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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的目的為分析教練領導行為對心理資本、訓練投入和比賽績效的影響，

從個體層面考察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與比賽績效關係中的作用和機

制。方法：通過隨機選取 413 名田徑專業運動員進行調查，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對調查

獲得的問卷數據資料進行分析。結果：一、教練領導行為對運動員心理資本和訓練投

入具有正向影響；二、心理資本對訓練投入具有正向影響；三、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

行為與心理資本之間起中介作用；四、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與比賽績

效之間起中介作用；五、心理資本在教練領導行為與訓練投入之間起中介作用；六、

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與比賽績效之間起中介作用。結論：一、教練領導行為不直

接影響比賽績效，是通過運動員的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完全中介實現對比賽績效的

影響；二、教練領導行為除通過訓練投入的完全中介作用影響比賽績效，也通過運動

員的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鏈式中介作用影響比賽績效。三、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

教練領導行為和比賽績效之間互為因果關係，教練領導行為對比賽績效的影響還通過

運動員的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互為中介作用實現的。

關鍵詞：資源保存理論、結構方程模型、互為因果關係模型、隨機抽樣、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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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績效一詞源於管理科學，意指成績或

效益 ( 李濱，2019)。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

典 ( 石孝殊，2004) 對其的釋義為「執行、

表現、履行、成績」。績效對應英文為 
「performance」，其《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

典》 ( 英國培生教育有限公司，2009) 的英 
英釋義為「the action of performing, or the 
action of performed」，即正在進行或已經 
完成的行動結果。通過對績效的英文釋義

溯源，績效的含義可以看做一種過程性、

經常性的行動表現，也可以視為過程性或

經常性的行動結果。優異的個體員工績效

在所有的行業和部門都是重要的且令人嚮

往的 (Slåtten & Mehmetoglu, 2011)，以奪 
冠為目標導向的競技體育行業，教練和運 
動員更是共同追求理想的比賽績效。比賽 
績 效 除 受 到 ACE 遺 傳 基 因 (Falahati &  
Arazi, 2019)、肌纖維成分 (Edman, Söderlund,  
Moberg, Apró, & Blomstrand, 2019) 等硬實

力，以及成就動機 (Zuber & Conzelmann, 
2014)、情緒智力 ( 趙明楠、祁兵、葛春林，

2016) 等軟實力影響外，還受到教練領導行

為 ( 李佳薇、魯長芬、羅小兵，2017)、氣

候條件 ( 程孟良、鄭廣盛，2019)、比賽規

則 ( 李健，2015) 等外在干擾。目前對提高

比賽績效的探討主要從可塑的軟實力和外

在干擾著手，特別是如何提升教練的領導

力和改善運動員的心理素質，成為了競技

運動熱點話題。

教練領導行為是指教練在帶領運動

員為達成訓練目標而努力的過程中所表現

出的各種行為 ( 程宏宇、王進、胡桂英，

2013)，是教練影響運動員的一種動態過

程。教練領導行為可能直接關係到技戰術的

傳授效果和運動員比賽的心理狀態，還可

能關係到運動員比賽績效的好與壞，其是

運動組織學研究領域的關鍵解釋變數。關

於教練勝任力的研究愈來愈重視探討教練

領導行為對不同專案運動員運動成績的影 
響  (Horn,  2008;  Kavussanu,  Boardley, 
Jutkiewicz, Vincent, & Ring, 2008; Myers, 
Feltz ,  Maier,  Wolfe,  & Reckase,  2006; 
Szedlak, Smith, Day, & Greenlees, 2015)，
促使教練領導行為的研究從早期重點發展

其概念和測量框架 (Chelladurai, 1990; Feltz, 
Chase, Moritz, & Sullivan, 1999; Smoll & 
Smith, 1989) 逐漸轉變到關注更微妙教練領

導效果 (Keatlholetswe & Malete, 2019)。
Lord and Maher (1993) 提出，有效的領

導行為可以通過改變下屬的決策或策略的

方式，改變下屬的任務或行為，並對績效

和完成組織目標產生影響。教練作為運動

隊的重要領導者之一，通常負責對團隊一

些事務做出最終決策，如戰略、戰術和團

隊人員調換等 (Longhead, Hardy, & Eys, 
2006)，教練是影響運動員職業生涯的核心

人物，會直接影響運動員的訓練和比賽績

效。以往研究認為，教練領導行為是保持

和提高運動員最佳運動表現的關鍵因素之

一，其對於理解運動隊的比賽績效非常重

要 (Samson & Bakinde, 2021)。Ipinmoroti 
(2002) 也發現，運動員在追求巔峰成績

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教練

領導行為。教練通過給予運動員技術指

導、社會支援等，激發運動員更高水準的

組織承諾 (Høigaard, De Cuyper, Fransen, 

運動研究期刊31(2)-04 鄒文篪.indd   62運動研究期刊31(2)-04 鄒文篪.indd   62 2022/12/8   下午 05:03:242022/12/8   下午 05:03:24



教練領導行為對比賽績效的影響

63 

Boen, & Peters, 2015) 和運動員之間的合

作  (Carvalho, Martins, & Portela, 2013; 
Swanson & Kent, 2014)，以幫助運動員實

現更好的比賽績效。教練領導行為對比賽

績效影響已被證實，但其內在機制值得進

一步探討。

運動場上沒有永遠的勝者，心理資本

作為一種正向的心理資源，在運動員訓練

和比賽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以往研究主

要討論領導行為對員工心理資本的預測作

用，一般認為領導者對個體層面心理資源

的積累十分重要 (Hobfoll, 2002)，競技體

育領域亦是如此。以往關於組織行為學的

研究認為，領導者是重要的榜樣，為員工

提供指導意見，使員工更好理解自身所承

擔的工作任務和角色，進而影響員工的行

為 (Bandura, 1986)。Brown, Lawrence, and 

Robinson (2005) 指出，領導者能夠塑造員

工積極的心理資源。Kim, Perrewé, Kim, 

and Kim (2017) 研究結果得出，教練領導行

為會通過提升運動員的心理資本，促進運動

員的心理健康和比賽績效。作為興起於積極

心理學領域的重要概念之一，訓練投入受

到愈來愈多學者的關注。Lonsdale, Hodge, 

and Raedeke (2007) 以 及 Lonsdale, Hodge, 

and Jackson (2007) 最早對這一變數進行了

相關研究，他們認為訓練投入是運動員在

參與體育運動訓練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積

極、持久、充沛的情感和認知的良好心理

狀態。張忠秋 (2012) 將訓練投入納為測量

運動員心理健康水準的重要指標，得分愈

高愈能反映運動員身上所具備的樂觀向上、

頑強拼搏、堅韌不拔等積極品質，而這些

品質也將成為影響個體比賽績效和日後行

為走向的關鍵因素。與領導關係良好的追

隨者在工作上會付出更多的努力 (Colquitt, 

Scott, & LePine, 2007; Dirks & Ferrin, 2002; 

Lapierre, 2007; Whitener, Brodt, Korsgaard, 

& Werner, 1998)，更充分地投入到工作中，

而不是保護自己免受領導的威脅 (Mayer, 

Davis, & Schoorman, 1995; Mayer & Gavin, 

2005)。依據 Brown et al. (2005) 的研究結論

進一步指出，教練會提供開放式的訓練環

境，以及共用積極有效的訓練和比賽資訊，

這樣的方式會塑造運動員積極的訓練行為。

Bakker, Oerleman, Demerouti, Slot, and Ali 

(2011) 對足球運動員進行調查得出，運動

員認為教練的社會支援和資訊回饋是其完

全投入到訓練中的關鍵因素。教練為了提

高比賽績效，教練需要塑造積極、有效的

領導行為，以此動員、激勵運動員將全部

身心投入到訓練或比賽中去。

一名睿智的領導者在創設工作環境時

會注重員工心理資本的發展，進而給組織

帶來好處 (Luthans, Avey, Avolio, Norman, &  

Combs, 2006)。心理資本是一種相對穩定 

的、狀態型認知資源 (Luthans, Avolio, Avey,  

& Norman, 2007)，包括自我效能、希望、 

復原力、樂觀四個方面 ( 張文馨、季力康， 

2016)。Xanthopoulou, Bakker, Demerouti,  

and Schaufeli (2007) 發現，教練型領導者

會通過開發員工個人資源來刺激其成長，

自我效能、樂觀等心理資本作為員工個人 

資源 (personal resources) 能夠有效預測工 

作投入。Youssef and Luthans (2012) 認為 

優秀的領導者會培養出富有積極心理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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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這些員工具備以下特質：成功執行

