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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探究家長式領導與競賽壓力因應策略對高中羽球選手競技倦怠之影響。本研

究主要採問卷調查法，作者共修編「家長式領導」、「競賽壓力因應策略」、「競技

倦怠」等量表，採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進行驗證。當量表建構完成後，

刪除不必要的題項後進行分析。以高中羽球選手為研究對象，共發出 400 份問卷，

回收 334 份問卷，回收率達 85%，透過決策樹 CART 分類演算法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教練若能採取才德領導，選手能自我因應

競賽壓力，將能大幅降低競技倦怠認知程度。倘若，選手有逃避競賽壓力的心態，則

競技倦怠感則會有較高程度的認知。

關鍵詞：教練領導策略、選手壓力調適、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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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近年來國內羽球職業選手在國際

賽的亮眼表現，帶動羽球運動風氣的逐漸

興盛。選手競賽場上的表現與教練訓練方

式及選手自身的心理素質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特別是在職業競賽中，心理素質往

往成為比賽勝負的關鍵。以羽球男子單打

林丹對戰李宗偉為例，世界球王李宗偉面

對中國選手林丹，在兩屆奧運決賽中都屈

居下風，細究原因，兩人在技術層面不相

上下，主要原因在於李宗偉心理素質不如

林丹，故顯示心理素質對於比賽成就之重

要。高中教育階段具承先啟後之位置，是

心理素質培養的關鍵階段，故本研究即針

對高中羽球選手，探討教練領導風格及選

手面對壓力所選擇的因應策略對選手產生

競技倦怠認知影響程度為何。

國內有愈來愈多文獻探討有關選手心

理素質、教練領導風格、選手特質焦慮、

選擇面對壓力選擇之因應策略等因素與選

手產生競技倦怠 (athletic burnout) 之間的

關聯性 ( 古文雄，2018；康立群，2004；
許嘉修，2008；陳怡儒，2004；陳美分，

2016；陳俊銘，2010；陳龍弘、蔡英美，

2005； 張 洪 斌，2016； 曾 秋 美，2005；
葉俊男，2015；楊琮益，2012；鄒智盛，

2015； 廖 小 美，2017； 劉 育 華，2016；
盧 俊 宏，2001； 謝 佳 妙，2010)。 倦 怠 
(burnout) 為運動心理學上頗受重視的一門

研究課題，選手於參與比賽或訓練過程中，

因為種種不適應而產生的身心耗竭反應即

為競技倦怠，如果這種現象不加以改善，

就會影響選手往後的整體訓練與競賽表

現，甚至造成厭惡原本所喜歡的運動項目

的狀況。競技倦怠也可解釋為選手在運動

情境中，由於經常性的，有時甚至是極端

地無法應付過度訓練和競賽要求而導致了

一種耗竭性的生理與心理反應 (Weinberg 

& Gould, 1999)。長久以來，有關選手競

技倦怠問題的探討便一直都存在著，Silva 

(1990) 認為倦怠是一連串的過度訓練和

疲勞造成的負面反應和運動不適應性的最

後階段；選手長時間投入訓練及比賽，以

及面對勝利的壓力，常常令選手身心俱

疲 ( 盧俊宏，2001)。Weinberg and Gould 

(1999) 則認為運動選手的競技倦怠主要來

源是過早投入運動訓練，個體身心狀態尚

無法負荷訓練所帶來的壓力所造成，而一

連串的競賽行程更使得個體無法招架，產

生疲累的感覺。而競技倦怠不只造成個人

身心傷害和運動訓練績效低落，尤有甚者，

亦有可能結束選手之運動生命 ( 許吉越，

2008)。是故，如何在其間取得平衡，過急

或過緩均無法達到長久且有發展性的結果 

( 林原德，2014；郭懷謙，2007)。

Silva (1990) 的調查研究發現，有大

約 47% 的運動選手，在其運動生命過程中

有過競技倦怠的感受，高度身心倦怠者，

根本無法專注於訓練與競賽中，導致嚴重

運動傷害的風險增加，不可不慎。而影響

選手本身表現的因素有比賽壓力、害怕失

敗、運動長期無法達到理想的目標、運動

傷害、人格特質、完美主義等以及非選手

本身的因素，例如教練無理的要求、威權

式的領導、與隊友的感情不好、社會對選

手的觀感……，都足以讓選手失去繼續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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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目標與訓練意願，使選手從而產生競技

