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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員正向心理與運動自我效能之研究 

-以 2014 年全國全民中州盃籃球錦標賽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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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目的：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籃球選手在正向心理的差異、比

較不同背景變項籃球選手在運動自我效能的差異。以 2014 年全國全民中州盃籃

球錦標賽的選手為研究對象，發出 550 份 (回收 449 份) ，有效問卷為 401 份  

(89.3%) 。研究工具為樂觀量表與運動自我效能量表問卷。所得資料以獨立樣

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遜積差相關統計方法進行。結果：一、正

向心理：在樂觀傾向與信念影響的構面，不同性別、不同參賽組、不同教育程

度的籃球選手，均達顯著水準。不同性別女性高於男性；不同參賽組別高女組

與社女組明顯高於高男組與社男組；不同教育程度碩士以上、國中以下、高中

職組的選手明顯高於大學組與專科組的選手。二、運動自我效能：情緒調節與

調節焦點的構面，不同性別、不同參賽組別，均達顯著水準。不同性別情緒調

節與調節焦點女性高於男性；情緒調節構面，依序為社女與高女組、國女組、

高男組、國男組、社男組；調節焦點構面，依序為社女組、國女組、高女組、

社男組、國男組、高男組。顯示女性組別較會以正向的態度看待事情，身處壓

力情境時也會沉著應對，經常把焦點放在未來希望獲得的成功。三、不同教育

程度的籃球選手不論是在情緒調節方面還是調節焦點方面皆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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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正面心理學是一門探究正面主觀經驗、正面個人特質、正面組織的心理學

門，透過個體找到內在的心理能量，作為緩衝遭逢變故時，挫折所引發的負面

結果，控制逆境與困難，使個體不產生憂鬱的狀態。在 1980 年代以前，心理學

家們大多著重於負面情緒與負面心理活動之研究。1980 年代以後，許多心理學

家針對正向情緒的發展對於心理健康加以探索，擺脫了以往以負面角度去研究

心理健康問題的模式。卓國雄 (2015) 指出，正面心理學是心理學門中新興的

領域，與傳統心理學大多探討人類負面心理的趨向迥異。傳統心理學研究焦點

都集中於心理疾患如何產生？怎樣治癒心理疾病等問題上；反觀，正面心理學

http://sportspedia.perdc.ntnu.edu.tw/author_list?author_id=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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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探究如何培養一些心理正向的力量去預防心理疾病，讓人生活得更有意義。

因此，正面心理學旨在培養正向的心理特質如希望、樂觀、熱情、心理韌性、

創造力、彈復力、勇氣、寬恕、幸福感、人際技巧、情緒智慧等。Seligman 和

Csikszentmihaly (2000) 打破既往的消極觀念和作法，轉而重視個人樂觀以正向

情緒、正向意義及內在動機等特質，創造並整合了正向心理學。其三大要素為：

正向的主觀經驗、正向的個人特質以及正向的組織環境 (蔡汶修，2010) 。正

向思維有助於遠離憂鬱、增進成就、促進健康以及帶給自己新的自我了解，所

以新進的心理學逐漸將焦點放在正向心理，以促進精神層次的健康及充實生活

所需的積極技巧。2005 年英國劍橋大學首度成立正面思考研究中心 (劉靜文，

2008)，顯見正向心理學的發展越來越受到重視。游鎮安與季力康  ( 2008) 認為

應借鏡心理學研究焦點的演進，運動心理學界的研究者們，不能忽視正向力量

對運動員帶來的影響，因此在運動情境中，若能透過持續的正向情緒以及其效

應，將可以預見選手在未來的訓練或是比賽有更好的運動表現。 

Bandura (1977) 主張自我效能是人對於相信自己有完成某一特定活動能力

的判斷，並發現自我效能是種特殊情境的構念。Bandura 與 Schunk (1981) 認為

自我效能是指有關個人在遭逢新奇事物、無法預測及壓力因素的情境下，能有

效的組織並執行必要行動的自我判斷。另外，Bandura (1986) 發現自我效能是

個人對其所屬的組織或執行任務的表現知覺，對個人運動行為產生影響。因此，

有規律與適當的運動可以增進人體的身心健康，也是影響運動成就的重要因素。

Bandura 和 Jourden (1991) 更進一步提出人對於自己本身效能的信念會影響他

們所做的選擇、他們的抱負、下多少心力在一特定任務上，以及面對困難及挫

折時能夠堅持多久。自我效能理論 (self-efficacy theory) 是社會認知理論中的

重要概念之一，主張個體透過對於自己能否成功或完成某種工作的一種能力判

斷而形成的信念 (Schunk D. H, 1989；林慶源、林耀豐，2009) 。高三福 (2015) 

