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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生入学面临的就是生活环境的变化。多数

学生在上大学的前都没有出过远门，他们在家里过的是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学习的外的一切事务都由

父母来安排，形成了较强的依赖心理。1 进入大学以后，

日常生活需要自己安排，内务需要自己整理，开支需要

自己规划，繁杂与琐碎的事情占用了他们的时间、分散

了他们的精力，让他们在正常的学习的余还要为生活琐

事劳心费神。尤其是那些自理能力较不佳的学生，一些

很简单、很平常的小事，却被他们看成是难以逾越的关

卡，让他们束手无策、焦虑不安。此外，一些大学生对

于集体生活也会产生不适应。宿舍里很多人住在一起，

难免相互影响，他们在家里有些人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

不会宽容忍让，因此，较容易出现争吵、冷战、拉帮结

派等现象。一些学生还会因休息不够而出现失眠、抑郁

等症状。这种生活上的不适应，使得部分大学生的生活

混乱不堪，缺乏规律，会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其

次，进入大学后，人们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关注，冲击

着学习的主体地位。一些大学生不再把学习看得那么重

要，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态度不端正、

懒惰、散漫，甚至会逃课、逃学等。大学教学方式的变

化，也使得一部分学生难以适应。他们离开了老师的贴

身指导和督促，突然失去了学习的方向，不知该重点学

习哪些内容，不知如何安排学习计划，不知采取何种科

学的学习方法，主观想学习却又感到无从下手，渐渐地

就会丧失学习的信心。还有一些大学新生，在学习方面

急功近利，迫切希望在大一就把英语、计算器等各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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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证书拿到，但却没有统筹的规划和周详的安排，因而

导致学习压力过大，产生紧张、焦虑等症状。再者，大

学的同学多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地区，且大多为独生子

女，彼此的间必然存在着个性、思想、语言和习惯等多

方面的差异，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难免会出现误会或

矛盾，影响正常的人际互动往来。面对大学里人际关系

的复杂状况，有些学生会产生畏惧心理，不愿与别人交

往，过于在乎他人对于自己的看法，远离群体、自我封

闭，感到无助、孤独、抑郁或自卑。一些自小被娇生惯

养的学生，在人际交往中会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自私

自利、固执己见、心胸狭隘等特质。他们过分地求全责

备、嫉妒他人，不仅影响到与他人的正常互动交往，也

使得自己变得焦躁、猜忌和偏执，久而久的就会被群体

孤立。如此恶性循环常会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最后，

学生正处于情绪波动较大的时期，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抑

郁和焦虑等问题。在面对全新的大学生活时，大部分学

生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变化。面对如何在新的环境中独自

生活和学习，如何更好地发展自己，如何应对复杂的人

际关系，如何为将来发展扎下坚实的基础等一系列现实

而深刻的问题，他们显得焦急和迷茫。在新鲜和陌生的

环境中，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矛盾与不安表现出来，长

期压抑自己的情绪，因而会导致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

另一方面，刚入学的大学生承受能力还比较弱，在遭遇困

难、挫折时，不能合理地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能以积极的

态度面对现实，往往表现出怨天尤人、悲观失望、自暴自

弃，甚至出现各种极端的行为。尤其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学

生，遇到一点不顺心就会抱怨、逃避、一蹶不振，如果不

适时地进行帮助和指导，很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一、处理方法

本量表是依据季力康编制的「运动目标取向量表」，

体育系学生的成就目标取向与学校适应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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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参考钱豪君等人所改编的「体育系学生术科与学科的

目标取向量表」，修改成符合本研究操作的量表。本量表

采用 Likert 五点量尺，上分别标明 1= 为「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3=「无意见」、4=「同意」、5=「非常同意」。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及内部一致性系数再度确认量表信度、