倦怠 ( 李台英，2011；張宏亮，2007)。

Ryan and Deci (2000) 及 Harris (2005) 也 

提出教練適當的領導風格可以防止選手的

倦怠。相關研究也發現選手倦怠的程度與

教練相關的感覺質量有關 (Isoard-Gautheur,  

Trouilloud, Gustafsson, & Guillet-Descas, 

2016)，Altahayneh (2013) 更指出教練的領導

行為與選手倦怠之間有顯著的關係，且與

Price and Weiss (2000)、Altahayneh (2003)、

Zardoshtian, Hossini, and Mohammadzade 

(2012)、Sunar, Omar-Fauzee, and Yusof 

(2009) 等學者有相同的看法，他們認為當

選手感覺到如果他們的教練能提供更多的

訓練和指導，並表現出更多的民主行為和

較少的專制行為，將會展現較少的競技倦

怠情形。

張洪斌 (2016) 探討高中棒球教練家長

式領導與選手依附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

教練與選手的長期互動，會使選手對教練

有強烈依附感，而家長式領導是顯現此依

附感的重要前置影響因素。陳怡儒 (2004) 

以社會甲組籃球選手，探討家長式領導對

選手競技倦怠之影響，結果發現仁慈領導

與才德領導對競技倦怠呈現負相關，威權

領導與競技倦怠無關。在陳龍弘與蔡英美 

(2005) 的研究中也發現教練的威權領導與

競技倦怠呈顯著正相關，且才德領導能有

效預測選手的競技倦怠。曾建興與林彥伯 

(2008) 探討大專棒球選手發現，教練採取

仁慈和才德領導，選手較不易產生競技倦

怠，若教練採用威權領導，選手愈容易產

生競技倦怠。從上述的文獻說明教練的領

導行為與選手倦怠有相互關聯性，可影響

選手在訓練中是否產生競技倦怠或持續參

與 ( 曾秋美，2005)。

然，在競爭激烈的比賽中，選手從小

就開始參與訓練，為了贏得比賽必須要長

時間投入訓練與比賽的壓力，付出相當大

的體力、精神 ( 姚芝儀、柯天路、張若寧、

陳銨漵，2011)。而參加運動是多數選手主

要享受的來源，但強烈的需求可能會導致

慢性壓力，最終導致職業倦怠 (Gustafsson, 

Hassmén, Kenttä, & Johansson, 2008; Smith, 

1986)，在Tabei, Fletcher and Goodger (2012) 

探索組織壓力與倦怠的關係時，發現多重

需求 ( 例如訓練、比賽、旅遊、領導 ) 與

選手倦怠的構念及具體組織的相關議題 ( 

比如刻苦的訓練和休息不足 )，都與倦怠

的發生率有關，這些發現提供了很好的證

據，顯示選手的生活壓力與倦怠有關聯。

但在壓力與倦怠的研究中也有發現，選手

可能會遇到許多壓力／逆境，但不一定遇

到倦怠，因為他們的適應力可幫助他們適

應壓力，即使在高壓力下適應性強的個

體也能夠保持健康和快樂 (Noor & Alwi, 

2013; Palm-Fischbacher & Ehlert, 2014)。

鄒智盛 (2015) 以大專籃球選手為例，調查

壓力因應策略與競技倦怠之關聯性，研究

結果發現針對問題與情緒策略會負向影響

選手競技倦怠，而逃避策略則反之。陳志

明、簡敬倫、張瑞興與洪雪鳳 (2014) 針對

青少年網球選手，探討壓力因應策略預測

身心倦怠，結果發現選手面對壓力時，「針

對問題」、「針對情緒」與競技倦怠產生

負相關，而在「逃避因應策略」與競技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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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則產生正相關。康立群、方瑞玲 (2005) 