具有挑戰性任務的信心、堅持目標、從逆

境中反彈獲得成功、對現在和未來的成功作

出積極的歸因，而這些積極的心理資本會

讓員工體驗到更高水準的工作投入，有助於

提升績效 (Zuberbühler, Calcagni, Martínez,  
& Salanova, 2021)。在競技體育領域，運

動員的心理資本也可能是教練通過領導行

為提高其訓練投入的潛在機制。心理資本

有助於提升承擔和追求有效行為的意願，

並與許多有助於提高運動表現的態度和行

為的已知變數密切相關 (Curry & Snyder, 
2000; Feltz, Short, & Sullivan, 2008; Snyder,  
2002)，其中訓練投入就是一個與之相關聯

的重要變數。Ratten (2015) 認為，運動員

努力克服障礙，提高運動能力，最終在賽

場上獲得成功的過程中，心理資本扮演十

分重要的角色。如果運動員遇見一名好的

教練，他們可能會更堅持不懈地實現目標，

會感到更加自信，對未來更加樂觀，更不

容易受到挫折，從而保持對訓練的投入，

最終達成良好的比賽績效。

訓練投入和工作投入類似，同樣可以理

解為一種積極的心理狀態，其特徵也有三個

維度，包括活力 (vigour)、奉獻 (dedication) 
和專注 (absorption)。根據 Schaufeli, Bakker, 
and Salanova (2006) 對三個維度下的定義，

本研究認為在競技體育領域中，活力指的是

運動員對待訓練精力充沛，士氣十足，在訓

練中表現出良好的心理彈性，面對困難時能

夠積極面對，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奉獻指

的是運動員認為訓練是富有意義的，作為一

名運動員有自豪感，訓練中敢於吃苦，不計

條件地積極完成訓練任務；專注指的是一

種全心貫注於訓練的狀態，能夠把自己的

時間、智慧等凝聚到訓練上，從而最大限

度地發揮訓練積極性和主動性，努力實現

自己的訓練目標。以往許多研究針對公司

員工分析了工作投入與績效之間的正向關

係 (Christian, Garza, & Slaughter, 2011; Eldor 
& Harpaz, 2016; Schaufeli, Taris, & Bakker, 
2006)，對於這種正向的關係有幾種解釋。

例如，從事工作的員工具有高度的精力和

內在動機，以專注於他們的任務 (M. C. C. 
Lee, Idris, & Tuckey, 2019)；一些學者認為

工作投入的員工會對他們的團隊做出積極的

承諾 (Demerouti & Cropanzano, 2010)，並對

他們的工作環境有更積極的評價，從而擁有

更好的業績。領導行為作為一種工作資源，

會促進個人資源的發展，能夠激勵員工更加

投入地工作，鼓勵員工實現他們的目標，

創造更好的績效 (Bakker & Demerouti, 2017; 
Llorens-Gumbau & Salanova-Soria, 2014)。
競技體育呈現出高投入高回報的業態，一般

來說，訓練投入較高的運動員會有更好的比

賽績效，但學術層面目前還沒有證實運動員

訓練投入與比賽績效之間的關係，為獲得更

嚴謹而全面的認識，本研究將訓練投入作為

一個關鍵變數，分析其對比賽績效的作用。

從社會心理角度來看，領導力被認為

是一種有價值的社會資源，對個體心理資

源如心理資本和工作投入，以及對組織或

個人績效有積極影響 (Salanova, Llorens, 
Cifre, & Martínez, 2012)。資源不僅是個體

滿足自我需求的先決條件，而且能夠幫助

個體進行精準自我識別與社會定位 (R. T. 
Lee & Ashforth, 1996)。鑑於此，資源保存

理論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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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會盡最大努力獲取、保護與維持他們

的現有資源 ( 包括個體資源和情境資源 )， 
並將損失視為外在威脅，從而根據外部環

境進行自我調整 ( 段錦雲、楊靜、朱月龍，

2020)。資源保存理論從資源在個體和組織

之間的流動、轉移、交叉的角度，可以很

好地解釋教練對運動員心理資源的影響以

及運動員一系列的心理情緒和訓練行為。

在心理、行為和其他一些社科研究領域中，

研究情境複雜，經常需要多個中介變數才

能更清晰地解釋自變數對依變數的效應 
(Mackinnon, 2008)。近年來，愈來愈多的

中介研究採用多重中介模型 ( 方傑、溫忠

麟、張敏強、孫配貞，2014)，包括並行中

介模型、鏈式中介模型 (Hayes, 2009) 以及

互為因果關係模型。因此，探討心理資本

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和比賽績效之

間的中介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根據資源

保存理論，教練通過培植資源，為運動員

增加個體資源的同時，運動員可能會試圖

在教練身上獲取更多個體資源，目的都在

於提高心理資本，進一步提高心理資源儲

量與抵抗損失風險的能力，也可能會採取

加大訓練投入的方式防止資源的喪失，由

此可能創造良好的資源循環，從而提升比

賽績效。基於以上考慮，本研究擬採用結

構方程建模的方法分析教練領導行為對心

理資本、訓練投入和比賽績效的影響，從

個體層面考察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

領導行為與比賽績效關係中的作用和機制。

一、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並行中
介作用

資源保存理論的資源陣列與資源陣列

通道法則 (resource caravans and resource 
caravan passageways principles) 認為，資 
源從不獨立存在，它們總是以資源包或資

源陣列的形式出現、運行。對個體與組織而

言，都是如此。人們的資源存在於特定的

情境中，情境可能孕育、滋養資源的創造

與存續，也可能限制、阻礙資源的創造與 
存續 (Hobfoll, Halbesleben, Neveu, & Westman,  
2018)。以往組織行為學的相關研究，運

用資源保存理論資源陣列與資源陣列通道

法則來解釋組織中的員工工作績效產生的

內在原因。倘若員工感到他們缺乏足夠的

資源 ( 個性特徵、社會關係等 ) 來滿足工

作的要求時，也會產生情緒耗竭 (Hobfoll, 
1989; R. T. Lee & Ashforth, 1996; Sutton 
& Kahn, 1987; Tetrick & LaRocco, 1987)，
導致工作投入不足，進而影響工作績效  
(Barnett  et  al . ,  2012; Buchwald,  2010; 
Hochwarter,  Wit t ,  Treadway,  & Ferr is , 
2006; Neveu, 2007)。在競技體育情境下

亦是如此，教練是運動員重要的社會關係

之一，教練領導行為對運動員的心理資本

和訓練投入可能會有直接的影響，進而影

響比賽績效。過往的研究結果發現，教練

的團隊管理方式、與運動員的人際關係、

教練本身的領導風格等均對運動員的心理

狀態和比賽績效發揮重要的作用 (Branch, 
1990; Brandão & Carchan, 2010; Laios, 
Theodorakis, & Gargalianos, 2003; Pratt & 
Eitzen, 1989; Westre & Weiss, 1991; You, 
2013)。Newman,  Ucbasaran,  Zhu,  and 
Hirst (2014) 在對心理資本文獻的綜述中指

出，領導行為是追隨者心理資本的主要前

因之一，許多研究也支持這一觀點 (C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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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ozzi, Woolley, Levy, & Caza, 2010; 
Gardner & Schermerhorn,  2004;  Rego, 
Sousa, Marques, & Cunha, 2012; Story, 
Youssef,  Luthans,  Barbuto,  & Bovaird, 
2013)，領導行為能夠增加追隨者的心理

資本。依據 Brown et al. (2005) 的研究結

論，教練會提供開放式的訓練環境，以及

共用積極有效的訓練和比賽資訊，這樣的

方式會塑造運動員積極的心理資源和訓練

行為。心理資本是積極的心理資源之一，

以希望、樂觀、復原力和自我效能的形式

建立強大的內在動力，使運動員表現出良

好的比賽績效 (Luthans et al., 2007)。基

於此，本研究認為運動員從教練領導行為

這個途徑獲得的心理資本可能會對比賽績

效產生影響。Goleman, Welch, and Welch  
(2006) 認為，教練是實現組織最佳結果的 
領導者，其主要目的是開發員工的個人資

源。Grant and Gerrard (2020) 進一步拓展 
了教練的定義，將教練視為執教者和被執

教者之間的一種協作關係，旨在促進個人

發展和組織目標的達成。近幾年，由於教

練的概念被應用到組織管理學領域，促使

運動訓練學與組織管理學交叉研究的興

起，關於教練型領導行為的研究逐漸增多。

以往研究表明，領導行為會對追隨者結果

產生一系列積極的影響，包括員工的工作

投入 (Banks, McCauley, Gardner, & Guler, 
2016; Giallonardo, Wong, & Iwasiw, 2010; 
Wong, Laschinger, & Cummings, 2010)，以

