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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各級排球教練的工作動機與運動熱情的關係，以雙因子理論為基礎

探討保健、激勵因素與運動熱情的關聯。採問卷調查法，在全國 105 學年度排球比賽

賽季期間進行研究施測。以擔任國小、國中、高中、大專排球等各級教練為研究對象，

共得有效樣本 184 份。資料蒐集經分析排球教練的基本資料與變項的相關情形，最後

利用迴歸分析檢驗研究假設。本研究之主要結果：一、保健因素、激勵因素、調和式

熱情、強迫式熱情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關，且皆達顯著。二、對於排球教練的強迫式

運動熱情及調和式熱情預測力假設獲得支持，保健因素具有一定程度的預測效果，在

置入激勵因素後能夠額外解釋更多的運動熱情，顯示激勵因素是有效激勵動機的因

素。根據研究結果，排球教練保健因素的工作環境能正向預測熱情，因此可以從改善

工作環境來提升教練對排球的熱情。此外，除了保健因素之外，激勵因素的工作成就

感、工作挑戰性、個人學習成長更能增加排球教練的熱情。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

出具體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詞：激勵因素、保健因素、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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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排球運動向來是臺灣廣受歡迎的運動

項目，近年來從 2013 年末代東亞運動會開

始，中華男排代表隊一路過關斬將，最後

勇奪臺灣在正式大型國際賽事的首面排球

金牌。此外，在 2015 年亞洲俱樂部男子排

球賽，中華男排突破記錄，獲得冠軍獎盃，

燃起全臺灣排球迷的熱情。近年連續多項

國際排球賽事，我國球員展現了「球不落

地，永不放棄」的精神而屢受好評，經相

關單位努力推廣經營排球企業聯賽，排球

已成國人最喜愛的運動項目之一。

然而，球員們亮麗的成績表現，隱身

背後的功臣推手是教練們心血的付出，排

球教練工作實為多樣且富於變化，具冒險

性與挑戰性 ( 陳政達，2008)。目前多數

學校因無法申請運動專任教練，普遍由學

校體育教師或有興趣教師來擔任校隊教練  
( 林國欽、王建興，2016；胡凱揚、周嘉琪，

2013)。排球教練面對教學、訓練、行政三

項工作內容，形成身兼多職造成身心的負

擔，產生角色的衝突，也可能因此降低其

帶隊的熱情與付出之意願 ( 劉宛蓁、李世

元、孫美蓮、林政德，2016)。因此，如何

對身兼數職的教練設計激勵措施，是一個

很重要的課題。

雙因子理論 (two factor theory) 是解

釋與說明人們為何工作的動機理論，主要

觀點是基於人們工作有被保障與被激勵的

二元需求，亦稱「激勵─保健因素理論」 
( 洪嘉盈，1998；Kanfer, Chen, & Pritchad, 
2008; Khan, Abbas, & Zaki, 2017)。雙因子

