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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華 大 學 旅 遊 管 理 學 系 休 閒 環 境 管 理 碩 士 班 

1  0  3  學  年  度  第  二  學  期  碩  士  論  文  摘  要 

論文題目：休閒參與動機、休閒阻礙與休閒效益關係之研究― 

          以羽球活動為例 

研究生：程筱雯                            指導教授:于健  博士 

論文摘要內容 : 

   本研究旨在了解休閒運動之羽球活動者的參與動機、休閒阻礙與休閒

效益關係之研究。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參考相關文獻，利用自編的

休閒運動參與動機、休閒阻礙及休閒效益等量表為研究工具， 

以雲林縣的羽球運動參與者為研究對象，共計發放 350份問卷，回收有

效問卷 279份，以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之，研究發現: 

一、不同「職業」、「每月收入」、「參與頻率」、「參與時間」、「每月花費」

及「同伴人數」的羽球運動參與者之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二、不同「職業」、「每月收入」、「參與經驗」、「參與時段」的羽球運動

參與者之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三、不同「性別」、「參與時間」的羽球運動參與者之休閒效益具顯著差

異。 

四、羽球運動參與者之參與動機對休閒阻礙有顯著影響；羽球運動參與

者的參與動機對休閒效益有顯著影響；羽球運動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對

休閒效益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羽球、參與動機、休閒阻礙、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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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badminton 

participants’ motivation,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leisure benefits.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s, refer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use ofmotivation,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leisure benefits attitude variables were measured, and 

among the 350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to Badminton sports participants 

Yunlin County, 279 valid ones were returned. The statistical method of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Ⅰ. There were different in occupation, monthly income, frequency of 

engagement, participation time, monthly cost, the number of partner, 

badminton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Ⅱ. There were different in occupation, 

monthly income,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participation time period, 

badminton participate leisure constraints.Ⅲ. There were different in sex, 

par t ic ipat ion  t ime,  badminton par t icipate  le isure  benef i t s . IV. 

The badminton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can affect leisure constraints；

the badminton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can affect leisure benefits；

the badminton participating leisure constraints affect leisure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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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在探討休閒參與動機、休閒阻礙與休閒效益之關係。本章旨

在說明本研究的基本概念與架構，全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背景與

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研究問題；第四節研究範圍及對象；第

五節研究流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國從 2001年開始實施週休二日制度以來，工作時間減少，自由時

間增加，休閒時間所進行的休閒運動已成為平常生活的重要需求。政府

為了促進「潛在性運動人口」，成為「自發性運動人口」，增加規律運動

人口及提升國民體質，同時宣導「樂在運動，活得健康」理念，以增強

國民參與運動意識，落實強化基層體育組織，達到人人愛運動、處處能

運動、時時可運動之「運動島」願景(行政院體委會，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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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動機是休閒運動領域中的重要研究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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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舒緩生

活壓力，達到放鬆心情。而休閒運動的種類繁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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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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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行為的產生。  

 雖然現在人們越來越重視休閒活動，但仍有眾多因素來阻礙活動，

如年齡、性別、所得、職業、課業、場地、同伴等。阻礙是指個體受到

抑制或減少運動時間的參與，即在活動中造成任何阻止或限制個人參與

的運動次數及持續性或參與後的體驗不佳的因素（胡文琪，2010）。

Crawford與 Godbey（1987）提出休閒阻礙三因素模式：個人內在阻礙、

人際間阻礙和結構性阻礙。Crawford,Jackson,與 Godbye(1991)認為休

閒阻礙三因素模式是以階層的方式來運作，個人內在阻礙、人際間的阻

礙與結構性阻礙具有階層性，是有先後順序的。因此，個人對於休閒效

益的評價，也會影響休閒阻礙的高低，甚至進一步影響參與動機。 

李詩鎮、陳惠美(2003)認為休閒效益是指在參與探索活動的過程中，

可以協助參與者個人改善身心狀態，激發個人潛能，提升人際關係與社

交技能，或滿足個人需求的現象。Mannell and Stynes(1991)的休閒效

益模式中提到，休閒運動參與者在參與的過程中，受到環境、活動本身、

時間、心境等內外在因素刺激，產生心理、生理、社會、環境及經濟上

的影響，再經由個人的自我評價過程，就產生了休閒效益。休閒運動具

有多元效益，在心理健康方面：有助於個人建立完整性的人格，放鬆身

心，消除浮躁不安、鬱悶等不良情緒；在社會健康方面：擴展生活經驗，

增廣見聞及發展社交能力；在預防犯罪方面：正當的休閒運動有助於預

防犯罪(許雅琛，1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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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升生活品質，並增進工作效率及學業

成就。所以建立持之以恆的休閒運動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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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進財，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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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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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能促進休閒效益的持久性。因此，參與動機會影響休閒效益，參與

動機也會左右休閒效益的結果。 

由上述可知，參與動機與休閒效益、休閒阻礙是息息相關的，國內

有許多相關研究，大多是從學生或從事某種特定工作的人士去探討。近

來許多羽球選手一一登上國際舞台，在社區或校園也常看到愛好羽球運

動的人士。因此，本文擬從「羽球」這項國際運動為例，探討參與動機、

休閒效益和休閒阻礙三面向的相互關係。 

 

 

1.2  研究目的 

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以休閒羽球運動參與者為施測對象，

採問卷調查方式來探討參與動機、休閒效益、休閒阻礙的影響。故本文

的研究有四： 

1.探討不同背景之羽球運動參與者之參與動機、休閒阻礙及休閒效益之

現況。 

2.探討不同背景之羽球運動參與者之參與動機、休閒阻礙及休閒效益間

之異同。 

3.分析不同背景之羽球運動參與者之參與動機、休閒阻礙及休閒效益之

關聯性。 

4.提供羽球運動參與者及相關單位辦理羽球活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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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分別為蒐集文獻資料、擬定研究計畫、編製研究工

具、問卷預試與修正、正式問卷施測、資料分析與處理、撰寫論文等七

個步驟，如圖 1.1。詳細說明如下： 

一、蒐集文獻資料：蒐集國內外有關休閒參與動機、休閒阻礙及休閒效

益相關理論與實證，作為本研究之理論基礎。 

二、擬定研究計畫：閱讀相關休閒參與動機、休閒阻礙及休閒效益文獻

資料，並與指導教授商榷後，研擬可行之研究主題、訂定研究架構、

撰寫研究計畫。 

三、編製研究工具：依據文獻探討與研究目的編製問卷，經指導教授與

專家學者的建議，對不適切的題目進行修改，以完成正式之預試問

卷。 

四、問卷預試與修正：問卷編製完成，經由專家檢核後進行預試，以確

定自編問卷每一題目之適切性、相關性及內容涵蓋是否適當。並透

過項目分析與信度分析，將不適切的題目刪除或修正後，作為正式

問卷之依據。 

五、正式問卷施測：預試完成後經修改編製成正式問卷，以雲林縣參與

羽球運動年滿 18歲的成年人為問卷施測對象。 

六、資料整理與分析：施測完畢後，將所得資料進行整理與統計分析，

先剔除無效問卷，再將有效問卷之原始資料輸入電腦，運用統計套

裝軟體，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七、撰寫論文：就資料統計分析結果進行討論，並歸納整理出研究發現

與結論，以提出研究建議；再與指導教授討論、修正後，確定研究

報告內容無誤，完成正式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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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文獻資料 

擬定研究計畫 

編製研究工具 

問券預試與修正 

正式問券施測 

資料處理與分析 

撰寫論文 

專家學者審視 

信度考驗 

圖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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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進行相關文獻進行探討：第一節羽毛球運動的定義及介紹；

第二節休閒運動參與動機相關研究；第三節休閒阻礙相關研究；第四節休

閒效益相關研究；第五節休閒運動參與動機、休閒阻礙與休閒效益相關性

之研究。 

2.1 羽毛球運動的定義及介紹 

羽毛球起源與歷史 

    羽毛球是一項隔著球網，使用長柄握把連接網狀拍面擊打半球狀軟木

紮有一圈 16 根羽毛的室內運動；依據打球的人數，可以分為單打與雙打。

相較於性質相近的網球運動，羽毛球運動對選手的體格要求並不很高，但

比較講究耐力。自 1992 年起，羽毛球成為奧運會的正式比賽項目。 

    羽毛球運動的前身是板羽球（但現在羽毛球和板羽球已發展成不同的

兩種球類運動），也就是使用木板拍打紮有羽毛的球體（類似毽子），並讓

它避免落地的遊戲，已有近二千年的歷史，在古時候的歐洲、中國、日本

都曾看見它的出現。其中源自古希臘的一種板羽球，更發展出將實木板拍

改為木製外框，並在中間綁著緊繃的羊皮，因具彈性而更容易拍打。這種

遊戲曾向東傳播至古代印度，並遠達暹羅、中國與日本等地。雖然這類遊

戲的目的都是讓球儘量保持在空中而不落地，與現代羽毛球運動的精神大

異其趣。 

    19 世紀中葉，印度西部的浦那出現了現代羽毛球運動，當時是以地

名「浦那（Poona）」來稱呼這種運動。當時駐在印度的英國人很喜愛這種

新運動，而將它帶回英國本土。1873 年，在英國格洛斯特郡的伯明頓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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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舉行了一場公開表演，吸引許多人的喜愛，並逐漸散播開來。後來人們