及生產率和績效的提高 (Banks et al., 2016;  
Hannah, Walumbwa, & Fry, 2011; Wang, 
Sui, Luthans, Wang, & Wu, 2014; Wong & 
Cummings, 2009)。競技體育領域中訓練投 

入在教練領導行為與比賽績效之間的中介 
作用尚未被證實，但在上述所說的交叉領

域中，關於工作投入在教練型領導行為與

員工績效之間中介作用的研究為本文提 
供了有益的證據。例如，Ali, Lodhi, Orangzab,  
Raza, and Ali (2018) 的研究結果表明， 
教練型領導行為通過工作投入間接地影響

員工的工作績效；Tanskanen, Mäkelä, and 
Viitala (2019) 研究發現，教練型領導行為

通過工作投入間接地預測個人和單位的任

務績效 (task performance)。訓練投入作為

運動員的一個重要的個體特徵，在教練領

導行為和比賽績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綜

上所述，本研究推測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

行為和比賽績效之間發揮中介作用。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以自變項為教

練領導行為，中介變項分別為心理資本、

訓練投入，依變項為比賽績效，提出假設：

H1： 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

和比賽績效關係中起並行中介作用，

即教練領導行為會分別透過心理資

本、訓練投入正向影響比賽績效。

二、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鏈式中
介作用

資源保存理論是在資源構建 (resource  
construct) 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Halbesleben,  
Neveu, Paustian-Underdahl, & Westman, 
2014)，人們會努力獲取、保存、保護和培

育他們重視的物質資源、條件資源、個性特 
徵資源和能量資源 (Hobfoll, 1989)。Hobfoll 
(2001) 提出了獲得螺旋 (gain spiral) 的概

念，指當個體資源豐富時，他有更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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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資源投入獲得新的資源，增加資源存

量，並孕育更多的後續資源增長，形成螺

旋。Hobfoll (1998) 將個體資源劃分為內部

資源 ( 個體擁有的資源 ) 和外部資源 ( 非個 
體擁有的資源 )。人內部的心理資源容易被

忽視，而心理資本是一種綜合的正向心理

資源，具有投資和收益特性 (Luthans, Avey, 
Avolio, & Peterson, 2010)。對於運動員來說

訓練資源是實現訓練目標所需要的資源。

心理資本作為運動員的訓練內部資源，可為

運動員激發訓練動機，可能會促進訓練投 
入。資源有助於個體滿足外部需求 (Kiazad, 
Holtom, Hom, & Newman, 2015)、 實 現 有

價值的目標 (Halbesleben et al., 2014) 或保

護未來的資源避免遭受損失 (Kiazad et al., 
2015)。心理資本作為工作內部資源，在以

往組織行為研究領域已有大量文獻證實，

其與工作投入不僅存在顯著的相關關係，

且心理資本可以有效地預測工作投入的程

度 (Bonner, 2016; Joo, Lim, & Kim, 2016)。

愈來愈多的證據表明心理資本在改善

員工積極的工作態度和行為方面發揮著重

要 作 用 (Luthans et al., 2010)。Sweetman 
and Luthans (2010) 把心理資本視為一種螺

旋向上的心理資源，它有利於拓展個體的

思維方式，從而提供更充足的能量和動力

投入到工作中去。眾多研究和實踐都表明，

在高水準的競技比賽中，獲勝因素的 30%
歸於技戰術訓練，70% 歸於心理因素 ( 季
瀏，2006)。對於運動員來講，心理資本

作為積極心理變數可能會促使他們認真、

積極地投入到艱苦的訓練中，更有助於他

們在比賽中充分發揮出競技水準。具體來

說，心理資本可能會通過提高運動員的自

信心、希望、樂觀精神，增強運動員的堅

韌性，幫助運動員克服困難，將壓力轉化

為巨大的動力，從而積極地訓練和比賽。

正是源自於心理資本的內在積極力量克服

了壓力和困難，激發了運動員的潛力，才

能推動運動員不斷地去挑戰自己的身體極

限，展示人類的競技能力。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以自變項為教

練領導行為，中介變項依次為心理資本和

訓練投入，依變項為比賽績效，提出假設：

H2： 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

和比賽績效關係中起鏈式中介作用，

即教練領導行為會依次透過心理資本

和訓練投入正向影響比賽績效。

三、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之間互動
因果關係

資源保存理論由 Hobfoll (1989) 提出基

本假設：個體總是具有保護現有資源並獲取

新資源的動機。基於這一假設，該理論發

展出兩個基本原理，一是資源損耗優先原

理；二是資源投資原理。資源損耗優先原

理認為，資源損失與資源獲得的效應是不

對稱的，資源損失對壓力進程的影響更大 
(Hobfoll et al., 2018)。當資源損失嚴重時，

資源獲得尤為重要。資源投資原理認為，個

體必須進一步投入資源以避免資源繼續損失

或從損失中恢復 (Hobfoll, 2001)，包括直接

替換資源、間接投資資源等方式。在企業

組織情境中，員工通過資源投資滿足工作要

求和幫助信任的同事而獲取新的資源，新獲

取的資源加強了員工的資源狀況 (Bakker & 
Leiter, 2010)。在資源螺旋效應下，訓練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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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運動員也可能表現為不斷獲取資源收益

的過程，訓練投入高的運動員表現出愈來愈

多的活力、專注和奉獻，同時能夠帶動整個

隊伍的訓練投入水準不斷提升。

前依變數為研究者可操控的變數，一

個研究可有多個前依變數，而結果變數為

研究者預測的被影響的變數 ( 張偉豪、卓

英潔、蘇榮海，2020)。研究表明，工作

投入的影響因素具有循環互動性，影響工

作投入的前依變數和結果變數具有雙向特

徵。在工作投入的影響因素中，員工工作

投入的前依變數如員工的工作態度，同時

也完全可以是工作投入的結果變數 ( 傅劍

波，2011)。員工工作投入和績效的提升成

為組織給個體提供更多發展機會的誘因。

以往研究除了證實心理資本能夠顯著

預測員工的工作投入之外，一些研究表明，

工作投入還能夠提高員工的個體資源，強

化員工內在動機和提高員工心理健康水準 

(Schaufeli & Bakker, 2004)。在競技運動

領域中，運動員追求運動成就時，會不斷

督促自己突破身體自我極限，在此背景下，

訓練愈投入、愈有目標的運動員，也更傾

向於保護 (conservation) 個人的現有資源

並獲得新的個人資源的動機，且會努力實

現訓練目標。儘管目前尚未嘗試從資源保

存理論的視角對運動員心理資本和訓練投

入的關係進行解釋，但其能夠為研究提供

新的視角，它不僅能夠將心理資本系統地

囊括在個人資源概念之下，還能夠利用資

源螺旋效應來解釋運動員的心理資本和訓

練投入之間可能存在的互為因果關係。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以自變項為教

練領導行為，中介變項為心理資本與訓練

投入，依變項為比賽績效，提出假設：

H3： 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和

比賽績效之間互為因果關係，即教練領

導行為透過心理資本與訓練投入之間互

為因果關係且正向影響比賽績效。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大量文獻表明，團隊合作存在搭便車 
(free-riding) 的道德風險問題 ( 楊楠、賈琬

嬌，2019；Albanese & van Fleet, 1985)，因

為田徑個人項目居多，且田徑專業比賽的

成績測量準確，專業運動員追求比賽績效

的目的更強、評價更客觀。基於以上考慮，

本研究以從事田徑個體專案的各省市專業

運動員作為研究對象。以中國大陸田徑協

會全國田徑競賽執行資訊系統中公布最新

的 2019 年全國田徑大獎賽系列賽 (2020 年

全國田徑賽事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全

面停賽 ) 成績冊上的全部參加預賽的專業運

動員名單為準，按競賽日程的預賽分組分

道順序對專業運動員名單進行排序編號，

剔除 4 個分站賽重名以及有退賽紀錄的運

動員之後，對包括 2,024 名專業運動員的名

單進行隨機抽樣，共抽取 500 名專業運動

員作為研究參與者。

委派 20 名問卷調查員，先以電話、

微信和郵件等方式與研究參與者取得聯

繫，徵求研究參與者同意，並以一對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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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對 500 名研究參與者發放網路問卷或

