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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取向、知覺動機氣候與大專籃球

運動員自信心來源、賽前狀態焦慮、

內在動機及心理技能之因果關係研究

目標取向、知覺動機氣候與大專籃球

運動員自信心來源、賽前狀態焦慮、

內在動機及心理技能之因果關係研究
郭郭紘紘嘉嘉//北北台台灣灣科科學學技技術術學學院院  

張張弓弓弘弘//淡淡江江大大學學  

本研究目的主要考驗目標取向、知覺動機氣候與大專籃球運動員自信心

來源、心理技能、賽前狀態焦慮、內在動機間的關係。本研究以參加九十二

年大專籃球聯賽(一、二級)的籃球運動員（男生為 276 人，女生 177 人）為

受試者，以結構方程模式考驗變項間的相關及因果關係，研究顯示： 1. 焦

慮量表與其他 5 個量表間並無相關。因此，焦慮量表無法進一步進行結構方

程模式考驗。2. 目標取向及知覺動機氣候並未交互影響大專籃球運動員的

自信心來源、內在動機及心理技能。3. 目標取向及知覺動機氣候分別對大

專籃球運動員的自信心來源、內在動機及心理技能產生高度且直接的影響。

研究最後，研究者將提出一些建議，以提供相關教練及未來研究者參考。 

關鍵詞：自信心來源、心理技能、賽前狀態焦慮、內在動機 

壹、緒  論 

一、研究背景 

在成就情境中，個人的目標取向會與情境因素間產生交互作用關係

(Nicholls, 1989)。Ames & Archer (1988)以「精熟動機氣候」及「表現動機氣

候」描述成就情境中的工作取向氣候及自我取向氣候，其中提到，若成就情

境中所強調的是個人競爭、比較性回饋、公開評估及社會比較（自我取向氣

候）等，將會引發運動員的自我取向目標；反之，若情境中鼓勵努力、學習、

精熟技巧及參與（工作取向氣候）等，則會激發工作取向目標。 

學者認為，自信心在成就領域中是一項重要的成份或中介者 (Fox, 

Goudas, Biddle, Duda & Armstrong, 1994)，而目標取向理論中也提到工作取向

者將發展出高水準的自信心，在 Elliott & Dweck (1988)的研究中也提出支

持。工作取向者不僅會提高目前所擁有的自信心水準，且會不斷地增進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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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信心。而自我取向者也會關心自己的自信心水準，但當其知覺顯示能力

為勝過他人時，將會降低自信心水準，尤其在別人對其能力感到懷疑時，此

情況將會特別嚴重。(Hall,1990; Duda, Tappe & Savage, 1990)。學者也認為，

不同目標取向之動機氣候，將會影響運動員的自信心  (Dweck & Leggett, 

1988)。工作取向氣候將激發運動員發展出較高水準之自信心；反之，自我

取向氣候所強調之目標為社會比較，且以參照他人為判斷自我能力之基礎，

而此因素並非為自己所能控制，因此，自我取向氣候較難引發運動員發展或

保持自信心水準。 

目標取向理論中提到，目標取向會影響個人於成就情境中的焦慮與壓

力，以及對工作之內在興趣。由於工作取向者之目標為工作的本身，因而可

經驗到較高的內在滿意度及較低的壓力；另一方面，自我取向者的目標為顯

示比較性能力，而此傾向將讓運動員認為，自己參與運動並非為了運動本身

的價值，因而會經驗到較高的情境壓力，且降低內在動機。Duda & Nicholls 

(1992)研究中考驗目標取向與滿意度、興趣及無聊間之相關，研究顯示，工

作取向者知覺運動為有趣的，且經驗較高之滿意度，但卻與無聊間呈現出負

相關。相同的，Duda, Chi, Newton, Walling & Catley (1995)研究顯示，在體育

課程(其中包含網球、籃球及排球課程)中，工作取向與運動樂趣及內在興趣

間呈現出正相關。 

文獻提到動機氣候也會影響運動員於成就情境中的焦慮與內在動機 ,，

工作取向氣候與賽前狀態焦慮間呈現負相關，而自我取向氣候與賽前狀態焦

慮間呈現正相關(黃英哲，1994)。工作取向氣候與內在動機間存在正相關，

而自我取向氣候則與內在動機間存在負相關(Duda, Chi, Newton, Walling, & 

Catley, 1995)。由此可知，工作取向氣候可提高運動員的自信心 (Jourden, 

Bandura & Banfield, 1991)與內在動機(Seifriz, Duda & Chi, 1992)，且降低運動

員於成就情境中的焦慮，而上述特質皆是運動領域中所希望培養出的優良特

質。因此，上述特質已引起運動心理學者的注意。 

Nicholls(1989)提到，目標取向理論不僅為動機理論，同時也是全面性之

理論。即目標取向與運動員的心理技能間亦存在重要關係。目標取向理論中

提到，由於工作取向者主要著重於學習或精熟工作上之要求。因此，工作取

向者不僅較傾向使用自發性的技巧及策略，同時也會發展與應用認知及行為

上的各種心理技能，並因而達到成功及令人感到滿意的表現；反之，自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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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者主要著重於與他人比較或勝過他人。因此，自我取向者較無法發展出良

