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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參與全國大專校院慢速壘球系際杯之學生，其參與慢速

壘球運動與賽事之參與動機、涉入程度與休閒效益之影響關係，並針對研究結果提

出相關建議。方法：本研究以參與全國大專校院慢速壘球系際杯之學生作為研究對

象，進行問卷發放，共計發放問卷 30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87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5.67%。研究者於問卷回收後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結果：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

模型具有良好之收斂效度、區別效度與模型適配度，且參與者之參與動機對涉入程度

與休閒效益，以及涉入程度對於休閒效益均有正向顯著影響，與研究者提出之假設相

符。建議：根據研究結果中，參與動機與涉入程度可正向顯著影響參與者之休閒效益，

研究者提出五項具體可行之建議，藉由提升參與者之參與動機與涉入程度，正向影響

其休閒效益之提升。

關鍵詞：結構方程模式、大專學生、模型適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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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棒球運動一直以來都是許多國人相當

喜愛的運動，特別是臺灣一向把棒球當作

國球，每當國際級的棒球賽事舉辦之際，

就可以看到大街小巷無不談論棒球話題。

但是由於棒球所需具備的技術層級較高，

對於許多想要參與的民眾來說並不容易，

因此取而代之地慢速壘球就成為了許多喜

愛棒球，又想參與類似運動的民眾首選項

目。

國內學生普遍缺乏規律運動的習慣，

並隨著年齡的增長，參與規律運動習慣的

比率降低。學生時期的學習行為與態度之

養成，可能成為日後進入社會的健康生活

型態 ( 張世沛、黃素珍、張志銘、陳弘順、

施國森，2011；羅文杰，2004)。而大學時

期是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是人格發展歷程

中的關鍵。大學時期若發展順利，可形成

明確的自我觀念與方向；反之，將導致生

活徬徨迷失。以生涯發展的觀點來看，大

學是屬於由探索進入實踐的階段。在此時

期，大學生可藉由豐富多元的活動來探索

學習，並培養自己的能力、興趣、價值觀

等 ( 陳律盛，2009)。

大專學生是社會國家未來的中流砥

柱之磐石、國家菁英分子，因此擁有健康

身心狀態對於他們所面對未來肩負的社會

責任與人生挑戰是必備的基本條件 ( 李志

峰、楊慶南、邱智麟，2003)。因此，除

了在校園求學過程中必須培養品學兼優之

外，加強鍛鍊良好的身心與體魄，就成為

大專院校的同學應要自我要求的課題 ( 王

怡菁、邱文聲，2010)。而大學生時期參與

壘球運動並培養成為終身運動是一項很有

意義的事。

慢速壘球運動，融合閒暇歡娛的休閒

意識與一般競技運動，它可以讓休閒活動

和競技運動能齊頭並進，是社會經濟脈動

的指標，亦是各類單項運動的典範，展現

出清新、健康、快樂、友誼的社會活力 ( 

韋磊，2008，2010)。慢速壘球所以受到

國人的歡迎，是因為不像棒球運動為較具

專業技術的競技運動項目，而較不符合運

動休閒參與者的參與意願；反而打起來很

輕鬆，使人容易有成就感。以國人的身材

體型、個性而言，是很適合全民一起參與

的運動。慢速壘球運動屬於棒球系列之球

類運動，規則由棒球運動簡化成為一種符

合大眾休閒的活動，不分男女老少皆可

以進行這項活動 ( 黃俊傑、陳建利、何國

龍，2006)。近年來因為政府實施週休二日

之後，加上國人對休閒運動的亦加重視，

慢速壘球也成為許多人假日主要的休閒活

動，假日期間常可看到各個公園或慢速壘

球場都聚集許多喜好慢速壘球運動的大專

學生 ( 林啟川，2001)。在慢速壘球的參與

者中，除了社會人球隊以外，學生族群也

是相當重要的一群，特別是在大專校院中，

由於學校占地面積相較於中小學為大，相

對也有較多的空間可以從事慢速壘球這類

需要較大場地的運動；另外，由於大專校

院學生的課程為自由排課，課餘時間較中

小學生為多，利用午後的課餘時間練習或

比賽的機會也相對較多，所以幾乎每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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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校院都會有壘球隊的存在，甚至組成層