便以該場表演的莊園名稱「伯明頓（Badminton）」來稱呼這項運動，可是

在亞州地區該名稱並未普及，而是依球具而稱之為「羽毛球」運動。 

    早期的英國人打羽毛球仍然使用來自印度的不成文規則，卻常因為規

則不夠嚴謹而引發爭議。1887 年，「巴斯羽毛球俱樂部」加以研究改良，

完成了第一本羽毛球運動規則。1893 年，英國羽毛球協會成立，重新修

訂並統一了羽毛球比賽的規則。1934 年，第一個世界性的羽毛球組織—

國際羽球總會在英國成立。1981 年與成立於 1978 年的世界羽球聯盟合併，

名稱仍為國際羽球總會。2006 年 9 月 24 日，國際羽球總會改名為世界羽

球聯盟，目前共有 159 個會員國或地區。 

羽毛球比賽規則 

    賽制：現代羽毛球賽分為男子單打、女子單打、男子雙打、女子雙打

及混合雙打，共 5 個項目。羽毛球的計分制度最早採取 15 分制（發球得

分制），通常採用「三局兩勝制」。但舊制的明顯缺點為：比賽長度不易受

到控制，容易因比賽時間過長，而減少觀眾觀看的慾望，也不利於電視轉

播和吸引更多贊助商。為了縮短比賽長度，國際羽總曾從 2001 年 6 月 1

日起，試行「每局 7 分的五局三勝制」（發球得分制）的新賽制。雖然新

賽制在理論上縮短了比賽長度，但實際效果並不明顯，而且遭到了許多人

士的批評，他們反對的理由是：7 分制使比賽變得簡單粗糙，缺乏觀賞價

值。國際羽總最終在實行新賽制一年後，恢復「每局 15 分的三局兩勝制」。

2006 年 5 月 6 日，國際羽總通過 21 分新賽制（落地得分制），同時規定：

每局某方先到達 11 分時可休息 60 秒，第一局完和第二局之間、第二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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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三局之間可以有 2 分鐘的休息時間。 

    得分：發球後，比賽便正式開始，雙方球員交互擊球，直至一方犯規

或球落在其中一方的場區內。在 21 分制中採用每球落地直接得分的計算

方法。在得分的同時也獲得發球權，當連續得分的時候，球員在自己的兩

個發球區內交替發球。每局雙方打到 20 平手後，一方連續得 2 分者即算

該局獲勝。比分最多延長到先取得 30 分者，則為勝方。在舊制（15 分制）

比賽裡，只有發球方才能得分。單打比賽發球方若未得分，改由對方取得

發球權重新發球。雙打比賽發球方兩位選手均有發球權，第一位發球員若

未得分，改由第二位發球員重新發球；第二位發球員若未得分，改由對方

取得發球權重新發球。當比賽雙方打成 13 平、14 平，先獲 13 或 14 分的

一方，有權決定雙方加打 5 分或 3 分（女單出現 9 平或 10 平時，可分別

要求加打 3 分或 2 分）。 

  

2.2 休閒參與動機 

 休閒參與動機之相關理論 

    「動機」（motivation），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

導使該種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歷程（張春興，1994）。Iso-Ahola 

 (1989) 指出，在休閒行為中動機是激勵行為的最主要因素，動機是個人

從事休閒行為的理由，也是引著行為的方向。Iso-Ahola (1980)提出休閒動

機是動態性質：會因為時間，而隨著生命週期改變；會因為人和地，而隨

個人成長背景與社會化過程改；會因為情境，而隨著情境所改變。 

    心理學家大致可分為行為學派、人本學派、認知學派、心理分析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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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學習學派，因為動機研究的複雜性，不同學派之專家學者亦提有不

同的動機理論。簡述如下：1.行為學派 (Behavioral Approaches) 提出獎勵

或懲罰來管控學習者的行為，以誘因來誘導個體行為，而不重視個體內在

的心理歷程。2.人本學派 (Humanistic Approaches) 提出「需求層次論」，

認為人類的動機係由許多性質不同的需求所組成的，在各個需求之間又有

順序與高低層次之分，強調內在動機的重要。3.心理分析學派

(Psychoanalytic Approaches) 以無意識心理過程和動機為其理論系統的出

發點和核心。4.認知學派 (Cognitive Approaches) 提出成就動機

(achievement motivation) 理論，指個人在追求成就時的內在驅力。 

    張少熙(2003)認為動機是個體對某項活動的反應程度及方向。林岑怡

(2005)認為參與動機是指吸引個體從事休閒活動並持續維持活動強度的

原因，其決定因素包括個體生理上的原始驅力，及個體對社會與周遭環境

獲得需求與回應的所有動機。張治文(2007)認為動機是促進個體參與活動

的內在因素，參與動機在個人行為中有決定性的影響。 

    綜合以上學者及理論，本研究將休閒參與動機定義：「一種或多種因

素能引起並增加其休閒運動參與的意願，且能持續維持的參與動機。」 

休閒參與動機相關研究 

   經參考多位專家學者參與休閒參與動機之研究而有不同的結果： 

   王薰禾(2004)針對高雄地區的國民小學學生研究休閒運動的參與動機，

將動機分為：成就需求、放鬆心情、健康適能、心理需求、追求卓越。鍾

偉志(2006)針對台北天母運動公園網球場、淡水真理大學網球場、中正大

學網球場以及嘉義市立網球場四個地點的網球活動參與者研究參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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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發現動機有：健康知性、休閒放鬆、成就需求、社會需求。張淑美(2012)

針對台北市立北投國中學生研究課後運動之參與動機，經研究後將動機分

成：心理因素、健康因素、社會需求、刺激避免。吳盛文(2012)針對新竹

縣公立國中生所做的休閒運動參與動機之研究，歸納出參與動機有：心理

需求、健康需求、成就需求、社會需求。呂美利(2013)針對嘉義地區的運

動參與者研究運動參與動機，經研究將動機歸納：追求卓越、健康適能、

心理需求。陳素芬(2014)針對網球活動的參與者研究休閒運動的參與動機，

經研究將動機分為：健康體能、社會需求、充實生活。研究者將以上各研

究 專 家 的 研 究 結 果 整 理 表 2 . 1 。 

表 2.1休閒參與動機相關研究（本研究整理）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摘要 參與動機分類 

王薰禾 (2004) 高雄地區的國小學童 以問卷方式研究
國小學童的休閒
運動之參與動機 

1. 成就需求 
2. 放鬆心情 
3. 健康適能 

4. 心理需求 
5. 追求卓越 

鍾偉志 (2006) 台北天母運動公園網
球場、淡水真理大學
網球場、中正大學網
球場及嘉義市立網球
場網球活動參與者 

以問卷方式研究
認真性休閒之網
球活動參與者之

參與動機 

1. 健康知性 
2. 休閒放鬆 
3. 成就需求 
4. 社會需求 

張淑美 (2012) 台北市立北投國中學
生 

以問卷方式研究
國中學生課後運
動之參與動機 

1. 心理因素 
2. 健康因素 
3. 社會需求 
4. 刺激避免 

吳盛文 (2012) 新竹縣公立國中生 以問卷方式研究

國中學生休閒運
動參與動機 

1. 心理需求 

2. 健康需求 
3.成就需求 
4.社會需求 

呂美利 (2013) 嘉義地區的運動參與
者 

以問卷方式研究
運動參與者的動

機 

1.追求卓越 
2.健康適能 
3.心理需求 

陳素芬 (2014) 全國休閒網球活動參
與者 

以問卷方式研究
網球活動參與者
之休閒運動參與

動機 

1.健康體能 
2.社會需求 
3.充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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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參考表 2.1各研究專家的研究結果來設計本研究之休閒參與

動機量表的問卷構面，本研究設計之休閒參與動機量表構面為：健康與適

能、追求卓越。 

 

2.3休閒阻礙 

休閒阻礙之相關理論 

    休閒參與的過程中，阻礙會帶來挫折，使個體無法經由休閒活動而獲

得滿意的體驗，容易因為休閒阻礙，而減少了活動參與的機會。楊宏志  

（1989）將休閒阻礙區分為狹義及廣義兩種，狹義的休閒阻礙係指人們傾

向參與某項休閒活動，但因一項（或一項以上）的阻礙影響，而不能進行

（或繼續進行）此項活動；而廣義的休閒阻礙係指介於有無此一休閒知覺，

到能或不能參與此一活動之一切原因，皆可稱為休閒阻礙。張少熙（1994）

將休閒阻礙定義：抑制或減少休閒活動參與次數和愉快感的種種因素。鍾

瓊珠（1997）將休閒阻礙定義：抑制或減少休閒活動參與次數和愉快感的

種種因素，亦即在休閒行為過程中，任何阻止或限制個人參與休閒的頻率、

持續性及參與品質的因子。休閒運動阻礙係指影響個體在休閒時間內，不

喜歡或投入參與休閒運動，如：球類運動、戶外運動、民俗運動、舞蹈、

健身活動、技擊運動及水上活動等身體活動的理由或因素。 

    陳藝文（2000）將休閒阻礙定義：抑制或中斷參與休閒活動的種種因

素，使得人們不論原本無意、有意或中斷參與一項休閒活動，這些因素稱

為休閒阻礙。劉芳遠（2001）將休閒阻礙定義：影響休閒活動參與的任何

相關因素：包括避免參與、中斷參與或減少參與休閒活動的次數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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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家馨（2002）將休閒阻礙定義：任何阻止或限制個人經常性或持久性參

