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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質性的研究法，以國立南投高中代表臺灣參加2010年南非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共八位選手為研究對象。本研究

期望能幫助國內拔河選手在技術上更精進，及教練在運動訓練上的實際運用，並能在國際賽中繼續創造佳績，以提昇選手

之競技能力。結果如下： 一、選手開始投入訓練背景及訓練歷程：從研究可得知有四位選 手是由自己興趣而產生動機，

有二位是由教師或教練發掘 出，兩位是受同儕間影響而產生動機。 二、選手的競賽心理準備情況：大多選手只重視技術

、體能、戰 術上的運用，教練也比較少著重在心理上的訓練，大部分選 手都是在訓練或是比賽中自我調適。 三、選手的

價值觀：多數選手是為了爭取成績、超越自我；一位 是秉著個人榮譽和個人名聲與為學校爭光為目標的設定。 四、選手

與教練之互動關係：教練影響選手的層面在課業上的指 導與重視，及選手品格、為人處事。有三位選手選擇民主行 為，

而二位選手選擇社會行為，有三位選手則希望是被獎賞 行為所領導。 五、選手訓練歷程所面臨之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

有六位選手是 運動技術層面上的問題，一位是運動傷害上的困擾，另一位 是心理上的壓力挫折。而受訪者解決的方式是

自我調適及請 教教練或學長來解決遭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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