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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slow pitch softball players' participation in this sport and the barrier factors to their participati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780 players from all of the 39 teams participating in the "2005 Yunlin County Magistrate

Slow Pitch Softball Ga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near 70% of the respondents pay their member fees. Second, over 70% of

the respondents indicated that they practice or play matches on the playing field borrowed from schools. Third, more than 90% of

the respon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games in weekends or on holidays, and most of them participate in this sport for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growth, instead of taking it merely as a pastime. Fourth, as more than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usually participate with

their team members, this suggests that slow pitch softball is a more a group-based than individualistic sport. Fifth, possible barrier

factors include (1) concern for one's physical conditions, the risk of getting injury in the games, or aggravation of previous injury, (2)

unsatisfactory interaction among team players and lack of companions, and (3) quality and availability of appropriate fields and

equi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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