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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國民中學運動選手參與動機、社會支持與身心倦怠之關係。研究對象以彰化縣99學年度國民中學運

動選手有參與學校校隊之對象，作為調查取樣的樣本，有效樣本453份，採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整理，並利用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法、獨立樣本t檢定、事後檢定法、皮爾遜積差相關、迴歸進行統計分析，主要獲致以下結果：（1）彰化縣

國民中學運動選手之參與動機、社會支持和身心倦怠在人口背景變項性別、年級、參與運動種類、每周訓練時間、參與專

項運動時間有顯著差異。（2）彰化縣國民中學運動選手之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存具有高度正相關。（3）彰化縣國民中學

運動選手之參與動機與身心倦怠存具有低度負相關。（4）彰化縣國民中學運動選手之社會支持與身心倦怠存具有低度負

相關。（5）彰化縣國民中學運動選手之參與動機和社會支持對於身心倦怠具有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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