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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為探討排球選手社會支持、目標取向與參與動機相關影響之研究，研究目的如后，一、瞭解大專院校排球選手社會

支持、目標取向與參與動機之現況。二、建構大專排球選手社會支持、目標取向與參與動機的影響模式。以一百學年度大

專院校排球聯賽男子組公開三級球員為研究對象，採用叢集抽樣方式取樣，共計發出480份的問卷，回收剔除無效問卷後

，有效問卷計412份，回收有效率為85.83%。經以描述統計及結構方程式模式驗證本研究假設模式之考驗，所得結論如下

： 一、大專院校排球選手社會支持、目標取向與參與動機之現況 選手知覺到社會支持行為之強度依序為「隊友支持」為

最高、「教練支持」、「親友支持」、「師長支持」為最低。選手目標取向之強度依序為「工作取向」及「自我取向」，

選手之目標取向屬於「高工作/中自我取向」。參與動機之強度依序為「技術發展」為最高、「成就需求」、「興趣需求

」及「健康體適能」為最低。 二、大專排球選手社會支持及目標取向對參與動機之影響模式 本研究假設之社會支持及目

標取向對參與動機影響模式是成立的；以整體模式來看，社會支持及目標取向對參與動機的聯合解釋力為61%，社會支持

對參與動機的影響力大於目標取向對參與動機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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