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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不同對手實力之撞球運動員其比賽前、比賽中 

狀態性焦慮之研究 
 

林紀玲 1，吳穌 2*，莊慶棋 3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面對不同對手實力的撞球運動員在進

入前八強前每一輪比賽其比賽前狀態性焦慮、比賽中狀態性焦慮的差

異情形。以參加 2008 年美和休保杯撞球比賽的男子運動員為研究對

象。採用「運動前狀態性焦慮量表」及「運動中狀態性焦慮量表」為

研究工具。以 SPSS13.0 的統計軟體進行雙因子變異數的統計分析。

結果發現：1.不同對手實力的撞球運動員在進入前八強前其比賽前及

比賽中(總體、認知、自信心)狀態性焦慮差異均未達顯著水準。2.不

同對手實力的撞球運動員在進入前八強前，評估對手實力高低時，在

比賽中會對身體焦慮產生影響，面對實力強的對手會產生激勵作用。 

關鍵詞：半準決賽、狀態性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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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王克武、賴珊珊（2001）指出台

灣撞球受到國際比賽的衝擊，大量人

才相繼參與撞球賽事榮獲無數榮耀，

開啟了台灣撞球的風氣，也因此朝向

「職業化」與「全民化」方向發展。

因此，筆者認為撞球運動是既不受身

材限制，也不受日曬雨淋的室內運

動，更不用自備用具，只須到撞球場

就可以享受敲桿的快感，是一項十分

適合國人推展與發展的運動。 

    Selye(1956)指出，所謂「壓力」是

指當壓力源(stressor)刺激使個體為應

付外界加諸自身超出自我調適功能的

需要與改變時，進一步所產生之系列

性非特定性反應(nonspecific responses)

稱之，所謂「非特定反應」，指雖然加

諸身體的需求刺激不同，引致身體的

反應卻一致，這些反應包括：肌肉緊

張、心跳加速、血壓上升、神經興奮、

呼吸加快、流汗與排尿增加等現象（蔡

憲國、林聖峰，2006）。不管刺激為何，

身 體 必 定 會 再 適 應 ， 以 達 平 衡 。

McGrath(1970)指出心理性壓力可視為

「個體對即將來臨的環境刺激屬性，

經過主觀的認知過程，產生威脅的感

受及生理的激動之現象」，並強調壓力

過程的四個特質：（一）壓力事件導致

某一特定行為得到結果，而非某一個

情境下的情境；（二）壓力是一個循環

的歷程；（三）壓力可能是正面的，也

可能是負面的，壓力並非僅是負面

的；（四）重點不只在情境，個體對情

境的知覺才是重要的（如圖 1）。Lazarus 

and Folkman (1984)認為壓力是個人與

環境間的特殊關係，個人評估此一關

係是對個人造成負荷或超出個人資源

所能應付的。因此，筆者認為當個人

一旦知覺到環境或情境的要求與個人

的能力無法達到平衡並產生威脅感

時，便會有正面或負面的壓力反應，

進而造成適應行為的變化。

 

 

 

 

 

圖 1 McGrath 的壓力過程模式示意圖 

 

環境/情境的

要求 

個體感覺到自身本能無

法應付環境的要求而產

生威脅感 
壓力反應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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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情緒大多是隨著壓力而產生，人

們也常用情緒狀態來評估其壓力，而

認知評估的過程則是同時影響壓力及

情 緒 的 經 驗 (Maslach, 1979; Scherer, 

1986)。王淑俐（1996）認為情緒的性

質包含了刺激事件、認知評估、情緒

反應及後續效果與影響，分為四個部

份（如圖 2）：其中「後續的效果與影

響」更指出：正面良性的情緒具有動

機的作用，可以促使個體積極投入在

工作中。相反的，個體若長期處於不

良負面的情緒狀態下，可能會造成「心

身性疾病」。

 

 

 

 

圖 2 情緒的過程 

  

    季力康（1996）提到運動選手在

比賽中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包

括臨場的心理狀況。在許多勢均力敵

的比賽中選手臨場的心理表現往往是

決定勝負的關鍵，而臨場的心理中，

又以心理壓力最容易影響運動員的成

績表現。運動員所產生的壓力影響情

緒波動，即出現焦慮狀況。由此可知，

參與任何比賽都會影響到心理壓力而

產生情緒，有些選手所面臨的壓力所

產生出不同的狀況，會緊張、手發抖、

冒汗，或者心情無法平穩面對比賽，

強烈的心理刺激會造成出這些情緒的

情況，因而都是成為焦慮的反應一

種，也是情緒的基本之一（馬存根，

2001;蕭淑貞，1996）。Spielberger (1996)