指出自我效能有六個主要訊息來源：表現成就、替代經驗、言語說服、意象經

驗、生理狀態與情緒狀態。個人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收到成功的回饋可能會

顯示真實狀態和理想狀態的差距有多寡，如果差距很小，表示個人對環境控制

的感覺愈強，會更有自信，相信自己能夠達成目標，因此自我效能也會愈高。

如果差距很大時，則會使個體喪失自我效能，而降低了達成目標的自信 (張滿

玲，2006) 。正向心理與自我效能對個體的運動行為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

而自我效能也是運動認知理論中相當重要的觀念，有規律與適當的運動確實可

以增進人體的身心健康，因此本研究目的旨在，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籃球選手在

正向心理上的差異；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籃球選手在運動自我效能的差異。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參加 2014年全國全民中州盃分齡籃球錦標賽的選手為研究對象，

共發出 550 份問卷，回收問卷為 449 份，回收率達到 81.6%。刪除空白卷及規

律性答題等無效問卷後為 401 份，有效問卷率達 89.3%： 

(一) 性別：男性 274 人、女性 127 人 

(二) 參賽組別：國男組 85 人、國女組 9 人、高男組 79 人、高女組 47 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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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組 111 人、社女組 70 人 

(三)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 118 人、高中或高職 142 人、專科 22 人、大學 95 人、

碩士以上 24 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改編自吳靜吉、李澄賢 (2003) 
1，謝偉

雄、葉麗琴 (2008) 所編制之量表為研究工具，除了受試者基本資料的調查部

份之外，還包括樂觀傾向量表、樂觀信念與影響力量表、情緒調節量表、調節

焦點量表及運動自我效能量表。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t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驗證假設問題，

各項統計考驗的顯著水準皆定為α＝.05。 

 

參、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性別的籃球選手在正向心理的差異比較 

表1 不同性別的籃球選手在正向心理的差異比較表                   N401 

正向心理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樂觀傾向 
男性 274 2.35 .73 -7.75 .000*** 

女性 127 2.92 .63   

信念影響 
男性 274 2.30 .69 -4.34 .000*** 

女性 127 2.61 .64   

***p<.000 

 

由表1的結果得知，不同性別的籃球選手在樂觀傾向與信念影響，均達顯著

水準，與謝偉雄、葉麗琴 (2008) 大學生正向心理、運動自我效能與運動行為之

研究結果相同。而何家齊 (1998) 大學生的樂觀傾向、壓力因應方式與生活適應

的相關研究發現，在性別與樂觀變項之差異比較、樂觀傾向方面，不同性別的大

學生沒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結果，不論在樂觀傾向還是信念影響皆女性高於男性，與謝偉雄、葉

麗琴 (2008) 大學生正向心理、運動自我效能與運動行為之研究結果相異。李澄

賢 (2003) 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關係研究發現，在樂

觀傾向、樂觀信念方面，不同性別的大學生沒有顯著差異。 

樂觀傾向與樂觀信念值較高者，處事哲學係以樂觀的態度面對一切事務；凡

事盡力做好，但不強求，有助於減低日積月累的生活壓力。樂觀的態度，可能沿

自個體以前的生活環境或經驗所養成的價值觀，謝偉雄、葉麗琴 (2008)認為過去

成功的經驗，會給自己充滿希望，如同個體從事某種行為的個人能力知覺，這反

映個體過去的經驗與預期從事該行為所會遇到的障礙，即會根據個體對成功的能

力評估，有激發的影響 (Ajzen & Madden, 1986) 。 

                                                 
1
 李澄賢，《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關係》（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再引：吳靜吉、李澄賢《樂觀量表的建立》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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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的構面，不論在樂觀傾向還是信念影響皆女性高於男性，表示女性較

