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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年度大專校院足球運動聯賽男子第一級之

臺灣體育大學（臺中）入球分析 
洪金昌/國立中正大學 

黃子榮、趙榮瑞/國立臺灣體育學院 

摘要 
    本研究以 97學年度大專男子一級足球聯賽入球分析，以臺灣體育大學（臺中）之校

隊 12場比賽為研究對象。經由攝影、慢速觀看及記錄射門入球各種演變進行之分析。

得到下列結論：在本屆射門得分之入球區域、入球時段、入球部位、入球位置以及不同

射門方式都達顯著差異 (*p＜.05) 。此聯賽之臺灣體育大學共射入 59球，最佳得分位置

集中在 6碼區域附近，入球時間下半場大於上半場，射門入球以右腳最多，前鋒球員為

主要得分的位置，入球方式是 (one touch) 射門次數為最多。 

 
關鍵詞：入球得分、射門區域、攻擊、技術、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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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Taichung) scoring goals in Universities 

Football League Men's class 1 in 2008 academic 

year 
Chin-Chang Hong/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zu-Jung Huang & Jung-Jui Chao/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analysis of goal- scoring at Universities Football League Men's 

class 1 in 2008 academic year, the 12 games at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Taichung) 

as the subject. Through the photography, data were gathered from video in slow motion, and 

analysis different of evolve goal recorded. Hence concluded the finding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05) goal-scoring was the best place, the critical time of goal-scoring, the goal 

parts of goal-scoring, the position of goal-scoring and shots by different parts. The 59 goals by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Taichung) attended to Universities Football League Men's 

class 1 in 2008 academic year. The 6 years in front of the goals is the best place, the second 

half was better than first half in goal-scoring; right-foot shooting has the made-shots, the main 

goal-scoring was the striker, the most shots on goal-scoring was one touch.  

 

Keyword: scoring goals, goal area, attack, skill, ta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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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問題背景與動機 
    現代足球運動是一項激烈而富有魅力的運動項目，也是世界上最受人們喜愛、開展

最廣泛、影響最大的體育運動項目，所以稱足球是“全球化的體育運動”（洪金水、陳寶

億，2004）。一場精彩的足球戰況，瞬息萬變、精彩至極，竟吸引著成千上萬的球迷和數

以億計的電視觀眾成為電視節目中的重要內容，有關足球消息的報導，佔據了世界各種

報刊的篇幅，所以現代足球運動以成為人們生活中不可或缺的部分（趙榮瑞，1995；趙

榮瑞、呂桂花、黃文祥、劉燕惠，1996）。 

 

    一場 90分鐘的足球比賽，最精彩的場面為射門 (Shooting at Goal)，射門為隊友支

援與個人技術的綜合表現，是比賽勝負的關鍵 (Kirkendall, Dowd ＆ Cicco, 2002)。趙榮

瑞（1995）研究 1994、1998、2002 世界盃足球賽射門技術分析指出，射門是有效完成

攻擊過程的最後步驟，球隊無論技、戰術多麼成功，但若沒有臨門一腳之射門入球，那

麼除了沒有贏的把握，也增添了幾分輸的可能。但射門品質欠佳，造成重量不重質，以

致無法把握「近距重角度，遠距重力道」之原則，那也是徒勞無功。藉由瞭解球隊的特

性才能在訓練方法上有正確的方向，從許多的研究方式中可以探討出球隊在比賽中的缺

失，而射門得分情形為最基本且重要的方式（陳琨山，2008）。更何況電腦資訊日新月

異，運動訓練與技術的發展已不停留在埋頭苦練、土法煉鋼的時代，蒐集各項競賽資料

及分析內容是教練及選手們必須去瞭解，並從中能得知球員個人的能力與球隊默契的配

合程度（曾瑞成，2009），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因此，本研究範圍是針對 97 年大專男子足球聯賽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男子足

球隊伍之射門入球表現成重要的議題，期望本研究能提昇國內足球射門技術及觀念之最

佳情報與資料。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本屆臺灣體育大學男子足球隊不同區域得分之分析。 

（二）探討本屆臺灣體育大學男子足球隊不同時段入球得分之分析。 

（三）探討本屆臺灣體育大學男子足球隊不同部位射門得分之分析。 

（四）探討本屆臺灣體育大學男子足球隊不同司職位射門得分之分析。 

（五）探討本屆臺灣體育大學男子足球隊不同射門方式得分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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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參加 97學年度大專男子第一級足球聯賽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校隊

