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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內容： 

  本論文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

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之關係。本研究受試對象為嘉義地

區運動參與者，共發放 70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640 份，有效量表回

收率為 94.42%。並以 t 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結構方程式等統計方

法進行驗證分析，本研究結果如下所述： 

一、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在不同「性別」、「年齡」、「職

業」、「教育程度」、「婚姻」、「家庭月收入」、「每週運動次數」、「最

常參與運動項目」上達顯著差異。 

二、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在不同「年齡」、「職業」、「教

育程度」、「婚姻」、「每週運動次數」、「最常參與運動項目」上達顯

著差異。 

三、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在不同「年齡」、「職業」、「教育程

度」、「婚姻」、「家庭月收入」、「每週運動次數」、「最常參與運動項

目」上達顯著差異。 

四、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在不同「性別」、「年齡」、「職業」、

「教育程度」、「婚姻」、「家庭月收入」、「每週運動次數」、「最常參

與運動項目」上達顯著差異。 

五、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結構方程模式顯示：運動參與動機對於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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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滿意度有直接的影響關係；運動參與動機對於休閒效益有直接

的影響關係；運動設施滿意度對休閒效益有直接的影響關係；休閒

效益對於生活品質有直接的影響關係；運動參與動機經休閒效益會

間接影響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運動設施滿意度經休閒效益會間

接影響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 

 

關鍵詞：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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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sports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satisation of sports facilities, leisure benefits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sports participants in the Chia-Yi area. A total of 70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64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The 
response rate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was 94.42%. The t-test, one-way 
ANOVA, and SEM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stated as follows: First, there were different in sex, age, 
occupation,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monthly houseold income, frequency of 
sports a week and  favorite participating sports in the sports Participants’ 
sports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Second, there were different in  age, 
occupation,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frequency of sports a week and  
favorite participating sports in the sports Participants’ satisation of sports 
facilities. Third, there were different in age, occupation,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monthly houseold income, frequency of sports a week and favorite 
participating sports in the sports Participants’ leisure benefits. Fourth, there 
were different in sex, age, occupation,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monthly 
houseold income, frequency of sports a week and the favorite participating 
sports in the sports Participants in quality of life. Fifth, the SEM of sports 
participants in the Chia-Yi area shows that the sports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can affect  satisation of sports facilities; the sports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can affect  leisure benefits; the satisation of sports facilities can affect leisure 
benefits; the leisure benefits can affect quality of life; the sports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can indirectly affect quality of life through the leisure benefits; the 
satisation of sports facilities can indirectly affect  quality of life through the 
leisure benefits. 
 
Keywords: motivation, satisation of sportsfacilities, leisure benefits,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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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共分為五節，首先說明研究動機，進而針對研究動機說明研究

目的，第三節根據研究目的的提出研究需要解決的問題；第四節為研究

範圍與限制；第五節為名詞解釋。 

 

1.1 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的變遷，價值觀的轉變，民眾對健康概念也日益重視，運

動漸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重視的一環。行政院體委會也極力推廣全民運

動，近來更推動六年「打造運動島計畫」，目標就是為了鼓勵民眾成為自

發性運動人口，帶動運動風潮，讓人人都能享受運動樂趣(行政院體委

會，2010)。根據運動城市調查結果顯示全國運動人口高達 80.8%，規律

運動人口為 27.8%。休閒運動儼然成為全民風氣，民眾皆能選擇自己喜愛

的運動方式，其中以健行、慢跑、登山、單車、游泳等運動最受民眾喜

愛(行政院體委會，2010)。郭進財(2010)認為運動休閒參與者能從運動中

產生休閒效益來紓解壓力及促進身心的健康，提升生活品質，並增進工

作效率及學業成就。由此可知，建立持之以恆的運動習慣，不僅有助於

增進個人身心健康及達成個人生涯目標，也使其生活更有品質。 

嘉義地區雖然幅員廣大，政府單位對於推廣體育活動不遺餘力，不

管是嘉義縣或嘉義巿地區，都有規畫完善的公共運動場地設施供民眾使

用，如：體育館、田徑場、運動公園、游泳池、網球場、羽球館、棒球

場等。此外，嘉義地區週邊也有規畫完備的自行車車道，以提供民眾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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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休閒的另類選擇，如：嘉油鐵馬自行車道、大林自行車道、蒜鰲自行

車道等。休閒運動的類型、項目眾多，民眾若能培養休閒運動的興趣，

養成運動習慣，相信對個人建立終身運動習慣，提升個人體能與體力，

極具有正面的意義。 

在休閒運動領域中，參與動機被視為重要研究議題之一，其相關研

究也不斷增加，Steptoe and Bolton(1988)認為透過休閒活動的參與，可以

使人放鬆心情，舒緩生活壓力。而休閒活動的種類繁多，運動參與是增

進健康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眾多休閒活動中一種優質的選擇（行政院

體育委員會，2005）。Stipek(1993)指出只有發自內心的參與動機才是持續

運動的最主要動力。由此可知，運動參與者要具備參與動機，才會有進

一步運動行為的產生。運動參與者的參與動機及目的因人而異，李立良

(2010)認為瞭解運動參與者的參與動機對於休閒運動持續是有幫助的，而

且能促進休閒效益的持久性。因此，研究者欲探討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

的參與動機的趨勢，並深入瞭解不同背景變項運動參與者的參與動機的

差異情形，這是研究者從事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健康的國民是國家的資產，也是國力的象徵，更是國家競爭力的關

鍵因素(行政院體委會，2010)。隨著社會的進步，民眾對健康意識相對

提高，開始重視到運動對健康所帶來的益處，運動之價值漸漸深植人心，

民眾對於休閒運動場地、設施的需求及服務品質相對提高。蔡佩蓉(2011)

認為運動是提升國民體能的最佳途徑，可促進健康，減少政府醫療健保

費用支出，使民眾生活得快樂、有活力。黃文忠(1992)認為從一個國家運

動設施之數量與品質，可以反映出一國家經濟上的強弱，並且能作為該

國家體育運動發展的重要指標，因此各國對運動設施之規劃與興建不餘

遺力。王慶堂(2004)指出運動設施是從事運動行為時的活動器材，也是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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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事業發展的最基本的環境條件。由此可知，運動設施是提供人們鍛鍊

體能的必要場所，無論是學校、公共或私人運動設施，都應充分提供人

們使用運動設施之需求，並以能達到最佳的使用效能為最大目標。運動

設施是提供給運動參與者所使用的場地、設備，包括:軟、硬體及各項服

務。運動參與者使用後的生理、心理的滿足感會影響對運動設施的滿意

度，而滿意度也會因不同背景參與者之體驗感受而有所不同。因此研究

者欲探求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對運動設施滿意度之差異情形，以及運動

設施滿意度與休閒效益之間的關聯性，可供相關管理單位了解其現況，

作為管理改善之參考，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高俊雄(1995)認為休閒對個人及社會有正向功能，能帶來一定的利

益。Mannell and Stynes(1991) 的休閒效益模式中指出，休閒運動參與者

在參與過程中，受到環境、活動本身、時間、心境等因素的刺激，產生

生理、經濟、環境、社會及心理上的影響，再透過個人自我評價的過程，

就會產生休閒效益。由此可知，休閒效益是參與者在參與過程中或活動

後所獲得的一種個人的主觀經驗感受。Iwasaki(2006)對休閒效益的評價，

他認為休閒可以讓人們有機會獲得有意義和有價值的生活，並提高生活

品質。綜合以上學者的所言，積極參與運動行為是促進身體、心理健康

及紓解壓力及提高生活品質的最佳方式。因而研究者想藉由本研究來探

討運動參與者休閒效益的差異性及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的關聯性，此為

本研究動機之三。 

我國邁入已開發國家，生活品質愈來愈被重視。美國心臟協會曾提

出一個數據，指出美國有百分之十二的死亡人數的死因是缺乏規律的身

體活動，並指出缺乏運動是造成心臟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李民，2000)。

行政院體委會在 1999 年 1 月 21 日，曾在台北國際會議廳召開千禧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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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品質研討會，目的在於揭示體育活動是 21 世紀人類提高生活品質的最

佳途徑之一，也是人類創造新世紀的最佳原動力(陳鎰明，2001)。郭進財

(2002)認為促進身體健康，藉由運動來鍛造體魄，增加生命的活力，是刻

不容緩的事。由此可知，運動對促進身體健康及提升生活品質，是息息

相關、密不可分。湯善森（2005）認為適當的運動對生活會有「發洩壓

力」、 「增進睡眠品質」、「增強免疫系統」、「使生活更積極快樂」、「可

實現自我」、「頭腦發達」等六大影響。若能藉著運動參與來促進身心健

康，加上有效率使用運動設施，使本身的休閒方式能達到預期的效益，

則能提升生活品質。因此，本研究欲探討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

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的關聯性，此為本研究之動機四。 

 

1.2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將針對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作為研究

對象，藉由問卷調查分析探討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

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其主要具體目的如下︰ 

一、探討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運動參與動機之內涵。 

二、探討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對運動設施滿意度情況。 

三、探討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對休閒效益的體驗。 

四、探討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對生活品質的感受。 

五、探討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生活品質之關聯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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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列待答問題，作為資料搜集的依

據︰ 

一、 不同背景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性？ 

二、 不同背景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對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性？ 

三、 不同背景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休閒效益差異性？ 

四、 不同背景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生活品質差異性？ 

五、 探討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生活品質之間的

影響關係。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依其研究目的而界定之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如下︰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範圍係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為對象，探討嘉義地區運動

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與休閒效益及生活品質之影響

關係，調查時間為民國100年11月至101年3月期間。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抽樣的對象為嘉義地區周邊各運動場地實際運動參與者，因

填寫問卷之人可能因個人因素或情緒影響，對於問卷之填寫而有偏頗，

對於上述無法掌握之因素，僅能假設填寫問卷之運動參與者均能據實填

寫問卷，此為本研究之限制一。 

  本研究僅以量化方式推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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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及生活品質之間的關係，未以質化方式補足量

化研究的不足，因此在研究結果上可能產生些許誤差，此為本研究之限

制二。 

 

1.5 名詞解釋 

 
 本研究題目為「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

質之研究--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為例」。在歸納各學者的相關文獻後，

對本研究涉及的主要名詞「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

效益」、「生活品質」做以下說明： 

 

1.5.1 運動參與動機 

  張春興(1991)指出，動機是引起個體活動，使得該種活動朝向某一目

標進行的過程。由此可知運動參與動機就是運動參與者心裡的意圖或想

法，使其付諸行動，驅使個人參與運動行為。本研究將參與動機分為「追

求卓越」、「健康適能」及「心理需求」三構面：「追求卓越」指運動參與

者為了滿足內心的期望、發揮專長、挑戰自我的動機。「健康適能」指運

動參與者為了使身體更健康、生活有規律而參與運動的動機。「心理需求」

指運動參與者為了滿足自身成就感、增進友誼而參與運動的動機。 

 

1.5.2 運動設施滿意度 

王慶堂(2005)指出運動設施是提供休閒、活動的場地或處所，以及其

附屬設備與器材的統稱。滿意度是指一種心理感受，為實際體驗所產生



 

 7

的結果。運動設施滿意度定義為運動參與者在實地使用運動設施後所獲

得心理反應。本研究中是指受試者在「運動設施滿意度量表」中所得的

分數，得分愈高，表示對使用設施的滿意程度愈高，反之則愈低。本研

究將運動設施滿意度分為「場地設備完善」、「服務與便利」二個構面：「場

地與設備完善」指運動參與者對於運動場地設施景觀設計、空間、位置

規畫完善、標示清楚、安全性良好、專業管理能力感到滿意。「服務與便

利」指運動參與者對運動場地附屬設施的照明良好、盥洗室清潔、衛生

維護、停車便利等感到滿意。 

 

1.5.3 休閒效益 

休閒效益是指個人在運動參與過程中及活動後的經驗，使個人滿足

需求及改善身心的主觀感受。運動參與者經由運動參與的過程中，依照

個人的動機，尋找適合的運動項目，達到滿足個人需求及效益。本研究

將休閒效益分為「社交效益」、「生理效益」、「自我實現」、「心理效益」

四個構面：「社交效益」是指藉由運動參與和同伴間互動學習成長，增進

與同伴間的友誼。「生理效益」是指透過運動參與來達到維持身體健康、

消除疲勞、心情愉快的功效。「自我實現」是指透過運動參與來獲得自身

的滿足感、成就感、並能激發自我潛力、培養獨立性。「心理效益」是指

經由運動參與來達到放鬆心情、紓解壓力、平衡自身精神情緒的效益。 

 

1.5.4 生活品質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將生活品質定義為

「生活品質是指個人在生活之文化價值體系中，對個人的目標、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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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關心方面的感受程度」。包括一個人在生理健康、心理狀態、獨立

程度、社會關係、個人信念及環境等六大方向（姚開屏，2002）。本研究

之「生活品質」分為三個因素：「心理健康」是指自己覺得身體很健康、

每天都精神飽滿、生命很有意義並有足夠體力應付工作或課業。「環境支

持」是指肯定自己的人際關係並對生活上的醫療保健、交通設施及居住

環境品質感到滿意。「肯定自我」是指對於自己的外貌、能力、工作效率

感到滿意並有足夠的金錢應付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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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四節，首先探討運動參與動機的理論與相關研究；第二

節分析運動設施滿意度理論與相關研究；第三節分析休閒效益的理論與

相關研究，第四節分析生活品質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2.1 運動參與動機理論與相關研究 

 

本節分為四個小節，首先分析運動參與動機的定義及理論，其次探

討有關於運動參與動機的相關研究，最後部分為結語，茲分述如下： 

  

2.1.1 運動參與動機的定義 

動機一詞(motivation)源自於拉丁文(mover)，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

持已引起的活動，並引導該一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歷程（張春興，

2005）。 

林靈宏(1994）認為動機是一種促使人們採取某種行動，以滿足某種

需求的力量。 

馬啟偉、張力為（1996）認為動機是個體的內在過程，行為是這個

內在過程的結果，動機可決定人的行為，任何一種自主行為的背後的動

機，可能隱藏一種或多種促使個人在進行活動的心理或內部動力，可分

為以下三點：1.始發作用。2.指向或選擇作用。3.強化作用。 

王碧媜（1998）把動機視為一種行為的內在因素，是由個人的內在

需求所引發，以達成滿足需求的行為能力。 

謝榮豐（1999）指出動機是促使人們產生行為的原動力，人們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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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為都有其內外在的動機。 

許樹淵（2000）指出動機是一種意識、ㄧ種驅力，人的行為在正常

情況下都會有動機激勵他去做某項活動。 

Kotler(1998)指出動機是一種受刺激的需求，它能引發個體採取行

動以滿足之。 

Schiffman and Kanuk(1983)所發表的一種動機過程模式圖，由動機模

式中看出，動機是由未滿足的需求和欲望所產生，需求和欲望產生緊張，

緊張驅使人們產生新行為，透過學習和認知，人們產生新行為，以滿足

原有的需求或欲望。而目標或需求的滿足，會減少緊張的程度，新的行

為也因而調整。 如圖 2-1 所示。 

 
圖 2-1 動機過程模式 

資料來源：Schiffman and Kanuk(1983). 

 

人的動機無法以單一原因解釋，可說是複雜的。動機是由一連串事

件組成的，任何一種行為的背後，可能蘊藏多種不同動機，可牽涉到個

人成長過程、經驗累積、需求滿足…等，因此，動機研究的目的是為了

瞭解行為產生的原因，並解釋個人行為方向(張月芬，2004)。 

綜合以上學者所言，可知人的動機是複雜的、多樣的，行為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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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一種或多種動機，這些動機會因為個人內在需求，產生外在行為，

並使此一行為達到需求滿足的過程。 

本研究中的運動參與動機，是為了瞭解運動參與者想要參與運動行

為的原因及動機。沈易利（1995）將休閒運動定義為在休閒時間內，以

動態的身體活動方式，選擇具有健身性、遊戲性、娛樂性、消遣性、創

造性、放鬆性的運動，來達到身心健康、紓解壓力等目的。行政院體育

委會（1999）將休閒運動界定為：在自由休閒時間內，經自由選擇參與

的體能性運動或休閒娛樂性運動，休閒運動可以使人獲得快樂、趣味與

健康。李水碧(2004)認為運動(exercise)是身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的一

種，目的是為了改善或維持一項或多項體適能所從事的一種有計畫及反

覆性的身體活動。郭家彰(2007)認為運動參與是憑藉身體某種程度的技能

與體力，在不同的時間與地點，選擇合適的活動，使得個人在生理、心

理及社會的需求上，獲得最高的滿意程度。 

綜合以上學者所言，動機可說是影響個體運動參與行為的原因之

一，若將動機的意涵延伸至運動參與動機時，本研究中的運動參與動機

是指引起運動參與者想要運動的意念，發自個人的內在驅力，促使運動

參與者參與運動行為的各種原因。在休閒運動相關領域中，各學者對於

參與動機也提出了不同的看法。 

盧俊宏(1996)指出，動機乃是運動員從事運動競賽及訓練的內在燃

料，它可以讓運動員及一般人付出時間及精力從事運動行為。 

周紹忠與岑漢康(2000)的研究中指出，所謂運動參與動機是指運動

需要的推動下，促使人們參與體育活動的內部力量。 

李嘉慶(2002)指閒暇時間引起個體參與休閒意念，發自個人的內在

驅力，並促使他所有的行動過程，也就是依據自己的自由意識選擇，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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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參加不同項目與性質休閒運動的驅力。 

林岑怡(2005)認為參與動機是指吸引個體從事活動並繼續維持活動

強度的原因，其決定因素包括個體生理上的原始驅力，以及個體對社會

與周遭環境獲得回應與需求的所有動機。 

Iso-Ahola(1980)指出，休閒參與動機是動態的性質，具備三個特徵： 

1.休閒參與動機會因時而異，且會隨著生命週期改變。 

2.休閒參與動機會因人、因地而異，會隨著個人成長背景與社會化過程

而有所改變。 

3.休閒參與動機會因情境而異，會隨著所處在的情境不同而有所改變。 

Deci and Ryan（1991）指出三種決定參與運動行為的動機型式： 

1.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沒有外在酬賞下，對該項運動表現出

興趣、樂趣和滿意。 

2.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指個體的非自我決定的行為，維持個

體對運動參與動機，主要來自外在事件的影響。 

3.無動機（amotivation）認為既不是內在動機，也不是外在動機，而是勝

任能力的消失，並沒有好的理由驅使個體繼續參與動機。 

陳皆榮(1996）認為運動參與動機的分類一般多採用二分法。盧俊宏

(1998)將動機歸納為二大類：生理性動機及心理性動機。生理性動機是

個人生理基本需求的動機，若無滿足就會威脅到生命，包含原始的飢渴

驅力、性驅力與母性驅力等動機。運動參與者為了加強個人生理機能活

動，去參與運動行為以達到強健體能及身心健康的功效，以滿足生理健

康的需求。心理性動機，也可稱為社會性動機，是以追求社會目標，來

滿足個體心理性需求，多經由學習及與他人互動而獲得，包含成就動機、

親和動機等。運動參與者在參與運動過程中，能達到良好人際關係、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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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生活樂趣、得到成就感、喜愛冒險、挑戰自我等心理、社會的需求。

潘義祥（1998）認為參與休閒運動動機有五項，第一項是健康體適能因

素，包括：獲得身體健康、身體的適應能力等。第二項是心理需求因素，

包括：滿足成就感、喜愛冒險、挑戰、獲得快樂、發揮創造力等。第三

項是社會需求因素，包括增進友誼、團體歸屬感等。第四項為刺激避免

因素，包括：忘卻煩惱、鬆弛忙碌緊張生活等。第五項知識需求因素，

包括：獲得運動知識、運動技巧、運動禮儀等。 

由此可知，運動參與動機乃因人而異，且動機複雜的，可能有一個

或多個動機，而這些動機是引運動參與者參與運動行為並能持續運動的

重要因素。本研究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是受到個

人內在動機驅使的結果，因生理、心理上的需求而去參與運動行為，運

動參與動機和運動行為可說相輔相成，兩者是一體兩面的。 

 

2.1.2 動機的理論 

1.需求層次理論  

Maslow(1968)將人的需求以金字塔表示，分為五種層次：  

(1)生理的需求：包括食物、水、氧氣、休息及性的需求。  

(2)安全的需求：基本為身體的安全需求，進而到免於危險的自由、免 

於恐懼的自由等心理的安全需求。  

(3)社會的需求：包括歸屬感、認同感、愛與被愛等需求。  

(4)自尊的需求：包括自我的肯定和獲得他人的讚美與尊敬之需求。  

(5)自我實現的需求：包括自我滿滿足、表現自我成就、發揮創造潛力 

的需求。 

人類的需求是一層一層被滿足的。人會先有生理需求的動機，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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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需求被滿足後，進而追求安全需求的滿足。基本的生理、安全需求動

機被滿足後，就會追求更層次的需求。運動參與者從事運動行為，多是

在生理及安全需求被滿足後，希望能追求更高層次的滿足。 

2.三種需求理論 

McClelland(1951)提出成就、權力、親和動機理論，指出人們有三種

需求，若未能得滿足，會促使個人採取行動來獲得滿足。 

(1)成就需求：指追求成就感及優越感，希望自己的表現比同儕好。 

(2)權力需求：指追求控制和操縱的權力，促使別人順服自己意見的慾望。 

(3)親和需求：指尋求與別人建立友誼、親近、好和諧的人際關係。 

McClelland 認為每個人都有這三種基本需求，但需求的強度因人而

異，不同環境會導致不同的動機，不同的動機也會產生不同的行為。 

3.ERG 三因子理論 

Alerter 以 Mallow 的需求理論加以修正而提出的理論。Alerter 定義人

類的三因子需求由低至高有以下三種：1.生存（existence）2.關係

（relatedness）3.成長（growth）三個基本核心的需求。在此理論中，人

類追求需求滿足的過程中，會去追求較高層次的滿足，若是遭遇挫折則

將轉向追求較低層次的需求滿足。 

4.兩因子理論  

1966 年由 F. Herzberg 提出兩因子理論是研究人們對工作感到滿足和

不滿足的情境，得到兩個因素：  

(1)保健因子：指維持員工工作動機的最低標準。  

(2)激勵因子：指可以激發員工工作動機至最高程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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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Herzberg 的兩因子觀點 

資料來源：Herzberg(1966). 

