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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中小學網球訓練文化發展特色 
佘志倫*    范姜逸敏**  

                                                                                

摘 要 

本研究由球場教練文化和學校體制文化角度著手進行，結果發現如下：（一）

長期以來，球場教練文化為高雄市發展網球運動的推手，球場教練在競爭下，產生

爸爸教練、小教練、球場教練兼爸爸教練、進入校園掌控等現象，球場教練所衍生

的問題，造成推廣網球運動之學校困擾，高雄市各級學校陸續開始招收網球教師，

讓網球回歸學校體制內。（二）學校體制文化，高雄市從學校體育發展網球運動，

各校成立網球班或體育班，加入資優生與提升學術科的師資人數等，結合課業與訓

練雙軌的課程目標，以升大學為目標價值導向，讓網球選手有更好的課業學習環

境，並建立學校階段的傳承，打破台灣運動體系一脈相傳的作法。綜觀上述，球場

教練文化與學校體制文化的演進，最終的受益者是選手本身，兩者文化在競爭之

下，精進網球環境的優質化、普及化，也間接的影響家長對於孩子從事網球運動真

正之核心價值之所在。這種特殊發展形式，既競爭又合作關係，儼然成為高雄市中

小學網球訓練文化發展特色。 
關鍵詞: 網球訓練文化 

一、前 言 

近年來高雄市不管在硬體建設、舉辦國際型網球賽事、網球成績上都有不錯的
表現，整體性看來，發展相當神速，其主要原因在紮基於訓練工作與投入人力，推
廣網球運動。研究者本身處於網球運動文化脈絡之中，以帶隊教練立場涉入文化視
野出發，透過實際觀察、訪談與田野記錄，針對影響高雄市高中以下之各級學校推
展網球運動之球隊，包括高雄市整體文化、高雄市中山網球場為研究對象，以學校
體制文化和球場教練文化角度，探究高雄市中小學網球訓練文化發展、近來的趨勢
與特色，整理出高雄市網球訓練文化之脈絡，以利於未來網球運動之發展，做為各
縣市網球運動發展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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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詞解釋 

1. 訓練文化：指包含針對訓練環境、制度、教練員、選手、家長所構成的行為模式。 
2. 競技生：目標設定於當選國家代表隊之中小學網球選手。 
3. 學術兼備生：目標設定於利用網球甄試上各高中、大學之中小學網球選手。 
4. 體育生：目標設定於學科升學，網球運動在於推廣、發展專長之中小學網球選手。 

三、網球訓練文化的描繪 

李加耀（2002）指出台灣青少年網球的培養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以學校為
發展重心，另一種則是由球場教練所培養，第三種則由父母親自行訓練。而國內網
球選手幾乎是由第一種學校發展為重心來接受訓練，台灣學校網球發展大致上分為
北、中、南三區較為完善，台灣東部也慢慢形成中。各區擁有各自國小、國中、高
中培育學校銜接，學校體制模式又有分為統一集體訓練與學校階段傳承銜接，其訓
練特點可統一管理，塑造訓練營模式，讓每階段選手都能與較高層級的選手一同訓
練。而學校階段傳承銜接其特點為訓練階段明顯分野，選手可擷取每階段教練優
點，家長與選手自行決定階段訓練環境。學校體制訓練模式遺憾之處，在於訓練環
境終究擺脫不了整個教育制度及社會因素之束縛，相形之中，無形牽制選手往進階
層級的發展。 

第二種訓練模式為球場教練，也就是駐場在俱樂部及各縣市立網球場之網球教
練，以網球教學開班授課。球場教練又分為專屬教練和團體教練兩類。訓練方式可
聘請專屬教練進行一對一教學，來提升網球技術，需自行付費聘請，教練也可自行
招募選手組成團體，聘請球場教練專門做團體訓練。此培育模式是目前職業網壇的
潮流，其需要考量經濟因素，長期下來訓練費用相當高。 