級更小至各系所，許多慢速壘球系隊都是

由此而生。因此希冀透過本研究能鼓勵大

學生參與壘球運動並能提升良好的身心健

康。

涉入是一種動機、激勵與興趣的狀

態，此狀態會一直存在涉入的過程與情境

之中 (Rothschild, 1984)；而在運動方面

Venkatraman (1990) 提出個人對於運動的

持續涉入會反應出強烈興趣、著迷，並且

發展成一種嗜好，最後變成一種根深蒂固

的運動習慣。藉由參與休閒活動中得知，

活動涉入 (activity involvement) 係指個人

在特別活動或特別情形之下所投入的程

度。運動涉入會影響到個人對某特定休閒

運動產生投入的程度、動機與熱忱，因此

涉入程度對於參與者是否能夠持續參與某

項運動具有顯著的影響 ( 林衢良，2004；

黃秀卿、孫嘉億，2017；蔡正育，2015；

Charters & Pettigrew, 2006)。由上述文獻

得知涉入程度對持續運動有重要的影響。

動機是促使個人朝向特定的目標前進

與學習的內心想法，並積極地想去完成它

的心理歷程，動機就是激發個人朝向某一

個目標前進的原動力 ( 張怡潔、吳聰義、

林季燕，2013)。為了提高大學生參與運動

的機會，並提升運動水準，透過瞭解大學

生參與運動動機以提升大學的運動風氣。

運動參與動機一直為運動心理學家研究的

主要議題，為什麼有些人會選擇某些運動，

而且經年累月在運動場上拚鬥不懈，又為

何有些人態度消極逃避挑戰，退出球場，

運動一點都吸引不了他們的興趣。影響運

動參與的動機是相當複雜的，我們必須進

一步瞭解其運動參與動機，以達到事半功

倍之效 ( 徐茂洲、謝漢唐、林百也、李淑

華，2012；黃郁琦、王清欉，2003)。因此

透過本研究探討參與壘球運動動機，希冀

能有機會提升大學校園的壘球運動風氣。

高俊雄 (1995) 休閒利益三因素模式研

究中指出休閒參與者個人從參與休閒活動

的過程之中，個人需求的滿足或身心狀態

可獲得改善的有利結果，加以整合出休閒

參與促進個人利益的三大因素為：均衡生

活體驗、健全生活內涵與提升生命品質。

每個人對休閒效益的感受不同，因為休閒

效益是一種主觀的概念，個人的休閒體驗

與感受必須經過個人主觀評價後，進而產

生不同的休閒效益 ( 王聖文，2016；徐新

勝，2007)。完善的規劃休閒時間，可從休

閒運動之中獲得休閒效益，是大學生活中

除了課業之外，需要被重視的一環 ( 呂惠

富，2008)。除了練習以外，比賽亦為慢速

壘球相當重要的一環。

鍾潤華 (2015) 以參加苗栗縣理事長盃

慢速壘球賽選手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

示參與動機能顯著影響涉入程度 ( 路徑係

數 = 0.87, p < .05)；參與動機能顯著影響

休閒效益 ( 路徑係數 = 0.50, p < .05)； 涉

入程度能顯著影響休閒效益 ( 路徑係數 = 

0.49, p < .05)。楊欽城、柳立偉與湯斯凱 

(2015) 等學者的研究以參與臺中市 103 年

度市長盃飛盤爭奪賽參與者為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顯示：飛盤運動參與者的「參與

動機」會顯著影響「涉入程度」。郭秉寬

與李福恩 (2015) 以 2014 Ironma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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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人三項國際邀請賽之參賽選手為研究對