理論由知名學者 Hezberg 所提出，將工作動

機區分為兩大因子：激勵因子 (motivators 

factors) 與保健因子 (hygiene factors)。激

勵因子主要關注在工作的內容本身，藉由

創造滿意感來提高工作態度與成就感、工

作挑戰性、受賞識感與個人學習成長等。

此類因子可提供個人滿足的事物，與工作

本身所衍生的獎酬、獎勵、成就、榮譽等

有關，能夠提升影響工作滿意的因素皆稱

為激勵因素。保健因子是屬於工作相關的

基本要素，具體來說包含：工作環境、薪

資、福利等，這些因素是工作的基本要素，

若缺乏將造成不滿意。

雙因子理論已經廣泛地應用在教育情

境。例如，吳欣蓓、陸洛、顧家祈與張妤

玥 (2010) 曾指出激勵鼓舞對員工有正向影

響，由於人都喜歡被稱讚鼓勵，因此老師

對學生的稱讚、教練對球員的表現肯定、

老闆對員工加薪等，都是激勵理論在現實

生活中的應用。另外，張芳全 (2014) 與林

慈芳 (2018) 應用 Herzberg 的理論在提升

教師的教學品質及工作投入，他們也都認

為提供保健因子 ( 如：良好的工作環境、

公平對待等 )，可以消除教師的不滿意，

維持滿意度；而提供激勵因子 ( 如：帶職

帶薪進修、升遷機會、學術獎勵等 )，可

增進教師工作滿意度。

相較於雙因子理論在教育領域有許多

的探討，在體育運動領域的有關雙因子理

論的討論並不多，僅止於應用上的建議，

缺少實證研究。例如，林國欽、鄭賀珍、

李俞麟與陳盛彬 (2012) 指出現今的職業運

動選手對於單一激勵方式的需求已經無法

滿足，必須針對不同屬性的職業運動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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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建議以雙因子理論來設計多元的激

勵方式。潘冠璇 (2011) 以雙因子理論為基

礎，探討激勵理論於選手運動行爲上之應

用。由此看來，探討排球教練的激勵與保

健因子是一項重要的課題；而且激勵與保

健因子，可能與排球教練的工作熱情有密

切關聯。

運動熱情學者 Vallerand et al. (2003) 

認為，運動熱情係指個體對自己喜愛及感

知重要的運動會產生強烈的心理傾向，並

願意對該項運動投入大量時間、金錢與精

力。熱情可以解釋為個體從事某件事情的

動機，並使個體的生活更加有樂趣及意義。

不過，熱情可能使個人的生活失去平衡點，

有可能產生負向影響的熱情。Vallerand 

and Miquelon (2007) 提出兩種不同熱情：

調和式熱情 (harmonious passion, HP) 與

強迫式熱情 (obsessive passion, OP)。調和

式熱情是指個體自主性的熱愛運動，對於

運動是生活協調的滿足，能產生愉悅與幸

福的感受；強迫式熱情是個體控制支配性

的熱愛運動，對運動是一種不得不去做的

態度，熱情是有目的性，容易產生壓力及

導致負面的結果。相關的研究結果顯示調

和式熱情與幸福感有正相關，強迫式熱情

則為負相關 ( 張文馨、陳思羽、季力康，

2012；黃泰盛，2018)。此外，胡凱揚 (2015) 

的質性研究顯示，多數教練依然對該項運

動存有熱愛、熱情與使命感，願意為學生

及運動團隊犧牲奉獻。由此看來，教練的

激勵、保健動機與熱情存在密切的關係，

而其可能關係是如何呢？

張宏亮 (1992) 早期的調查發現，專

任教練離職率高達 67.5%，林宗聰 (2009) 

以深入訪談方式，探討運動教練離職的主

因及其失落感，發現工作壓力、待遇、角

色衝突、人際關係等是離職的主要因素。

此外，不少調查發現，編制內專任運動教

練人數成長很多，但總聘用人數未明顯成

長，因此建議從獎勵制度給予教練們實

質鼓勵，增加其對工作的認同 ( 方靖仁，

2012；楊金昌，2018)。根據以上，本研究

認為對於排球教練的運動熱情，激勵因素

與保健因素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關係，因此

假設一：保健因素能正向預測強迫式熱情

與調和式熱情。此外，不論是強迫式熱情

或調和式熱情，保健因素雖然具有一定程

度的預測效果，不過激勵因素能夠額外解

釋更多的運動熱情。因此假設二：對於排

球教練的強迫式熱情與調和式熱情，扣除

保健因素有預測效果，激勵因素能夠額外

解釋更多的運動熱情。總之，本研究旨在

瞭解排球教練激勵因素、保健因素與運動

熱情的關係，期望透過本研究瞭解排球教

練於職場與訓練實務中，瞭解激勵與熱情

的關係。並期望藉由討論激勵保健因素與

運動熱情的關係，能提供未來排球教練制

度的建置，使排球訓練工作獲得良好績效，

排球運動之推廣也將因此獲益。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 105 學年度擔任國小、

國中、高中、大專排球教練等各級教練

184 人。男性 135 人，女性 49 人，各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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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如表 1。 二、研究工具

