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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purpose is to realize the situation of basketball referee, and analyze difference situations in participate motivated

questionnaires between head count char-acteristic and various backgrounds, then bring out suggestions to help positive basket-ball

referees or basketball organizations, so that make basketball spread out. The objects are basketball referees with CTBA certification

and investigated by mailing question-naires. All sum up 119 valid questionnaires. By mean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sample t-test, one-way ANOVA ,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so on, and then come to the following induction: 1.

According to head count characteristic, men are most among basketball referees, i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 A-class basketball

referees, the most is over 51 years old; in nation B-class and C-class basketball referees, women participators are increasing. 2.

Arranging in order motivated factors of basketball referees, first of all is “physi-cal fitness“. And the next are “self-development

”, “achievement and self-confident”, “society-requirement”, “recreation” and “mind-requirement”. 3. Among

questionnaires, “being basketball referee is a challenge and self-affirmation.” is the highest. It stands for basketball referee

participators are for self-challenge and self-affirmation for the most part. 4. After investigating with independent-sample t-test, there

has an obvious differ-ence in participate motivation about different head count variables with aca-demic-background and

job-background; besides, after investigating with one-way ANOVA, there has an obvious difference in participate motivation about

different head count variables of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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