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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背景:大專運動員通常被認為是一群追求卓越表現的人。然而，他們對於完

美主義的追求往往伴隨著道德解離的現象。完美主義和道德解離之間存在著一種循

環關係。大專運動員追求完美主義，但當他們發現自己無法達到高標準時，可能會

感到沮喪和失敗。這種壓力和挫折感可能導致他們採取不道德的手段來達到目標，

並忽視道德和倫理原則。研究目的:本文的目的是探討大專運動員之間完美主義和道

德解離之間的關係，並探討競技型運動與表演型運動在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的差

異。研究方法:本研究採問卷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並採用運動完美主義問卷以及道

德解離之問卷進行調查，回收樣本共 104份，其中男性 45%，女性 55%，剔除無效問

卷後共 100份，將運動項目分為表演型運動以及競技型運種兩大類。研究結果:本研

究分析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的關係後發現兩者結果並無相關，且表演型及競技型運

動在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無差異。其中原因可能為樣本數不夠多、樣本運動項目太

繁雜、或是樣本限制條件太過鬆散、或是翻譯問卷後填答者對於問卷的理解程度有

差異，造成結果偏差，更多細項因子有待進一步探討。 

關鍵字:完美主義、道德解離、道德脫離、大專運動員、運動員

 

 

 

 

 

 

 

 

 



Abstract 

Background: Young athletes are often seen as a group of individuals who strive for 

excellence. However, their pursuit of perfectionism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 

phenomenon of moral disengagement. There is a cycl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among young athletes. While pursuing perfectionism, young 

athletes may experience frustration and feelings of failure when they cannot meet high 

standards. This pressure and sense of discouragement may lead them to adopt unethical 

mean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disregarding moral and ethical principles.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among young athletes an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performance-based and competitive-based athletes in terms of perfectionism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Method: This study employed a questionnaire-based approach to 

collect data. The Sport Perfectionism Questionnaire and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survey participants. A total of 104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with 45% males and 55% females. After removing in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final sample 

size was 100. Result: After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this study foun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erformance-based and competitive-based 

athletes in terms of perfectionism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Possible reasons for this could 

be the relatively small sample size, the complexity of sports activities within the sample, 

loose inclusion criteria, or variations in respon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lated 

questionnaires, leading to biased resul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needed to explore 

additional factors in detail. 

Keywords: perfectionism, moral disengagement, collegiate athletes,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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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專運動員之完美主義傾向的程度以及完美主義與道德解

離是否有相互之關係，以下分別敘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 

一、 研究背景 

大專運動員通常被認為是一群追求卓越表現的人。然而，他們對於完美主義的

追求往往伴隨著道德解離的現象。完美主義和道德解離之間存在著一種循環關係。

大專運動員追求完美主義，但當他們發現自己無法達到高標準時，可能會感到沮喪

和失敗。這種壓力和挫折感可能導致他們採取不道德的手段來達到目標，並忽視道

德和倫理原則。同時，道德解離的行為可能帶來短暫的成功，進一步鞏固了他們對

完美主義的追求，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完美主義廣泛被認為是一種人格特質，它反映了一種極高標準的、具強迫性的

追求，和對成就目標有過分的批判性評價(Frost et al., 1990)。完美主義是一種

多面向的結構，主要的核心要素不僅是調節不同形式的成就努力，也可能導致適應

不良的結果(Frost et al., 1990)。自 1990 迄今，完美主義被歸因為兩大面向，分

別為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個人取向主要關注在自我的性格以及自我要求等內在因

素，而社會取向主要關注在外在對個人的影響，包括父母、社會期待、環境影響等

(孫瑋鎧, 2022)。 

過去研究顯示，完美主義又可細分為兩向高階的向度，分別為「適應性

(adaptive)完美主義」及「非適應性(maladaptive)完美主義」；適應性完美主義是指個

體為自己設立較高的標準以求達到最好的成果，而允許自己有些微不完美的表現；

而非適應性完美主義是將目標設立過高，超越自己能力所及，以至於目標僵化，且

較關注在個人失誤(Frost et al., 1990)，而在此研究中，研究者想探討不同運動

類型完美主義的程度是否會有所差異，此項研究中將運動類型分為兩大類，分別為

競技型運動及表演型運動，加以分析探討。 

知名學者 Bandura(1991)認為個體會因為所展現行為的本質而感到羞愧或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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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行為是出自於道德的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 。其中，道德又分為以下幾種

