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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目的為分析世界級男女羽球雙打選手三段技術表現之

差異性。方法：研究樣本以 2020東京奧運決賽賽事，男、女雙打決賽，

並使用次數百分比來分析。結果：發球在前中路表現上男子選手為 26%

與女子選手 5%有明顯之差異。接球在接小球後場球 3%與接長球殺球 0%

有女子選手之 10%與 19%來得有威脅性。在相持段主動得、失分中，男、

女生分別為 42%、26%，28%、14%；而在相持被動得、失分中，男、女

生分別為 17%、15%，28%、30%，這顯示男生在相持段主動方面比女生

高得多，而在相持被動方面女生比男生高得多。結論：男女雙選手在接

發球，以接小球中場球為主要戰術策略，男女選手以回擊中路球與殺球

為首要策略。若前三拍的發接發處理得好，在後面的相持段便較能掌握

主動優勢，而相持段主動越高，得分也會有越好的現象。 

關鍵詞:發球、發接發、相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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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focus on the different performance in 

the three-stage technique of world-class badminton mem’s and women’s 

doubles players. Methods: The sample in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2020 Tokyo Olympic finals: men's and women's doubles finals, and using 

the percentage of times. Result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26% of men's players and 5% of women's player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ront center. 3% of catches and 0% of long-ball smashes are less 

threatening than 10% and 19% of women’s players. In the active gain and 

loss of points in the stalemate segment, men’s and women’s accounted for 

42%, 26%, 28%, and 14%, respectively; while in the passive gain and loss 

of stalemates, men’s and women’s accounted for 17%, 15%, and 28%, 

respectively. , 30%, which shows that men are much more active than 

women in the stalemate segment, and women are much higher than men in 

the passive aspect of stalemate. Conclusion: The men’s and women’s 

doubles players are receiving the serve, and the main tactical strategy is to 

receive the small ball in the midfield. If the sending and receiving of the 

first three beats are handled well, the following stalemate segment will be 

able to grasp the initiative advantage, and the higher the initiative in the 

stalemate segment, the higher the score will be. 

Keywords: serve, serve and receive, stale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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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章緒論分成四節論述，內容依序為：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羽球是一種快慢搭配的運動，所需場地不大，也不限室內或是室

外，是一項老少咸宜的國民運動，全國目前約近有 200萬人把羽球當

作休閒活動或是健身。羽球運動發展以來，於英國 1899年舉行的第

一屆羽球錦標賽為最早的比賽，發展到現今成為歷史最久的，全英羽

球公開賽，之後陸續有許多的國際性重大比賽舉行如：奧運、亞運、

世界巡迴賽總決賽、蘇迪曼盃、湯姆斯盃、優霸盃、各國公開賽…

等，而台灣近幾年來羽球有崛起發展的趨勢，這可以從「2017世界大

學運動會」以及「台北羽球公開賽」的比賽成績和盛況可以看出。黃

嘉源(2004)。 

  羽球運動起源於英國，19世紀中葉，印度西部的普納出現了，現代

羽球運動，當時是以地名「普納（Poona）」來稱呼這種運動，駐在當

地英國人頗為喜愛這種新運動，因而將它傳回英國本土，1860年在英



2 
 

國格拉斯特郡的伯明頓莊園舉行了一場公開表演，引起許多人的注

意，並逐漸傳播開來。後來人們便以該場表演的莊園名稱「伯明頓

(badminton) 」來稱呼這項運動，然而在華語地區該名稱並未普遍，

而是依球具而稱之為「羽球」運動。縱使羽球運動已經普遍的受到全

國大家的喜愛，但是因為比賽的時間太長過於沉悶，一般的觀眾觀的

觀賞性不高，也不利於媒體轉播，所以為了促進羽球運動的發展，提

升媒體轉播的商業化效果，國際羽總在 2006年全面改成新制 21分落

地得分制，三戰兩勝賽制，才將過於沉悶的比賽，改變成刺激又精彩

的比賽。楊繼美(2006)。 

  而新賽制的實施，使得比賽過程變得更加精彩緊湊，雙方的實力感

覺上都很接近，誰勝誰負都在伯仲之間，也因這樣常使得賽會種子球

員大爆冷門，讓一些專家們摸不著頭緒，比賽的結果常出現驚奇，而

成了話題，添加了不少激情，也提升了比賽觀賞性。至於雙打與單打

的技術使用是有明顯不同，雖然雙打的場地範圍要比單打來得大，但

卻是由兩個人來共同承擔，相較下負責的區域要比單打來的小，雙方

在短兵相接的情況下，加上新賽制的實施，縮短了出拍的思考時間；

相對的，對手回球節奏也變得更快。涂國誠(2008)指出，男子雙打在

新賽制每拍的擊球時間顯著縮短，女雙雖有縮短，但未達顯著。也因

此更加考驗著搭擋雙方彼此間的默契，只要其中一人不在狀態下，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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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閃失，一顆球處理得不到位出現漏洞，就會給對方製造機會，突破

