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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瞭解國高中學生曲棍球運動之參與情況，應用結構方程模式之分析方

法，針對本研究架構進行路徑係數及配適度分析，探討國高中學生參與曲棍球運動之

升學意向對職涯規劃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研究架構整體模型配適度良好，而國高

中學生曲棍球運動參與者之升學意向對職涯規劃之路徑係數為 0.57，達顯著水準 (p = 
.00)，故假設成立。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提升升學意向及後續相關研究之建議如下：一、

鼓勵曲棍球參與者培養正向積極人生觀，激發繼續升學的意願；二、積極輔導曲棍球

運動學生，進而提升升學意向；三、後續相關研究之建議。期望能夠提供國高中學校

及曲棍球運動推廣相關單位，未來推廣曲棍球運動及鼓勵學生繼續升學之作法與後續

相關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結構方程模式、曲棍球、運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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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人們對健康的追求隨著時代的進步而

開始重視，透過規律運動來保持良好的健

康體適能 (health 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 

蔡俊傑、羅鴻仁，2011)。曲棍球是一項古

老的運動項目，從古代可追溯到幾千年之

前的古埃及，現代的曲棍球運動在 19 世紀

中葉在英格蘭所發展起來的。並在 1908 年

把男子曲棍球運動納入奧林匹克運動會。

現代曲棍球運動已經發展了百餘年，發展

到了世界各地，並在各地迅速的發展。曲

棍球是一項有無氧運動，因此訓練之時應

該要注重體力的鍛鍊；曲棍球運動時不僅

要求運動員的速度，還有反應速度與擊球

的速度 ( 楊慧萍，2014)。曲棍球運動在臺

灣發展已有二十幾年，關於曲棍球相關運

動的研究目前並不多 ( 張家銘、徐欽賢、

曾崑輝，2005)。而曲棍球是一種適合東方

人從事的運動，希冀透過本研究能有機會

讓國人更加認識曲棍球運動，進而對曲棍

球運動產生參與的意願，並達到自我健康

促進的目的。

學校需要加強中學生對運動興趣的

培養，擴大學生運動選手的數量，而中學

生運動員參與運動訓練原因以鍛鍊磨練意

志、為了考大學、鍛鍊身體為主 ( 梁茹，

2012)。學生運動員由於過早投入專業訓

練，以及訓練和比賽時間占據了太多時間，

多數學生運動員在課業學習上落後於其他

同齡人。部分運動員在退休之後，確實希

望能夠有機會進入大學學習，一方面補上

以前落後的課業學習，另一方面在專業理

論上獲得進一步的提升，提升學歷，為以

後的就業能增加籌碼 ( 曾藕元、唐東陽，

2014)。而本研究探討中學生曲棍球選手升

學意向與職涯規劃，希冀能有機會透過本

研究能從瞭解中學生曲棍球選手升學意向；

多鼓勵學生除了曲棍球專業之外多學習其

他專業技能，為將來有機會找到好的工作

做準備。

運動 (exercise) 是指身體的活動。例

如參與曲棍球運動。運動是需要經過不斷

練習才能精進。在現代人們參與運動的機

會較少，導致健康情況不佳的問題日益嚴

重，因此規律性的參與運動開始受到重視。

中學生有規律地參與運動對身體適能的發

展相當重要，因為他們正處於發育的重要

階段。如何能夠透過規律的運動使中學生

能達到身心均衡發展亦是相當重要的。但

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之下並不

重視運動，導致中學生參與運動時間受到

壓縮，隨著政府推行 12 年國教，希冀能夠

減輕中學生課業上的壓力，進而身心能夠

得到均衡的發展。現今社會存在「不會唸

書的孩子才去運動」的思維，因此中學生

在參與運動的態度與意向受到影響，進而

影響到中學生對自身的升學意向與職涯規

劃 ( 陳志福、張榮升、黃正杰，2013)。上

述文獻得知規律運動的重要性，而現今社

會在中學生選擇運動的問題對待上已限制

其發展性，並間接也影響了學生對自己本

身的升學意向及職涯規劃。如何瞭解中學

生曲棍球選手的升學意向對職涯規劃的影

響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因此本研究目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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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較嚴謹的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中學生曲棍

