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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aiwan athletes’ sport motivation, 
sport involvement, sport benefit, and athletes’ satisfaction, and to construct a cause-and-effect module of ath-
letes’ participation. Method: The samples were Taiwan College athletes, a total of 405 questionnaires were 
deployed, and 382 of them were returned effectively (94.43%).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Independent Con-
struction and Logistic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Which indicated that first, sport motivation, sport in-
volvement, sport benefit, and athletes’ satisfaction had higher efficiency, and they could be used to examine 
athletes’ behavior. Seco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athletes’ satisfaction, involvement, and 
sport effectiveness. Third, the participation module of Taiwan athletes fit the module of four factors’ recipro-
cation of sport satisfaction, sport involvement, sport efficiency, and sport satisfaction. Through sport in-
volvement and motivation, athletes’ satisfaction could be influenced. Conclusion: By holding famous ath-
letes’ seminars, media broadcasting, athletes can receive more sport effectiveness. Besides, developing 
well-designed policies for athletes, seeking sponsorship from industries, and exploring government’s support 
would be helpful to improve athletes’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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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技击运动员的运动动机、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运动员满意度之关系，

并试图建构运动参与行为因果模式。方法：以我国大专校院技击运动员为研究对象，共发出 405 份问

卷，有效问卷 382 份回收率 94.43%，所得数据以结构方程模式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一、运动动机、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运动满意度量表具有高的信效度，可用于对运动员参与行

为特征的准确测量。二、技击选手运动动机与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运动员满意度呈直接且正向的影

响。三、运动员运动行为参与的模式符合运动动机、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运动员满意度之四因素交

互模型，整体运动参与行为模式对运动员的表现具有帮助。结论：建议举办优异运动名人说明会、运

动健康讲座与媒体广告营销活动，以扩大运动员持续运动参与行为动机及涉入程度；寻求企业资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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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完善运动整体环境、设备、就业资源，以提升运动效益和运动员满意程度，并推动政府订定保障运

动员及运动相关法规的具体做法等策略，对推展运动员的参与行为有所帮助。 

 

关键词：结构方程模式；运动动机；运动涉入；运动效益；运动员满意度 

1. 绪论 

技击性运动使奥运会及亚运会的奖牌数排名位

置产生变化，所以成为美国、前苏联、日本、韩国等

世界体育强国据以力争的运动项目，在奥运会技击运

动项目所占的奖牌数共有拳击 11 枚、柔道 14 枚、跆

拳道 16 枚、角力 18 枚总共达 59 枚[1]，成为影响国家

竞技体育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非奥运会运动项目如泰

国拳、日本合气道，俄罗斯的桑博，自由博击，柔术，

中国式角力、散打等运动，皆在世界各地推展，而且

这些技击性运动项目也有自己的世界性比赛或世界

锦标赛，说明技击运动在竞技体育的地位受到重视。

而技击性运动在我国也都有成立各种运动单项协会

组织，同时民间技击运动场馆的开设，也都有举办各

单项技击运动比赛，我国跆拳道运动曾经荣获奥运会

金牌，柔道项目也在亚运会有不错成绩，而希望可以

继续创造我国技击运动之佳绩，此乃本论文为何选取

这些运动项目做为研究之运动项目。 

运动员在竞技场上，为了要夺得最佳成绩，必需

面对许多的挑战和克服多重的阻碍，在迈向巅峰表现

的途径中，一定会经历长时间的训练和比赛，而比赛

的压力和焦虑、受伤治疗与复健、以及失败的痛苦打

击，尤其是技击性的运动所承受的身心灵之痛更是加

剧，当面临众多的挑战时，除需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及天赋，更要有坚毅的心理力量，而动机即代表此股

心理力量的重要因素[2]，因此，多数的教练和运动员

特别强调运动心理的重要性[3]。一个国家运动专项的

兴衰，运动员的参与态度行为有着密切相关，一名优

秀的运动员其培养成长的过程是漫长，倘若运动员的

态度不坚定，参与练习的动机不强烈，涉入程度不佳，

从运动中得到运动效益不彰，或运动员满意度不高，

皆会影响运动员的表现，而这些都将影响运动发展，

若不能持续强化运动员的态度行为，而从事运动训练

意愿降低，将对训练效果有所影响。运动员的运动动

机、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运动员满意度是对运动表

现的重要基本动能，了解运动员运动动机、运动涉入

情形及运动效益等相关因素是发展运动训练必要工

作。唯有找出运动员的运动动机、运动涉入、运动效

益及运动员满意度之间相关情形及因果关系理论，才

能有助于提升运动的表现成效及扩展这几种运动项

目的参与层面。现在我国技击运动的水平在亚洲退至

中段，更不用说在世界的舞台，其最主要的原因为运

动员参与运动过程中，运动动机的信念不足，运动涉

入不佳，不能获得运动效益，因而影响运动参与者对

整个的运动员满意程度，这些负面因素是影响运动员

成绩表现的重要因素，导致对整个我国运动发展产生

影响。我国运动教练、运动员、裁判员及相关推展人

员，对运动员的运动动机因素倾向为何，运动涉入因

素、运动效益态度、及对目前运动员满意度情形，影

响运动的推展这些都要了解探讨，才能体会出我国运

动员，对运动的参与行为态度，这样对我国运动的发

展才有帮助。 

1.1. 运动动机 

运动可以带给人们许多正面的效益，包括维系与

增进身心的健康，目前研究证明休闲是调适压力与促

进健康的方式，随着国民所得的提高及工时的缩减，

追求健康的运动已蔚为风潮，亦成为个体参与运动的

内在动机所在。人类对于运动的需求，来自心理层面

产生动机、满意(satisfaction)、欲望(desire)的休闲活动

体验[4]。动机乃是让从事运动竞赛与训练的一种内在

燃料，它可以使运动员和一班人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来从事运动[5]。运动者的参与动机，主要为了

