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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發與續航之間：
高中階段體育資優生才能發展歷程與

挑戰之探究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究高中階段體育資優生才能發展的歷程與挑戰，高中階

段是體育資優生專業生涯發展的轉捩點，在體育才能的投入與學業成就的雙重

壓力下，學校學習上的適應、自我認同與社會支持是影響他們持續追求體育專

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採用多重個案研究法，邀請三位高中階段具傑出表

現的網球選手與其重要他人參與研究，以半結構個別訪談為資料的主要來源，

並透過觀察與文件整理等方式，多面向蒐集與分析體育資優生才能發展上所面

對的複雜問題。資料以質性主題概念分析，描述與詮釋三個個案獨特的才能發

展歷程與挑戰。研究發現三位高中階段的網球體育資優生因其個人特質、專業

團隊與家庭支持互動的歷程，在網球才能發展上各具獨特性，歸納三位個案的

發展歷程與挑戰，主要研究結果有三：首先網球才能發展與挑戰有早期訓練與

多元探索難兩全、競賽與熱忱難兼容以及才能與心理教練難兼顧等三個面向；

其次高中階段網球資優生學習適應的重要因子有自主學習、志同道合的楷模、

重要他人的肯定與支持及心理素質等；第三是高中階段的網球資優生自我認同

的多元樣態。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對體育資優學生才能發展的啟發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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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傑出運動選手在國際競賽中脫穎而出

時，不單鼓舞全國人心，他們的表現也都成

為後輩努力與超越的標竿；但是長期以來，

或因專業獨特性高，或因體育向來被視為

非主流領域，體育資優的議題一直不受資優

教育學者的青睞。歐美體育才能發展研究歷

史脈絡中，在 Van Rossum（2009）「體育

資優與才能」的論述被收入資優國際手冊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Giftedness) 之前，

具時代表徵性的資優教育手冊一直沒有將體

育資優的議題納入，而國內資優教育領域體

育才能的研究基礎則更薄弱，相對於音樂才

能發展的相關研究多元豐富，近 10 年來體

育才能相關研究則是個位數，都呈現了體育

才能發展議題長期缺乏深入的探究。

從才能發展的角度，「早期訓練」是

體育才能發展的關鍵要素（Bloom, 1987；
Gardner, 2000；Van Rossum, 2009）。特殊才

能發展的歷程中，個人在領域才能上的優異

性越早被辨識肯定，越容易取得專業訓練的

資源，也越容易透過專業訓練逐漸強化，進

而展現個人的獨特風格，在專業上取得成

就的優勢，這種馬太效應（Merton, 1968）
的循環，是才能發展歷程上常見的現象。但

Bloom（1987）在「年輕人的才能發展」一

書中也指出特殊才能「高處不勝寒」的現象，

尤其體育才能，層級嚴謹的競賽考驗，彰顯

了到達巔峰的稀有價值，傑出成就的運動選

手往往常常成為一般人崇拜的偶像，但是他

們身心上所需克服的挑戰則是非常人所及，

也非一般人願意承受的。Bloom 同時也強調

相對於學術性向或其他才能發展，體育才能

的發展往往無法在學校中充分取得個人發展

上的資源，更多依賴家庭經濟與心力的投

入。體育才能越早投入訓練，越能取得優勢，

但到了生涯發展的抉擇點，投入程度越高，

對其他領域涉獵越少，專業發展的選項也相

對減少，造成專業抉擇上的瓶頸，選擇要全

力以赴？還是另尋其他的路徑？高中階段一

直是特殊才能發展的關鍵十字路口（Gardner, 
2000）。

國內體育資優生，大部分從國小就讀

體育班，每天長時間投入體育項目的練習，

奔波往返於學校與各地的賽程之間，在學校

學習以及參與活動的機會也相對的降低；

因此，求學階段的體育資優生在學校適應、

人際關係及自我認同上都面臨很大的挑戰，

這也是許多體育優異學生在學習歷程中選擇

暫停、退出或轉換生涯的主要因素（楊欽城

等人，2016）。高中階段的體育資優生在體

育才能上大部分已取得業餘的水準，父母、

師長以及社會對其才能展現賦予高度期待，

但是在國內的學校教育系統中，進入理想的

大學仍是許多父母的期待，為利日後把握各

種發展機會，高中階段的體育資優生，一方

面需要在體育表現上爭取更好的成績，才有

機會在體壇上大放異彩；一方面，也需要在

學業學習上維持一定程度的水準。因此，高

中階段的體育資優生往往面對體育才能的投

入與學業成就的雙重壓力與困擾（羅明屏，

2011）。

高中職階段是體育才能生涯發展的轉捩

點，為提供高中階段體育資優生才能發展的

有效支持，在現行教育體制與社會文化的氛

圍下，體育資優生的才能發展歷程，以及其

學校適應、社會支持與自我認同的挑戰，是

需要深入理解的。基於此，本研究主要探究

問題有三：

一、 高中階段體育資優學生的才能發展歷程

為何？其強項、弱勢與困擾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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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中階段體育資優學生學校適應情形為

何 ? 其平衡體育才能發展與學業學習間

的因應策略為何？ 
三、 高中階段體育資優學生的社會支持、自

我認同及其專業生涯抉擇為何？

體育資優生才能發展的歷程
與挑戰

一、體育資優與體育才能的發展

體育資優的定義。隨著學校教育對個

別差異的重視與社會專業的多元化，身體動

覺與肢體動作的優異性逐漸受到重視，根據

特殊教育法（2019）《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

學生鑑定辦法》第四條第六款「其他特殊才

能資賦優異」的定義，體育資優生意指「在

肢體動作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但

如上述，體育資優的議題長期缺乏探究，而

國內體育資優概念也未明確定義。Gardner
（2011）在多元智能理論中提出身體動覺智

能是運用肢體動覺展現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他進一步將身體動覺智能的優異表現分為兩

種類型，一種是對身體動作知覺的掌握度，

例如默劇演員、舞者和游泳健將等，第二類

型是能夠運用身體動作的精確性和技巧性

展現某種技能者，例如各類型的球員、雕

塑家與樂器演奏家，前者善於使用身體本

身就是目標，後者是善於使用身體達成運

動的目標。Gagné（2005）則在資優與才能

區分模式（Differentiated Model of Giftedness 
and Talent, DMGT）中將資優與才能區隔，

認為資優（Gifts）是天賦的能力，而才能

（Talents）是經過系統訓練與環境互動下所

發展出的能力。Gagné 將優異天賦（gifts）

分為四類型：智力、創造、社會情意、和感

覺動作，並從社會專業定義七種才能：學術、

藝術、商業、休閒、社會活動、運動、以及

科技等；而 Ziegler 與 Heller（2000）則定義

身體動作技能的優異能力為心理動作領域。

綜合上述，身體動覺或肢體動作優異者雖不

一定發展為優異的運動才能，但是優異的身

體動覺則是體育才能的必備條件，至於體育

資優鑑定是一個複雜的議題，無法在此討

論。本研究所謂的體育資優類型是 Gardner
（2011）所謂善於使用身體達成運動目標的

優異者，且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指在

運動領域中具「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經由體育專業領域鑑定，就讀各階段體育班

的學生，且在體育項目上具傑出表現者。

體育才能的發展階段。雖然每一位體

育人才的傑出表現會因為個人體格的獨特性

與接受的專業訓練，而展現不同風格，但是

要達到專業水準，10 年功夫則是必要的條

件（Bloom,1987；Ericsson, 2014）。從早期

接觸到傑出成就，通常需要經過不同階段的

鍛鍊，Gardner（2000）以年齡作為階段的

切截點，認為一位傑出的人才通常會需要經

歷四個發展階段：5 歲以前對學門領域的普

遍興趣期、10 歲則需掌握學門領域規則、

15 ～ 25 歲青年期為學門領域的十字路口以

及 25 ～ 35 歲之間發展為成熟的領域專業實

務人才。Bloom（1987）在訪談了 39 位優秀

的運動員後，提出體育才能發展三階段論：

早期兒童萌發期、中期青少年業餘期、以及

後期成人專業期，Scanlan 等人（1989）探究

傑出溜冰選手的發展歷程則建議增加第四和

第五期，第四期是指從高度競爭的競賽中退

場，而第五期則是以其他的角色重回運動場

域。不論是分為三個、四個或五個階段，要

成為傑出運動人才，中學階段必須達到業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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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準（Van Rossum, 2009），也就是說，

