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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季 SBL 超級籃球聯賽競賽之攻守數據統計分析 

 
2011 年 5 月                                       研 究 生：簡明富 

                                                 指導教授：吳慧君 博士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我國超級籃球聯賽(SBL)各隊球員的攻守能力、特性、差

異，及探討球員十二項攻守能力與成績間之相關。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解釋各支

球隊間在十二項攻守統計數據的差異情形，以回歸模式探索十二項技術表現項

目，對季賽總排名名次的影響，並尋求各技術表現項目對得分與季賽排名影響之

優先順序，以皮爾遜積差相關雙尾檢驗法，得知各項攻守技術表現與得分相關，

顯著水準設定為 α=.05。結果發現:一、在各項攻守技術統計數據表現上，兩分球

投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助攻、抄截、阻攻、犯規、得分等七項技術表現有

顯著差異，而在三分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進攻籃板、防守籃板、失誤等五項

數據表現，沒有明顯的不同。二、球隊總得分與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

率、助攻等三項統計技術表現呈現正相關，與失誤數間呈現負相關。三、七支球

隊的聯賽比賽的總勝場數與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防守籃板、得分

等四項統計技術表現呈現正相關。四、十二項攻守技術統計數據，以逐步回歸法

分別對各隊進行勝場數的預測，可發現，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與防

守籃板，是影響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比賽球隊的勝場數重要因子。本研究結果顯

示各隊的教練可針對各自球隊的各項攻守技術表現，進行訓練與加強，先從探索

發現己隊的優勢強項與劣勢弱項，再與其他競爭球隊相衡量，發現其他球隊的優

點與缺點。 

關鍵詞：攻守能力、勝負、技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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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aiwan Super Basketball League  

 Season 5 Games Statistics 

 
May, 2011                                     Student: Min-Fu Chien 

                                                    Advisor: Huey-June W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offensive/defensive performance of each 

of the Taiwan Super Basketball League teams, and examine how game statistics in 12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categories relate to game results.  This research uses 

One-way ANOVA analysis to identify differences in team stats involving 12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categories. It then use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examine if there is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ame stats of individual teams and how they finish in the 

year-end standing of an SBL season.  In terms of this connection, we hope to rate the 

12 offensive/defensive categories in their importance in terms of how much they 

influence points scored and the final standings of each team.  The Pearson 

curves/coefficient production-moment correlation will b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12 offensive/defensive categories and points scored.  Given 

that for this research,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is set at α=.05,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When examining the SBL Season 5 games statistics of 7 

teams, in terms of the 12 offensive/defensive catego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2-point field goal percentage, 

overall field goal percentage, assist, steals, blocks, fouls and points scored.  For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found:  3-point field goal 

percentage, free throw percentage, offensive rebound, defensive rebound, and 

turnover.  (2)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points scor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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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2-point field goal percentage, overall field goal percentage, 

and assist.  However, negative association is found for the category of turnover.  (3) 

Each of the 7 teams played 30 games.  In examining the 12 offensive/defensive 

categories in relations to total wins/losses, it is found that total wins/losses has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2-point field goal percentage, overall field goal percentage, 

defensive rebounding, and points scored.  (4) When using games statistics as part of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in an attempt to predict total wins/losses for the 

season, it is found that 2-point field goal percentage, overall field goal percentage and 

defensive rebounding are the best predictive factors in influencing the number of wins 

for each team in SBL Season 5.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games 

statistics can help coaches decide how best to plan their practices, so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training will be most effective in putting Ws in the win/loss column.  From 

game statistics, a coach can identify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es of his team, as well 

as that of the other teams, which will give him ideas as to what to work on in practice. 

 

Key words: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rating, wins and losses, techn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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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籃球運動在國內相當盛行，為全民參與率最高的球類活動之ㄧ

（行政院體委會，2002）。在眾多的運動項目中，籃球是台灣發展較

早，且規模、組織較具完整性的運動項目（王宗吉，1999）。中華職

籃中止比賽後，考量未來的中華隊以新生代球員為主，然而此過渡時

期，中華隊的國際賽成績不盡理想，使得國內籃球運動跌入谷底，直

到民國 92 年行政院體委會協助中華民國籃球協會，籌辦中華民國超

級籃球聯賽（Super Basketball League），才讓籃球熱潮逐漸恢復，超

級籃球聯賽背負著喚回球迷，重整國內籃球全新發展與經營的使命。

籃球比賽內容精采度提高，才能吸引更多國內觀眾的注目與參與，故

如何提升比賽的精彩度，是值得好好深入研究的主題。因此，籃球比

賽中，從個人的基本攻防技術與體能乃至於團隊的組織與攻防戰略，

皆為影響籃球比賽勝負關鍵的重要因素。根據籃球比賽球員表現所記

錄常規技術分析表，將能更客觀、更真實的發現每位球員和全隊存在

的問題，並找出解決的方法，幫助教練改變訓練工作，提高訓練成果。 

籃球運動是一種技術錯綜複雜的球類競技運動，比賽的過程幾乎

是在沒有喘息的狀態下進行，而身為教練與指導員，學習如何掌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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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的節奏，探討與了解比賽的狀況，有其重要性與關鍵性。因此，將