增进技术、有趣、与朋友在一起、经验与兴奋刺激、

赢得成功、发展体能[6]。在探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发

现，个体参与活动所提供的益处，包括内在酬赏、自

我支持[7]。动机是行为的原动力，在学习过程中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8]。研究者想要藉由深入探讨以了解

技击运动员参与技击性运动的动机，期能让本研究的

发现，提供大专校院竞技运动规划及经营运动代表队

的参考，使技击运动在我国能发挥其功能，此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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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事本研究的动机之一。 

1.2. 运动涉入、动机与效益 

涉入是关心事物或活动的心理动机状态，呈现事

物或活动的关注程度，其本质上是一种对活动的态

度，重点是可以让参与者做持续的准则，所以在休闲

涉入的概念被众多研究者广泛使用[9]。休闲涉入概念，

可以增加对其行为的理解，不同涉入程度的人，所延

伸的行为结果会有所差异，通常涉入程度越高之个

体，所表现的行为结果有更佳的丰富性与多样化[10]。

因此将休闲运动涉入的概念，应用在运动员参与行为

上，其运动涉入的感受是否会影响运动的持续性和意

愿，而运动参与频率与强度是否会影响运动涉入的程

度，亦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动机之一。休闲对人们产

生的效益系指，在参与休闲游憩中，可以帮助参与者

个人改善身心的状态，或满足需求的现象[11]。休闲提

供了许多的利益，能调适压力、提供正向的心情、减

低负面的情绪及生理机转[12]。因此，从中可以发现休

闲效益对休闲动机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意义，其中蕴含

着某种层面的关系存在。人类对于休闲活动的需求，

一部分系来自于心理层面，引发个体对产生休闲活动

体验的动机影响[13]。个体在参与休闲运动时，受到环

境、活动、时间及心境等因素之刺激，即产生个体心

理、生理、环境及社会之影响，再经由个人评价就得

到效益[14]。个人参与活动可获得生活体验，健全生活

内涵及提升生命质量的效益[15]。休闲运动对人们产生

的效益系指，在参与休闲游憩中，可以帮助参与者个

人改善身心的状态，或满足需求的现象[16]。休闲效益

强调对人或实质环境中，是需求获得正向的改变，包

含人际关系、身体适应能力、预防社会问题或稳定社

群等。也有一些以运动员参与竞技运动而获得心理、

生理及社交等效益[17,18]。若以竞技运动员参加竞技项

目运动，是否也可以得到运动效益，亦是本研究探讨

主题之一。动态性的休闲运动方式，让自己的身体更

容易达到新陈代谢，更快速促进生理功能的健全，可

以得到更多的纾解及最佳的精神与心灵上的休闲效

益[19]。然而，从过去的研究关于休闲利益对休闲满意

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以及休闲运动内在动机、休闲

运动涉入对休闲满意具有线性的关系等理论，在建构

休闲行为模式中介关系已趋于成熟。柔道选手的运动

动机能预测运动表现满意度[20]。运动员满意所指的是

运动员对其运动经验相关组织与过程结果，经过一连

串复杂评估后，所产生的正向知觉和感受[21]。运动训

练中影响运动表现之因素众多，虽然满意度并非是提

升运动表现的唯一因素，但是运动员的满意度攸关一

位运动员继续投入训练和比赛重要的心理因素[22]。从

休闲流畅理论(flow)来说明休闲满意，进一步指出，

当个体参与休闲活动时，会出现使人愉悦的高度内在

动机，当休闲活动的技能及挑战两者之间相关愈高

时，则会有更多的乐趣，也就能融入更高的内在动机
[23]。当休闲运动参与者具有较高自我决定的参与动机

时，其在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满意度将随之提升，进

而产生正面回馈提高其休闲需求，而促进较高的休闲

参与[24]。休闲内在动机是个体从休闲行为中寻求内在

酬赏的倾向，以引发个体从事休闲活动的内在力量
[25]。此外，的实证研究发现，休闲动机与休闲满意度

彼此之间具有线性的关系。本研究可推论出当个体所

知觉的休闲动机愈强，则在休闲效益及休闲涉入所得

到的休闲满意情形也会更趋于正向的反映[26]。反观技

击性运动员是否也具有运动动机愈强烈，则在运动效

益及运动涉入反应也就愈正面，所得到的运动员满意

度也会更趋于正向之反应。若能从休闲运动的理论模

式，转换为部份项目运动加以探究，则可以进一步了

解从事竞技运动者，是否也可以证明运动动机对运动

员满意度有正向的影响，运动涉入与运动效益中介关

系，加以分析研究，对于整个运动员参与行为模式将

可获悉更完整的讯息，再进一步验证该模式对运动训

练比赛上的贡献性，将可提升运动员的竞技运动表现

及增加技击运动的运动人口。 

1.3. 运动动机、涉入、效益与满意度 

若从我国部份项目运动员的运动动机、运动涉

入、运动效益的态度意向及运动员满意度，加以探讨

理解所持的倾向，建构一个运动参与行为模式，将会

进一步影响整个组织的表现。亦可提升我国运动的水

平及增加运动的参与人数。有鉴于此，本研究希冀藉

由探讨我国部份项目运动员参与运动时所产生的运

动动机对其运动员满意度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并进

一步探究运动运动涉入、运动效益等中介机制所扮演