要成為傑出運動人才，高中階段要有成為專

業體育人才的準備，必須具備高度承諾與強

烈的情感連結，願意為了練習放棄或犧牲其

他的興趣。

影 響 體 育 才 能 發 展 的 因 素。Gagné
（2005）認為在任何的文化中資優都是構成

特殊才能的基本建築材料，而在才能發展的

歷程中個人與外在環境的互動是必然的成

分，個人因素包含：生理特質、動機、意志

力、人格特質等；而環境因素則包括成長背

景、重要他人、設施、機運等因素。和其他

特殊才能的發展類似，在各階段的發展歷程

中，除了個人的特質與成就動機外（Orosz 
& Mezo, 2015），影響體育才能發展較為關

鍵因素大都來自重要他人的支持或壓力，父

母的過度期待、過度保護、過度忽略或過

度投資都會造成發展的阻力（Grossbard et 
al., 2009），學校教育在體育專業練習課程

與學科課程的期待與投入，以及教練的引導

與支持等都是重要的條件。黃鈺（2020）依

據 Bailey 與 Morley（2006）的「體育教育才

能發展模式（model of talent development in 
physical education）」，以某年度高中籃球聯

賽男子組最有價值球員為對象，從個人特質

以及環境特質兩大面向探究其優秀表現的養

成歷程，研究結果指出傑出運動人才的養成

需要以社會支持為出發點，從家人及同儕的

陪伴開始養成運動習慣，再從學校體系的資

源及教練的指導，進行進一步的競技訓練以

及運動認知培育，方能推動體育人才完成階

段性目標，朝向優秀運動員邁進。

二、�高中階段體育資優生的學習與挑
戰

體育資優的教育系統。國內學校教育系

統中，各階段的體育班是培育體育資優學生

的主要場域，黃意玉與楊宗文（2010）指出

體育班設立之目的是為了早期發現擁有運動

潛能或是肢體動作佳的學生，並讓學生能夠

在有系統、規劃的教育下，充分發揮潛能，

而為了提升國家體育發展、培養更多優秀運

動選手，因此設立高中職體育班。不同於一

般學術性資優，體育班是由教育部體育署交

由縣市政府成立學校體育班特色招生，審查

會依據該縣市之優勢體育專業設立。體育班

的教育目的是要提供每一位具有體育潛能的

優異者適性的發展機會，但是如何在現行教

育體制下，提供體育資優生適性的教育資源

與建構適合發展的支持環境是一件具挑戰性

的任務。

體育班的體育專業課程是體育資優生的

重要學習機會，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

育班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高中階段除了

體育專業學科課程每週 2 節外，體育專項術

科課程每週 6 至 10 節為原則，均得自各類

科教學節數中調整。以競技運動為例，為了

要精進選手的專業實務技能，技術相關的課

程佔整體課程最大比例 55-65%，專項運動

之競技體適能佔 25-30%，其次是戰術的 10-
15%，最後一部分則是為了提升選手心理素

質，培養學生壓力管理、營造團隊凝聚力的

心理層面課程佔 5-10%（劉志偉、倪子翔，

2013）。換句話說，高中階段體育才能的培

育，透過體育專業課程與專長技術訓練，以

學習銜接、身心發展與生涯定向的準備為主

要目標。

體育資優生的學習適應。在學校教育系

統中，為發揮體育優勢，同時強化學業學習，

以利多元生涯發展的需求，對高中階段體育

資優生極為挑戰。羅明屏（2011）根據大學

學力測驗分數分析，發現體育班學生學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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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普遍偏低，可能是因為高中職體育班需要

密集訓練，學生大部分的時間及精力投注於

訓練中，較沒有心力應付學校課業，加上外

出比賽造成學科學習進度落後，因此普遍體

育班學生對學科學習的意願較低，對於學校

課程呈現低度滿意；有些選手則是為了追求

運動成就，無法顧及學業（劉志偉、倪子翔，

2013）。    
體育資優學生和一般資優生類似，擁有

許多特殊的學習特質，例如：完美主義、過

度激動等等，楊欽城等人（2016）的問卷統

計顯示青少年網球選手的完美主義對選手的

焦慮特質及競技倦怠感都有顯著的影響，青

少年時期的網球選手需要面臨嚴苛的訓練、

密集的比賽以及學校的課業壓力，因應特

殊才能學生的學習需求，建議學校建立運動

心理諮商制度，連結學生的教練、導師與父

母共同為學生打造友善的生活環境。陳瓊茶

（2005）指出在體育資優學生的課程安排中，

不僅可以利用空白時間，增加情意課程，還

可以利用訓練時間，教導學生將注意力放在

精進自己的專業技能，而不是擊敗對手，如

此一來學生的成就感來源將放在自我能力之

提升，面對比賽挫敗、生涯發展的瓶頸時，

能更快速調整心情，提高挫折復原力。

體育資優生的自我認同與社會支持。

Erikson（1968）從社會互動的觀點強調，

自我認同是個體在社會行動探索與實踐中，

對自己在社會脈絡中的特定角色或定位的理

解，從而逐漸建立個人的生活理想與目標，

藉以呈現自我價值與重要性的動態歷程。生

活在社會中，每個人對自我認同都有多個不

同層面的來源，例如認同的典範、認同的社

群、認同的目標或信念等，也就是說每個人

都不可能從一個單獨自我個體定義自己的價

值（陳坤虎等人，2005）。Coakley（1992）

認為高競技運動，如網球，選手容易因為成

就來源單一導致自我認同感低；而運動員的

自我認同感，將會直接影響運動員的行為，

運動員擁有越高的自我認同感，也能降低競

技倦怠感（陳瓊茶，2005）。

如上述，體育資優生往往有較高度的自

我覺知、自我省思以及調整的能力，社會支

持不僅有助於其生涯發展，對於其在學校的

適應情形也有顯著的影響。研究指出同儕的

支持與肯定是學生學校適應的重要關鍵（洪

煌佳，2012；柳立偉等人，2015），運動員

的家庭支持、團隊凝聚力等支持對於運動

員是否能比賽時臨危不亂、屹立不搖也有輕

度至中度的正面影響（Carron et al.,1996；
Fawcett et al.,2009），換句話說，社會性

的支持度越高，越能幫助選手排解訓練時

的壓力、降低競技倦怠感（張志銘等人，

2019）。

體育資優生的生涯發展。國內高中體育

班學生主要透過運動績優管道升學，運動績

優管道可以細分為：甄審、甄試與運動績優

生單獨招生，同時也可選擇大學學力測驗、

學校推薦及指定考試等方式，升學管道相當

多元（劉志偉、倪子翔，2013）。由於普遍

體育班學生學科能力不佳，因此大部分學生

選擇體育相關的科系，不敢嘗試就讀其他科

系（黃意玉、楊宗文，2010）。為了改善體

育班學生學業低落缺乏信心之現況，劉志偉

與倪子翔（2013）建議高中階段需提供體育

資優生適合的學習策略以提升學業成績，並

提早為未來做準備。

綜合上述，體育資優生的才能發展，主

要在發揮體育優勢專長，強化身心素質，以

利多元生涯發展的需求，而要成為傑出運動

人才，高中階段需具備業餘水準，同時願意

犧牲多元興趣全心投入；因此，高中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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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資優生除了面對學業學習與競賽成就的

壓力外，最大的挑戰是單一投入侷限未來發

展的風險，高度的自我認同與社會性支持則

是他們適應與發展的重要助力。

研究設計

一、多重個案研究法

體育資優生的個別差異大，學習的專業

項目多元，其成長背景、人際關係、學習環

境等都深深影響個別的發展。因此，本研究

採用多重個案研究法，從個案的角度，深入

理解每位體育資優生才能發展的複雜性，藉

以呈現高中階段體育才能發展與挑戰的獨特

樣貌。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源於二位研究者都

是網球運動者，曾接受嚴謹的網球訓練，對

網球學習歷程有一定的掌握度，乃選擇網球

為研究項目，邀請三位網球專長體育高中職

的資優生為研究參與者。三位個案都曾獲得

全國或國際團體賽或個人單打賽冠亞軍之優

異表現，取得三位個案同意後，邀請研究參

與者接受訪談並同時分享其比賽、經歷等傑

出表現的經驗，其中 1 位研究參與者因個人

因素，不公開個人競賽資歷，個案簡歷如表

1：
為從多元角度了解體育資優生的才能發

展歷程及其挑戰，同時邀請三位網球資優學

生的重要他人進行訪談，重要他人的選擇對

象由三位個案決定，其中包括每位資優生的

父母、手足、學校同儕、教練、班級導師等，

透過重要他人的訪談，從多元觀點深入了解

高中職體育資優學生的才能發展歷程，以及

其學校適應、自我認同等挑戰。

三、研究者

第一作者為具備資優教師資格的資優教

育研究生，是體育資優生手足，有網球訓練

的學習經驗與相關專業知能；第二作者是資

優教育師資培育與學術研究者，具多元才能

領域個案研究經驗。

四、資料來源與分析

資料來源。如上述，本研究採多重個案

研究法，資料來源主要透過半結構訪談、文

表 1 研究參與者簡歷
小華 小新 小正

性別 女 女 女

年級 高中職三年級 高中職二年級 高中職一年級

比賽經歷

2019 青年聯邦盃亞大區

最終資格賽，亞軍

2019 世界青年聯邦盃網

球團體錦標賽世界組決

賽，16 強

2018 臺 北 代 表 隊， 國 際

少年運動會雙打金牌

* 尊重研究參與者不公開

資歷

2017 夏虞家具盃 A 級亞

軍

2019 三太子盃 B 級亞軍 

2018 匯陽盃 B 級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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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資料以及研究者觀察筆記等多面向理解每