與某種喜好的休閒，或是減少個人參與的慾望，降低參與過程中所獲得的

滿足感知因素。王薰禾（2004）將休閒阻礙定義：任何抑制或降低參與休

閒運動時間、次數、需求、品質的影響因素。陳素芬（2014）將休閒阻礙

定義：當個人受到各種干擾因素，使個體無法參與該項活動，或減少其參

加休閒活動頻率或次數均可視為休閒阻礙。 

    Chubb & Chubb(1981)將休閒阻礙分成二類：1.外在阻礙因素：外在

經濟因素、人口因素、社會型態、社會結構、交通問題。 2.個人阻礙因

素：個性、性別、年齡、居住地區、知覺與態度、知識和技能、職業類型、

個人收入及分配、可利用之休閒時間。Iso-Ahola & Mannell(1985)將休

閒阻礙分類：1.社會個人的阻礙：不變的~能力、勝任、控制；暫時的~

態度、動機、需求。2.社會文化的阻礙：不變的~社會規範、角色、責任

義務；暫時的~社會互動。3.生理的的阻礙：不變的~資源、財務能力、設

備；暫時的~時間。 

    Crawford & Godbey（1987）將休閒阻礙分成下三種：1.個人內在阻

礙：指個體因內在心理狀態或其態度影響休閒喜好或參與，如壓力、憂慮、

信仰、焦慮、自我能力。2.人際間阻礙：指個體因沒有適當或足夠的休閒

參與伙伴，而影響其休閒參與及喜好。3.結構性阻礙：指影響個體休閒喜

好或參與的外在因素，如休閒資源、設備、金錢、時間等。學者 Crawford, 

Jackson, ＆ Godbye （ 1991 ） 進一步認為個人內在阻礙、人際間阻礙、

結構性阻礙是以先後階層方式來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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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學者及理論，本研究將休閒阻礙定義：「一種或多種干擾且

降低休閒運動參與的因素，皆可視為休閒阻礙。」 

 

休閒阻礙相關研究 

    經參考多位專家學者參與休閒參與動機之研究而有不同的結果： 

張文騰(2004)針對國立雲林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研究參與休閒運動之休閒

阻礙，研究歸納休閒阻礙有：環境與經濟因素、個人內在因素、場地設施

因素、工作因素。鍾偉志(2006)針對台北天母運動公園網球場、淡水真理

大學網球場、中正大學網球場以及嘉義市立網球場四個地點的網球活動參

與者研究休閒阻礙，研究歸納休閒阻礙有：個人阻礙、人際間阻礙及結構

性阻礙。吳盛文(2012)針對新竹縣公立國中生所做的休閒運動之休閒阻礙

研究，歸納出休閒阻礙有：個人內在阻礙、人際間阻礙、 結構性阻礙。

張淑美(2012)針對台北市立北投國中學生研究課後運動之休閒阻礙，經研

究後將休閒阻礙歸納為：人際間阻礙、結構性阻礙、個人內在阻礙、社會

性阻礙。陳素芬(2014)針對網球活動的參與者研究休閒運動的休閒阻礙，

歸納出休閒阻礙有：個人內在阻礙、人際間阻礙、結構性阻礙。研究者將

以上各研究專家的研究結果整理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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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休閒阻礙相關研究（本研究整理）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摘要 休閒阻礙分類 

張文騰 (2004) 國立雲林科

技大學教職

員工 

以問卷方式研究

參與休閒運動之

休閒阻礙 

1. 環境與經濟因素 

2. 個人內在因素 

3. 場地設施因素 

4. 工作因素 

鍾偉志 (2006) 台北天母運

動公園網球

場、淡水真理

大學網球場 

、中正大學網

球場以及嘉

義市立網球

場的網球活

動參與者 

以問卷方式研究

認真性休閒之網

球活動參與者的

休閒阻礙 

1. 個人阻礙 

2. 人際間阻礙 

3. 結構性阻礙 

吳盛文 (2012) 新竹縣公立

國中生 

以問卷方式研究

國中學生休閒運

動之休閒阻礙 

1. 個人內在阻礙 

2. 人際間阻礙 

3. 結構性阻礙。 

張淑美 (2012) 台北市立北

投國中學生 

以問卷方式研究

國中學生課後運

動之休閒阻礙 

1. 人際間阻礙 

2. 結構性阻礙 

3. 個人內在阻礙 

4. 社會性阻礙 

陳素芬 (2014) 全國網球活

動參與者 

以問卷方式研究

網球活動參與者

的休閒阻礙， 

1. 個人內在阻礙 

2. 人際間阻礙 

3. 結構性阻礙 

 

 

    研究者參考表 2.2各研究專家的研究結果及相關理論來設計本研究

之休閒阻礙量表的問卷構面，本研究設計之休閒阻礙量表構面為：個人內

在阻礙、人際間阻礙、結構性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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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休閒效益 

休閒效益之相關理論 

    效益（ benefits ）被認為是一種好處，當個人、團體、經濟、社會、

周圍環境或其他有所調整的狀態（葉怡屏，2007）。Tinsley (1986) 將休閒

效益定義：活動經驗之主觀感受影響，而不是活動本身，所以個人心理

需求滿足程度是影響休閒效益感受的主要因素。 

    陳中雲(2002) 將休閒效益定義：個人在休閒活動參與過程中及參與

過程後，個人主觀評估可以幫助個人改善身心狀況或滿足需求的個人主

觀感受。李詩鎮、陳惠美(2003) 將休閒效益定義：參與探索活動的過程

中，可以協助參與者個人調整身心狀態，激發個人潛能，提升人際關係

與社交技能或滿足個人需求的現象。吳永發(2006) 將休閒效益定義：個

體參與運動過程中以及參與後的經驗，可以幫助個體改善身心狀況或滿

足需求的個體主觀感受。郭正德(2011) 將休閒效益定義：參與休閒活動

的過程中，身心狀態各方面獲得愉悅與滿足感的一種正面感受，並將休

閒效益分為「生理效益」、「心理效益」、「社交效益」、「放鬆效益」等構

面進研究。 

    陳中雲(2001)認為休閒效益可分為：1.心理效益：包含獲得成就感、

自我肯定， 自我滿足、自我實現、消除緊張、紓解壓力、愉悅心情、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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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身心、發洩情緒、增添樂趣、 欣賞等。2.生理效益：包含保持健康、

維持體能， 消除疲憊、獲得休息、改善控制疾病、恢復精力及調劑精神

等。3.教育效益：包含增進行為技能、刺激心智、拓展知識領域、激發個

人潛力、激發創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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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煌佳(2002) 認為休閒效益可分為： 1.生理效益：包括維持體能、

增進活動技巧、得到適度休息、活力充沛、消除疲勞、考驗自己的活動

能力、激發潛力及宣洩多餘的體力等。2.心理效益：包括舒解壓力、放鬆

心情、發洩情緒、獲得成就感、舒暢身心、心情愉快、創造性思考、增

添生活樂趣、平衡精神情緒、培養獨立性、培養挑戰性、得到滿足感、

啟發心思與智慧等。3.社交效益：包括了解周遭事物、促進和諧關係、結

交朋友、和同伴之間相處得更親近、了解同伴感受並與同伴分享想法、

體諒別人、得到同伴的支持與信賴、支持同伴的想法、信任同伴等效益。 

    綜合以上學者及理論，本研究將休閒效益定義：「在參與休閒活動的

過程及參與後，可以使個人生理或心理達到滿足進而提升社交能力的個

人感受，皆可視為休閒效益。」 

 

休閒效益相關研究 

     經參考多位專家學者參與休閒參與動機之研究而有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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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盛文(2012)針對新竹縣公立國中生所做的休閒運動之休閒效益研

究，歸納出休閒效益有：心理效益、自我實現效益、生理效益、社會效

益。李達勝(2013)針對業餘桌球選手參賽者之休閒效益研究，歸納出休

閒效益有：生理效益、心理效益、社交效益。呂美利(2013)針對嘉義地

區的運動參與者研究休閒效益，經研究將休閒效益歸納：社交效益、生

理效益、自我實現、心理效益。陳素芬(2014)針對網球活動的參與者研

究休閒運動的休閒效益，經研究將休閒效益分為：充實生活、社會需求、

心理需求、健康體能。林業展(2104)針對馬拉松跑者研究休閒效益，經

研究將休閒效益分為：社交效益、生理效益。研究者將以上各研究專家

的研究結果整理表 2.3。 

表 2.3 休閒效益相關研究（本研究整理）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摘要 參與動機分類 

吳盛文 (2012) 新竹縣公立國中生 以問卷方式研究

國中學生休閒運

動之休閒效益 

1. 心理效益 

2. 自我實現效益 

3. 生理效益 

4. 社會效益 

李達勝 (2104) 2012 年中部地區的

桌球邀請賽 

以問卷方式研究

業餘桌球選手參

賽者之休閒效益 

1. 生理效益 

2. 心理效益 

3. 社交效益 

呂美利 (2013) 嘉義地區的運動參

與者 

以問卷方式研究

運動參與者的休

閒效益 

1. 社交效益 

2. 生理效益 

3. 自我實現 

4. 心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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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休閒效益相關研究(續） 

陳素芬 (2014) 全國網球活動參與

者 

以問卷方式研究

網球活動參與者

的休閒效益， 

1. 充實生活 

2. 社會需求 

3. 心理需求 

4. 健康體能 

林業展 (2014) 馬拉松跑者 以網路問卷方式

研究馬拉松跑者

之休閒效益 

1. 社交效益  

2. 生理效益 

 

