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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籃球裁判參與動機之情形，分析其人口統計特徵與不同背景變項在參與動機量表上差異情形，並且據以

提出建議，期能對有意願參與籃球裁判者或籃球運動推動單位有所助益，讓籃球運動能蓬勃發展。本研究以中華民國籃球

協會認證之籃球裁判為對象，採郵寄問卷實施調查，共計有效問卷119份，利用描述型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信度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所得結果歸納如下： 一、根據人口統計特徵得知，籃球裁判參與者以男性

居多，在國際級及國家A級籃球裁判中，以年齡51歲以上最多；在國家B級、國家C級籃球裁判中，女性參與者有增加趨勢

。 二、籃球裁判參與動機因素排列順序，首重因素為「健康體適能」、其次因素依序為「自我成長」、「成就與自信心」

、「社會需求」、「休閒娛樂」、「心理需求」。 三、量表問題中以「擔任籃球裁判是一種挑戰及自我肯定」平均值最高

，顯見參與籃球裁判，主要為了自我挑戰及自我肯定。 四、經獨立樣本t檢定得知，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學歷背景、工作

背景在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另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得知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年齡在參與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 : 不同背景(various backgrounds) ; 籃球裁判(basketball referee) ; 參與動機(participate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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