男性會用平常心的態度面對生活情境，凡事盡其在我，捨我其誰的信念。 

 

二、不同參賽組別的籃球選手在正向心理的差異比較 

表2 不同參賽組別的籃球選手在正向心理的描述統計表               N401 

正向心理 參賽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樂觀傾向 

國男組 85 2.42 .81 

國女組 9 2.63 .73 

高男組 79 2.37 .74 

高女組 47 2.97 .57 

社男組 111 2.28 .64 

社女組 70 2.93 .66 

信念影響 

國男組 85 2.34 .75 

國女組 9 2.60 .72 

高男組 79 2.32 .76 

高女組 47 2.74 .54 

社男組 111 2.24 .60 

社女組 70 2.55 .67 

 

表3 不同參賽組別的籃球選手在正向心理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401 

正向心理 SS df MS F 值 p 值 

樂觀傾向 

組間 30.31 5 6.06 12.56 .000 

組內 190.75 395 .48   

總和 221.07 400    

信念影響 

組間 11.24 5 2.25 4.91 .000 

組內 180.64 395 .46   

總和 191.87 400    

遺漏值 1 人 

***p<.000 

 

由表2、表3的結果得知，不同參賽組別的籃球選手在樂觀傾向與信念影響，

均達顯著水準。經事後比較在樂觀傾向構面，高女組明顯高於高男組；信念影響

構面，高女組明顯高於社男組，顯示在樂觀信念方面，高女組明顯高於社男組。

簡言之，正向心理在不同的參賽組別，高女組與社女組明顯高於高男組與社男

組。 

郭淑珍 (2010) 指出運用正向心理學可以幫助人們在生活經驗中，從正面事

件中找尋正向意義及從負面事件中找出正向的部份，發掘正向意義，培養正面、

積極向上的價值觀，追求人生的意義。張文雄與張展偉 (2000) 指出運動員追求

的是不斷的挑戰，超越自我，如何保持運動員對運動的持續投入且保有強烈的參

與動機，是訓練中重要的一環。過去在運動情境中有許多學者針對情緒和動機等

心理變項與運動表現的影響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情緒和動機有高度的關聯，

而越高的自我涉入，動機會產生正向的情緒。籃球是屬於一種高強度的對抗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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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訓練極為艱苦且容易受傷，因此信念影響的指數高低，可視為持續接受籃球

訓練的動力或支柱。就社會層面而言，信念影響可提高積極面對問題的意志，進

而提升工作效率。因此，高女組群體思考邏輯較為正向思考，且較積極的面對問

題，勇於接受挑戰。若從事籃球活動的訓練，成功機率較高；若從社會層面切入，

對於工作壓力較能樂觀面對，積極超越自我挑戰，進而提高工作效率。 

 

三、不同教育程度的籃球選手在正向心理的差異比較 

表4 不同教育程度的籃球選手在正向心理的描述統計表               N401 

正向心理 參賽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樂觀傾向 

國中以下 118 2.62 .81 

高中職 142 2.56 .76 

專科 22 2.18 .64 

大學 95 2.40 .61 

碩士以上 24 2.71 .75 

信念影響 

國中以下 118 2.47 .75 

高中職 142 2.46 .70 

專科 22 2.07 .69 

大學 95 2.26 .57 

碩士以上 24 2.50 .71 

 

表5 不同教育程度的籃球選手在正向心理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401 

正向心理 SS df MS F 值 p 值 

樂觀傾向 

組間 5.96 4 1.49 2.74 .03* 

組內 215.10 396 .54     

總和 221.07 400       

信念影響 

組間 5.45 4 1.36 2.90 .02* 

組內 186.42 396 .47   

總和 191.87 400    

遺漏值 1 人 

*p<.05 

 

由表4、表5的結果得知，不同教育程度的籃球選手在樂觀傾向與信念影響，

均達顯著水準。經事後比較在樂觀傾向方面，碩士以上組別明顯高於專科組別的

選手。在樂觀傾向與信念影響的構面，碩士以上、國中以下、高中職組的選手明

顯高於大學組與專科組的選手。 

教育程度的高低，常與能力或智力畫上等號，碩士以上組別在生涯的學習歷

程係屬成就較高者。何家齊 (1998) 指出，樂觀者解決問題的因應高於悲觀者，

悲觀者集中於情緒因應高於樂觀者。求學歷程本身既是能力的考驗，換言之，學

歷在碩士以上組別學習的經驗較為豐富，不論求學經驗是否順遂，但能完成碩士

學歷即代表累積一定的成功經驗，因此在教育程度的構面上顯示較具樂觀傾向與

信念影響較高。 

 