傳統的觀點將人們的對工作感覺二分為滿足及不滿足，Herzberg 將

會導致人們工作滿足的內在因素稱為激勵因子，包含成就感、他人認同

感、責任感及個人成長，當激勵因子朝正向發展時，人們會感到滿足；

負向發展時，則感到無滿足。而導致人們工作不滿足的外在因子稱為保

健因子，包含公司政策、人際關係、金錢、工作安全等，當保健因子朝

正向發展時，人們會感到無不滿足；反之，則覺得不滿足。   

5. 能力動機論（Competence motivation theory） 

由 Harter 在 1978 年所提出，指出個體有想要表現社會行為、認知、

或身體三方面的慾望，透過行為證明自身能力，若被激勵則帶來自我效

能及正面肯定。此一動機與自我認知有關，若得到肯定，將增強參與動

機及強化個體維持興趣。 

 

2.1.3  運動參與動機的相關研究 

林世哲(1993)以台北地區慢速壘球運動參與者為研究對象，將休閒

參與動機分類為「成就追求」、「知性追求」、「體能發揮」、「刺激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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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需求」等五個因素。 

戴遐齡(1995)以台北地區高爾夫球練習場運動參與者為研究對象，

將休閒參與動機分類為「健康適能」、「成就感」、「提昇地位」、「環境設

備」、「休閒娛樂」、「滿足自我」及「經濟需求」等七個因素。 

何台棟(1995)以桃園地區慢速壘球運動參與者為研究對象，將休閒

參與動機分類為「自我追求」、「知性追求」、「生活調適」、「成就追求」

及「社會性需求」等五個因素。 

陳惠美（2003）以南投縣民眾為研究對象，將休閒參與動機分類為

「身體健康」、「為放鬆心情」及「紓解壓力」等三個因素。 

  吳科驊(2006)以登山健行者為研究對象，將休閒參與動機分類為「社

交性」、「健康管理」、「健康體適能」及「壓力釋放」等四個因素。 

龔俊旭（2005）以桌球俱樂部會員為研究對象，將休閒參與動機分

類為「身心健康需求」、「社會需求」、「成就需求」及「知性需求」等四

個因素。 

林衢良(2007)以撞球參與者為研究對象，將撞球參與動機分為類為

「運動體能」、「場地舒適」、「消費便利」、「紓解壓力」、「社交活動」、「自

我實現」等六個因素。 

蔡永勝（2010）以雲林縣國小教師為對象，將休閒運動參與動機分

類為「自我實現」、「強健體魄」、「心理需求」三個因素。 

Havenar and Lochbaum(2007)以馬拉松選手為研究對象，將運動參與

的動機分為「心理的」、「身體健康的」、「社會需求和成就」三個因素。 

Frogner(1991)在大學生從事運動性休閒的參與動機研究中指出：大學

生從事運動性休閒的參與動機有「促進體能」、「互相交談」、「娛樂與消

遣」、「競賽與比賽」、「社會需求」、「身體健康」及「結交新朋友」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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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綜合以上有關運動參與動機的相關文獻，可知人們參與運動的動機

是多元的，每個人都有其不同的動機需求，但大都涵蓋在生理、心理及

社交動機三層面。包括：身體健康、增進體適能、身心愉悅、追求成就、

自我成長與實現、紓解壓力、挑戰刺激、培養興趣、人際互動、社會歸

屬、社交需求、結交新友等。研究者將這些促使運動參與者參與運動行

為的意念、內在需求與欲望等原因，稱之為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

參與動機，並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分為「追求卓越」、

「健康適能」及「心理需求」三構面來討論。 

 

2.1.4  本節結語 

綜合以上學者對動機的定義，可分為內在動機、外在動機；心理、

生理、社交的需求；內在驅力及滿足等過程。由此可知，不論從事何種

運動項目，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是多方面的，本研究對運動參與

動機的定義為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為使本身的身體更健康，為滿足身心

需求，從事運動行為來增進個人體適能，調劑身心，滿足社會歸屬，追

求自我成長，增進生命的活力的一種內在動力。 

 

2.2 運動設施滿意度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本節分為四個小節，首先分析運動設施滿意度的定義及理論，其次

探討有關於運動設施滿意度的相關研究，最後部分為結語，茲分述如下： 

 

2.2.1 運動設施的定義 

王慶堂(2004)認為能提供休閒行為或身體活動的環境或運動行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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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或處所以及附屬的設備或器材等，稱為休閒運動設施，包括「器具」、

「設備」等構成的硬體設施。 

林國棟（1996）認為運動設施是運動成立所必要的物理與地理條件，

包括場地、設備與器材。它包括主體設施、附帶設施、附屬設備與關連

設施四部份。如表 2-1 所述： 

 

表 2-1 運動設施分類說明 

分類 說明 

主體設施 具有運動設施的意義，與運動的成立直接相關。如：體

育館、游泳池、籃球場、足球球、排球場、網球場等場

地以及必要的設備與器材。 

附帶設施 本身具有運動設施的意義，但不與運動的成立直接相

關，只和運動設施的設置有關連，有提高運動效果的意

義。如：辦公室、更衣室、醫務室、淋浴室等。 

附屬設施 無運動設施的意義，但可當成運動設備的基礎，能提高

或維持運動設施的功能。如：電器設備，給水設備、衛

生設備、排水設備、照明設備、空調設備、計分設備。 

關連設施 為運動以外的目的而設置，但可為運動所利用者。如：

道路、空地等。 

資料來源：引自林國棟（1996）。 

 

邱金松（1992）認為運動設施的基本概念分類，可包括運動場地、

運動設施、運動器材、附屬設施、附帶設施和關聯性運動設施等。如表

2-2 所述： 



 

 19

表 2-2 運動場地設施基本概念分類 

分類 說明 例子 

運動場地 體育活動使用所佔有面積的表面 各類球場 

運動設施 體育活動使用的固定性物體 球網、籃框 

運動器材 體育活動使用的移動性物體 球類器材 

附屬設施 促進運動設施使用功能的物體 空調、照明 

附帶設施 輔助運動設施使用功能的物體 置物櫃 

關聯性運動

設施 

非為體育活動所設置，但可作為體育活

動而使用的物體。 

階梯可做為

熱身訓練 

資料來源：引自邱金松（1992）。 

 

費宗澄（1993）將運動設施將規模的大小、使用的團體、場館的空

間、使用的目的和場地的等級來作分類，如表 2-3 所述： 

表 2-3 運動設施的種類 

分類方式 種類 

規模的大小 1.運動公園。2.運動場館。3.綜合性設施。 

使用的團體 1.一般公家設施。2.學校教育設施。3.國家訓練設施。

場館的空間 1.戶外運動。2.戶內運動。 

使用的目的 1.觀賞。2.參與和訓練。 

場地的等級 1.國家級。2.都會區級。3.社區級。 

資料來源：引自費宗澄（1993）。 

 

程紹同（1993）將運動設施依性質分為私人、政府和學校等三種型

式，如 2-4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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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運動設施的型式 

性質 特性 例子 

私人 私人經營、會員制度、營利為主 私人健身中心 

政府 對外開放、民眾可使用 市立體育場 

學校 對外開放、民眾可使用 大學游泳池 

資料來源：引自程紹同（1993）。 

 

運動設施是運動參與者產生運動行為的基本條件(Mullin, Hardy, and 

Sutton, 2000)。葉公鼎（1999）將公共運動設施分為四類，包括：1.公共

體育場。2.學校運動場地設施。3.運動公園。4.市民運動中心。鄭良一

（1999）將休閒運動設施作詳細的劃分，分為公共空間、商業運動、企

業團體三類，如表 2-5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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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休閒運動設施分類 

分類 特性 

公共空間 社區健康運動中心(多功能的運動廣場、運動中心、兒童遊

戲場) 

地區性運動公園(綜合性運動場、綜合性體育館) 

自然廣域運動場(河川綠地、海濱設施、山林、廣場道路) 

商業運動 俱樂部(休閒健康中心、各種運動俱樂部) 

水上公園(室內海洋樂園、戶外水上樂園) 

溫泉健康保養地 

觀光休閒(度假中心、旅館健康中心、輪船運動設施) 

企業團體 公家機關(公營事業機關團體) 

企業工廠(企業公司休閒運動場館) 

民間組織(非營利性民間組織運動場館) 

資料來源：引自鄭良一（1991）。 

 

運動設施規畫主要提供足夠的活動空間供民眾使用，滿足民眾運

動需要。雷文谷(2006)認為運動場地設施，應包含所有可以提供給民眾、

學校師生從事休閒、運動、體育教學、健康與適能活動及運動競賽的室

內外場地及所附屬的設備器材。行政院主計處(1994)針對台灣地區國民

休閒生活調查，結果指出民眾最期望政府建設休閒設施中，有69.8 %

的人希望政府興建動態性的休閒場所，如社區公園，運動場所，遊泳

池等，可見得現代人對於動態休閒活動的渴求。 

林國棟（1996）認為運動設施之功能應包含下列八點：（一）促進體

育事業發展；（二）提升運動人口與風氣；（三）提高運動成績水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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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教育場所，具有運動教育的功能；（五）作為訓練場所，具有運動訓

練的功能；（六）作為鍛鍊場所，具有運動鍛鍊的功能；（七）作為比賽

場所，見有競技運動的功能；（八）作為休息場所，具有休閒活動的功能。   

綜合以上學者所言，運動場地、設施是指能提供民眾從事運動休閒

活動所使用的場地、設施，範圍應包括各級體育場(館)、籃球場、游泳

池、運動公園、海域、山林等各項運動場館設施及戶外活動的場所。本

研究所定義的運動設施是指在嘉義地區提供運動參與者從事運動休閒所

使用的場地、設施，範圍涵蓋：嘉義縣、巿地區的體育場(館)、網球場、

羽球場、桌球館、棒球場、運動公園、自行車道、登山步道、私人經營

的健身中心、瑜伽、舞蹈教室、游泳池等。 

 

2.2.2 滿意度的定義 

吳守從、方乃玉（2004）指出滿意度一直是用來測量人們對產品、

工作、生活品質、社區或戶外遊憩品質等方面的工具，是一項衡量行為

非常有用的指標。 

Oliver(1981)認為消費者滿意是對於所使用的產品或服務所獲得的價

值程度所作的一種立即性的情緒反應。 

Churchill and Suprenant(1982)指滿意度是購買後使用的結果，消費者

比較購買報酬、成本與預期結果後的產物。 

Cronin, Brady, and Hult(2000)定義滿意度為消費者在情感上的評估，

即消費者對使用某個產品或服務時，所獲得的一種正面的愉悅滿足。 

Kolter and Keller(2006)將滿意度定義為一個人所感覺愉悅或失望的

程度，源自於體驗後對產品的知覺與個人對產品的期望，兩者比較後所

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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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漢新(1999)在研究都市公園水景設施之使用後評估，定義滿意是指

市民到都市公園中遊憩時，對公園中服務與設施，經實際使用或參與後

產生之結果與預期結果一致。 

曹勝雄(2002)認為滿意度是使用者對設施的期望和知覺績效間所產

生的差異。使用者滿意情況有三種：績效不如期望時，使用者不滿意；

績效和期望剛好符合時，使用者滿意；若績效超過期望時使用者會高度

滿意。 

闕山晴(2002)認為滿意度是使用者對使用前後的比較，使用前的預期

與實際結果相比較，當使用者感到滿足則獲得滿意。 

綜合以上學者所言，滿意度是運動參與者在使用運動設施之後，會

對使用前、後兩者之間的一致性加以評估，當二者趨於一致性時，使用

者將獲得滿意，否則會產生不滿意的結果。本研究中，嘉義地區運動參

與者對運動設施滿意度，指的是運動參與者參與運動行為時，實際使用

運動設施所感受的整體性滿意結果，在「嘉義地區運動設施滿意量表」

中填答的得分情形中，得分愈高，代表滿意程度越高。 

 

2.2.3 運動設施滿意度的相關研究 

1. 滿意度的衡量尺度 

  Day（1984）認為滿意度是衡量顧客對產品的整體使用結果。Czepiel

（1974）認為顧客滿意程度可當成一整體性評估反應，而此一整體性的

反應就是顧客對產品不同屬性的主觀反應總和。Oliver (1997)認為衡量整

體性態度的方法，是讓消費者將重視的屬性加權，能較準確反應消費者

真實的滿意程度。衡量顧客滿意度的尺度，可分為以下五類： 

(l) 簡單滿意尺度(simple satisfaction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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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完全滿意度、非常滿意、… 很少滿意、沒有滿意等分成三個、五

個或七個尺度。此一尺度隱含了一個假設，很少滿意發生或沒有滿意發

生即代表了不滿意。 

(2) 混合尺度(mixed scale)： 

  從非常滿意、滿意、普通、不滿意、非常不滿意等分成三到七個尺

度。 

(3) 期望尺度(expectation scale)： 

  在於衡量期望與實際績效間的差距，若是實際績效比顧客期望好，

消費者會感到滿意，反之，消費者就會感到不滿意。 

(4) 態度尺度(attitude scale)： 

  非常喜歡、喜歡、… 不喜歡、非常不喜歡等分成三個到七個尺度，

此尺度消費者若是越喜歡某一產品，則該項產品的態度尺度就會越高。 

(5) 情感尺度(affect scale)： 

  正面的情感反應代表顧客對產品的滿足，而負面的情感反應代表顧

客對產品的不滿意。 

本研究所採用的衡量尺度為簡單滿意尺度，將「嘉義地區運動設施

滿意度量表」中滿意程度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沒意見」、「不同

意」、「非常不同意」等五個等級，依次最高為 5 分，最低為 1分。在「嘉

義地區運動設施滿意度量表」中，依填答的得分情形，分數愈高，代表

滿意程度越高。 

2. 滿意度的相關研究 

黃定國(1992)在都市開放空間的研究中，以都市開放空間具有：視覺

優美、移動便利性、場所舒適、生態維護、活動健全、管理維護等六大

特性，來進行臺北市都市開放空間使用滿意度的衡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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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蓉(1996)對鄰里公園使用者滿意度影響因素之探討的研究中，結

果顯示鄰里公園的整體滿意度受「公園的視覺美感程度」影響最大，其

它依次為「休憩性設施」、「公園的環境衛生情形」、「公園的面積大小」、

「運動及遊戲設施」、「設施的安全性」、「可自由活動的空間」、「損壞物

的維修情形」。 

陳啟誠(2003)對於台北市立國中生使用校內運動場地設施滿意度調

查研究，結果顯示學生運動場地設施的使用滿意度介於「普通」和「不

滿意」之間；學生對運動場地設施感到不滿意的前五項原因依序為：器

材不好、課餘不開放、數量不足、骯髒雜亂、通風不良。 

余俊佐(2004)針對高雄仁愛公園中的高齡者使用公園設施滿意度研

究，結果顯示高齡遊客使用設施滿意度有顯著差異；高齡遊客對於公園

內各項設施大部份表示滿意，且重遊意願高。 

蔡瑋娣(2005) 針對臺北市民對台北市運動場館滿意度作研究，結果

顯示臺北市民感到滿意的是運動場館的設計與規劃，對管理及服務較不

滿意；中壯年人口與中高及高收入人口在環境與便捷上較滿意；運動頻

率較高者對管理與服務感到滿意，對環境與便捷則較不滿意。 

賴梓玟(2005)針對台中市二十個公園設施安全調查與滿意度評估，以

問卷與訪談方式探討使用者對設施之滿意度，分為「遊樂設施」、「運動

設施」、「公廁情況」、「公園照明」與「公園路線動線規劃」等五個構面，

結果顯示二十個公園在這五個構面有顯著差異。 

水心蓓(2006)對大安森林公園休閒遊憩者對軟硬體設施使用滿意度

作研究，結果顯示對休閒遊憩者對公園休閒遊憩硬體設施滿意度較高；

休閒遊憩者對休閒設施滿意度中，休閒需要構面的滿意度高於公共服

務、便利性、安全性等構面；性別、年齡、學歷、職業、入園頻率等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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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背景休閒遊憩者，在軟硬體設施滿意度有顯著差異。 

方美玉(2006)在斗六運動公園休閒設施需求與滿意度之相關研究

中，結果顯示民眾對休閒設施的使用滿意度主要為景觀規劃、清潔、人

際、活動、交通、廁所及安全性七構面，民眾對交通相關設施最滿意，

對清潔相關設施最不滿意。  

李真玲(2006)針對台中縣公立體育場域民眾運動參與動機與滿意度

之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對公立體育場館服務品質各面向所感受的滿意程

度為中等。 

吳美君（2007）在雲林科技大學運動場館使用情形與滿意度之研究，

結果顯示使用者對體育場館之滿意度因素前三名，依序為「具有比賽功

能」、「發揮訓練功能」、「提升師生運動風氣」與「發揮教學功能」。 

陳文泰(2009)在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使用運動設施滿意度之研究，結果

顯示低年級學生對於運動設施使用率高也較為滿意，而高年級的學生對

運動設施滿意度為低。 

  由以上研究得知，不管是公園、運動場館中的各項設施，若能維護

管理完善，可提升使用者對相關設施的滿意度；研究中也顯示了服務品

質是影響滿意度的ㄧ項重要因素，服務品質越高，使用者滿意度也會越

高，服務品質不佳，則使用滿意度亦低；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對滿意度也

會因研究背景和受試對象不同，有不同的結果。 

本研究中，運動設施滿意度是指嘉義地區的運動參與者，對於運動

場所中各個環境因子的滿意程度差異，包括：場地及設施、管理維護、

衛生、照明、交通、位置及環境景觀等方面，將之分為「場地設備完善」、

「服務與便利」二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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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本節結語 

過去有關於滿意度研究很多，也顯示滿意度研究有助於經營管理單

位瞭解運動場地設施使用及滿意情況，提供經營管理者改善運動場地、

設施的相關資訊。因此本研究乃針對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在從事運動行

為時所使用的運動場地、設施進行滿意度調查，將問卷調查結果加以分

析，用以瞭解影響嘉義地區運動場地、設施的整體滿意度的原因為何，

以利於政府單位或經營管理單位進行改善參考，進而提升嘉義地區運動

場地、設施的品質水準，此為本研究預期達到的目標之一。 

 

2.3 休閒效益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休閒效益指的是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參與運動後，參與者本身對於

運動參與的體驗所感受到的正面認知。但是每一個運動參與者對於運動

參與的需求程度可能有差異存在。因此本節針對運動參與後的休閒效益

之認知觀點，引述學者對休閒效益的理論與研究。 

 

2.3.1 休閒效益的定義 

高俊雄(1995)認為休閒效益是指在參與休閒遊憩的過程中，可以幫助

參與者個人改善身心狀態，或滿足個人需求的現象，稱之為休閒效益。

韋氏大辭典對於休閒效益的定義包含：外在及內在的價值。外在價值，

像工作閒餘從事活動，讓人恢復精神；內在價值則為參與休閒活動滿足

其本身的體驗及效益。由此可知，休閒效益是一種工作閒暇時所從事的

活動，除了恢復精神外，也能得到生理、心理的滿足感。一個人若能在

休閒運動參與過程中，改善身心狀況，滿足其生理、心理需求之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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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休閒效益。由此可知，人們參與休閒運動活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即

在於獲得休閒效益。 

王宗吉、徐耀輝(2000)認為，休閒運動對身心靈健康的重要性有下列

幾項：(一)生理方面：可以有效減肥，對一些慢性疾病如糖尿病、高血

壓、氣喘…等，有改善或減輕的效果。(二)心理方面：可以使自己的個

性有表現的機會， 使心理能健全的發展。(三)精神方面：從事休閒運動

可以使身體的循環系統運作緩慢下來，使人感覺輕鬆，減輕自身壓力，

紓解個體壓力與焦慮。(四)靈性方面：從事休閒活動時，如能專注於某

一事物，將可使自己達到如禪坐時之心境平靜無波之心靈狀態。 

陳中雲(2001)認為休閒效益是個人在休閒活動參與過程中及後，個人

主觀評估可以幫助個人改善身心狀況滿足需求的個人主觀感受。 

林欣慧(2002)認為休閒效益是一個人在從事活動的過程中，對活動有

所體驗，並且對個人或社會產生益處。 

馬上鈞(2002)指出休閒效益頗多，而參與休閒活動主要提供參與者愉

悅放鬆、補償需求、促進自我實現、自我認同、壓力緩衝、生活滿意等

環境，使人們獲致健康、幸福的生活。 

張少熙(2003)指出效益偏重活動中或活動後，內在的心靈滿足．因

此，效益可視為一種目標的達成或人希望達成他們所期望的目標。 

林宜蔓(2004)指休閒效益的範疇，係針對個人參與休閒活動過程中以

及參與休閒活動後的經驗，可以幫助個人改善身心狀況或滿足需求的個

人主觀感受。可分為生理效益、心理效益、社交效益。 

吳怡靜(2006)認為休閒效益是個體在參與活動過程中及體驗之後，可

以改善個體身心狀態或滿足個體各方面需求的現象。 

吳筱萍(2008)認為休閒效益一種主觀的個人經驗感受，休閒效益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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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針對個人參與休閒活動過程中以及參與後的體驗，可以幫助個人改善

身心狀況或滿足需求的個人主觀感受。 

謝明忠(2009)認為休閒效益是個體在自由時間參與各項活動後的主

觀感受，能改善個體身心狀況，也能滿足個體需求。每個人所感受到的

休閒效益會隨著個人背景不同或參與活動的不同而有差異。 

Tinsley(1986)的休閒經驗論認為休閒經驗是個體主觀經驗，此種主觀

經驗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有四個因素會影響休閒經驗：選擇的自由、

內在動機、刺激的提升與承諾。從休閒經驗獲得的直接好處是心理需求

的滿足，當心理需求滿足時，身體健康、心理健康與生活滿意都會獲得

改善。 

Ajzen(1991)認為休閒效益即為休閒目標之達成，包括參與休閒能達成

之目標，以及參與者相信休閒能幫助他們達成自己的目標。 

Bright(2000)認為休閒效益包含心理學觀點、生物心理分析學觀點、

社會學的觀點、經濟學的觀點及環境學的觀點等五個面向：(一) 心理學

觀點：改善自我概念、個人價值的反省、達到高峰經驗。(二) 生物心理

分析學觀點：心臟血管的健康、疾病管理、心智和物理的復健。(三)社

會學的觀點：社會穩定的提升、家庭團結、文化認同。(四)經濟學的觀

點：僱用、收入、減少健保支付。(五)環境學的觀點：環境維護或保存。 

綜合以上學者對休閒的效益所做的定義為改善身心狀況、滿足內在

需求、紓解壓力、增強生理機能、增進信心、開發潛能、達到社交功能、

增進社會適應、滿足自我實現等。休閒效益是一種個人主觀的心理感受，

因個人需求的不同而有所差異。本研究對休閒效益所做的定義為嘉義地

區的運動參與者依照個人運動參與的需求及目的，參與適合本身需求的

運動後，從運動過程中感受休閒的效益，以滿足個人運動參與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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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獲得身心健康，滿足自我實現，並於運動過程中達到社交需求，增

進人際關係。本研究將休閒效益分為「社交效益」、「生理效益」、「自我

實現」、「心理效益」四個構面。 

 

2.3.2 休閒效益的相關理論 

高俊雄(1995)指出休閒利益的三因素： 

1.均衡的生活體驗：紓解生活壓力、豐富生活體驗、調劑精神情緒。 

2.健全生活內涵：維持健康體能、運用心思智慧、增進親子關係、 

  促進社會交流、關懷生活環境。   

3.提昇生活品質： 欣賞真善美、肯定自我能力、實踐自我理想。 

柴松林(1996)提出休閒效益包含滿足生理、心理、社會需求三種效

益，分述如下： 

1.滿足生理需求：休息是娛樂，解放工作勞苦之疲累，經由娛樂紓解壓 

力與心理緊張。 

2.滿足心理需求：調劑生活節奏，豐富生活內容，促進個人知識、能力、 

品味及道德水準的成長，使人的素質和生產力同時提昇。 

3.滿足社會需求：對人的關懷，對社區與環境的關愛，對人類歷史與未 

來命運的責任。 

陳中雲(2001)歸納國、內外學者的觀點，針對個人休閒經驗，認為休

閒效益可分為心理效益、生理效益、社交效益及教育效益等四個層面，

分述如下： 

1.心理效益：包含肯定自我、獲得成就感， 自我滿足、自我實現、消除 

緊張、紓解壓力、愉悅心情、增添樂趣、發洩情緒、舒暢身心、 欣賞 

創造真善美及獲得特殊體驗等。 

2.生理效益： 包含維持體能、保持健康， 獲得休息、消除疲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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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疾病、調劑精神及恢復精力等。 

3.教育效益：包含增進行為技能、拓展知識領域、刺激心智、激發創意、 

激發個人潛力、培養多元興趣及促進活動技巧。 

4.社交效益：包含增進家人感情、促進朋友情誼及拓展社交圈等效益。 

 

Mannel and Stynes(1991)將休閒效益整合為一系列模式(圖 2 - 6)，他

們認為人們參與休閒時，受到環境、活動、時間、心境的刺激，產生生

理、心理、環境、經濟、社會之影響，而這些影響經由人們的評價之後， 

就產生了休閒效益。 

 

圖2-3 休閒效益系統模式 

資料來源： Mannel and Stynes (1991). 