個案例的發展歷程。每位研究參與者至少一

次個別訪談，另視需要釐清的部分再進行第

二次訪談，三位個案的訪談大約 2.5 小時，

重要他人的訪談大約 1.5 到 2 小時，訪談地

點由研究參與者決定。文件資料包括三位體

育資優生的網球成績、高中職學業成績、家

庭成長背景等。個案與重要他人的訪談大綱

如下：

1. 你認為自己（個案）在學校適應的狀

況為何？在學校學習中，你（個案）最擅長

的部分是什麼？有面臨哪些困境？

2. 每日除了需要辛苦的練球還需要上

課，你（個案）如何平衡體育才能發展與學

業間的學習？現階段你（個案）最在乎什

麼？在平衡的過程中，你（個案）捨棄了什

麼？是什麼支持你（個案）繼續往這個方向

發展？

3. 你認為自己（個案）朝體育專業發展

的可能性如何？你（個案）的優勢如何？生

涯發展中可能會有什麼阻礙？你（個案）曾

經有放棄的念頭嗎？為什麼？

4. 如果遇到困難，你（個案）如何尋求

支持？誰是你最重要的支持者？你（個案）

如何克服困難？ 
5.在網球的生涯發展上，你自己（個案）

個人性的特殊需求為何？面對這些特殊學習

需求，你（個案）的因應策略是什麼？你需

要怎樣的支持與協助？

6. 對於現行體育才能的教育體制有何建

議？

資料處理與分析。為了有系統地分析資

料，將訪談逐字稿、文件資料、研究者筆記

分類編碼，所有資料匿名處理，保護研究參

與者隱私權。資料以研究參與者、資料蒐集

方式、資料蒐集日期、資料蒐集對象等編碼，

表 2 說明代碼的意義。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以主題分析為主，

表 2  資料代碼意義說明
資料代碼                                意義說明

華 I1090813 父

新 I1091004 自

正 D1100128 自

2020 年 08 月 13 日訪談個案小華父親所得之資料

2020 年 10 月 04 日訪談個案小新所得之資料

2021 年 01 月 28 日向個案小正蒐集之文件資料

研究者反覆閱讀訪談逐字稿，將描述性的文

字進行分類，歸納相關或相似的句子產出概

念化的詮釋，並與研究參與者持續對話，

不斷確認概念詮釋的合理性，最後再為概念

命題，找出核心主題，整合為研究發現。本

研究信實度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在編

碼與詮釋過程中，持續與研究參與者討論溝

通，其二研究參與者審核逐字稿與資料結果

詮釋的適切性，最後從多元資料與理論間作

三角檢證提升本研究詮釋之適切性，力求研

究信實度的嚴謹性。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網球選手的才能發展有一些相似的特

質，例如：早期展現興趣以及擁有經歷比賽

壓力所累積出的能量等，但每一位網球資優

生在球場上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樣貌，更是令

人著迷之處，以下描述三位個案網球才能發

展的歷程與挑戰。

個案一：主動出擊的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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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華目前是高中職體育班三年級學生，

父親從事旅遊業，家人都沒有體育相關的興

趣或專長。小華大學想就讀心理系，未來是

否繼續朝著網球專業發展，她說尚須努力，

但很肯定的說想要到國外發展：

「不然長大以後就會喪失這個機

會，我一定會後悔啊。後悔沒有去國外

的機會。」（華 I1090705 自）

一、從主動投入到自我要求的發展歷程

小華從小展現對運動的愛好，在玩耍

的過程中，接觸了多種的運動項目。國小以

前的小華喜愛和家人到運動場打羽毛球，在

家中用簡陋的籃框和姊姊用自訂的規則比

賽投籃。父親形容小華像小兔子，他說：

「因為可以跳、可以跑跳得很高，但是也容

易受外界驚嚇，然後會比較害羞一點」（華

I1090813 父）。8 歲時的小華看見學校網球

校隊在網球場上打球的姿態，主動向父母提

出想要打網球的想法，在父母的支持下，從

此開始網球的學習歷程。

小華因為喜愛打球，國小五年級「順其

自然」選擇進入體育班就讀，開始了長時間

的網球訓練，網球的大小比賽也成為常事。

因為有不錯的網球成績，再加上打球獲得成

就感，國中時，沒有想太多就繼續就讀體育

班；到了高中，她說：「只有猶豫要讀哪一

間學校的體育班，並沒有考慮過要不要放棄

打球」。進入體育班後，小華每天都至少練

球五小時，早上晨操一小時，下午三小時，

學校四點結束以後繼續找教練練習，週六

與朋友相約練習一天，週日休息。小華雖然

很喜歡打球，但是某些時候訓練是很大的考

驗，她說：「暑假又很熱，寒假我就還好，

很熱就很絕望」（華 I1090705 自）。除了長

時間在球隊的訓練，參加比賽是小華獲得成

就的重要歷程，在父母經濟的支持下，小華

時常前往國外參加比賽累積排名積分，獲得

好名次的精彩比賽不勝枚舉，輸球的挫折經

驗卻也不計其數。面對輸球，父親認為：「輸

就輸啊，你也不能說什麼，她已經長大了，

她自己、自己負責」（華 I1090813 父）；

而小華則說：「挫折的時候會（想放棄）

啊，但是通常也只是嘴巴講講，心裡不會這

樣想」。面對輸球的壓力，「說」是小華紓

壓的方式，小華往往透過與教練對談轉化壓

力，同時小華強調教練與隊友的肯定與支

持，是她打球的重要力量來源，小華說：「有

幾次啊，他都會說，她（朋友）可能都覺得

我打球很好吧！」（華 I1090719 自）

小華很清楚自己在網球才能發展上的定

位，她常說：「每個人有自己的特色」（華

I1090719 自），高中階段每一位網球選手都

會逐漸建構出自己的特色球風，小華認為自

己是偏向攻擊型的選手，為了精進球技，她

接下來想要加強上網的能力。在小華的朋友

Ｎ的眼中：「她都是優勢啊，她跑很快，然

後發球很好，開球都很好」（華 I1090812
朋），她認為小華的基本功好，也不容易因

為情緒影響比賽的表現。

不論國內外，頂尖體育選手通常會選

擇往職業運動員發展，身為高三學生的小華

評估國內外的發展後，認為自己距離職業選

手的目標還有一大段需要努力的空間，朋

友Ｎ說：「小華其實可以打（職業），但是

她沒有那麼想要，因為她不喜歡競爭」（華

I1090812 朋）。小華表示自己目前傾向往國

外大學邁進，對她來說國內外大學最大的差

異是：「又可以拿獎學金又不用付錢，又可

以學比較好的東西」（華 I1090705 自）。小

華認為國外大學的體育環境，能提供選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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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新的專業，同時兼顧網球的才能發展，

是她發展的理想環境。 

二、學習適應上的助力

對小華而言，相對於體育球場的成就，

學校學業課程是一個不容易掌握的領域，面

對學業和網球才能的發展，小華選擇兩者兼

顧，學業上除了跟著學校有系統地學習學科

知識，並透過家教加強個人課業學習的需

求。

在課業學習上，小華很感謝學校老師的

彈性調整與支持，她說：「我們出去比賽，

就是沒辦法考試的時候，老師可以給我們做

一些作業，就是就可以讓我們得到一些分

數，就是幫助我們」（華 I1090705 自）。原

本小華很討厭數學，但是因為數學老師的鼓

勵，她很喜歡上數學課，因為老師說：「妳

們學會就好，分數不用在意」（華 I1090705
自）。小華還提到歷史老師會利用上課時間

和體育班的學生討論生涯規劃的問題，嘗試

引導小華探索第二專長的方向，小華說：「他

最近又找每一個人，一個一個過去跟他聊」。

與歷史老師對談後，小華逐漸確認自己大學

想要探索「心理系」的方向。這些重視小華

學習的老師改變了小華對於課業學習的態

度，也幫助她釐清了未來的發展方向。

在網球才能的發展上，同甘共苦的隊友

是小華的知己與典範。當小華比賽遭遇挫折

難過時，隊友的陪伴和傾聽是最好的支持，

朋友Ｎ說小華打完球，她就是跟小華說：「沒

關係，坐她旁邊滑手機，然後她就會噢我打

好爛，然後還好啦不會啊，我覺得你那樣打

很好。」朋友 N 認為同樣身為體育資優學生

的小新因為有更多專業經驗，能給予小華更

多體育才能發展方向上的建議和安慰，而且

「她（小華）很聽小新的話」（華 I1090812

朋）；小華也認為專業背景相似的隊友小新

是她前進的指引，她說：「有一陣子不想去

美國的時候，小新那時候有跟我講吧」。同

樣身為體育班的隊友更能理解小華生涯發展

的處境，他們之間的對話推動小華開始朝著

美國大學的目標前進，小華說：

「就是講，大概像什麼 ... 在臺

灣讀書好像也沒比較好啊，就是說，過

的舒服沒有比較好什麼之類的，就是也

讓我知道，還是準備一下，到時候真

的要想去的時候會來不及啊。」（華

I1090705 自）

除了隊友，教練的肯定與鼓勵是小華網

球才能發展的關鍵人物。小華的球隊總共有

四位指導教練，每一位都擔任不同的角色，

其中有一位教練對小華的體育才能發展有很

深的影響。當小華遇到挫折時，M 教練持續

鼓勵是讓她堅持下去的重要力量，她說：「有

時候，就輸了不想打，不想打球的時候，他

都會跟我講話」（華 I1090719 自）。更重要

的是，M 教練關心她的整體發展，小華說：

「不只教學，他還改我走路姿勢，對啊…很

多」（華 I1090705 自）。在隊友的眼中，M
教練很重視小華的發展：「因為小華是那種，

他什麼都不用做，教練就會自動很一直很練

她的那種，…他（M 教練）真的對我們兩個

很好」（華 I1090812 朋） 。

三、網球發展上的自我挑戰

小華自我要求很高，她認為自己在讀

書、打球各方面都比別人差一些，面對自己，

拿下比較的眼鏡是小華想要突破的關卡。小

華說：「我不知道欸，因為認識我的，都知

道我蠻沒有自信的啊」（華 I1090719 自）。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106•