    研究者參考表 2.3 各研究專家的研究結果及相關理論來設計本研究

之休閒效益量表的問卷構面，本研究設計之休閒效益量表構面為：個人

效益、社交效益。 

 

2.5 休閒運動參與動機、休閒阻礙、休閒效益之關聯性 

    鍾偉志(2006)在認真性休閒與參與動機、休閒阻礙關係之研究―以網

球為例；吳盛文(2012)在新竹縣公立國中生休閒運動參與動機、阻礙因素

與休閒效益之研究；張淑美(2012)在臺北市立北投國民中學學生課後運動

參與動機及阻礙因素之研究；陳素芬(2014)在休閒運動參與動機、家庭支

持、休閒阻礙及休閒效益關係之研究―以網球活動為例；結果皆顯示休

閒運動參與動機與休閒阻礙呈現負向相關。綜合上述可知，休閒運動參

與動機與休閒阻礙具有負向相關，代表當個人休閒運動參與動機愈高時，

其休閒阻礙程度會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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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科驊(2006)在登山健行這休閒參與動機、持續涉入、休閒效益與幸

福感之相關研究；許美玉(2009)在以瑜珈參與者動機、休閒效益與幸福感

關係之研究；吳盛文(2012)在新竹縣公立國中生休閒運動參與動機、阻礙

因素與休閒效益之研究；呂美利(2103)在運動參與動機、運動設施滿意度、

休閒效益與生活品質之研究；陳素芬(2014)在休閒運動參與動機、家庭支

持、休閒阻礙及休閒效益關係之研究―以網球活動為例；林業展(2014)

在參與動機、休閒效益、工作滿足與工作績效關係之研究；結果皆顯示

休閒運動參與動機與休閒效益呈現正向相關。綜合上述可知，休閒運動

參與動機與休閒效益具有正向相關，代表當個人休閒運動參與動機愈高

時，其休閒效益程度會愈高。 

    廖國翔(2008)在以台北地區網球運動參與者休閒效益與休閒阻礙因

素之研究；洪連進(2009)在台北市運動中 心參與者休閒運動參與動機、

休閒運動阻礙及休閒運動效益之研究―以羽球、健身、舞蹈運動為例研

究；吳盛文(2012)在新竹縣公立國中生休閒運動參與動機、阻礙因素與休

閒效益之研究；陳素芬(2014)在休閒運動參與動機、家庭支持、休閒阻礙

及休閒效益關係之研究―以網球活動為例；結果皆顯示休閒阻礙與休閒

效益呈現負向相關。 綜合上述可知，休閒阻礙與休閒效益具有負向相關，

代表當個人休閒阻礙愈高時，其休閒效益程度會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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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前述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章說明研究設計：第一節研究架構；

第二節研究假設；第三節問卷設計；第四節預試對象及研究工具；第五

節研究對象及方法。 

 

3.1 研究架構                           

 

 

 

 

 

 

 

   

 

                                        H1,H2,H3 

                                                         

 

   

 

 

圖 3.1 研 究  架 構 圖 

休閒阻礙 

參與動機 

休閒效益 

H4 

H5 

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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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旨在嘹解休閒羽球活動參與者的參與動機、休閒阻礙與休閒

效益之間的關係，提出研究假說如下： 

H1：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1-1：不同性別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1-2：不同年齡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1-3：不同婚姻狀況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1-4：不同教育程度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1-5：不同職業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1-6：不同每月收入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1-7：不同羽球最高經歷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1-8：不同參與羽球活動頻率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1-9：不同每次參與時間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1-10：不同參加羽球活動經驗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1-11：不同平均每月在羽球配備之花費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 

    顯著差異。 

H1-12：不同參與同伴人數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1-13：不同參與同伴性質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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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4：不同參與羽球運動時段之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具顯著差異。 

H2：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1：不同性別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2：不同年齡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3：不同婚姻狀況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4：不同教育程度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5：不同職業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6：不同每月收入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7：不同羽球最高經歷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8：不同參與羽球活動頻率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9：不同每次參與時間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10：不同參加羽球活動經驗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11：不同平均每月在羽球配備之花費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 

     著差異。 

H2-12：不同參與同伴人數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13：不同參與同伴性質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2-14：不同參與羽球運動時段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阻礙具顯著差異。 

H3：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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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不同性別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 

H3-2：不同年齡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效益具顯著差異。 

H3-3：不同婚姻狀況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 

H3-4：不同教育程度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 

H3-5：不同職業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 

H3-6：不同每月收入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 

H3-7：不同羽球最高經歷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 

H3-8：不同參與羽球活動頻率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 

H3-9：不同每次參與時間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 

H3-10：不同參加羽球活動經驗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 

H3-11：不同平均每月在羽球配備之花費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 

     顯著差異。 

H3-12：不同參與同伴人數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 

H3-13：不同參與同伴性質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 

H3-14：不同參與羽球運動時段之羽球參與者的休閒效益具顯著差異。 

H4：羽球參與者之參與動機對休閒效益之間有顯著影響。 

H5：羽球參與者之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之間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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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問卷設計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便利抽樣的方式進行資料的收集，問卷

分成「基本資料」和「參與動機」、「休閒阻礙」、「休閒效益」等三個研

究變項。「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度、職業、每

月收入、羽球最高經歷、參與羽球活動頻率、每次參與時間、參與羽球

活動經驗、平均每月在羽球配備之花費、參與同伴人數、參與同伴性質、

參與運動的時段共 14 題。如表 3.1： 

表 3.1 問卷之基本資料 (本研究整理) 
 題項 測量尺度 參考 

來源 
 
 
 
 
基 
本 
資 
料 
 

1.性別 男、女  
 
 
 
 
 
 
 
 
 
自編 
 

2.年齡 18~23歲、24~29歲、30-35 歲、36-41 
歲、42~47 歲、48歲以上 

3.婚姻狀況 已婚、未婚、其他 

4.教育程度 高中職以下、 大專、研究所以上、其
他  

5.職業 學生、教職、公務人員、商、工、農
漁牧、自由業、其他 

6.每月收入 15,000元以下、 
15,001至 30,000元 
30,001至 45,000元 
45,001至 60,000元 
60,001至 75,000元 
75,001元以上 

7.羽球最高經歷  
 

國家代表隊、全運會或區運會、大運
會或大專盃、縣運或縣長盃、無 

8.參與羽球活動頻率 每天、2－3天、4－6天、 
1－2週、2 週以上 

9.每次參與時間 30分鐘、1小時、1－2小時、 
2小時以上 

10.參加羽球活動經驗 2年以下、3－5年、6－8年 
9年以上 

11.平均每月在羽球配 
   備之花費 

500元以下、501－1000元、 
1001以上 

12.參與同伴人數 1人、2 人、3人、4人以上 

13.參與同伴性質 家人、朋友、同事、同學、其他 

14.參與運動的時段 早上、下午、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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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動機量表」是參考鍾志強（2006）、陳子逸（2009）和郭進財

（2009）參與動機量表，以 Likert  Scale 五點計分評量表，題目有：讓

身體更健康、維持好身材、身體更舒適與輕鬆、生活有規律、維持或增

加體能、挑戰身體的極限、打發無聊時間、增進運動技術、紓解壓力、

視為社交活動、發揮自己的專長、喜歡運動競賽的氣氛、提升競爭力、

建立自己的信心、追求快樂與滿足興趣、滿足個人的好勝心，經專家問

卷審查修正後共有 17 題。如表 3.2： 

表 3.2 參與動機量表 (本研究整理) 

構 

面 

題項 測量尺度 參考 

來源 

 

 

 

參 

與 

動 

機 

01.讓身體更健康   

Likert 

五等量表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郭進財

（2009） 

陳子逸

（2009） 

鍾自強

（2006） 

 

02.維持好身材  

03.身體更舒適與輕鬆  

04.生活有規律  

05.維持或增加體能 

06.挑戰身體的極限  

07.打發無聊時間  

08.增進運動技術 

09.紓解壓力   

10.視為社交活動  

11.發揮自己的專長  

12.喜歡運動競賽的氣氛  

13.提升競爭力  

14.建立自己的信心 

15.追求快樂與滿足興趣 

16.滿足個人的好勝心 

17.朋友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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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阻礙量表」是參考鄭美珍（2013）、鍾偉志（2006）、林佑瑾（2003），

再依本研究之需要，經專家問卷審查修正後，以 Likert  Scale 五點計分

評量表，題目有：無法從羽球活動中獲得成就感、缺乏空閒時間來打羽

球、工作壓力太重，沒有多餘的精力參與、打羽球需要費用很高（如：

球拍配備、羽球耗材、場地費用等）、打羽球容易造成運動傷害、缺少適

合的球伴一起參加羽球活動、原本的球友不常參與、家人或朋友覺得羽

球活動並不適合我、球友之間互動氣氛不佳、沒有人邀約我一同去參與

羽球活動、朋友對打羽球缺乏興趣、等待打球的時間太長、想參與的羽

球活動場館距離太遠、想參與的羽球活動環境複雜，讓我沒有安全感、

羽球場內的空氣太悶熱、體育場館的服務人員態度不好、羽球場地設備

不佳，共 17 題，如表 3.3： 

表 3.3 休閒阻礙量表 (本研究整理) 

構 

面 

題項 測量尺度 參考 

來源 

 

 

 

