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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排球裁判其流暢經驗之差異情形。二、探討排球裁判之專業能力與流暢經驗

的相關性。三、探討不同專業能力的排球裁判在何種難度挑戰下，最容易有流暢經驗的產生。 本研究之調查對象為擔

任2009年永信盃排球賽之執法裁判，採用立意抽樣(分A級.B級.C級)方式發放問卷，問卷包含個人基本資料、裁判專業能力

量表及流暢經驗量表，共計發出228份問卷，實際回收200份，有效問卷191份，回收率達87.71%。有效樣本以SPSS for

Windows12.0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Pearson相關分析。 本研究結果為：一、裁判性別不同與流暢經驗之

間，有顯著差異，男性高於女性。二、裁判年齡不同，在流暢經驗上有顯著差異，41-50歲的裁判流暢感受最高。三、裁

判年資不同，在流暢經驗上有顯著差異，年資11年以上的裁判流暢感受偏高。四、執法難度不會顯著影響流暢經驗的產生

。五、不同專業能力的排球裁判其流暢經驗有顯著差異，裁判的級別越高，流暢感受越高。六、排球裁判之專業能力與流

暢經驗二個變項間，有正相關，尤其專業能力構面中的執法態度與流暢經驗的相關系數最高，其次才是執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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