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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利用中介效果模式，分析運動員認同、內在動機及心理堅韌性之關聯性。

以往相關研究多採用直接效果模式，本研究則採取中介效果模式，以進一步瞭解高中

運動員認同是如何透過內在動機的中介途徑，而對心理堅韌性造成影響。本研究採用

問卷調查法，以立意取樣，蒐集臺北地區六所高中體育班 177 名學生運動員資料 ( 男
生 142 名、女生 35 名 )，平均年齡 16 ± 1.5 歲。研究工具包括運動員認同量表、內在

動機量表及心理堅韌性量表。以積差相關、路徑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

結果顯示運動員認同、內在動機及心理堅韌性三者之間有顯著相關。運動員認同能有

效預測內在動機及心理堅韌性，內在動機亦可有效預測心理堅韌性。就直接效果而言，

運動員認同對心理堅韌性具有正向影響；以中介效果視之，運動員認同則透過內在動

機的中介作用，間接影響心理堅韌性。本研究探究高中運動員認同、內在動機及心理

堅韌性的關聯性，提供學校體育教師及研究者在實務上的運用及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詞：運動員認同、心理堅韌性、內在動機、迴歸分析、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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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高中運動員的生活經歷與一般高中學

生截然不同，不僅需要維持一定程度學業

成績，以利未來升學；同時，也必須投入

從早到晚的訓練，對於自己是否為運動員

還是學生的角色認同產生疑惑，而運動員

是否覺察自身是否身為一個運動員的認同

程度 (Brewer, Van Raalte, & Linder, 1993)，

稱之為運動員認同 (athletic identity)，如

同 Bronffenbrenner (1960) 所指出認同是

一種透過楷模的外顯行為所表現出來的

一種狀態，在這個過程中，經由動機和學

習，使自己行為傾向楷模。運動員認同度

高，較會全心投入運動訓練，也會較專注

於運動表現 (Lamont-Mills & Christensen,  

2006; Pearson & Petitpas, 1990)。 運 動 員 

行為 (athletic behavior) 將會受到運動員

認同之影響 (Callero, 1985)，如同 Danish 

(1983) 提及擁有強烈的運動員認同使其能

夠接受嚴格的訓練，並減少其他活動而專

注於運動訓練上，當有明確的比賽目標，

運動員基於對自身的認同程度，會更願意

投入時間在嚴格的運動訓練中，以提升

運動競爭力 ( 黃崇儒、余雅婷、洪聰敏，

2014)。這股對於運動員身分之認同感，也

形塑其重要的心理技能，因應從事運動與

追求卓越的過程中所遭遇的阻礙。在運動

心理學的研究中，Jones (2002) 定義心理

堅韌性 (mental toughness) 是一種自然或

發展而來的心理優勢。黃崇儒 (2004) 以質

量並行的認知研究探討國內運動員的心理

堅韌性，並提出「心理堅韌性是運動員知

覺遭受威脅時，心理上不容易被擊敗的特 

性」。心理堅韌性能使運動員比競爭者擁有

更好的調適能力因應運動情境中的種種情

境 (Bull, Shambrook, James, & Brooks, 2005;  
Gucciardi, Gordon, & Dimmock, 2008; Jones,  
2002;  Thelwel l ,  Weston,  & Greenlees , 
2005)。心理堅韌性能夠讓選手擁有較佳能

力面對運動情境，例如堅持決心、專心、

專注，因此當運動員面臨競賽中壓力時調

適的因應上，會比對手來的更佳順遂 (Jones,  
2002)。Altıntaşa and Kelecek (2017) 提出運 
動員認同能夠預測運動員心理韌性強度，

是否具備正向的身分認同深深影響其心理

素質。本研究欲瞭解對於高中運動員而言，

運動員認同對於其心理堅韌性的影響程度

為何，是否如同 Gucciardi, Hanton, Gordon,  
Mallett, and Temby (2015) 及 Levy, Nicholls,  
and Polman (2012) 所指出，愈具有強烈的