了兩人彼此間的配合陷入劣勢，而形成輸球的原因。所以說雙打不只

是個人基本技術要純熟，兩人戰術應用的默契、輪轉的流暢度、技術

打法的搭配及彼此間情緒的控管，每個環節都是影響輸贏的關鍵。近

年來，各國隨著訓練方法整體水平的提升，每個雙打選手都在發接發

的質量及路線變化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希望在第一時間上就能搶得

先機，讓對方無論在接發球之發力或啟動上增加難度，想在前三拍中

就能掌控場上的主動權，進而也提高了獲勝的機會。蔡佳欣(2011)指

出從比賽開始，前三拍是比賽中極為重要的戰術環節，往往一場球賽

當中能藉由前三拍的出手可確認比賽中的勝負，更可顯示出選手在技

術方面的層次。男子雙打是為五個比賽項目中，攻守競爭最激烈，搶

網意識最快速的項目，要怎麼掌握先機，尋求主動出擊而取得優勢，

從發接發前三拍到後面的相持段，雙方都盡可能以速度在中半場就想

解決對方。陳俊汕(2000)認為快速是當今羽球發展的趨勢之一，尤其

在男子雙打中，誰能掌握中場主動，誰就能有較大獲勝的機會。然而

女子雙打的發展越來越接近男性化，網前積極的搶網，快速的輪轉，

甚至出現強勁的跳殺，戰術使用已不再像以前只要求穩健的打法，跟

男子選手如出一轍，講求速度、力量、發接發質量及中半場搶攻意

思。田秉毅(2006)認為 21分制帶给中國女雙很大的衝擊，在比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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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時，就要看誰能把握前半場，發球與接發球的機會，才具有掌控整

場局面的優勢。 

  在 2020的東京奧運比賽中，我國的王齊麟、李洋史無前例奪下金

牌，戴資穎穫得銀牌，全國掀起一股羽球熱，把羽球視為新國球，同

時也明顯感覺到政府、民間企業對羽球的重視與支持，希望這股熱潮

能夠持續下去，本身也是從事職業羽球的選手，希望本研究結果，利

用分析男女選手在發、接發、相持段等三段技術使用之優劣，對於日

後教練戰術指導、比賽應用或後續研究者能提供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分析羽球男女雙打選手，於發球、接發球、和

相持段之各項技術使用率上有哪些差異性。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 2020東京奧羽球雙打男、女決賽賽事為研究範圍並以出

賽選手為研究對象。只針對技術使用之數值來作分析探討，而比賽選

手之生理、心理和其他因素為本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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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各項技術名詞解釋： 

（一） 撲球（net smash） 

也稱為網前殺球，當球剛剛過網時閃動手腕撲擊前去，彈殺球

過網直向空檔或對方身上（體育大辭典，1984）。 

（二） 網前短球（close net shot） 

指將羽球從網前還擊至網前的球，稱為網前短球（體育大辭

典，1984）。 

（三） 推球（push shot） 

指舉拍略高於球網，將越網而過的球，用手推的方式，使球被

推擊至對方弱點處的擊球法（體育大辭典，1984）。 

（四） 擋網前球（net shot） 

擊球點在擊球員身體的兩側或近身，揮拍動作幅度較小的稱為

擋球，使球以與地面平行或向下飛行的弧度擊到對方場區（紀

世清，1999）。 

（五） 抽球（drive） 

指在中場處於被動時，在身前快速閃動腕關節向前平揮掃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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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行徑路線成平飛快速過網至對方後場區，是一種直線，對角

線快速擊球法（體育大辭典，1984）。 

（六） 發球（service） 

發球限於規則，發球員的球拍擊球瞬間，整個羽球應在場地地

面量起 1.15公尺以下（中華羽球協會，2020）。 

（七） 挑球（lob shot） 

指一種防守性技術，當來球貼網而落以低手擊球法將球擊至又

高又遠的端線垂直落下，迫使對手退到後場擊球，減弱其進攻

威力，而自己有更多時間返回原心位置（體育大辭典，1984）。 

（八） 接發球（Receiving） 

指接球方回擊發球方的發球所表現的技術，包含平推，下壓，

放網與挑球等四種（體育大辭典，1984）。 

(九) 本研究所指發球落點區，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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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網 

   

前外側 前中側 前內側 前內側 前中側 前外側 

    

後外側 後中側 後內側 後內側 後中側 後外側 

    

 

圖 1 發球落點區示意圖 

 

 

 

 

 

 

 

 

 

 

 

 

  



8 
 

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節主要探討發球、接發球打法及雙打技戰術之相關文

獻，依序為羽球基本戰術之探討、羽球雙打戰術之探討、羽球雙打技

戰術應用之分析、文獻探討小結。 

 

第一節 羽球基本戰術 

 

  面對身材高大的運動員（尤其部分男女的身高差別較大時），

在接發球上應以穩為主，多使用搓放及撥的技術，將球處理至前場及

中前場，而具有身高優勢的運動員，接發球時可選擇更主動的撲、推

等技術，落點以中前場及中場居多，身材一般的運動員應突顯以我為

主的技術特點，穩中求變（張然，2015；高趙晨哲，2011）。 

當對方發後場球時，戰術策略上仍以接發球要兇、快及穩的特

點，來增加對手發球壓力，注意技術及落點的變化，控制比賽的主動

權（盧正崇、号芳陽，2010；朱尊海，2017)，以殺扣、切吊球為

主，但如沒有絕對把握時不以全力擊此一拍，以 8、9成的速度力量

接發，落點仍以前半場為主，控穩身體姿勢準備下一拍的來球。男運

動員接發後場球時，女運動員需快速上網，準備搶封前場球；而女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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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接發後場球時，出現男前女後時不要強行輪轉，視時機再輪轉以