攻守紀錄加以分析研究，並加強球員比賽中技術表現的特殊性，不僅

可提供球員作為賽後評估攻防技術表現的參考，更可以幫助教練規劃

擬定技戰術訓練的依據，藉以發現比賽中的問題並尋求解決，以期對

於教練改進訓練工作及提高訓練效率能有所幫助。 

競技比賽中為了贏得最後的勝利，教練會盡可能情蒐各隊的戰術

及攻守各項數據，以達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經由蒐集的各項

攻守數據分析整理，加強球隊的優勢特點，平日多訓練技戰術，並對

敵方的優勢劣勢更加瞭解分析，設計出應對的戰術策略。針對每場比

賽做最好的準備，協助球員都能調整至最佳的備戰狀況。因此，本研

究的目的在分析超級籃球聯賽（SBL）各隊球員的攻守能力、特性、

差異，及探討球員十二項攻守能力與成績間之相關。進而探討與比較

球員在技術層面上與勝負之間的關係，以了解超級籃球聯賽球員的特

性、特點、瓶頸與盲點，及各隊球員技能發展狀況，進而提升籃球運

動技巧和水準，作為籃球教練選才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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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有以下四點： 

一、探討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各隊球員之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 

   投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 

   板球、助攻、抄截、阻攻、失誤、犯規、得分等十二項表現的差 

   異情形。 

二、探討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各隊球員之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 

   投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 

   板球、助攻、抄截、阻攻、失誤、犯規等十一項攻防數據，與總 

   得分的相關情形。 

三、探討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各隊球員之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 

   投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 

   板球、助攻、抄截、阻攻、失誤、犯規、得分等十二項表現，與 

   年終排名的相關性。 

四、探討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各隊球員之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 

   投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 

   板球、助攻、抄截、阻攻、失誤、犯規、得分等十二項表現對比 

   賽名次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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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上述研究問題，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一、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各隊球員之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投籃 

   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 

   助攻、抄截、阻攻、失誤、犯規、得分等十二項表現，有顯著的 

   差異。 

二、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各隊球員之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投籃 

   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 

   助攻、抄截、阻攻、失誤、犯規等十一項攻防數據表現，與得分 

   有顯著的相關性。 

三、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各隊球員之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投籃 

   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 

   助攻、抄截、阻攻、失誤、犯規、得分等十二項表現，與年終排 

   名有顯著的相關。 

四、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各隊球員之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投籃 

   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 

   助攻、抄截、阻攻、失誤、犯規、得分等十二項數據表現，能有 

   效的預測比賽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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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是以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共七支球隊，分別為台灣銀行、

台灣啤酒、米迪亞精靈、台灣大雲豹、達欣工程、裕隆恐龍、璞園建

築，在季賽期間的比賽攻守技術累計表中的表現數據為研究範圍。 

 

第五節  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之攻守紀錄，乃採用超級籃球聯賽（SBL）的官方統計數   

    據。 

二、本研究以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的統計數據為例，是否能推論至其 

    他籃球聯賽，或女子組籃球比賽，尚待進一步研究。 

 

第六節 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三分球命中率：三分球命中次數除以三分球總投球次數之商數。 

二、兩分球命中率：兩分球命中次數除以兩分球總投球次數之商數。 

三、總投籃命中率：兩分球命中次數加三分球命中次數除以兩分球總 

    投球數加三分球總投球數之商數。 

四、罰球命中率：罰球投進次數除以總罰球投球次數之商數。 

五、進攻籃板球：進攻球隊投籃不中，進攻球隊搶到球稱之為進攻籃 

    板球。 

六、防守籃板球：進攻球隊投籃不中，防守球隊搶到球稱之為防守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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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球。 

七、助攻：進攻球員接獲隊友的傳球，在空檔時無人防守的狀態投球 

    中籃的動作。 

八、阻攻：防守球員合法的將進攻球員投籃的球封阻（火鍋）的動作。 

九、失誤：進攻球員（隊）在控制一個活球時發生違例或被防守球隊   

    抄截而喪失控球權。 

十、抄截：防守隊員以合法的動作，將進攻球員（隊）在控制一個活 

    球狀況搶奪控球權。 

十一、犯規：國際籃球規則第六章-犯規，第 32 條 犯規:球員行為違 

    反本條規範的動作稱為犯規（中華民國國際籃球 2006）。 

十二、得分：指在比賽過程中，合法的投球中籃稱為得分，包括兩分  

    球、三分球、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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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內籃球聯賽 

一、國內籃球聯賽之發展 

國內籃球發展史上，民國 36 年的道明盃籃球賽是可查到最早的

正式比賽，台灣省體育籃球協會則成立於民國 38 年 7 月 21 日，民國

39 年開始的全省籃球聯賽是早期台灣最具歷史性的錦標賽，也是台

灣早期唯一的大型比賽（賈凡，2006），繼以開端之後，許多具有紀

念性和特殊意義的籃球賽也陸續展開。在民國四十、五十年代，籃球

獲得國人的熱烈支持，比賽甚至一票難求（賈凡，2006）。由於籃球

運動的風行，許多民眾及青少年學生對於籃球產生極大的興趣及熱

愛，尤其在軍中與學校，籃球成為最受歡迎的運動（陳榮章，1997）。 

民國七十年代後期，籃球觀眾參與的盛況已不存在。民國 79 年

開始，教育部提倡推動「籃球聯賽制度」，將中正盃籃球錦標賽和全

國自由盃籃球賽規劃為「全國埠際籃球聯賽」，進行至民國 82 年球季

時，因參賽球隊已不再掛縣市之名，「埠際」之實已不存在，故於民

國 83 年球季開始改稱「全國甲組籃球聯賽」至今（張家豪，2004；

賈凡，2006；劉俊卿、王信良，1999）。 

民國 83 年由於國內籃運日漸式微，中華隊在國際成績不佳，籃

球聲望跌入谷底，球迷觀眾大量流失，而促成中華職業籃球聯賽的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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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華職籃誕生締造了短暫的籃球盛況，民國 88 年因為受到金融