 

季力康(1997)也指出運動對心理健康的效果包括長期和立即的效果

兩個方面。長期效果方面有幾點發現：（一）規律運動可減低沮喪和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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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二） 規律運動可以減輕特質性焦慮；（三）在一般的臨床心理疾

病方面，運動可以改善輕度及中度沮喪的病患；（四）運動加上心理治

療對心理症狀的改善有很大的幫助。 

盧俊宏(1998)認為規律運動不僅在於增進身體生理方面的好處而

已，追求生活安寧、心理健康，以及情緒舒暢等效益更是人們所渴求的。

人們從事體適能運動可產生增進情緒穩定、提昇自我概念、降低焦慮、

有效的應付壓力及使人變得更樂觀等利益。 

李 晶(2002)從個人休閒效益的討論中發現，生理效益的論以維持健

康與促進機能為主。心理效益的討論以輕鬆、追求創新與自我發展三方

面來探討。社會效益則強調從人際互動中獲得到的分享感與慰藉。 

洪煌佳(2002)認為休閒效益是一種主觀個人經驗感受，將休閒效益 

整理為生理效益、心理效益及社交效益等三個面向，並包括三十個項目： 

1.生理效益：包含維持體能、活力充沛、增進活動技巧、得到適度休息、 

消除疲勞、激發潛力、考驗自己的活動、能宣洩多餘的體力等。 

2.心理效益：包含紓解生活壓力、放鬆心情、創造性思考、發洩情緒、 

舒暢身心、獲得成就感、心情愉快與增添生活樂趣、平衡精神情緒、 

培養挑戰性、培養獨立性、得到滿足感及啟發心思和智慧等。 

3.社交效益：包含瞭解週遭事物、促進和諧關係、結交朋友、體貼別人、 

瞭解同伴的感受、與同伴分享想法、與同伴之間相處的更親近、得到

同伴的支持、支持同伴的想法、得到同伴及他人的信任等效益。 

Cordes and Ibrahim(1999)以生理、情感、心理與社會四個面向探討休

閒效益： 

1.生理的觀點：維持或提昇體適能，包括技術能力及健康層面的促進。 

2.情感的觀點：增加自我滿足感、休閒態度形成及價值觀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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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理的觀點：滿足自我實現需求、舒暢的心理感受、豐富學習領域、

調劑精神、反映個人價值、領導力、創造力、挑戰性及獨立性的體驗、

親人團聚、遠離壓力、享受自然。 

4.社會的觀點：滿意社會生活、促進團結和諧、發展友誼及親情、提高

社會地位、提高生活品質。 

Bright(2000)認為休閒帶來的效益並非參加活動或積極尋找休閒利 

益的個人所能獲得，對整個大環境來說，是全人類都能獲益。Bright 認

為休閒效益是建構在人類生活方式的全方面觀點來看，休閒對於人類的

效益包含五項效益，茲分述如下： 

1.心理效益：提升自我概念，表現自我價值，提升高峰經驗。 

2.生理效益：心血管的健康，疾病控制，心理與生理的復健。 

3.社會效益：促進社會穩定，家庭團結，文化認同。 

4.經濟效益：提供工作機會，增加收入，減少社會照顧成本。 

5.環境效益：環境的維護與保存。 

綜合上述學者對休閒效益的論述，對於休閒效益的範疇大可歸納為 

三方面：(一)生理效益：維持或提升體適能，包括健康促進、提升運動

技能、保持健康，獲得休息、消除疲憊、改善控制疾病、調劑精神及恢

復精力。(二)心理效益：包含肯定自我、愉悅心情、發洩情緒、獲得成

就感，自我滿足、消除緊張、紓解壓力、增添樂趣等。(三)社交效益：

包含獲得友誼及拓展社交圈、增進人際關係等效益。 

 

2.3.3 休閒效益的相關研究 

馬上鈞(2002)探討休閒效益與生活壓力關係之研究，以高雄地區郊山

登山者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登山健行者的休閒效益偏高。不同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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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登山健行者之生活壓力有顯著差異。 

王敏華(2005)以臺北市富陽公園使用者的休閒效益與休閒滿意度作

研究，研究中休閒效益包含「生理效益」、「心理效益」、「社交效益」及

「自我實現效益」四個構面。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及居住地等四項變

項，存在顯著差異。 

林晉榮、黃珍鈺(2005)探討休閒運動效益，發現任何運動型態都能使

人心情愉悅，使生活滿意度提高，還可降低憂鬱情緒。從事規律身體活

動能減少焦慮、沮喪和釋放壓力，增加自信。 

陳建安(2008)臺北市綜合公園晨間運動者深度休閒與休閒效益的研

究，結果顯示休閒效益之構面包括「社交效益」、「心理效益」、「生理效

益」及「教育效益」四個構面。 

廖國翔(2008)臺北地區網球運動參與者休閒效益與休閒阻礙因素的

研究，結果顯示休閒效益之構面包括「心理效益」、「自我滿足」、「社交

效益」、「生理效益」及「健身效益」。 

吳亮慶(2009)登山健行者休閒參與與休閒效益之研究，以高高屏地區

登山健行者為對象。研究中顯示休閒效益構面認同度依次是：生理、心

理及社交效益。不同背景變項之登山健行者在性別、職業、教育程度與

不同個人月收入在休閒效益上有顯著差異。 

戴琇惠(2009)水中有氧運動參與者從事水中有氧運動之涉入程度與

休閒效益之情形。研究中發現不同年齡、婚姻狀況、教育程度、平均月

收入、參與年資、是否購買裝備、是否利用空閒自行參與之水中有氧參

與者，在休閒效益上有明顯差異。 

洪國立(2009)針對日月潭環湖馬拉松賽運動參與行為與休閒效益作

研究，結果顯示馬拉松參與者的休閒效益構面中以心理效益最大，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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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交效益與生理效益。不同背景變項馬拉松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在

性別、教育程度與平均月收入均有顯著差異。 

謝明忠(2009)桃園市陽明運動公園使用者參與動機與休閒效益作研

究，結果顯示使用者的休閒效益構面以「健康紓壓」最高，其次為「社

交」，而以「自我實現」最低。不同人口背景變項之桃園市陽明運動公園

使用者對休閒效益的感受在性別、年齡、職業、婚姻狀況、使用頻率、

最常使用時段、同伴類型均存在顯著差異。 

洪佑賢(2011)台中縣東豐自行車綠廊、后豐鐵馬道自行車騎乘者參與

動機、滿意度與休閒效益關係之研究，結果發現不同背景變項的自行車

騎乘者的休閒效益在性別、婚姻狀況、年齡、教育程度、來訪次數、騎

乘時間、每周騎乘頻率則有顯著差異。 

Iso-Ahola(1989)歸納過去有關身體性休閒活動對個人心理健康的文

獻，歸納出透過身體性休閒活動的參與，有助於增強人類認知功能，提

供社會互動的機會，減緩憂鬱、沮喪，產生正向情緒，並且能夠提昇活

動參與者的自尊、自我概念、心理幸福感，以及生活滿意。 

Philipp(1997)研究發現非裔美國男性的休閒效益中放鬆及自我實現

的效益較高，女性以社交及自我肯定的效益較高；歐裔美國女性在放鬆

與自我實現的效益層面明顯優於男性。 

綜合以上學者對休閒效益的研究，休閒運動參與能促進身體健康、

放鬆心情、抒解壓力，滿足自我實現，藉由休閒運動參與也促進人際關

係、增進友誼。不同的背景變項所獲得的休閒效益也不同，藉由以上各

學者對休閒效益的研究結果，可做為本研究的文獻佐證，本研究將針對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去探討其「社交效益」、「生理效益」、「自

我實現」、「心理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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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本節結語 

綜合以上相關文獻，可得知休閒效益是個人在參與活動過程中所獲

得的體驗，此體驗對個人或社會能產生有益的影響。人們參與休閒活動

是為了獲得休閒效益。休閒效益是個體在參與活動後的主觀感受，每個

人所感受到的效益會隨著個人背景不同及參與活動的不同而有差異。本

研究中之休閒效益，是指嘉義地區的運動參與者，在參與運動過程中及

參與後的經驗及個人主觀感受，可以幫助運動參與者改善身心狀況、滿

足心理需求，達到自我實現，並於運動過程中增進社交需求，建立良好

人際關係的效益，分為「社交效益」、「生理效益」、「自我實現」、「心理

效益」四個構面。 

 

2.4 生活品質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本節分為四個小節，首先分析生活品質的定義及理論，其次探討有

關於生活品質的相關研究，最後部分為結語，茲分述如下： 

 

2.4.1 生活品質的定義 

生活品質的概念最早由希臘哲學之父亞里斯多德所提出，他認為幸

福（Happiness）是一種靈魂得滿足的狀態，一個幸福的人，凡事順利且

生活良好，也就是說有較好的生活品質。(吳麗芬、邱愛富、高淑芬、徐

畢欽、陳玉敏、陳靜敏等，2000)。韋氏字典將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 定

義為每個人在他們的重要生活層面，感受到快樂或滿足程度。陳柏熹、

王文中(1999)認為生活品質是社會環境進步的重要指標，但隨著社會環境

的變遷，其定義也有所改變，生活品質成為一個相當複雜且難以定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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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也因如此，學者對於生活品質的定義也有所不同，以下就幾位學

者對於生活品質的定義，加以說明： 

許麗齡(1988)生活品質包括個人對生活主觀的滿意度與物質性、經 

濟性、文化性、衛生性及福利措施等外在環境指標的客觀測定。 

林榮第、姚開屏、游芝婷、王榮德(1996)等認為生活品質是個人或 

社會對生活所下的價值判斷，與生活經驗、狀態、知覺和想法有關。 

劉淑娟(1999)指出生活品質可分成主觀性及客觀性兩種，主觀性是指

個人對生活主觀適應、快樂、滿足、安寧的狀態，即是生活滿意度。客

觀性則是指生活內容，以客觀指標來看不易直接反映生活感受。 

陳鎰明(2001)認為生活品質指的是在人類生存的基本需求中，足以豐

富生活一切因素或條件，並包含了健康的生活環境、健康的身體以及良

好的閒暇活動機會。 

侯冬芬(2004)生活品質是指個人在所生活的文化價值體系中，對於自

己的目標、期望、標準、關心等方面的感受程度，其中包括一個人在生

理健康、心理狀態、社會關係及環境等四大 方面的滿意程度。 

Leyendecker 等(1993)指出生活品質是人對其生理、情緒狀態、社會

統整的一種主觀感受。 

Bowling(1995)認為生活品質除了一般認為的健康狀況外，應包括家

庭成員間的關係，經濟，居家狀況。 

Rogerson(1995)可以依據生活品質所注重的層面及其應用的領域，將

生活品質分成環境相關生活品質與健康相關生活品質。前者關心的重點

在於物質環境和個體之間的交互作用如何影響個體的生活品質，後者所

關心的是健康狀況與個體的交互作用如何影響生活品質的感受。但他認

為兩者只是所選取的內容或測量方式不同，在概念上都是強調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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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體與生活交互作用後所得的滿意度或幸福感。 

    Shearer, Davidhizar, and Dowd(1999)則提出生活品質是多面向的，主

要包含情緒、人際關係、物質、個人成長、生理狀況、自我決定、社會

關係及權利。 

Schalock, DeVries, and Lebsack(1999)提出生活品質是多面向的，主要

包含情緒、人際關係、物質、個人成長、生理狀況、自決、社會及權利。 

Mitchell(2000)生活品質為一個人於一段時間內，對自身各種需求之

滿足感。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生活品質的定義為「個人在所生活的文化價

值體系中，對於自己的目標、期望、標準、關心等方面的感受程度，其

中包括一個人在生理健康、心理狀態、獨立程度、社會關係、個人信念

以及環境六大方面」。這個定義強調了個人在所處環境中的主觀感受的重

要性， 且是多層面的概念(姚開屏，2000)。 

綜合以上學者對生活品質的看法可得知，早期生活品質的概念是以

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概念為主軸，但目前對於生活品質的看法大都屬於

心理層面觀點，強調個體對生活的主觀感受。姚開屏(2002)認為一般生活

品質強調個人在所處環境中，對一般廣泛性的生活各方面的滿意程度，

是藉由個人的主觀感受來評斷。WHO 生活品質概念以個人主觀角度為

出發，其生活品質範疇與內容較為明確。因而本研究是採用 WHO 的生

活品質架構做為基礎。本研究對生活品質的定義為：嘉義地區運動參與

者對本身的居住的周遭環境、住宅環境、運動環境、社會人際、健康情

形及心理狀態等所體驗到的主觀的滿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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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生活品質的理論 

高俊雄（1993）指出有意義的休閒體驗是健全生活內涵、均衡生活

體驗以及提昇生活品質。 

王宗吉(2000)認為生活品質通常包括重視個人生活的幸福感及滿足

感；或者重視構成生活的社會體系或環境。故其基本定義是指「以社會

體系或環境做為基盤的生活者，對滿足生活的生活評價」意即：生活品

質應以生活者之欲求為獨立變數，生活型態為媒介變數，生活評價為從

屬變數。由此可知，生活品質其實就是由欲求水準和生活型態所造成的

階層化現象。 

盧俊宏(2002)根據運動心理學者(McAuley and Rudoph, 1995)及其研

究同僚(Mihalok and McAuley, 1996)的研究，整理出規律運動、身心健康

和生活品質關係，如圖 2-7 所示。生活品質在最終點，代表一個人對其

生活滿意的評量，而這種評量端視其對自己是否身心健康與生活滿意的

效果來自兩大變項，身體的健康與心理/社會上的健康而來；而達到身體

和心理社會上健康的最初源頭則是接受運動和保留規律運動（引自黃鈺

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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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規律運動、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質概念圖 

資料來源：盧俊宏（2002）。 

 

Bowling(1995)認為生活品質除了一般認為的健康狀況外，應包含家

庭成員間關係、經濟、居家狀況。而且生活品質的測量及計分，不宜以

總分來看，以不同構面之問卷分量表做個別計分，以免結果有偏差影響。 

Shafer 等人(2000)的模式類似於 Camagni(1997)的概念，Shafer 是從

人文生態觀點來描述社區生活品質涉及到社會、經濟、環境三個領域。

這個模式明確解釋領域間的互相影響，得到每一個可居住性、生活品質

和永續性關係的圖。其可居住性考慮到環境和社會領域間互相影響的結

果，永續性為環境和經濟領域間相互影響的結果。在這三個領域相互影

響中，交替解釋永續性和生活品質（引自林素穗，2004），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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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Shafer 人文生態觀點的社區生活品質因素概念模式 

資料來源：林素穗（2004）。 

 

Headey(1993)認為生活品質受三大項因素影響：第一項為生活狀

況，包括家庭支持、朋友圈、休閒品質、工作品質、健康及財產。第二

項為個人背景，包括性別、年齡、個性、生活常識及社會地位。第三項

為生活滿意，包括對家 庭生活、友誼、休閒生活、工作、健康及財務狀

況的滿意度度（引自林素穗，2004）。 

Mitchell 等人(2000)推論：生活品質沒有一致性、專門用語也不建構

方法或生活品質的標準。Mitchell 等人（2000）嘗試由健康、物理環境、

自然資源、個人發展和安全構成生活品質，如圖 2-6。 



 

 42

 

圖 2-6 Mitchell 生活品質的構成圖 

資料來源：引自 Kamp et al.(2003). 

 

以上各學者對生活品質的理論所涉及到範圍相當廣泛，良好生活品

質除了有健康身體外，更受到環境、家庭支持、社會人際、休閒品質、

工作品質所影響。有關生活品質的測量，本研究採用改編自世界衛生組

織所訂定之生活品質量表，作為瞭解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對生活品質的

滿意程度之依據，內容包括對本身的居住的周遭環境、住宅環境、運動

環境、社會人際、健康情形及心理狀態等能影響生活品質的各面向。 

2.4.3 生活品質的相關研究 

楊芝婷(2003)研究指出，就休閒活動類型，參與「體育類」休閒活動

如：在家運動、健身、散步、慢跑、球類活動、有氧舞蹈與游泳，會提

高生活品質的生理健康、心理、社會關係及環境範疇。 

黃光賢(2004) 台南市國民小學教師休閒滿意度與生活品質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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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台南市國民小學教師具有良好的休閒滿意度與中等程度的生活

品質。休閒滿意度與生活品質有顯著的正相關。 

陳勇欽(2005) 老年人規律運動習慣與生活品質之比較研究。結果顯

示規律運動的老年人有較佳的生活品質。 

黃士怡(2006) 職業婦女運動休閒參與自主管理與生活品質之相關研

究，結果顯示不同背景變項之職業婦女在生活品質上有顯著差異。 

陳森雄(2009) 高科技產業員工休閒運動參與及體驗對生活品質影響

作研究。結果顯示高科技產業員工在不同背景變項對生活品質達顯著差

異。高科技產業員工休閒體驗對生活品質有正向影響。 

洪玉萍(2010) 臺北市國小教師休閒運動參與、工作壓力與生活品質

之研究，結果顯示：生活品質之構面包括「心理狀態」、「生活與健康」、

「社會關係」及「外在環境」四個構面。不同性別、年齡、婚姻狀況、

教學年資、及每週運動次數、每次運動時間、運動強度等變項之臺北市

國小教師，在生活品質各因素間均有顯著差異。 

陳淑芬(2011) 台東縣老年人休閒活動參與和生活品質，結果顯示不

同教育、婚姻、經濟、居住狀況變項的老年人在生活品質有顯著差異。

休閒活動參與和生活品質狀況呈現正相關。 

Laforge, Rossi, Prochaska, Velicer, Levesque, and McHorney(1999)年

研究靜態工作型態者規律運動和自覺生活品質改變的相關性，研究結果

發現運動頻率和自覺生活品質的得分有正相關，不打算改變自己的運動

習慣或缺乏運動者其生活品質評量分數最低；而生活品質的要素中：身

體的功能、對自己健康狀況的感受和活力與運動相關性較高；不常運動

者在個人的身體功能項目分數最低，而常運動者則是最高。運動習慣改

變過程中，個人對自己生活品質的認知的確也會隨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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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研究可看出，休閒運動參與與生活品質具有一定的相關性，

也可以預測出有從事運動或有規律運動習慣的人生活品質愈佳，可見得

參與休閒運動對於生活品質的提升有很大的影響。李明(2000)指出需求的

滿足可提升人們對生活品質的滿意，運動與身體活動而產生出來的生理

健康、社會支持等因素，被當為影響生活品質的因素之一。因此，運動

參與可以滿足需求，並使人們覺得生活品質提升。透過運動參與，可以

從運動過程中滿足需求，紓解壓力，調劑精神情緒，並維持良好的體適

能，促進社會人際關係，同時也藉此達到生活品質的提升。 

 

2.4.4 本節結語 

隨著時代變遷，經濟發展及醫療進步，人們的生活型態也跟著改變，

個人對生活品質的感受與評價也隨之產生變化，其所重視的面向也不盡

相同。生活品質是個人對日常生活中生理、心理、社會、環境等面向是

否滿意的主觀感受。沈易利(1999)認為，休閒運動是現代人追求幸福與健

康人生不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因素。透過運動參與可以滿足需求，維持健

康身體、平衡身心、促進人際關係、更進而提升其生活品質。本研究欲

探討不同背景變項在生活品質的差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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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章共分為六節，首先介紹本研究架構；第二節根據文獻探討提出

本研究之假設；第三節介紹本研究之流程；第四節介紹本研究之研究對

象與抽樣方法；第五節為研究工具；第六節為資料處理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

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將以不同的人口統計變

項（性別、年齡、職業、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家庭每月收入、每週運

動的天數及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去探討其對於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

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是否具有差異存在，並且探討嘉義地區

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之

間的關聯因素。圖 3-1 為本研究架構。 

 

 

 

 

 

 

 

 

 

圖 3-1 本研究架構圖 

 

 

1. 性別 

2. 年齡 

3. 職業 

4. 教育程度 

5. 婚姻狀況 

6. 家庭每月收入 

7. 每週運動次數 

8. 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 

運動參與動機 

運動設施 

滿意度 

休閒效益 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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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設 

 

  根據以上各節文獻探討的分析、本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研究架構，

提出本研究的假設進行驗證分析。 

假設一：不同人口統計變項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有差異存在。 

1-1：不同性別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有差異存在。 

1-2：不同年齡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有差異存在。 

1-3：不同職業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有差異存在。 

1-4：不同教育程度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有差異存在。 

1-5：不同婚姻狀況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有差異存在。 

1-6：不同家庭每月收入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有差異存在。 

1-7：不同每週運動次數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有差異存在。 

1-8：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有差異存在。 

 

假設二：不同人口統計變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有差異存在。 

2-1：不同性別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有差異存在。 

2-2：不同年齡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有差異存在。 

2-3：不同職業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有差異存在。 

2-4：不同教育程度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有差異存在。 

2-5：不同婚姻狀況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有差異存在。 

2-6：不同家庭每月收入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有差異存在。 

2-7：不同每週運動次數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有差異存在。 

2-8：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有差異存在。 

 

假設三：不同人口統計變項的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有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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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不同性別的中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有差異存在。 

3-2：不同年齡的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有差異存在。 

3-3：不同職業的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有差異存在。 

3-4：不同教育程度的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有差異存在。 

3-5：不同婚姻狀況的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有差異存在。 

3-6：不同家庭每月收入的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有差異存在。 

3-7：不同每週運動次數的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有差異存在。 

3-8：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的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有差異存在。 

 

假設四：不同人口統計變項的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有差異存在。 

4-1：不同性別的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有差異存在。 

4-2：不同年齡的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有差異存在。 

4-3：不同職業的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有差異存在。 

4-4：不同教育程度的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有差異存在。 

4-5：不同婚姻狀況的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有差異存在。 

4-6：不同家庭每月收入的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有差異存在。 

4-7：不同每週運動次數的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有差異存在。 

4-8：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的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有差異存在 

 

假設五：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之 

    間有直接與間接的影響關係。 

5-1：運動參與動機對生活品質具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 

5-2：運動參與動機對運動設施滿意度具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 

5-3：運動參與動機對休閒效益具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 

5-4：運動設施滿意度對休閒效益具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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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運動設施滿意度對生活品質具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 

5-6：休閒效益對生活品質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 

5-7：運動參與動機經休閒效益對生活品質具有間接且正向的影響。 

5-8：運動設施滿意度經休閒效益對生活品質具有間接且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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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首先由指導教授指導學生閱讀與研究領域相關文獻，

閱讀文獻之後，請教指導教授再確認研究題目，根據研究題目蒐集相關

文獻，並閱讀相關文獻是否能佐證本論文所欲研究的問題，接著蒐集與

題目相關文獻量表，完成量表修正與預試問卷測試與回收，正試問卷測

試與回收，資料統計與分析，研究結果與討論，結論與建議。 

 

 
 
 
 
 
 
 
 
 
 
 
 
 
 
 
 
 
 
 
 
 
 

圖 3-2 研究流程 

指導教授指導學

生閱讀相關文獻 

與指導教授確認

研究題目 

蒐集題目相關量

表 

相關文獻之蒐集

與閱讀 

量表修正與預試 

正式問卷與回收 

資料統計與分析 

研究結果與討論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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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嘉義地區的運動參與者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於民國一百年

十一月六日至十二月四日進行預試問卷調查，於嘉義地區的公共運動場

所、私人舞蹈、瑜伽教室、大學校區、運動公園、游泳池、自行車道周

邊，進行預試問卷發放與回收。預試問卷發放日期與回收情形如表 3-1、

3-3 所示，總共發放 250 份問卷，回收 250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9 份，

有效問卷 241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96.4%。預試量表去除無效量表後編

碼，再經項目分析、信度分析及效度分析，製作正式量表。正式問卷發

放日期為民國一百零一年一月八日至三月二十五日。於嘉義地區的公共

運動場所、私人舞蹈、瑜伽教室、大學校區、運動公園、游泳池、自行

車道周邊進行正式問卷發放與回收。正式問卷發放日期與回收情形如表

3-2、3-4 所示，總共發放 700 份問卷，回收 700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60 份，有效問卷 640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91.42%。Babbie(1973)認為，

調查資料能做為分析和報告，其回收率至少必須達 50%，才算適當；60%

視為良好；70%非常良好(引自郭生玉，1993)。因此，本量表回收率非常

良好之階段，應可實施統計及分析。 

表 3-1 預試問卷發放日期 

編號 日期 地點 

編號 001 2011/11/6(日) 嘉義市威士登游泳池、國華游泳池

編號 002 2011/11/13(日) 嘉義市體育場及週邊網球場 

編號 003 2011/11/20(日) 嘉義市桌球館、羽球館 

編號 004 2011/11/27(日) 嘉義市港坪運動公園 

編號 005 2011/12/4(日) 嘉義市嘉油鐵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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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正式問卷發放日期 

編號 日期 地點 

編號 006 2012/1/8(日) 嘉義市威士登游泳池、國華游泳池

編號 007 2012/1/15(日) 嘉義市桌球館、羽球館 

編號 008 2012/1/22(日) 嘉義市港坪運動公園 

編號 009 2012/1/29(日) 嘉義市港坪運動公園、運三壘球場 

編號 010 2012/2/5(日) 嘉義公園 

編號 011 2012/2/12(日) 嘉義大學民生校區籃球場  

編號 012 202/2/19(日) 嘉義市體育場及週邊網球場 

編號 013 2012/2/26(日) 嘉義市嘉油鐵馬道 

編號 014 2012/3/4(日) 嘉義市救國團瑜伽、有氧教室 

編號 015 2012/3/11(日) 嘉義市港坪運動公園 

編號 016 2012/3/18(日) 嘉義市威士登游泳池、國華游泳池

編號 017 2012/3/25(日) 嘉義大學民生校區籃球場  

編號 018 2012/3/25(日) 嘉義市活力瑜伽中心  

 

表 3-3 預試問卷發放回收情形 

編號 發放量數 回收量數 無效量數 有效量數 有效量表% 

編號 001 40 份 40 份 2 份 38 份 95% 
編號 002 60 份 60 份 3 份 57 份 95% 
編號 003 40 份 40 份 1 份 39 份 97.5% 
編號 004 50 份 50 份 2 份 49 份 98% 
編號 005 60 份 60 份 1 份 59 份 98.33%
總計 250 份 250份 9 份 241份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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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正式問卷發放回收情形 