角色，而获得部份项目运动参与者运动行为模式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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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概念，对建构运动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与因果意涵。同时，本研究将归纳整个实证之发现，

提供运动相关单位之参考。具体言之，本研究的目的

如下：一、运动动机、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运动满

意度量表是否具信效度；二、建构技击运动员运动动

机、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运动员满意度的因果模式，

并以统计方法测试该构建模式之妥适性；三、整体运

动参与行为模式对运动员的表现有无帮助。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我国的技击运动之柔道、跆拳道、角力、

拳击等大专校院体育系所运动员作为本研究的对象，

抽样的方法系根据便利取样方式进行抽样，其抽样程

序为：先请受测者集合，由施测人员讲解问卷情形，

若遇不清楚之题意，再进行解释；另外，本研究考虑

有些受试者无法正确了解问卷题意，因此，只搜集 18

岁以上的技击运动参与者进行调查。此外，为避免产

生样本独异性(idiosyncrasy)，施测时间涵盖周一至周

日及上、下午等时段。本研究问卷施测时间为 2009

年 3 月 26 日起至 2009 年 4 月 27 日止作预试问卷，

等通过预试问卷再 2009 年 5 月 3 日至 2009 年 5 月 28

日全面正式施测。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运动动机量表」是依据个体在

运动的情境中所具有的特质倾向，分为「内在动机」

(Intrinsic Motivation)「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

「无动机」(A-Motivation)三种[27]。「运动涉入量表」

参考[28-30]量表作为衡量的工具，为配合本研究之需加

以修编运动涉入而成，其构面分别为中心性、吸引力、

自我表现等三个构面。「运动效益量表」，参考[31,32]所

发展的休闲利益量表作为衡量的工具，为配合本研究

之需加以修编而成，其构面分别为生理效益、心理效

益、社交效益及学习自我实现效益等四个构面。「运

动员满意量表」参考[33-35]的运动员满意度量表，为配

合本研究之需加以修订而，为配合本研究之需加以修

编而成，其构面分别为个人层面、团体层面及教练领

导层面等三个构面；本研究各量表记分，均采用 Likert 

scale 五等尺度，从非常同意（非常满意）、同意（满

意）、没意见、不同意（不满意）、到非常不同意（非

常不满意），分别给予 5，4，3，2，1 的分数。 

2.3. 研究程序 

首先，每位受试者均填写运动动机、运动涉入、

运动效益及运动员满意度四量表，经过探索性因素分

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后本研究再以验

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考

验运动动机、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和运动员满意度等

测量变量间之关系，检定个别观察变项、潜在变项的

建构信度、个别构面的聚合效度及区别效度等情形。

再来，进一步验证其线性结构关系是否成立，以二阶

单一因素模式的形成结构方程模式径路分析，最后，

建构运动员运动参与行为模式完成后，再针对运动员

进行运动参与行为模式的满意度检验，运动参与行为

满意度量表针对模式构建研究结果做为编制之依据，

其构面分别为影响满意度、提升满意度、涉入满意度

等三个构面，以利验证此模式对技击运动员运动训练

比赛上的运动表现之贡献与帮助情形，以推动我国技

击运动之发展。 

2.4. 量表鉴别度、建构效度及信度分析 

2.4.1. 量表鉴别度分析 

本研究就回收之有效问卷，在运动员运动动机量

表方面，各题项之决断值介于(t = 13.58~24.43，p < 

0.001)，相关系数介于(r = 0.58~0.75，p < 0.001)。运

动涉入量表方面，各题项之决断值介于 (t = 

14.74~24.31，p < 0.001)，相关系数介于(r = 0.68~0.83，

p < 0.001)。运动效益量表方面，各题项之决断值介于

(t = 12.00~29.99，p < 0.001)，相关系数介于 (r = 

0.56~0.80，p < 0.001)。运动员运动满意度量表方面，

各题项之决断值介于(t = 13.18~18.46，p < 0.001)，相

关系数介于 (r = 0.55~0.68，p < 0.001)。应取决断值大

于 3 以上，且须达统计的显著水平；量表与总分相关

系数一般要求应在 0.3 以上方可接受[36,37]。 

2.4.2. 建构效度 

运动员运动动机量表，经因素分析后共发展成

「内动机」、「外动机」及「无动机」等三个因素构面，

因素负荷量分别介于 0.50~0.83 、 0.56~0.80 及

0.81~0.83 之间，特征值分别为 5.89、4.85 及 2.06，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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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异量分别为 31.04%、25.52%及 10.92%，累积解