象，研究結果顯示參與動機會顯著影響涉

入程度，參與動機顯著影響休閒效益，涉

入程度顯著影響休閒效益。詹宏文與葉雅

正 (2015) 以高雄陽明網球場球友為研究對

象，研究結果顯示參與動機對休閒效益有

顯著影響。根據上述文獻可以得知各變項

之間的關係。

許多慢速壘球的系隊除了藉由練習

促進球員間的情感交流以外，比賽所獲得

的榮譽感與參與認同更是練習所無法比擬

的。而全國大專校院系際盃比賽更是相當

重要的賽事之一，故研究者藉由本賽事

聚集大專校院慢速壘球系隊的機會進行調

查，藉由問卷填寫以瞭解學生對於參與慢

速壘球賽事之涉入程度、休閒效益及參與

動機之影響為何，並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以作為推廣慢速壘球運動及後續舉辦慢速

壘球賽事之參考。因此本研究將探討 2017
年全國大專校院慢速壘球系際盃參與學生

參與動機、涉入程度、與休閒效益間的關

係。

二、研究假設與架構圖

根據上述文獻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一： 壘球運動參與者參與動機對涉入

程度有顯著影響。

假設二： 壘球運動參與者涉入程度對休閒

效益有顯著影響。

假設三： 壘球運動參與者參與動機對休閒

效益有顯著影響 ( 如圖 1)。

貳、方法

一、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 2017 年全國大專校院慢速

壘球系際盃選手為研究對象，本研究以立

意抽樣進行抽樣，抽樣地點為竹北紅樹林

球場，施測時間為 2017 年 8 月 12 日及

26 日兩日，利用選手休息空檔進行施測。

問卷施測 300 份，刪除無效問卷之後，共

計有效問卷 287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5.6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之問卷為參考郭秉寬與

李福恩 (2015) 與鍾潤華 (2015) 研究，並

根據壘球實際情況加以改編，問卷內容共

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參與動機，包括

四個構面，分別為心理層面、社會環境、

自我成就及健康適能，共 20 題，郭秉寬與

李福恩原量表組成信度為 .86 ~ .92，鍾潤

華原量表組成信度為 .87 ~ .93。第二部分

涉入程度，包括四個構面，分別為重要程

度、愉悅程度、象徵程度及自我表現，共

19 題，郭秉寬與李福恩原量表組成信度為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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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 .92，鍾潤華原量表組成信度為 .86 ~ 

.91。第三部分休閒效益，包括三個構面，

分別為生理效益、心理效益及社交效益，

共 14 題，郭秉寬與李福恩原量表組成信度

為 .83 ~ .88，鍾潤華原量表組成信度為 .88 

~ .93，顯示量表皆具有良好信度。

三、資料處理及分析

有效問卷編碼後以 SPSS 12.0 統計軟

體進行資料建檔，以次數與百分比進行初

步分析人口學資料，再以 AMOS 20.0 進行

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實證分析。在評估模式需先以驗證

式 因 素 分 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分 析 構 面 組 成 信 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與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Brown, 

2006)。CFA 考驗構面方法是否能有效

收斂於同一構面，構面是無法直接測量

的變數 ( 張偉豪、鄭時宜，2012)。參考

Bagozzi and Yi (1988) 建議，以三項最常

用的測量指標，檢視測量模式中的收斂效

度。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5，潛在變數組成

信度高於 .6，平均變異數萃取量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 .50，則測量模

式具有收斂效度 ( 吳明隆，2007)。AMOS

提供兩種信賴區間 bootstrap 估計方法：

一 為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另一為 Percentile Method 估計，這兩種

估計方法分析信賴區間大致會相符 ( 張

偉豪，2011)。SEM 分析通常樣本數大於

200 份容易造成卡方值 (χ2 = (n − 1)Fmin) 