免讓對方壓迫站位空檔陷入被動。接發後場球時：也應盡量避免回擊

高球，如在被迫下回擊高球也應該擊至己方女運動員的對角線後場，

減低對手對己方女運動員的攻擊威力。 

  陳俊汕（2000）提到發球與接發球是羽球運動中短兵相接的前兩 

拍，因此發球與接發球的技術好壞，會直接影響的比賽的勝負。 

  涂國誠（2008）研究發現，新賽制實施後，男子雙打的每拍時間 

較舊賽制達顯著縮短，顯示打法節奏更為快速激烈，因此快速進攻是

男子雙打的發展趨勢；而女雙方面的平均每拍時間則無明顯差異，顯

示戰術仍以守中反攻為主，並尋求體能的突破，以強化組織反攻的能

力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陳儷今（2008）指出，發球與接發球對落地得分的賽制，是一項 

很重要的技術，哪一方在前三拍的技術表現不夠靈活穩定，在比賽時

就容易處於被動的劣勢。 

  盧正崇與呂芳陽（2006）指出新賽制的實施，迫使雙打可能在第 

一拍就進入攻防，因此在發球與接發球應下更多的努力，同時也須提

高對下壓球質量的要求。 

  李森（2005）提到發球質量的好壞，會直接影響主動和被動，是 

得分的重要環節，掌握好發球戰術，有利於場上局勢的主動，因此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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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時要做到軟硬結合、長短結合與直線對角結合。 

  張博與邵年（1997）認為戰術代表選手在競賽時，憑藉自己的專 

長與優點來克制對手的弱點，以達到克敵制勝之目的，即為戰術。 

  彭美麗與侯正慶（1998）說明在羽毛球比賽中，雙方都想要控制 

對手，力爭主動，以己之長剋彼之短，抑彼之長，避己之短，控制與

反控制的競爭是十分激烈的，能根據不同對手的特點，採取相映變化

的技術手段而勝之，這便是戰術的意義。 

  廖焜福（2002）認為羽球戰術是指選手在比賽中為表現出高超的 

競技水準和戰勝對手而採取的計謀和行動。 

（王丹，2015；于鵬，2014；佘曦、傅強、陳滔，2013；吳靜知，

2016；張超軍，2014；楊宇辰，2015；蔡峰，2015；)，優秀的男雙運

動員接發球多以搶搓放球、快撥擋球及快推壓球的技術實施，強調擊

球手法的「早、前、平、快」及接發球技術的品質要求，盡可能的運

用進攻下壓技術並增加接發球落點的變化，迫使對手將球起高。 

第二節 羽球雙打技戰術分類 

 

  多拍攻守後的戰術主要又分為：攻人戰術、攻身體戰術、攻區域戰術、

以守反攻戰術（郭名集，2007；涂國誠，2000）。 

  （一）攻人的戰術：經常運用在混合雙打的戰術，由於女運動員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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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與防守能力皆較男運動員為弱，所以採用這種戰術可以有效的達到

破壞對方防守、提升取得主導優勢的機會。以優勢政劣勢，有效取得主

動或得分。並想高進攻的連貫性，擾亂對方防守，造成對方的空擋，集

中攻擊女運動員增加對方男運動員的防守負擔，更應調動對方女運動

員使其在後場擊球，降低對方進攻優勢。 

  （二）攻身體戰術：近身體的持拍側是防守的弱區，準確攻擊對方近

身的持拍側肩膀部位，可有效降低對方的防禦。如對方防守能力差，則

我方容易得分，防守能力好也只能打出平球，讓我方有封網的機會並持

續進攻。 

  （三)攻中路戰術：攻擊中路是雙打常用的進攻戰術，不論對方把球

打到什麼位置，我方進攻的落點都集中在兩人的中間或中線上，但是在

混雙的應用場合上要根據對方的站位來決定。例如，對方回高球時，扣

殺落點應靠近對方女運動員；主要目的在增加對方男運動員防守的負

擔及對方女運動員防宇的失誤，並增加兩人處理球時衝突的機會。 

  (四)攻直線戰術：即殺球路線和落點均為直線，沒有固定的目標和對

象，只依靠殺球的力量和落點來取得分數。 

  （五)中場兩側腰帶區域的進攻戰術：女運動員利用推、擋的方式，

男運動員利用點殺的方式，使球點落在對方場區兩側邊，即女運動員後

方及男運動員前方的區域，迫使對方產生被動擊球，或是低手被動回高

 

 

 

 

 

 

 

 

 

 

 

  

 

 



12 
 

球來製造攻擊機會。 

  （六)吊角的戰術：網前兩角以及對方男運動員的後場反手側，都是

進攻的有效球點，目的在降低對方回球的質量以及進攻的機會。 

  （七)雙壓進攻戰術 

提高進攻的連貫性，特別是在前半場或中場的攻擊，可提高進攻的成功

機率，並造成對方回球的壓迫，尤其是針對女運動員做攻擊，效果更好。 

  進入多拍階段後，原則上打法仍需注重早、前、平、快的技術要求(涂

國誠，2007）多實施攻人、攻身、攻三角及防守反擊等基本的戰術，合

宜的球路及落點有效控制對手，進而達到連續進攻的目的。 

 

第三節 羽球技戰術分析相關文獻 

 

