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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世界級男子桌球直拍橫打選手技術發展之合理性，為桌壇提供新思考，促進整體桌球運動的發展

。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後，共找出42種桌球單項技術統計表，研究者以2003至2004年國際桌球總會電腦排名中，位居世界前

五強之直拍橫打選手王皓與馬琳為研究對象，共計六十七局單打比賽的錄影帶，分析每局比賽選手綜合技術得失分表現，

並以單項技術為預測變項每局的得分為效摽變項，利用多元迴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在上述研究目的及客觀數據，將之歸

納、分析獲得以下結論： 　一、直拍橫打技術是未來桌球運動發展的主要趨勢。 二、三段技術指標評估法，能有效紀錄

與分析直拍橫打技術與戰術之運用。 三、直拍橫打選手對得分具有預測力的單項技術依序為發球、發搶段正手拉攻、相持

段推攻正手拉攻、相持段對攻正手對攻、接搶段正手拉攻、接搶段正手搓攻、發搶段反手拉攻、相持段搓攻正手拉攻等八

項。 關鍵字：桌球，直拍橫打，單項技術

關鍵詞 : 桌球，直拍橫打，單項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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