面對比賽競爭的壓力和比較，小華認為自己

球技需要多加強，也得克服心理障礙；從球

場下來，她時常會覺得「自己差別人一點點

這樣」（華 I1090719 自）。在隊友的眼中，

沒自信的原因是小華享受打球卻不喜歡比賽

背後的競爭感，隊友說：「我覺得她不想要

吧，就是因為如果真的沒有很想要的話，就

也不會想要去做啊，因為她喜歡打球她不喜

歡比賽，但是打職業你一定要比賽啊」（華

I1090812 朋）。喜歡「打球」與不喜歡「比

賽」的心互相拉扯，單純享受打球的快樂，

是小華嚮往的狀態，她期許自己：「不要想

那麼多」（華 I1090719 自）。

小華的隊友在升高中時，有些選擇進

入學業排名第一志願的學校就讀體育班，小

華描述隊友與教師之間的互動關係說：「就

是看不起網球隊，看不起體育班啊」（華

I1090705 自）。有些老師認為體育班的學生

沒有學業學習的必要性，但是小華認為學業

學習與才能發展應相輔相成，她說：「因為

看成績啊，妳的功課成績，就算妳打的很好，

你功課一科 F 或是全部都被當掉，他還是不

讓妳進去」（華 I1090705 自）。小華認為自

己現在的讀書狀況差其他人一點點，但是在

上課時，會「保持清醒」，展現良好的學習

態度。

四、未來自己規劃

為了前往國外大學發展做準備，小華除

了想要加強自己的體格，希望身體能夠變壯

一點，透過多想正面的話來提升自我的心理

素質外，小華說目前最大的挑戰是語言困難；

為了要跨越不同文化環境的挑戰，小華每一

週安排兩次家教和外師對談，訓練英語口說

能力。小華認為學校安排的英文課程不足以

提供他們生涯發展的支持，學校英文課程著

重在聽、說、讀、寫全方面的能力，而為了

未來升學與職涯發展，小華必須在短時間內

提升英語口說能力，認知自己的需求與學校

課程目標上的落差，小華為自己規劃了英語

學習方案。

小華對網球的情感與自我要求是她網

球才能發展上的重要優勢，在家人全力支持

下，以建立自我風格為目標，就如教練和隊

友不斷強調小華自我要求高，她期待自己不

論網球還是學業都能夠更傑出，為了未來發

展，她持續主動出擊。

個案二：想為自己出擊的小新

小新是高中職體育班二年級學生，父親

曾從事網球相關事業，母親是教師，兩位都

曾是網球選手，尤其父親曾是國手級選手，

小新的姐姐也打球，但沒有選擇以網球為專

業發展。運動心理學和歷史哲學是小新大學

最想就讀的科系，未來想去美國讀大學，但

是不一定走專業發展，想給自己多元體驗的

機會確定網球是自己想要的再決定，她這麼

說：

「我不想要現在就走職業，還一

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不希望把我之

後的人生完全賭在這個項目上的，所以

我希望我自己去國外就是有不一樣的體

驗，然後或許是、或許我體驗過後，我

才知道網球是我自己想要的。」（新

I1091004 自）

一、從網球天賦到追求自我的發展歷程

三歲時，父母覺得小新很有運動天分，

開始陪伴練球後，小新就一直朝著網球專業

生涯發展。國小五年級，小新在父親的指導

下進入體育資優班就讀，六年級時父親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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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她尋找更佳的練球環境，從南到北搬了數

次家，多次轉學到不同學校就讀體育班，最

後落腳在曾培育出無數網球好手的國中體育

班。因為小新不太認同父母的訓練方式，與

父母意見不同，國中以後關於網球和訓練上

的決定，皆是由小新和專業教練討論後共同

決定。國中後，小新就開始請長假，專注於

網球專業訓練，目前一周訓練六天，平日的

訓練時間都是整天，早上下午各三個小時，

周六是半天，一個禮拜休息一天半。如果是

比賽前訓練時間和內容都還會再做調整；除

了練習網球以外的時間，一週還會安排兩次

的體能訓練。

國中小新每天 6 小時以上的訓練，但是

她並不喜歡打球，她說：「國中全都是練習，

然後國中前面都是跟著學校練，就是都是整

天都在學校練習」（新 I1091004 自）。小新

專注、認真的練習，在無數的比賽中獲勝，

不知不覺中感受到父母的期待，她說：「我

父母就是不知道我是打到哪個階段，我的父

母就是希望我打職業這樣」（新 I1091004
自）。職業網球選手是父母對小新的期待，

但是國中階段的小新並不快樂，她說：「小

時候其實是不太喜歡打網球。就是因為覺得

很累，然後覺得很無聊，對，即使有成績也

還是不喜歡打」（新 I1091004 自）。贏球的

勝利，並沒有讓小新喜歡打網球。

在隊友的眼中，小新是臺灣網球界的明

日之星，小華說：「她是在臺灣最有潛力的，

因為她跟國外的人比，她不是只跟臺灣人比

啊，國外的人都是怪物等級」（華 I1090705
自）。而小新自己也很清楚自己體育才能發

展的現況，她說：「一路上來，在臺灣成績

也算蠻好的，然後國際上也打的不錯，只是

因為我自己有去看過職業的生態是什麼樣

子，但不會講說自己做不到」（新 I1091004

自）。小新在球場上的傑出表現，家人、教

練和身邊的夥伴都對小新有著很高的期待，

認為她應該選擇朝著職業網球發展，而基於

對網球生態的理解，她也認為自己是有能力

朝著職業發展。

網球一直是小新的生活重心，她在網球

球場上也一直有傑出的表現，但是到了高中

階段，小新決定給自己不同的發展機會。小

新不在意自己網球打得多好，比較想確定自

己有多想要打球。對小新而言，網球這條路

剛開始就不是她自己的選擇，在過去 13 年

的網球訓練中，她認為「前面 10 年我根本

不是為我自己打的」，她理解家人為了她在

網球職業發展這條路付出相當多的心血，但

是她認為自己「已經就是打夠了」。小新認

為如果再繼續打球，就必須為了自己去打，

她認知到要走職業這條路，必須是自己想走

的，否則會無法堅持，她說：

「因為像這樣走職業，如果我不

是因為我自己想要走職業，我將來走也

走不了，因為一定碰到一個很難的階

段，我一定就不會想要再打。那我會希

望說我等我走到那裡再後悔或者再怎麼

樣，我不如就在這裡的時候，在剛開始

我就可以去選擇其他的事情。」（新

I1091004 自）

二、自我的多元探索

國中之後，小新全心投入網球專業，因

此暫停學校的課程，和同學一起上課是小新

最想要去學校體驗的事情，她說：「跟同學

相處，坐在那邊上課，因為我從國中就沒有

在學校上課」（新 I1091004 自）。到高中，

小新想轉換生涯發展的目標後，便展開補習

與練球兼顧的生活，她說：「中間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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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0 這段時間，會排上課這樣」（新

