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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足球選手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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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之差異情形，以

全國城市足球聯賽及全國女子甲組足球聯賽參加選手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

法，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278 份。利用 SPSS for Windows 12.0 統計套裝軟體，透過

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數分析、重複量數單因子變異數分析

及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行資料分析。其結果顯示:一、運動參與動機共

有四個因素，整體得分高至低依序為：精熟取向、競爭取向、勝利取向及挑戰取

向。二、社會支持因素包含五個因素，整體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隊友支持、教

練支持、家人支持、公司支持及團隊支持。三、不同背景變項在運動參與動機的

差異分析結果，除了不同訓練次數及不同訓練時數以外，其餘各項皆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在社會支持的差異分析結果，除了年齡、球齡及不同最佳成績

以外，其餘各項皆有顯著差異。五、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參與動機及社會支持

達高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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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足球是世界上運動人口最多單項運動，然而在臺灣地區發展卻不如歐美，也

不如其他鄰近亞洲國家般興盛。足球運動在許多國家受歡迎程度，甚至可以對其

經濟、政治產生影響。足球運動的魅力，在於其豐富內涵及感染力；場上球員精

湛盤帶球技巧、精準傳球與射門、巧妙戰術搭配，以及守門員化不可能為可能撲

救，就像藝術家一樣揮灑出一幅幅精采作品，在世人的心目中留下難以忘去的畫

面。而當看見自己所支持球隊進球、獲勝，甚至舉起冠軍獎盃那一刻，那種欣喜

若狂激動情緒，更是讓所有球員以及球迷難以忘懷。四年一屆世界盃足球賽，總

在世界各地掀起一陣足球風潮，而臺灣民眾與政府似乎也會隨著媒體強力播放，

而搭上這股足球熱。長久存在升學主義是對臺灣地區整體體育發展不利因素；洪

慶懷、邱奕文 (2009) 指出，臺灣在國小階段尚有大量學生參與運動，但隨著年

齡層往上提升，投入運動訓練人數卻向下銳減。臺灣地區在足球運動方面訓練場

地、設備、課程乃至基層球員數量都不足，且本土球員國際賽事經驗也不夠；而

在球員未來保障方面，雖然有大同和臺電兩支半職業球隊成立，還是缺乏像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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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規模龐大企業投入，使得優秀足球人才在大學畢業後即陸續脫離足球運動參

與。因此，如何在不利足球發展外在條件下，找出能有效吸引、支持運動員持續

投入足球運動關鍵影響因素，實為重要研究課題。 

有關影響運動員運動參與重要因素，除了從政治、經濟、制度等宏觀角度來

探討，亦有許多學者從個人心理狀態角度來解釋運動員持續訓練與競賽參與的行

為。運動心理學者認為，根據個人不同需求，所有人在進行運動之前就會抱持著

不同動機與目的；因此，運動參與動機是在需要基礎上產生，而當參與動機達到

一定程度時，才能成為個人參加體育活動內在動力。周紹忠、岑漢康(2000） 將

運動參與動機界定為：人在運動需要推動下，參加體育活動內部動力。盧俊宏

（1995）也指出，動機乃是讓運動員從事運動競技與訓練一種內在燃料，它可以

讓運動員和一般人願意付出時間和精力從事運動。國內外已有多篇以參與動機來

探討運動員參與運動之行為研究，並且發展出完整架構與研究結果來提供後續研

究使用與比較 (郭威聖，2009；郭蕙菁，2009；呂德鈞，2009)。因此，從參與

動機角度切入，應該能有效對臺灣足球運動員運動參與之內在動力進行瞭解。 

另一方面，相較於屬於內在動力參與動機，運動員從外界所接受到社會支持

也是學者用來解釋其運動參與重要面向。綜合學者觀點，社會支持指個體透過與

其他個人或團體互動行為，所獲得實質或情緒上需求之滿足。(Cobb, 1976; 