針對甲組棒球聯賽選手，研究結果發現，

壓力因應策略之「問題導向」負向影響身

心倦怠；「逃避導向」正向影響身心倦怠，

這些研究皆顯示競賽壓力因應策略之選擇

與競技倦怠有關。

另外，從 Smith (1986) 所提出認知情

意壓力模式中發現，過大的壓力、知覺過

度負荷、低知覺可預測性和控制性可能會

造成選手倦怠感的產生，其中個體對於壓

力的評估是決定個體是否產生倦怠感的重

要關鍵，而個體面臨壓力情境時，所採用

的壓力因應策略對於減緩倦怠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顯然個體在面臨壓力時，經過所

採取之因應策略後能有效改善，並減輕選

手在訓練時所產生的倦怠感。

綜合以上所述，教練的領導行為與

風格，對於選手的競賽壓力，以及競技倦

怠屬高度關聯，且多數的研究結果都顯示

外加因素所產生的壓力，容易引發倦怠 

(Cresswell & Eklund, 2006; Gustafsson et 

al., 2008; Tabei et al., 2012)。歸納相關因

素影響選手競技倦怠不外乎是屬於外在因

素的教練領導行為，或是屬於選手內在因

素的競賽壓力。然何者為高中羽球選手競

技倦怠的主因，相關研究付之闕如。本研

究將藉由分析進行探討，並提出因應策略，

降低選手倦怠感，提升比賽成績，作為本

研究的主要目的。

貳、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教練家長式領導及競

賽壓力因應策略對於高中羽球選手競技倦

怠的影響及其效果。家長式領導共有權威

領導、仁慈領導與才德領導三構念；競賽壓

力因應策略包含：( 一 ) 主動因應；( 二 ) 增

加努力與決心；( 三 ) 隔離不受影響；( 四 ) 

尋求社會支持；( 五 ) 發洩情緒；( 六 ) 充

滿期盼的想法；( 七 ) 強調光明面；( 八 ) 

逃避因應策略；競技倦怠包含：情緒及身

體耗竭、對運動的貶價與減低成就感等  

( 詳見圖 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主要是羽球教練家長式領

導、競賽壓力因應策略與競技倦怠量表。

（一）家長式領導量表

本量表採用湯慧娟、宋一夫 (2004) 

修訂於高三福 (2001) 所發展適用於運動

情境中的家長式領導量表，共有三個分量

表，分別為威權領導、仁慈領導及才德領

導，共 22 題。記分方式採 Likert 五點量

尺計分，答題方式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

意。以項目分析進行信度考驗，依同質

性檢定及項目刪除時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增加或不變者給予考慮修改

或刪除，結果共刪除 7 題，保留 15 題，將

這 15 題進行第一次探索性因素分析，採用

主成分分析抽取因素，以最大變異法正交

轉軸，取特徵值大於 1 及因素負荷量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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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以上，並且不橫跨兩個因素，作為建構

效度之取捨標準。刪除因素負量低且收斂

度小於 0.5，剩餘 14 題再進行第二次探索

性因素分析，Kaiser-Meyer-Olkin (KMO) 

值為 .88，卡方檢定值為 1,651.82，達顯著

水準，表適合因素分析並呈現三個構念，

其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為威權領

導 3 題 .63、才德領導 7 題 .89、仁慈領導

4 題 .75，總 Cronbach’s α 為 .85，Kidder 

(1981) 指出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分析衡

量總量表，其數值介於 .70 ~ .98 之間屬高

信度，數值若低於 .35 屬低信度，顯示本

量表具有良好之信度。可解釋的累積變異

量達 59.06%。為了讓研究問卷量表有更

圖 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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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可信度，採驗證性因素分析之信效度

