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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大專原住民運動員之運動熱情與阻礙因素

之差異性及相關性。方法：以全國各大專院校原住民運動員為受試

者來源，共計 206名(男性 126位、女性 80位)，平均年齡為 20.66 

± 1.82 歲。施以中文版運動熱情量表及阻礙因素量表，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森績差相關進行統計分析。結

果：一、男性選手強迫式熱情顯著高於女性選手；二、不同運動項

目之選手的運動熱情沒有顯著差異；三、不同每週訓練時數中訓練

時間長的選手運動熱情比訓練時間短的選手高；四、不同地區族群

受試者當中，東部地區的調和式熱情比北部地區高；五、與家人同

住及住學校宿舍者的運動熱情皆比在外租房者高；六、不同運動層

級選手調和式熱情與強迫式熱情皆達顯著差異；七、不同每週訓練

時數者的個人內在、個人外在、經費設備子向量達顯著差異，訓練

時間短的選手阻礙因素會比訓練時間長的選手高；八、不同性別、

運動項目、族群、居住狀況、運動層級者的阻礙因素各子向量沒有

顯著差異；九、調和式熱情與個人外在及成就需求都呈現顯著負相

關，而強迫式熱情與成就需求有顯著負相關，與經費設備方面則呈

現顯著正相關。結論：應降低選手的阻礙因素並且提升運動熱情，

來增加並延續原住民運動員培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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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國內外競技運動舞臺的表現中，原住民選手的運動成就常是備

受矚目之焦點，且在許多國際運動會中皆有多位原住民選手獲選為

國家代表隊及為國爭取相當優異之獎牌，如最早期臺灣第一位奧運

獎牌田徑選手楊傳廣、至田徑新秀陳傑與楊俊翰等（張永政、王國

慧、陳天文，2017），2004 年的雅典奧運中華棒球代表隊 40%的原住

民選手等（范萬宇，2006）；由此可證明原住民在我國競技運動場上

扮演重要角色。而原住民體育表現之所以能夠如此優秀，常被認為

是從祖先為求生存而流傳下來的技藝下孕育而成的，如阿美族的獵

魚、狩獵，在各項祭典中衍生的競賽，以及像卑南族的摔角、射箭

等，都是融合了歷史文化背景與體育競技所衍生出的表現。 

    熱情是人們對於自己喜愛的、認為重要的事件或活動所產生的

一種強烈傾向，使個體願意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去從事該項活動 

（Vallerand et al., 2003）。Vallerand 等（2003）指出個體對於

喜愛活動的認同會因內化歷程而有所不同，因此發展出二元熱情模

式，細分為調和式熱情及強迫式熱情。調和式熱情是指個體自主內

化特定活動的認同，在自主的情況下個體將熱情內化至個人認同。

強迫式熱情是指熱情源自於他人或個體本身的壓力，個體控制內化

特定活動所形成的認同，同時賦予特定目的（Vallerand et al., 

2003）。但是，過去的研究學者曾經提到，運動員熱情（passion）

可能是運動員倦怠的前置因素（Kent et al., 2018；Raedeke & 

Smith, 2001），而導致運動阻礙。 

    影響運動的阻礙因素非常的多，例如：時間、金錢、工作、興

趣、能力等，個人在從事運動過程中遇有阻礙因素時，可能會產生



影響或改變運動行為與運動經驗之結果，將這個關鍵因素做整體的

瞭解後，規劃出一個完善的策略，才可能使其運動項目有更好的發

展（郭明義，2014）。歸納上述文獻可知，原住民族常具有適合發展

體育的優勢背景，擁有優異的運動基因與潛能，故本研究將探討了

解不同背景變項大專原住民運動員，對於專項運動的運動熱情與阻

礙因素之間的關係，並經由研究結果，來增加並延續原住民運動員

培育發展，供相關單位作為規劃與評估的參考依據，此乃本研究之

主要研究背景。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運動項目、每週訓練時數、族群、

居住狀況、運動層級）之大專原住民運動員的運動熱情之差異性。 

二、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運動項目、每週訓練時數、族群、

居住狀況、運動層級）之大專原住民運動員的阻礙因素之差異性。 

三、探討原住民運動員運動熱情與阻礙因素之相關性。 

貳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國內各大專院校原住民選手為研究

對象，共發出 206份問卷，其中紙本問卷 65 份、電子問卷 141 份，

回收有效問卷 20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達 100%。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問卷，共包含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個人

