寫，理解到運動員身心實踐的資料

是豐富且是有實質意涵的。 
知名棒球教練吳祥木先生在自傳裡詮釋他生命中的棒球（1996）：「生命過程交織著

歡樂與哀傷，勇敢面對挑戰才是求勝的最大動力，要相信每一個勝利的獲得，是要付出

痛苦的奮鬥與努力的代價，球場如此，人生亦如此」（頁 242）。2009 年 8 月 31 日中華

少棒隊與實力超強的美西隊，在美國威廉波特爭奪世界少棒賽的冠軍戰，以 3 比 6 的比

數得到亞軍，輸球那一刻，全隊哭得很傷心，不過這已是臺灣 13 年來，表現最好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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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藍宗標，2009）。這些少棒球員是臺灣棒球運動未來的希望，期許在他們運動生命

的成長過程，能獲得各級學校、運動教練、社會棒球人士的支持與關心，2009 年 10 月

31 日在臺北國際會議中心舉行「98 年國家體育發展會議」體委會主委戴遐齡提出：「為

厚植各級棒球競技實力，永續發展並健全棒球運動環境，行政院今年通過 2.5 億元的預

算作為棒球振興計畫的經費，2010 年將撥 1.1 億元作為國小、國中等基層棒球隊向下紮

根的經費。」（綜合報導，2009）期望國家政府能積極並落實經費的執行，經由學校、

社會、政府的同心協力，提供各級棒球運動團隊實質上的幫助，臺灣各級棒球隊一定能

獲得國際競賽的榮耀。  
 

伍、結語 

邁入 21 世紀體育運動領域的多元發展，優秀運動員們不斷的在為追求各項運動成

績的進步而努力練習，運動科技專業人員不斷的在為研發更精湛的運動設備儀器而埋頭

苦幹，體育運動學術人員更應該積極永續的紀錄過去、現在和未來各年代運動生命的經

驗故事，深入探索臺灣棒球運動與學校體育、社會發展、國際競賽的脈動，提供更多真

實樣本人物生命的對話，從多元運動生活經驗中，經常回顧、再重整和再學習的領悟中，

建立起運動員的尊嚴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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