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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大量研究證明若運動員能有效地結合其運動生
涯及學術發展，日後將能更成功地轉型到退役後的
職場生活。不過，研究亦提到同時高度投入運動及
學業的生活是十分困難的。學生運動員經常要面對
該選擇訓練／比賽（運動）或上課／考試（學業）
的兩難 [1]。在大部份項目，運動員在 16 至 18 歲左
右，開始由青年隊轉到成年隊 [2]，在香港的教育制
度，這正是他們的高中時期。不難想像，一個正讀
高中的學生運動員，入選國家成年隊，他很可能感
到很大的壓力，甚至有怠倦 (burnout) 的情況。然
而，有部份研究卻指出運動及學術的發展可以並存，
甚至互補，而不一定相阻 (例如:Auqilina, 2013 [3])。
以香港的情況而言，近期研究關注到正念水平及怠
倦情況在學生運動員的職業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
關係 [4]；學生運動員在職業發展中，所得的身心支
援 [5]；與及他們在雙重職業發展中的社會 – 生態因
素 (social-ecological determinants) [6]。本研究是建
基於芬蘭 Jyvaskyla 大學心理學系的專案研究，旨在
了解香港高中學生運動員的雙重職業生涯經驗。本
文是研究初期的數據分折。

研究結果
描述性分析兩個時間點，即若六個月的專項訓練及高中學
業，大部份參與者在運動中的興趣、重要性程度、實用程
度、自我能力概念及身份認同均維持或有所增長。在學業
層面，大部份的心理變量都没有一致性的變化。在學業的
身份認同及自我能力概念中，大部份參與者都維持水平，
唯有兩至三名參與者有下降情況。叧外，約一半的參與者
在迴避考驗程度有所上升。

根據相關分析結果，在兩個時間點上均見到參與者的運動
身份認同跟其運動興趣和運動重要性呈正相關，跟運動迴
避考驗程度則有負相關。在學業層面上，經過六個月的學
習後，參與者的學業興趣跟學業重要性 (r = .69), 和自我
能力概念跟實用程度 (r = .70) 得到正相關關係（附錄一有
所提及的量表數據）。

附錄一 所提及量表的數據

結論

參考文獻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運動的自我能力概念 3.7 3.7 2.3 3.0 3.0 2.7 3.3 3.0 3.7 2.3
運動上的興趣 4.8 3.8 4.8 4.4 3.0 3.4 4.4 4.0 5.0 3.8
運動的重要性程度 4.5 3.5 4.8 5.0 3.0 3.8 4.0 4.0 4.5 3.0
運動的實用性程度 4.0 4.0 5.0 4.5 3.0 3.0 3.3 3.0 3.5 3.8
運動上的自我身份認同 6.4 3.7 4.7 5.8 4.0 5.1 5.9 4.8 6.0 4.8
運動上的迴避考驗 1.5 2.5 2.5 1.5 2.3 2.3 1.8 1.8 1.3 2.0
學業的自我能力概念 2.0 3.9 3.0 2.9 5.0 2.3 3.1 2.6 3.0 2.5
學業上的興趣 2.5 3.3 3.0 3.2 5.0 2.0 3.0 3.5 2.2 2.2
學業的重要性程度 4.0 4.3 3.5 4.7 5.0 3.8 3.5 4.3 2.5 4.3
學業的實用性程度 3.0 4.2 3.7 4.2 5.0 3.8 3.2 4.3 2.3 3.2
學業上的自我身份認同 2.3 2.5 2.5 2.0 4.0 2.0 2.0 3.0 1.3 3.0
學業上的迴避考驗 5.1 5.8 4.0 5.0 4.0 4.0 5.1 4.0 3.8 4.0

第一個時間點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運動的自我能力概念 3.7 3.7 3.0 3.0 3.3 3.0 3.0 3.0 3.7 2.7
運動上的興趣 4.8 4.0 4.0 4.6 3.4 4.0 4.8 4.6 5.0 3.8
運動的重要性程度 4.5 3.5 4.0 5.0 3.5 3.8 4.0 4.0 4.5 3.0
運動的實用性程度 4.0 4.0 4.0 4.5 3.5 3.8 3.5 4.3 3.5 3.8
運動上的自我身份認同 6.4 3.8 4.8 5.8 4.1 5.3 4.9 5.7 6.1 4.8
運動上的迴避考驗 1.5 2.5 2.0 1.3 2.0 2.3 2.0 2.3 1.3 1.5
學業的自我能力概念 2.0 3.9 3.0 2.9 5.0 1.8 3.0 2.6 3.0 2.5
學業上的興趣 2.5 3.3 2.8 3.2 5.0 1.7 3.5 3.0 2.2 2.2
學業的重要性程度 4.2 4.3 3.8 4.7 5.0 3.3 4.0 4.0 2.5 4.3
學業的實用性程度 3.5 4.2 3.5 4.2 5.0 3.0 3.8 3.7 2.3 3.2
學業上的自我身份認同 2.3 2.5 2.8 2.0 4.0 2.5 2.0 3.3 1.5 3.0
學業上的迴避考驗 4.9 5.8 4.8 4.9 3.9 3.2 5.1 3.0 3.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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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加者
本次的十名青少年參加者都是全日制中四學生運動
員，並於香港體育學院接受訓練。他們分別是來自
田徑、帆船、空手道、賽艇和壁球的運動員。

數據收集
我們以紙張問卷及網上問卷（問卷星）來收集有關
量化數據，並於中四（第一年高中）下學期初開始
時和中五上學期初開始時進行有關問卷調查。

數據分析
問卷由 18 個量表組成：自我能力概念 (Self-concept 
in ability)、興趣程度 (interest value)、重要性程度 
(importance value)、實用程度 (utility value)、期望
值 (expectations)、迴避考驗程度 (task-avoidance)、
怠倦 (burnout) 和身份認同 (identity)，會分別在運
動和學業兩方面量度。其餘的兩個量表分別是自尊
(self-esteem) 和生涯規劃 (career construction)。18
個量表的效度測試在較早前一個研究中 (n = 168) 已
得到合理的結果。由於現時只有十名參加者及兩個
時間點的數據，以下內容只會進行描述性分析。

現階段的數據只能作初步的探討，未能作出任何結論性分
析。以目前為止的數據顯示，第一年的高中學業為部份參
與者帶來一定的壓力。這能解釋部份參與者在學業自我能
力概念上的下滑及迴避考驗程度的上升。就身份認同而言，
部份參與者可能將其自我身份由學業轉到運動上。也許他
們不太享受學業所帶來的工作量，同時亦未感受到兩年後
大學入學試的壓力。在運動層面的相關性分析相當合理。
在學業上，相關分析也許反映了參與者在六個月的學習後，
開始了解到高中課程的內容，學制及其升學作用。他們的
學習興趣，甚至動機，不再只反映他們本身有多享受科目
內容，而是更能跟其自覺的重要性連上關係。正如沈教授
的研究團隊 [6] 發現，學生運動員的雙職發展生涯有著多層
次 (individual, micro-, meso-, exo-, marco-, and chrono-
level) 的因素，相互影響，更長時間及更多的數據收集及
分析是現時最為重要的。

第二個時間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