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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體育教師心理資本對學校 

認同之預測研究

王元聖1、王俊傑2、*

1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
2桃園縣立新屋國中體育組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縣立國中體育教師心理資本對組織承諾之影響。本

研究以桃園縣57所縣立國中內之358名體育教師為研究對象，有效問卷321
份，佔總問卷數89%，問卷測量工具採用「心理資本量表」及「組織承諾量

表」。資料收集後，以多元同時迴歸分析探討心理資本對組織承諾的情形。

心理資本的4個向度「自我效能感」、「希望」、「韌性」及「樂觀」為自變

項，再以組織承諾的3個向度「情感性承諾」、「留職性承諾」及「規範性承

諾」為依變項。研究分析結果為：體育教師心理資本對組織承諾具有正向預

測效果。其中心理資本「韌性」及「樂觀」對「情感性承諾」具有顯著影響

力；而在「韌性」對「規範性承諾」也具有顯著影響力；在「留職性承諾」

方面卻均未達到顯著性。因此，有效提升體育教師的正向心理素質，除了有

助於體育教師對學校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外，反映在工作教學或訓練上，亦可

提高教學品質，增加學校教學績效；而對體育教師在生活上也能夠實現自我

目標，獲得自我肯定的正向心理。

關鍵詞：多元同時迴歸分析，正向心理學，組織承諾

* 通訊作者：王俊傑；桃園縣立新屋國中體育組；E-mail: brian620315@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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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隨著世界科技潮流的快速進步衝擊下，我國為了培養頂尖人才在教育方面

有著極大的改變，促使許多教改政策的推動，如多元入學方案、九年一貫課程、師資培

育多元化以及十二年國教等等（教育部，2012）；這些政策都是會影響到未來教育發展

的重要改革，如此繁雜的行政程序將對教師的教學表現乃影響頗大。江雪齡（2008）認

為讓教師擁有責任感並與學校成為關係良好的伙伴，使學校充滿快樂的學習環境，對學

生因材施教並為正確的生命價值觀以身作則，樂於接受不同的意見並善用良好的相向溝

通，真心地關懷學校的每一個成員，讓全校每個成員都擁有健康正向的共同活動，這樣

良好的學校師生關係，在學校教育環境當中，是呈現正面加分的作用，再以教師為整個

教學的主體前提下，教師個人的素質優異及教學方式將是直接影響到學生學習效能（范

熾文，2007；Kushman, 1992）；然而就體育教師授課方面也跟以往的教學型態有所不

同，在加上面臨兼任指導訓練校隊及學校主管的領導行為差異性等因素下，使教師遭受

更大的不穩定性與壓力。如果不能有效適時處理體育教師的緊張心理狀態，提升其心理

層面，不但容易造成體育教師的正向心理對學校組織承諾降低，也可能對體育教師身心

產生負面影響、容易造成體育教師心理上的倦怠與疲憊的現象，對學校方面產生的消極

或抗拒的態度，間接影響到教學上的品質。

學校是一個正式的小型社會組織單位，其主要成員為學生、教師及行政人員組成

而具有效率性且目的在有完成社會所賦予的教育使命（吳清基，1990） ；如何提升學

校組織效率，便可以從其成員之間的聯繫狀況與認同程度的強烈去判斷彼此之間的關聯

性，Randall（1987）提到組織承諾（organization commitment）的概念，最早由Whyte
（1956）所發表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提出；其意為「員工不只有賣命工作

而已，也是企業組織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因此意味著員工與企業組織並存之重要性；

然而姜定宇與鄭伯壎（2003）解釋組織承諾為員工對於企業組織認同感與願意投入的

程度，肯為企業組織奉獻自我與努力工作的一種態度。把學校單位與企業組織運作方

式相同看待之下，企業組織領導人如把自己員工當作是公司的資本之一，從經濟學來

解釋Parkin（2005）把「資本」定義為能夠為企業組織與個人生產財力及勞務皆稱之為

資本。在企業組織中，資本包含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及財力資本三大資本，其資本能

夠為組織帶來利益優勢，但也容易被競爭對手所取代而造成損失（Luthans, Youssef, & 
Avolio, 2006/2008）；就如同校長及主管面對教師與學生無形的資產，如何在良好的管

理下創造出優良的績效與特色，也是所有學校的主管所必須要重視的課題。

早期心理學家大部分都著重在負面心理學的研究，原因是負面心理被認為比較接

近真實的人生，負面情緒的人所發生的事情比較嚴重，也因如此，研究心理學的專家在

傾向治療不健康的心理疾病為首要的考量（李新民，2009）。在沒有心理疾病不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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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健康心理的人之前提下，正向心理學逐漸成為一門嶄新的理論，其理論區分為兩大學

派，一為強調在困境中，能提高生存能力的正向組織學派、二為提倡個人優勢及心理能

力的發展，讓工作表現完美的正向組織行為學派（Luthans, 2002, 2003），但是這兩大

學派最終都是為組織場域中之應用而誕生。正向心理學在近10年發展中，大力倡導人類

的正向心理層面（Baumgardner & Crothers, 2009/2011），其中前美國管理學主席Fred 
Luthans認為心理資本，是指個人在生理成長和心智發展過程中，內心所表現出來正向

