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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緒論：旨瞭解國內大專跆拳道選手成就目標及自我效能之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

法，研究對象為 202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選手 128人，包含公開組 87人、一

般組 41人。以描述性統計呈現選手的基本資料，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性別、年級、組

別在各構面中的差異，並以皮爾遜積差相關統計方法進行成就目標取向構面及自我效能

構面分析。結果：一、大專跆拳道男性在成就目標取向的「精熟取向」及自我效能均高

於女性，且呈現顯著差異。二、大專跆拳道高年級生在自我效能也均優於低年級生，且

呈現顯著差異。三、不同參賽組別對成就目標取向僅在「表現避免」呈現顯著差異，而

自我效能部分則均無呈現差異性。四、成就目標取向的「精熟取向」及「社會贊同」對

自我效能均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現趨近」對「個人對技能的知覺」呈現顯著正相關、「表

現避免」對「生理上的信心能力」呈現顯著正相關。結論：研究顯示，透過成就目標取

向與自我效能可以促進選手更加了解自身狀況，偏向精熟取向者較以動作精熟為目的，

偏向表現取向者以超越他人或不要成為最後一名為主，亦可藉由此取向來提高自身自我

效能，產生更高持續參與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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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2004年臺灣在雅典奧運跆拳道競賽項

目勇奪國內首金後，便掀起一股學習熱潮，

且在每次的亞奧運等重要國際賽會上，跆

拳道也成為熱門的奪牌項目之一 (王元聖，

2010)，但想要前進亞奧運競技殿堂甚至成

功奪牌並非簡單之事，在千錘百鍊的訓練

下，有著堅定獲勝的心理意志，才可能爭

取勝利光耀門楣。 

決定運動員在場上的優異表現和成就，

有三大重要因素，心理  (mental)、技術 

(technical) 及體能 (physical)，而競賽時表

現的優劣，取決於運動員當下心理狀態的

能力 (林清和，2001)。季力康等 (1995) 指

出，在運動選手訓練的過程中，其心理之

內在動機與目標，是提升選手訓練成效與

運動表現影響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在運動

競爭中，對於個人或是團隊而言，擊敗對

手贏得勝利的主要心態在成就目標取向裡

又稱表現取向；反之不論輸贏，努力超越

自我，此種心態在目標取向裡則稱為精熟

取向 (黃巖壕，2019)。 

在此成就目標取向中與之相關的是自

信心，Bandura在1977年指出對自己的動作

所產生出的優越感 (張永進，2004；賴素

玲，2012)，不吝嗇的表現出來，不但能幫

助選手完成目標與工作之外，也對個人在

正面情緒、個人專注，設定目標等有幫助 

(邱政鋒，2011)。個人能否在一水平上完

成某一任務所具有的能力判斷、信念或主

體自我把握與感受，其中包括了四大因素：

掌握經驗、取代經驗、言語勸導及生理與

情緒狀態，這可做為自信心的強度基礎，

也稱為自我效能。在運動情境中對於個人

獲得成功之能力所持有的信念或程度 (許

浩文、季力康，2019)。在運動心理學中提

到自信心也會影響運動的表現能力，其中

在自信心的概念中以Bandura (1977) 所提

的自我效能是常被作為研究的理論之一，

在自我效能理論中Bandura的觀點，「自我

效能」即是自我對執行某項工作能力的判

斷，這能力的判斷將會影響自我本身的認

知、動機、情緒及選擇 (孫志麟，2005)。

所以個人的表現不僅須視其技能與知識而

定，也須視他對自己能力的自信程度而定，

當對自身能力有信心時，所感受到的自我

效能感也較佳，精熟取向藉由熟練動作來

提升自信心，表現取向則透過比賽獲勝來

提升，而許瓊云等 (2003) 指出運動目標

取向不但會影響自信心來源，甚至會直接

影響運動表現，進而選擇挑戰目標。 

國內跆拳道已成為國家體壇競技發展

重點之一，在各大賽事皆能看到我國選手

參賽爭取金牌。由此可知臺灣跆拳道技術

及成績等在近年來有已累積相當的實力，

但往往在關鍵賽事或緊要關頭時選手的實

力會因本身心理的狀況而有所改變，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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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級高水準競賽中，各國選手之生理及技