郵寄紙質問卷，並做隱私資訊，所有的研

究參與者填答問卷前簽署了書面知情同意

書。為了幫助研究參與者回憶過去一年的

比賽績效情況，我們將中國大陸田徑協會

全國田徑競賽執行資訊系統中公布每名研

究參與者成績附於問卷一併郵寄，最終回

收 454 份問卷。分類完問卷後剔除未填寫

或是填寫不完整等無效問卷，再按照問卷

填寫選項相同數高於 90% 為標準剔除研究

參與者，最後得到有效研究參與者 413 人，

平均年齡在 23.67 ± 2.49 歲，平均訓練年

限在 6.72 ± 1.43 年。從性別來看，男運動

員共 218 人，占 52.80%；女運動員共 195
人，占 47.20%。運動健將和國家一級運動

員均屬中國運動員技術等級，運動健將的

競技成績要高於國家一級運動員。從運動 
等級來看，運動健將級運動員共 188 人，

占 45.52%；國家一級運動員共 225 人，占 
54.48%。從田徑項目來看，徑賽類項目運 
動員共 287 人，占 69.49%；田賽類項目運

動員共 126 人，占 30.51%。從教育程度來 
看，本科學歷運動員共 302 人，占 73.13%； 
研究生學歷運動員共 111 人，占 26.87%。

二、研究工具

專業運動員訓練情況調查問卷包括：

個人基本資訊、教練領導行為、運動員心

理資本、運動員訓練投入四個部分。其中，

個人基本資訊包括年齡、訓練年限、性別、

運動等級、受傷次數、比賽機會、訓練頻

次和後勤保障在內的人口統計學資訊的調

查，共計 11 題。

( 一 ) 教練領導行為
教練領導行為問卷參考了王俊明 (2005)  

的研究，量表含 5 個維度，共計 34 題，採 
用李克特 (Likert) 式 7 點量表。其中，教學

行為共 8 題，包括講解比賽時運用的策略、

講解運動技術的動作要點等題項；讚賞行

為共 7 題，包括公開表揚隊員的良好表

現、當隊員表現好時會輕拍背表示贊許等

題項；支持行為共 7 題，包括當隊員遭遇

困難時會及時給予幫助、主動瞭解隊員進

步的情況等題項；溝通行為共 7 題，包括 
樂於與隊員交換意見、鼓勵隊員將自己的

想法講出來等題項；管理行為共 5 題，包

括要求隊員嚴格遵守隊規、平時訓練時會

要求隊員服裝整齊等題項。因素負荷量在  
.68 ~ .93，其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在 .85 ~ .96，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在 .55 ~ .84，均符 
合 Hair, Black, Babin, and Anderson (2010) 
標準：1. 因素負荷量大於 .50；2. 組成信 
度大於 .60；3. 平均變異數萃取量大於 .50。 
因此，構面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斂效度。

(二 ) 心理資本
運動員心理資本問卷參考了張文馨與

季力康 (2016) 的研究，量表從自我效能 (7
題 )、希望 (6 題 )、復原力 (5 題 )、樂觀 
(4 題 ) 四個方面來考察專業運動員的心理

資本，共計 22 題，採用李克特式 7 點量

表。其中，自我效能包括我相信自己有能

力成為一位優秀的運動員、我相信自己會

努力去達到有挑戰性的目標等題項；希望

包括我有強烈的動機去追求自己的運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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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我會以實際行動來追求我的目標而非

只是空想等題項；復原力包括面對比賽表

現失常我可以保持鎮定、面對挫折時我會

馬上激勵自己從挫折中站起來等題項；樂

觀包括我會樂觀地看待運動中未來可能發

生的事情、我總是從正面的角度看待每場

比賽等題項。因素負荷量在 .73 ~ .90，其

CR 在 .84 ~ .92，AVE 在 .66 ~ .89，均符

合 Hair et al. (2010) 標準：1. 因素負荷量

大於 .50；2. 組成信度大於 .60；3. 平均變

異數萃取量大於 .50。因此，構面均具有

良好的信度和收斂效度。

(三 ) 訓練投入
運動員訓練投入問卷參考了甘媛源、

楊化剛、田金亭與余嘉元 (2011) 符合中國

大陸國情的精簡版 Utrecht 工作投入量表

(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 UWES)，
有活力、奉獻、專注 3 個維度，每個維度

包括 3 題，共計 9 題，採用李克特式 7 點

量表。其中，活力包括在訓練中我感到自

己迸發出能量、我對訓練充滿了熱情等題

項；奉獻包括訓練激發了我的靈感、早上

一起床我就想要去訓練等題項；專注包括

我大部分的時間喜歡沉浸於我的訓練、我

個人生活的目標大部分都以訓練為導向等 
題項。因素負荷量在 .81 ~ .94，其CR在 .82  
~ .96，AVE 在 .76 ~ .87，均符合 Hair et al. 
(2010) 標準：1. 因素負荷量大於 .50；2. 組
成信度大於 .60；3. 平均變異數萃取量大於 
.50。因此，構面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斂

效度。

(四 ) 比賽績效
Borman and Motowidlo (1993) 分 別

對 419 名、991 名在職空軍技師進行測試

的基礎上，第一次將績效劃分為關係績效 
(contextual performance) 和任務績效，普

遍受到大家認可。其中，任務績效是指任

務的完成情況，關係績效是指一種心理和

社會關係的人際和意志行為，是一種有助

於完成團隊績效的活動。從事田徑個體項

目的專業運動員主要關注個人績效，較少

關注團隊績效。因此，本研究的比賽績效

特指田徑個體專案的專業運動員完成比賽

的任務績效。本研究借鑑 Campbell (1990) 
對績效量表的建立方法，在關鍵事件技術

的基礎上，建立比賽績效量表。關鍵事件

技術是一種定性分析方法，旨在收集評估

比賽績效的關鍵事件的資訊，有利於確定

評估比賽績效的實際關鍵要素。關鍵事件

的意義在於，通過訪談物件對其經歷的某

些關鍵事件的詳盡描述，解釋與挖掘比賽

績效的評價指標。為此在對各省市 9 名田

徑專業教練進行開放式訪談 ( 每個對象由

兩名經過專門培訓的研究小組成員進行訪

談，共獲得訪談錄音 10.5 小時，文字資料

2.39 萬字 ) 的基礎上，運用雙盲法提取關

鍵事件指標。為保證客觀性和隱私權，資

料中被訪談者的名字及其提及的名字一併

隱去。編碼者根據訪談資料中與比賽績效

相關的內容提取關鍵事件指標，以 5 等級

進行記分，統計每份訪談資料中每個關鍵

事件指標出現的頻次 ( 見表 1)，然後設計

11 個涉及競技表現、比賽經驗、失誤現象、

比賽狀態四方面內容的比賽績效題項，採

用李克特式 7 點量表。其中，競技表現包

括過去一年，獲得前八名的次數等題項；

比賽經驗包括過去一年，我增長了比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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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等題項；失誤現象包括過去一年，我在

比賽中能正常發揮競技水準等題項；比賽

狀態包括過去一年，我的比賽狀態很好等

題項。特別強調的是，中國大陸田徑協會

全國田徑競賽執行資訊系統中公布每名研

究參與者過去一年的比賽成績和名次，為

了幫助研究參與者回憶過去一年的比賽績

效情況，較為客觀地反映了研究參與者的

比賽績效，保證回收問卷的數據資料更加

真實可靠，本研究要求研究參與者結合中

國大陸田徑協會全國田徑競賽執行資訊系

統公布的自己過去一年相關比賽結果填答

問卷。

(五 ) 問卷的信效度檢驗
研究分析了問卷題項的品質，問卷題

項的評估與縮減依據 Kline (2015) 所提出

二階段模型進行修正。除比賽績效構面中

比賽出現失誤的次數和擁有平穩的比賽心

態兩個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47
和 .39 給予刪除之外，其餘題項的標準化因

素負荷量介於 .60 ~ .94 之間，均在合理範

圍，構面合成信度介於 .87 ~ .96 之間，均

超過 .70 符合 Nunnally and Bernstein (1994) 
所建議的標準，構面具有內部一致性，說

明問卷題項和構面具有良好的信度。構面

AVE 介於 .67 ~ .85 之間，均高於 .50，符合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 (2006) 以
及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的標準，顯示

