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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針對台南市國小四到六年級田徑代表隊選手進行運動傷害預防

與處理認知調查。研究以問卷調查進行，統計方式則以描述性統計及獨立樣本 t

檢定來完成。結果發現：一、參與調查選手分屬 2 間學校，以男選手居多（總參

與人數為 50 人；男選手 36 人，佔 72 %；女選手 14 人，佔 28 %）。二、問卷

測驗題目共 8 題，選手平均答對題數為 7.52±0.81 題；但答對 0 到 6 題選手仍有

10%（共 5 人）；在各題被答對次數方面，運動傷害預防認知測驗以「運動訓練

是否要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否則便容易受傷？」答對表現較差；運動傷害處理

認知測驗以「在當運動傷害還沒痊癒之前，是否可以回到場上進行運動訓練與比

賽？」答對表現較差。三、在運動傷害預防認知部分，女選手答題表現顯著優於

男選手；在運動傷害處理認知部分，男、女選手答題表現無顯著差異；運動傷害

預防與處理認知測驗答對總題數部分，女選手顯著優於男選手。 

 

關鍵字：田徑運動、運動傷害、傷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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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運動不再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代名詞，因為適度運動可促進腦內啡、

多巴胺及血清素的生成，有助於抵抗壓力，並使大腦保持最佳狀態，故為提升國

家競爭力，保障國民運動權利，推展體育運動已是先進國家相互學習觀摩之政策

重點（教育部體育署，2015）。孩童若能從小養成運動習慣，每日適當的運動，

對其身體適能、情緒、學習和人際關係層面，都會產生正面的影響。 

各類體育活動中最令世人關注的無疑是競技運動，優秀運動選手對其國家的

經濟、文化與形象的提升，皆有相當程度的幫助。我國政府持續且積極提倡全民

運動，在多方資源挹注下，國小、國中、高中運動選手三級銜接制度持續推展，

培育優秀選手來提升我國的競技運動水準。學校體育是社會體育的搖籃，亦是推

展國家體育的基礎，其推展之成效對於臺灣地區體育運動事業之發展實扮有舉足

輕重的角色（洪嘉文，2000）。學校體育的實施對國家體育發展，其成效的成功

與否，是一項非常重大的關鍵（孫顯鋒，2000）。 

跑、跳、擲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身體本能，也是各種運動能力的基本組成。歷

屆奧運會中，田徑運動是最受歡迎的項目之一，也產生出眾多的世界體壇巨星。

在國內外各種大大小小的運動會中，田徑運動是不可欠缺的項目。鍾佳慶（2012）

國小運動代表隊中，田徑運動代表隊是每個學校最基礎的運動團隊，所以培養學

生從事運動樂趣，提高其參與田徑訓練的動機，更可以發現優秀田徑運動人才。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6 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資料顯示，在 106 學年度全國國

小階段田徑運動代表隊及運動社團，共計有1352所學校設有田徑隊或田徑社團，

人數高達 27,052 人。以 106 學年度參加統計的 2658 所國小來計算，大約有五成

的國小設有田徑代表隊或田徑社團（教育部體育署，2019）。全國國小校園中，

田徑運動是如此高比率的訓練團隊。 

運動選手在長期訓練和年度比賽的競爭情況下，難免會因為訓練或意外而造

成運動傷害。但在國小基層中，辛勤培訓出的優秀運動人才在訓練時受傷，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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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由教練或學校護理人員做緊急處理，在傷害的專業處理上顯得較不完善。訓練

過程或比賽過程中，若在無專業運動傷害防護人員的環境下，選手傷害後治療人

員主要是教練，因為教練是最了解選手狀況也是選手最直接的治療人員（宋欣

怡、葉明春、呂欣善，2014）。間接的，也養成選手依賴教練和校護協助處理傷

害的習慣，但教練和醫護人員無法時常跟隨在側，在緊急的狀況下，選手應先行

做緊急處理，因此選手對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應要有所認知。運動傷害預防與處

理觀念已在國內推廣多年，基於運動傷害防治的推行，及讓選手具有正確運動傷

害預防與處理的正確觀念，國內有些研究會針對受試選手對於運動傷害預防與處

理的認知程度加以調查（王國明，2005；吳瑞芬，2009；林逸欣，2009；李美霜，

2011）；但是在田徑運動項目中，針對田徑運動選手對於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

知的研究仍是乏善可陳。 

選手對於運動傷害預防和處理的認知不足，可能造成運動前熱身不足、運動

中姿勢不良與運動後收操不正確等等，進而導致運動傷害發生的機率便大大的增

加。至於在運動傷害發生後，如果沒有及時與正確的處理，便有可能造成更嚴重

的二度傷害。也因為如此，劉慧茹（2007）便指出，現今任何階段學生對運動傷

害防護知識未有很高的認識，故需加強事故傷害的教育，將學生常發生的運動傷

害相關知識納入課程內容，在進行教育介入後，將可有效的減少運動傷害的發生。 

田徑運動發展一直都是國內主流之一，也累積了相關的研究與文獻，但其中

針對國小選手運動傷害防護則是較少著墨。鑑於國小學童是國內田徑運動參與主

要族群，若對於國小學童在田徑運動運動安全知能的認知程度無法掌握，恐無法

建置完善之「事前預防，事後補救」防護機制。由上述討論可知，田徑運動在國

小校園中可謂十分風行，但是對於國小從事田徑運動選手在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

的認知程度，相關研究仍少有著墨。國小四到六年級可謂是田徑運動選手養成的

起點，良好的觀念必須從小培養，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兩所國小田徑代表隊選手進

行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初步研究，針對這些從事田徑運動選手進行調查，進

而了解國小選手在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的認知程度，研究結果提供給田徑運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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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與教練資料外，也作為後續更加深入研究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台南市國小四到六年級田徑代表隊選手進行運動傷害預防與處

理認知調查，調查方式以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調查問卷進行，詳細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小四到六年級田徑選手在運動傷害預防和處理的認知情形。 

（二）探討國小四到六年級不同性別的田徑選手在運動傷害預防和處理認知的

差異。 

 

貳、研究方法與步驟 

關於本研究相關之方法與步驟，詳細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調查對象為臺南市 2 所學校田徑代表隊的選手（永信與歸仁國

小），完成問卷填答者共計 50 位，男女選手均包括在內，其中男選手 36 名、女

選手 14 名，基本資料如表 1。 

 

表 1 選手基本資料 

                                      男生          女生 

   年齡（歲）                         11.09±0.78     10.93±0.10 

   身高（公尺）                        1.46±0.07        1.46±0.30 

   體重（公斤）                       38.23±8.18       39.19±2.02 

   BMI（公斤/公尺 2）          17.69±2.69       18.16±0.82 

 

二、研究工具與方法 

本研究參考吳麗華（2013）針對台南市國中舞獅代表隊、陳明君（2015）針

對全國國中卡巴迪代表隊及陳則宏（2019）台南市國小一到三年級直排輪課後社

團，進行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問卷來進行選手的認知調查。該問卷題目分成

運動傷害預防認知和運動傷害處理認知兩部分，每部分各 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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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問卷調查前，先將本研究問卷交由問卷施測對象所屬國小負責教練閱讀

並進行解說，由教練針對問卷之題意和用詞跟問卷施測對象進行解說，以利選手

進行本研究問卷調查，最後再回收問卷。 

 

三、資料處理與統計 

    所有選手對於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測驗題目答對總題數及答對人次之

統計，以描述性統計建立各項資料之次數分配；不同性別的田徑選手在運動傷害

預防和處理認知的差異之統計，統計方式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進行，顯著水準

訂為α＝.05。所有資料處理與統計以Excel和SPSS 22.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

行。 

 

參、結果與討論 

一、國小四到六年級田徑隊選手在運動傷害預防和處理的認知情形 

表2是本次問卷施測選手對於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測驗答對總題數的統

計，由結果可知選手的平均答對題數為7.52題，而且有66%的選手為8題全部答對；

但由結果可知仍有表現較差者，答對題數為0到6題之學生仍有10%。 

表3為各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測驗題目答對人數，由結果可知，在運動

傷害預防認知部分，以「運動訓練是否要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否則便容易受傷？」

這題的答對表現較差，總答對人次為38人次，在比例上答對選手人次為所有受調

選手之76%；在運動傷害處理認知部分，以「在當運動傷害還沒痊癒之前，是否

可以回到場上進行運動訓練與比賽？」，總答對人次為44人，在比例上答對選手

人次為所有受調選手之88%。 

吳麗華（2013）、陳明君（2015）和陳則宏（2019）曾使用相同問卷針對台

南市國中舞獅代表隊、全國國中卡巴迪代表隊和台南市國小一到三年級直排輪課

後社團進行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調查。吳麗華（2013）研究發現，學生平均

答對題數為7.22 題；陳明君（2015）研究發現，學生平均答對題數為7.6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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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則宏（2019）研究發現，學生平均答對題數為7.17題。針對答對題數較少學生

的比例進行統計；吳麗華（2013）研究發現，答對題數為0到5題學生佔8.52%；

陳明君（2015）研究發現，答對題數為0到5題學生佔2%；陳則宏（2019）研究

發現，答對題數為0到5題學生佔15.48%。將本研究結果與之對照，可知本研究學

生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結果中上（本研究學生平均答對題數為7.52 題；答

對題數為0到5題之學生佔2%），原因可能是國小四到六年級健康與體育領域課

程中，學習到相關運動預防與處理的課程知識，且國小教練也會在田徑運動訓練

過程中，對於運動傷害相關常識會時常提醒，降低選手受傷的機會。若選手在訓

練中受傷，當下教練會先做緊急處理，並向所有選手示範受傷處理方式，所以選

手也間接學會受傷後如何處理的認知。 

在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測驗題目答對人數方面，運動傷害預防認知部分 

的結果顯示以「運動訓練是否要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否則便容易受傷？」這題

的答對表現最差；在運動傷害處理認知部分，結果顯示以「在當運動傷害還沒痊

癒之前，是否可以回到場上進行運動訓練與比賽？」這題的答對表現最差；和吳

麗華（2013）與陳明君（2015）的研究進行比較，三者在答對表現最差題目和答

對比例上差不多相同；但和陳則宏（2019）研究發現進行比較，並不全然相同。 

研究者長年擔任國小田徑教練，常見國小四到六年級的選手，常心急於進行訓練

中的主訓練活動及玩心尚重，常忘記運動訓練按步就班、循序漸進的認知。國小

田徑代表隊選手常是學校內運動能力優異的學生，為了展現自己的能力及獲得成

就感的期待，已超越了對於在當運動傷害還沒痊癒之前，是否可以回到場上進行

運動訓練與比賽的認知。 

就本研究之國小田徑代表隊選手來說，對於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最要強化的

認知，在「運動訓練是否要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否則便容易受傷？」及「在當

運動傷害還沒痊癒之前，是否可以回到場上進行運動訓練與比賽」的相關常識仍

須持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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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所有學生對於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測驗題目答對總題數之統計 

答對題數        人次 百分比(%) 

答對0題 0         0.00 

答對1題 0         0.00 

答對2題 0         0.00 

答對3題 0         0.00 

答對4題 1         2.00 

答對5題 0         0.00 

答對6題 4         8.00 

答對7題 12        24.00 

答對8題 33        66.00 

平均答對題數(題)：7.52±0.81  

 

表 3 所有學生對於各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測驗題目答對人次統計 

題目 答對

人次 

百分比

(%) 

運動傷害預防部分 

1.運動前是否要做暖身運動(熱身)？ 50 100.0 

2.運動後是否要作緩和運動(收操)？ 49   98.0 

3.運動訓練是否要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否則便容易受傷？ 38   76.0 

4.運動前與運動中，是否要適時補充水分？ 48   96.0 

運動傷害處理部分 

1.若在運動訓練與比賽的當下受傷，是否要停止運動訓練與

  比賽並進行休息？ 

49   98.0 

2.當從事運動訓練與比賽時，若發生拉傷、扭傷與撞傷等傷

勢時，是否要進行冰敷？ 

49   98.0 

3.在當運動傷害還沒痊癒之前，是否可以回到場上進行運動

訓練與比賽？ 

44   88.0 

4.若在運動過程中發現有人暈倒，首先是要把患者移到陰涼

的地方並馬上通報醫療單位？ 

49   98.0 

 

二、國小四至六年級不同性別田徑代表隊選手在運動傷害預防和處理之差異 

表4、表5、表6是男、女選手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測驗答對題數的比較，

由結果可知在運動傷害預防認知、運動傷害處理認知還有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

知答對總題數方面，女選手的表現均優於男選手，但差距都不到1題；經t檢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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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發現女選手在運動傷害預防認知測驗答對題數部分及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

知測驗答對總題數部分顯著優於男選手（p< .05）。 

同樣是針對男女學生進行上述比較，吳麗華（2013）針對台南市國中舞獅代

表隊、陳明君（2015）針對全國國中卡巴迪代表隊的研究，男女生運動傷害預防

與處理認知均無顯著差異；劉麗芳（2015）針對台中市豐原地區四所國小高年級

（五、六年級）和四所國中一、二年級學生進行保持運動安全、避免運動傷害的

認知進行研究發現，男女生的認知表現無顯著差異；陳則宏（2019)針對台南市

國小一到三年級直排輪課後社團的研究，男女學生對運動傷害預防的認知會有所

差異，男生表現優於女學生。由這些結果可知，一樣是不同性别進行比較，本研

究國小四到六年級（中、高年級）男女選手對運動傷害預防的認知有顯著差異，

以致在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測驗答對總題數有顯著差異，女選手表現優於男

選手，和上述針對國小一至三年級學童或者國中男女學生有所不同。就本研究國

小四到六年級（中、高年級）田徑代表隊選手來說，可能女選手對於身體感受較

為強烈，因此對於傷害預防和處理認知較為重視；男選手則與其相反，對於練習

應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的認知較薄弱，因此增加傷害的機率。另外，也常因意氣

用事，在傷害未痊癒時仍持續訓練，所以仍須針對男選手加強相關常識之宣導，

以強化男選手在此方面常識認知之不足。 

表4 男、女選手運動傷害預防認知測驗答對題數與 t 檢定結果 

性別 平均值±標準差 t值 p值 

男性 

女性 

3.58 ± 0.60 

4.00 ± 0.00 
-2.57* .00 

*p<.05 

 

表5 男、女選手運動傷害處理認知測驗答對題數與 t 檢定結果 

性別 平均值±標準差 t值 p值 

男性 

女性 

3.81 ± 0.47 

3.86 ± 0.36 
-0.37 .43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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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男、女選手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測驗答對總題數與 t 檢定結果 

性別 平均值±標準差 t值 p值 

男性 

女性 

7.39 ± 0.90 

7.86 ± 0.36 
-1.87* .03 

*p<.05 

肆、結論與建議 

經由上述的結果討論，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國小高年級田徑代表隊的選手男生顯著多於女生；選手的平均答對題

數為7.52題，而且有66%的選手為8 題全部答對；但由結果可知仍有表

現較差者，答對題數為0到6題之學生仍有10%。 

（二）運動傷害預防認知測驗以「運動訓練是否要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否

則便容易受傷？」答對表現較差；運動傷害處理認知測驗以「在當運

動傷害還沒痊癒之前，是否可以回到場上進行運動訓練與比賽？」答

對表現較差；對國小四到六年級田徑代表隊選手來說，運動是需要按

步就班、循序漸進的認知及運動傷害還未痊癒之前建議不可進行運動

訓練與比賽的認知，是最需被強化的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 

（三）經統計比較發現，女選手在運動傷害預防的認知及運動傷害預防與處

理總題數顯著優於男選手。 

 

二、建議 

 （一）學生對於「運動訓練是否要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否則便容易受傷？」 

       及「在當運動傷害還沒痊癒之前，是否可以回到場上進行運動訓練與比 

       賽？」的認知觀念較差，建議師長、教練與家長需針對此點加強宣導。 

       女選手在運動傷害預防的認知顯著優於男選手，建議師長、教練與家長 

       可針對男選手加強進行相關運動傷害知識之教育。 

（二）本研究僅針對國小四、五、六年級田徑代表隊學手進行研究，未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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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其他國小年級、國中、高中和大學等階段從事田徑運動選手進行 

研究，以了解不同求學階段選手在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認知表現上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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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聲音基頻分析網球線自然退磅 

陳宏鎧  劉于詮 

長榮大學 

摘要 

    本研究嘗試分析桌球垂直落下撞擊網球拍面的聲音基頻(聲音基頻)，進而觀

測網球拍在穿線完成後便靜置不打的狀態下，網球拍線是否存在自然退磅的現

象。實驗時，首先將桌球置於網球拍面中心點正上方 30 公分，之後以 Audacity 聲

音編輯軟體錄製桌球垂直落下撞擊網球拍面球線的聲音，並且使用該軟體的傅利

葉轉換程式分析聲音基頻。此實驗方式分別在穿線完成當下，穿線完成後的第

1、12、24、48、72、96、120 與 168 小時進行，之後分析不同時間點聲音基頻

的變化，進而探討網球線自然退磅的情形，結果發現：一、球線在穿線完成當下

至穿線完成後的第 48 小時，球線會有明顯的退磅情形，之後退磅情形會趨於和

緩。二，測量時間點和聲音基頻呈顯著負相關(p<.01)。三、由前述兩點可知，網

球拍線在穿線完成後，即便是靜置不打，球線張力仍會有衰退的自然退磅的情形。 

 

關鍵詞：網球、球線、張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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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由與目的 

    網球運動為奧運比賽項目之一，是以單打或雙打隔著球網進行比賽，並藉由

穿有球線的球拍來進行擊球。學者 Brody (1987)指出擊球時，網球並未和球拍產

生接觸，球僅需碰觸到由球線所構成的拍面上，故球線的優劣亦成為網球選手獲

勝的因素之一。 

    以聲音辨別拍面球線的張力和鬆緊其來有自，在球拍穿上球線後，球員會習

慣的以手拍打球拍面並聽其聲音，藉以測試球線磅數、鬆緊或是張力變化；球員

在擊球過程中，也會聽球線擊出球時產生的聲音，來辨識球線的張力狀態(Cross, 

2000)。 

    網球選手會在比賽進行中，利用分與分結束或換邊休息時，在球拍未斷線的

情況下，便更換另一支未使用過且球線剛穿好的球拍，此舉動說明了球員已知覺

到球線產生退磅的現象，表示球拍線的張力狀況對球員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根據

張思敏(1999)的研究，經由網球選手實際持續使用網球拍，其球拍線張力也會隨

著時間而持續降低，甚至有些選手的球拍線在第七天，即使未斷線，其磅數值已

下降至無法使用。 

    由上述討論可知，網球選手十分重視球線張力的改變，經常藉由輕拍球拍面

並聽其聲音以了解球線退磅狀況，或者在擊球時以擊球聲音感受其磅數下降的現

象；然而當球線處於靜置不打的狀態，選手卻無法經由自身在使用上的感覺來判

斷球線張力的改變情形；若球拍穿線完成放置太久都沒打，球線張力也持續產生

衰退，便有可能影響在比賽當下，選手是否要使用這支穿線完成但都沒有打過的

球拍。 

   要 量 測 拍 面 球 線 的 張 力 ， 便 得 使 用 相 關 儀 器 ， 如 張 思 敏 (1999) 使 用

BABOLAT-RDC 測磅機，詹一民、林秀真(2005)使用 BABOLAT 網壓測定器來量

測拍面球線張力便是如此，這些儀器雖專業且精密，但卻不易取得；在劉于詮

(2011)的研究中，雖使用市售容易取得的 TOURN 球拍線張力測量器來量測羽球

線張力，但由結果看來，此球拍線張力測量器在使用時需以人工手動來旋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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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而且也需人工判讀刻度表上的球線張力數值，進而影響其量測的準確度。 

   為了避免上述所列舉的研究缺點，劉于詮(2011)的研究則使用 Audacity 聲音

編輯軟體分析羽球撞擊球拍面聲音的基頻，並觀察不同時間點該基頻值的變化以

進一步分析羽球拍球線在未使用狀態下，隨著時間改變，球線張力自然呈現衰退

的自然退磅情形；這樣的研究方是一來是基於 Audacity 聲音編輯軟體為自由軟

體，經由網路十分容易取得，二來是 Audacity 聲音編輯軟體所呈現的亦是經由

電腦分析所得的數據，可避免人工操作和判讀造成準確度較差的缺失。根據其研

究結果則發現，羽球線呈現自然退磅的情形確實存在，另外也發現 TOURNA 球

拍線張力測量器所測得的羽球線張力、Audacity 聲音編輯軟體所測的羽球撞擊球

拍面聲音基頻和測量時間點在統計上均呈顯著負相關(p<.01)；但在相關程度部

分，TOURNA 球拍線張力測量器的結果和測量時間點為中度相關，Audacity 聲

音編輯軟體所測的羽球撞擊球拍面聲音基頻和測量時間點則為高度相關；足見使

用 Audacity 聲音編輯軟體進行分析在數據分析的表現，確實比人工操作與人為

判讀的 TOURNA 球拍線張力測量器來得較佳。 

   基於如此，本研究嘗試持續分析不同時間點下，桌球垂直落下撞擊網球拍

面的聲音基頻(聲音基頻)，進而觀測網球拍在穿線完成後便靜置不打的狀態下，

網球拍線的自然退磅的情形。 

 

 

貳、 材料與方法 

一、本研究所使用的網球拍和網球線 

    在球拍部分，使用 DUNLOP 碳纖維網球拍來進行實驗。球線部分，本研究

使用柏頓運動器材有限公司提供的尼龍網球線，穿線磅數為 46 磅，穿線則由一

位具多年穿線經驗的球線穿線師來完成。 

  在研究過程中，穿有球線的實驗用球拍必須放置在室內空間，該空間設有

空調，進而維持實驗空間溫溼度的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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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球拍面撞擊聲音基頻分析 

本實驗參考林瑞興、林彥宏、陳惠城(2019)的研究，首先將桌球置於網球拍

面中心點正上方 30 公分，之後以 Audacity 聲音編輯軟體並使用 ASUS 筆記型電

腦內建麥克風錄製桌球垂直落下撞擊網球拍面球線的聲音，接著以該軟體的傅利

葉轉換程式分析聲音基頻。錄音時，球拍拍框保持懸空於桌面外，並以手壓住握

把固定球拍面，避免桌球撞擊網球拍的瞬間產生不必要的雜音。接著以桌球撞擊

15 次，每次都進行撞擊聲音的錄製。另外以黑色簽字筆在球拍面中心點位置標

記記號，以確認在每次測試時，桌球能準確的撞擊到球拍中心點(如圖 1)。 

為了網球拍線的自然退磅的情形，本研究參考詹一民與林秀真(2005)測量網

球拍線自然退磅的測量時間間隔，分別在穿線完成當下，穿線完成後的第 1、12、

24、48、72、96、120 與 168 小時等測量時間點進行桌球垂直落下撞擊網球拍面

聲音的錄製，聲音基頻的分析是將 Audacity 軟體錄製完成的桌球撞擊球拍面聲

音檔案開啟（如圖 2），接著選取一段撞擊聲音並以快速傅利葉轉換程式取得聲

音訊號頻譜分析圖，最後將圖中訊號頻譜曲線轉換成數據檔並且在 Excel 軟體中

作圖，如此便可分析該撞擊聲音的基頻（如圖 3）。 

 

 

圖 1  桌球撞擊球拍面聲音基頻測量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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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以 Audacity 聲音編輯軟體錄製桌球撞擊球拍面聲音的檔案 

 

 

圖 3  桌球撞擊球拍面中心點聲音基頻 

 

三、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將所收集到的資料以 Excel 軟體彙整並進行相關圖表繪製；以 SPSS22.0 版

統計軟體進行測量時間點和聲音基頻的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顯著水準定為

α=.01。 

 

 

參、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分別在穿線完成當下，穿線完成後的第 1、12、24、48、72、96、120

與 168 小時進行聲音基頻的分析，進而探討網球線自然退磅的情形。圖 4 是不同

量測時間點聲音基頻平均值的曲線，在每個量測時間點，聲音基頻均量測 15 次

選

取

一

段

撞

擊

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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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求取平均值；由曲線的變化看來，球線在穿線完成當下至穿線完成後的第 48

小時，聲音基頻會明顯下降，之後會趨於和緩，在 120 至 168 小時則又有一些微

的下降。Cross 和 Bower (2001)、詹一民、林秀真(2005)、Cross(2006)和劉于詮(2011)

的研究指出球線在穿線完成後，完全靜置不打，球線的張力會因線材本身的應力

鬆弛現象，此退磅現象在開始時會呈現穩定的下滑、之後下滑狀態會逐漸趨緩至

一個固定磅數。將本研究結果和上述研究進行對照可知，本研究聲音基頻的變化

和上述研究結果是相類似的。進一步由劉于詮(2011)針對羽球線和林瑞興等(2019)

針對網球線的研究可知，聲音基頻的衰退，在穿線完成當下至穿線完成後的第

48 小時內是十分明顯的，但之後則趨於和緩，此結果亦和本研究的發現相符。 

   劉于詮(2011)的研究曾經將不同量測時間點和羽球線聲音基頻進行皮爾遜

積差相關分析，結果發現量測時間點和羽球線聲音基頻呈顯著負相關(p<.01)，而

這也以統計結果來證實羽球線穿線完成就算不打，其聲音基頻也會持續衰退，當

然這聲音基頻衰退也反應了羽球線張力的自然退磅現象。由表 1 結果可發現，本

研究網球線聲音基頻和測量時間點也呈顯著負相關，故網球拍線在穿線完成後，

即便是靜置不打，球線張力仍會有衰退的自然退磅的情形。 

 

 

圖 4  不同量測時間點聲音基頻平均值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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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桌球撞擊球拍面聲音基頻相關分析摘要表 

 桌球撞擊球拍面聲音基頻 

測量時間點 -.770* 

註：*p<.01 

 

肆、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球線在穿線完成當下至穿線完成後的第 48 小時，球線會有明顯的退磅情形，

之後退磅情形會趨於和緩。 

(二)測量時間點和聲音基頻呈顯著負相關。 

(三)由上述兩點可知，網球拍線在穿線完成後，即便是靜置不打，球線張力仍會

有衰退的自然退磅的情形。 

 

二、建議 

    本研究在球拍穿線完成當下至穿線完成後的第 48 小時，球線會有明顯的退

磅情形，之後退磅情形至第 120 小時趨於和緩，在未來的研究可延長測試時間以

更清楚了解網球線自然退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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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浪板運動傷害介紹	

孫筱筑、林信佑、劉于詮 

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摘要	

風浪板是一項將帆船與衝浪充分做為結合的一項運動，近年來在政府的推廣

下，此項運動逐漸盛行，臺灣沿海多處海域均可看到風浪板運動訓練基地。風浪

板運動有其吸引人之處；但由於本身所需的技巧性較高，因此在進行相關訓練時

常常受傷。由相關文獻發現，在從事風浪板運動時，除了要注意曬傷和水母螫傷

外；其最常受傷的部位為下肢 (腳踝和膝蓋)，其次是頭部；受傷的類型有扭傷、

撕裂傷、挫傷、骨折和韌帶的傷害；最有可能導致受傷的動作是跳躍、高空摔落

和彈跳摔落；容易造成傷害的裝備有操縱桿、腳套、桅杆、板子以及尾鰭；會造

成這些傷害的原因為技巧不足、體能不足及缺乏保護的裝備等。因應上述對於風

浪板運動傷害的介紹，建議在從事此項運動時，除了要加強本身技巧外，肌力與

體能訓練的強化、裝備的調整與保護等都非常重要，這也是預防傷害的重要因

素。 

 