戰術等因素相距較小，而選手臨場的心理

表現，往往才是決定比賽勝負的重要關鍵。

因此，本研究透過大專跆拳道選手的成就

目標取向與自我效能加以探討，進而了解

大專跆拳道選手其成就目標取向與自我效

能取向及差異情形，並探討成就目標取向

與自我效能之關係。 

綜合上述論點，本研究目的為：一、

瞭解不同性別大專跆拳道選手知覺成就目

標取向及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二、瞭解

不同年級大專跆拳道選手知覺成就目標取

向及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三、瞭解不同

參賽組別大專跆拳道選手知覺成就目標取

向及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四、成就目標

取向及自我效能之相關係數分析。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受試者主要為 2020 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選手為研究對象，由

研究者親自到場隨機給予問卷，並以

google 電子表單掃 QR 碼方式發放，共發

放問卷 150 份，回收有效問卷 128 份，剔

除無效問卷 22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5.3%。 

本研究受試者皆了解並同意研究內容

說明及簽署受試者同意書後方始確認參與

本研究計畫。參與問卷填答時間為 2020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4 日。參與受試者為

128 名 (52 名女性，76 名男性)，其餘數據

詳如表 1 所述。 

 

表 1  基本資料 

變數名稱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76 59.4 

 女性 52 40.6 

 總計 128 100.0 

年級 大一 19 14.8 

 大二 21 16.4 

 大三 18 14.1 

 大四 70 54.7 

 總計 128 100.0 

參賽組別 公開組 87 68.0 

 一般組 41 32.0 

 總計 128 100.0 

 

二、研究工具 

    本量表以探索式因素及信度分析，檢

測問卷之信效度，(一) 效度分析：以主成

份分析，因素轉軸為最大變異法，特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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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大於 1，因素負荷量大於 .5 。邱皓

政  (2010) 解釋  Kaiser-Meyer-Olkin 值

在 .70 以上為佳；(二) 信度分析：檢定標

準以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值) 

整體量表信度係數大於 .80 以上、分量表

信度係數在 .60 以上，為有效之信度 (吳

明隆，2011)。上述條件為本研究量表以信

效度分析檢定條件為準，未達標準者予以

刪題。 

(一) 成就目標取向量表：蔡俊賢 (2012) 

修編李烱煌等 (2005)「成就目標問卷」，

目的為測量參與者在運動情境中的偏好。

量表共有23題，精熟取向6題 (1-6)、表現

趨近6題 (7-12)、表現避免6題 (13-18) 及

社會贊同5題 (19-23)。其原信度 (α值) 為：

「精熟取向」為 .87 、「表現趨近」為 .78、

「表現避免」為 .81 及「社會贊同」為 .89；

本研究問卷之效度為：與原題數相同並無

刪題，共萃取4因素，KMO值 .86，總解

釋變異量68.35%，但題項在表現趨近5題 

(7-11) 及表現避免7題 (12-18) 略為改變，

其餘不變。本信度為「精熟取向」為 .90、

「表現趨近」為 .88、「表現避免」為 .87 及

「社會贊同」為 .91，其受測之信度為更

佳。本量表尺度採用李克特 5 點尺度，得

分愈高則顯示愈趨近成就目標取向，愈低

則反之。 

(二) 自我效能量表：施秉昇 (2015) 改編

劉選吉 (2000)、張志成 (1997)「自我效能

問卷」，目的在測量參與者個人對技能的知

覺、生理上的信心能力。量表共有11題，

分成兩個分量表，個人對技能的知覺6題 

(1-6)、生理上的信心能力5題 (7-11)。其信

度 (α值) 為：「個人對技能的知覺」為 .77，

「生理上的信心能力」為 .63；本研究問

卷之效度為：與原題數相同並無刪題，共

萃取2因素，KMO值 .81，總解釋變異量

58.19%。本信度為「個人對技能的知覺」

為 .83 及「生理上的信心能力」為 .80，

其受測之信度為更佳。本量表尺度採用李

克特 5 點尺度，得分愈高則顯示愈傾向自

我效能，愈低則反之。 

    由上述分析得知，本研究之量表在信

效度分析部分均比原始量表之數據來的更

佳，顯示在施測量表均達可接受之因素結

構效度及內部一致性。其餘數據詳如下表2

及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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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工具量表之效度分析 

量表 向度 原題號/本題號 KMO 變異解釋量 

成就目標取向 

精熟取向 1-6 .83/.89 62.34/66.80 

表現趨近 7-12/7-11≠ .77/.85 50.88/67.85 

表現避免 13-18/12-18≠ .79/.86 53.14/55.99 

社會贊同 19-23 .86/.87 70.01/73.90 

自我效能 
個人對技能的知覺 1-6 .78/.80 48.50/60.81 

生理上的信心能力 7-11 .64/.79 41.00/52.46 

註：≠題數不相符；KMO 及變異解釋量數值=(原問卷數值/本研究數值) 