積極的心理意識，是人力及社會資本以外的另一種核心本質的心理要素，更可以經由啟

發與訓練激勵個人成長與提升工作績效的心理資源，然而心理資本是企業組織認定為最

重要第四大資本（Avolio & Luthans, 2005/2006）。心理資本是借從經濟學的名詞來比

喻人本身的心理狀況，因為人的潛在能力是無限的，因此如何去開發人的心理潛能成為

一項重要的議題（王俊傑，2012）。心理資本是一個可以量測、研發及管理的積極正向

心理問卷工具（Luthans, Luthans, & Luthans, 2004）。本研究目的，在國內體育相關文

獻中對於正向心理學的實證研究不足情況下，藉由心理資本施測去釐清國中體育教師的

積極正向心理態度為何？心理資本與組織承諾之間的因果關係為何？從探討心理資本對

組織承諾的影響，期望能發現有效提升體育教師的心理資本素質及對學校組織產生認同

與願意奉獻心力，進而在師生關係及學校卓越績效創造出雙贏的局勢，在教育目標及理

念上是有其重要性與可行性。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法，問卷發放時間為2012年1月至7月並採親自送達及郵件回

函兩種方式回收，以100學年度服務於桃園縣縣立國民中學具有體育科登記編制內之體

育教師且不含實習教師共358人為對象，剔除無效問卷37份，有效問卷321份佔總問卷數

89%。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採用量化問卷填答，並分為兩部分如下所敘：

（一）心理資本量表（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PCQ）

引至陳銘峰（2010）由李俊賢與黃芳銘（2010）修編原量表Luthans, Youssef, and 
Avolio（2007）發展之PCQ而成「教師心理資本量表」；採用李克特6點尺度量表，得

分數越高則意味心理資本越健全，相反則代表越低。本量表四個向度說明如下「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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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肯定自我能力可以面對所有困難事物，並能成功克服它、「希望」：堅持自我

目標，並妥善運用各種方法達到目標、「樂觀」：抱持著正向態度面對任何事物，將負

面情緒歸納至短暫記憶並保持長久之正向情緒、「韌性」：當個體遭受挫折、失敗及壓

力等負面情境中，能迅速恢復正向心理的一種能力。本研究內部一致性係數（α值）：

「自我效能感」為 .77、「希望」為 .79、「韌性」為 .85及「樂觀」為 .77；符合分量

表信度係數在 .70以上，具有良好信度（吳明隆，2011）。

（二）組織承諾量表（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OCQ）

採用姜定宇（2000）所編製組織承諾量表，本研究量表修編自學者Jaros, Jermier, 
Koehler, and Sincih（1993）以及O’Reilly and Chatman（1986）等人的量表，採用李克

特6點尺度量表，得分數越高則代表組織承諾越健全，相反則代表越低。目前國內已有

多許組織承諾研究，例如張秋銘（2008）研究桃園縣國中體育教師的組織承諾與工作滿

意度之研究，王聖文（2011）研究國中體育教師工作生活質與組織承諾關係。本量表三

個向度包括「情感性承諾」：教師自發性對學校產生認同感，願意為學校付出之承諾、

「留職性承諾」：教師自行判斷離開學校的優缺點，而對學校的承諾。及「規範性承

諾」：強調個人義務為學校貢獻責任之承諾。本研究內部一致性係數（α值）：「情感

性承諾」為.89、「留職性承諾」為.74及「規範性承諾」為.78。綜合上述得知，心理資

本量表與組織承諾量表皆具有效度及信度。

三、資料分析

彙整問卷後，首先剔除無效問卷，將有效問卷予以編碼排序，並把問卷資料轉檔，

使用SPSS for Window 18.0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為分析研究工具，以多元同時迴歸來考

驗對國中體育教師在「心理資本對組織承諾」的預測力，以了解其心理資本對組織承諾

的影響情形，顯著水準為p < .05。

參、結果與討論

一、結果

本研究以心理資本四向度的「自我效能感」、「希望」、「韌性」及「樂觀」為自

變項，分別以組織承諾三向度的「情感性承諾」、「留職性承諾」及「規範性承諾」為

依變項，以多元同時迴歸分析探討心理資本對組織承諾的預測能力。

從表一顯示，心理資本之「韌性」與「樂觀」對於「情感性承諾」具有顯著預測

力，整體的R²為.26。就迴歸係數β值而言，「韌性」為.31、「樂觀」為.22，表示「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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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樂觀」對於「情感性承諾」皆有正向的影響，顯示國中體育教師擁有較高「韌