（一）雙因子工作動機

本研究以 Herzberg 所提出之雙因子理

論為基礎，參考教育領域的雙因子理論的

測量工具 ( 如：唐意瑩，2006；陳怡如，

2001；陳嬿如，2006；黃英凡，2003)，
發展出本研究的激勵因素與保健因素之工

作動機量表。激勵因素包含四個向度：工

作成就感、工作挑戰性、受賞識感、個人

學習成長。保健因素亦為四個向度為：工

作環境、學校行政、薪資待遇、福利制度。

激勵因素與保健因素各向度皆為五題，題

目見附錄。本量表採李克特 (Likert) 五點

量尺，從非常同意、同意、無意見、不同

意至非常不同意，並依序給予 5 分至 1 分。

在量表信度，以內部一致性進行信度分析，

在激勵因素方面，工作成就感為 .79、工作

挑戰性為 .71、受賞識感為 .72、個人學習

成長為 .75。保健因素方面，工作環境為 
.74、學校行政為 .90、薪資待遇為 .72、福

利制度為 .77。

（二）運動熱情

本研究使用李烱煌、季力康與彭涵妮 
(2007) 翻譯自 Vallerand et al. (2003) 的運動

熱情量表測量教練對運動的熱情。本量表

根據研究情境的不同，將原量表文字稍加

修改，包括「調和式熱情」6 題 ( 如：擔任

教練讓我感到生活多采多姿 )、「強迫式熱

情」7題 ( 如：我對擔任教練的需求很強烈，

無法克制自己不參與 ) 二份量表。本量表

採李克特 (Likert) 五點量尺，從非常同意、

同意、無意見、不同意至非常不同意等， 
並依序給予 5 分至 1 分。在信度分析方面，

強迫式熱情為 .85、調和式熱情為 .83。

表 1　各項基本資料摘要表

背景變項 人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生 135 73
　女生 49 27
年齡

　20 ~ 30 歲 36 20
　30 ~ 40 歲 93 50
　41 歲以上 55 30
球隊層級

　國小 47 26
　國中甲級球隊 24 13
　國中乙級球隊 23 13
　高中甲級球隊 27 15
　高中乙級球隊 29 15
　大專院校 34 18
教練年資

　5 年以下 47 26
　5 ~ 10 年 62 33
　10 年以上 75 41
學校位置

　市區 97 53
　一般鄉鎮 74 40
　偏遠山區／離島 13 7
校內擔任職務

　專任教練 41 22
　專任教師 71 39
　組長／主任 54 29
　代理 ( 兼課教師 ) 18 10
球隊職務

　執行教練 147 80
　助理教練 37 2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N =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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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在全國 105 學年度排球比賽賽

季期間進行研究施測。以擔任國小、國中、

高中、大專排球等各級教練為研究對象，

先與各校教練電話進行聯繫，說明本研究

動機與目的，並在徵求教練同意後進行問

卷調查施測。問卷採匿名方式進行，在施

測前研究者會說明填答方式，並告知所有

資料僅供研究之用，若受試者有任何的疑

慮或不舒服隨時可中斷填答。問卷當場施

測，當場回收。共施測 215 份問卷，未完

成回收及無效問卷共 31 份，有效問卷共計

184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5.58%。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套裝統計軟體 SPSS 18.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利