球選手的升學意向對職涯規劃模式。

金樹人、林清山與田秀蘭 (1989) 研究

結果指出學生對目前就讀的興趣越高，對

課程安排態度越正向，未來所學與謀得工

作越相關，對專業訓練會越感興趣，越能

發揮潛力 ( 轉引自李美文、賴美志、林佩

璉、劉珮君，2004)。Lee (1983) 針對高中

選手進行未來職涯規劃探討，影響高中生

職涯規劃的原因包括：家庭社經地位、父

母的影響、種族與學業成績 ( 轉引自黃彥

翔、王瓊霞、彭國平，2014)；彭國平 (2014) 

探討嘉義縣市高中職體育班學生的就讀動

機、學習滿意度對升學意向與職涯規劃的

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結果發現，升學意向

對職涯規劃之 β 值為 .43 (p < .05) 達顯著

水準，因此升學意向對職涯規劃具有顯著

影響成立。劉佳杰 (2017) 探討屏東縣高中

職體育班學生就讀動機，未來升學意向與

職涯規劃之情形。並以 2017 年屏東縣高中

職體育班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

升學意向對職涯規劃路徑係數 0.72 達顯著

影響 (p = .00)。

因此根據上述文獻提出研究假設為中

學生曲棍球選手升學意向對職涯規劃達顯

著影響。

貳、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上述文獻提出研究架構如圖 1。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二、抽樣方法

抽樣於全國協會盃曲棍球錦標賽 2017
年 4 月 12 日至 18 日臺中市梧棲曲棍球場，

球員共有國中男子組 6 支球隊、國中女子

組 6 支球隊、高中男子組 5 支球隊、高中

女子組 4 支球隊共計 346 人。施測前徵求

有意願協助填答問卷者共 300 人，對國高

中組選手進行便利抽樣 300 份，扣除填答

不完整問卷 10 份，共得有效問卷 290 份，

有效問卷率 96.67%。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升學意向與職涯規劃量

表參考彭國平 (2014) 嘉義縣市高中職體

育班就讀動機、學習滿意度對升學意向及

職涯規劃之研究加以修改編成曲棍球選手

升學意向與職涯規劃量表。升學意向量表

共有兩個構面，體育相關構面 3 題原量表

Cronbach’s 信度 .93；非體育構面 2 題原

量表 Cronbach’s 信度 .61。職涯規劃量表

共有兩個構面，公職人員構面 7 題原量表

Cronbach’s 信度 .95；運動相關行業 5 題

原量表 Cronbach’s 信度 .90。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SPSS 進行敘述性統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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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MOS 21.0 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在

驗證模式配適度前，需檢驗構面收斂效度

與區別效度 (Brown, 2006)。

參、結果

一、敘述性統計

全國協會盃曲棍球錦標賽男生 211 人

占 72.8%；女生 79 人占 27.2%，高中 138
人 占 47.6%； 國 中 152 人 占 52.4%。 球

齡 3 年以下占 30.0%；4 ~ 5 年 107 人占

36.9%；6 年以上 96 人占 33.1%，年級部

分三年級 104 人占 35.9%；二年級 101 人

占 34.8%，一年級 85 人占 29.3% ( 如表 1)。

二、收斂效度的驗證

當 驗 證 式 因 素 分 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出現卡方值過大之

時，可以 AMOS 修正指標 (modification 
indices, MI) 找到路徑，並進行模式修正 ( 
徐茂洲，2010；陳順宇，2007)。因此本研

究應用修正指標為刪題原則，刪除 MI 值
過高的題項如運動相關行業 c12。構面的

因素負荷量在 .56 ~ .94 之間；組成信度為 
.79 ~ .96 之間，平均變異數萃取量在 .60 ~ 
.80 之間 ( 如表 2)，均符合標準值顯示本研

