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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頂尖男子桌球選手雙打競技表現之個案研究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臺灣頂尖男子桌球選手雙打競技表現，以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桌球

選手江宏傑與陳建安之搭檔組合為研究對象，以江 陳配參加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男

子桌球個人雙打賽在四晉級二的最後一場比賽中遭遇日本強敵森薗政崇與大島祐哉之搭

檔組合為研究範圍，並施以 理論球路過程紀錄表來記錄比賽中每一分比數之變化情

形，藉以了解雙打比賽中關鍵的得失分技戰術特色與最佳配對模式。經個案研究結論如

下

一、江 陳配無論在我方發球或接發球情境下，其所有對戰組合之技術使用率都是以攻

擊類型之拉攻次數最高，可惜在高使用率下並無高得分率而導致敗果。

二、陳建安在我方發球情境下之表現是優於江宏傑的，但江宏傑在接發球情境下的得分

效果則比陳建安來得出色。

三、江 陳配在比賽過程中主要都是突破對手中路與正手位置得分；但在失分落點方面

則顯示出陳建安在反手位置是較為弱勢一環。

四、本場比賽江 陳配最佳的對戰組合為江宏傑對森薗與陳建安對大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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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桌球運動起源於 年，至今已有百年歷史，除了開始時的單打比賽之外，首次舉

辦雙打比賽是在西元 年的第一屆世界桌球錦標賽，到了 年之後世錦賽改為每

兩年舉行一屆，從 年起又改為逢西元單數年舉辦單項個人賽，雙數年舉辦團體賽。

奧林匹克運動會則從 年漢城奧運開始將桌球列為正式項目，到了 年北京奧運

將原先的男子、女子個人雙打改為男子、女子團體賽，並將雙打放在第三點，因此雙打

在團體賽中可說是決勝的關鍵點，各國也逐漸開始加強雙打的訓練及科學研究資金投入

李豐松、盧美麗，蘇裕欽， 。時至今日除了單項桌球錦標賽外，大部分的大型運

動賽會中，雙打也都是不可或缺的項目。例如，在世錦賽與世大運的桌球正式七項比賽

項目中，雙打項目設有男雙、女雙、混雙三面金牌。而在國內的正式比賽中，一般男子

團體比賽（七點）有五點單打及兩點雙打之排點，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國高中生男子團

體與女子團體比賽（五點）有三點單打及兩點雙打之排點，因此若是在單打勢均力敵的

情況下，雙打往往變成比賽勝負的分水嶺 侯淑玲、陳金海、陳敬能， ，可見雙打

在桌球運動中的地位。

 雙打比賽迷人地方在於勝負之不確定性比單打來的高，也就是說，單打好的選手，

雙打不一定好；單打不是很好的選手也可能是一個好的雙打隊員。因此，桌球雙打比賽

並不是單靠一個人就可以贏球，還需要兩個人之間的默契配合，好的雙打搭檔可以產生

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吳敬平 ， 。由於雙打是四個人在移動中擊球，相互制約，從

發球到接發球、進攻到防守，每一板都不單單是把球擊過去就算完成任務，而是應把回

球質量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為同伴爭取到主動和更多的進攻機會。因此，在制定雙打

戰術時，除了要充分了解對手的配對及技術特點外，也要兼顧有利於本身配對選手技術

特性的考量，同時需要配對選手心理上對技術性戰術一致性的認同與配合，所以雙打戰

術的要求與困難度大於單打，而對比賽勝負的重要性也比單打高得多。

 近年來我國也有多位優秀選手在世界級的雙打比賽中有亮麗成績表現，如 莊智淵搭

配陳建安於 年世錦賽榮獲男雙金牌；江宏傑與黃聖盛的組合於 年、 年世

界大學運動會獲得男雙金牌；陳建安與鄭怡靜的混雙於 年世錦賽獲得銀牌等，就奪

牌機率而言，雙打項目更值得國內教練和選手極力發展將之重點。有鑒於此，本研究以

個案研究方式，以台灣參加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最具代表性的男子桌球選手江宏傑與

陳建安之搭檔組合為研究對象，嘗試分析江 陳配在四晉二的最後一場比賽中遭遇日本

強敵森薗政崇與大島祐哉之搭檔組合的技戰術表現，藉以了解雙打比賽中關鍵的得失分

技戰術特色與最佳配對模式，進而提供國內桌球選手未來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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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 分析江 陳配在遭遇對手不同對戰組合其發球與接發球情境下之得失分技術表現。

