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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瞭解桌球教練之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情形，並進一步探討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是否有

相關。研究對象為參加 93 年度全國國語日報杯桌球賽之中小學桌球教練及 94 年度大專運動會桌球賽之

桌球教練。以桌球教練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之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並以獨立樣本ｔ考驗、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及皮爾遜積差相關進行統計分析。經分析與討論獲得結論如下：一、桌球教練在工作上感受到中

等以上程度的壓力。二、不同一週訓練時數的桌球教練之工作壓力有顯著差異存在。三、桌球教練在工

作上感受到中等以上程度的倦怠。四、不同婚姻狀況、指導球隊、年齡、學歷、運動成就、學校職位及

一週訓練時數的桌球教練之工作倦怠有顯著差異。五、工作壓力產生並不一定會造成工作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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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 

行政院主計處發佈的 2005 年健康安全調查，

台灣地區 15 歲以上民眾有 2 成 4 有失眠困擾，推

估國內有近 500 萬人經常睡不好。主計處指出，4

年前，近兩成的成人受失眠所苦，4 年後有此困擾

的人增加了約 80 萬人，成長率 4.61％，醫界則推

估台灣有 600 萬睡眠障礙病患，其中失眠者至少

200 萬人。 

而睡眠有障礙，很多原因在於壓力大，尤其是

對青壯年來說，很多人都為了工作延遲睡眠時間，

屬於「不得不失眠」的情況，長期以往，失眠就成

了常態［1］。 

一項最新教師調查報告指出，5 成 4 教師自認

憂鬱指數偏高，擔心教職會因少子化趨勢減班而遭

調職或調校的憂慮比率，逐年攀升，憂心者達 6 成

7。而遠見雜誌於 2006 年也特別選擇中港台 65 所

大學，進行「兩岸三地大學競爭力調查」，其中台

灣教師的教學壓力最大。國外的文獻中也提到，一

些工作的壓力源可能促成身體的症候和醫學上的

問題［2］。因此，教師工作壓力的問題，的確不

可忽視。 

針對教師工作壓力來源的探討，不同研究者

採取不同的研究面向。從文獻中發現，『工作過度

負荷』是探討教師工作壓力眾多研究中，共有的面

向。教育改革推動以來，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必須更

專業化，所需的專業知能更趨多元化、科技化。社

會大眾對教師期許和要求更多、更重。整個教育的

體質和環境，不論是政策面、實務面都產生了巨大

的變化，教師面臨前所未有的工作變革、工作情境

和工作壓力［3］。 

工作壓力是在工作環境中，超過個人負荷量的

要求，進而造成威脅感，產生緊張、焦慮、挫折、

壓迫、及困惑苦惱的反應［4］。Sabock ［5］ 曾

經提到「不要誤以為教練的任務只是教導選手如何

爭取成績而已。教練必須扮演領導者、追隨者、老

師、示範者、監護人、顧問、朋友、等多重角色。」

由此可知，在球隊中桌球教練必須扮演著許多重要

的角色，若加上資源不足的狀況下，其工作壓力之

大，可想而知。 

鄧崇英［6］指出，造成教師因為職業倦怠離

職的外在環境與個人因素很多，但「壓力」是主要

因素。郭生玉［7］研究顯示，工作壓力影響職業

倦怠，國小教師角色、工作負荷可以有效預測情緒

耗竭、個人成就感的職業倦怠。周立勳［8］也指

出，工作壓力大容易產生職業倦怠的感受。蔡金田

［9］的研究也顯示工作壓力越大，職業倦怠越嚴

重。 

郭耀輝［3］將國小教師不同背景變項區分為

個人變項與環境變項，就個人變項(性別、年齡、

服務年資、婚姻狀況、教育背景)而言，國小教師

除了性別變項在在整體工作壓力及各層面上沒有

顯著差異之外，其他變項在整體工作壓力及各層面

上存在顯著的差異，尤其是年齡、服務年資、教育

背景等變項。因此，不同的教師背景，可能會有不