效度。如表 3 所示，因素分析采主轴因子与 Promax 转轴，

并选取因素负荷值 .40 以上，以及因素负荷值差 .15 以上

的题目，对学科目标取向与术科目标取向进行因素分析，

结果获得四个因素，包含学科精熟取向、学科表现取向、

术科精熟取向及术科表现取向，此四个因素的总解释变

异 量 为 63%，Cronbach’sα 分 别 为 .81、.72、.87 及 .82。

本量表是修改黄韫臻与林淑惠（2014）编制的「大一新

生学校生活适应量表」，本量表将适应范围概分成为学习

适应、同级关系、师生关系、时间管理与自我接纳。本

研究以体育系学生为研究对象，而为了因应体育系的特

色，即为其生活、学习及训练，因此，本研究中体育系

学生的「学校适应」定义为「同级关系」、「自我接纳」、

「体制适应」、「时间管理」及「整体适应」五部分。本

研究给学生填写是依据体育系学生在学校内对于同级关

系、自我接纳、体制适应、时间管理、整体适应等层面

设计而成，共计 17 题。本量表采用 Likert 五点量尺，上

分别标明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无意见」、

4=「同意」、5=「非常同意」。此五个因素的总解释变异

量为 76%，Cronbach’sα 分别为 .91、.66、.81、.66 及 .76。

本 研 究 采 用 Gosling、Rentfrow 与 Swann（2003） 所

编制的短版量表（TIPI）作为控制变项测量体育系学生

人格的量表。五大人格可分成五个向度，分别为「外向

性」2 题、「宜人性」2 题、「严谨性」2 题、「情绪稳定性」

2 题及「开放性」2 题，总共 10 题。本量表采用 Likert 五

点量尺，上分别标明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

3=「无意见」、4=「同意」、5=「非常同意」。本量表原

作者以因素分析的效度考验，本量表研究样本有可能

接受的适合度指标（外向性 =.77，宜人性 =.71，严谨性

=.76，情绪稳定性 =.70，开放性 =.62）。除开放性信度稍

低于 .70。以上数据显示 BFI 五大人格量表简版具有不错

的信度。

二、研究变项的相关分析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讨 体 育 系 学 生 的 学 科、 术 科 目 标

取向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各研究变项的平均数、标准

偏差及变项间的相关系数，研究对象主要有男性 115

人， 女 性 51 人， 年 龄 介 于 19 至 24 岁。 目 标 取 向 的 四

个构面中，体育系学生在学科学习与术科学习方面有

较 高 的 精 熟 目 标 取 向（M=3.44±.67）、（M=3.71±.70）。

体 育 系 学 生 在 学 校 适 应 的 五 个 构 面 中， 有 较 高 的

同 级 关 系（M=3.95±.69）， 亦 是 有 较 高 的 整 体 适 应

（M=3.62±.45）。（一 ） 学 科 精 熟 取 向。 体 育 系 学 生 的

学科精熟取向与学科表现取向（r=.59）、术科精熟取向

（r=.38）、术科表现取向（r=.23）、同级关系（r=.30）、自

我接纳（r=.28）、时间管理（r=.27）、整体适应（r=.38）、

学校适应总分（r=.37）、控制变项中的宜人性（r=.31）、

严谨性（r=.34），以及情绪稳定性（r=.21）呈现正向显

著相关。表示学科精熟取向高的体育系学生，学科表现

取向、术科精熟取向、术科表现取向、同级关系、自我

接纳、时间管理、整体适应、学校适应总分、控制变项

中的宜人性、严谨性，以及情绪稳定性愈高。（二）学科

表现取向。体育系学生的学科表现取向与术科精熟取向

（r=.21）、术科表现取向（r=.45）、同级关系（r=.21）、自

我接纳（r=.27）、时间管理（r=.38）、整体适应（r=.31），

以及学校适应总分（r=.40）呈现正向显著相关。表示学

科表现取向高的体育系学生，术科精熟取向、术科表现

取向、同级关系、自我接纳、时间管理、整体适应，以

及学校适应总分愈高。（三）术科精熟取向。体育系学

生的术科精熟取向与术科表现取向（r=.60）、同级关系

（r=.54）、自我接纳（r=.38）、时间管理（r=.37）、整体

适应（r=.47）、学校适应总分（r=.49）、控制变项中的

外向性（r=.33）、宜人性（r=.36）、严谨性（r=.27），以

及开放性（r=.29）呈现正向显著相关。表示术科精熟取

向高的体育系学生，术科表现取向、同级关系、自我接

纳、时间管理、整体适应、学校适应总分、控制变项中

的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以及开放性愈高。（四）

术科表现取向。体育系学生的术科表现取向与同级关系

（r=.35）、自我接纳（r=.23）、时间管理（r=.27）、整体适

应（r=.26），以及学校适应总分（r=.34）呈现正向显著相

关。表示术科表现取向高的体育系学生，同级关系、自我

接纳、时间管理、整体适应，以及学校适应总分愈高。

三、学校适应

（一）同级关系。体育系学生的同级关系与自我接纳

（r=.77）、时间管理（r=.49）、整体适应（r=.72）、学校适

应总分（r=.78）、控制变项中的外向性（r=.51）、宜人性

（r=.49）、严谨性（r=.24）、情绪稳定性（r=.30），以及开

放性（r=.31）呈现正向显著相关；与体制适应（r=-.38）

呈现负向显著相关。表示同级关系高的体育系学生，自

我接纳、时间管理、整体适应、学校适应总分、控制变

项中的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情绪稳定性，以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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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性愈高；体制适应则愈低。（二）自我接纳。体育系学