Caplan, 1974; Kahn & Antonucci, 1980)。而在運動方面社會支持，其主要來

源為選手透過與他人或團體中互動過程，獲得到不同形式協助與支持，其可增加

選手團體自我適應與面對運動成績壓力之能力 (林曉怡，2005)。國內在這些方

面同樣累積了一定數量研究，並發展出許多重要構面來提供研究者繼續深入探究，

如家人支持、老師支持、教練督促、同儕支持、訊息支持及工具支持等因素 (吳

政謀，2004；蒲逸生，2004；林曉怡，2005)。 

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運動員，在不利足球發展外在條件之下，仍持續投入足球

訓練與競賽，若能對影響這些球員持續運動參與重要因素進行研究，應能找尋到

對臺灣地區足球推廣運動有利切入點，此為本研究主要研究動機。為此，將探討

研究目的與問題如下。 (一) 瞭解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分佈情形、運動參與動

機及社會支持之現況。(二) 比較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運動參與動機各因素間

差異情形。(三) 比較不同背景變項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運動參與動機之差異

情形。(四) 比較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社會支持各因素間差異情形。(五) 比較

不同背景變項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運動社會支持之差異情形。(六) 分析臺灣

地區優秀足球選手運動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間之相關情形。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預試研究:以參加全國女子甲組足球聯賽隊伍臺灣體大、醒吾中學、新北青

女、醒吾學院、師範大學、汐止俱樂部、嘉縣永慶、ANL 木蘭 8 隊之選手。發出

144 份，回收有效問卷 116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達 80.55%。正式研究:以參加全

國 102 年城市足球聯賽選手及全國 102 年女子甲組足球聯賽隊伍臺北市大同公司、

銘傳大學、師範大學、醒吾中學、醒吾學院、新北青女、ANL 木蘭、汐止俱樂部、

臺灣體大 (男子)、臺灣體大 (女子)、嘉縣永慶、臺南市、國家儲訓、高雄義守

大學、臺灣電力公司之選手，男女共計 15 隊，每隊各發出 20 份問卷，共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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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278 份，問卷回收率達 92.66%。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內容主要分為三部分： 

(一) 選手背景資料問卷:包括年齡、性別、球齡、每周訓練次數、每周訓練時間、

個人最佳成績等六個變項。 

(二) 參與動機量表:係依許存惠 （1995）、游純貞 （2007） 運動動機量表之理

論所訂定，共分為挑戰、精熟、勝利、競爭共四個取向。研究者依此架構編列臺

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參與動機量表，依李克特式量表之五點計分方式評分。項目

分析:本研究題目 25 題之相關係數皆符合標準。因素分析：KMO 值為.88，因素

分析除第 5 題與第 14 題之因素負荷量未達.40 顯著水準應予以刪除外,其餘 23 題

皆為標準予以保留。整體累積解釋變異量數為 61.86%，顯示量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信度分析:參與動機量表整體信度為.92，顯示量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三) 社會支持量表:係參考楊孟容 （2003）、林曉怡 （2005） 修改後編製成社

會支持量表，共分為家人支持、公司支持、教練支持、隊友支持、團隊支持共五

個構面。研究者依此架構編列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社會支持量表，依李克特式

量表之五點計分方式評分。項目分析:本研究題目 25 題之相關係數皆符合標準。

因素分析:KMO 值為.87，因素分析除第 10 題之因素負荷量未達.40 水準予以刪除

外,其餘 24 題皆為標準予以保留。整體累積解釋變異量數 66.20%，顯示量表具有

良好的效度。信度分析:社會支持量表整體信度為.88，顯示量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三、資料處理方式 

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中文版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考

驗量表效度，利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共同因素，再以最大變異數法做正交轉軸，

將題目分析成不同成分之因素，刪除不適之題目並加以命名。描述性統計分析不

同背景變項之現況與參與動機及社會支持之分佈情形。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不同

性別在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上是否有所差異。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檢定年

齡、球齡、訓練次數、每周訓練時間、最佳成績在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之差異情

形；若 F 值達到顯著標準，則以 LSD 法進行事後比較。重複量數單因子變異數

分析：針對參與動機及社會支持各因素之間進行重複量數單因子變異數分析加以

考驗，若 F 值達到顯著標準，則進行各因素間得分之比較，再以 LSD 法進行事

後比較。皮爾遜積差相關檢定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之相關。本研究 α=.05 達顯著

