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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參加中華民國 96 年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項目之各校代表隊選手為研

究對象，運用研究者自編之問卷進行調查，以了解大專院校網球運動代表隊志工

服務與組織行銷執行與差異之比較。運用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

與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等統計方式進行分析。結果指出：在志工服務方面，乙組

比甲組更同意「體育教學」之觀點，練習時數在 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的選手比

練習時數在 5 小時以下的選手更同意在「體育教學」之觀點，練習年資在 4-6 年、

7-9 年與 10 年以上之選手比練習年資 3 年以下（含 3 年）之選手更同意在「體育

教學」與「體育行政」之觀點，中部、南部與東部地區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選手

比北部地區選手更同意在「體育教學」之觀點，中部與南部地區大專校院網球代

表隊選手比北部地區選手更同意在「體育行政」之觀點，均達到顯著差異。在組

織行銷之差異比較方面，甲組選手均比乙組選手更同意「參加比賽」與「舉辦比

賽」之觀點，私立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選手均比公立代表隊選手更同意「參加比

賽」與「曝光率」之觀點，男性選手比女性選手更同意「參加比賽」之觀點，練

習時數在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與 15 小時 1 分鐘以上之選

手比練習時數 5 小時以下之選手更同意在「參加比賽」之觀點，練習年資在 4-6
年、7-9 年與 10 年以上的選手均比練習年資在 3 年以下（含 3 年）的選手更同意

在「參加比賽」、「舉辦比賽」與「曝光率」之觀點，中部與南部地區的選手比北

部地區的選手更同意在「參加比賽」、「舉辦比賽」與「曝光率」之觀點，均達到

顯著差異。建議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選手學習網球技術教學流程、融入網球社團、

體育行政服務與學習賽會服務流程。並建議參加比賽，藉由舉辦比賽提昇知名度，

提升學校與網球代表隊的能見度與敦親睦鄰融入社區。 
 
關鍵詞：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志工服務、組織行銷 
 

 
通訊作者：李森源  TEL：0912992561  E-Mail：x3120@meiho.edu.tw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第四卷  第二期  70-94 頁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 
Journal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2007, Vol.4, No.2, 70-94         ISSN：1815-4093 

 71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and operating situations of volunteer service 

and organization marketing in college tennis teams, samples were selected among tennis 
players participated in 2007 collegiate sports game and tested by questionnaire made by 
the researcher of this study. The collect data was analyzed by some statistic methods, 
such as prescriptive statistic, factor analysis, t-test, and MANOVA. The results were 
shown as follows: in the aspect of volunteer service, players of team sub-elite were 
more agreeable to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an players of team elite; players 
whose practice hours between 10 hours and 1 minute to 15 hours were more consent to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an players whose practice hours less than 5 hours; 
players whose seniority of learning tennis between 4 to 6 years, or between 7 to 9 years 
or over 10 years were more comfortable in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nnis team players from the Middle, Southern 
and Eastern colleges were more agreeable to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an 
those from Northern of Taiwan; tennis team players from the Middle and Southern 
colleges accepted “administ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rather than those from 
Northern colleges. These findings were attained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spect 
of organization marketing, players of team elite were more agreeable to “participation 
of tennis game” and “host of tennis game”; players from private colleges were more 
consenting to “participation of tennis game” and “exposure” than players from public 
schools; male showed more supports in “participation of tennis game” than female; 
players whose practice hours between 5 hours and 1 minute to 10 hours, or between 10 
hours and 1 minute to 15 hours or over 15 hours and 1 minute agree “participation of 
tennis game” rather than those practicing less than 5 hours; players whose seniority of 
learning tennis between 4 to 6 years, or between 7 to 9 years or over 10 years were more 
consenting to “participation of tennis game”, “host of tennis game” and “exposure” than 
those learning tennis less than (equal to) 3 years; players from Middle and Southern 
colleges were more agreeable to “participation of tennis game”, “host of tennis game” 
and “exposure” than players from Northern colleges. These finding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alyers of college tennis teams learn teaching 
procedures of tennis skills, administration services and sports event services and interact 
frequently with tennis clubs. Also participation or host of a sport game is beneficial for 
the college. Through taking place a sport game, publicity and exposure of both school 
and tennis team is increasing. Moreover, it is much more helpful in establishing public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communities. 
 
Keywords: college tennis team, volunteer service, organization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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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一、研究動機 
大專院校因應學校體育活動之發展與運動社團的成立，體育室會成立各項運

動性質之代表隊，而課外活動組則是會成立相關的運動性質的社團。運動代表隊

最主要的任務是代表學校的名義，參加社區、鄉里、所屬縣市或是外縣市、甚至

全國性質的運動賽會，而且期望能夠獲得名次，為校爭光。如此的成就是運動性

質代表隊最佳的成果，無論是運動代表隊的成員、教導運動代表隊的教練團、運

動代表隊的管理或是經理、體育室的教職員、以及學校指導與管理相關單位，都

能夠感受到獲得獎項的光榮。 
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的任務也是包括在上述的範圍當中，但是除了練習網球

技術以及參加比賽之外，這些網球代表隊的隊員是否還有從事其他的服務工作？

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在奪得名次獲取獎項為校爭光外，是不是還能夠為學校與代

表隊提升知名度？或是對於社區、鄉鎮縣市等地區，提供一些附加價值？江金山、

呂 謙（2006）對於 20 所大專院校羽球、桌球與網球代表隊進行研究，探討大專

院校運動代表隊的組織行銷以及對於曝光率等研究，文中也指出運動代表隊的相

關附加價值之研究在於體育運動方面之研究相當少，本文作者除了從事網球運動

之外，有感於現今網球運動代表隊隊員的價值觀、求取名次的慾望以及與體育室

的互動關係，再多方考量大專院校運動代表隊在學校當中可以從事或是協助學校

的事情，以及參考陳增朋（2007）對於台灣地區大學校院體育室經營策略效率之

評估，對於體育室推動各校的體育行政的運作情況，包括教學方面的投入，活動

與賽會的舉辦，以及體育場館等績效的評估。加上根據許多志工的研究當中，劉

照金（2003）列舉出志工在體育運動推展的應用。在協助志工的成長與推動運動

服務工作，學校或是體育室等上級單位可以從教育性質督導或是行政性質督導方

面著手（甘允良，2003）。楊志顯（2003）從工作導向之表現、非工作導向之表現

與組織公民行為方面進行體育志工服務績效的評估，呂 謙（2003）則是分析運動

賽會志工的訓練與管理，黃建發、王淑玲（2003）探討基隆市立體育場志工的現

況，曾新闖 (1975)也指出組織創造最大的附加價值以增加營收、利潤與服務等功

能。志工是指不以金錢以及利潤做為工作或是服務的考量，而是以個人服務的意

願，投入各項公益或是活動等社會公眾之服務（Ellis & Noyes, 1990; Smith, 1992）。
體育志工則是指基於個人的自由意願，不以金錢利益為考量前提，對於體育運動

休閒組織提供個人相關的服務，以促進體育運動休閒組織的各項活動能夠順利舉

行（楊志顯，2003；劉照金，2003）。因此研究者更認為網球代表隊更應該投入志

工服務的區塊，以彰顯網球代表隊愛學校、愛組織的實際行動，因此對於有關大

專院校運動代表隊組織行銷的觀點認同，而且強調還要加入服務以提升運動代表

隊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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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嘉文（2003）分析學校動團隊推展策略當中，指出各級學校未能夠充分的

推動學校運動團隊，其原因在於： 
（一）未能落實有關法令規定。 
（二）學校運動團隊比例有待提升。 
（三）體育課程授課時數不足。 
（四）學生身體活動時間不夠。 
（五）未能善用政策行銷等因素。 
    而且即使知道這些缺失，在實際執行層面仍然有許多問題存在。因此在本研

究當中，即針對運動代表隊可以協助推動的政策行銷著手，期望能夠了解大專院

校網球代表隊在行銷方面的協助。 
也由於行銷又分成營利性質的性質與非營利性質的行銷，行銷可以說是交換

過程與商品銷售以及服務，為雙方面或是多方面創造價值的方式（曾光華，2004）。
因此，行銷的方法運用在運動休閒相關產業則稱為「運動行銷」，非營利組織藉以

拓展業務為顧客創造價值則屬於「非營利行銷」，目的傾向於理念的推廣，並非以

一般性質的營利為目的（邱宏仁譯，1997；鄭紹成，2004）。 
    邱宏仁譯（1997）指出非營利行銷之種類包括： 
（一）人員行銷：是組織或是個人對於特定人員加以行銷，以使大眾對於該人員 