編號 發放量數 回收量數 無效量數 有效量數 有效量表% 
編號 006 30 份 30 份 1 份 27 份 82.5%
編號 007 40 份 40 份 5 份 35 份 87.5%
編號 008 60 份 60 份 5 份 51 份 85%
編號 009 50 份 50 份 4 份 42 份 84%
編號 010 60 份 60 份 7 份 53 份 88.3%
編號 011 60 份 60 份 4 份 52 份 86.7%
編號 012 50 份 50 份 3 份 45 份 90%
編號 013 50 份 50 份 6 份 44 份 88%
編號 014 80 份 80 份 6 份 74 份 92.5%
編號 015 70 份 70 份 5 份 65 份 92.9%
編號 016 50 份 50 份 6 份 44 份 88%
編號 017 50 份 50 份 4 份 46 份 92%
編號 018 50 份 50 份 4 份 46 份 92%
總計 700 份 700 份 60 份 640 份  91.4%

 

3.5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為研究者所編製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

施滿意度」、「休閒效益」及「生活品質」等四種量表，其編製過程分述

如下： 

 

3.5.1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

益與生活品質量表編制 

  本研究所用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量表是參考郭進財

（2009）的大學生的運動社團參與動機量表修訂而成。運動參與動機量

表分為「追求卓越」及「健康適能」、「心理需求」三個構面。嘉義地區

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量表是參考陳文泰(2009)的大專校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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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設施滿意度量表修訂而成。運動設施滿意度量表分為「場地與設備

完善」、「服務與便利」二個構面。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量表

是參考蔡永勝(2011) 的休閒效益量表修訂而成。休閒效益量表為「社交

效益」、「生理效益」、「自我實現」、「心理效益」四個構面。生活品質量

表是參考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量表編制，生活品質量表分為「心

理健康」、「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三個構面。另請指導教授做專家

鑑別效度。修訂後，依本研究動機、研究假設及研究架構所欲探討的問

題而編制「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及「生活

品質」等四種量表。本量表採 Likert Scale 五點計分評量法，根據受試者

填答，在「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量表分為

非常同意計 5 分、同意計 4 分、沒意見計 3 分、不同意計 2 分及非常不

同意計 1 分；在「生活品質」量表分為非常符合計 5 分、符合計 4 分、

普通計 3 分、不符合計 2 分及非常不符合計 1 分。「運動參與動機」量表

將分為三個因素、「運動設施滿意度」分為二個因素、「休閒效益」分為

四個因素與「生活品質」分為三個因素，各因素之定義及編制題數如下： 

(一) 運動參與動機量表之因素： 

1. 追求卓越： 8、10、11、12、14、15、17、22、25 

2. 健康適能： 5、1、3、6 

3. 心理需求： 13、16、19、20、21、23 

 

(二)運動設施滿意度量表之因素： 

1. 場地與設備完善： 7、9、10、11、13、14、15、16、17、18、19、20 

2. 服務與便利： 1、2、3、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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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閒效益量表之因素： 

1. 社交效益： 17、18、19、20、21 

2. 生理效益： 1、2、3、4、5  

3. 自我實現： 7、8、12、13、14、15 

4. 心理效益： 9、10、11  

 

(四)生活品質量表之因素： 

1. 生理健康： 1、2、3、4、5、6、7、8 

2. 環境支持： 17、18、19、20 

3. 肯定自我： 10、11、13、14 

 

3.5.2 項目分析 

  在初擬量表項目之後，如何從所有項目之中挑選適當的項目，研究

者必須要選出代表性的樣本來實施預試，並依據預試所獲得之資料進行

項目分析與信度分析(何榮桂，1990)。預試量表進行項目分析的方法通

常分為兩種，一為相關分析的方法(Correlation)，另為內部一致性效標法

(Criterion of consistency)，(李金泉，1993)；本量表採用內部一致性效標

法及相關分析法，利用 SPSS for Windows 16.0 套裝軟體統計分析，以進

行量表題目的篩選，敘述如下： 

  內部一致性效標法是將所有受試者在預試量表的得分總和依高低排

列，然後得分高者約 25%為高分組，得分低者約 25%為低分組，最後以

高分組受試者在某一項目得分之平均數，減低分組受試者在某一項目得

分之平均數，其差即代表該題的鑑別力(李金泉，1993)。通常 CR 值大者

且達差異顯著水準(α=0.05)時，即表示該題能鑑別不同受試者的反應程

度，此即為選題的依據，反之則應予刪除(李金泉，1993)。嘉義地區運



 

 55

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量表

在內部一致性效標法分析結果，發現每一題的 CR 值均達到顯著水準及相

關值大於.30，因此每一題均給保留。(如表 3-5、3-6、3-7 及 3-8 所示)。 

 

表 3-5 運動參與動機預試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題        目 決斷值 

1 使身體更健康 -2.85* 
2 鍛鍊體能 -3.28* 
3 維持好身材 -4.22* 
4 增加運動技術能力 -7.51* 
5 身體更舒適與輕鬆 -5.50* 
6 生活有規律 -5.78* 
7 修身養性 -6.01* 
8 打發無聊時間 -5.39* 
9 培養自己的信心 -6.08* 
10 覺得新鮮、刺激、好奇 -8.25* 
11 滿足自己的慾望 -7.33* 
12 滿足個人的好勝心 -6.94* 
13 享受運動樂趣 -6.64* 
14 發揮自己的專長 -10.32* 
15 喜歡運動競賽的氣氛 -6.61* 
16 紓解緊張及壓力 -6.79* 
17 挑戰身體的極限 -7.56* 
18 拓展人際關係，認識新朋友 -7.64* 
19 擴大生活領域 -7.33* 
20 增進與伙伴間的友誼 -7.52* 
21 朋友邀約 -4.51* 
22 提升競爭力 -9.22* 
23 追求快樂與滿足興趣 -7.11* 
24 讓人覺得有成就感 -8.47* 
25 挑戰自我的能力 -9.0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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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運動設施滿意度預試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題        目 決斷值 

1 數量充足 -5.10* 
2 照明良好 -6.31*
3 盥洗室清潔 -5.95*
4 運動場地的環境衛生良好 -4.80*
5 滿意運動場地設施的動線流暢 -5.67*
6 運動設施的保養及維護良好 -8.14*
7 滿意運動場地設施景觀設計 -6.58*
8 停車便利 -4.84*
9 運動設施的位置恰當 -7.59*
10 服務人員的態度良好 -6.91*
11 價位合理 -7.32*
12 安全性良好 -7.51*
13 管理人員具備專業能力 -6.14*
14 設施擁有外在美觀 -5.85*
15 對外開放時間妥當 -6.58*
16 整體空間規畫完善 -6018*
17 公共運動設施具有吸引力 -5.88*
18 民營運動設施良好 -6.34*
19 場地附屬商店販售服務良好 -5.63*
20 場地設施使用說明均能標示清楚 -5.4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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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休閒效益預試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題        目 決斷值 

1 維持健康體能 -6.71* 
2 增進運動能力及技巧 -9.01*
3 消除疲勞 -8.16*
4 覺得身體充滿活力 -9.16*
5 心情愉快 -10.28*
6 發洩情緒 -6.35*
7 在活動中得到別人的信任 -8.61*
8 獲得滿足感 -9.92*
9 放鬆心情 -6.65*
10 紓解壓力 -5.04*
11 平衡精神情緒 -4.87*
12 得到成就感 -9.03*
13 獲得創造性的思考 -7.78*
14 激發潛力 -7.20*
15 培養獨立性 -6.55*
16 瞭解周遭事務 -6.78*
17 認識新朋友 -6.93*
18 與同伴分享相同的知覺 -7.32*
19 促進朋友之間的和諧關係 -8.47*
20 與同伴的互動能啟發智慧 -8.06*
21 在活動中信任同伴 -8.7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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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生活品質預試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題        目 決斷值 

1 健康的身體使我有機會從事運動 -7.97* 
2 覺得身體健康 -9.65*
3 有足夠體力應付工作或課業 -7.43*
4 睡眠品質良好 -7.14*
5 集中精神能力 -7.32*
6 覺得生命有意義 -7.44*
7 覺得運動能帶來樂趣 -7.67*
8 每天精神飽滿 -8.06*
9 能自我放鬆 -8.19*
10 滿意自己的能力 -9.37*
11 滿意自己的工作效率 -8.53*
12 享受生活情境 -10.41*
13 有足夠的金錢應付所需 -6.49*
14 肯定本身的外貌 -7.45*
15 滿意自己處事能力 -7.91*
16 滿意自己的生活型態 -6.01*
17 滿意目前的醫療保健 -6.75*
18 滿意自己的交通方式 -5.82*
19 滿意自己的人際關係 -6.95*
20 滿意本身居住的環境品質 -5.85*
*p<.05 
 

 

3.5.3 因素分析 

  運動參與動機量表，經上述項目分析後，每題 CR 值均達到顯著水

準，全部題目進行因素分析。運動參與動機量表因素建構結果如表 3-9，

其中第 8、10、11、12、14、15、17、22、25 屬於第一因素(追求卓越)；

第 5、1、3、6 屬於第二因素(健康適能)；第 13、16、19、20、21、23

屬於第三因素(心理需求)。其中第 2、4、7、9、18、24 題跨越二個因素

均給予刪除。其中三個構面的特徵值均大於 1，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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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解釋可變異量達 51.64%以上，可見本量表具有好的效度。 

  運動設施滿意度量表經上述項目分析後，每題 CR 值均達到顯著水

準，全部題目進行因素分析。運動設施滿意度量表因素建構結果如表

3-10，其中第 7、9、10、11、13、14、15、16、17、18、19、20 屬於第

一因素(場地與設備完善)；第 1、2、3、4、5、6、8 屬於第二因素(服務

與便利)。其中第 12 題跨越二個因素均給予刪除。其中兩個構面的特徵

值均大於 1，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而且其解釋可變異量達 54.27%以上，

可見本量表具有好的效度。 

  休閒效益量表經上述項目分析後，每題 CR 值均達到顯著水準，全部

題目進行因素分析。休閒效益量表因素建構結果如表 3-11，其中第 17、

18、19、20、21 屬於第一因素(社交效益)；第 1、2、3、4、5 屬於第二

因素(生理效益)；第 7、8、12、13、14、15 屬於第三因素(自我實現)； 

第 9、10、11 屬於第四因素(心理效益)。其中第 6、16 題跨越二個因素

均給予刪除。其中四個構面的特徵值均大於 1，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而

且其解釋可變異量達 60.29%以上，可見本量表具有好的效度。 

  生活品質量表經上述項目分析後，每題 CR 值均達到顯著水準，全部

題目進行因素分析。生活品質量表因素建構結果如表 3-12，其中第 1、2、

3、4、5、6、7、8 屬於第一因素(心理健康)；第 17、18、19、20 屬於第

二因素(環境支持)；第 10、11、13、14 屬於第三因素(肯定自我)。其中

第 9、12、15、16 題跨越二個因素均給予刪除。其中三個構面的特徵值

均大於 1，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而且其解釋可變異量達 57.44%以上，

可見本量表具有好的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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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運動參與動機預試量表因素結構摘要表(N=241) 

題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共同性

8               .455                                  .274
10              .666                                  .558
11              .582                                  .476
12              .826                                  .619
14              .719                                  .638
15              .786                                  .584
17              .809                                  .572
22              .643                                  .454
25              .652                                  .572
5                          .759                       .532
1                          .746                       .536
3                          .707                       .522
6                          .654                       .462
13                                    .527            .497
16                                    .656            .486
19                                    .558            .496
20                                    .641            .516
21                                    .558            .372
23                                    .618            .552

特徵值          8.40       2.93        1.59 

總變異量 

百分比         33.58       11.71       6.35 

總變異量累積 

百分比         33.58       45.29      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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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運動設施滿意度度預試量表因素結構摘要表(N=241) 

題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共同性

7              .561                                    .469
9              .512                                    .517
10             .449                                    .453
11             .429                                    .432
13             .650                                    .529
14             .770                                    .550
15             .679                                    .542
16             .607                                    .545
17             .808                                    .552
18             .755                                    .568
19             .813                                    .501
20             .671                                    .555
1                              .463                    .363
2                              .782                    .590
3                              .880                    .615
4                              .903                    .700
5                              .753                    .679
6                              .638                    .680
8                              .495                    .324

特徵值          9.47            1.41         

總變異量 

百分比         47.23            7.04           

總變異量累計 

百分比         47.23           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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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休閒效益預試量表因素結構摘要表(N=241) 

題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共同性

17          .655                                      .573
18          .876                                      .739
19          .855                                      .739
20          .793                                      .659
21          .778                                      .681
1                     .807                            .589
2                     .480                            .437
3                     .652                            .489
4                     .838                            .705
5                     .787                            .727
7                              .460                   .472
8                              .365                   .458
12                             .641                   .571
13                             .796                   .617
14                             .790                   .637
15                             .784                   .573
9                                         .771        .718
21                                        .771        .739
23                                        .698        .620

特徵值        7.44     2.17      1.82      1.23 

總變異量 

百分比       35.45    10.31      8.67      5.87 

總變異量累積 

百分比       35.45    45.75     54.42     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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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生活品質預試量表因素結構摘要表(N=241) 

題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共同性

1               .764                                  .535
2               .787                                  .573
3               .636                                  .536
4               .675                                  .508
5               .743                                  .634
6               .558                                  .437
7               .690                                  .545
8               .603                                  .528
17                         .696                       .585
18                         .823                       .692
19                         .806                       .736
20                         .766                       .602
10                                     .727           .715
11                                     .750           .723
13                                     .440           .422
14                                     .663           .530

特徵值          8.05       2.14         1.30 

總變異量 

百分比         40.27      10.68         6.49 

總變異量累積 

百分比         40.27      50.95        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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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信度分析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已刪除六

題，並且建構成三個分量表，其中第 8、10、11、12、14、15、17、22、

25 屬於第一因素(追求卓越)；第 5、1、3、6 屬於第二因素(健康適能)；

第 13、16、19、20、21、23 屬於第三因素(心理需求)。並求出各分量表

與總量表的信度。本研究運動參與動機量表 Cronbach α值介於.747 至.885

之間，因此，本量表各因素具有好信度。如表 3-13 所示。 

表 3-13 運動參與動機預試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運動參與動機因素            量表題目          Cronbach’s α

一、追求卓越     8、10、11、12、14、15、17、22、25        0.885

二、健康適能           5、1、3、6                     0.747

三、心理需求      13、16、19、20、21、23           0.771

總量表              共十九題                    0.878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設施滿意度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已刪除一

題，並且建構成二個分量表，其中第 7、9、10、11、13、14、15、16、

17、18、19、20 屬於第一因素(場地與設備)；第 1、2、3、4、5、6、8

屬於第二因素(服務與便利)。並求出各分量表與總量表的信度。本研究

運動設施滿意度量表 Cronbach α值介於.868 至.911 之間，因此，本量表

各因素具有好信度。如表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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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運動設施滿意度預試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運動設施滿意度因素         量表題目          Cronbach’s α 

一、場地與設施完善  7、9、10、11、13、14、15、16、 

                17、18、19、20                                 0.911

二、服務與便利      1、2、3、4、5、6、8             0.868

    總量表             共十九題                     0.935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量表經因素分析後，經刪除二個題

目，並且建構成四個分量表，其中第 17、18、19、20、21 屬於第一因素

(社交效益)；第 1、2、3、4、5 屬於第二因素(生理效益)；第 7、8、12、

13、14、15 屬於第三因素(自我實現)；第 9、10、11 屬於第四因素(心理

效益)。並求出各分量表與總量表的信度。本研究中休閒效量表 Cronbach 

α值介於.772 至.877 之間，因此，本量表各因素具有良好信度。如表 3-15

所示。 

表 3-15 休閒效益預試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休閒效益因素            量表題目              Cronbach’s α

一、社交效益      17、18、19、20、21                                       0.877 

二、生理效益        1、2、3、4、5                    0.807 

三、自我實現       7、8、12、13、14、15            0.829 

四、心理效益       9、10、11                       0.772 

總量表             共十九題                   0.900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已刪除四題，

並且建構成三個分量表，其中第 1、2、3、4、5、6、7、8 屬於第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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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健康)；第 17、18、19、20 屬於第二因素(環境支持)；第 10、11、

13、14 屬於第三因素(肯定自我)。並求出各分量表與總量表的信度。本

研究生活品質量表 Cronbach α值介於.800 至.866 之間，因此，本量表各

因素具有良好信度。如表 3-16 所示。 

表 3-16 生活品質預試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生活品質因素          量表題目               Cronbach’s α 

一、心理健康          1、2、3、4、5、6、7、8                   0.866

二、環境支持          17、18、19、20                  0.829 

三、肯定自我          10、11、13、14                 0.800 

    總量表               共十六題                   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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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資料處理 

 

  本研究問卷施測回收後刪除無效問卷，經整理及分析並藉 SPSS for 

Windows 16.0 及 Lisrel 8.82 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析。根據本研究假設所使

用統計方法分別加以敘述： 

一、以 t 考驗驗證：假設 1-1、1-5、2-1、2-5、3-1、3-5、4-1、4-5。 

二、以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假設 1-2、1-3、1-4、1-6、1-7、

 1-8、2-2、2-3、2-4、2-6、2-7、2-8、3-2、3-3、3-4、3-6、3-7、

 3-8；4-2、4-3、4-4、4-6、4-7、1-8。 

三、以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假設 5-1、5-2、5-3、5-4、5-5、5-6、5-7、

 5-8。 

四、本研究各項統計考驗之顯著水準均定為：α=.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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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論 

 

  本章依照問卷調查所得各項資料進行統計分析處理，以便撰寫研究

之結果分析與討論。本章共分為五節來加以敘述：第一節、不同人口統

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參與動機的差異性分析；第二節、不

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對運動設施滿意度的差異性分析；

第三節、不同人口統計變項運動參與者之休閒效益的差異性分析；第四

節、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生活品質的差異性分析；

第五節、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

效益與生活品質之間的關聯性分析。 

 

4.1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

異性分析 

 

  為探討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

性情形。將運動參與動機的層面分為「追求卓越」、「健康適能」及「心

理需求」等三個層面。並以 t 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等統計方法去探討

各層面的差異情形。 

 

4.1.1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形，將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性別區分為男性及女性，並以 t 考驗分析不同性別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參與動機的差異情形。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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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參與動機 t 考驗摘要表 
男性(n=330) 女性(n=310) 

項   目 
M(SD) M(SD) 

t 值 p 值 

追求卓越 3.70(.59) 3.49(.68)  4.28* .01 
健康適能 4.27(.50) 4.36(.53) -2.31*  .02 
心理需求 4.02(.47) 3.95(.48) 1.76 .08 

*p<.05 
  由表 4-1 分析得知，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

在「追求卓越」、「健康適能」方面有差異存在，在「心理需求」方面，

則無差異性存在。顯示男性之運動參與動機在「追求卓越」層面上高於

女性，女性之運動參與動機在「健康適能」層面上則高於男生。 

  形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男性除了運動強身外，較容易在運動過程

中追求刺激、競爭感、滿足個人好勝心及挑戰自我的能力，其所產生的

滿足感更高於追求健康適能。因此，男性對於運動參與動機中「追越卓

越」程度會高於女性。女性運動參與動機原因多是為了使身體健康，維

持身材，追求健康適能，並不會像男性一樣，希望從運動中追求刺激、

競爭感或滿足個人好勝心等，所以女性對於運動參與動機中「健康適能」

程度高於過男性。張少熙（1994）研究指出，男性在刺激性休閒活動顯

著高於女生，而女生在社交、戶外性活動顯著高於男性。本研究與上述

研究結果相似，可得知男性在運動參與動機上所追求目的與女性是不同

的。 

 

4.1.2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形，將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年齡區分為 20 歲以下、21-30 歲、31-40 歲、41-50

歲、50 歲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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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參與動機的差異情形。如表 4-2 所示。 

表 4-2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運動參與動機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追求卓越 健康適能 心理需求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20 歲以下 (1) 28 3.81 0.39 4.11 0.52 4.04 0.35 

21~30 歲  (2) 106 3.62 0.55 4.21 0.47 3.94 0.50 

31~40 歲  (3) 211 3.42 0.66 4.34 0.47 3.92 0.47 

41~50 歲  (4) 119 3.30 0.63 4.26 0.51 3.81 0.45 

51 歲以上 (5) 176 3.96 0.54 4.42 0.45 4.20 0.43 

F 值  29.30* 5.10* 15.68* 

p 值  .01 .01 .01 

事後比較  5>4,3,2 5>1,2 5>2,3,4 

  *p<.05 

由表 4-2 分析得知，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

在「追求卓越」、「健康適能」及「心理需求」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

示出在在「追求卓越」方面，「51 歲以上」大於「41 歲到 50 歲」、「31 歲

~40 歲」、「21 歲~30 歲」；在「健康適能」方面，「51 歲以上」大於「20

歲以下」及「21 歲~30 歲」；在「心理需求」方面，「51 歲以上」大於「21

歲~30 歲」、「31 歲~40 歲」及「41 歲到 50 歲」。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51 歲以上」的運動參與者，

一般是年齡較大的中老年人或退休者，老年人退休後閒暇時間增加，身

體機能也會因老化發出健康警訊，健康對老年人來說更為重要，因而「51

歲以上」的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比其他年齡層的運動參與者來得

強烈，希望藉由運動來鍛練自己的體態及體力，使身體健康，進一步挑

戰自我能力，更擴大生活領域，所以在「追求卓越」、「健康適能」及「心

理需求」方面，「51 歲以上」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大於其他年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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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參與者。石洧昱（2005）針對華山登山步道參與者動機作研究，

指出不同年齡的登山參與者的參與動機有差異，上述研究結果與本研究

相似。 

4.1.3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形，將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的職業區分為學生、軍公教、工農、商業及其家

管或其他，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

參與動機的差異情形。如表 4-3 所示。 

表 4-3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追求卓越 健康適能 心理需求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學 生     (1) 84 3.67 .42 4.21 .50 3.92 .46 

軍公教   (2) 155 3.78 .63 4.43 .46 4.12 .49 

工、農   (3) 126 3.46 .62 4.25 .46 3.93 .40 

商業     (4) 104 3.36 .69 4.37 .55 3.93 .53 

家管或其他  (5) 171 3.64 .69 4.28 .43 3.96 .48 

F 值  9.04* 4.33* 4.27* 

p 值  .01 .01 .01 

事後比較  1,2,5>4 2>1 2>3,4 

 *p<.05 
  由表 4-3 分析得知，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

在「追求卓越」、「健康適能」、「心理需求」方面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

在「追求卓越」層面上，「學生」、「軍公教」、「家管或其他」大於「商業」;

在「健康適能」層面上，「軍公教」大於「學生」；在「心理需求」層面

上，「軍公教」大於「工、農」、「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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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是因為職業為「學生」、「軍公

教」、「家管或其他」者，有較固定時間運動，其運動時間較充裕，則能

更進一步追求挑戰自我能力，而從事「商業」者可能因工作忙碌，運動

時間不足，或僅為追求有效率運動，所以在「追求卓越」方面，低於前

三者。在「健康適能」方面，職業為「軍公教」者，工作、收入穩定，

有固定時間從事運動，對「健康適能」的注重高於「學生」。在「心理需

求」方面，因為「軍公教」的工作、收入相較於「工、農」、「商業」穩

定，有較多時間從事運動，進而擴大生活圈，增進運動伙伴間友誼，追

求快樂及滿足感，因此在「心理需求」方面，「軍公教」大於「工、農」、

「商業」。黃佩玲(2009)針對嘉義地區不同職業自行車參與者的休閒參與

動機作研究，結果顯示是無差別。杜錦豐(2001)針對高爾夫球參與者運動

性休閒參與動機作研究，指出不同職業並不會影響運動參與者的休閒參

與動機。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果不同，可能是因為情境不同的因素引起

不同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 

 

4.1.4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

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教育程度區分為國中以下、高中職、大專

院校及研究所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

參與者之運動參與動機的差異情形。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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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追求卓越 健康適能 心理需求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國中以下  (1) 48 3.53 .57 4.14 .40 3.96 .43 

高中、職  (2) 154 3.70 .69 4.30 .45 4.01 .48 

大專院校 (3) 350 3.53 .64 4.30 .50 3.96 .46 

研究所以上  (4) 88 3.72 .61 4.51 .43 4.04 .57 

F 值  3.96* 7.25* 1.01 

p 值  .01 .01 .39 

事後比較      2>3 4>1,2,3  

 *p<.05 
 
  由表 4-4 分析得知，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

機，在「追求卓越」及「健康適能」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在「心理需

求」方面，則無差異性存在。顯示在「追求卓越」層面上，「高中職」大

於「大專院校」；而「健康適能」層面上「研究所以上」大於「國中」、「高

中職」、「大專院校」。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教育程度為「高中職」的運

動參與者為社會歷練豐富的的中年人，重視運動休閒活動，有較多時間

運動，運動技術也較為純熟，能更進一步自我挑戰，教育程度「大專院

校」者，多為年輕人，平時忙於工作，運動時間不足，運動技術未純熟，

所以在「追求卓越」層面上，「高中職」高於「大專院校」者。教育程度

為「研究所以上」者，一般為學識豐富的高知識份子，對於運動強身、

追求健康適能較為注重，因而在「健康適能」層面上則高於「國中」、「高

中職」、「大專院校」者。張月玲(2008)針對家庭露營者休閒參與動機的

研究，顯示不同教育程度之家庭露營者對家庭露營活動之休閒參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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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異。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果相似。 