認同感，愈能有效地應對壓力，建構強大的

心理堅韌性。

此外，運動動機亦是運動心理領域的

重要議題。Ryan and Deci (2000) 認為個

體參與活動的動機依自我決定程度的不同

可分為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外

在動機及無動機，隨著自我決定程度的不

同而有所變化，而這些變化會影響個體參

與活動的行為。其中，內在動機意指在沒

有任何外在酬賞下，仍對該項運動表現出

興趣、樂趣和滿意。Deci (1975) 認為，一

個人的內在動機主要是受個體的知覺能力 
(perceive competence) 和自我決定 (self-
determination) 所影響。如果個體受到內

在動機刺激較多，在運動的過程中較容易

感到滿足，自我控制感也較高，持續參與

的時間也較長 (Deci & Ryan, 1985)。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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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運動心理學的研究多將動機視為個人、

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三者之間交互作用

的結果變項或是個別差異起因 ( 何全進，

2002)，運動員認同和心理堅韌性有正向的

關係，高運動員認同者有較高的心理堅韌

性 (Crust, 2007; Crust & Azadi, 2010; Crust 
& Clough, 2011)，當內在動機視為中介變

項時，運動員認同是否也能間接透過內在

動機的中介作用，對心理堅韌性造成影響

呢？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分析運

動員認同、內在動機及心理堅韌性之關聯

性，而主要研究問題探討如下：

一、 運動員認同、內在動機及心理堅韌性

三者之間的關係為何？

二、 運動員認同能否藉由內在動機的中介

作用，間接影響心理堅韌性？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研究旨在探討高中運動員認同、內在

動機及心理堅韌性三者之間的關係，亦即高

中運動員認同，是否經由內在動機，進而影

響其心理堅韌性。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選取臺北地區

六所高中體育班學生運動員。問卷發放份

數共 192 份，扣除無效問卷 15 份，有效問

卷共 177 份。參與者共男 142 名、女 35 名，

平均年齡為 16 ± 1.5 歲。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何全進與盧俊宏 (2001) 的
運動員認同量表、黃崇儒 (2004) 的運動員

特質心理堅韌性量表以及林季燕與季力康 
(2003) 編制的運動動機量表中的內在動機

量表，匯集而成的量表。量表分述如下：

( 一 ) 運動員認同量表：本量表為何全進

與盧俊宏 (2001) 根據 Brewer et al. 
(1993) 的運動員認同量表 (Athletic 
Identity Measurement Scale) 加以修訂

而成的中文版，Cronbach’s α為 .91，
表採 Likert 五點量尺。例題：我認

為我是一位運動員。

( 二 ) 心理堅韌性量表：採用黃崇儒 (2004) 
的運動員特質心理堅韌性量表，此

量表分成三個量表，分別為積極奮

鬥 16 題、抗壓性 11 題、忍受傷痛

5 題，合計共 32 題，採 Likert 五點

圖 1　運動員認同、內在動機及心理堅韌性之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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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尺。Cronbach’s α 值為 .95。例題：

訓練是很嚴厲的，我通常會咬緊牙

關撐過去。

( 三 ) 內在動機量表：本量表採用林季燕

與季力康 (2003) 修訂 Pelletier et al. 
(1995) 編制的運動動機量表 (Sport 
Motivation Scale) 中的內在動機量

表，共 13 題，採 Likert 七點量尺，

量表的Cronbach’s α值為 .95。例題：

參與此專項是為了達成我個人目標

時所感覺到的滿足感。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值考驗

衡量總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運

動員認同量表，總量表 α 係數 .91；心理堅

韌性量表，總量表 α 係數 .95；內在動機量

表，總量表 α 係數 .95。而係數介於 .80 ~ 
.90 屬於良好，顯示本研究總量表具有良好

之信度 ( 吳明隆、涂金堂，2008)。

四、研究流程

研究者聯繫高中運動員的體育班及運

動代表隊，詢問其任課老師及代表隊教練經

過同意後，在該班上課前或是訓練前進行施

測，測驗前也對於參與者說明研究目的以及

問卷填寫的原則，並予以回應其提問。待無

任何疑問後，請參與者開始填寫問卷，結束

後回收問卷並整理、建立資料庫。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22.0 進行統計上的分

析，以迴歸分析分別檢定運動員認同對內

在動機之影響、內在動機對心理堅韌性之

影響。再者，以徑路分析來探討內在動機

作為運動員之認同與心理堅韌性之中介效

果。本研究各項統計考驗的顯著水準均訂

為 α = .05。

參、結果與討論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透過運動員認同、心理堅韌性、 
內在動機等量表探討內在動機的中介效

