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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專專甲甲組組羽羽球球選選手手生生涯涯規規劃劃之之研研究究  
李李維維仁仁＼＼臺臺北北市市立立體體育育學學院院  
李李謀謀周周＼＼臺臺北北市市立立體體育育學學院院  
蔡蔡慧慧敏敏＼＼淡淡江江大大學學  

摘要 

本研究主旨在於瞭解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之現況及其影響因素，同時

探討不同背景變項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對生涯規劃之差異情形，並且給予學校、

教練及選手實質的建議。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為研究工具，研究對象以 96 年

度大專運動會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為母群體。發出問卷 150 份，回收問卷 126
份，回收率 84%，有效問卷 118 份，可用率 94%。調查問卷採用五點量表以描

述統計、獨立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雪費事後比較法之統計法分析資

料。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之現況以生涯準備之向度得

分最高，以生涯信念之向度得分最低，不同背景變項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在性別

方面，達顯著差異，而在科系、訓練年資、比賽最高層級、比賽最佳成績及每週

訓練天數方面，未達顯著差異。 

關鍵字：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人一出生，剛開始是最親近的人在為你的將來作準備，緊接著成人後就得自

己為將來的工作做準備，工作的準備是為了未來的生涯選擇，而個人的生涯選擇

則決定其後續的生涯發展。因此每個人都有不同的生命歷程，然而此種歷程是要

經過規劃的。有了規劃的人生，才不會迷失了方向和目標，否則將庸庸碌碌地過

一生。對於運動員的生涯而言，一直努力表現到最巔峰，其終點也是為了於體壇

退休後，能有良好的後續生涯發展，而這歷程也是要經過規劃的。有了規劃才能

抓準方向，不至於浪費時間。 

許多優秀的羽球選手，雖然考上大學卻由於就讀的學校不是培育羽球專長的

學校，或者因為運動傷害無法繼續走下去的選手而開始瞭解人生不是只有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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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生涯規劃的功能之一便是去認清何者可掌握，何者不可掌握，並將時間與精

力集中在可掌握的部份，以便產生最大的效果。如果放任而不作任何規劃，原本

可掌握的部份也變為不確定，便會增加風險，降低達成性（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

會生涯資訊網，2005）。 

優秀的運動選手，無論是主動或被動的情境下結束運動生涯，絕大部分都不

是出於自己所願，如果可以繼續，何嘗不想試試看呢？事實上，當這些猶如明星

般受人矚目的優秀運動員，一旦結束運動生涯後，他們在運動場上的優異表現，

也隨之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大部份選手皆就讀於體育相關科系，然而目前國內

處於失業率最高的時候，體育相關科系的應屆畢業生在面對這樣的就業環境，面

臨生涯轉換（葉麗琴，2002）。選手因長期的投入運動訓練，不善於利用時間顧

全其課業（蔡長啟，1984），陳聖芳也指出（1997）運動員在於退休後的出路

問題，往前追朔至學生時期，發現運動員大多數疏於學習及充實學業，只全神貫

注的在運動訓練上，許多優秀選手並不知道除了當選手、教練之外他們還能有何

其它的選擇。例如：在職棒兩聯盟合併後，棒球先生李居明立刻面臨失業的困境。

現在他雖然常在老婆開設的咖啡店幫忙，但仍到勞保局申請失業救濟金（民視新

聞網，2003），這只是優秀選手其中一個例子。 

因此，在上述的問題背景，研究者本身在退休後，於職場上或訓練選手時所

遇之問題的前題下，研究者想從生涯規劃觀點，因應社會情境的脈動來研究優秀

羽球選手運動生涯結束之前是否有生涯規劃，對於運動生涯結束後就業現況之影

響，以提供目前優秀羽球選手在生涯規劃及未來就業方向之指南。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之現況。 

（二）比較不同背景變項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差異情形。 

三、問題與假設 

（一）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之現況為何？ 

（二）不同背景變項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具有顯著差異。 

四、名詞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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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是指 1.凡曾經大專校院運動

