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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籃球球達達人人  
--王王永永信信教教授授--  

張弓弘/淡江大學 

夏德清/中文系畢業校友 

王永信教授，山東省人，出生於韓

國首爾市，城東高等學校畢業，高中時期

曾入選明星代表隊，畢業後被選進韓國甲

組冠軍隊—產業銀行隊，民國五十年保送

回國就讀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後服務

於淡江大學體育室，曾任體育組主任。期

間亦擔任男子籃球隊教練，帶領學生參加

大專盃比賽連獲 7 年冠軍，並獲選為全校

優良教師，擔任全國明星隊教練時，帶隊

赴關島比賽，榮獲冠軍，並獲當時教育部

長朱匯森頒發榮譽狀。王先生曾代表國家

籃球隊參加第四屆世界盃籃球賽、第十八

屆東京奧運及二、三、四屆亞洲盃籃球錦

標賽⋯⋯等多項比賽，獲得良好成績，期間至新加坡參加獨立杯籃球賽，獲

選為『籃球先生』之榮譽。亦曾任中華籃球代表隊教練，多次帶領國家隊參

賽，為國爭光，並連續八年獲選為中華民國籃球協會教練會長。先生授曾獲

全國優秀青年代表，民國五十二年十一月更蒙先總統  蔣公召見海外優秀

青年並合影留念，是為一生最大殊榮。（左圖為王永信教授近照） 

～響徹全場的聲音～ 

「你這個驢蛋，會不會打球啊！」在練球及比賽時最常聽到一句話，

突然間腦子一片空白，是誰在說話？我是誰？我在哪？我在幹啥？醒來發現

自己筆直的站在球場，原來是驚嚇過度的我全身發燙，回一回神又開始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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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奔馳。講話的人原來是王老師─一個曾經是南韓球員及中華國家代表隊的

國手。記得當時每次比賽常被罵的狗血淋頭，心裡頭很不是滋味，但隨著比

賽經驗的累積才慢慢瞭解，其實王老師是恨鐵不成鋼，想要讓我更進步、打

出好成績，才會這麼嚴厲、費盡心思的教導我們。現在王老師就要退休了，

想大聲對王老師說：謝謝您王老師，教給我這麼多籃球的知識，我們會繼續

將你的籃球哲理傳承下去。    9１畢 許誌翁 (芭樂) 

～我的國手老師～ 

高中畢業雖然沒有考上體育系，但是卻到了淡江大學歷史系，是好呢？

還是不好？自己其實在當個大學新鮮人還不是那麼清楚，念大一的我是傻傻

的，只知道那時頭腦簡單，四肢靈活，原本以為一般大學的訓練不會很操，

(事實上是真的還蠻輕鬆的)。老鳥有交代菜鳥要忍耐，但是直到一個人走進

球場大家又開始專心的練球，表現出無比的衝勁和熱忱，那個人就是王老

師。籃球界響叮噹的一號人物⋯王永信老師。 

在王老師眼中沒有那種資質很好的球員，也因為他自己的身分(籃球國

手)，他說什麼我都只有照做或點頭，因為他說的都是比較正確的方法。記

得好幾次，應該是無數次吧！在比賽時裁判都會來和他握手(哇!好屌喔)。

因為在運動這個圈子裡總是會有學長學弟制，因此也樹立起他的作風和彪

悍。球隊的成績大多還不錯，在辛苦的練球下總會有所斬獲並且得到最好的

成績，例如甲一級第九名。那時我記得真的打的好辛苦，王老師和張老師也

都很辛苦的在旁邊加油或是怒喊，想起來真的很好笑。祝福王老師在退休之

後的階段，一定是一個嶄新的開始，生活也必定多采多姿，很高興能當你眾

多學生的其中之一，也感謝你為淡江男籃的付出與奉獻。謝謝老師－珍重。

９０畢 高德宏 (小高) 

～如師如父的王老師～ 

來到淡江大學已十七個年頭，在進淡江之前可說是對籃球教練學一竅

不通，與王老師擔任男籃隊教練的這十七年中，從他身上學到許多籃球知識

與人生哲理，也因此深覺籃球教練學的深奧，真是一輩子也學不完啊！在球

場上，王老師是位嚴格得令學生聞之喪膽的教練，但在球場外，卻又是位慈

祥的父親，他常在訓練後自掏腰包要我帶學生去吃飯或喝飲料，他總認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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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訓練時非常辛苦，吃喝花費亦相對增加，當然應協助減輕他們的負擔；