  鄭元龍、羅月英與陳五洲(2001）針對一位世界級男單選手在數 

場比賽中，總得分與總失分的技術表現做統計分析，以瞭解此位選手

的優、缺點，發現此位選手在總得分的技術特長依序為對角平高球

(40.6%）、跳躍殺球（16.4%）、撲球（14.1%）、對角跳躍殺球(9.4% 

等；而總失分缺點為對角低手挑長球（37.6%）、對角平高球

(24.5%）、髮夾式擊球（23.6%）、跳躍殺球（10.1%）等。而這樣針對

特定選手做詳細的分析有助於選手在賽前可提早瞭解對手的得分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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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失分的弱點，有助於場上狀況的掌握，以利取的勝利。 

  王志全、蘇義能、張家銘與林希彥（2007）在新賽制實施後，對 

我國國內男子甲組雙打前八強進行競賽時問結構分析，共 7場、14

局，而從研究的參數，包括：每局平均時間、每場平均時間、每局最

長擊球時間、每局最長擊球拍數、每拍平均擊球次數、平均擊球時間

與休息時間比率等，可以瞭解在新賽制實施後，競賽的時間結構情

況，而這樣的研究結果可以提供教練在訓練時的參考，已達到符合實

際賽況的訓練模式。 

  涂國誠（2008）藉由比對新、舊規則探討競賽結構與技術使用率 

的研究發現：男子雙打選手在新賽制實施後，在切吊球、挑球、撲推

球與接殺擋短等技術使用有顯著增加，而在抽平球與網前小球則顯著

減少，另外在時間結構方面，平均每拍時間較舊規則顯著縮短，表示

新賽制的男雙打法節奏更趨向於快速激烈，主動積極進攻的技戰術是

發展趨勢；而在女雙部分，殺扣球、切吊球、挑球與接殺擋短等技術

有顯著增加；發長球、長球、抽平球、撲推球與網前小球則顯著減

少，而在時間結構部分，平均每回合時間與平均間歇時間則顯著增

加，而這樣研究可以幫助教練或選手瞭解賽制轉變的影響與技術的使

用情形，以提早做好訓練與臨場比賽的調整，有利爭取佳績。 

  陳俊汕（2000）透過 12場世界級羽球男雙最後一拍技術探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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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在 1175次的最後一拍擊球得點，前三拍分出勝負占了 282拍 

（24%），而在來回三拍之上之最後一拍，前場擊球占了 347 拍 

（29.5%）、中場占了 431拍（36.7%）、後場占了 115拍（9.8%），而

筆者也指出雙打前三拍的處理優劣，會相當程度的影響比賽的勝負；

而經過三拍以上相持段（Rally-stage）的來回過後，會發現得點技

術多偏向前、中場的擊球，換句話說，前三拍與前、中場哪方若能取

得主動優勢，將大大增加獲勝契機，因此平時訓練應多加強前、中場

進攻的訓練量，以增加臨場表現的穩定性。 

  陳俊汕（2001） 透過影片分析 12場世界男雙比賽，在共計 1015 

拍的第三拍技術發現，當接發球（第二拍）主動時，發球方的下一拍

(第三拍）以被動占大多數（61.64%）；而在接發球一般時，第三拍效

果則以一般占大多数(44.11%）；但若接發球被動時，第三拍效果則以

主動或直接得分比例為最高(93.74%），由以上結果會發現發球與接發

球是有因果關係，更凸顯前三拍處理能力的重要性。 

  陳俊汕(2001） 分析 18場共 40局的世界級男雙探討發球與接發 

球的研究發現，世界級男雙選手在發球落點以一區的位置

（75.04%），其次為一、二區之間（10.66%），最少為二區（1.52%）；

而在所有接發球區之中，接發球落點以選擇中路為主要，透過此篇的

種種研究結果可以清楚暸解世界級選手發球與接發球的主流趨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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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實際應用参考不同發球與接發球回擊策略的效益。 

  程嘉彥（1984）研究 1976-1984年的幾場國際性比賽，分析探討比

賽耗時的多少，發球和往返擊球的次數，比賽的運動量消耗程度及比

賽球員在比賽中表現的優劣。結論認為要加強發球後往返各擊三次球

的訓練強度。也就是說，羽球比賽的決定勝負部分，是決定在往返擊

球的前六拍，就是每人在發球後各擊三次球，所以在訓練的時候從發

球開始，每拍擊球強度就要加強，以配合實際的比賽要求。因為在前

六拍就決定勝負所佔的百分比相當高，男子單打為 58.06%，女子單打

為 70.19%，男子雙打為 67.14%，女子雙打為 71.87%。所以在訓練上

除了要求快、狠之外，穩的加強訓練更是不可忽略。 

  傅洵（1991）在第二屆蘇迪曼盃第七屆世界羽毛球錦標賽中，發 

現歐洲運動員在雙打、混雙方面有幾項技術優點： 

一 、發球較穩、質量較高；二、接發球手法細腻，推、撲、抹、放

的技術較全面（包括網前技術）；三、網前的勾對角和快攔搶網前

好；四、後場兩側起跳殺劈、快吊的球路變化多；五、混雙中的男子

中半場的反推、壓、勾技術動作較全面細膩；六、防守技術的手法全

面、擊球點較前；七、步伐跑動較積極。另一方面他們球路意識強，

打法也很積極，前半場搶點爭取主動以快速平推結合放半場，然後封

住前半場，迫使對方挑高球防守，創造後場進攻機會。防守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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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推、反抽結合勾對角的球路變化使對方前場封網難度變大，以爭取