同的工作壓力感受，也可能影響到工作倦怠的反

應。 

工作者在其工作情境中，基於個人、環境或社

會因素，逐漸喪失其工作動力會造成工作倦怠，並

會對其工作與工作對象產生不良的影響［10］。工

作倦怠的產生會使工作者以消極的態度服務對

象，所以一個教練工作者若有工作倦怠現象的產

生，勢必會嚴重的影響訓練的效果，甚至可能影響

選手的運動生涯。因此教練的工作壓力及工作倦怠

因素的探討是勢在必行的研究課題。 

隨著桌球運動蓬勃發展之際，喜歡桌球的人與

日俱增，因此各層級的桌球隊也急遽增加，相對

的，桌球教練的需求也跟著增加。但是國家當局對

桌球教練的重視程度並未相對的提升，沒有擬定一

個完善的升遷管道，及完善的福利制度，以致於教

練們深感工作沒有保障，對自己的工作存在者不確

定感，而極易對這份工作產生倦怠，萌生轉換跑

道，而退出桌球教練的念頭。 

如果沒有教練，選手們要如何習得精湛的技

能？沒有優秀的選手，我們又如何在國際體壇上掙

得一席之位，以拓展運動外交？因此本研究將以桌

球教練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工作壓力及工作倦怠的

情形，期能將數據提供給相關單位，以促進教練制

度的改善，並提供給教練工作者當做參考依據，認

清自己所面對的壓力因子及倦怠原因，以尋求紓解

方式，進而提升訓練績效，為國家培育更多優秀的

運動員，在國際體壇揚眉吐氣！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於上述研究背景，來探討我國桌球教

練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的現象，具體而言，其研究

目的如下： 

(一)分析我國桌球教練之工作壓力情形。 

(二)分析我國桌球教練之工作倦怠情形。 

(三)探討我國不同背景之桌球教練工作壓力的差

異情形。 

(四)探討我國不同背景之桌球教練工作 倦怠的差

異情形。 

(五)探討我國桌球教練之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的

相關情形。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參加 93 年度全國國語日報杯桌球賽

之中小學桌球教練及 94 年度大專運動會桌球賽之

桌球教練共 75 位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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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定名為桌球教練工作壓力

與工作倦怠之調查問卷，係引用國內學者梁玉秋

［11］所編制的國民中學棒球教練工作壓力與工作

倦怠之調查問卷。量表內容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

分為工作壓力量表，第二部分為工作倦怠量表，第

三部分為桌球教練之基本資料。此問卷本身在梁玉

秋［11］之研究中，已歷經信效度之考驗，本研究

為求慎重起見，除已具備之效度外，另尚採用

Cronbach α 內部一致性考驗其信度，所得之工作

壓力量表各構面信度分別為 0.63、0.54、0.72 及

0.63；整體信度為 0.83，而工作倦怠量表各構面之

信度分別為 0.83、0.66 及 0.85；整體信度為 0.85，

顯示此量表具有相當良好的信度，各構面信度詳見

表一、表二。 

 

表一、工作壓力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構面 內含題目 Cronbach α 係數

選手訓練 1.2.3.7.8.9.10.18.21 .63 

法令束縛 4.5.6 .54 

行政負荷 11.12.19.20.22.23.24.25 .72 

專業成長 13.14.15.16.17 .63 

總量表 共 25 題 .83 

 

 

表二、工作倦怠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構面 內含題目 Cronbach α 係數

情緒耗竭 1.2.3.5.8.13.14.16.20.24 .83 

無人情味 6.10.11.15.22.23 .66 

缺乏成就感 -4.-7.-9.-12.-17.-18.-19.-21.-25 .85 

總量表 共 25 題 .85 

註：「-」為負向題 

 