生的自我接纳与时间管理（r=.59）、整体适应（r=.72）、

学校适应总分（r=.81）、控制变项中的外向性（r=.52）、

宜人性（r=.43）、严谨性（r=.28）、情绪稳定性（r=.40），

以及开放性（r=.25）呈现正向显著相关；与体制适应

（r=-.37）呈现负向显著相关。表示自我接纳高的体育系

学生，时间管理、整体适应、学校适应总分、控制变项

中的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情绪稳定性，以及开放

性愈高；体制适应则愈低。（三）体制适应。体育系学

生的体制适应与整体适应（r=-.37）、控制变项中的外向

性（r=-.42）、 宜 人 性（r=-.45）、 严 谨 性（r=-.26）、 情

绪稳定性（r=-.26），以及开放性（r=-.22）呈现负向显

著相关。表示体制适应高的体育系学生，整体适应、控

制变项中的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情绪稳定性，以

及开放性愈低。（四）时间管理。体育系学生的时间管

理与整体适应（r=.70）、学校适应总分（r=.80）、控制变

项中的外向性（r=.38）、宜人性（r=.36），以及情绪稳定

（r=.25）呈现正向显著相关。表示时间管理高的体育系

学生，整体适应、学校适应总分、控制变项中的外向性、

宜人性，以及情绪稳定愈高。（五）整体适应。体育系学

生的整体适应与学校适应总分（r=.84）、控制变项中的外

向性（r=.50）、宜人性（r=.50）、严谨性（r=.31）、情绪

稳定（r=.32），以及开放性（r=.37）呈现正向显著相关。

表示整体适应高的体育系学生，学校适应总分、控制变

项中的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情绪稳定，以及开放

性愈高。

四、结论

（一）背景变项对学科、术科目标取向与学校适应的

关系。1. 年级对目标取向中的学科表现取向、术科精熟

取向、术科表现取向有差异影响。2. 年级对学校适应中

的同级关系、自我接纳、体制适应、时间管理、整体适

应有差异影响。3. 入学方式对目标取向中的学科表现取

向有差异影响。（二）学科、术科目标取向对学校适应的

预测力。1. 目标取向中学科表现取向能够影响学校适应

中的自我接纳、时间管理、整体适应。2. 目标取向中术

科精熟取向能够影响学校适应中的同级关系、时间管理、

整体适应。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体育系大二与大三学生在

成就目标取向与学校适应上，均较其他年级的体育系学

生差。原因可能为升上二、三年级后，除了专业科目的

修习课程增加外，有些学生若再加修师资培育课程，课

业压力会愈来愈重。另一个可能原因为，以大三体育系

学生来说，这年级是最吃重的一年，除了课业方面的难

度升级，也开始要思考与准备毕业后的出路，不论是有

形的课业挑战，或是无形的擘画未来人生蓝图，都给学

生带来更大的压力；而大二体育系学生，是正式合并学

校为工艺美院第一届入学的学生，修课制度上与原国立

新竹教育大学截然不同，修课方向难以请教学长、学姐

们的意见，课业相关事宜必须自行摸索，以致于体育系

二、三年级的学生会有学校适应不良问题。因此，本文

建议体育学系教师应多加关注二、三年级的学生，如班

级导师、各科目授课教师或系主任，可定期与成绩表现

较不佳的学生面谈，以深入了解他们的学习状况，并适

时指派成绩较优秀的学生，协助他们解决课业上的问题，

减轻他们的课业压力，使他们能有较良好的学校适应。

参考文献：

[1] 大卫·罗 . 体育、文化与媒介：不羁的三位一体

[M]. 吕鹏，译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 牛思远 . 最后的狂欢：一个足球撬动整个经济世

界 [N]. 南方日报，2014-07-（11）.

[3] 梁维卿 . 试论足球运动的全球化与个性化 [J]. 体育

文化导刊，2003（6）：2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