 

表 3  成就目標取向及自我效能量表之信度 

量表 向度 原題號/本題號 題數 信度 

成就目標取向 精熟取向 1-6  6 .87/.90 

表現趨近 7-12/7-11≠ 6/5≠ .78/.88 

表現避免 13-18/12-18≠ 6//7≠ .81/.87 

社會贊同 19-23  5 .89/.91 

整體 1-23 23 -- /.90 

自我效能 個人對技能的知覺 1-6 6 .77/.83 

生理上的信心能力 7-11 5 .63/.80 

整體 1-11 11 -- /.86 

註：≠題數不相符；--未呈現其數據；信度=(原問卷數值/本研究問卷數值)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將所得數據以量化分析方

式呈現，並以SPSS 22.0版本進行分析，顯

著水準訂定 α = .05，並利用描述性統計呈

現大專跆拳道選手的基本資料。常態分析

檢定利用 (Kolmogorov-Smirnov，統計量，

KS值) 檢定分析常態性假設均通過常態

檢定，因此本研究統計檢定以描述性統計、

獨立樣本 t 檢定、皮爾遜積差相關，來比

較選手成就目標取向與自我效能之差異。 

 

參、結果 

一、不同性別大專跆拳道選手知覺本身成

就目標取向及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

探討不同性別大專跆拳道選手知覺成就目

標取向及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表4可知，

不同性別對成就目標取向部分精熟取向平

均數男性高於女性呈現差異性，而自我效

能部分在個人對技能的知覺及生理上的信

心能力男性均高女性則均呈現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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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性別對各變項之 t 檢定摘要表 

變項                構面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成就目標取向 
精熟取向 

男性 76 4.04 .64 
2.22* 

女性 52 3.76 .79 

表現趨近 
男性 76 3.66 .85 

-1.46 
女性 52 3.88 .82 

表現避免 
男性 76 3.24 .93 

-1.40 
女性 52 3.45 .71 

社會贊同 
男性 76 3.57 .96 

.36 
女性 52 3.51 .85 

自我效能 
個人對技能的知覺 

男性 76 3.84 .64 
3.35* 

女性 52 3.45 .69 

生理上的信心能力 
男性 76 3.56 .89 

2.89* 
女性 52 3.10 .89 

註：*p < .05 

 

二、不同年級大專跆拳道選手知覺本身成

就目標取向及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

探討不同年級大專跆拳道選手知覺成就目

標取向及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從表 5 可

得知，不同年級對成就目標取向部分均呈

現無差異性，而自我效能部分在個人對技

能的知覺及生理上的信心能力平均數高年

級組皆高於低年級組則均呈現差異性。 

 

表 5  年級對各變項之 t 檢定摘要表 

變項              構面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成就目標取向 
精熟取向 

低年級 40 3.94 .90 
.15 

高年級 88 3.92 .62 

表現趨近 
低年級 40 3.77 .96 

.18 
高年級 88 3.74 .79 

表現避免 
低年級 40 3.25 .87 

-.64 
高年級 88 3.36 .85 

社會贊同 
低年級 40 3.52 .90 

-.22 
高年級 88 3.56 .93 

自我效能 
個人對技能的知覺 

低年級 40 3.48 .67 
-2.29* 

高年級 88 3.77 .68 

生理上的信心能力 
低年級 40 3.03 0.76 

-2.97* 
高年級 88 3.53 0.94 

註：*p < .05 

 

三、不同參賽組別大專跆拳道選手知覺其

本身成就目標取向及自我效能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

探討不同參賽組別大專跆拳道選手知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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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標取向及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從表

6 可得知，不同參賽組別對成就目標取向

中表現避免構面以平均數一般組高於公開

組呈現差異性，而自我效能部分則均無呈

現差異性。 

 

表 6  參賽組別對各變項之 t 檢定摘要表 

變項            構面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成就目標取向 
精熟取向 