I1091004 自）。不只是學習型態的轉換，小

新評估自己課業上的需求，自己規劃課程，

朝著美國大學準備，她說：「關於美國大學

一些事情都要自己去瞭解自己，要自己安排

課程，還要自己去規劃訓練時間，變得全部

都要自己來這樣。」她認為以前父母安排的

生活，某方面而言，會讓自己過於安逸，

「但是我不喜歡過那種太安逸的生活」（新

I1091004 自）。相對於在網球場上的成就與

熟悉，學校與日常生活對小新而言，是一個

尚未探索的場域，她想有更高度的自主性，

期待自己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體驗。

多元的生活體驗是小新嚮往的生活，小

新認為自己已經在網球專長上累積了十幾年

的經驗，想體驗不一樣的生活。平時休閒時

間，小新喜歡帶著照相機到處走，她說：「我

就是對攝影蠻有興趣的，所以我自己有買一

臺相機，所以有的時候常常假日會帶它（相

機）出去。」姐姐男朋友剛好是攝影專長，

可以提供她專業的建議，讓她「覺得很幸運」

（新 I1091004 自）。小新喜歡離開城市拍攝

大自然的風景和動植物，她說：「去大自然

會有很多、真的會有很多平時看不到的動物

或者是一堆樹什麼的，感覺自己會跟他們交

流」（新 I1091004 自）。多元體驗生活、探

索自己喜歡的事情，是小新現在最主要的生

活目標；而國外生活的多元，是她未來的方

向，她說：

「國外不一樣，它可以讓你不一

樣，他會給你很多的不一樣的東西讓你

去體驗，對，然後讓你知道你未來可能

你在體驗過程中找到自己的興趣，那

以後你的專長就是找這一個。」（新

I1091004 自）

三、網球發展上自我決定的挑戰�

傑出的網球成就對小新來說是雙面刃，

一方面，小新從打球的過程中感受自己的價

值感，一方面卻也害怕除了網球之外，找不

到自己的價值，她說：「現在有慢慢覺得其

實打球是快樂的，因為這樣講，會覺得學了

這麼久，我好像就只會這個東西，所以在打

球過程中就會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新

I1091004 自）。小新不希望網球是她人生的

唯一選擇，當外界看好她的職業生涯時，小

新開始思考自己的打球的目的以及動機，嘗

試調整生涯發展的方向。

小新很感謝父母開啟她網球才能發展的

路程，父母期待小新可以朝著職業發展，然

而小新說：「我覺得他們沒有辦法瞭解生態，

或許我會覺得他們有時候想的太簡單了」（新

I1091004 自）。面對家人和其他人的期待，

小新覺得自己和身旁的人有不一樣的看法，

她認為自己「不是做不到」，而是從國中開

始就非常嚮往國外的生活，尤其很喜歡美國

大學的多元性，「那邊（美國）它不會只有

讓你只接觸到單一的項目」（新 I1091004
自）。

為了讓父母更了解自己的想法，小新希

望能透過溝通與陪伴加深家庭的感情，小新

說：「我會覺得我身為女兒，我應該要陪陪

他們，然後盡力讓他們瞭解我最近在做一些

什麼」（新 I1091004 自）。小新期待主動和

父母溝通，能在接下來的日子更理解彼此，

建立良好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取得父母對自

己生涯發展選擇的支持。

四、不一樣的未來

小新在網球上的成就，讓家人、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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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對她未來的發展付諸相當高的關注與

期待，但小新決定開始補習、安排自己的學

習進度，為出國做準備，她說：「我努力要

做出些什麼，讓他們相信我是真心想要這樣

做」（新 I1091004 自）。小新很感恩在網

球發展上所經歷的辛苦和情感糾結的經驗，

她現在鼓起勇氣，努力取得家人的信任與支

持，追求自己不一樣的未來。

小新的天賦是她網球才能發展的優勢，

但是父母的發掘與刻意培養，放棄學校的一

般學習，全心投入網球的發展後，正當被外

界譽為網球界的未來之星時，小新想確立自

我對網球的感情與承諾，積極探索自己的多

元可能性，爭取給自己不一樣未來的機會。

個案三：正面迎擊的小正

小正目前就讀高中職體育班一年級，

父親從事物流業，父母和哥哥都沒有體育相

關的專長。現在的小正大學想就讀心理系，

網球專業是她的發展目標，也許會到國外就

讀，她說：

「其實我感覺職業是一個目標，我

也不知道我自己做不做得到，但是我想

看我自己可以到哪裡。」（正 I1100128
自）

一、從愛跳舞到網球的發展歷程

小正在國小二年級時，跟著哥哥一起參

加學校網球社，展開網球練習生活。與網球

學習相比，小正在國小中年級以前更喜歡跳

舞，她說：「小時候我其實就是從幼稚園到

六年級，我是都在跳舞，我有學跳舞，所以

我那時候兩邊都有在練習，那時候我是比較

喜歡跳舞，重心都是比較放在跳舞的」（正

I1100128 自）。國小時候的小正多才多藝，

除了網球還有學習跳舞等各種才藝，到了五

年級必須決定是否要加入體育班時，小正認

為自己喜歡網球勝於跳舞，因此加入網球體

育班接受紮實的訓練。到了國高中階段，小

正表示只有猶豫要去哪一間學校的體育班，

並沒有就讀普通班的念頭，學校的選擇是由

自己和教練、父母討論過後共同決定。

國小 5 年級進入體育班時，S 教練剛好

來到球隊擔任教練，S 教練對小正的重視與

肯定，讓小正慢慢喜歡網球，小正說：

「一部分是我覺得是 S 教練的關

係，因為那時 S 教練來了國小，然後

我以前是其實不太喜歡打網球，然後

就是球隊教練也沒有那麼重視我。對，

是 S 教練來之後開始有在練我。」（正

I1100128 自）

除了教練的肯定外，才能展現的成功經

驗，是小正發現自己喜歡網球的轉捩點，她

說：「就突然覺得我喜歡在比賽場上的感覺，

越來會自己想要參加比賽」（正 I1100128
自）。球場上比賽的的成就感強化了小正對

網球的熱愛，甚至主動想參加比賽，讓小正

持續投入訓練，她說：「因為那時候其實到

國中我才有真正的都在投入，在球場上都在

訓練，然後那時候成績又出來了。突然變好，

對，所以有那種成就感。」（正 I1100128 自）

升上高中的小正決定暫停學校學習課

業，投入更多的時間進行訓練，她說：「我

覺得是上了高中更篤定要打、要走網球的時

候，我覺得高一高二我會想要多一點重心放

在訓練上面，看能不能再拼出更多的成績」

（正 I1100128 自）。為了朝頂尖選手前進，

小正希望能透過與不同人打球，加強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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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穩定度以及多元的球風，與教練有了共同

的目標和規劃。為了強化小正的多元球路，

S 教練定期為小正安排不同球路的大學生陪

練，而且特別找不一樣的對象、不同的場地，

可以說「到處跑」，因為 S 教練認為不管在

哪一個球隊，打久了球路就會固定，喪失彈

性。

儘管現在還看不見亮眼的網球成就，但

是小正認真、遭遇挫折也不放棄的態度，引

領自己與教練勇敢邁向職業發展的目標，教

練S認為小正的堅持也讓他願意「再撐一下，

就不小心撐太久了」，S 教練這麼說：

「每天都想放棄，我每天都懷疑到

底可不可以，那些輸球被問，你們家小

正怎麼又輸了？我就想說到底是真的不

行嗎？我真的不行嗎？我真的常常每天

都在想、想 100 遍，那時候她打很爛，

我就想說，算了吧！可是你又會被她感

動，因為你看她，都已經打那麼爛了，

還那麼認真，突然打很爛，然後就自暴

自棄算了，但她不會，她不是那種會隨

便亂打，就想說，好吧，你都那麼拼了，

那就再撐一下，就不小心撐太久。」（正

I1100129 教）

二、學習適應上的支點

小正從高中開始進行一整日的專業訓

練，雖然沒有去學校上學，但是仍需要繳交

學校作業，有時也會用報告代替考試，面對

學習上的需求，小正選擇用補習的方式學

習課程。高中階段剛脫離學校穩定學習的生

活，小正覺得要兼顧課業和專業訓練之間的

平衡很辛苦，她說：

「每天要練整天，然後很多就已經

跟學校的同學已經沒有什麼關係，就是

沒有什麼接觸、相處。然後每天要自己

一個人練球，然後、讀書、讀書。我覺

得會比較累，比要進學校上課還要累，

你自己要督促自己要讀。對，有時候練

完，變成回去就根本不想碰。我覺得最

累的是這個。」（正 I1100128 自）

對於不想碰的學業學習，母親則成為監

督小正課業學習的角色，S 教練說：「他媽

媽採很硬的原則部分。因為該讀書的時候就

是讀書，對吧？不管你打球多累，回來時間

讀書就是要讀」（正 I1100129 教）。對小正

來說，最大的壓力是提升自己對課業學習的

動機，她說：「一開始當然不能接受用逼的，

但是後來還是覺得也要。」（正 I1100128自）

小正的哥哥在小正的學習歷程中擔任

重要的角色，國小時小正跟著哥哥去學習網

球，雖然哥哥現在沒有繼續打網球，但是哥

哥在學習發展中的正面回應，成為小正學習

的典範，她說：

「因為他（哥哥）其實到讀高中，

他的專項是在木工，他學很久很久，他

從幼稚園學到現在。然後他高中就特別

去臺東讀技職、木工的學校，然後他們

其實也都是一直在競賽。對，算是他的

心態跟我有點像。他沒有特別鼓勵我，

只是他的想法很樂觀。所以讓我覺得也

沒有那麼慘。」（正 I1100128 自）

亦師亦友的 S 教練，是小正網球才能發

展的關鍵人物。S 教練會與小正共同討論目

標，為小正設計個別化的訓練方案，S 教練

的重視讓小正能在才能發展的歷程中找到樂

趣，並獲得成就感。當小正遇到瓶頸時，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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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善於引導小正釐清問題，小正說：