產生正面的形象，例如各黨推派出總統候選人，對於這些總統候選人進行

正面的行銷與宣傳。 
（二）地方行銷：對於特定地點的行銷方式，例如剛剛開通的雪山隧道，以及宜 

蘭縣政府對於當地的風景與觀光景點的行銷，讓大眾知道而想要參訪。 
（三）觀念行銷：指的是對於理念或是議題加以設計包裝，進行的行銷方式，例 

如體育政策的支持以及公民道德的觀念等議題。 
（四）組織行銷：設計各項活動或是理念，因而使民眾支持非營利組織的活動， 

例如體育委員會的活動會將體委會的標誌與名稱印在宣傳手冊上面。 
    綜合上述行銷的理念，非營利組織包括政府單位、學校、非營利組織與機構。

大專院校代表隊是屬於政府單位教育部非營利組織，擔任推廣網球運動以及扮演

網球運動項目的活動與推廣，網球運動代表隊在大專院校註冊在學的特定期間之

內，因為大專院校體育室因應運動代表隊之需要，提供網球運動場地、網球相關

器材、經費、或服務，而網球代表隊也因此產生可以衡量的名次或是可以觀察的

績效，其中也包括可以看見的且衡量的名次效益，或是不可看見無形的學校、體

育室與網球運動代表隊的形象之效益，或是對學校組織或是對社會有所貢獻的程

度（黃登滿，1985；Drucker, 1973, 1993）。例如企業組織的作法是因應政府的法規

或是規範，在經營方面雇用某些數量的外籍勞工，頒發一些工作或是年終獎金，

設置客服投訴中心減少消費者的抱怨、長期有信用的經營理念已獲得消費者的認

同與信任等等，在追求極大化利潤之下，運用企業各項交易與經營，讓政府、企

業本身、員工、股東分享知識經濟的成長、研究的發展、品牌的價值等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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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附加價值，進而獲得合理報酬（王正羽，2003；王光正，1990）。根據上述理

論，研究者提出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的任務除了獲得名次之外，更應該投入志工

的服務，以及進行組織的行銷。因此針對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的人口統計資料進

行調查，並進行志工服務與組織行銷之研究，以了解目前之情況，並且可以提供

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之教練團隊、選手、體育室與學校做為運動代表隊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大專院校網球運動代表隊公私立機構、性別、組別、每週總練習時間、 

練習年資、學校地區等人口統計變項之情況。 
（二）探討大專院校網球運動代表隊志工服務與組織行銷之因素發展。 
（三）分析公私立機構、性別、組別、每週總練習時間、練習年資、學校地區之 

人口統計變項分別在大專院校網球運動代表隊志工服務之差異。 
（四）分析公私立機構、性別、組別、每週總練習時間、練習年資、學校地區之 

人口統計變項分別在大專院校網球運動代表隊組織行銷之差異。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本研究範圍以參加中華民國 96 年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項目之各校代表隊 

選手為研究對象，運用研究者自編之問卷進行調查，以了解大專院校網球

運動代表隊志工服務與組織行銷執行之情況。 
（二）基於研究範圍不適宜過大，以免偏離主題。因此，有關大專院校網球代表 

隊的訓練方法、體適能狀況、比賽名次、經費補助等等與本研究題目以及

與結構不相關的主題並沒有同時進行調查。 
（三）本研究僅針對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之選手進行研究，教練與體育室主任等 

其他人員均不列為研究對象。 
（四）選手填寫問卷的意願有可能影響研究結果，僅能假設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 

的選手均按照實際情填寫問卷。 
 

貳、方 法 

一、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以參加中華民國 96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網球項目之網球代表隊選手為研究

對象，總共 1132 人，其中包括男甲組 106 人，女甲組 68 人，男乙組 658 人，女

乙組 300 人。為了增加問卷回收率，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法，在 96 年 5 月 4 
日至 5 月 8 日的比賽期間，在比賽場地現場進行問卷發放與回收。由於經費、人 
力與時間等因素，以及參考相關研究之樣本數，本研究以總人數 1132 人的三分 
之ㄧ為樣本數，總共 378 人為本研究之樣本數。其中甲組共 174 人之三分之ㄧ為 
58 人，乙組共 958 人之三分之ㄧ為 320 人，以符合研究之規範。 
二、研究量表之發展 
    根據研究主旨設計量表，採李克尺度五點量表，數字「5」表示「極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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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量表包含 46 個結構封閉式答案勾選題，涵括 20 題志工服務之題項以及 20 題

組織行銷的題項，以及 6 題基本資料。 
    志工服務問卷題項方面，參考行政院體委會（2003）、牟鍾福（1998）之志工

市場區隔與其考量因素、李志昌（2003）、李燕美（2003）、巫昌陽、徐錦興（2002）
之志工服務學習方案、呂 謙（2003）之運動賽會志工的訓練與管理等理論製作志

工服務之問項，並請 5 位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閱讀並提供意見，以符合內容效度。 
    組織行銷問卷題項方面，參考江金山、呂 謙（2006）、李育哲、楊博文（2003）、
邱宏仁（1997）、高俊雄（2000）、程紹同、江澤群、黃煜、彭小惠、呂佳霙譯（2003）、
張在山（2004）、鄭志富、吳國銑、蕭嘉惠（2000）、劉宜璇（2002）、Anand, Holbrook, 
and Stephens（1988）、Bearden, Ingram, and LaForge（2001）、Zajonc and Markus（1982）
之公共關係、行銷實務、曝光率、公眾服務、社區發展、非營利行銷、參加比賽、

舉辦比賽、運動行銷等理論製作組織行銷之問項，並請 5 位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閱

讀並提供意見，以符合內容效度。 
三、預試與信度分析 
    量表進行預試，以信度分析探討問卷是否合乎本研究所需。由於每個學校網

球代表隊人數不會太多，因此參考預試人數較少時，預試抽樣人數限制相關文獻，

其中以 Fowler（1993）指出預試數目為 20-50 人可以支持本研究。因此預試採取便

利抽樣方式，請屏東與高雄縣市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 36 位選手就問卷易回答、可

讀性、理解度、和清楚度進行填寫與評論。問卷於 2007 年 3 月 6 日發出，於 2007
年 3 月 23 日回收 30 份有效問卷，進行預試。 
    本研究量表志工服務與組織行銷各 20 個題項經過項目分析之檢定，均達到顯

著水準，顯示所有的題項都合乎研究之用。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運用主成分分析配

合最大變異法，進行志工服務題項之分析，總共萃取 4 個構面，分別發展為「體

育教學」、「體育行政」、「社團指導」與「賽會服務」，特徵值均大於 1，因素負荷

量均大於 0.55，各構面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均超過 0.76，整體內部一致

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為 0.87，顯示具良好信度。組織行銷題項之分析，總共萃取

4 個構面，分別發展為「曝光率」、「參加比賽」、「舉辦比賽」與「社區發展」，特

徵值均大於 1，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0.52，各構面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均

超過 0.80，整體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為 0.91，顯示具良好信度。 
四、資料收集 
    總共378份問卷在96年5月4日至5月8日的比賽時段，其中甲組在臺北市立體育

學院天母網球場比賽場地，乙組在基隆河彩虹硬地網球場比賽場地，皆以現場發

放與回收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在5月8日止共收到378份問卷，扣除62份無效問

卷，有效問卷為31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3.6%，有效問卷皆加以編碼，並用電

腦軟體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 10.0（SPSS）建檔。 
五、資料分析方式 
    運用描述性統計之次數、平均數、百分比等描述研究結果。探索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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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主成分分析並配合最大變異轉軸法，達到資料構面縮減的目的。獨立樣本 t
檢定，在於比較組別（甲、乙組）、機構（公、私立）與性別（男、女）分別在志

工服務與組織行銷之間是否具有顯著差異。一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分別探討「平

均每週總練習時數」、「學習網球年資」與「學校地區」分別在志工服務與組織

行銷間的差異，事後比較採用雪費法（Multiple Comparisons Scheffe Methods），α
檢定數值為 0.05。 
 

參、結果 

一、人口統計變項分析 
    以下綜合整理組別、機構、性別、平均每週總練習時數、練習年資與學校地

區之統計分析數值，請參閱表一人口統計變項分析摘要表。 
表一  人口統計變項分析摘要表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一）組別：甲組 
      乙組 

