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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目的: 一、了解甲二級大專籃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對於運動自信心上是否有顯著影響。二、了解甲

二級大專籃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對於團隊凝聚力上是否有顯著影響。三、了解甲二級大專籃球選手運動自信心對於團

隊凝聚力是否 有顯著影響。四、了解甲二級大專籃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在加入運動自信心後對於團隊凝聚力是否有顯

著影響。本研究利用修編之「領導效能適應性描述問卷」，簡稱LEAD問卷為研究工具進行調查。本研究對象為甲二級大

專籃球選手，共發出348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16份，有效問卷為332份，樣本回收率為95.4%。資料處理採描述性統計以

及線性回歸分析。調查之資料經統計分析後發現: 一、甲二級大專籃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對於運動自信心上有顯著影

響。二、甲二級大專籃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對於團隊凝聚力上有顯著影響。三、甲二級大專籃球選手運動自信心對於

團隊凝聚力有顯著影響。四、甲二級大專籃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在加入運動自信心後對於團隊凝聚力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 : 領導行為、運動自信心、團隊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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