二 分析江 陳配在比賽中之落點戰術得失分之表現情形。

三、名詞解釋

一 理論 為國內學者吳昇光博士於 年在國際桌總殘障桌球分級制度中提到以

理 論應用在選手的功能性測試與能力分析。 即為旋轉 、落點 和速度

三項因素，藉由此理論可以瞭解選手在擊球過程中的特性，以建立競技桌球比賽

中的主要策略 。本研究資料蒐集之工具乃以 理論球路過程記錄表記錄

比賽過程中每一分比數之變化情形。

二 得失分技術：指江 陳配在每一分比賽過程中，其最後一板之技術發揮之得分或失

分而言，本研究之技術表現共分為搓、挑、擰、拉、防 類。

三 得分落點：指江 陳配在每一分比賽過程中，其最後一板所擊出之致勝球落點而言，

本研究之得分落點共分為正手位置、中路和反手位置 種。

四 失分落點：指江 陳配在每一分比賽過程中，對手在最後一板所擊出之致勝球落點

而造成我方在該落點擊球失誤而言，本研究之失分落點共分為正手位置、中路和反手位

置 種。

五 技術得分率 各項技術得分 各項技術得分 各項技術失分 。

六 落點得分率 各項落點得分 落點總得分 。

七 使用率 各項技術 各項技術失分 技術總得分 技術總失分 。

貳、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桌球選手江宏傑與陳建安之搭檔組合為研究對象，主要

在分析江 陳配代表台灣參加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男子桌球個人雙打賽遭遇日本選手

森薗政崇與大島祐哉之搭檔組合之技術表現。

二、研究工具

一 個人電腦一台

二 以 理論球路過程記錄表來記錄比賽過程中每一分比數之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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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步驟

一 資料蒐集

本研究資料之取得乃透過華視世大運電視轉播來蒐集江 /陳配遭遇日本搭檔組合之完

整賽事後即進行分析與記錄之工作。

二 記錄方法

首先透過電腦影像軟體 撥放，當雙方選手每擊出一球時，筆者即

按暫停並馬上分析與記錄所擊出球之技術名稱與落點於記錄表中，並依此方式逐一將每

一球做完整之記錄。在分析與記錄過程中如遭遇球路較難判定時，則將影片倒轉並重複

觀看幾次，直到能做出分析為止。

四、資料處理

首先將 軟體所建立之原始資料經整理確認無誤後，以描述統計將所

得資料以次數分配、百分比等描述統計進行統計。

參、結果與討論

一、選手基本資料與勝負結果分析

從表 得知，日本的 位選手在世大運比賽當月 年 月 之世界排名是優於江

陳配之組合，值得關注的是森薗與大島在 年 月的世界桌球錦標賽乃獲得銀牌，

在前八晉級四強時曾擊敗台灣的陳建安與廖振珽之組合。由此可知，森薗與大島在雙打

的表現一向是相當優秀的。

在持拍手中可看出，雙方選手之搭配組合皆是左右配，此種配對相當符合杜美華、

徐競和白慧嬰等專家 所提到雙打的最佳組合是一位左手持拍搭配一位右手持拍的

選手，主要是左右配在比賽跑位時比起兩個同持拍手的選手較為順暢，同時在各階段之

搶攻亦較能發揮其威脅性。

在打法上，雙方選手都是快攻結合弧圈類型，此類型之特色就是比賽節奏快速、打

法兇狠，一有機會就大膽出手造成對手極大壓力，這也是目前年輕一輩選手之主流打法。

另外從勝負結果中亦可看出，江 陳配在第一、二局表現得可圈可點，先以局分 領先。

到了第三局，江 陳配在開局先以 領先，雖然日本隊即時使用了暫停策略，但絲毫不

影響江 陳配之大好氣勢，在中局時仍將比數拉到 之最大差距，遺憾的是在尾局仍以

領先局勢下竟然連輸 分，而該局最後以 落敗輸掉了整場比賽最關鍵的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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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陳配雖然在第四局以些微差距落敗，但可看出陳建安因比賽場次過多已出現疲態

狀況，最終江 陳配以 斷送晉級決賽機會。就整體而言，日本隊之組合原本就具有相

當之默契且在世界級的競技表現亦相當突出，因而能在最後榮獲世大運金牌。而江 陳

配比較遺憾的是在開場具有好的氣勢支撐，但在關鍵的第三局仍有大好氣勢情境下沒有

把握契機實是可惜，否則站在金牌典禮臺上非他們莫屬。

表

雙方選手基本資料與勝負結果分析表

選手姓名
世界排名

(2017 年 8月 )
持拍手 打  法 比賽結果 ( 勝方 )

江宏傑 109 右手橫拍 快攻結合弧圈 第一局 :14:12( 臺灣 )

第二局 :11:9 ( 臺灣 )

第三局 :9:11 ( 日本 )

第四局 :11:13( 日本 )

第五局 :7:11 ( 日本 )

第六局 :3:11 ( 日本 )