問卷構面之間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另外，

教練領導行為、心理資本、訓練投入以及

比賽績效 AVE 開根號分別為 .87、.92、.92
以及 .82，均大於各成對構面的相關係數，

表示問卷構面之間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 見
表 2)。總體來說，問卷信效度較高，測量

指標良好，能以此為工具進行相關研究。

三、統計分析

本研究控制了研究參與者年齡、訓練

年限、受傷次數、比賽機會、訓練頻次和後

勤保障等個人特徵以及訓練比賽其他因素對

表 1　關鍵事件指標歸類一覽表

編號 關鍵事件指標

等級頻次

總頻次 平均等級1 2 3 4 5
1 參加專業賽事的級別 0 2 0 1 3 6 3.83
2 獲得專業賽事前八名的次數 0 0 1 2 2 5 4.20
3 取得滿意的比賽名次 0 0 5 2 1 8 3.50
4 刷新個人運動成績 0 0 1 7 0 8 3.88
5 有效地執行比賽策略 0 1 2 1 0 4 3.00
6 完成比賽任務的情況 1 1 1 4 2 9 3.56
7 教練對運動成績的認可度 0 3 0 0 1 4 2.75
8 保持最佳的競技狀態 0 1 4 1 1 7 3.29
9 比賽出現失誤的次數 2 1 4 0 0 7 2.29
10 重大比賽經驗的獲得感 0 2 0 3 0 5 3.20
11 擁有平穩的比賽心態 0 3 0 0 0 3 2.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運動研究期刊31(2)-04 鄒文篪.indd   71運動研究期刊31(2)-04 鄒文篪.indd   71 2022/12/8   下午 05:03:252022/12/8   下午 05:03:25



蘇榮海　鄒文篪　吳兆欣　張瑞　徐茂洲

72 

研究參與者比賽績效的影響，從而提高測

量的準確性。運用 SPSS 18.0 進行描述統計

以及相關性分析，並運用 AMOS 22.0 以測

量模式確立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通過

單因素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與多因素 CFA 比較檢驗共同

方法變異，以結構模型分析進行假設考驗，

並以自助法 (bootstrapping) 檢驗變數之間的

並行和鏈式中介 ( 溫忠麟、方傑、謝晉豔、

歐陽勁櫻，2022；Hayes, 2009) 以及互為因

果關係 ( 張偉豪、徐茂洲、蘇榮海，2020) 
的效果，α < .05 為所有檢驗的顯著水準。

本研究以自陳式量表進行問卷資料蒐

集，有可能導致潛在變數之間相關係數的高

估或低估，因而造成第一類型錯誤或第二

類型錯誤 ( 林鉦棽、彭台光， 2012)。為降

低共同方法變異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之疑慮，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單 
因素 CFA 與多因素 CFA 之 CMV 檢驗。多

因素 CFA 巢型於單因素 CFA 結構，藉由卡 
方差異性檢定兩模型之不同，以證明

CMV 存在之可能性 (McFarlin & Sweeney, 
1992)。多因素模型 root-mean-square error  
o f  app rox ima t ion  (RMSEA)  =  . 038，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 .039，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954；單因素模型 RMSEA = .139，SRMR  
= .14，CFI = .337，顯示多因素模型較佳。 
單因素CFA分析結果，卡方值為 12,707.04， 
自由度為 2774；多因素 CFA 分析結果卡

方值為 7,249.66，自由度為 2,696。單因素

CFA 與多因素 CFA 模型之 ∆χ2 = 5,427.38，
∆df = 78，差異顯著性 p < .01，拒絕虛無假

設，顯示兩模式有所不同，本研究無 CMV
之可能性，不用擔心 CMV 造成估計係數

之偏誤，亦可增加分析結果解釋之正確性。

參、結果

一、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並行中介
模型

由於 SEM 樣本大於 200 以上容易造

成卡方值過大導致配適度不佳，因此配適

度值需要經 Bootstrap 修正 (Bollen & Stine, 
1992)。經由 Bootstrap 修正後得出，χ2 = 
7,828.78，χ2/df = 1.15，RMSEA = .02，
Tucker-Lewis index (TLI 或 稱 non-normed 
f i t  index  [NNFI])  =  .97，CFI  =  .97，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93，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 .91。除了 χ2 

表 2　區別效度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AVE 教練領導行為 心理資本 訓練投入 比賽績效

教練領導行為 6.13 1.03 .76 .87
心理資本 6.01 0.89 .85 .58 .92
訓練投入 5.55 1.24 .85 .55 .71 .92
比賽績效 4.82 1.20 .67 .49 .51 .53 .82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1.  AVE：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2. 對角線數值為 AVE 開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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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低愈好以外，所有模型配適指標均符合

Schumacker and Lomax (2004) 建 議 的 門

檻。由於 χ2 對大樣本非常敏感，因此採用

χ2/df 加以評估，理想值應介於 1 ~ 3 之間。

由此可見，修正後的並行中介模型配適度

指標良好 ( 見圖 1)。

自助法檢驗間接效果比因果法和係

數乘積法等更具統計檢驗力 (MacKinnon, 
Lockwood, & Williams, 2004; Williams & 
MacKinnon, 2008)，而 Ratio of the indirect  

z 法是最常見的計算中介效果量的方法 
(Lachowicz, Preacher, & Kelley, 2018)，
因此本研究採用自助法分析並行中介模型

的中介效果，用 Ratio of the indirect z 法計

算中介效果量，見表 4。心理資本在教練

領導行為與比賽績效之間的中介 Z = 1.22 
(standard error [SE] = .17)， 信 賴 區 間 為 
[-.06, .65]，p = .14 > .05，效果量為 .49；訓

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與比賽績效之間的

中介 Z = 1.49 (SE = .21)，信賴區間為 [-.02, 
.80]，p = .06 > .05，效果量為 .74，表示並

行中介效果不存在，研究假設 H1 不成立。

並行中介模型各變數之間的迴歸係數和可

解釋變異量，見表 5。研究發現，教練領

導行為不直接影響比賽績效，是通過運動

員的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完全中介實現

對比賽績效的影響。

大量研究表明心理資本和工作投入呈

正相關 (Paek, Schuckert, Kim, & Lee, 2015)，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教練領導行為

影響比賽績效的內在機制中，運動員心理

資本和訓練投入之間可能存在較為複雜的

關係。心理資本可以視為內部資源，而訓

練投入可以視為外部表現，心理資本可

能會影響訓練投入。多重中介模型包括並

行中介模型和鏈式多重中介模型 (Hayes, 

圖 1　並行中介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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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為考察教練領導行為影響比賽績效

的內在機制，在研究假設 1 的基礎上，第

二個研究假設是，教練領導行為會通過運

動員的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鏈式中介作

用來實現比賽績效的提升。

二、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鏈式中介
模型

在並行中介模型分析結果的基礎上，

鏈式中介模型不考慮教練領導行為對比賽

績效的直接影響，增加心理資本對訓練投

入的影響，探討運動員心理資本和訓練投

入影響比賽績效的內在機制。採用結構方程

建模，構建了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鏈式

中介模型做進一步分析。經由自助法修正 
後得出，χ2 = 7,780.94，χ2/df = 1.15，RMSEA =  
.02，TLI (NNFI) = .97，CFI = .97，GFI =  

.93，AGFI = .91。由此可見，修正後的鏈

式中介模型配適度指標良好 ( 見圖 2)。

通過對鏈式中介模型間接效果分析和

Ratio of the indirect z 中介效果量計算法得出 
( 見表 6)，心理資本在教練領導行為與比賽

績效之間的中介 Z = 1.21 (SE = .22)，信賴

區間為 [-.08, .87]，p = .12 > .05，效果量為 
.00；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與比賽績效

之間的中介 Z = 1.99 (SE = .07)，信賴區間為 
[.00, .72]，p = .04 < .05，效果量為 .00；心

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與比賽績

效之間的中介 Z = 2.13 (SE = .12)，信賴區間

為 [.03, .72]，p = .03 < .05，效果量為 .00，
表示鏈式中介效果存在，研究假設H2成立。

鏈式中介模型各變數之間的迴歸係數和可解

釋變異量，見表 7。研究發現，教練領導行

為對比賽績效的影響通過兩條途徑實現，第

表 5　並行中介模型迴歸係數

依變數 自變數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誤 t 值 p 值 標準化係數 可解釋變異量