三、資料處理及統計分析 

 
  本研究整理各回收問卷後，刪除資料不全、

作答不完整及作答呈現規律性或明顯不合理之無

效問卷，隨後將有效問卷編碼、登錄，並以電腦套

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依研究目的使用下

列的統計方法進行統計分析： 

（一） 以獨立樣本 t 考驗(Independent t test)檢定受

試者性別、球隊級別、任職情形及婚姻狀

況等不同背景變項的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

之差異情形。 

（二） 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 way ANOVA)檢

定受試者年齡、運動成就、教練證照等級、

學歷、每週訓練時數、職位及每月平均收

入等不同背景變項的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

之差異情形，若比較結果達顯著水準，則

採用雪費法(Scheffe)進行事後比較。 

（三）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檢定桌球教練工作壓力

與工作倦怠之間的相關情形。 

（四） 本研究統計考驗之顯著水準訂為 α＜.05。 

 

參、結果 

一、桌球教練工作壓力情形 

    本研究之桌球教練工作壓力情形結果如表一

所示；由表三得知桌球教練工作壓力各構面的平均

得分介於 2.77~3.22 之間，表示桌球教練在工作上

感受到中等以上程度的壓力。在各構面中桌球教練

認為選手訓練（Ｍ=3.22）帶來的壓力最大，其次

為法令束縛（M=2.99）及行政負荷（M=2.91），最

後是專業成長（M=2.77）。 

 

表三、桌球教練工作壓力量表各構面排序 

構面 填答人數總和 平均數 排序 

選手訓練 75 3.22 1 

法令束縛 75 2.99 2 

行政負荷 75 2.91 3 

專業成長 75 2.77 4 

 

二、不同背景變項桌球教練工作壓力之差

異情形 

  本研究之不同背景變項桌球教練工作壓力之

差異情形如表四及表五所示；由表四及表五得知，

不同性別、球隊級別、任職情形、婚姻狀況、年齡、

學歷、運動成就、教練證照、學校職位及收入的桌

球教練之工作壓力並無顯著差異。但每週不同訓練

時數的桌球教練之工作壓力有顯著差異存在，經事

後比較結果得知每週訓練 31-40 小時的桌球教練

在法令束縛的壓力上大於每週訓練 20 小時以下的

桌球教練。 

 

表四、不同背景變項桌球教練之工作壓力 t 檢定摘

要表 

背景變項 組別 選手訓練 法令束縛 行政負荷 專業成長

男性
性別 

女性
0.38 -0.03 -0.45 -0.47 

中小學
球隊級別

大專
0.28 1.17 0.65 0.73 

專任
任職情形

兼任
-0.18 -1.36 -1.82 -1.65 

已婚
婚姻狀況

未婚
-0.09 0.28 -0.45 0.4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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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不同背景變項桌球教練之工作壓力變異數分

析摘要表 

背景

變項 
組別  

選手

訓練

法令

束縛 

行政

負荷 

專業

成長

事後

比較

1.22-28 歲 

2.28-33 歲 

3.33-40 歲 

4.40-45 歲 

年齡 

5.45-60 歲 

1.09 0.18  0.61  0.25  

1.高中職 

(含以下) 

2.大專  學歷 

3.研究所  

0.80 1.97  0.15  0.64  

1.國家代表隊 

2.縣市代表隊 

3.校代表隊 

運動

成就 

4.無  

2.00 1.66  0.91  2.61  

1.A 級  

2.B 級  

3.C 級  

教練

證照 

4.無  

1.67 1.16  2.19  1.01  

1.行政主管 

2.教師  

3.職員  

學校

職位 

4.教練  

0.73 1.52  0.41  0.27  

1.20001-30000 

2.30001-40000 

3.40001-50000 
收入 

4.50001 以上 

2.60 1.51  1.16  0.20  

1.20 小時以下 

2.21-30 小時 

一週

訓練

時數 

  3.31-40 小時 

2.29 4.64* 0.32  0.62 3>1

*p<.05        

 