公開組 87 3.99  .70 
1.55 

一般組 41 3.78  .74 

表現趨近 
公開組 87 3.72  .79 

-.64 
一般組 41 3.82  .94 

表現避免 
公開組 87 3.17  .83 

-3.02* 
一般組 41 3.64  .82 

社會贊同 
公開組 87 3.52  .85 

-.50 
一般組 41 3.61 1.04 

自我效能 
個人對技能的知覺 

公開組 87 3.61  .69 
-1.67 

一般組 41 3.83  .67 

生理上的信心能力 
公開組 87 3.36  .78 

-.15 
一般組 41 3.39 1.16 

註：*p < .05 

 

四、成就目標取向及自我效能之相關係數

分析 

本向度以因素分數萃取，並進行相關

變數分析。從表 7 可得知，成就目標取向

及自我效能之間部分均有顯著的相關：1、

成就目標取向及自我效能的兩個構面相關

部分均呈現各自獨立且互不相依；2、成就

目標取向及自我效能的相關部分呈現顯著

正相關；3、成就目標取向的精熟取向、表

現趨近與社會贊同對自我效能的個人對技

能的知覺達相關；4、成就目標取向的精熟

取向、表現避免與社會贊同對自我效能的

生理上的信心能力達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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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構面之相關分析表 (n=128) 

構面 向度名稱 1 2 3 4 5 6 

成就目標取向 

1.精熟取向 1.00      

2.表現趨近 .46* 1.00     

3.表現避免 -.08   .29* 1.00    

4.社會贊同 .36*  .45* .41* 1.00   

自我效能 
5.個人對技能的知覺 .45*  .21*  .10  .48* 1.00  

6.生理上的信心能力 .26*  .10  .21*  .33*  .52* 1.00 

註：*p < .05 

肆、討論 

本研究以探討跆拳道選手成就目標取

向與自我效能之現況與差異情形，同時探

究相關情形。最後根據研究結果與相關文

獻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結論及建議。 

一、在差異性分析部分 

研究發現不同性別及年級對成就目標

取向部分呈現差異性，而自我效能部分則

均呈現差異性，但不同參賽組別對成就目

標取向部分呈現差異性，而自我效能部分

則均無呈現差異性。(一) 針對成就目標取

向：男性及女性選手在成就目標取向上精

熟取向構面有顯著差異，男選手在透過不

斷的努力練習，希望精進自己的技術以求

能夠超越自己，也希望動作精熟後能獲得

隊友與教練的支持，而女選手會以超越他

人為突破目標，爭取第一，與 Hanrahan & 

Cerin (2009) 研究結果相符；經過長時間

的訓練到大學階段，程度相差自然不會太

大，因此本研究在成就目標取向四個向度

均無顯著差異。一般組選手技術層面尚待

加強，會想更努力練習以增進自身動作技

能，故當一有比賽時，會積極爭取第一名

的榮耀，獲得同儕肯定，但也懼怕成為最

後一名。而本研究結果與下列研究相符，

黃巖壕 (2019) 分析大專籃球選手發現在

不同性別選手在目標取向上有顯著差異，

男性高於女性；張霖家等 (2010) 在高中

籃球選手研究結果亦是相同。(二) 自我效

能：男性在運動訓練的應對與調度上，其

自我效能展現優於女性，有可能因運動環

境及性別差異等問題也是使女性減低自我

決定的原因之一，影響內在動機的建立，

因此造成運動正向態度略低，與 Ablard & 

Lipschultz (1998)； Garcia & Pintrich (1994) 

研究結果相符。高年級組在自我效能的認

知均比低年級來的強，比賽經驗相對多，

身心狀況佳，對於自身動作展現具有高度

自信心，在面對任何訓練或比賽都能以高

水準的實力來展現。而本研究結果與下列

研究相符，陳珮紋 (2017) 分析 481 位大

學生運動參與程度、運動自我效能與身心

健康研究，發現男大生在運動參與程度及

運動自我效能上顯著高於女性；賴文忠 

(2017) 探討 1093 名新北市國中生，與張

庭語 (2002) 分析九十年全國中等學校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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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會跆拳道選手，其研究結果亦是相同。 

二、在相關部分研究 

研究發現成就目標取向及自我效能的

相關部分呈現顯著正相關。(一) 精熟取向

較高之選手對個人的技能知覺及生理上的

信心能力達顯著相關，高精熟選手在不斷

訓練提升技巧的過程中，對自身動作掌握

度愈高，其自信心也具有高度能力。而本

研究結果與下列研究相符，李烱煌等 

(2005) 分析 240名青少年手球選手發現精

熟取向較高者，其個人內在能力指標愈高，

與 Nicholls (1989) 研究結果相符；亦與呂

青山 (2009) 之研究結果相似針對大專第

一級男子籃球選手發現皆有正相關，在高

精熟取向者也有較高的自我效能。(二) 表

現趨近較高之選手對個人對技能的知覺達

顯著相關，當自身技術達一定水準時，會

想去爭取第一，在專項領域中，以擁有較

好的技術去爭取榮譽，讓自己獲得成就感。

而本研究結果與下列研究相符，李烱煌等 

(2005) 分析 240名青少年手球選手發現表

現趨近較高者會受到外在動機影響。(三) 