PC CLB 0.95 .17 5.42*** .00 0.61 .38
TI CLB 1.28 .23 5.45*** .00 0.61 .38
PE CLB 0.43 .22 1.96 .06 0.23 .37
PE PC 0.22 .11 1.97 .05 0.18
PE TI 0.25 .09 2.86*** .00 0.28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PC：心理資本；CLB：教練領導行為；TI：訓練投入；PE：比賽績效。

***p < .001

表 4　並行中介模型間接效果分析表

效果 點估計

係數乘積

自助法 1,000 次

效果量

Bias-corrected 95% 信賴區間

標準誤 Z 值 p 值 下界 上界

CLB → PC → PE .21 .17 1.22 .14 -.06 .65 .49
CLB → TI → PE .32 .21 1.49 .06 -.02 .80 .74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CLB：教練領導行為；PC：心理資本；PE：比賽績效；TI：訓練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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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鏈式中介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表 6　鏈式中介模型間接效果分析表

效果 點估計

係數乘積

自助法 1000 次

效果量

Bias-corrected 95% 信賴區間

標準誤 Z 值 p 值 下界 上界

CLB → PC → PE .27 .22 1.21 .12 -.08 .87 .00
CLB → TI → PE .15 .07 1.99 .04  .00 .72 .00
CLB → PC → TI → PE .26 .12 2.13 .03  .03 .72 .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CLB：教練領導行為；PC：心理資本；PE：比賽績效；TI：訓練投入。

表 7　鏈式中介模型迴歸係數

依變數 自變數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誤 t 值 p 值 標準化係數 可解釋變異量

PC CLB 0.92 .17 5.29*** .00 0.59 .35
TI CLB 0.45 .18 2.50** .01 0.21 .61
TI PC 0.88 .13 6.89*** .00 0.64
PE PC 0.27 .15 1.85 .06 0.22 .37
PE TI 0.34 .11 3.08*** .00 0.39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PC：心理資本；CLB：教練領導行為；TI：訓練投入；PE：比賽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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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研究期刊31(2)-04 鄒文篪.indd   75運動研究期刊31(2)-04 鄒文篪.indd   75 2022/12/8   下午 05:03:262022/12/8   下午 05:03:26



蘇榮海　鄒文篪　吳兆欣　張瑞　徐茂洲

76 

一，教練領導行為通過訓練投入的完全中介

作用影響比賽績效；第二，教練領導行為通

過運動員的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鏈式中介

作用影響比賽績效。

然而，國內外較多研究集中於心理資

本對工作投入的影響，少數文獻提出工作

投入反過來也會影響心理資本 ( 鄭林科、

梁國林、楊玉民，2011)，工作投入使員工

具有更加充沛的精力、更具自我效能和心

理韌性 (Liden, Erdogan, Wayne, & Sparrowe, 
2006)，具體就競技運動而言，訓練投入可

能對運動員的心理資本產生影響，訓練投入

的運動員同樣更具充沛的體力、更相信自己

能夠獲勝以及更能戰勝挫折。由此認為，運

動員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存在一種相互作用

的關係。因此，在鏈式中介模型的基礎上，

第三個研究假設是，在教練領導行為和比賽

績效的內在機制研究中，心理資本和訓練投

入是否存在互為中介的作用。

三、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互為因果
關係模型

在鏈式中介模型分析結果的基礎上，

研究假設運動員的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

教練領導行為和比賽績效中起著互為中介

的作用。在鏈式中介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互

為因果關係模型，探討運動員的心理資本

和訓練投入的互動關係在教練領導行為與

比賽績效中的中介作用。採用結構方程建

模，經由自助法修正後得出，χ2 = 7,784.68，

χ2/df = 1.15，RMSEA = .02，TLI (NNFI) = 
.93，CFI = .97，GFI = .93，AGFI = .91。
由此可見，修正後的互為因果關係模型配

適度指標良好 ( 見圖 3)。

圖 3　互為因果關係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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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自助法對互為因果關係模型間接

效果進行分析和 Ratio of the indirect z 法

對中介效果量進行計算得出 ( 見表 8)，心

理資本在教練領導行為與訓練投入之間的

中介 Z = 3.39 (SE = .04)，信賴區間為 [.08, 

.25]，p = .00 < .001，效果量為 .14；訓練

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與心理資本之間的中

介 Z = 2.94 (SE = .10)，信賴區間為 [.15, 

.60]，p = .00 < .001，效果量為 .59；心理

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與比賽績

效之間的中介 Z = 2.82 (SE = .02)，信賴區

間為 [.03, .14]，p = .00 < .001，效果量為 

.00，表示互為因果關係效果存在，研究假

設 H3 成立。互為因果關係模型各變數之

間的迴歸係數和可解釋變異量，見表 9。

互為因果關係模型分析結果發現，鏈式中

介模型得出的結果仍然顯著，除此之外，

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和比

賽績效中互為因果關係。因此，教練領導

行為對比賽績效的影響還通過運動員的心

理資本和訓練投入互為因果關係實現的。

肆、討論

在競技運動領域的研究中，學者們愈

來愈認識到教練領導行為對運動員比賽績

效產生影響的重要性 (Hampson & Jowett, 
2014)。本文通過對田徑專業運動員個體的

研究，進一步揭示這一影響的內在機制，

發現教練領導行為對運動員心理資本和訓

練投入具有正向影響，心理資本對訓練投

表 9　互為因果關係模型迴歸係數

依變數 自變數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誤 t 值 p 值 標準化係數 可解釋變異量

PC CLB 0.49 .15 3.17*** .00 0.28 .42
PC TI 0.29 .04 6.60*** .00 0.35
TI CLB 1.02 .21 4.85*** .00 0.47 .48
TI PC 0.29 .04 6.60*** .00 0.24
PE TI 0.44 .08 5.44*** .00 0.50 .28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PC：心理資本；CLB：教練領導行為；TI：訓練投入；PE：比賽績效。

***p < .001

表 8　互為因果關係模型間接效果分析表

效果 點估計

係數乘積

自助法 1000 次

效果量

Bias-corrected 95% 信賴區間

標準誤 Z 值 p 值 下界 上界

CLB → PC → TI .14 .04 3.39 .00 .08 .25 .14
CLB → TI → PC .29 .10 2.94 .00 .15 .60 .59
CLB → PC → TI → PE .06 .02 2.82 .00 .03 .14 .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CLB：教練領導行為；PC：心理資本；TI：訓練投入；PE：比賽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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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具有正向影響，教練領導行為對運動員

比賽績效的影響除通過訓練投入完全中介

作用以及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鏈式中介作

用外，還通過運動員的心理資本和訓練投

入互為因果關係實現的，即教練領導行為

通過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之間互為因果關

係，進而影響運比賽績效。

一、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並行中
介作用

本研究結果發現，教練領導行為不直

接影響比賽績效，是通過運動員的心理資本

和訓練投入的完全中介實現對比賽績效的影

響，這個研究結果可以通過資源保存理論的

整合資源觀 (integrated resource model) 進行

詮釋。Hobfoll (2011) 將資源陣列通道定義

為支持、孕育、豐富、保護資源，或減損、

破壞、阻斷、枯竭資源的外部環境。他認

為，個體擁有的資源是在其成長過程中逐漸

積累起來的，資源的種類、品質、數量及增

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環境條件，包

括所在的家庭、社區與文化情境 (Hobfoll, 
2011, 2012a, 2012b)。Westman (2001) 借鑑

交互模型 (crossover model)，以組織情境為

依託，討論了一種新的資源機制—資源

的人際流動。他們指出，組織中的資源分享

與交換是現代社會中個體獲得資源積累與發

展的重要通道 (S. Chen, Westman, & Hobfoll, 
2015)。教練領導行為是一種對運動員有價

值的社會資源，對運動員來說，可以產生心

理資本和訓練投入自有資源增量。成功的教

練領導行為應當給運動員提供一個共用的資

源市場，並通過管理機制促進積極資源的內

部交易與流動，給運動員製造資源獲得與增

長的機會，以此激發員工積極投入 ( 而非保

存 ) 來實現比賽績效的增長，通過獲得螺旋

發展員工與組織的抗風險能力。

Hobfoll (1998) 認為個體對組織的情感

依戀或承諾是源於組織為其提供了有價值

的社會資源，如組織支援等。那麼，高承

諾或高情感依戀的員工則更願意同組織榮

辱與共，積極主動地維護企業的良好形象 
(Mowday, Porter, & Steers, 1982)，以此作為

對組織支援的回報。在競技體育情境而言，

亦是如此。運動員需要主動從外在環境中

獲取資訊，這些資訊包含訓練效果、賽前

狀態和過去比賽表現等。教練作為該類型

資訊的重要資訊源，運動員也需要主動通

過和教練保持良好的溝通和互動來維護雙

方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從教練那裡獲得社

會支持 (Luthans, Avey, & Patera, 2008)，有

助於提升運動員的心理資本和和訓練投入，

運動員也會努力提升比賽績效回饋教練的

付出。這種交換體現的是一個動力學概念 
(Hrebiniak & Alutto, 1972; March & Simon, 
1958)，即運動員將教練領導行為視作組織

