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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1)不同背景變項之拔河隊選手其團隊 凝聚力、運動自信心之差異；(2)不同團隊凝聚力之拔河選手在

運 動表現之差異；(3)不同運動自信心之拔河選手在運動表現之差 異；(4)團隊凝聚力、運動自信心對運動表現之相關性。 

方法：本研究以參加全國拔河錦標賽報名隊伍之高中拔河隊 選手進行立意抽樣，總樣本數為371人。在資料分析上，則運

用 敘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薛費法、皮 爾遜積差相關等方法，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討論及

建議。本 研究所得之主要結論如下： 1. 年級、不同參與時間、成績表現、與訓練週時之高中拔河隊選 手在團隊凝聚力上

具有顯著差異。 2. 不同性別、年級、參與時間、成績表現與訓練週時之高中拔河 隊選手在運動自信心上具有顯著差異。

3. 高團隊凝聚力組之高中拔河隊選手在運動表現上顯著優於中 團隊凝聚力組。 4. 高運動自信心組之高中拔河隊選手在運

動表現上顯著優於其 他組別。 5. 團隊凝聚力、運動自信心與運動表現有顯著正相關。 關鍵字：高中拔河隊選手、團隊凝

聚力、運動自信心、運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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