性」及「樂觀」者，對於「情感性承諾」之預測能力越高。

從表一顯示，心理資本之「自我效能感」、「希望」、「韌性」與「樂觀」對於

「留職性承諾」的均無影響，不具有任何預測效果。

從表一顯示，心理資本之「韌性」對於「規範性承諾」具有顯著預測力，整體的R²
為.31。就迴歸係數β值而言，「韌性」為.44，表示「韌性」對於「規範性承諾」有著正

向的影響，顯示國中體育教師擁有較高「韌性」者愈高，對於「規範性承諾」之預測能

力越高。

表一　心理資本對組織承諾之多元同時迴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自變項

情感性承諾 留職性承諾 規範性承諾

自我效能感 -.01 .07 .08
希望 .07 -.03 .03
韌性 .31** .01 .44**

樂觀 .22** .01 .08
R² = .26 R² = .01 R² = .31

整體模式 adj. R² = .25 adj. R² = .01 adj. R² = .30
F = 8.14*** F = .36 F = 5.02***

***p < .001, **p < .01

二、討論

本研究以多元同時迴歸分析探討心理資本對組織承諾之預測，針對相關結果之討

論，敘述如下：

（一）心理資本對「情感性承諾」之預測

研究顯示，心理資本能顯著的預測組織承諾向度中「情感性承諾」，本研究預測結

果可以說明目前桃園縣立國中體育教師心理資本對情感性承諾有顯著正相關。研究結果

與學者Luthans, Norman, Avolio, and Avey（2008）探討員工的心理資本對組織承諾、支

持性氣候與滿意度彼此具有顯著正向關聯；張惠英（2002）指出小學教師擁有較高工

作價值理念，在組織承諾部份向度也顯示越高認同，與本研究結果相符合。組織承諾的

情感性承諾，最主要是探討教師本身對學校的認同問題，並且支持學校的願景。本研究

之國中體育教師大部分均認同自己授教的學校，並願意為學校的目標全力配合與犧牲奉

獻，即使教學上或訓練選手上遭受到挫折與不平等對待，其本身能夠保持著一種正向的

態度，增強自我信念去面對任何挑戰與責任，並能夠堅持理念而不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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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資本對「規範性承諾」之預測

研究顯示，心理資本能顯著的預測組織承諾向度中「規範性承諾」，本研究預測結

果說明目前桃園縣立國中體育教師心理資本對「規範性承諾」具有顯著正相關。研究結

果與學者Jensen and Luthans（2006）探討企業家的心理資本與領導之關係，發現在規範

性的承諾評估具有的正相關；仲理峰（2007）說明員工本身具有較高心理資本對組織承

諾會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與本研究結果相符合。組織承諾的規範性承諾乃強調教師對學

校會產生一種責任義務的承諾。本研究之國中體育教師願意教導或訓練學生，視為是每

天應盡的義務與責任，並無悔的為學校付出最大的力量與奉獻自我休息時間，無論遭受

多少的挫折或是不順心之事，都能夠做好調整並迅速恢復健全的心態，準備接受另一項

挑戰。

肆、結論

本研究結果而言，國中體育教師的心理資本與組織承諾的預測關係：「情感性承

諾」及「規範性承諾」具有較高的預測能力，而與「留職性承諾」則未達顯著預測。

顯示出體育教師對於離職的承諾不確定因素及生活經濟考量下，是否會為選擇繼續待在

原本的學校從事教書工作，在本研究中無法有效預測，原因可能是受測的體育教師均

是在公立國中教書，所面對的教學職場上不像私立國中在工作穩定度上那樣不確定，未

來研究可以在拓展受測教師層級及學校屬性上考量，再進行分析彼此之間是否會有顯著

影響。就情感性承諾發現國中體育教師在情感上的依附，有著對學校認同的不可磨滅之

情愫，不管是教學或是訓練上，即使是失去個人與家庭相處時光或是自己的休息時間，

都毫無怨言，為了是為自己或是學校的榮譽做出最大的貢獻與犧牲。以規範性承諾結果

進行探討，發現國中體育教師非常重視個人與學校之間的相處關係，對於在教學上及同

事之間的關係，都會盡力去完成個人的義務與道德責任的承諾做最大的努力，互相協助

達到和諧的境界。總而言之，如果能夠有效率地提升體育教師的正向心理素質，讓體育

教師發揮運動時棄而不捨、奮發上向的精神；不僅會對體育教師本身帶來正向的生活態

度，而且會讓學校擁有高度的正面情緒學習環境。在具有樂觀正向的學習空間裡，將會

有助於體育教師對學校產生認同感，並且反映在工作教學或訓練上，大幅度提高教學品

質，增加學校教學績效；同時對體育教師在工作、教學及生活上能夠實現自我目標，得

到自我肯定的正向心理，在目前多變的教育問題下不為是一個解決困境的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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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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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realize the influence of PE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tudy were 358 PE teachers in 57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There were 321 valid questionnaires, 
which occupied 89% of the total questionnaires. The study applied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to test 
participants, and then utilized Multi-Regression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Self-Efficacy, Hope, Tenacity, and Optimism while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Emotional Commitment, Tool Commitment, and Specification 
Commitme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effectively enhancing PE 
teacher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would not only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and schools’ reputation, but also help teachers’ fulfill their goal 
and obtain self-approval.

Keywords: multi-regression analysis, positive psychology,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 Corresponding author: Chun-Chieh Wang; Physical Education Section, Sinwu Junior High School, Taoyuang 
County; E-mail: brian620315@hotmail.com

01-王俊傑.indd   9 2013/2/23   上午 09:4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