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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理論。大專體育雙月刊，70期，130~135頁。 

59. 陳龍弘、盧俊宏(2004)：我好氣！今天又不能運動了！再談健身運動情境中的負

面運動上癮。中華體育季刊，73期，133-137頁。 

60. 卓國雄、盧俊宏 (2004) :集體效能、團隊凝聚力和社會懈怠與拔河成績表現之關

係研究。臺灣運動心理學報，3期，83~96頁。 

61. 陳龍弘、盧俊宏、陳淑珠(2004) : 真的是要活就要動：身體活動與健康效益之探

討。健康世界，339期，36~39頁。 

62. 盧俊宏 (2003) : 重量訓練對大學女生身體自我概念和心情之影響。臺灣運動心

理學報，3期，111~126頁。 

63. 陳龍弘、盧俊宏(2003) : 生物回饋訓練對運動表現影響之探討。大專體育雙月

刊，68期，165~171頁。 

64. 劉從國、盧俊宏(2003) : 運動競賽成敗結果、歸因、以及情緒之關係研究：驗證

Weiner (1985)成就動機和情緒的歸因理論。體育學報，35， 127~141頁。 

65. 邱秀霞、盧俊宏(2003) : 運動員主客觀成敗對其歸因差異之研究，大專體育學

刊，4(2)， 55~67頁。 

66. 盧俊宏 (2003): 規律運動、心理健康、和生活品質。國民體育季刊，31(1)，60~73

頁。 

67. 鍾孟玲、盧俊宏(2002) : 舞蹈成就目標取向量表之修訂研究，彰化師大體育學

報，3, 112~120頁。 

68. 李安忠、盧俊宏 (2002) : 多向度運動員精神取向量表修訂研究。臺灣運動心理

學報，1期，47~56頁。 

69. 林孟逸、盧俊宏 (2002) :運動員目標取向與運動樂趣之相關研究。臺灣運動心理

學報，1期，57~70頁。 

70.  夏淑蓉、盧俊宏(2002) : 大專網球選手運動動機與運動員身心倦怠之相關研

究，大專體育學刊，4(1), 145~156頁。 

71. 何全進、盧俊宏(2002) :運動員認同概念與測驗初探。體育學報，33期，147~154

頁。 

72. 徐瑞玉、盧俊宏(2002) :運動友誼品質量表之編制研究。國立臺灣體育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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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期，183~195頁。 

73. 張鐿鐘、盧俊宏（2001b）。運動競賽正面精神狀態量表 (APSMS) 之編製研究。

臺灣運動心理學報，1期，71-80頁。 

74. 張鐿鐘、盧俊宏(2001a) :盤斯心情量表(POMS)之修訂報告，大專體育學刊，3(2), 

47~57頁。 

75. 盧俊宏(2001) : 瞭解運動員的苦與樂。教練雙月刊，12期，2頁。 

76. 盧俊宏(2001) : 注意運動員傷害後的心理反應。教練雙月刊，11期，3頁。 

77. 涂俊苑、盧俊宏(2001) : 運動員傷害後的心理反應---概念性模式與研究方法的探

討。大專體育雙月刊，53期，72~77頁。 

78. 李安忠、盧俊宏、聶喬齡 (2001) : 運動員自我呈現與特質性焦慮關係之探討。

大專體育雙月刊，52期，18~24頁。 

79. 李安忠、盧俊宏 (2000) : 運動員自我呈現問卷修訂之研究。大專體育雙月刊，

50期，89~96頁。 

80. 聶喬齡、盧俊宏 (2000)：運動員競技崩潰與相關心理之探討，大專體育，49期，

45-53頁。 

81. 盧俊宏、黃瀅靜(1999): 大專學生社會體型焦慮、身體質量指數、和運動行為之

關係研究。大專體育，1卷2期，129~137頁。 

82. 卓國雄、盧俊宏(1999):社會懈怠與運動成績表現。大專體育雙月刊，46期，94~100

頁。 

83. 盧俊宏、曾慧桓、趙文其、黃瀅靜 (民國88年):完美主義概念與測驗初探。大專

體育雙月刊，43期，43~51頁。 

84. 盧俊宏、蘇振鑫(1999) 學生運動員的心理問題與輔導策略。國立體育學院論叢， 

10卷1期，63~80頁。 

85. 盧俊宏、曾慧桓、趙文其、黃瀅靜 (1999):完美主義概念與測驗初探。大專體育

雙月刊，43期，43~51頁。 

86. 盧俊宏、江慶兒 (1998): 運動競賽焦慮研究的新趨勢。國立體育學院論叢，9卷

2期，21~37頁。 

87. 盧俊宏 (1998): 從事體適能運動所帶來的106種利益。臺灣省學校體育，8卷5

期，17~23頁。 

88. 盧俊宏 (1994): 國立體育學院運動技術學系回顧與展望。國民體育季刊，23卷1

期，25~29頁。 

89. 盧俊宏 (1993): 運動技術學系學生心理健康研究。國立體育學院論叢，2卷3期，

85~107頁。 

90. 盧俊宏 (1992): 運動競賽特質性焦慮的概念與應用。國立體育學院論叢，2卷2

期，85~107頁。 

91. 盧俊宏 (1992): 到達巔峰表現的七項步驟。中華體育，20期，22~27頁。 

92. 盧俊宏 (1992): 運動歸因理論的探討。中華體育，16期，1~12頁。 

93. 盧俊宏 (1991): 世界運動心理學研究的最新成就與發展。國立體育學 院論叢，

1卷3期，35~49頁。 

94. 盧俊宏 (1991): 運動焦慮與覺醒 (上)。大專體育雙月刊，1期，32~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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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盧俊宏 (1991): 運動焦慮與覺醒 (中)。大專體育雙月刊，2期，76~82頁。 

