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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聽之下，運動團隊文化似乎是一個新的名詞，事實上早在 1987 年著名的運動心理學者

Martens(1987)在「美國教練效能課程」所出版之＜運動心理學教練指南＞一書就曾指出「團隊

文化是一個團隊做事的方式，是滋養團隊心理的社會結構工程(social architecture)，與建立成功

的氣候有關」。然而，有關運動團隊文化的探討還在發展階段，對於運動團隊文化的機制與相關

影響，仍有很大的探討空間。

　　因此，本文擬從組織文化來談運動團隊文化，說明運動團隊文化與組織文化的關係，以及

對運動團隊文化的概念發展、測量工具與相關研究做一整理。希望藉此相關理論的介紹與整理，

能提供給對團隊文化有興趣的研究同好作為參考。

　　組織文化是組織心理學所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但回顧以往的文化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30
年代初期，是社會學家與人類學家所研究的範疇之一(McCormick & Tiffin, 1970)。在 70 年代末

與 80 年代初，由於日本多國或跨國組織(multinational or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成功地控制許

多市場，擊敗同類型的美國公司，使美國夢(american dream)遭受到重大打擊，進而引起美國學

者及管理階層的自省，並產生企業觀點的轉變，使得組織文化逐漸受到重視，並且廣泛運用到

企業管理場域，甚至延伸到醫療團隊、運動團隊以及學校組織等領域(Smircich & Calas, 1987)。

　　雖然組織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的定義以及分析層級仍有所爭論，不過從事文化研究者大致採

用基本假設、價值觀、信念、規範、典禮、儀式、隱喻、故事以及語言等九項作為研究素材，

以此做為組織文化的內涵。譬如：Barley(1983)認為組織文化研究其實都是使用相似的術語(terms)
或構念(constructs)，這些術語及建構其差異在於不同研究者的主觀及客觀以及意識或潛意識做為

認定的文化研究對象。

　　雖然組織文化的概念及內涵複雜，但大部分的學者都同意以組成文化的層級來瞭解組織文

化，Schein(1985)依據文化的抽象與具體性，將文化分成人工製品與創造物、價值觀及基本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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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個層級論，並認為只有第三層次的文化－基本假設才是所謂的文化。Ott(1989)提出基本假

設、價值觀、行為模式以及人工飾物等組織文化四級層論；另一位學者 Rousseau(1990)提出基

本假設、價值觀、行為規範、行為模式以及人工製品等組織文化五層級論；Hofstede、Neuijen、

Ohayv 和 Sanders(1990)則提出價值觀及實務等組織文化二層級論。以上幾位學者所提出之組織

文化層級論可整理成表一，從表一不難看出彼此共同觀點就是所有層級裡均涵蓋著「價值觀」，

可見價值觀是組織文化重要的內涵。

表一　組織文化的層級

研究者
層級

Schein
(1985)

Ott
(1989)

Rousseau
(1990)

Hofstede et al.
(1990)

人工飾物 人工飾物
外顯

人工飾物
科技。※ 藝術。
可見及可聽的行為模式。 行為模式 行為模式

實務
功能論

行為規範
中間

價值觀
物理環境中可以接受考驗的信念。
能接受社會共識考驗的信念。

價值觀

價值觀

內隱

基本假設
與環境的關係。
時間、空間及實體的本質。
人性的本質。
人類活動的本質。
人際關係的本質。

基本假設 基本假設

價值觀

　　　資料來源：郭建志（1999）

　　從前一段組織文化的內涵可知，雖然學者提出組織文化層級論略有差異，但價值觀是組織

文化的關鍵內涵(如：Allaire & Firsirotu, 1984; Davis, 1984; Deal & Kennedy, 1982; Ott, 1989; Ouchi,
1981; Pascale & Athos, 1981; Peters & Waterman, 1982; Smircich, 1983)。雖然 Schein(1985)認為基

本假設才是組織文化的本質，但組織文化不易被操控及測量，因此難以以基本假設作為研究單

位。此外，價值觀會影響行為規範、行為模式以及人工製品，因此價值觀是此文化層次的形成

動力與能量來源。就組成文化的層級論而言，即便組織文化的研究對象是組織規範，其基礎仍

是價值觀；如果組織文化是以典禮、儀式、故事做為研究重心時，也是反映了組織基本的信念

和價值觀，所以以價值觀來指稱組織文化做為實證研究的素材內容（丁虹，1987；郭建志，1992；

郭建志、鄭伯壎，2001；鄭伯壎，1990、1992、1993、1995）。亦因此，如要深入瞭解組織文化

的真正意涵勢必要從價值觀著手。

　　既然組織會產生組織文化，那運動團隊會產生團隊文化嗎？如果運動團隊能夠形成文化，

那運動團隊文化的概念與內涵又是哪些？而且，相關的研究有哪些呢？這些問題綜合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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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福，2001；高三福、簡曜輝、莊仲仁，2002；Kao & Cheng, 2005）茲整理如下。