四、不同性別的籃球選手在自我效能的差異比較表 



  中原體育學報第六期 104 年 8 月 

                                                                                                                    ISSN：2227-7749 

 

80 
 

表6 不同性別的籃球選手在自我效能的差異比較表                   N401 

自我效能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情緒調節 
男性 274 2.42 .68 -4.95 .000*** 

女性 127 2.77 .60   

調節焦點 
男性 274 2.44 .73 -4.99 .000*** 

女性 127 2.81 .58   

***p<.000 

 

鐘保明 (2005) 認為自我效能是強調個人認為自己「能做什麼」，而非「擁有

什麼」，若個人對自我效能或成功自信心越高，相對表示他願意付出的努力也越

大且越持久。因此，奉獻度較高、較為熱心。高三福(2015)指出情緒狀態並非單

純是生理覺醒的產品，一般認為精神充沛與正面的人會促進自我效能，所以也可

成為了解自我效能的另一個訊息。由表6的結果得知，不同性別的籃球選手在自

我效能之差異，達顯著水準。不論在情緒調節還是調節焦點皆為女選手高於男選

手，顯示本研究群組的女子選手在自我效能的情緒調節優於男子選手。許多研究

顯示，在不同性別在運動自我效能上有顯著差異，男性的運動自我效能會高於女

性，林慶源、林耀豐 (2009) ；謝偉雄、葉麗琴 (2008 ) ；李碧霞 (2001) ；高毓

秀、黃奕清 (2000) ；許泰彰 (2000) 、張正發 (2000) ；劉翠薇 (1995) ；蔡淑

菁 (1996) ；蔡美月 (1996) 。張正發 (2000) ；蔡英美、王俊明 (2006) 不同年

齡在運動自我效能上無顯著差異，上述各研究結果都與本研究結果不一致。其結

果與本研究相異，其原因值得探究。因此，本次研究結果的發現更具特殊性，顯

得彌足珍貴。亦說明，受試者的觀念波動變異，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問題。曾佳珍  

(1999) 、畢經隆 (2002) 認為自我效能對於個體在選擇不同難度的活動以及對該

活動的堅持性上有極大的影響。個體的運動自我效能的提昇，對運動行為亦有鼓

勵作用，導引動機發展。因此，運動自我效能亦是運動行為的強力相關因素之一，

自我效能高者，不僅運動的表現佳，且其運動行為的參與次數、涉入程度等較理

想。自我效能高者會傾向選取從事較高難度的活動參與，且願意持之以恆、克服

困難。個體如有成功的經驗獲得鼓勵與支持，就可建立良好的自我效能，增加個

體的運動效果，自我效能低者反之。 

 

五、不同參賽組別的籃球選手在自我效能的差異比較 

表7 不同參賽組別的籃球選手在自我效能的描述統計表              N401 

自我效能 參賽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情緒調節 

國男組 85 2.47 .78 

國女組 9 2.61 .84 

高男組 79 2.50 .73 

高女組 47 2.78 .53 

社男組 111 2.34 .55 

社女組 70 2.78 .62 

調節焦點 
國男組 85 2.45 .75 

國女組 9 2.77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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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男組 79 2.41 .74 

高女組 47 2.81 .57 

社男組 111 2.45 .70 

社女組 70 2.82 .56 

 

表8 不同參賽組別的籃球選手在自我效能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401   

自我效能 SS df MS F 值 p 值 

情緒調節 

組間 12.05 5 2.41 5.54 .000*** 

組內 171.77 395 .44   

總和 183.82 400    

調節焦點 

組間 12.05 5 2.41 5.11 .000*** 

組內 186.42 395 .47   

總和 198.48 400    

遺漏值 1 人 

***p<.000 

 

