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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是在大專院校慢速壘球隊教練領導行為是否影響到球員的退出意圖，並將球員的參與動機作為干擾變數。研究

對象為台灣地區參與大專慢速壘球隊之球員，以問卷抽樣取樣的方式進行施測，問卷總共發放560份，回收555份數，剔除

無效問卷19份，共計536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5.7%。利用SPSS 18.0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包含信效度分析

、因素分析、相關分析、多元逐層迴歸分析、干擾迴歸分析等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教練領導行為中團隊管理行

為、權威行為與民主行為皆對球員是否退出球隊有顯著影響，以標準化迴歸係數的正負號可知，權威行為對球員退出意圖

呈現正向關係，而團隊管理行為與民主行為則呈現負向關係。而球員參與動機在教練領導行為與球員退出意圖之間不會產

生干擾效果，由此可知，球員參與動機的影響力是低於教練領導行為的，表示球員參與動機並不是在教練帶領球隊成功與

否中最重要的因素，教練本身的領導方式才是一支球隊是否能爭取榮譽與永續發展的最重要因素。

關鍵詞 : 教練領導、參與動機、退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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