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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之目的是透過文獻回顧的方式，了解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相關研究。

在運動項目中，教練所扮演的角色無庸置疑的是一位領導者，教練在領導過程中所展現

出的領導行為，不僅會影響團隊凝聚力，對團隊之運動表現也有影響。本文透過研究的

回顧整理出以下幾個論點：一、研究主題: 臺灣運動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共 14

篇，包含教師反省的層次、類型、態度、內容、影響因素等； 二、研究對象以國小學童

對象最多；三、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為最多；四、研究結果:臺灣運動教練領導行為以

「訓練與指導行為」為主；團隊凝聚力以「團隊適應」為主。因此，本文透過文獻探討

的方式，瞭解臺灣運動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相關研究之脈絡，提供未來從事運動

教練領導之研究方向以及提升運動教練專業發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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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人類社會中，領導行為無所不在，任何的團隊都需要領導者的領導，使其能有效

的運作，進而發揮其效能。而領導的優劣，也將影響整個組織團隊未來的表現及發展。

就體育運動來說，個人運動項目較著重個人技術的表現，團隊運動項目則較為講究團隊

凝聚力與合作。在運動團隊裡，扮演領導者的角色的就是教練。教練的領導風格對整個

團隊無疑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位成功的教練必須具備許多的能力，在團隊運動中，教

練所扮演的角色是多樣性的。邱金松 (1991) 指出，一位成功的教練，除了應具有生理

學、心理學以及有關訓練及指導方面的基礎知識之外，對於團隊社會學的研究與探討，

更是不可欠缺的一環。除了本身必須具備該運動項目的專業技術以及相關的運動觀念與

知識，教練還必須瞭解每個選手的生理及心理狀況，進而設計符合該團隊的訓練方法。 

目前尚未有文獻探討方式針對運動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的相關文獻，因此，本文欲

透過文獻探討的方式，瞭解臺灣運動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相關研究之脈絡，提供未來從

事運動教練領導之研究方向以及提升運動教練專業發展之建議。 

 

貳、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透過文獻蒐集與分析瞭解臺灣運動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相關文獻，

文獻蒐集鎖定相關期刊與論文，以全國碩博士論文網、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華藝電

子期刊網站為搜尋範圍。 

其步驟為: 

一、關鍵詞:所使用的關鍵字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進行資料檢索，共檢索 59 篇。 

二、篩選:剔除體育無關與文獻回顧類之文獻，共檢索 51 篇，將文獻內容聚焦於教練領

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相關之實證研究共檢索 44 篇，再篩選、剔除近年(2011年)之

文獻，共23篇。 

三、歸納:所搜集的文獻依年代、研究者、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為探討之構面，復將研究

所得結果及所見之概念予以彙整討論，以得未來研究可依循之方向。 

 

表1   

相關研究列表 

作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王俊明(2011) 教練和選手的人際溝通能力對教練—選手之間知覺教練領導行為

差異和團隊凝聚力的影響 

問卷調查法 

喻禮國(2011) 甲二級大專籃球教練領導行為對球員自信心與團隊凝聚力之影響 問卷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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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澤民 (2012) 教練領導行為、團隊氣氛與團隊凝聚力之研究─以足球選手為例 問卷調查法 

黃義翔 (2012) 教練-選手關係在教練決策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關係中的中介效

果探討 

問卷調查法 

 

陳維智 (2012) 跆拳道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競賽壓力之關係研究 問卷調查法 

簡家俊 (2012) 角力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研究－以中華民國 99年全國角

力錦標賽為例 

問卷調查法 

林佳蓉 (2012) 大專桌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組織氣氛、團隊凝聚力與滿意度

之探討 

問卷調查法 

洪美娟 (2012) 大專桌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團隊文化及團隊效

能之關係研究 

問卷調查法 

許君立 (2012) 臺中市國小籃球隊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李良禹 (2013) 教練領導行為與領導信任對團隊凝聚力之相關研究－以北區運動

代表隊為例 

問卷調查法 

陳盛彬 (2013) 羽球校隊凝聚力與教練領導行為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陳明宏 (2013) 大專校院籃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關係研究 問卷調查法 

林澤民 (2013) 足球教練領導行為、組織氣候、組織承諾與團隊凝聚力關係之研究

－以文化差異為調節變數 

問卷調查法 

張簡坤明(2015) 手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關係研究 問卷調查法 

王俊硯 (2015) 

 

運動舞蹈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研究－以 103 年全民運動

會為例 

問卷調查法 

 

黃國豪 (2015) 躲避飛盤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黃淑玲 (2016) 

 

不同層級男、女排球選手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與目標取向比

較研究 

問卷調查法 

 

黃淑玲 (2016) 

 

不同運動項目選手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與目標取向之差異比

較 

問卷調查法 

李建霖 (2016) 

 

教練領導行為、訓練滿意度對團隊凝聚力之影響研究～以某大學棒

球選手為例 

問卷調查法 

彭加豪 (2016) 大專校院啦啦隊社團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許子淵 (2017) 國中羽球選手隊教練領導行為、團體凝聚力與選手滿意度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陳進祥 (2017) 大專桌球代表隊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模式之實證研究 問卷調查法 

張艾君 (2018) 

 

羽球運動倫理與教練領導的思維 

 

問卷調查法、訪談

法、文獻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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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果與討論 