成績優良學生招生管道錄取（係指曾參加大專校院運動成績優良學生甄審、甄

試、單獨招生、轉學（插班）考試加分等「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

輔導辦法」規定之入學管道並經榜示或遞補錄取）。2.大專校院競技運動相關系

所之在學生。3.具社會甲組或職業球員資格及國家代表隊之大專體總所屬各會員

學校在學學生。本研究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係指 96 學年度參加大專運動會，各

大專校院甲組羽球代表選手。 

（二）生涯規劃：生涯發展指個人在其生涯發展歷程中，自探索至衰退所達

到的程度，或是個人面對發展任務時的準備狀態（ Super, D.E., Crites, J.O., 
Humme,  R.C., Moser, H.P., Over street, P.L & Warthath, C.E.，1957）。本研

究將生涯規劃分為：生涯感受、生涯信念、生涯準備。將探討生涯發展中之生涯

規劃，其問卷上的得分表示其生涯發展程度，若得分愈高則表示其生涯發展愈佳

（ 林幸台、吳天方、林清文、劉淑慧，1997、蔣永勝，2004）。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 96 年 5 月 6 日至 5 月 8 日參與大運會之大專甲組羽球

選手。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自編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研究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分為兩部分，設計給羽球選手填寫，第一部份為「個人背景資料」，

第二部份為「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量表」，茲說明如下： 

（一）研究工具：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量表 

1.羽球選手個人背景資料 

經相關文獻整理，研究者調查樣本之性別、科系、運動訓練年資、層級最高

的羽球比賽、最佳的運動成績、每週訓練天數等 6 個變項，以做為進一步分析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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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量表 

本研究之生涯規劃量表是參考蔣永勝（2004）之生涯規劃量表修編而成，

並且以問卷調查為研究工具，第一部份為預試問卷，第二部份為正式問卷。第一

部份預試問卷發出問卷 100 份，回收問卷 89 份，回收率 89%，有效問卷 81 份，

可用率 91%，統計分析分三階段如下： 

（1）項目分析 

本研究採用各題與總分之相關與決斷值（CR）進行項目分析，經由分析結

果「生涯感受」之向度刪除第 1、10、12 題，「生涯信念」之向度刪除第 22、
23，「生涯準備」之向度刪除第 24、25、27、36、40 題，共 10 道題目相關係

數未達.30 以上、t 值未達顯著水準，因此將題目刪除，總計本量表為 30 題。 

（2）第一階段預試之探索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量表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採主成分分析法分析萃取出三個因素為：

「生涯感受」、「生涯信念」、「生涯準備」。其解釋總變異量為 51%，顯示

本量表之效度尚可。 

（3）第二階段預試之信度分析 

根據本研究預試之信度分析結果顯示，「生涯感受」因素之 Cronbach α係

數值為.90，「生涯信念」因素之 Cronbach α係數值為.86，「生涯準備」因素

之 Cronbach α係數值為.86，顯示本量表各因素具有良好之信度。第二部份為正

式問卷發出問卷 150 份，回收問卷 126 份，回收率 84%，有效問卷 118 份，可

用率 94%。 

三、資料處理 

全部問卷於施測完畢回收後，即進行編碼、登錄工作，並以 SPSS for 
Windows10.0 中文版套裝軟體進行各項統計分析。調查問卷採用五點量表以描

述統計、獨立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雪費事後比較法之統計法分析資

料。 

參、結果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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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之現況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表 1 大專甲組羽球選手之整體生涯規劃現況平均得分為

3.27，標準差為.49，再以各向度來看，「生涯準備」之向度得分情形最高，依

序為「生涯感受」，以「生涯信念」之向度得分最低。推究其論，因為大專甲組

羽球選手已面臨就業或繼續當選手二擇一的問題，所以大部分大專甲組羽球選手

或許會將重心放在這問題點上，以對自己的未來做出最正確的決定。 

表 1 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現況之得分情形摘要表 

生涯規劃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整體 118 3.27 .49 

生涯感受 118 3.29 .74 
生涯信念 118 3.14 .69 
生涯準備 118 3.35 .51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對生涯規劃差異之情形 