水準。 

參、結果與討論 

一、足球選手之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之現況 

 

(一) 有效樣本人口統計特性分析 

1. 性別:男生人數 162 人，女生人數 116 人。 

2. 年齡:20 歲以下人數 120 人，21-26 歲人數 109 人，27-35 歲人數 34 人，35

歲以上人數 15 人。最高等級足球選手之年齡多為 26 歲以下，而 27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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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選手數量隨即驟減，只佔 17.62%；在技術與經驗均成熟的 27-35 歲選手，

只佔整體之 12.23%。 

3. 球齡:4 年以下人數 14 人， 5-8 年人數 89 人，9-12 年人數 100 人，13 年以

上人數 75 人。能達到最高等級賽事之足球選手，其球齡多為 5 年以上；而

僅有極少數球齡在 4 年以下的選手，能參與臺灣地區最高等級之賽事。 

4. 每周訓練次數:1-2 次人數 45 人，3-4 次人數 47 人，5 次以上人數 186 人。

最高等級足球選手之訓練次數多為每周 5 次以上。 

5. 每周訓練時數:1-3 小時人數 120 人，4-6 小時人數 39 人， 7-12 小時人數 44

人，12 小時以上人數 75 人。 

6. 個人最佳成績：（縣） 市比賽前三名人數 29 人，全國比賽前三名人數 217

人，國際賽比賽前三名人數 32 人。以球齡 5 年以上達 94.95%，最佳運動成

績方面為曾獲全國前三名者達 78.05%；以球齡 5 年以上，並且最佳運動成績

達全國前三名的選手為主群體。 

 

(二) 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運動參與動機之現況分析 

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參與動機平均得分為 3.86，再從各取向來看，得分最

高為精熟取向平均數為 3.92；次高為競爭取向平均數為 3.89；其餘依序為勝利取

向平均數為 3.88；挑戰取向平均數為 3.74。得分情形均在中上程度。從以上結果

可發現，這些選手參與足球的最大動機是希望在比賽中展現學習成果，並達到自

我目標的實現；此與鄭文輝 （2011） 研究高中職撞球選手參與動機後所發現之

技術需求為最大影響因素結果相仿。此外，雖然在游貞純 （2007）針對高中划

船選手的研究中，精熟取向亦為主要的影響因素，但挑戰取向的排序確與本研究

之結果不同；研究者推測這很有可能是因為團體項目跟個人項目性質不同有關，

至於影響的因素為何，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三) 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社會支持之現況分析 

社會支持平均得分為 3.58；再從各取向來看，得分最高為隊友支持平均數為

4.02；其次為教練支持平均數為 3.93；其次依序為家人支持平均數為 3.57；公司

支持平均數為 3.51；團隊支持平均數為 2.85；社會支持得分情形均在中等程度。

從以上資料發現，社會支持為隊友支持之得分情形最高，此結果與李亭儀 （2012）、

陳家偉 （2012） 研究結果相仿；對照這些相關研究與本與研究研究對象，可發

現對於不同背景、年齡運動參與者來說，隊友支持都是重要社會支持因素。 

 

二、足球選手運動參與動機各因素之差異情形 

 

由表 1 得知，透過 LSD 事後比較發現，運動參與動機在各因素中，有顯著

差異。其中以精熟取向認同程度高於競爭取向、勝利取向、挑戰取向，平均得

分為 3.92；其次為競爭取向顯著高於勝利取向、挑戰取向平均得分為 3.89；再

其次為勝利取向顯著高於挑戰取向平均得分為 3.88；而以挑戰取向認同度最低

平均得分為 3.74。 

 

表 1  運動參與動機與各因素間重複量數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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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受試者 SSs 307.08 277 1.11 

9.63
*
 自變項 SSa 5.73 3 1.91 

誤差項 SSsa 164.88 831 0.20 
*
p＜.05 

 

三、不同背景變項足球選手在運動參與動機差異情形 

 

(一) 性別:  