過度膨脹，Fmin 為樣本矩陣與期望矩陣差

異的最小值。而樣本數過大卡方值自然就

會大，因此 p 值容易拒絕 ( 徐茂洲、顏漢

平，2013；張偉豪，2011)。因此 Bollen 

and Stine (1992) 建議以 Bootstrape 修正。

Bollen-stine p correction 卡方值為 1,672.04

而原來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ML) 卡方值為 2,373.56，由於卡方值變 

小，需要重新計算配適度指標計算結果。

在模式中的配適度分析 (model fitness) 參

考吳明隆 (2009)、徐茂洲 (2010)、Bagozzi  

and  Yi  (1988)、Bent le r  (1995)、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 (1998) 的意

見，以六項指標評估整體模式適的配度評

鑑，包括 χ2 檢定、χ2 與自由度的比值、平

均近似誤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比較配適度

指 標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適 配

指標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調整後

適配指標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Bagozzi and Yi (1988) 指 出 χ2 與

其自由度比值來檢驗模式的配適度，比

值應該愈小愈好，Hair et al. (1998) 指出

GFI、AGFI 值愈接近 1 愈好，但無絕對的

標準來判定此模式的適配度。接著驗證參

與 2017 年全國大專校院慢速壘球系際盃動

機、涉入程度與休閒效益模式的假設關係。

參、結果

一、人口學資料

全國大專校院慢速壘球系際盃參與學

生性別部分：男性 284 人，占 98.95%；

女性 3 人，占 1.05%。年級部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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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93 人，占 32.40%；二年級 85 人，占

29.62%；三年級 73 人，占 25.44%；四年

級 36 人，占 12.54% ( 如表 1)。

二、驗證式因素分析

本研究收斂效度彙整如表 2 所示，而

因素負荷量高於 .50，組成信度方面均高於 
.60 以上，平均變異數萃取量均高於 .50，
表示此研究模式各個構面題項具有收斂效

度。

三、區別效度

本研究以 bootstrap 信賴區間法檢驗構

面間的區別效度，在 95% 信心水準下重複

分析 1,000 次，而計算構面間相關係數為

95% 信賴區間若小於 1，表示構面之間具

有區別效度 ( 張偉豪，2011；Torkzadeh, 
Koufteros, & Pflughoeft, 2003)。

表 1　人口學資料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84 98.95
　女 3 1.05
年級

　一年級 93 32.40
　二年級 85 29.62
　三年級 73 25.44
　四年級 36 12.54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表 2　驗證式因素分析彙整表

模型參數估計值 收斂效度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非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 S.E. t-value

標準因素 
負荷量 SMC 組成信度 AVE

心理層面 A5 1.00 .53 .28 .88 .60
A4 1.83 .20 8.96*** .78 .61
A3 1.79 .19 9.35*** .86 .74
A2 1.89 .20 9.30*** .85 .72
A1 2.05 .23 9.00*** .79 .62

社會環境 A10 1.00 .71 .50 .89 .62
A9 0.99 .08 12.23*** .77 .59
A8 1.05 .08 13.32*** .85 .72
A7 1.01 .08 13.30*** .85 .72
A6 0.97 .08 11.50*** .73 .53

自我成就 A15 1.00 .65 .42 .85 .54
A14 1.25 .13 9.31*** .64 .41
A13 1.39 .14 9.72*** .67 .45
A12 1.24 .11 11.39*** .84 .71
A11 1.30 .11 11.39*** .84 .71

健康適能 A20 1.00 .74 .55 .86 .55
A19 1.08 .10 10.48*** .6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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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參數估計值 收斂效度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非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 S.E. t-value

標準因素 
負荷量 SMC 組成信度 AVE

A18 1.08 .09 12.07*** .76 .58
A17 1.14 .09 12.53*** .79 .62
A16 1.09 .09 11.99*** .76 .58

重要程度 B1 1.00 .76 .58 .86 .55
B2 1.05 .08 12.84*** .78 .61
B3 0.85 .07 11.91*** .73 .53
B4 0.70 .06 11.34*** .69 .48
B5 1.03 .08 12.31*** .75 .56