本研究大專甲組羽球選手背景變相包括：性別、科系、運動訓練年資、層級

最高的羽球比賽、最佳的運動成績、每週訓練天數。 

（一）性別：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性別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僅在生涯準備

之向度上達顯著差異，其中男性之得分情形高於女性甲組羽球選手。或許是因為

男性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經由平時的訓練、比賽的刺激及同儕間的激勵，而對於自

己的競爭力有相當的肯定，但女性大專甲組羽球選手或許考慮到自己年紀的問

題，在未來該選擇哪一個方向而感到猶豫不決，遲遲無法決定。 

表 2 不同性別在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得分之差異情形摘要表： 

*p 值<.05    性別：（1）男性 （2）女性 

（二）科系：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科系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在各向度上皆

未達顯著差異。或許是因為大專甲組羽球選手不論在體育科系或者是在非體育科

生涯規劃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1 86 3.32 .52 整體 2 32 3.15 .38 1.73 

1 86 3.26 .76 
生涯感受 2 32 3.36 .70 -.64 

1 86 3.19 .70 
生涯信念 2 32 3.03 .63 1.05 

1 86 3.45 .49 
生涯準備 2 32 3.07 .49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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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選手們平時不管是訓練或是比賽都在一起，所以對於未來該如何選擇都會相

互討論，所以不同科系並不會影響大專甲組羽球選手。 

（三）訓練年資：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訓練年資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在各

向度上皆未達顯著差異。推究其因，或許是訓練年資比較長的有其自己的理念，

訓練年資較短的也有其自己達到自我目標的期許，所以在生涯規劃上並不會有任

何影響。 

（四）比賽最高層級：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比賽最高層級之大專甲組羽球

選手在各向度上皆未達顯著差異。大專甲組羽球選手之水準與其他運動一樣，皆

有分前、中、後三種水準，相對的所代表的比賽層級也不同。周文祥（1996）也

曾提出，「機會-能力-價值」模式，大專甲組羽球選手會自我認定自己在水準上

的差異，到底有多少機會、能力及價值在往後的路該如何走，自己的水準是否可

以再提昇，瞭解狀況後，再來反觀自我是否有能力能勝任及因應這些挑戰，自我

的專業知識及技能是否足夠；最後，瞭解個人的價值及社會價值為何？這樣能提

供自我一個生涯上更正確的方向。或許因為此原因，所以不同比賽最高層級在生

涯規劃上沒有影響。 

（五）比賽最佳成績：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比賽最佳成績之大專甲組羽球

選手在各向度上皆未達顯著差異。畢竟大專甲組羽球選手人數不多，大部分皆是

全國比賽的常客，在選手生涯中幾乎都有達到全國比賽的層級，成績上或許大部

分也都相互消長，每個選手幾乎都有過相同的經歷，所以在生涯規劃上也跟比賽

成績方面一樣，每個階段都不盡相同，並不會有太大的差異。 

（六）每週訓練天數：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每週訓練天數之大專甲組羽球

選手在各向度上皆未達顯著差異。推究其結果可能是每週訓練天數多的選手，瞭

解自己的實力還可以再靠訓練提昇水準，其生涯規劃可能就是繼續往選手的路途

邁進；訓練天數少的選手，或許是利用其餘沒有訓練的時間去充實自己的第二專

長或興趣，以利自己將來生涯規劃的計劃可以順利進行，所以基本上訓練天數多

與少並不會造成選手生涯規劃上的差異。 

肆、結論與建議 

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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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甲組羽球選手之生涯規劃現況及不同背景變項之選手，對生涯規劃之差