關鍵詞：風浪板、水上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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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風浪板屬於帆船運動的一種，是一項將衝浪與帆船兩種運動的特點充分結合

的運動，在衝浪板上裝起簡單的帆，讓它除了具有衝浪的功能外，又可依靠自然

風力駕駛船隻奔馳在海面上。風浪板既是競技運動，同時也是水域休閒運動其中

之一，近年來在政府積極推廣下非常盛行，臺灣沿海多處海域均可看到風浪板運

動訓練基地（張鳯儀、高紹源，2008）。在運動的過程中難免會有運動傷害，再

加上風浪板運動近幾年來才開始逐漸盛行，因此仍有許多人在從事風浪板運動時

都還不太了解在從事這項運動可能會發生哪些運動傷害，還有應該注意哪些，以

避免運動傷害的發生，因此本文嘗試透過文獻回顧，針對風浪板的運動傷害進行

介紹，進而對於風浪板運動傷害的相關專業知能有所瞭解。 

	

	

貳、風浪板運動傷害介紹	

風浪板必須站在一塊狹長的板子上並且依靠風力來駕駛船隻前進，是一項技

術與體能皆需要的運動，由於所需的技巧性較高，因此在練習或是比賽時常常受

傷。McCormick 與 Davis (1988) 指出最常見的傷害包括割傷、水母螫傷、擦傷、

肌肉拉傷、曬傷、挫傷和水泡，少數運動員報告韌帶扭傷、耳部感染、膝蓋受傷

和眼睛受傷。 

Nathanson 與 Reinert (1999) 曾經針對美國及網路相關風浪板玩家進行傷害

調查，結果發現在 294 份回收的問卷中，大部分為急性的傷害；而造成急性傷

害的原因以裝備所致的因素居多；其次的原因是跳躍動作，而且這些傷害以下肢

居多。在慢性傷害部分，則以下背部的傷害為居多，這可能是由於在帆落水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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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把帆拉離水面的技術不同 (拉上船與水中起帆) ；這也可以歸因於與短板運動

員所使用的各種位置相比，長板運動員經常處於靜止狀態很長時間，所以發生下

背傷害者大部分多為長板運動員。 

Nathanson 與 Reinert (1999) 也指出，風浪板運動最常受傷的部位，大多為

腳、膝蓋、胸口和腳踝；常見受傷類型則以扭傷、撕裂傷、挫傷和骨折居多；最

有可能導致受傷的動作是跳躍、高空摔落和彈跳摔落；容易造成傷害的裝備有操

縱桿、腳套、桅杆、板子以及尾鰭。更進一步的在各受傷部位常見的傷害類型部

分，腳部傷害類型多為撕裂傷，其次是骨折及挫傷；膝蓋的傷害為扭傷及韌帶的

傷害；腳踝的傷害則是扭傷和骨折。另外 Nathanson 與 Reinert (1999) 也發現，

大多數下肢骨折及韌帶傷害是因為風浪板選手兩腳卡在腳套所致(如圖 1)。 

Prymka, Plötz 與 Jerosch (1999) 根據對德國風浪板盃比賽中的受傷情況發現，

最常見的傷害動作是彈跳摔落；最常見的傷害是小腿韌帶斷裂和頭部撕裂傷；受

傷部位依序為踝關節、膝蓋、頭部和肩關節，受傷的原因有所不同：主要原因為

所謂的旋轉摔倒，其次是由於在高衝浪中失去控制導致摔倒。 

Gosheger, Jagersberg, Linnenbecker, Meissner 與 Winkelmann (2001) 分析世界

盃專業風浪板運動員傷害的調查，關於運動員職業生涯中的受傷情況結果發現，

受傷肢段依序為下肢、頭部、軀幹和上肢，就下肢而言受傷部位多為腳踝及膝蓋，

其中腳踝的傷害大多都是由腳套所造成的，而膝蓋則多為韌帶或半月板的傷害，

頭部會造成傷害的原因多為跳躍所導致的撞擊。 

Hopkins 與 Hooker (2002) 分析在哥倫比亞河地區四年中，風浪板受傷的分

佈情況，對該地區唯一一家醫院的病歷進行回顧性研究，確定了符合研究標準的

病例。結果顯示，最常見的傷害類型是撕裂傷、挫傷、骨折和扭傷；受傷害最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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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身體部位是腳踝、其次是頭頸部；裝備所造成的傷害大多來自板子、操縱桿

或尾鰭；腳部的傷害類型大多是撕裂傷，其次是扭傷和挫傷，而頭部的傷害則是

撕裂傷和挫傷，原因多為受到桅杆與操縱桿的撞擊所致。 

Petersen, Rau, Hansen, Zantop 與 Stein (2003) 針對德國風浪板運動員及網路

的調查，結果發現在 327 名研究參與者中，最常見的傷害是瘀傷、骨折和韌帶撕

裂；最危險的動作為跳躍 (前空翻和後空翻) ，而絕大多數都屬於輕傷，只有少

部分是需要送醫治療的，造成以上傷害的原因多為技術不佳所導致的，對於裝備

所造成的傷害則佔少數。 

Dyson, Buchanon 與 Hale (2006) 調查競技及休閒風浪板運動員傷害結果發

現，最常見的傷害是肌肉及肌腱的拉傷和韌帶的扭傷，大多數的肌肉和肌腱拉傷

發生在上肢，而韌帶扭傷則均發生在下肢，下肢受傷部位以腰背部、腳及膝蓋為

最多；上肢受傷部位則以肩膀、上臂及肘部為最多；復發性的傷害以腰背部的肌

肉拉傷為最高，其次是膝蓋韌帶的傷害，下肢復發性的傷害比上肢多。  

綜合以上討論可知，從事風浪板運動除了需要注意曬傷和水母螫傷外；風浪

板運動傷害常發生的部位為下肢，其次是頭部；下肢傷害其中以腳踝及膝蓋為最

多，其原因為腳釋放腳套的時機不佳所造成的扭傷、骨折及韌帶的傷害；頭部的

傷害則為因跳躍、高空摔落及彈跳摔落的因素，導致受到操縱桿及桅杆的撞擊所

造成的撕裂傷和挫傷，大多的傷害為急性的傷害，且均為輕傷，其原因為技術不

佳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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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板子上的腳套 

 

 

參、因應風浪板運動傷害的預防措施和處理方法	

對於風浪板運動傷害的預防措施和處理方法，Petersen 等 (2003) 指出，風

浪板訓練一個小時後，不應該再進行困難動作的訓練，並可以較長的休息時間有

來防止因身體不適而受傷；在進行困難的跳躍訓練時，使用頭盔可防止頭部受傷

的可能；選擇合適的板子和帆的尺寸則可以防止超出能力負荷的情況。 

Prymka 等 (1999) 和Petersen等 (2003) 則認為每次的風和浪均非能事先預

料，在進行技巧訓練時可能不是最佳的天氣狀態，再加上選手體能上的落差、器

材的疲乏程度或碰撞的傷害、腳套及掛勾繩釋放不佳等造成傷害的因素，因此建

議從事風浪板運動需熟悉技巧並且善用如防滑鞋、腰背支撐帶及頭盔等裝備。 

Dyson 等 (2003) 的研究指出下背部肌肉拉傷的發生率非常高，因此這些學

者認為可能需要針對軀幹及背部肌肉進行特定的肌肉訓練，尤其是髖關節及肩關

節的肌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求良好的運動表現，必先有堅實的體能訓

練基礎及優良的裝備，才能發揮優秀的技術及實現卓越高超的戰術 (張鳯儀、高

紹源，2008)。有良好的體能能夠發揮卓越的技術，也比較不容易造成傷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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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裝備的老舊則容易造成傷害，因此在訓練前應多加檢查裝備，如有損壞立即更

換，以減少傷害的發生率。在從事此項運動時，除了要加強本身技巧外，肌力與

體能訓練的強化、裝備的調整與保護等都非常重要，這也是預防傷害的重要因

素。 

 

 

肆、結語	

風浪板有其吸引力；但在運動過程中難免會受傷，輕則影響訓練成效，重則

影響整個運動生涯。就風浪板運動而言，除了要注意曬傷和水母螫傷外；其最常

受傷的部位為下肢 (且下肢傷害大多為腳踝和膝蓋)，其次是頭部；受傷類型有

扭傷、撕裂傷、挫傷、骨折和韌帶傷害；最有可能導致受傷的動作是跳躍、高空

摔落和彈跳摔落；容易造成傷害的裝備有操縱桿、腳套、桅杆、板子以及尾鰭；

造成這些傷害的原因為技巧不足、體能不足及缺乏保護的裝備等。 

在事前的準備方面，建議從事此項運動時應先選擇合適的裝備，並確實檢查

是否有損壞；透過穿著救生衣、配戴頭盔等裝備可以減少及降低傷害的發生率。  

「預防勝於治療」，往往會造成傷害的主因都是沒有事先做好預防，有些傷

害是可以事先預防的，不要等到造成了傷害才來後悔。風浪板是屬於較長時間的

運動，有良好的肌力與體能對風浪板運動員來說非常重要，平時應多做些肌力訓

練並加強自身體能，以對抗各種不同風浪及氣候狀況，有良好體能才能夠支撐良

好技術，有良好技術才能有較佳的運動表現並且讓傷害較不容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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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運動傷害介紹	

孫筱筑、孫正諺、劉于詮 

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摘要	

帆船是一種古老的水上交通運輸工具，是以技巧為主，體能為輔的一種運動。運

動員依靠自然風力作用於船帆上，駕駛船隻前進，是一項集競技、娛樂、觀賞、

探險於一體的體育運動項目。帆船運動所需的技巧性高，因此在進行相關訓練時

常常受傷。由相關文獻發現，從事帆船運動除了需要注意曬傷和暈船外；常發生

傷害的部位依序為上肢、下肢、頭部和軀幹；最常受傷的類型為挫傷、撕裂傷和

扭傷；最可能導致傷害的原因為被物體擊中、拉繩子及絆倒與跌倒；會造成傷害

的因素有天氣不佳、疲勞以及裝備故障等。因應上述對於帆船運動傷害的介紹，

建議在從事此項運動時，除了要保持良好的精神外，裝備的檢查與更換、加強本

身的技術與體能等都是預防傷害的重要作法。 

 

關鍵詞：帆船、水域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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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帆船是一種古老的水上交通運輸工具，是以技巧為主，體能為輔的一種運動。

帆船運動中，運動員依靠自然風力作用於船帆上，駕駛船隻前進，是一項集競技、

娛樂、觀賞、探險於一體的體育運動項目，它具有較高的觀賞性，備受人們喜愛，

經常從事帆船運動能增強體質、鍛煉意志，特別是在風雲莫測海浪、氣象、水文

條件的不斷變化中，迎風鬥浪能培養戰勝自然、挑戰自我的拚搏精神 (青島帆船

網，2010)。 

隨著時間演變，帆船運動已經成為世界沿海國家和地區最普及而喜聞樂見的

體育活動之一，也是各國人民進行體育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 (青島帆船網，2010)。

在臺灣，帆船運動則是在 1975 年成立中華民國帆船協會，隨著政府的推廣，各

縣市也陸續成立帆船委員會並持續推展此運動。 

每項運動項目都有其運動傷害，帆船運動亦是如此。在臺灣，帆船運動雖在

這幾年逐漸盛行，但許多人對於在從事帆船運動時會發生的相關傷害也許都還不

太了解，因此本文嘗試透過文獻回顧，針對帆船的運動傷害進行介紹，進而對於

帆船運動傷害的相關專業知識能有更多的瞭解。 

	

貳、帆船運動傷害介紹	

帆船是必須依靠自然風力作用於船帆上，並且駕駛船隻前進的，由於所需的

技巧性極高，因此在進行相關訓練時常常受傷。Schaefer (2000) 調查帆船初學者

課程中發生的傷害發現，受傷的部位依序為上肢、頭部、下肢和軀幹；最常見的

傷害類型為挫傷、撕裂傷和瘀傷；最常發生傷害的原因為橫桿撞擊、上下索具和

翻船，在天氣不佳的情況下更容易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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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ille, Molloy, Brooks, Speedy 與 Atkinson (2006) 研究在準備和參加美洲盃

挑戰賽期間的傷害發現，最常見的水上傷害是挫傷和扭傷，主要是受到裝備的衝

擊而造成的大三角帆桿、繩索和絞盤；陸上傷害主要是扭傷、肌腱和肌肉拉傷，

其中大部分是在舉重訓練過程中受傷的；最常受傷的身體肢段依序為上肢、下肢、

軀幹和頭頸部；最常受傷的部位為肩膀、上臂和腰椎；常見的受傷類型為關節及

韌帶扭傷和肌腱拉傷；常見的症狀為蕁麻疹，其次是壓力，如高血壓和失眠，蕁

麻疹的高發病率可歸因於與比賽有關的壓力，例如高强度訓練、較少休息時間、

寒冷和潮濕天氣等。 

Nathanson, Fischer, Mello 與 Baird (2008) 描述在紐波特百慕大海上帆船比賽

中的傷害指出，最常受傷的肢段為上肢；最常受傷的部位為手指、頭部和脊椎；

最常見的受傷類型為撕裂傷，以手部的撕裂傷為最多；最常見的症狀為暈船，尤

其是在天氣不佳的情況下。 

Nathanson, Baird 與 Mello (2010) 研究小型帆船和重型帆船相關傷害發現，

最常見的傷害類型是挫傷、撕裂傷和扭傷；最常見的身體受傷部位在重型帆船

上依序為上肢、下肢和軀幹；小型帆船則是下肢、上肢和頭頸部；常見的傷害

重型帆船為腿部挫傷、手部撕裂傷和手臂挫傷，小型帆船為腿部挫傷、膝蓋挫

傷和腿部撕裂傷；最常見的傷害動作是絆倒/摔倒、被物體擊中和拉繩子；造成

傷害的常見因素為頂風轉向、順風轉向和天氣不佳；最常造成傷害的設備有滑

輪、夾板、絞盤和站立式索具；大部分的傷害屬於輕度傷害，但在嚴重的傷害

中有骨折、肌腱或軟骨撕裂、腦震盪和脫臼；常見的症狀有曬傷和暈船。 

Ryan, Nathanson 與 Baird (2016) 研究美國帆船的傷害和死亡發現，最常受

傷的類型為撕裂傷和挫傷 (頭部傷害最為常見)；常見的死亡原因為溺水，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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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翻覆或從船上摔落造成的，而大多數人都沒有穿著救生衣，  

綜合以上討論可知，從事帆船運動除了需要注意曬傷和暈船外；帆船運動傷

害常發生的部位依序為上肢、下肢、頭部和軀幹；最常受傷的類型為挫傷、撕裂

傷和扭傷；最可能導致傷害的原因為被物體擊中、拉繩子及絆倒與跌倒；會造成

傷害的因素有天氣不佳、疲勞以及裝備故障等。 

 

 

參、因應帆船運動傷害的預防措施和處理方式	

對於帆船運動傷害的預防措施和處理方法，Nathanson 等 (2010) 指出，透

過改進的鞋子、更好的防滑甲板表面和減少雜亂，能降低跌倒和摔倒所造成傷害

的機率；保護頭部的裝備和較高的橫桿間隙，能減少頭部撞擊傷害；長時間的壓

艙會造成小型帆船運動員膝蓋過度使用而受傷，可以透過肌力訓練和技術的改進

來預防傷害的發生；長期暴露於太陽輻射中罹患皮膚癌的風險會增加；暈船會使

身體虛弱、影響認知功能並增加傷害發生率。 

Ryan 等 (2016) 則認為保持注意力集中和不飲酒能有效降低傷害的發生率；

穿著救生衣可以有效預防溺水死亡；大部分的傷害及死亡均可透過運動員的專注

力來防止傷害的發生。 

透過加強本身技術、肌力訓練與裝備改善等，能有效預防傷害發生，另外，

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況也很重要，注意力不集中容易造成傷害，這些都是預防傷害

的重要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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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帆船有其特殊性，在運動過程中難免會受傷。就帆船運動而言，除了要注意

曬傷和暈船外；其帆船運動傷害常發生的部位依序為上肢、下肢、頭部和軀幹；

最常受傷的類型為挫傷、撕裂傷和扭傷；最可能導致傷害的原因為被物體擊中、

拉繩子及絆倒與跌倒；會造成傷害的因素有技巧不足、疲勞以及裝備故障等。 

在事前的準備方面，建議從事此項運動時應先保持良好的精神，並確實檢查

裝備是否有損壞；透過穿著救生衣、配戴頭盔等裝備可以減少及降低傷害的發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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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排球運動傷害 

 

陳沼宏、陳淑利、劉于詮 

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摘要 

在現今的社會中，運動風氣盛興；但是伴隨著運動而來的除了健康還有傷害。舉

凡國內、外，排球是一項十分盛行的運動，當然在大家盡興從事排球運動時，運

動傷害也可能伴隨而生，故本文嘗試針對排球運動傷害進行介紹，進而提供排球

運動從事與愛好者做為參考。運動傷害可分成急性與慢性運動傷害，在排球部分，

急性傷害包括踝關節扭傷、腰部肌肉拉傷、手指挫傷、膝部傷害（韌帶或半月板

受損）等；急性運動傷害大多由內發性或外來力量所造成的組織損傷，且因為傷

勢突然且明顯，一般都能記得是在某個時間點或比賽時因某個動作所造成的。慢

性傷害包括腰部傷害、肩部傷害、跳躍膝；慢性運動傷害成因可能是因為長期累

積小傷害、過度訓練造成組織疲勞，或者因技術不成熟、熱身運動不足所導致。

運動傷害發生的當下，主要以 PRICE 原則來進行傷害的處理；若受傷較為嚴重，

則尋求就醫；倘若傷害需後續的復健，則仍需耐心的配合復健師進行復健，甚至

在復健後尋求運動傷害防護員協助訓練，進而安全的回到場上進行訓練；切勿操

之過急，或失去耐心。 

 

關鍵詞：球類運動、傷害防治、運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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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排球運動起源於美國西元 1895 年，至今已有 125 年的悠久歷史，這項運動

於二十世紀初傳到中國時， 初是採用十六人制。一開始，人們按音譯，因此排

球被稱為華利波，後來有人根據比賽雙方排成排進行較量的陣型，以其形象命名，

稱它為排球，而排球這個名稱，一直要到 1930 年才統一並而被各界使用並且沿

用至今。從國際排球總會(International Volleyball Federation，簡稱 FIVB)的成立、

規則的修訂，舉辦許多賽事吸引眾多好手的參與，讓近幾年排球風氣逐漸增長；

而各國職業排球聯賽的舉辦，更是讓從事排球運動的選手感到有未來的發展性，

進而持續從事排球競技運動；當然，排球賽事的轉播，也使得對排球一竅不通的

民眾，在透過觀賞比賽球員在場上征戰的過程下，讓觀賞排球變成其日常的休閒

活動，甚至也開始參與排球運動與比賽。 

在運動的過程中，一般民眾的休閒運動雖然較不劇烈，但仍有發生運動傷害

與意外的可能；對專業的運動選手來說，運動傷害更是其 害怕也 不想遇到的

事情，因為沒有運動員願意在自己的競技水準處於高峰時發生運動傷害；但卻往

往事與願違。蔡麗琴(2000)便指出，隨著運動的普及與競技水準不斷的提升，美

國每年有 1700 萬個運動傷害案例被報導出來，而隨著運動所伴隨而來的傷害持

續增加，運動傷害儼然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公眾健康問題。 

運動傷害一旦發生，對一般民眾而言可能影響其日常生活與工作；而運動員

一但受傷，若傷勢較為嚴重，就可能要面對患處的漫長治療與復健，同時也會對

心理產生負面影響，害怕因為受傷而無法達到巔峰，亦或者再次受傷，在身體上

的復原和心理上的雙重壓力下，兩者都是會影響到運動員的發展；彭譯箴與彭美

蓮(2007)指出，選手一旦受傷，心理上會感覺到挫敗、沮喪、對未來不知所措等

負面情緒或思考，選手受傷到恢復前，心理上會出現高水準的競賽焦慮、注意力

窄化（焦點集中在受傷區域），以及掙扎在是否要再度證明自己 的專業技巧，這

些都會危及到運動員未來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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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討論可知，排球為風行於國內、外的運動，一般民眾和運動選手都會

從事此項運動；然而因運動所伴隨而來的運動傷害，對一般排球運動愛好者和排

球選手來說都是十分困擾的問題。故本文嘗試針對排球運動傷害進行介紹，一來

可認識排球運動傷害；二來則是可以了解如何這些運動傷害如何處理；當然相關

資料也可提供排球運動愛好者和排球運動的相關專業人士做為參考。 

 

 

貳、 排球運動傷害介紹 

    排球運動員在比賽中會反覆運用發、墊、傳、扣、攔等各種技術動作，表現

出上下肢力量、動作反應、速度和協調性等身體素質（趙文娟，2011）。顏政通與

高俊傑（2007）指出，在排球運動中的跳躍後的著地動作是造成下肢關節傷害的

主要因素，排球運動包含了許多反覆的跳躍及著地動作，因此許多排球運動傷害

常發生於攔網、扣球或跳躍動作，而且隨著選手競技體適能的增進以及技戰術的

複雜與多變，選手受傷的比例也相當的提高。運動傷害的分類大多是依照受傷的

情況或症狀而區分，一般分為急性和慢性運動傷害兩種(林昕翰，2010)，在排球

運動中也是如此，關於排球的急性和慢性運動傷害，說明如下。 

 

一、急性傷害 

所謂急性運動傷害指的是由於一次內發性或外來性暴力所造成的組織破壞，

受傷者可以很清楚的描述；是哪一個活動、練習、比賽中發生，大部分主訴為明

顯且劇烈疼痛，患部亦可明顯觀察到腫脹及發熱(賴金鑫，1982)。在 William & Holly 

(1999)指出排球運動一般常見的急性傷害包括踝關節、膝關節和手部指關節的扭

傷，受傷比率也是以這三個重要關節受傷比率 高。關於這三個部位的急性傷害，

介紹如下。 

(一)踝關節扭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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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踝關節扭傷是排球運動中 常見的急性損傷，在排球運動相關傷害中占了

41%(吳善弘、陳朝宗、林舜穀，2012)；另外踝關節扭傷也是 常見的下肢運動傷

害，而踝關節因關節結構的關係，以外側韌帶扭傷較內側韌帶扭傷為常見。王顯

智(1988)指出，踝關節其實是由腓骨、脛骨與距骨所組成，但因為跟骨間之距跟

關節，直接影響到踝關節之動作，尤其踝關節周圍之韌帶，多數離不開與跟骨之

連接。 

吳善弘等人 (2012)指出，內翻多傷及外側韌帶的距腓前韌帶和跟腓韌帶，單

獨傷及跟腓韌帶是很少見的；反之，外翻多傷及內側的三角韌帶，但由於此條韌

帶較強壯不易撕裂，反而常常造成內踝的撕脫性骨折，當韌帶受到損傷後，會造

成關節的穩定性變差，同時位於韌帶或關節囊中的本體感覺受器也會受到損傷，

連帶讓關節發生功能性的不穩定，若治療的不夠完整，會引發習「慣性扭傷」等

後遺症。 

至於一般扭傷則可分為三級，第一級的傷害：當施以向前拉或向後拉的壓力

以及內翻壓力測試時，踝關節韌帶的伸展並無撕裂、腫脹功能性喪失及機械性不

穩定的情況發生，均屬於是第一級的傷害。第二級的傷害：踝關節韌帶部分撕裂，

並伴隨著部分的疼痛、腫脹及喪失動作結構上的功能及產生不穩定情況，均屬於

是第二級的傷害。第三級的傷害為嚴重的踝關節扭傷，較不常見：如果在患者處，

施以向前拉或向後拉的壓力以及向外翻壓力時，會出現拖曳的現象，並且會造成

踝關節的不穩定。而踝關節韌帶完全斷裂，同時並伴隨著踝關節嚴重地腫脹、出

血及喪失踝關節動作結構之功能及產生不穩定的情形發生，均屬於是第三級的傷

害(王進華、陳忠誠，2004)。 

(二)膝關節(前十字韌帶、半月板) 

膝關節是人體 大也 複雜的關節，負責傳遞負荷、參與運動，並提供有關

腿部活動。膝關節是由兩個關節面所組成，它的穩定性是經由內外兩側有著強韌

的內、外側副韌帶以及關節囊內的前、後十字韌帶來維持(林政達，2014)；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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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韌帶斷裂是較為嚴重的傷害，也是 常見膝蓋韌帶損傷，美國每年約有10萬到

20萬的人前十字韌帶破裂，而女性運動員的發生率也較男性運動員高(吳善弘等

人，2012)，然而前十字靭帶斷裂是許多運動員經歷到的惡夢，尤其是籃球與排球

運動員，當身體在前進中突然停頓，膝關節的脛骨會因踝關節的瞬間停止而往前

移動，此時前十字韌帶將因脛骨的前移而拉緊，尤其在做停止的動作時，身體會

往後傾斜，致使膝關節彎曲，前十字韌帶的張力更因而增加；當膝關節向內旋轉

時，前十字靭帶的受力 大，而前十字韌帶在解剖的比較下，它比後十字靭帶細、

長，在運動力學上，它又時常處於被伸張的情況，因此它受傷的機會便較後十字

靭帶來得頻繁(王顯智，2006)。 

半月板是為一軟骨，位於膝關節面，介於股骨及脛骨之間，其功能如汽車避

震器，可以吸收膝關節所承受的壓力，此外亦可提供膝關節更多穩定性及增加關

節面的潤滑度，半月板像肌腱一樣，內部血供很差，且不能再生，因而增加了它

受到傷害的嚴重性(歐宗明，2000)；由於半月板創傷主要發生於膝關節發生扭轉、

壓迫或過度外力時，容易導致半月軟骨的破碎，所以前十字韌帶傷害往往伴隨著

半月板的創傷，可說是相當嚴重的運動傷害(呂宛蓁、溫良財，2012)。 

(三)手部傷害 

排球員常發生的多是小的手部傷害，大部分是在擊球時的時間沒抓準而受傷。

通常指關節扭傷發生於傳球、救球外，皆發生於攔網時，且大部分傷及第四隻及

第五隻手指(彭郁芬，2002)，指關節在全身的關節而言，算是較細小的滑液關節，

所以韌帶較細、關節囊也較薄弱，無法承受突如其來的瞬間暴力，因此很容易造

成指關節的挫傷、韌帶 撕裂、斷裂或脫臼的傷害(盧文瑞，2007)。 

 

二、慢性傷害 

所謂慢性傷害(過度使用傷害)，可能是因為長期忽略的小傷害所累積而來，

通常是由過度訓練、技巧不正確或熱身不足所導致，排球員經常發生的過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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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有髕腱炎、肱二頭肌肌腱炎或下背痛(彭郁芬，2002)。關於這三個部位的慢

性傷害，介紹如下。 

(一)髕腱炎 (跳躍膝) 

