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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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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20 東京奧運

男、女雙打決賽為研究樣本，並使用次數百分比來分析發接發與相持段之結果。研究

結果顯示在發球之技術表現上，男女雙打選手以前場內側為主要的發球落點，而女子

選手較男子選手多使用後場外側發長球來做變化。而在接發球之打法上，男女選手皆

以接小球推中場為主要技術使用，在女子選手方面，較男子選手多使用後場回殺球為

接發的回擊技術。另一方面，男子雙打選手相較於女性雙打選手在相持段技能表現上，

有較多主動得分與失分。本研究結論為發前場球為製造攻擊機會的第一步主要戰術，

當選手有優質的發球質量與良好的控制能力，即可限制對手，並能獲得較高的得分機

會。因此，若前三拍的發接發與控反控處理得好，在後面的相持段便較能掌握主動優

勢，而相持段主動愈高，得分也會有愈好的現象。

關鍵詞：發與接發、相持段、東京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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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羽球是一種快慢搭配的運動，所需場

地不大，也不限室內或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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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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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羽球公開賽」的比賽成績和盛況可以看

出 ( 黃嘉源，2004)。縱使羽球運動已經普

遍受大家的喜愛，但是因為比賽的時間太

長，過於沉悶，一般觀眾的欣賞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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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總 會 (International Badminton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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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雙方彼此

間的默契，只要其中一人不在狀態下，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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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高了獲勝的機會。

Zhang et al. (2013) 提及雙打中的發球技術

相較於單打影響比賽勝負更多。前三拍的

技術是比賽中極為重要的戰術環節，一場

球賽能藉由前三拍的表現即可看出比賽的

勝負，更可呈現出選手在技術方面的優劣  
( 蔡佳欣，2011)。男子雙打是強調主動攻

擊與前中場持續壓制的連續性 ( 何炘澄等，

2019)。為所有比賽項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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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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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打的發展愈來愈接近男性化。用更多的

搶網、平抽、連貫下壓，最後在中前場謀

求得分 ( 方介民等，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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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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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制 21 分帶給中國女雙很大的影響，當比

分接近時，就要看誰能否把握發球與接發

球及前半場的機會，才具有掌控整場優勢。

在 2020 年的東京奧運比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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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身也是從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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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奧運殿堂是每位羽球選手所嚮往的

戰場，奪牌更是球員心中的目標，如能夠

拿下金牌那更是對選手的肯定與夢想的實

現，所以本研究以 2020 東京奧運男、女雙

打決賽，由我國李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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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兩場比賽影片為研究對象。

二、統計分析

以發球落點、接發球使用的打法，以

及相持段主、被動之得失分的技術進行觀

察，並且確實記錄每一拍的處理情形，來

計算男、女選手在發球與接發球的落點及

打法與相持段主、被動得失分之次數百分

比，根據所得之結果來做相關的分析與探

討。本研究所指發球落點區，如圖 1。

三、資料來源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奧運官方頻道之

2020 東京奧運男子雙打決賽影片 (Olympics, 

圖 1
發球落點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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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a)，及 2020 東京奧運女子雙打決賽影

片 (Olympics, 2021b)。

參、結果

一、不同性別在發球落點之表現

不同性別在發球落點表現之次數與百

分比，整理如表 1。

二、不同性別在接發球打法之表現

不同性別在接發球打法表現之次數與

百分比，整理如表 2。

三、不同性別在相持段打法的表現

不同性別在相持段打法表現之次數與

百分比，整理如表 3。

肆、討論

一、不同性別羽球選手在發球落點
時的差異

在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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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顆 (63%)，女子選手為 39 顆 (51%)。
而在發前中路表現上男子選手為 18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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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數

接小球放 
網前

接小球推 
中場

接小球回 
後場

接長球回 
高球

接長球回 
切球

接長球回 
殺球

男

次數 19 41 3 3 0 1 67
百分比 29% 62% 4% 4% 0% 1% 100%

女

次數 3 31 11 2 6 18 71
百分比 4% 44% 15% 3% 9% 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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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數

前內側 前中路 前外側 後內側 後中路 後外側

男

次數 45 18 3 1 1 4 72
百分比 63% 25% 4% 1% 1% 6% 100%

女

次數 39 8 0 9 8 12 76
百分比 51% 11% 0% 12% 11% 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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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女子選手為 8 顆 (11%)，且在發後

場男選手在後內及後中各發了 1 顆 (1%)，

在後外側發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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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顆 (12%)、8 顆 (11%)、12 顆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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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周金玲與戴勁 (2010)、陳儷今與廖莉安 

(2018)、蔡峰 (2015)、李森 (2005) 之研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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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發接

發為創造進攻的主要手段 ( 王振興、林英詩

雨，2022)。在整場作戰技術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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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顆 (25%) 來

作變化，而女子則以發後場來作轉變，包

括後內側、後中路、後外側共 29 顆 (38%)，

此與 Carboch and Smocek (2020) 的研究結

果相符，女雙發球策略較男雙選手多種，

楊晨 (2021) 指出女子雙打以後場發球來輔

助進行技戰術結合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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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國誠等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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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殺傷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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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顆 (38%) 