 36 
280 

11.4 
88.6 

（二）機構：公立 
      私立 

134 
182 

42.4 
57.6 

（三）性別：男性 
      女性 

235 
 81 

74.4 
25.6 

（四）平均每週總練習時數：5 小時以下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 
      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 
      15 小時 1 分鐘以上 

 19 
200 
 71 
 26 

 6.0 
63.3 
22.5 
 8.2 

（五）練習年資：3 年以下（含 3 年） 
      4-6 年 
      7-9 年 
      10 年以上 

 20 
104 
138 
 54 

 6.3 
32.9 
43.7 
17.1 

（六）學校地區：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87 
 91 
112 
 26 

27.5 
28.8 
35.5 
 8.2 

二、建立網球代表隊志工服務與組織行銷評量與架構 
（一）建立志工服務之評量與架構：因素分析構面觀察變數之特徵值以大於 1 

為選取標準，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0.51。共保留 20 個題項，因素分別命名為

「體育教學」、「社團指導」、「體育行政」與「賽會服務」，累積解釋變異量

達 60.93%，各構面 Cronbach’s α值均超過 0.83，顯示達到可接受之標準，

請參閱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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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志工服務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題項 
因素負

荷量
特徵值 變異量 

累積變

異量 
內部一

致性

體育教學 2 協助網球課程當中之理論講解 
1 協助網球選課之課程內容說明 
3 協助網球課程之技術示範 
5 協助網球課程學生之技術糾正輔導 
4 協助網球課程之發送球（餵球）教學服務 

0.85
0.77
0.75
0.75
0.63

6.80 34.01 34.01 0.90 

社團指導 13 協助網球社團發送球（餵球）教學服務 
11 本身是網球代表隊成員也是網球社團之社員 
14 協助網球社團社員之技術糾正輔導 
12 協助網球社團招募新生之工作 
15 隨時提供網球社團有關網球技術學習等  服務 

0.78
0.75
0.74
0.65
0.59

2.46 12.34 46.35 0.88 

體育行政 8 協助體育室整理網球場的場地 
9 協助體育室運動器材之租借相關事項 
7 協助體育室維護網球場的環境整潔 
10 協助處理體育室臨時交代事項 
6 協助網球場地（或體育館內之網球場）之開放 

0.79
0.78
0.74
0.62
0.57

1.63 8.21 54.56 0.86 

賽會服務 18 協助校內網球比賽之工作人員 
16 校內運動賽會期間擔任服務人員 
19 校外（社區或鄉鎮縣市等）運動賽會期間擔任服務人員

17 協助規劃校內網球比賽相關工作 
20 校外（社區或鄉鎮縣市等）網球比賽之工作人員 

0.76
0.75
0.66
0.63
0.51

1.28 6.41 60.97 0.83 

（二）建立組織行銷之評量與架構：特徵值以大於 1 為選取標準，因素負荷量均

大於 0.51。共保留 20 個題項，因素分別命名為「參加比賽」、「舉辦比賽」、

「曝光率」與「社區發展」，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3.51%，各構面 Cronbach’s 
α值均超過 0.78，顯示達到可接受之標準，請參閱表三。 

表三 組織行銷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題項 
因素負

荷量
特徵值 變異量 

累積變

異量 
內部一

致性

參加比賽 31 勤練球技以爭取對外比賽的機會 
33 爭取學校經費補助以便參加全國性質之網球比賽 
34 收取隊費以維持代表隊開銷 
32 參加社區（鄉鎮縣市等）之網球聯誼賽 
35 利用各種機會賺取經費以維持代表隊開銷（園遊會攤位等）

0.87
0.86
0.84
0.83
0.67

6.68 33.43 33.43 0.89

舉辦比賽 37 協助體育室（或網球社團）舉辦網球比賽 
40 協助擔任網球比賽之服務工作人員 
36 協助體育室（或網球社團）規劃網球比賽相關流程 
38 協助社區（鄉鎮縣市等）規劃網球比賽相關流程 
39 協助社區（鄉鎮縣市等）舉辦網球比賽 

0.82
0.77
0.75
0.73
0.70

2.70 13.53 46.96 0.87

曝光率 24 協助學校單位爭取校外主承辦網球比賽的機會 
23 製作印有網球代表隊（或網球社團）的衣服並常常穿著 
25 網球代表隊每年以學校名稱協助辦理校外各項賽事 
21 繪製海報傳單張貼網球代表隊近況 
22 將網球代表隊（或網球社團）的組織與舉辦各項活動情況

   登錄在網站供上網者瀏覽 

0.77
0.70
0.64
0.63
0.61

 

1.84 9.20 56.16 0.82

社區發展 26 協助社區（鄉鎮縣市等）中等學校網球項目訓練教學 
28 協助社區（鄉鎮縣市等）網球社團指導 
27 協助社區（鄉鎮縣市等）網球社團規劃管理 
30 邀請社區（鄉鎮縣市等）教學單位進行交流活動 
29 邀請社區各行政單位參與各項網球相關活動 

0.74
0.70
0.70
0.64
0.51

1.47 7.35 63.51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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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別、機構與性別分別在志工服務之差異比較 
（一）組別在志工服務之差異比較：組別在志工服務「體育教學」獨立樣本 t 檢 

定分析達顯著水準（數值為-3.94），乙組比甲組更同意「體育教學」之觀點，

達到顯著差異，請參閱表四。 
表四 組別在志工服務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項目/構面名稱 體育教學 社團指導 體育行政 賽會服務 
甲組個數 
乙組個數 

 36 
280 

 36 
280 

 36 
280 

 36 
280 

甲組平均數 
乙組平均數 

15.00 
17.41 

16.91 
16.72 

17.77 
18.28 

16.94 
16.76 

甲組標準差 
乙組標準差 

 4.82 
 3.23 

 4.61 
 3.60 

 4.09 
 3.16 

 4.01 
 3.18 

t 值 -3.94* 0.28  -0.88  0.31 
比較 乙組＞甲組    

                  *p<.05 

（二）機構在志工服務之差異比較：機構在志工服務獨立樣本 t 檢定均未達顯著 
水準（數值分別為-0.84、-0.38、1.49 與 0.58），顯示公立或私立大專校院網

球代表隊之選手在「體育教學」、「社團指導」、「體育行政」與「賽會服務」

方面的認知大致相同，皆沒有顯著的差異。 
（三）性別在志工服務之差異比較： 性別在志工服務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均未 

達顯著水準（數值分別為 0.76、-1.15、-1.11 與-1.19），大專校院男性與女

性網球代表隊選手對於「體育教學」、「社團指導」、「體育行政」與「賽會

服務」方面，均抱持相同的觀點，因此沒有顯著差異。 
四、組別、機構與性別在組織行銷之差異比較 
（一）組別在組織行銷之差異比較：組別在組織行銷「參加比賽」與「舉辦比賽」 

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達顯著水準（t 值分別為 2.94 與 4.85），大專校院網球

代表隊甲組選手均比乙組選手更同意「參加比賽」與「舉辦比賽」之觀點，

均達到顯著差異，請參閱表五。 
表五  組別在組織行銷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項目/構面名稱 參加比賽 舉辦比賽 曝光率 社區發展 
甲組個數 
乙組個數 

 36 
280 

 36 
280 

 36 
280 

 36 
280 

甲組平均數 
乙組平均數 

16.25 
14.13 

18.47 
16.85 

16.94 
16.72 

17.08 
17.07 

甲組標準差 
乙組標準差 

 4.81 
 3.51 

 4.63 
 2.81 

 3.03 
 2.98 

 4.01 
 3.79 

t 值   2.94*   4.85*  0.34  0.01   
比較 甲組＞乙組 甲組＞乙組   

               *p<.05 

（二）機構在組織行銷之差異比較：公私立機構在組織行銷「參加比賽」與「曝 
光率」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達顯著水準（數值為-4.62 與-3.22），私立大專校

院網球代表隊選手均比公立代表隊選手更同意「參加比賽」與「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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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觀點，均達到顯著差異，請參閱表六。 
表六 機構在組織行銷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項目/構面名稱 參加比賽 舉辦比賽 曝光率 社區發展 
公立個數 
私立個數 