　　Schein(1985: chapter 8)曾以團體動力學顧問角色觀察 T 團體(T group)的方式來探討組織文化

的形成，Schein(1985)發現由組織各單位來的成員組成 10-15 人之 T 團體，每天 4 小時到 8 小時

的訓練課程，團體成員從問題挫折到問題解決的過程當中，會自動發展出人際衝突的解決方式

及情緒宣洩的規則，並對權威的服從到問題解決形成「有效」的方法。進一步說，Schein 此一

研究直接提供小團體能夠透過特殊用語(jargon)、權威系統、同儕規範及不同角色與團體意識形

態進而形成團隊文化的演進。換言之，小團體會形成團體文化，亦因此，運動團隊亦會形成其

團隊所獨有的團隊文化，而這些可能表現在其團隊的互動模式、人際關係、特殊用語等等（高

三福，2001）。

　　有關運動團隊文化的概念，在高三福等（2002）的研究中，將運動團隊文化區分為外部環

境與內部因素，將運動團隊文化的概念進一步的釐清（見圖一）。在圖一所示團隊文化外部環境

指的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團隊文化內部因素指的是運動團隊內部的架構系統，包括了領導、目

標、比賽及結構等四個內容。基本上，高三福等（2002）根據此概念圖以棒球項目作為蒐集團

隊價值觀的來源，以質性研究訪談法，訪談大專社會甲組與職業隊各一隊，共得到 12 個向度的

團隊價值觀，分別為競爭、奮鬥、團隊、服從、技術、紀律、比賽、奪標、照顧、成長、運動

生命及成員取向。爾後在進一步的研究中，Kao 和 Cheng(2005)純化原先 12 個向度的團隊價值

觀，得到競爭取向、奮鬥取向、團隊取向及服從取向的團隊價值觀，並正式命名為團隊價值觀

量表(Team Value Questionnaire, TVQ)。

圖一　團隊文化的概念範疇

資料來源：高三福等（2002）

內部因素

外部環境

領導

比賽 結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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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年來有關運動團隊文化的研究，整理如表二。從表二可知，團隊文化可以和教練領導、

團隊衝突、團隊滿意、及自信心等議題相結合，而且研究結果亦都顯示出團隊文化與相關議題

具有一定程度的關係，表示團隊文化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主題。不過就從這些研究當中，宋一

夫（2005）以大專院校游泳運動團隊與價值觀之調查研究，只侷限單一運動項目對團隊文化的

關係，並未將其他運動項目做一分類及比較，缺乏真實內容的應用性，削減了團隊文化的參考

價值。

　　由於以上的研究者有若干的缺失，但從研究數量而言，相關研究數量仍不多見，未來其實

可以進行相關的議題深入探討。

表二　近年有關運動團隊文化之研究

年代 研究題目 研究類型 作者 主要研究結果

1999 運動教練領導風格與運動代表
隊團隊文化關聯性之研究

實證性研究 涂志賢
運動教練領導風格與團隊文
化具有密切關聯性存在。

2001 團隊文化與教練領導：質化與
量化兩種研究途徑

實證性與概念性
的研究

高三福
建構出運動團隊文化基本雛
形。

2002 運動團隊文化的建構與內容：
質化研究的途徑

概念性研究
高三福
簡耀輝
莊仲仁

共得到12個向度的團隊價值
觀。

2003 衝突解決、團隊價值觀一致性
與團隊滿意關係之研究

實證性研究 謝明輝
團隊取向對團隊滿意有顯著
正向關係。

2004 教練家長式領導、團隊文化價
值觀對團隊承諾之影響研究

實證性研究
湯慧娟
宋一夫

家長式教練領導、團隊價值
觀及團隊承諾之間有相關。

2005 我國大專院校游泳運動團隊文
化價值觀之調查研究

實證性研究 宋一夫

大專游泳選手知覺團隊價值
觀以團隊取向得分最高依次
為成長、服從、紀律、成員、
奪標等取向。

2005 團隊文化、運動員特徵與運動
自信心來源的關係

實證性研究
郭香雲
黃崇儒
葉良志

團隊文化與運動自信心有顯
著正向關係。

2005
Assessing sport team cultur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實證性與概念性
研究

Kao & Cheng
確定競爭取向、奮鬥取向、
團隊取向及服從取向之團隊
價值觀量表(TVQ)。

　　在民主社會化的今天，強調個人尊嚴及個人化的世代，與過去傳統式的重視團隊、忽視個

人的時代已大相逕庭，進一步地說團隊文化是否會受到歷史、社會及文化的影響？以及新興優

秀的團隊是如何建構團隊文化價值觀？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議題。其實影響運動團隊文化的因

素相當繁多，例如運動成績表現、團隊凝聚力、學校文化以及團隊承諾等，到目前為止仍無法

得知這些因素對運動團隊文化的影響程度為何？以上所述都是未來值得深入探討的相關議題，

以便建立運動團隊文化之完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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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文化的研究在組織行為歷時超過三十年，至今仍是熱門的研究主題，由此看來，運動

團隊文化的研究仍處於萌芽階段，相關議題值得未來更多研究同好投入探討。進一步地說，無

論是以質性研究發展概念，或是以量化研究驗證變項關係，運動團隊文化都是極為適合的研究

題材，而且由於團隊文化與領導關係密切，如從組織發展(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的研究來

看，將來亦能發展出以團隊文化為基礎的團隊介入策略。總之，運動團隊文化仍在萌芽的發展

階段，是一個值得未來極力投入的研究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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