释变异量分别为 31.04%、56.56%及 67.49%；运动涉

入量表，经因素分析后共发展成「吸引力」、「自我表

现」及「中心性」等三个因素构面，因素负荷量分别

介于 0.72~0.81、0.56~0.82 及 0.61~0.80 之间，特征值

分别为 3.94、3.46 及 2.95，解释变异量分别为 28.13%、

24.68%及 21.04%，累积解释变异量分别为 28.13%、

52.81%及 73.85%；运动员运动效益量表，经因素分析

后共发展成「生理效益」、「心理效益」、「学习自我实

现」及「社交效益」等四个因素构面，因素负荷量分

别介于 0.64~0.75、0.61~0.86、0.51~0.76 及 0.52~0.85

之间，特征值分别为 5.99、3.41、3.08 及 1.82，解释

变异量分别为 29.93%、17.04%、15.38%及 9.09%，累

积解释变异量分别为 29.93%、46.97%、62.35%及

71.44%；运动员运动满意度量表，经因素分析后共发

展成「个人层面」、「团体层面」及「教练领导」等三

个因素构面，因素负荷量分别介于 0.72~0.84、

0.83~0.86 及 0.86~0.90 之间，特征值分别为 4.02、3.30

及2.52，解释变异量分别为30.89%、25.40%及19.42%，

累积解释变异量分别为 30.89%、56.29%及 75.71%。 

2.4.3. 信度检验 

运动员运动动机量表系以 Cronbach’s α内部一致

性来衡量所测验的内容是否趋于一致性及稳定性，

Cronbach’s α 系数若达 0.7 以上，则具有良好的信度
[38]。运动员运动动机量表 Cronbach’s α分别为内动机

0.93、外动机 0.90 及无动机 0.82；运动涉入量表

Cronbach’s α分别为吸引力 0.92、自我表现 0.87 及中

心性 0.89；运动效益量表 Cronbach’s α分别为学习自

我实现 0.95、生理效益 0.87、心理效益 0.95 及社交效

益 0.75；运动员运动满意度量表 Cronbach’s α分别为

个人层面 0.91、团体层面 0.89 及教练领导层面 0.92。 

2.5. 量表效度与信度分析验证方法 

运动动机、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和运动员满意度

量表之各测量题项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后，本研究再以验证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的统计技术，考验

运动动机、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和运动员满意度等量

测变量间之关系，进一步验证其理论模式并检定个别

观察变项、潜在变项的建构信度、个别构面的聚合效

度及区别效度等情形。 

2.5.1. 运动动机量表假设测量模式验证 

本研究运动员运动动机量表，所有估计的参数均

达显著水平，t 值均大于 1.96，且并未出现很大的标

准误，各观察变项的信度介于 0.50~0.81 之间，潜在

变项的组合信度，经公式计算后得知，运动员运动动

机的整体信度为(0.98)，潜在变项方面：内在机(0.93)、

外动机(0.88)、无动机(0.89)。 

2.5.2. 运动员运动涉入量表假设测量模式 

本研究运动员运动涉入量表，所有估计的参数均

达显著水平，t 值均大于 1.96，且并未出现很大的标

准误，各观察变项的信度介于 0.41~0.69 之间，潜在

变项的组合信度方面，经公式计算后得知，运动员运

动涉入的整体信度为(0.93)，潜在变项方面：吸引力

(0.92)、自我表现为(0.88)、中心性为(0.83)。 

2.5.3. 运动员运动效益量表假设测量模式 

本研究运动员运动效益量表，所有估计的参数均

达显著水平，t 值均大于 1.96，且并未出现很大的标

准误，各观察变项的信度介于 0.40~0.74 之间，潜在

变项的组合信度方面，经公式计算后得知，运动员运

动效益的整体信度为(0.94)，潜在变项方面：学习自我

实现为(0.67)、生理效益为(0.75)、心理效益为(0.76)

及社交效益为(0.85)。 

2.5.4. 运动员满意度量表假设测量模式 

验正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运动员满意度量表，所有估计的参数均达

显著水平，t 值均大于 1.96，且并未出现很大的标准

误，各观察变项的信度介于 0.55~0.86 之间，潜在变

项的组合信度，经公式计算后得知，运动员满意度的

整体信度为(0.98)，潜在变项方面：个人层面(0.91)、

自我表现(0.89)、团体层面(0.92)。 

2.6. 资料分析 

本 研 究 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 及

LISREL8.72 版等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所

有数据分析显著性为 α = 0.05。 

3. 结果 

3.1. 不同背景变项的人口统计特性 

本节就回收之有效样本，依不同背景变项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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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特性，以次数分配与百分比，描述其特征，其结