134 
182 

134 
182 

134 
182 

134 
182 

公立平均數 
私立平均數 

13.17 
15.26 

17.07 
17.08 

16.03 
17.28 

16.71 
16.93 

公立標準差 
私立標準差 

 3.02 
 4.55 

 4.07 
 3.99 

 3.16 
 3.56 

 3.02 
 2.97 

t 值  -4.62* -0.01  -3.22* -0.33 
比較 私立＞公立  私立＞公立  

               *p<.05 

（三）性別在組織行銷之差異比較：性別在組織行銷「參加比賽」獨立樣本 t 檢 
定分析達顯著水準（數值為 2.35），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男性選手比女性選

手更同意「參加比賽」之觀點，達到顯著差異，請參閱表七。 
表七  性別在組織行銷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項目/構面名稱 參加比賽 舉辦比賽 曝光率 社區發展 
男性個數 
女性個數 

235 
 81 

235 
 81 

235 
 81 

235 
 81 

男性平均數 
女性平均數 

14.69 
13.45 

17.25 
16.58 

16.91 
16.29 

17.32 
17.08 

男性標準差 
女性標準差 

 3.53 
 4.34 

 3.70 
 4.81 

 3.21 
 4.06 

 2.94 
 3.83 

t 值   2.35*  1.29  1.39  0.58 
比較 男性＞女性    

            *p<.05 

五、練習時數、練習年資與學校地區分別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數檢定 
（一）練習時數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數檢定：練習時數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 

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Λ 值為 0.91，事後比較顯示，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

練習時數在 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的選手比練習時數在 5 小時以下的選手

更同意在「體育教學」之觀點，練習時數在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與 15 小時 1 分鐘以上的選手均比練習時數在 5 小時以下的選

手更同意在「體育行政」之觀點，F 值分別為 3.83 與 5.47，均達到顯著差

異，請參閱表八。 
表八  練習時數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數顯著性考驗摘要表 

項目 因素 Λ值 
型 III 平
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值 事後比較 

1. 5 小時以下 
2.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 
3. 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 
4. 15 小時 1 分鐘以上 

體育教學 
社團指導 
體育行政 
賽會服務 

0.91* 

227.14
82.87 
262.73
24.22 

3 
3 
3 
3 

75.71 
27.62 
87.58 
9.07 

3.83* 
2.01 
5.47* 
0.84 

3＞1 
 

2、3、4＞1 

         *p<.05 

（二）練習年資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數檢定：練習年資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 
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Λ 值為 0.88，事後比較顯示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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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年資在 4-6 年、7-9 年與 10 年以上之選手比練習年資 3 年以下（含 3 年）

之選手更同意在「體育教學」與「體育行政」之觀點，F 值分別為 4.43 與

8.32，達到顯著差異，請參閱表九。 
表九  練習年資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數顯著性考驗摘要表 

項目 因素 Λ值
型 III 平

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值 事後比較 

1. 3 年以下（含 3 年） 

2. 4-6 年 

3. 7-9 年 

4. 10 年以上 

體育教學 

社團指導 

體育行政 

賽會服務 

0.88*

261.17

79.22 

389.69

41.14 

3 

3 

3 

3 

87.05 

26.40 

129.89 

13.71 

4.43* 

1.92 

8.32* 

1.27 

2、3、4＞1 

 

2、3、4＞1 

 

          *p<.05 

（三）學校地區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數檢定：學校地區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 
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Λ 值為 0.83，事後比較顯示，中部、南部與東部地

區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選手比北部地區選手更同意在「體育教學」之觀點，

中部與南部地區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選手比北部地區選手更同意在「體育

行政」之觀點，F 值分別為 16.68 與 8.67，均達到顯著差異，請參閱表十。 
表十  學校地區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數顯著性考驗摘要表 

項目 因素 Λ值 
型 III 平
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值 事後比較 

1. 北部 
2. 中部 
3. 南部 
4. 東部 

體育教學 
社團指導 
體育行政 
賽會服務 

0.83* 

882.83
37.142
387.586
 12.00

3 
3 
3 
3 

294.28 
 12.38 
129.19 
 4.00 

16.68*
 0.89 
8.27* 
 0.37 

2、3、4＞1 
 

2、3＞1 

          *p<.05 

六、練習時數、練習年資與地區分別在組織行銷多變量變異數檢定 
（一）練習時數在組織行銷多變量變異數檢定：練習時數在組織行銷多變量變異 

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Λ 值為 0.85，事後比較顯示，練習時數在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與 15 小時 1 分鐘以上之選手比練習時

數 5 小時以下之選手更同意在「參加比賽」之觀點，F 值為 12.96，達到顯

著差異。而練習時數在「舉辦比賽」、「曝光率」與「社區發展」之事後比

較分析均未發現顯著差異，請參閱表十一。 
表十一  練習時數在組織行銷多變量變異數顯著性考驗摘要表 

項目 因素 Λ值
型 III 平

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值 事後比較 

1. 5 小時以下 

2.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 

3. 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 

4. 15 小時 1 分鐘以上 

參加比賽 

舉辦比賽 

曝光率 

社區發展 

0.85*

416.68

194.92

175.47

87.17 

3 

3 

3 

3 

 138.89 

64.97 

58.49 

29.05 

12.96*

3.11* 

2.89* 

2.90* 

2、3、4＞1 

未發現顯著差異 

未發現顯著差異 

未發現顯著差異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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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練習年資在組織行銷多變量變異數檢定：練習年資在組織行銷多變量變異 
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Λ值為 0.80，事後比較顯示，練習年資在 4-6 年、7-9
年與 10 年以上的選手均比練習年資在 3 年以下（含 3 年）的選手更同意在

「參加比賽」、「舉辦比賽」與「曝光率」之觀點，練習年資在 10 年以上的

選手比練習年資在 3 年以下（含 3 年）的選手更同意在「社區發展」之觀

點，F 值分別為 11.57、11.41、15.44 與 3.76，均達到顯著差異，請參閱表

十二。 
表十二  練習年資在組織行銷多變量變異數顯著性考驗摘要表 

項目 因素 Λ值
型 III 平
方和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 值 事後比較 

1. 3 年以下（含 3 年） 
2. 4-6 年 
3. 7-9 年 
4. 10 年以上 

參加比賽 
舉辦比賽 
曝光率 

社區發展 

0.80*

649.76
662.82
486.30
112.07

3 
3 
3 
3 

216.58 
220.94 
162.10 
 37.35 

11.57*
11.41*
15.44*
 3.76*

2、3、4＞1 
2、3、4＞1 
2、3、4＞1 

4＞1 

       *p<.05 

（三）學校地區在組織行銷多變量變異數檢定：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學校地區在組 
織行銷達到顯著水準，Λ 值為 0.80，事後比較顯示，中部與南部地區的選

手比北部地區的選手更同意在「參加比賽」、「舉辦比賽」與「曝光率」之

觀點，F 值分別為 7.27、7.11 與 8.14，均達到顯著差異，學校地區對於「社

區發展」之 F 值為 3.45，達到顯著水準，但是事後比較顯示未發現顯著差

異，請參閱表十三。 
表十三  學校地區在組織行銷多變量變異數顯著性考驗摘要表 

項目 因素 Λ值 
型 III 平

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值 事後比較 

1. 北部 

2. 中部 

3. 南部 

4. 東部 

參加比賽 

舉辦比賽 

曝光率 

社區發展 

0.80* 

448.69

428.84

232.73

120.73

3 

3 

3 

3 

149.56 

142.94 

77.57 

40.25 

7.27* 

7.11* 

8.14* 

3.45* 

2、3＞1 

2、3＞1 

2、3＞1 

未發現顯著差異 

           *p<.05 

 

肆、討論 

一、討論 
組別、機構與性別分別在志工服務上之差異比較結果，僅在組別變項發現乙

組比甲組較同意「體育教學」之觀點，達到顯著差異。相信對網球比賽了解的一

般民眾而言，大家可以知道甲組的選手，是屬於體育相關系所或是網球技術相當

高超，可能是之前高中職因為網球術科保送甄試而進入大專院校就讀，這些選手

所花費在練習的時間也相當多，要維持一定的技術水準也必須常常練習。網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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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課程在一般大專院校是常常可以見到的體育課程，任課教師也都是屬於網球運