由表7、8的結果得知，不同參賽組別的籃球選手在自我效能之差異，達顯著

水準。不論是在情緒調節構面，依序為社女與高女組、國女組、高男組、國男組、

社男組；調節焦點構面，社女組、國女組、高女組、社男組、國男組、高男組。

結果顯示女性組別較會以正向的態度看待事情，身處壓力情境時也會沉著應對，

經常把焦點放在未來希望獲得的成功。從生理結構而言，女性與男性的差異骨盆

腔角度較大不利於賽跑，而經期來時亦不利於運動，自古以來女性參與運動受到

壓抑，林林總總不利於女性從事運動，是否造就本研究女子組別，較為正向的面

對壓力，保持心情愉悅，且認為生活重點是達成正向的結果仍待更多的文獻支持。

而本研究在不同參賽組別的籃球選手在自我效能之差異達顯著水準，與謝偉雄、

葉麗琴 (2008) ；張正發 (2000) ；蔡英美、王俊明 (2006) 大學生正向心理、運

動自我效能與運動行為、不同年齡在運動自我效能無顯著差異不同。林慶源 、

林耀豐 (2009) 運動自我效能與運動行為之探討中，在年齡部分研究發現，年齡

在運動自我效能上有顯著差異，其結果與本研究結果一致；亦有研究認為年齡運

動自我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其結果與本研究結果不一致。顯示不同的年代或不

同的族群會有不同的結果，同時顯示受試對象觀念的改變，因此需要更多的數據

量才能更完整精確的顯示，也須正視此現象的產生。 

 

六、不同教育程度的籃球選手在自我效能的差異比較 

表9 不同教育程度的籃球選手在自我效能的描述統計表               N401 

自我效能 參賽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情緒調節 

國中以下 118 2.59 .77 

高中職 142 2.59 .68 

專科 22 2.34 .59 

大學 95 2.40 .58 

碩士以上 24 2.64 .51 

調節焦點 
國中以下 118 2.55 .74 

高中職 142 2.55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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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22 2.63 .87 

大學 95 2.53 .66 

碩士以上 24 2.66 .66 

 

表10 不同教育程度的籃球選手在自我效能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自我效能 SS df MS F 值 p 值 

情緒調節 

組間 3.72 4 .93 2.05 .09 

組內 180.10 396 .46     

總和 183.82 400       

調節焦點 

組間 .45 4 .11 .23 .92 

組內 198.03 396 .50     

總和 198.48 400       

遺漏值 1 人 

*p<.05 

 