為研究對象共 12場（平均身高 172.7±9.8公分，平均體重 72.3±5.5公斤，平均年齡 21±2

歲）。以臺灣體育大學（臺中）校隊為本研究分析對象的理由，乃因臺灣體育大學（臺中）

達成大專足球聯賽連續五連霸之戰績，其創下國內之紀錄，深受國內注目的程度不在話

下，則要瞭解球隊之優缺點，因此，期望將所得之研究結果分析能對日後訓練有所助益

並使日後比賽成績更加輝煌。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運用觀察法並以研究者本身、從事足球專業經驗長達十年之二位，並會同協

助指導教授（特邀國內足球戰術分析專家趙榮瑞教授親臨指導），共計四位擔任

本研究之記錄人員。從中記錄每場比賽之過程，並利用 DVD 錄影機之設備，錄製而成

影帶，經由影帶慢速觀看，加以記錄射門入球各種演變行進行之分析，每一射門入球記

錄皆必須透過三位研究人員相互對照，確定無誤後，登錄最後的記錄表格，再進行研究

探討，其以下內容：  

 （一）不同區域：分 A、B、C、D等四個區域（如圖一）。 

 （二）不同時段：以每 15分鐘為一單位，共計六單位（註：加時賽不採計）。 

 （三）不同部位： 分頭部、右腳、左腳及其他（烏龍球）。 

 （四）不同司職位置：前鋒、中鋒、後衛及烏龍球。（註：烏龍球指自己球員                

射入自己球門，拱手讓對方得分） 

 （五）射門方式：分 (one touch) 一次觸碰射門、 (two touch) 二次觸碰射門、(dribble) 

盤球射門等。 

 

三、 研究限制 
 （一）惟獨延長加賽及不分勝負之比賽踢罰點球之得分，不列入本研究之得分範圍。 

 （二）球員比賽時的心、生理狀況及比賽地點的氣候，溫度等均非本研究限制。 

 

四、資料分析處理 
 （一）描述性統計：以次數分配及百分比對比賽之入球得分：不同區域、不同時段、

不同部位、不同司職位置及不同射門方式得分等變數，予於說明。 
 （二）本研究以χ2統計方法考驗 (Chi-Square test) 來檢定各項差異情形如： 
    不同區域、不同時段、不同部位、不同司職位置及不同射門方式得分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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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研究所有差異性顯著考驗之顯著水準定為.05。 
 

参、結果 
一、不同區域得分之分析 
    本研究結果本屆男子足球賽之入球得分共射進 59球（如表一），將得分區域劃分為

A、B、C、D 區域共四個部分（如圖二）。從表一數據顯示在不同區域得分卡方檢定結

果顯示，不同區域得分入球達到顯著差異(χ2值=14.424 , df=3 , *p=.002＜.05)。從表該屆

之得分位置，大多集中在球門前 0至 6碼處為 A區，射入 23球佔總入球數 38.9％，為

最多區域入球高頻率地帶，其次 B區射入 21球佔總入球數 35.6％，接著為 C區射入 8

球佔總入球數 13.6％，最後為 D區射入 7球佔總入球數 11.9％。 

 

二、不同時段入球得分之分析 
    從表二數據顯示在不同時段入球得分卡方檢定結果顯示，不同時段入球得分之分析

未達到顯著差異(χ2值=4.763 , df=5 , *p=.446＜.05)。然而發現 31分至 45分入球時間有

14球，佔總入球時間 23.7％為最高，依序是 61分至 75分入球時間有 12球，佔總入球

時間 20.3％，16分至 30分入球時間有 10球，佔總入球時間 16.9％，46分至 60分與 76

分至 90分其有 9球，佔總入球時間 15.3％，0分至 15分入球時間有 5球，佔總入球時

間 8.5％為最低。 

 

三、不同部位射門得分之分析 
    從表三數據顯示在不同部位射門得分卡方檢定結果顯示，不同部位射門得分之分析

達到顯著差異(χ2值=26.898 , df=3 , *p=.000＜.05)。在本屆比賽中右腳射入 29球最多，佔

總入球數 49.1％，依次是左腳射入 19球，佔總入球數 32.2％，頭頂攻進有 7球，佔總入

球數 11.9％，其他（烏龍球）有 4球，佔總入球數 6.8％為最低。 

 