動相關領域或具備網球技術水準的老師，還有許多網球課程的教師更是學校網球

代表隊的指導老師，或有些指導網球課程的教師是在課後指導網球相關社團的指

導老師，顯而易見的是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的成員常常會和學校擔任網球任課的

體育教師或是與社團均有著密切的關係。甚至網球運動代表隊可以將這些網球技

術的專長運用在指導社區國中小學的網球育樂營，創造網球代表隊的價值與行銷

組合（何奇叡，2003）。而本研究經過調查分析之後顯示，大專院校乙組網球代

表隊的隊員會比甲組網球代表隊的隊員更投入在學校體育課程相關之教學活動，

也會協助網球課程教師在課程當中之理論講解或是協助網球課程之技術示範，除

了有可能甲組選手在大專院校所佔的人數較少之外，也有可能因為甲組選手忙於

個人網球技術的練習與維持，或是準備參加各項網球比賽，因此大專院校乙組網

球代表隊的隊員在志工服務的體育教學方面投入的服務較甲組網球代表隊的隊員

更高。 
組別、機構與性別在組織行銷上之差異比較，發現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甲組

選手均比乙組選手更同意「參加比賽」與「舉辦比賽」之觀點，均達到顯著差異。

對於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甲組的選手而言，他們網球的技術是不容小覷的，而這

些選手也都是一時之選，各校的網球精英，學校也期望這些選手能夠在比賽當中

獲得名次，由研究結果當中也驗證這些甲組的選手均比乙組選手更同意在組織行

銷當中，可以因為參加比賽獲的名次，而將學校的聲譽向上推昇，而且也讓其他

學校知道那些學校的甲組網球代表隊的實力雄厚，讓學校與網球代表隊都能夠藉

由比賽將各自的知名度提升。Kotler and Andreasen (1996)也明確指出非營利組織的

行銷理念運作要以社會行銷的前提之下，建立或改變一般大眾對於運動事件的正

確認知。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甲組的選手對於舉辦比賽方面之觀點也比乙組的選

手更積極投入，雖然甲組與乙組的選手都會協助體育室，或是網球社團舉辦網球

比賽，這些選手在學校舉行網球比賽的時候，也會協助擔任網球比賽之服務工作

人員，但是甲組的選手有可能是因為本身的網球專業素養，參加過許多的比賽，

以及對於許多規則以及裁判的術語等瞭如指掌，或是本身具有裁判證書等因素，

在協助學校或其他機關單位舉辦比賽時，自然駕輕就熟。馮義方（1998）也指出

運動活動主要在藉由參加比賽或是舉辦比賽當中，許多廠商或是企業可以增進形

象與知名度，大專院校在舉辦比賽或是參加網球賽當中，也可以得到這些效果。

在研究結果顯示，甲組比乙組的選手因為常常參加比賽，在舉辦比賽方面的認知

更為積極。 
私立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選手均比公立代表隊選手更同意「參加比賽」與「曝

光率」之觀點，均達到顯著差異。雖然公立大專院校與私立大專校院在體育經費

的支出方面可能無法互相比較，花在運動代表隊的比賽支出方面也很有可能不

同，依研究者在私立學校方面體育經費，詢問其他私立學校以及對照其他公立學

校在體育經費的預算而言，公立學校一般都會比私立學校的體育經費更高，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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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的選手要能夠參加大專運動會，也都必須極力爭取學校經

費補助，加上在球技上面獲得體育室等單位的認同與許可之後，才有機會參加全

國性質之網球比賽，而公立學校網球代表隊的選手則有可能因為體育經費充足，

更有機會對外參加大大小小的比賽。洪嘉文（2002）也強調運動行銷管理在學校

體育之重要性，應當利用行銷組合以推動學校的體育運動。因此，私立大專院校

網球代表隊的選手也必須運用各種機會增加一些收入，以維持代表隊比賽方面的

開銷，而公立學校的網球代表隊選手可能比較不用擔心比賽經費的來源，顯而易

見的是私立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的選手比較認同參加比賽能夠促進組織行銷，藉

由參加比賽而讓學校的名稱能夠出現在網球比賽秩序冊。另一方面而言，私立大

專校院網球代表隊選手也認為曝光率是經營網球代表隊的組織是相當重要的一

環，最常運用的方式是網球代表隊的組織或是與網球社團結合在一起，將所舉辦

過的各項活動情況，以文字或是圖片登錄在網站上面，提供上網者瀏覽。另一種

作法是由學校體育室或是由網球代表隊隊員製作印有網球代表隊的衣服，或是與

網球社團互相合作，在學校內或是校外也會常常穿著，幫學校與網球代表隊打打

知名度，以增加曝光率。代表隊的認同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在於該代表隊是否具有

高度的曝光率，各運動代表隊也希望在比賽期間因為媒體資源，增加代表隊、選

手及相關活動的曝光率，以增加其知名度（施致平，2001）。當然公立學校的網球

代表隊也需都會做上述這些事情，但是私立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更積極的提升學

校與知名度或是協助學校單位爭取校外主承辦網球比賽的機會以增加學校與網球

代表隊的曝光率，也有可能公立學校不需如此大費周章的打知名度，但是私立大

專院校以及所屬的網球代表隊需要如此的作法，才增加許多的曝光機會與提升能

見度程度，這是私立與公立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所背負不同的任務之ㄧ。 
本研究顯示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男性選手比女性選手更同意「參加比賽」之

觀點，達到顯著差異。由研究結果顯示以及對照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男性選手與

女性選手參加比賽的人數而言，男性選手的數目大於女性選手，雖然這僅能作為

參考，因為在甲組雖然選手較少，但大都是網球精英。衡量實際情況與詢問一些

學校的情況而言，男性選手在學校舊比較積極勤練網球技巧，或許是一種企圖心，

或是學會更精良的網球技術，有助於申請獎學金，或申請研究所入學，或是有不

同的未來規劃，會去參加社區（鄉鎮縣市等）之網球聯誼賽，也會以更積極的態

度向學校體育室或相關單位爭取學校經費補助，以便對外比賽的機會。或是因為

擔任網球代表隊的幹部或是負責指導網球社團，要用能夠有資格參加重大比賽，

或是期望以比賽的成績或的他人與自我的肯定。經由研究結果顯示，大專校院網

球代表隊男性選手更積極透過參加比賽的方式，將學校與網球代表隊的名稱，以

組織行銷的方式在大專院校運動會網球項目上面加以推動。 
練習時數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洪嘉文（2003）從各

個學校的運動團隊調查之情況分析之後，指出要有效推展學校動團隊之策略是必

須要推動校內外體育活動，並且創新適性課程設計。練習時數的多寡也顯示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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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網球教練與代表隊之間教練教學指導，代表隊選手練習，以及教練與代表隊

互動的關係，從表 4-18 練習時數在志工服務分析之描述統計摘要表統計數字顯

示，雖然 200 位選手練習時數在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但是最積極參與學校志工

服務體育學方面的是練習時數在 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的選手，而比較沒有花太

多時間在志工服務體育學方面的是練習時數在 5 小時以下的選手，有可能是練習

時數在 5 小時以下的選手，在網球技術並不如預期的理想，也可能還不會一些較

困難的技巧，還需要學習，或是學校網球隊練習的時間並沒有太多場地可以使用

等問題，因而沒有投入太多的教學支援上面。反觀練習時數在 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的選手，以每天練習 2 小時，5 天就超過 10 小時，也有可能這些選手在網球

社團協助，或是協助體育室或是網球指導老師在課程方面的協助，提升體育教學

的品質，也指導與糾正上課學生的技術。也有可能與體育室或是網球指導老師的

互良好，或是學校相關單位要求網球代表隊的協助，在互惠方面，網球代表隊可

以增加網球場地使用時間，增加或添購器材設施等措施，而學校在教學方面更可

以推動志工服務的理念，也同時提升體育教學的品質。再從另外一個觀點省視，

練習時數在 5 小時以下的選手比其他選手更少協助體育室等相關行政工作，而練

習時數在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與 15 小時 1 分鐘以上的選

手均能夠運用時間協助體育室或是學校相關單位整理網球場的場地，維護網球場

的環境整潔，網球場地（或體育館內之網球場）之開放，或是協助體育室運動器

材之租借相關事項。志工必須發自於個人意願，從事無薪酬之各項運動志願服務

人員者（Smith, 1981），而研究結果也顯示練習時數愈少的網球代表隊選手，愈少

協助體育室或是學校相關單位進行志工服務體育行政的工作，除了有可能與學

校、體育室或教練的互動比較少之外。也有可能學校的場地使用時段安排的比較

緊湊，或是學校體育室有專人負責整理與網球場地的環境整潔，網球場地的開放

或器材租借相關事宜，因此與其它練習時數在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與 15 小時 1 分鐘以上的選手在志工服務體育行政方面具顯著的差異。 