由以上的資料可以發現，桌球教練的不同背

景，不論是性別、球隊級別、任職情形、婚姻狀況、

年齡、學歷、運動成就、教練證照、學校職位或收

入，其實對於教練都不會造成顯著差異的工作壓

力；不過每週不同的訓練時間，卻會在法令束縛的

壓力，發現明顯的差異，因此可推論教練對於球隊

訓練的投入時間越多，越容易感受到相關法令束縛

的壓力，可能是因為教練投入越多，越不希望受到

呆板的法令約束。  
 
三、桌球教練工作倦怠情形 

  本研究之桌球教練工作倦怠情形結果如表六

所示；由表六得知桌球教練工作倦怠各構面的平均

得分介於 2.12~3.85 之間，表示桌球教練在工作上

感受到中等以上程度的倦怠。在各構面中桌球教練

認為因缺乏成就感（M=3.85）所帶來的工作倦怠感

最大，其次為情緒耗竭（M=2.33），最後才是無人

情味（M=2.12）。 

 

表六、桌球教練工作倦怠量表各構面排序 

構面 填答人數總和 平均數 排序 

情緒耗竭 75 2.33 2 

無人情味 75 2.12 3 

缺乏成就感 75 3.85 1 

 

四、不同背景變項桌球教練工作倦怠之差

異情形 

本研究之不同背景變項桌球教練工作倦怠之

差異情形如表七及表八所示。由表七及表八得知，

不同性別、任職情形、教練證照及收入的桌球教練

之工作倦怠並無顯著差異；由表七之數據資料得

知，不同婚姻狀況、球隊級別的桌球教練之工作倦

怠有顯著差異。進一步比較發現中小學的桌球教練

在無人情構面上的得分（M=2.29）比大專的桌球教

練（M=1.99）更高，意即中小學的桌球教練明顯地

比大專桌球教練感受到更少的人情味。未婚的桌球

教練在無人情味的構面得分（M=2.42）大於已婚的

桌球教練（M=2.00），意即未婚的教練比已婚的教

練更感受不到人情味；未婚的桌球教練在缺乏成就

感的構面得分（M=2.37）大於已婚的桌球教練

（M=2.05），意即未婚的教練比較容易缺乏成就

感。上述關於未婚與已婚的桌球教練在人情味感受

與缺乏成就感上的差別，因此可以推論出，已婚的

桌球教練比較容易接受現實上的挫折與忽視，也就

是比較容易安於現狀。 

 

表七、不同背景變項桌球教練之工作倦怠 t 檢定摘

要表 

背景變項 組別 情緒耗竭 無人情味 缺乏成就感

男生 
性別 

女生 
-1.56 0.42 0.44 

中小學
球隊級別

大專 
0.58 2.30* 0.36 

專任 
任職情形

兼任 
1.06 -0.24 0.34 

已婚 
婚姻狀況

未婚 
-1.25 2.99* 2.08*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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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不同背景變項桌球教練之工作倦怠變異

數分析摘要表 
背景

變項 
組別  

情緒

耗竭

無人

情味 

缺乏成

就感  
事後比較

1.22-28 歲 

2.28-33 歲 

3.33-40 歲 

4.40-45 歲 

年齡 

5.45-60 歲 

0.39 1.07 2.95* 

經事後比

較各組並

無顯著差

異 

1.高中職(含以下) 

2.大專 學歷 

3.研究所  

0.59 3.17* 0.10  

經事後比

較各組並

無顯著差

異 

1.國家代表隊 

2.縣市代表隊 

3.校代表隊 

運動

成就 

4.無 

0.84 2.75* 0.18  

經事後比

較各組並

無顯著差

異 

1.A 級  

2.B 級 

3.C 級 

教練

證照 

4.無 

  