我我在運動參與動機各個面向挑戰取向、精熟取向、勝利取向及競爭取向等四個

因素得分，均達顯著水準。此結果代表四個因素參與動機得分會因為性別而有所

差異。此結果與游貞純 （2007）、林建興 （2009）、蕭靜宜 （2013）相符。發

現男性選手在各面向得分平均數均高於女性選手，顯示男性球員參與動機比女性

球員較高。探究其原因可能是足球運動項目在國內發展上以男性為主，整體運動

參與人口也以男性居多，所以有更多挑戰以及競爭機會，因而在參與動機上得分

表現也較高。 

 

(二)、年齡: 

我我不同年齡變項在挑戰取向、精熟取向與競爭取向等變項上有顯著差異。首先，

在挑戰取向上的得分，21 歲以上的各組選手之得分，均顯著大於 20 歲以下選手；

進一步推估年紀較小選手在挑戰取向得分較低理由，可能是因為 20 歲以下選手

因剛接觸全國最高等級足球聯賽，比賽強度較以往接觸的賽事高，而在過去高中

時期這些選手也都是球隊中佼佼者，但現在，球隊尚有比自己經驗更豐富學長們，

導致上場時間被壓縮，不能展現自己實力，因此在心態勝呈現出較其他年齡層消

極表現。在精熟取向方面的得分，則是 21-26 歲、27-35 歲選手顯著大於 20 歲以

下選手；研究者推估 20 歲以下選手在心態上和技巧上尚未純熟，面對高層級的

比賽，投入的訓練份量並無法獲得等量成就感，所以容易受到挫折；而 21-35 歲

選手可能逐步邁向自己競技運動生涯的巔峰所以在心智及技能上都趨於成熟，並

藉由比賽來展現自我價值，較珍惜比賽機會並積極參與。在競爭取向上得分，則

是 21-26 歲、35 歲以上選手顯著大於 20 歲以下選手；由此可知 21-26 歲的選手

因為正值顛峰，所以積極在球場上展現出比對手更優異表現，而 35 歲以上選手，

因為接近競技運動生涯尾端，所以積極表現自我以爭取更多出賽機會；反觀 20

歲以下選手，剛接觸最高等級聯賽，對於參賽目的並不明確，而且技巧及經驗上

明顯比其他年齡層的選手不足，所以缺乏在場上競爭拼鬥的自信心。 

  

(三) 球齡: 

我我不同球齡變項在四個變項中的得分均有顯著差異。在挑戰取向方面，13年以

上大於5-8年；9-12年大於4年以下；在精熟取向方面，則是13年以上大於5-8年；

9-12年大於4年以下；勝利取向則是13年以上大於4年以下、5-8年、9-12年；競爭

取向方面則是13年以上大於9-12年大於4年以下、5-8年。以上數據結果顯示出，

球齡13年以上選手在各取向得分都明顯大於12年以下選手，此結果可能顯示13年

以上選手在球隊訓練與比賽中爭取勝利企圖心，以及挑戰自我目標均比球齡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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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選手要更加明確。若近一步推測其原因，可能是球齡13年以上選手在比賽

參與上資歷較豐富，因此在提升技術與競技表現、挑戰自我、追求勝利等目標較

為明確；另一方面，球齡12年以下選手，因接觸臺灣地區最高等級之足球賽事的

經歷較淺，技巧以及經驗上稍嫌不足，所以在該等級之賽事中所追求的目標，較

不如資歷較深的選手來的明確。 

 

(四) 訓練次數: 

我我不同次數變項在參與動機各個變項上沒有顯著差異。 

 

(五) 訓練時數: 

我我不同時數變項在參與動機各變項上並無顯著差異。 

 

(六) 最佳成績: 

我我不同最佳成績背景變項在參與動機各變項上得分，僅挑戰取向有顯著差異；

其中縣市比賽前三名與國際比賽前三名得分大於全國比賽前三名。若以一般常理

來推斷，最高成績在全國比賽前三名選手，因為還有國際比賽這個更高的目標，

所以在挑戰取向得分理應高於縣市比賽前三名選手，然而得分結果卻低於另外兩

組，研究者推估這可能與選手背景與資歷有關。對比各族群樣本背景後可發現，

最佳成績在縣市比賽前三名選手多為女性選手，且數量只佔總樣本10.43%；另外，

最佳成績為國際比賽前三名選手，則佔總樣本11.51%；因此，此兩組背景變項選

手在挑戰取向得分均顯著高於全國比賽前三名選手理由，可能是因為：佔樣本數

比例最高 (78.05%) 全國比賽前三名選手在足球比賽多半有相當歷練，但也可能

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晉級至更高等級賽事，所以對於更進一步自我挑戰動機較弱，

因而在挑戰取向上得分表現也較低。 

 