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運動熱情量表，第三部份為阻礙因素量表。

運動熱情量表是引用李炯煌、季力康與彭涵妮（2007）之運動熱情

問卷。依據 Vallerand 等人（2003）編制的量表所發展出的中文版



運動熱情量表，此量表分成兩個向度來測量運動熱情，包括調和式

熱情及強迫式熱情兩向度，一共有 14題，每個向度 7題，對應題號

如下：調和式熱情為第 1 至第 7 題，強迫式熱情為第 8至第 14 題。

每個子向量的計分方式各子向量平均得分，即各題目所得分數相加

後除以題數所得之數值。 

    填答方式採 Likert 七點量尺計分，答題方式為「非常不同意

（1）」到「非常同意（7）」，根據李炯煌等人（2007）研究指出，此

運動熱情量表在整體的適配度、信度以及區別效度方面都有良好的

信效度。信度方面，兩個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84

及 .88，顯示此運動熱情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及效度。 

    阻礙因素量表依據鄧人慈與王建畯（2014）「新北市國中角力運

動代表隊選手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研究」問卷，與專家學者討論

後採用並修改成「阻礙因素量表」，使用問卷之同意書如附錄四所

示。填答方式採李克特式（Likert-style）五點計分法量表給予填

答計分，共 27 題，每題從「非常同意」、「同意」、「沒意見」、「不

同意」、至「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4、3、2、1 之分數。得分

越高，表示受試者阻礙因素越高，得分越低，則表示受試者阻礙因

素越低。 

    問卷阻礙因素量表各構面之題目敘述，「個人內在」由問卷第 

1-5 題構成、「個人外在」由問卷第 6-15 題構成、「成就需求」：由

問卷第 16-21 題構成、「經費設備」：由問卷第 22-24 題構成、「支

持程度」：由問卷第 25-27 題構成。在信度方面，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個人內在」α= .86，「個人外在」α= .90，「成就需

求」α= .87「經費設備」α= .88「支持程度」α= .65，均達可接

受水準，總量表 α值則達 .95。本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及效度。 



三、資料處理與分析方法 

    施測完成後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整理，全部資料以 SPSS 中文版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一、使用獨立樣本 t 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大專原住民運動員

之運動熱情與阻礙因素之差異情形。 

二、使用皮爾森積差相關探討大專原住民運動員之運動熱情與阻礙因

素之關係。 

三、本研究之統計考驗水準定為α= .05。 

參、結果與討論 

一、受試者描述性統計資料 

    在 206 名受試者中，以男性居多，佔 126 位，女性佔 80 位，平

均年齡為 20.66 ± 1.82 歲，運動項目分類為陸上運動 62 位、水上運動

7 位、球類運動 95 位、技擊運動 42 位，族群分類為北部地區 41 位、

南部地區 32 位、東部地區 133 位，居住狀況以住學校宿舍最多，其

次依序為在外租房、與家人同住，運動層級國際賽事 11 位、全國賽

事 96 位、一般組賽事 42 位、社團性質賽事 57 位。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專原住民選手運動熱情之差異分析 

    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專原住民選手運動熱情的差異情形中運動項

目並無明顯差異，而在性別、每週訓練時數、族群、居住狀況、運

動層級則有顯著差異，茲就結果與討論敘述如下： 

（一） 性別 

不同性別的選手在強迫式熱情達到顯著差異（t = 2.35, p < .05），

在調和式熱情上未達顯著差異（t = 1.67, p > .05）。男性與女性原住民

選手的運動熱情都以調和式熱情較高、強迫式熱情較低。 

 