 

4.1.5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

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婚姻狀況區分為未婚及已婚，並以 t 考驗分

析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參與動機的差異情形。如表

4-5 所示。 

表 4-5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參與動機 t 考驗摘要表 

未婚(n=184) 已婚(n=456) 
項   目 

M(SD) M(SD) 
t 值 p 值 

追求卓越 3.62(.61) 3.59(.66) .53 .60 
健康適能 4.25(.49) 4.34(.47) -2.19* .03 
心理需求 36.95(.45) 4.00(.49) -1.05 .30 

*p<.05 
   

由表 4-5 分析得知，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運動參與動

機，在「健康適能」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已婚者在「健康適能」層面高

於未婚者。 

  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是已婚者必須面對許多家庭壓力，對於擁有

健康魄體較為注重，因此已婚者在「健康適能」會高於未婚者。吳亮頤(2010)

針對景美仙跡岩登山健行者參與動機作研究，顯示出已婚民眾參與動機

高於未婚民眾。本研究結果與上述研究相同，可得知已婚者在運動參與

動機高於未婚者。 

 

4.1.6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

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家庭月收入區分為 40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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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1~60000 元、60001~80000 元、80001 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的差異情形。如表

4-6 所示。 

表 4-6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追求卓越 健康適能 心理需求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40000 以下   (1) 150 3.79 .61 4.33 .44 4.12 .44 

40001~60000  (2) 222 3.53 .68 4.24 .41 3.92 .46 

60001~80000  (3) 135 3.49 .66 4.26 .55 3.95 .49 

80001 以上   (4) 133 3.60 .57 4.49 .51 3.96 .51 

F 值  6.26* 8.27* 5.94* 

p 值  .01 .01 .01 

事後比較  1>2,3 4>1,2,3 1>2,3,4 

 *p<.05 
由表 4-6 分析得知，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

動機，在「追求卓越」、「健康適能」及「心理需求」方面皆有差異性存

在。顯示出在「追求卓越」方面，家庭月收入「40000 以下」大於

「40001~60000」、「60001~80000」；在「健康適能」方面，「80001 以上」

大於「40000 以下」、「40001~60000」、「60001~80000」;在「心理需求」

方面，「40000 以下」大於「40001~60000」、「60001~80000」、「80001 以

上」。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家庭月收入在「40000以下」的

運動參與者，可能經濟能力比較不充裕，會選擇不需花費太多金錢的運

動類型，像：球類運動、跑步等，此類運動除了能達到運動健身的效果

外，也能挑戰自我能力，因而在「追求卓越」方面的感受，高於其他家

庭月收入高者。家庭收入「80001以上」者，為社會上高收入份子，對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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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健康體魄、增進健康適能觀念較注重，因而在「健康適能」方面的感

受，高於家庭月收入較低的其他三者。家庭月收入在「40000以下」的運

動參與者，運動參與動機在於享受運動樂趣，認為運動不用花費太多金

錢，希望擴大生活圈，追求伙伴間的友誼，所以在「心理需求」方面的

感受，高於家庭月收入較高的其他三者。黃文宗(2006)針對彰化市國小

教師休閒運動參與動機來研究，發現不同每月收入國小教師在休閒運動

參與動機上有顯著差異。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果相似。 

 

4.1.7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的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比

較 

  為探討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

情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每週運動次數區分為 1 次、2 次、3 次、4

次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

之運動參與動機的差異情形。如表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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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追求卓越 健康適能 心理需求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1 次      (1) 129 3.21 .67 4.29 .52 3.78 .50 

2 次      (2) 165 3.62 .64 4.23 .42 3.98 .41 

  3 次      (3) 148 3.51 .60 4.26 .49 3.91 .44 

 4次以上   (4) 198 3.90 .51 4.45 .46 4.17 .48 

F 值  35.15* 8.34* 20.82* 

p 值  .01 .01 .01 

事後比較  2,3,4>1 4>1,2,3 4>1,2,3 

 *p<.05 
  由表 4-7 分析得知，不同每週運動次數的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運動參

與動機，在「追求卓越」、「健康適能」、「心理需求」方面皆有差異性存

在。顯示出在「追求卓越」方面，「2 次」、「3 次」、「4 次以上」大於「1

次」；在「健康適能」、「心理需求」方面，「4 次以上」大於「1 次」、「2

次」、「3 次」。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每週運動次數超過 2 次以上的

運動參與者，表示其運動參與較投入，期望從運動中能滿足個人好勝心、

發揮專長、挑戰自我能力，因而在「追求卓越」方面，運動參與的程度

都高於每週運動次數只有 1 次的運動參與者。每週運動次數為 4 次以上

者，表示其運動參與十分投入，期望能從運動中擁有健康身體，維持身

材及生活有規律，也希望能享受運動樂趣，紓解壓力，增進與伙伴間友

誼，因此運動參與的程度在「健康適能」及「心理需求」方面，每週運

動次數為「4 次以上」皆大於、「1 次」、「2 次」及「3 次」者。蔡聰智、

謝旻諺、曾淑萍(2008)針對梨山馬拉松賽參與者之參與動機作研究，顯示

每週運動天數愈多的梨山馬拉松賽參與者的休閒參與動機愈高，每週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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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天數愈少者，休閒參與動機愈低。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果相似。 

 

4.1.8 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

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

機差異情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區分為球類項

目、水上項目、休閒項目及陸上項目四項，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

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之差異情形。

如表 4-8 所示。 

表 4-8 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變異數分析摘

要表 
因素層面  追求卓越 健康適能 心理需求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球類項目  (1) 177 3.75 .61 4.32 .48 4.09 .43 

水上項目  (2) 91 3.62 .48 4.11 .48 3.93 .37 

休閒項目  (3) 226 3.71 .66 4.42 .45 4.09 .47 

陸上項目  (4) 146 3.22 .62 4.28 .48 3.71 .49 

F 值  24.41* 9.34* 26.20* 

p 值  .01 .01 .01 

事後比較  1,2,3>4 3,1>2 1,2,3>4 

*p<.05 
  由表 4-8 分析得知，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

動參與動機，在「追求卓越」、「健康適能」及「心理需求」方面皆有差

異性存在。顯示在「追求卓越」方面，「球類項目」、「水上項目」、「休閒

項目」大於「陸上項目」；在「健康適能」方面，「球類項目」、「休閒項

目」大於「水上項目」；在「心理需求」方面，「球類項目」、「水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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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項目」大於「陸上項目」。 

  研究者推論形成此研究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喜愛球類項目(羽球、

桌球、籃球、網球、壘球、排球等)、水上項目(游泳)及休閒項目(舞蹈、

瑜伽)的運動參與者，可以從運動中享受競賽成就感，滿足個人好勝心，

挑戰身體的極限，發揮自己的專長，而喜愛陸上項目(跑步、健走、爬山、

自行車等)的運動參與者其運動參與目的主要可能是為了運動健身、舒展

身心，並非為了追求競賽或滿足好勝心，因而在「追求卓越」方面，前

三者會大於「休閒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喜愛球類項目(羽球、桌球、籃

球、網球、壘球、排球等)及休閒項目(舞蹈、瑜伽)的運動參與者，因為

參與球類運動，常與對手相互競賽，運動過程中，運動量大，而參與舞

蹈、瑜伽等運動，則能從中能發揮自己專長，挑戰身體的極限，因而在

「健康適能」方面，前二者是大於「水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喜愛球

類項目(羽球、桌球、籃球、網球、壘球、排球等)、水上項目(游泳)及休

閒項目(舞蹈、瑜伽)的運動參與者，在運動過程中，常與運動伙伴共同參

與，除了享受運動樂趣，也能擴大生活圈，增進與運動伙伴間的友誼，

而喜愛陸上項目(跑步、健走、爬山、自行車等)的運動參與者，運動目的

大多為了運動健身、舒展身心，且可以個人獨立完成，因而在「心理需

求」方面，前三者是大於「陸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黃仲凌(2005)針對

離島大專學生休閒參與動機研究，顯示不同參與休閒型態的離島大專學

生在休閒參與動機上有顯著差異，上述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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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

差異性分析 

 
  為探討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

異性情形。將運動設施滿意度的層面分為「場地與設備完善」、「服務與

便利」等兩個層面。並以 t 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等統計方法去探討各

層面的差異情形。 

 

4.2.1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形，

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性別區分為男性及女性，並以 t 考驗分析不同性

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設施滿意度的差異情形。如表 4-10 所示。 

表 4-9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 t 考驗摘要表 
男性(n=330) 女性(n=310) 

項   目 
M(SD) M(SD) 

t 值 p 值 

場地與設備完善 3.74(.55) 3.75(.56) -.34 .73 
服務與便利 3.82(.59) 3.85(.60) -.70 .49 

*p<.05 
  由表 4-9 分析得知，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

度，在「場地與設備完善」、「服務與便利」方面皆無差異性存在。顯示

男性與女性對於運動設施滿意度無差異性。 

   
4.2.2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形，

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年齡區分為 20 以下、20~30 歲、31~40 歲、41~50

歲、51 歲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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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設施滿意度的差異情形。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場地與設備完善 服務與便利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20 歲以下 (1) 28 3.71 .50 3.60 .72 

21~30 歲  (2) 106 3.46 .60 3.62 .61 

31~40 歲  (3) 211 3.71 .55 3.78 .61 

41~50 歲  (4) 119 3.69 .51 3.76 .54 

51 歲以上 (5) 176 4.00 .44 4.11 .48 

F 值        19.06*         15.96* 

p 值     .01 .01 

事後比較     3,4,5>2 5>1,2,3,4 

 *p<.05 

  由表 4-10 分析得知，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

度，在「場地與設備完善」、「服務與便利」方面皆有差異存在。顯示在

「場地與設備完善」方面，「31~40 歲」、「41~50 歲」、「51 歲以上」大於

「21~30 歲」；「服務與便利」方面，「51 歲以上」大於「20 歲以上」、「21~30

歲」、「31~40 歲」、「41~50 歲」。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 31 歲以上的運動參與者，經濟

收入穩定，對於運動場地設施等品質較為講究，場地設施品質不佳，會

影響其運動參與意願，而「21~30 歲」、「20 歲以下」的運動參與者，大

多是年輕人或學生族群，對於場地設施不會過份講究，只要能達到健身

效果即可，因而在「場地與設備完善」方面，「31~40 歲」、「41~50 歲」、

「51 歲以上」大於「21~30 歲」。51 歲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部份為年齡較

長的老年人，運動場地的照明、運動場地安全性、環境衛生、停車便利，

可能會影響其運動參與意願，而「20 歲以下」、「21~30 歲」、「31~4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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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 歲」的運動參與者大部份為青、壯、中年人，體力旺盛，重視運

動參與過程能滿足健身需求，對於運動場地的服務及便利性不會太過講

究，因而在「服務與便利」方面，「51 歲以上」大於「20 歲以下」、「21~30

歲」、「31~40 歲」、「41~50 歲」。水心蓓(2006)針對大安森林公園休閒遊憩

者對軟硬體設施使用滿意度研究，顯示不同年齡休閒遊憩者，在軟硬體

設施滿意度有顯著差異。本研究結果與上述研究相似。 

 

4.2.3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形，

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職業區分為學生、軍公教、工農、商業、家管

或其他，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設

施滿意度的差異情形。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場地與設備完善 服務與便利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學生    (1) 84 3.45 .60 3.55 .66 

軍公教   (2) 155 3.80 .50 3.94 .47 

工、農   (3) 126 3.74 .55 3.71 .67 

商業     (4) 104 3.66 .55 3.81 .57 

家管與其他  (5) 171 3.91 .52 3.98 .56 

F 值  11.48* 10.78* 

p 值  .01 .01 

事後比較  5,3,2>1  5>4 2,4,5>1 

 *p<.05 
  由表 4-11 分析得知，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

度，在「場地與設備完善」、「服務與便利」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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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場地與設備完善」方面，「家管或其他」、「工、農」、「軍公教」大

於「學生」，而「家管或其他」大於「商業」；在「服務與便利」方面，「軍

公教」、「商業」及「家管或其他」大於「學生」。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家管或其他」、「工、農」、「軍

公教」的運動參與者，有固定職業及穩定收入，經濟能力穩定，對於運

動品質相對要求高，重視運動場地設施服務完善與否，而「學生」族群，

經濟能力較低，對於運動場地設施服務不會過份講究，因而在「場地與

設備完善」方面，「家管或其他」、「工、農」、「軍公教」大於「學生」。「家

管或其他」運動參與者，可能是家庭主婦或退休的老年人，能有較多閒

暇時間運動，對於運動場地設施品質要求高，相較於「商業」運動參與

者，凡事講求效率，運動是為了達到健身功效，對於運動場地設施品質

不會太講究，因而「家管或其他」大於「商業」。在「服務與便利」方面，

「軍公教」、「商業」及「家管或其他」的運動參與者，經濟能力穩定，

對於運動品質要求高，運動設施的服務及便利性是否完善，也會影響其

運動參與意願，「學生」族群，運動主要目的為了健身效果，運動場地設

施相關服務及便利性並非其所在意的重點，因而在「服務與便利」方面，

「軍公教」、「商業」及「家管或其他」大於「學生」。水心蓓(2006)對大

安森林公園休閒遊憩者對軟硬體設施使用滿意度作研究，顯示不同職業

的休閒遊憩者，在軟硬體設施滿意度有顯著差異。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

果相似。 

4.2.4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

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教育程度區分為國中以下、高中職、大專

院校、研究所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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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之運動設施滿意度的差異情形。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場地與設備完善 服務與便利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國中以下  (1) 48 4.09 .39 4.14 .55 

高中、職  (2) 154 3.81 .50 3.85 .55 

大專院校  (3) 350 3.69 .57 3.80 .59 

研究所以上(4) 88 3.66 .54 3.80 .69 

F 值  9.10* 4.83* 

p 值  .01 .01 

事後比較  1>2,3,4 1>2,3,4 

*p<.05 
  由表 4-12 分析得知，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

滿意度，，在「場地與設備完善」、「服務與便利」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

顯示出在「場地與設備完善」方面，「國中以下」大於「高中職」、「大專

院校」及「研究所以上」；在「服務與便利」方面，「國中以下」大於「高

中職」、「大專院校」及「研究所以上」。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教育程度為「高中職」、「大專院校」及「研究

所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在運動設施滿意度的兩個面向上都明顯較低，形

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教育程度為「高中職」、「大專院校」及「研究所

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對於嘉義地區運動場所能提供的場地、設施及服務

有較高的期望，因此形成其滿意度較低的情況。李真玲(2006)針對台中縣

公立體育場域民眾滿意度作研究，結果顯示不同教育程度的民眾滿意度

有差異存在。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果相似。 

 



 

 85

4.2.5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之差異

情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婚姻狀況分為未婚、已婚，並以 t 考驗分

析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設施滿意度的差異情形。如

表 4-13 所示。 

表 4-13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 t 考驗摘要表 
未婚(n=184) 已婚(n=456) 

項   目 
M(SD) M(SD) 

t 值 p 值 

場地與設備完善 3.56(.58) 3.82(.52) -5.39* .01 
服務與便利 3.66(.69) 3.90(.54) -4.17* .01 

*p<.05 
  由表 4-13 分析得知，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

滿意度，在「場地與設備完善」、「服務與便利」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

皆顯示「已婚」者的滿意度高於「未婚」者。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已婚者的滿意度無論在「場地與設備完善」、「服

務與便利」方面皆高於未婚者，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已婚者多為經

濟基礎穩定者，會安排閒暇或假日從事運動休閒活動，對於運動場地、

設施及服務的品質較注重，所獲得的體驗滿意程度會較高。未婚者多為

年輕族群，閒暇的休閒娛樂選擇多樣化，相對花在運動時間較少，對於

運動場地、設施及服務的品質不會太注重，所獲得的體驗滿意程度也較

為低。方美玉(2006)針對斗六運動公園休閒設施需求與滿意度作研究，結

果顯示不同婚姻狀況民眾對於休閒設施滿意度並無差異存在。本研究與

上述研究結果不同，可能是因為情境不同的因素引起不同運動設施滿意

度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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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之差

異情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家庭月收入區分為 40000 元以下、

40001~60000 元、60001~80000 元、80001 元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不同每月家庭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形。

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場地與設備完善 服務與便利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40000 以下(1) 150 3.81 .59 3.84 .71 

40001~60000(2) 222 3.76 .55 3.82 .58 

60001~80000(3) 135 3.73 .47 3.81 .48 

80001 以上(4) 133 3.67 .57 3.87 .59 

F 值  1.52 .24 

p 值  .21 .87 

 
  由表 4-14 分析得知，不同每月家庭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之運動

設施滿意度，在「場地與設備完」、「服務與便利」方面，皆無差異性存

在。顯示不同家庭月收入的運動參與者對於運動設施滿意度無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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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比

較 

  為探討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

異情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每週運動次數區分為 1 次、2 次、3 次、

4 次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

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形。如表 4-15 所示。 

表 4-15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的運動設施滿意度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場地與設備完善 服務與便利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1 次    (1) 129 3.76 .65 3.81 .65 

2次       (2) 165 3.77 .55 3.95 .62 

3次       (3) 148 3.65 .52 3.73 .59 

4次以上  (4) 198 3.79 .49 3.83 .53 

F 值  1.85 3.64* 

p 值  .14 .01 

事後比較   2>3 

 *p<.05 
  由表 4-15 分析得知，不同每周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

設施滿意度，在「場地與設備完善」方面無差異性存在；在「服務與便

利」方面，則有差異存在。顯示出在「服務與便利」方面，每周運動「2

次」大於每周運動「3 次」。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每週運動次數為「2 次」的運動參與者在運動設施

的滿意度大於「3 次」，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每週運動次數為「2 次」

的運動參與者對於運動場地的服務及便利性感受較深，比起每週運動次

數為「3 次」的運動參與者，因為運動次數較頻繁，反而對運動場地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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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便利性感受不甚強烈，所以造成其滿意度較低的情況。因此每週運

動次數的多寡會影響其對運動設施的滿意程度。水心蓓(2006)對大安森林

公園休閒遊憩者對軟硬體設施使用滿意度研究，結果顯示不同入園頻率

的休閒遊憩者，在軟硬體設施滿意度有顯著差異。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

果相似。 

 

4.2.8 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

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

意度差異情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區分為球類

項目、水上項目、休閒項目及陸上項目等四項，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

形。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 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變異數分析

摘要表 
因素層面  場地與設備完善 服務與便利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球類項目(1) 177 3.58 .37 3.61 .78 

水上項目(2) 91 3.96 .44 4.09 .37 

休閒項目(3) 226 3.93 .44 4.03 .40 

陸上項目(4) 146 3.53 .46 3.64 .56 

F 值       29.60*        30.23* 

p 值   .01 .01 

事後比較   2,3>1,4      2,3>1,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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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16 分析得知，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

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在「場地與設備完善」、「服務與便利」方面皆有差

異性存在。顯示出「場地與設備完善」及「服務與便利」方面，「水上項

目」、「休閒項目」皆大於「球類項目」、「陸上項目」。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一般游泳場館要付費，因此

嘉義地區水上項目(游泳)的運動參與者，會比較重視游泳場館的設施及服

務品質，場地、設施及服務要能符合運動參與者需求並使運動參與者感

到滿意，而休閒項目(舞蹈、瑜伽)的運動參與者，參與舞蹈或瑜伽運動，

一般來說都要付費，因而會較注重舞蹈、瑜伽教室的乾淨、明亮，通風

良好，也重視教室軟、硬體設備、師資、服務能否運動參與者感到滿意，

因而「場地與設備完善」及「服務與便利」方面，「水上項目」、「休閒項

目」的運動參與者對運動設施的滿意度會大於「球類項目」、「陸上項目」。 

 

4.3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性

分析 

 

為探討為探討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

異性情形。將休閒效益的層面分為「社交效益」及「生理效益」「自我實

現」「心理效益」等四個層面。並以 t 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等統計方

法去探討各層面的差異情形。 

 

4.3.1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將嘉義

地區運動參與者的性別區分為男性及女性，並以 t 考驗分析不同性別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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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如表 4-17 所示。 

表 4-17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 t 考驗摘要表 

男性(n=330) 女性(n=310) 
項   目 

平均數(標準差) 平均數(標準差) 
t 值 p 值 

社交效益 3.98(.52) 3.96(.56) 0.28 .78 

生理效益 4.24(.44) 4.24(.43) -.06 .95 

自我實現 3.86(.59) 3.85(.58) .05 .96 

心理效益 4.26(.47) 4.29(.43) -.66 .51 

 

  由表 4-17 分析得知，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休閒效益，在「社

交效益」、「生理效益」、「自我實現」、「心理效益」方面皆無差異性存在。

顯示不管是男性或女性的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無差異性。 

 

4.3.2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   

為探討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將嘉義

地區運動參與者年齡區分為 20 以下、21~30 歲、31~40 歲、41~50 歲、51

歲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

益差異情形。如表 4-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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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社交效益 生理效益 自我實現 心理效益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M SD 

20歲以下 (1) 28 3.91 .62 4.18 .44 4.17 .62 4.32 .48 

21~30 歲 (2) 106 3.90 .51 4.20 .48 3.72 .48 4.17 .41 

31~40 歲 (3) 211 3.90 .60 4.24 .47 3.76 .57 4.31 .45 

41~50 歲 (4) 119 3.81 .47 4.18 .44 3.66 .69 4.13 .49 

51 歲以上(5) 176 4.22 .43 4.33 .35 4.13 .45 4.38 .41 

F 值  14.76* 2.70* 19.95* 7.72* 

p 值  .01 .03 .01 .01 

事後比較  5>4,3,2 5>2,3,4 5>2,3,4 5>2,4 

 *p<.05 

由表 4-18 分析得知，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

情形，在「社交效益」、「生理效益」、「自我實現」及「心理效益」方面

都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在「社交效益」、「生理效益」及「自我實現」方

面，「50 歲以上」大於「41 歲~50 歲」、「31 歲~40 歲」及「21 歲~30 歲」；

在「生理效益」方面，「50 歲以上」大於「21 歲~30 歲」「31 歲~40 歲」。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51 歲以上」一般是年齡較大

的中老年人或退休者，閒暇時投入較多時間運動，藉以維持健康體能，

使心情愉快，同時在運動過程中也能拓展友誼，和伙伴互動分享心得，

進而激發自我潛力，獲得成就感，所以在「心理健康」、「環境支持」、「肯

定自我」及「心理效益」方面，「51 歲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在休閒效益上

的感受程度高於其他不同年齡層的族群。謝明忠(2009)針對桃園市陽明運

動公園使用者參與動機與休閒效益作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年齡的桃園市

陽明運動公園使用者對休閒效益的感受存在顯著差異。本研究與上述研

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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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將嘉義

地區運動參與者的職業區分為學生、軍公教、工農、商、家管或其他，

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職業的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

情形。如表 4-19 所示。 

表 4-19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社交效益 生理效益 自我實現 心理效益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M SD 

     學生   (1) 84 3.87 .56 4.24 .45 3.86 .53 4.24 .38 

   軍公教 (2) 155 4.11 .48 4.31 .43 4.04 .56 4.40 .44 

   工、農 (3) 126 3.94 .48 4.21 .45 3.67 .64 4.25 .46 

   商業   (4) 104 3.95 .61 4.18 .46 3.76 .62 4.24 .53 

家管或其他(5) 171 3.93 .55 4.24 .40 3.88 .51 4.22 .42 

F 值  3.86* 1.43 8.15* 4.18* 

p 值  .01 .22 .01 .01 

事後比較  2>1  2,5>3 2>5 

 *p<.05 
  由表 4-19 分析得知，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在

「社交效益」、「自我實現」、「心理效益」方面有差異性存在，在「生理

效益」方面則無差異性存在。顯示「社交效益」方面，職業為「軍公教」

大於「學生」；「自我實現」方面，職業為「軍公教」大於「家管或其他」

大於「工、農」；「心理效益」方面，「軍公教」大於「家管或其他」。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中，職業

為「軍公教」者，社會歷練豐富，在運動參與過程中較容易認識新朋友，

重視和運動伙伴間分享及互動，職業為「學生」者，一般生活圈比較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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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小團體居多，不易拓展新友誼，因而在「社交效益」方面，「軍公教」

