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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aiwan soft tennis players have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the interna-

tional games. The system in Taiwan for selecting players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fairness, impartiality,

opennes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for the success. By the

ways of expert interview, literature study and investigation, the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ystem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background, content, precondition of implem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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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软式网球代表队在 2006 年的多哈亚运会以及

2010 年的广州亚运上袁取得了五金二银二铜的优异成绩袁成
为台湾地区亚运奖牌的主要贡献者之一遥而追溯台湾地区选

手参加历届软式网球国际赛袁 自 1981 年美国夏威夷世锦赛

至今袁共获得金牌 21 枚遥 是什么原因让仅有 2 300 万人口袁
软式网球运动员数量远远不及日本韩国的台湾袁且在政府对

软式网球的投入远不及对岛内棒球尧跆拳道以及射箭之类的

奥运优势项目的情况下袁台湾选手仍然可以持续在国际赛中

表现出这样亮眼的成绩呢钥 根据笔者的走访和研究袁除了软

式网球在台湾岛内发展时间较长袁拥有一批优秀的教练与较

好的群众运动基础这些重要因素之外袁用于选拔台湾地区软

式网球国际赛代表队的选拔制度功不可没袁 公正尧 公平尧公
开尧制度化以及常态化的选拔制度可谓对台湾优秀软式网球

选手的锻炼和培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国际软式网球总会于 1974 年 10 月在日本东京正式

成立袁1994 年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第 12 届亚运会上袁软式

网球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遥 台湾的软式网球运动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日据时代袁历史悠久袁所以从第 1 届世界锦标

赛开始袁 台湾地区就开始派运动员参赛袁 一直至今遥 期

间袁由于运动员的水平日益提高袁器材的不断更新换代袁
国际赛事中袁参赛各国运动员的竞争也益发激烈遥台湾软

式网球协会为了更好地提高选手的技战术水平以及面对

大赛时的心理承受能力袁 让选手能够在国际大赛上为台

湾争光袁可谓在选拔制度方面煞费苦心袁其选拔制度的设

立也经过屡次调整袁1998 年曼谷亚运会之前袁 台湾软式

网球协会采用的方法是比赛选拔与教练委员会推荐的双

重推选制度袁 即先由比赛选出几位固定候选人和几位待

定候选人袁再由教练委员会开会商讨袁从待定候选人中选

出适合代表台湾参加此次国际性赛事的正式选手袁 与固

定候选人一起组成参加此次国际赛的正式参赛队伍遥 后

来袁经过数次比赛袁发现存在一些弊端袁例如院老队员经

验老到袁年轻队员体能好尧冲劲足袁在诸如此类的取舍之

间袁教练委员会的教练员们常会为此而发生争执袁也曾经

发生过某些人利用职权或行贿的方式操控选手的推选袁
让选拔的公平性备受争议遥 所以袁从 1998 年曼谷亚运会

的选拔开始袁全部改用比赛选拔制遥 这种选拔制度袁一直

沿用至今遥

软式网球的国际性大赛共有 4 个袁包括院亚洲锦标赛尧
东亚运动会尧世界锦标赛和亚运会袁每年举办一个国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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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袁4 年为一个周期袁周而复始遥 台湾地区体委会现实行