練習年資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

練習年資在 3 年以下（含 3 年）之選手，均比練習年資在 4-6 年、7-9 年與 10 年以

上選手的人數少一倍以上，除了可以知道參加比賽的代表隊練習年資以 4-6 年與

7-9 年的選手居多，而練習年資在 3 年以下（含 3 年）之選手最少之外，另一方面，

也可以從人數上面了解，這些練習年資在 3 年以下（含 3 年）之選手有可能因應

團體比賽項目所需團隊的人數，因而參加比賽。也有可能是新手，但是網球的技

術還可以參加比賽，也還有許多事務或是網球技術上面需要學習，或是運動團隊

志工服務品質與成效也因無薪酬的自願服務，有時比較無法做有效的管理，或是

約束力難以掌控（曾華源、郭靜晃，2000；歐吉書，2003），而練習年資在 4-6 年、

7-9 年與 10 年以上的選手在網球技術水準，網球代表隊的倫理觀念，組織文化，

以及參與學校或是體育室的行政工作，在網球課程的指導方面，也有可能因為上

述的觀念，並且配合自己的網球技術水準，可以協助網球相關體育課程的指導。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第四卷  第二期  70-94 頁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 
Journal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2007, Vol.4, No.2, 70-94         ISSN：1815-4093 

 85

再回頭探討這些練習年資在 3 年以下（含 3 年）之選手，也有可能是較低年級的

學生，或是有可能以候補選手的立場進入網球代表隊，所要學習的事情與球技均

相當多，即使有意願或已經在協助體育教學志工服務，但是也有可能只是指導一

些相當基礎的技術，例如代操、體能訓練、握拍、餵送球等基本動作。在協助體

育行政的志工服務方面，也有可能應對進退等禮儀，或是與體育室相關單位還沒

有建立深厚的關係，因此所擔任的志工服務工作也就沒有那麼積極。 
學校地區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從各大專院校地區位

置分析，以及大專院校網球體育課程開課之情況，許多學校都開設網球之體育課

程，而北部許多學校所開設的網球體育課程也相當多，在全國大專院校當中所佔

的比率也高（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96 年體育教師名錄，2006）。因此有可

能是北部學校地區的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選手無法參與所有的網球體育課程，或

是無法兼顧這些需要選手協助指導的網球課程，也有可能參與網球體育教學的選

手人數較少，或是因為網球教練或是網球體育課程的指導老師沒有要求協助等原

因，因而北部網球代表隊選手比較沒有積極投入網球教學課程。但是中部、南部

與東部地區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選手因為教練、課程需要以及社團指導等需求，

在體育教學方面較為積極因此在志工服務方面較為正面的回應，與北部大專院校

網球代表隊選手在體育教學的反應不同，呈現顯著的差異。周學雯（2002）探討

台灣地區大專院校學生進行參與運動志工之意願調查，結果顯示動機為「自我成

長」、「服務他人」、「求知識與技巧」、「人際因素」、及「回饋社會」等因素，影響

運動志工服務的因素中，學生最重視「個人配合度」、及「活動特性」等因素。在

協助體育室有關行政工作方面而言，中部與南部地區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選手比

北部地區選手更積極投入協助體育室有關體育行政之工作，有可能是中部與南部

地區在體育館或是網球場地方面的需要，因此網球代表隊會協助體育室運動器材

之租借相關事項或是協助網球場地（或體育館內之網球場）之開放，整理網球場

的場地與環境整潔，或是協助處理體育室臨時交代事項，而北部地區學校之網球

代表隊或許也有協助體育室進行志工服務項目，或是偏向於網球社團的指導，或

是自行練習球技，或是指導社區網球教學等因素，因此有可能與中部與南部地區

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選手所服務的項目不同，或是與周學雯（2002）研究之服務

他人、求知識與技巧及回饋社會等因素有關，因此呈現顯著之差異。 
練習時數在組織行銷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練習時數的多寡除了

可以了解大專院校網球選手在網球場地的使用時間之外，也可以去推論網球技術

的水準，因為網球的技術需要不斷的練習。研究也顯示練習時數在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與 15 小時 1 分鐘以上之選手比練習時數 5 小時以下

之選手更積極投入於勤練球技，因為學校派出網球代表隊參加大專運動會，其目

的當然希望能夠得到名次，因此在調查當中也可以發現，許多網球代表隊的選手

都提升練習時數，以爭取能夠對外比賽的一些機會，或是藉由參加社區或是鄉鎮

縣市等網球聯誼賽，以增加本身的比賽經驗與臨場應敵的對策。而且許多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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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代表隊選手因為要對外參加比賽，一些在校外舉辦的大型運動賽會，例如要

參加在其他地區所舉辦的大專院動會，需要交通費、膳食費用、住宿費用、雜支

等費用，對於學生而言，均是相當龐大的經費支出。因此這些練習時數較高的網

球選手，有可能藉由勤練球技，延長練習時間，以及用心去經營網球代表隊，以

爭取學校經費補助，藉以參加全國性質之網球比賽，也有可能收取隊費維持代表

隊比賽的開銷。從另一個觀點，或許練習時數較少的網球代表隊也是如此經營，

但有可能受限於場地的安排、時段、或是剛成立的網球代表隊，或是教練無法每

天指導等許多原因，因此與練習時數在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與 15 小時 1 分鐘以上之選手的回應有所不同，呈現顯著的差異。 

練習年資在組織行銷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對於網球選手而言，

勤練球技的目的雖然有許多種不同的理由，例如技術高超，可以交到許多朋友，

或獲得同儕與同學師長的稱讚。可以到網球相關的俱樂部當教練，有打工賺取經

費的機會。參加比賽，期望獲得名次，可以申請研究所與教練或學校的讚揚。另

一個相當重要的理由，就是獲得大專運動會，或是全國性質的網球比賽前幾名，

電視轉播或是體育台會介紹或播出片段精彩鏡頭，以及將學校或個人的名稱加以

介紹列出。報章雜誌也不會錯過這種大型運動賽會的相關新聞，可以將學校的名

稱加以行銷，對於學校的知名度也會提升，將學校的組織架構推上媒體，直接進

行學校組織的行銷。透過參加比賽的過程，球員可以從中學到專門的運動技術，

並可提供為球員做為未來加入職業運動準備、以及獲得個人成就感的價值所在（張

文雄，2006）。研究結果當中也指出，練習年資在 3 年以下（含 3 年）的網球代表

隊選手或許比較不知道網球技術的優良與否，能夠幫自己或是學校帶來一些組織

行銷的功能，也或許這些選手才剛起步的階段，還有許多網球技術要學習，比賽

的經驗也不足，或是仍然沒有自信參加比賽，心理壓力等問題，因此在組織行銷

參加比賽方面，與 4-6 年、7-9 年與 10 年以上的選手認知不同，達顯著差異。練習

年資愈久，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選手的技術通常會愈來愈好，而且對於網球的裁

判規則、判決的手勢、裁決的語調與用詞都會更清楚。蘇俊仁（2004）也指出社

區環境、社區組織與活力、社區健康服務息息相關，網球學校代表隊如果能夠在

社區當中服務，也能增進社區的網球技術發展程度，居民對於網球學校代表隊的

認同比率就會越高。研究結果顯示練習年資在 4-6 年、7-9 年與 10 年以上的選手比

較積極辦理比賽的相關流程，包括協助體育室（或網球社團）舉辦網球比賽，協

助擔任網球比賽之服務工作人員，協助體育室（或網球社團）規劃網球比賽相關

流程，協助社區（鄉鎮縣市等）規劃網球比賽相關流程，協助社區（鄉鎮縣市等）

舉辦網球比賽等事項，有可能是因為參與網球運動項目的年資比較久，而且也從

中學習舉辦網球比賽的規劃、報名、安排賽程、擔任裁判或工作人員等服務，因

此能夠幫網球代表隊舉辦比賽，因而也能協助學校主辦、協辦或承辦網球比賽，

將學校名稱藉由舉辦比賽的方式，行銷學校的優點與知名度。而另一方面，練習

年資在 3 年以下（含 3 年）的選手有可能因為接觸網球的年資還不夠長，未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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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這些可以進行學校組織行銷的方式，或是在舉辦比賽的相關流程還在學習觀摩