究具有收斂效度。

三、區別效度

本研究應用拔靴法 (bootstrap) 信賴區

間法驗證構面間的區別效度，設定在 95%
信心水準下重複估計 1,000 次，計算構面

間相關係數 95% 信賴區間若小於 1 表示構

面間具有區別效度 ( 徐茂洲、潘豐泉、黃

茜梅，2011；張偉豪，2011；Torkzadeh, 
Koufteros, & Pflughoeft, 2003)。估計結果

如表 3。構面之間的信賴區間均小於 1，顯

示兩構面之間具有區別效度。

四、配適度分析

結 構 方 程 模 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樣本數過大卡方值自然

就會大，因此造成 p 值容易被拒絕 ( 徐茂

洲、顏漢平，2013；張偉豪，2011)。因此

Bollen and Stine (1992) 提出應用 bootstrap
修正。由於卡方值變小所有配適度指標均

需要重新估算，結果如表 4，本研究模式

適配度指標均符合分析標準。

五、研究假設檢定

本研究假設：中學生曲棍球選手升學

意向對職涯規劃之路徑係數為 0.57，達顯

著水準 (p = .00)，故假設成立 ( 如表 5 及

圖 2)。

表 1　個人基本資料

分類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11 72.8
女 79 27.2

球齡 3 年以下 87 30.0
4 ~ 5 年 107 36.9
6 年以上 96 33.1

組別 高中 138 47.6
國中 152 52.4

年級 三年級 104 35.9
二年級 101 34.8
一年級 85 29.3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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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收斂效度檢定資料彙整表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模型參數估計值 收斂效度

非標準化因

素負荷量

標準誤

(S.E.) t-value
標準化因

素負荷量 SMC CR AVE
體育相關 g1 1.00 .63 .40 .82 .61

g2 1.23 .12 10.57*** .76 .58
g3 1.44 .14 10.00*** .93 .86

非體育 g5 1.00 .56 .31 .74 .60
g4 1.69 .21 8.09*** .94 .88

公職人員 c1 1.00 .78 .61 .96 .75
c2 1.12 .07 17.07*** .88 .77
c3 1.11 .07 16.91*** .87 .76
c4 1.09 .06 16.89*** .87 .76
c5 1.09 .06 17.56*** .89 .79
c6 1.12 .06 18.09*** .91 .83
c7 1.11 .07 16.85*** .87 .76

運動相關 
行業

c8 1.00 .86 .74 .94 .80
c9 1.01 .05 19.05*** .85 .72
c10 1.10 .05 22.61*** .93 .87
c11 1.07 .05 22.40*** .93 .87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AVE：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p < .001

表 3　Bootstrap相關係數 95%信賴區間表

參數 估計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下界 上界 下界 上界

職涯規劃  升學意向 .67 .48 .81 .50 .83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表 4　模式適配指標一覽表

適配指標 標準值 結果 模式配適判別

χ2 愈小愈好 145.32 通過

χ2/df < 3 1.47 通過

GFI > .9  .97 通過

AGFI > .9  .95 通過

RMSEA < .08  .04 通過

TLI (NNFI) > .9  .99 通過

CFI > .9  .99 通過

NFI > .9  .97 通過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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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研究結果討論

本研究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在有效樣

本數中，以男性、國中學生為主，推論其

可能原因為國高中階段的學生血氣方剛，

特別喜愛刺激性高的劇烈運動，而曲棍球

運動的高張力與激烈性，正符合此階段的

男性學生所喜愛。而在研究架設之升學意

向對職涯規劃模式中，中學生曲棍球選手

升學意向對職涯規劃之路徑係數為 0.57*，
達顯著水準，故假設成立。此研究結果與

彭國平 (2014) 針對高中職體育班學生進行

探討；劉佳杰 (2017) 屏東縣高中職體育班

學生等研究結果相符合。推論其可能原因

為國高中學生曲棍球運動參與者，對於曲

棍球運動有較高程度的涉入，藉由運動的

參與過程提升了自信心與正向積極的人生

觀，因此對於未來升學之意向有清楚的目

標，反映在升學意向中未來畢業後想要繼

續就讀體育相關學系選項。亦由於具有正

向積極人生觀的態度，國高中曲棍球運動

參與者能清楚設定未來的人生目標，更而

影響到未來之職涯規劃。

伍、結論

本研究目的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探討

全國協會盃曲棍球錦標賽中學生升學意向

對職涯規劃模式，本研究結果收斂效度、

區別效度皆符合結構方程模式要求，配適

度指標均符合標準。而從本研究中可以發

現，在升學意向構面中，無論是體育相關

表 5　研究假設之實證結果一覽表

假設 路徑關係 路徑值 CR p 假設成立

1 職涯規劃  升學意向 0.57 8.66* .00 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圖 2　中學生曲棍球選手升學意向對職涯規劃模式之統計模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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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非體育變項中之升學非體育相關學