的选拔制度也是以年度为单位袁每次代表台湾地区参加国

际性赛事的队员均由选拔赛产生袁每次选拔赛的时间跨度

大概为半年左右袁因岛内对亚运会的重视程度最高袁所以

在亚运会的选拔赛之前袁台湾地区体委会提前一年另外安

排了培训队队员选拔袁一旦入选培训队袁经过系统科学严

苛的训练袁一般来说培训队的选手们在最终的亚运代表队

队员选拔中较容易发挥出更好的水平袁更容易当选正式代

表队队员遥 选拔赛的时间约为半年袁约一个月进行一次比

赛袁共比赛 4~5 次袁第一次比赛为预选赛袁预选赛进入前

24 名的运动员袁有资格参加接下来的正式选拔袁正式选拔

的次数依据当年国际赛的报名人数而定袁一般来说袁除亚

运会之外袁其他三大赛可以报名 6 人袁亚运会 5 人袁如果是

选拔 6 人袁则进行 4 次比赛袁前两次选两组双打选手袁后两

次选两个单打选手袁如果是 5 人袁则进行 3 次比赛袁头两次

选两组双打袁最后一次选一个单打选手遥比赛采用双败制袁
每次比赛只取冠军入选遥

通过对参加 2010 年台湾地区亚运会选拔赛的多名教

练员与运动员进行访谈袁发现袁将近 80%的教练员与运动

员对现行的选拔制度满意袁觉得比较公平袁并愿意按照现

行制度继续参加选拔赛遥
教练员与运动员的认同帮助选拔制度的有效执行袁选

拔结果得到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广泛认可袁其公平性有

目共睹袁这是选拔制度顺利实施的条件之一遥

台湾地区政府对于软式网球运动员在亚运会上获得

金牌给予的奖励是一枚金牌 300 万新台币 渊约合人民币

75 万左右冤袁教练员的奖金根据所带运动员在亚运会上所

表现的最好成绩实行与运动员同酬发放遥如果按照现在台

湾大学生月薪 3 万左右来计算袁获得一个亚运冠军相当于

7~8 年左右的薪水袁所以袁奖金无疑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

们很大的激励遥 另外袁因为所有参加选拔赛的选手食宿都

由自己自行解决袁所以袁大会为了鼓励更多的选手参赛袁每
一次选拔赛也会提供相应的奖金袁用于补贴在选拔赛中表

现优异的选手的参赛费用遥 对于入选代表队的选手袁在集

训期间袁按照现行台湾社会工资标准每月发放薪水袁如果

曾经代表台湾地区参赛并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再次入选袁
则薪资级别更高袁其目的为了保障选手的日常开销袁使其

安心训练遥经济保障与高额的奖金在很大程度上激励台湾

地区的软式网球运动员参加选拔赛袁也让选拔赛得以更好

的进行遥

在台湾袁 台北体育学院与台湾体育学院尧 台北文化大

学尧屏东科技大学等一些大学袁均开设软式网球专业袁岛内

的大部分县市的一些中学以及小学袁也有专属的软式网球

队袁成绩优秀的选手可以选择更好的中学尧大学乃至研究

所的免试入学遥 另外袁台湾地区政府于近年推行专任教练

政策袁工作性质有别于大学与中学体育专长老师袁主要职

责是专门在学校负责带领有特长的学生进行专项体育训

练袁其薪水与学校正式老师相差无几袁隶属台湾军公教系

统袁享有多项福利遥据悉袁全岛已开设软式网球专任教练缺

额近数十名袁像台北文化大学与台中高级农业学校(高中)

以及台中向上国中等各级学校均有惠及袁该项政策的推行

对成绩优异的软式网球运动员就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的

作用袁 为软式网球优秀运动员提供了退役后的生活保障袁
从而鼓励更多的运动员参加选拔袁为了在国际赛上获得更

好的成绩而努力训练遥

参加选拔赛的运动员来自各个年龄阶段和各个社会

阶层袁有国中尧高中生袁大学生和研究生袁也有已经参加工

作的社会人士袁为了让比赛更有效率地进行袁减少运动员

无谓的体力耗损袁也为鼓励运动员多参加岛内除选拔赛之

外的比赛袁软式网球协会为参加选拔赛的运动员制定出一

定的成绩标准袁只有符合资格的选手方能报名参赛袁例如袁
2010 年亚运会选拔赛的参赛资格为院渊1冤曾入选台湾地区

代表队或台湾地区培训选手者遥 渊2冤曾代表各县市参加全

台运动会者遥 渊3冤曾参加大专运动会或大专杯软式网球比

赛者遥 渊4冤曾参加全省中等学校运动会高中组软式网球比

赛者或参加国中组获得前三名者遥 渊5冤2010 年度自由杯袁
16 岁尧18 岁组获得前三名者遥 但报名没有年龄限制袁至今

为止袁 通过选拔赛选出最年轻的台湾地区代表队队员为

17 岁袁最年长为 38 岁遥

选拔总赛期根据比赛而定袁一般来说袁除了亚运会之

外袁亚锦赛尧东亚运和世锦赛袁通常从过年之后开始选拔袁
选拔时间持续两个月左右遥 共选拔 3~5 次袁亚运会则从早

一年的九月开始选拔培训选手袁 直至来年五月开始正式

选拔遥正选约两个月左右袁共 3~5 次比赛遥至六月底结束袁
通常持续 4 个月左右袁约 1 个月 1 次袁共选拔 5 次袁包括 1

次预选和 4 次正选遥 亚运会则从早一年的九月开始选拔

培训选手袁直至来年五月开始正式选拔袁正选约 1 个月左

右袁共 3 次比赛遥 这种赛期较长的选拔赛起到了以赛代练

的作用袁 让选手们学会如何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良好的

竞技状态遥
同时袁每次比赛均在两天内结束袁这对参赛选手的体

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意味着如果想要获得冠军袁选手们

两天内必须要进行 9~16 场的比赛遥 以 2006 年亚运会台湾

地区代表队选手李佳鸿尧杨胜发为例院2006 年亚运选拔赛

男子组共有 168 人参加袁共 84 组双打袁他们在整个比赛过

程中袁一场未输袁两天里共进行了 9 场比赛袁这种时间安排

之密袁强度与压力之大袁对选手的心理和生理都是非常严

苛的考验与极佳的锻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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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累计输球两场袁即被淘汰遥选手根据胜负的情况袁
分为胜部和败部袁只要输一场球就会下到败部袁如果想要