果如下各表所示。 

本研究受试者在性别的分布情形以男运动员居

多 263 人，占 68.8%；女运动员 119 人，占 31.2%；

本研究受试者在运动成就的分布情形，以国际比赛级

运动员居多 109 人，占 28.5%，其次是全运级运动代

表队 108 人，占 28.3%；大专运动会代表队 105 人，

占 27.5%；校级代表队 60 人，占 15.7%。本研究受试

者的平均年龄为 20.6 岁；本研究受试者在训练年数为

12.5 年，详如表 1 所示。 

3.2. 运动员参与行为之构建结果 

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中的因果模式，作为验证理论的线性

结构关系是否成立，呼应二阶段结构方程模式的分析

逻辑概念[39]。 

3.2.1. 参与行为因果模式修正后之整体模式适配度考

验 

经过模式修正后的运动员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式，

是一个符合实证研究的一个模式，可以进一步分析因

果关系，详如表 2 所示。 

运动参与行为影响模式，所有估计的参数均达显

著水平，t 值均大于 1.96，且并未出现很大的标准误，

各观察变项的信度介于 0.30~0.74 之间，潜在变项的

组合信度方面，经公式计算后，运动动机为(0.83)、运

动涉入为(0.88)、运动效益为(0.81)及运动员满意度

(0.65)。因此，本研究之运动员参与行为影响模式具有

良好的组合信度，详如表 3 所示。 

3.2.2.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从表 2、3 及图 1 最终结构模式图中可以得知，

运动动机对运动涉入的影响其标准化系数(γ1)为 0.85，

t 值为 16.07，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p < 0.05)，具有

正向的影响，运动动机对运动涉入的解释量为 72% 

(0.85 × 0.85 ＝ 0.72)。因此，「运动员运动动机对运

动涉入具有正向的影响」之研究假设成立。运动动机

对运动效益的影响其标准化系数(γ2)为 0.20，t 值为

2.83，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p < 0.05)，具有正向的

影响，运动动机对运动效益的解释量为 4% (0.20 × 

0.20 ＝ 0.04)。因此，「运动员运动动机对运动效益具

有正向的影响」之研究假设成立。运动动机对运动员 

Table 1. Circumstances of basic data of questionnaire’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表 1. 问卷基本资料次数分配情形 

性别 人数 百分比 

男 263 68.8 

女 119 31.2 

运动成就   

国际比赛级运动员 109 28.5 

全运级运动代表队 108 28.3 

大专运动会级代表队 105 27.5 

校级代表队 
年龄(平均) 

训练年数(平均) 

60 
20.6 
12.5 

15.7 

总和 382 100.0 

 
Table 2. Modified fitness test index of hypothesis causation model 

表 2. 修正后因果假设模式之适配度考验指标 

整体适配指标 本研究 接受值 结果

绝对适配指标    

χ2 101.24 越小越好 - 

DF 52  - 

GFI 0.94 大于 0.90 符合

SRMR 0.032 小于 0.05 符合

RMSEA 0.050 小于 0.08 符合

相对适配指标    

NNFI 0.95 大于 0.90 符合

CFI 0.98 大于 0.90 符合

简效适配指标    

PNFI 0.64 大于 0.50 符合

PGFI 0.55 大于 0.50 符合

Normed Chi-Square 1.95 1.0~3.0 之间 符合

Critical N 283.81 大于 200 符合

 
Table 3. The potential variables and the reliability of potential 

variables 
表 3. 潜在变项与潜在变项之信度 

潜在变项 观察变项 R2 组合信度 

运动动机 内动机 0.69 0.83 

 外动机 0.69  

 无动机 0.46  

运动涉入 吸引力 0.74 0.88 

 自我表现 0.66  

 中心性 0.74  

运动效益 学习自我实现 0.61 0.81 

 心理效益 0.49  

 生理效益 0.47  

 社交效益 0.74  

运动员满意度 个人层面 0.30 0.65 

 教练领导层面 0.41  

 团体层面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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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obilization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model finally 
图 1. 动员运动参与行为模式最终模式图 

 

满意度的影响其标准化系数(γ3)为 0.60，t 值为 4.20，

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p < 0.05)，具有正向的影响，

运动动机对运动员满意度的解释量为 36% (0.60 × 

0.60 ＝ 0.36)。因此，「运动员运动动机对运动员满意

度具有正向的影响」之研究假设成立。运动涉入对运

动效益的影响其标准化系数(β1)为 0.79，t 值为 9.23，

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p < 0.05)，具有正向的影响，

运动涉入对运动效益的解释量为 62% (0.79 × 0.79 ＝ 

0.62)。因此，「运动员运动涉入对运动效益具有正向

的影响」之研究假设成立。运动涉入对运动员满意度

的影响其标准化系数(β2)为−0.41，t 值为−0.08，未达

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p < 0.05)，未具有影响。因此，

「运动员运动涉入对运动员满意度具有影响」之研究

假设不成立。运动效益对运动员满意度的影响其标准

化系数(β3)为 0.47，t 值为 2.04，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

平(p < 0.05)，具有正向的影响，运动效益对运动员满

意度的解释量为 22% (0.47 × 0.47 ＝ 0.22)。因此，「运

动员运动效益对运动员满意度度具有正向的影响」之

研究假设成立。 

从研究假设中可以得知，运动员运动动机会直接

影响运动员满意度，并且运动动机会影响运动效益，

而运动效益会影响运动员满意度，运动涉入也会影响

运动效益。因此，「运动员运动动机有可能会透过运

动涉入、运动效益对其运动员满意度造成影响」之研

究假设成立，亦即，运动涉入、运动效益有可能会扮

演中介机制的角色。 

运动员运动参与行为模式之影响，最终模式图如

图 1 所示。 

由图 1 所示，我国运动员运动行为参与的模式符

合四因素交互模型，即：运动动机既对运动员满意度

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又分别籍由运动涉入和运动

效益间接提升运动员满意度；运动涉入和运动效益是

运动动机到运动员满意度之间可能的中介变量；同

时，运动涉入对运动效益亦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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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满意度的增加有助于运动参与行为之增强。 