「我遇到一些瓶頸，或者是練球比

賽，比如說瓶頸的時候，他（教練）會

跟我講或者用一些方式教我。比賽一直

輸球的時候，有時候會突然有一陣子比

賽慌。輸球，對，然後他們會可能會特

別找我會找我聊、特別找我聊天。」（正

I1100128 自）

隨著網球才能的發展，小正和教練兩人

從上對下的關係，逐漸轉為互動式、平等的

關係，小正說：「我覺得以前會把他就當作

教練，只是上了國三開始或者上了高中會覺

得有時候會比較像朋友、很像在聊天的時候

或者在討論事情的時候。」（正 I1100128自）

三、正面迎擊網球發展的挑戰

小正認為自己在網球上的成就「沒有到

超好」，但不管是成績上的表現還是任何關

於網球技術或心靈層面的突破，小正表示她

滿意自己現在的成就，因為「畢竟我不是一

個天分超好的選手，很多事情我都是靠大量

的時間跟大量的努力，去體會去摸索而來。」

（正 I1110515 自），她認為自己能打到目前

的程度，讓許多人看見並開始支持她，都是

她的成就。S 教練認為小正在國小時期沒有

比其他同年齡的孩子優秀，但也因為如此培

養出強大的挫折復原力，他說：

「她以前沒有那麼優秀，沒有那麼

好，所以一直都會被冷落在旁邊，對啊，

所以當她上來的時候，就是爬上來的時

候，她已經有被看不起過，她會比較能

夠釋懷那種感覺，對啊，我覺得那是她

的一個優勢。」（正 I1100129 教）

S 教練認為小正的心理素質是她能夠堅

持的重要力量，教練認為心理素質是一種

面對輸贏的壓力，自己能解決的能力，他強

調：「面對壓力，你怎麼樣帶領自己走出那

一段，或者是像別人的批評或者是一些風涼

話，你要怎麼樣處理、克服跟面對，然後再

重新再繼續往前走」（正 I1100129 教）。教

練認為小正在這個部分表現比同年齡的孩子

更成熟，小正也說：「我覺得我的心態的、

堅持的那種意志力，比別人好一點」（正

I1100128 自）。小正以及教練都認為過人的

意志力是小正的優勢能力。

談及家人的支持，小正說那是一種無形

的支持力量，如果撐不下去是自己放棄的，

她說：

「我覺得他們是一個非常無形的

支持，他們不會叫我不要放棄之類的，

但是我有成績或者我表現不錯的時候，

他們會鼓勵我、稱讚我，但是我遇到問

題的時候，他們不會特別站在我這邊，

他們會說你要自己想辦法。對。然後

他們就覺得這是我的事，如果我撐不

下去，那就等於是我自己放棄。」（正

I1100128 自）

在家人裡媽媽的態度與支持，影響小正

的體育才能發展最深，尤其影響小正看待網

球的價值觀，培養小正認真對待每一顆球、

不輕易放棄，在比賽中盡力到最後一刻的態

度。S 教練說：

「媽媽會管網球。但是他爸的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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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像我這樣子，就儘量做，然後媽媽

就會覺得這樣子會比較說你有盡力。花

那麼多時間你必須要盡力，不是說輸贏

的問題，是說你每一次練球你有沒有真

的很認真。媽媽就比較注重這種東西。」

（正 I1100129 教）

四、一路堅持向前進

 小正表示身為網球選手，「一路都很

辛苦也很犧牲，不管是訓練還是比賽除了堅

持還是堅持」（正 I1110515 自），生活大小

事甚至是每天的心情都跟網球有關，為了練

球和比賽犧牲很多休閒娛樂，有時候會想要

放棄或想要放鬆，但當成績有突破時，她就

會「覺得一切都值得，慶幸自己願意犧牲願

意努力，就算成績不如預期我也不會後悔，

至少我努力過了！」（正 I1110515 自）小正

說自己跟網球的關係很微妙，可以說是「若

即若離的夥伴」，「生活中已經不能沒有網

球」，「有時卻又不想要面對它」，時常因

為網球沮喪，或因為網球快樂，但是「每當

我的網球進步的同時，我自己也跟著不斷的

成長」（正 I1110515 自），小正越來越習慣

被網球時時刻刻包圍的選手生活，也知道怎

麼調適每天因網球而左右的情緒；對小正而

言，網球已經是她的生活，網球不僅是網球，

更是她挑戰自我的重要歷程。

小正網球才能發展的歷程，從一開始輕

鬆、多元地探索，透過教練專業訓練，逐漸

在網球比賽中獲得成就感，就如 S 教練強調

小正一開始並不特別優秀，但是「挫折無法

使小正停止前進」，不論學業學習或網球發

展，小正一路朝著目標全力以赴，正面迎接

挑戰。

研究結論

理論上，每一顆網球都有潛力可以在網

球場域中發光，但是在經歷各方壓力、各種

比賽競爭的歷程中，很多網球很快就變形，

失去彈性，甚至破裂而被淘汰出局。以下從

小華、小正、小新三位體育資優生網球才能

發展的歷程，整合分析高中階段網球資優生

才能發展歷程中，才能發展的挑戰、學習適

應的重要支持、與自我認同的樣態等三個向

度的研究發現。

一、網球才能發展的挑戰

早期發展與多元探索難兩全。如上述，

「早期發展」加上長期的專業訓練是特殊才

能發展的關鍵條件（Bloom, 1987；Gardner, 
2000），三位體育資優學生都在國小階段

開始接受網球專業的訓練，也都在學齡前

就展現體育方面的興趣或天賦，從學齡前的

遊戲、活動或訓練開始逐漸培養運動員的體

格、技能、態度。早期接觸雖然是三位個案

的共通點，國小時，三位個案都已開始接受

網球專業的訓練，但是投入的動機與態度不

同，高三的小華 8 歲主動投入，高二的小新

是則是父母在 3 歲時發掘的，而高一的小正

則是從熱愛跳舞、多元探索後國小 5 年級才

投入網球訓練；面對學校的學習，小華選擇

跟著學校的課業進度，利用早上以及放學後

的時間練球，主要有兩位教練共同指導；小

新和小正選擇向學校請長假，花費更長的時

間練習。三位個案中，三歲就開始接受專業

訓練的高二小新，最早做了專業的選擇，但

是也許年紀小，父母的決定高於自己的意

願，遺憾自己沒有多元探索，想給自己機會

試探其他的可能性；主動投入網球的高三小

華，雖然選擇體育班，但仍盡力維持學業的

表現水準；相對小新與小華，投入較晚的小

正經過多元探索，高中才「篤定」給自己走

網球專業的機會，卻也是三位個案中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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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的承諾度最高。每個人時間有限，

「及早立志」是特殊才能專業生涯發展的重

要關鍵，但是提早開始意謂提早放棄其他的

選項，單一選擇與多元探索的兩難是小華和

小新以及大部分網球選手在網球才能發展的

歷程上不斷面對的挑戰。涂馨友與黃崇儒

（2012）也指出運動員在國中與高中階段大

都設定為透過優秀運動成就來獲得較佳的升

學進路，容易忽略運動領域外的學習，其他

相關能力知覺較差而導致日後生涯選擇或轉

銜上的困境。

競賽成就與個人熱忱難兼容。三位體育

資優個案都是從進入國小體育資優班後就開

始參加各種網球競賽，其中小新則更早，比

賽成績的累積是她們一路順利進入國中以及

高中體育資優班的重要指標。也就是說網球

才能的發展歷程中，三位個案都必須不斷參

加比賽獲得傑出表現的肯定，才得以發揮才

能以及獲取接受特殊專業訓練的教育資源。

以網球為例，體育學生到各地參加比賽以及

平時的訓練都所費不貲，國內 14 歲後排名

前三名的學生會獲得補助金，獲得補助金的

學生有更多資源能參加比賽，競賽排名與資

源的循環會使個別才能的差距拉大，而無法

在早期取得排名的學生，如果沒有家庭經濟

為後盾，縱使對網球有高度的興趣或專長也

很難發揮。如何善用競賽或獎助金額，創造

良性的馬太效應（Merton, 1968）循環，是教

育資源投入需要審慎的議題。

三位高中階段的個案都表示「喜歡打

球」和「為了排名而打球」是兩回事，從小

喜歡打球的小華，不喜歡比賽的競爭，有打

球天賦的小新在網球競賽上不畏競爭，但

不喜歡打球；而從打球獲得成就感的小正，

正以無畏的精神朝著目標前進。要在體育領

域有傑出表現，刻意練習的必要性外，願意

面對高度競爭壓力，甚至樂於從競爭中建構

自我成就是專業發展的重要指標，研究指出

這需要個人對網球的興趣與熱愛必須轉化�

高度的承諾，這種高度承諾往往需要有深厚

的情感連結，或者對網球與自我有某種程度

的價值理想（Bloom, 1987；Gardner, 2000；
Renzulli, 2000），僅繫於競賽成績的情感關

係不但是脆弱，有時候甚至會造成傷害。高

中階段體育資優生，從國小就投注大量心力

專注於體育才能發展歷程，在體育才能上優

異成就，除了面對單一成就的風險外，同時

也面對著如何在嚴格的訓練與高度競爭的網

球生態中，維持對網球的熱愛，或者如何

因著體育才能的發展拓展個人的興趣與經

驗等的考驗（楊欽城等人，2016；Coakley, 
1992）。

才能發展與心理素質教練難兼顧。教練

是體育才能發展的重要關鍵人物，三位個案

不斷強調，教練不單為每一位不同的選手量

身訂做訓練策略與分析對手的球路給予專業

上的建議，更重要的是，教練和他們共同訂

定目標，尤其當她們遭遇比賽挫折時，教練

的陪伴、鼓勵和專業上的建議是幫助她們跨

越困難，堅持的動力。S 教練認為支持體育

資優生需要一個多元專業團隊的整合，教練

與家長之間需要長期密切合作，教練不只是

提供網球技能的專業訓練，還需要與其他體

能師、心理師合作，滿足小正才能發展上各

方面的需求；但是 S 教練考量到經費問題，

目前僅有與防護員合作，其他相關服務如：

心理師、物理治療師等，是視情況需求而定。

S 教練說：

「整體來看沒有（專業團隊），幾

乎都是一個教練全包，打球、比賽、住

宿，但是我儘量把它切割開來。因為我

覺得還是術業有專攻，還是需要專業的

人來，我們可能略懂，但是我們不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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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精細，蠻特別。」（正 I1100129教）