四、不同司職位射門得分之分析 
    從表四數據顯示在不同司職位射門得分卡方檢定結果顯示，不同司職位射門得分之

分析達到顯著差異(χ2值=27.305 , df=3 , *p=.000＜.05)。中場入球 31球，佔總入球數 52.6

％為最多，依次是前鋒入球 14球，佔總入球數 23.7％，後衛入球 10球，佔入球數 16.9

％，烏龍球入球 4球，佔總入球數 6.8％為最低。 

 

五、不同射門方式得分之分析 
  從表五數據顯示在不同射門方式得分之比較卡方檢定結果顯示，不同射門得分之分

析達到顯著差異(χ2值=6.746 , df=2 , * p=.034＜.05)。在 (one touch) 射門入球29球，佔總
入球數49.2％為最多，依次是(two touch)射門入球16球，佔總入球數27.1％， (dribble)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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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入球14球，佔入球數23.7％為最低。 
 

肆、討論 

一、討論 
（一）不同區域得分之分析 

    盧浩貴、趙榮瑞與楊書銘（2006）針對 2005 年全國運動會男子組八強賽進行統計，

四個區域中得分情形方別為 A 區＞B 區＞C 區＞D 區。林南明（2005）針對大專院校

甲組足球聯賽中國文化大學足球隊為對象經過統計發現 B 區＞A 區＞C 區＞D 區。陳

政雄與蕭永福（2004）統計 2002 年日韓世界杯足球賽結果為 B區＞A 區＞D 區＞C 

區，其中 B 區得分為總得分的 54％。蔡輝烔與盧美麗（2004）指出 B區域是射門得分

最佳區域，由於該區域位於球門正面，射門角度大造成守門員防守難度高，以至高得分

得區域。 

 

    研究結果發現，進球區域最多是 A、B區，這說明正對球門區域射門角度較大（加

上罰點球球數）導致進球多，同時 AB區也是球隊防守的重點區域。尤其是球門區的八

碼附近進球數往往較高，證明此區域是攻擊或防守重要的地帶。射門區域是受到距離與

角度的影響限制非常多；近距離射門必須要有角度、遠距離射門必須要有力道。因此技，

戰術不斷的演變造成得分區域也會有不同。 

 

（二）不同時段入球得分之分析 

    研究發現，上場球員在準備運動尚未就緒，如熱身運動未能做好、比賽心理調適未

就緒、沒有自信心等因素，因此上場比賽時過於大意、鬆懈、不小心或輕易讓敵方射門

等心態導致容易被進球，所以在此時段特別容易被進球（黃文祥、莊淑惠，2006）。照

如此這樣，是因為賽前準備活動質量不高，沒能起到應有的作用，使生、心理在比賽開

始階段末未能達到適應激烈對抗的要求，所以在比賽剛開始生、心理機能尚未進入比賽

狀態，球員間的補位不能即時且積極，導致容易出現漏洞讓進攻者有機可趁，所以失球

是可以預料的（趙榮瑞，1997）。陳政雄、蕭永福（2004）研究顯示足球比賽上半場剛

開始，身體各種狀況尚未完全適應，如熱身不足，或對對方戰術不熟，不敢輕言攻擊等，

故採保守的態度，以不失球為原則的防守策略。尤其是當雙方實力相近，比賽雙方在開

始的打法都很保守，不會輕易的猛烈攻擊，甚至在上半場的時間在瞭解適應對手的戰術

及戰略的打法，才展開全面性的攻擊（鄭秋華、胡洪泉，2003）。在下半場剛開賽 15

分鐘（46至 60），王巍與王軍（2006）指出這是因為隊員經過中場休息，身心得到了

調整，同時，通過教練團對上半時的觀察及分析，發現問題，即時告誡隊員下半時的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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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要求，這時隊員的心理和生理得到了恢復，故進球數較高。 

 

    所以本研究更能證明足球運動在上、下半場開賽的前 15分鐘是心理及生理未做建

設及調適的原因，然而下半場高於上半場之入球率的主要原因是體能狀態下滑之原因。 

（三）不同部位射門得分之分析 

    在不同部為射門以右腳居多，透過觀察球員平常練習訓練及球員下場名單的慣用腳

使用，大部份都使用右腳來傳、控球等技術動作，所以主要射門次數以右腳＞左腳＞頭

部＞其他（烏龍球）。 

 

