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iate students' Behavioral Attitud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Behavi

盧群昇、張志銘, 呂崇銘

E-mail: 360085@mail.dyu.edu.tw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basketbal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tention by the dimensions

of subjective norm, peers, teachers, relatives and so on.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college students from 4 colleges in

Changua and Yunlin County who took basketball as elective course during the 2012 academic year and who takes part in basketball

activities as a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conducted in sampling frame. A total of 450questionnaries were

distributed and 443 were collected. Among the questionnaires, 13 were invalid; as a result, 430 were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was at 95.6%.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12.0 and LISREL statistical softwar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impact of subjective norm mod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basketball, behavioral attitude,

behavioral intention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behavioral intention.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behavioral intentions.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impact of the high and low packets

mode of subjective norm, only the dimensions of ‘teacher’ showed differences, especially in perception behavioral control. To

conclude, the dimensions of subjective norm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one’s behavioral intention, that is, college students’

intentions to participate and engage in basketball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relatives, peers, teacher, celebrities and other dimensions.

The founding of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university teaching unit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sports

administrators when implementing the promotion of baske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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