3.3. 动员对运动参与行为模式满意度之分析检

验 

为了解本研究之运动参与行为模式对运动员的

表现是否有帮助，和运动员对运动参与行为模式整体

满意度，特编制「运动员对运动参与行为模式整体满

意度问卷」作为检验该模式之研究的工具，共包含三

个潜在变项分别为影响满意度、提升满意度、涉入满

意度等 11 题测量变项，量表采封闭式问答(closed 

questionnaire)以 Likert 五等尺度加以衡量，从「非常

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别给予 5，4，3，2，1 的

分数。研究分别针对大专校院运动员再做一次问卷，

于 2009 年 11 月 1 日至 28 日，分别经由预试及正式

问卷做试测。 

3.3.1. 同背景变项的人口统计特性 

受试者在性别的分布情形以男运动员居多 89 人，

占 60.5%；女运动员 58 人，占 39.5%；运动项目状况

的分布情形，以柔道运动员 41 人，占 27.9%，其次是

跆拳道 42 人，占 28.6%，角力 34 人，占 23.1%，拳

击 30 人，占 20.4%；在运动成就的分布情形，以国际

比赛级运动员居多 47 人，占 32%，全运级运动代表

队 47 人，占 32%；大专运动会代表队 13 人，占 8.8%；

校级代表队 40 人，占 27.2%；平均年龄为 20.4 岁，

训练年数平均为 12.8，详如表 4 所示。 

3.3.2. 量表内容 

运动员运动参与行为模式整体满意度量表，共包

含 3 个潜在变项及 11 个测量变项，分别为： 

 提升满意度：X1：你觉得运动动机可以提升运动

参与行为模式的满意度；X2：你觉得运动涉入可

以提升运动员参与行为的满意度；X3：你觉得运

动效益可以提升运动员参与行为的满意度；X4：

你觉得运动员满意度可以提升运动员参与行为

的满意程度。 

 涉入满意度：X6：你觉得运动动机愈高会影响运

动涉入的程度；X7：你觉得运动动机愈高会影响

运动效益。 

 影响满意度：X5：你觉得运动动机愈高会增加运

动员的满意度 X8：你觉得运动涉入愈高会增加 

Table 4. Circumstances of basic data of test mode questionnaire’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表 4. 检验模式问卷基本资料次数分配情形 

 人数 百分比 

男 89 60.5 

女 58 39.5 

柔道运动员 41 27.9 

跆拳道 42 28.6 

角力 34 23.1 

拳击 30 20.4 

国际比赛级运动员 47 32 

全运级运动代表队 47 32 

大专运动会级代表队 13 8.8 

校级代表队 
年龄(平均) 

训练年数(平均) 

40 
20.4 
12.8 

27.2 

总和 147 100.0 

 