    另外盧浩貴、趙榮瑞與楊書銘（2006）分析 2005 年全國運動會男子組八強賽結果

發現右腳＞左腳＞頭頂入球；陳政雄與蕭永福（2004）統計 2002 年日韓世界杯足球賽

結果為右腳＞左腳＞頭頂；趙榮瑞、楊書銘、廖愛甘（2003）統計 1994、1998、2002

世界盃結果發現右腳＞左腳＞頭頂；過去將不同身體部位得分方面分為三種，右腳、左

腳、頭頂。其中得分以右腳為最多，左腳為次多和頭頂為最少。從以上相關文獻中可以

得知足球運動主要得分以右腳為主，左腳為輔，頭頂球漸漸變多的趨勢。 

 

（四）不同司職位射門得分之分析 

    前鋒仍是本屆主要射門得分入球主力；林南明（2005）大專校院甲組足球聯賽中國

文化大學足球隊為分析對象發現，鋒進 39 個球，中場進 17 個球，後位進 11 個球，

利用變異數分析檢驗不同職司位置得分情形，結果不同職司位置得分與賽次之間有顯著

性差異。蔡尚明（2001）統計第九、十、十一屆亞洲盃女子足球錦標賽結果發現得分以

前鋒最多，後位最少。    

 

    現代足球比賽不斷的創新，但使終不變的定律是前鋒球員還是主要得分的職司位

置。雖然多位國家發展出全攻全守之策略，其改變了前鋒是得分的最主力，中場球員得

分數漸漸增加，但握有得分權的還是以前鋒球員為主(曾瑞成，2009)。 

 

（五）不同射門方式得分之分析 

    在不同射門方式以(one touch) 射門次數為最多；趙榮瑞（1995）研究 1994 年世界

盃足球賽射門狀況，其結果發現在攻擊時，應設法引出後衛，並藉直接傳球、小組配合

傳球、撞牆式傳球、斜傳穿越式傳球以及、兩側吊中等傳球方式，將球傳至球門正面靠

近球門區域附近，並進入傳球路線其迅速 (one touch) 起腳射門，同時，靠近左右側球

門附近的球員來說，射門的角度更大，因為更容易觀察球門及對方守門員的動向使射門

之命中力提高（黃子榮、趙榮瑞、楊書銘、郭恬如，2008）。因此，快速熟練地掌握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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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情況下的射門技術，是爭取射門的時間、空間和射門時機的必備條件。黃文祥（2008）

指出能夠在攻擊區域獲得攻擊的主導權，且經過簡單的傳球，傳入得分區域射門得分，

這是得分最佳公式，也是贏球最大的特點。所以，那種原地、慢吞吞、非對抗的射門技

術動作，已不適應現代足球運動的發展。因此，在訓練中必須用現代的足球理念指導射

門訓練，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比賽中射門的質量往往是決定一支球隊勝敗命運的關鍵。 

 

二、結論 
   本章根據觀察每場比賽得分與進攻過程並記錄下來，經由統計上的處理及分析結

果，歸納討論所得之發現，據以上做成之結論： 

（一）不同區域得分入球達到顯著差異(χ2值=14.424 , df=3 , *p=.002＜.05)。從表該屆之

得分位置，大多集中在球門前 0至 6碼處為 A區，射入（23球/38.9％），為最

多區域入球高頻率地帶，其次 B區射入（21球/35.6％），接著為 C區射入（8

球/13.6％），最後為 D區射入（7球/11.9％）。 

（二）不同時段入球得分之分析達到顯著差異(χ2值=4.763 , df=5 , *p=.446＜.05)。然而

發現 31分至 45分入球時間有（14球/23.7％）為最高，依序是 61分至 75分入球

時間有（12球/20.3％），16分至 30分入球時間有（10/16.9％），46分至 60分

與 76分至 90分其有（9球/15.3％），0分至 15分入球時間有（5球/8.5％）為最

低。 

（三）不同部位射門得分之分析達到顯著差異(χ2值=26.898 , df=3 , *p=.000＜.05)。在本

屆比賽中右腳射入（29球/49.1％），依次是左腳射入（19/32.2％），頭頂攻進（7

球/11.9％），其他（烏龍球）入球有（4球/6.8％）為最低。 

（四）不同司職位射門得分之分析達到顯著差異(χ2值=27.305 , df=3 , *p=.000＜.05)。中

場入球 31/52.6％為最多，依次是前鋒入球（14/23.7％），後衛入球（10球/16.9

％），烏龍球入球（4球/6.8％）為最低。 

（五）不同射門得分之分析達到顯著差異(χ2值=6.746 , df=2 , * p=.034＜.05)。在 (one 

touch) 射門入球（29球/49.2％）為最多，依次是(two touch)射門入球（16球/27.1

％）， (dribble) 射門入球（14/23.7％）為最低。 

 