休 

閒 

阻 

礙 

01.無法從羽球活動中獲得成就感  Likert 

五等量表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鄭美珍

（2013） 

鍾偉志

（2006） 

林佑瑾

（2003） 

02.缺乏空閒時間來打羽球 

03.工作壓力太重，沒有多餘的精力參與 

04.打羽球需要費用很高（如：球拍配備、

羽球耗材、場地費用等） 

05.打羽球容易造成運動傷害 

06.缺少適合的球伴一起參加羽球活動 

07.原本的球友不常參與 

08.家人或朋友覺得羽球活動並不適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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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球友之間互動氣氛不佳 

10.沒有人邀約我一同去參與羽球活動 

11.朋友對打羽球缺乏興趣 

12.等待打球的時間太長 

13.想參與的羽球活動場館距離太遠 

14.想參與的羽球活動環境複雜，讓我 

   沒有安全感 

15.羽球場內的空氣太悶熱 

16.體育場館的服務人員態度不好 

17.羽球場地設備不佳 

 

「休閒效益量表」是參考陳素芬（2014）、林呈樺（2012）、馬蘇惠

（2011），再依本研究之需要，經專家問卷審查修正，以 Likert  Scale 五

點計分評量表，題目有：精神變好了、預防保健、發揮自己的運動才能、

讓心情愉快、獲得自我肯定、增添生活樂趣、增加好友的聚會機會、拓

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增加團隊的凝聚力、和球友分享，討論、和球

友學習合作、忘記不愉快的事物、消除疲勞，紓解壓力、放鬆心情、發

洩情緒，舒暢身心、獲得成就感、保持身體健康、身材變好了、個人的

體能變好了、身體更靈活，舒暢，共 20 題如下表 3.4： 

 

 

 

表 3.3休閒阻礙量表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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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休閒效益量表 (本研究整理) 

構 

面 

題項 測量尺度 參考 

來源 

 

 

休 

閒 

效 

益 

01.精神變好了    

 

 

Likert 

五等量表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陳素芬

（2014） 

林呈樺

（2012） 

馬蘇惠

（2011） 

02.預防保健 

03.發揮自己的運動才能  

04.讓心情愉快   

05.獲得自我肯定   

06.增添生活樂趣  

07.增加好友的聚會機會  

08.拓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 

09.增加團隊的凝聚力  

10.和球友分享、討論 

11.和球友學習合作 

12.忘記不愉快的事物  

13.消除疲勞、紓解壓力  

14.放鬆心情  

15 發洩情緒、舒暢身心  

16.獲得成就感 

17.保持身體健康 

18.身材變好了  

19.個人的體能變好了 

20.身體更靈活、 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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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預試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再進行正式問卷試測前，於 2014 年 10 至 11 月進行預試問卷

調查，對象是居住在雲林縣西螺地區從事羽球活動之成年人，共發放 35

份問卷，回收並剔除無效問卷後共有 30 份有效問卷。預試問卷回收後，

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9.0 版套裝軟體進行項目分析。項目分析是測驗

發展最為根本的一項工作，其主要目的是在針對預試題目進行適切性的

評估（邱皓政，2002）。  

    本研究「參與動機量表」預試採用相關分析法(correlation analysis)和

決斷值（critical ratio；CR）進行預試量表題目的項目分析，以便篩選並

刪除相關或鑑別力較低的題目。如表 3.5： 

 

表 3.5 「參與動機量表」項目分析表 

NO                                             題 目 決斷值 相關係數    備註 

1 讓身體更健康 8.379**  0.490 

2 維持好身材 11.142**   0.601 

3 身體更舒適與輕鬆 10.349**   0.531 

4 生活有規律 10.154**   0.554 

5 維持或增加體能 11.872**   0.606 

6 挑戰身體的極限 14.736**   0.680 

7 打發無聊時間 9.748**   0.421      刪除 

8 增進運動技術 14.404**   0.682 

9 紓解壓力 12.314**   0.548      刪除 

10 視為社交活動 9.317**   0.514      刪除 

11 發揮自己的專長 15.751**   0.684 

12 喜歡運動競賽的氣氛 15.060**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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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參與動機量表」項目分析表(續) 

13 提升競爭力 14.868**   0.717 

14 建立自己的信心 15.088**   0.731 

15 追求快樂與滿足興趣 13.600**   0.588 

16 滿足個人的好勝心 11.129**   0.535 

17 朋友邀約 9.074**   0.546 

*p<.05, **p<.01 

 
 

 

   本研究「休閒阻礙量表」經相關分析法(correlation analysis)和決斷值

（critical ratio；CR）進行預試量表分析後，如表 3.6： 

 

表 3.6「休閒阻礙量表」項目分析表 

NO                                             題 目 決斷值  相關係數  備註 

1 無法從羽球活動中獲得成就感  13.687**   0.597 

2 缺乏空閒時間來打羽球 9.765**   0.491 

3 工作壓力太重 ， 沒有多餘的精力參與 13.450**   0.612 

4 打羽球需要費用很高  13.774**   0.611 

5 打羽球容易造成運動傷害 13.498**   0.586    刪除 

6 缺少適合的球伴一起參加羽球活動 11.681**   0.564    刪除 

7 原本的球友不常參與 11.958**   0.599    刪除 

8 家人或朋友覺得羽球活動並不適合我 11.529**   0.597 

9 球友之間互動氣氛不佳 15.953**   0.727 

10 沒有人邀約我一同去參與羽球活動 18.005**   0.724 

11 朋友對打羽球缺乏興趣 15.663**   0.693 

12 等待打球的時間太長 17.664** 0.719 

13 想參與的羽球活動場館距離太遠 13.254** 0.688 

14 想參與的羽球活動環境複雜，讓我沒有安全
感 

12.580**   0.669 

15 羽球場內的空氣太悶熱 13.044** 0.572 

16 體育場館的服務人員態度不好 13.128** 0.630 

17 羽球場地設備不佳 11.660** 0.567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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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效益量表」經相關分析法(correlation analysis)和決斷值（critical 

ratio；CR）進行預試量表分析後，如表 3.7： 

表 3.7 「休閒效益量表」項目分析表 

NO                                             題 目 決斷值 相關係數   備註 

1 精神變好了   13.070** 0.644 

2 預防保健 11.114** 0.614       刪除 

3 發揮自己的運動才能  12.610** 0.580 

4 讓心情愉快   18.203** 0.701 

5 獲得自我肯定   15.488** 0.709 

6 增添生活樂趣  17.040** 0.698 

7 增加好友的聚會機會  13.566** 0.681 

8 拓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 13.147** 0.669       刪除 

9 增加團隊的凝聚力  15.132** 0.685 

10 和球友分享、討論 14.734** 0.722 

11 和球友學習合作 13.548** 0.665 

12 忘記不愉快的事物  11.935** 0.630 

13 消除疲勞、紓解壓力  14.610** 0.684 

14 放鬆心情  17.614** 0.686 

15 發洩情緒、舒暢身心  14.993** 0.686 

16 獲得成就感 15.632** 0.673 

17 保持身體健康 15.983** 0.662 

18 身材變好了  13.354** 0.601 

19 個人的體能變好了 16.048** 0.707 

20 身體更靈活、 舒暢 16.274** 0.730 

  *p<.05, **p<.01 

 

「參與動機量表」經因素分析後發現第 7、9、10 題其三題未符合原

分類之規劃，故予以刪除，後保留剩下 14 題，將參與動機量表加以歸納

為二項因素。因素一「健康與適能」佔 26.576%，其題目為：1.維持好身

材、2.身體更健康、3.身體更舒適與輕鬆、4.生活有規律、5.維持或增加

體能、15.追求快樂與滿足興趣，共 6 題。因素二「追求卓越」佔 3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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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題目為：6.挑戰身體的極限、8.增進運動技術、10.視為社交活動、12.

喜歡運動競賽的氣氛、13.提升競爭力、14.建立自己的信心、16.滿足個人

的好勝心、17.朋友邀約，共 8 題。 

    因素分析完後，為進一步了解問卷的可靠性與有效性，要繼續進行

信度考驗分析。在李克特量表法中，常用的信度考驗方法為 Cronbach’s α

係數，如果一個量表的信度愈高，代表量表愈穩定。量表信度：本研究

量表之信度，採用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來分析，檢驗各項

目測量的特質是否具備同質性，經分析後因素一「追求卓越」Cronbach’s 

α值為 0.855，因素二「健康與體能」Cronbach’s α值為 0.882。如表 3.8： 

表 3.8 「參與動機量表」因素分析摘要表 

NO                                            題 目 
共同性 

因素一 

健康與體能 

因素二 

追求卓越 

1 讓身體更健康 0.729 0.853  

2 維持好身材 0.571 0.689  

3 身體更舒適與輕鬆 0.743 0.856  

4 生活有規律 0.533 0.683  

5 維持或增加體能 0.614 0.728  

6 挑戰身體的極限 0.566  0.658 

8 增進運動技術 0.536  0.649 

11 發揮自己的專長 0.639  0.772 

12 喜歡運動競賽的氣氛 0.744  0.845 

13 提升競爭力 0.757  0.847 

14 建立自己的信心 0.702  0.779 

15 追求快樂與滿足興趣 0.436 0.538  

16 滿足個人的好勝心 0.573  0.757 

17 朋友邀約 0.378  0.576 

特徵值  3.721 4.799 

解釋變異量  26.576 34.276 

累積解釋變異量  26.576 60.852 

分量表 Cronbach’s α  0.855 0.882 

Cronbach’s α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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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阻礙量表」第 5、6、7 題在因素分析後發現其三題未符合原

分類之規劃，故予以刪除，後保留剩下 14 題，將休閒阻礙量表加以歸納

為三項因素。因素一「個人內在阻礙」佔 16.584%，其題目為：1.無法從

羽球活動中獲得成就感、2.缺乏空閒時間來打羽球、3 .工作壓力太重，沒

有多餘的精力參與，共 3 題。因素二「結構性阻礙」佔 25.537%，其題目

為第：4.家人或朋友覺得羽球活動並不適合我、8.打羽球需要費用很高、

14.想參與的羽球環境複雜，沒有安全感、15.羽球場內的空氣太悶熱、16. 