    排球運動由於需要不斷地跳躍，據估計約有40%~50%的高層次排球員患有髕

韌帶炎，又稱為跳躍膝，髕韌帶炎 常疼痛的位置為髕骨下緣和髕韌帶接觸處，

而股四頭韌帶終點、髕韌帶中點及髕韌帶終點皆是可能的疼痛點，若不治療可能

會導致腿部肌肉無力與慢性膝蓋疼痛(吳善弘等人，2012)。 

    髕腱炎慢性負荷超載的機轉，預防或緩解髕腱炎的方式常須藉由停止高強度

跳躍訓練以減少髕腱負荷，然而，此建議並非適用於所有項目的運動員，因此，

對於經常須要跳躍的運動專長選手而言，穿戴髕腱加壓帶則為一個適宜的選擇

(陳奕甫、梁凱涵、吳鴻文與張怡雯，2017)。 

(二)肩部傷害 

    排球運動肩關節傷害之頻繁，讓我們先看看肩關節這個構造十分複雜的關節，

從解剖學的角度來看，肩關節是韌帶、關節囊及軟骨等將兩個骨頭連結而成一個

可活動關節，肩關節損傷多發生在扣球技術中的揮臂擊球過程，因人體正常關節

活動度為160至180度，排球扣球的擊球點一般在160度(擊球臂與軀幹的夾角)，由

於肩關節反覆旋轉和經常超範圍的急遽轉動，及不斷的揮臂扣球導致擠壓、磨損，

造成肩關節損傷(簡佳慧、張恩崇與李水河，2017)；彭郁芬(2002)便指出，肩部肌

腱炎在旋轉帶的四條肌肉中尤以棘上肌為 常產生肌腱炎，起因是球員常做手臂

高過於頭的動作，亦即重複做外展、外轉伸展後內轉的動作，因此，扣球過程中，

在肩部 大外展時常發生很大夾擠力量，也是原因之一。 

(三)下背痛 

    根據國外對於下背痛的盛行率調查，約有 60%至80%的人口在一生中有下背

痛的經驗；腰背部是所有脊椎中承受 多重量的部位，會因姿勢不良、缺乏規律

的運動及體重過重，而引起下背部疼痛(謝宜倫、林樹旺，2013)。許多與跳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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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運動，排球運動員也會因為起跳弓身然後扭轉造成背部疼痛，下背痛一般發

生率為14%，下背痛一般多是肌肉拉傷，背部肌肉拉傷之球員必須要強壯其背肌

以固定脊椎，所以背部肌力訓練計畫是很重要的，進行時要注意肌力訓練的平衡，

即腹部等屈肌群肌力訓練(彭郁芬，2002)。 

 

 

參、 排球運動傷害後處理 

運動受傷時的處理方式是不可忽略的，以下文章便針對上述所提及有關排球

常見傷害的運動傷害處理方式做簡單介紹。 

(一) 踝關節扭傷 

   王進華與陳忠誠（2004）曾指出，韌帶扭傷治療與處理方式需依照傷害程度

的嚴重性來決定，但在受傷初期需依休息(Rest)、冰敷(Ice)、壓迫(Compression)、

抬高(Elevation)之原則處理，然後隨著患者情況的恢復實施冷熱交替法治療與復

健方法。然而，有嚴重的骨折產生，根據何長仁(2008)指出，急性骨折分為開放

性(compound fracture)骨折與閉鎖性骨折(simple fracture)兩種，骨折在檢傷時即可發

現，通常病人的肢體會失去或減少原有之功能、腫脹變形或呈現異常的姿勢，而

且，骨頭外部的骨膜則有密集的神經，因此骨折時會有嚴重的疼痛。並可併發內

出血、腫脹、和周圍大神經、動靜脈的壓迫及損傷。快速的予以夾板固定迅速送

醫。 

(二) 膝關節(前十字韌帶、半月板) 

    前十字韌帶治療可採手術療法及保守療法，治療的一般原則是：如果是單純

的前十字韌帶斷裂，脛骨向前移位小於1公分以下，表示可能只是部份斷裂，可

以保守復健治療，急性期 時給予冰敷、關節固定、使用枴杖避免負重，必要時

可抽取膝內血腫及服用止痛藥物。對於嚴重的前十字韌帶斷裂而造成脛骨 向前

移位大於 1 公分以上、或有合併其它韌帶、半月板傷害、年輕活動力強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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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慢性前十字韌帶傷害而有膝關節嚴重不適之症狀等情況，建議手術治療(曾薇、

王桂芸，2007)。 

   半月板損傷治療，以往偏于手術，因其認為半月板血供差，創傷後難以復原，

只有手術切除才是唯一的根治方法；近年來，由於對半月板功能認識的深化，歐

宗明(2000)指出，半月板治療方法可分為保守性治療和外科手術兩大類；保守治

療部分：主要經關節鏡檢查，發現屬於穩定性破裂，可以不開刀，只要休息，但

要避免激烈運動；外科手術部分：可分為全半月板切除術、部分半月板切除術及

半月板修補術這三類來進行治療。 

(三)手部傷害 

手指關節傷害依照傷害的等級來進行治療，如一或二級傷害，採用PRICE治

療，然而，有嚴重性手指骨折或脫位的情況，皆需要就醫照X光，觀察是否需手

術治療。 

(四)髕腱炎 (跳躍膝) 

 髕腱炎可以保守療法病情(約1至2個月)，包括冰敷、抗炎藥、訓練方式的改

變等；此外腿後肌與股四頭肌的伸展也是很有幫助的(彭郁芬，2002)，另外，中

醫治療可以使用針灸阿是穴為主，循經配以伏兔、血海、梁丘、陰市，對體質較

差者與運動量較大的患者，尚需取膝下之足三里穴，以達到溫通經絡、化瘀散結

的效果，若為髕腱周圍炎取患腱兩側 痛處，平刺針法，重者加圍刺，即髕腱正

中位加一穴，若治療得當傷者應可在六個月內重新開始運動(吳善弘等人，2012)。 

(五)肩部傷害 

 一般肩部傷害除了休息、冰敷、抗炎藥之外可以藉由中醫與西醫療法治療。

傳統中醫療法則是以推拿、針灸、中藥薰蒸、拔罐、刮痧放血及外敷藥物等；西

方醫學常用的復健療法包括主動與被動的牽引、運動療法、紅外線治療、超音波

治療、熱療及電療等，中西醫治療對於運動傷害復健有所幫助(簡佳慧、張恩崇與

李水河，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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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下背痛 

 下背治療如增加腰椎穩定度，除可訓練大肌肉群及肌耐力， 亦可訓練脊椎

周邊小肌肉群的穩定性或是懸吊治療系統可改善關節活動角度、肌肉放鬆與伸展、

神經肌肉控制訓練。電療：如經皮神經肌肉電刺激（TENS）可減輕疼痛麻木的感

覺，而干擾波可使肌肉放鬆、改善肌肉痙攣現象，對於運動傷害復健有所幫助(謝

宜倫、林樹旺，2013)。 

 

 

肆、復健的重要性 

 運動傷害復健的 終目的主要在使患者恢復或超越因傷害而受損的身體機

能，以幫助運動員盡速重返運動場。 

(一) 本體感覺復健 

近年來，許多復健醫學研究指出，本體感覺訓練可以改善肌肉協調性、神經

肌肉控制的準確性，增進肌肉骨骼系統的能力，並產生適當的回饋至中樞神經系

統，增加關節穩定度予恢復功能；本體感覺訓練可加強肌肉力量並且刺激感覺接

受器，提高其對外在運作訊息的敏銳度，建立起完善的神經肌肉訊息的迴路機制

(莊恆澤、曹家銘、鄭旭峰、祁業榮，2004)。 

(二) 運動員在傷害復健益處 

一、增進運動員因應傷害處理的能力及提早結束傷害的相關經歷。二、幫助

運動員管理傷害及復健過程中，通常會遭遇的有關情緒、焦慮、擔心及壓力等問

題。三、幫助運動員處理與傷害有關的疼痛問題。四、協助運動員排除產生不良

後果的思維並增進發展正向的自我。五、增進運動員傷害復健的動機和對後續復

健相關活動的堅持與承諾。六、使運動員準備好，以成功返回受傷前身體(如藉由

意象表現的使用，維持特定技能的表現水準)及心理(如協助增進自信心、減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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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受傷的焦慮感)的表現水準(林啟賢、林美華、陳建瑋，2016)。 

 

伍、結語 

 在現今的社會中，運動風氣盛興；但是伴隨著運動而來的除了健康還有傷害，

國內排球運動風氣的推廣，現今蓬勃發展，希望在提倡排球運動，亦能針對運動

傷害的認知觀念加以宣導，使大家在從事排球運動時，能充分享受打球的樂趣，

無需為了運動傷害困擾，這也是所有從事排球運動人們所期望的；排球愛好者或

運動員在休閒運動、訓練或比賽過程中免不了會造成運動傷害，排球運動傷害常

常發生在攔網、扣球或跳躍時，排球運動常遇見的急性傷害包括踝關節、膝關節

與手部指關節的扭傷，然而慢性傷害包括髕腱炎、肩部與下背痛的傷害。因此，

排球運動受傷後可以在正確的診斷、治療、復健能有效幫助傷害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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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師面臨人工流產諮商議題之專業倫理困境初探 

 

摘要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當諮商心理師面臨愈考慮人工流產之個案所面臨的倫理

議題，結合筆者在諮商專業領域學習之經驗，試圖提出可行之因應策略，期盼豐

厚諮商輔導相關產業之工作者的多元的視野。本研究以文獻回顧與分析，歸納出

以下重要面向： 

1. 諮商師若對於人工流產相關資訊不夠充足，可開放地與不同管道的專業人

士諮詢和繼續教育，以尊重個案的受益權。 

2. 諮商師需瞭解當事人的文化脈絡，並保持公平態度，對每位個案提供相同

且充足的資訊，保障個案的免受傷害權與公正權。 

3. 當諮商師決定要對家屬揭露時應有所評估，除涉及到生命安全以外的內容

其他都不應洩漏，以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權。 

對諮商師而言人工流產諮商的服務相當特殊，從上述討論內容能發現涉及到

許多倫理議題，故提出以下的建議： 

1. 諮商心理師需要不斷自我省思 Vaughn 和 Robert (2002)提出 10 個問題，建議

諮商師應系統化的檢視自己對關於墮胎議題的道德和倫理觀點。 

2. 與其他專業領域結合，如與附近醫療所溝通，進行跨領域的合作，或向律

師諮詢相關法規，以促進資源整合可能性。 

3. 諮商師可紀錄諮商工作的過程經驗到的各種感受與反思，可幫助自我諮商

的專業能力、知識及會談技巧慢慢累積並進步。 

綜合上述，當諮商師面對人工流產議題時，遭遇許多倫理議題的困境，諮商

心理師應不斷為自我專業能力進行覺察與評估，強化倫理意識、價值澄清。並參

與相關工作坊或繼續教育課程以增進諮商輔導專業能力。諮商輔導產業需增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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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繼續教育學程，幫助此專業人士擁有多元的視角，必能永續諮商輔導工作，提

升大眾對此專業的了解及此專業於生活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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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動機與目的 

媒體時常會報導有關醫療界涉及倫理道德疑慮的議題，舉凡像是「安樂死」、

「墮胎」等有關死亡決策權利的爭議，長久以來，陷於膠著的道德兩難議題。根

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100 至 105 年近每一年都約有超過

3 萬多例實行人工流產，而筆者依個人經驗在社群網絡（例如：PTT、Dcard 等），

時常瀏覽到有關考慮墮胎者的心路歷程之文章，促使筆者對此議題感到好奇，若

在接案時遇到個案正在考慮墮胎而諮商師該如何處遇？諮商師對人工流產此議

題的個人價值觀與倫理價值觀要如何抗衡，該如何拿捏避免諮商師個人價值觀凌

駕於專業倫理而影響個案的決定？ 

人工流產一直是醫護、宗教、社工、心理等專業團體所關注的議題，雖然各

界對於人工流產及優生保健法修正案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對於提供人工流產之諮

商服務應有共識，且在諮商的過程中應提供個案完整的資訊（李玉嬋，2007）。

事實上考慮人工流產的個案似乎承受著許多的壓力，來自社會的評價、家人的不

諒解亦或是對自我的譴責。不僅要面對自我內在的掙扎，還要面對社會的眼光、

微攻擊，個案的情感似乎是孤立無援的（Major＆Gramzow，1999）。可見諮商師

面對考慮人工流產的個案所應當保持的價值觀是相當重要且有討論之必要。 

李玉嬋（2009）參考國外學者 Baker(1995)對人工流產婦女提供諮詢或諮商

的方法，曾提到懷孕及人工流產諮商為急性介入處遇的短期諮商，在時間緊迫的

情況下，生理及心理同時皆面臨危機。「決定墮胎」必須審慎考慮，然而從過去

的文獻當中卻較少探討諮商師在面對考慮人工流產的個案之倫理決策模式，諮商

師應審慎評估，面對考慮人工流產的個案，謹慎的分析相關倫理議題，包含對此

議題的敏感度、專業準則與法規、倫理原則之運用等。 

筆者為諮商所的研究生，目前較少實務經驗，且人工流產的議題可能還涉及

到醫學倫理，甚至生死學、哲學或宗教的辯論。然而本文之目的並非再探究「應

不應該墮胎」，而是希望能探討在諮商的過程中，若遇到個案正面臨考慮人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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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諮商師應該如何處遇，符合倫理原則且能保障個案的最佳福祉。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欲探討諮商師在遇到考慮人工流產的個案時所遭遇的價

值觀掙扎。諮商師可能會在各種場域面臨到此倫理困境，不管是社區機構、學校

場域或私人診所都有可能發生。筆者將自主權，忠誠，公正，受益權和免受傷害

全的五項倫理原則納入考量並探討墮胎的倫理議題。 

故本文以回顧相關文獻的方式，整理在醫療場域諮商工作中面臨人工流產之

倫理議題，並結合筆者在諮商專業領域學習之經驗，針對諮商師面對考慮墮胎個

案之價值觀的掙扎伴隨而來的倫理議題進行探討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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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工流產（abortion）相關法律規範 

墮胎（abortion）又稱人工流產，或是誘導性流產（Induced abortion）。指的

是在胚胎或胎兒自己能生存之前，以切除或強制的手段移出子宮的方式，使其終

止妊娠狀態。而其中又包含了許多相關的年齡與時間的限制及墮胎方式。以下針

對台灣目前的現狀來加以說明： 

 

一、墮胎的年齡限制 

女性需年滿 20 歲以上擁有自主權，必須符合優生保健條件，若有婚姻狀

態，必須同時在先生的同意下施行。若年齡小於 20 歲以下，則必須有監護人

同意。 

二、允許墮胎的時間限制 

懷孕 24 週內可以合法終止妊娠。但懷孕超過 12 週以上，胎兒視同有生命，

除非是對母體有重大影響，或胎兒有嚴重畸形，才可以在 24 週以內引產。 

三、墮胎的相關法律規範 

台灣在民國 73 年立法通過《優生保健法》對於人工流產之意義，其施行

有相關規定，然而刑法第二十四章《墮胎罪》對墮胎行為有明定其刑罰。在探

討「人工流產」之前，有必要就刑法上之墮胎罪及優生保健法二者之間的關係

先做簡要的說明。 

首先，《優生保健法》基於一定事由，允許為人工流產，既然是法條所明

定，符合規定而行為者並不造成違法依據。《優生保健法第四條》對人工流產

的定義是指「經醫學上認定胎兒在母體外不能自然保持其生命之期間內，以醫

學技術使胎兒及其附屬物排除於母體外之方法。」然而《刑法墮胎罪第 288

條》指出「懷胎婦女服藥或以他法墮胎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

元以下罰金。」所要保護的是胎兒的生命。一個墮胎的行為可能涉及兩個法益，

一是胎兒的生命法益，另一個是孕婦的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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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為墮胎的定義以及相關法律之規定，縱使目前優生保健法的實行似乎默

許墮胎合法，而若未經醫學認定而墮胎者仍涉及刑法墮胎罪，所以當考慮墮胎的

個案尋求心理諮商時，諮商師該如何拿捏？必須要提供充分的資訊告知，但應如

何顧及法律、專業倫理及道德，以保障求助者獲得最大的福祉，因此本文將在進

一步詳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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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墮胎諮商之挑戰 

「墮胎諮商」是指婦女懷孕後面對是否要墮胎的問題時，求助諮商人員，在

諮商的過程中能協助孕婦抉擇並解決問題（賀孝銘，1996）。然而在諮商後，個

案可能決定繼續以墮胎的方式來因應；也可能找到資源，放棄執行墮胎。不論最

後的結果為何，當個案諮商後所採取的行動，都應該比較為客觀、理性，能幫助

個案降低內在的痛苦及減少將來的懊惱、心理壓力。然而墮胎諮商所處理的問題

性較特殊，當諮商師對考慮墮胎者進行諮商師，可能會面臨以下的挑戰。 

一、仍無法確定胎兒與母親何者該優先 

墮胎仍然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人類課題，涉及兩個生命主體的權益衝突，

究竟母體所主張的身體自主權應優先得到重視；亦或是胎兒無法發聲的生命權

應被列為首要考量？上述的爭議可能永無休止之日，在過去、現在或將來，墮

胎的行為存在是不易解決的事實。不管是否合法，都是難以解決的兩難困境。 

雖然法律似乎已默許墮胎合法，但仍有許多不一致及價值觀的衝突，未得

到有效的解決，可見即使合法化下的人工流產，依然要面臨道德倫理的困境。 

二、諮商師自我價值的澄清 

美國諮商學會倫理守則（ACA）在 A.4.b 個人價值觀提到，諮商師應覺察

自己的價值觀、態度、信仰和行為，尊重個案避免將個人價值觀強壓至個案身

上。而 Corey 認為協助個案處理墮胎問題時，諮商師要先問自己協助的目標為

何，以及自己的價值觀，並考量可能的限制。 

然而當我們面對欲墮胎的個案時，諮商師能體會到其強烈的感受，如失落

感、嚴重罪惡感及憂鬱情緒的反應，個案還會對自己感到懷疑與矛盾。當面臨

這樣的挑戰，諮商師更應該站在「中立」的立場，並充分告知流產相關醫療資

訊與多元選擇管道，使個案擁有充足的資訊自由因應做出決策。然而，諮商師

本身會有個人的偏好與價值觀，該如何保持中立？當個人的信仰或生活價值觀

念與考慮人工流產的個案不同時，諮商師該如何自我覺察並調整？勢必需要再

194



6 
 

做進一步的探討，有專業的倫理訓練與督導機制，來協助保持價值中立的倫理，

以尊重當事人的福祉克服倫理兩難。 

綜合上述，諮商師在面對欲考慮墮胎個案時所遇到之困境極富挑戰，不僅要

對墮胎之相關法規要以依定之瞭解，還要檢視自己的價值觀與專業價值觀的衝突，

在此整理出幾項諮商師在面對愈考慮墮胎者時可能會遇到的困境做為參考。接下

來的章節會探討關於墮胎諮商的倫理原則以及諮商中的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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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墮胎諮商涉及的倫理原則 

Kitchener（1984）提出當事人尋求諮商時，有五個基本道德原則應作為專業

人員最高倫理層次的實踐基礎，包含受益權、自主權、免受傷害、忠誠與公平五

個原則。當面對墮胎諮商，以下將以謹慎的態度使用這五原則作為基礎，進一步

作探討。 

受益權（Beneficence）是指諮商師應增進當事人的權益與福祉，有責任對接

受其服務的人提供有效的協助，諮商師要願意付出最大的努力。若諮商師發現自

己對墮胎的資訊不夠充足，不適合繼續進行諮商時，不能給當事人帶來有利的幫

助時，就應該誠實面對自己的不足，不應隨意地與求助者建立諮商關係，應開放

地與不同管道的人諮詢和繼續教育。 

免受傷害權（Nonmaleficence）是指諮商師在服務當事人的過程中應避免有

傷害當事人的行為，不讓當事人陷入可能的危機之中。諮商師必須使用自己所熟

知的方式幫助考慮墮胎的個案，所以介入處遇時都需要謹慎評估治療方式對當事

人造成的風險，正確行事避免令其感到不舒服。在面對墮胎個案，諮商師若覺察

自己認為應保護的是胎兒的生命，發現與自己的價值觀與個案有衝突，應誠實的

面對，仍可以與個案討論其決定墮胎之想法，但力求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壓在當

事人身上，這不代表諮商師不能表達自己的立場，而是當諮商師想表達自己立場

時，諮商師應檢視是自己的需求還是個案的需求，若只是要滿足諮商師個人的需

求則無法保障個案的免受傷害權，因此應以謹慎的態度進行介入處遇。 

公正（Justice）是指諮商師有平等對待每一個人的責任，不論是任何性別、

年齡、性傾向、種族、宗教、身心障礙等，為當事人提供適切的服務避免專業上

的偏頗。考慮墮胎的原因眾多，包含未成年的學生、與男友間缺乏穩定的關係、

經濟狀況不佳、無法養育子女亦或是胎兒非期待的性別等，而諮商師需瞭解當事

人的文化脈絡，何以決定墮胎，例如：大陸因一胎化政策，加上中國重男輕女的

觀念使得有家長在得知孩子為女性時選擇墮胎；亦或是未做好安全性行為而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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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懷孕決定墮胎。墮胎的原因層出不窮，仍須保持相同的態度對待每位個案，可

能上午面對一個因胎兒畸形兒墮胎的個案，下午面對一個因未做好安全性行為意

外懷孕決定墮胎的個案，諮商內心必定會有衝突與掙扎，仍需給予公平對待，對

每位接受諮商的當事人提供相同且充足的資訊，專業的服務處遇不該有所偏頗。 

自主權（Autonomy）是指諮商師需讓當事人有自由做選擇的權利，不干涉

當事人的決定，並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尊嚴及自由。如上一章所討論到的挑戰，賀

孝銘（1996）提到墮胎諮商在自主權的爭議頗大，涉及到的問題包含懷孕的婦女

（尤其未成年當事人）是否有獨立決定權，在台灣法律規定「未婚之未成年人或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依前項規定施行人工流產，應得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

同意。有配偶者，依前項第六款規定施行人工流產，應得配偶之同意。」 

這項規定或許是對婦女的獨立自主權之尊重，但也是有限制。母體的自主權

與胎兒的生命生存權是互相衝突無法達到兩全其美，當尊重婦女的自主決定權，

則會奪走胎兒的生存權；反之，若保護胎兒的生存權，則會限制婦女對自己身體

的控制感。牛格正（1996）提出為同時保障母體及胎兒的權利，較務實的做法是：

「在懷孕頭三個月內以保障母親隱私權及自主權為主要考量；四至六個月以母親

之健康為最重要考量；六個月以後則以保護胎兒生命權為最重要之考慮。」因此

在這樣兩難的情況下，專業人員會致力找出一個折衷的點保護當事人之權益。 

忠誠性（Fidelity）是指諮商師不違背與當事人的約定，對當事人信守承諾，

將當事人的利益置於自己的利益之前，以此建立值得信賴的關係，並忠於當事人。

諮商師給予考慮墮胎的個案信任感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墮胎是充滿爭議又有問題

急迫性，所以墮胎諮商屬於倫理決定的危機諮商，得讓當事人獲得精神上支持，

在沒有威脅的諮商情況下協助當事人檢視其問題與反應，探討各種可能解決其懷

孕問題方法的利弊得失，因此須得到個案的信賴，使其知道自己是在安全保密的

空間訴說。綜合上述，諮商師在面對考慮墮胎者之諮商服務時應努力實踐以上倫

理原則，以增進當事人的權益與福祉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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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諮商師面臨墮胎諮商實務的倫理議題 

諮商師面對考慮墮胎個案的諮商時，將可能遇到許多倫理議題的困境與倫理

考量，而本文將探討墮胎諮商可能遇到三種主要的倫理困境議題，茲分述如下： 

一、諮商師的專業能力 

諮商師執業不得超出其專業能力範圍，因能力不足可能會增加對當事人的

傷害且降低當事人受益的可能性。在美國諮商學會倫理守則（ACA）第二條

就有提到關於諮商師的能力界線，「諮商師只能在他們能力範圍內進行實務工

作，根據他們教育、訓練、受督導經驗、各州或國家專業證照，以及適當的專

業經驗。諮商師在與不同族群當事人工作時，須具備相關知識、自我覺察、敏

感度及技巧。」所以當諮商實務工作者已具備專業的助人能力時，才能提供更

有效的服務幫助當事人解決其困擾。 

墮胎諮商倫理相當重視充分告知、價值中立等原則，諮商師應充分給予流

產相關的醫療資源及多元的管道，然而李玉嬋、高美玲等人（2007）經臨床實

務發現，欲執行人工流產的婦女大部分都依賴醫療機構醫師、護士或行政人員

提供諮詢或諮商服務，可見在台灣流產諮商的人力分配仍然以醫護人員為主力，

且多未與諮商機構建立轉介管道。在這樣的制度下，醫護人員未經過諮商的培

訓，再加上諮商機構也較少接觸到此類型之個案，機構間的資訊不流通，導致

無法給予個案最符合專業論理且有效之服務。 

且筆者透過文獻回顧發現，資料多來自醫療場域，在學校或其他場域之諮

商心理師，對於墮胎此危急且具時間限制之處遇的臨床經驗稍顯不足，若平時

沒有關注到此議題，容易以自己的主觀價值去評斷，可能危害到個案的免受傷

害權及受益權。 

故除了在醫療場域的諮商工作者，其他場域的諮商師也須進一步了解墮胎

諮商的相關議題、會談技巧及開如何提供價值中立的資訊，若諮商師發現自己

對墮胎諮商不夠了解，在面對此議題時感到倫理兩難且無所適從，就必須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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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自己的專業知識能否有效協助個案，誠實面對自己的立場了解自我價值。 

二、保密責任與揭露 

美國諮商學會倫理守則（ACA）特別強調尊重當事人的隱私權、保密權，

其原因在於要保障個人隱私為基本人權，為重要的倫理規範。因此若沒有將與

當事人的談話內容妥善保密，則會侵害的個案的自主權、免受傷害權、受益權

與忠誠。 

墮胎諮商的議題還涉及到當事人的丈夫及未成年人之監護人的權力，所以

諮商應告知個案保密的限制，也就是可能試圖打破保密的狀況。且墮胎議題除

了胎兒的危害，手術對當事人的生命也有風險存在，而諮商師應該將個案的身

體安全居於優先或是考慮到當事的隱私，諮商師能否依照保密限制告知其家屬

提出預警？ 

個案願意在諮商室討論其考慮墮胎的想法，或許是認為諮商師不僅可以給

予專業的建議、同理包容，還期待諮商師能保密，在安全的空間訴說。有賴於

此前提，個案是相當信賴諮商師，所以依據倫理守則諮商師應對個案忠誠遵守

約定並且尊重個案，不隨意將談話內容洩漏。然而面對有夫之婦、未成年者，

他們也許會希望息事寧人，擔心訊息洩露後社會價值觀的輕視、親戚婆媳的眼

光等等，所以不希望讓家人知道。因此萬一未成年人仍堅持不肯告知父母，諮

商師該如何對監護人提出預警？若諮商師破壞了彼此之間的信任，是否會危害

到個案的忠誠權及免受傷害權， 

面臨個案的生命安全以及隱私權的倫理兩難，當諮商決定要對家屬揭露時

應評估要告知家屬多少內容，除了涉及到生命安全以外的內容其他都不應洩漏，

且在告知家屬之前，諮商師必須先與當事人討論澄清，釐清揭露是為了保護當

事人，且與個案討論揭露的程度，以避免個案對諮商師的不諒解。 

三、墮胎諮商的知後同意權 

知後同意與上述兩個倫理議題都有關聯，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倫理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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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也相當重視知後同意，強調諮商師有義務讓當事人充分了解諮商相關的資訊，