守中反攻機會。總結來說爭取快打高打、前打是他們的主導思想。 

  俞民（1991）在第十屆亞運會上，中國關渭貞與商群華遇上南韓 

選手鄭明熙與黃惠英，第一局南韓選手發揮超水準演出，搶得第一

局，關與商照著教練的指點下，沈著應戰，按照既定的戰術，先拉開

後場，然後再組織進攻專攻鄭的弱點，結果頻頻得手，連得兩局。 

  丘玉芳（1993）研究羽毛球女選手及球拍數與球數的研究中，認 

為羽毛球〝快、狠、準、活〞的風格來說，核心是快字。快就是快

速，是指移動速度、技術動作的出手和出球速度要以快致勝。 

  向明珍與陳敏（1994）針對中國大陸境內所舉辦的年全國羽毛球 

錦標賽為對象，在女子雙打比賽來看，他們認為雙打中的前三拍及前

半場的快封能力為重要。他們分析葛菲/顧俊對韓晶娜/姚婕的女雙半

決賽的最後一拍發現，前三拍及前半場的快封拍數高達佔最後一拍得

失分總數的 85%，後場進攻的比例則對於明顯下降。由此可見，隨著

雙打中攻防能力不斷的提高，快封能力，加強雙打中前三拍及前半場

提高女子雙打技術水準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及作用。 

  李誠志（1994）指出經瞭解，掌握雙打戰術的原則後，則可依循 

原則對雙打各種不同戰術及打法加以運用，設計出許多雙打實戰的基

本戰術，可應用於適合展現己長或不同特性的對手，以其發揮最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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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何年平（1994） 亦研究 1984-1992 年的四場女子雙打比賽，分析

女雙選手失球的一般規律。在接球失誤的區域分佈情況，發現中國女

子雙打的每個場區失誤率多寒不同，前場的失誤率為 24.2%，中場為 

64.9％，後場則為 10.9%；而對方的前場失誤率為 23.2%，中場為

60%，後場為 16.8%。以上數字說明雙打的失球多為中場，其次是前

場，而後場都是最少的。他歸納認為，在女子雙打而言，進攻中的殺

球、封網、撲球是得分的主要手段。 

  蔡軍（1994）分析了從 1987-1993 年的世界級男雙比赛，他認為 

根據雙打的戰術要求，在羽球男雙比寨中，雙方運動員都非常重視前

場區域，誰能在前場佔據主動，那麼誰就能爭取場上的主動。所以男

雙比賽中運動員都非常重視搶網。同時，在接發網前小球，回擊中路

(即中線位置）的路線是既穩又有攻擊力的回球方式，若回放中間位

置的網前球，則更可取得較高的主動機會。 

  陳俊汕（2001）透過十二場雙打比賽，研究男子雙打第三拍技術，

從 1015個第三拍中，得知第三拍效果以被動為主（指第四拍被對手

殺球、切球封網或放網前小球）比例為 44.83%，第三拍主動（第四

拍回輕挑、擊高遠球或被第三拍網前封網）此例為 16.85%，第三拍得

分只佔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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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探討小結 

 

就目前世界級男、女羽球雙打比賽中，大多採取往前搶網、快速攻

擊、防守反擊、多拍輪轉、不起高球等戰術，但有時候戰術被對手破

解，搭當之間的默契出現問題，或著盲目的出手，導致整個戰局處於

劣勢，這時必須從發球、接發球，重新來做調整，擬定好新的戰術、

建立信心、相信隊友，破壞對手的節奏，贏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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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探討世界級男、女雙打選手在發球落點、接發球技術使用及相持段

的打法與戰術表現。本研究方法與步驟以五個小節加以說明與探討。第

一節研究對象；第二節研究過程；第三節研究架構；第四節研究工具；

第五節相關資料處理。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 2020東京奧運羽球男、女選手決賽為研究範圍，並

以出賽選手為研究對象； 

男雙、台灣：李洋、王齊麟，中國：李俊慧、劉雨辰。 

女雙、印尼：阿普里亞尼·拉哈育、格雷西婭·波利，中國：陳清晨、

賈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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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過程 

 

 

 

 

 

 

 

 

 

 

 

 

 

 

 

 

圖 2 研究流程示意圖 

 

研究探討之形成與資料蒐集 

選擇研究對象與計畫擬定 

觀察影片紀錄及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分析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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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自變項                                    依變項 

次數分配表 

 

 

圖 3 研究架構示意圖 

 

 

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 電腦一部。 

二、 紀錄表格，如表 1~3 

表 1不同性別在發球落點表現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別 落點區域 前內側 前中路 前外側 後內側 後中路 後外側 總數 

男 
次數   

百分比 

        

女 
次數 

百分比 

        

 

 

2020 東京奧運羽球

雙打決賽 

性別：男、女 

發球落點 

接發球打法 

相持段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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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性別在接發球打法表現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別 落點區域 
接小球

網前球 

接小球

中場球 

接小球

後場球 

接長球

高球 

接長球

切球 

接長球

殺球 
總數 

男 
次數 

百分比 
       

女 
次數 

百分比 
       

 

 

 