用最少的场次拿到冠军袁 整个赛事中要保证一场球不输袁
如果输一场下到败部袁想要选上袁则要比一直在胜部的选

手多打一倍以上的场次才有可能获得冠军遥 这种赛制袁为
选手提供更多参赛机会的同时袁也具备了更多挑战袁让水

平稍差的选手比单淘汰赛拥有更多的锻炼机会袁也让实力

较强的选手丝毫不敢放松警惕袁要争取将最好的竞技状态

保持到最后遥这样的赛制在相当大地程度上锻炼了选手的

心理素质袁也让经过层层考验选上的选手在国际赛上普遍

表现出优秀的心理抗压力遥

软式网球国际赛共有 7 块金牌袁其中袁只有 2 块是从

单打比赛中产生袁其余 5 块均从双打中产生渊团体赛的规

则为两双一单袁以双打为主冤袁所以袁各国注重双打的水平

多过于单打袁台湾也不例外遥选拔赛先选两组双打选手袁落
选者再进行单打比赛遥 总体来说袁单打选上的机会小于双

打袁因为从场次上来计算袁所有双打落选的人均有机会参

加单打袁即如果想要选上袁在双打参赛人员为 200~300 人

时,除去两对双打,最后入选的单打选手两天之内要进行 8

~16 场的比赛,平均一天要进行 4~8 场的比赛 ,这远远高于

国际比赛时每天两场球的强度,这种制度对选入的单打选

手的体能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锻炼选

手的意志力和承受力,为其在国际赛中表现出良好的竞技

状态铺设了垫脚石遥 这种严苛的选拔制度选出的单打选

手,即使是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 ,也没有丝毫的怯场 ,且经

常成为黑马.例如: 2004 年,第一次选上代表队的林舜武就

代表台湾地区获得亚洲锦标赛单打冠军,2010 年广州亚运

第一次选上代表队的 19 岁小将郭家玮在男团冠亚争夺战

时,在第一场双打失利的情况下 ,顶住压力 ,进入抢七局后

战胜日本单打经验丰富的老将,为台北队的最后夺冠立了

大功遥

岛内对代表队参赛选手的选拔制度 ,不仅仅针对于每

年一次的国家大赛,任何一次境外赛事都不例外,公开的选

拔已经形成一种制度化尧常态化 ,年轻的选手想要获得赴

境外参赛与国外更高水平运动员同场竞技的机会 ,就必须

要事先通过赛事的考验 ,例如:日本的天皇杯和女皇杯 ,韩

国的农协杯 ,中国杯邀请赛 ,印尼邀请赛等等 .有时为了考

虑到频繁举办选拔赛事造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超支和

浪费,也为了节省选手参赛的成本,会在一次选拔赛中选出

两个比赛的选手,名次较高的参加级别高的比赛,名次较低

的则参加级别较低的邀请赛. 例如院2011 年 7尧8 月的选拔

赛袁第一尧二名赴韩国参加世界锦标赛袁第三尧四名则赴印

尼参加印尼邀请赛遥

运动员参加国际大赛的选拔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袁如管

理体制尧整体实力尧参赛因素尧经济条件等袁公平与择优是

选拔模式的基本准则遥 但如何实施这些准则袁世界各国或

地区采取的方法上则有区别袁 因而形成了不同的选拔模

式袁在一个国家不同的项目也存在不同的选拔模式遥
以参加奥运会运动员的选拔为例袁美国目前对不同的

项目采用不同的选拔方式院如田径尧游泳项目由于实力超

强袁采用的是客观的选拔方式遥 以竞赛成绩及竞赛状态为

标尺袁只有在奥运会前专门安排的奥运会选拔赛上取得前

三名才会有机会去参加奥运会遥这种选拔体现公平竞争原

则遥同时袁从运动竞技状态的形成角度而言袁运动员的竞技

状态是一定时间内经过系统训练和综合调控而形成的袁在
虽然不能绝对说赛前竞技状态好就一定在大赛中取得最

好成绩袁但是袁在大赛前具备较高的竞技状态水平袁经过合

理调控袁在大赛最关键时刻表现出最佳竞技状态是训练与

参赛关系动态发展的基本规律袁所以美国的选拔也非常符

合运动训练学的原理遥 但这种选拔也比较野残酷冶袁以往总

有一些优秀运动员由于种种原因而落选遥美国体操选手参

加奥运会则采用选拔评价与运动成绩相结合的混合选拔

方法组成参赛队伍遥
俄罗斯一般采用的是将国内高水平运动员集中到国

家队训练遥 在奥运会前由各单项协会组织比赛选拔优秀

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袁 在管理层方面同时设有由 5 人

组成的备战奥运会的工作小组袁 这个小组参与运动员的

选拔工作遥
日本根据国内的情况袁在选拔参加 2004 年的选手中袁

将国内游泳锦标赛和雅典奥运会参加资格选拔赛相结合遥