風暴的影響及轉播糾紛而中止球賽（施致平，2001；張家豪，2004）。 

民國 92 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動協助中華民國籃球協會規劃發

展籃球運動，為了改善籃球現況，重現昔日榮景使企業與運動雙贏，

而推動「中華民國超級籃球聯賽」，作為籃球希望工程首要工作（張

家豪，2004）。 

綜合以上，籃球的發展一直是國人重視的議題，如何培養全國籃

球運動風，籃球比賽內容的精彩度必然是吸引民眾目光的關鍵，超級

籃球聯賽的崛起與未來的持續經營，是掀起另一波籃球熱潮的開端。 

二、賽會類型 

    國內籃球賽會可分為盃賽、錦標賽、邀請賽及聯賽，陳榮章（1997）

對此四種賽會描述，其說明如下： 

（一）盃賽：由某一機關，單位名義所舉辦之球賽，通常借用專門球 

      場為比賽場地，且時間不固定，日期有連續。 

（二）錦標賽：以某一單位或以上及名義而舉行之球賽，亦以同一球 

      場比賽，賽程緊湊。 

（三）邀請賽：為某一單位或學校所舉辦之球賽，通常會邀請鄰近的 

       其他球隊前來互相切磋，以提升籃球水準。 

（四）聯賽：仿照美國 NCAA 大學籃球聯盟之組織與方式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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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比賽皆於每年固定季節舉行，各隊均可自定訓練計畫以配合比賽。 

三、超級籃球聯賽 

（一）超級籃球聯賽起源 

    超級籃球聯賽（Super Basketball League，SBL）自中華職籃 1999

年封館以來，國內甲組籃球隊一年只有兩次賽事，對於國內球員實力

的提升、增加籃球休閒運動人口都造成影響，使國內籃壇低迷不振及

籃球運動發展停滯，為改善國內籃球水準與風氣，行政院體委會協助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規劃成立超級籃球聯賽（以下簡稱 SBL）。體委會

主任委員林德福致力於催生 SBL 超級籃球聯賽，由立委鄭志龍擔任

召集人，邀請籃協、社會甲組球隊資深籃球人，於 2003 年 4 月籌組

「中華民國超級籃球聯賽推動小組」。為落實比賽相關規範，籃協於

2003 年 5 月常務理監事會通過決議，於籃協原有架構下成立「中華

民國超級籃球聯賽委員會」，由行政院體委會、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及

裕隆、新浪、中廣、達欣、九太、台啤、台銀等七支男子甲組球團、

執行單位及社會公正人士，共十一位代表組成，展開 SBL 的籌畫工

作（體委會，2003）。其規劃如下： 

1.賽事定位為國內籃球最高層的比賽。 

2.中華民國籃球協會下設超級籃球聯賽委員會。 

3.為使賽事精彩具競爭性，參加球隊限制在 6~7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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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學生身份球員將逐年遞減，各隊得請外籍球員，服替代役之球員 

將配合選秀制度分配予球隊，以均衡各隊實力。 

5.比賽時間採國際籃球總會規則（每節 10 分鐘），增加得分數及可看 

性。 

（二）賽季期程與賽制 

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共有七支球隊參賽包含：台灣銀行、台灣啤

酒、米迪亞精靈、台灣大雲豹、達欣工程、裕隆恐龍、璞園建築。賽

程是從民國 96 年 12 月 7 日到民國 97 年 4 月 22 日，每場比賽總共四

十分鐘，分為上、下半場各二十分鐘，每節十分鐘共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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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籃球比賽攻守能力技術之研究 

一、攻守技術之變項分析： 

籃球運動從1891年發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時間，進攻與防守技

術則不斷受到學者、教練的研究精進，因此隨著現代籃球運動技術、

戰術的迅速發展，比賽的速度越來越快速，攻守對抗也越來越激烈（邱

翼松、林建德，1996；蔣憶德，1997）。而運動競技要創造良好的運

動表現須體能、技巧戰術與心理的結合（陳全壽，1996）。特別是籃

球運動更是以快（高速度）、狠（強而有力的身體對抗）、準（高的

投籃命中率）高（制空權）等基本要素為獲勝條件（王金城、陳金德

1997）。因此身高是提高籃球運動水準必備或首要條件， 但決定籃

球比賽的勝負因素包括運動員心理、技能、體能、智能等四個方面的

能力之外， 亦要加上臨場應變能力等 

有關籃球運動技能的內容，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及籃球教練都

曾提出他們的見解，如王永信（1976）、李鴻棋、徐武雄與鄭錦和

（1998）、徐元慶（1974）、趙秉正（1978）、Isaaces 與 Motta（1998）

等，一致都認為籃球的技能包括運球、持球、傳接球、投籃、假動作

等。Marcus（1991），Pim（1994）提出籃球的技能還包括抄截、掩

護、外圍移動、內線移動等。林遠材（1978）、馬樹秀（1984）、張

春華（1985）、Krause 與 Meyer（1999）等，則強調個人進攻、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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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守及搶籃板球等。 