換句話說，高中階段的網球教練不僅是

網球技能訓練的專家，他們還是良師、家庭

諮商師、心理治療師，某些情況更扮演了父

母的角色。因應體育資優生的特殊需求，教

練需要尋求相關專業團隊合作，協力提供體

育資優生才能發展上的特殊需求；但 S 教練

表示礙於經費考量，臺灣目前大部分的網球

球隊往往因為經費的問題，無法有專業團隊

的服務，主要由教練一人為體育資優生設計

訓練課程，包辦全部的事項。不同風格的教

練，會造就不同球風的體育人才；而和其他

特殊才能發展類似，網球才能不同階段的發

展，也需要不同風格的教練（Bloom, 1987；
Van Tassel-Baska, 2005）。如何在臺灣的運

動環境中，尤其是職前階段有限經費下，為

體育優異者建構專業的服務團隊，以適切的

回應每位優異者的特殊需求，是體育人才培

育需要克服的問題。

二、學習適應的重要因子

體育資優生的學習生態與一般學生迥

異，個別性高，雖然三位個案因個人的特殊

性而有不同的適應需求與支持的力量，然而

分析歸納三位個案在學習適應上的狀況，發

現以下四個重要的共同因子：

自主自律性。三位體育資優生在學校

學業方面的學習時間比一般學生短，其中小

正和小新從國中開始選擇專業訓練為主，學

校的課業為輔，向學校請長假，加上經常

的外出比賽，在學校學習的時間相較短暫。

分析三位個案學習適應狀況，發現許多學校

的師長因應體育班特殊的學習型態，會盡力

將課程濃縮、簡化、減量調整，讓學生能在

有限的時間中，學習學科重要的基本能力。

而為了要平衡體育才能發展與學業學習，三

位學生會自行選擇時間較彈性的家教，加強

英文、數學等能力，尤其學習英文對三位網

球專長的個案而言，不只是為了跟上學校的

課業，更是為了將來朝著國際發展的目標前

進。在網球方面，本就接受教練個別指導的

三位個案，都會與教練分析自己的優弱勢，

並針對自己較弱的項目，設定具體目標並切

實執行。訪談歷程中，三位個案都不斷重複

「自己負責」、「自己喜歡」、「自己到哪

裡了」以及「得自己規劃」等，一致強調自

主與自律對她們學習適應的重要性。換句話

說，學校提供了彈性學習的課程與機會，三

位個案不論是學業學習還是網球才能的發

展，學習型態相當個別性，也和其他特殊才

能的發展有類似的狀況，自主彈性高，自律

性的要求也同時提高。

志同道合的楷模。三位個案在訪談歷

程中，不斷強調隊友與學長姐對她們的重要

性。她們都擁有一群網球專業上的學習夥

伴，在球隊一起長時間磨練網球專業的隊

友，平時不只是能和隊友們一起外出比賽、

建立友誼，還能從彼此的談話中建立信心、

突破現況框架。而且，同樣身為體育資優生

的隊友更是職涯探索的典範和目標，看到學

長姐生涯發展的經驗，讓三位體育資優生更

清楚自己在專業發展的方向和可能面臨的挑

戰。

家人的肯定與支持。如上述體育資優

學生才能發展的個別差異大，學校難以提供

完整的教育支持，有賴家庭的經濟來源與心

力投入，尤其父母的肯定與支持是每一位個

案努力向前的動力來源。每個家庭有不同的

文化環境，展現關心支持的方式不同，但每

位個案都非常感謝家人的支持與投入，雖然

某種程度上，家人的投入與期待也是她們壓

力的主要來源。小新的父母有網球專業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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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很早就發掘了小新的網球天賦，父母是