用敘述性統計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

數、標準差與皮爾遜積差相關 (Pearson 
correlation) 等方法，分析排球教練的基本

資料與變項的相關情形。最後利用迴歸分

析 (regression analysis) 檢驗研究假設。本

研究有關統計上的顯著性考驗，設為 α = 
.05 為顯著水準。

參、結果

一、排球教練保健因素、激勵因素
及運動熱情分析之平均數、標
準差及相關

排球教練保健因素、激勵因素、調

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之相關、平均數

及標準差見表 2。從平均數顯示，保健因

素以工作環境得分最高 (M = 4.10, SD = 

0.56)，其餘依序為學校行政 (M = 3.58, SD 

= 0.87)、薪資待遇 (M = 3.44, SD = 0.66)、

福利制度 (M = 3.25, SD = 0.75)；教練的激

表 2　保健因素、激勵因素及運動熱情分析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工作環境 —

2. 學校行政 .69* —

3. 薪資待遇 .30* .46* —

4. 福利制度 .33* .40* .42* —

5. 工作成就感 .32* .44* .24* .20* —

6. 工作挑戰性 .46* .39* .29* .25* .61* —

7. 受賞識感 .62* .52* .33* .30* .42* .61* —

8. 個人學習成長 .52* .40* .15* .21* .31* .40* .56* —

9. 調和式熱情 .41* .40* .29* .22* .55* .51* .30* .41* —

10. 強迫式熱情 .42* .41* .26* .29* .50* .55* .47* .45* .60* —

平均數 4.10 3.58 3.44 3.25 4.41 4.15 4.04 4.03 4.29 3.60
標準差 0.56 0.87 0.66 0.75 0.55 0.49 0.57 0.53 0.54 0.75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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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因素以工作成就感得分最高 (M = 4.41, 

SD = 0.55)，其餘依序為工作挑戰性 (M = 

4.15, SD = 0.49)、受賞識感 (M = 4.04, SD 

= 0.57)、個人學習成長 (M = 4.03, SD = 

0.53)；調和式熱情 (M = 4.29, SD = 0.54)、

強迫式熱情 (M = 3.60, SD = 0.75) 皆屬於

中等程度。相關顯示，激勵因素、保健因

素、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具有中等程

度的正相關，且皆達顯著。

二、排球教練保健因素與激勵因素
對運動熱情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檢驗研究假

設，分析保健因素與激勵因素對運動熱情

的預測，結果見表 3。在預測強迫式熱情，

保健因素的工作環境有顯著正向預測力，

保健因素的整體解釋力為 22%；此外，在

置入激勵因素後能額外解釋 20%，顯示

激勵因素對強迫式熱情具有額外的解釋效

果。在預測調和式熱情，保健因素的工作

環境有顯著正向預測力，保健因素解釋力

為 21%；在置入激勵因素後能額外解釋

24%，顯示激勵因素對調和式熱情亦具有

額外的解釋力。從上述結果可知，本研究

假設一與假設二皆獲得支持。

進一步檢視各構面的預測效果，在預

測強迫式熱情，保健因素的工作環境有顯

著的正向預測效果 (β = .25, p < .05)，激勵

因素的工作成就感 (β = .23, p < .05)、工作

挑戰性 (β = .25, p < .05) 以及個人學習成

長 (β = .24, p < .05) 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

力。在預測調和式熱情，保健因素的工作

環境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果 (β = .27, p < 
.05)，激勵因素的工作成就感 (β = .33, p < 
.05)、工作挑戰性 (β = .27, p < .05)、受賞

識感 (β = -.31, p < .05) 以及個人學習成長 
(β = .25, p < .05) 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其

中工作成就感、工作挑戰性、個人學習成

長為正向預測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受賞識

感為負向預測效果。 

肆、討論

一、討論

本研究探討排球教練激勵因素、保健

因素與運動熱情關係，試圖瞭解排球教練

於職場與實務訓練工作的工作動機與運動

熱情的關聯。本研究以全國各級的排球教

表 3　保健因素及激勵因素對熱情的迴歸分析

自變項

強迫式熱情 調和式熱情

H1 H2 H1 H2
保健因素

　工作環境 .25* .06 .27* .20
　學校行政 .17 .04 .15 .01
　薪資待遇 .05 .02 .15 .14
　福利制度 .12 .09 .00 -.01
　ΔR2 .22 .15 .21 .13
激勵因素

　工作成就感 .23* .33*
　工作挑戰性 .25* .27*
　受賞識感 .02 -.31*
　個人學習成長 .24* .25*
　ΔR2 .20 .24
Adjusted R2 .21 .39 .20 .43
F 12.84* 15.89* 12.05* 17.93*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 H1 與 H2 表示假設一與假設二；係數為標準

化迴歸係數；ΔR2 是淨解釋變異量；Adjusted 
R2 是調整過後的整體解釋變異量。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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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為對象，研究結果有以下幾項的重要發