體育場館的服務人員態度不好、17.羽球場地設備不佳，共 6 題。因素三

「人際間阻礙」佔 24.921%，其題目為：9.球友之間互動氣氛不佳、10.

沒有人邀約我一同去參與羽球活動、11.朋友對打羽球缺乏興趣、12.等待

打球的時間太長、13.想參與的羽球活動場館距離太遠，共 5 題。 

經 Cronbach’s a 係數檢定，因素一「個人內在阻礙」Cronbach’s α值

為 0.785，因素二「結構性阻礙」Cronbach’s α值為 0.853，因素三「人際

間阻礙」Cronbach’s α值為 0.894。如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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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休閒阻礙量表」因素分析摘要表 

N

O                                            

題 目 

共同性 

因素一 

個人內
在阻礙 

因素二 

結構性
阻礙 

因素三 

人際間
阻礙 

1 無法從羽球活動中獲得成就感  0.525 0.541    

2 缺乏空閒時間來打羽球 0.806 0.883    

3 工作壓力太重 ， 沒有多餘的精力
參與 

0.808 0.849    

4 打羽球需要費用很高  0.447  0.478   

8 家人或朋友覺得羽球活動並不適
合我 

0.482  0.583   

9 球友之間互動氣氛不佳 0.756   0.758 

10 沒有人邀約我一同去參與羽球活

動 
0.788   0.815 

11 朋友對打羽球缺乏興趣 0.727   0.799 

12 等待打球的時間太長 0.685   0.684 

13 想參與的羽球活動場館距離太遠 0.618   0.632 

14 想參與的羽球環境複雜，沒有安
全感 

0.692  0.723  

15 羽球場內的空氣太悶熱 0.703  0.814  

16 體育場館的服務人員態度不好 0.759  0.832  

17 羽球場地設備不佳 0.591  0.662  

特徵值  2.322 3.575 3.489 

解釋變異量  16.584 25.537 24.921 

累積解釋變異量  16.584 42.121 67.042 

分量表 Cronbach’s α  0.785 0.853 0.894 

Cronbach’s α  0.917 

 

「休閒效益量表」第 2、8 題經因素分析後發現其二題未符合原分類

之規劃，故予以刪除，後保留剩下 18 題，將休閒效益量表加以歸納為二

項因素。因素一「個人效益」佔 31.520%，其題目為：1.精神變好了、4.

讓心情愉快、6.增添生活樂趣、13.消除疲勞，紓解壓力、14.放鬆心情、

15.發洩情緒，舒暢身心、16.獲得成就感、18.身材變好了、19.個人的體

能變好了、20.身體更靈活、舒暢，共 10題。因素二「社交效益」佔 2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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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題目為：3.發揮自己的運動才能、5.獲得自我肯定、7.增加好友的聚會

機會、9.增加團隊的凝聚力、10.和球友分享，討論、11.和球友學習合作、

12. 忘記不愉快的事物、17. 保持身體健康，共 8 題。 

經Cronbach’s a 係數檢定，因素一「個人效益」Cronbach’s α值為 0.909，

因素二「社交效益」Cronbach’s α值為 0.882。如表 3.10： 

 

表 3.10「休閒效益量表」因素分析摘要表 
NO                                            題 目 共同性 

因素一 
個人效益 

因素二 
社交效益 

1 精神變好了   0.489 0.615  
3 發揮自己的運動才能  0.429  0.585 
4 讓心情愉快   0.57 0.610  
5 獲得自我肯定   0.593  0.660 
6 增添生活樂趣  0.566 0.590  
7 增加好友的聚會機會  0.604  0.703 
9 增加團隊的凝聚力  0.66  0.778 
10 和球友分享、討論 0.682  0.791 
11 和球友學習合作 0.726  0.808 
12 忘記不愉快的事物  0.606  0.726 
13 消除疲勞、紓解壓力  0.512 0.641  
14 放鬆心情  0.682 0.790  
15 發洩情緒、舒暢身心  0.705 0.810  
16 獲得成就感 0.693 0.798  
17 保持身體健康 0.544  0.652 
18 身材變好了  0.544 0.673  
19 個人的體能變好了 0.59 0.694  
20 身體更靈活、 舒暢 0.674 0.758  
特徵值  5.674 5.196 
解釋變異量  31.520 28.865 

累積解釋變異量  31.520 60.384 
分量表 Cronbach’s α  0.909 0.882 

Cronbach’s α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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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研究對象及工具 

    本研究是以雲林縣休閒羽球參與者為研究對象，隨機抽樣地區以雲林

縣立羽球館、虎尾同心公園羽球館以及設有羽球場的學校以及非特於球場

從事羽球活動者為主。共計發放 350 份問卷，回收問卷 330 份，回收有效

問卷 279份，有效回收率為 84.5%。研究目的是探討休閒運動的參與動機、

休閒阻礙與休閒效益之間的關係，以量化的方式進行分析，其使用工具有：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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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論 

    本章依據第三章研究設計之各項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瞭解羽球運

動參與者參與動機、休閒阻礙與休閒效益現況，其內容將依研究結果之

不同依序呈現並加以敘述，因此根據本研究問題的順序，將研究結果分

為以下五節來呈現。第一節基本資料分析討論；第二節不同背景變項的

羽球參與者與參與動機現況之因素差異分析；第三節不同背景變項的羽

球參與者與休閒阻礙現況之因素差異分析；第四節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

參與者與休閒效益之因素差異分析；第五節參與動機、休閒阻礙與休閒

效益之關聯性分析。 

 

4.1 基本資料分析討論 

1.性別：「男生」佔 77.06％，「女生」佔 22.94％；男生人數約是女生人 

  數的 3 倍。 

2.年齡：「18~23 歲」是樣本數最少的佔 10.75％；「24~29 歲」佔 11.47 

  ％；「30~35 歲」人數最多佔 22.58％；「36~41 歲」佔 21.15％； 

 「42~47 歲」佔 15.77％；「48 歲以上」佔 18.28％。 

3.婚姻狀況：「已婚」樣本數最多佔 65.59％；「未婚」佔 33.69％，「其他」 

佔 0.72％。 

4.教育程度：「高中職以下」佔 11.11％；「大專」佔 58.42％是樣本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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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其次是「研究所以上」佔 29.75％，「其他」佔 0.72％。 

5.職業：「學生」佔 9.68％；「教職」佔 15.78％；「公務人員」佔 6.81％ 

  是樣本數最多的族群；「商」佔 10.04％；「公」佔 11.11％；「農漁牧」

佔 2.87％是樣本數最少的；「自由業」佔 6.09％；「其他」 佔 7.53％。 

6.每月收入：「15000 元以下」佔 11.47％；「15001~30000 元」佔 10.04 

％；「30001~45000 元」佔 29.39％；「45001~60000 元」佔樣本數 

最多 30.11％；「60001~75000 元」佔 14.70％；「75001 元以上」 

佔樣本數最少 4.30％。 

7.羽球最高經歷：「國家代表隊」佔 4.30％；「全運會或區運會」佔 3.23 

％；「大運會或大專杯」佔 11.47％；「縣運或縣長盃」佔 19.00％； 

「無」佔 62.01％，代表大多數的樣本是沒有正式參賽經驗。 

8.平均參與羽球活動：「每天」佔 10.04％；樣本數最多是「2~3 天」佔 

  48.75％；「4~6 天」佔 12.90％；「1~2 周」佔 13.62％；「2 周以上」佔

14.70％ 

9.每次參與羽球活動時間：樣本數最少「30 分」佔 8.60％；「1 小時」佔 

  17.20％；樣本數最多「1~2 小時」佔 43.37％；「2 小時以上」佔 30.82

％。 

10.參加羽球活動經驗：「2 年以下」佔 15.05％；「3~5 年」佔 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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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年」佔 15.05％；「9 年以上」佔 41.58％，代表樣本數是以 

  球齡超過 9 年以上的最多。 

11.平均一個月花費在羽球配備之費用：「500 元以下」樣本數最多佔 

38.35％；「501~1000 元」佔 37.99％；「1001 元以上」佔 23.66％；。 

12.平常羽球活動同伴人數：「1 人」佔 3.58％；「2 人」佔 9.32％；「3 人」

佔 5.73％；「4 人以上」佔 81.36％，顯示打羽球需要多位同伴共同參與。 

13.平常羽球活動同伴性質：「家人」佔 6.81％；「朋友」最多佔 50.90％； 

 「同事」佔 26.52％；「同學」佔 7.89％；「其他」佔 7.89％。 

14.參與羽球運動時間：「早上」佔 5.73％；「下午」佔 24.73％；「晚上」 

  最多佔 69.53％。 

    受訪者以男生已婚者占大多數，年齡以 30~35 歲和 36~41 歲者為主，

教育程度以大專最多，職業以教職族群居多，每月收入以 45001~60000

元和 30001~45000 各佔三成，大多數的羽球運動參與者沒有正式比賽經

歷，約有一半的受訪者平均 2~3 天參與羽球活動，每次參與時間以 1~2

小時為多數，有四成受訪者羽球球齡 9 年以上，平均每月在羽球配備之

花費 500 元以下和 501~1000 元各佔約四成，打球的同伴通常是 4 人以上

的朋友，喜歡利用晚上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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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基本資料之人數分析表 
背景變項 項  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215 77.06  

