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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背景：動體視力係指能正確地辨識移動中物體細微部分能力，對運動員而言是相當重

要的一項運動視覺能力。長期接受相似運動訓練的男女兩性，其動體視力是否存在差

異，未有文獻進行探討。目的：本研究目的在於比較國際級優秀男子棒球和女子壘球

選手動體視力之差異。方法：以 17 名國家棒球代表隊員以及 15 名國家女壘代表隊選

手為研究對象，利用 ATHLEVISION 運動視覺測試軟體分別進行向左、向下、向右、

向上等動體視力測試，並計算出水平方向、垂直方向及整體動體視力。結果：發現國

際級優秀男子棒球選手在向右、向下、向左、向上、水平方向、垂直方向、整體等動

體視力均顯著優於國際級優秀女子壘球選手 (p < .05)。結論：本研究認為動體視力存

在著性別差，男性優秀運動員的動體視力顯著優於女性優秀運動員的動體視力。

關鍵詞：運動視覺、視覺能力、棒球、壘球、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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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具快速移動球特性 (fast-ball sports)，
如棒球、壘球、網球、板球、籃球等運動

項目的選手，由於需不間斷地反覆以視覺

追蹤移動中的球，並因應快速移動球體的

動向，而做出相對應的動作，如擊球、接

球……等 ( 張世聰等人，2014 )。所以，

視覺器官的敏感性與視覺能力會因長期的

專項運動訓練，而有促進之效益，特別是

能正確地辨識移動中物體細微部分能力

的動體視力 (dynamic visual acuity, DVA)
(Ishigaki & Miyao, 1993)。文獻指出不同

技能水準選手 ( 張世聰、劉雅甄、劉妍秀，

2013；劉雅甄、楊賢銘，2005)、不同運

動項目選手 ( 王艾玲、劉雅甄，2012) 有
不同的動體視力，且動體視力與運動技能

表現具有顯著的相關，其中與棒球運動中

的投球和打擊表現 ( 劉雅甄，2008)、打

擊率 (Hornor, 1982)、球類項目的接球表

現 (Sanderson & Whiting, 1974, 1978)、
網球運動中的發球落點判斷能力 (Cash, 
1996)、籃球運動中的投籃命中率 (Beals, 
Mayyasi, & Templeton, 1971; Morris & 
Kreighbaum, 1977) 和罰球命中率 (Morris 
& Kreighbaum, 1977) 等技能達顯著的相

關，也就是具有優異動體視力的選手，其

運動技能表現會相對地較佳 ( 陳怡文、陳

益祥，2015)。

過去以非運動員為對象的研究，發

現男性的動體視力顯著的優於女性 (Burg, 
1966; Ishigaki & Miyao, 1994; Long & 
Crambert, 1990; Long & Johnson, 1996; 
Long & May, 1992)。Ishigaki & Miyao 

(1994) 研究發現，兩性的動體視力僅在 5

歲時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雖然 6 ~ 

20 歲之間兩性未達統計上的差異，但仍

呈現出男性優於女性的現象。這可能是

因為男性的動體視力先天上原本就優於

女 性 (Ishigaki & Miyao, 1994)， 且 可 能

是因為中樞神經系統結構的問題，也就

是由於兩性在知覺能力和訊息處理上的

差異，使得男女性的動體視力有不同程

度 的 影 響 (Meeuwsue, Goode, & Goggin, 

1995)。由於動體視力被認為具有可訓練

性 (trainability)，即可經由視覺訓練或是

專項運動訓練提升 (Long & Riggs, 1991; 