提供的一種「資源」，該資源為運動員注

入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動力，激發其對

組織的績效承諾。本研究結果進一步識別

了運動員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創造比賽

績效過程中的重要性，恰恰表明，教練不

應該只看重運動員比賽結果，而應該更多

關注自身領導行為對運動員心理內外部變

數 ( 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 ) 是否帶來積極的

增益效應。運動員創造好的比賽績效是一

個艱苦的動態過程，作為教練應該給予運

動員更多內外部資源的支持，以此提升比

賽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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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到工作投入，資源保存理論指出，

資源豐富的個體更有可能帶著能量和熱情

趨向他們的工作，因而表現出更高水準的

工作投入 (Gorgievski & Hobfoll, 2008)。訓

練投入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張忠秋 (2012) 
甚至將訓練投入納為測量運動員心理健康

水準的重要指標，得分愈高愈能反映運動

員身上所具備的樂觀向上、頑強拼搏、堅

韌不拔等積極品質，而這些品質也將成為

影響運動員比賽績效和日後行為走向的關

鍵因素。目前，教練大多以錦標主義為導

向、過於重視競技成績，導致運動員對個

體資源的獲取時出現認知侷限，進而使得

運動員內部需求和主體能動性下降，從而

導致被動訓練等不良現象的發生。成功的

教練領導行為會為運動員提供更好、更全

面的個體資源，並通過管理機制促進積極

資源在組織內部進行交易與流動，給運動

員製造資源獲得與增長的機會，使運動員

始終處於高品質的訓練暴露環境中。無論

從激勵機制、社會支援，還是創造良好訓

練環境上，運動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訓

練中 ( 高品質完成訓練任務、接觸更多的

訓練或賽事資訊等 )，而更多精力的投入有

助於運動員比賽績效的提高。

二、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鏈式中
介作用

本研究結果發現，運動員心理資本和

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和比賽績效之間

起到了鏈式中介效果。這一研究結果在前

文研究結果基礎上進一步說明瞭運動員心

理資本和訓練投入這兩個心理內外部變數

之間的關係，為分析運動員心理資本、訓

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與比賽績效的作用

效果提供了系統的解釋說明和實證研究依

據。根據資源保存理論的觀點，擁有更多

資源的個體會進一步觸發資源的增值螺旋，

進而帶來積極效應 ( 余志遠，2022)。個體

不僅會盡力維持和保護他們已有的資源，而

且還會盡力獲取和發展新的資源 (Hobfoll, 
1989)。在獲取和發展新資源方面，相對於

個人資源池中擁有較少資源的個體而言，

那些個人資源池中擁有更多資源的個體不

僅不容易遭受資源損失，而且更有能力獲

取新的資源 (Hobfoll, 2011)，從而表現出更

少的壓力和倦怠，更多積極的心理狀態和

行為 (Halbesleben & Wheeler, 2008)。

心理資本是個人資源池中的一種重要

資源，也是促進個人成長和績效的積極心

理能力 (Sweetman & Luthans, 2010)。由於 
心理資本已經被證明是在現代這種動盪、

要求不斷提高的職業環境中，員工形成積

極心理狀態和行為的關鍵個人資源 (Avey, 
Reichard, Luthans, & Mhatre, 2011)。因此， 
根據資源保存理論，教練通過實施領導行

為，充裕運動員的心理資本，心理資本強的

運動員在工作中不容易遭受資源損失，更 
有可能進行資源再投資以獲取新的資源， 
從而表現出高的工作投入。另外，Sweetman  
and Luthans (2010) 指出，心理資本還會以

協同作用的方式更有效地發揮價值，從而

提升員工的工作投入。教練領導行為在心 
理和行動上給運動員提供支援、理解和鼓

勵，滿足運動員對安全感、歸屬感等的情

感需要。基於互惠原則，運動員產生有義

務回報教練的責任感，有助於消除訓練中 
的負面情緒和增強運動員的心理資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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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資本這一內部資源對運動員產生潛在的

激勵性，並能很好地促使運動員積極地投

入訓練，進一步產生比賽績效。

從以往組織行為學的研究來看，國外

幾項橫斷面的研究顯示，自我效能、樂觀

等心理資本要素能顯著提升員工的工作投 
入。Schaufe l i  and  Sa lanova  (2007)、
Xanthopoulou, Bakker,  Demerouti ,  and 
Schaufeli (2009) 的研究均顯示，自我效

能感高的員工具有更高水準的工作投入；

Barkhuizen, Rothmann, and van de Vijver 
(2015) 的研究發現，樂觀與工作投入顯著

正相關；S.-L. Chen (2015) 還考察了整體

心理資本對員工工作投入的影響，結果顯

示，整體心理資本對於提升員工的工作投

入水準具有顯著的作用。以上研究，為競

技體育領域中運動員心理資本顯著預測訓

練投入提供了重要的實證支援。教練是提

供給運動員社會支援的重要角色，是運動

員重要的社會資源之一。教練通過有效的

領導行為能夠提供給運動員良好的心理資

源，並通過管理機制促進積極資源的內部

交易與流動，從而激發訓練動機驅動過程 
(motivation-driven process)，提升運動員

內在的訓練動機，使訓練更加投入，最終

會獲得積極的比賽績效。本研究還發現心

理資本能夠提升運動員的訓練投入，運動

員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和

比賽績效之間起到了鏈式中介效果。影響

訓練投入的因素除了教練領導行為這樣的

外在情境因素 (contextual factor) 以外，運

動員的心理資本同樣會影響到訓練投入。

教練要努力提升運動員的心理資本，還要

防止負面的訓練效果而造成的運動員心理

資本的流失。例如，在提升運動員對良好

比賽績效希望感方面，在訓練中結合運動

員的自身特點對其運動能力、心理狀態、

技戰術水準做出客觀的評估，能夠讓運動

員認識到自身目前的競技狀態以及未來可

以通過自身努力所能達到的訓練效果和比

賽成績。

三、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互為因果
關係

本研究從個體層面，進一步揭示了教

練領導行為對比賽績效影響的內在機制，

發現教練領導行為對運動員比賽績效的影

響除通過訓練投入完全中介作用以及心理

資本和訓練投入鏈式中介作用外，還通過

運動員的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互為因果關

係實現的。具體來說，教練領導行為透過

訓練投入完全中介以及依次透過心理資本

和訓練投入的完全中介影響比賽績效，訓

練投入反過來又會影響心理資本，從而影

響比賽績效。個體對自己態度、情感和其

他內在狀態的認知是根據他們對自己的外

顯行為和該行為發生的環境進行觀察而推

斷出來的。內在的線索是模糊不清的，因

此個體就要站在外界觀察者的角度依據外

部線索來推斷個人的內在狀態 ( 高地、高

佳，1997)。可見，訓練投入在提升比賽績

效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運動員在

訓練中投入的精力愈多，就會對提升競技

水準更有信心，對訓練和比賽保持積極樂

觀的態度，對獲取良好的比賽績效更加期

待，從而提升心理資本水準，出於高水準

的心理資本又會使運動員更多的投入到訓

練中去，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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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保存理論認為，初始資源獲得

會導致更大的收益，進而產生資源增值循

環，相反地，初始資源損失也會引起更

多的資源損失，進而形成資源喪失循環 
(Halbesleben et al., 2014; Hobfoll, 1998)，
即資源之間存在相互的因果關係 (Hakanen, 
Perhoniemi, & Toppinen-Tanner, 2008)。
以往已有實證研究支持這一觀點，如

Halbesleben et al. (2014) 證實，人際公民

行為 ( 資源投入 ) 能夠促進同事支持，進

而增加同事信任，最終增加人際公民行為  
( 資源投入 )。本研究的結果也發現，心理

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和比賽績

效中互為因果關係。從資源保存理論的視

角來看，運動員會維持和保護已有的資源

並努力獲取新資源 (Hobfoll, Freedy, Lane, 
& Geller, 1990)，其擁有的資源可分為社會

資源和個體資源。其中，教練領導行為屬

於社會資源，心理資本屬於運動員的個體 
資源。教練作為運動員的社會資源的來源，

可以幫助其獲得更多的個體資源。同時，

教練和運動員之間良好地溝通和互動，加

深了雙方的情感聯繫，也會增加運動員從

教練身上獲取資源的動力，並最終促進運

動員心理資本的增加 (Demerouti, Bakker, 
Nachreiner, & Schaufeli, 2001; Hobfoll, 
1989)。運動員的心理資本水準提升之後，

