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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大專校院乙組棒球隊運動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大專乙組棒球運動員在棒球運動上參與動機、滿意度之特性及關聯

性，分析不同背 景人口統計變項之大專乙組棒球運動員對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差異情形。最後分析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間

的相關性。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便利抽樣之方式，針對全國大專乙組棒球隊之運動員進行調查，共發出500 份問卷，

回收453 問卷，有效問卷為 335，可用率達67%。根據調查資料，經獨立樣本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

法、多元迴歸分析相關等統計方法分析，結果 獲得以下結論： 一、不同每周參與練習天數在社會與自我實現需求，以3 天

者顯著高於2天者；不同每次參與時間在社會與自我實現需求，以1小時、3小時、4小時者顯著高於2小時者。 二、不同年

齡在生理滿意度，以未滿20 歲、20-25 歲者顯著高於26-30者；不同年級在心理滿意度，以研究所一年級者顯著高於研究所

二年級者；不同每周參與練習時間在生理滿意度，以3 小時者顯著高於5小時者。 三、社會與自我實現需求、安全與自尊

需求層面與滿意度之心理、放鬆、生理、社會、美感層面皆達顯著正相關；社會與自我實現需求、安全與自尊需求層面與

整體滿意度皆呈正相關，其中以安全與自尊需求與整體滿意度相關性最高；整體參與動機與整體滿意度呈顯著正相關，表

示大 專乙組棒球運動員參與動機愈高，滿意度程度就愈高。 四、在社會與自我實現需求、安全與自尊需求層面共可預測

滿意度變項55.5%的變異量，其中社會與自我實現需求、安全與自尊需求對滿意度具有正向預測力，又以安全與自尊需求

對滿意度預測力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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