指出狀態性焦慮會經由身體的評估而

產生出的反應行為，是一種短暫性的

情緒反應，狀態性焦慮會使生理出現

很多情況，例如：緊張、胃痛、冒汗

等生理影響。很多運動選手在比賽中

也很容易出現狀態性焦慮，對於第一

次參與比賽的選手較容易出現，參與

較多次經驗豐富的選手會把焦慮轉換

成 激 勵 （ 張 浣 芸 ， 1996 ）。 由

Martens(1977)的運動競賽焦慮產生的

過程中可知，當客觀競賽情境發生

時，參賽選手產生威脅的知覺，會引

起狀態性焦慮反應（如圖 3）（盧俊宏，

1992）。

 

情緒的刺激 個人的認知 情緒的反應 
後續效果與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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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Martens 運動競賽焦慮產生的過程。 資料來源：盧俊宏（1991） 

 

    許多運動選手及教練認為成功的表

現至少 40%－90% 為心理因素(Rushall, 

1989)。在競賽中獲得優異的成績表現，

絕非是偶然或是意外，必須有事前適當

的準備、策略與生理配合心理訓練，才

可能達成(McGrath, 1970)。Orlick and 

Partington(1988)也指出運動選手的成績

表現與運動選手的心理狀況有密不可分

的關係。邱莉蓁、高尉傑、陳奕伸、張

又文（2008）研究指出撞球運動員在面

對賽事的大小、勝負關係到進級或獎

金、比賽的不確定性等狀況下，會因選

手的自尊、人格及擔心遭受他人評價，

賦與自身的壓力，進而產生壓力的焦慮

與覺醒，影響運動員的運動表現。由上

述學者的研究得知，筆者認為在運動競

賽中，運動選手本身因為在意競賽結

果，卻又不知自己的能力是否能夠獲得

勝利，在得失之間，產生了壓力。而且，

緊張、不安、焦慮等太多的不良情緒會

破壞運動選手的專注力，更會影響到運

動競賽的成績表現。當運動選手面臨重

大競賽時，產生的壓力可能來自於心理

認知的不平衡所致，但也有可能是因為

選手生理覺醒程度過高，無可避免地提

高了生理反應，此時選手將會出現肌肉

僵硬、心跳加速、甚至喪失動作的流暢

性。為探究此焦慮狀態的情形，是引起

筆者的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的背景與動機，筆者提

出以下的研究目的：探討面對不同球

齡經驗與對手實力且進入前八強的撞

球運動員在比賽前狀態性焦慮、比賽

中狀態性焦慮的差異情形。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參加 2008 年美和休保杯撞球比

競賽特質性焦慮 

威脅的知覺 狀態性焦慮反應 客觀競賽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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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進入前八強的男子運動員(8 名)為研

究對象。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照研究目的訂出研究架

構，如圖 4。 

 

 

 

 

 

圖 4 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 2008 年美和休保盃撞球

賽進入前八的選手為研究對象，設計

步驟如下：（一）取得參賽選手的名

單。（二）依據晉級每一輪人數準備問

卷及資料袋。（三）在比賽場地由研究

者親自交給參賽選手填寫，並說明其

填寫方式、內容及問卷回收方式，且

告知選手務必據實填寫。（四）在每位

選手於每一輪報到時先填寫基本資

料、比賽前狀態性焦慮量表，並於比

賽後填寫「比賽中狀態性焦慮量表」，

填寫完問卷後由研究者在比賽場地報

到處回收問卷。（五）問卷回收後一一

檢查填寫狀況，如有錯誤者委請參賽

選手修正。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吳穌、勞安妮、林紀玲

（2004）所編製運動員焦慮量表中「運

動前狀態性焦慮量表」及「運動中狀

態性焦慮量表」為依據。運動員焦慮

量表在狀態性焦慮量表（比賽前）經

選題及審題後取出 19 個題目做量表預

試填答，計取出狀態性焦慮（比賽前）

9 題，得到兩個因素，分別為身體性焦

慮與認知性焦慮，其總體 Cronbach 

=0.8333 。 狀 態 性 焦 慮 量 表 （ 比 賽

中），經選題及審題後取出 18 個題目

做量表預試填答，計取出狀態性焦慮

（比賽中）10 題，包含三個因素，分

別為身體性焦慮、認知性焦慮與自信

心，其總體 Cronbach =0.8438。顯示

有良好的一致性。 

五、資料處理 

    以雙因子變異數分析來驗證所有

假設的問題。顯著性水準訂為=0.05。 

 