可以作為有效個人資源幫助其在訓練中提

升訓練投入水準。

本研究基於資源保存理論，從資源獲

取、保存和投資的理論視角，重點考察運

動員對內外在心理資源獲得性的感知，揭

示了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獲得性能夠在

教練領導行為對比賽績效的顯著影響之間

實現互動傳遞。資源保存理論認為，個體

具有努力獲得並保存有價值資源的動機，

這些資源包括人格特質、條件、關係等 
(Hobfoll, 2002)。而且，個體對資源損耗敏

感程度高於收益。因此，當感知到資源受

損時，個體會首先採取行動以防止資源損

失，避免陷入喪失螺旋。充滿活力、專注

和奉獻的訓練投入運動員比訓練不投入的

運動員更容易完成訓練和比賽要求，這將

加強運動員對自我能力的信心 ( 自我效能 
感 )，懷揣奪冠的希望，增強對比賽失利

的復原力，並能樂觀地看待枯燥的訓練。

運動員為了防止自身個體資源的喪失，也

會更加積極地投入訓練，以此獲得教練和

運動隊其他成員的認可，使運動員感到受

到尊重 ( 基於組織的自尊 ) 和更加樂觀，

從而提升心理資本水準，有效避免個體資

源的喪失。

教練提供給運動員的心理資源存在著

螺旋增益的過程，即資源較多的運動員擁有

更多地獲取新資源的機會和能力，使資源收

益呈螺旋上升 (Kim, Kim, & Lee, 2020)。在

資源螺旋上升效應下，運動員的心理資本能

正向預測訓練投入，而運動員對訓練的投入

表現為不斷獲取資源收益的過程，訓練投入

的運動員表現出愈來愈多的活力、專注和奉

獻。對於運動員來說，面對競爭激烈的競技

體育，訓練傷病、比賽失利、素質下降等因

素很容易導致個體資源的損失。由於資源獲

得增長的量級與速度均小於資源損失，資源

獲得螺旋的發展通常更小、更慢。對個體心

理和行為的改變來說，資源損失比資源獲

得具有更大的影響力。資源損失啟動壓力

進程，隨著壓力螺旋的反覆運算，個體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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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能動用以補償損失的資源漸次減少，損失

螺旋的量級與動能隨之不斷增強 ( 廖化化、

黃蕾、胡斌，2022；Hobfoll et al., 2018)。
相比於資源收益，運動員對資源喪失更加敏

感，為此他們會及時評估現有的資源狀況和

未來資源收益或喪失能力，而採取行動保護

以及極力提升自身的個體資源。所以，就不

難理解，訓練投入水準提升會反過來提升運

動員自我效能感、對未來比賽的美好希望、

樂觀心態以及面對訓練或是比賽逆境的復原

力，即運動員的心理資本。因此，運動員的

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和比賽

績效之間互為因果關係，可能是運動員對個

體資源採取保護的過程，這樣資源的流轉可

能會改變運動員對自我的心理認知和訓練行

為，進一步影響比賽績效。

四、研究限制和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對教練領導行為影響比賽績效

的內在機制進行了深入的考察，不僅證實

了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之間的存在相互影

響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當考慮到這兩者

的相互作用時，教練領導行為不直接透過

心理資本影響比賽績效，心理資本在教練

領導行為和比賽績效之間的完全中介作用

不存在了，而是通過與訓練投入的相互作

用實現對比賽績效的影響。這一發現從理

論上豐富了教練領導行為影響比賽績效內

在機制的研究，同時，本研究也具有重要

的實踐價值，欲提高運動隊的比賽績效，

除了維護和提升運動員的心理資本之外，

促使運動員訓練積極的投入顯得更為重要。

本研究中存在一些侷限，需要在以後

的研究中進一步完善。第一，研究採用問 
卷法，儘管研究採用中國大陸田徑協會全

國田徑競賽執行資訊系統公布的比賽資

料，避免研究參與者僅憑回憶填答問卷，

問卷資料更加真實可靠，且所用量表具有

較好的信效度，但回收的比賽績效資料仍

停留在過去的比賽績效。未來的研究可以

事先選擇研究參與者，再追蹤這些研究參

與者參加重點賽事的比賽績效，如此比賽

績效的資料會更加客觀。第二，本研究在

資料收集的過程中採用了橫截面 (cross-
sectional) 的方法，這是由於受到資源和

時間的限制。未來的研究中可以採用縱

向 (longitudinal) 的研究方法進行資料收

集，通過追蹤調查運動員在其運動生涯週

期中的不同級別賽事的比賽成績，分析教

練領導行為對其心理資本、訓練投入和比

賽績效的影響，嘗試以潛在分數改變模型

Latent Curve and/or Change Score Models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等相關分析的方式， 
來進一步解答互為因果關係的研究問題，

以完善本研究的結論。第三，本次研究

的運動員都集中在田徑領域，未來的研

究中還可以拓展到其他競技體育比賽項目

中，考察足球、籃球和排球等這樣的團隊

體育項目，探討特定的領導風格或領導行

為對運動員個體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影

響，以此來檢驗教練的領導行為在不同情

境下對運動員個體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所

發揮的作用。第四，教練自身的心理資本

水準對其帶領的運動員的心理資本也會產

生影響，所以未來也可以嘗試檢驗教練和

運動員之間心理資本的關係。第五，人們

獲取的社會關係資源以及獲取個體資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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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到動機、行為和個性的影響，個體人

格特質在構建社會關係環境以及獲取個體

資源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運動員的個體

特質例如運動員的主動型人格 (proactive 
personality) 的差異使其回應教練領導行為

時可能產生不同的效果。未來的研究可以

考慮將運動員的人格特質作為調節變數，

檢驗運動員的個體性格差異對教練領導行

為所發揮的調節效果。

伍、結論

一、 教練領導行為不直接影響比賽績效，

是通過運動員的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

的完全中介實現對比賽績效的影響。

具體來說，教練具備一定的體育專業

技術能力、素質與職業操守，在運動

員實現比賽績效目標的過程中，運用

領導技術提供充分的資源與支援，通

過積極溝通與指導來培養和開發運動

員的智慧和潛能，改善運動員的心理

資本，同時激發運動員積極的訓練態

度和行為，提升運動員個體或組織的

比賽績效。

二、 教練領導行為除通過訓練投入的完全

中介作用影響比賽績效，也通過運動

員的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的鏈式中介

作用影響比賽績效。具體來說，教練

通過與運動員建立彼此依賴的關係，

以及有效的溝通方式，由內而外的激

發運動員，除幫助其獲取新的運動技

能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促使運

動員產生高績效的心理力量，進而實

施積極的訓練投入行為，最終影響比

賽績效。

三、 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在教練領導行為

和比賽績效之間互為因果關係，教練

領導行為對比賽績效的影響還通過運

動員的心理資本和訓練投入互為中介

作用實現的。具體來說，教練領導行

為會通過影響運動員的個人資源水準，

進一步影響比賽績效，而心理資本和

訓練投入作為個人資源，都是一種特

質兼狀態的變數，可以在相對較短的

時間內產生共生效應，心理資本會影

響訓練投入，反過來，運動員對自我

身分和從事行業的認同、重視的程度，

以及行動上積極主動參與訓練的態度

和行為也能預測其心理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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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Coaches provide comprehensive guidance to influence athlete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greatl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thletes’ psychological capital, training engagement, and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Method: A total of 413 track and field athlet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Hypotheses were 
test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sults: First,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positively 
influences athlete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raining engagement. Seco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further positively influences training engagement. Third, training engagement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athletes’ psychological 
capital. Fourth,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raining engagement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Fifth,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training engagement. 
Sixth, training engagement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athletes’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nclusion: First,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influence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athlete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raining engagement 
indirectly and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training engagement fu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athletes’ 
psychological and training engagement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ch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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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and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serially. Third, there is two-way caus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raining engagement. The impact of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on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is in nature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cycle between athlete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raining engagement.

Keywords: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wo-way causation 
model, random sampling, confidence 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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