Long & Rourke, 1989; Maeda & Tsuruhara, 

1998a, 1998b)。綜合上述，動體視力對

運動員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項運動視覺能

力，長期接受相似運動訓練的男女兩性，

其動體視力是否存在差異，未有文獻進行

探討；且本研究假設長期接受相同運動訓

練的男女兩性，可能會使原本動體視力較

差的女性運動員，因其可訓練性的原故，

而使動體視力的性別差異減小。

男子棒球與女子快速壘球運動一直是

我國少數能立足國際賽會的球類運動項

目，其特性也相當的接近，都是由投球、

打擊、接傳球、跑壘等基本技術所構成

的全面性運動。雖然兩項運動在球場大

小 ( 如投手距離、壘間距離、全壘打距離

等 )、球體大小 ( 如直徑和重量等 )、球棒

大小 ( 如直徑、長度、重量等 )、投手投

球方式 ( 棒球為過肩式 [overhand pitching]

為 主， 壘 球 為 低 手 的 風 車 式 [windmill 

pitching])、離壘方式 ( 如棒球可以離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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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球不可以 ) 等等有差異，但也因為參與

選手的性別差異而導致身體素質如爆發

力、肌力、速度等的不同，使得兩項運動

選手所面臨的挑戰相似。因而，棒壘球選

手不論是打擊、守備或接球均需正確地判

斷快速移動不同方向的球體、對手或隊友，

以便能做出正確的動作 ( 劉雅甄，2006a，
2008)，且視覺能力是影響打擊狀況優劣的

因素之一 ( 劉雅甄，2014，2015；潘亮安、

劉雅甄，2013)。

本研究認為以長期接受專項訓練的我

國男子棒球代表隊選手與女子快速壘球代

表隊選手，適合做為本研究受試者。基於

上述，本研究目的在於比較國際級優秀男

子棒球選手與優秀女子壘球選手的動體視

力差異情形。以驗證本研究假設：長期接

受相同運動訓練的男女兩性，可能會使原

本動體視力較差的女性運動員，因其有較

大的可訓練性效益，而使動體視力的性別

差異減小。本研究不僅可瞭解長期專項運

動訓練對於男性和女性運動員動體視力之

差異，並可間接瞭解動體視力之影響因素

以及改善動體視力之理論基礎。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受試者為具相近專項運動訓練

年限之我國參加 2006 年杜哈亞運國家棒球

代表隊十七名選手，以及壘球代表隊十五

名選手。其中，棒球代表隊榮獲我國有史

以來的第一面亞運棒球金牌，且成員遍及

成棒業餘、中華職棒、日本職棒、及美國

職棒等我國好手；壘球代表隊則經長達二

年的集訓後，榮獲有史以來的最佳成績 --
銀牌。參與本研究的國際級優秀男子棒球

和女子壘球選手均獲得獎牌，顯示受試者

具有國際級優秀選手之水準。

二、動體視力測試

動體視力測試是以日本運動視覺權

威：Dr. HisaoIshigaki 所開發出的專業運

動 視 覺 測 試 軟 體「ATHLEVISION」，

可分別依序測試受試者正確辨識向右 
(DVA-R)、向下 (DVA-D)、向左 (DVA-L)、
向上 (DVA-U) 等方向快速移動的數字。測

試方法為：二半圓間的軌道中會出現一個

數字，此數字會依不同速度移動，在移動

的過程中會變換三個數字，受試者必需辨

識所出現的三個數字為何。本研究為避免

太陽光線影響測試電腦螢幕的亮度與出現

反光，而影響受試者的辨識，所以實驗期

間均將測試電腦架設於有窗廉之室內教室

或空間之內。依照測試軟體所規範的距離，

令受試者的雙眼距離電腦螢幕 15.8 英吋。

測試的過程中，允許受試者配戴眼鏡或隱

形眼鏡，但受試者的身體與頭部均不能移

動 ( 劉雅甄，2011)。

所有受試者均經研究者以運動視覺

測試軟體所設定之測試方法與流程解說書

面，進行詳細解說之後，每位受試者在四

種動體視力測試之前均有三次的練習，以

使受試者熟悉整個實驗儀器和測驗流程。

正式測試時，研究者於開始測試前一秒說

「預備」，使受試者專心注視電腦，電腦

顯示二半圓，中間的軌道會出現一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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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數字會依不同速度移動，在移動的過程