面向:道德倫理、道德行為、道德意圖、道德判斷、道德發展、道德行為。當個體為

了消除不安、愧疚等行為反應時，會降低道德的抑制面向，此機制即稱為「道德解

離」。學者又將運動中的道德姊離定義為「個體在運動情境中，藉由改變認知的方

式，為非道德行為辯護的心理機制」。(周宏室 et al., 2011) 

Bandura(1999)具體將道德解離細分為以下幾種: 

(一)道德辯護(moral justification):改變自己的認知，將不當行為是為眾人可接受的，

甚至視為達成目標的合理手段，例如:這是為了榮譽。 

(二)委婉標籤(euphemistic labeling):以不具傷害性的言語來委婉形容自己的不當行

為，例如:只是發洩一下而已。 

(三)利己比較(advantageous comparison):將不當的行為與更嚴重的事比較，使自

己的行為看起來較輕微，例如:比起打人，撞一下沒甚麼。 

(四)責任轉移(displacement of responsibility):認為不當行為是別人或其他外在因素所

驅使的，例如:是老師要我這樣的。 

(五)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將不當行為的則人分散到團隊中其他人身

上，例如:不是只有我，大家都這樣。 

(六)後果忽視或扭曲(disregard or distortion of consequences):縮小不當行為所造成的

負面後果，例如:撞一下不會怎樣，一下就會好了。 

(七)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將不當行為歸因於對方的非人性行為，例如:我是在

對抗猛獸，必須全力以赴。 

(八)責備歸因(attribution of blame):認為自己的不當行為是因為對方先開始的，例如:

誰叫他先惹我，是他自找的。 

在運動中的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中，有些許面向是相似的，例如:追求目標的企

圖心、以及重要他人的期望與影響。雖有多項研究曾分別探討運動中完美主義與運

動中之道德解離現象，然國內對於運動中的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之關係的探討在過

去鮮少被探討以及研究，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將在下節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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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探討大專運動員中的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之間的關係，具

體而言，此研究旨在：分析大專運動員對於完美主義的追求程度，包括他們對於表

現、和失誤的看法，並分析他們的適應性完美主義以及非適應性完美主義的程度，

並研究大專運動員在追求完美主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道德解離現象，例如違反道德

準則的行為。探討完美主義和道德解離之間的關聯性，了解追求完美主義是否與道

德解離相關聯，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機制，並且在得出結果後提出相應的對策

和建議，以幫助大專運動員建立健康的價值觀、應對壓力和挫折，並促進道德發展

和運動倫理的遵守。透過實現這些研究目標，希望提供深入的理解運動員的心理狀

態及交互關係，為運動界、教練和相關專業人士提供有價值的建議，以解決大專運

動員在完美主義追求中可能出現的道德解離問題，促進他們的全面發展和健康成

長。 

三、 研究假設 

假設一:表演型運動員與競技型運動員的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程度有差異。 

假設二:運動中的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呈現正相關。 

假設三:運動中的完美主義可正向預測運動中的道德解離。 

 

貳、研究方法 

以下將分別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流程、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以

及統計方式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大專運動員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之關係，採用運動完美主義

量表、道德解離量表兩種問卷調查的方式蒐集資料，並進行分析，檢驗完美主義與

道德解離之間之關係並探討其中內含。研究架構圖如圖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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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如下圖 2-2所示。 

 

 

 

背景變項 

⚫ 運動專長項目 

(競技型/表演型) 