好的心理技能，此情形在面臨困境或無法達到成功（勝過他人）時，將會更

為嚴重。 

總之，個人之目標取向及成就情境中的動機氣候皆會嚴重影響活動者的

自信心水準、賽前狀態焦慮、內在動機及心理技能。且至今尚無研究者同時

考驗個人之目標取向、知覺動機氣候與運動員自信心來源、賽前狀態焦慮、

內在動機及心理技能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考驗目標取向、知覺

動機氣候、自信心來源、賽前狀態焦慮、內在動機及心理技能之間的關係。 

二、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背景所述，本研究主要是探討目標取向、知覺動機氣候與大專

籃球運動員自信心來源、賽前狀態焦慮、內在動機、心理技能之間的關係為

何？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參加 92 年度大專籃球聯賽之大專一、二級籃球運動員為受試

者，其中男生為 276 人，女生 177 人，共 453 人。 

二、研究工具 

(一)運動目標取向量表(TEOSQ) 

此量表為季力康(1994a,b)所編製，共有 13 題，為 5 點計分量表，其中 7

題為「工作取向」題（第 2、5、7、8、10、12、13 題），而其餘 6 題為「自

我取向」題（第 1、3、4、6、9、11 題）。兩分量表的信度係數分別為 Cronbach 

α .90 及.72 

(二)運動動機氣候量表(PMCSQ) 

黃英哲(1994)研究中對此量表進行修訂，其中 19 題為「工作取向氣候」

分量表（第 1、2、3、6、8、10、11、13、16、17、20、21、24、25、28、29、

32、33、34 題），而其餘 15 題則為「自我取向氣候」分量表（第 4、5、7、

9、12、14、15、18、19、22、23、26、27、30、31 題），兩分量表的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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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數分別為 Cronbach α .88 及.86，顯示此量表具有良好信度。 

(三)運動員自信心量表(CCSQ) 

此量表為吳素卿、季力康(2000)修編 Vealey, Hayashi, Garner- Holman & 

Giacobbi (1998)所編製之「運動自信心來源量表」而來，其中共包含 35 道題

目，為 7 點量表。量表中的題目可區分成 8 個分量表：「技巧精熟」分量表

5 題（1-5 題）、「展示能力」分量表 6 題（6-11 題）、「生理／心理準備」

分量表 4 題（12-15 題）、「身體自我呈現」分量表 3 題（16-18 題）、「社

會支持」分量表 3 題（19-21 題）、「教練領導」分量表 7 題（22-28 題）、

「替代經驗」分量表 4 題（29-32 題）及「情境有利」分量表 3 題（33-35 題）。

本量表可解釋變異量佔總變異量的 71.03%，而各因素之 Cronbach α 值界

於.70 至.96 之間，皆顯示本量表具有良好的建構效度與信度。 

(四)賽前狀態焦慮量表 

此量表為黃英哲(1994)修編 Martens, Vealey & Burton (1990)所編製之「賽

前多向度狀態性焦慮量表(CSAI-2)」而來。此量表中共有 21 道題，為 4 點量

表，其中可區分為 3 個分量表：1.認知性焦慮 6 題（4、6、10、13、16、19

題）；2.身體性焦慮 6 題（2、7、11、14、17、20 題）；3.自信心 9 題（1、

3、5、8、9、12、15、18、21 題）。本量表可解釋變異量佔總變異量的 63.20%，

而各因素之 Cronbach α 值界於.81 至.93 之間，皆顯示本量表具有良好的建

構效度與信度。 

(五)內在動機量表（IMI） 

此量表為郭登(2002)根據 McAuley, Pena & Jerome (1989)所編製之「內在

動機量表(IMI)」進行修編。此量表為 7 點量表，為適合國內研究者進行探

討，郭登(2002)研究中對此量表進行修訂，經刪除決斷值小於 3.0 的題目後，

此量表題目共為 14 題，其中「樂趣」分量表的題目共有 4 題（第 1、2、7、

8 題），Cronbach α 係數為.92，可解釋變異量為 50.25%；「壓力」分量表

的題目有 3 題（第 5、10、11 題），Cronbach α 係數為.77，可解釋變異量

為 13.46%；「自覺能力」分量表的題目有 4 題（第 9、13、14、16 題），Cronbach 

α 係數為.81，可解釋變異量為 8.83%；「努力」分量表的題目有 3 題（第 3、

4、6 題），Cronbach α 係數為.88，可解釋變異量為 4.90%。而總量表的 Cro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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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係數為.86，可解釋變異量為 77.44%，顯示此量表擁有良好之建構效度與