0.44 1.28 0.81    

1.行政主管 

2.教師 

3.職員 

學校

職位 

4.教練 

3.40* 1.85 2.45  

經事後比

較各組並

無顯著差

異 

1.20001-30000 

2.30001-40000 

3.40001-50000 
收入 

4.50001 以上 

0.65 2.67 1.21    

一週

訓 
1.20 小時以下 1>3 

練時

數 
2.21-30 小時 2>3 

  3.31-40 小時 

1.28 6.67* 0.37  

  

*p<.05  

由表八之研究結果數據，得知不同年齡、學

歷、運動成就、學校職位及每週訓練時數的桌球教

練之工作倦怠有顯著差異。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之

後發現不同年齡、學歷、運動成就及學校職位的桌

球教練的工作倦怠各構面間並無明顯差異。僅有每

週不同訓練時數之桌球教練，在經事後比較後，發

現每週訓練時間在 31-40 小時以上的教練會比起每

週訓練 21-30 小時和 20 小時以下的教練更容易有

無人情味的感受。 

五、桌球教練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之相關

情形 

  本研究之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各構面之間的

相關情形如表九所示。由表九得知工作壓力量表中

『選手訓練』構面與工作倦怠量表中『缺乏成就感』

呈顯著負 

相關；工作壓力量表中『法令束縛』構面與工作倦

怠量表中『無人情味』及『缺乏成就感』呈顯著相

關；工作壓力量表中『行政負荷』構面與工作倦怠

量表中『情緒耗竭』呈顯著相關；工作壓力量表中

『專業成長』構面與工作倦怠量表中『情緒耗竭』

呈顯著相關。而進一步檢視工作壓力量表各構面之

關係，可以發現並非每一項工作壓力的構面皆會造

成數種工作倦怠，雖然相關程度不高，但工作壓力

與工作倦怠的確存在某一程度相關，其中最容易造

成桌球教練之情緒耗竭，而產生工作倦怠。 

 
表九、桌球教練在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量表各構面

反應之相關分析表 

構面 
壓力一 

選手訓練

壓力二 

法令束縛 

壓力三 

行政負荷 

壓力四 

專業成長

倦怠一 

情緒耗竭 
0.21 0.28* 0.25* 0.25* 

倦怠二 

無人情味 
0.20 0.38** 0.12 0.06 

倦怠三 

缺乏成就感
-0.34** -0.09 -0.07 0.06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顯著相關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 (雙尾)，顯著相關 

 

肆、討論與建議 

一、討論 

（一）桌球教練工作壓力情形 

由研究結果得知，桌球教練在工作上感受到中

等以上程度的壓力。梁玉秋［11］針對國民中學棒

球教練之工作壓力進行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國

民中學棒球教練感受到中上程度之工作壓力。由此

可知，任何運動的教練，在其訓練上都會有壓力存

在。而在本研究中桌球教練認為在工作壓力各構面

中選手訓練帶來的壓力最大，其次為法令束縛及行

政負荷，最後才是專業成長。因此我們可以推論，

桌球教練對於選手訓練所必須花費的時間及績效

要求感受到較大的壓力。 

（二）不同背景變項桌球教練工作壓力之差異情形 

  由研究結果得知，不同性別、球隊級別、任職

情形、婚姻狀況、年齡、學歷、運動成就、教練證

照、學校職位及收入的桌球教練之工作壓力並無顯

著差異。張麗琪［12］的研究結果得知教師工作壓

力不受性別影響；Russel［13］ 及葉龍源［1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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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婚姻狀況並不影響教師的工作壓力；

Ivancevich & Matteson［15］ 及侯望倫［16］的研

究顯示學歷跟工作壓力沒有直接相關；梁玉秋［11］

的研究結果顯示不同運動成就的棒球教練在工作

壓力上並無顯著差異，此部分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但李瑞文［17］的研究顯示年輕的國立大學校