清楚諮商的過程可能會經驗到的狀況以及介入處遇方式，理解諮商師所能提供

的協助與限制後，個案有權利自行決定是否進入和維持諮商關係。 

從上述的討論得知，墮胎諮商涉及到生命安全及法律規範，例如：刑法墮

胎罪，面對法律諮商師有保密限制可能要通報或是預警家屬，但必須在開始諮

商前先讓當事人瞭解，若當事人無法接受欲墮胎的行為會被家人知道，諮商師

該如何處遇？另一方面，面對未成年者諮商師進行諮商前需得到監護人的同意，

且也要事先告知未成年個案保密限制，使其了解自身的權利義務。諮商師所要

面臨的倫理困境可能會是，當其告知監護人需接受諮商輔導時，若監護人不同

意該如何因應與處理？當事人有接受諮商的受益權，監護人知後同意權的反對

下，該如何增進其的權益與福祉？亦或是個案不願意告知監護人或丈夫？是否

會耽誤到處理時效？  

從以上內容得知諮商師有義務在建立諮商關係前，先告知個案的權利義務，

然而若個案無法接受，使其求助無門可能會損害其受益權。牛格正（1996）提

到為了解決此困境，諮商師可先讓當事人瞭解監護人及家屬的權力，釐清讓他

們參與對其決定可以帶來正向的效應，通常可以降低當事人的抗拒，願意將他

人的權利納入考量。但若仍無法與當事人達到共識，最好還是將當事人轉介，

或是跨領域整合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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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反思與建議 

對諮商師而言，人工流產諮商的服務相當特殊，從上述討論的內容能發現涉

及到許多倫理議題，使諮商師在為考慮墮胎的個案進行諮商時，時常出現兩難甚

至是價值觀的衝突，筆者回顧相關文獻整理出，諮商師在職業前需做的反思與自

我調整，以勝任此工作。以下列幾種建議的方式能促使自己省思： 

一、自省-釐清自己的道德價值觀 

Vaughn 和 Robert (2002)建議諮商師應深思熟慮的檢視自己對關於墮胎議題

的道德和倫理觀點。為了促進這一過程，兩位學者提出以下幾個問題可能會有所

幫助： 

1.我會認為在胚胎或胎兒發育到哪個階段進行墮胎，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 

2.若墮胎是合理的，母親的生命或健康會遭受到多大的威脅？ 

3.如果懷孕是強姦或亂倫的結果，是否需要墮胎？ 

4.胎兒被診斷出哪類型的缺陷（如果有的話）會為墮胎提供充分的理由？ 

5.在什麼情況下，女性結婚但可能並不想要更多的孩子，那麼墮胎是否合理？ 

6.如果婦女未婚，並且不想讓孩子成為單親，能否進行墮胎？ 

7.如果預期的一些困難，如缺乏經濟資源是否為墮胎提供了充分的依據？ 

8.能否同意未做好安全性行為而懷孕者進行墮胎？ 

9.當母親被判斷為無行為能力時，是否需要墮胎？ 

10.對於反覆墮胎的女性，我有什麼感受？ 

面對墮胎諮商每位關係人的價值系統勢必被牽動，此一問題雖然明顯，但

是總被認為太過於麻煩而較少人去理會，在與考慮墮胎的個案工作時，諮商師

若欠缺關於價值觀的對話，可能會面臨到嚴重的道德倫理困境。因此諮商師能

透過以上幾個問題進行反思，誠實面對自己的價值觀並澄清，才能針對現況做

出理性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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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用同儕督導 

面對墮胎諮商，較常提到在醫療機構所做的人工流產諮商服務，其涉及的

領域範圍非常廣泛，需依靠團體或同儕督導進行討論才能有效與當事人工作。

包含：心理師跟心理師之間、心理師跟專科醫師，甚至整個醫療工作團隊之間。

再者，學校場域、社區機構或私人診所，可能較少關於墮胎諮商的資訊，勢必

需要與附近醫療所溝通，進行跨領域的合作，甚至向律師諮詢相關法規，以促

進資源整合可能性。 

三、其他專業領域之結合 

面對考慮墮胎的個案不可能只關在諮商室內討論就可解決，勢必要跨出來

與醫療院所合作，可以嘗試推動心理與護理跨專業的合作，協助婦產科醫師或

是護理師接受人工流產諮詢的培訓課程，才能有效評估進行轉介工作。再者，

墮胎涉及到相關法規的限制應隨時更新資訊，與律師合作向其諮詢相關資料。

因人工流產是較具爭議性的議題，應與不同專業領域合作，造福考慮墮胎的個

案其身心靈多元面向的福祉。 

四、書寫筆記反思 

除了填寫專業會談紀錄外，諮商師也可以準備筆記本隨身筆記，紀錄諮商

工作的過程經驗到的各種感受與反思，可幫助自我諮商的專業能力、知識及會

談技巧慢慢累積並進步，往後在面對考慮墮胎的個案，能更有敏感度且能釐清

自己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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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綜合上述，在面對墮胎諮商時，可能遇到許多倫理議題的困境，諮商師應不

斷為自我專業能力進行覺察與評估，瞭解自我的限制為何，不斷強化倫理意識，

價值澄清與決策技巧及其因應的練習工作。 

面對考慮墮胎的諮商師，首先應熟悉諮商專業倫理守則之規範，培養自我倫

理覺察之能力；再者，遇到倫理兩難困境時，需釐清倫理困境的情境脈絡，並尋

求專業資源，例如接受督導或詢問其他相關專業人員之意見，再作出符合個案最

大利益為考量之決定；最後，最重要的是釐清自我價值觀，將個人價值觀與專業

倫理價值觀達到抗衡，學會倫理涵化。必須扛起責任，不僅要關注時事瞭解有關

墮胎議題的事件，坦承面對自己的價值觀並做澄清，並充分理解倫理議題。 

本文經文獻回顧能發現，面對墮胎諮商有許多的倫理兩難，包含母體自主權

與胎而生存權、保密原則與法規限制、個人價值的衝突等層出不窮的議題。我們

需要以勇敢真心面對、努力學習才能化解。所以諮商師不僅要練習對醫療場域文

化有更多的了解，也要維持道德倫理敏感度去服務。 

總而言之，諮商師雖然面對考慮人工流產的個案會遭遇到許多的倫理困境與

挑戰，但如能以免受傷害的倫理原則為前提，且進而努力以個案的福祉為最重要

的考量，相信就能有所突破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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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中文摘要 

由於目前社會整體景氣不佳，人們常感到壓力大、情緒不佳，而「諮商心理

師」的工作主要是協助人們能過著更積極且自我滿足的生活。諮商心理師的工作

性質非常獨特，在專業工作上需陪伴當事人度過生命困難時刻之餘，也需處理繁

多的行政業務。 

而本研究主要從自我決定論之內在動機的角度切入，提出使命感的觀點，目

的在探討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幸福感的關聯性。以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為自變項，

諮商心理師的幸福感為依變項，採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以「生涯召喚量表」及

「幸福感量表」為研究工具，共獲得有效問卷 111 份。再以描述統計、Pearson

積差相關及迴歸等統計方式進行分析。主要結論如下：(一)不同性別在「使命感」

與「幸福感」上無顯著差異。(二)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幸福感」大都趨向

中等偏高的程度。(三)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各層面與其「幸福感」達顯著正

相關。(四)以迴歸分析檢驗「使命感」之各向度與「幸福感」之關係，結果顯示

「使命感」之「存在意義」和「利他助人」層面和幸福感有顯著關係，存在意義

和利他助人對「幸福感」有顯著預測力。本研究發現若諮商心理師能辨識出在工

作中的使命感，對此工作感到有價值，並保留此內在心理動機，能促進諮商心理

師之幸福感。本研究可提供未來諮商工作的從業人員、相關教育訓練、行政及職

場單位主管一些建議或參考，避免諮商心理師專業耗能的狀況，促進諮商師心理

健康進而協助此專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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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與心理幸福感之相關。本章節共分三節，

第一節為研究背景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幸福感是反映人們心理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邢占軍，2005），擁有幸福感

能使個體感受到更加優質的生活。亦即幸福感可協助個人維持健康的身心發展，

減低壓力與競爭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視為提供個人生活中正向能量的來源，

這正是高壓力工作業者 需要的力量。 

由於目前社會整體景氣不佳，人們常感到壓力大、情緒不佳，而諮商心理師

的工作主要是協助人們能過著更積極且自我滿足的生活，將個案視為中心，竭盡

所能幫助個案覺察自身優勢面對生活中的困難。諮商心理師是社會重要的助人工

作者，幫助當事人處理內在焦慮與問題是 重要工作，但往往也是諮商師壓力來

源，研究者發現過去關於諮商師的研究多半在探討諮商心理師的情緒或專業耗能，

例如翁家茵（2017）提出諮商心理師在各方面的情緒勞務知覺感受表現屬中高程

度，而 Meyer 和 Ponton（2006）更直接指出諮商是高風險高壓力的職業，且諮商

工作容易有替代性創傷，而替代性創傷會危及諮商師的幸福感。 

美國諮商學會管理諮詢部門（The Governing Council of the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在 2003 年成立耗損諮商心理師專門小組（Task Force on Impaired 

Counselors），針對耗損的心理師之需求提出建議。成立此專案小組顯示美國諮商

學會（ACA）有意幫助解決心理師專業耗損的狀況，並提出因應策略與資源（葉

建君、林妙容，2010）。張詒婷（2016）提到可將耗損與幸福感視為一種連續光

譜的兩端，諮商心理師除了要了解自己在專業工作上可能面臨的風險，更重要的

是要了解追求幸福的資源。 

諮商心理師的工作被定性為有意義的職業，通常專注於幫助他人（Forrest, 

2008; Vera＆Speight, 2003）。由此可知諮商師的工作似乎受到外在社會環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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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我也需要有主動性才有意願協助他人。Duffy 等人（2012）研究訪談的八

名諮商心理師將自身的職業視為一種使命感，其提到覺察使命感是一段歷程，隨

著時間的推演，諮商師在工作中會不斷的跌跌撞撞，經歷自我省思，受訪者提到

會反思自身興趣、價值觀如何能匹配諮商師的工作特性，當實現目標生活和服務

他人的能力，即能辨識出自身的使命感。而使命感是指個體在工作對其而言具有

目的感與意義感（meaning），且此意義感常與利他（altruism）或是利社會有關（Dik、

Duffy，2009）。陳啟文（2000）指出工作本身的內容與組織環境是另一種激發使

命感的媒介，像是醫生、教師或是警察等，由於工作特性故被認為這些行業會擁

有較高的使命感。 

從過去的研究中可發現研究的族群多但為警察、醫師、護理師及教師，然而

卻少有研究探究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由於研究者的自身的經驗，能發現成為諮

商心理師的信路歷程很辛苦，再者，從 Duffy、Foleyc 和 Bodgan 等人（2012）的

研究中發現，諮商心理師能辨識出在工作中的使命感，對此工作感到有價值，且

試圖保留此內在心理動機。 

綜上所述，研究者欲了解諮商心理師此行業的使命感與幸福感的現況，並探

討諮商師的使命感與幸福感之關係，藉以提供未來諮商工作的從業人員、相關教

育訓練、行政及職場單位主管一些建議或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前述之研究動機所述，本研究欲針對以下目的與問題進行探究與討論。

本研究的目的與問題如下述： 

一、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發展出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幸福感之現況。 

（二）探討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與幸福感之相關情形。 

（三）探討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與幸福感之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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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定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諮商自我效能與幸福感之現況為何？ 

（二）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能與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如何？ 

（三）諮商心理師的的使命感與幸福感之預測力如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諮商心理師（Counselor Psychologists） 

本研究所稱之諮商心理師，為接受過諮商心理師專業訓練，並通考選部諮商

心理師考試，已取得臺灣諮商心理師資格之諮商實務工作人員。 

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 

Ryff（1989b）以亞里斯多德的完善論為其哲學基礎，提出心理幸福感一詞，

相較於主觀幸福感，強調較為理性積極的層面，關注於正向心理功能，將幸福感

定義為努力發揮潛能並追求完美的體驗。幸福感包含了實踐自我實現的過程中發

揮 佳心理功能（Waterman, 1993），是種更深層的滿足感。本研究將使用改編自 

Ryff、Lee、Essex 與 Schmutte（1994）的心理幸福感量表之簡式中譯版（李仁豪、

余民寧，2016） 為研究工具，其得分越高代表個人心理幸福感越高。 

三、使命感（sense of calling） 

在本研究中，使命感是指對人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意義感（meaning），此意

義感常與利他（altruism）或是與利社會有關（Dik & Duffy, 2009），且對個體是一

種穩定、長久且持續性的影響，因此將使命感定義為個體受到超越個人力量驅使

從事某項職業，藉由持續奉獻極服務他人與社會，進而得到工作意義感。本研究

採用王玉珍與吳清麟（2017）編制的「生涯召喚量表」為研究工具，總量表分數

越高，代表受試者整體使命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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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主要探討與本研究有關的理論與文獻，以此做為研究理論基礎，並提

供日後實證調查結果討論的依據。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諮商心理師工作發展

與內涵、第二節為幸福感之概念與相關研究、第三節為使命感之概念與相關研究、

第四節為使命感與幸福感之關聯性-以自我決定理論探討。 

第一節 諮商心理師工作發展與內涵 

研究者透過許多相關文獻的整理與歸納後，將本節分為諮商心理師之緣起、

專業養成、職業概況及工作目的，共四部分進行探討。 

一、諮商心理師之緣起 

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促使衛生主管機關意識到心理衛生工作之重要性，

使得臨床心理師法推動小組有機會擬定「臨床心理師法草案」推展台灣心理師法

制化。而中國輔導學會提出將諮商師併入立法的意見，表達支持兩種心理師合併

立法的堅定立場，經過協商後促成心理師法實施（林家興、許皓宜，2008）。 

台灣心理師法在民國 90 年 10 月 31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11 月 21

日由總統公布實施，於是諮商心理師也納入醫事人員執照的國家考試制度，並以

衛生署為主管機關，也正式進入專業證照時代。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前，已經有

3587 人取得諮商心理師證照（中華民國諮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18）。 

二、諮商心理師的專業養成 

諮商心理師的培育都不是一蹴可幾，必須經過長時間的陶塑，養成制度嚴謹，

需先通過諮商心理相關研究所考試。研究所課程包含諮商心理學程碩士班至少兩

年的課程訓練，包含半年的兼職實習，再加上一年的全職實習與每週的個別督導，

以及完成碩士倫文的時間。當完成學業、考取證照後，仍有繼續教育積分，以及

每六年更新一次執照之相關規定。 

三、諮商心理師之職業概況 

諮商心理師可以執業的領域大致有學校場域、社區機構、醫療機構、企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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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構。林家興教授（2014）指出研究結果能發現學校場域仍然是諮商心理師

主要的執業登記場所，佔全體調查樣本的 66.4%；次要職業場域包含心理諮商所、

社區機構或是醫療衛生機構，佔全體調查約 30%。意味著諮商心理師的職場選擇

開始擴大到非學校場域，諮商心理師執業場所朝向心理諮商所和醫療院所增加的

趨勢（林家興，2014）。 

四、諮商心理師的工作目的 

由於每位諮商師在從事諮商時所設定的目標，必受其價值體系、訓練背景、

對角色認定及當事人的需求因素等影響，沒有具體明確結論（陳儀潔，2017）。

學者們大致同意諮商 基本的目標為「協助當事人改變其行為，而使其能過著更

積極且自我滿足的生活」。 

小結 

諮商心理師是社會重要的工作者，其身體與心理的狀態關係著諮商專業領域

的發展，若能提升幸福感這不僅能成為工作時正向資源，亦可提供較佳且有品質

的心理服務。由上述資料，可得知諮商心理師工作的目的是希望分享自身曾有的

領悟，提攜他人度過難關，當能從中獲取意義感，也能過著自我滿足的生活。也

就是說諮商心理師工作目的，與使命感符合，個體願意主動幫助他人，並重視案

主的權益，當工作內容能符合自己的生活目標，對生活與工作能感到滿意擁有幸

福的感受。故本研究欲深入探究諮商心理師使命感的狀態，以及諮商心理師的使

命感對於幸福感的影響力，能否提升此正向心理資源。 

 

第二節 幸福感之概念與相關研究 

幸福感不但是個體的心理感受與滿意狀態，同時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

本節分成三部分，首先探討幸福感之概念，其次是幸福感之內涵，第三為心理幸

福感之相關研究， 後是諮商心理師的幸福感。 

一、幸福感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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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包含兩種傳統取向，一是快樂主義取向（The hedonic approach）的幸

福觀；二則是理性積極的幸福主義取向（The eudaimonic approach）。快樂主義取

向認為個體生存原則是避開痛苦和尋求愉悅，主張當個體愉悅感能高於痛苦感時

便能獲得幸福感；理性積極的幸福主義取向的觀點則主張快樂是來自於當個體能

適當追求有價值之目標、努力生活符合自我評估之標準並朝向自我實現，便能經

驗許多愉悅與正向情緒，進而產生幸福感（Diener,1984; Ryan & Deci, 2001）。從而

能發現，理性積極幸福主義取向的追求並不強調逃避痛苦，且受苦對個體而言可

能是自我實現的必經之路（李仁豪與余民寧，2016）。 

近代 Diener（1984）提出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強調幸福感是來

自個體的主觀感受，而非來自他人客觀衡量，重視個體對生活滿意度的主觀評價，

因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觀、期望及經驗所以對生活品質定義也會是不相同的

（Diener & Suh, 1997），某種程度上承襲了傳統快樂主義取向。然而，在 1980 年

代 Ryff 就認為主觀幸福感的定義不夠嚴謹，因此，她將傳統主觀幸福感的定義

重新整理，並偏重定義為較理性積極（eudaimonic）的層面，從而提出「心理幸

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對於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擁有較為精確的解釋。李

仁豪和余民寧（2016）指出根據 Ryff 的定義發展出量表。心理幸福感強調的是正

向心理功能發展及潛能發揮，認為全心全意的投入與實現自我是個人幸福的途徑，

是種深層的滿足感受（Ryff, 1989, 1995; Ryff & Keyes, 1995）。 

二、心理幸福感的內涵 

心理幸福感的探討源自於亞里斯多德的《尼各馬科倫理學》。其書記載亞里

斯多德對幸福的看法，其認為能夠以終極目的論分析、功能論證分析及辯證分析

-外在善的涵容（張勻翔，2003），三種角度來詮釋「幸福」感受。首先，以終極

目的分析，是指亞里斯多德認為人類的行為都有目的性，而終其一生就是以追求

幸福為目標，因此人類有追求自身完善的驅力；第二，功能論證分析指出若要得

到幸福指單靠有目標是不夠的，須將自身的功能或才能運用進而感到卓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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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與自我實現是亞里斯多德認為 幸福的狀態； 後，辯證的分析外在善的涵

容，其提出「外在善」觀點，強調人若要過的幸福，有好的外在關係、財富或權

力，外在的資源對於幸福感有一定影響。承接功能論的觀點，Ryff 與 Singer（2008）

將心理幸福感的結構分為六個面向並編製心理幸福感量表，包含六個向度，一個

向度 20 題，總共有 120 題。以下針對六個向度定義進行詳細說明： 

（一）自我接納（Self-Acceptance, SA） 

即個體的一種長期自我評價，對於自我行為、動機與感受有正向的自我關注，

能夠覺察自身的長處與短處，以正向的態度，承認並接受自我的各個面向。 

（二）正向關係（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 PR） 

Adler 提到所有煩惱都是人際關係的煩惱，因此人際關係是影響個人福祉的

重要因素，與他人建立親密、有溫暖且令人滿意的關係等特徵，是跨文化也能夠

作為衡量個體是否擁有美好生活的重要標準（Ryff & Singer, 2008）。 

（三）自主性（Autonomy, AU） 

強調的是自我決定、獨立思考和行為調節的能力，當人們有適當的心理界線，

能夠抵抗社會壓力造成的想法及行動，用個人的標準來評價自我。 

（四）環境精熟（Environmental Mastery, EM） 

強調個體對於周遭環境的掌握具有精熟及勝任感，能夠有效控制大量複雜的

外在活動，有效利用周遭的機會，並創造出符合個人需求及價值的生活環境。（鄭

博真、李新民，2017；Ryan & Deci, 2000；Ryff & Singer, 2008）。 

（五）生活目的（Purpose in Life, PL）  

是指個體生活具有目標及方向感，當個體完成人生所需之目的與任務，並在

完成任務之後有心理上的整合，即感覺目前及過去的生活有意義。堅持具有生活

目的之信念，生活有目的及目標。 

（六）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 PG）  

強調個體將自身潛能充分發揮而達到自我實現的動態、持續的歷程，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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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經驗開放，自我及行為隨著時間進步，能反映出更多的自我知識及效能。 

三、心理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心理幸福感與個人對興趣投入的程度、對生命感知具有意義與目的性、生活

適應、留任意願、正向社會互動關係等呈正相關，並與憂鬱呈現負相關。王珮羽

（2016）研究發現當臨床護理人員有高度工作壓力會使留任意願降低，經由因應

策略的使用若使心理幸福感獲得提升，進而會增進護理人員的留任意願。陳樵

（2014）的研究發現心理幸福感在工作價值、工作滿意、組織公民行為中扮演舉

足輕重的角色，發現 80 後世代的工作者若擁有較高的心理幸福感，能大幅提升

其組織公民行為，此結果值得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單位加以重視。 

近年來，隨著正向心理學新起，不單單只是思考如何降低負向情緒或是解決

困擾，而是開始探討如何增進個體的需求，以積極的方式尋求幸福與快樂的高品

質生活，從而能使個體以更適切的方式面對生活各項處境，因此提升個體的幸福

感受、使生活更有價值，是日益重要的關注議題。且各項研究也針對不同行業或

是族群的人為研究對象，像是：大學生、教師、醫院志工等（楊錦登，2017；李

桂仙，2017；鍾淑蓉，2017）但卻鮮少以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對象。 

近年來正向心理學的逐漸被倡導，幸福感在逐漸被廣泛應用，而諮商心理師

在台灣為興新行業別，然幸福感對高壓力的諮商心理工作者而言卻是相當重要的

能量來源，也可協助工作者提升面對工作環境的抗壓性，亦也能提供較佳且有品

質的心理服務（金音如，2010）。 

小結 

回顧相關文獻較少以諮商心理師為對象之幸福感相關研究，然而幸福感對於

處在高壓力環境的諮商心理工作者而言，是重要的能量及調適來源，從 Duffy

（2012）的研究中發現諮商心理師認為擁有使命感讓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感到滿意，

並且對於目前自己所處在的位置感到相當幸福。Seligman（2002）在他的著作《真

實的幸福》中指出追隨使命感可能是實現有意義和充實生活的一條重要途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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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不僅了解諮商心理師的幸福感受近況，更提出使命感在諮商心理師此行

業的特殊性，使命感對幸福感的重要性，於下章節更詳盡論述。 

第三節 使命感之概念與相關研究 

本節將針對使命感的定義進行探討，並針對國內外學者使命感的內涵與測

量彙整， 後是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從而瞭解使命感之影響力。 

一、使命感之定義 

本研究回顧使命感（sense of calling）相關文獻後發現使命感有許多不同的定

義。 早源於西方宗教背景，當個體認為自己是受到上帝的呼喚，進而願意奉獻

一切從事特定工作或擔任神職角色，為了服務與回應神的要求，即稱為一種使命

感（Davidson & Caddell, 1994）。 

隨著時代的變遷，使命感的概念已不再侷限於宗教的框架下。近年來對於使

命感的描述，大部分強調當個體主觀認為工作在其生命中扮演舉足輕重的位置，

得以達成人生重要目標，此心理感受即為使命感（李芸蘋等，2014）。 

Wrzesniewski、McCauley、Rozin 和 Rozin （1997）提出從人與工作的關係來

探究使命感，個體描述主觀工作經歷，從而歸納出三種工作類型，包含任務感

（sense of job）、職涯感（sense of career）及使命感（sense of calling），分別擁有不

同的工作動機與價值觀。有些人將工作視為任務，工作對其而言僅是滿足經濟需

求得到物質或金錢的回報，只是為了要能夠求生存；而有些人將工作視為職涯工

作動機相對更為強烈，注重自身的進步，打算獲得社會更高的地位或更高的自尊，

願意花更多時間投入於工作中以獲得成就感；另外，有些人將工作視為使命，此

時工作與生活已經是密不可分，專注於享受工作所帶來的充實，且主觀認定對社

會或其他人是有益的，願意為整個世界付出貢獻，這也代表著擁有使命感的人們

會想追求比自己更大的價值，為社會乃至整個世界作出貢獻（Thompson＆

Bunderson，2003）。Wrzesniewski，Dekas 和 Rosso（2009）回顧過去的研究，提到

現今大多數對使命感的概念都有一個假設，即工作本身帶給個體深層的意義。換

句話說，那些覺察到使命感的人必須將他們的工作視為有意義和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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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zesniewski＆Dutton，2001; Wrzesniewski，et al，1997）。Hall 與 Chandler（2005）

以及 Dike 和 Duffy（2009）也指出使命感是將工作視為個人生命的目的，當工作

被視為有意義實，且能實踐個人目標時，使命感的概念即被建構出來。因此，當

個人對工作存在著使命感時，工作不僅僅只是一項任務，而是其個人價值觀的實

踐。使命感是一種高度個人化且主觀的心理知覺，而此心理知覺推動著個體努力

奉獻於工作，以達成個體超越自我且特定的生命角色（Dick & Duffy, 2009）。 

近年來，儘管學者對使命感的定義存在差異，但大多數學者認為使命感的概

念是在工作的過程中經歷到（Dobrow＆Tosti-Kharas，2010）。指出使命感不再是

一個二元概念，而是跨越從弱到強的連續概念（Dobrow，2007）。是指個體的使

命感可以在工作生涯中被開發或培養，組織的操作也可能增強人們的使命感。 

在本研究中假設每個人都有由低到高的不同層次的使命感。另外，從過程的

角度來看，人們認為使命感可能是自己知覺的，也能是在工作職涯中所發展而來

的（Duffy et al，2011）。簡而言之，使命是指個體經歷其工作有意義且意識到個

體須達到主觀目標的責任，從而將使命感定義為推動個體奉獻於工作上，以達成

個人生命目標的主觀心理知覺，強調對感知到使命感的過程，真正重要的是個人

的意願和信念，個體的使命感感被視為引領其行為關鍵的心理動機。 

二、使命感之內涵與測量 

Hirschi（2011）及 Hall 與 Chandler（2005）等人指出使命感是對工作是有目

的感與意義感，不再只受限於宗教的領域。其強調使命感是具有熱忱、樂趣和內

在滿足，使個體察覺到自己的人生目標， 

Dik 及 Duffy（2009）統整了過往的文獻提出使命感（calling）包含以下三種

向度：（一）個人知覺成為生活角色的動機是由於感受到外在力量的指引，可能

是上帝、社會需求或是偶發命運；（二）個人為了實踐此生活角色，以其為目標

努力達成進而得到生活的意義感，個人努力使其能與生活的目標與意義感達到契

合，並將整個過程銘記於心；（三）是生活角色並非只單指工作者或員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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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著非只求自身利益而是有親社會意圖的，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他人共同利益。