近年來，由於籃球技術、戰術推陳出新，為求比賽公平與合理，

並兼顧籃球運動的精彩性，比賽規則隨著時光不斷演進，也因科學的

進步，人們藉著心理學、生理學、訓練學、力學與生物科技等相關科

學，透過精心安排設計的訓練課程，將個人技術到團隊凝聚力，及身

體素質提升至最佳狀態，表現在籃球比賽中。就技術運動方面而言，

籃球是以各種跑、跳、投等基本動作所組合而成，是以積極爭奪控球

權為手段，以投籃為目標的一種運動。 

葉正（1995）之研究中，即提出籃球比賽攻守紀錄中分析的變項

相當多，其中可分析出影響比賽勝負之因素包括三分球命中率、兩分

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阻攻、助攻、失

誤、抄截、得分、犯規等十一項，都可成為賽前指導與賽後檢討的依

據。此外，蔡葉榮（2001）研究女子籃球運動員體型攻防技術分析裡，

列有平均得分、平均籃板球、平均助攻、平均抄截、平均阻攻、平均

失誤、平均犯規等；田文政與王泠（1984）研究籃球代表隊攻守技術，

則有犯規、得分、籃板、失誤、助攻、抄截、阻攻、身高等。 

由上述文獻歸納可知，諸多分析球賽攻守紀綠的相關研究中，分

析的變項相當多，通常包括三分球命中率、兩分球命中率、罰球命中

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阻攻、助攻、失誤、抄截、得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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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等。 

二、成績表現與各項技術變項之間的相關性： 

    王泠與田文政（1984）經過差異檢定結果，男子組與女子組有顯

著差異的不同，男子組較注重進攻方面的技術，而女子組則在防守方

面，男女的差異與歐、美、亞三洲的籃球不同風格有關，而男女組在

進攻和防守的觀念上也有明顯不同，因此在統計上有顯著的不同。 

    曹健仲與張廷飛（1994）以杜威多元相關分析，探討籃球十項攻

防技術的重要性，研究結果最具代表性的項目依序為防守籃板球、兩

分球、抄截、失誤及罰球等，如何去了解每一支球隊的發展現況及影

響籃球比賽的代表性攻防技術項目，才能作為教練在訓練時，參考改

進的指標，並找出球員技術量化的數值，作為選拔的科學參考依據。 

    王俊明（1995）也曾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籃球十項攻防技術的

研究，他發現這十項攻防技術對得失分的差異之預測能力依序為兩分

球得分、三分球得分、防守籃板球、抄截、犯規等。 

    周勇與翁芝（2000）依據籃球比賽的特質與規律，臨場統計的各

項指標與比賽勝負得分之間存有一定的因果關係。張麗卿與陳順義

（2005）以Spearman相關法進行分析三位置球員（後衛、前鋒、中鋒）

在複賽時擔任先發的次數與球員身高、體重及17項技術表現之間的關

係，發現後衛球員當任先發的次數與三分球命中率、兩分球試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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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罰球試投次數、得分、進攻籃板球、助攻、抄截、阻攻、失誤及

犯規等項目皆達顯著相關。而與球員身高、體重、及三分球投射次數、

三分球投中次數、兩分球命中率與罰球命中率無顯著相關。 

    王景南與王世椿（2001）以相關的統計方式，來分析籃球比賽中

的攻防技術，發現三分球得分、兩分球得分、助攻次數與得分成正相

關，與失分成負相關。另外，失誤的次數對得失分的影響高於犯規次

數，而最後獲得的結論，經由典型變項對得失分有顯著相關的解釋

力，故可提供教練擬定計畫與比賽戰術的參考。 

    李雲光與江孟珍（2002）也以東亞運前四強攻守數據，提出用以

平均數與標準差描述前四強各項攻守紀錄，在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後，發現澳洲隊與中國隊在兩分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

防守籃板球、助攻、抄截、阻攻等皆優於中華隊與日本隊。而此次中

華隊能擊敗日本隊，應該是掌握了較多的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

和阻攻與較少的失誤所致。 

    因此，籃球比賽勝負關鍵的因素，包括了進攻助攻次數的增加、

小組及團隊默契的發揮、失誤的減少、戰術的靈活運用、裁判的判決

與主客場的優勢之外，亦包含了，心肺耐力、速度、強而有力的攻守、

命中率及制空權等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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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籃球比賽成績表現之探討 

一、影響籃球比賽防守項目之相關研究 

嚴密的防守是球賽制勝的不二法門，擁有良好的防守技巧的球

隊，能有效的降低對手的投籃命中率，減少對手的得分，創造更多自

己球隊進攻的機會。 

許樹淵（1976）提出，籃球比賽防守時，應該雙眼注視球的位置

及所有球員的位置，不只要抄截球，使對方球員難以發揮傳球、接球

技術，同時要佔據有利的位置，切斷對方球員的移動路線。 

Knight（1982）曾說「擁有ㄧ流進攻球員能獲得掌聲；而擁有ㄧ

流防守球員能贏得總冠軍。」 

王泠（1984）以研究 1984 年威廉瓊斯杯籃球邀請賽，從各國球

隊比賽的攻守紀錄發現，各國投籃命中率、助攻、阻攻等項目未達顯

著性差異，反而是失誤和違例達顯著差異。 

陳全壽（1994）強力籃球是未來的籃球走向，增加球員的對抗性

與抗壓性，肌力的訓練是一種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體能是建立一切

精讚技術的基礎，沒有良好的體能為基礎，再好的技術都是枉然。 

逢東海（1998）研究「第三屆青年男子籃球錦標賽，各國代表隊

攻守變項之比較研究」，研究中指出各國代表隊之罰球命中率與抄截

未有顯著差異性，得分、防守籃板球、助攻、犯規、阻攻、及抄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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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性相關，研究建議重視防守是籃球比賽的發展趨勢。 