大於「學生」；在「自我實現」方面，職業為「軍公教」者，希望從運動

參與中獲得別人的信任，重視自我成長，希望從運動中獲得滿足感及成

就感，職業為「家管或其他」者，一般為家庭主婦或退休的老年人，運

動參與是為了維持健康體能，不會特意追求從運動中達到更高層次的自

我成長，因而職業為「軍公教」者在「自我實現」方面，大於職業為「家

管或其他」者；在「心理效益」方面，職業為「軍公教」者，較重視運

動參與中能放鬆心情，紓解壓力，平衡精神情緒，職業為「家管或其他」

者，一般為家庭主婦或退休的老年人，較重視身體的健康與否，運動參

與目的還是以健康體能為主，因而在「心理效益」方面，職業為「軍公

教」者大於職業為「家管或其他」者。吳亮慶(2009)針對高高屏地區的登

山健行者的休閒效益作研究，結果顯示不同職業的登山健行者在休閒效

益上有顯著差異。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果相似。 

 

4.3.4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將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教育程度區分為國中、高中職、大專院校、研究

所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休閒

效益的差異情形。如表 4-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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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社交效益 生理效益 自我實現 心理效益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M SD 

國中以下 (1) 48 4.20 .43 4.25 .43 4.09 .42 4.28 .47 

高中、職 (2) 154 3.97 .53 4.27 .40 3.86 .61 4.21 .47 

大專院校 (3) 350 3.90 .56 4.22 .44 3.80 .58 4.28 .44 

研究所以上  (4) 88 4.13 .47 4.27 .47 3.95 .58 4.36 .45 

F 值  7.45* .47 4.56* 2.30 

p 值  .01 .71 .01 .08 

事後比較  1,4>3  1>3  

  *p<.05 

由表 4-20 分析得知，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

之差異情形，在「社交效益」及「自我實現」上有差異性存在。在「社

交效益」方面，「國中以下」、「研究所以上」大於「大專院校」；在「自

我實現」方面，「國中以下」大於「大專院校」。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中，「國中

以下」的運動參與者，一般都是教育程度不高的中老年長者及婆婆、媽

媽等，平易近人，富有人情味，比較重視運動伙伴間的友誼，而「研究

所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部份為學識豐富的高知識份子，也重視人際

互動，期望在與人交流中拓展見識，因而在「社交效益」方面，「國中以

下」及「研究所以上」的運動參與者高於「大專院校」的運動參與者；

在「自我實現」方面，「國中以下」的運動參與者，一般都是教育程度不

高的中老年長者居多，平時閒暇時間多，運動參與除了維持健康外，也

希望能從運動中激發潛能，獲得滿足感及成就感，而「大專院校」的運

動參與者，一般為社會中堅份子，可能是忙碌上班族，僅能利用有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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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運動，運動的目的還是為了維持健康體能或消除疲勞，因而在「自我

實現」方面，「國中以下」運動參與者大於「大專院校」運動參與者。洪

佑賢(2011)針對自行車騎乘者的休閒效益作研究，結果發現不同教育程度

的自行車騎乘者之休閒效益有顯著差異。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果相似。 

 
4.3.5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將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婚姻狀況區分為未婚及已婚，並以 t 考驗分析不同

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休閒效益的差異情形。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 t 考驗摘要表 

未婚(n=184) 已婚(n=456) 
項   目 

平均數(標準差) 平均數(標準差) 
t 值 p 值 

社交效益 3.90(.54) 4.00(.53) -2.18* .03 

生理效益 4.18(.45) 4.27(.43) -2.24* .03 

自我實現 3.75(.54) 3.90(.60) -2.79* .01 

心理效益 4.25(.47) 4.28(.44) -.72 .47 

  *p<.05 

由表 4-21 分析得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休閒效益，在「社交效益」、

「生理效益」、「自我實現」方面有差異性存在。三方面都顯示出「已婚」

大於「未婚」。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中，「已

婚」者，一般來說以中年以上居多，經濟基礎穩定，對健康較注重，因

而投入較多時間運動，運動的目的除了獲得身心健康外，也希望獲得友

誼，並激發自我潛能，獲得滿足感及成就感，而「未婚」者，多為年輕

族群，閒暇的休閒娛樂選擇多樣化，相對花在運動時間較少，因而在「社

交效益」、「生理效益」、「自我實現」三方面的休閒效益，低於「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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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戴琇惠(2009)針對水中有氧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作研究，結果顯示

不同婚姻狀況的水中有氧參與者，在休閒效益上有明顯差異，上述研究

結果與本研究相似。 

 
4.3.6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家庭月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

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家庭月收入區分為 40000 元以下、40001 元

~60000 元、60001~80000 元、80001 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家

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如表 4-22 所示。 

表 4-22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社交效益 生理效益 自我實現 心理效益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M SD 

40000 以下  (1) 150 4.12 .44 4.28 .39 4.00 .53 4.29 .44 

40001~60000(2) 222 3.91 .55 4.18 .43 3.74 .62 4.27 .44 

60001~80000(3) 135 3.87 .60 4.28 .46 3.84 .58 4.21 .47 

80001 以上  (4) 133 3.99 .52 4.26 .47 3.90 .55 4.32 .47 

F 值  6.26* 2.10 6.36* 1.43 

p 值  .01    .10   .01    .26 

事後比較  1>2,3   1>2  

  *p<.05 

由表 4-22 分析得知，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休閒效

益，在「社交效益」及「自我實現」方面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在「社

交效益」方面，「40000 以下」大於「40000~60000」及「60000~80000」；

在「自我實現」方面，「40000 以下」大於「40000~60000」。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中，家庭

月收入為「40000 以下」者，認為運動目的在享受與人互動、交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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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伙伴間的友誼，因而在「社交效益」方面，大於「40000~60000」及

「60000~80000」者；在「自我實現」方面，家庭月收入為「40000 以下」

者，比較重視自我潛能的激發，希望從運動過程中獲得滿足感及成就感，

因而在「自我實現」方面，家庭月收入「40000 以下」者大於「40000~60000」

者。陳建安(2008)針對臺北市綜合公園晨間運動者之休閒效益作研究，結

果顯示不同月收入的臺北市綜合公園晨間運動者在休閒效益各因素間均

有顯著差異。上述結果與本研究相似。 

 

4.3.7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

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每週運動次數區分為 1 次、2 次、3 次、4

天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

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如表 4-23 所示。 

表 4-23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的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社交效益 生理效益 自我實現 心理效益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M SD 

  1 次   (1) 129 3.88 .60 4.20 .47 3.64 .64 4.30 .45 

2 次   (2)  165 4.00 .54 4.23 .45 3.89 .58 4.29 .47 

3 次   (3) 148 3.82 .48 4.19 .42 3.81 .55 4.17 .42 

4次以上 (4) 198 4.11 .50 4.32 .41 4.00 .53 4.32 .45 

F 值  10.52* 3.00* 11.15* 3.32* 

p 值    .01 .03   .01 .02 

事後比較  4>1 4,2>3 4>1 2,4>1 4>3 

 *p<.05 
  由表 4-23 分析得知，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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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益，在「社交效益」、「生理效益」、「自我實現」及「心理效益」方面，

皆有顯著差異。顯示出在「社交效益」方面，「4 次以上」大於「1 次」，

「4 次以上」大於「2 次」、「3 次」；在「生理效益」方面，「4 次以上」

大於「1 次」；在「自我實現」方面，「2 次」、「4 次以上」大於「1 次」；

在「心理效益」方面，「4 次以上」大於「3 次」。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中，每周

運動「4 次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因為每周運動次數多，在運動過程中與

人互動的機會較多，從中獲得社交效益高於每周運動「1 次」的運動參與

者；至於每周運動「4 次以上」及「2 次」的運動參與者，獲得的社交效

益也大於每周運動「3 次」運動參與者，研究者推論原因可能因年齡層不

同、職業不同及個人不同需求，而造成每週運動 2 天及 4 天的運動參與

者體驗到最佳的休閒效益，由此推論休閒效益與每週運動天數不是成正

比，可能是個人境遇及需求量是達成休閒效益的關鍵。 

每周運動「4 次以上」的運動參與者，每周運動次數多，長期加上定

時運動，不但能維持建康體能，增進運動能力及技巧，也能使身體充滿

活力，因而所獲得的生理效益大於每周運動「1 次」的運動參與者；每周

運動「4 次以上」及「2 次」的運動參與者，運動次數多也較固定，在運

動過程中能激發潛能，也能獲得滿足感及成就感，在自我實現的效益上

是大於每周運動「1 次」的運動參與者；每周運動「4 次以上」的運動參

與者，每周運動次數多，從運動中能紓解壓力，放鬆心情，平衡精神情

緒，因而所獲得心理效益可高於每周運動「3 次」的運動參與者。王敏華

(2005)針對臺北市富陽公園使用者的休閒效益作研究，結果顯示不同使用

頻率的使用者在休閒效益上存在著顯著差異。上述結果與本研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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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比

較 

  為探討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

異情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區分為球類項目、

水上項目、休閒項目及陸上項目，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最常參與

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如表 4-24 所示。 

表 4-24 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社交效益 生理效益 自我實現 心理效益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M SD 

球類項目 (1) 177 4.08 .48 4.24 .47 3.89 .57 4.27 .49 

水上項目 (2) 91 3.78 .46 4.22 .48 3.80 .51 4.24 .51 

休閒項目 (3) 226 4.11 .47 4.33 .37 4.03 .57 4.38 .40 

陸上項目 (4) 146 3.74 .62 4.12 .42 3.57 .57 4.14 .39 

F 值  22.51* 7.07* 20.05* 9.24* 

p 值  .01 .01 .01 .01 

事後比較  1,3>2,4 3>4 1,2,3>4 3>4 

 *p<.05 
  由表 4-24 分析得知，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

的休閒效益，在「社交效益」、「生理效益」、「自我實現」及「心理效益」

方面，皆有顯著差異。顯示出在「社交效益」方面，「球類項目」及「休

閒項目」大於「水上項目」及「陸上項目」；在「心理效益」方面，「休

閒項目」大於「陸上項目」；在「自我實現」方面，「球類項目」、「水上

項目」、「休閒項目」大於「陸上項目」；在「心理效益」方面，「休閒項

目」大於「陸上項目」。 

  研究者推論形成此研究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參與球類項目(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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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籃球、網球、壘球、排球等)，因其運動屬性相以，常是需要和運

動伙伴競賽或共同完成的過程，與運動伙伴切磋、交流的次數也較頻繁，

進而能增進友誼，休閒項目(舞蹈、瑜伽)常是一個群體共同參與運動的過

程，參與者運動的目的也許不盡相同，但在共同參與過程中，能有較多

機會和運動伙伴相互交流、互動，因而能增進與運動伙伴間的情感，參

與水上項目(游泳)及陸上項目(跑步、健走、爬山、自行車等)的運動參與

者，其運動屬性是屬於重複性、持續性的動作，一般來說運動參與者可

獨立完成的，比較不常有和運動伙伴互動的機會，因而在「社交效益」

方面，「球類項目」及「休閒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水上項目」及「陸

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休閒項目(舞蹈、瑜伽)一般是全身性的運動，且

在運動過程中能挑戰身體的極限，而陸上項目(跑步、健走、爬山、自行

車等)其運動屬性是比較緩和、漸進的，在「生理效益」方面的感受，「休

閒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大於「陸上項目」運動參與者；參與球類項目(羽

球、桌球、籃球、網球、壘球、排球等)、休閒項目(舞蹈、瑜伽)、水上

項目(游泳)等，其運動屬性相以，常是需要和運動伙伴競賽或共同完成，

在與運動伙伴競爭或合作當中，除了增進自身的運動技能外，亦能從中

獲得成就感及滿足感，激發自我潛能，而陸上項目(跑步、健走、爬山、

自行車等)其運動屬性是比較緩和、漸進的，是運動參與者可獨立完成的

運動，因而在「自我實現」方面的效益，「球類項目」、「水上項目」、「休

閒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大於「陸上項目」運動參與者；休閒項目(舞蹈、

瑜伽) 常配合音樂及節奏來從事肢體的伸展、律動來達到運動功效，運

動參與者比較不會有無聊感，因而從中能獲得紓解壓力及平衡精神情緒

的效益，陸上項目(跑步、健走、爬山、自行車等) 屬於重複性、持續性

動作的一種運動，運動參與者可能因而感覺到無聊感，所以在「心理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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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方面，「休閒項目」運動參與者會大於「陸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 

 

4.4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性

分析 

 

  為探討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性情

形。將生活品質的層面分為「心理健康」、「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

等三個層面。並以 t 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等統計方法去探討各層面的

差異情形。 

 

4.4.1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將嘉義

地區運動參與者的性別區分為男性及女性，並以 t 考驗分析不同性別嘉義

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如表 4-25 所示。 

表 4-25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 t 考驗摘要表 

男性(n=330) 女性(n=310) 
項   目 

平均數(標準差) 平均數(標準差) 
t 值 p 值 

心理健康 4.15(.47) 4.04(.49) 2.89* .01 

環境支持 3.94(.48) 3.96(.54) -.64 .52 

肯定自我 3.83(.58) 3.85(.59) -.31 .76 

*p<.05 

  由表 4-25 分析得知，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在

「心理健康」方面有差異性存在；在「環境支持」、「肯定自我」方面則

無差異存在。顯示男性在「心理健康」方面高於女性。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男性相較於女性而言，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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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喜歡戶外運動，從運動中享受運動樂趣，認為運動除了能增進身體

健康外也能讓自己精神飽滿、充滿活力，而女性對休閒活動的選擇較多

樣化，又可能忙於家務，運動可能只是佔其休閒時間的一小部份而已，

因而在生活品質「心理健康」方面感受較男性低，因此形成此結果。黃

佩玲(2009)針對嘉義地區不同性別自行車參與者的生活品質作研究，結果

顯示男性的生活品質高於女性。郭進財(2010)針對大學院校學生的運動社

團之生活品質作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學生」的運動社團參與者在「心

理因素」、「環境因素」、「生理因素」及「社會因素」等方面的生活品質

均高於「女性學生」的生活品質。以上研究結果顯示出大部份男性的生

活品質均高於女性的生活品質，本研究與上述結果相似。 

 

4.4.2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 

為探討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將嘉義

地區運動參與者區分為 20 歲以下、21~30 歲、31~40 歲、41~50 歲、51

歲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

質差異情形。如表 4-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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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心理健康 環境支持 肯定自我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20 歲以下(1) 28 4.14 .42 3.71 .53 3.72 .58 

21~30 歲 (2) 106 3.94 .47 3.79 .50 3.59 .55 

31~40 歲 (3) 211 4.01 .52 3.91 .53 3.75 .56 

41~50 歲 (4) 119 4.02 .51 3.87 .54 3.74 .57 

51 歲以上(5) 176 4.34 .35 4.19 .36 4.18 .51 

F 值  17.93* 16.70* 25.18* 

p 值    .01   .01 .01 

事後比較  5>2,3,4 5>1,2,3,4 5>1,2,3,4 

  *p<.05 

    由表 4-26 分析得知，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在

「心理健康」、「環境支持」、「肯定自我」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

在「心理健康」方面，「51 歲以上」大於「21~30 歲」、「31~40 歲」、「41~50

歲」；在「環境支持」方面，「51 歲以上」大於「20 歲以下」、「21~30 歲」、

「31~40 歲」、「41~50 歲」；在「肯定自我」方面，「51 歲以上」大於「20

歲以下」、「21~30 歲」、「31~40 歲」、「41~50 歲」。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51 歲以上」多為退休中老年

人，閒暇時間較多，對於休閒運動的參與也較積極、投入時間多，對於

生活品質感受也較深刻，因而在「心理健康」、「環境支持」、「肯定自我」

方面，「51 歲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對生活品質的滿意高於其他不同年齡層

的族群。洪玉萍(2010)針對臺北市國小教師生活品質作研究，結果顯示不

同年齡的臺北市國小教師在生活品質各因素間有顯著差異。本研究與上

述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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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將嘉義

地區運動參與者的職業區分為學生、軍公教、工農、商、家管或其他，

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

形。如表 4-27 所示。 

表 4-27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心理健康 環境支持 肯定自我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學生     (1) 84 3.95 .40 3.71 .48 3.57 .51 
    軍公教   (2) 155 4.23 .45 4.12 .44 4.01 .55 
    工、農   (3) 126 4.00 .58 3.81 .46 3.76 .58 
    商業     (4) 104 4.08 .58 3.81 .63 3.75 .61 
  家管或其他 (5) 171 4.13 .38 4.09 .43 3.92 .58 

F 值  6.26* 18.25* 10.13* 
p 值  .01 .01 .01 

事後比較  2>1,3 5,2>1,3,4 2>1,3,4  5>1
    *p<.05 
  由表 4-27 分析得知，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在

「心理健康」、「環境支持」、「肯定自我」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

在「心理健康」方面，「軍公教」大於「學生」、「工、農」；在「環境支

持」方面，「軍公教」、「家管或其他」大於「學生」、「工、農」及「商業」；

在「肯定自我」方面，「軍公教」大於「學生」、「工、農」及「商業」，「家

管或其他」大於「學生」。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職業為「軍公教」的運動參

與者，是社會上人人稱羨的「鐵飯碗」，工作及收入相較於其他行業穩定，

對健康概念較為注重，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也較高，閒暇時會投入較多時

間運動，期望從運動中增強體魄、健康身心，因而在「心理健康」方面

的感受，「軍公教」運動參與者大於「學生」、「工、農」的運動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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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為「軍公教」、「家管或其他」運動參與者，前者是工作、收入穩定

的族群，後者一般為家庭主婦或退休的老年人，兩者有較多閒暇投入休

閒運動，對其本身的人際關係、居住環境、醫療保健、交通方式的品質

要求高，而「學生」、「工、農」及「商業」的運動參與者，一般學生忙

於學業、社團、打工，至於從事工、農及商業者，可能平時忙碌於工作，

休閒運動時間較少，對其生活品質不甚滿意，因而在「環境支持」方面

的感受，「軍公教」、「家管或其他」的運動參與者會比「學生」、「工、農」

及「商業」其他三者高；職業為「軍公教」的運動參與者，工作及收入

相較於其他行業穩定，同時也會對自己的工作效率、處事能力及外貌有

信心，也有足夠金錢應付所需，因而在「肯定自我」方面的感受，會高

於「學生」、「工、農」及「商業」三者，而職業為「家管或其他」的運

動參與者，一般都是家庭主婦或退休的老年人，經濟狀況比「學生」來

的穩定，滿意自己的待人處事，也滿意自己的經濟狀況，因而在「肯定

自我」方面的感受，「家管或其他」大於「學生」。黃士怡(2006)針對大台

北地區職業婦女作研究，結果顯示不同職業的職業婦女在生活品質上的

「社會構面」、「心理構面」及「生理構面」皆有顯著差異。上述研究結

果與本研究相似。 

 

4.4.4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將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教育程度區分為國中以下、高中職、大專院校、

研究所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

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如表 4-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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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心理健康 環境支持 肯定自我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國中以下 (1) 48 4.22 .32 4.24 .37 3.93 .54 
高中、職 (2) 154 4.08 .42 3.94 .45 3.88 .54 
大專院校 (3) 350 4.05 .52 3.88 .53 3.77 .61 
研究所以上(4) 88 4.24 .49 4.07 .50 3.99 .53 

F 值  4.73* 9.70* 4.39* 
p 值  .01 .01 .01 

事後比較  4>3 1>2,3 4>3 
*p<.05 

    由表 4-28 分析得知，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

質，在「心理健康」、「環境支持」、「肯定自我」方面有差異性存在。顯

示出在「心理健康」方面，「研究所以上」大於「大專院校」；在「環境

支持」方面，「國中以下」大於「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在「肯定

自我」方面，「研究所以上」大於「大專院校」。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研究所以上」的運動參與

者，大部份為學識豐富的高知識份子，對生活品質要求高，注重健康適

能的概念，期望從運動中增強體魄，能有充足體力應付工作，因而在「心

理健康」方面，「研究所以上」的運動參與者高於「大專院校」的運動參

與者；「國中以下」的運動參與者，一般都是教育程度不高的中、老年人

居多，平常閒暇投入休閒運動的時間比較多，尤其中、老年人對周遭環

境、醫療保健、交通方式等的生活品質更加重視，因此在「生理健康」

方面的感受會高於「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的運動參與者；教育程

度為「研究所以上」的運動參與者，一般常理而言，其收入普遍會比起

其它教育程度的運動參與者的收入來得高，收入愈高者，就能有足夠金

錢應付所需，對自己的工作效率、處事能力及外貌有信心，因而在在「肯

定自我」方面的感受，「研究所以上」運動參與者大於「大專院校」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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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參與者。郭冀謙(2009)針對不同教育程度的高雄地區運動健身俱樂部會

員之生活品質作研究，在生活品質的「社會層面」、「心理層面」及「生

理層面」上有顯著差異。上述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相似。 

 

4.4.5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將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婚姻狀況區分為未婚及已婚，並以 t 考驗分析不同

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如表 4-29 所示。 

表 4-29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 t 考驗摘要表 

未婚(n=184) 已婚(n=456) 
項   目 

平均數(標準差) 平均數(標準差) 
t 值 p 值 

心理健康 3.97(.47) 4.15(.49) -4.21* .01 

環境支持 3.81(.46) 4.00(.52) -4.62* .01 

肯定自我 3.69(.55) 3.90(.59) -4.26* .01 

  *p<.05 

由表 4-29 分析得知，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

質，在「心理健康」、「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等方面皆有差異性存

在。顯示出在「心理健康」、「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方面，「已婚」

皆大於「未婚」。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已婚」的運動參與者，一般

來說，經濟基礎穩定，重視家庭生活，對其本身的健康適能、處事能力

及生活環境品質感受的滿意程度比較高，而「未婚」的運動參與者，大

都是年輕族群，平時忙碌於學業、工作，閒暇投入休閒運動時間有限，

對自身的生活品質感受的滿意程度不如「已婚」者，因而在「心理健康」、

「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三方面，「已婚」的運動參與者是高於「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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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的運動參與者。陳淑芬(2011) 針對台東縣老年人休閒活動參與和生

活品質作研究，結果顯示不同婚姻狀況的老年人在生活品質有顯著差

異。上述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相似。 

 
4.4.6 不同家庭月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

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家庭月收入區分為 40000 元以下、40001 元

~60000 元、60001~80000 元、80001 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每

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如表 4-30 所示。 

表 4-30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心理健康 環境支持 肯定自我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40000 以下 (1) 150 4.17 .46 3.93 .51 3.92 .57 
40001~60000(2) 222 3.96 .50 3.89 .44 3.71 .59 
60001~80000(3) 135 4.11 .47 4.02 .56 3.87 .62 
80001 以上 (4) 133 4.22 .47 4.00 .55 3.94 .53 

F 值  10.37* 2.32 5.84* 
p 值  .01 .07 .01 

事後比較  1,3,4>2  1,4>2 
*p<.05 

  由表 4-30 分析得知，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

質，在「心理健康」、「肯定自我」方面有差異存在；在「環境支持」方

面則無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心理健康」方面，「40000 以下」、

「60001~80000」、「80001 以上」大於「40001~60000」；在「肯定自我」

方面，「40000 以下」、「80001 以上」大於「40001~60000」。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家庭月收入在「40000 以下」

者，雖然收入不高，但也十分注重自身的健康適能，期望能有健康身體

以應付工作，而家庭月收入在「60001~80000」、「80001 以上」者，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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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月收入高，對生活品質要求高，注重休閒運動，期望從運動中增強

體魄、健康身心，因而在「心理健康」方面，家庭月收入「40000 以下」、

「 60001~80000」、「 80001 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家庭月收入

「40001~60000」的運動參與者；家庭月收入在「40000 以下」者，雖然

收入不高，但對於自身的能力、工作效率及外在滿意高，家庭月收入

「80001 以上」一般屬於高收入者，收入愈高，就有足夠金錢應付所需，

對於自己的工作效率、處事能力及外貌有信心，因而在「肯定自我」方

面，家庭月收入在「40000 以下」、「80001 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

「40001~60000」的運動參與者。郭冀謙(2009)針對不同月收入高雄地區

運動健身俱樂部會員之生活品質作研究，在「精神層面」、「社會層面」、

「環境層面」及「心理層面」的表現上有顯著差異。上述研究結果與本

研究相似。 

 

4.4.7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

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每週的運動次數區分為 1 次、2 次、3 次、4

次以上，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

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如表 4-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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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心理健康 環境支持 肯定自我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1 次     (1) 129 3.95 .59 3.91 .57 3.73 .61 
     2 次     (2) 165 4.02 .45 3.86 .47 3.77 .61 
     3 次     (3) 148 4.05 .39 3.93 .52 3.83 .49 
     4 次以上 (4) 198 4.29 .44 4.07 .48 3.98 .59 

F 值  18.18* 6.18* 6.44* 
p 值   .01 .01 .01 

事後比較  4>1,2,3 4>1,2 4>1,2 
 *p<.05 
  由表 4-31 分析得知，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