愉悅程度 B6 1.00 .79 .62 .91 .66
B7 1.04 .07 15.13*** .82 .67
B8 1.03 .07 14.95*** .82 .67
B9 1.01 .07 15.11*** .82 .67
B10 0.99 .07 14.91*** .81 .66

象徵程度 B11 1.00 .66 .44 .88 .65
B12 1.58 .13 12.36*** .86 .74
B13 1.62 .13 12.77*** .91 .83
B14 1.37 .12 11.30*** .76 .58

自我表現 B15 1.00 .72 .52 .87 .58
B16 1.30 .11 12.29*** .79 .62
B17 1.11 .10 11.51*** .74 .55
B18 1.31 .11 12.34*** .79 .62
B19 0.97 .08 11.76*** .75 .56

生理效益 C5 1.00 .65 .42 .91 .67
C4 1.07 .09 11.81*** .81 .66
C3 1.06 .09 12.06*** .83 .69
C2 1.11 .09 12.51*** .87 .76
C1 1.08 .08 12.84*** .90 .81

心理效益 C10 1.00 .93 .87 .92 .69
C9 0.96 .05 18.86*** .81 .66
C8 1.02 .06 18.52*** .80 .64
C7 0.96 .05 18.06*** .79 .62
C6 0.99 .05 18.58*** .80 .64

社交效益 C14 0.88 .05 17.10*** .79 .62 .90 .69
C13 0.87 .05 17.21*** .79 .62
C12 0.94 .05 17.96*** .81 .66
C11 1.00 .92 .85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S.E.：標準誤 (standard error)；SMC：多元相關平方 (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AVE：平均變異數萃取量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p < .001

表 2　驗證式因素分析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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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結果如表 3，構面之間的信賴區

間均小於 1，因此表示構面間具有區別效

度。

四、配適度分析

本研究模式 χ2 與自由度的比值 < 3 ( 
為 1.28)；GFI、AGFI 分別為 .90、 .89；
Browne and Cudeck (1993) 建 議 RMSEA
若介於 .05 到 .08，表示此模式良好具有

合理的配適度 (reasonable fit)，本研究模

式 RMSEA 為 .03；CFI 可容許標準為 > 
.90，模式的 CFI 為 .90；整體而言適配度

指標大致符合標準值內，代表本研究結果

是可接受的模式 ( 如表 4)。

五、結構模式分析

本研究模式與觀察資料之間具有不錯

的適配度，顯示理論模式可充分解釋觀察

資料。因此在通過模式適配度檢核之後，

進一步瞭解壘球運動參賽者參與動機、涉

入程度與休閒效益之關係與路徑係數值，

如圖 2 所示。參與動機對涉入程度達顯

著影響 ( 路徑係數 = 0.74, p < .05)；參與

動機對休閒效益達顯著影響 ( 路徑係數 = 

0.36, p < .05)；涉入程度對休閒效益達顯

著影響 ( 路徑係數 = 0.45, p < .05)。A1 ~ 

A5 代表反映心理層面構面的五個題目、

A6 ~ A10 代表反映社會環境構面的五個題

目、A11 ~ A15 代表反映自我成就構面的

五個題目、A16 ~ A20 代表反映健康適能

構面的五個題目。B1 ~ B5 代表反映重要

程度構面的五個題目、B6 ~ B10 代表反映

愉悅程度構面的五個題目、B11 ~ B14 代

表反映象徵程度構面的四個題目、B15 ~ 

B19 代表反映自我表現構面的五個題目。

表 3　區別效度分析彙整表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參數 估計 下界 上界 下界 上界

涉入程度 ←→ 休閒效益 .72 .53 .87 .55 .89
參與動機 ←→ 涉入程度 .73 .52 .91 .54 .91
參與動機 ←→ 休閒效益 .69 .49 .91 .52 .96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表 4　研究模式的配適度分析

