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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棒球被國人譽為「國球」，是國人最支持的體育單項運動。近年來，由於經費、場地、人事等因素，導致全國少棒球隊紛

紛面臨解散危機。為重新扎根棒球運動，開始推廣樂樂棒球。因此，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學童在樂樂棒球運動的參與動機

與持續涉入關係。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對象，採問卷調查的方式，共取得有效問卷521份。正式問卷使用SPSS 12.0

統計軟體進行樣本的結構描述、人口統計變項對各變數之評估，其次再以平均數差異檢定、Scheffe法事後比較、皮爾森相

關係數分析及迴歸分析，瞭解參與動機對持續涉入的關係。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1)學童為了健康及學習棒壘球知識而參

與樂樂棒球運動，且為了表現能力而持續涉入。(2)不同背景國小學童在樂樂棒球的參與動機與持續涉入有顯著差異。(3)學

童的參與動機會正向影響持續涉入，獲得成就感愈大的學童，愈願意持續涉入。 本研究最後就結果進行討論與研究意涵之

陳述，並對國民小學、體育行政部門及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

關鍵詞 : 樂樂棒球 ; 參與動機 ; 持續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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