品質，在「心理健康」、「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等方面皆有差異性

存在。顯示出在「心理健康」方面，每週運動次數「4 次以上」大於「1

次」、「2 次」及「3 次」；在「環境支持」方面，每週運動次數「4 次以上」

大於「1 次」及「2 次」；在「肯定自我」方面觀，每週運動次數「4 次以

上」大於「1 次」及「2 次」。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每週運動次數「4 次以上」的

運動參與者，表示每周運動參與頻率高，也投入較多時間在休閒運動上，

可見得十分重視自身健康適能，投入休閒運動，除了增進自身的健康體

魄外，也提高本身的處事能力，讓自己有充足體力應付工作，充滿自信，

對周遭環境生活品質感受的滿意程度也會比較高，因而在「心理健康」、

「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等三方面的生活品質滿意程度，每週運動

次數「4 次以上」的運動參與者，高於每週運動次數較少者。黃士怡(2006)

針對大台北地區職業婦女作研究，結果顯示每週不同休閒參與次數之職

業婦女在生活品質之「社會構面」、「心理構面」及「生理構面」、「環境

構面」皆有顯著差異。上述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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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比較 

  為探討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

情形，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最常參與運動項目區分為球類項目、水上

項目、休閒項目及陸上項目，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最常參與運動

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如表 4-32 所示。 

表 4-32 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因素層面  心理健康 環境支持 肯定自我 
背景變項 N M SD M SD M SD 

     球類項目(1) 177 4.13 .48 3.90 .48 3.80 .54 
     水上項目(2) 91 4.05 .43 3.81 .47 3.70 .47 
     休閒項目(3) 226 4.18 .48 4.12 .47 4.04 .55 
     陸上項目(4) 146 3.96 .51 3.83 .56 3.66 .66 

F 值  6.83* 14.62* 16.35* 
p 值  .01  .01  .01 

事後比較  1,3>4 3>1,2,4 3>1,2,4 
 *p<.05 
  由表 4-32 分析得知，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

生活品質，在「心理健康」、「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方面皆有差異

性存在。顯示出在「心理健康」方面，「球類項目」、「休閒項目」大於「陸

上項目」；在「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兩方面，「休閒項目」皆大於

「球類項目」、「水上項目」及「陸上項目」。 

  研究者推論可能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為，參與球類項目(羽球、桌球、

籃球、網球、壘球、排球等)，常是與運動伙伴競賽或共同完成的運動過

程，休閒項目(舞蹈、瑜伽)也常是小群體活動，配合音樂、節奏來從事肢

體的伸展、律動的過程，兩者因為有運動伙伴共同參與，使得運動功效

更加成，除了增進健康外，也能讓自己每天精神飽滿，擁有良好睡眠品

質，並享受運動帶來的樂趣，所以兩者在「心理健康」的感受，滿意度

較高，陸上項目(跑步、健走、爬山、自行車等)，運動參與者可獨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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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類項目是屬於重複性、持續性動作的一種運動，運動過程中可能感覺

到無聊感，「陸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在「心理健康」的感受，滿意度較

低，因而「球類項目」、「休閒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在「心理健康」方面，

大於「陸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休閒項目(舞蹈、瑜伽)的運動參與者一

般以女性居多，女性平時可能忙碌於工作、家庭，期望從舞蹈、瑜伽運

動中讓自己身體更加健康。因為有健康的身體，自然對本身的能力、工

作效率及外貌就有信心，對自己的生活型態、人際、醫療、交通及居住

環境等生活品質的感受，滿意程度也會比較高，因而在「環境支持」及

「肯定自我」兩方面，「休閒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大於「球類項目」、「水

上項目」及「陸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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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

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之間的關聯性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

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之間的關聯性，並建構各變項之間的關係，以

結構方程模式進行分析。 

 

4.5.1 模式界定 

  本研究建構一個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

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的概念模式。本研究之假設如下： 

假設 5-1：運動參與動機對生活品質有直接正向的影響。 

假設 5-2：運動參與動機對運動設施滿意度有直接正向的影響。 

假設 5-3：運動參與動機對休閒效益有直接正向的影響。 

假設 5-4：運動設施滿意度對休閒效益有直接正向的影響。 

假設 5-5：運動設施滿意度對生活品質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 

假設 5-6：休閒效益對生活品質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 

假設 5-7：運動參與動機經休閒效益對生活品質有間接且正向的影響。 

假設 5-8：運動設施滿意度經休閒效益對生活品質有間接且正向的影響。 

以上八個研究假設建立本研究概念模式，如下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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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

的概念模式圖 
 

  依據本研究的結構方程模式方法學中變項的影響，關於模式中變項

的說明如下： 

1.外因潛在變項 

  本研究潛在變項：本研究的外因潛在變項有兩個，分別為「運動參

與動機」與「運動設施滿意度」，而且「運動參與動機」由三個觀察變項

所構成，其中「追求卓越」觀察變項由 9 題建構成一個組合變項；「健康

適能」觀察變項由 4 題建構成一個組合變項；「心理需求」觀察變項由 6

題建構成一個組合變項。另一個外因潛在變項「運動設施滿意度」由兩

個觀察變項所構成，其中「場地與設備完善」觀察變項是由 12 題項所構

成一個組合變項；「服務與便利」觀察變項由 7 個題項所構成一個組合變

項（見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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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因潛在變項 

  本研究的內因變項依據因果關係的構成，分為兩類：一是為中介機

制的中介變項，另一是為最終結果的結果變項。 

(1)中介潛在變項 

  本研究的中介潛在變項，為「休閒效益」。而「休閒效益」中介潛在

變項是由四個觀察變項所構成，其中「社交效益」觀察變項由 5 個題項

所建構成一個組合變項；「生理效益」觀察變項是由 5 題項建構成一個組

合變項；「自我實現」觀察變項是由 6 題項建構成一個組合變項；「心理

效益」觀察變項是由 3 題項建構成一個組合變項（見表 4-33）。組合變項

的計算方式為所有該構面的觀察變項相加之後，再除以該構面之題目個

數所得的平均數值。 

(2)結果潛在變項 

  本研究有一個結果潛在變項，為「生活品質」潛在變項，其由三個

觀察變項所構成，包括「心理健康」觀察變項是由 8 題項建構成一個組

合變項；「環境支持」觀察變項是由 4 題項建構成一個組合變項；「肯定

自我」觀察變項是由 4 題項建構成一個組合變項。（見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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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模式之變數符號代表意涵 

潛在變數 觀察變數 測量誤差

(X1)追求卓越 δ1 
運動參與動機 

(X2)健康適能 δ2 
(X3)心理需求 δ3 
(X4)場地與設備完善 δ4 

外因潛在變項 
  運動設施 

   滿意度 
(X5)服務與便利 δ5 
(Y1)社交效益 ε1 
(Y2)生理效益 ε2 
(Y3)自我實現 ε3 

中介潛在變項 休閒效益 

(Y4)心理效益 ε4 
(Y5)心理健康 ε5 
(Y6)環境支持 ε6 結果潛在變項 生活品質 

(Y7)肯定自我 ε7 
 
 

4.5.2 整體模式配適檢定 

  整體適配度指標呈現在表中。從表 4-34 得知，此模式之卡方考驗χ

2=323.06 ( p<.0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假設模式的契合度不理想，

但是χ2 易受大樣本影響而統計達顯著水準，因此需參考其他指標。絕對

配適指標除了χ2 不理想外，RMSEA =.10 (>.08)兩項指標顯示本研究有

修正的必要性。相對配適指標兩項均顯示模式可以被接受；簡效適配指

標之χ2/df=6.73，顯示模式未被接受。理想指標引自邱皓証(2003)。顯示

本研究有修正的必要性。修正的方式是以修正指標 (MI) 來了解造成模

式適配度不佳的來源，進而依據來源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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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整體模式適配考驗摘要表 

 模式指標 理想數值 模式值 模式考驗結果

χ2 p>.05 323.06* 拒絕 

df  48  

GFI ≧0.9 .92 接受 絕對適配指標 

RMSEA ≦0.08 .10 拒絕 

NNFI ≧0.9 .95 接受 相對配適指標 

 CFI ≧0.9 .96 接受 

簡效適配指標 χ2 / df 1~5 6.73 拒絕 

 
4.5.3 模式修正 

  理論模式不理想時，可利用統計結果做理論模式之修正，本研究經

LISREL8.72 軟體建議需進行一次修正，在 LISREL 的分析中，當修正值

(modification index, MI)高於 5 時，表示某些測量殘差的相關甚為明顯，

如果這些測量變項間相關存在著某種程度的關聯或理論。其容易出現共

同方法變異的問題。因此研究者即將變項殘差予以加入相關探討。本研

究有一條路徑需修正（如表 4-35），判斷標準從建議修正指標中最大的數

值修正起，此條修正路徑分別為：休閒效益中的「生理效益」與生活品

質中的「心理健康」之間具有相關性存在；休閒效益中的「生理效益」

與「心理效益」之間具有相關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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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路徑修正表 
路徑 MI 值  

Y2 生理效益－Y5 心理健康 53.57 第一次修正 

Y2 生理效益－Y4 心理效益 24.50 第二次修正 

 
4.5.4 模式修正後適配情形 

  經本次路徑修正後，模式適配度明顯增加，整體模式適配指數檢驗

（如表 4-36），其中卡方考驗χ2=233.93，df =56，p<.05，達到顯著水準，

表示本研究假設模式的契合度處在不理想狀態。但是χ2 易受大樣本影響

而統計達顯著水準，因此需參考其他指標，絕對適配指標 (GFI=.94、

RMSEA=.08)及相對適配指標(NNFI=.96、CFI=.98)四項均達適配標準，另

簡效適配指標 (χ2/df =4.18) 也介於適配檢驗合理的範圍內。理想指標引

自邱皓証(2003)。顯示本研究的取樣資料與研究模式有良好的適配度，為

一個可以接受的模式，亦即，本研究模式具有良好的整體建構效度。當

整體模式獲得效度之後，就可以對其內在結構做評鑑。修正後的路徑模

式如圖 4-2 所示。 

表 4-36 整體模式適配考驗摘要表 

 模式指標 理想數值 模式值 模式考驗結果

χ2 p>.05 233.93* 接受 

df  56  

GFI ≧0.9 .94 接受 絕對適配指標 

RMSEA ≦0.08 .08 接受 

NNFI ≧0.9 .96 接受 相對配適指標 

 CFI ≧0.9 .98 接受 

簡效適配指標 χ2 / df 1~5 4.18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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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修正後路徑圖 

 
4.5.5 測量模式分析 

  潛在變項組成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CR)是其所有測量變項信度

之組成，表示構念指標的內部一致性，信度愈高顯示這些指標的一致性

愈高，Fornell and Larcker(1981)建議值為.6 以上。由表 4-37 所示，模式

中潛在變項的組成信度均大於.6 以上，係數介於.66~.86，顯示本研究模

式內部一致性良好。潛在變項平均變異抽取量(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是在於計算潛在變項之各測量變數對該潛在變項變異

解釋力，若 AVE 愈高，則表示潛在變項有愈高的信度與收斂效度。Fornell 

and Larcker(1981)建議值須大於.5。由表 4-37 所示，模式中各變數 AVE

都在.5 標準值以上，其數值介於.61~.68。並且從各構面組成信度及平均

變異抽取量來看，模式內部一致性均達可信程度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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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整體研究模式參數估計表 

潛在變項   觀察變數 因數負荷量  組成信度    平均變異數抽取量 

X1 .80 
X2 .74 

運動參與

動機 
X3 .82 

.66 .61 

X4 .88  運動設施

滿意度 X5 .76 
.81 .68 

Y1 .75 
Y2 .76 
Y3 .82 

休閒效益 

Y4 .75 

.83 .63 

Y5 .78 
Y6 .70 生活品質 

Y7 .87 
.86 .68 

 

4.5.6 模式內在適配評鑑 

  當模式通過模式的外在品質檢定之後，便可以檢定模式內在適配程

度，即信度分析，個別項目信度為評估測量變數對該潛在變數的因素負

荷量，可接受的測量變項因素負荷量需達.71，而且 t 值必須達顯著水準 

(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本研究之因素負荷量在.70 至.88

之間，顯示本研究的因素負荷量均達.71 以上，估計參數(t 值)皆大於 1.96

達.05 顯著水準。另外潛在變數的組成信度代表該構念的內部一致性，可

接受之潛在變數的組成信度須達.6 以上(Fornell & Larcker, 1981)，本研究

之潛在變數的組成信度介於.66 至.86 之間，由以上數據顯示本研究具有

可接受信度水準，如表 4-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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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內在適配組合信度表 
潛在變數 測量變數 因素負荷量 t 值 組成信度 

追求卓越 .80 參照指標 

健康適能 .74 13.84 運動參與動機 

心理需求 .82 23.80 
.66 

場地與設備完善 .88 參照指標 運動設施 

滿意度 服務與便利 .76 11.26 .81 

社交效益 .75 參照指標 

生理效益 .76 13.73 
自我實現 .82 20.27 

休閒效益 

心理效益 .75 13.34 

.83 

心理健康 .78 參照指標 

環境支持 .70 15.43 
生活品質 

肯定自我 .87 17.74 
.86 

 
 
4.5.7 模式假設之檢定 

  本模式的測量模式分析結果，由表 4-39 得知，每一觀察變項的因素

負荷量均達顯著水準，顯示本模式潛在變項具有足夠的效度。並可以由

結構參數，以檢定假設 5-1 至 5-8。從表 4-39 得知: 

1. γ1 的標準化參數值為-.09，t 值-.55，未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表示結

構 γ1 的假設未成立，亦即運動參與動機不會直接的影響運動參與者的

生活品質。 

2. γ2 的標準化參數值為.37，t 值為 7.83，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表示結

構 γ2 假設成立，亦即運動參與動機對運動設施滿意度具有直接正向的

影響關係。 

3. γ3 的標準化參數值為.84，t 值為 17.28，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表示結

構 γ3 假設成立，亦即運動參與動機對休閒效益具有直接且正向的影

響。 

4. γ4 的標準化參數值為.17，t 值為 4.52，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因此結

構 γ4 假設成立，亦即運動設施滿意度會直接的影響休閒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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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γ5 的標準化參數值為.01，t 值為.11，未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表示結

構 γ5 假設未成立，亦即運動設施滿意度對生活品質沒有直接且正向的

影響。 

6. γ6 的標準化參數值為.91，t 值為 4.70，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因此結

構 γ6 假設成立，即休閒效益會直接的影響生活品質。 

7. β1 的標準化參數值為.73，t 值為 13.79，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所以結

構 β1 假設成立，表示運動參與動機經休閒效益會間接影響運動參與者

的生活品質，並顯示正向的影響關係。 

8. β2 的標準化參數值為.16，t 值為 3.33，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所以結

構 β2 假設成立，顯示運動設施滿意度經休閒效益會間接影響運動參與

者的生活品質，並顯示兩者之間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表 4-39 理論假設路徑的參數估計值 

參數 路                        徑 標準化參數 t 值 成立與否 

γ1 運動參與動機影響生活品質 -.09 -0.55 否 

γ2 運動參與動機影響運動設施滿意度 .37 7.83* 是 

γ3 運動參與動機影響休閒效益 .84 17.28* 是 

γ4 運動設施滿意度影響休閒效益 .17 4.52* 是 

γ5 運動設施滿意度影響生活品質 -.01 .11 否 

γ6 休閒效益影響生活品質 .91 4.70* 是 

β1 運動參與動機經休閒效益間接影響生

活品質 
.73 13.79* 是 

β2 運動設施滿意度經休閒效益間接影響

生活品質 
.16 3.33* 是 

註：t 值大於 1.96 即達顯著水準   
   *p < .05 
 
4.5.8 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的結構方 

      程模式分析 

  本研究結構模式分析結果，即呈現直接影響及間接影響。間接影響

是指潛在自變項經由潛在依變項中介後，再經由中介變項間接的影響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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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變項，如表 4-40 所示。結構模式各變項的直接影響及間接影響如以

下統計分析： 

1. γ1 運動參與動機影響生活品質（假設 5-1） 

  運動參與動機會顯著的影響生活品質未成立，其路徑值為-.09，t 值

-.55，未達顯著水準，顯示運動參與動機對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沒有直

接的影響關係。 

2. γ2 運動參與動機影響運動設施滿意度（假設 5-2） 

  運動參與動機會顯著的影響運動設施滿意度成立，其路徑值為.37，t

值 7.83，達顯著水準，顯示運動參與動機對於運動設施滿意度有直接的

影響關係。詹喬惠(2012)針對苗栗縣公立高中學生休閒運動參與動機與滿

意度作研究，結果顯示公立高中學生休閒運動參與動機與滿意度呈顯著

的正相關。 

3. γ3 運動參與動機影響休閒效益（假設 5-3） 

  運動參與動機會顯著的影響休閒效益成立，其路徑值為.84，t 值

17.28，達顯著水準，顯示運動參與動機對於休閒效益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吳盛文(2011) 針對新竹縣公立國中生休閒運動參與動機作研究，結果顯

示休閒運動參與動機對休閒運動效益有直接正向的影響力。 

4. γ4 運動設施滿意度影響休閒效益（假設 5-4） 

  運動設施滿意度會顯著影響休閒效益成立，其路徑值為.17，t 值

4.52，達顯著水準，顯示運動設施滿意度對休閒效益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張曉琳(2012)針對台北巿文元盃籃球賽參賽者作研究，結果顯示參賽者的

滿意度對休閒效益有正向直接影響效果。 

5. γ5 運動設施滿意度影響生活品質（假設 5-5） 

  運動設施滿意度會顯著影響生活品質未成立，其路徑值為.0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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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11，未達顯著水準，顯示運動設施滿意度對生活品質沒有直接的影響

關係。 

6. γ6 休閒效益影響生活品質（假設 5-6） 

  休閒效益會顯著影響生活品質成立，其路徑值為.91，t 值 4.70，達顯

著水準，顯示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對於生活品質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蔡永勝(2010)針對雲林縣國小教師的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關係作研究，結

果顯示雲林縣國小教師的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有關聯性存在，可得知休

閒效益會影響生活品質。 

7. β1 運動參與動機經休閒效益間接影響生活品質（假設 5-7） 

  運動參與動機經休閒效益會間接影響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成立，

變項之間的間接路徑值為.73，t 值 13.79，整體效果為運動參與動機與休

閒效益的直接關係-.09 未達顯著水準、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的直接關

係.91 達顯著水準。但經中介變項為.84×.91=-.09+.76=.67 達統計顯著水

準。本研究顯示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經休閒效益會間接影響運動

參與者的生活品質。 

8. β2 運動設施滿意度經休閒效益間接影響生活品質（假設 5-8） 

  運動設施滿意度經休閒效益會間接影響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成

立，變項之間的間接路徑值為.16，t 值 3.33，整體效果為運動設施滿意度

與休閒效益的直接關係.17 達顯著水準、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的直接關

係.91 達顯著水準。但經中介變項為.17×.91=-.01＋.15=.14 達統計顯著水

準。本研究顯示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經休閒效益會間接影響運

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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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 迴歸取向路徑分析各項效果分解說明摘要表 
   自變項                     內衍變項 

             運動設施滿意度    休閒效益        生活品質 

運動參與動機 

  直接效果       .37*         .84*           -.09 
間接效果        -                          .76* 
整體效果       .37*         .84*           .67* 

運動設施滿意度 

直接效果        -           .17*           -.01 
間接效果        -                          .15 
整體效果        -           .17*           .14* 

休閒效益 

直接效果                                   .91* 
間接效果                                     
整體效果                                   .91* 

 

由本節研究顯示：1.欲提升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的感

受，應從促進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做起，因為此項變項

對於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影響是較高的。吳盛文(2011) 針對新竹縣公

立國中生作研究，顯示出休閒運動參與動機對休閒運動效益有直接正向

的影響力。因此，政府單位若能有效推廣運動風氣，增進民眾運動參與

的頻率，民眾則能從運動參與中獲得較高的休閒效益。2.欲提升嘉義地

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應從提高其休閒效益去著手，民眾若能有多

選擇性的運動類型，從運動參與過程中獲得休閒效益，自然對本身的生

活品質感到滿意。3.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經由運動設施滿意度的中介後

可提升其生活品質，可見得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對於運動設施的良窳、

服務滿意與否，感受程度頗深，因此嘉義地區運動場地、設施的相關管

理單位對其管理的運動場地、設施應定期維護，汏舊換新，民眾對運動

場地、設施的滿意度高，對休閒效益感到滿足，進而能提升其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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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

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其次探討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人口統計

變項對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的影響關

係。 

  本研究之程序為首先蒐集資料、閱讀資料、歸納及整理運動參與動

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的理論與相關研究資料；再

提出研究架構、確定本研究問卷、問卷調查、資料處理、統計分析；接

著將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再做成結論、提出本研究建議，提供嘉義縣

巿政府、嘉義地區運動設施管理單位參考，以及相關學術研究。 

 

5.1 結論 

 
5.1.1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形 

(一)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形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在「追求卓越」、「健

康適能」方面有差異存在，在「心理需求」方面，則無差異性存在。顯

示嘉義地區男性的運動參與動機在「追求卓越」層面上高於女性，女性

的運動參與動機在「健康適能」層面上則高於男性。 

(二)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形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在「追求卓越」、「健

康適能」及「心理需求」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在「追求卓越」

方面，「51 歲以上」運動參與者大於「41 歲到 50 歲」、「31 歲~40 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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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30 歲」運動參與者；在「健康適能」方面，「51 歲以上」運動參與者

大於「20 歲以下」及「21 歲~30 歲」運動參與者；在「心理需求」方面，

「51 歲以上」運動參與者大於「21 歲~30 歲」、「31 歲~40 歲」及「41 歲

到 50 歲」運動參與者。 

(三)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形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在「追求卓越」、「健

康適能」、「心理需求」方面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追求卓越」方面上，

「學生」、「軍公教」、「家管或其他」的運動參與者大於「商業」的運動

參與者;在「健康適能」方面上，「軍公教」的運動參與者大於「學生」

的運動參與者；在「心理需求」方面上，「軍公教」的運動參與者大於「工、

農」、「商業」的運動參與者。 

(四)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形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在「追求卓越」

及「健康適能」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在「心理需求」方面，則無差異

性存在。顯示在「追求卓越」方面，教育程度為「高中職」的運動參與

者大於「大專院校」的運動參與者；而「健康適能」方面，「研究所以上」

的運動參與者大於「國中」、「高中職」、「大專院校」的運動參與者。 

(五)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形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運動參與動機，在「健康適能」

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已婚的運動參與者在「健康適能」方面高於未婚的

運動參與者。 

(六)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形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在「追求卓

越」、「健康適能」及「心理需求」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在「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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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卓越」方面，家庭月收入「40000 以下」的運動參與者大於家庭月收入

「40001~60000」、「60001~80000」的運動參與者；在「健康適能」方面，

家庭月收入「80001 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家庭月收入「40000 以下」、

「40001~60000」及「60001~80000」的運動參與者;在「心理需求」方面，

家庭月收入「40000 以下」的運動參與者大於家庭月收入「40001~60000」、

「60001~80000」及「80001 以上」的運動參與者。 

 (七)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情形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的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在「追

求卓越」、「健康適能」、「心理需求」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在「追

求卓越」方面，每週運動「2 次」、「3 次」、「4 次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

於每週運動「1 次」的運動參與者；在「健康適能」、「心理需求」方面，

每週運動「4 次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每週運動「1 次」、「2 次」、「3

次」的運動參與者。 

(八)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差異

情形 

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在「追

求卓越」、「健康適能」及「心理需求」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在「追

求卓越」方面，最常參與「球類項目」、「水上項目」、「休閒項目」的運

動參與者大於最常參與「陸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在「健康適能」方

面，最常參與「球類項目」、「休閒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最常參與「水

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在「心理需求」方面，最常參與「球類項目」、

「水上項目」、「休閒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最常參與「陸上項目」的

運動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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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

形 

(一)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形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在「場地與設備

完善」、「服務與便利」方面皆無差異性存在。顯示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

不論是男性或女性對於運動設施滿意度無差異性。 

(二)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形，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在「場地與設備

完善」、「服務與便利」方面皆有差異存在。顯示在「場地與設備完善」

方面，年齡「31~40 歲」、「41~50 歲」、「51 歲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年

齡「21~30 歲」的運動參與者；「服務與便利」方面，年齡「51 歲以上」

的運動參與者大於年齡「20 歲以上」、「21~30 歲」、「31~40 歲」、「41~50

歲」的運動參與者。 

(三)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形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在「場地與設備

完善」、「服務與便利」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在「場地與設備完善」

方面，職業為「家管或其他」、「工、農」、「軍公教」的運動參與者大於

職業為「學生」的運動參與者，而職業為「家管或其他」的運動參與者

大於職業為「商業」的運動參與者；在「服務與便利」方面，職業為「軍

公教」、「商業」及「家管或其他」的運動參與者大於職業為「學生」的

運動參與者。 

 (四)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形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在「場地與