運動道德解離 運動完美主義 

➢ 圖 2-1 研究架構圖 

蒐集文獻，歸納理論基礎 

選定研究對象:中壯年運動員(18~30歲)  

 問卷發放 

 過濾收回之問卷、資料分析 



6 
 

三、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 18至 30歲之大專運動員為研究對象，並且並未特別指定

比賽項目以及參賽規模，且未指定為運動專長生，有運動專長即列為此研究之研究

對象。本研究以 google線上表單為媒介進行問卷發放，並透過滾雪球法收集問卷，

最終共有 104份問卷回收，其中共有 56名女性(53.8%)、48名男性(46.2%)，除去

無效問卷後共有 100份資料，且專長項目分為表演型及競技型，表演型項目共 43人

(項目包括:花式扯鈴、花式跳繩、舞蹈、運動舞蹈)；競技型項目共 57人(項目包

括:籃球、羽球、橄欖球、排球、手球、田徑、飛盤、法式滾球、棒球、足球、擊

劍、劍道、搏擊、競速直排輪、跑酷) 

其中專長接觸時間 1~2年的有 1%、2~5年的有 18%、5~10年的有 32%、10

年以上的有 49%。 

四、 研究工具 

先進行文獻蒐集及探討運動員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之相關基礎理論及共通點，

以建立研究間的關聯性。接著進行問卷發放及收集，問卷內容引用 Dunn等(2002)運

動「多項度完美主義量表」(Sport-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 Scale；Sport-

MPS)共十五題，內容共分為兩種分量:關注在個人標準的適應性完美主義以及關注在

失誤的非適應性完美主義；適應性完美主義 7 題、非適應性完美主義 8題，其內部

信度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74以及.73，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在測量道德解離

方面使用 Boardley 與 Kavussanu(2008)的「道德解離量表」(Moral 

Disengagement in Sport Scale-Short, MDSS-S)簡短版，共八題，其內部信

度 Cronbach's α值為.64，整份問卷表單分為第一及第二部分，並以 google表單

的方式發放，以隨機方式收集樣本，為期兩週。 

本研究將運動項目分為:表演型運動及競技型運動。表演型運動為舞蹈、扯鈴、

跳繩、運動舞蹈等非接觸且以表演性質為主之運動項目；競技型運動項目為田徑(如

短跑、長跑、馬拉松等)、球類運動(如足球、排球、棒球、籃球等)、對打型運動項

目(如跆拳道、空手道、柔道、拳擊等)進行分類探討，此兩種運動項目類型有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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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主義程度上之差異，是否因表演型運動項目講求精準、畫面、視覺效果等而會使

選手有較高的運動完美主義程度。 

問卷收集完畢後進行資料分析，以 SPSS資料統計分析系統進行分析並探討

結果、進一步說明結論以及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與探討。 

五、 資料分析 

問卷收集完畢後使用 SPSS 26.0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比較平均數以及皮

爾森相關性分析。 

(一)敘述統計:以平均數、標準差呈現受試者的適應性完美主義、非適應性

完美主義以及道德解離之現況。 

(二)比較平均數:以獨立樣本 T檢定檢視適應性完美主義、非適應性完美主

以及兩組選手類型之平均值是否有差異 

(三)皮爾森績差相關:探討運動中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之間的相關程度。 

(四)本研究的顯著水準為 P<.05 

 

參、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本研究個變項的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標準偏差如下表 5-1所示 

 

變項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偏差 

適應性完美主義 100 1.43 5.00 3.6757 .61950 

非適應性完美主義 100 1.00 5.00 3.0763 .69742 

道德解離 100 1.00 4.75 2.2650 .52533 

有效的 N (listwise) 100     

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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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應性完美主義、非適應性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之相關 

本節探討適應性完美主義、非適應性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之間的關聯性，從皮

爾森績差相關檢驗(如表 5-2)中發現適應性完美主義、非適應性完美主義、道德解

離三向因子在相關性中均無顯著相關(p>.05) 

