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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three objectives for this study. The first one was, from various variable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flow experience for

volleyball referee, followed by finding 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volleyball referee’s expertise and flow experience, and the third one

was to probe into under what challenging circumstances that can easily produce flow experience. Choosing the referees practicing in

Yong Sin Volleyball Cup 2009, this study sent out questionnaire by way of purposive sampling according to group of A, B, and C

team classification. There were three parts in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demography, scale of referee expertise, and scale of flow

experience. It was a total of 228 copies of survey were sent out, and the effective returning copies were that of 191, that make the

returning rate counted as 87.71%. The effective copies then were processed with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OVA,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by SPSS for Windows12.0.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 1. It is gender that makes flow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male referee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referee. 2. Age also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low experience to be felt, and

referees aged between 41-50 are the group that makes volleyball games flow. 3. Seniority makes the felt flow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or referee; among them, 11 years of practicing referees are the group that can makes a game flow. 4. The practicing

difficulty levels will not sign ificantly interfere with flow experience. 5.1Volleyball referees with different expertise backgrounds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different flow experience, that is, the higher of referee class, the more flow experience it will make. 6. There

are positive relation existed between volleyball referee’s expertise and flow experience. It is the correlation of practicing attitudes

and flow experience in expertise dimension that scored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practicing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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