現。

首先，保健因素的工作環境能正向預

測強迫式熱情及調和式熱情。這顯示排球

教練從事訓練工作，工作環境的基本條件

能提升教練對排球運動的二種熱情。本研

究結果顯示，學校行政、薪資待遇、福利

制度皆與教練的熱情沒有顯著的關係，顯

示工作環境，如場地設備、工作氣氛及同

仁相處，是教練在意且能影響教練對排球

運動的熱情。這樣的結果可能說明排球教

練在學校體系裡工作，學校行政、薪資待

遇、福利制度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 方靖仁，

2012；楊金昌，2018)，而工作環境涉及到

每日工作所面對的場域，因而會直接影響

教練的熱情。由於過去缺少雙因子理論與

熱情關係的研究，是否在學校體系裡工作

環境對熱情的影響力，會高於學校行政、

薪資待遇及福利制度，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來證實。從本研究結果看來，改善工作環

境來提升教練對排球的熱情，是一項重要

的課題。

其次，本研究發現在排除保健因素之

後，激勵因素能額外解釋排球教練的強迫

式熱情與調和式熱情，顯示激勵因素在解

釋強迫式熱情與調和式熱情的重要性。這

樣的結果顯示，排球教練工作本身的成就

感、挑戰性，以及與工作本身所衍生的獎

酬、成就、榮譽等，能在保健因素之外，

提升教練的強迫式熱情與調和式熱情。這

樣的結果吻合雙因子理論的觀點，亦即工

作本身的成就與榮譽能增加個人對運動的

喜愛與感知 (Kanfer et al., 2008; Khan et 

al., 2017)。從本研究結果看來，提升排球

教練對工作本身的成就與榮譽，能增加教

練個人對運動的熱情。這樣的研究結果，

呼應了過去教育情境的工作動機的研究，

也就是激勵因子能增進教師的工作效能  
( 林慈芳，2018；張芳全，2014)；而本研

究發現顯示激勵因子的成就感、挑戰性和

學習成長，能維繫排球教練的工作熱情。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結果顯示激勵因

素的受賞識感負向預測調和式熱情，由於

在皮爾遜積差相關受賞識感與調和式熱情

為正相關 (r = .30)，這顯示可能是多元迴

歸分析裡的多元共線造成正負向關係的改

變。由於本研究的變項是工作動機與熱情，

這二個變項都來自排球教練的填答，研究

資料的單純來源，因而造成多元共線的現

象。未來的研究建議在研究方法上，儘可

能以不同時間點收取研究資料，或以改變

用其他的問卷來進行研究，以避免多元共

線的情況發生 ( 邱皓政，2019)。

二、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排球教練保健因素

的工作環境能正向預測熱情，因此可以從

改善工作環境來提升教練對排球的熱情。

此外，除了保健因素之外，激勵因素的工

作成就感、工作挑戰性、個人學習成長更

能增加排球教練的熱情。具體而言，若要

有效增強排球教練的熱情，除了工作環境

的友善尊重，排球教練的勇於接受工作挑

戰，施展自己的抱負，達到自我期許，都

是有效增強教練熱情的可行策略。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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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先前所說以不同時間點收取研究資料，

尚有建議如下：第一，本研究的樣本是排

球教練，而排球隊是團隊運動，其研究結

果可能無法完全類推到其他的運動教練。

第二，本研究的雙因子工作動機測量是參

考教育領域的測量工具，雖然排球教練歸

屬於教育領域，且信度分析結果亦顯示有

不錯的信度係數，但排球教練的工作動機

可能與一般教師的工作動機不同，此一不

同可能威脅到本研究的內在效度，影響到

本研究的結果應用到排球教練的工作動

機。第三，本研究以工作動機的雙因子理

論為基礎，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其他工

作動機與熱情的關係，或可探討保健因素

及激勵因素與熱情其中的影響機制。例如，

專業與商業化是排球未來發展的方向，未

來研究可探討競賽成績、獎金或贊助商等

因素，對教練的工作動機與其熱情傾向的

關係。這些都值得後續研究深入探討，共

同為臺灣的排球運動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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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研究使用的工作動機量表激勵因素