諸多學者贊同使命感是一個人認為自己投入之工作兼具意義及目的性（Bunderson 

＆ Thompson, 2009; Wrzesniewski, 2009）。 

Zhang、Dik、Wei 及 Zhang（2015）利用開放式問句，詢問大陸學生動於使

命感的意義為何，發現四種使命感構面，包含引導驅力、意義與目的感、利他奉

獻以及積極實現傾向。國內學者王玉珍（2017）透過焦點團體訪談蒐集使命感的

相關經驗，採取質性分析的紮根理論方法對成人生涯使命感內涵做訪談，並經過

量化量表的編制，根據分析結果，歸納出使命感四個因素：分別為興趣熱情、存

在意義、利他助人以及超越奉獻。興趣熱情是指工作或生涯展現興趣與熱情；存

在意義是指工作或生涯能實踐存在價值或展現個人意義；利他助人指工作或生涯

能對他人、組織或社會產生助益或影響；超越奉獻為視工作或職涯為呼應超越個

人之使命。儘管學者對於使命感的敘述仍有些差異，但針對使命感對工作動機與

態度的影響，能理解使命感基本上是種長期穩定，推動個人努力奉獻以達到個人

理想目標之個人化且主觀的心理知覺。 

王玉珍與吳清麟（2017）為了解成人生涯召喚相關經驗，以 30 位工作者為

對象，透過焦點團體訪談蒐集生涯召喚相關經驗，進行質性方法分析，所得結果

作為編製量表題目之基礎。先進行專家效度檢核，接著進行預試分析，確立正式

題目。所建構之量表包含：興趣熱情、存在意義、助人利他與超越召喚等四部份，

共計 20 題，以五點量尺方式計分，分數愈高表示該部分之生涯召喚程度愈明顯。 

三、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 

Duffy 和 Foley 等人（2012）指出諮商心理師將他們的職業視為一種使命感，

透過訪談整理出六個歷程，包含：定義、辨別過程、使命感內容、專業影響、個

人影響和維護。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且與其生活目標相同，使命感對他們的

日常工作任務和人際關係產生了正向的影響。 

成為一位專業的諮商心理師必須經歷一段漫長且艱辛的培訓道路，且並非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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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專業執照後就能一步登天，還是需要進修、覺察自身議題與個案之間的摩擦，

使研究者更加好奇諮商心理師的工作性質相當特殊，將當事人的福祉放於優先，

投注全力幫助當事人解決問題適應環境，而諮商心理師的內在動機是如何運作的，

使其願意持續做此份工作。 

小結 

當諮商心理師知覺到使命感，個體的從事工作的意願提升和也對工作感到有

意義，個體的使命感被視為引導其行為的重要心理動機，增加其使命感對整體生

活滿意度與幸福感也具有關聯性，而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

的視角充分含括使命感與幸福感關聯性，將於下一章節更進一步的論述。 

第四節 使命感與幸福感之關聯性-以自我決定理論探討 

一、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之內涵 

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是在 1985 年由 Deci 和 Ryan

兩位學者提出，該理論主要是探討人類的行為動機，包含動機類型、動機的連續

狀態、個人心理需求與動機的關係等，是一個整合型理論，其主張人類的行為是

有意志的或是自我決定的，且與社會情境相關的。個體經由心理需求的滿足，形

成不同的自我決定的動機型態，並影響其行為結果。自我決定論是一個概念，其

中是由四個理論所整合而來，首先，基本心理需求理論，闡述了基本心理需求對

行為與心理健康的重要影響；第二，認知評價理論，闡述影響個體內在動機的因

素：第三，有機整合理論，探討個體外在動機的內化機制； 後，因果取向理論，

闡述了個體對環境定向的傾向。 

Ryan 和 Deci（2000）解釋自我決定是指個體有能力去選擇，決定自己的行

為，因此當個體決定做出此行為並不是受到外在壓力或義務所影響的。對於此理

論的研究關鍵在於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的相對關係，內在動機是指促使個體有某

種行為的理由是因此行為本身能帶來愉悅與滿足感，相對而言外在動機則是有外

在的誘因促使個人做出該行為。 

自我決定理論中心概念是以人的自然本質而言，會出現正向而且持續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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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信念會反覆出現，努力達成自我承諾又名為「內在增長趨勢」，而同時人

也具有與生俱來的心理需求，用以做為自我激發（self-motivation）與個性整合

（personality-integration）的用途。自我決定理論無論在教育、學習、心理、還是

工作場域等，都已被廣泛應用與研究。由此可知此理論具有相當高的普遍性，非

常適合解釋人們的內在運作模式。 

二、使命感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Hirschi（2011）指出使命感是對工作是有目的感與意義感。其強調使命感是

具有熱忱、樂趣和內在滿足，使個體察覺到自己的人生目標，積極尋求個人和職

業發展。從主觀的觀點來定義使命感，認為使命感是高度個人化、主觀經驗的，

個體知覺工作是有目的感與意義感的，且能使命感基本上是種長期穩定的狀態，

推動個人努力奉獻以達到個人理想目標的心理知覺。Bloch 和 Richmond（1998）

認為當找到自己獨特內心的特質，並將其運用於工作當中就可以獲得更多的滿足、

喜悅與成就感，也更能經驗到工作當下所產生的幸福感，體認到工作的價值。 

近幾年，針對使命感的研究累積十分快速，結果多半肯定使命感與生涯選擇

與發展、工作表現、工作壓力與因應以及幸福感等均有極大的關聯與影響（Park, 

2011）。王玉珍（2014）提到若可以擁有如我所是的工作能在工作中悠然自在，

亦即較高的使命感也更靠近自我實現，當個人能以自己原有的樣貌呈現於生活和

工作中，能產生深層的樂趣與幸福。Duffy（2012）提到諮商師在此工作道路上

不斷掙扎以及自我反省從而辨識出使命感，當諮商師體認到使命感找到在工作中

的價值與意義，發自內心主動持續做這份工作，也會對自我感到滿意且幸福。 

使命感與工作和生活滿意度有很大的關聯，對個體整體生活之幸福感亦有關

係，但較少文獻針對諮商心理師這一職業在做進一步的探究，所涉及的理解才剛

開始，顯然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使命感與幸福感之間的關聯。研究

者認為，諮商心理師擁有使命感且願意投入自身精力來服務大眾，相當符合且自

我決定論之自主感和歸屬感，並且更提到利社會性之重要從業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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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諮商自我效能以及幸福感之關係。本章

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的設計與實施，共分成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與假設；

第二節為研究與抽樣方法；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程序；第五節為資

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結果，擬定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呈現。研

究主要在探討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心理幸福感之關係，並探討兩變項之現況。 

 

圖 3-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假設 

如第二章文獻探討所述，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包括興趣熱情、存在意義、

利他助人和越越奉獻，以及諮商自我效能兩者的滿足與提升，可使個人工作經驗

更加舒適，從而減少職業倦怠、增加生涯滿意度，進而影響其個人生活的幸福感。 

因此本研究設定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諮商自我效能與心理幸福感之現況為何？ 

（二）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對心理幸福感的關聯性如何？ 

（三）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對心理幸福感的預測力如何？ 

針對上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一：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對心理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 

 

使命感 
心理幸福感 

220



15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節首先主要闡述研究對象，及研究樣本之方式，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正式施測母群為已取得諮商心理師證書，且辦理執業登記並實際從

事諮商工作的輔導老師、諮商師、專任或兼任諮商心理師、行動心理師等不同職

稱之諮商心理師。依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18）統

計資料顯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前有 3587 位諮商心理師領有證書，依據衛生

福利部統計處截至民國107年底顯示有在機構執業的諮商心理師總計有2255人，

但礙於研究者時間與經費的限制，無法對全台諮商心理師母群體進行普查。 

本研究欲以全台灣具有執照且正在執業的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樣

本取得方式採用「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藉由研究者網路取得問卷，蒐

集諮商心理師樣本。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幸福感量表 

（一）量表編制依據與內容 

本研究採用李仁豪和余民寧（2016）的中文版量表來測量心理幸福感，其翻

譯自 Ryff 於 1994 年所編製的 84 題版本的心理幸福感量表，再經項目分析後 後

留 18 題。量表內容如：「對我而言，人生是持續學習、改變和成長的過程」。 

（二）量表形式與計分方式 

量表共五個題，採用 Likert 六點量表作答與計分，範圍從「完全不符合」、「不

符合」、「有點不符合」、「相當符合」、「非常符合」計分依序為 1 至 6 分，總分範

圍為 6 至 36 分，故總分愈高，表示心裡幸福感愈高。 

（三）量表之信、效度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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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結構方程式模型技術來處理資料，符合理論架構的六因素斜交模型獲得良

好的適配；在信度方面，分量表內部一致性α 係數在 .73 ~ .87，總量表高達 .91；

分量表間隔 2 ~ 3 週的再測信度介於 .59 ~ .65，總量表則達到 .70。 

在效度方面因素負荷量在 .65 ~ .92，具有聚斂效度，而因素間的相關性在.30 

~ .72，通過區辨效度的檢驗。另外，跨樣本的交叉效度亦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

而測量不變性檢驗亦獲得因素負荷量及截距在跨時間上符合量尺不變性及純量

不變性的要求，有利於構念在跨時間上的因素間關係比較及因素平均數比較。 

二、使命感量表 

（一）量表編制依據與內容 

本量表為王玉珍與吳清麟（2017）以成人工作者為對象，根據質性成人焦點

團體訪談經驗並參考國外文獻，探討出生涯召喚（Calling）的經驗內涵，並從中

發展生涯召喚量表之題目。量表包含四個構念，其中興趣熱情 5 題，存在意義 5

題、利他助人 6 題以及超越奉獻則有 4 題。題目像是「我的工作或生涯就是我的

熱情所在。」（興趣熱情的構念）。 

而此「生涯召喚量表」與上述使命感之定義相同皆以 sense of calling 的英文

來表示只是其中文翻譯不同，故本研究想以此量表作為使命感之測量工具。 

（二）量表形式與計分方式 

量表總共 20 題，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計分，依「完全不符合」、「大部分不

符合」、「部分符合」、「大部分符合」、「完全符合」評分，計分依序為 1 分到 5 分，

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之使命感越高。 

（三）量表之信、效度考驗 

王玉珍與吳清麟（2017）經項目分析後保留四個構念總共 20 題，在信度方

面以內部一致性考驗，測得全量表的 Cronbach’s α 係數為.97，而四個分量表的

α係數介於.87至.92，顯示本量表之測量具有良好的穩定性。至於效度考驗部分，

共可解釋變項結構變異量為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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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過程 

本研究擬使用立意抽樣的方式，至諮商輔導相關臉書社團，展開資料蒐集。

研究工具計有背景變相調查、使命感量表與幸福感量表，填答時間約 15 分鐘。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問卷調查後將有效問卷進行編碼，並將資料輸入電腦登錄後，利用 SPSS 統

計套裝軟體針對研究問題與假設，分別進行描述性統計、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

析、Pearson 積差相關、多元迴歸分析，並以.05 作為統計顯著水準。說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以平均數與標準差，回答問題一：目前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幸福感之

現況為何，作為資料處理的基礎。 

二、獨立樣本 t 檢定 

採用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不同性別之諮商師在使命感及幸福感之差異情形，

若分析的結果。 

三、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分析不同年齡、年資、工作區域在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與幸福感上是否有差

異，再以雪費法進行事後比較。 

四、Pearson 積差相關 

檢視本研究各連續變項之間的關聯，並檢驗問題三：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與

幸福感的相關情形為何。 

五、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以多元迴歸分析的同時輸入法探討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及諮商自我效能對

幸福感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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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根據研究問題與假設，研究者針對以獲得諮商心理師證照，且已有

職業登記之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對象。將透過問卷調查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統計分

析及討論。共分成四節，第一節為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與幸福感之現況分析；第

二節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與幸福感之相關分析；第三節為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與

幸福感之預測分析。 

第一節 諮商心理師基本資料之描述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諮商心理師基本資料、使命感與幸福感之調查結果，根據諮商

心理師從「基本資料調查表」、「生涯召喚量表」與「心理幸福感量表」的填答結

果，進行基本資料之人數、百分比描述性統計分析、使命感與心理幸福感現況之

描述性分析與討論。 

一、性別 

在諮商心理師基本資料調查結果中，由表 4-1-1 所示，受試者填答為男性，

人數為 28 人，佔所有樣本 25.2%，回答為女性者，人數為 83 人，佔所有樣本 74.8%。

本研究有效樣本總人數為 111 人。 

二、工作地區 

在諮商心理師職業工作地區的調查結果中，由表 4-1-1 所示，北部地區之諮

商心理師 多，佔 67.5%，其次為中部地區，佔 25%，第三是南部地區，佔 5.6%，

後是東部地區，佔 1.9%。結果顯示，諮商心理師職業工作地區在北部 多，

而南部與東部相對較少，此結果也符合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之機構執業諮商心理師

人員數統計表之分布現況。 

 

表 4-1-1 樣本人數分配及百分比摘要表 

變項名稱 
樣本數

（N=268）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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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男 28 25.2 

女 83 74.8 

工作地區 

北部地區 181 67.5 

中部地區 67 25 

南部地區 15 5.6 

東部地區 5 1.9 

 

第二節 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幸福感之描述分析 

一、使命感之現況 

在本研究中將「使命感」，共分為「興趣熱情」、「存在意義」、「利他助人」、

及「超越奉獻」四個層面，對於各個層面得分情形分析。而諮商心理師使命感的

現況，統計結果顯示，四個因素的平均得分均大於每題原始設定之平均分數 2.5

分，整體而言，顯示諮商心理師使命感尚佳。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在使命感上無顯著差異，

t(109)=-2.35, P=.02。男性使命感與女性使命感沒有顯著差。再以獨立樣本 t 檢定

分析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在幸福感上無顯著差異，t(109)=- 2.281, P=.02。男性使

命感與女性幸福感沒有顯著差。 

 

第三節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幸福感之相關分析 

一、使命感與幸福感之積差相關 

表 4-2-1 樣本人數分配及百分比摘要表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R 值 P 

 男(N=28) 女(N=83) 

使命感 63.25(9.5) 66.74(8.46) 109 -2.35 .02 

幸福感 81.07(8.6) 85.56(9.1) 109 -2.28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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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可看出諮商心理師「使命感」的四個層面與「幸福感」得分，皆有

達顯著正相關，興趣熱情(r=.547, p=.000)、存在意義(r=.611, p=.000)、利他助人

(r=.574, p=.000)、超越奉獻(r=.404, p=.000)與幸福感有顯著正相關，有達.05 之顯

著水準，顯示當使命感的分數越高，則幸福感分數也越高。 

 

 

 

 

 

 

 

 

 

 

第四節 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幸福感之預測分析 

為了探知各量表究竟能有效預測幸福感到什麼程度，以各量表為預測變 

項，幸福感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並探討各預測變項之預測力。 

以迴歸分析檢驗使命感之各向度，興趣熱情、存在意義、利他助人和超越奉

獻，與幸福感之關係，如表 4-4-1，結果顯示，由本研究結果可得知，性別可以

解釋幸福感差異中的 4%，而在控制性別彆項之後，使命感可以增加 40%幸福感

變異。控制其他變項下「存在意義」和「利他助人」對幸福感具有預測力，存在

意義和利他助人和幸福感有顯著解釋力，存在意義的分數越高，幸福感受也越好；

利他助人和幸福感有顯著關係，利他助人的分數越高，幸福感受也越好。以往甚

少以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與幸福感為研究變項的研究主題，而本研究結果諮商心

理師使命感中的存在意義與利他助人是 主要的影響，因此，研究發現若諮商心

表 4-3-1 主要變項間的相關係數（N=111） 

變項 1 2 3 4 5 

1.使命感  - 

2.使-興趣熱情 .824** - 

3.使-存在意義 .875 ** .759** - 

4.使-利他助人 .803** .532** .668** - 

5.使-超越奉獻 .764** .433** .497** .461** - 

6.幸福感 .646** .547** .611** .574** .404**

*P <.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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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師能辨識出在工作中的使命感，對此工作感到有價值，並保留此內在心理動機，

能促進諮商心理師之幸福感。 

4-4-1使命感與幸福感知階層迴歸分析表 

 幸福感 

 R2 B 

Step1 .04*  

性別  .213 

Step2 .40***  

性別  .086 

興趣熱情  .178 

存在意義  .234* 

利他助人  .285*** 

超越奉獻  .060 

Total R2 .44***  

N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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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研究方法先以文獻分析探討使命感與幸福感之關係，接著以「基本資料表」、

「生涯召喚量表」（使命感量表）與「幸福感量表」為研究工具，除了採取描述

統計外，在推論統計方法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與階層迴歸

考驗，以探討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幸福感之相關，綜合本研究問題及研究方法分

析與討論，將研究獲得的結論與建議說明如下。 

 

第一節 結論 

本節根據研究問題與第四章統計分析結果，將本研究主要發現歸納下列各項

結論，並加以說明。 

 

一、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幸福感之現況分析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諮商心理師在使命感與幸福感，並無顯著差

異，從而得知不論心理師的性別為何，並不會影響其在這份職業中的使命感與幸

福感。另外，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幸福感」大都趨向中等偏高的程度，從

而得知願意從事諮商心理師此行業者，在工作的過程中似乎都具有不錯的使命感，

此工作對其而言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意義，且諮商心理師普遍具有中上程度的幸福

感受，此結論也符合各項文獻。 

二、使命感與幸福感之相關分析 

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與幸福感有顯著正相關，表示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與幸

福感有正向影響。而從使命感四個層面分量表分別為，「興趣熱情」、「存在意義」、

「利他助人」、及「超越奉獻」與幸福感接達顯著正相關(為.547**、.611**、.574**

及.404**.)表示與幸福感有正影響，顯示使命感越高的人有較高的心理幸福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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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諮商心理師的各項分量表與幸福感之預測分析 

以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作為心理幸福感之預測因素，結果發現控制其他變項

下「存在意義」和「利他助人」對幸福感具有預測力，存在意義和利他助人和幸

福感有顯著解釋力，而整體使命對於幸福感之預測力達 40%。 

 

第二章 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主要發現與結論，結合相關理論與先前討論，研究者提出具體

建議，以諮商工作的從業人員、相關教育訓練、行政及職場單位主管作為永續此

工作之參考，並針對未來之研究提供相關建議。 

一、諮商工作的從業人員、相關教育訓練、行政及職場單位主管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若諮商心理師能辨識出在工作中的使命感，對此工作感到有價值，

並保留此內在心理動機，進而提升諮商心理師之幸福感。因此建議諮商工作的從

業人員再進行助人行業的歷程裡，需要不斷的檢視自身狀態、覺察自身的後設認

知，有必要的話也可接受諮商以整理自己的心理狀態，從而能夠避免諮商心理師

有專業耗能的狀況。 

本研究也建議諮商相關領域之基金會、心理師公會等，能夠提供幫助諮商心

理師覺察他自己工作的內在動機、協助心理師自我照顧或是自我探索的講座、小

團體或是工作坊，在幫助別人解決問題之前必須先了解自身的狀態。諮商心理師

每六年需要換照，需要參與教育訓練，累積自身能力，再達成心理師教育訓練點

數的同時，也可以了解自己從事助人行業的動機。 

後，本研究也建議行政及職場單位主管，需要關照到心理師的狀態，此份

工作需要以自身專業能力去幫助個案覺察並進一步改變，是非常耗能且極有壓力

的狀態，這可能會影響個體的幸福感，而造成工作倦怠的發生，主管機關或許可

以持常識給與彈性、開放且尊重彼此的空間，能提升個體的內在動機，期能維持

心理師的使命感，促進諮商師心理健康進而協助此專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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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研究方面 

本研究邀請之研究對象是以網路問卷發送諮商心理師互動之臉書社團，然而

擔心填表者可能是較具有協助他人之特性，其代表性不足，未來研究範圍可考慮

將範圍擴大至整個台灣，以了解不同工作地區的諮商心理師使命感與幸福感是否

有差異。若經費允許可以以紙本問卷之方式，以階層抽樣等方式隨機化抽樣，或

邀請諮商心理師公會協助，能更了解不同區域的差異特特性。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僅以自陳量表之問卷調查方式來蒐集

資料，即透過諮商心理師的知覺獲得使命感與幸福感之分數，之後再進行資料分

析。雖然自陳量表施測方便且容易取得大量樣本，但由於受試者知覺使命感與幸

福感此類主觀印象，容易受到情緒、過去事件影響其客觀性，也可能受到社會期

望所影響，因此獲得的資料僅為受試者主觀上的反應。 

本研究僅以諮商心理師的使命感為自變項來解釋心理師的心理幸福感，仍有

其他相關因素能影響心理幸福感受。因此建議將來從事相關研究的人員，能納入

其他變項加以深入探討，如壓力因應、專業知能或自我效能等因素，使諮商心理

師的使命感與幸福感之議題探討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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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ƽǎȀķȇlŚ 

ȃ 1970Û"ɆʥSƞqƮǨƋŸljɛ�£Ƨ�¤ơ«Ʈƾ~ůŋʥ

��ơ@üȵɘƈėʝ�1972 Ûǽ��ĮƠYȈȖ��ʒơ«ļȶʥ�ƬȚ�

�ʒơ«¿ȥʥ�Ǜ��ʋɬȡơ«�ʐʥĤÝ�)œ~�ũƯʄV�ǫȷ~Ģ

�ąȔơ«ʥ�Ť)œɵµÆȡWƓɠɡǊ�ÉĮơ«ąɜĀ�ȘĞ�ȃï

Freeman Į 1984 Ûė\aÁɷ>�ƟȲíʥ)œǄļȿ&ʣ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ʤɘƈ£SƞțãŶȩȲȇÅɌʣŇǼũ�ʝĶĵʥ2016ʤ�

Ǻā�ɮȕƴƺǘƟ¶�ļƍèq)œɬȡ�ȏÅ)œǄļȿ&ʥĮ 2014ÛɆ

ɘťȠǚɮȕœ�q¹Òœ�ʕ�ÒœǕƗ½ƣœ�	ÖŝU�ʄècǰȝ CSR

©�Ĺ�ōğ CSRoneŬǴ©�Ú�ąƬ/��2018�ƌŬǴ©�ƝŴȇɉn�ʥ

ƥĮĤÝȇ)œƮV�kiĕl CSRʥ�Ť�ƌƏȲĳ£ CSR©�Ĺ\ƕĨɭ

ƮĀɳ�ȇǽ��ŬǴƬÏƵŗʣ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ʤ�ɝǤ

~ǔ�ĭ@ȴƮĨɭƯčǴėu�� 

ȁƂƍĕl��ǨƋĀɳ��ȟliʥ£ȁƂ7ƤĭʈʥƥĮ�ƌɳĿ#8

ȃɎȁƂr�ʥōğȁƂÎąƬȚ��ȁƂƬÏǬʎ�Ď\ʥƵe�ƌ 98%#	

ƮȁƂƯʝÞ$Ʉɟ�ʥqƼȁƂ;¸ÞƷƫʝʧ�Ĵƍ�ÿǽ��ɯÉSƞŪ

FȹɥąȦ½�ƀĐŏŉ�ÕʠŪFw½�ʥ�ƌŀ8ƮȁƂĤǖʋZʓ�ȁƂ

»S���ǪȊǨƋ���ơžŬǴ�~�ǄļUÚ�Ǖ�²ʈ�ʥ#?ɟȁƂŬǴ

ƬÏ� 

�Ť£�ɾȇ�RƬÏɉnƮʂɬďă
ʥƀÌȁƂǻƤ�ėuȁƂĦƜÔ

ƐĀƍ)œŬǴǨƓƮȿ&ʥ)œƍĕlSƞŬǴƬÏƮÓ²ƉiʥɼŤ�®ʥ

�ʄǤ�W	
Ɓá�V�ćɜŬǴǪȊ:ÿɲʧ�ɾƿĘʅȧƩʣ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ʤąƬȚ�©�"Changing the Chain"�Ď\ʥ:ÿɲ�ƅ

ÀŪʜɶēĐģɭƍ)œƶēĐģƮ 5.5Eʥ�Ť)œȇ:ÿɲƮ�lÈĀƍ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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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ĩƛĒȩ 

2.1 )œǄļȿ&ʣ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ʤ 

2.1.1 )œǄļȿ&�½Ƿ 

 )œǄļȿ&Ʈȶʐıƈ�bɷŷʥƐǺW½Ƿ�ƶ#8ɩʍXƔȶʥ�Ƨ

�ɂ�)œǄļȿ&��Ʈ½ǷȇKG�Friedmanʣ1970ʤȯƍ)œǄļȿ&y

ĳɤðǿŅƮüʑƬÏU�œmʥƳ�ȁ¤ƍU�¬jaƊ�ƐǺƝ�ÉĮ)œ

Ǆļȿ&ƮȩȲÔïǿŅÐǠʥɋɈȄaÁɷ>�ÐǠʧMcWilliams and Siegel

ʣ2006ʤÈ CSR ½Ƿƍ)œɇɈ�U�aƱȇŵìȟŭʥï��?ɟŊ�Ǆļ

aƱƮŸl�šƲ§¶ļʣEuropean Commission, ECʤ�ç)œǄļȿ&ƍ)œ

ÉǄļêʉ�ȿ&ʥ�Ť)œǄļȿ&ÿƥU��Êʥȃʑ÷¤ÈǄļ�ơ«ȶ

ʐǟQWœmƓɠ#~ȇaÁɷ>��lɡǊ��ƵeƧ)œŬǴƬÏwļ

ʣ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ʤąǦ��½Ƿɏ

ãƍđǟʥ)œǄļȿ&ĳĎ)œ£ƓɠɡǊ�ʋɤºɢñȠǚ�ĉȳƍǨƋƬ

Ï4\Ⱦƛʥ�ĴĢ��Ò~WÂà�ąȔƫ¤Ǆs�ħʜǄļƮƢŸ�Ƀ� 

y=Ƶe�ƧÉĮ)œǄļȿ&Ʈ½Ƿ Ə�ȅ÷�Ĳǀ�VȵʣCampbell, 

2007ʧ Scherer and Palazzo, 2007ʧMcWilliams and Siegel, 2006ʤʥ.���ȯƮ

ĳʥɿȐ)œSƞqƮƬÏʥSƞǨƋ�ơ«�ǄļǕ�ĭʈƯƣƢ�ËƮȘĞʥ

�Ƴ)œǄļȿ&ÔƐĀƍ)œ£ɖŭŬǴǨƓĴ�ÃöȡƮɬȟȶʐ�SƞŬ

Ǵ÷©�wļʣ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ʤĮ 2016ÛƬ×ŬǴ÷©�ƮS

ƞŗƃʥė:)œ£ĜÇÈ)œǄļȿ&ħ�ƍǨƋʈ�ơ«ʈ~Ǆļʈ�Dʈ

�Ďŗ�ǨƋʈ�ȟȐɬĮǣǳÉWaÁɷ>��ǨƋŐ%~Éƫ¤��ÂȇS

ƞǨƋʜǜąØ8�ȘĞʧơ«ʈ�ȟɷŷĮ)œÉĽƢ��ƏƢ�ƮȃƐǜǧ

�ȘĞʥW�p��ǋɁƂƮɐQ~ɐ\ʥ´ȁƂ�ūƮŻǻ�ůŋƖ~âőƖ

Ʈƣ\ʧǄļʈdŷɬ)œÉWƓɠą£ƮǄļǜǧØ8�Ș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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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œï� CSR ǎǐȁ°ƍWŁɎØ8�ʟ³ȔĂaƱʨBarnea and Rubin