中會變換三個數字，受試者必需辨識所出

現的三個數字為何。受試者在正確辨識後，

軟體會自動增加數字的移動速度，直至辨

識錯誤為止。待受試者於同一移動速度下，

辨識錯誤二次後 ( 即會經再驗證的程序 )，

會停止測試並出現該移動方向的測試結

果。不論受試者的答案是否正確，研究者

均不告知正確數字，以避免產生學習效果

及影響受試者心理狀態；為避免受試者眼

睛疲勞，每結束一個方向的測試後，會給

予受試者休息與準備時間。所有的受試者

均進行相同的測試流程與方法。

三、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將所得之原始資料編碼至

Excel 內，並依動體視力測試時的方向，

再計算出水平方向動體視力 (DVA-H = 

DVA-R + DVA-L)、 垂 直 方 向 動 體 視 力 

(DVA-V = DVA-D + DVA-U)、 整 體 動 體

視力 (DVA = DVA-R + DVA-L + DVA-D + 

DVA-U) 等能力。在統計分析方面，本研究

受試群體為棒球和壘球選手屬獨立樣本，

依變項為向右 (DVA-R)、向左 (DVA-L)、

向下 (DVA-D)、向上 (DVA-U)、水平方

向 (DVA-hor)、垂直方向 (DVA-ver)、整

體 (DVA) 等動體視力。本研究以無母數統

計 考 驗 (nonparametric statistical test) 中

的 Kruskal-Wallis 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by ranks) 進

行考驗；若達顯著時，則進一步以 Dunn

多 重 比 較 (Dunn’s multiple comparison 

procedure) 進行考驗 ( 林清山，1992)。所

有統計均以 SPSS for windows 15.0 版進

行，顯著水準均定為 0.05。

參、結果

本 研 究 以 Kruskal-Wallis 單 因 子 等

級變異數分析考驗後，發現國際級優秀

男 子 棒 球 選 手 在 向 右 (DVA-R)、 向 下 

(DVA-D)、向左 (DVA-L)、向上 (DVA-U)、

水平方向 (DVA-H)、垂直方向 (DVA-V)、

整體 (DVA) 等動體視力均顯著優於國際級

優秀女子壘球選手 (p < .05)，如圖 1 和圖

2 所示。

 肆、討論

本研究發現國際級優秀男子棒球選

手 在 向 右 (DVA-R)、 向 下 (DVA-D)、

向左 (DVA-L)、向上 (DVA-U)、水平方

向 (DVA-H)、垂直方向 (DVA-V)、整體 

(DVA) 等動體視力均顯著優於國際級優秀

女子壘球選手。本研究所測試的向右、向

下、向左、向上等不同方向的動體能力，

主要是評量受試者是否能正確辨識物體快

速向右、向下、向左、向上等方向移動的

能力，與實際棒球和壘球場上，選手在投

球、打擊、守備、跑壘……等時，必須正

確觀看和辨識球體、對手、隊友……等不

同方向移動相似。

一般而言，動體視力會因受試者之年

齡、性別、運動經歷、運動技能水準、對

動體視力測試之學習效果等因素的影響 ( 劉

雅甄，2003)。過去研究一致認為男性的

動體視力顯著的優於女性 (Burg,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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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rimond, 1967; Ishigaki & Miyao, 1994;  

Long & Crambert, 1990; Long & Johnson, 

1996; Long & May, 1992)。Burg (1966) 曾

針對 17,500 位年齡 16 ~ 92 歲男、女性受

試者進行靜止視力和動體視力的測試後，

發現一、靜止視力與動體視力間有相當高

的相關存在；二、靜止視力與動體視力均

隨年齡而遞減，且動體視力之遞減情形大

於靜止視力；三、低移動速度 (60 度／秒 )

所測得的動體視力在 40 歲之前會隨年齡

圖 1　男女性優秀選手各分項動體視力之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為男子棒球選手、□為女子壘球選手；*p < .05。

圖 2　男女性優秀選手水平方向、垂直方向及整體動體視力之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為男子棒球選手、□為女子壘球選手；*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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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衰退，且 40 歲時會在所有的移動速度下