（二） 每週訓練時數 

    不同每週訓練時數的原住民選手運動熱情的調和式熱情與強迫

式熱情皆達到顯著差異（p < .05；表 1），再經雪費法事後比較，發現

每週訓練時數 12 小時以上者的強迫式熱情高於未滿 2 小時者，此結

果顯示運動熱情會因每週訓練時數不同有所差異。 

表 1 不同每週訓練時數的受試者運動熱情差異之 ANOVA 摘要表 

子向量 每週訓練時數 個數 平均數 SD F p 事後比較 

調和式熱情 未滿 2 小時 11 6.09 0.88 2.96* .03  

 2～8 小時 96 5.72 1.15    

 8～12 小時 42 5.59 1.23    

 12 小時以上 57 6.16 0.85    

強迫式熱情 未滿 2 小時 11 5.04 1.52 5.38* .00 4 > 2 

 2～8 小時 96 4.69 1.69    

 8～12 小時 42 4.97 1.25    

 12 小時以上 57 5.66 1.07    

*p < .05; 1=未滿 2 小時, 2=2～8 小時,3=8～12 小時,4=12 小時以上 

 

（三） 族群 

    不同地區族群原住民選手運動熱情在調和式熱情達到顯著差異

（F= 4.73, p < .05），再經雪費法事後比較結果，北部地區與東部地區

達顯著差異，且東部地區族群的調和式熱情比北部地區族群高。不同

地區族群的強迫式熱情則未達到顯著差異（F = 2.18, p > .05）。無論

是調和式熱情或強迫式熱情，皆以東部地區族群最高，其次依序為南

部地區、北部地區。 

（四） 居住狀況 

    不同居住狀況族群原住民選手運動熱情在調和式熱情與強迫式

熱情皆達到顯著差異（p < .05；表 2），此結果顯示運動熱情會因居住



狀況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無論是調和式熱情或強迫式熱情，皆以與家

人同住者最高，其次依序為住學校宿舍者、在外租屋者。 

表 2 不同居住狀況的受試者運動熱情差異之 ANOVA 摘要表 

子向量 居住狀況 個數 平均數 SD F p 事後比較 

調和式熱情 與家人同住 38 6.09 0.90 5.30* .01 1 > 2, 

 在外租房 76 5.52 1.22   3 > 2 

 住學校宿舍 92 5.99 1.00    

強迫式熱情 與家人同住 38 5.42 1.33 5.01* .01 1 > 2, 

 在外租房 76 4.63 1.59   3 > 2 

 住學校宿舍 92 5.22 1.41    

*p < .05; 1 =與家人同住, 2 =在外租房, 3 =住學校宿舍。 

（五） 運動層級 

    不同運動層級族群原住民選手運動熱情的差異情形，結果顯示在

調和式熱情與強迫式熱情皆達到顯著差異（p < .05；表 3），一般組賽

事層級選手的調和式熱情與強迫事熱情皆顯著高於其他組別。調和式

熱情排序為社團性質賽事最高，其次依序為、國際賽事、全國賽事、

一般組賽事；強迫式熱情排序為社團性質賽事最高，其次依序為、國

際賽事、一般組賽事、全國賽事。 

表 3 不同運動層級的受試者運動熱情差異之 ANOVA 摘要表 

子向量 運動層級 個數 平均數 SD F p 事後比較 

調和式熱情 國際賽事 11 6.09 0.88 7.19* .00 4 > 1, 

 全國賽事 96 5.72 1.15   4 > 2, 

 一般組賽事 42 5.59 1.23   4 > 3 

 社團性質賽事 57 6.16 0.85    

強迫式熱情 國際賽事 11 5.04 1.52 14.24* .00 4 > 1, 

 全國賽事 96 4.69 1.69   4 > 2, 

 一般組賽事 42 4.97 1.25   4 > 3 

 社團性質賽事 57 5.66 1.07    

*p < .05 ; 1 = 國際賽事, 2 = 全國賽事, 3 = 一般組賽事, 4 = 社團性質賽事。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專原住民選手阻礙因素之差異分析 

