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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current status of motivation and be-havioral involvement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for

recreational sport participation among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nts were fif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Taoyuan area.

Ques-tionnaire survey procedure was used, and 56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Participants had mid-to-high level of sport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Basketball and dodgeball were found as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among school students in Taoyuan area.

Most students of the study participated in sports less than 4 times and 60 minutes every week. (2).Several motivating factors for sport

participation were influenced by gender and grade. For behavioral involvement, male students had higher level than female students.

(3).Highly motivated participants had higher level of behavioral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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