 

 適應性完美主義 非適應性完美主義 道德解離 

適應性完美主義 -   

非適應性完美主義 .540** -  

道德解離 .016 -.106 - 

表5-2 

 

(二)不同運動類型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上之差異 

本節探討不同運動類型(表演型、競技型)之間之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之差異，

從獨立樣本T檢定中分析兩運動類型之間的程度是否有差異，如表5-3所示: 

由下表5-3可得知不同運動類型之完美主與道德解離並無顯著相關(p>.05)。 

 

變項 類型 人數(N)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適應性完美主義 競技型 58 3.64 .68 
-.718 

.475 

無差異 表演型 41 3.73 .53 

非適應性完美主義 競技型 58 3.05 .76 
-.505 

.615 

無差異 表演型 41 3.12 .6 

道德解離 競技型 58 2.29 .6 
.566 

.573 

無差異 表演型 41 2.23 .4 

 

二、討論 

 本研究經分析發現將運動員分為表演型及競技型運動，其兩者之完美主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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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明顯差，這一發現說明，在本研究的情境下，追求完美並未直接導致道德解離

的增加。由於次相關因子先前並未有相關研究，因此本節將探討導致此一研究結果

的可能原因。 

首先，相對較小的樣本量可能限制了測驗到顯著關係的統計可能性；另一個需

要考慮的因素是個體對問卷的理解和解讀可能產生的影響，在道德解離問卷中，信

度僅.64，屬於偏低，儘管問卷已盡可能準確翻譯，但受測者對問題的理解不同可能

會影響他們的回答並影響結果。 

根據過去研究，運動員道德解離程度與競技水準(比賽級別)有關聯，競技水準

越高者，其道德解離的程度也會越高(潘敏 et al., 2017)。在黃巖壕及李再立

(2017)等人關於大專籃球選手的研究中也提到，性別及比賽級別與道德解離呈現正

相關，然而在研究對象的規範中，並無嚴格規定運動員須為國手、學校代表隊、職

業選手等，亦無規定比賽經驗、比賽項目等，因此可能造成許多興趣、業餘運動員

參與填答，此研究中競技水準不一致，可能也是影響結果不顯著的原因之一。 

上述所提到之可能因子皆有可能影響到研究結果，因此從此研究中並不能斷言

運動中的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絕對無相關，且因此項研究之研究因子在之前的文獻

中較少參考資料，因此對於未來可改進之研究方向將於下節敘述。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專運動員之間完美主義和道德解離之間的關係。然而，根據

研究結果，並未發現完美主義與道德解離之間的顯著相關性。這可能是由於樣本量

不足、運動項目的差異性、問卷翻譯的影響以及其他未考慮到的因素所致。未來的

研究可以採用更大的樣本量，並進一步探討不同運動項目之間的差異，同時考慮到

文化和個體差異對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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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基於本研究的結果，提出以下建議提供未來研究做為參考： 

(一)增加樣本量：未來的研究可以通過增加樣本量來提高研究的統計數量，以

確定完美主義和道德解離之間是否存在潛在的關聯。 

(二)考慮不同運動項目：不同運動項目可能對完美主義和道德解離之間的關係

產生不同的影響。未來的研究可以將運動項目細分為不同類別，除表演型

及競技型，也可分為接觸型、非接觸型；團體、個人等，進一步研究這些

類別中的完美主義和道德解離之間的關係。 

(三)改進問卷設計：確保問卷的準確翻譯並擁有高的信度，且符合受測者的理

解程度，並可以使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可先進行質性研究以確保問卷的可

信度以及問卷的設計方向是否符合研究者的需要。 

(四)考慮其他相關因素：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其他可能影響完美主義和道德行

為之間關係的因素，如個體價值觀、自我效能、反社會人格、比賽中的狀

態焦慮、教練風格、團隊文化等。這些因素可能對運動員的道德行為產生

重要影響。 

雖然本研究未發現完美主義和道德解離之間的顯著相關性，但個體和情境因素

可能在塑造運動員的道德行為方面發揮作用。進一步的研究需要探索其他變數和因

素，這些變數和因素可能影響完美主義和道德解離在運動背景下的相互作用，以促

進大專運動員的道德行為和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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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問卷 