父母親自行訓練為第三種訓練模式，是目前台灣檯面上網球明星的 佳寫照，
如詹詠然、莊佳容、謝淑薇、王宇佐等，也就是爸爸教練訓練模式。黃國禎（2007）
提到爸爸教練指的是實際參與子女選手的訓練，帶領子女選手參加國內外大大小小
各項網球比賽之統稱。研究者涉入網球訓練工作多年來觀察發現，爸爸教練訓練模
式成形之前，多依附在學校體制內以及球場教練培育模式下演變而來。爸爸教練的
形成由於涉入本身孩子的訓練工作較多，並從中了解台灣訓練型態、訓練效率的不
足，且對孩子在網球成就的高期待，開始由原本如同網球經紀人般的角色，介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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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訓練工作，並藉由學校體制與球場教練的培育，在課餘之後自行補足訓練上的不
足。爸爸教練在長期的摸索下，集網球經紀人與網球教練於一身，開始培育自己的
孩子，突破傳統學校體制與球場教練培育的框架。爸爸教練在訓練上能力不足時，
聘請專屬教練訓練；經費不足，自行尋找企業、政府贊助；訓練時間與訓練環境無
法配合時，介入學校校隊進行溝通；爸爸教練角色如同球隊之總教練，把一切資源
投注在一位選手上。這種訓練模式，也可在其他運動項目見到。爸爸教練訓練模式
跳脫國家政策，享用社會資源，以人脈與特權在制度下來回游走，讓選手得到 好
的資源，來創造運動奇蹟。 

四、帶動高雄市網球運動快速發展－球場教練文化 

台灣青少年網球選手培育階段，高雄市的中山網球場與民族國小的結合是屬於
球場教練所主導，民族國小從三年級開始都設置一班網球班，選手訓練工作在民族
國小對面的中山網球場進行，大部分的選手都聘請中山網球場的駐場教練。每位駐
場教練都有自己的球員，到了選手要代表學校參加校際比賽，才由學校統籌帶隊比
賽。長久以來，球場教練是高雄市推動網球競技發展的主力，球場教練多半是球技
不錯，或是早期的區運選手所組成的，倚賴俱樂部教練的工作維生，只要擁有球場，
工作無須任何資格或是審定就能立即開班授課。球場教練為高雄市網球競技發展的
主力，主要原因是球場教練所接觸幾乎是初學的學員，有推廣及教育的作用性。為
了能夠有長期的學員，鼓勵學員或家長讓孩子成為選手，並且推廣競技運動。他們
也推廣社會性網球運動，觸及每個社會階層，學員的階層不同，造就一些企業主熱
愛網球，進而贊助網球運動等，並擴展本身的資源及人脈，對於網球運動發展扮演
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球場教練主導型態的好處是選手或家長的選擇性較多，如果對於教練不滿意，
可以找較適合的教練來訓練。但也因為如此，一位資質較好的球員，就經常成為教
練挖角的對象，因為在這個競爭的環境中，球員打出好成績就象徵著教練所擁有的
權力。因此，拉攏好選手的加入成為教練間關係的角力。球場教練在激烈競爭下衍
生出以下現象： 
（一）注入行銷的觀念 

訓練團隊裡的頂尖選手成為教練招生的品牌，選手的成績成為吸收學生來源的
招牌，吸引更多的選手或初學者加入。教練之間在相互競爭的情況下，出現球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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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開始經營學校設置網球校隊來擔任教練的情況，開發新的選手市場，間接掌控選
手。球場教練進入校園，在管理上，學校、教練、家長三方面無法長期得到有效的
溝通，教練與家長因選手的比賽與升學問題造成糾紛，讓校方時常面臨被家長質疑
其正當性，開始對培育網球運動產生困擾，進而不收網球選手，也阻斷選手網球升
學之途徑。 
（二）爸爸教練形成風潮 

有些選手成績較好的家長，沒有經過專業訓練，因感受到學校校隊的規範與球
場教練問題無法讓選手擁有自由之身，跳脫制度，自行擔任教練工作，採取孩子成
績來吸引選手或學員進行開班授課，以團體對打的方式訓練，解決現有制度不夠完
善問題，但有非專業領導專業之虞，無形中反應教練制度的不健全，也凸顯教練本
質的專業度需再升級與多元，這也是高雄市網球訓練文化發展的特殊性。 
（三）球場教練兼爸爸教練現象 

