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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otivation of joining sports clubs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on high level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anghua County. The subjects were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sports clubs in school. Adopting questionnaire

method, there were 512 valid copies. The obtained data was analyzed , one-way ANOVA, T-test, post hoc,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s. First, as to the motivation of joining sports clubs for high level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anghua County,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participation time, club fees, parental

support, grades, and the time spent on sports per week. Second, there were three levels of motivation factors. The highest levels are

sports entertainment and social demand, the second one is fulfillment demand, and the lowest one is environmental effects. Third, as

to the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joining sports clubs for high level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anghua County,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participation time, club fees, parental support, grades, and the time spent on sports per week.

Fourth, there were three levels of satisfaction factors. The highest level is personal recognition, the second ones are learning effects

and peer relationship, and the lowest one is place and equipment. Fifth, for high level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anghua

County, there was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conclusions were

made to offer avail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teachers of school clubs,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and education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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