考驗，結果顯示，共 2 題因 modification 

indices (MI) 參數值過高，參數膨脹，為了

讓問卷更具可信度，參數膨脹值過高之題

項不採取釋放方式，而是以刪除題項，避

免題項之間同質性過高。配適度指標中 χ2/

df = 1.68、RMR = 0.03、RMSEA = 0.04、

GFI = 0.96、AGFI = 0.94、CFI = 0.97 及

NFI = 0.93，三個構念的組合信度均大於 

.60 (Jöreskog & Sörbom, 1989)，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強調僅以組合信度仍可

視構念具有聚合效度。統計結果顯示修正

後家長式領導量表具有良好的信、效度及

適合度 ( 吳明隆，2006)。

（二）競賽壓力因應策略量表

本研究直接採用黃清如 (2000) 根據

依 Lazarus and Folkman (1984) 的壓力因應

理論編制的因應方式檢核表 (Way of Coping 

Checklist, WOCC)，並參考 Carver, Scheier, 

and Weintraub (1989) 的因應量表所修訂

的競賽壓力因應量表，有八個分量表：

1. 主動因應；2. 增加努力與決心；3. 隔

離不受影響；4. 尋求社會支持；5. 發洩情

緒；6. 充滿期盼的想法；7. 強調光明面；

8. 逃避因應策略。本量表採 Likert 五點計

分量表。以項目分析進行信度考驗，依同

質性檢定及項目刪除時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增加或不變者給予考慮修改

或刪除，結果共刪除 14 題，保留 37 題。

將這 37 題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將因素

負量低且收斂度小於 0.5 的題目刪除，剩

餘 31 題再進行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

KMO 值為 .93，卡方檢定值為 6,424.33，

達顯著水準，總 Cronbach’s α 為 .95，顯

示本量表具有良好之信度。可解釋的累積

變異量達 67.87%。經驗證性因素分析之信

效度考驗，結果顯示，有 7 題 MI 參數值

過高將予刪除。配適度指標中 χ2/df = 2.15，

RMR = 0.04，RMSEA = 0.06，GFI = 0.89，

AGFI = 0.86，CFI = 0.935 及 NFI = 0.89，

六個構念的組合信度介於 .82 ~ .94 之間，

均大於 .60，統計結果顯示修正後競賽壓

力因應策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度及可

接受的適合度。

（三）競技倦怠量表

本量表採用盧俊宏、陳龍弘與卓國雄 

(2006) 所編製的選手倦怠量表，主要測量

選手的倦怠程度，共有三個分量表，分別

為情緒及身體耗竭、對運動的貶價及減低

成就感，共 11 題。記分方式採 Likert 五

點量尺記分，答題方式從非常不同意到非

常同意，以項目分析進行信度考驗，依同

質性檢定及項目刪除時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增加或不變者給予考慮修改

或刪除，結果共刪除 2 題，保留 9 題進行

探索性因素分析，將因素負量低且收斂度

小於 0.5 之題目刪除，剩餘 7 題再進行第

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KMO 值為 .89，卡

方檢定值為 1,218.84，達顯著水準，表適

合因素分析但只呈現單一個構念，其內部

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為 .89，顯示本

量表具有良好之信度。可解釋的累積變異

量達 61.21%。經驗證性因素分析之信效

度考驗，結果顯示，有 3 題 MI 參數值過

高將予刪除。配適度指標中 χ2/df  = 0.96，

RMR = 0.01，RMSEA = 0，GFI =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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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FI = 0.99，CFI = 1 及 NFI = 0.99，此

