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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討羽球比賽擊球次數與持續時間對得分之影響。研究為 2013 年全國羽

球團體錦標賽優秀男選手男女各一名，數據以影片分析方式進行。影片紀錄包含

球數、揮拍數與揮拍時間。結果顯示男選手第一局比賽總球數為 34 球，拍數 166
拍，總時間為 282.78 秒。單球最多拍數為 17 拍，單球最長時間 28.74 秒；單球

最少拍數為 1 拍，單球最短時間為 1.85 秒。女選手球數為 34 球，總拍數 159 拍，

所花總時間 299.64 秒。單球最多拍數為 11 拍，單球最長時間 19.68 秒；單球最

少拍數為 1 拍，單球最長時間 2.64 秒。優秀男選手單局每得分平均拍數約為 4.88
拍（標準差=3.80）；優秀女選手單局每得分平均拍數約為 4.68 拍（標準差=2.76）。
結論：結果分析顯示優秀選手在擊球拍數與擊球時間表現，均快於一般甲組選

手。因此建議應提高一般選手的訓練節奏與快速力量能力，才能在最短的時間與

擊球數量獲得勝利。 
 
 
問題背景 
在2006 年1 月1 日起，正式實施21 分落地得分制，也採三局二勝賽制，不僅將

原本的發球得分制改成類似排球的落地得分制，並且在比賽間休息時間上也做了

重大的修改。呂芳陽與盧正崇（2006）指出羽球新制最大的改變即是取消發球權

得分制，改為直接落地得分，使得比賽節奏更加快速與比賽偶然性的增加。以往

舊制規則所擬定的戰略戰術強調的是體力為基，戰術為輔的耗久戰；這樣的訓練

模式是否還能符合新賽制的需求？以及選手的競賽結構內容是否也會因賽制的

不同有所改變？如何因應新賽制的改革，在訓練方法做適當的改變？這些問題成

了近幾年教練與選手極為關心的議題。基此，本研究希望藉由2013 年全國羽球

團體錦標賽男選手和女選手於賽中球數與拍數之相關性羽球比賽時間結構與拍

數進行分析探討並比較性別差異，來提供教練、選手做技能強化、擬定有效戰略

戰術之參考，藉以提高國內整體羽球運動表現。 
 

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所稱優秀選手係指參加2013 年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中男選手薛○○
和女選手戴○○為研究對象。 
二、比賽評估依據本研究採用觀察標記分析方法進行競賽影片分析紀錄，此方法

是藉由競賽影片的觀察，記錄運動員的擊球拍數、比賽時間等競賽資料，探討目

前國內最優秀之男女羽球運動員比賽時間結構。2013年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為本



次研究依據。 
 

結果分析與討論 
表-1 為國內優秀羽球男女單打選手球數、拍數與揮拍時間。第一局比賽之記錄：

男選手總球數為 34 球，總拍數 166 拍，所花總時間 282.78 秒。單球最多拍數為

17 拍，單球最長時間 28.74 秒；單球最少拍數為 1 拍，單球最短時間 1.85 秒。

女選手總球數為 34 球，總拍數 159 拍，所花總時間 299.64 秒。單球最多拍數為

11 拍，單球最長時間 19.68 秒；單球最少拍數為 1 拍，單球最長時間 2.64 秒。 
 
表一 男選手球數、拍數與揮拍時間 

選手 球數 拍數 拍數時間 

男 
女 

34 
34 

166 
159 

282.7 
274.7 

    
男、女選手每球擊球時間分析。男選手總共花了 34 球贏得第一局比賽，總時間

為 282.78 秒，每次得分平均時間為 5.7±3.4s；女選手總共花了 34 球贏得第一局

比賽，總時間為 274.72 秒，得分平均時間則為 8.9±5.9s；男、女選手每得分擊球

時間平均值差異 3.2s (圖二)。若與鄭永成、謝豐盛、陳德盛（2010）提出之甲組

選手每局總揮拍時間男子為 40-140 秒，女子為 70-180 秒之間，則可以發現，本

研究中不論是男女選手比賽的強度，皆高出一般甲組選手相當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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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比賽每得分擊球時間分析 
 

 
 
結論與建議 
結果分析顯示優秀選手在擊球拍數與擊球時間表現，均快於一般甲組選手。因此

建議應提高一般選手的訓練節奏與快速力量能力，才能在最短的時間與擊球數量

獲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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