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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國小排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訓練滿意度問卷」為研究工具，其內容包括基本資料、運動教練領導行為量

表、訓練滿意度量表等三個部分。本研究以參加中華民國96年第28屆華宗盃排球錦標賽國小組隊伍為研究對象，總計發

出416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為379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1.11％。回收資料以統計套裝軟體SPSS 12.0中文版執行，採描

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及Scheffe事後比較、單因子重複量變異數及LSD事後比較、皮爾森積差相關、

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一)國小排球選手知覺到的教練領導行為以「訓練與指導行為」最多，「專制

行為」最少；對訓練的滿意度趨近於滿意的程度，其中以「訓練回饋」及「專業能力」的滿意度最高，「個人表現」最低

。(二)不同「性別」之國小排球選手在所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及對整體訓練滿意度有顯著差異。(三)國小排球選手所知覺教

練領導行為可以有效預測整體訓練滿意度。(四)比賽成績表現與知覺教練領導行為無顯著差異；比賽成績表現與訓練滿意

度無顯著差異。再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相關運動團隊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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