量表 ( 構念 ) 組合信度為 .84，統計結果顯

示修正後競技倦怠量表具有良好的信、效

度及適合度。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 103 學年度高中羽球隊球

員為研究對象，依據羽球重點學校分布採

隨機抽樣，共抽取 16 所學校，北部 9 間、

中部 4 間、南部 3 間。主要由受訪學校教

練轉發，並徵求家長同意後進行施測，總

共發出 350 份問卷，但有 16 位同學拒絕填

答，故回收 334 份，回收率為 95.42%，經

剔除無效問卷後，得有效問卷 319 份，可

用率為 95.51%。

樣本結構分析部分，男生 237 人，占

有效樣本百分比 74.3%，女生 82 人，占

25.7%；分布年齡以 16、17 歲占大多數，

約 70%；打羽球年資以 5 年以上最多，有

效樣本百分比接近 80%；多數為乙組羽球

選手，人數 298 人，百分比 93.4%；參賽

項目單、雙打約各半，百分比為 46.1 及

53.9；每週練習次數在五次以上的樣本為

301 人，占了有效樣本百分比 94.4%；但

每週練習時間不超過 4 小時者有 288 人，

約占整體有效樣本的 9 成。

五、研究程序

問卷施測前先與教練聯繫，在取得教

練同意後，為控制施測情境的一致性，且

在不影響選手作息的情況下，讓選手集中

作答，並請教練於另一地點等候，以避免

教練在場而影響選手作答的真實性。施測

前先由研究者對選手簡單講解研究目的與

問卷性質，並強調本次問卷是採無記名的

方式作答，答案無所謂對或錯，請依自己

實際情況作答，所得資料僅供研究使用，

施測時若有選手感覺不適宜繼續作答，可

自行離開。問卷內容包括受試者個人基本

資料、家長式領導量表、競技倦怠量表與

競賽壓力因應策略量表，整個施測過程大

約 15 ~ 20 分鐘。

六、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主要採用決策樹 CART 分類

演算法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建

立分類模型，以探究影響選手競技倦怠

關鍵因素。選擇決策樹分析主要原因在

於：決策樹的主要功能為分類，其概念

來自於認為每一事件都可能是由兩個或多

個事件影響，進而形成不同結果。利用機

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藉由

資料以自動找出分類者之特徵與影響決策

關鍵因素。本研究是藉由分類已知的實

例 (instance) ( 選手情緒或身體耗竭、對運

動貶價及減低成就感 ) 來建立一個樹狀結

構，並從中歸納出程度高低中，預測變項

的隱藏規則，所產生出來的決策樹，作為

樣本的預測。分類內容為選手能接觸到的

家長式領導 ( 權威領導、仁慈領導及才德

領導 ) 及競賽壓力因應策略 ( 主動因應、

增加努力與決心、隔離不受影響、尋求社

會支持、發洩情緒、充滿期盼的想法、強

調光明面及逃避因應策略 )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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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家長式領導、競賽壓力因應策
略與競技倦怠關聯性之探究

