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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參加100年全國拔河錦標賽參賽國小隊伍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國小學校拔河代表隊教練領導行為、

團隊凝聚力、成就表現與選手滿意度之關係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在性別、年級、訓練時間與社經地位背景變項中，性別

變項在專制行為、團隊合作及個人滿意度有顯著差異。而年級變項在專制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其餘變項皆未有顯著差異。

而在教練領導行為對選手滿意度各因素、除專制行為對團體滿意度及教練滿意度外，皆達顯著正相關。而團隊凝聚力對選

手滿意度各因素，皆達顯著正相關。而成就表現對選手滿意度各因素，在運動成就上皆達顯著正相關。而在團隊目標上僅

和教練滿意度有正相關。在選手滿意度之預測力分析上，「運動成就」、「人際吸引」「民主行為」及「團隊適應」四層

面可以顯著預測選手個人滿意度。團體滿意度上有「運動成就」、「人際親和」「團隊適應」及「民主行為」四層面可以

顯著預測。而在教練滿意度的預測上，有「團隊適應」「運動成就」、「關懷行為」、「專制行為」、「團隊合作」及「

團隊目標」六個層面有達顯著。 建議教練對於領導行為應視情境善加調整，並設立明確努力目標，多參與比賽，增加自我

肯定，俾益於運動技能的提昇。教練也應透過相關策略如單獨溝通、個別輔導、學長帶領及經驗傳，並關心、鼓勵選手的

想法與身心的發展，使隊伍能增進團隊凝聚力；教練也應該使其了解球隊主要目標為何，並將個人目標與團隊目標相結合

，以增進團隊對目標達成凝聚力。同時也期待拔河相關單位能多舉辦有關拔河運動心理方面的專業技能以及團隊動力之經

營策略的研習，讓教練能更加了解運動員心理。以帶領運動團隊邁向成功之路。

關鍵詞 : 國小拔河隊、選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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