 

1.球齡經驗 

2.對手實力 
比賽前狀態性焦慮(身體、認知) 

比賽中狀態性焦慮(身體、認知、自信心) 
晉級前三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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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果分析與討論 

 

由表 1 的結果得知，不同對手實

力之進入前八強撞球運動員其前三輪

的比賽前狀態性焦慮交互作用（總體

F=.72、身體 F=.93、認知 F=.21，p>.05）

及主要效果的差異均未達顯著水準。

顯示出不同對手實力的撞球運動員在

前三輪的比賽前狀態性焦慮中，在總

體、身體、認知各方面的焦慮狀態均

無差異存在。此與本研究假設不符。 

但由表 2、表 3、表 4 的描述統計

表得知，在總體方面，第一輪時認為

對手實力優於自己的運動員，其比賽

前狀態性焦慮較低(M=19.40)，但進入

第二輪、第三輪時，焦慮狀態明顯上

升，由此可知，撞球運動員自我評估

對手實力優於自己時，起初並未造成

威脅，但在進入第二輪以後，均會依

照晉級的情況造成比賽前狀態性焦慮

的升高。此與邱莉蓁、高尉傑、陳奕伸、

張又文（2008）的研究相同，其指出撞

球運動員在面對勝負關係到進級或獎金

狀況下，會因選手的自尊、人格及擔心

遭受他人評價，賦與自身的壓力，進而

產生壓力的焦慮與覺醒。 

然而在比賽前狀態性焦慮「身體」

方面，雖然差異未達顯著水準，但在

每一輪時，自我評估對手實力優於自

己者其焦慮狀態變化與總體的焦慮狀

態相同。在比賽前狀態性焦慮「認知」

方面，雖然差異未達顯著水準，但在

每一輪時，自我評估對手實力優於自

己者其焦慮狀態均較高。顯示出自我

評估對手實力優於自己者，在第一輪

比賽時，及以較低的身體焦慮進行比

賽，在進入第二輪的比賽時，其「身

體」比賽前狀態性焦慮方面會升高。

但在「認知」比賽前狀態性焦慮方面

卻從第一輪比賽開始，就有較高的認

知焦慮。本研究與鄧碧雲（2002）發

現男、女選手在身體焦慮方向性與自

覺能力成正相關。鍾孟玲（2001）發

現舞蹈表演者的自覺能力和表演前後

均呈負相關；黃英哲（2002）認為能

力知覺是賽前認知與身體焦慮強度的

預測變項，成反比的關係，部分相符。

面對任何比賽，每位選手都會有自己

的焦慮狀況，焦慮是視個人特質而產

生（張浣芸，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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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不同對手實力之前八撞球運動員在比賽前狀態性焦慮（總體、身體、認知）

的雙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總體) SS df MS F 值 p 值 

A(三輪) 55.48 2 27.74 .47 .631 

B(實力) 46.02 1 46.02 .78 .387 

A x B 84.01 2 42.00 .72 .502 
誤差項 1055.70 18 58.65   
全  體 1258.96 23    
(身體) SS df MS F 值 p 值 

A(三輪) 18.65 2 9.33 .21 .815 
B(實力) 19.49 1 19.49 .43 .519 
A x B 83.38 2 41.69 .93 .414 

誤差項 810.97 18 45.05   
全  體 943.96 23    
(認知) SS df MS F 值 p 值 

A(三輪) 13.60 2 6.80 1.24 .312 
B(實力) 5.61 1 5.61 1.03 .324 
A x B 2.26 2 1.13 .21 .815 

誤差項 98.37 18 5.46   
全  體 118.50 23    

 
表 2 不同對手實力之前八撞球運動員在比賽前狀態性焦慮的描述性統計表 

             前三輪 
對手實力 

第一輪 第二輪 第三輪 總合 

N 3 4 4 11 
M 22.00 21.75 20.50 21.36 中等以下 
SD 8.66 5.74 6.35 6.12 
N 5 4 4 13 
M 19.40 27.00 26.25 23.85 優於自己 
SD 9.32 7.26 7.76 8.41 
N 8 8 8 24 
M 20.38 24.38 23.38 22.71 總體總合 
SD 8.53 6.68 7.25 7.40 

 
 