四、足球選手社會支持各因素之差異情形 

由表 2 得知，透過 LSD 事後比較發現，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社會支持在

各因素中，有顯著差異。其中以隊友支持認同程度高於教練支持、家人支持、公

司支持、團隊支持，平均得分 4.02；其次為教練支持顯著高於家人支持、公司支

持、團隊支持，平均得分 3.93；再其次為家人支持顯著高於公司支持、團隊支持

平均得分 3.58；再其次為公司支持顯著高於團隊支持平均得分 3.50，而團隊支持

認同度最低，平均得分 2.85。此分析結果代表，這些選手在運動場域中每日相處

隊友與教練，是其足球運動參與過程中最重要社會支持來源；此結果與郭蕙菁 

（2009）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競技啦啦隊選手運動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之研究結

果相同；家人與公司支持次之；團隊支持得分最低。 

 

表 2  社會支持各因素間之重複量數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受試者 SSs 374.39 277  1.35  

134.81
*
 

 
自變項 SSa 236.57 4 59.14 

誤差項 SSsa 486.10 1108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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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5 

五、不同背景變項足球選手在社會支持之差異情形 

 

(一) 性別: 

我我不同性別社會支持之差異情形，經過獨立樣本 t 考驗得知，在教練支持、團

隊支持二個因素上，其考驗結果皆達顯著差異水準，在家人支持、公司支持及隊

友支持等三個因素均未達顯著差異水準。檢視不同性別球員在教練支持得分結果，

可發現女性球員得分顯著高於男性球員；研究者推估其原因可能是足球訓練過程

較為辛苦，國內參與足球運動女性選手較少，因而教練支持對女性球員格外重要。

另一方面，不同性別球員在團隊支持上平均得分，則是男性球員明顯高於女球員；

研究者推測，這可能因為國內足球運動參與現況仍以男性居多，男性球員獲得企

業贊助及球迷支持機會也較多，所以在這一個面向產生較高的得分表現。 

 

(二)年齡: 

我我不同年齡選手在各社會支持之構面上，均未達顯著差異。 

 

(三) 球齡: 

五我各項得分在不同球齡背景變項上，均未達顯現差異。 

 

(四) 訓練頻率: 

五我不同訓練次數在團隊支持上 F 值 3.91 達顯著差異，每周訓練 1-2 次顯著大於

每周訓練 5 次以上。對比這些球員背景，研究者發現練習次數多為學生球隊，練

習次數少多為公司球隊。研究者推估，因為學生球隊較少機會接觸廠商贊助、球

迷、啦啦隊等團隊社會支持，所以得分低；反之，公司球隊也因此獲得較高得分。 

 

(五) 訓練時數: 

五我不同每周訓練時數在教練支持與團隊支持上有顯著差異。在教練支持方面，

每周 6 小時以下、6-12 小時球員獲得支持顯著大於每周 12 小時以上之球員；研

究者推估，此現象可能與教練之領導風格及介入頻率有關，其中關係有待後續研

究進一步探討。另一方面，在團隊支持上，每周 6 小時以下球員獲得支持顯著大

於每周 6-12 小時、12 小時以上；研究者對比球員背景後亦發現，練習時數低為

公司球隊、時數高為學生球隊，因此推測球員團隊支持獲得外在影響原因，可能

與出現在訓練頻率差異狀況相似。 

 

(六) 最佳成績: 

五我不同最佳成績之背景變項上，皆未達顯著差異。 

 

六、足球選手運動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之相關 

由表 3 得知，整體運動參與動機與整體社會支持達顯著正相關。此分析結果

代表，參與動機得分越高，其所獲得社會支持也越高；參與動機越低所得社會支

持也越低；此結果與黃俊仁 （2010）、李亭儀 （2012）、杜慧娟 （2011）研

究結果相符。黃俊仁 （2010）在其以國小籃球團隊學童為對象研究中，發現學

童之運動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有顯著正相關；李亭儀 （2012）研究臺北市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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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團隊學童後，亦發現學童之運動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呈現正相關；杜慧娟 