表 3不同性別在相持段打法表現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別 
相持段打

法表現 

相持段主

動得分 

相持段主

動失分 

相持段被

動得分 

相持段被

動失分 
總數 

 男 
次數 

百分比 
     

 女 
次數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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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相關資料處理 

 

  本研究回顧 BWF 的官方直播頻道上 2020 東京奧運男、女生雙決

賽我國李洋、王齊麟 VS中國李俊慧、劉雨辰。印尼阿普里亞尼·拉哈

育、格雷西婭·波利 VS中國陳清晨、賈一凡的比賽影片，以發球與接

發球使用的技術以及落點，相持段主、被動得失分來進行觀察，並且

確實記錄每一顆的結果，使用統計方式為次數百分比，計算男、女選

手發球與接發球的技術落點與相持段主、被動得失分之次數百分比。 

2020 東京奧運女子雙打決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D5do7ZKfQ&t=3739s 

2020 東京奧運男子雙打決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nJYZ8l9u20&t=280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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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分為兩節，依序為結果、三段技術分析。 

 

第一節 結果 

 

一、不同性別在發球落點之表現 

表 4不同性別在發球落點表現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別 落點區域 前內側 前中路 前外側 後內側 後中路 後外側 總數 

男 
次數   

百分比 

22 

65% 

 9 

26% 

1 

3% 

0 

0% 

0 

0% 

2 

6% 

34 

100% 

女 
次數 

百分比 

18 

46% 

 2 

5% 

0 

0% 

6 

16% 

6 

16% 

7 

17% 

39 

100% 

 

在表 4中，男女選手在發球落點表現上都集中於在前內側，男子

選手分別為 22顆(65%)，女子選手分別為 18顆(46%)。而在發前中路

表現上男子選手為 9顆(26%)，女子選手 2顆(5%)，且在發後場男選

手只在後外側發了 2顆(6%)，而女選手在後內側、後中路、後外側的

技術使用上分別有 6顆(16%)、6顆(16%)、7顆(17%)皆有明顯之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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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不同性別在接發球打法表現之次數與百分比 

性別 落點區域 
接小球

網前球 

接小球

中場球 

接小球

後場球 

接長球

高球 

接長球

切球 

接長球

殺球 
總數 

男 
次數 

百分比 

9 

31% 

19 

66% 

1 

3% 

0 

0% 

0 

0% 

0 

0% 

29 

100% 

女 
次數 

百分比 

5 

16% 

16 

52% 

3 

10% 

0 

0% 

1 

3% 

6 

19% 

31 

100% 

 

 

  在表 5中，在接發球打法表現上，男生接小球中前球、網前球、接

長球殺球，分別為 66%、31%、0%，女生則為 52%、16%、19%，這顯示

男子選手在接發球啟動上網接球，快於女子選手，男子選手由於站位

關係，接小球後場球 3%與接長球殺球 0%没女子選手之 10%與 19%來得

有威脅性。 

 

表 6不同性別在相持段打法表現之個數與百分比 

性別 
相持段打

法表現 

相持段主

動得分 

相持段主

動失分 

相持段被

動得分 

相持段被

動失分 
總數 

 男 
次數 

百分比 

30 

42% 

19 

26% 

12 

17% 

11 

15% 

72 

100% 

 女 
次數 

百分比 

21 

28% 

11 

14% 

21 

28% 

23 

30% 

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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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中，在相持段主動得、失分中，男、女生分別為 42%、26%，

28%、14%；而在相持被動得、失分中，男、女生分別為 17%、15%，

28%、30%，這顯示男生在相持段主動方面比女生高得多，而在相持被

動方面女生比男生高得多。 

 

第二節 三段技術分析討論 

 

一、東京奧運冠軍男、女羽球選手發球落點時的差異 

  在表 4中研究發現，男女選手在發球落點表現上都集中於在前

內側，男子選手為 22顆(65%)，女子選手分 18顆(46%)。而在發前中

路表現上男子選手為 9顆(26%)，女子選手 2顆(5%)，且在發後場男

選手只在後外側發了 2顆(6%)，而女選手在後內側、後中路、後外側

的技術使用上分別有 6顆(16%)、6顆(16%)、7顆(17%)，這些落點中

表示出有明顯之差異。雙打選手在策略使用上皆以發小球搶主動為

主，且落點位置最多落於前內側，主要是因為這個路線是發球者與接

發球者間最短的距離，與周金玲、戴勁(2010)、蔡峰(2015) 研究相

符。同時這個位置給接發球者反應時間最少，如能再加上不錯的發球

質量，就可以降低接發者的搶攻，相對地提供了第三拍搶主動的機

會。張超軍(2014)指出發球落點直接影響前三拍的情勢及質量。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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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作戰技術運用，擾亂對手接發球的起動節奏，必須要以不同的球路