階段，因此與年資在 4-6 年、7-9 年與 10 年以上的選手呈現顯著差異之現象。從練

習年資審視較長或較短的網球選手，練習年資在 4-6 年、7-9 年與 10 年以上的大專

院校網球代表隊的選手，因為經年累月不斷的練習網球技術，也投入不少的精神

與體力在網球運動上面，他們也會期望網球運動受到重視，也正如研究者從事網

球運動，也想要為網球運動盡一份心力。因此，這些練習年資較長（4-6 年、7-9
年與 10 年以上）的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的選手，有可能協助學校的網球社團，或

是將代表隊與網球社團的一些活動情況，置放在網頁，讓代表隊成員、網球社團

成員、其他對網球有興趣的學生或是一般民眾都可以上網瀏覽，也有可能運用網

球代表隊或社團的人力，協助學校主辦、承辦、協辦各項網球比賽。但是對於年

資在 3 年以下（含 3 年）的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的選手而言，有些網路方面的活

動可以協助，但是有些協助舉辦比賽等方面的活動，有可能是所受的訓練仍舊不

足，或是網球知識尚未充足，因此比較無法支援這類的活動。因此在大專院校網

球代表隊網球選手組織行銷方面，讓學校與代表隊盡可能曝光這方面，練習年資

在 4-6 年、7-9 年與 10 年以上的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的選手均比練習年資在 3 年以

下（含 3 年）的選手更注重學校與網球代表隊的曝光率，達到顯著的差異。誠如

之前探討有關練習年資的多寡所透露出來的訊息，從一般的常識當中也可以判斷

與推論，練習年資較長而且是大學院校網球代表隊的選手，很可能是甲組的選手，

即使不是甲組的選手，網球技術想當然也應該不會像初學者而會有一定或稱為中

等以上的水準，也就是說，這些練習年資在 10 年以上的選手，至少歷經國中時候

就已經啟蒙，高中職階段的練習，以及大學校院的磨練與比賽經驗，所以在網球

技術發球、上網截擊、吊小球、高吊球、正反手切球，以及正反手的上施抽球都

應該能夠在球場當中揮灑自如。從研究結果當中也指出，這些練習年資在 10 年以

上的選手，比較會協助體育室進行組織行銷公關的工作，例如協助社區網球的發

展。也因為這些練習年資在 10 年以上的網球選手，他們有能力擔任社區的網球社

團指導的工作，因應附近中等學校或鄉鎮縣市等網球社團的請求與邀請，也可以

協助規劃管理或辦理訓練課程等網球教學活動，或是協助規劃比賽報名與安排賽

程，甚至舉辦比賽等繁複的活動。所以可以從這麼多的網球教學，網球訓練，社

區網球規劃等項目得知，對於練習年資在 3 年（含）以下的網球選手有許多層面

的困難度，因此與練習年資在 10 年以上的網球選手的觀點與做法不同，呈現顯著

的差異。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學校地區在組織行銷達到顯著水準，洪嘉文（2003）分析

學校運動團隊之情況指出落實法令執行與輔導、活絡校內外體育活動、創新適性

課程設計、增加學生身體活動機會、重視學校體育政策行銷等方式，可以有效推

動學校團隊之策略，也可以從這些理論了解非營利組織行銷對於網球代表隊推廣

網球運動有其重要性。對於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的選手而言，能夠被選入在學校

的網球代表隊當中，表示他們在網球技術水準都能達到網球教練主觀認定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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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學校也期望能夠藉由網球代表隊的校外比賽，讓社區鄉鎮、縣市或全國都

能夠知道自己學校對網球運動的支持與推動，能夠將學校的名稱宣傳行銷到各

界。對於不同地區的網球代表隊選手而言，他們的看法也許都能了解網球代表隊

最終目的就是要參加比賽獲得優良的成績，但是中部與南部地區的選手更強烈的

感受到必須參加比賽的使命感。另一方面而言，中部與南部地區的網球代表隊選

手更認為勤練球技的重要性，也參加社區鄉鎮縣市等網球聯誼賽，以磨練球技，

爭取全國性質之網球比賽自然不在話下。由研究結果可以得知，大專院校網球代

表隊的選手應當了解自己參加網球代表隊的意義，也知道身負學校名譽的宣揚，

尤其是中部與南部地區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的選手更加認同參加比賽以達到學校

校名組織行銷的觀點，與北部地區之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之看法呈現顯著之差

異。中部與南部地區的選手比北部地區的選手更同意在「舉辦比賽」之觀點，對

於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選手而言，除了加入網球代表隊，是為了學校、體育室、

網球代表隊以及個人取得優良的比賽成績之外，舉辦比賽也是另外一項非常重要

的任務，因為有比賽的舉辦，才有參加比賽的機會。從不同地區來探討有關網球

代表隊之隊員協助網球教練、體育室或學校等單位主辦、協辦或承辦社區、鄉鎮、

縣市等籌備或規劃網球相關賽程等活動，或是舉行比賽，或是擔任比賽之服務人

員等方面，中部與南部地區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選手相當認同應當要協助教練、

體育室等單位舉辦比賽，以達到學校名稱能夠讓各參加隊伍知道。另外有可能是

選手在答覆這些有關比賽舉辦的相關題項的時候，認為網球代表隊協助比賽的舉

辦是理所當然的，或是因為各地區舉辦比賽的次數不見得會一樣，或是選手協助

的任務不同，因此北部地區的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選手在舉辦比賽方面的看法與

觀點有所不同，他們也許認為舉辦比賽也是很重要，但是也有可能協助比賽舉辦

的次數較少，比較不像中部與南部地區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選手那麼積極，因而

呈現顯著之差異。中部與南部地區的選手比北部地區的選手更同意在「曝光率」

之觀點，在這些不同情況曝光率的活動項目方面，有可能各地區大專院校網球代

表隊的選手都或多或少在行銷自己的學校與自己的網球代表隊，但是中部地區與

南部地區的網球代表隊選手更同意自己的網球代表隊一直在做這些事務，例如協

助學校單位爭取校外主承辦網球比賽的機會，常常穿著印有網球代表隊或網球社

團的衣服，以學校名稱協助辦理校外社區或鄉鎮縣市等各項賽事，在網站登錄網

球代表隊或網球社團的組織與舉辦各項活動情況等等。這些中部與南部地區網球

代表隊選手與北部地區網球代表隊選手的不同點，可能是網球代表隊的活動方

式，例如，有可能因為地區性質的不同，在網球場地的設計與開放時間以及空間

的不同，也有可能涉及網球場地外借與營運的問題，室內場地或是戶外開放場地

的管理與開放問題，而研究者實際探訪考量中部與南部地區以室外網球場地較多

見，網球代表隊選手在場地活動的能見度也比較高。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這些

地區網球代表隊與網球社團結合度較高，例如配合社團相關活動或是與學校結

合，舉辦各項活動與比賽等。因此，中部與南部地區的網球代表隊選手更積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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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度與曝光情況方面的運作，與北部地區網球代表隊呈現顯著的差異。 
 
二、研究結論 
（一）人口統計變項分析：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以乙組選手佔 88.6％居多，來自 

私立學校的選手佔 57.6％稍多，男性選手佔 74.4％居多數，平均每週總練

習時數以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佔 63.3％居多數，練習年資以 4-6 年佔 32.9
％以及 7-9 年佔 43.7％居多數，學校在北部地區的選手佔 27.5％，中部地區

的選手佔 28.2％，南部地區選手佔 35.4％，東部地區選手佔 8.2％最少。 
（二）志工服務因素發展為「體育教學」、「社團指導」、「體育行政」與「賽會服

務」，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0.93%，組織行銷因素發展為「參加比賽」、「舉辦

比賽」、「曝光率」與「社區發展」，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3.51%。 
（三）組別、機構與性別分別在志工服務之差異比較 

1. 乙組比甲組更同意「體育教學」之觀點，達到顯著差異。 
2. 機構在志工服務獨立樣本 t 檢定均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公立或私立大專校

院網球代表隊之選手在「體育教學」、「社團指導」、「體育行政」與「賽會

服務」方面的認知大致相同，皆沒有顯著的差異。 
3. 性別在志工服務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均未達顯著水準，大專校院男性與女

性網球代表隊選手對於「體育教學」、「社團指導」、「體育行政」與「賽會

服務」方面，均抱持相同的觀點，因此沒有顯著差異。 
（四）組別、機構與性別在組織行銷之差異比較 

1. 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甲組選手均比乙組選手更同意「參加比賽」與「舉辦

比賽」之觀點，均達到顯著差異。 
2. 私立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選手均比公立代表隊選手更同意「參加比賽」與

