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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故事

壹、前言

　　棒球運動在臺灣蓬勃發展，

謂為臺灣人之「國球」，其重要性

不可言喻。2001 年臺灣舉辦第

34屆世界盃棒球賽，中華隊榮獲

第三名佳績，更是把臺灣人的棒

球魂燃燒到最高點；2006年王建

民與郭泓志登上美國大聯盟，臺

灣健兒在國際賽表現亮眼，獲得

全民的掌聲與認同，棒球成為全

民茶餘飯後之熱門話題，伴隨而

來的是更多的人投入棒球運動，

於是棒球運動人口快速增加，年

齡層也漸漸擴散到小朋友，因此

樂樂棒球也在此時搭上棒球熱潮，成

為基層棒球之另一種推動力。

貳、樂樂棒球之起源與規則

　　樂樂棒球由棒球運動延伸而

來，為棒球之紮根運動，以下將

敘述樂樂棒球之起源與規則。

一、 樂樂棒球之起源

　　樂樂棒球源自美國的 T e e

Ball，起源於1940至1950年代。

由一位小學教師Dayton Hobbs發

明，他為了發展兒童安全棒球，

於是將棒球規則與器材稍作改

良，應用於兒童棒球的教學上，

此為Tee Ball 之最早雛型；1970

年由Dayton Hobbs向美國政府提

出申請Tee Ball 註冊商標，此為

Tee Ball 正式名稱之最早起源。

Tee Ball 是一種讓小朋友練習棒

球運動與獲取棒球知識的安全輔

助工具，場地不受限制，可在室

內與室外進行。 McAnd r ew s

（1991）提出Tee Ball對於孩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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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技能、同儕情感與自尊心皆

有顯著提升。

　　Tee Ball 正式引進台灣是在

1996年的「美國大聯盟聯歡園遊

會」（民生報，1996），在臺北中

正紀念堂舉行，此活動僅在台灣

臺北、英國倫敦、德國科隆與澳

洲雪梨四個國家舉行，可見大聯

盟對於推動台灣棒球之重視。隨

著這波Tee Ball 熱潮，教育部與

相關專業人士－台灣師範大學莊

美玲教授與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

會副理事長莊洋文先生等人的改良研

發後，正式命名為樂樂棒球。

　　而在這一波的熱潮中，教育

部也將樂樂棒球的推廣計畫分為

三階段，其規劃內容分別如下

（洪嘉文，2002）：

（一）規劃期－1999年11月至12月：

1.召開樂樂棒球籌備會議，擬定遊戲

規則與器材，並確定中文名稱。

2.以臺北市東園國小為實驗班，

經過測試與改進以確定樂樂棒

球之適用性。

（二）推廣期－2000年1月至5月：

1.召開各縣市種子教師研習會之

規劃事宜，研討研習課程、教

學手冊與錄影帶製作。

2.由臺北市召開樂樂棒球推廣說

明會。

3.各縣市遴選2位教師代表參加

全國種子教師研習會。

4.由各縣市自行辦理研習會與體

育教學觀摩活動。

（三） 普及期－2000年6月開始：

1.開始在國民小學實施樂樂棒球

體育教學，奠定棒球運動之紮

根工作。

2.預定在2001年開始舉辦樂樂棒

球觀摩活動。

3.樂樂棒球至此開始正式推廣，

普及全國各縣市。

二、 樂樂棒球之規則

　　樂樂棒球規則由棒球與壘球

規則衍生而來，大方向規則不

變，僅有些規則以安全性考量而

略作修改，茲分述如下：

（一） 遊戲規則

1.十人制：進攻球隊的全部球員

擊球完成才進行攻守交替，殘

壘情況留待下局繼續跑壘。

2.六出局制：六人出局後進行攻

守交替。

3.三出局制：三人出局後進行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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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交替。