比男子 6 顆 (8%) 高出了許多，這也顯示在

發球技巧方面男子與女子有所不同，但依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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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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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次數 30 19 12 11 72
百分比 42% 26% 17% 15% 100%

女

次數 21 11 21 23 76
百分比 28% 14% 28%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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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本身的能力及作戰計劃，發球技術使用

一定要能多種角度變化及靈活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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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你只發在網前三分之二的有效

區域裡，而前外側男子使用了 3 顆 (4%)，
女子竟是 0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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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球種也是必備的

技術使用。

二、不同性別羽球選手在接發球打
法的差異

表 2 中，在接發球打法表現上，男子

接小球放網前球、推撲中場、回後場分別

為 29%、62%、4%，女子則為 4%、44%、 
15%，這顯示男子選手在接發球啟動上，

不同於女子選手，男子選手由於能力關係，

站位通常都比女子來得近接發球線，希望

以更近的距離，快速來搶高點，同時也藉

此增加對手發球時的心理壓力；且以放網

前來為隊友創造進攻得分機會。選手對接

發球者回擊路線的預判，反應要快 ( 盧正

崇、 黃 奕 仁，2008)。Gawin et al. (2013) 
提及 50% 的攻擊發生在接完發球之後。沈

連梅與鄭賀 (2010)、李棟 (2015) 皆表示，

接發球使用下壓技術爭取主動，來提高得

分，所以積極進攻成了主要得分手段。這

個戰術使用男子為 29%，高於女子的 4%。

而接發球不只是下壓迫使對手將球起高，

落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Gawin et al., 
2012)。尤其注重在推撲中場上，因這中場

的位置剛好是兩人配合的銜接區域，考驗

著搭檔間的默契，當球來到這落點時，常

常發生彼此間不知誰打，或是兩人都去爭

打的狀況發生，讓對手出現搭配上的失誤

來取得優勢 ( 王亞乒，2017)；男子選手使

用了 62%，女子也有 44%，可見推撲中場

是一個不錯的技術使用，但男子積極主動

進攻還是高於女子。但接小球回後場男子

使用了 4%，女子選手使用了 15%。這表

示男子接發球搶主動的意思較為強烈，非

必要不會回擊後場來做防守；至於女子之

接發球，會站在接發球區較後面的位置，

不會像男子選手站那麼前面，所以在啟動

上腳步踏出離網會較遠，搶網相對不易，

接過去的球自然沒有男子的壓迫性，有些

女子選手組合，認為女子選手攻擊的力道，

不足以一槍斃命且採取守中反攻之策略，

先以拉兩側後場，讓對手移動減緩攻擊威

力，然後以嚴密防守來化解攻勢，並組織

戰略，先讓對手多點殺抽，消耗其體力，

再尋求突擊機會，以守為攻，化被動為主

動，進而奪得勝利，這種打法戰術，以日

本選手發揮的最好。在接高球回高球、回

切球、回殺球的打法上男子為 4%、0%、

1%，女子為 3%、9%、25%，出現這差異

是因男選手不想發高球就處於被動，再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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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站位關係女子在接高球時還能有 34% 下

壓回擊。

三、不同性別羽球選手在相持段搶
主動意識的差異

表 3 中，在相持段主動得、失分中， 
男、女子分別為 42%、26%，28%、14%； 
而在相持被動得、失分中，男、女子分別為 
17%、15%，28%、30%，這顯示男子在

相持段主動得分方面比女子高得多，而在

相持主動失分方面男子也比女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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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該用哪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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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與相關研究相符合  
( 李景，2016；楊宇辰，2015；Gawin et al.,  
2015)。可見雙方都想透過速度加上技戰

術的變化，來控制網前的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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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前半場的爭奪能力，

可提升比賽的結果 ( 佘曦等，2013；Liao 
et al.,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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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冒然起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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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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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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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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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eira & 
Chiminazzo, 2020)。而女子選手在主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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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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東京奧運冠軍男雙選手在發球策略多

採用發前場小球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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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發球時，以接小球時中場球為主要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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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持段主動愈高，得分也會有愈好的現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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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應多著重中半場之

小發力的強迫取分，而女子應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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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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technical performance of the world class 

male and female doubles players. The sampl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trategy of the serving, 
receiving, and stalemates by using the percentage of times in the 2020 Tokyo Olympic 
Games final matches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doubles play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in serving, the main tactical strategy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doubles players 
was to serve from the inside of the front court; in receiving, the main strategy was to receive 
small balls and push them to the middle court. In terms of receiving strategy, both male and 
female players mainly use small balls to push the ball to the middle court, while female 
players use more back court retrieves than male players. On the other hand, male doubles 
players were more active in scoring and conceding points than female doubles players in the 
holding period.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forecourt strategy is the first strategic tactic to 
create attacking opportunities, and the quality and control of a player’s serve can limit the 
opponent and gain scoring opportunities. Therefore, if the first three shots of the serve are 
handled well, the player will be able to take the initiative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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