96. 盧俊宏 (1991): 運動焦慮與覺醒 (下)。大專體育雙月刊，3期，100~106頁。 

97. 盧俊宏 (1990): 大專運動員競賽特質性焦慮之研究。體育學報，12期，45~69

頁。 

98. 盧俊宏 (1990): 運動智慧。學校體育雙月刊，1期，45~60頁。 

99. 盧俊宏 (1990): 運動員人格研究的矛盾與迷思。中華體育，14期，28~33 頁。 

100. 盧俊宏 (1990): 認知心理學在運動心理學地位的探討。國立體育學院論叢，1

卷2期，63~68頁。 

101. 盧俊宏 (1990): 運動心理學概念。中華體育，12期，45~52頁。 

102. 盧俊宏 (1990): 運動低潮的形成原因與防治方法。中華體育，8期，45~49頁。 

103. 盧俊宏 (1989): 運動與心理健康。國民體育季刊，18卷2期，71~58頁。 

104. 盧俊宏 (1987): 運動員如何控制焦慮創造佳績。中華奧會第十屆研討會專刊，

144~156頁。 

105. 盧俊宏 (1986): 運動心理學的應用與貢獻。國民體育季刊，15卷2期，43~48

頁。 

 

 

(B)專案研究 

1. 盧俊宏 (2021-2022): 不同自我對話對動作表現之影響: 正念傾向與壓力的調節

效。行政院科技部 110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MOST 110-2410-H-034-。 

2. 盧俊宏 (2019-2020): 運動迷信和運動員心理能量： 迷信量表編制與理論交互檢

驗研究。行政院科技部 109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MOST 109-2410-H-034-042。 

3. 盧俊宏 (2019-2020): 「運動學習」課程介入對運動教練研究所學生技術指導效能

之行動研究。教育部 109 教學實踐研究計劃。 

4. 盧俊宏 (2018-2019): 競技心理能量對運動技能測驗和比賽成績的預測研究: 運

動員心理堅韌性與心理技能的相對效應。行政院科技部 108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

編號: MOST 108-2410-H-034-042 -。 

5. 盧俊宏 (2018-2019): 運動員心理能量: 經驗取樣法和跨文化驗證的深入探索。行

政院科技 107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MOST 107-2410-H-034-042 -。 

6. 盧俊宏 (2016-2018): 運動員心理能量：概念化、測量編制、與實證研究。行政院

科技 105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MOST 105-2410-H-034 -029 -MY2。 

7. 盧俊宏 (2015): Smith (1986) 競技倦怠的認知─情意模式檢驗：生活壓力或組織

壓力的效應。行政院科技部 104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 MOST 

104-2410-H-179-009。 

8. 盧俊宏 (2014):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課程介入對運動員訓

練與生活壓力、運動表現和康寧效果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103 專題研究計劃，計

劃編號: MOST 103 - 2410 - H - 179 - 008。 

9. 盧俊宏 (2012-2013): 大專學生運動員生活壓力、倦怠、傷害與健康關係研究：概

念發展、測量編制、與實證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101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NSC 

101-2410-H-179-004-MY2。 

10. 盧俊宏 (2011): 大專學生運動員生活壓力之研究。國立體育大學校內補助專題研

究計劃。 

11. 盧俊宏 (2010): 健康價值信念對健身運動承諾、依賴和行為之因果模式研究。行

政院國科會 99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NSC 99-2410-H-17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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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盧俊宏 (2009): 受傷運動員希望特質和社會支持對復健過程主觀幸福感、復健信

念和持續復健行為之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98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NSC 

98-2413-H-179-006。 

13. 盧俊宏 (2006): 運動員情緒智慧賽對賽前焦慮方向與強度以及賽後成敗歸因之

關係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95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NSC 95-2413-H-179-005。 

14. 盧俊宏 (2005): 健身運動依賴、健身運動承諾和健身運動認同之關係研究。行政

院國科會 94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NSC 94-2413-H-179-005。 

15. 盧俊宏 (2004): 運動員競技倦怠研究：相關概念交叉驗證與時間序列模式的探

討。行政院國科會 93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NSC 93-2413-H-179-007。 

16. 盧俊宏 (2003): 城鄉原住民與漢人學童身體活動行為、動作協調能力、與身體自

我概念對整體自我概念的預測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92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NSC 92-2413-H-179-017-006。 

17. 盧俊宏 (2003): 國內健走(快走)行為與環境之研究。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年

92 委託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BHP 92-6-009。 

18. 盧俊宏 (2002): 運動員競技倦怠、學得性無助和運動動機：質與量的研究。行政

院國科會 91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NSC 91-2413-H-179-017-005。 

19. 盧俊宏 (2001):運動員人格類型對運動傷害後情緒反應與因應行為之研究。行政

院國科會 90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NSC 90-2413-H-179-017-005。 

20. 盧俊宏 (1999): 大專運動員競技倦怠之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89 專題研究計劃，

計劃編號: NSC 89-2413-H-179-017。 

21. 盧俊宏 (1999): 完美主義、成就目標取向、和自我呈現對運動競賽前焦慮與成績

表現之預測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89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 NSC 

89-2413-H-179-006-S。 

22. 盧俊宏 (1998): 十週重量訓練對大學女生自我參酌思想、身體自我概念與心理健

康之影響。行政院國科會 88 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 NSC 88-2413-H-179-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