表現避免較高之選手對生理上的信心能力

構面達顯著相關，當自身生理狀態不佳時，

在專項領域中，不會想去爭取好的名次，

只要不是做最後一名即可。而本研究結果

與下列研究相符，彭譯箴等 (2014) 分析

308 名大專排球公開一級選手發現表現避

免較高者，較可能展現較差的運動表現。

(四) 社會贊同較高之選手對個人的技能

知覺、生理上的信心能力是較高的，基於

訓練透過努力進而提升個人技能與生理上

之信心。本研究結果與下列研究相符，施

秉昇 (2015) 分析 103 學年度大專籃球聯

賽公開一級男子選手發現社會贊同較高者，

其行為對於個人本身高努力有最大化之影

響，以及最小化個人本身低努力之影響，

與呂青山 (2010) 分析 2007 年 383 名大專

籃球聯賽選手，其研究結果亦是相同。 

三、結論 

針對大專跆拳道選手在成就目標取向

及自我效能之研究，發現：一、男性選手

在成就目標取向上精熟取向構面顯著高於

女性選手，顯示男選手以精進個人技術以

求獲得成績突破與隊友與教練的支持，而

女選手則以超越他人為目標；男性在運動

訓練的應對與調度上，其自我效能展現優

於女性。二、成就目標取均無顯著差異，

顯示經過長時間的訓練到大學階段，程度

相差自然不會太大；高年級組在自我效能

的認知顯著高於低年級組，高年級組比賽

經驗相對多，身心狀況佳，對於自身動作

展現具有高度自信心，在面對任何訓練或

比賽都能以高水準的實力來展現。三、一

般組選手在表現避免取向構面顯著低於公

開組，一般組技術層面尚待加強，會想更

努力練習以增進自身動作技能，積極爭取

第一名的榮耀，獲得同儕肯定，但也懼怕

成為最後一名，呈現部分差異性。四、成

就目標取向與自我效能精熟取向較高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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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對自身動作掌握度愈高；表現趨近較

高之選手，會想去爭取第一，讓自己獲得

成就感；表現避免較高之選手，當自身生

理狀態不佳時，在專項領域中，不會想去

爭取好的名次，只要不是做最後一名即可；

社會贊同較高之選手，透過努力進而提升

個人技能與生理上之信心，也是呈現部分

顯著正相關。 

四、建議 

除了本研究之成就目標 (成就動機) 

及自我效能 (學習成果) 外，本研究建議：

可擴增教練領導行為對運動選手之成就目

標取向與自我效能之行為是否具差異性，

由於選手必須掌握有效的成就目標和自我

效能之間相互影響外，不同的教練領導模

式、領導風格也會影響學生能力發展 

(Kuijpers & Meijers, 2012)，故本研究建議

未來可增加不同教練領導風格是否是影響

選手成就動機和自我效能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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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understand the achievement goal and 

self-efficacy of domestic college taekwondo athletes. Methods: Form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were 128 taekwondo athletes in the 2020 National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Games including 87 people in the Division Ⅰ and 41 people in the 

Division Ⅱ.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athletes is present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 

differences in gender, grade, and group are analyz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the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ethod were used to achieve the goal 

analysis of orientation dimension and self-efficacy dimension. Results: 1)The “mastery 

orientation” and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Taekwondo males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female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The self-efficacy of taekwondo high-grade students in 

tertiary colleg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low-grade student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3)The orientation towards achievement goals of different participating groups only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avoidance”, while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elf-efficacy. 4)Achievement goal-oriented “mastery orientation” and “social approval” both 

show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elf-efficacy; “performance approach”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ersonal perception of skills”, and 

“performance-avoid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hysical confidence 

ability”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hrough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nd self-efficacy can promote athletes to understand 

their own situation better. Those who tend to be mastery orientation are more proficient in 

action. Those who tend to be performance-oriented are to surpass others or not to be the last 

one. This orientation can improve self-efficacy and generate a higher motivation for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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