表 3 不同對手實力之前八撞球運動員在比賽前狀態性焦慮(身體)的描述性統計表 

             前三輪  
 
對手實力 

第一輪 第二輪 第三輪 總合 

N 3 4 4 11 

M 17.33 15.25 14.50 15.55 中等以下 

SD 6.35 5.56 6.03 5.45 

N 5 4 4 13 

M 13.80 20.25 18.50 17.23 優於自己 

SD 8.17 5.74 7.37 7.25 

N 8 8 8 24 

M 15.13 17.75 16.50 16.46 總體總合 

SD 7.28 5.87 6.59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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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不同對手實力之前八撞球運動員在比賽前狀態性焦慮(認知)的描述性統計表 

         前三輪    

對手實力 第一輪 第二輪 第三輪 總合 

N 3 4 4 11 

M 4.67 6.50 6.00 5.82 中等以下 

SD 2.31 1.29 2.16 1.89 

N 5 4 4 13 

M 5.60 6.75 7.75 6.62 優於自己 

SD 3.78 1.89 0.50 2.57 

N 8 8 8 24 

M 5.25 6.63 6.88 6.25 總體總合 

SD 3.15 1.51 1.73 2.27 

 

由表 5 的結果得知，不同對手實

力之進入前八強的撞球運動員其前三

輪的比賽中狀態性焦慮交互作用（總

體 F=1.16、身體 F=1.56、認知 F=.38、

自信心 F=.01，p>.05）及主要效果的

差異均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出不同對

手實力經驗的撞球運動員在前三輪的

比賽中狀態性焦慮，在總體、身體、

認知各方面的焦慮狀態均無差異存

在。此與本研究假設不符。 

在經由各細格中單純效果的比較

得知，不同對手實力經驗的撞球運動

員在第二輪的身體比賽中狀態性焦慮

差異達顯著水準(F=5.59，p<.05)，也就

是說，認為對手實力優於自己的撞球

運動員(M=21.50)其身體焦慮狀態高於

低於自己實力的(M=14.25)。顯示出在

第二輪比賽時，認為對手實力優於自

己的撞球運動員其身體比賽中狀態性

焦慮較高。 

再由表 6、表 7、表 8 中得知，認為

對手實力優於自己的運動員，其總體、

身體、認知比賽中狀態性焦慮會依晉級

狀況而提升，反觀對手實力低於自己的

人，其總體、身體、認知焦慮狀態卻下

降。由此可知，撞球運動員在面對實力

優於自己的對手，焦慮狀態會轉化成激

勵的一面；反觀在面對實力低於自己的

對手，會認為對手不會造成太大威脅，

焦慮狀態不升反降。本研究與

Gsikzentmihalyi(1975)當運動選手處於不

同的競爭情境下，會產生不同的壓力的論

點雷同。 

由表 9 中得知，認為撞球運動員

不論對手實力是否優於自己，其自信

心比賽中狀態性焦慮均會依晉級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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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下降趨勢。顯見自信心在焦慮狀

態中會呈現出不足的狀況，尤其對於

對手實力優於自己的撞球運動員，自

信心下降是值得注意與警惕的。

 

表 5 不同對手實力之前八撞球運動員在比賽中狀態性焦慮(總體、身體、認知、

自信心)的雙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總體) SS df MS F 值 p 值 

A(三輪) 19.61 2 9.81 .28 .762 

B(實力) 65.65 1 65.65 1.85 .191 

A x B 82.49 2 41.24 1.16 .336 

誤差項 639.97 18 35.55   

全  體 815.33 23    

變異來源(身體) SS df MS F 值 p 值 

A(三輪) 30.90 2 15.45 .82 .455 

B(實力) 68.07 1 68.07 3.62 .073 

A x B 58.63 2 29.31 1.56 .237 

誤差項 338.22 18 18.79   

全  體 501.63 23    

變異來源(認知) SS df MS F 值 p 值 

A(三輪) .12 2 .06 .01 .986 

B(實力) .77 1 .77 .19 .670 

A x B 3.10 2 1.55 .38 .689 

誤差項 73.42 18 4.08   

全  體 77.62 23    

變異來源(自信心) SS df MS F 值 p 值 

A(三輪) 2.46 2 1.23 .39 .680 

B(實力) 1.05 1 1.05 .33 .570 

A x B .07 2 .03 .01 .989 

誤差項 56.37 18 3.13   

全  體 59.83 23    

 

