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練領導行為對選手訓練滿意度及團隊凝聚力之影響 : 以彰化縣國小軟式少棒隊為例

陳景濬、雷文谷

E-mail: 9805604@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練領導行為對選手訓練滿意度及團隊凝聚力之影響，並以參加彰化縣九十七學年度國小軟式少棒隊選手

為研究對象，透過全面調查方式共發出15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為128份，研究發現如下：1.選手知覺團隊凝聚力以「團

隊認同」為最高，而以「團隊目標」為最低。2.不同性別選手在知覺教練領導之「關懷行為」上達顯著差異；在訓練滿意

度上均未達顯著差異；在團隊凝聚力上均未達顯著差異。3.不同球齡選手在知覺教練領導之「指導行為」上達顯著差異；

在訓練滿意度上均未達顯著差異；在團隊凝聚力上均未達顯著差異。4.不同訓練時間選手在知覺教練領導之「民主行為」

上達顯著差異；在訓練滿意度上均未達顯著差異；在團隊凝聚力上均未達顯著差異。5.國小軟式少棒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

為與其訓練滿意度間有顯著正相關；在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其團隊凝聚力間有顯著正相關。6.國小軟式少棒選手知覺教練

領導行為中的「民主行為」最能有效預測整體訓練滿意度；而知覺教練領導行為中的「關懷行為」最能有效預測整體團隊

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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