總體而言，本研究透過相關分析後得

知，家長式領導、競賽壓力因應策略與競

技倦怠相關係數如表 1。以才德領導 (r = 
-.353)、增加努力與決心（r =  -.342）、

強調光明面 (r = -.342) 及逃避因應策略 (r 
= .329) 相關程度較高。

二、家長式領導、競賽壓力因應策
略對競技倦怠影響效果分析

本研究探討不同家長式領導及競賽壓

力因應策略，對於競技倦怠影響與效果，

在研究方法上採用決策樹 CART 演算法建

立競技倦怠特徵模型，瞭解影響競技倦怠

的關鍵家長式領導及競賽壓力因應策略為

何。根據文獻 ( 鄭伯壎、周麗芳、樊景立，

2000) 有關家長式領導可分為三個構念，

包含 ( 一 ) 才德領導；( 二 ) 權威領導；

( 三 ) 仁慈領導，而競賽壓力因應策略則包

含 ( 一 ) 主動因應；( 二 ) 逃避因應策略；

( 三 ) 尋求社會支持；( 四 ) 強調光明面；

( 五 ) 發洩情緒；( 六 ) 隔離不受影響；( 七 ) 
增加努力與決心；( 八 ) 充滿期盼的想法。

將以上 11 個變項列為自變項，以競技倦怠 
( 合併情緒與身體耗竭、對運動貶價及減

低成就感三個構念 ) 作為目標變項進行分

析。分析結果顯示，在整體受訪選手資料

中，依據決策樹探勘終端節點數為 4，深

度為 2 ( 詳見表 2 及圖 2)。

以整體受訪學生而言，本次分析結果

詳如圖 2，分類預測率為 100%，研究結果

顯示，影響整體受訪選手競技倦怠最關鍵

的因素為「才德領導」。當「才德領導」

平均數 ≤ 4.033，「逃避因應策略」平均

數 > 2.938，其選手競技倦怠影響與效果最

高 ( 節點 4)，平均值為 3.168，標準差為

0.623；而當「才德領導」平均數 > 4.033，
「主動因應」平均數 > 3.273，選手競技

倦怠影響與效果最低 ( 節點 6)，平均值

2.316，標準差 0.604。

選手競技倦怠影響 CART 分析節點增

益摘要詳如表 3，在 4 個終端節點中，除

節點 4( 選手競技倦怠影響與效果最高 ) 與
節點 6( 選手競技倦怠影響與效果最低 ) 以
外，節點 3( 平均值 2.758，標準差 0.697) 
顯示，當「逃避因應策略」平均數 ≤ 2.938，
與節點 4 的差異；節點 5( 平均值 3.126，
標準差 0.924) 則顯示，當「主動因應」平

均數 ≤ 3.273，與節點 6 的差異。

表 1　家長式領導、競賽壓力因應策略與競技倦怠
關聯性

變項

競技倦怠

相關係數 r 顯著性

家長式領導

　才德領導 -.353 < .01
　權威領導 .219 < .01
　仁慈領導 -.115 < .05
競爭壓力因應策略

　主動因應 -.247 < .01
　逃避因應策略 .329 < .01
　尋求社會支持 -.228 < .01
　強調光明面 -.342 < .01
　發洩情緒 .170 < .01
　隔離不受影響 -.198 < .01
　增加努力與決心 -.342 < .01
　充滿期盼的想法 -.156 <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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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競技倦怠影響與效果重要性摘要

詳如表 4，可以發現，「強調光明面」、「才

德領導」、「逃避因應策略」、「主動因

應」及「增加努力與決心」為重要性較高

的競技倦怠影響與效果因素，正規化重要

性 70% 以上，其他因素之正規化重要性則

不足 40%，觀察圖 3「家長式領導、競賽

壓力因應策略對競技倦怠影響程度正規化

重要性排序」，可更明顯發現各構念間之

影響差異程度高低。

肆、討論

一、教練採才德領導較佳，選手較
不易產生競技倦怠

藉由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家長式領導

之三種不同領導風格中，以才德領導與競

技倦怠相關性最高，達顯著效果，再透過

決策樹分析結果更顯示，才德領導確實對

選手競技倦怠產生較高的影響。這或許可以

解釋教練在訓練球員的同時，過度的高壓

表 2　競技倦怠模式摘要

規格 預測模型變項摘要

成長方法 CART
依變數 競技倦怠

自變數 才德領導、權威領導、仁慈領導、主動因應、逃避因應策略、尋求社會支持、強

調光明面、發洩情緒、隔離不受影響、增加努力與決心、充滿期盼的想法

確認 無

最大樹狀結構深度 5
父節點最少觀察數 30
子節點最少觀察數 10

結果 模型分類結果摘要

所包含的自變數 才德領導、增加努力與決心、仁慈領導、強調光明面、主動因應、尋求社會支持、

隔離不受影響、逃避因應策略、發洩情緒、充滿期盼的想法、權威領導

節點數量 7
終端節點數量 4
深度 2
接受分類樣本數 319
風險 .433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表 3　選手競技倦怠影響與效果 CART分析節點增益摘要表