ʣ2010ʤȯƍʥȋ)œǄļȿ&�ȁ7U�KGĻ²qʥ=ļźɀȫ¯ɁƂ�ƾ

U�KG�Ǻƫ)œ|ȇ CSRŸlĴʥʙPʓþǿŅÉĮ)œÑȖ CSR�ü

ʑʥǺǿŅąɬȡƮĳU�ȽmǲĦʣŮǅȎǕ�ʥ2014ʤʥ�Ťɓvǝ#8ʥ

)œǄļȿ&ȇȽmǲĦʣ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CFPʤ�ɶƮɷ>�

ƶĳƒɴƽǎȭʐ�Ƶe¹ȗƧȯƍ CSRÉĮU�ȽmǲĦêʉ�ƝTǋƸŵʥ

ɁƂ¨ǁȢʡʣResource- Based View, RBVʤ�ç)œǄļȿ&ÉĮU�Ƚmǲ

Ħȁ°ƣƢţ�êʉʥɗɡȇ¾Ą��Ò�:ÿ��ǿŅǕaÁɷ>��ɶåǏ

Ä^ƮɝǤʣCarmeli et al, 2007ʧBrammer and Pavalin, 2006ʤʥU�ȁ°ȓƥÑ

Ȗ CSR ɵƬŊ�ƏéɁƂʥ9´Ċȗ��iɁŁ�Ǿȸ~)œĩqʥïǺfɜ

ĸʝƮȽmǲĦ�ėʝ)œǒƔMnʣTang et al, 2012ʧGao, 2011ʤ�Moskowitz

ʣ1972ʤƽǎƬƝʥƫÑȖ CSR ǊÞɏʝ�)œʥWǿKÚ¥©ɪƜɏʝʧł

ǇȌǕ�ʣ2011ʤ#�ƌĽƚî CSR ƷɷƘʊ�)œƍƽǎÉȻʥƬƝ)œċ

Q CSR ÉWȽm~ʇȽmǲĦƯĽţʈêʉ���ĭʈʥɨ]¹ǹdȯƍÑȖ

CSRÉĮU�ȽmǲĦ�ƝȼʈêʉʥċQ CSRɣȀ�)œɖŭaƊŔ²q�

Ƶŗ�ƥĮɁȨ�Éǌ�ǯĥʥ�Ťʃ#Ęǃ)œǘƟɽÐï� CSR ȀíÅɾ

lŚǎǐƍ3ʣMcWilliams et al., 2006ʤʥȋ)œǨƟ��ȁƍėʝȃɎǾȸ~

aƱʥƣƢÉ)œǄļȿ&ĽɡÞċɁ�Ȗƍʥ�ǺɜĀǿŅŞƱ�ĚʣBarnea 

and Rubin, 2010ʧBaron, 2001ʤ��®ʥ�Ľɨ]¹ǹȯƍ CSRȇU�ȽmǲĦ

�ɶ�ƏʔȐ�êʉʣSurroca et al., 2010ʧMcwilliams and Siegel, 2000ʤ� 

ǨɡĨtÛƮƽǎʥ)œǄļȿ&ȇU�ȽmǲĦ�ɶƮɷ> Ɛ¸£ȐƔ

ȶʣHull and Rothenberg, 2008ʧOrlitzky et al., 2003ʤʧMargolis and Walshʣ2003ʤ

�ʓ 1971 ÛȄ 2001 Ûɶɇɡ 120 ʊƽǎʥŜʛ�)œǄļȿ&ȇȽmǲĦɶ

Ʈɷǽ÷ʥƥĮȫ¯ƽǎƮ�¼�#ȄĮƏŵîb�ȅ÷ƮǤȲʧMcWilliams 

and Siegelʣ2000ʤĎ\ɡ{ƮƽǎǤň��ȅ�ȁĳ�ƍŘ¦Ȫ½ɰȰʥöƨ�

ƽƬȁiÉĮ)œȽmǲĦƮêʉ��®ʥ)œǄļȿ&ĂȽmǲĦĎŗƮș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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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ʐ�Tǹɶǵ��ňɷ>�ɦƆɬȟȹĨ�ǵ��ŎƮƟȲ¨ǁ~ƽǎĭŵǕʥ

ƯĽ�ȁĳÊȅTǹ�ɶƏŵîbĲǀǤȲƮz�ʣMargolis and Walsh, 2003ʤ 

2.1.2 )œǄļȿ&©�Ĺ 

ɡ{ȫ¯¹ǹ~ƽǎė\ȫ¯ɷĮ CSR Ʈ½ǷʥƐǺµǢűĽ�DſŒĲ

ǀƮȤɫȁ°½Ƿ CSRʥ7î CSRƮƟȲƬÏ~șɭȹî�ʃʣMcWilliams and 

Siegel, 2006ʤʥǵ��ȅ÷�ɼŤ�®ʥƫ®ƧŜȡ)œĳ��Ƴ)œǄļȿ&

Ĵʥ)œƮ§Ȗȇ�~ąÑȖƮĭæ�ÉȻǕƯʃ#Ȭ*ǦċɁ��ǿŅ~ɷò

)œƬÏƮǄļ²ƹƻɢ��ŤʥƵe)œ~ĤÝ�ȟ7ƤƮĭæƍȃ�Ăèc

ǰĜ)œǄļȿ&©�Ĺʥɗɡ©�Ĺ#Ŝȡ)œÑȖ CSR�ĀĦ� 

 )œǄļȿ&©�Ĺĳ�ǋɬȟƮƄɚÒXʥ�#ǀ@U�ƮɁȨɗĲÞ�

ȇaÁɷ>�@čȉ³Ʈ�lʣLungu et al., 2011ʤ�ȃ 2014ÛɆʥā�ɮǘļ

Ƭ×�	ÖU�ǰcȇƦ©)œǄļȿ&©�Ĺ4œɒŵ�ʥȠ½ʕ�Òœ�q

¹Òœ�ɮȕ@ʀœ�ʗʖġQ2WƓġƭ]��t#	ǹ~ǿŁī�Ù�tL

O#	ǹʄǰcȇƦ©)œǄļȿ&©�Ĺʥ�ÿ|ǸSƞŬǴ÷©�wļąƬ

×� GRI G4ƃd�ŉŖǰȝ)œǄļȿ&©�ĹʥŤȈĖ?7ȫ¯)œȃ 2014

ɆɵµjQǰc CSR©�ĹƮȖ_� 

2.1.3 )œơ«ȿ&ȇȃƐɁƂ¨ǁȢʡ 

 )œơ«ȿ&ʣ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CERʤ�țȡƍãǷ

)œǄļȿ&Ʈ�ɨ]ʣƁôʆʥ2013ʤʥKuskuʣ2007ʤÈ CER½Ƿƍ)œƍ

ƀÌ~ɸŢÉơ«xÁąđɵƮʌɸĖį~ȧg�ʈÉSƞŪFȹɥʥơ«ıƱ

ùqʥ�ƧɵµɷŷǨƋƬÏÉơ«ąØ8Ʈêʉʥ)œƍêʉơ«ŬǴƬÏƮ

ɷɱ÷�ǡʥ)œ£ơ«@ȷĭʈƷɏĮW!ǣǳXĽ�½ƮMnʥpČĝĽƗ

½ɁƂ�fīȁi�ʉÿi~ĦƜǕʥʔǃ)œɼ�ƍǿŅfɜĻ²aƱ®ʥ�

ȁ£ơ«@ȷ	ĈƇɬȟƮȣȊʥ�Ťơ«@ȷɘƈțȡƍĳ)œǄļȿ&�ɬ

ȟƮ�ơ� 

 Ƶe)œǄļȿ&~ơ«ŬǴƮȢʡţɉĮȕ�ʣMontiel, 2008ʤ�Hartʣ1995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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ʙPÈɁƂ¨ǁȢʡʣResource- Based View, RBVʤƮŏŉÿƤĮ)œǄļȿ&

�ʥė\ȃƐɁƂ¨ǁȢʡʣNature Resource Based View, NRBVʤʥė:�ɷĮ

)œȇơ«�lƮ��ǋȢʡʥHartȯƍɁƂ¨ǁȢʡöƨ�)œȇȃƐơ«ɶ

ƮɝǤʥRBV ƟȲ�ç)œƚîǒƔMnƮȁi�ŰĮ�ƤƮƏéɁƂ~)œ

Rɨȁiʥƫ)œĝĽƮɁƂ�ȁi�ĴXĽKGʥǉÌ÷ʥ��Ř(÷���

ĺ"ǕƗɃĴʥÍ�#ė:čǴƮǒƔMnʣBarney, 1991ʤ�.ĳɿȐơ«Ʈh

Ǝȹqʥ)œÈû8û;ɄȃƐɁƂ~Ƣýǜǧʥ��WǞńʥ�Ť)œƮǨƓ

ǖƨȇǒƔMnÈ�ŰĮ?ɟơ«ŬǴƮǨƋŸl�ȁiʥy)œʄɵƬɁƂȇ

ȁi8ÿÉ�ĬȹqƮ®£ơ«� 

NRBV ƟȲĳ¨Į�ǋȁ°�Ʒêʉ)œǖƨ÷ǒƔMnƮǖƨʦůŋʌ

ɸ�ƣ�ǘƟ~ŬǴƬÏʣHart, 2011ʤʥŤ�ǋǖƨōğ��ƮɁƂ~�ǋơ«

ʚliƮêʉʥ7)œȁ°ɵƬ\ƙƗƮǒƔMnʧůŋɸųèȱɗɡƀÌƢƣ

Ÿl�âőƖƮĐģʥÈâőƖǘƟƥțlƮ�íĔcɑƍǍŔƮ�eʌɸʥ7

)œȁ°ɹ1�ȠĀŁ�ėʝǨƓĦƜʧƣ�ǘƟ�çÈơ«�ʐǟQƣ�Ƣ�

ɞĿʥȬ*ƣ�KGɲ�ïɁƂė��ƢƣɡǊ�ƣ�ȔǶ~[aƤǕÉĮơ«

ąɜĀƮêʉʥȋ)œúȟÅƝƣ�ǘƟʥdóʋÈơ«ǘƟĠ²Ȅħ�aÁɷ

>��ȢʡʣMaas et al., 2014ʤʥ9´ÈĤÝŵȠĂ¾ĄȟŭƮơ@ƟõǟQƣ

�ȪȧĂfī�ʥ}ƣ�Ȫȧ�ɵƬż~ȇ:ÿ��ɶƮ�4ʥ#ǀ@ą7ƤÉ

ơ«��ƮŃĪʧŬǴƬÏɼ�ż~ơ«ȶʐ#ɹ1Éơ«ƮƾǊÞʥ7)œ

ŬǴƬÏ®ʥ�óʋǸþ)œÉǨƋȇǄļƬÏƮêʉ� 

´	ɔąȥʥơ«ɁƂȇȁiȁ°7)œ£ŬǴƬÏǖƨȇU�ǲĦ�Ƭę

ɬȟƮ4Ƥ�¨Į NRBVƟȲʥRusso and Foutsʣ1997ʤƬƝXĽɏʝơ«ǲĦ

ƮU�ʥWU�ȽmǲĦȚƝɏMƪʥŤǤňȇ NRBVƟȲƮ�ç�ȅ�Klassen 

and Whybarkʣ1999ʤdƬƝʥƫÒá7ƤůŋɸųƮƷɷfīĊȗĴȁ°ʔȐ

êʉWȝɜ~ơ«ǲĦʥɵƬ\ǒƔǹʃ#ȞȝƮȁiʧShinǕ�ʣ2018ʤdȴ

Ĳ�7Ƥ�[ƢȁƂƮU�ƷɏĮǒƔÉĆĝĽĸ5ƮȽmǲ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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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ǪȊ:ÿɲǘƟʣ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GSCMʤ 

IǧƮ:ÿɲǘƟĳ)œÉĮǨƓŸlǭǥƮwȱ�ǘƟʣHervani, 2005ʤʥ

WŹǊŽȒ�ħDƣ�Ƣ�ɞĿʥpČïzĪđɅ�ƣ�Ȫȧ~ɵƬ�ȝɜ�p

Ȝ�CN�ɠɐbƣ�Ʈ�íȔǶ��ġ~ľmǕ�ǺǪȊ:ÿɲƮŕõdĳƥ

:ÿɲǘƟä,Ǻ8ʥGSCMż~b:ÿɲǘƟƮąĽɽŧʥ�ə�ɽŧóʋǓ

�ơ«@ȷƮȟŭʣZhu and Sarkis, 2007ʤ�ǪȊ:ÿɲǘƟèȱǣǳRɨȇ®ɨ

Ʈơ«ÅɌʥ)œóʋđ�Ėį#ĽĦħ�:ÿ�~¾ĄëŤ�4ʥRɨħ��

ȟɗɡɋɨɴɶƮ�4ʥ¬èU�Ʈơ@ȁi�ʢo�Ò�Ȥơ@ȧgʣWu et 

al., 2012ʤʧ®ɨħ�dż~bȇ:ÿ�~¾ĄɶƮ�4ʥëŤƷ�ǘƟɋǣǳƮ

ơ«�ʐʣVachon� Klassen, 2008ʤ�Rao and Holtʣ2005ʤĎ\ʥȺ:ÿ��4

±+|ȇơ«ǘƟÈȁïƂʏɸŢɁƂƮźɀʥÅɾ4ŵ´åǏ:ÿ�Ʈơ«ŗ

ƃĂɟȖơ«ÆŌǕĖį��ŤʥGSCMİȁÅƝ)œƮǨƋaƱʥ}Ģ��ǣ

ǳ~W�4±+Ʈơ«~ǄļǲĦ� 

Malviya and Kantʣ2015ʤȯƍʥGSCMĳħ�ơ«ǘƟÅɌ#¬j)œa

Ɗ�Öª2ĽƜʥ�Ĵ¬jǒƔMnƮ�ʊɬȟǖƨ�ȇPeąė NRBV ƟȲ

ƮŕõƷ-�Srivastavaʣ2007ʤȯƍʥGSCM�Jȁ°?ɟơ«ŬǴʥɧȁ°Ā

ƍ)œƉ£ƮǒƔMn8Ƃ�Yunus and Michalisinʣ2016ʤÈ NRBV��ǋơ«

ÅɌǖƨȇǪȊ:ÿɲǘƟɟȖǤ�ʥƫ)œRɨȇ:ÿɲ�4±+�4ʥ�Ĵ

đƤůŋʌɸʥƣ�ǘƟ#~ŬǴƬÏ�ǋǖƨʥȁ°ɵƬÉ)œǺȥXƙƗ�

XKG÷ƮɁƂ�ȁiʥ7îǒƔÉĆdʃ#Ř(Ǻ@čǒƔMnʥɿȐĴɶƮ

ĕǈʥ)œ~W	
ƁɗɡÅɌǪȊ:ÿɲǘƟąƚîƮȁiʥ@ȷơ«�ĽĦ

Ɯ¤7ƤĽɺƮɁƂʥɟǺ¬è)œƮǒƔMnʥ´¡ 2-1ąǃ� 

ǩ�	ɔĩƛĒȩʥŁƽǎ¨ĮȃƐɁƂ¨ǁȢʡʥȯƍŀ8ȃƐɁƂļɘ

ťɺc)œƮƬÏʥɗɡ)œ~W	
ƁƣœV�ċQ)œǄļȿ&ʥȁ°ɹ1

WȁƂŻǻʥėuȁƂ7ƤĦƜʥɟǺėuƣœǒƔ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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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ɝǤ NRBVȇ GSCM 

 

  

243



 9 

��ƽǎĭŵ 

3.1 ƽǎǚ ȇɺc 

 Łƽǎ#�ƌ 28Dƣœ`Į 2014Ȅ 2018ÛĿɶ�ÛɁĪƍƽǎřŁʥɁ

ĪÛ'Ǳȧ�Ûʥ�7ƤĤÝǧȧɁĪ~ TEJ �ƌǨƋī©ɁĪßǕXUAi

�ĨğɁĪ#4ƍɕŦ]ņ�;ğ�ƣœȁƂŻǻ�Ĩğ�ȃǨƋɨȁƂÎąǰ

ȝƮ�ȁƂÚșȚ�ʥ|Ǹ�ƣœȁƂ7Ƥɭʥ�0ǧ�#ƒG�0U�Ųƫɭ

ȧǗʧŁƽǎ;ðȖĤɻ�ȧȔąU×���ȍũ�Ȗœŗƃ]ʒ�ʥ#~ TEJ

�ƌǨƋī©ɁĪß�ʥ)œąƦ©�ƣœʒ ʥ̀Èƣœħ6ƍ 28Dƣœɨɴʥ

#BaíǴɟȖƽǎ]ņʥƣœ�6~ÉƑ´Țąǃ��®ʥƥĮǂƣ~¢Ƽđ

�œ~UVȖĤ~�ɸʧèc÷»SǕTDƣœƵe�ƌ�Ə	ÖŝU�ʥ�Ť

�_QíǴȩȲ�ʥW!�Âd�£Łƽǎ�ȩȲǚ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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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3-1 ]F/Vy 
lt Acg�� oP2wy�� 

1 ��C�Q�ZF �F�� 

2 d]�#b:�F 
UdF 
NJdF 
dF�#b:�F(��U�N�J) 

3 ���=�srF ���=�srF 
4 km7x�?�F km7x�?�F 
5 a��Ia��z�z�F a��IaF 
6 @h�,�F @h�,�F 
7 jR�j�jz�z�F jR�j�jz�F 
8 ���~=�)'�{zz�F ��F 

9 bN�Uz�z�F 
TS1%/Uz�F 
TN3 

10 �*B= �*B=z�F   

11 ���*z�z�F 
���*B=z�F 
�*z�z�F 

12 Hqz�z�F Hqz�z�F 
13 &qz�z�F &qz�z�F 
14 ��0d[z�z�F ��0d[z�z�F 

15 $A�0z�F 
�Y1% 
�0$A1F 

16 �0z�z�F �0z�z�F 

17 �p���|n�(]�z�F 
�p���|n�(]�z�F 
i.*�_!B���z�F 

18 GE}�z�F GE}�z�F 
19 ��1�z�F ��1�z�F 
20 ��z�F ��1Fz�z�1F 

21 ���WJ�6F 

`�3 
9K^� 
J�W=�6F 
M��\3 

22 ^K�6�LD<OF ^K�6�LD<OF 
23 X�1fF X�F 
24 8`���F 8`���F 

25 ���	�F 
���� 
��?�F 
	�F 

26 �-���F �-���F 
27 ��v;�"��4�5+� ��v;F 

28 ��?�F 

��F 
�u�����]F 
1 ?�F 
e>?��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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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gĝ¹Y 

Ð�ė 2014uĂ 2018uĹKÚ¶nċ CSR�Œ«OĀ]°¢ļ�ęÚ¶

ĀÌ�ÛĶŒÜ©²èïãĢ¦Y�M¬Éĉ¼§ńŐCross sectionőF¬Ĺv

4ŐTime-seriesőŁöãĢ¦�ģŒUÀ²èï��Û Panel DataĨÁ¹Yĭċ

3´ĥÐİáŒý Panel Data ¹Yã�ĕ¨ÆEH3ÐĿ»¢µ¹YŐRandom 

Effect Modelő�Vd¢µ¹YŐFixed Effect Modelő�L�{ĨÁ¹YŐPooled 

RegressionőF�ÑåĺÿĨÁ¹YŐ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őñTì3

´¨ÆŐWooldrige, 2002őŒ0	E�Ŀ»¢µ¹YĄVd¢µ¹Y®rĎ�ÛŒ

-ü®
ĐãpàX©�ĤY�ã%Ę�MŒ��hl-ü�ĕ¨Æã(ùŏF

�Û¬»ĭċ36ã�ò� 

3.2.1 Vd¢µ¹YŐFixed Effect Modelő 

Vd¢µ¹Y:%Ę�Ĥņ!"ÐÔdr¥Œ�=,�Ċ�ğ¥#$ČĶ±Ďē

f�àģ�¢µŐUnobservable HeterogeneityőŒ�90i©¤ō¹Y��ŅŒU

Àá#ōĹ�bXpà¬ŒVd¢µ¹YH���#ōĹãpà�Œ�ēf�M

#ōĹã#6¢µŐIndividual EffectőŒEĎíÐĊ�ğ¥¹YŐLeast Squares 

Dummy Variables, LSDVő�Vd¢µ¹Yŀ°īºã(ŏŒ�¯UÐ�ÛĊ�ğ

¥ĭċ�ĕŒĭý��āÜy^szkŒVd¢µã¹YĘda�œ 

%"& = () ++($#$

,

$-.

++/010"&

2

0-.

+ 3"& 

 

3.2.2 Ŀ»¢µ¹YŐRandom Effect Modelő 

 XĿ»¢µ¹Y�Œh�Ĥņ!"ĘÐĿ»ğ¥ŒDº²Ĺãpà�ÐĿ»Ú

ÙŒ��¯ĿĈ¬ĹýÚÙğ>ŒUÀŒĿ»¢µ¹YĥÇĵ¤ōãĺ!ŒýŃ

#6º²�Ĺãpà�ŒDÑÆēf8�M#ōĹã#6¢µŒEĎí�ěp�

3¹YŐError Component Modelő�Ŀ»¢µ¹Yã(ŏX©HĲ+Vd¢µ¹

Y	Œ�_āÜyãSňŒ�Ň*%ĘĿ»t�ņĄ#ōĔĴğ¥ÑĺŒ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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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ã¹YĘda�œ 

%"& = (" + ++/010"&

2

0-.

+ 3"& 

3.2.3 ®İ¹Yı� 

a�5§Ģ¦��Û�ì¹Yĭċ3´ŒH�Û HausmanŐ1978ő��2�

½d¨Æ Hausman TestŒÛ�ı�Vd¢µ¹Y�Ŀ»¢µ¹Y�MundlakŐ1978ő

ĚÐŒĿ»¢µ¹YHĀ�ß�Ĥņ!"ĄĔĴğ¥10"&�ĹbXåĺ�ŒUÀł

ĭċ½ËŒ0%Ĝ½da��êœ 

45 = 6((", 10"&) = 0ŒĔĴğ¥10"&Ą�Ĥņ!"�ěpņÑĺ 

4. = 6((", 10"&) ≠ 0ŒĔĴğ¥10"&Ą�Ĥņ!"�ěpņåĺ 

Hausman Test�½dõĕĶa��êœ 

4 = <=> − @>A[C!D<=>A − C!D<@>A]F.<=> − @>A~H0
I 

0	 

=>�@>œVd¢µ¹Y�Ŀ»¢µ¹Y��ĕ{ 

C!D<=>A�C!D<@>AœVd¢µ¹Y�Ŀ»¢µ¹Y�/ğàçĽ 

á Hausman Test ã½dõĕĶ^©C¨½dãāÜy¬Œ:�ô45Œ��

ÛVd¢µ¹YŔG�Œá½dõĕĶj©C¨½dãāÜy¬Œ:��ô45Œ

��ÛĿ»¢µ¹Y� 

3.3 ğ¥dúĄČĶ 

 ²èïÐ�ėÚ¶�, CSR �ĄĀÌ�ÛĹ�ĺ!Œ�Ú¶ĀÌ�ÛĶ�

Ð�ğ¥ŒÚ¶nċ CSR Ã��Ðāğ¥Œ�=,.Jđ¹�èâĀ<FĻ=

'$ñğ¥�Ð�9ğ¥� 

3.3.1 �ğ¥ 

 ĀÌÈþŐEnergyődúœ 

û�Ú¶X¬Ĺv4�ãĀÌ�ÛĶHĀÐŃd�ŐNonstationaryőŒÚ¶Â

uãĀÌÈþĶHĀ¯ĿĈ¬Ĺ�\XØ[ãğ>ý�ğŒUÀ²èïhÚ¶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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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ĀÌ�ÛĶĄęuyÚ¶ÙÚøŉãÃ$Œh0Ħ�Ðd�¥4� 

3.3.2 āğ¥ 

 �¶ë¯Ġ�ŐCSRődúœ 

 Ü©KÞi©�¶ë¯Ġ�ãdú�Ñ�ă��ªé�/ĞŐCampbell, 

2007Ŕ Scherer and Palazzo, 2007ŔMcWilliams and Siegel, 2006őŒä;�¶
Đ

ĩĮā
�|9÷��¶ë¯Ġ�ZPŒ ©7eĺ!�½Ē0nċ CSR �

�¢�Lunguñ�Ő2011őĚÐ�¶ë¯Ġ�ZP«�ìĵĐãÎĬo1ŒH

�é".JãĢĖĩªy�Ą7eĺ!�"�ą`ã>�¡²èï�ęÚ¶u

yÝZ CSRZP.J¥ľ�Ú¶ø.J¥ãÃ�Œ��ÐČĶÚ¶nċ CSR

�¸Í� 

3.3.3 �9ğ¥ 

1. Ro�¥ŐEmployeeőœdúÐÚ¶uw��¶Ro�¥� 

2. èâġÛÕŐRDőœdúÐÚ¶èïâm�2ľ�Ó¶�,Êŉ� 

3. Ļ='$ŐVAőœdúÐÚ¶uy�ÙÚÄŉ� 

3.4 zðgĝ¹Y 

²èïÜ;ħ�èïğ¥F Panel-Data¹Yzð��ĨÁ{ŒKğ¥Fdú

Ĝª}¤©ač�ê� 

6JDKLM"& = (" + /.NOP"& + /I6QRSTMKK"& + /UP#"& + /VCW"& + 3"& 

č 3-2ğ¥Ĝªč 

ğ¥Ní ğ¥dú 

6JDKLM"& iÚ¶uy�ĀÌ�ÛĶ/ÙÚøŉ 

NOP"& iÚ¶uynċ CSR.J¥/ø.J¥ 

6QRSTMKK"& iÚ¶uw��¶Ro�¥ 

P#"& iÚ¶uy�èâ�2/Ó¶�, 

CW"& iÚ¶uy�ÙÚÄŉŐA)ő 

Ģ¦�Ìœ²è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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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ĝóµ 

4.1 £ħ�õĕ 

4.1.1 CSR 

 W 4-1Ð 2013uĂ 2018uIÏ�q¾.J÷ď CSRZP��~Œ�¤

ōÚ¶�æŒHæ2ZP¥Ķ¿Īu�B	Œ2018uį 491²�°ķ© 2013

Ă 2014uĹ xî·�>åĺÚ¶Ň|9÷ď CSRZPŒUÀę@Ĺã�

ĸsyÐ®^ã�Ć�#6Ú¶�æŒH�č 4-1âÖŒ2018unċ CSRÚ¶

Ã�ĥŎã-üÐŋQŌ¦FÒć¶F?c³¦¶ñ x|9đd�Ú¶ŒŊ

êä;ÆđĐÅ�Ð CSRZP¥Ķ�ĸã
Đ><Œĳ3Ú¶:Ü©�q¾

.J¥äĥkŒUÀ°÷ď CSRã�¶��Ã�&Ŏ� 

  

W 4-1 IÏ CSRZP¥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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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4-1 2014-2018"�=C2N� CSR��*$# 
C2�J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01 ]�/�;�A2 0% 0 50% 1 50% 1 50% 1 50% 1 50% 1 
03 f�g)�TS2 7% 2 74% 20 89% 24 93% 25 89% 24 93% 25 
04 MO&U�+h2 4% 3 10% 7 15% 10 15% 10 18% 12 20% 13 
05 Fe�5F�	W�W_2 25% 1 50% 2 50% 2 50% 2 50% 2 50% 2 
06 ,K��
2 30% 3 30% 3 10% 1 20% 2 20% 2 30% 3 
07 L<�L�LW�W_2 14% 1 43% 3 57% 4 57% 4 57% 4 71% 5 
08 ���[)���jXWW_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9 G9�>W�W_2 0% 0 100%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1 
10 ��.)2 16% 5 81% 26 84% 27 88% 28 91% 29 90% 28 
11 	���W�W_2 8% 9 26% 31 27% 32 27% 32 29% 35 34% 40 
12 4RW�W_2 0% 0 13% 1 13% 1 25% 2 38% 3 50% 4 
13 �RW�W_2 11% 2 11% 2 11% 2 11% 2 11% 2 21% 4 
14 da HBW�W_2 20% 4 35% 7 40% 8 45% 9 50% 10 45% 9 
15 �-a W_2 15% 8 15% 8 21% 11 21% 11 26% 14 34% 18 
16 a W�W_2 6% 1 12% 2 12% 2 18% 3 12% 2 18% 3 
17 cQ^��YPc�C�W_2 12% 87 17% 127 18% 133 18% 133 19% 147 22% 163 
18 31Z�W_2 5% 4 8% 7 10% 9 9% 8 9% 8 10% 9 
19 `\!
W_2 9% 6 14% 9 17% 11 17% 11 20% 13 19% 12 
20 	�W_2 2% 1 6% 4 8% 5 10% 6 11% 7 11% 7 
21 c�?6�%2 13% 1 13% 1 25% 2 25% 2 25% 2 25% 2 
22 D7�%�80(:2 8% 1 17% 2 25% 1 25% 3 33% 4 33% 4 
23 @_!I2 8% 2 24% 6 24% 3 24% 6 32% 8 40% 25 
24 'E�b�2 5% 4 12% 10 14% 6 15% 13 18% 15 25% 84 
25 `\���2 21% 6 28% 8 31% 12 28% 8 34% 10 38% 29 
26 ���ig2 3% 1 34% 10 31% 9 31% 9 41% 12 45% 29 
28 	�+�2 14% 39 24% 64 27% 9 26% 71 29% 79 31%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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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aGF_ 