表 6 不同對手實力之前八撞球運動員在比賽中狀態性焦慮的描述性統計表 
        前三輪    

對手實力 第一輪 第二輪 第三輪 總合 

N 3 4 4 11 

M 26.67 24.25 24.75 25.09 中等以下 

SD 5.77 10.15 6.85 7.26 

N 5 4 4 13 

M 25.20 32.00 28.50 28.31 優於自己 

SD 3.63 3.16 3.70 4.35 

N 8 8 8 24 

M 25.75 28.13 26.63 26.83 總體總合 

SD 4.20 8.10 5.48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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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不同對手實力之前八撞球運動員在比賽中狀態性焦慮(身體)的描述性統計表 

   前三輪       

對手實力 
第一輪 第二輪 第三輪 總合 

N 3 4 4 11 

M 15.33 14.25 14.50 14.64 中等以下 

SD 4.62 7.14 4.51 5.09 

N 5 4 4 13 

M 14.80 21.50 18.00 17.85 優於自己 

SD 3.11 3.11 2.16 3.89 

N 8 8 8 24 

M 15.00 17.88 16.25 16.38 總體總合 

SD 3.42 6.40 3.77 4.67 

 
表 8 不同對手實力之前八撞球運動員在比賽中狀態性焦慮(認知)的描述性統計表 

   前三輪       

對手實力 第一輪 第二輪 第三輪 總合 

N 3 4 4 11 

M 4.67 4.00 4.00 4.19 中等以下 

SD 2.31 2.31 1.83 1.94 

N 5 4 4 13 

M 4.00 5.00 4.75 4.54 優於自己 

SD 1.58 2.00 2.22 1.81 

N 8 8 8 24 

M 4.25 4.50 4.38 4.38 總體總合 

SD 1.75 2.07 1.92 1.84 

 
表 9 不同對手實力之前八撞球運動員在比賽中狀態性焦慮(自信心)的描述性統計表 

   前三輪       

對手實力 第一輪 第二輪 第三輪 總合 

N 3 4 4 11 

M 6.67 6.00 6.25 6.27 中等以下 

SD 1.16 2.45 1.71 1.74 

N 5 4 4 13 

M 6.40 5.50 5.75 5.92 優於自己 

SD 1.14 2.52 0.96 1.55 

N 8 8 8 24 

M 6.50 5.75 6.00 6.08 總體總合 

SD 1.07 2.32 1/31 1.61 

129



休閒運動健康評論（2010.6）。1（2） 
面對不同對手實力之撞球運動員其比賽前、比賽中狀態性焦慮之研究 

 

肆、結論與建議 

 

依據以上結果分析中，提出以下

的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不同對手實力之進入前八強撞

球運動員其前三輪的比賽前（總體、

身體、認知）及比賽中（總體、認知、

自信心）狀態性焦慮交互作用及主要

效果的差異均未達顯著水準。 

（二）不同對手實力之進入前八強撞

球運動員其比賽中(身體)狀態性焦慮

的差異達顯著水準。撞球運動員在比

賽中面對實力優於自己的對手，身體

的焦慮狀態會轉化成激勵的一面；反

觀在面對實力低於自己的對手，會認

為對手不會造成太大威脅，焦慮狀態

不升反降。顯見評估對手實力高低

時，在比賽中會對身體焦慮產生影

響，面對實力強的對手會產生激勵作

用。 

二、建議 

（一）撞球運動員在比賽前須充分做

好對手資料蒐集的工作，並適時作出

最好的評估。 

（二）加強狀態性焦慮效果的正向激

勵訓練，以期獲得最佳表現。 

（三）可針對競賽中的各種狀態做模

擬訓練，以進一步的研究狀態性焦慮

的變化情形，作為日後訓練及比賽之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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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billiards athletes who enter the last eight 

pre-competition,during-competition of State anxiety 
 

Chi-ling Lin1, Su Wu2*, Ching-chi Chang3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ere: Probe into different strength 

of billiards athlete, they state anxious difference situations pre- 

competition, during-competition of every match before entering last eight. 

The subjects of participating were 8 billiards players joining 2008 meiho 

cup. This tool adopted of research was situational competition anxiety 

scale. Wit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that the statistics software of SPSS13.0 

carries on two-way ANOVA.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ce for pre- competition, during-competition state 

anxiety(overall, cognitive, self-confidence ) among the billiards athlete of 

different strength of length of playing before entering last eight. 2.The 

billiards athlete of different strength is before entering last eight, while 

assessing strength level, will be anxious to the health during- competition 

to exert an influence , will produce the function of encouraging in the 

face of the rival with strong strength. 

Keyword: quarterfinal , state anx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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