陳建安 51 左手橫拍 快攻結合弧圈

大島祐哉 17 右手橫拍 快攻結合弧圈

森薗政崇 66 左手橫拍 快攻結合弧圈

二、江 / 陳配遭遇對手不同對戰組合之得失分技術表現

( 一 ) 江 陳配遭遇對手不同對戰組合在發球情境下之得失分技術表現

表 主要顯示江 陳配在發球情境下之技術表現情形。從不同對戰組合之得失分技術

使用率中得知，情境一 江宏傑對森薗之使用率高低依序為拉球 、搓球 、

防守 、擰球 和發球失誤 ；陳建安對大島方面則為拉球 、

防守 、搓球 和發球得分 。情境二 江宏傑對大島的之使用率高

低依序為拉球 、防守 、擰球 和發球得分 ；陳建安對森薗方面則

為拉球 、搓球 、挑球 、防守 、發球得分 、和

擰球 。

若從不同對戰組合之整體得分表現結果得知，其表現最好之組合情境依序為 陳建安

對森薗 、陳建安對大島 、江宏傑對森薗 和江宏傑對大島 。

從上述結果得知，江 陳配在我方發球情境下，其所有對戰組合之技術使用率非常明顯

的都是以攻擊類型之拉攻次數最高，但可惜的是在高使用率下並無高得分率，否則此場

比賽勝負將是呈現不同結局，至於防守方面，其得分率與使用率皆偏低，但江宏傑的搓

球控制技術仍有一定的得分效果。由此可知，拉攻技術在雙打比賽中是成敗的關鍵技術，

興大體育學刊

臺灣頂尖男子桌球選手雙打競技表現之個案研究年，第十八期， 頁

興大體育學刊第18期(20210604修p18.19).pdf   18興大體育學刊第18期(20210604修p18.19).pdf   18 2022/11/23   上午 11:42:162022/11/23   上午 11:42:16

NCHU



這也說明了雙方選手在比賽過程中之拼搏是相當凶狠與積極，無論在主動攻擊或被動反

拉下，只要一有機會就採取拉攻搶分。另外，我們亦發現在第一種情境下，江宏傑對森

薗與陳建安對大島的對戰組合中，江 陳配的拉攻得分率是較佳的，尤其是陳建安對大

島的得分率是超過 成（ ％）以上，示陳建安在面對森薗政崇時打得比較順手。但

江 陳配第二種情境下之拉攻表現就不盡理想，除了使用率下降外，在得分率方面也僅

剩有成 成和 成。

另外，從整體得分中可看出，陳建安在我方發球情境下之表現是優於江宏傑的，因

此在日後對戰中可以嘗試江宏傑多控制對手，讓陳建安採取主動進攻，並強調先主動上

手進攻，而不是被動防守。尤其是在江對森薗與陳對大島的對戰組合情境下將是最佳的

得分模式。

表

江宏傑與陳建安對上日本不同對手發球開始之得失分及技術使用統計表

江宏傑對森薗 陳建安對大島 江宏傑對大島 陳建安對森薗

技

術
得 失

得

分

率

使

用

率

得 失

得

分

率

使

用

率

得 失

得

分

率

使

用

率

得 失

得

分

率

使

用

率
搓
挑
擰

拉

防

發
總

( 二 ) 江 / 陳配遭遇對手不同對戰組合在接發球情境下之得失分技術表現

表 主要顯示江 陳配在接發球情境下之技術表現情形。從不同對戰組合之得失分

技術使用率中得知，情境一：江宏傑對森薗之使用率高低依序為拉球 、防守

、搓球 、擰球 、挑球 ；陳建安對大島方面則為拉球

、搓球 、防守 、擰球 。情境二 江宏傑對大島的之使

用率高低依序為拉球 、防守 、搓球 和擰球 ；陳建安對森薗

方面則為拉球 、防守 、搓球 和擰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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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不同對戰組合之整體得分表現結果得知，其表現最好之組合情境依序為 江宏傑

對森薗 、陳建安對大島 、江宏傑對大島 和陳建安對森薗

從上述結果得知，江 陳配在我方接發球情境下，其所有對戰組合之技術使用率如同發

球情境，仍是以攻擊類型之拉攻次數居高。若進一步分析得知，雖然江 陳配在接發球

情境中的使用率比發球情境中略低一點，但其得分率在所有情境中之得分率皆超過五成

以上，顯示江 陳配在接發球情境下之攻擊表現還算不錯。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江 陳配的防守使用率排名第二高但其得分率卻相當低，這也是導

