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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人格特質在劍道運動涉入之情況，且評估不同涉入程度的劍道運動學習者之情緒智力之關係為何，並

進一步探討劍道運動涉入對情緒智力的預測關係。本研究取樣以「台灣劍道網」之會員為主要樣本，男性189人，女性45

人，有效問卷共計234份，研究方式採問卷調查的方式，透過差異、相關及層級回歸等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一、劍道運

動員之社會心理涉入及行為涉入(段位)與情緒智力有顯著正相關；二、人格特質與社會心理涉入及情緒智力有顯著正相關

；三、人格特質為情緒智力之主要預測因子，另外劍道運動心理涉入(自我表現、精神認同)對情緒智力亦有顯著預測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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