「曝光率」之觀點，均達到顯著差異。 
3. 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男性選手比女性選手更同意「參加比賽」之觀點，達

到顯著差異。 
（五）練習時數、練習年資與學校地區分別在志工服務多變量變異數檢定 

1. 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練習時數在 10小時 1分鐘-15小時的選手比練習時數

在 5 小時以下的選手更同意在「體育教學」之觀點，練習時數在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與 15 小時 1 分鐘以上的選手均比練

習時數在 5 小時以下的選手更同意在「體育行政」之觀點，均達到顯著差

異。 
2. 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練習年資在 4-6 年、7-9 年與 10 年以上之選手比練習

年資 3 年以下（含 3 年）之選手更同意在「體育教學」與「體育行政」之

觀點，達到顯著差異。 
3. 中部、南部與東部地區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選手比北部地區選手更同意在

「體育教學」之觀點，中部與南部地區大專校院網球代表隊選手比北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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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手更同意在「體育行政」之觀點，均達到顯著差異。 
（六）練習時數、練習年資與學校地區分別在組織行銷多變量變異數檢定 

1. 練習時數在 5 小時 1 分鐘-10 小時、10 小時 1 分鐘-15 小時與 15 小時 1 分

鐘以上之選手比練習時數 5 小時以下之選手更同意在「參加比賽」之觀

點，達到顯著差異。 
2. 練習年資在 4-6 年、7-9 年與 10 年以上的選手均比練習年資在 3 年以下（含

3 年）的選手更同意在「參加比賽」、「舉辦比賽」與「曝光率」之觀點，

練習年資在 10 年以上的選手比練習年資在 3 年以下（含 3 年）的選手更

同意在「社區發展」之觀點，均達到顯著差異。 
3. 中部與南部地區的選手比北部地區的選手更同意在「參加比賽」、「舉辦比

賽」與「曝光率」之觀點，均達到顯著差異。 
 
三、建 議 
    研究結果當中呈現人口統計變項分別在網球代表隊志工服務與組織行銷方面

呈現顯著的差異，以下提出幾項建議，以供大專院校體育室、網球代表隊教練與

隊員等參考。 
（一）網球代表隊志工服務方面的建議 

1. 學習網球技術教學流程：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選手的專長在於網球技術的

發揮，對於志工服務方面具體可行的方案就是協助體育教學。他們可以在

網球課程當中進行的理論講解、課程內容的說明、網球技術示範、糾正輔

導修習網球課程學生之技術或是協助網球課程之發送球（餵球）教學服

務。而學校網球代表隊的教練或是網球隊隊長也應當在網球代表隊練習網

球技術的時候，指導這些網球代表隊的隊員學習網球教學的概念與理論，

並且建立指導網球技術與教學的各個步驟，並且依抽球、截擊、發球、高

壓殺球等加以分門別類，建立教學的流程，以提高服務的品質與水準。 
2. 融入網球社團：其實許多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已經與社團結合，因此具體

建議是將這種關係化為分割不開的關係，例如在社團活動期間，協助網球

社團發送球（餵球）之教學服務與技術糾正輔導，協助網球社團招募新生

之工作，以及隨時提供網球社團有關網球技術學習等服務。這樣可以帶動

社團的成長，達到服務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藉由網球社團社員技術的

提升，進而增加網球代表隊員的成長。 
3. 體育行政服務：大專院校由體育室（組）掌管運動相關行政業務，在運動

代表隊志工服務方面，具體建議包括協助網球場地的整理，維護網球場的

環境整潔，網球場地（或體育館內之網球場）之開放，或是運動器材之租

借等相關事項，網球代表隊可以協助體育室許多的工作項目與服務，並且

可以促進體育室與網球代表隊之間的關係，而且藉由服務規劃著手，加強

網球代表隊人員的教育與服務，觀點溝通，而且教練也能夠讓網球代表隊

選手之道服務的重要性，也藉此了解代表隊有可能運用服務進行代表隊的

未來行銷發展趨勢。 
4. 學習賽會服務流程：身為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就會有參加比賽或是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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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的機會，因此教練或是隊長等關鍵人物必須灌輸代表隊員賽會服務的

觀念。建議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選手在校內網球比賽時，就要擔任服務工

作人員，如果有機會，也要爭取到校外社區或鄉鎮縣市等網球運動賽會擔

任服務人員，或是能夠協助規劃校內或是校外社區或鄉鎮縣市等網球比賽

之相關工作，在工作中學習，也觀察賽會服務流程的步驟，以提升服務水

準，在這種學習與服務的過程當中，未來可以舉辦網球運動相關賽會。 
（二）網球代表隊組織行銷方面的建議 

1. 參加比賽，為校爭光：大專院校成立網球運動代表隊的目的在於參加比

賽，以獲得優異的成績，為學校爭光榮，而且也是行銷的方式之ㄧ，能夠

讓學校的名稱與代表隊的技術，獲得各界的肯定，也藉此達到組織行銷的

目的。建議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要多多參加比賽，當然前提是必須要勤練

球技，無論是校內的網球比賽，社區鄉鎮縣市等網球聯誼賽，或是全國性

質之網球比賽，均是相當好的宣傳機會。 
2. 藉由舉辦比賽提昇知名度：從運動行銷方面來觀察組織行銷的運作，網球

運動可以跳脫活動而成為一種宣傳的工具，讓網球運動賽會成為運動的產

品，並且藉由舉辦比賽而發揮組織行銷的功能。建議大專院校網球代表隊

應當協助體育室、網球社團、社區鄉鎮縣市等規劃網球比賽相關流程，協

助擔任網球比賽之服務工作人員，並且學習舉辦網球比賽的知識與方法，

也藉此可以在學校體育策略之組織行銷導向當中，積極創造學校知名度，

也可以據組織行銷當中出現的問題或是產生的機會，因而強化學校、體育

室與網球代表隊的形象，並且可以和其他學校體育室與網球代表隊互動與

交流。 
3. 提升學校與網球代表隊的能見度：增加曝光率也就是增加網球代表隊的能

見度，讓學校與網球代表隊的名稱常常在地區以及全國性質的賽會當中出

現。具體的建議包括上課或是社團活動當中，常常穿著印有學校名稱、網

球代表隊或網球社團的衣服，或在每學期初球隊選秀或是社團招募新社員

的時候，繪製海報傳單張貼網球代表隊近況，讓校內師生知道網球代表隊

的努力與自我的宣傳。亦可以在網站登錄網球代表隊或網球社團的組織與

舉辦各項活動情況，供一般上網者瀏覽。更積極的方式包括協助學校單位

以學校名稱協助辦理校外社區或鄉鎮縣市各項網球賽事，藉此與參與的學

校或是民眾進行比賽與交流，亦可以同時提供代表隊相關訊息，進而推動

組織之行銷，也有助於網球運動之推廣與知名度的提升。 
4. 敦親睦鄰，融入社區：網球運動是兼具運動、競賽、休閒與健身的活動，

也是可以推廣之社區發展的運動之ㄧ。建議大專院校網球運動代表隊必須

投入服務，協助社區鄉鎮縣市等中等學校網球項目訓練教學、網球社團規

劃管理、交流活動與舉辦網球比賽等活動，藉此融入社區。或是學校可以

運用、修正或研擬開放網球場地使用辦法，收取費用等方式，多與社區民

眾或是當地之中等學校接觸，開發社區民眾利用夜間或是假日到學校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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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一方面敦親睦鄰，一方面藉由網球場地之經營與管理，讓網球代表隊

隊員利用閒暇之餘服務鄉里與學校，更可以為網球代表隊、體育室與學校

募款。 
（三）對於未來研究之建議 

1. 志工服務與組織行銷的運用：由於志工服務也必須運用組織行銷的方式建

立學校內外的關係以提升知名度，未來不同運動項目的的運動代表隊亦可

以探討志工服務與組織行銷對學校與運動代表隊的影響。 
2. 志工服務熱忱之研究：探討運動代表隊對於志工服務的心理層面，教練的

支持度或是體育室的觀點，代表隊選手的服務義工等觀念，以推動志工服

務的相關研究。 
3. 組織行銷的相關事項的研究：網球運動項目之推動與服務可以增加學校與

網球代表隊的知名度，組織行銷亦面臨網球教學技術的水準，財務狀況的

分析，募款的方式，或是贊助的情況，均是未來研究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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