系，都較選擇不升學而直接就業的學生來

得多。故而鼓勵國高中曲棍球運動參與者

在畢業後繼續升學，藉以提高中學生之升

學意向，對於未來職涯規劃具有正向之幫

助。

陸、建議

經本研究結果得知，研究假設成立。

因此透過提升升學意向可增加職涯規劃。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為強化升學意向，提出

以下具體建議。

一、	鼓勵曲棍球參與者培養正向積
極人生觀，激發繼續升學的意
願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高中生曲棍球運動

參與者之升學意向構面中以繼續升學之意

願較高，因此鼓勵國高中學生畢業後繼續

升學，不僅可提升曲棍球參與者的升學意

向，亦可進而正向影響未來的職涯規劃。

因此本研究提出「鼓勵曲棍球參與者培養

正向積極人生觀，激發繼續升學的意願」

建議，學校曲棍球隊教練及相關推廣人員

在日常訓練或其他課程場合，透過鼓勵學

生訂定未來的人生發展目標，激發學生先

在求學階段打好基礎，畢業後能往更高的

教育階段進行學習，進而提高畢業後繼續

升學的意願。更藉由將來更專門的教育學

習，能更清楚的進行職涯規劃，朝向心中

設定的人生目標前進。

二、積極輔導曲棍球運動學生，進
而提升升學意向

本研究結果發現曲棍球運動參與者

中，亦有選擇不升學而直接就業的學生。

若要提高升學意向進而正向影響職涯規

劃，可藉由改變學生的升學觀念，增加繼

續升學之意願，進而提升升學意向。因此

本研究提出「積極輔導曲棍球運動學生，

進而提升升學意向」建議，教練或是老師

可以積極瞭解這些不升學學生之背景因

素，包含家庭、經濟或個人因素影響升學

意願，除了協助學生完成平常的曲棍球運

動訓練課程，更進一步幫助學生解決影響

升學意願之因素，輔助學生分析瞭解選擇

繼續升學對於未來生涯的正向影響，鼓勵

學生增加畢業後繼續升學之意願。藉由提

升曲棍球運動學生之升學意向，進一步正

向影響職涯規劃。

柒、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一、研究限制

Lee (1983) 針對高中選手進行未來職

涯規劃探討，研究結果指出影響高中生職

涯規劃的原因包括：家庭社經地位、父母

的影響、種族與學業成績。然家庭社經地

位、父母的影響、種族與學業成績等四個

變項屬於類別變項，受限於結構方程模型

適合探討連續變數之間的關係，故 SEM 中

無法當作自變項進行統計分析，因而無法

得知家庭社經地位、父母的影響、種族與

學業成績對中學生曲棍球運動參與者之升

學意向對職涯規劃之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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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針對 2016 年全國曲棍球錦標

賽國高中組學生進行探討，結果顯示國高

中學生曲棍球運動參與者之升學意向會正

向影響職涯規劃，建議後續相關研究者可

增加縱貫性的研究，進行長時間的追蹤探

討，進一步瞭解國高中曲棍球運動參與者，

未來畢業後選擇繼續升學或是直接就業之

情況，釐清升學意向及職涯規劃對未來實

際從事職業之關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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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ockey, appl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alysis method, the path coefficient 
and fitness analysis are carried out for the research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chool hockey to career planning inten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model of the research framework was well matched, while the 
path coefficien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entrance intention in hockey to career planning 
was 0.57*, reaching significant level, so the hypothesis was set up.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intention of further study as 
follows: (1) Encouraging hockey players to develop a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stimulate the 
willingness to future studies; (2) Actively guide hockey sports students, further raise entrance 
intention; (3) Recommendations for follow-up related studies.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future practice of promoting hockey and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further studies for the senior 
high school and hockey sport promotion related units.

Keywor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hockey, sports participation




	運動研究期刊27-2 02 邱懋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