致輸球的原因之一。學者岳華和張瑛秋 曾針對中國優秀男子運動員雙打技術使用

率進行統計，結果發現使用率最高的是拉球技術與以及搓球擺短技術，而我國選手江宏

傑與陳建安本場比賽常用的技術是拉球與防守技術，其中的防守技術屬於被動而非主動。

未來可以考慮在比賽中多爭取主動上手的機會；如果無法上手，可以改為採取以短制短

的方式先控制對手，再伺機為我方下一板進攻找出最好的機會。

 由此可知，桌球不單單是進攻而已，而是有攻防轉換的，在控制不住對方時，勢必

要先防住對手一板高質量的來球，才能找機會轉進攻，江 陳兩人在防守上失誤過多，

在攻守交換這個環節比較弱勢，未來在訓練中，需加強攻防轉換的訓練。另外，若從整

體來看得知，江宏傑在接發球情境下的得分效果是比陳建安出色的，此結果剛好與我方

發球情境下之整體得分效果相反，這說明了陳建安在我方發球時表現較佳，而江宏傑的

表現則是在我方接發球情境下較為出色，此結果或許可提供江 陳配未來訓練上重要參

考依據。

表

江宏傑與陳建安對上日本不同對手接發球開始之得失分技術統計表

江宏傑接大島發球 陳建安接森薗發球 江宏傑接森薗發球 陳建安接大島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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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 / 陳配在比賽中之落點戰術得失分之表現

本節主要在探討江宏傑與陳建安各別在比賽中落點戰術運用之表現情形。因此江與

陳在發球直接得失分（共有 分）與接發球直接失分（共有 分 ）之數據則不列入表中

亦不作探討。從表 得知，在江宏傑在得分落點分佈之高低依序為，中路（ ），

正手位置（ ），和反手位置（ ），在失分落點之高低排序則為正手位置

（ ），中路（ ）和反手位置（ ）。在陳建安方面，其得分落點分佈

之高低依序為，正手位置（ ），中路（ ）和反手位置（ ）， 另在失

分落點之高低排序則為反手位置（ ），中路（ ）和正手位置（ ）。

若從整體得分來看，陳建安的得分率為 略勝江宏傑的 。

從上述結果得知，江宏傑在比賽過程中主要是突破對手中路與正手位置，但同樣地，

當對手攻其正手與中路位置也是他的致命落點，由於中路與正手位置都屬於正手攻防主

要位置，因此不難看出江與對手在正手主被動攻擊間之對決應是相當激烈，但在表現上

仍略處下風。另外，在陳建安方面，在落點得分率方面大致與江宏傑相同，主要也是突

破對手的正手和中路位置，但在失分落點方面則呈現不同局面，陳建安有近四成的失分

是落在反手位置，這或許是與陳建安高具有質量的正手攻擊而導致對手盡量將球往他的

反拍打有很大關連。另外，在胡洋和郭媛媛 (2013) 分析第 52 屆巴黎世錦賽的研究曾指

出，馬琳 / 郝帥之組合在發球後控制陳建安反手位，在此位置陳建安上手質量不高，而且

直接失誤也偏多。由此可知，陳建安在之前的比賽中已顯示出他在反拍位置的攻防能力

是較為弱勢一環，因此未來在訓練上要如何應提升反拍位置的攻防能力將是重要課題。

表

江 陳配在比賽中之得失分落點統計摘要表

位置
江宏傑表現 陳建安表現

得 失 落點得分率 落點失分率 得 失 落點得分率 落點失分率
正手
中路
反手
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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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桌球的雙打競技是同時有四個人在場上輪流擊球，比賽中的情況相較單打比賽來得

更為複雜，而透過運動科學的幫助，可以在賽前分析不同選手對戰間相互的優劣關係，

提供選手與教練賽前的準備，以達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效果。根據上述分析結

果與討論所獲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 一 ) 江 陳配無論在我方發球或接發球情境下，其所有對戰組合之技術使用率都是以攻

擊類型之拉攻次數最高，可惜在高使用率下並無高得分率而導致敗果。

( 二 ) 陳建安在我方發球情境下之表現是優於江宏傑的，但江宏傑在接發球情境下的得分

效果確比陳建安來得出色。

(三 )江 陳配在比賽過程中主要都是突破對手中路與正手位置得分；但在失分落點方面，

則顯示出陳建安在反拍位置是較為弱勢一環。

四 本場比賽江 陳配最佳的對戰組合為江宏傑對森薗與陳建安對大島。

二、建議

拉攻技術為比賽勝負重要關鍵，但在日後訓練中除了要加強主動攻擊能力外，亦須

提升被動下之反攻與防守能力才是致勝之道。

日後對戰中，當在我方取得發球權情境下可以嘗試江宏傑多控制對手，陳建安採取

主動進攻；但當我方在接發球情境下則相反。

過去針對雙打比賽之分析研究大多是以三段技術分析居多，較少關於對戰組合或是

選手之間針對性的研究。例如誰打誰的得分效益較佳，或是誰在面對哪位選手時的失分

較多等等，建議未來可有更多研究朝此方面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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