 

親愛的同學: 

  感謝您協助填寫這份問卷，本問卷的目的是要了解您對「運動中表

現的看法」，您的想法和意見非常寶貴，本問卷所收集到的資料單純提

供學術研究使用，個人資料完全不會對外公開，敬請放心。若您有同意

參與本研究，懇請撥冗田達問卷中的各項問題，謝謝! 

 

 

 

 

【關於您的基本資料】 

一、性別:□男 □女，出生年月日: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二、專長項目:_________________ 

三、專長項目屬性: □個人  □雙人  □團體 

三、專長項目學習時間? □不到 1 年   □1~2 年   □2 年以上 

四、比賽經驗: □曾參加縣市賽 □曾參加全國賽 □曾參加國際賽 

五、最佳獲獎成績:(盃賽/名次)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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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下列的句子在描述您自己從事運動專長比賽時的看法，請您在閱讀完每一句後，依

自己的看法，圈選出最適當的數字，代表感覺強度的高低。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如果我沒有在比賽上為自己設定最高標準，我最終可能會成為

一個二流的比賽者 
1 2 3 4 5 

2. 即使在比賽時只有稍微失誤，對我來說，也和徹底失敗一樣糟

糕 
1 2 3 4 5 

3. 在比賽這件事上，我討厭自己沒有做到最好 1 2 3 4 5 

4. 如果我在比賽時有失誤，我會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 1 2 3 4 5 

5. 在比賽上的每件事都可以完全勝任，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1 2 3 4 5 

6. 在比賽時犯錯越少，就會有越多人喜歡我 1 2 3 4 5 

7. 在日常的訓練中，比起其他人，我會期待更高的表現和更好的

結果 
1 2 3 4 5 

8. 如果在比賽時有犯錯，我就會覺得沮喪 1 2 3 4 5 

9. 在比賽這件事上，我覺得其他人普遍可以接受比我低的標準 1 2 3 4 5 

10. 如果其他人在比賽時表現得比我好，我就會覺得我在某種程度

上是失敗了 
1 2 3 4 5 

11. 在比賽上，我為自己設定了極高的目標 1 2 3 4 5 

12. 如果一直都比賽得不好，我覺得其他人不會尊重我是個比賽者 1 2 3 4 5 

13. 比起其他大多數的比賽者，我設定了更高的成就目標 1 2 3 4 5 

14. 如果我在比賽時犯錯，其他人就可能會看輕我 1 2 3 4 5 

15. 如果整場比賽都很好，但是有犯了一個明顯的錯誤，我仍然會

對自己的表現感到失望 
1 2 3 4 5 



15 
 

【第二部分】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用說謊的方式幫助我的團隊度過難關是可行的方法 1 2 3 4 5 

2. 有時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釋比賽規則是可以讓我們的狀況更好

的方法 
1 2 3 4 5 

3. 比起用暴力攻擊對手，只是用口頭侮辱對手是比較不那麼嚴重

的方法 
1 2 3 4 5 

4. 團隊所造成的麻煩不應該只由一個隊友來承擔 1 2 3 4 5 

5. 若是教練教導我去做傷害對手的行為，我就不用因為傷害對手 

而受責備 
1 2 3 4 5 

6. 只是用言語的方式羞辱對手並不對造成他們任何傷害 1 2 3 4 5 

7. 用惡意去報復那些做出禽獸般行為的對手是可行的方法 1 2 3 4 5 

8. 受到責備的運動員通常都是因為做了應該受處罰的事情(罪有應

得) 
1 2 3 4 5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