凌貞芳與蔡葉榮（1999）指出抄截與阻攻是防守技術的表現。成

功的抄截與阻攻會使對手產生急躁與不安，減少發動進攻的成功率，

相對也提升本隊的士氣，和增加發動反攻的成功。 

翁荔與周勇（2000）搶得後場籃板球便阻止了對方的二次進攻，

同時也為本隊創造快攻的機會。 

阻攻是影響對手投籃命中率的一種防守技巧，成功的封阻造成對

手球員投籃心理莫大的壓力，況且阻攻成功，可造成對手的傳球次數

增加，使失誤率上升、投籃命中率下降，增加己隊的防守籃板球，可

見阻攻在籃球比賽中是很重要的防守技術。 

二、影響籃球比賽進攻項目之相關研究 

    一場籃球比賽影響進攻的因素，主要在於進攻次數與進攻成功

率，因為此反映了多方面的指標，其中涵蓋了投籃命中率、籃板球、

失誤、抄截、阻攻等諸多的因素。因此，華炳泉與潘前（1990）就曾

經對北京男籃邀請賽，20 多項臨場技術統計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對

進攻穩定性作用最大的依次是，罰球次數、近距離投命中率、罰球命

中率、失誤及違例、中距離投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和近距離投次數

等七個因素，進而提出「內外結合，以內為主」的進攻指導思想，發

展快攻、加強籃下攻擊的集體性、適當發展三分遠投和積極性攻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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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策略。 

    江玉芬與周俊三（2003）現今籃球運動，就進攻戰略必須做有效、

有計劃、有系統的攻擊，才能達到攻籃取分的目標。首重強化攻守動

作的觀念與責任，加強行進間的急停跳投的動作，由近至遠將距離漸

漸拉遠。確立定位投籃，急停投射及上籃動作的選擇變化。減少錯誤

的發生，尤其在快攻的進行當中，更應注意傳球方式的選擇。 

    籃球比賽最主要的進攻手段就是把球投入籃框，同時阻止對方接

球得分，在比賽中運用各種戰術技巧無非是為了創造更多投籃機會，

因此投籃次數的多寡與投籃命中率的高低，深深的影響籃球比賽的得

分與決定最後的勝負。總而言之，各項攻守紀錄對於籃球員的重要性

是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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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

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變項陳述及變項值的計算、第五節：資料

處理與統計分析，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經相關文獻探討結果，提出本研究

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本研究架構圖 

 

第五季 SBL 各隊籃球隊 

 

  各隊攻守紀錄表現 

   

   比賽得分與名次 

One way ANOVA 

Pearson 相關 

 多元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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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共七支球隊，分別為台灣銀行、

台灣啤酒、米迪亞精靈、台灣大雲豹、達欣工程、裕隆恐龍、璞園建

築，在季賽期間的比賽攻守技術累計表中的表現數據為研究對象。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工具來源 

    本研究的各項攻守紀錄來自於中華民國籃球協會所提供的統計 

    數據，與中華民國超級籃球聯賽官方統計數據，參考雅虎奇摩 

    sbl 超級籃球聯賽網頁統計數據資料。 

    （網址：http://tw.sports.yahoo.com/sbl/sbl_record_team/） 

二、資料收集的時間 

    資料收集時間：本研究資料收集時間是從民國 96 年 12 月 7 日起 

    至民國 97 年 4 月 22 日止，為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的季賽賽程。 

 

第四節 變項陳述與變項值的計算 

一、變項陳述 

    本研究變項共有十二項，包括：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投籃 

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 

助攻、抄截、阻攻、失誤、犯規、得分等十二項變項。其中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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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 

中率、平均進攻籃板球、平均防守籃板球、平均助攻次數、平均 

抄截次數、平均阻攻次數、平均失誤次數、平均犯規次數等十一 

項變項與得分求相關；更以球隊的比賽名次為本研究之效標變 

項，以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平均進 

攻籃板球、平均防守籃板球、平均助攻次數、平均抄截次數、平 

均阻攻次數、平均失誤次數、平均犯規次數、平均得分等十二項 

做為預測球隊比賽名次的預測變項。 

二、變項值的計算方法： 

（一）兩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投中數÷兩分球總投球數×100%。 

（二）三分球投籃命中率：三分球投中數÷三分球總投球數×100%。 

（三）總投籃命中率：（兩分球投中數＋三分球投中數）÷（兩分球總 

      投球數＋三分球總投球數） ×100%。 

（四）罰球命中率：罰球投中數÷總罰球數×100%。 

（五）平均進攻籃板球：進攻籃板數÷出場數。 

（六）平均防守籃板球：防守籃板數÷出場數。 

（七）平均助攻次數：助攻總數次數÷出場數。 

（八）平均抄截次數：抄截總數次數÷出場數。 

（九）平均阻攻次數：阻攻總數次數÷出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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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平均失誤次數：失誤總數次數÷出場數。 