果，經描述性統計分析後，整理於表 1。

二、運動員認同對內在動機之關係

運動員認同對內在動機的迴歸分析如

表 2 呈現，以運動員認同作為自變項，內

在動機作為依變項。在這迴歸模式中，運

動員認同對內在動機之迴歸係數為 .68 (p = 
.00 < .05)，達到顯著水準。本研究分析得

知 R2 = 0.46，即運動員認同對內在動機之

解釋變異量為 46%。由此可知，運動員認

同對內在動機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即高

中運動員本身擁有強烈的認同感，其對內

在動機的提升有正向效果。

Petitpas (1987) 認為強烈的運動認同

可以評量自我能力高低，培養運動技能，

表 1　運動員認同、內在動機及心理堅韌性變項描
述性統計摘要表

測量變項

受試者 (n = 177)

M SD 95% CI
運動員認同 3.89 0.69 [3.79, 3.99]
內在動機 5.57 1.13 [5.41, 5.73]
心理堅韌性 3.86 0.58 [3.78, 3.94]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CI：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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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信，而 Fox and Corbin (1986) 則發

現擁有較高運動員認同者，也擁有較高的

運動參與感與投入，與本研究結果相互呼

應。因此，為使內在動機有正向的提升成

效，首要需增強高中運動員本身的認同感。

三、內在動機對心理堅韌性之關係

內在動機對心理堅韌性的迴歸分析如

表 3 所示，以內在動機為自變項，心理堅

韌性為依變項，在這迴歸模式中，內在動

機對心理堅韌性之迴歸係數為 .74 (p = .00 
< .05)，達到顯著水準。本研究分析得知

R2 = 0.55，即內在動機對心理堅韌性之解

釋變異量為 55%。由此可知，內在動機對

心理堅韌性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

國內外相關研究 ( 林彥志，2011；陳信

宏，2008；Yin, Chang, & Chuang, 2010) 亦
指出，高度的內在動機被教練所重要，而且

對於運動參與的投入程度所有影響，高投入

的內在動機，可以形塑出強韌的心理堅韌性

素質，與本研究結果相符。因此，為使高中

運動員建立強大的心理堅韌性，首要之務即

是促使其產生高度的內在動機。

四、運動員認同透過內在動機為中
介作用，影響其心理堅韌性之
關係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運動員認同，中介

變項為內在動機，依變項為心理堅韌性。設

X 為運動員認同，M 為內在動機，Y 為心理 
堅韌性，欲探討運動員認同的中介效果，

須滿足下列條件 (Baron & Kenny, 1986)：

( 一 ) 運動員認同對內在動機有顯著影響

(X → M)；

( 二 ) 運動員認同對心理堅韌性有顯著影

響 (X → Y)；

( 三 ) 當內在動機加入與運動員認同同時

來預測心理堅韌性時 (X, M → Y)，
運動員認同 (X) 的迴歸係數會降低。

內在動機作為運動員認同與心理堅

韌性的中介變項之迴歸分析如表 4 呈現，

運動員認同對內在動機的迴歸模式為 M 

表 2　運動員認同對內在動機之迴歸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R2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β
內在動機 ( 常數 ) 1.24 .34   3.62 .00 0.46

運動員認同 1.11 .08 .68 12.74 .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表 3　內在動機對心理堅韌性之迴歸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R2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β
心理堅韌性 ( 常數 ) 1.73 .14 12.11 .00 0.55

內在動機 0.38 .02 .74 15.18 .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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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 1.11x，p 值 < .001；運動員認同 