設備完善」、「服務與便利」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在「場地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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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完善」方面，教育程度為「國中以下」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教育程度為

「高中職」、「大專院校」及「研究所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在「服務與

便利」方面，教育程度為「國中以下」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教育程度為「高

中職」、「大專院校」及「研究所以上」的運動參與者。 

(五)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形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在「場地與

設備完善」、「服務與便利」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結果皆顯示「已婚」

的運動參與者的滿意度高於「未婚」的運動參與者。 

(六)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差異情形 

  不同每月家庭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在「場

地與設備完」、「服務與便利」方面，皆無差異性存在。顯示不同家庭月

收入的運動參與者對於運動設施滿意度無差異性。 

(七) 不同每周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 

  不同每周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在「場

地與設備完善」方面無差異性存在；在「服務與便利」方面，則有差異

存在。顯示出在「服務與便利」方面，每周運動「2 次」的運動參與者大

於每周運動「3 次」的運動參與者。 

（八）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

差異情形 

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設施滿意度，

在「場地與設備完善」、「服務與便利」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場

地與設備完善」及「服務與便利」方面，最常參與「水上項目」、「休閒

項目」的運動參與者皆大於最常參與「球類項目」、「陸上項目」的運動

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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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休閒效益的差異性分析 

(一)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在「社交效益」、「生理

效益」、「自我實現」、「心理效益」方面皆無差異性存在。顯示不管是男

性或女性的運動參與者，其休閒效益無差異性。 

(二)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休閒效益差異情形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在「社交效益」、「生理

效益」、「自我實現」及「心理效益」方面都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在「社

交效益」、「生理效益」及「自我實現」方面，年齡為「50 歲以上」的運

動參與者大於年齡為「41~50 歲」、「31~40 歲」及「21~30 歲」的運動參

與者；在「生理效益」方面，年齡為「50 歲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年

齡為「21~30 歲」、「31~40 歲」的運動參與者。 

(三)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在「社交效益」、「自我

實現」、「心理效益」方面有差異性存在，在「生理效益」方面則無差異

性存在。顯示「社交效益」方面，職業為「軍公教」的運動參與者大於

職業為「學生」的運動參與者；「自我實現」方面，職業為「軍公教」、「家

管或其他」的運動參與者大於職業為「工、農」的運動參與者；「心理效

益」方面，職業為「軍公教」的運動參與者大於職業為「家管或其他」

的運動參與者。 

（四）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之差異情形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在「社交效益」及

「自我實現」上有差異性存在。在「社交效益」方面，教育程度為「國

中以下」、「研究所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教育程度為「大專院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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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參與者；在「自我實現」方面，教育程度為「國中以下」的運動參

與者大於教育程度為「大專院校」的運動參與者。 

(五)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在「社交效益」、「生理效益」、「自

我實現」方面有差異性存在。三方面都顯示出「已婚」的運動參與者大

於「未婚」的運動參與者。 

(六)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在「社交效益」

及「自我實現」方面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在「社交效益」方面，家庭

月收入為「40000 以下」的運動參與者大於家庭月收入為「40000~60000」

及「60000~80000」的運動參與者；在「自我實現」方面，家庭月收入為

「40000 以下」的運動參與者大於家庭月收入為「40000~60000」的運動

參與者。 

(七)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形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在「社交效

益」、「生理效益」、「自我實現」及「心理效益」方面，皆有顯著差異。

顯示出在「社交效益」方面，每週運動「4 次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每

週運動「1 次」的運動參與者，每週運動「4 次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

每週運動「2 次」、「3 次」的運動參與者；在「生理效益」方面，每週運

動「4 次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每週運動「1 次」的運動參與者；在「自

我實現」方面，每週運動「2 次」、「4 次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每週運

動「1 次」的運動參與者；在「心理效益」方面，每週運動「4 次以上」

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每週運動「3 次」的運動參與者。 

（八）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差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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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不同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休閒效益，在「社

交效益」、「生理效益」、「自我實現」及「心理效益」方面，皆有顯著差

異。顯示出在「社交效益」方面，最常參與「球類項目」及「休閒項目」

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最常參與「水上項目」及「陸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

在「心理效益」方面，最常參與「休閒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最常參

與「陸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在「自我實現」方面，最常參與「球類

項目」、「水上項目」、「休閒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最常參與「陸上項

目」的運動參與者；在「心理效益」方面，最常參與「休閒項目」的運

動參與者大於最常參與「陸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 

 
5.1.4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 

(一)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 

  不同性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在「心理健康」方面有

差異性存在；在「環境支持」、「肯定自我」方面則無差異存在。顯示男

性的運動參與者在「心理健康」方面高於女性的運動參與者。 

(二)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 

  不同年齡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生活品質，在「心理健康」、「環境支

持」、「肯定自我」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在「心理健康」方面，

年齡為「51 歲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年齡為「21~30 歲」、「31 歲~40

歲」、「41 歲~50 歲」的運動參與者；在「環境支持」方面，年齡為「51

歲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年齡為「20 歲以下」、「21~30 歲」、「31 歲~40

歲」、「41 歲~50 歲」的運動參與者；在「肯定自我」方面，年齡為「51

歲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年齡為「20 歲以下」、「21~30 歲」、「31 歲~40

歲」、「41 歲~50 歲」的運動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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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 

  不同職業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在「心理健康」、「環境

支持」、「肯定自我」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在「心理健康」方面，

職業為「軍公教」的運動參與者大於職業為「學生」、「工、農」的運動

參與者；在「環境支持」方面，職業為「軍公教」、「家管或其他」的運

動參與者大於職業為「學生」、「工、農」及「商業」的運動參與者；在

「肯定自我」方面，職業為「軍公教」的運動參與者大於職業為「學生」、

「工、農」及「商業」的運動參與者，而職業為「家管或其他」的運動

參與者大於職業為「學生」的運動參與者。 

(四)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 

  不同教育程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在「心理健康」、「環

境支持」、「肯定自我」方面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在「心理健康」方面，

教育程度為「研究所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教育程度為「大專院校」

的運動參與者；在「環境支持」方面，教育程度為「國中以下」的運動

參與者大於教育程度為「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的運動參與者；在

「肯定自我」方面，教育程度為「研究所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教育

程度為「大專院校」的運動參與者。 

(五)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 

  不同婚姻狀況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在「心理健康」、「環

境支持」及「肯定自我」等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在「心理健康」、

「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方面，「已婚」的運動參與者皆大於「未婚」

的運動參與者。 

(六)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 

  不同家庭月收入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生活品質，在「心理健康」、「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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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我」方面有差異存在；在「環境支持」方面則無差異性存在。顯示

出「心理健康」方面，家庭月收入為「40000 以下」、「60001~80000」、「80001

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家庭月收入為「40001~60000」的運動參與者；

在「肯定自我」方面，家庭月收入為「40000 以下」、「80001 以上」的運

動參與者大於家庭月收入為「40001~60000」的運動參與者。 

(七)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 

  不同每週運動次數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在「心理健

康」、「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等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在「心

理健康」方面，每週運動次數「4 次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每週運動次

數「1 次」、「2 次」及「3 次」的運動參與者；在「環境支持」方面，每

週運動次數「4 次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大於每週運動次數「1 次」及「2

次」的運動參與者；在「肯定自我」方面，每週運動次數「4 次以上」的

運動參與者大於每週運動次數「1 次」及「2 次」的運動參與者。 

（八）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差異情形 

不同最常參與運動項目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在「心理

健康」、「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方面皆有差異性存在。顯示出在「心

理健康」方面，最常參與「球類項目」、「休閒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大於

最常參與「陸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在「環境支持」及「肯定自我」

兩方面，最常參與「休閒項目」的運動參與者皆大於最常參與「球類項

目」、「水上項目」及「陸上項目」的運動參與者。 

 

5.1.5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的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

益與生活品質有影響關係。 

(一) 運動參與動機對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沒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二) 運動參與動機對於運動設施滿意度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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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動參與動機對於休閒效益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四) 運動設施滿意度對休閒效益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五) 運動設施滿意度對生活品質沒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六) 休閒效益對於生活品質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七) 運動參與動機經休閒效益會間接影響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 

(八) 運動設施滿意度經休閒效益會間接影響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質。 

 

5.2 建議 

 
一、 經研究結果發現，年齡為「50 歲以上」的運動參與者，不論在運動

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及生活品質皆高於其他年齡

層。許多研究證實，年齡越大從事規律運動的比例越高（牛玉珍，

1997）。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更重視老年人的休閒運動，特別是

公園、運動場地、設施、自行車道等公共區域，要顧及老年人的安

全考量而設計。 

二、 經研究結果發現，職業為「軍公教」的運動參與者，在運動參與動

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及生活品質皆高於「商業」、「工、

農」、「學生」的運動參與者。由此可知，「商業」、「工、農」、「學

生」的運動參與者因忙於工作、學業，對休閒運動不夠積極投入，

政府相關單位應設法行銷運動的重要性，多舉辦適合各族群的休閒

運動或活動，讓民眾在工作之餘，能多參與運動，養成規律的運動

習慣，以提升生活品質。 

三、 經研究結果發現，每週運動次數為「4 次」以上的運動參與者，在

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及生活品質皆較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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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若能選擇自己喜愛的運動，體會運動的樂趣，自然願意多運動。

建議政府或相關管理單位，在運動場地、設施的管理上，能定期汏

舊更新，充實軟、硬體設備，提升民眾對運動場地、設施滿意度，

增加民眾對運動設施使用的頻率。 

四、 經研究結果發現，「女性」的運動參與動機偏低。女性大部份以職

業婦女居多，工作和家庭兼顧的情形下，確實會影響其運動參與動

機。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更視女性的健康及社會福利，規畫適合女

性參與的休閒運動或活動，激勵女性能多參與休閒運動。 

五、 經研究結果發現，運動項目為「休閒項目」、「水上項目」的運動參

與者，在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皆較高。而「陸上項目」的運

動參與者，不論在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及生

活品質方面皆偏低。由此可見，嘉義地區的瑜伽、舞蹈及游泳相關

業者及管理單位經營有善，使得參與瑜伽、舞蹈及游泳的運動參與

者，對其運動設施體驗及休閒效益感到滿足，相關業者及管理單位

可繼續保持。「陸上項目」像是：跑步、健走、爬山、自行車等運

動項目，其活動區域一般為公園、公共場地、設施、自行車道等，

建議政府或相關管理單位除了加強運動場地、設施的建設與管理

外，更可以舉辦相關活動，像是：路跑、健走、自行車等活動，來

增進民眾運動參與的機會，滿足民眾追求健康生活的渴求。 

六、 經研究結果發現，「已婚」的運動參與者，在運動參與動機、運動

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及生活品質皆高於「未婚」的運動參與者。

建議建議政府或相關管理單位，應重視嘉義地區未婚者的健康及休

閒，藉由舉辦像是：路跑、健走、自行車等未婚聯誼活動，讓未婚

者有機會參與，除了拓展人際交流，也可激勵未婚者參與休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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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由線性結構方程分析得知，運動設施滿意度會直接正向影響到休閒

效益，而運動設施滿意度經休閒效益也會間接影響運動參與者的生

活品質。由此可知，唯有加強嘉義地區運動場地、設施的更新及管

理，提升服務品質，才能讓民眾感受到高滿意度。民眾對運動場地、

設施的滿意度高，自然能提升民眾本身的休閒效益。 

八、 由線性結構方程分析得知，運動參與動機會直接正向影響到休閒效

益，而運動參與動機經休閒效益也會間接影響運動參與者的生活品

質。由此可知，政府應致力於運動政策的宣導，藉由運動行銷，提

倡運動風氣，使民眾對運動參與的意願提高。因運動參與所帶來的

諸多效益，也才能讓個人擁有良好身心健康，進而提升生活品質。 

九、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增加質性訪談的方式，來更深入了解嘉義地區

的運動參與者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

質的關係，以補足量化研究的不足。 

十、 本研究限於個人經費及時間上的限制，僅以嘉義地區的運動參與者

為研究對象，無法推估到其他縣市，對於往後研究之建議，為能擴

大研究推論的有效範圍，建議可以將研究擴及南台灣的運動參與

者，使研究推論範圍及應用層面更加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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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預試問卷 

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之研究－以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為例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1.性別： □1.男 □2.女 

2.年齡： 

□1. 20 歲以下 □2. 21-30 歲 □3. 31-40 歲 □4. 41-50 歲

□5. 51 歲以上    

3. 職業： 

□1.學生 □2.軍公教 □3.工、農  

□4.商業 □5.家管或其他 

4. 教育程度： 

□1.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大專院校 □4.研究所以上 

5. 婚姻狀況： □1.未婚   □2.已婚 

6. 家庭月收入：＿＿＿＿＿＿＿ 

7. 居住地：□1.嘉義縣     □2.嘉義市 

8.您每週運動幾次？ 

□1. 一次 □2. 二次 □3. 三次 □4. 四次以上 

9.您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是什麼?  ＿＿＿＿＿＿＿＿          

親愛的先生和小姐，您好： 

我是南華大學旅遊管理研究所的學生，目前正在研究「運動參與

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之研究-以嘉義地區運動

參與者為例」。希望您能協助填寫本問卷，為保護個人隱私，本研究以

不記名方式，所有資料僅供研究分析，絕不外洩，請您放心填答，感

謝您撥冗填寫問卷。 

                                    指導教授 郭進財   博士 
                南華大學旅遊管理研究所研究生 呂美利   敬啟 
                                                  201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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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運動參與動機 

目前您從事運動參與的動機是什麼？請在下列合適的選項中勾選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見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 使身體更健康 □ □ □ □ □ 

2. 鍛鍊體能 □ □ □ □ □ 

3. 維持好身材 □ □ □ □ □ 

4. 增加運動技術能力 □ □ □ □ □ 

5. 身體更舒適與輕鬆 □ □ □ □ □ 

6. 生活有規律 □ □ □ □ □ 

7. 修身養性 □ □ □ □ □ 

8. 打發無聊時間 □ □ □ □ □ 

9. 培養自己的信心 □ □ □ □ □ 

10. 覺得新鮮、刺激、好奇 □ □ □ □ □ 

11. 滿足自己的慾望 □ □ □ □ □ 

12. 滿足個人的好勝心 □ □ □ □ □ 

13. 享受運動樂趣 □ □ □ □ □ 

14. 發揮自己的專長 □ □ □ □ □ 

15. 喜歡運動競賽的氣氛 □ □ □ □ □ 

16. 紓解緊張及壓力 □ □ □ □ □ 

17. 挑戰身體的極限 □ □ □ □ □ 

18. 拓展人際關係，認識新朋友 □ □ □ □ □ 

19. 擴大生活領域 □ □ □ □ □ 

20. 增進與伙伴間的友誼 □ □ □ □ □ 

21. 朋友邀約 □ □ □ □ □ 

22. 提升競爭力 □ □ □ □ □ 

23. 追求快樂與滿足興趣 □ □ □ □ □ 

24. 讓人覺得有成就感 □ □ □ □ □ 

25. 挑戰自我的能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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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運動設施滿意度 

請依您個人最常使用的運動場地、設施及服務的滿意程度，在下列合適 

的選項中勾選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見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 數量充足 □ □ □ □ □ 

2. 照明良好 □ □ □ □ □ 

3. 盥洗室清潔 □ □ □ □ □ 

4. 運動場地的環境衛生良好 □ □ □ □ □ 

5. 滿意運動場地設施的動線流暢 □ □ □ □ □ 

6. 運動設施的保養及維護良好 □ □ □ □ □ 

7. 滿意運動場地設施景觀設計 □ □ □ □ □ 

8. 停車便利 □ □ □ □ □ 

9. 運動設施的位置恰當 □ □ □ □ □ 

10. 服務人員的態度良好 □ □ □ □ □ 

11. 價位合理 □ □ □ □ □ 

12. 安全性良好 □ □ □ □ □ 

13. 管理人員具備專業能力 □ □ □ □ □ 

14. 設施擁有外在美觀 □ □ □ □ □ 

15. 對外開放時間妥當 □ □ □ □ □ 

16. 整體空間規畫完善 □ □ □ □ □ 

17.公共運動設施具有吸引力 □ □ □ □ □ 

18.民營運動設施良好 □ □ □ □ □ 

19.場地附屬商店販售服務良好 □ □ □ □ □ 

20.場地設施使用說明均能標示清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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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休閒效益 

請依您個人對休閒效益的感受情況，在下列合適的選項中勾選， 

運動後讓我：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見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 維持健康體能 □ □ □ □ □

2. 增進運動能力及技巧 □ □ □ □ □

3. 消除疲勞 □ □ □ □ □

4. 覺得身體充滿活力 □ □ □ □ □

5. 心情愉快 □ □ □ □ □

6. 發洩情緒 □ □ □ □ □

7. 在活動中得到別人的信任 □ □ □ □ □

8. 獲得滿足感 □ □ □ □ □

9. 放鬆心情 □ □ □ □ □

10. 紓解壓力 □ □ □ □ □

11. 平衡精神情緒 □ □ □ □ □

12. 得到成就感 □ □ □ □ □

13. 獲得創造性的思考 □ □ □ □ □

14. 激發潛力 □ □ □ □ □

15. 培養獨立性 □ □ □ □ □

16. 瞭解周遭事務 □ □ □ □ □

17. 認識新朋友 □ □ □ □ 

18. 與同伴分享相同的知覺 □ □ □ □ 

□

□

19. 促進朋友之間的和諧關係 □ □ □ □ □

20. 與同伴的互動能啟發智慧 □ □ □ □ □

21. 在活動中信任同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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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生活品質 

請依您對個人生活品質的滿意情況，在下列合適的選項中勾選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不

符

合 

非

常

不

符

合

1. 健康的身體使我有機會從事運動 □ □ □ □ □

2 覺得身體健康 □ □ □ □ □

3. 有足夠體力應付工作或課業 □ □ □ □ □

4. 睡眠品質良好 □ □ □ □ □

5. 集中精神能力 □ □ □ □ □

6. 覺得生命有意義 □ □ □ □ □

7. 覺得運動能帶來樂趣 □ □ □ □ □

8. 每天精神飽滿 □ □ □ □ □

9. 能自我放鬆 □ □ □ □ □

10. 滿意自己的能力 □ □ □ □ □

11. 滿意自己的工作效率 □ □ □ □ □

12. 享受生活情境 □ □ □ □ □

13. 有足夠的金錢應付所需 □ □ □ □ □

14. 肯定本身的外貌 □ □ □ □ □

15. 滿意自己處事能力 □ □ □ □ □

16. 滿意自己的生活型態 □ □ □ □ □

17. 滿意目前的醫療保健 □ □ □ □ □

18. 滿意自己的交通方式 □ □ □ □ □

19. 滿意自己的人際關係 □ □ □ □ □

20. 滿意本身居住的環境品質 □ □ □ □ □

 

 

 

 

※感謝填寫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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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正式問卷 

運動參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之研究－以

嘉義地區運動參與者為例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1.性別： □1.男 □2.女 

2.年齡： 

□1. 20 歲以下 □2. 21-30 歲 □3. 31-40 歲 □4. 41-50 歲

□5. 51 歲以上    

3. 職業： 

□1.學生 □2.軍公教 □3.工、農  

□4.商業 □5.家管或其他 

4. 教育程度： 

□1.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大專院校 □4.研究所以上 

5. 婚姻狀況： □1.未婚   □2.已婚 

6. 家庭月收入：＿＿＿＿＿＿＿ 

7. 居住地：□1.嘉義縣     □2.嘉義市 

8.您每週運動幾次？ 

□1. 一次 □2. 二次 □3. 三次 □4. 四次以上 

9.您最常參與的運動項目是什麼?  ＿＿＿＿＿＿＿＿          

親愛的先生和小姐，您好： 

我是南華大學旅遊管理研究所的學生，目前正在研究「運動參與

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休閒效益與生活品質之研究-以嘉義地區運動

參與者為例」。希望您能協助填寫本問卷，為保護個人隱私，本研究以

不記名方式，所有資料僅供研究分析，絕不外洩，請您放心填答，感

謝您撥冗填寫問卷。 

                                    指導教授 郭進財   博士 
                南華大學旅遊管理研究所研究生 呂美利   敬啟 
                                                  201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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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運動參與動機 

目前您從事運動參與的動機是什麼？請在下列合適的選項中勾選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見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使身體更健康 □ □ □ □ □ 

2.維持好身材 □ □ □ □ □ 

3.身體更舒適與輕鬆 □ □ □ □ □ 

4.生活有規律 □ □ □ □ □ 

5.打發無聊時間 □ □ □ □ □ 

6.覺得新鮮、刺激、好奇 □ □ □ □ □ 

7.滿足自己的慾望 □ □ □ □ □ 

8.滿足個人的好勝心 □ □ □ □ □ 

9.享受運動樂趣 □ □ □ □ □ 

10.發揮自己的專長 □ □ □ □ □ 

11.喜歡運動競賽的氣氛 □ □ □ □ □ 

12.紓解緊張及壓力 □ □ □ □ □ 

13.挑戰身體的極限 □ □ □ □ □ 

14.擴大生活領域 □ □ □ □ □ 

15.增進與伙伴間的友誼 □ □ □ □ □ 

16.朋友邀約 □ □ □ □ □ 

17.提升競爭力 □ □ □ □ □ 

18.追求快樂與滿足興趣 □ □ □ □ □ 

19.挑戰自我的能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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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運動設施滿意度 

請依您個人最常使用的運動場地、設施及服務的滿意程度，在下列合適 

的選項中勾選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見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數量充足 □ □ □ □ □ 

2.照明良好 □ □ □ □ □ 

3.盥洗室清潔 □ □ □ □ □ 

4.運動場地的環境衛生良好 □ □ □ □ □ 

5.滿意運動場地設施的動線流暢 □ □ □ □ □ 

6.運動設施的保養及維護良好 □ □ □ □ □ 

7.滿意運動場地設施景觀設計 □ □ □ □ □ 

8.停車便利 □ □ □ □ □ 

9.運動設施的位置恰當 □ □ □ □ □ 

10.服務人員的態度良好 □ □ □ □ □ 

11.價位合理 □ □ □ □ □ 

12.管理人員具備專業能力 □ □ □ □ □ 

13.設施擁有外在美觀 □ □ □ □ □ 

14.對外開放時間妥當 □ □ □ □ □ 

15.整體空間規畫完善 □ □ □ □ □ 

16.公共運動設施具有吸引力 □ □ □ □ □ 

17.民營運動設施良好 □ □ □ □ □ 

18.場地附屬商店販售服務良好 □ □ □ □ □ 

19.場地設施使用說明均能標示清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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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休閒效益 

請依您個人對休閒效益的感受情況，在下列合適的選項中勾選 

運動後讓我：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見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維持健康體能 □ □ □ □ □

2.增進運動能力及技巧 □ □ □ □ □

3.消除疲勞 □ □ □ □ □

4.覺得身體充滿活力 □ □ □ □ □

5.心情愉快 □ □ □ □ □

6.在活動中得到別人的信任 □ □ □ □ □

7.獲得滿足感 □ □ □ □ □

8.放鬆心情 □ □ □ □ □

9.紓解壓力 □ □ □ □ □

10.平衡精神情緒 □ □ □ □ □

11.得到成就感 □ □ □ □ □

12.獲得創造性的思考 □ □ □ □ □

13.激發潛力 □ □ □ □ □

14.培養獨立性 □ □ □ □ □

15.認識新朋友 □ □ □ □ 

16.與同伴分享相同的知覺 □ □ □ □ 

□

□

17.促進朋友之間的和諧關係 □ □ □ □ □

18.與同伴的互動能啟發智慧 □ □ □ □ □

19.在活動中信任同伴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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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生活品質 

請依您對個人生活品質的滿意情況，在下列合適的選項中勾選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不

符

合 

非

常

不

符

合

1. 健康的身體使我有機會從事運動 □ □ □ □ □

2 覺得身體健康 □ □ □ □ □

3. 有足夠體力應付工作或課業 □ □ □ □ □

4. 睡眠品質良好 □ □ □ □ □

5. 集中精神能力 □ □ □ □ □

6. 覺得生命有意義 □ □ □ □ □

7. 覺得運動能帶來樂趣 □ □ □ □ □

8. 每天精神飽滿 □ □ □ □ □

9. 滿意自己的能力 □ □ □ □ □

10. 滿意自己的工作效率 □ □ □ □ □

11. 有足夠的金錢應付所需 □ □ □ □ □

12. 肯定本身的外貌 □ □ □ □ □

13. 滿意目前的醫療保健 □ □ □ □ □

14. 滿意自己的交通方式 □ □ □ □ □

15. 滿意自己的人際關係 □ □ □ □ □

16. 滿意本身居住的環境品質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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