配適指標 (Fit Indices) 可容許範圍 本研究模式 模式配適判別

χ2 (Chi-square) 愈小愈好 1672.04

χ2 與自由度比值 < 3 1.28 符合

GFI > .9 .90 符合

AGFI > .8 .89 符合

RMSEA < .08 .03 符合

CFI > .9 .90 符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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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 C5 代表反映生理效益構面的五個題

目、C6 ~ C10 代表反映心理效益構面的五

個題目、C11 ~ C14 代表反映社交效益構

面的四個題目。e1 ~ e66 表示測量誤差值。

肆、討論

一、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 2017 年全國大專校院

慢速壘球系際盃涉入程度、休閒效益與參

與動機模式具有良好收斂效度、區別效度

與模型適配度。假設一：壘球運動參與者

參與動機對涉入程度有顯著影響 ( 路徑係

數 = 0.74, p < .05) 成立，與鍾潤華 (2015)、

楊欽城等人 (2015) 研究結果一致，其可能

原因是因為愈想要參與慢速壘球賽事的球

員，對於慢速壘球這項運動肯定有相當程

度的認識與瞭解，而且參與意願愈高，也

就是參與動機愈高的球員，對於該項運動

的認識與瞭解就會愈深入，包括該項運動

的技術、歷史淵源、參與情形與可能對參

與者產生之休閒效益等，都會有更進階的

瞭解與認識，連帶地對涉入程度產生正向

影響。因此本研究中所提出之假設一：壘

球運動參與者參與動機對涉入程度有顯著

影響為成立，其可能原因即於此。假設二：

壘球運動參與者涉入程度對休閒效益有顯

圖 2　2017年全國大專校院慢速壘球系際盃涉入程度、休閒效益與參與動機統計模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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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響 ( 路徑係數 = 0.36, p < .05) 成立，