    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專原住民選手阻礙因素的差異情形中性別、

運動項目、族群、居住狀況、運動層級並無顯著差異，而在每週訓

練時數則有達顯著差異，茲就結果與討論敘述如下： 

（一） 每週訓練時數 

    不同每週訓練時數對於原住民選手阻礙因素在個人內在、個人外

在、經費設備達到顯著差異（p < .05；表 4），再經雪費法事後比較結

果，發現個人內在、經費設備中每週訓練時數未滿 2 小時者高於 2～

8 小時者，在成就需求、支持程度未達到顯著差異，此結果顯示，原

住民選手的阻礙因素在個人內在、個人內外、經費設備會因每週訓練

時數的不同有所差異。 

 

表 4 不同每週訓練時數的受試者阻礙因素差異之 ANOVA 摘要表 

子向量 每週訓練時數 個數 平均數 SD F p 事後比較 

個人內在 未滿 2 小時 11 2.07 1.50 2.88* .04 1>2 

 2～8 小時 96 1.46 0.57    

 8～12 小時 42 1.56 0.55    

 12 小時以上 57 1.47 0.65    

個人外在 未滿 2 小時 11 2.89 1.22 2.71* .05  

 2～8 小時 96 2.28 0.70    

 8～12 小時 42 2.44 0.62    

 12 小時以上 57 2.46 0.70    

成就需求 未滿 2 小時 11 2.82 1.29 0.54 .66  

 2～8 小時 96 2.54 0.84    

 8～12 小時 42 2.69 0.93    

 12 小時以上 57 2.56 0.83    

經費設備 未滿 2 小時 11 2.55 1.48 3.14* .03 1>2 

 2～8 小時 96 1.72 0.81    

 8～12 小時 42 1.94 0.89    

 12 小時以上 57 1.88 0.83    

支持程度 未滿 2 小時 11 2.00 1.53 1.71 .17  

 2～8 小時 96 1.42 0.70    

 8～12 小時 42 1.47 0.68    

 12 小時以上 57 1.46 0.87    
*p < .05; 1=未滿 2 小時, 2=2～8 小時,3=8～12 小時,4=12 小時以上 



肆、討論與建議 

一、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大專原住民選手在運動熱情之差異比較 

（一） 男性選手強迫式熱情顯著高於女性選手。 

（二） 不同運動項目之選手的運動熱情沒有顯著差異。 

（三） 每週訓練時數中時間長的選手運動熱情比時間短的選手高。 

（四） 不同地區族群中，東部地區的調和式熱情比北部地區高。 

（五） 與家人同住及住學校宿舍者的運動熱情皆比在外租房者高。 

（六） 不同運動層級選手調和式熱情與強迫式熱情皆達顯著差異。 

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大專原住民選手在阻礙因素之差異比較 

（一） 不同每週訓練時數者的個人內在、個人外在、經費設備子向

量達顯著差異，訓練時間短的選手阻礙因素會比時間長的選手

高。 

（二） 不同性別、運動項目、族群、居住狀況、運動層級者的阻礙

因素各子向量沒有顯著差異。 

三、大專原住民運動員運動熱情與阻礙因素的相關情形 

    調和式熱情與個人外在及成就需求都呈現顯著負相關，而在強

迫式熱情與成就需求有顯著負相關，與經費設備方面則呈現顯著正

相關。 

四、建議 

  在運動熱情中，每週訓練時間較高的大專原住民運動員有較高的

強迫式熱情，因此，可以加強其訓練每週訓練時間，以提升原住民

在對於運動中的熱情。本研究是採用問卷調查，建議未來可使用深

入訪談或個案研究等質性研究方式探討，更能有效去了解原住民族

群個體本身的心理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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