女生 64 22.94  

年齡 

18~23 歲 30 10.75  

24~29 歲 32 11.47  

30~35 歲 63 22.58  

36~41 歲 59 21.15  

42~47 歲 44 15.77  

48 歲以上 51 18.28  

婚姻狀況 

已婚 183 65.59  

未婚 94 33.69  

其他 2 0.72  

教育程度 

高中職以下 31 11.11  

大專 163 58.42  

研究所以上 83 29.75  

其他 2 0.72  

職業 

學生 27 9.68  

教職 128 45.88  

公務人員 19 6.81  

商 28 10.04  

公 31 11.11  

農漁牧 8 2.87  

自由業 17 6.09  

其他 21 7.53 

每月收入 

15000 元以下 32 11.47  

15001~30000 元 28 10.04  

30001~45000 元 82 29.39  

45001~60000 元 84 30.11  

60001~75000 元 41 14.70  

75001 元以上 12 4.30  

羽球最高經歷 

國家代表隊 12 4.30  

全運會或區運會 9 3.23  

大運會或大專杯 32 11.47  

縣運或縣長盃 53 19.00  

無 173 62.01  

平均參與羽球活動 

每天 28 10.04  

2~3 天 136 48.75  

4~6 天 36 12.90  

1~2 週 38 13.62  

2 週以上 41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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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基本資料之人數分析表(續) 

每次參與羽球活動時間 

30 分 24 8.60  

1 小時 48 17.20  

1~2 小時 121 43.37  

2 小時以上 86 30.82  

參加羽球活動經驗 

2 年以下 42 15.05  

3~5 年 79 28.32  

6~8 年 42 15.05  

9 年以上 116 41.58  

平均一個月花費在羽球配
備之費用 

500 元以下 107 38.35  

501~1000 元 106 37.99  

1001 元以上 66 23.66  

平常羽球活動同伴人數 

1 人 10 3.58  

2 人 26 9.32  

3 人 16 5.73  

4 人以上 227 81.36  

平常羽球活動同伴性質 

家人 19 6.81  

朋友 142 50.90  

同事 74 26.52  

同學 22 7.89  

其他 22 7.89  

通常參與羽球運動時間 

早上 16 5.73  

下午 69 24.73  

晚上 194 69.53  

 

 

4.2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與參與動機現況之因素差異分析 

    由結果顯示「健康與體能」構面平均數 4.32 分大於「追求卓越」構

面平均數 3.96 分，所以「健康與體能」>「追求卓越」；就各因素構面而

言，健康與體能以「讓身體更健康」平均數 4.45 分為最高，而「生活有

規律」平均數 4.19 分為最低；追求卓越以「增進運動技術」平均數 4.13

分為最高，而「滿足個人的好勝心」平均數 3.64 分為最低。顯示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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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羽球活動，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藉由運動提升的體能，更希望能讓身

體更健康，其次才是期望參與過程中能提升自己的技能。 

 

表 4.2 「參與動機」量表之描述性統計 

構 

面 

   NO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讓身體更健康 4.45 0.61 

健  2 維持好身材 4.23 0.71 

康  3 身體更舒適與輕鬆 4.33 0.61 

與  4 生活有規律 4.19 0.70 

體  5 維持或增加體能 4.36 0.61 

能  15 追求快樂與滿足興趣 4.33 0.68 

 構面 一     健康與體能 4.32  

  6 挑戰身體的極限 3.96 0.84 

追  8 增進運動技術 4.13 0.79 

求  11 發揮自己的專長 4.11 0.73 

卓  12 喜歡運動競賽的氣氛 3.98 0.82 

越  13 提升競爭力 3.88 0.85 

  14 建立自己的信心 4.08 0.77 

  16 滿足個人的好勝心 3.64 0.97 

  17 朋友邀約 4.12 0.79 

 構面 二      追求卓越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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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結果顯示，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婚姻狀況、不同教育程度

的羽球運動參與者在參與動機沒有顯著影響，代表性別、年齡、婚姻狀

況、教育程度並非影響羽球運動參與者參與動機的因素，此研究結果與

過去相關研究（李仲仁，2012；吳勤榮，2012；林業展，2014）相符。

不同職業及不同每月收入的羽球運動參與者在參與動機具顯著影響。經

雪費法比較自由業羽球運動參與者之參與動機顯著高於教職羽球運動參

與者；每月收入 15000 元以下與每月收入 30001~45000 元羽球運動參與

者顯著高於每月收入 75001 元以上羽球運動參與者。 

 不同最高經歷、不同參加羽球活動經驗及不同每月平均花費的羽球

運動參與者在參與動機沒有顯著影響；而不同參與頻率、不同參與時間

的羽球運動參與者在參與動機具顯著影響。經雪費法比較，平均參與羽

球活動時間 2~3 天羽球運動參與者顯著高於平均 2 週以上羽球運動參與

者；每次參與羽球活動時間 1 小時、每次參與羽球活動時間 1~2 小時與

每次參與羽球活動時間 2 小時以上羽球運動參與者之參與動機顯著高於

每次參與羽球活動時間 30 分羽球運動參與者，且每次參與羽球活動時間

2小時以上羽球運動參與者顯著高於每次參與羽球活動時間1小時與每次

參與羽球活動時間 1~2 小時羽球運動參與者。不同參與同伴人數、不同

參與同伴性質及不同參與時段在參與動機沒有顯著影響。表示同伴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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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性質及參與時段不是影響參與動機的因素。 

    羽球是項全民運動，參與對象不限男女，雖然不同年齡在平均得分

有所差異，但經雪費法比較並無明顯影響，代表羽球運動適合各種年齡

層，從學齡前學童至退休後的銀髮族都能參與這項運動，雖然羽球運動

強度多少會因年齡而有所改變，但不會因此就受影響，喜愛羽球運動者

在婚後雖然會因家庭因素受影響，但在羽球場上常常可看到許多喜愛羽

球的參與者將這項運動當成一項親子活動，而在教育程度上也沒有學歷

的限制，所以參與者不會因教育程度而影響其參與動機。自由業在參與

羽球運動的時間較教職人員彈性，所以有較高的動機；而受訪者雖然以

中高收入者居多，但在參與動機方面中低收入者卻明顯高於高收入者，

表示羽球運動是屬於平民運動，並非高消費的運動，且中低收入者在參

與的過程會更積極投入。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張清和，2013；

呂美利，2013）相符。 

    羽球運動參與者之參與動機並非以參加比賽得獎為前提，而平均 2~3

天>2周以上，可見參與頻率越高動機就越大；參與時間與參與動機成正

比，投入時間越多動機越大，受訪者願意花較長的時間來打羽球，則不

僅代表動機高且熱愛投入此項運動；羽球運動是老少皆宜，故喜愛羽球

運動者不會因為球齡影響其動機；而在每月平均花費上，雖然參與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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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需有裝備、場地費等負擔，但在比起其他高消費性的運動，羽球的

花費較平價親民，較不影響其參與的意願。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

（鍾偉志，2006；吳盛文，2012；呂美利，2013）相符。 

表 4.3 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與參與動機因素之顯著性差異分析 

 人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F 值 

p 值 備註 

性別 男 215 4.10 0.51 -1.125 0.262  

女 64 4.18 0.54   

年齡 1. 18~23 歲 30 4.36 0.44 2.866  0.015*   
 

scheffe 
NA 

2. 24~29 歲 32 4.17 0.48   

3. 30~35 歲 63 4.08 0.50   

4. 36~41 歲 59 4.18 0.53   

5. 42~47 歲 44 3.98 0.44   

6. 48 歲以上 51 3.99 0.59   

婚姻
狀況 

1. 已婚 183 4.08 0.53 1.622 0.199  
N 2. 未婚 94 4.18 0.49   

3. 其他 2 3.71 0.20   

教育
程度 

1. 高中職以下 31 4.18 0.56 2.234  0.084   
scheffe 

N 
2. 大專 163 4.16 0.48   

3. 研究所以上 83 3.99 0.56   

4. 其他 2 4.21 0.40   

職業 

1. 學生 27 4.34 0.44 4.092  0.000**  

scheffe 
7>2 

2. 教職 128 3.99 0.50   

3. 公務人員 19 3.99 0.58   

4. 商 28 4.19 0.44   

5. 公 31 4.27 0.55   

6. 農漁牧 8 4.16 0.42   

7. 自由業 17 4.48 0.48   

8. 其他 21 4.04 0.48   

收入
每月 

1. 15000 元以下 32 4.31 0.50 5.043  0.000**  

scheffe 
3>6 
1>6 

2. 15001~30000 元 28 4.01 0.50   

3. 30001~45000 元 82 4.25 0.48   

4. 45001~60000 元 84 4.06 0.45   

5. 60001~ 75000 元 41 3.96 0.50   

6. 75001 元以上 12 3.71 0.90   

最高
經歷 

1.國家代表隊 12 4.19 0.32 1.950  0.102   
N 2.全運會或區運會 9 4.10 0.59   

3.大運會或大專杯 32 4.33 0.45   
4.縣運或縣長盃 53 4.11 0.43   

5.無 173 4.06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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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與參與動機因素之顯著性差異分析(續) 