（十一）平均犯規數次數：犯規總數次數÷出場數。 

（十二）平均得分：總得分數÷出場數。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一、資料處理 

    本研究中以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的季賽賽程，共七支球隊季 

賽期間的比賽攻守技術累計的表現數據紀錄，作為研究基本資 

料。技術表現變項目包含有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 

投籃命中率、平均進攻籃板球、平均防守籃板球、平均助攻次數、 

平均抄截次數、平均阻攻次數、平均失誤次數、平均犯規次數、 

平均得分等項目。將所得的各項資料，先以描述性統計量來了解 

七支球隊，在本研究十二項技術表現項目中，所呈現的情形。並 

利用第五季季末各隊戰績，區分為兩水準群體，前三支勝場數較 

多的球隊為一個群體，後四支勝場數較少的為另一個群體，經由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統計方法，來探究最後勝負與各項技術表現 

項間的關係。 

    本研究將以回歸模式來探索十二項技術表現項目，對季賽總排名 

名次的影響，並尋求各技術表現項目對得分與季賽排名影響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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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順序，與皮爾遜積差相關雙尾檢驗法，得知各項攻守技術表現 

與得分相關。資料考驗檢定水準設定為 α=.05，所有資料均利用 

SPSS 12.0 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 

 

二、統計方法 

本研究採用下列統計方法，進行分析與推論：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本研究十二項攻守紀錄之平均數、標準 

      差。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用來解釋各支球隊間 

      在十二項攻守統計數據的差異情形。 

（三）獨立樣本 t 檢定：利用 t 檢定，分析探討戰績勝場數高低的兩 

      群體，在十二項攻守技術表現項目上是否有差異。 

（四）Pearson 積差相關法：以積差相關法分析各項攻守技術表現與 

      得分相關。 

（五）多元迴歸：將與得分有顯著相關的項目以多元回歸法進行對比 

      賽名次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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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 

 

本章研究結果依據前面章節所呈述之研究目的，分為四節部份加

以說明:第一節、探討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各隊球員之三分球投籃命

中率、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

防守籃板球、助攻、抄截、阻攻、失誤、犯規、得分等十二項表現的

差異情形。第二節、探討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各隊球員之三分球投籃

命中率、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

球、防守籃板球、助攻、抄截、阻攻、失誤、犯規等十一項攻防數據，

與總得分的相關情形。第三節、探討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各隊球員之

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

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助攻、抄截、阻攻、失誤、犯規、得分等

十二項表現，與年終排名的相關性。第四節、探討第五季超級籃球聯

賽各隊球員之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

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助攻、抄截、阻攻、失誤、

犯規、得分等十二項表現對比賽名次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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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七支球隊間在各項攻守技術表現的差異情形 

    首先列出七支球隊在三分球投籃命中率、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罰

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助攻、抄截、

阻攻、失誤、犯規、得分等十二項表現的基本資料表。如表 4-1。 

當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加以比較七支隊隊間在十二項

攻守技術表現的差異情形，如表 4-2所示，在兩分球投籃命中率（F=.36, 

*p<.05）、總投籃命中率（F=3.18,*p<.05）、助攻（F=.470, *p<.05）、抄

截（F=5.88,*p<.05）、阻攻（F=5.42, *p<.05）、犯規數（F=3.2, *p<.05）、

得分（F=5.27, *p<.05），等七項攻守技術表現有顯著的不同。當進一

步分析兩不同戰績之兩群體，將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七支球隊的季末

總戰績，分為勝場數較多的前三名球隊，與勝場數較少的另四支球

隊，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探討戰績勝場數高低的兩群體，在十

二項攻守技術表現項目上是否有差異，進行比較其結果如表 4-3 所

示，發現在兩分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防守籃板球、阻攻、

得分，等五項攻守統計數據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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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七支球隊在十二項攻守技術表現的摘要表 

隊伍          璞園   米迪亞   裕隆   台啤    台銀    達欣    台灣大 

攻守數據項目                  （M±SD） 

三分球命中率%   33.0±.21   35.2±.18   33.3±.15  32.4±.17   31.3±.20  33.2±.23   33.8±.27 

兩分球命中率%   45.1±.22   44.7±.17   46.4±.23  47.8±.24   42.4±.18   41.9±.16  43.5±.13 

罰球命中率%     69.4±.18   66.4±.15   70.2±.21  69.8±.25   64.2±.13   71.1±.20  68.0±.18 

總投籃命中率%   44.5±.06   43.1±.04   45.6±.09  47.0±.10   41.3±.02   41.0±.03  42.9±.05 

進攻籃板球       12.8±3.8   15.4±4.2   10.5±3.4  9.4±2.6    12.5±3.4   10.2±4.2  9.0±3.1 

防守籃板球       23.1±4.5   27.2±3.8   24.4±2.7  26.5±5.9   23.3±3.4   22.8±1.9  24.2±3.6 

助攻             17.6±3.2   17.1±2.7   17.2±2.2  17.2±2.8   15.7±3.3   14.9±2.5  16.5±2.1 

抄截             9.2±1.2    7.0±1.8    7.8±1.1   7.6±1.6    7.6±1.8     8.9±2.2   7.9±2.4 

阻攻             2.3±2.2    3.4±1.8    3.3±3.6   4.0±2.8    3.3±2.4     3.0±2.9   1.8±2.3 