而在比賽時學生要冒受傷的危險，戮力為校爭光，教練對球員好是理所當然

的。尤其在外地比賽時，王老師都會挑較舒適的飯店給學生住，挑最好吃的

餐廳給學生用餐，所以至今還是有許多籃球隊畢業的校友會回來找王老師敘

舊。王老師最令我敬佩之處為知人善用與控制比賽的能力，比賽前他能將一

群新球員快速定位，並依個人球技調教至適當位置，以發揮球員最大的功

能，在比賽中，王老師能因應比賽的變化立即思考出對策，給予迎頭痛擊，

無論對手如何變換進攻或防守，他都能老神在在的一一破解贏得最後勝利，

其主宰球賽的能力真是無人能及啊！所以本校賴茂森教授曾說王老師帶的

球隊好像很少輸球喔！「中華籃球」雜誌亦曾將王老師評為國內最佳籃球教

練。 

因為經常與王老師帶球隊南征北討，所以在體育室的眾多老師中跟王

老師相處的時間最長，也因此培養出如師如父的感情，如今王老師將要退

休，心中除感覺難過外亦感到非常婉惜，因為可能再也無法挖到王老師身上

的籃球寶藏了，如果我在籃球教練領域有些微成績的話，這都是王老師贈與

的。王老師！別忘了退休後有空要回淡江看看男籃隊喔！謝謝您！王老師！

我們懷念您！            張弓弘 

［訪談］由歷史系畢業校友高德宏進行訪談作業。 

Q1.男籃成立於何時？ 
A：老師自己也不清楚 
Q2.城區部和校本部的籃球教練各為誰？ 
A：皆是老師自己在帶。 
Q3.何時完成七連霸業? 當時最強的學校有哪些？ 
A：說是七連霸吧！不如說得到冠軍的次數多達 20餘次，並且也於民國 70 年左

右開始了淡江稱霸的王朝。當時的隊伍有台灣大學、空軍官校、成功大學、

中興大學都是名列前矛的佼佼者。並且也證明了一件事，會運動的孩子功課

好、運動更好。 
Q4.當時練球的場地位於何處？一周練球幾次？何時練球？ 
A：先前的球隊練習都是在城區部，後來移往了淡江大學的校本部，一周練習四

次，時間是下午 12點-1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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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當時球員和現在的球員有何不同？態度和想法？ 
A：以前的球員對於籃球是一種興趣，因為沒有學習管道，他們接受了嚴格且辛

苦的訓練，才有這麼好的成績，更因為拼勁、自主性和互動能力使他們更加

努力向上爭取冠軍。而現在的學生也因為生活條件較以前好太多了，僅僅把

運動當成興趣或是娛樂，而忘記這是需要自我要求，自我磨練的。 
Q6.擔任國手球員期間是如何自我要求的？ 
A：因為先天條件不比他人好，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屬於需要多練習才會有好表現

的球員，所以在就讀台灣師範大學時，早上的晨操我都以跑步 2公里作為熱

身和投進 300球為主，在月光下投籃也是習以為常。只有苦練、苦練再苦練

才會得到成長並享受成功與勝利的美好果實。 
Q7.參加哪些重要的比賽？ 
A：那時揹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在比賽的經驗，是現在的球員所無
法想像的，參加過那麼多大大小小的國際性比賽，但是印像最深刻的就是參

加了 1964 年的東京奧運會。 
Q8.對於大學球員提出的建議？ 
A：來到了大學唸書，時間的分配上要好好把握和控制，不要因為練球而荒廢了

學業或是為了學業而失去了健康。好的運動可以幫助你延長生命，嬰兒也是

從爬行中慢慢成長，相對的各項運動都需要有良好的基本功，雖然是很乏味

的練習，但自己卻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加油！ 
Q9.對國內的籃球教練提出建言？ 
A：當一個籃球教練真的是一件不容易的事情，不管是腦力的激盪或是自身的投

入，都是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去鑽研，當然進修籃球的知識和學習是一個必

經的過程，這是需要經驗和歲月累積的，所以我建議教練應該不斷的進修和

學習。 
Q10.退休後是否有何計畫？ 
A：光陰回首，40 年的青春奉獻給淡江大學。人的一生中會有幾個 40 年呢？我

真的需要休息了，謝謝你們的關心。在往後的日子裡，我會和家人好好相聚，

享受天倫之樂，真的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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