&aG<|��5d 4-2TN�1'^g�V��I�_aPA��!�

3Jnj���A��+@;A�ybl�(?s/emA�f`y*P"e

mA�XE�Ke"emA�(?s/emA��)�_aPAUaGQr

Z��I\~aGFhUC��p 66%	�� 

 V�aG.x4J%wu=ocr%-� qtaGQ9M�8B�,

]J�#
%�OPD}7zQ�aG�PAaG.x46��daGQ

9M60����6��Rd 4-3�W��	:~�W��IUaG.x4>

k2�vUi��20182ZJ 2.71��$ESr/���1'^g�V��I�

aG.x4��!�3JXE�Ke"emA�n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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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2014-2018'�CI7V@�J*)t��v��>Kgu 
I7n�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 

01 c�4�A�G7 679,333.30  667,872.50  663,496.20  649,142.30  625,942.80  663,496.20  
03 o�p/�ZY7 687,482.40  690,878.20  706,329.70  700,698.60  689,653.40  690,878.20  
04 ST,[�0q7 1,335,752.00  1,226,376.00  1,118,620.00  1,089,822.00  1,163,503.00  1,163,503.00  
05 Mm�:M��]�]e7 41,620.78  36,694.43  35,639.65  34,824.33  29,693.57  35,639.65  
06 1Q�!7 42,065.68  40,995.24  41,471.91  42,466.61  42,210.10  42,065.68  
07 RB�R�R]�]e7 1,093,156.00  990,398.20  953,199.70  926,731.30  1,015,656.00  990,398.20  
08 ���a/
��s^]]e7 55,748.85  55,504.26  57,263.71  55,333.58  54,916.89  55,504.26  
09 N>�D]�]e7 4,519,907.00  4,490,162.00  4,394,329.00  4,308,291.00  4,507,762.00  4,490,162.00  
10 � 3/7 4,880,059.00  4,648,949.00  4,818,643.00  4,829,124.00  5,235,944.00  4,829,124.00  
11 ��� ]�]e7 617,051.80  565,380.20  577,195.90  639,953.20  531,595.10  577,195.90  
12 9X]�]e7 200,835.40  199,306.40  194,157.70  198,352.80  176,876.50  198,352.80  
13 �X]�]e7 685,018.70  694,899.10  707,743.90  750,817.30  764,925.40  707,743.90  
14 lh$OH]�]e7 2,389,174.00  2,357,300.00  2,193,016.00  2,066,142.00  1,802,047.00  2,193,016.00  
15 �2h$]e7 4,502,706.00  4,299,931.00  4,395,743.00  4,361,319.00  4,636,913.00  4,395,743.00  
16 h$]�]e7 802,516.50  785,746.40  804,748.50  842,498.20  787,301.70  802,516.50  
17 kWd��_Uk�I�]e7 4,334,988.00  4,434,708.00  4,656,879.00  4,875,315.00  4,830,112.00  4,656,879.00  
18 86`	]e7 206,873.00  202,127.60  203,151.40  215,400.40  269,245.00  206,873.00  
19 fb%]e7 280,882.80  273,265.60  275,258.90  282,004.40  298,507.70  280,882.80  
20 ��]e7 234,019.10  256,340.30  279,257.40  292,099.20  361,812.60  279,257.40  
21 k��E;�+7 1,349,911.00  1,364,752.00  1,368,817.00  1,444,353.00  1,501,256.00  1,368,817.00  
22 J<�+�=5.?7 466,601.40  472,800.20  468,669.60  461,771.70  443,200.20  466,601.40  
23 Fe%P7 119,279.20  107,239.10  102,719.60  104,304.00  139,703.10  107,239.10  
24 -L�j�7 450,588.90  450,900.00  453,473.90  444,397.00  1,095,042.00  450,900.00  
25 fb��
7 12,033,152.00  12,311,289.00  12,668,079.00  12,540,531.00  12,341,385.00  12,341,385.00  
26 �"�rp7 1,045,467.00  1,030,405.00  1,042,909.00  1,062,866.00  1,274,045.00  1,045,467.00  
28 ��0�7 2,822,309.00  2,877,578.00  2,924,351.00  2,963,465.00  2,034,835.00  2,877,5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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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014-2018'�CI7V@#i(t��v��>Kgu 
I7n�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 

01 c�4�A�G7 2.24 2.23 2.03 1.97 2.00 2.12 
03 o�p/�ZY7 3.47 3.31 3.08 2.86 2.60 3.01 
04 ST,[�0q7 10.16 8.39 7.62 7.95 8.62 8.48 
05 Mm�:M��]�]e7 2.38 1.97 1.97 1.95 1.77 2.00 
06 1Q�!7 1.48 1.30 1.24 1.27 1.23 1.26 
07 RB�R�R]�]e7 22.04 19.29 17.97 16.60 16.91 18.67 
08 ���a/
��s^]]e7 1.35 1.29 1.27 1.25 1.27 1.29 
09 N>�D]�]e7 39.36 29.38 22.37 21.98 24.75 24.65 
10 � 3/7 19.68 14.03 12.82 10.92 11.26 12.84 
11 ��� ]�]e7 5.14 4.36 4.26 4.82 3.97 4.35 
12 9X]�]e7 4.25 4.10 4.09 4.35 3.95 4.20 
13 �X]�]e7 5.82 5.35 5.11 5.39 5.47 5.11 
14 lh$OH]�]e7 19.95 19.80 18.23 18.25 16.42 18.42 
15 �2h$]e7 14.94 17.17 15.79 14.26 13.91 14.59 
16 h$]�]e7 2.75 2.47 2.36 2.34 2.11 2.35 
17 kWd��_Uk�I�]e7 1.64 1.62 1.63 1.65 1.64 1.63 
18 86`	]e7 0.80 0.76 0.76 0.75 0.88 0.78 
19 fb%]e7 1.26 1.12 1.11 1.18 1.24 1.17 
20 ��]e7 2.15 2.23 2.25 2.38 2.74 2.28 
21 k��E;�+7 5.65 4.50 4.62 5.95 7.16 5.64 
22 J<�+�=5.?7 4.97 5.16 4.78 4.35 4.09 4.76 
23 Fe%P7 0.29 0.26 0.25 0.25 0.32 0.26 
24 -L�j�7 0.17 0.17 0.17 0.16 0.38 0.17 
25 fb��
7 25.70 23.83 24.78 22.95 22.54 23.89 
26 �"�rp7 2.70 2.47 2.39 2.35 2.68 2.40 
28 ��0�7 0.54 0.53 0.52 0.52 0.34 0.52 
&� 3.11 2.89 2.74 2.62 2.71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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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³ŭÅeÇp 

 ¸ĐJæĊ�ĈÇp©Ô Hausman TestƓ5óbp¤¾KſÆ¤¾Åe�

�¦.œö¦ũĽŪĎƓ�ê�ĕņĕņŴƓÇƍŚ¨TÜŞŅŲœ¦éć

��&ŉƓ�ů �óbp¤¾Åe�ſÆ¤¾Åe�Hausman TestÇØē¾

ƊāƓHausman ĕņŴâ 6.64ƓP%â 0.031Ɠķd�ĔfƓ£�Ĕļã&ŉƓ

�ĿÅeŅŲœ¦į�şƅ�0ýŹ�Ɠs��J¦�0�Ĭ��aÉ¸ÿĆ

�óbp¤¾Åe� 

4.3 Panel Data ŦÊ3¼ē¾ 

 �Ğ 4.2�ē¾Ɠ¸ÿĆs 2014ī 2018�.ņ 5�ƓNá 28$òÁ4�

ŧŢŚ¨Ɠ�bp¤¾Åe3¼ CSRįĩÚÖĥŸ�Ź��Ŀ�òÁ�ĩÚÖ

ĥ�â�œ¦ũĽbp¤¾ÅeùŦÊ3¼Ɠē¾ƊāƓdbp¤¾�ƓòÁ

yĽ CSRį/ĩÚÖĥ�ŸUíƊĸŖýŹƓ�G÷òÁ	Ɠ�* CSR��

ÁÌì�ƏƓñò�^�òXùĩÚÖřŴ��� 

 ŦÊ�¦ t% 

�ÁĂ´Ř� -0.078816 -1.75** 

Y{�¦  -0.32 

ÿøřóì 0.0094259 0.06 

ź<'%  0.62 

�¦ƅ 2.106466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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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ēŎį¢Č�× 

 ¸ÿĆ� 2014ī 2018�ƓNá�|È-OâÿĆtŕƓ�ň 28$òÁ4

yĽ CSRtª/ĩÚÖĥ�¤¾�ÿĆē¾M�1PòÁyĽ CSRįĩÚ�

ó��Ɠ�KNáòÁyĽ CSRtª/ĩÚ�ó��Ƅ���34ŶtēŎK

¢Č�×ũĽňŎ� 

5.1ēŎ 

 ýţªŬIÿĆĸųª��ÁƃùŃƐƓ3¼ CSRį$4-Oŗ@ě¤�

Źħ�Ɠ¸ÿĆ�ėİ��ŷùń�1øƓ��Áôh CSRhV²�â�ÁĂ

´Ř�œ¦Ɠ��òÁĩÚÖĥ�â�œ¦ũĽ�ňƓ�ó 2014�ī 2018

�Ɠ. 5�ù�Ś¨K 28$òÁƓũĽ Panel Dataùbp¤¾ÅeũĽ3¼Ɠ

ē¾ƊāƓ÷òÁ	ķr CSRùÌ��ƏƓtª/ĩÚÖĥŴµƊĸù�Ƅ¤

¾� 

5.2 ¢Č�× 

ť��Ɠ¢�ēQ�ÁKÍŸĒĝ.R�?�ÁĂ´Ř�ƓdPõù>;

�ƓĪ 2014�ŜƓË�ôh CSRhV²¦ŴŨÝEƏƓ�ôhòÁÌ�ţƏ

ģ�¢��7łp�ƋXƌ¨KåĳÁKCnº¨Á,lòÁƕĤü9Náù

Əĥĩ�ƏĩÚqƀ�òÁ��ŪŤÁKŵzċų{Áâ
�ü9t�Á�

ōƓ°ūŰÑµÞø�ÁgĽ�]û�ÁĂ´Ř��ŋaƓ¢�Ž�Ôł�

7�èBŀ=ċ�«Ɠ���Á±kŋaK?; ��Á�*�ÁĂ´Ř�

jƓ��ƆŔ�ÁK/��ŷ�Ő6ðiÎĞùųŁ�ƓſĸĪäðiùœ

ŮƓĪäŚÚ¬úþğsŻ7�Áĉç;ùøxƓ�Áùĉç)AsLÐª/

ƃtði\ƈKršÎĞøx�ĩ;ƓŽÉ�jƓ�sði"ŒùÂ�đ*�

�ŷďï÷	ƓũĤ�¥ƎòÁ.RśSÎĞø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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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代間學習方案對世代學習情形之影響 

-以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及附設樂齡學習中心為例 

 

陳雪華 

 

摘要 

   臺灣於 2018 年 3 月正式邁入高齡社會，高齡少子化的趨勢亦逐漸影響家庭結

構的改變，高齡者在家中的情況逐漸變成「僅有自己與老伴」或是「僅有自己」

的家庭型態。在此情形下，臺灣社會中代際間缺乏互動，兒童缺少與高齡者溝通

互動的學習機會，高齡者也少了許多含飴弄孫的快樂，社會逐漸出現世代的鴻溝。

代間學習是讓現代社會中拉近每一代彼此之關係的良好管道之一，本研究即

希望瞭解代間學習對於世代之間的影響。有鑑於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兒童與高齡者參與代間學習的情形  

二、瞭解代間學習方案對兒童與高齡者在學習情形上的影響  

三、提出能縮短世代距離的代間學習方案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桌遊為課程媒介，融合生命教育，設計一系列代間

學習方案，做為本研究的介入方案。以台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的兒童及附設

樂齡學習中心的高齡者為研究對象，採觀察法及問卷調查法，瞭解兩代在參

與代間學習方案過程和結束後的情況。研究者發現，對於高齡者而言，參與

代間學習方案能提升高齡者的學習動機，且能從中獲得幸福感和成就感；對

於兒童而言，則能促進其對高齡者的認識，且能強化兩代之間的情誼。  

 

關鍵詞：代間學習、世代、高齡者、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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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截至 2019 年 4 月，臺灣老年人口已達到 14.81%，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已在 107 年 3 月底達到 14.05％，臺灣正式宣告邁入「高齡社會」；2026

年此比率將再超過 20%，將成為超高齡社會之一員(內政部，2019)。國家發展委

員會（2016）人口推計調查顯示，由於戰後嬰兒潮世代陸續成為 65 歲以上老年人

口，臺灣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自 2011 年起開始加速成長，並將於 2017 年超越幼年

人口，預估將由 2016 年的 310.8 萬人，增加為 2061 年的 715.2 萬人，增加 1.3 倍。

此外，內政部(2015)指出，2014 年臺灣的老化指數為 86.2%，即老年人口與幼年

人口之比約為 1：1.2；於 2016 年老年人口數將超過幼年人口數，老化指數亦將超

過 100%；至 2061 年，老化指數將高達 472.7%，老年人口約為幼年人口之 4.7 倍。

由以上人口趨勢可知，臺灣人口結構正悄然轉變之中，高齡者將逐漸成為社會中

的「龐大勢力」，高齡化社會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我們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 

  中研院社會所(1995、2000、2005)指出，台灣最重要的家庭類型為小家庭，

由 1995 年的 52.4％、2000 年的 52.3％而至 2005 年的 55.3％，逐漸上升；而大

家庭比例呈現穩定緩慢的下降，由 1995 年的 8.5％、2000 年的 7.3％，降至 2005

年的 5.8％。且自 1990 年以來，十五年間已婚者與父母同住的趨勢逐年下降，

已婚者與上一代同住的比例由 1990 年的 26.7%、1995 年的 22.7%、2000 年的

18.2%，降至 2005 年的 16.1%。在家庭結構的變遷下，高齡者在家中的情況逐

漸變成「僅有自己與老伴」或是「僅有自己」的家庭型態。在此情形下，臺

灣社會中代際間缺乏互動，青少年缺少與長者溝通互動的學習機會，長者也

少了許多含飴弄孫的快樂，我們的社會似乎逐漸出現世代的鴻溝，換言之，

許多青少年缺乏與年長者溝通互動的學習機會，容易產生代間差距。吳孟恬、董

佩瑜和周春珍(2017)指出，透過代間課程安排，能讓青少年同理老年人之身心變

化，進而能與老年人互動，該研究發現青少年參與結構化代間課程之效益。曾泰

睿(2015)則發現代間學習能拉近幼兒與年長者之間的關係。由此可知，代間學習

是讓現代社會中拉近每一代彼此之關係的良好管道之一，本研究即希望了解

代間學習對於高齡者的世代學習情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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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者任職於國小，在與國小學童的互動中發現，由於家庭結構的改變，

現代社會大多是核心家庭，我們的孩子與長者互動的機會越來越少，他們不

懂與長者互動，也缺少了向長者學習的機會，研究者認為這樣的情況將會促

使我們社會中的世代鴻溝越來越深，彼此的距離越來越遠。  

  而在因緣際會下，本校承辦了樂齡學習中心之業務，在國小與樂齡學習

中心的結合下，研究者開始關注於代間活動所產生的效益，時常思考「是否

能透過課程來拉近兩代之間的關係？」或是「兩代之間一起學習會產生什麼

火花？」有鑑於此，研究者嘗試設計代間活動，結合兒童教育與高齡教育，實

踐祖孫共學。研究者在國小部授課閱讀課程，以 AR 虛擬實境恐龍、數位閱讀、

桌遊三種不同教科書的行動學習，安排高齡者與小學生共學。在課程實施後，是

否能與學理結合，學習是否更有成效?讓國小學童和高齡者能有共同學習的空

間。研究者發現，高齡者們在與學童互動下，似乎能找回「含飴弄孫」的快

樂，而學童也能學到更寶貴豐富的智慧。因此，研究者希望能透過嚴謹的研

究過程，設計具有效益的課程，並了解代間學習對高齡者的效益為何。具體

而言，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兒童與高齡者參與代間學習的情形 

（二）瞭解代間學習方案對兒童與高齡者在學習情形上的影響  

（三）提出能縮短世代距離的代間學習方案  

 

三、名詞釋義 

（一）代間學習  

    代間學習係指安排不同世代者一起進行的學習活動。它強調在不同情境中進

行溝通、互動、分享彼此感受與意見，藉由彼此的合作，而完成有意義的任務（黃

富順，2008）。Berenbaum 與 Zweibach（1996）指出，代間學習是強調不同世代依

照計畫，在有持續性、系統性、規則性的基礎下，達到具有意義與交流的一種學

習方式。 

（二）高齡者 

  聯合國人口統計年鑑以法定年齡 65 歲者為高齡者，然本言究主要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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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為樂齡學習中心，該機構鼓勵年滿 55 歲之準高齡者以預防的概念參與學習

活動。故在本研究中，高齡者之定義為法定年齡年滿 55 歲以上者。 

（三）樂齡學習中心 

  教育部於 2008 年，為了因應我國邁入高齡社會，為提供長者更適合的學習

環境，以在地化的學習理念，結合學校、民間團體及鄉鎮公所等資源，啟動「樂

齡學習計畫」，於全國各地成立樂齡學習中心，成立至今已有 368 所。「樂齡」

此詞一開始的來源是從自新加坡人對於年長者的尊稱，其意義在於鼓勵高齡者經

由不斷學習，進而達到樂而忘齡的精神。教育部開始啟動樂齡學習計畫後，便已

用「樂齡」一詞取代「老人」之稱謂，魏惠娟、胡夢鯨和李藹慈(2012)亦認為退

休階段是最快樂的階段，學習狀況好的人，就進入「快樂學習，忘記年齡」的境

界，也就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狀況。 

 

貳、文獻探討 

  Kaplan(2002)指出，近年來，國際上出現了代間學習活動。前所未有出現了將

年輕人和老年人聚集在一起的新方式，讓代間能互動、互相激勵、彼此支持和互

相照顧。代間學習係指安排不同世代者一起進行的學習活動。它強調在不同情境

中進行溝通、互動、分享彼此感受與意見，藉由彼此的合作，而完成有意義的任

務（黃富順，2008）。Berenbaum 與 Zweibach（1996）指出，代間學習是強調不同

世代依照計畫，在有持續性、系統性、規則性的基礎下，達到具有意義與交流的

一種學習方式。因此，代間學習的界定範圍較廣，是描述兩代雙方互動時所產生

的關係，且此種關係是隨時、隨地可能發生。 

  謝其美和謝建全（2012）指出，由代間學習的發展脈絡可知，美國的代間學

習發展，從剛開始在解決因為美國世代隔離的問題和社會快速變遷所帶來的社會

問題；再發展到為因應個人主義、解決對未來缺乏自信心的危機；發現終身學習

對個人生命全程的重要與生命價值的追求；最後成為國家施政的議題與重點，並

獲得國際間的重視與推展。代間學習涵蓋的領域範圍與應用層面更加廣泛，並也

朝向專業領域發展的階段，使整個代間學習發展走入國際化、多元性、也更專業。

代間學習的發展主要分為以下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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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1960到1970年代） 

  主要緣於美國世代隔離的問題。當時由於經濟上的因素，幼童與祖父母分開

居住之比例日趨升高，幼童對老人的印象來源於媒體，所產生的迷思與誤解，表

現出的態度自然是負面的和一些刻板。此階段的代間課程，主要在於如何消彌因

為空間的區隔造成的負面影響，利用課程去創造出增進不同世代之間相互了解與

共處的機會。 

(二)第二階段（1980到1990年代） 

  這個階段主要焦點則放在代間學習的課程，著眼於如何去解決相關（例如：

改善老年人的刻板形象）的社會議題（歐家妤，2007）。針對年輕世代而言，代

間學習是用來幫助低自信、輟學、受虐、參加幫派組織、低學業成就或未婚媽媽

的青少年。針對老人來說，代間學習特別用來協助寂寞、低信心、文盲或喪失職

業的老人，對於這些有特殊需求的年輕人與老人來說，代間學習課程提供他們一

些社會支援與家庭經驗。 

(三)第三階段（2000年代） 

  代間學習進入此階段時，逐漸獲得國際間的認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重

視與推廣下，其運用的範圍更廣，如：醫療保健、公共服務、教育、社區發展等，

用以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多項研究指出，高齡者參與代間學習對於個人、下一代與社會都能有所受益，

Hubbard（2001）研究指出，大部份退休的、健康的、可提供經驗的老人是社區的

正向之資源，可形成一股力量來支持學校教育，學校也證實這股正向有潛力的資

源可應用在學校的代間方案中，對教育系統有所貢獻。而 Jill（2006）以 200 位

30 高齡者和青少年互動的調查研究則指出，高齡者參與代間學習可以降低世代的

疏離感並減少老年沮喪的心理。 

  Hernandez 和 Gonzalez (2008)的研究提出了一項代間服務學習計劃，包括 179

名大學生和 101 名輕度抑鬱的老年人。結果顯示，相互作用的老年人幸福感有所

改善，與年輕人互動的老年人降低對自己的刻板印象。而且無論是否有互動，年

輕人都改變對老年人的刻板印象。Dunham 和 Casadonte (2009)研究係將高齡志願

者安排在小學和初中科學課堂上，發現代間學習能協助教師並強化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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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ynon 和 Lang(2018)提出，年輕人和高齡者可從彼此的互動中互惠，並建

立有價值的友誼包含：每一代人在計劃期間皆能提升信心；提升對於成長、衰老

和死亡的認識；接受和欣賞彼此；擁有更好的健康，如改善活動能力，減少壓力，

增加呼吸支持等。 

  綜合以上研究可知，代間學習對於每一代的參與者皆有正向的影響，本研究

即希望更進一步了解代間學習是否會對高齡者的學習產生正向影響。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類實驗研究法，以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及附設樂齡學習中心的學

生為研究對象，以創新代間學習方案為介入措施，採觀察法及問卷調查法，瞭

解兩代在參與代間學習方案過程和結束後的情況。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以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及附設樂齡學習中心的學

生為研究對象，主要選取的對象如下： 

(一)臺南市永康區樂齡學習中心學員（高齡者）：13 名 

(二)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孩童）: 六年級學生 13 名、五年級學生 19 名 

 

二、創新代間學習方案 

（一）擬定代間教育祖孫共學課程教材:以「活躍老化高齡長者」作為主題，以桌 

      遊作為帶領媒介，輔以生命教育的元素，設計 12 週的課程。 

（二）課程前準備：培訓五年級六年級學生，學習如何帶高齡長者一起玩桌遊。 

 

三、研究流程與工具 

  本研究採觀察法及問卷調查法，在觀察法的部分，請樂齡學習中心幹部擔

任此方案之觀察員，到場觀察方案實施情況，並協助記錄實施過程。而在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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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法的部分，則以「代間共學實施情形問卷」作為訪談的工具，針對高齡者的題

目包括：1.我跟孫子們一起上課，孫子教了我什麼? 2.在上課過程中，我覺得？3.