运动员满意度；X9：你觉得运动效益愈高会影响

运动员满意度；X10：你觉得运动涉入愈高会影

响运动效益；X11：你满意运动参与行为模式的

整体满意度。 

3.3.3. 量表鉴别度、建构效度及信度分析 

本研究就回收之有效问卷，在运动员运动参与行

为模式整体满意度量表方面，各题项之决断值介于(t = 

7.01~10.52，p < 0.001)，相关系数介于(r = 0.44~0.65，

p < 0.001)。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检验本研究的量表之效度，经因素分

析后共发展成「影响满意度」、「提升满意度」及「涉

入满意度」等三个因素构面，因素负荷量分别介于

0.54~0.63、0.44~0.51 及 0.49~0.65 之间，特征值分别

为 2.72、2.66 及 1.57，解释变异量分别为 24.70%、

24.16%及 14.24%，累积解释变异量分别为 24.70%、

48.85%及 63.09%。运动员运动参与行为模式整体满意

度量表 Cronbach’s α分别为 0.81、0.66 及 0.79。 

3.3.4. 运动参与行为模式对运动员的表现帮助 

问卷第 12 题为「你觉得整体而言运动参与行为

模式对运动员的表现是否有帮助」，以 Logistic 回归分

析：与回归分析类似，差异在 Logistic 回归分析应变

量(Y)为类别变量，而自变量可为定量变量或虚拟变量

(dummy variable)，目的透过模式建立以判别应变量正

确率的高低。首先针对运动员运动参与行为模式对运

Open Access 39



技击选手运动参与行为模式构建 

动员的表现藉由因素分析将是否有帮助问项(11 项)，

所萃取 3 个构面之虚拟变量，利用 Logistic 回归模式

得知运动员运动参与行为模式对运动员的表现有无

帮助，此模式之可靠度可让运动员、教练与相关单位

了解运动参与行为模式对运动员表现的参考；且作为

运动员于训练中改善策略之依据。 

利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了解运动员运动参与行为

模式对运动员的表现绩效有关，从有效样本数据 n = 

147 中有帮助的 145 个，有效率为 98.6%。本研究利

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应变量为有帮助与无帮助(有说

明：0，无说明：1)，自变量选取“是否有帮助”11 个

问项所萃取的 3 个构面，得模式判别正确率为 98.6%，

与实际的有帮助率相差不多。再经由Press Q检定(H0：

模式区别分析是无效的)，由 p 值 < 0.0001，表示模式

区别分析是有效的(显著水平 = 0.05)。模式：Y =  + 

1F1 + 2F2 + 3F3 + 1d1 + 2d2，进行 Hosmer 和

Lemeshow 检定，p 值 = 0.174 结果显示 H0：Logistic

的模式适合。Hosmer 和 Lemeshow 检定差异性考验，

如表 5 所示。 

再进行错误分类交叉判断影响满意度、提升满意

度、涉入满意度、性别、运动专项与运动成就之“运

动参与行为模式”的正确率为 98.6%。错误分类交叉

表，如表 6 所示。 

4. 讨论 

4.1. 运动员运动参与行为影响模式分析与讨论 

4.1.1. 运动员运动动机对运动涉入的影响讨论 

本研究经由实证分析亦发现，运动员运动动机对

运动涉入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亦即，当运动员运动动

机愈强烈其运动涉入也就愈高，攀岩活动之动机与涉

入时发现，涉入程度深之攀岩者较涉入程度浅者，在

挑战、冒险等内在动机较强，动机较强者涉入也较深
[40]。体验活动参与者的动机与活动涉入程度研究发

现，参与者的内在动机与其涉入程度间有显著线性正

相关[41]，表示参与者内在动机越高，涉入程度也会增

加。休闲运动参与者对休闲涉入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42]。运动涉入的频率、强度与持久性，或是愿意花多

少金钱、时间与金时在运动涉入上[43]。所以，涉入程

度来自于各体本身的需求、价值、关心何兴趣，而涉

入程度的高或低，取决于个体知觉、攸关程度、刺激 

Table 5. Hosmer and Lemeshow testing 
表 5. Hosmer 和 Lemeshow 检定考验表 

步骤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1 7.686 5 0.174 

 
Table 6. Misclassified crosstab 

表 6. 错误分类交叉表 

预测值 
应变数 

没有 有 正确百分比 

没有 0 2 0% 
实际值 

有 0 145 100% 

总预测正确率 98.6% 

 

和情境等原素，况且不同的涉入程度会影响后续的行

为回应。所以引发运动员的运动动机提高而促使运动

员在训练和比赛上之运动涉入的提升是有必要性的。

所以，运动员运动动机对运动涉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关

系，获得证实。 

4.1.2. 运动员运动动机对运动效益的影响讨论 

此外，本研究经由实证分析亦发现，运动员运动

动机对运动效益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亦即，当运动员

运动动机愈高其运动效益也就愈好，强调效益对人或

实质环境中，是需要获得正向之改变，涵括人际关系，

体适能、预防社会问题或稳定社群等[44]。在个人方面

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满足体验、成就感，如活动后精神

充沛，感觉很好。以运动员满意度来看达成之目标更

为具体。参与休闲时，受到环境活动、时间、心境的

刺激，产生生理、心理环境、经济、社会之影响，而

这些影响经由人们的评价之后，就产生了休闲效益，

对运动训练而言，产生的运动效益更为多元。休闲运

动动机、休闲运动效益具有方向与顺序的因果关系
[45]，休闲动机与休闲效益之间具有正向关系[46]，休闲

活动者的动机与休闲效益呈现正相关[47]。因此，运动

员运动动机对运动效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获得证

实。 

4.1.3. 运动员运动动机对运动员满意度的影响讨论 

本研究经实证结果发现，就构面与构面之间而

言，运动员运动动机对运动员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

关系，亦即，当运动员运动动机愈强烈其运动员满意

度也就愈高，从休闲流畅理论(flow)说明休闲满意，

指出当个体参与休闲活动时，会出现使人愉悦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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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动机，当休闲活动的技能及挑战两者之间相关愈

高时，则会有更多的乐趣，也就能融入更高的内在动

机。而当休闲运动参与者具有较高自我决定的参与动

机时，其在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满意度将随之提升，

进而产生正面回馈提升其休闲需求，而促进较高的休

闲参与。休闲内在动机是个体从休闲行为中寻求内在

酬赏的倾向，以引发个体从事休闲活动的内在力量。

休闲动机与休闲满意度彼此之间具有线性的关系。运

动员运动动机越强烈则运动员满意度越高，所以，运

动动机对运动员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获得证

实。在竞技运动的训练中影响运动表现的因素众多，

教练与运动员的满意度是攸关着运动员的内在动机。 

4.1.4. 运动员运动涉入对运动效益的影响讨论 

本研究经由实证分析亦发现，运动员运动涉入对

运动效益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亦即，当运动员运动涉

入愈高其运动效益也就愈高，舞蹈活动者之研究发现

涉入与休闲效益呈现正向关系，涉入程度愈高，其休

闲效益感受程度也愈高[48]。其舞者更发现对舞蹈活动

投入越多，得到的好处愈多，身心更愉悦，认识朋友

更广阔。探讨路跑运动参与者的持续涉入和休闲效益

发现二者之者，具有典型相关存在[49]。滑水之活动者，

发现涉入程度和休闲效益具有正相关。所以，运动员

运动涉入对运动效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获得证

实。 

4.1.5. 运动员运动涉入对运动员满意度的影响讨论 

本研究经由实证分析亦发现，运动员运动涉入对

运动员满意度未具有显著的关系，亦即，当运动员运

动涉入高低并不会影响其运动员满意度，研究结果与

以上研究者皆指出运动员所从事的专项运动，在训练

及非训练时间内，持续藉由身体的运动，从事有助于

运动表现的运动，会知觉到运动的心理感受，渐渐影

响到运动心理而满意度运动满意度。所以，运动员运

动涉入对运动员满意度未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4.1.6. 运动员运动效益对运动员满意度的影响讨论 

