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旅日職棒球員運動生涯之研究

陳靜如、許立宏

E-mail: 387182@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乃是探討一名旅日職棒球員之運動生涯歷程，藉由研究參與者(化名Mark）的敘說，回顧其從事棒球運

動期間的種種經歷過程以及當年抉擇出國前進日本，最後如何付出努力而進入日本職棒之生涯歷程；並由Mark的敘說，從

中體驗運動員之運動生命經驗及反思回饋。採取之研究方法為質性訪談與文件分析：透過與研究參與者Mark的深入對談及

蒐集之資料進行比對整理，依據Irving Seidman(2006)的三段式訪談進行，採取Riessman(1993)訪談方式對研究參與者進行深

度訪談，結果佐以三角檢定以增加研究之信效度。 研究結果發現Mark的運動生涯可概分為四階段：出國前的少棒及青少

棒時期、到日本求學時的學生時期、選秀進入日本職業棒球時期以及未來展望，這四階段中充滿抉擇、奮鬥、淚水、親情

、榮耀等錯綜複雜的情感，令人感動。 整個研究中所得到的反思之結論：透過體驗運動員之運動生命及經驗反思，本研究

提供「勝利並非唯一界定成功的要素」，運動員的成功因素乃多元化條件聚集而成，其中包含有：對事情的熱情付出、情

感上的支持、自我要求的毅力和正向思考模式。希望未來研究者對運動生命的傳承及運動員生涯的研究有另一番不同的思

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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