小新的第一位教練，他們的指導與用心安排

專業訓練，讓小新在早期就能充分展現網球

的天賦，但也因為父母的指導與高度期待，

造成小新與父母之間意見的衝突，讓小新重

新思考網球對自己的意義。小華和小正的父

母都非網球專業的人士，從小支持小華和小

正對網球學習的決定，但同時堅持他們應該

兼顧學業的學習。縱使每位個案的父母關切

的方式不同，但都在最大的可能範圍內，對

個案的網球才能發展付出，是三位個案能夠

持續在網球上發展的重要支持。

心理素質的重要。研究歷程中，「心理

素質」一詞在訪談中不斷出現，尤其 S 教練

更強調心理素質是小正之所以傑出的關鍵。

體育資優生背負父母與教練的高期待與生涯

選擇的挑戰，投注大量時間心力在才能發展

的歷程中，每位個案都認為需要加強自己的

心理素質，教練也強調這是朝著職業選手目

標前進的關鍵。心理素質不能用有或無來判

斷，而是面對挑戰時，臨危不亂、展現挫折

復原力與正面堅持的態度，這也是 Sternberg
（1999）所強調的成功人格特質，高中階段

體育資優生的心理素質狀況與其才能發展成

就關係值得進一步的探究。

三、自我認同與生涯抉擇

如上述，自我認同是一種動態的發展

過程，是每個人在成長或才能發展歷程中，

對自我的理解、肯定以及對自己將來想成為

怎樣的人的建構歷程。從才能發展觀點，高

中階段的體育資優生是運動生涯發展的轉型

期，尤其是業餘狀態轉變為專業狀態抉擇的

轉捩點，這個階段的自我認同與未來的生涯

方向息息相關。雖然從網球競賽的成就與排

名，三位個案在網球才能發展上都已是業餘

水準，網球或者說網球競賽都是他們的生活

和自我價值的核心，但是她們對自我與網球

的關係、網球發展上的定位以及對自己在網

球成就上的自我評價等都各不相同，以下歸

納分析三位個案的自我認同狀態。

自我認同的層次。縱使隊友與教練對

小華的網球成就評價很高，高三的小華在訪

談歷程中不斷表示自己「蠻沒有自信的」，

雖然對自己的網球優勢與定位有很高的掌

握度，且對未來有具體的目標，但是小華期

待自己能夠學業與網球兼備，且不論學業還

是網球發展上，她都認為自己還有努力的空

間，就如隊友說：「她可以，但是她不想要」，

可以說小華還在尋求自己對網球成就的肯定

與企圖心，從自我認同的發展狀態（Marcia, 
1980），小華處在認同尋求的階段。高二的

小新縱使很清楚表示自己「很清楚網球的生

態」，自己在「打球過程中就會覺得自己是

有價值的」，但是卻認為自己並「不喜歡打

球」，她打球比較是為了回應父母的期待。

因此，高中開始決定給自己重新出發的機

會，確立自我的興趣與網球專業發展的關係

前，她無法對網球才能的專業發展做出承諾；

換言之，小新認可自己在網球職業上的價

值，但並不認同網球是她自己所愛，也正處

於認同尋求的階段。相對於小華認為自己需

要更有自信，小新對自我肯定但選擇求變，

高一的小正則展現強烈的堅持度與企圖心，

「想看自己可以到哪裡」，從接觸網球與面

對網球訓練的歷程中，小正一直把網球視為

發展自我的機會，從網球的進步看見自我的

成長，願意不斷學習、調整並挑戰自己，是

三位個案中自我與專業認同狀態最整合，也

是專業發展定向最明確的一位。三位個案的

自我認同層次是否如陳瓊茶（2005）的研究

指出與成就目標或競技倦怠有關，則需進一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116•

步探究。

重要他人的態度與期待。從上述分析

中，可以發現教練與隊友對三位個案網球才

能成就都是高度的肯定與支持，然而提到專

業發展的抉擇時，可以發現父母對三位個案

學習網球的期待與態度和個案的自我認同狀

態有極為微妙的關係。相對於小華家人，尤

其是父親期待小華學會獨立，競賽輸贏應該

「自己負責」，小華承擔著自我的選擇以及

成敗的壓力，對自己的要求相當高；小新網

球的高度成就與父母的高度期待，促使她認

為自己需要對網球重新建立情感的連結；而

小正母親重視小正學習網球的態度遠高於網

球的成就本身，教練也認為小正母親對小正

學習網球「在乎認真」而「不是輸贏」的態

度，培養了小正對網球的堅忍性與承諾。個

別差異是不爭的事實，個人的特質與家庭的

互動歷程更是一個複雜的動態，從三位案例

的分析，高中階段父母的期待與態度對個案

的自我認同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謝旻修

等人（2022）研究指出重要他人的認同是網

球選手未來專業發展的重要基石。 
如上述，自我認同不是一種擁有的穩定

特質，而是一種不斷在社會行動中建構的歷

程，從三位案例可見高中階段的體育資優生

面對著將自我與專業整合的認同挑戰。無庸

置疑的，特殊才能傑出表現者的自我認同會

與個人在領域才能的技巧精熟度，或者成就

有某種程度的相關，但並非直接的對應關係；

除了網球才能的成就外，學校適應、家庭的

關係或者重要他人的肯定或期待等都會影響

才能優異者如何看待自己，涂馨友與闕月清

（2014）對北部地區體育大專院校四名大專

運動員的研究，也建議重要他人應持多元思

維以提供大專運動員職業探索與選擇方面的

資源與訊息。高中階段體育資優生的重要他

人，尤其父母的期待與思維，與體育資優生

自我認同狀態的關係需要更深入的探究。

研究啟示與建議

近來謝淑薇與盧彥勳在國際網球競賽中

的傑出表現，成為臺灣榮耀的象徵，也讓網

球運動漸受矚目。但是相對於學術性向的資

優生，我們對優異體育人才的發展歷程，尤

其高中階段體育資優生的發展與挑戰的探究

甚少，基於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啟發與

建議：

體育才能先發優勢與多元探索的議題。

2019 年特殊教育法規中，體育才能歸類為

特殊才能類，但是體育班並不隸屬特殊教

育輔導的範疇，學校教育系統中，以「體育

班」稱呼，而非體育資優班；加上國內從資

優教育探究體育班或是體育才能發展的相關

研究文獻薄弱，都足見體育資優的議題不受

研究者的青睞。體育才能發展受體格與競賽

經驗的影響，大多數的體育資優學生在國小

階段、有些甚至更早就接受體育才能發展的

訓練，但是接觸新事物、探索其他領域的機

會也會相對減少。體育資優生很容易早期發

現，也需要早期發掘，資優教育者如何與體

育專業教育者合作，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

下，在爭取先發的優勢與多元興趣探索間，

為體育資優生提供多元彈性與持續性的教育

系統，是支持體育資優生才能發展的重要課

題。

高中階段自我認同與專業續航的議題。

三位個案早期接受專業訓練後，從國小到高

中階段從未想過放棄網球的問題，只有想該

讀那個體育班，為了爭取體育教育資源的機

會，全力以赴爭取競賽上的優異表現，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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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段都已是業餘水準。但是到了高中階段

都有一個共同困擾，在自己對網球長期投

入，降低甚至犧牲了對其他領域的探索與發

展，或者父母大量心力與經濟的投資後，選

擇其他生涯發展的壓力與風險也相對提高，

自身與網球才能發展的關係複雜化，增加了

專業發展抉擇的無形壓力。三位個案訪談中

不斷強調走向網球職業發展是一個非常嚴肅

的問題，他們必須面對將自己的人生意義與

專業發展整合的課題。體育才能發展歷程雖

然不是選擇自我發展或自我犧牲的問題，但

是到了邁向專業發展的階段，三位個案都理

解他們正面對為了網球生涯發展，得放棄或

犧牲自己其他興趣的挑戰，研究指出這需要

他們對網球與自我價值理想有某種程度的釐

清（Bloom, 1987；Van Rossum, 2009）。 高

中階段如何支持體育資優生在嚴格訓練與高

度競爭的競賽中找到自己的價值，建構自我

認同的多元基礎並與網球建立更深的個人情

感，以利轉銜到多元專業發展，是高中階段

培育體育優秀人才需要深入探究的議題。

高等教育階段專業生涯發展的議題。

無庸置疑，追求在國際賽壇中傑出表現，是

體育才能發展的最高目標，但是將體育方面

有高度興趣或特殊專長的優異學生培育為國

手級的選手，只是體育人才教育系統的重要

目標，並非唯一目標。除了在各項競賽中脫

穎而出，三位高中階段的個案都期待自己能

發展多元興趣，追求自我的人生目標；同時

也表示，若為了同時兼顧網球專業與對其他

領域的興趣與探索，會選擇往國外的大學學

習。這個發展方向無論是參照前面許多前輩

發展的經驗，或是源於對國外學習環境的憧

憬，都顯示三位個案對多元性學習的追求。

高等教育階段體育人才培育的系統，如何滿

足不同生涯發展目標的優異人才，或者讓高

中階段的體育資優生理解高等教育階段的多

元性，是國內培育傑出體育人才需要重視的

議題。

體育才能的類型與性別議題。每一項體

育才能發展各有其獨特之處，有不同特殊需

求和發展生態，本研究聚焦於網球專業的體

育資優學生，僅能呈現網球體育資優學生在

才能發展的歷程與挑戰，不同體育專業項目

與不同學習階段的體育資優生，都各有其獨

特性；同時，本研究的三位個案都是資優女

生，網球項目中資優男生的才能發展歷程與

挑戰的獨特性，也都需要更多研究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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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and challenges 
in talent development among sports-gifted high school students. Early training is a 
critic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talent. The sooner an individual's talent 
is recognized, the easier it is to receive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achieve professional 
success. However, school education is frequently insufficient for developing sports 
talents. Talented students must rely on their families and personal investments to 
improve their skills. Sports-gifted high school students may overspecialize in sports 
to the detriment of a well-rounded education. High school stage is the turning point in 
professional career of sports-gifted students.  Under the dual pressure of specializing 
in sports talent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school adaptation, self-identity and social 
supports are three critical factors that affect sports-gifted students continued pursuit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 Methods: A multiple-case study method was implemented 
in this study. Three outstanding high school tennis players and their significant other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All three participants were amateurs and had won prestigiou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Hau was a third-year student in the high school 
sports-gifted class. Hau played tennis since she was a second grader.  None of her family 
members have sports related interests or expertise.  She would like to study Psychology 
at university abroad.  Xin was a second-year students of sports-gifted class.  Xin played 
tennis since she was three-year old. Her father was engaged in tennis-related career 
and her mother was a school teacher.  Both them were former tennis players,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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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father was a national tennis player.  Xin would like to study Sports Psychology or 
Philosophy of History at a university in United State.   Zheng was a first-year student 
of sports-gifted class.  She played tennis since she was a second grader. None of her 
family members have sports related expertise.  Zheng would like to study Psychology 
abroad as well. Data were collected mainly from semi-structured individual interviews, 
observations, and documents. The thematic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Findings: The three young athletes shared some similar characteristic, such 
as showing interest early and have the energy that accumulated from the pressure of 
competitions.  However, each young athlete differed in the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of their talent due to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ature of support received 
from their team or family. The following are the three ke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The 
first finding was on challenges in the tennis players’ development; three of these were 
identified. The first challenge pertained to overspecialization. The three participants 
began tennis training before or during elementary school. The dilemma between 
single devotion and multiple explorations is a constant challenge that the three young 
athletes f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nnis talent. The second challenge pertained to the 
fact that the students perceived their passion for the sport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competitive nature of professional tennis. In addition to the risk of becoming single-
minded, they also face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maintain their passion for tennis while 
going through the harshest trainings and competitions.  The third challenge pertained to 
professionalism in coaching. To meet the special needs of young athletes, high school 
tennis coaches serve not only as tennis training experts but as mentors, psychotherapist 
and family counselor.  However, mental health and family counseling are usually not the 
expertise of high school tennis coach. A professional coaching team is required to ensure 
that the mental health needs of young athletes are met. The second finding was on th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how the athletes adapted to school learning environment; 
four of these were identified. The first and most crucial factor pertained to self-autonomy 
and discipline. Sports talent development is highly personalized, and autonomy and 
self-discipline are required for the flexible educational model adopted in school. The 
second factor pertained to the presence of like-minded role models. For these athletes, 
teammates were professional learning partners and role models who also helped them 
build their self-confidence. The third factor pertained to family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Although the athletes’ family members differed in their perspectives on the value that 
professional tennis brings, their sporting achievements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ir families’ supports. The fourth factor pertained to mental strength. Each 
participant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ental strength to being a professional ath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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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finding was that the self-identity of the athletes was inextricably bound up with 
not only their coaches and teammates but also their parents' expectations and opinions 
of the sport, many of whom were not supportive of their children’s athletic pursuits. 
Conclusions/Implications: This study draws three implications from the results. First, 
struggling between the specialization of sports talent and the exposure to an all-rounded 
education is a common challenge for young athletes.  Should all-rounded education 
really matter for the young athletes or just an illusion of school expectation? As the 
talent development of sports field is very personalized, would it be appropriate and 
what needed to be changed if the high schools provide personal education for the young 
athletes? Second, stakeholders must acknowledge the large opportunity cost involved in 
the young athlete’s commitment to their sport, where the time and effort they could have 
otherwise devoted to other life goals are spent on bettering themselves at the sport. Thus, 
supporting high school sports-gifted students in finding their values, developing their 
self-identity, and forging a deeper personal connection with tennis is crucial. What role 
does the family or coach play regarding to this issue?  Thirdly, all three young athletes 
expected to study abroad for exploring themselves in diverse fields while continuing 
pursuit in tennis at higher education level.  Educators should recognize that young 
athletes did not see the higher educational arrangements would fit their personal goal; 
thus, alternative educational arrangements at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 should be tailored 
for young athletes accordingly.  Overall, the three implications are regarding to the issue 
of in what extend should the school education be responsible for the talent development 
of young athletes?  To support the talent development of young athletes appropriately at 
different schooling level, these issues are needed to explore further and deeply.

Keywords:  School Adaptation, Self-Identity, Sports-gifted Student, Talent Development, 
Tennis Pla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