本文蒐集 2011至 2018 年之相關文獻，經篩選共蒐集 23 篇臺灣運動教練領導行

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相關文獻，從研究主題可發現目前的研究以運動員為對象居多，少數

研究從教練的角度探討，並且均有使用問卷調查法，量化的方式討論為主，質性研究方法為輔。

歸納整理後分別由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研究結果三個面向來進行探討。 

一、研究方法 

探討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研究相當廣泛，綜觀各學者之研究方法有問卷調查法、

文獻分析法、訪談法，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研究初期以問卷調查探討教練領導行為與

團隊凝聚力各層面為最多，其中以同學齡的普查形式居多。問卷內容主要探討教練領導行為與團

隊凝聚力變項之關係與影響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因素。爾後增加訪談法後使得研究加

廣。 

張艾君 (2018) 透過文獻分析法在相關文獻中資料經過歸納統整之後，分析原因、

陳述背景、影響範圍及了解意義，再以研究之專家學者及設定訪談學校為主角，研究訪

談者個人羽球訓練發展之歷程進行分析，進而了解帶隊經營管理現況及帶隊倫理之訪談

問題做為延伸探討。 

問卷調查法所探討的內容也從教練領導行為層面衍生到目標取向等議題。黃淑玲 

(2016) 採問卷調查法探討不同階層排球選手，與以往不同之處為探討教練領導行為、團

隊凝聚力與目標取向的關係。林澤民 (2013) 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教練領導行為、團

隊凝聚力、組織氣候、組織承諾並以文化差異為調節變數加以分析，深入探討領導內容

與組織影響因素。發現在探討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實證研究，主要以量為主質

為輔的方式，只有 1 篇加入以教練深度訪談進行研究。問卷調查法可廣泛討論不同教練

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的各層面，但多屬於運動員對於教練及團隊的單向思考，建議未

來可透過更多以教練角度的深度訪談研究來進行團隊覺察。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依研究目的不同有不同階層的研究對象，從縱向涵蓋學齡階段包含大專 13 

篇、高中 4 篇、國中2篇、國小2篇，以大專對象最多，另有2篇以教練為對象之相關研

究；在對象的選取有針對單一個案、數個個案、區域性整體的問卷調查等研究方式。建

議未來可增加國中、小階段運動團隊之探討，探討各學齡階段之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

聚力之內容。 

 

三、研究結果 

根據相關文獻加以整理歸納，分別就「運動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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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現」等三個層面加以說明: 

(一) 運動教練領導行為 

根據相關文獻將運動教練領導行為分為訓練行為、指導行為、民主行為、獎勵行為、

關懷行為。研究結果發現運動教練領導行為以「訓練行為」為主 (許君立，2012；陳明

宏，2013)；其次針對運動教練領導行為的問卷調查發現運動教練領導行為以「指導行為」

居多。 

 

（二）團隊凝聚力 

團隊凝聚力的構面分為四個構面，分別為團隊合作、團隊目標、人際親合、人際歸

屬。整理文獻發現團隊凝聚力因研究的對象不同，各研究所呈現的結果也不同，大專運

動員在「團隊適應」得分最高(周佳達，2012)；高中團隊凝聚力文獻中，許子庭(2012)

研究指出「團隊合作」得分最高；陳昌寧(2013) 國中團隊凝聚力文獻中研究結果以「團

隊合作」得分最高。陳怡君(2014) 國小團隊凝聚力文獻中研究結果以「團隊適應」得分

最高，因學齡階段之不同而呈現不同的團隊凝聚力構面，可見人際親合、人際歸屬為團

隊凝聚力中得分較低的構面。 

 

（三）其他研究發現 

歸納研究結果發現教練和選手的人際溝通能力均可有效預測教練－選手知覺領導差

異，而且教練的人際溝通能力、選手的人際溝通能力和教練－選手知覺領導的差異均能

有效地預測團隊凝聚力 (王俊明，2011)；正向的團隊氣氛領導行為，除了能增加團隊凝

聚力之外，更能使團隊在達成團隊目標時更有效率(林澤民，2012)。 

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於不同地區、學齡階段有不同的差異性，許子淵 (2017)  

指出不同地區的國中羽球選手對於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的比較方面達顯著差異，

另外中部地區選手對於教練領導行為及團隊凝聚力明顯較高；黃淑玲 (2016) 提出國中

男排選手對於教練「訓練行為與指導行為」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高中職與大學男排選手。 

    綜合上述結果發現選擇正確的教練領導行為對於團隊助益之多面，教練領導行為之

實證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肆、結論與建議 

對於教練領導行為之理論與相關研究，國內的研究者均有相當多的論述，從各個不

同的理論觀點來看，領導行為最終的目的，皆以帶領組織達到最高境界。其中所採用的

領導方式皆因領導者的特質而有所差異，而這些領導方式也將影響著組織的績效及成員

對組織的向心力。因此，教練領導行為是否得當，將影響團隊成員的感受。國內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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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式已趨向民主，因此在教練的領導行為上也受到民主風氣的影響，產生不同的以

往的領導行為。教練在領導過程中所展現出的領導行為，不僅會影響團隊凝聚力，對團

隊之運動表現也有影響。因此，本文獻回顧將針對教練領導行為和團隊凝聚力之間的關

係。以提供教練在指導選手以及領導運動團隊時一個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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