（二） 與棒壘球不同之處

1.有投手但不投球，進攻者以打

擊座擊球。

2.不用手套，以徒手接球。

3.壘包為拼接式的橘白色壘包版，進

攻踩橘色，防守踩白色。

4.高飛球接殺後，跑壘者不得向

前跑壘。

5.擊球進場未超過5公尺為界外球。

6.以十人上場為主，可依人數做

不同調整。

7.不得離壘、不得滑壘。

8.犧牲觸擊判出局。

參、樂樂棒球之特性

　　棒球運動以其擊球上之危險

性、場地之獨佔性、器材設備之

昂貴性，以及專業教練欠缺等原

因，各級學校往往未將其納入體

育課教學項目（教育部體育司，

2003），因此樂樂棒球接替了棒

球，成為基層棒球運動之另一種推動

力，以下為作者依據洪嘉文（2002）

提出之樂樂棒球特性歸納整理如下：

一、場地不受限制

　　樂樂棒球可在室內與室外進

行，且可依參加人數或男女比例

規定「特別條例」，因此在場地需

求方面彈性較大。

二、安全性高

　　由於樂樂棒球之器材皆為安

全材質製成，球為泡棉軟球，球

棒外部也由泡棉製成，而壘包板與打

擊座也以安全塑膠製成，因此具有相

當高的安全性，既不會造成學生傷害

也不會造成校園設施的損壞。

三、玩法多樣化

　　除了有標準十人制玩法，樂

樂棒球也可因應人數不足而另有

「三壘包制」與「雙壘包制」玩法。

四、賽制具選擇性

　　樂樂棒球賽制有十人攻擊

制、六人出局制與三人出局制三種，

並可依時間限制作彈性調整。

五、人人是主角

　　樂樂棒球是經由遊戲來讓小

朋友體驗棒球運動規則與技巧之

運動，不求個人主義，講求團隊

合作，因此人人都是主角。

六、不受年齡限制

　　樂樂棒球不只適合國小學

童，對於各級學生、成人與老人皆適

用，更有促進親子關係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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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樂樂棒球發展現況

　　樂樂棒球對於推廣棒球運動

有著很大的推動力，在國內外已

有許多推廣案例，以下將以國內外樂

樂棒球之發展現況敘述如下：

一、在國內方面

　　在教育部與相關體育組織的

倡導之下，2003年開始的「五年

百萬雄兵」推廣計畫，預計將在

五年內增加樂樂棒球參與人口至

一百萬人，並辦理全國性的教練

與裁判講習會，如今各縣市小學

已經以推動樂樂棒球為體育發展

重點目標。由於樂樂棒球既安全

又簡單的遊戲特質，較容易為小

朋友接受，同時也深受家長與老

師認同，更打破了以前棒球為男

生專屬特權的束縛，女生也可以

一起享受揮棒跑壘的樂趣。

　　在教育部的極力推動之下，

迄今全國性、分區與校際樂樂棒

球賽更是不勝枚舉，不僅將樂樂

棒球運動推向普及化，更讓小朋

友發揮團隊精神，激發為校爭光

的榮譽感；另一方面，中華職棒

基於培養基層棒球與推展全民棒

球運動的使命感，特別運用職棒

現有資源回饋社會，成立中華職

棒回饋列車，並針對國內棒球運

動發展較緩慢及偏遠地區，列為

優先捐助物件的對象，以安全的

樂樂棒球教導小朋友，幫助其瞭

解棒球相關的規則與知識，並贈

送球具給學校，對於基層棒球的

貢獻有著實質上的幫助。

　　由於樂樂棒球既安全又簡

單，同時也吸引家長與老師的喜

愛，因此以家庭、民間團體與大

專學生組隊的人數愈來愈多，現

今已有許多成人也可參加的樂樂棒球

賽，其熱烈程度不輸給小朋友，可見

樂樂棒球儼然已成為全民運動。

二、在國外方面

　　由於 Tee Ball 相關文獻有

限，因此以下資料將以各國官方

網站為主，由作者整理而成，以美

國、澳洲與日本之現況分述如下：

（一） 美國

　　自1970 年之後，官方性與

地方性聯盟相繼成立，如Tee ball

USA Association 與 Tee Ball on

the White House South Lawn，

總共參與人數約有二千二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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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男生約占 65% ，女生約占

35%，其隊伍組成以家庭、學校

或社區為主，年齡層以小朋友居

多，每年舉辦挑戰賽與巡迴賽，

大力推動Tee Ball ，其優勝冠軍

隊伍可到海外與他國交流，有如

小朋友的大聯盟，而且布希總統

也曾公開表示Tee Ball 對於兒童

健康與棒球發展的好處。

（二） 澳洲

　　於1978年成立「Tee Ball西

澳協會」，正式推廣Tee Ball 運

動。在相關民間Tee Ball 團體策

略聯盟之下，其發展日漸茁壯；

Tee Ball 西澳協會更建立選手資料

庫，詳細記錄選手名字、球隊介紹與

比賽結果等，媲美美國大聯盟規格。

（三） 日本

　　於1993成立「日本Tee Ball

協會」，在現任會長海部俊樹的

大力提倡之下，其發展模式類似

美澳，比賽組別除原有之兒童組

外，並增設教師組、家庭婦女組與中

高年組，其參與人口之年齡層廣泛，

可見Tee Ball 在日本風行之盛況。

伍、結語

　　樂樂棒球為棒球運動的另一

種推動力，提供每位兒童運動的

機會，也是兒童社會化過程的催

化劑，不僅可以促進身體機能的

發展，更可以學習團隊合作的能

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習運動

家精神，達到寓教於樂的最終目

的。而樂樂棒球在未來也可以朝

大學女生、成年女性或老人方面

發展，提供女性與老人運動均等

的機會，達到全民運動的目的；樂樂

棒球能在各國蓬勃發展，表示其在兒

童教育與基層棒運之顯著效益，實為

棒球運動之另一種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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