（2011） 以臺北市棒球運動代表隊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發現學生之

運動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達顯著正相關。綜合本研究以及上述相關文獻之結果可

發現，對於不同背景變項選手 （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社會人士） 來說，

其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均有明顯正相關。 

 

表 3  運動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之相關分析表 

變項因素 參與動機 挑戰取向 精熟取向 勝利取向 競爭取向 

社會支持 .45
*
 .28

*
 .39

*
 .36

*
 .43

*
 

家人支持 .36
*
 .23

*
 .33

*
 .28

*
 .30

*
 

企業支持 .27
*
 .15

*
 .26

*
 .19

*
 .25

*
 

教練支持 .31
*
 .18

*
 .27

*
 .26

*
 .29

*
 

隊友支持 .48
*
 .26

*
 .41

*
 .44

*
 .45

*
 

團隊支持 .16
*
 .14

*
 .10

*
 .10

*
 .18

*
 

*
p<.05 

肆、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運動參與動機以精熟取向構面高於其他構面。不同性

別在精熟取向、挑戰取向、競爭取向、勝利取向，男生得分高於女生。不同年齡

在挑戰取向、精熟取向、競爭取向達顯著。不同球齡在精熟取向、挑戰取向、競

爭取向、勝利取向達顯著。不同最佳成績在挑戰取向上達顯著。臺灣地區優秀足

球選手社會支持在各因素中，得分最高為隊友支持。不同背景變項對社會支持差

異比較:在教練支持、團隊支持達顯著。不同每周訓練次數在團隊支持上達顯著。

不同每周訓練時數在教練支持、團隊支持達顯著。臺灣地區優秀足球選手運動參

與動機與社會支持達正相關，選手運動參與動機愈高則社會支持愈高；運動參與

動機愈低則社會支持愈低。 

 

二、 建議 

選手在比賽中達成自我實現目標，為其參與足球運動及競賽最大動機；因此，

提供能讓不同等級選手有發揮空間比賽制度，是促進其參與動機的重要因素，若

能針對不同能力或年紀族群，安排能使其表現舞臺，應能使更多人從事足球運動。

足球運動訓練與比賽場域中隊友支持與教練支持乃這些選手得分最高社會支持

因素。因此，在球隊訓練與比賽過程中若能營造支持性隊友及教練相處氛圍，對

於球員在該項運動中持續參與行為應該會有莫大的幫助。可作為教練與經理在管

理球隊的參考。參與臺灣地區最高等級足球賽事之選手，僅有 12.23%是 27 至 35

歲球員；此一年齡層球員，在心理狀態與技術層面均達成熟狀態，然而在最高等

級足球賽事上參與率卻明顯偏低，此一人材流失狀況，是臺灣足球運動發展損失。

建議贊助或設立足球隊伍公司團體，可設法提供能促使這些有經驗球員繼續投入

措施，以使其經驗能更有效傳承。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法來進行資料收集，此一

量化取向研究方法在研究結果詮釋上會有所侷限。後續研究在設計問卷時可增列

質性資料填答欄位，以半開放性問題來蒐集進一步資訊，作為研究者解釋統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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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時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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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port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of elite soccer players in Taiwan.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players who signed up for the 2012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NFL) and Taiwan La-

dies League (TLL) in Taiwan. A total of 278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ne-way ANOVA,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and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

relatio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PSS for Windows 12.0. The main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1. There were four main factors of the player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The or-

der of importance from highest to lowest was: mastery orientation, competition ori-

entation, victory orientation, and challenge orientation. 2. There were five main fac-

tors of the players’ social support. The order of importance from highest to lowest 

was: teammate support, coach support, family support, employer support, and sup-

porter support. 3. Comparing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in different variabl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ll demographic variables apart from “practicing days” 

and “practicing hours”. 4. Comparing the social support in different variabl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ll demographic variables apart from “age”, “exper i-

ences of play” and “best game performance”. 5.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layer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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