失誤             14.6±4.4   16.0±4.8   12.7±3.3  16.2±4.8   16.7±3.9   15.4±4.2  16.9±5.8 

犯規             21.8±3.3   22.6±2.7   20.1±2.1  16.3±2.9   20.8±3.1   21.0±1.9  17.0±3.6 

得分               88.9±16.3   87.0±21.5  84.4±11.6  80.0±15.4   77.0±19.2   76.2±18.7   68.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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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七支球隊在十二項攻守技術表現的變異數分析表 

                                     F 值  

三分球命中率%                       3.45 

兩分球命中率%                       0.36* 

罰球命中率%                         0.937 

總投籃命中率%                       3.18* 

進攻籃板球                          0.239  

防守籃板球                          0.349   

助攻                                0.470*  

抄截                                5.88*  

阻攻                                5.42*  

失誤                                0.48   

犯規                                3.2*  

得分                                5.2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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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勝場數高低的兩群體在十二項攻守項目 t 檢定分析表 

                勝場數高的球隊     勝場數低的球隊    t 值 

攻守數據項目 

三分球命中率%      33.64             32.83           1.81 

兩分球命中率%      46.3              43.23           2.21* 

罰球命中率%        68.8              68.175          0.83 

總投籃命中率%      45.23             42.43           2.31* 

進攻籃板球         11.77             11.13           1.32 

防守籃板球         26.03             23.35           2.89* 

助攻               17.17             16.18           2.08 

抄截                7.47             8.4            -2.16 

阻攻                3.57             2.6             3.18* 

失誤                14.97            15.9           -1.93 

犯規                19.67            20.15          -1.66 

得分                83.8             77.63           3.6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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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隊十一項攻守技術表現與總得分之相關性 

當進一步分析 Spearman 等級相關法，分析各隊十一項攻守技術

表現與總得分的相關情形，其結果如表 4-4 所示，其中各隊的總得分

與兩分球命中率（r=.58,*p<.05）、總投籃命中率（r=.51, *p<.05）、助

攻數（r=.64, *p<.05）、失誤數（r=-.54, *p<.05），等四項有顯著的相關。 

表 4-4  各隊十一項攻守技術表現與總得分相關情形 

攻守統計項目                  總得分相關性 

三分球命中率%                  r=-0.13 

兩分球命中率%                  r=0.58* 

罰球命中率%                    r=0.33 

總投籃命中率%                  r=0.51* 

進攻籃板球                     r=0.31 

防守籃板球                     r=0.43 

助攻                           r=0.64* 

抄截                           r=-0.38 

阻攻                           r=-0.08 

失誤                           r=-0.54* 

犯規                           r=-0.0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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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隊十二項攻守技術表現與戰績排名之 

相關性 

    使用 Spearman 等級相關法，分析各隊十二項攻守技術表現與戰

績排名的相關情形，因為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各球隊總共出賽 30

場比賽，故戰績名次較前面的球隊，亦表示為勝場數較多的球隊，其

結果如表 4-5 所示，其中各隊的勝場數與兩分球命中率%、總投籃命

中率%、防守籃板球、得分，等四項攻守統計數據有顯著的相關。 

 

表 4-5  各隊十二項攻守技術表現與勝場數相關情形 

攻守統計項目                  勝場數相關性 

三分球命中率%                  r=021 

兩分球命中率%                  r=0.52* 

總投籃命中率%                  r=0.63* 

罰球命中率%                    r=0.16 

進攻籃板球                     r=0.34 

防守籃板球                     r=0.66* 

助攻                           r=0.41 

抄截                           r=-0.38 

阻攻                           r=-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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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誤                           r=-0.38 

犯規                           r=-0.04 

 得分                           r=0.49* 

*p<.05 

 

 

第四節 以各球隊十二項攻守技術表現分別對各隊進

行勝場數的預測 

將各隊表現之十二項攻守技術統計數據，以逐步回歸法分別對各

隊進行勝場數的預測，表 4-6 為七支球隊在各項攻守統計數據與球隊

勝場數的逐步回歸分析摘要表。由表可知依序可選出兩分球投籃命中

率%和總投籃命中率%和防守籃板可以預測球隊的比賽勝場數，可解

釋的變異數量達 78%，其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球隊的勝場數）=0.31（兩分球投籃命中率%）+0.28（總投籃命中率

%）+0.19（防守籃板） 

 

由上述結果發現，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與防守籃

板，是影響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比賽球隊的勝場數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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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各隊十二項攻守統計數據與球隊勝場數的逐步回歸分析

摘要表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值     t       p       R2  

兩分球     0.186      0.6     0.31     5.18*     0.00 

投籃命 

中率% 

總投籃     0.028      0.1     0.28     3.24*     0.02 

命中率%                                               0.78  

防守籃板   0.019      0.1     0.19     2.22*     0.03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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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論與結論 