本研究经由实证分析亦发现，运动员运动效益对

运动员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亦即，当运动员运

动效益愈高其运动员满意度也就愈高，研究结果技击

选手个人或团体在参与技击运动之过程，对个人或团

体产生有助于改善的身心状态，会提升人际关系而对

个人或团体产生有益的影响，同时会提高运动员满意

度。所以，运动员运动效益对运动员满意度具有显著

的正向关系，获得证实。 

4.1.7. 运动员运动动机对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运动

员满意度的中介关系讨论 

从运动员运动动机对运动涉入、运动动机对运动

效益、运动动机对运动员满意度、运动涉入对运动效

益及运动效益对运动员满意度等方面均具有正向影

响存在，因此，本研究可以进一步发现，运动员运动

动机对运动员满意度涉入有直接影响，并且透过运动

涉入及运动效益而对运动员满意度造成间接影响，所

以当个体所知觉的运动动机越强烈，则在运动涉入及

运动效益的反映也就愈好，所得到的运动员满意度情

形也会趋于正向的反映。整体而言，运动员运动动机

对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运动员满意度有相关性存

在，运动员满意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塑造运动员的自

我效能水平，同时是对运动动机和运动效益的制造方

法之一，同时是提升运动员的训练绩效。 

影响运动员满意度之因素，大致上分为外在因素

和内在因素，外在因素涵括政府政令和制度、运动团

队的制度、教练领导行为、课业升学、奖金和成绩表

现等。其内在原素则涵括认同感、成就感、运动本身、

责任和前途发展等。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其培养成长的

过程是漫长，倘若技击运动运动员的态度动摇，不能

从运动中得到运动效益，参与练习的动机不强烈，对

技击运动涉入程度不佳，将影响技击运动员参与技击

运动，及对整个技击运动环境感觉不满意，将会影响

技击运动运动员的发展。若不能持续强化技击运动员

的态度行为，从事技击运动训练意愿降低，将对训练

效果有所影响。运动员的运动效益、参与动机，运动

涉入及运动员满意度是对运动表现的重要基本动能，

了解运动员运动效益之所在、参与动机、运动涉入情

形及运动员满意度，是发展技击运动必要工作。唯有

找出运动员的运动效益，参与动机、运动涉入及运动

员满意度的之间相关情形及的因果关系理论，才能有

效提升技击运动的运动成效。 

柔道运动员的教练领导行为和知觉动机气候对

满意度的预测发现，教练领导行为之处罚性技术指导

能有效预测满意度，知觉动机气候之工作取向也可以

有效的预测满意度[50]。休闲动机与休闲满意度彼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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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具有线性的关系。而本研究之技击性运动员的运动

满意度越高，则运动参与动机、运动涉入和运动效益

响应也就更强烈，则所得到的运动员满意度也会更趋

于正向之响应。从休闲流畅理论(flow)来说明休闲满

意，进一步指出，当个体参与休闲活动时，会出现使

人愉悦的高度内在动机，当休闲活动的技能及挑战两

者之间相关愈高时，则会有更多的乐趣，也就能融入

更高的内在动机。在运动训练中影响运动表现的原素

众多，虽然满意度并非是提升运动表现的唯一元素，

但教练与运动员的满意度攸关运动员的运动动机、运

动涉入及运动效益。 

本研究经实证发现，运动员运动动机有可能会透

过运动涉入及运动效益而对运动员满意度产生间接

的影响，换言之，本研究之因果模式具有说服力，对

建构运动员之运动员满意度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理

论意涵。 

4.2. 结论 

 运动动机、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运动满意度量

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可以用于对运动员参与行

为特征的准确测量。 

 我国技击选手运动动机与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

运动员满意度呈直接且正向的影响，亦即，技击

选手运动动机愈多，则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运

动员满意度的反映也就愈好，而且运动效益与运

动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而运动涉入与运动效益

也呈显著正相关。 

 我国运动员运动行为参与的模式符合运动动机、

运动涉入、运动效益及运动员满意度之四因素交

互模型，整体运动参与行为模式对运动员的表现

具有帮助。 

4.3. 建议 

建议举办优异运动名人说明会、运动健康讲痤、

煤体广告营销活动，以扩大运动员持续运动参与行为

动机及涉入程度；畅通扩大硕、博士升学管道让运动

员获得实质的运动效益，寻求企业资源结合，完善运

动整体环境、设备、就业资源，以提升运动员满意程

度，并推动政府订定保障运动员及运动相关法规等策

略，有效刺激运动员持续参与运动行为动机、涉入程

度，并得以从中获运动效益，提升运动员满意度的具

体做法，对推展运动员的参与行为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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