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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一、國小躲避球校隊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 為、領導信任與團隊凝聚力的現況。二、比較不同背景變項選

手 知覺教練領導行為、領導信任與團隊凝聚力之差異情形。三、探 討教練領導行為與領導信任對團隊凝聚力之預測力。

研究方法： 以參加99 年度台中縣議長盃錦標賽之甲、乙組國小躲避球校隊選 手為研究對象，採問卷調查法，有效問卷

共340 份。所得資料經 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 積差 相關及迴歸分析等方法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一、選手對教練領 導行為、領導信任及團隊凝聚力均有高知覺水準。二、不同年級、 不同年資、不同練習時

間在知覺教練領導行為、領導信任與團隊 凝聚力上有顯著差異。三、教練領導行為對領導信任有顯著的預 測效果。四、

教練領導行為對團隊凝聚力有顯著的預測效果。五、 領導信任對團隊凝聚力有顯著的預測效果。六、領導信任在知覺 教

練領導行為對團隊凝聚力影響關係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關鍵詞 : 躲避球、教練領導行為、領導信任、團隊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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