信度。 

(六)心理技能量表 

此量表為邱玉惠、季力康(2001)修編 Smith, Schutz, Smoll & Ptacek (1995)

所編製之「心理因應技能量表(ACSI-28)」而來。此量表中共有 31 道題，為

5 點量表，其中可區分為 5 個分量表：1.壓力處理與逆境調適 9 題（10、11、

19、20、24、25、26、28、29 題）；2.動機 9 題（1、2、5、6、9、14、18、

23、30 題）；3.可教導性 5 題（4、8、17、21、27 題）；4.專注 4 題（3、7、

12、15 題）及 5.自信心 4 題（13、16、22、31 題）。 

本量表可解釋變異量佔總變異量的 58.44%，而各因素之 Cronbach α 值

界於.75 至.88 之間，總量表 Cronbach α 值為.96，皆顯示本量表具有良好的

建構效度與信度。 

三、研究過程 

(一 )所有量表施放，皆由研究者親自帶著工讀學生前往選手村進行測

量。在施放量表前，研究者首先徵求帶隊老師或教練的同意，且由於量表中

有些題目與帶隊老師或教練有關。因此，研究者即請他們暫時離開，以讓受

試者放心填寫量表。 

(二)在受試者填寫量表前，研究者即告知受試者：「填寫本量表是自願

參與，如有不願填寫，或填寫一半而不願繼續填寫者，研究者絕不強迫，但

由於你們所填寫的資料非常寶貴，因此，若願意填寫者，請你們以最真誠的

心情填寫本份資料，謝謝」。 

(三)施測量表皆由工讀學生幫忙發給受試者，且在受試者填答完畢後，

由工讀學生幫忙收回，並當場進行大致檢閱，以防止漏答題目者。 

(四)所有量表約於 60 分鐘內完成。 

(五)本研究發出 500 份問卷，總共回收 480 份，回收率 96%為。其中有

效問卷為 453 份，無效問卷為 27 份（扣除答題不完整者），有效問卷為 94.38%。 

四、統計方法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考驗目標取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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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動機氣候、自信心來源、賽前狀態焦慮、內在動機、心理技能等各變項間

的影響關係。 

參、結果與討論 
經由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焦慮量表之計分並無法通過驗證性因素

分析。即焦慮量表之計分與其他 5 個量表之計分間並無相關。因此，焦慮量

表之計分無法進一步進行結構方程模式考驗。結構方程模式考驗結果如圖 1

及 2 所示： 

o10.78 

o20.95 

m10.30 

m20.96 

O

M

I

H

X

i1 0.45 
i2 0.98 
i3 0.76 
i4 0.33 
h1 0.94 
h2 0.62 
h3 0.56 
h4 0.79 
h5 0.79 
x1 0.52 
x2 0.48 
x3 0.29 
x4 0.84 
x5 0.48 
x6 0.68 
x7 0.61 
x8 0.78 

Chi-Square=1136.85, df=185, P-value=0.00000, RMSEA=0.107

0.74
0.13
0.49
0.82

0.25
0.62
0.66
0.46
0.46

0.69
0.72
0.84
0.40
0.72
0.56
0.62
0.47

0.47

0.22

0.84

0.19

0.83

0.64

0.90

圖 1 本研究結構方程模式圖(一) 

由圖 1 可知，目標取向對大專籃球運動員的自信心來源、內在動機及心

理技能皆產生高度且直接的影響，其影響力分別為.90、.83 及.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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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1 0.45 
i2 0.98 
i3 0.76 
i4 0.33 
h 0.94 
h 0.62 
h 0.56 
h 0.79 
h 0.79 
x 0.52 
x 0.48 
x 0.29 
x 0.84 
x 0.48 
x 0.68 
x 0.61 
x 0.78 

Chi-Square=1144.65, df=185, P-value=0.00000, RMSEA=0.107

0.74
0.14
0.49
0.82

0.25
0.62
0.66
0.46
0.46

0.69
0.72
0.84
0.40
0.72
0.56
0.62
0.47

0.33

0.16

0.48

0.13

0.82

0.64

0.90

 