球場教練的孩子成為網球選手蔚成潮流，而此現象炒熱地方上的網球風氣。球
場教練的孩子就讀之學校網球成績競爭激烈，同儕的家長也特別關心，相對性也特
別在乎自己孩子的成績，每位選手成績也就相當好，自然而然網球運動也就活絡起
來。教練的孩子成績也就是招牌，球場教練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環境，與即將就讀
的學校爭取更好的福利，例如孩子及同儕在訓練時間到校外練習，進而賺取訓練
費、爭取選手福利、錄取好的選手附帶錄取團體內資質較差的選手等。 
（四）小教練風氣 

球場教練所培育的選手成績一旦達到大學就讀門檻，選手兼助理教練的現象由
此而生，球場教練所教授的選手，聘為助理教練或稱小教練，負責教導初級學員或
與小選手陪打，有時參與管理選手團體的紀律，球場教練給予這些選手微薄的鐘點
費，當作工酬。 

這些選手對於再追求更高的競技成績已缺乏熱情，對於競技或職業的規劃感到遙
不可及，選手在高中階段就轉任教練工作，成為高雄市球場教練文化所演變的現象。 

五、蛻變轉型－學校體制文化 

由於球場教練所衍生的問題，造成推廣網球運動之學校的困擾，高雄市各級學
校陸續開始招收網球教師，讓網球回歸學校體制內，網球訓練課程一切由學校負
責，而高雄市網球發展進入學校體制階段，突破以往球場教練與俱樂部教練在課堂
之際，扮演學校訓練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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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雨後春筍般成立網球、體育班 
目前高雄市在中小學階段成立網球校隊已經有十所之多，改善網球運動高消費

的時代。網球校隊雨後春筍般的成立，造就高雄市學校體育培育網球的普及化。藍
慧萱（2006）指出，高雄市已經在民族國小、正興國中成立網球班，國中每年級有
三十五人，國小從三年級開始每班有三十人。高雄市為了使網球運動有廣泛的發
展，從學校體育發展網球運動，成立網球班或體育班，讓網球運動人口持續增加。
由於從事網球運動的球員皆有保送大學或拿取博士學位的例子，刺激了一些家長對
網球或從事體育運動未來的發展有正面的觀感，對於讓孩子從事網球運動都持正面
的態度，值得一提的是高雄市各級學校網球隊有持續增加的趨勢。 

高雄市各學校為了能夠招收更多選手來就讀，各校開始重視對選手課業與教師
專業素質要求，改變以往體育班不是不讀書就是放牛班的操作手法，如此一來吸引
更多學生參與網球運動，更進一步帶動網球運動風潮。在網球師資人數方面，也不
斷的擴充，各學校幾乎都是兩位網球教師（教練）或以上，彼此之間競爭相當激烈，
也創造高雄市網球選手學業與運動競技環境的優質化。在網球、體育班快速的擴充
下，讓招生素質的結構上如同師範院校的體育系的編制，例如甄審保送生、甄試生、
聯考生三種形成體育系的招生來源，而在高雄市的網球選手中，研究者對網球、體
育班中的網球選手分類為競技生、學術兼備生、體育生三種類型。 

網球、體育班的成立，一些眼尖的家長了解網球升學管道多元，家長為了孩子
能進入就讀，提前幾年就開始學習網球，無形當中使家長以及學生能夠認識到網球
運動，促進網球運動普及化，因此，球場教練或俱樂部教練的網球學球人數明顯增
多，也帶動一波網球市場的經濟效益。以競技層面而言，網球教師在訓練工作上難
度增大了，面對一班或一隊裡有三種學習目標不同的學生，管理方式必須以公平為
出發點，在這樣的情況下安排教授課程時，教師較難掌控訓練質量。面對球隊成績
的壓力時，又因球場的不足、選手人數眾多、學習目標不同，導致訓練效率不佳，
網球教師因選手在學業與球技之間的拉扯，無形當中也浪費了一些心力，面對競技
體育與學校體育的衝突，衍生出更多訓練問題，如此的制度面，形成高雄市競技網
球學校體制文化的特殊現象。 