第一節 討論 

本研究由研究結果提出幾點結論與建議，進而探討與比較球員在

技術層面上與勝負之間的關係，以了解超級籃球聯賽球員的特性、特

點、瓶頸與盲點，及各隊球員技能發展狀況，討論分為以下幾點說明。 

一、各隊技術表現的差異情形 

    依據結果發現，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參賽七支隊伍，在各項攻守

技術統計數據表現上，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助攻、抄

截、阻攻、犯規、得分，等七項技術表現有顯著差異，而在三分球命

中率、罰球命中率、進攻籃板、防守籃板、失誤，等五項數據表現，

沒有明顯的不同。經由勝場數高低的兩群體在十二項攻守項目 t 檢定

分析，發現兩分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防守籃板、阻攻、得分，

等五項攻守統計項目有顯著的差異，表示在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賽程

結束後，勝場數較多的隊伍與較少的球隊，在兩分球命中率、總投籃

命中率、防守籃板、阻攻、得分，等五項攻守統計項目的表現是有顯

著的不同的。故一支良好的球隊或勝場數較多戰績較好的球隊，除了

注意進攻能力的培養，例如兩分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得分，更

不能忽略防守能力的養成，例如防守籃板、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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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各隊十一項攻守技術表現與總得分得相關性 

    當進行比賽球隊總得分與各項攻守技術表現之間的相關情形分

析，可發現七支球隊的聯賽比賽的總得分與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總投

籃命中率、助攻，等三項統計技術表現呈現正相關，與失誤數間呈現

負相關，而葉正（1995）之研究中，即提出籃球比賽攻守紀錄中分析

的變項相當多，其中可分析出影響比賽勝負之因素包括三分球命中

率、兩分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進攻籃板球、防守籃板球、阻攻、

助攻、失誤、抄截、得分、犯規等十一項，都可成為賽前指導與賽後

檢討的依據。當球隊在每場比賽中，若能提升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總

投籃命中率、助攻等項目表現，或比敵對競爭球隊更好更出色時，可

能在比賽的總得分勝過敵隊贏得勝利，但當球隊在比賽中有較多的失

誤情形出現時，可能會影響到球隊比賽得分，且負相關的意涵表示，

比賽得分會隨著球隊失誤次數的增加而下降，所以想要獲取高得分的

球隊，應該注重以中、近距離的兩分投籃命中率為主，並伴隨著三分

進攻區域的命中率為輔的進攻模式，主要是提升總投籃命中率，減少

球隊失誤次數的發生，獲取比賽高得分就更可能獲得最終的勝利。 

三、分析各隊十二項攻守技術表現與戰績排名的相關 

    王俊明（1995）曾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籃球十項攻防技術的研

究，他發現這十項攻防技術對得失分的差異之預測能力依序為兩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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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三分球得分、防守籃板球、抄截、犯規、阻攻、進攻籃板、罰

球、失誤及助攻等。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參賽七支隊伍總共對戰比

賽30場，最終比賽戰績與各球隊勝場數，與各項技術表現之間的相關

情形分析，可發現七支球隊的聯賽比賽的總勝場數與兩分球投籃命中

率、總投籃命中率、防守籃板、得分，等四項統計技術表現呈現正相

關。此結果反應出，當球隊在每場比賽中，球員需仔細的慎選出手時

機，提升兩分球投籃命中率，達到球隊追逐高比賽得分的目標，就整

體排名上，三分球隊關係並未顯著。另外球隊培養球員積極爭搶防守

籃板，不放棄每個抓籃板的機會，一個籃板球就是開始一次進攻的機

會，若能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防守籃板、得分，等四

項統計技術項目表現有所進步提升，就更有希望在比賽勝過敵手球隊

贏得勝利。 

四、以十二項攻守技術表現分別對各隊進行勝場數的預測 

    將各隊表現之十二項攻守技術統計數據，以逐步回歸法分別對各

隊進行勝場數的預測，由上述結果發現，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總投籃

命中率與防守籃板，是影響第五季超級籃球聯賽比賽球隊的勝場數重

要因子。此結果與潘一航（1997）研究比賽中與名次排行相關的技術

表現統計項目，發現相關較高的統計項目有：兩分球命中率、罰球命

中率、籃板、助攻、抄截、失誤、犯規，與本研究預測技術統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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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符的，可見兩分球投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率與防守籃板是籃球

比賽勝負的關鍵因素。 

 

第二節 結論 

綜合上述結果，像是投籃的命中率、防守籃板的次數與阻攻的

次數都是減低對手進攻，增加本隊的進攻的次數；另外控制失誤也是

把握本隊的進攻機會。因此就本研究發現掌握進攻的次數是影響第五

季籃球超級聯賽的關鍵因素。 

 

第三節  建議 

以下提供各隊教練實務性與在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建議各隊教練可針對各自球隊的各項攻守技術表現，進行訓練與 

    加強，先從探索發現己隊的優勢強項與劣勢弱項，再與其他競爭 

    球隊相衡量，發現其他球隊的優點與缺點。進一步加強培育自己 

    的優勢強項，例如近攻籃板或抄截，平時多演練戰術藉由團隊協 

    防或團隊合作，降低自己的劣勢缺口，例如防守籃板…等，期望 

    下一季超級籃球聯賽能有更好的成績。 

二、從各項技術表現統計項目與總得分或勝場數相關性分析，進一步 

    球隊勝場數戰績排名的預測，可看出良好的球隊或勝場數多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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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除了注意進攻能力的培養，例如兩分球命中率、總投籃命中 

    率、得分，更不能忽略防守能力的養成，例如防守籃板、阻攻。 

三、建議往後的研究，可以更細分進攻模式次數或防守模式次數，例 

    如快攻次數、檔切、切傳…等，進而分析每場比賽的每一個細節 

    模式，注重己隊與堤敵手每次進攻與防守，仔細紀錄與量化，設 

    計出更好進攻與防守策略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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