註：O 代表目標取向；M 代表動機氣候；I 代表內在動機；H 代表心理

技能；X 代表自信心來源 

圖 2 本研究結構方程模式圖(二) 

由圖 2 可知，知覺動機氣候對大專籃球運動員的自信心來源、內在動機

及心理技能也產生高度且直接的影響，其影響力分別為 .90、.82 及.64。 

總結：目標取向及知覺動機氣候並未交互影響大專籃球運動員的自信心

來源、內在動機及心理技能，而是個別對大專籃球運動員的自信心來源、內

在動機及心理技能產生影響。 

肆、結論與建議 

一、結論 

(一)經由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焦慮量表之計分並無法通過驗證性

因素分析。即焦慮量表之計分與其他 5 個量表之計分間並無相關。因此，焦

慮量表之計分無法進一步進行結構方程模式考驗。 

(二 )目標取向及知覺動機氣候並未交互影響大專籃球運動員的自信心

來源、內在動機及心理技能，而是個別對大專籃球運動員的自信心來源、內

在動機及心理技能產生高度且直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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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結果，第 1 及第 2 點部份支持目標取向理論中所提出的假設。

對於上述結果，研究者提出以下看法： 

1.二級大專籃球隊運動員參與學校籃球代表隊或籃球社團的目的，主要

是為了自己的興趣，而非競技結果（工作取向）。同時，大部份乙組大專籃

球隊的教練（或社團指導老師）皆由體育教師或由外聘教練所擔任，而非專

業籃球教練。而這些指導教練的目的，主要是在滿足球隊員的內在需求，而

非強調競技結果。因此，在運動情境中的動機氣候也主要傾向於工作取向氣

候。而此結果也造成知覺動機氣候與目標取向間並未產生交互影響之原因。 

2.二級籃球運動員主要是為個人興趣及享受運動過程中的樂趣而參與

籃球隊（或籃球社團）。因此，練習及比賽過程並未對他（她）們造成太大

壓力及引發太高的焦慮，也因而造成賽前狀態焦慮上之計分與其他 5 量表計

分間並未產生密切關係。 

二、研究結果應用 

(一)有關教練或指導者應多方面培養運動員的工作取向，例如，鼓勵運

動員以精熟技巧及學習為活動過程中的主要目標，而非打敗他人，如此應可

培養出運動員的工作取向。 

(二)在練習或比賽過程中，有關教練或指導者應鼓勵運動員以精熟技巧

及學習為活動過程中的主要目標，而非打敗他人（工作取向氣候），如此應

可培養出運動員的工作取向。 

(三)在賽前狀態焦慮量表及運動員心理技能量表的自信心分量表上，不

同目標取向大專籃球運動員並未呈現出顯著差異。即大專籃球運動員對自我

的自信心尚不瞭解，因此，教練或指導者在練習或比賽過程中，應多方面培

養運動員的自信心，如此才能引發運動員更優良的表現。 

(四)由研究可知，目標取向及動機氣候與大專籃球運動員自信心來源、

心理技能、賽前狀態焦慮及內在動機間存在著密切關係。因此，教練或指導

者在練習或比賽過程中，應特別注意上述問題，以培養運動員心理上之全面

性發展。 

三、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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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目標取向與動機氣候間關係方面 

在目標取向與知覺動機氣候為動機的兩個向度中，究竟是活動者的目標

取向影響其知覺動機氣候，還是動機氣候影響活動者的目標取向，繼而讓活

動者變成自我涉入或工作涉入？對於上述問題，現今研究者較傾向於後者

（Swain & Harwood, 1996; Treasure & Roberts, 2001）。然而，也有可能是個人

的目標取向，讓活動者傾向於將情境中的線索解讀成符合自己目標取向之訊

息。未來研究者僅有交互作用管道，才能進一步了解上述動態過程。 

(二)自信心來源未來研究方向 

未來研究者之研究方向，應可朝向：1.多方面驗證現今測量工具之信度

與效度；2.探討不同背景變項受試者（如，年齡、性別、運動項目等）之自

信心來源；及 3.探討不同因素（如，個人的人格特質、情境變項、重要人物

等）對受試者自信心來源之影響等。 

(三)心理技能未來研究方向 

未來研究者之研究方向，應可朝向：1.多方面驗證現今測量工具之信度

與效度；2.探討不同背景變項運動員（例如，年齡、性別、運動項目等）所

使用之心理技能；3.持續探討運動員於練習過程中所使用的心理技能；及 4.

如何培養運動員使用良好的心理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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