选拔的标准有两条院第一条是获得比赛前两名的选手可以

参加奥运会袁第二条是达到或打破日本游泳联盟制定的选

拔标准成绩者可以获得参加奥运会遥第二条标准是依选拔

当年最近三年间的世界最好成绩排名渊每个国家选手的前

两名成绩冤制定出来的可进入世界前 16 名的成绩袁这对日

本运动员而言可算是一个门槛很高的标准袁具有相当的难

度遥 这种选拔的思想可以说是野目标指导型冶袁就是期待教

练员尧运动员能按照标准的要求来提高运动成绩遥
中国高水平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选拔工作受到社会

的广泛关注遥 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袁运动项

目与国际接轨尧运动项目职业化进程发展程度不一袁以及

处理不同项目的区别对待尧国家利益与和合理照顾地方利

益的问题等袁使得奥运会的选拔工作面临种种挑战遥 可喜

的是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袁在不断总结经验与创新发展中袁
国内的选拔体系也出现了一些与国际接轨的做法遥如乒乓

球运动员的选拔制定出客观的选拔标准袁并采用奥运选拔

赛电视直播的方式进行运动员选拔遥网球和羽毛球项目则

是通过世界排名来决定参赛选手袁实力雄厚的中国射击队

采取三轮选拔赛的客观方式袁择优组队参加奥运会遥但是袁
对于我国而言袁很多奥运参赛队伍依然在探索合理的奥运

选拔模式袁而台湾软式网球的选拔模式的特点具有一定的

借鉴作用遥
总体而言袁台湾软式网球的选拔呈现 3 个特点院一是

公平选拔袁二是激励机制尧三是培育服务遥
关于公平选拔已成为国际上选拔运动员的公认准则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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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注 2铱这一类社会团体的德语名称是 Verein袁在德语的语境内袁
Verein 与英语的 Club 是略有区别的袁前者是一种全民皆

可参与的基层的体育社团袁而后者带有某种精英社团的

意味遥本文跟随大部分的中文文献中的翻译袁将该名词翻

译为野俱乐部冶遥 渊校者注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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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软式网球通过制度化的建设和实施确保公平原则遥同
时袁通过总赛期与短赛期的参赛选拔袁既可以更公平尧全面

地考察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袁也对运动员的竞技状态起到特

定的强化作用遥
关于激励机制袁相对于一些优势项目的优势资源投入

而言袁台湾软式网球是一项资源投入有限而具有较好产出

效应的项目遥 台湾软式网球通过设立高额奖金的激励效

应袁激励运动员创造优异成绩遥
关于培育服务袁台湾软式网球协会实际上在运动员的

选拔过程中袁将培育与选拔相结合袁在制度建设尧赛程安

排尧升学就业等方面进行精心策划袁体现了对优秀运动员

的培育与服务遥 从这个意义而言袁对我国的运动协会的行

政管理转变为培育服务强化袁也具有借鉴作用遥

台湾软式网球运动推行已久袁 虽然不是奥运项目袁也
曾经在八九十年代出现全岛风行的盛况袁 近十几年来袁受
到奥运项目普及以及岛内学生家长普遍对体育不甚重视

的多重因素影响袁选手数量逐年减少袁但即便如此袁面对软

式网球人口基数最多的日本以及选手保障制度更完善的

韩国袁 台湾地区代表队在国际赛上的表现仍旧亮眼突出袁
而且袁台湾地区代表队的小兵建奇功与黑马事件也屡次发

生袁体现了其队员优秀的抗压能力袁这与台湾推行的公平尧

公正且制度化尧常态化的选拔制度密切相关袁无论是初出

茅庐抑或已战果累累袁 均要接受每年一次选拔赛的考验袁
脱颖而出的选手才有机会代表台湾参加国际大赛遥台湾软

式网球的选拔制度所体现的竞争性与公平性对国内优秀

运动员选拔具有借鉴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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