院人事人員比年長者感受較大的工作壓力；吳榮福

［18］的研究顯示年齡 31-40 歲的國小總務主任有

較強的工作壓力；梁玉秋［11］的研究顯示，不同

教練證照的棒球教練工作壓力也有所不同；周立勳

［8］與吳政融［19］認為兼任者的工作壓力大於

非兼任者；周淑萍［20］的研究結果顯示主管人員

的工作壓力較非主管人員低；梁玉秋［11］的研究

結 果 顯 示 專 任 的 棒 球 教 練 工 作 壓 力 較 大 ；

Ivancevich & Matteson［15］ 提及經濟壓力是造成

工作壓力的來源之一。上述之研究文獻卻與本研究

結果有不同看法，究其原因，研究者初步推斷可能

是工作性質不同所致，也可能是桌球教練之工作壓

力普遍存在，並不會因為不同的個人背景與環境背

景而有所差異。但亦不排除因為研究中之有效樣本

數僅為 75 份，而造成資料分析時產生偏態，此點

假設則有待後續研究之進一步比對與分析。 

而每週不同訓練時數的桌球教練之工作壓力

有顯著差異存在，此研究結果與梁玉秋［11］之研

究結果不同，是否因不同運動性質所導致，有待後

續做進一步研究。研究者推論也許是因為訓練時數

較長的桌球教練，學校對比賽成績的要求較高，致

使球隊訓練時數較長，在目前台灣學校教練制度不

明確的情況之下，教練認為訓練工作要花很多時間

卻沒有保障，因此產生極大的壓力。因此研究者建

議，確實落實專任教練制度，讓教練工作者能有所

保障，方能專心致力於教練工作，以提昇國內桌球

技術。 

 

（三）桌球教練工作倦怠情形 

由研究結果得知，桌球教練在工作上感受到中

等以上程度的倦怠。梁玉秋［11］針對國民中學棒

球教練之工作倦怠進行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國民

中學棒球教練感受到中下程度之工作倦怠感，相較

之下桌球教練對工作有較高的倦怠感。而在各構面

中桌球教練認為缺乏成就感是造成其倦怠最大的

因素來源，由此推論，在桌球教練花費很多心力去

訓練選手時，若無法獲得同等的回饋，會造成其產

生工作倦怠。 

 

（四）不同背景變項桌球教練工作倦怠之差異情形 

  由研究結果得知，不同性別、任職情形、教練

證照及收入的桌球教練之工作倦怠並無顯著差

異。呂秀華［21］的研究顯示不同性別對工作倦怠

的感受並無顯著的差異存在，梁玉秋［11］不同任

職情形及不同教練證照在工作倦怠上並無顯著差

異，與本研究結果一致。而何永彬［22］的研究結

果顯示運動指導員每月平均收入在工作倦怠方面

有顯著差異，與本研究結果不同，研究者推論，從

事桌球教練的工作者，大部分為學校教師，薪資等

級皆有其一定標準，且大部份是對桌球訓練工作較

有熱誠，所以較不會因收入的多寡而產生倦怠感。 

不同婚姻狀況、球隊級別、年齡、學歷、運動

成就、學校職位及每週訓練時數的桌球教練之工作

倦怠有顯著差異，此結果與多數的研究者【陳寶芳

［23］、劉淑惠［24］、黃淑珍［25］】之研究結果

一致。而研究中亦發現學歷越低的桌球教練其工作

倦怠越大，此研究結果與 Cherniss［26］ 所提及教

育程度與工作倦怠呈負相關一致。上述研究結果關

於每週訓練時數不同的教練工作倦怠有差異的部

分，研究者推論，訓練時數較多的桌球教練，大部

分是桌球重點發展學校，其比賽成績也相對的較為

重要，因此在訓練上為了要有更好的成績，付出就

越多；相對地，也必須為求更好地訓練績效，也就

必須更加嚴厲，可能因此令人覺得無情，而產生較

大的倦怠感。而未婚的桌球教練，也許是年紀較

輕，在訓練上也較缺乏經驗，心智上也較不成熟，

或對於訓練缺乏耐心，而容易產生倦怠。 

 

