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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巧固球教練之參與動機、領導行為與工作

滿意度之關係，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在三個變項上之差異。本研

究以基本資料、參與動機量表、領導行為量表、工作滿意度量表

四個問卷為研究工具。以全國的巧固球隊教練為研究對象，總計

發出3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為273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1％。

回收資料以SPSS 12.0統計軟體與AMOS結構方程模型進行資料分

析，包含描述性統計、信效度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

數及Scheffe事後比較，獲得以下結果：(一) 巧固球教練的參與

動機在不同背景變項中除年齡方面外，其餘皆未達顯著差異；(二)

巧固球教練的領導行為在不同背景變項中皆未達顯著差異；(三)

巧固球教練的工作滿意度在不同背景變項中除是否體育科系畢業

和學校規模外，其餘皆未達顯著差異；(四)巧固球教練的參與動

機與工作滿意度為顯著正相關；(五) 巧固球教練的領導行為與工

作滿意度為顯著正相關。

關鍵詞 : 巧固球、參與動機、領導行為、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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