呈現衰退的情形；四、男生的靜止視力和

動體視力均稍優於女性。之後，Farrimond 

(1967) 以 492 位年齡介於 20 ~ 80 歲的男、

女性受試者，探討目標物的移動速度在 20 

~ 150 deg/sec 的狀況下，個體觀看移動中

物體細微能力的差異情形，結果發現動體

視力會隨年齡而下降，可能是因視覺歷程 

(visual processes) 改變之故，同時女性的動

體視力表現較男性差，此被認為是因為兩

性有不同的訓練和經驗所致。

動體視力之兩性發展之差異方面，

Ishigaki 與 Miyao (1994) 以年齡 5 ~ 92 歲

的 826 位的受試者發現在大多數的年齡層

中，男性的動體視力均優於女性，且僅在

5 歲時達顯著的性別差異，然而 5 ~ 20 歲

之間男女的動體視力差異，雖未達統計上

的顯著水準，但仍呈現出男性優於女性的

現象。兩性的動體視力差異除了男性的動

體視力可能在先天上即優於女性之外，個

體在知覺移動中物體能力的性別差異，也

可能是由於中樞神經系統 (central neurons 

system) 結 構 的 問 題 (Ishigaki & Miyao, 

1994)，也就是男女性的動體視力對知覺 

(perceptual) 和訊息處理歷程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Meeuwsue 

et al., 1995)。劉雅甄 (2006b) 的研究發現

棒球球齡在 6 至 14 年之間的選手，動體視

力體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在 14 至 16 年

棒球球齡之間，動體視力呈現些微增進的

趨勢。因此，兩性在動體視力發展上有差

異存在。

男子棒球與女子快速壘球運動一直是

我國少數能立足國際賽會的球類運動項目，

其特性也相當的接近，都是由投球、打擊、

接傳球、跑壘等基本技術所構成的全面性

運動，雖然兩項運動在球場大小 ( 如投手距

離、壘間距離、全壘打距離等 )、球體大小 

( 如直徑和重量等 )、球棒大小 ( 如直徑、

長度、重量等 )、投手投球方式 ( 棒球為過

肩式為主，壘球為低手的風車式 )、離壘方

式 ( 如棒球可以離壘，壘球不可以 ) 等方面

有所差異。由於本研究受試者均為從事十

多年的棒球或壘球訓練，根據研究結果推

論，兩性的動體視力差異，並不會因長期

需視覺注視快速移動球體的壘球訓練，而

使優秀女子選手的動體視力，與同樣接受

長期訓練的優秀男子棒球選手的動體視力

相近。

最後，本研究旨在比較國際級優秀男

子棒球和女子壘球選手動體視力之差異，

結果發現國際級優秀男子棒球選手的動體

視力顯著優於國際級優秀女子壘球選手，

此動體視力的性別差異不會因長期專項運

動訓練的優秀選手而有所改變。由於本研

究的男女兩性受試者皆為國際級的優秀選

手，建議後續研究在受試者選取方面，

應加入不同訓練年限的選手，以瞭解長期

棒壘球訓練是否能拉近動體視力的性別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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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Dynamic Visual Acuity, DVA, is the ability that identify the detail 

of moving objects. It is a significant ability for athletes. It still unclear whether DVA is 
difference between both gender athletes who are participate long-term training.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DVA between elite male baseball players and elite 
female softball players. Method: 17 male baseball players and 15 female softball players 
were recruited from Chinese Taipei National Team. ATHLEVISION software was used to 
measure DVA-right, DVA-down, DVA-left and DVA-up, respectively. DVA-horizon, DVA-
vertical and DVA-all were further calculated. Results: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elite male 
baseball players has significantly better DVA-R, DVA-D, DVA-L, DVA-U, DVA-H, DVA-V, 
and DVA than those of elite female softball players (p < .05). Conclusion: The finding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gender difference in DVA. The elite male athletes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DVA to elite female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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