異情形為： 

（一）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之現況，以生涯準備之向度得分情形最

高，依序為生涯感受，以生涯信念之向度得分最低。 

（二）不同性別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僅在生涯準備之向度上，達顯著差異。 

（三）不同科系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在生涯規劃上，未達顯著差異。 

（四）不同訓練年資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在生涯規劃上，未達顯著差異。 

（五）不同比賽最高層級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在生涯規劃上，未達顯著差異。 

（六）不同比賽最佳成績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在生涯規劃上，未達顯著差異。 

（七）不同每週訓練天數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在生涯規劃上，未達顯著差異。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生涯規劃之現況以生涯準備之向度得分

最高，以生涯信念之向度得分最低，不同背景變項之大專甲組羽球選手在性別，

達顯著差異，而在科系、訓練年資、比賽最高層級、比賽最佳成績及每週訓練天

數，未達顯著差異。 

經由以上分析的資料數據得知，除了不同性別之大專選手在生涯準備之向

度，達顯著差異，其他的量表並未達顯著差異，這並不代表其他的因素就不重要。

然而，甲組選手就是那幾年短暫的黃金時期，在男性選手方面，因有兵役的問題，

所以在未來的前途上，會先以取得替代役為優先考量，以延續運動生涯並暫不考

慮未來的出路；在女性選手方面，因社會地位的影響，再者加上年齡不斷的增長，

故會由原先追求最佳的運動表現，轉為考量未來穩定的工作，其次再繼續追求運

動成績的表現。 

二、建議 

根據上述結論，針對學校、教練、現役選手提出以下建議： 

（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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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除了支持體育運動外，相對的在於選手課業上的要求及規劃是需要被重

視且強化的部分。 

1.提供相關運動員生涯規劃的訊息。 

2.擬定完整的就學系統及課業輔導，讓選手們無後顧之憂。 

3.提供完善的心理諮詢與輔導之管道。 

4.運用與企業團體的結合，成立職業或業餘隊伍，讓選手們在畢業後，有另

一保障工作選擇外，且可以繼續延續喜愛的運動。 

（二）教練 

教練不單單只是針對球場上的指導，相對的對選手之後未來的出路規劃是需

要被重視的一環。 

1.教練除了要求訓練成果外，還需要求課業上的標準。 

2.教練需提醒選手做好未來生涯規劃的準備。 

3.教練需評估選手的運動表現及成績，引導選手明確的方向。 

4.教練需鼓勵選手培養外語能力。 

5.教練需鼓勵選手看看外面的世界，以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 

（三）現役選手 

同時兼具學生及選手的身分，因專注於運動訓練上，往往影響課業上的學習

狀況，故無法兩者兼顧。因此，選手應  

1.善用時間管理，不斷的充實知識並培養外語能力，提升自我的國際觀，以

增進職場上的競爭能力。 

2.善用相關生涯輔導中心，比他人優先取得並掌握相關資訊。 

3.善用自身運動能力的表現，進而培養人際關係，以拓展非運動層面的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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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照自己的興趣，培養第二、第三專長，不要只侷限於原本的運動專長。 

5.及早做好生涯規劃，才不至於在退下競技舞台時，引起不必要的恐慌。 

伍、結語 

並不是每位選手都是屬於金字塔上的一員，但也不完全代表屬於金字塔中的

選手，未來出路就會比較佳，只能說是有些許的優勢。選手本身不能捨棄且須不

斷充實屬於自己的學識，如此一來，優秀的選手即使退下運動舞台，轉換另一相

關或不同的領域中，才有能力可以與他人競爭，以改變外界對選手頭腦簡單、四

肢發達的刻板印象。當然選手需時時刻刻做好準備以爭取機會，因機會是不會留

給等待且毫無準備的人。學校與教練的角色不僅僅是訓練者，也是選手在生涯規

劃上的推手。教練或老師是否能夠引導選手們提前做好生涯規劃的心理準備，以

及指導選手們如何建立良好人際關係，且培養第二專長技能和外語能力，這將是

對選手有極大的幫助。因此，作者期許經由本文所探討出來的結論，能夠讓各個

階段性的教練群，針對選手不同的性別、興趣、個性，進行輔導生涯規劃的方向

有所助益，以降低選手對於未來出路所產生的恐懼感及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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