三、建議 
（一）A、B區是各隊射門攻防作戰必爭之地，因此在訓練中加強不同區域及不同方式的

射門練習。 

（二）教練及選手應瞭解入球時間的曲線，讓選手能夠在最短時間進入比賽狀況，並且

在入球最多的時段加強選手攻防技、戰術的配合。 

（三）教練在訓練時要嚴格要求選手加強非慣用腳之使用，以增進球員技術的熟練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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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守時，除應預防對方右腳射門外，對於特定球員選手也應防範左腳射門。 

（四）教練訓練時，應加強後衛長射選手及突擊之能力；防守時，應加強中場選手防守

觀念避免讓對方球員有長射及突擊之機會。 

（五）攻擊時，鼓勵選手將球送往球門前 12 碼區域附近之危險地帶給鋒線(one touch) 起

腳射門；防守時，應注意球門前 12 碼內之危險地帶對方鋒線選手是否有人看守。 

 

四、未來研究方向 
（一）本研究利用之入球比賽過程，每場每項記錄所需數據資料。未來研究可以加強研

究工具，例如：觀看錄影帶時可以算出傳球與射門距離的工具、射門之入切角度

及賽前選手之基本體能，提供具體的數據，來檢視選手對於競賽表現上是否能有

效提升為依據。 

（二）本研究以針對本屆臺灣體育大學（臺中）男子足球校隊為比賽過程之入球表現進

行研究，建議未來研究可朝以單一頂尖球隊比賽的攻擊隊形，防守隊形來相互比

較，更清楚的瞭解國外與國內頂尖球隊之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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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射門區域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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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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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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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自：盧浩貴、趙榮瑞、楊書銘（2006），p118 

 

圖二 不同區域得分之標誌點 

 
表一 不同區域得分之比較 

不同區域 A區 B區 C區 D區 χ2值 
入球數 23 21 8 7 
觀察次數 23 21 8 7 
理論次數 14.8 14.8 14.8 14.8 
百分比(％) 38.9％ 35.6％ 13.6％ 11.9％ 

14.424* 

Total (總和) 59 df＝3 

*p＜.05 

 

表二 不同時段入球得分之比較 
上半場 下半場 時間分段 

0－15 16－30 31－45 46－60 61－75 76－90 

χ2值 

入球數 5 10 14 9 12 9 
觀察次數 5 10 14 9 12 9 

理論次數 9.8 9.8 9.8 9.8 9.8 9.8 

4.763* 
 

百分比(％) 8.5％ 16.9％ 23.7％ 15.3％ 20.3％ 15.3％  
Total (總和) 59 df=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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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不同部位射門得分之比較 
不同部位 右腳 左腳 頭部 其他 χ2值 
入球數 29 19 7 4 

觀察次數 29 19 7 4 
理論次數 14.8 14.8 14.8 14.8 
百分比(％) 49.1％ 32.2％ 11.9％ 6.8％ 

26.898* 

Total (總和) 59 df＝3 

 *p＜.05 

 

表四 不同司職位射門得分之比較 
司職位置 前鋒 中場 後衛 烏龍球 χ2值 
入球數 14 31 10 4 
觀察次數 14 31 10 4 
理論次數 14.8 14.8 14.8 14.8 
百分比(％) 23.7％ 52.6％ 16.9％ 6.8％ 

27.305* 
 

Total (總和) 59 df＝3 

*p＜.05 

 

表五 不同射門方式得分之比較 
不同射門 one touch射門 two touch射門 dribble射門 χ2值 
入球數 29 16 14 
觀察次數 29 16 14 
理論次數 19.7 19.7 19.7 
百分比(％) 49.2％ 27.1％ 23.7％ 

6.746* 
 

Total (總和) 59 df=2 

*p＜.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