與郭秉寬與李福恩 (2015) 於 2014 年屏東

墾丁「2014 Ironman Taiwan 鐵人三項國

際邀請賽」Ironman Taiwan 70.3 之參賽選 
手；楊欽城等人 (2015) 研究對象以參與

臺中市 103 年度市長盃飛盤爭奪賽參與者

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一致，其可能原因是

因為當參與慢速壘球運動的參與者對於壘

球運動與參與的賽事具有高涉入程度時，

代表該參與者對於這項壘球運動已經有相

當程度的認識，因此會影響到休閒的效

益。故本研究中所提出之假設二：壘球運

動參與者涉入程度對休閒效益有顯著影響

為成立，其可能原因即於此。假設三：壘

球運動參與者參與動機對休閒效益有顯著

影響 ( 路徑係數 = 0.45, p < .05) 假設成

立，與鍾潤華 (2015) 以 2015 年參加苗栗

縣理事長盃慢速壘球賽選手，詹宏文與葉

雅正 (2015) 於高雄陽明網球場、臺中市太

平人工草皮網球場及臺北彩虹運動公園網

球場之網球運動青少年參與者研究結果一

致，其可能原因是壘球運動參與者在參與

賽事與運動本身時，其參與動機愈高代表

參與者對於這項運動愈認同，熱愛程度也

會愈高，因此該項運動對於參與者所產生

的休閒效益亦會對參與者有著較高程度的

影響，故形成本研究假設三：壘球運動參

與者參與動機對休閒效益有顯著影響為成

立，其可能原因即於此。

二、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參與動機與涉入程度均

會影響休閒效益，而透過提升參與動機與

涉入程度可提升休閒效益，因此本研究針

對提升壘球運動參與動機與涉入程度提出

具體建議如下。

（一）強化比賽球隊交流，藉由球員互
動提升參與動機

球員彼此交流與互動是吸引球員繼續

參與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別是在球員參與

慢速壘球運動初期時，由於技術層面可能

尚未達到能夠提升自我信心的程度，這個

時候如果有球員間的交流，就可以對球員

產生吸引力，進而產生更高的參與動機；

同理，比賽期間若能產生球隊間的交流，

也可以達到相似的效果。

（二）強化家庭支持，藉由家人鼓勵提
升參與動機

家庭支持一向是參與動機中相當重要

的關鍵影響因素，因此研究者認為若欲提

高參與者的參與動機，進而使其能夠影響

休閒效益的話，提升家庭支持是不可或缺

的策略。研究者認為藉由家人的認同與正

向支持，除可加強參與動機之外，若能進

階至家人共同參與慢速壘球運動的話，更

能夠降低親子隔閡，強化家庭關係，也能

夠達到更大幅度的參與動機提升效果。

（三）強化心理建設，藉由正向鼓勵提
升參與動機

在參與動機中，參與動機四個構面

以心理層面標準化路徑係數最低，因此建

議慢速壘球為一項競技型的運動，參與者

提升自我技術的目的之一即為贏得比賽勝

利，但是也因為如此經常會出現對於勝負

得失心過於強烈的情形，此時球隊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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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使用責備的方式希望球員得以振奮。

但是此方式有時反而會成為球員心理壓力

的負擔，是故研究者認為領導者可利用正

向鼓勵的方式，強化球員與自己的心理建

設，讓勝負得失不至影響情緒與球隊氛圍，

而且正向鼓勵方式亦可讓球員自我省思，

進而對球隊領導產生認同，提升參與動機。

（四）建立認同價值，讓慢速壘球運動
成為參與者生活一部分

涉入程度四個構面中象徵程度標準化

路徑係數最低，研究者認為欲以提升象徵

程度影響參與者對慢速壘球運動與競賽之

休閒效益，建立參與者對於這項運動的認

同價值是必須實施的重要策略。實際可行

策略例如讓慢速壘球練習時段固定化，讓

參與者可以容易掌握生活作息時間安排；

另外可藉由課餘時間相約一同參與棒球賽

事觀賞或球員聚餐，藉由球員共同進行某

些活動的方式，讓參與者彼此都能夠建立

認同價值，且將這項運動以及共同參與的

同伴納入生活圈中，成為不可或缺的生活

一環。

（五）提升運動正面口碑，讓參與者可
藉由慢速壘球提升自我形象

棒壘球運動對於許多參與者來說是相

當陽光且正向的運動，但是由於臺灣職業

棒球曾經傳出包括簽賭或球員行為不檢等

負面消息，形象可說是贊否兩論。是故，

研究者認為欲藉由提升涉入程度以強化參

與者的休閒效益，可從提升運動正面口碑，

例如可促進身體健康、加強人際互動等方

面著手，如此可讓參與者對於該運動的認

同感提升，進而促使其涉入程度增加，同

時還能滿足參與者提升自我形象的期望，

達到更多休閒效益之提升。

伍、結論

本研究應用結構方程模式驗證全國

大專校院慢速壘球系際盃參與學生參與動

機、涉入程度與休閒效益之模式，研究結

果顯示假設一、二、三均達顯著差異，因

此本研究提升動機與涉入程度，希冀有機

會提供大專院校推動運動賽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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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involvement degree and leisure benefits of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Slow Softball Interdepartmental Cup in 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Methods: In this study, 
30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to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low Softball 
Interdepartmental Cup of 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wo hundred and eighty-seven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its recovery rate was 95.67%. After the questionnaires 
had been collected, the researchers analyzed the data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sul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has great convergence validity,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d 
model adaptability. Participant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volvement degree and leisure benefits, as well as the involvement degree on leisure 
benefits,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proposed by the researcher. Sugges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involvement degree can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 participants’ leisure benefits. The researcher puts forward 
five concrete and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enhance participant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involvement degree, which will positively affect their leisure benefits.

Keywor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ollege students, model fit

運動研究期刊28-2 02 邱明志.indd   28運動研究期刊28-2 02 邱明志.indd   28 2019/12/20   下午 02:27:152019/12/20   下午 02:27:15


	運動研究期刊28(2) 02 邱明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