來組織變化。此時我們發現男女選手出現了差異，男選手以前中路 9

顆(26%)來作變化，而女生則以發後場來作轉變，包括後內側、後中

路、後外側共 19顆(49%)，而這些改變主要是讓對手猜不清你的發球

落點，破壞他的起動速度且降低接發球質量。王丹(2015)、李陽

(2014)研究顯示，發球落點的變化與快慢的交替，讓對手無法輕易預

判發球的路線與節奏。而男子選手使用這些技術變化是有針對性的，

想在第三拍中取得優勢，特別是前半場的銜接和連貫，這個技術使用

做的最好的應屬印尼隊的男雙，避開發後場就得防守的局面，且現在

的男雙殺球的威力很俱殺傷力，他們就以發中路變化角度來應變，這

不僅得益於本身的天賦，也包含了許多的技術層面，難怪印尼能夠訓

練出最多的男雙世界冠軍。而女子選手因攻擊能力較少有一拍致命的

威脅性，且這幾年女雙的防守能力普遍的提升，以發後場來作變化，

是一個很合理的技術使用，且使用了 19顆(49%)比男生 2顆(6%)高出

了許多，這也顯示在發球技巧方面男生與女生有所不同，但依照本身

的能力及作戰計劃，發球技術使用一定要能活且多變。而在本研究顯

示，男女選手發小球時皆太過於集中在前內側及前中路，雖有以發長

球來作變化，但以目前雙打高水平來說，還是不夠的，因你只發在網

前 2/3的有效區域裡，而前外側男生使用了 1顆(3%)，女生竟是 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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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這將使得對手對你所發球的路線能夠輕易預判，先專注於前內

側及前中路的啟動上，再以速度來封住你的發球路線，結果讓你在發

球中產生壓力，干擾了發球的質量與穩定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

了比賽的勝負，尤其在這落地得分新制上，發球時不能得分，一直處

於被動中，那就是一場很難勝出的比賽，所以發前外側的技術雖然比

較有難度，但想要成為世界級雙打好手，這球種也是必備的技術使

用。 

二、東京奧運冠軍男、女羽球選手接發球打法的差異 

在表 5中，在接發球打法表現上，男生接小球中前球、網前球、

接長球殺球，分別為 19顆(66%)、9顆(31%)、0顆(0%)，女生則為 16

顆(52%)、5顆(16%)、6顆(19%)，這顯示男子選手在接發球啟動上網

接球，快於女子選手，男子選手由於站位關係，接小球後場球 1顆

(3%)與接長球殺球 0顆(0%)有女子選手之 3顆(10%)與 6顆(19%)來得

有威脅性。這表示男女生的接長球殺球有顯著差異存在，因為男雙在

接後場長球時，一拍攻擊力得分效果，會比女雙得分效果來的要好，

女雙因為在接後場球相對沒有攻擊力，所以女雙的接後場長球殺球顯

著多於男雙的接後場長球殺球，這顯示男女雙打選手在啟動上有所差

異，這與(李剛，2016；付萱琪，2018涂國誠、黃全成、方介民、林

國欽)研究相符，女雙接發球如同一般男雙，以推、撥、搓放為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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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發球質量極高的情況下，才會挑球至後場；為爭取主動權，接發球

會以有壓迫性的回球為主，對角度跟速度有一定的要求，迫使第三拍

的技術主要以過渡為主，多以抽平球試圖維持均勢，其次是擋網及挑

球。（王丹，2015；于鵬，2014；佘曦、傅強、陳滔，2013；吳靜

知，2016；張超軍，2014；楊宇辰，2015；蔡峰，2015；)研究顯示，

優秀的男雙運動員接發球多以搶搓放球、快撥擋球及快推壓球的技術

實施，強調擊球手法的「早、前、平、快」及接發球技術的品質要

求，盡可能的運用進攻下壓技術並增加接發球落點的變化，迫使對手

將球起高。 

接發球時必須要檢視自己的隊形站位，還有對手兩人之間的佔

位、握拍方式還有細節以及習慣。接發球必須要站靠近網前發球線，

除了可以增加對手心理上的壓力，還能搶到高點接發球。接發球必須

要積極使用穩、狠、快的技術，爭取主動控制權，如果對手發球容易

判斷、質量比較低的話要以快、狠的接發球打法來作使用，要用進攻

下壓的方法技術，並要不斷改變球的落點，來破壞對手的出手節奏，

並要盡早於高點主動的位置。如果對手發球相對隱蔽性高不好去判

斷、質量比較則要以穩的方法來使用為主，推撥前、中場兩邊，盡量

可能減少不必要的失誤，在穩定發揮想辦法爭取主動權的機會。與這

些學者觀點呈現一致性，（李陽，2014；佘曦、陳滔、許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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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蔡峰，2015；劉靜，2014），接發球效果依比例來看，高低順

序仍為主動、、一般及被動，而屬主動及一般居多接發球時，站位變

化稍微多一些。男運動員接發網前球後再移動到後場，容易在前場產

生空檔。此時，主要靠女運動員的判断準備和積極移動補位來彌補空

檔。接發球後形成主動和相持局面的比例高，因此接發球後，要快速

舉拍，防止對方反抽球。在形成進攻時，不要急於一拍打死，要保持

住進攻的優势，若前場封壓不成，就輕攔迫使對方挑高球，由後場進

攻創造得分機會，同樣，如果後場進攻不能得分。可以採用殺吊結

合，直線斜線結合，並適當打中路，打亂對方的防守節奏，使本方獲

得更好的進攻機會。 

面對身材高大的運動員（尤其部分男女的身高差別較大時），在

接發球上應以穩為主，多使用搓放及撥的技術，將球處理至前場及中

前場，而具有身高優勢的運動員，接發球時可選擇更主動的撲、推等

技術，落點以中前場及中場居多，身材一般的運動員應突顯以我為主

的技術特點，穩中求變（張然，2015；高趙晨哲，2011）。 

當對方發後場球時，戰術策略上仍以接發球要兇、快及穩的特

點，來增加對手發球壓力，注意技術及落點的變化，控制比賽的主動

權（盧正崇、号芳陽，2010；朱尊海，2017)，以殺扣、切吊球為

主，但如沒有絕對把握時不以全力擊此一拍，以 8、9成的速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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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發，落點仍以前半場為主，控穩身體姿勢準備下一拍的來球。男運

