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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拳擊運動傷害、傷害後處理情形及傷害後心理之正負向態度，研究結果提供拳擊選手、教練之參考

。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方法，針對在學學生之拳擊選手，共559 名實施調查，蒐集問卷資料後，以SPSS 15.0 for windows套

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獲致以下結論： 一、女性拳擊選手比男性拳擊選手容易於體能訓練、軀幹、下肢部位中受傷。 二

、受傷後教練或家長協助(陪同)就醫，最容易預測受傷害心理狀態之正向心理。 三、受傷時自行前往就醫，最能預測受傷

害心理狀態之負向心理。 四、拳齡愈高者，且有抽煙及喝酒習慣之拳擊選手，容易有腦震盪之情形發生。 五、常用左手

、身高、體重及拳齡愈高者愈容易於受傷活動中之對打活動中受傷，且睡眠充足者，則不易於對打及對打活動中受傷。

關鍵詞 : 拳擊選手、傷害、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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