包含四個向度：工作成就感、工作挑戰性、

受賞識感、個人學習成長。保健因素亦為

四個向度為：工作環境、學校行政、薪資

待遇、福利制度。激勵因素與保健因素各

向度皆為五題。

一、激勵因素

( 一 ) 工作成就感：1. 我覺得排球訓練工

作合乎我的興趣；2. 我在訓練工作

中能夠自我成長且感到滿足；3. 訓

練工作讓我感到具有挑戰性，且能

從中獲得成就感；4. 學校及家長的

支持，能使我更有成就感；5. 有機

會可獲得升遷及薪資提升，能讓我

更有動力完成目標。

( 二 ) 工作挑戰性：1. 我覺得我能有效解

決訓練工作上的問題；2. 我覺得訓

練工作能夠展現我的理想及抱負；

3. 參賽時，若市府或學校提供資源

不足，我會主動向外界尋找資源；4. 

即使在沒有訓練費情形下，我也會

將訓練工作進度完成；5. 球隊發展

與選手的進步成長，是我訓練的動

力來源。

( 三 ) 受賞識感：1. 我的訓練方式能得到

家長及選手的肯定；2. 我的帶隊理

念能得到校長及學校同事的認同；3. 

我的帶隊能力受到信任，因而有更

多表現機會及自主權；4. 若表現優

良時，市府及學校會有公開表揚及

獎勵；5. 訓練工作若有獲額外津貼，

讓我感到滿足而更積極。

( 四 ) 個人學習成長：1. 我平日會和排球

教練彼此討論並勉勵，以促進專業

成長；2. 我會主動參與排球技術研

討會；3. 我會報名參與排球非技術

專項相關研討會 ( 例：運動防護、

體能訓練等 )；4. 我的訓練工作能

讓我對生活上人事物有更多創新的

思維，並幫助解決工作以外的問題；

5. 我的工作環境充滿學習與成長的

氣氛。

二、保健因素

( 一 ) 工作環境：1. 我和隊職員之間能發

揮互助合作的精神；2. 我和隊職員

關係良好，訓練時工作氣氛融洽；3. 
擔任教練工作在學校有被尊重與關

心；4. 我所屬的訓練環境設備完善；

5. 我帶隊時有充分的自主權，且能

展現自己的能力。

( 二 ) 學校行政：1. 學校會主動瞭解球隊

的需求並給予有效協助；2. 我對於

學校給予球隊的支持及資源感到滿

意；3. 學校會主動爭取經費改善球

隊的訓練用品或設備；4. 我與學校

行政主管人員相處情況良好；5. 校  
( 院 ) 長或球隊相關行政人員會主

動找我商量球隊發展。

( 三 ) 薪資待遇：1. 我覺得目前工作薪資

待遇很合理；2. 我覺得目前工作福

利制度很完善；3. 就帶隊 ( 訓練 ) 
工作量而言，我滿意每個月的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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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4. 若有額外付出時間訓練或

帶隊比賽，我會希望可領有津貼補

助；5. 對目前工作上享有之整體待

遇福利，我感到滿意。

( 四 ) 福利制度：1. 我認為目前的工作

考績獎金制度是合理的；2. 我認

為目前的工作退休制度是合理的；

3. 我認為目前的工作生活津貼制度  
( 婚、喪、生育、教育 ) 是合理的；

4. 我認為目前的工作休、補假制度

是合理的；5. 我認為目前帶隊參加

比賽，市府或學校差旅費補助是合

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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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Hezberg’s two factor theor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motivation and sports passion of volleyball coaches. This 
study used survey to collect data and 184 coaches who coached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during the season of national 105th academic year. I used regression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ygiene factor positively predicted to obsessive 
passion and harmonious passion. Furthermore, the motivational factor can explain more 
variance than hygiene factor after added motivational factor into th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upported to hypothesis and revealed that improve work environment can benefit to 
coaches’ passion. The motivational factors, work achievement, work challenges, and personal 
learning growth can increase the passion of volleyball coaches. Based on the results, I make 
suggestions for application and future study.

Keywords: motivator factor, hygiene factor, harmonious passion, obsessive 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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