動員接發後場球時，女運動員需快速上網，準備搶封前場球；而女運

動員接發後場球時，出現男前女後時不要強行輪轉，視時機再輪轉以

免讓對方壓迫站位空檔陷入被動。接發後場球時：也應盡量避免回擊

高球，如在被迫下回擊高球也應該擊至己方女運動員的對角線後場，

減低對手對己方女運動員的攻擊威力。 

三、東京奧運冠軍男、女羽球選手在相持段搶主動意識的差異 

表 6中，在相持段主動得、失分中，男、女生分別為 42%、26%，

28%、14%；而在相持被動得、失分中，男、女生分別為 17%、15%，

28%、30%，這顯示男生在相持段主動得分方面比女生高得多，而在相

持主動失分方面男生也比女生高。經過發接發與第三拍之過程處理後

進入了相持階段，彼此間之節奏加快，攻守轉換變化快速，主動與被

動盡在瞬間，觀察對手在每一拍中有無出現空檔，衡量該用那種技戰

術來尋求主動，不論是發完球的搶網下壓，或是接完發球後的平推跟

進，這些環節都是勝負關鍵，這與李景(2016)、楊宇辰(2015)的研究

相符合。可見雙方都想透過速度加上技戰術的變化，希望通過控制網

前的優勢，不輕易起高，且加強中前場的下壓控反控，為自己創造進

攻的機會。于鵬(2014)表示，一旦把握住了這個階段，應以進攻性的

積極抽殺，切吊技術手法的變化，達到得分的效果；且目前有很多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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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頂尖的雙打選手使用這個有效作戰模式。所以我們發現，在控反控

相持時，誰也都不想處於被動，雙方都以平推、平抽來處理，但假如

中前場的速度不如對方或對戰中失去了平衡，也應通過節奏及線路的

變化來化解對手的進攻，不要貌然起高。在本研究發現男子選手的攻

擊威脅性及網前封壓速度，得分成功率就佔了 42%，而女子選手的得

分成功率有 26%，男女選手的表現結果，出現了差異，這證明了男子

主動攻擊的能力優於女子選手，且當主動機會來臨時，男子選手更能

掌控這個優勢，置對手於死地，達到得分的效果。趙同慶(2010)、劉

靜(2014)表示得分率以殺球最高其次為抽球，抽球及殺球成為主要得

分手法。而女子選手雖在主動時攻勢不減，但由於攻擊的力量沒那麼

有威力，無法收到很好的效果，當此現象發生時，會以多拍來回，攻

守互變來作轉換，尋求另一個突破點，所以在這階段的成功率低於男

子選手。而在相持段主動失分中男子選手 28%，女子選手為 14%也出

現了差異，這也顯示男子選手在講求速度與質量的同時，無法控制得

宜並於主動的狀態下失分，形成了許多非受迫性失誤，如果這情況一

再發生沒有改善，不僅會造成本身手感技術使用上的猶豫，也讓搭檔

對你的狀態產生懷疑，甚至失去信心，那終將對比賽的結果造成相當

大的衝擊。余曦、陳滔、許永德(2013)研究顯示，獲勝主要方法在於

直接得分，而非受迫性失誤及主動失分是決定失分的重要因素。而女

 

 

 

 

 

 

 

 

 

 

 

  

 

 



33 
 

子選手在主動時，速度雖不會放慢，但也不會採取強攻、亂攻的情況

她們先會要求控球穩定及不要輕易失誤，跟搭擋間相互鼓勵，做好自

身該負責的部分，降低主動失分的風險，這方面表現是優於男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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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文兩節，第一節結論、第二節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東京奧運冠軍男雙選手在發球策略多採用發前排小球為主，其中 

又以前內側最多，以發前中側來作角度變化；女雙同樣以發前內側為

主，但以發後場來作改變。 

二 、東京奧運冠軍男、女雙選手在接發球，以接小球中場球為主要戰

術策略，男、女選手以回擊中路球與殺球為首要策略。 

三、若前三拍的發接發處理得好，在後面的相持段便較能掌握主動優 

勢，而相持段主動越高，得分也會有越好的現象。 

 

第二節 建議 

 

一、男、女雙打選手對於練習發球時要注重質量及發前內側的穩定性，

且還要多練習發長球及前外側的球種使用，以多樣的變化性和增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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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速度，來干擾對手起動的節奏與提高接球的難度。 

二、在接發球段時應加強起動的爆發力，且訓練時應把接球落點、穩定

性、變化性及搭檔間輪轉的順暢、積極搶攻的意識，拍與拍之間默契協

調溝通，都列為訓練的重點。 

三、在相持段時，都應注意速度及主動意思攻擊的強化，避免手上失誤

和主動失分，男生應多著重中半場之小發力的強迫取分，而女生應加強

多拍的進攻能力及壓迫性的防守。希望本研究能提供教練與選手對照

分析，作為日後訓練或比賽的參考，且能夠找到些新的突破點，更期待

羽球能在下屆奧運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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