由表9、10的結果得知，不同教育程度的籃球選手不論是在情緒調節或調節

焦點構面，皆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教育程度的籃球選手在自我效能沒有顯著

的不同。此結果與張正發 (2000) ；蔡英美、王俊明 (2006) 等研究不同教育程度

在運動自我效能上無顯著差異其結果相同。 

現今科技的高度發展使人們的生活越來越便利且過度依賴，造成人際關係的

改變，也帶來許多對不利健康的生活型態，這種現象也帶來新的社會問題。依據

國教署101年「運動城市調查」發現，13歲以上國人70%無規律運動習慣，不運動

的前5大原因為：沒有時間 (52.1%) 、工作太累 (24.6%) 、懶得運動 (18.5%) 、

不能運動 (9.4%) 、沒有興趣 (6.6%) 。運動對人體健康的助益已是眾所皆知，

但能實際付諸行動，透過運動增進自身健康的人卻為數不多。有鑒於此，應養成

國人規律的運動習慣。而運動自我效能的提升對於運動表現及運動行為的增進大

有助益，藉此形成良性循環。 

運動自我效能的輔助提升人類潛能，在體育教學或運動訓練能有更大的發展

空間。運動自我效能是影響人們運動行為的因素，亦是有效預測人們運動行為的

變項之一。因此，若能從民眾運動自我效能的增進著手，應能有效改善民眾運動

行為，進而提升市民身體健康指標。自我效能是自己主觀上對自己能力或行為的

一種評估或信心，而運動自我效能就是人們對自己從事運動行為主觀上的評估或

信心，若能透過某些適當機制的介入，改變國人對自己在運動上的評估，增進人

們在運動上的信心，即能增國人的運動行為促進健康。正向心理是指遇到挑戰或

挫折時，人們產生解決問題的企圖心，並不斷的練習改變思路，強化正向力量迎

接挑戰，正向心理能幫助人們找到深處正向的自我，秉持正向積極的態度追求最

好的人生；因此，正向心理學其中一個重要範疇是研究各種正面情緒，發展有效

達至及維持正面情緒 (郭淑珍，2010) 。綜合以上各文獻研究的結果，發現研究

都認為運動自我效能和運動行為成正相關。即為，運動自我效能越高，運動行為

越佳；多數研究亦發現運動自我效能對於個體的運動行為，具有預測能力，只要

能有效獲得運動自我效能的數值，便能推估個體的運動行為，可見運動自我效能

對於個體運動行為具有影響。運動自我效能本身則會受到個體某些背景因素的影

響而有所差異，例如，男性的運動自我效能較女性高；自覺健康狀態越高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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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自我效能也越高；年齡高的個體，運動自我效能較高；曾參與運動訓練者，

運動自我效能高於未參與運動訓練者。此外婚姻狀況、社會支持、經濟收入等背

景因素亦是部份研究探討之變項，但礙於篇幅關係，量表設計時並未納入，因此

無法歸納論定。本次研究發現在不同構面中發現，女性正向心理優於男性，可能

化種種不利因素為動機 因而產生正向心理涉入更是重要發現。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比較在不同背景變項的籃球選手在正向心理的差異 

1.在樂觀傾向與信念影響的構面，不同性別、不同參賽組、不同教育程度的

籃球選手，均達顯著水準。不同性別女性高於男性；不同參賽組高女組、

社女組明顯高於高男組與社男組；不同教育程度碩士以上、國中以下、高

中職組的選手明顯高於大學組與專科組的選手。 

2.女性較男性會用平常心的態度面對生活情境，凡事盡其在我，捨我其誰

的信念。 

3.情緒和動機有高度的關聯，而越高的自我涉入動機會產生正向的情緒。籃

球是屬於高強度的對抗性運動，訓練極為艱苦且容易受傷，因此信念影響

的指數高低，可視為持續接受籃球訓練的動力或支柱。就社會層面而言，

信念影響可提高積極面對問題的意志，進而提升工作效率。 

4.教育程度的高低，常與能力或智力畫上等號，碩士以上組在生涯的學習

歷程係屬成就較高者 

 (二)比較在不同背景變項的籃球選手在運動自我效能的差異 

1.情緒調節與調節焦點的構面，不同性別、不同參賽組別，均達顯著水準。

不同性別情緒調節與調節焦點女性高於男性；情緒調節構面，依序為社

女與高女組、國女組、高男組、國男組、社男組；調節焦點構面，社女

組、國女組、高女組、社男組、國男組、高男組。顯示女性組別較會以

正向的態度看待事情，身處壓力情境時也會沉著應對，經常把焦點放在

未來希望獲得的成功。 

2.不同教育程度的籃球選手不論是在情緒調節方面還是調節方面皆未達顯

著水準。 

 

二、建議 

正向心理學的重心在於「正向預防」，教導正向思維有助於遠離憂鬱症、增

進成就、促進健康，並帶給自己新的自我了解。因此可針對本研究各個變項製

作常模，有助於瞭解各群體心理的傾向，供社會相關單位進行相關研究與參考

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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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below: 1. To compare the positive psycho 

variation of basketball players in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2. To compare the 

sports self-efficacy of players in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The overlying 

purpose was to choose the athlete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2014 National Chung 

Chou Cup Basketball competition – in total 401 participants, including 274 males 

and 127 females. Using a variety of surveys and questionnaires on the topic of 

positive mentality and self-efficacy in the setting of competitive sports, data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to verify different hypotheses by dependent 

sample t-test, single factor variation analysis, Pearson correction and 

multi-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 was shown as below: 1. The result showed 

significant disparity in the mentalities of play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females 

tending to show a more positive or optimistic attitude. Differences also arose 

depending on the participant’s age and education status.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howed the highest degrees of optimism and self efficacy, followed 

by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lastly graduates. 2. In regards to sporting 

self-effectiveness, levels varied depending mainly on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nd 

mentality/emotional control. In general, females were shown to be more 

independent, the self-efficacy of high school and adult females both surpassing that 

of males. However, despite the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between genders, in this 

aspect of the study, age group and education status were not proved to affect results. 

In conclusion, the overall intent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tilize statistically analysis to 

suggest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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