（五）桌球教練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之相關情形 

由研究結果得知，桌球教練『選手訓練』的壓

力越大，其因『缺乏成就感』所帶來的工作倦怠越

小。顯示有較高的選手訓練壓力，通常會因為加強

訓練，而有較好的績效表現，學生績效表現好，教

練也較容易感受到成就感。 

桌球教練『法令束縛』的壓力越大，因『情緒

耗竭』及『無人情味』所帶來的工作倦怠越大。顯

示教練感受到較多的法令束縛，容易造成教練的情

緒耗竭和喪失人情味，而造成工作倦怠。 

桌球教練『行政負荷』或『專業成長』的壓力

越大，因『情緒耗竭』所帶來的工作倦怠越大。行

政負荷將使教練無法專心於訓練工作上，專業成長

帶給桌球教練相當大的進修壓力，皆容易造成教練

的情緒耗竭，產生工作倦怠。 

相反的，因『情緒耗竭』所帶來的工作倦怠，

會讓桌球教練有較多類型的工作壓力，但工作壓力

並非一定會造成各種工作倦怠的類型，且其中僅呈

現有差異的低度相關（Pearson 相關係數介於 0.25

～0.38 間）。 

 

二、結論 

（一） 桌球教練工作壓力各構面的平均得分介於

2.77~3.22 之間，表示桌球教練在工作上感

受到中等以上程度的壓力。 

（二） 不同性別、指導球隊、任職情形、婚姻狀

況、年齡、學歷、運動成就、教 練證照、

學校職位及收入的桌球教練之工作壓力並

無顯著差異，而不同一週訓練時數的桌球

教練之工作壓力有顯著差異存在。 

（三） 桌球教練工作倦怠各構面的平均得分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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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85 之間，表示桌球教練在工作上感

受到中等以上程度的倦怠。 

（四） 不同性別、任職情形、教練證照及收入的

桌球教練之工作倦怠並無顯著差異，而不

同婚姻狀況、指導球隊、年齡、學歷、運

動成就、學校職位及一週訓練時數的桌球

教練之工作倦怠有顯著差異。 

（五） 工作壓力量表各構面並非完全跟工作倦怠

各構面有相關，此結果顯示工作壓力產生

並不一定會造成工作倦怠。 

 

三、建議 

（一） 確實落實專任教練制度，讓教練工作者能

有所保障，以致於專心致力於教練工作，

以提昇國內桌球技術。 

（二） 雖然研究結果顯示工作壓力與工作倦怠並

非完全相關，但教練工作壓力情形依然需

要多加重視，以免優秀的教練對訓練工作

因工作壓力而產生倦怠感進而萌生退意，

讓國家痛失優秀的訓練舵手，而喪失在國

際體壇揚眉吐氣的機會。 

（三） 後續研究者可針對桌球教練工作者進行質

性研究，以更深入了解其工作壓力及工作

倦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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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cuss the job stress and job burnout in table tennis coach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ess and job burnout.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the elementary school’s table tennis coaches and secondary school’s table tennis 
coaches who attending the mandarin daily news table tennis game in 2004 , and the college’s table tennis 
coaches who attending college sports in 2005. Research tool was the「Questionnaire for table tnnis Coaches’ Job 
Burnout and Job Stress」. Independent t test, one- way ANOVA , and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were 
utilized for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the followings:1. The feeling degree of job stress in table tennis coaches 
was above the average.2.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job stress in different trained times in the one 
week.3. The feeling degree of job burnout in table tennis coaches was above the average.4.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job burnout in different marital status, teach team, age, educational, sports achievements, position 
in school, and different trained times in the one week.                      
5.There wa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ess and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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