整個課程結束後，我覺得？針對孩童的題目包括：1.我跟阿公阿嬤們一起上課，

我教了阿嬤什麼? 2.在上課過程中，我覺得？3.整個課程結束後，我覺得？ 

 

四、資料處理方法 

  主要以質性分析法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處理，並針對觀察法與問卷訪談的結果

進行彙整分析，提出本研究的綜合研究結果。  

 

肆、研究結果 

一、代間教育能提升高齡者學習動機：高齡者在小學生的教學過程中，明顯提升

高齡者的學習動機。 

二、代間教育讓教室更活潑：高齡者與小學生在代間教育環境教學活動歷程中，

互動良好，教室氛圍活潑 。 

三、代間教育讓教室更溫馨：小學生在教高齡者過程中，配合高齡者，給予長者

鼓勵。高齡者對小學生更展現長者的慈愛。   

四、祖孫兩代雙方建立深厚的情誼：透過代間教育，讓高齡者與小學生祖孫兩代

建立很特別的感情。 

五、高齡者與小學生透過代間教育，肯定對方，彼此獲得認同感:高齡者稱讚教

學成功，比較和在樂齡課程中不同的學習方式。小學生在教學過中，學習如

何教，找到自己能成為老師的成就感。 

六、小學生達成教學任務，學習成為一位老師：交付每個課程必須完成的任務，

高齡者均能在教學過程中，達成教學目標。每個小學生在代間教育過程中，

獲得自信心。 

七、高齡者與小學生喜歡祖孫共學：打破傳統教學方式，不同於樂齡教室上課方

式，顛覆長者教學的迷思，祖孫兩者均十分喜歡這樣的共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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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研究者發現，對於高齡者而言，參與代間學習方案能提升高

齡者的學習動機，且能從中獲得幸福感和成就感；對於兒童而言，則能促進

其對高齡者的認識，且能強化兩代之間的情誼。  

 

伍、結論與建議 

一、樂齡中心設置在小學，有利於代間教育的實施：地點與學員組成是實施代間 

    教育的優勢條件，但必須要有專業的教學者，規劃適合的課程，並且瞭解長 

    者與小學生的先備經驗，才能有效執行此方案。 

二、在代間教育課程中面臨的問題 

(一)小學生如何要將所學的新資訊傳授給高齡者，語言溝通剛開始會有一點點 

    問題，但兩者馬上找到彼此溝通的方式，語言溝通就不是問題了。 

(二)此次安排的新科技課程，對於高齡者是新的嘗試，小學生本身對課程很熟 

    悉，但要用高齡者能理解的方式教學，對小學生是很大的考驗。 

三、「活躍老化」是我們高齡教育共同的希望，「自主」，「獨立」為高齡者成為 

    終身學習者的核心理念，此代間教育祖孫共學實施方案，達成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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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帆船運動發展 

許進智、楊素冠、劉于詮 

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摘要 

帆船運動起源甚早，如在古代埃及尼羅河水上航行用具中便出現帆船。1970

年，臺灣帆船運動正在興起，美軍於協防台灣時期，在新北市金山及福隆海域，

推廣了臺灣首見的休閒式運動型帆船，並於 1975 年在台北市大直海軍總司令部

成立「中華民國帆船協會」（以下簡稱帆船協會），政府也投入推廣此運動，帆船

協會在 2004 年於全國設立帆船推廣基地，並且於各級學校進行教學推廣。在賽

事的舉辦方面，每年帆船協會都會舉辦 3 到 4 場全國性的帆船比賽，全國性的帆

船比賽有臺灣盃、總統盃和全國運動會等，其中全國運動會為全國性最具代表性

的比賽，目前有參加全國運動會的各縣市帆船代表共 7 隊，男子組以宜蘭縣代表

隊及臺北市成績較佳，女子組則以宜蘭縣、臺北市及新北市較具實力；參加國際

賽事成果，以薛光祖、林樞文選手獲得 1998 年第 13 屆曼谷亞洲運動會男子 470

型第 4 名和許進智、張曜顯選手在 2014 年第 17 屆仁川亞洲運動會獲得男子

Hobie16 第 4 名最具代表性。綜觀臺灣帆船運動的發展，此運動在臺灣發展較早，

政府對於帆船運動的推廣及賽事的辦理都投入經費並持續推展；但在比賽成果上，

近年參與全國運動會隊伍只有 7 隊仍嫌不足，代表性的國際比賽成績仍未有前 3

名的成績表現，因此如何強化選手的訓練，還有持續推展此運動以增加參與和觀

賞人口，都是相關單位於今後要持續努力的。 

 

關鍵詞：水域活動、賽事推廣、體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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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的環境特性，是一個海域遊憩資源很豐厚的海島型國家，故具備發展水

域運動的優良條件。帆船運動是一種使用帆借著鋒利來推動船身行進的水上運動，

兼具綠能環保休閒與對抗競賽的特性，因此也吸引國內外各界投入此項刺激又有

冒險性運動的發展與推廣。基於如此，本文嘗試蒐集相關資料及文獻，針對臺灣

帆船運動的起源、臺灣帆船運動的活動與賽事舉辦、臺灣帆船運動賽事成績表現

進行介紹，以對於臺灣帆船運動的發展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帆船運動的起源 

帆船歷史起源甚早，如在古代埃及尼羅河水上航行用具中便出現帆船的蹤

影。帆船運動起源於荷蘭，古代的荷蘭，荷蘭本身地勢較低，所以當時候開鑿了

不少的運河，當時居民普遍使用小型帆船運輸或捕魚。到了 13 世紀，義大利威

尼斯則開始定期舉行帆船比賽，當時競賽的船隻沒有統一的規格和級別。 

在 15 世紀初期，帆船在功能設計上開始有了明顯的進步跟調整，具特殊

設計改變的是中國帆船，中國帆船當時在帆面上大量使用帆骨及支骨來支撐帆面，

這樣的設計讓帆面在迎風航段(逆風)時的航行可以有更高的航行效率，中國歷史

記載在明代時期鄭和率領龐大船隊 7 次出海，到達亞洲和非洲 30 多個國家，所

使用都是由風力驅動的帆船（精艇網，2015)。從十八世紀開始，英國及歐洲的王

公貴族競相以帆船來誇耀自我的富有及地位，進而帶動了帆船運動的逐漸蓬勃

(台北市帆船協會)。 

1970 年，臺灣帆船運動正在興起，美軍於協防台灣時期，在新北市金山及

福隆海域，推廣了臺灣首見的休閒式運動型帆船，國內由薛國航、詹益象與詹正

峰兄弟等分別在福隆海水浴場、高雄西子灣海水浴場正式推展帆船運動，並於

1975 年 12 月 24 日在台北市大直海軍總司令部成立「中華民國帆船協會」（以下

簡稱帆船協會）（詹前明，2007）； 隨著海域的開放，政府部門逐漸重視並推動各

項海洋政策事務，發揚所處海洋地位優勢，並以海權思想為核心，規劃海洋政策，

272



落實海洋立國的目標（總統府，2003）。因此政府也投入推廣此運動，在 2004 年

帆船協會於全國設立 30 個帆船推廣基地並且於各級學校進行教學推廣便是具體

成果（賴正全 、詹益欣 、黃艾君，2014）。 

 

三、帆船運動的推廣和賽事的舉辦 

目前在國內主要負責推展帆船事務的單位是中華民國體育總會下之帆船協

會，該協會也下轄各縣市體育會下的帆船委員會。在多年培訓養成下，培養出眾

多帆船運動人口及教練裁判等師資。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的教練制度實施

準則及裁判制度實施準則，教練和裁判均區分為三等級別，也舉辦各級別的教練、

裁判的研習會，經研習並考試合格者頒發，A 級、B 級、C 級等證書（郭廷祥

2010）。 

除了有上述培養教練和裁判的考證管道外，以臺灣四面環海的天然特色條件

來看，帆船運動在休閒娛樂方面成長的空間還是非常的大，加上它是一種非常特

別的海上運動，除了對個人的體能體態、心智都能得到不錯的提昇之外，還兼具

環保和建立休閒運動的帶動效果，是一項非常值得好好經營的項目。此外，從事

帆船相關活動的人，通常往往也希望攜帶家屬一同前往海邊玩樂，因此相對可帶

來相當的人潮進而帶動相關觀光休閒產業，其市場的潛力不可低估(隨意窩，2006)。 

隨著時代背景演變，在國內休閒產業逐漸豐富而多元化，實際參與體驗海洋

活動的人口持續增長；接觸帆船運動並更進一步參與帆船賽事的選手和船型項目

也每年增加。據帆船協會（2007）的統計，於 2006 年 6、7 月間在新北市福隆海

域舉辦的 IODA 樂觀型國際帆船錦標賽，便有 16 個國家隊伍參加（詹前明 2010）。 

每年帆船協會都會舉辦 3 到 4 場全國性的帆船比賽，早期都以協會自主辦理

賽會，以中正盃、青年盃、自由盃為主要年度的賽事。在 1996 年台灣區運動會

開始列入帆船比賽，1999 年台灣區運動會改為全國運動會（亦列入帆船比賽）。

至今全國性的帆船比賽則有臺灣盃帆船比賽、總統盃帆船比賽和全國運動會帆船

比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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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賽的參與方面，1984 年洛杉磯奧運前，國內開始策劃並集訓參加國際

比賽，開始與國際賽事接軌序幕，早期台灣帆船選手大多由美國華裔選手代表參

加，我國第一次正式選派代表參加的是 1985 年第一屆亞洲盃暨泰皇盃及暹邏世

界盃風浪板錦標賽（詹前明，2007）。 

 

四、我國帆船運動賽事成績表現 

主要分國內與國際賽事成績表現進行彙整，說明和敘述如下。 

(一) 國內賽事成績表現彙整 

臺灣國內，每年例行全國性的帆船賽事有三場，其中是每二年舉辦一次的全

國運動會最具代表性，有派隊參賽的縣市也最多。我國各縣市參與全國運動會帆

船賽事的發展上，目前有參加全國運動會的各縣市隊伍共 7 隊(108 年全國運動

會)，由近四屆全國運動會的獲獎紀錄看來(102 年至 108 年，如表 1)，男子組以

宜蘭縣代表隊成績較佳，獲取前三名次數共 7 次；臺北市、屏東縣、高雄市和新

北市獲取前三名次數均各有 1 次。女子組近四屆全國運動會的獲獎表現(102 年至

108 年，如表 2)，以屏東縣實力較佳，獲取前三名次數共 4 次；宜蘭縣前三名獲

取次數為 3 次；其他有獲取前三名的縣市包括臺北市的 2 次，新北市的 2 次和高

雄市的 1 次。 

 

 

表 1 近四屆全國運動會(102 年至 108 年)男子選手帆船成績 

賽會名稱 船型 縣市 選手 名次 

102 年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體育署，

2013) 

帆船雷射標準型 屏東縣 楊居斌 1 

帆船雷射標準型 高雄市 薛詠翔 2 

帆船雷射標準型 新北市 康馥麟 3 

104 年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體育署，

帆船雷射標準型 宜蘭縣 黃修竹 1 

帆船雷射標準型 宜蘭縣 江秀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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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帆船雷射標準型 宜蘭縣 張曜顯 3 

106 年全國運動(教

育部體育署，2017) 

帆船雷射標準型 宜蘭縣 黃修竹 1 

帆船雷射標準型 宜蘭縣 江秀川 2 

帆船雷射標準型 臺北市 張曜顯 3 

108 全國運動會(教

育部體育署，2019) 

帆船雷射標準型 宜蘭縣 江秀川 1 

帆船雷射標準型 宜蘭縣 黃修竹 2 

縣市 獲取前三名次數統計(次) 

宜蘭縣 7 

臺北市 1 

屏東縣 1 

高雄市 1 

新北市 1 

 

表 2 近四屆全國運動會(102 年至 108 年)女子選手帆船成績 

賽會名稱 船型 縣市 選手 名次 

102 年全國運動(教

育部體育署，2013) 

帆船雷射輻射型 臺北市 官 琦 1 

帆船雷射輻射型 屏東縣 劉芸君 2 

帆船雷射輻射型 高雄市 許芯榕 3 

104 年全國運動(教

育部體育署，2015) 

帆船雷射輻射型 屏東縣 劉芸君 1 

帆船雷射輻射型 臺北市 官 琦 2 

帆船雷射輻射型 宜蘭縣 周珏妤 3 

106 年全國運動(教

育部體育署，2017) 

帆船雷射輻射型 宜蘭縣 馮程羚 1 

帆船雷射輻射型 新北市 潘柔云 2 

帆船雷射輻射型 屏東縣 許常惠 3 

108 全國運動會(教 帆船雷射輻射型 屏東縣 劉芸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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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體育署，2019) 帆船雷射輻射型 宜蘭縣 陳品潔 2 

帆船雷射輻射型 新北市 潘柔云 3 

縣市 獲取前三名次數統計(次) 

屏東縣 4 

宜蘭縣 3 

臺北市 2 

新北市 2 

高雄市 1 

 

(二) 國際賽事成績表現彙整 

表 3 記載歷屆選手參加奧運會賽事及亞運會賽事的成果，目前是臺灣帆船成

績表現最好的選手，在男生部分以薛光祖、林樞文、張曜顯和許進智選手最具有

代表性。薛光祖、林樞文選手在 1998 年代表我國參與曼谷亞洲運動會，於該比

賽獲得男子 470 型第 4 名；張曜顯、許進智選手代表我國參與仁川亞洲運動會，

也於該比賽獲得男子 Hobie16 型第 4 名，在女生部分 2006 年選手翁愷涵代表我

國參與杜哈亞亞運會女子樂觀型，並獲得第 6 名，是我國帆船目前最好的成績。 

 

表 3 歷屆選手參加奧運會賽事及亞運會賽事(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2020) 

年份 奧運會賽事 選手 名次 

1972 年 慕尼黑奧運會男子國際芬蘭人級 陳秀雄 第 35 名

1984 年 洛杉磯奧運會男子 470 型 林樞文、林耀文 第 19 名

1996 年 亞特蘭大奧運會男子 470 型 薛光祖、薛光宏 第 25 名

年份 亞運會賽事 選手 名次 

1998 年 曼谷亞運會男子 470 型 薛光祖、林樞文 第 4 名

2006 年 杜哈亞亞運會女子樂觀型 翁愷涵 第 6 名

2010 年 馬斯喀特亞洲沙灘運動會女子輻射型 劉芸君 第 1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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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第 17 屆仁川亞運會男子 Hobie16 型 張曜顯、許進智 第 4 名

 

五、結語 

臺灣四面環海，是一個海洋資源很豐厚的海島型國家，因此推展帆船運動是

非常合適的，其是在西部及東、北部的海岸港口，因海岸港口廣布，固可從事很

多帆船方面的活動。由上述討論可知，臺灣帆船運動的發展源 1970 年在新北市

金山及福隆海域，推廣了臺灣首見的休閒式運動型帆船隨著海域解禁，政府也投

入推廣此運動，帆船協會也在全國設立帆船推廣基地，於各級學校教學推廣便是

具體成果。 

在賽事舉辦方面，每年帆船協會都會舉辦數場全國性的帆船比賽及全國運動

會，1996 年舉辦第 23 屆臺灣區運動會便有帆船的賽事，時至 1999 年，帆船賽事

便歸於全國運動會至今；至於國際賽事，2006 年 6、7 月間在新北市福隆海域舉

辦的 IODA 樂觀型國際帆船錦標賽，共有 16 個國家隊伍參加。 

在參賽表現方面，近年來參加全國運動會的各縣市隊伍共 7 隊，男子組以宜

蘭縣代表隊成績較佳，女子組則以屏東縣、宜蘭縣較實力較佳；國際賽事表現部

分，薛光祖、林樞文選手在 1998 年代表我國參與曼谷亞洲運動會於該比賽獲得

男子 470 型第 4 名，選手張曜顯、許進智選手代表我國參與仁川亞洲運動會於該

比賽獲得男子 Hobie16 型第 4 名，為臺灣參加帆船運動賽是最具代表性的成績。 

綜觀臺灣帆船運動的發展，此運動在臺灣發展雖早，政府對於帆船運動的推

廣及賽事的辦理都有投入經費並持續推展；但是在比賽成果上，近年參與全國運

動會隊伍只有 7 隊仍嫌不足，代表性的國際比賽成績仍未有前 3 名的成績表現，

因此如何強化選手的訓練，還有持續推展此運動以增加參與和觀賞人口，都是相

關單位於今後要持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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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風浪板運動發展 

許進智、林郁捷、劉于詮 

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摘要 

臺灣風浪板運動的發展源自政府於 1975 年指示海軍成立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帆船協會)，隨著海域解禁，政府也大力推廣此運動，其中 2004 年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輔導帆船協會於全國設立 30 個風浪板推廣基地、補助購置風浪板 426 艘、

於各級學校教學推廣便是具體成果。在賽事的舉辦方面，1996 年舉辦第 23 屆臺

灣區運動會便有風浪板的賽事，時至 1999 年，風浪板賽事便歸於全國運動會至

今；至於國際賽事，澎湖縣因地利之便，於 1999 年起便陸續舉辦過許多相關競

賽，從小板到亞、奧運會指定的船型都有。在各縣市代表隊的發展上，目前有參

加全國運動會的各縣市隊伍共 7 隊，男子組以澎湖縣及臺南市代表隊競爭較為激

烈，女子組則以臺南市、臺北市及高雄市較實力較佳；參加國際賽事成果，以黃

偉哲選手獲得 1998 年第 13 屆曼谷亞運會男子標準型風浪板 (mistral one-design)

第 2 名最具代表性。綜觀臺灣推展風浪板運動，起源雖晚；但政府仍對於此運動

的推展投入經費並進行推廣與發展，對比賽的舉辦也是持續進行；但是在比賽成

果上，參與全國運動會隊伍仍嫌不足，代表性的國際比賽成績從黃偉哲選手後就

未獲得前 3 名成績，因此仍需持續努力；另外如何持續推展此項運動，以增加參

與和觀賞人口，也是相關單位要繼續投入和發展。 

 

 

關鍵字：賽事推廣、水上運動、運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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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四面環海，是一個海洋資源豐厚的海島型國家，故非常適合發展海洋運

動。風浪板運動是一種追求速度感的水上運動，兼具休閒與競賽的特性，因此也

吸引國內各界投入此運動的發展與推廣。基於如此，本文嘗試蒐集相關資料，針

對臺灣風浪板運動的推展、臺灣風浪板運動的活動與賽事舉辦、臺灣風浪板運動

賽事成績表現進行介紹，以對於臺灣風浪板運動的發展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風浪板運動的起源與臺灣風浪板運動的推展 

風浪板運動起源自 1962 年，由吉姆德瑞克(Jim Drake)與佛瑞德潘恩(Fred 

Payne)等兩位航空工程師製作研發出最早的風浪板原型。兩人最初平日喜歡衝浪

運動，有天突發奇想的運用大浮力的衝浪板(如圖 1)結合帆(如圖 2)與操縱桿(如

圖 3)，之後更研發出了萬向接頭(如圖 4)，最後結合自身對於空氣動力的專業科

學知識，與當地帆船製造廠商巴布勃羅薩(Bob Broussard)合力於 1967 年 5 月打

造出史上第一艘(風浪板)。在後續配備的研發上，則有起帆繩的發明(如圖 5)，進

而讓風浪板運動更趨近於單人帆船運動(張浩，2015)。 

臺灣在戒嚴時期，因為兩岸的關係緊張，政府的政策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封閉

全臺灣所有海域，在戒嚴時期除了海洋漁業工作者外，全面禁止一般民眾接近海

域，最後在 1987 年政府宣布解嚴之後，我國人民對於海洋活動開始逐漸開放，

政府也每年修正海洋跟水域運動方面等相關政策規劃與法規修正。在 2001 年，

政府公布了(海洋白皮書)，宣示臺灣為(海洋國家)的(海洋立國)精神。教育部則在

2007 年(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中，進一步確立了我國海洋教育政策方面的發展目

標(陳昭庭，2013)。 

臺灣風浪板運動的組織團體發展，主要源自政府於 1975 年指示海軍成立中

華民國帆船協會(帆船協會) ，隨著海域解禁，政府也大力推廣此運動，其中 2004

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輔導帆船協會於全國設立 30 個風浪板推廣基地、補助購置

風浪板 426 艘並且於各級學校教學推廣便是具體成果(賴正全 、詹益欣 、黃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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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2014)。 

 

 

圖 1 船體 

 

 

圖 2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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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操縱桿 

 

 

圖 4 萬向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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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起帆繩 

 

三、臺灣風浪板運動的活動與賽事舉辦 

在賽事的舉辦方面，臺灣首要的風浪板比賽為全國運動會風浪板項目比賽。

全國運動會源自於日本戰敗、臺灣光復後開始舉辦的臺灣省運動會(1946 年舉辦

第一屆臺灣省運動會一年一屆，舉辦到 1973 年共 28 屆)， 在 1974 年臺灣省運

動會更改為臺灣區運動會(1974 年-1998 年共 25 屆)，到 1999 年臺灣區運動會則

更改為全國運動會(1999 年-2019 年，兩年舉辦一次，目前共 11 屆)。臺灣風浪板

比賽於 1996 年在屏東縣的第 23 屆臺灣區運動會首次舉辦，時至 1999 年，風浪

板賽事便歸於全國運動會至今(維基百科，2020)。 

除了全國運動會外，每年全國性賽事至少也有三場，其一為屏東縣大鵬灣主

辦的遊艇帆船系列活動，從 2013 年至 2019 年約 4 月份左右在屏東大鵬灣盛大舉

行，現場有各式各樣大中小型帆船及風浪板，齊聚一堂互相競爭取的好成績，另

外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為了擴大觀光人潮及效益，整合了高雄和大鵬灣附

近所有商家約 60 家，也結合高雄暢遊 GO 觀光護照，共同推出高屏聯合吃喝玩

樂一日旅遊套裝行程；其餘兩場全國性賽事則分別為臺灣盃帆船錦標賽及總統盃

帆船錦標賽；另外由於全國運動會和以上這三場賽事均為全國性比賽，因此對於

國、高中學生和大專生在升學和獎學金申請來說，均十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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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際賽事，澎湖縣因地利之便，於 1999 年起便陸續舉辦過許多相關競

賽，從 1998 至 2008 年舉辦小板亞洲盃風浪板競速賽，到 2010 年 RSX 亞洲盃、

2012 年 RSX 青年世界錦標賽，奧運會指定的船型都有陸續舉辦到至今(林鎮鑑，

2013)。 

 

四、我國風浪板運動賽事成績表現 

主要分國內與國際賽事成績表現進行彙整，說明和敘述如下。 

(一) 國內賽事成績表現彙整 

在臺灣，屬於例行全國性的風浪板賽事有三場，其中每二年舉辦一次的全國

運動會最具代表性，有派隊參賽的縣市也最多，我國各縣市參與全國運動會風浪

板賽事的發展上，目前有參加全國運動會的各縣市隊伍共 7 隊(108 年全國運動會)，

由近四屆全國運動會的獲獎紀錄看來(102 年至 108 年，如表 1)，男子組以澎湖

縣及臺南市代表隊競爭較為激烈成績也較佳，其中澎湖縣獲取前三名次數統計共

11 次，臺南市前三名次數統計獲取 10 次；其他有獲取前三名的縣市有花蓮縣獲

取 2 次、高雄市獲取 1 次、屏東縣獲取 1 次。女子組近四屆全國運動會的獲獎表

現(102 年至 108 年，如表 2)，以臺南市、臺北市實力較佳，其中臺南市獲取前

三名次數統計共 9 次，臺北市前三名次數統計獲取 5 次；其他有獲取前三名的縣

市有高雄市獲取 3 次，澎湖縣獲取 1 次，屏東縣獲取 1 次。 

 

表 1 近四屆全國運動會(102 年至 108 年)男子選手風浪板成績 

賽會名稱 船型 縣市 選手 名次 

102 年全國運動(教

育部體育署，2013) 

風浪板標準型輕量組 澎湖縣 許智凱 1 

風浪板標準型輕量組 澎湖縣 歐瑞暘 2 

風浪板標準型輕量組 臺南市 王柏升 3 

風浪板標準型重量組 花蓮縣 簡一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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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浪板標準型重量組 高雄市 王福煒 2 

風浪板標準型重量組 屏東縣 黃冠瑜 3 

風浪板 RS:X 型 澎湖縣 張 浩 1 

風浪板 RS:X 型 澎湖縣 胡金泰 2 

風浪板 RS:X 型 臺南市 許進智 3 

104 年全國運動(教

育部體育署，2015) 

風浪板標準型 澎湖縣 許智凱 1 

風浪板標準型 臺南市 吳承翰 2 

風浪板標準型 花蓮縣 簡一平 3 

風浪板 RS:X 型 澎湖縣 張 浩 1 

風浪板 RS:X 型 臺南市 汪廷聿 2 

風浪板 RS:X 型 臺南市 許進智 3 

106 年全國運動(教

育部體育署，2017) 

風浪板 RS:One 型 澎湖縣 許智凱 1 

風浪板 RS:One 型 澎湖縣 歐瑞暘 2 

風浪板 RS:One 型 臺南市 吳承翰 3 

風浪板 RS:X 型 澎湖縣 張 浩 1 

風浪板 RS:X 型 臺南市 許進智 2 

風浪板 RS:X 型 臺南市 汪廷聿 3 

108 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體育署，

2019) 

 風浪板 RS:One 型 澎湖縣 許智凱 1 

 風浪板 RS:One 型 臺南市 吳承翰 2 

 風浪板 RS:One 型 臺南市 陳麒元 3 

風浪板 RS:X 型 澎湖縣 張 浩 1 

縣市 獲取前三名次數統計(次) 

澎湖縣 11 

臺南市 10 

花蓮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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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 

屏東縣 1 

 

表 2 近四屆全國運動會(102 年至 108 年)女子選手風浪板成績 

賽會名稱 船型 縣市 選手 名次 

102 年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體育署，

2013) 

風浪板標準型 高雄市 蘇佩伶 1 

風浪板標準型 臺北市 官 欣 2 

風浪板標準型 澎湖縣 顏秀臻 3 

風浪板 RS:X 型 臺南市 劉婷葦 1 

風浪板 RS:X 型 臺北市 周 莉 2 

104 年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體育署，

2015) 

風浪板 RS:One 型 高雄市 蘇佩伶 1 

風浪板 RS:One 型 臺南市 汪芷綾 2 

風浪板 RS:One 型 臺南市 孫筱筑 3 

風浪板 RS:X 型 臺南市 劉婷葦 1 

風浪板 RS:X 型 屏東縣 潘綺雯 2 

風浪板 RS:X 型 臺北市 周 莉 3 

106 年全國運動會

(教育部體育署，

2017) 

風浪板 RS:One 型 高雄市 蘇佩伶 1 

風浪板 RS:One 型 臺南市 蘇云亭 2 

風浪板 RS:One 型 臺南市 郭馥葳 3 

風浪板 RS:X 型 臺南市 汪芷綾 1 

風浪板 RS:X 型 臺南市 劉婷葦 2 

風浪板 RS:X 型 臺北市 周 莉 3 

108 全國運動會(教

育部體育署，2019) 

風浪板 RS:One 型 臺南市 郭馥葳 1 

風浪板 RS:X 型 臺北市 周 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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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獲取前三名次數統計(次) 

臺南市 9 

臺北市 5 

高雄市 3 

澎湖縣 1 

屏東縣 1 

 

(二) 國際賽事成績表現彙整 

在參加國際賽事的成果上，黃偉哲選手目前是臺灣風浪板成績表現最好的選

手，於 1970 年 7 月出生，在美國的斯坦福大學畢業，他是一位非常神秘的奧運

選手，常年在國外比賽訓練，幾乎很少返回臺灣，因此在臺灣電視媒體上的曝光

率極低。最初，他在 1992 年入選美國國家隊，於 1994 年獲「加州杯」冠軍，之

後再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榮獲第九名(趙寶生，2000)。之後黃偉哲選手在 1998

年代表我國參與第 13 屆曼谷亞運會，於該比賽獲得男子標準型風浪板 (mistral 

one-design)第 2 名，是我國風浪板目前最好的成績。 

於黃偉哲選手後，我國雖未再亞運會或奧運會獲得成績；但還是有持續培養

新生代選手，其中張浩選手，出生於 1990 年，在南投出生後便移居至澎湖。張

浩選手是我國連續參加 3 場奧運的選手，張浩選手除了連續參加 3 屆奧運會賽事

外，也參加 2014 年韓國仁川亞運會及 2018 年印尼雅加達亞運會(如表 3)，張浩

目前最好的成績是參與 2018 年第 18 屆雅加達亞運會男子 RSX 風浪板第 5 名。 

延續培養新生代選手，除了張浩選手外，近年我國也持續培訓青年選手，其

中汪廷聿選手曾代表我國參加2014年南京青年奧運會男子T293型風浪板項目，

成績為第 15 名；汪芷綾選手代表我國參加 2018 年布宜諾斯艾利斯青年奧運會女

子 Techno293+風浪板項目，成績為第 17 名；此二位選手成績雖然不是十分優秀，

但還是持續努力訓練以其精進自身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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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張浩選手參加 3 屆奧運會賽事及亞運會賽事(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2020) 

年份 奧運會賽事 名次 

2008 年 第 29 屆北京奧運會男子 RSX 風浪板 第 31 名 

2012 年 第 30 屆倫敦奧運會男子 RSX 風浪板 第 35 名 

2016 年 第 31 屆里約奧運會男子 RSX 風浪板 第 32 名 

年份 亞運會賽事 名次 

2014 年 第 17 屆仁川亞運會男子 RSX 風浪板 第 6 名 

2018 年 第 18 屆雅加達亞運會男子 RSX 風浪板 第 5 名 

 

 

五、結語 

臺灣為一海島，四面環海，因此推展風浪板運動是非常合適的，尤其是在西

部海岸和澎湖，因沙灘廣布，固可從事很多風浪板方面的活動。由上述討論可知， 

臺灣風浪板運動的發展源自海軍於 1975 年成立中華民國帆船協會(帆船協會)，

隨著海域解禁，政府也大力推廣此運動，其中 2004 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輔導帆

船協會於全國設立 30 個風浪板推廣基地、補助購置風浪板 426 艘、於各級學校

教學推廣便是具體成果。 

在賽事舉辦方面，1996 年舉辦第 23 屆臺灣區運動會便有風浪板的賽事，時

至 1999 年，風浪板賽事便歸於全國運動會至今；至於國際賽事，澎湖縣因地利

之便，於 1999 年起便陸續舉辦過許多相關競賽，從小板到亞、奧運會指定的船

型都有。 

在參賽表現方面，近年來參加全國運動會的各縣市隊伍共 7 隊，男子組以澎

湖縣及臺南市代表隊競爭較為激烈，女子組則以臺南市、臺北市較實力較佳；國

際賽事表現部分，黃偉哲選手獲得 1998 年第 13 屆曼谷亞運會男子標準型風浪板 

(mistral one-design)第 2 名，為臺灣參加風浪板運動賽是最具代表性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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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臺灣推展風浪板運動，起源雖晚；但政府仍對於此運動的推展投入經費

並進行推廣與發展，對比賽的舉辦也是持續進行；但是在比賽成果上，參與全國

運動會隊伍仍嫌不足，代表性的國際比賽成績從黃偉哲選手後就未獲得前 3 名成

績，因此仍需持續努力；另外如何持續推展此項運動，以增加參與和觀賞人口，

也是相關單位要繼續投入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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