學校體制擺脫了球場教練及家長的控制與負擔，推動網球選手的優質學習環境
以及普及化，但也使得真正從事競技運動的人數是越來越少，排擠到真正需要的選
手，話雖如此，沒有網球班的成立也沒有如此學術兼備的環境，魚與熊掌不能兼得。 
（二）破除一脈相傳的魔咒－學校階段之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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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少年網球員的培養的過程，以學校發展中心來說，結合國小、國中、高
中三所學校，成為一個系統化的訓練體系。長期以來，台灣的運動環境如果能永續
經營，都需要一位教練或教練團主控整個升學體制，或者是選手從啟蒙到頂尖都是
同一位教練的體制，原因在選手的銜接不受到制度或是教練種種理念的不同而造成
訓練問題。高雄市的網球發展打破一脈相傳的制度，讓網球訓練回歸給各階段學
校，各學校擁有網球教師，網球教師的職責屬於階段性教練，一切由選手或家長自
主選擇未來升學及訓練環境，這讓選手有更多的學習空間，不單單從小到大都是同
一訓練體系或教練，然而選手未來發展也不再侷限於追求更高、更遠的競技舞台，
轉型進入普通大學科系也是另一條管道，如此的系統培養，突破台灣原有運動體系
的框架，也因此造就高雄市的網球發展特色。 

六、高雄市網球運動球場教練文化與學校體制文化之關係 

球場教練文化長期以來是培養高雄市網球競技發展的舵手，在教練間彼此的競
爭下，不管聲望、權力與利益是專業、知名度高教練的象徵，在競爭下也製造出的
一些問題，爸爸教練、小教練、球場教練兼爸爸教練、進入校園掌控等現象，其實

終的受益者還是網球選手本身，這讓想從事網球競技運動之選手是一大助益，對
於經濟狀況不是很好的選手產生莫大的助益，但也進而演變成學校體制文化的階段。 

在轉型階段，球場教練的競爭對象轉向為學校教師，彼此之間，各自展現訓練
成績、效率、團隊紀律、訓練環境等，甚至擴張整個訓練體系，其中與球場教練衝
突 大的是訓練費、選手被接收問題。學校教師面臨球場教練既是家長又是競爭的
角色，球場教練時常使用家長的角色干預學校球隊內務與學校行政等現象，或是透
過選手之家長牽制球隊訓練，造成學校資源的內耗。 

學校體制文化步入常軌後，學校教師面臨球場教練進駐學校教練的考驗，球場
教練結合校方規劃學術並重的網球升學途徑，結合課業與訓練雙軌的課程目標，以
升大學為價值導向，也就是取得前八名的甄試權即可，導致家長不希望專攻網球成
績，這種操作手法，造成各校不得不提升課業的教學環境，衝擊之下，讓網球選手
有更好的課業學習環境，但間接的影響家長對於孩子從事網球運動真正核心價值之
所在。 

學校體制文化的發展相對與球場教練在訓練上做切割，學校課堂上的時間一切
以學校為主，而球場教練的掌控時間轉為課後加強訓練，慢慢的，彼此間為了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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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產生了相互合作，雖然彼此為了選手的認同做競爭，在學校體制內，追求選手受
到學校教師在比賽期間控管與建立信任贏得比賽，而球場教練為了成績管控選手不
任意離開團隊，提升更好的訓練環境或訓練待遇，因此，彼此都為了榮譽，發展出
競爭和合作的型態現象（如圖一）。 

 
 
 
 
 

圖一   高雄市中小學網球訓練文化發展特色之關係圖 

結 語 

高雄市網球運動的發展依賴著球場教練文化與學校體制文化演變，但似乎是從
球場文化演變成現今學校體制文化，實質上不管是從家長立場、球場教練立場、教
師立場出發，三方面的利益考量下，透過球場文化和學校體制文化，形成共構的網
球訓練文化特色，這種網球文化特殊性，在彼此間相互拉扯，從相互攻擊演變競爭
又合作的關係，過程中既衝撞又趨於和諧、既拉扯又互助，相信在各種磨合下，慢
慢形成相互合作的網球文化形式出現。高雄市網球文化的形成似乎先發展再突變，
延伸到彼此仰賴與合作，這種方式，又跳脫台灣運動體系一脈相傳的框架，儼然成
為高雄市中小學網球訓練文化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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