對心理堅韌性的迴歸模式為Y = 1.63 + 0.58x， 

p 值 < .001；運動員認同與內在動機對心

理堅韌性的迴歸模式為 Y = 1.3 + 0.28x + 

0.27y，p 值 < .001，三模式均達顯著水準，

而模式三在 M 加入後，X 的係數降低 (0.28 

< 0.58)，符合上述檢定條件。因此，內在

動機為運動員認同與心理堅韌性的中介變

項，運動員認同會經由內在動機的中介作

用，進而對運動員其心理堅韌性產生正向

影響。

運動員之認同感正向影響其參與運動

之內在動機，而內在動機正向影響心理堅

韌性；又內在動機加入運動員認同同時預

測運動員之心理堅韌性，其運動員認同迴

歸係數降低，顯示內在動機為一中介變項。

Sachs (1991) 及黃崇儒 (2004) 對於運動員在

心理堅韌性上的訓練都指出其重要性，與

本研究結果相同。由此可知，為提升高中

運動員心理堅韌性，教練、體育教師要增

強的不只是運動員對自身的認同感，其內

在的運動參與動機，亦是影響高中運動員

是否具備強力的心理堅韌性的關鍵因素。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臺北地區六所高中體育班 177
名學生運動員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高中

運動員的認同感，是否會因不同的內在動

機，進而影響其心理堅韌性。意即，檢視

內在動機在運動員認同與心理堅韌性關係

之中介效果。綜觀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以

下結論。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從描述性統計 ( 表 1) 我們得知本研究

中，高中運動員的內在動機程度略高於運

動員認同，根據此結果反映出高中運動員

認為自己的內在動機 ( 參加此專項是因為

享受經由參與此專項運動所獲得進步的感

覺 ) 會比對自己的運動員認同 ( 當我運動

表現很差時，我覺得很不好受 ) 還來的大。

表 4　內在動機作為運動員認同與心理堅韌性的中介變項之迴歸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R2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β
內在動機 ( 常數 ) 1.24 .34   3.62 .00 0.46

運動員認同 1.11 .08 .68 12.74 .00
心理堅韌性 ( 常數 ) 1.63 .18   9.22 .00 0.47

運動員認同 0.58 .05 .69 12.88 .00
心理堅韌性 ( 常數 ) 1.30 .16   8.27 .00 0.61

運動員認同 0.28 .05 .34   5.38 .00
內在動機 0.27 .03 .51   8.24 .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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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員認同對內在動機之關係

分析結果顯示，運動員認同對內在動

機有正向影響，高中運動員之認同感愈清

晰，其對於內在動機之投入愈高。

三、內在動機對心理堅韌性之關係

分析結果顯示，內在動機對心理堅韌

性有正向影響，高中運動員具有的內在動

機愈高，愈能提升其心理堅韌性。

四、運動員認同透過內在動機為中
介作用，影響其心理堅韌性之
關係

分析結果顯示，高中運動員之認同感

會經由內在動機對其心理堅韌性產生正向

影響，即在運動員認同與心理堅韌性之間，

內在動機具有中介效果。當高中運動員擁

有高強度的認同感，加上在教練為運動員

精心設計之訓練中所提升的內在動機，相

較於高強度的認同感，直接探討心理堅韌

性而言，內在動機之介入，確實有助於提

升高中運動員的心理堅韌性。

五、建議

本研究針對小樣本進行探索性研究，

根據研究結果得知，當高中運動員對自身

具有清楚的認同感，而在訓練過程中產生

具有正面的內在動機，可提升高中運動員

的心理堅韌性。建議未來針對高中運動員

的訓練辦理，事前可以先增強運動員對自

身的認同感，如：心理測驗、心理工作坊

等，並提供能提升內在動機的體驗，如：

安排諮商師的輔導與介入、安排更多教練

與運動員交流的時間與活動。針對高中運

動員的需求，設計的訓練模式與搭配的活

動方案，讓高中運動員能依所求，自行選

擇所需，達到建立其強大的心理堅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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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chool athletes’ 

identity and mental toughness,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nal motivation 
between athletes’ identification and mental toughness. The effects of high school athletes’ 
identity to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to mental toughness were analyzed by 
regression analysis. In addition, path analysis was implemented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internal motivation between high school athletes’ identity and mental toughness. 
One hundred and seventy-seven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via purposive sampl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show 
that majority of the high school athletes were male, at the age of 16 ± 1.5. It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high school athletes’ identity influenced internal motivation significantly and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influenced mental toughness significantly as well. The result of mediation 
effect represents that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was mediating influence between high school 
athletes’ identity and mental toughness. The high school athletes’ identity influenced mental 
toughness directly by internal motivation.

Keywords: athletic identity, mental toughness, sport internal motiv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medi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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