節點 個數 平均數 分類條件

4 90 3.168 才德領導 ≤ 4.033，逃避因應策略 > 2.938
5 13 3.126 才德領導 > 4.033，主動因應 ≤ 3.273
3 126 2.758 才德領導 ≤ 4.033，逃避因應策略 ≤ 2.938
6 90 2.316 才德領導 > 4.033，主動因應 > 3.273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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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家長式領導、競賽壓力因應策略對競技倦怠認知影響決策樹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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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選手競技倦怠影響與效果重要性摘要表

自變數 重要性 正規化重要性 (%)
強調光明面 .067 100.0
才德領導 .062 92.5
逃避因應策略 .056 83.3
主動因應 .048 71.0
增加努力與決心 .047 70.7
隔離不受影響 .026 39.5
充滿期盼的想法 .024 35.4
發洩情緒 .022 33.6
尋求社會支持 .016 24.0
權威領導 .016 23.5
仁慈領導 .001 2.1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圖 3　家長式領導、競賽壓力因應策略對競技倦怠影響程度正規化重要性排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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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或仁慈良善都不是一種合適的領導方

式，因運動選手時常需面對沉重的訓練與

比賽壓力，這些都是易使選手產生競技倦

怠的原因 ( 盧俊宏，2001；Silva, 1990)，
而此時若教練採取的是高壓權威或仁慈善

良的領導風格都無助於選手的壓力調適。

過去相關研究也顯示若教練能提供選手適

當的指導與訓練，並展現適度的民主行為，

選手較不易有倦怠情形 (Altahayneh, 2003; 
Price & Weiss, 2000; Sunar et. al, 2009; 
Zardoshtian et.al, 2012)。由相關研究結果

可知，一味使用專制高壓訓練，反而使基

層選手更趨向逃避。故在訓練操作上，建

議基層教練可透過溝通對話的方式，規劃

選手個別訓練課程；同時透過經驗分享、

專業對談及生涯規劃引導基層選手訓練目

標，並給予選手較積極正面的競技態度，

進而降低競技倦怠。

二、避免選手選擇逃避因應策略，
強調光明面、主動因應及增加
努力與決心，可有效改善選手
競技倦怠

藉由相關分析結果發現，逃避因應

策略與選手競技倦怠為顯著正相關，強調

光明面、主動因應、增加努力與決心與選

手競技倦怠為顯著負相關，再透過決策樹

分析後更顯示，逃避因應策略、強調光明

面、主動因應及增加努力與決心確實在競

賽壓力因應策略的八個構念中，為較明顯

影響選手競技倦怠的項目。過去相關研究

也發現逃避策略會正向影響選手的競技倦

怠，而主動因應等策略則會負向影響競技

倦怠 ( 康立群、方瑞玲，2005；鄒智盛，

2015)。可見以較積極正面光明的方式鼓

勵選手透過訓練與決心面對競賽壓力，避

免選手選擇逃避因應策略，可有效改善選

手競技倦怠狀況。在選手漫長的運動生涯

中必定會有遭遇挫折的時候，但在高壓的

環境下並不是每一位選手都會出現倦怠

的情形，其中一個影響因素即是選手本

身的調適能力 (Noor & Alwi, 2013; Palm-
Fischbacher & Ehlert, 2014)，因此，教導

選手如何自我調適以及採取正向積極的因

應策略，將有助於改善選手的競技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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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parental leadership and 

competitive stress response strategies on the sports burnout of high school badminton players. 
This study us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pproach. The authors revised the questionnaires 
related to parental leadership, competitive stress response strategy, and sports burnout.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was adopted for validation. Th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deletion of the unnecessary items. The high 
school badminton players are the main research subjects, totally of 400 questionnaires was 
sent out and 334 of them were collected. The response rate is 85%.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CART)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if the coach takes 
the talent leadership, the players can response to the pressure of competition properly and 
will be able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ports burnout awareness. If the player intended to 
escape the pressure of competition, their cognitive sense of burnout would be higher.

Keywords: coach leadership strategy, player pressure adjustment, 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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