參與
頻率 

1. 每天 28 4.18 0.70 4.290 0.002**  
scheffe 

2>5 
2. 2~3 天 136 4.20 0.46   

3. 4~6 天 36 4.10 0.49   

4. 1~2 週 38 4.07 0.53   

5. 2 週以上 41 3.84 0.51   

參與
時間 

1. 30 分 24 3.70 0.54 10.936  0.000**  scheffe 
3>1 
4>1 
4>2 
4>3 
2>1 

2. 1 小時 48 4.04 0.51   

3. 1~2 小時 121 4.07 0.50   

4. 2 小時以上 86 4.31 0.46   

參加
羽球
活動
經驗 

1. 2 年以下 42 3.98 0.50 1.656  0.177   
scheffe 

N 
2. 3~5 年 79 4.16 0.51   

3. 6~8 年 42 4.21 0.40   

4. 9 年以上 116 4.09 0.56   

每月
平均
花費 

1.500 元以下 107 4.00 0.51 3.966  0.020*  scheffe 
NA 2.501~1000 元 106 4.17 0.51   

3.1001 元以上 66 4.20 0.52   

參與
同伴
人數 

1.1 人 10 3.86 0.53 3.293  0.021*  scheffe 
NA 2.2 人 26 3.87 0.62   

3.3 人 16 4.10 0.50   

4.4 人以上 227 4.15 0.50   

參與
同伴
性質 

1.家人 19 3.94 0.67 1.697  0.151   
N 2.朋友 142 4.11 0.51   

3.同事 74 4.08 0.48   

4.同學 22 4.32 0.44   

5.其他 22 4.19 0.56   

參與
時段 

1.早上 16 4.15 0.45 0.485  0.617  N 

2.下午 69 4.06 0.50   

3.晚上 194 4.13 0.53   

*p < .05, **p < .01 

 

4.3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與休閒阻礙現況之因素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個人內在阻礙」構面平均數 2.61 分，「結構性阻礙」構面

平均數 2.36 分，「人際間阻礙」構面平均數 2.39 分。就各因素構面而言，

個人內在阻礙以「缺乏空閒時間來打羽球」平均數 2.89 分為最高，而「無

法從羽球活動中獲得成就感」平均數 2.36 分為最低；結構性阻礙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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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需要費用很高 」平均數 2.53 分為最高，而「想參與的羽球環境複雜，

沒有安全感」平均數 2.11 分為最低；人際間阻礙以「朋友對打羽球缺乏

興趣 」平均數 2.48 分為最高，而「球友之間互動氣氛不佳」平均數 2.25

分為最低。表示個人內在阻礙大與人際間阻礙及結構性阻礙，而受訪者

最常碰到的阻礙是沒時間打球、打球需要花費、沒有球伴可共同參與。 

 

 

表 4.4 「休閒阻礙」量表之描述性統計 

構面  

 

NO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個人內在  1 無法從羽球活動中獲得成就感  2.36  0.91  

阻礙  2 缺乏空閒時間來打羽球 2.89  1.09  

 3 工作壓力太重 ， 沒有多餘的精力參與 2.58  1.06  

構面一  個人內在阻礙 2.61  

結構性  4 打羽球需要費用很高  2.53  0.98  

阻礙 

 

 8 家人或朋友覺得羽球活動並不適合我 2.37  0.92  

 14 想參與的羽球環境複雜，沒有安全感 2.11  0.87  

 15 羽球場內的空氣太悶熱 2.45  1.04  

 16 體育場館的服務人員態度不好 2.25  0.92  

 17 羽球場地設備不佳 2.45  1.01  

構面二  結構性阻礙 2.36  

人際間  9 球友之間互動氣氛不佳 2.25  0.97  

阻礙  10 沒有人邀約我一同去參與羽球活動 2.42  0.98  

  11 朋友對打羽球缺乏興趣 2.48  0.93  

  12 等待打球的時間太長 2.46  0.96  

  13 想參與的羽球活動場館距離太遠 2.34  1.00  

構面三   人際間阻礙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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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結果顯示，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婚姻狀況、不同教育程度的

羽球運動參與者在休閒阻礙沒有顯著影響，代表羽球運動是不分男女、

不分貴賤、老少皆宜的全民運動，所以在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及教育

程度上較不受限制，也不是影響羽球運動參與者休閒阻礙的因素，此研

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李仲仁，2012；林業展，2014）相符。 

    不同職業及不同每月收入的羽球運動參與者在休閒阻礙具顯著影響。

經雪費法比較發現，職業農漁牧羽球運動參與者阻礙顯著高於職業教職

羽球運動參與者；而每月收入 30001~45000 元羽球運動參與者顯著高於

每月收入 60001~75000元羽球運動參與者。農漁牧業的羽球運動參與者，

易有花費太高及找不到場地等問題阻礙，教職則因為大多數學校有羽球

場地可以使用，較沒有場地費的疑慮；中低收入者，雖有較高的參與動

機，但易受到花費的限制而產生阻礙。 

 不同最高經歷、不同參與頻率及不同參與時間的羽球運動參與者在

休閒阻礙沒有顯著影響；而不同參加羽球活動經驗的羽球運動參與者在

休閒阻礙具顯著影響，經雪費法比較，參加羽球活動經驗 3~5 年羽球運

動參與者休閒阻礙顯著高於參加羽球活動經驗 6~8 年羽球運動參與者。

顯示受訪者參與羽球運動的目的不是為了參加比賽，且不會因比賽經驗

而產生休閒阻礙；在參與頻率及參與時間方面，也並非是影響休閒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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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因素；而球齡較久之受訪者，因經驗越久其興趣越濃厚，所以不管是

個人內在、結構性或人際間的阻礙皆不受限制。 

    不同每月平均花費、不同參與同伴人數及不同參與同伴性質在休閒

阻礙沒有顯著影響；而不同參與時段的羽球運動參與者在休閒阻礙具顯

著影響，經雪費法比較，晚上參與羽球運動的參與者休閒阻礙顯著高於

下午參與羽球運動者。表示每月平均花費、同伴人數及同伴性質不是影

響休閒阻礙的因素；大多數受訪者喜歡利用晚上用完餐後再做運動，而

同時段打球的人數太多會有場地不敷使用的問題，且晚上是家庭時間，

若參與時間太長或頻率太高，容易衍生家庭問題。 

表 4.5 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與休閒阻礙因素之顯著性差異分析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F值 

p 值 備註 

性別 男 215 2.44 0.66 0.428 0.669  

女 64 2.39 0.72   

年齡 1.18~23 歲 30 2.53 0.87 0.498 0.777   

 

N 

2.24~29 歲 32 2.35 0.65   

3.30~35 歲 63 2.36 0.62   

4.36~41 歲 59 2.45 0.73   

5.42~47 歲 44 2.40 0.61   

6.48 歲以上 51 2.49 0.64   

婚姻

狀況 

1.已婚 183 2.44 0.64 0.750  0.473   

N 2.未婚 94 2.40 0.74   

3.其他 2 2.96 1.06   

教育

程度 

1.高中職以下 31 2.46 0.77 1.252  0.291   

N 2.大專 163 2.47 0.64   

3.研究所以上 83 2.34 0.70   

4.其他 2 1.79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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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與休閒阻礙因素之顯著性差異分析(續) 

職業 1.學生 27 2.62  0.84  3.795  0.001**   

 

 

scheffe 

6>2 

2.教職 128 2.26 0.59    

3.公務人員 19 2.69 0.68   

4.商 28 2.50  0.63    

5.公 31 2.50  0.67    

6.農漁牧 8 3.16  0.78    

7.自由業 17 2.60 0.75   

8.其他 21 2.32 0.57    

每月

收入 

1.15000 元以下 32 2.43 0.71 4.104  0.001**   

 

scheffe 

3>5 

2.15001~30000 元 28 2.56  0.69   

3.30001~45000 元 82 2.63 0.73    

4.45001~60000 元 84 2.32 0.61    

5.60001~75000 元 41 2.12  0.47   

6.75001 元以上 12 2.52  0.74    

最高

經驗 

1.國家代表隊 12 2.02 0.60 2.286  0.060   

 

N 

2.全運會或區運會 9 2.33 0.33   

3.大運會或大專杯 32 2.29 0.67   

4.縣運或縣長盃 53 2.35  0.64   

5.無 173 2.51 0.69    

參與

頻率 

1.每天 28 2.33 0.86 0.660  0.620   

 

 

N 

 

2.2~3 天 136 2.48 0.64   

3.4~6 天 36 2.47 0.74   

4.1~2 週 38 2.35 0.70   

5.2 週以上 41 2.34 0.58   

參與

時間 

1.30 分 24 2.33 0.44 0.232  0.874   

 

N 

2.1 小時 48 2.40 0.71   

3.1~2 小時 121 2.45 0.63   

4.2 小時以上 86 2.42 0.77   

參加

羽球

活動

經驗 

1.2 年以下 42 2.47 0.59 3.427  0.018   

scheffe 

2>3 

2.3~5 年 79 2.60 0.77   

3.6~8 年 42 2.23 0.63   

4.9 年以上 116 2.36 0.63   

每月

平均

花費 

1.500 元以下 107 2.34 0.61 1.976  0.141   

N 2.501~1000 元 106 2.52 0.71   

3.1001 元以上 66 2.42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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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與休閒阻礙因素之顯著性差異分析(續) 

參與

同伴

人數 

1.1 人 10 2.63 0.53 0.747  0.525   

N 2.2 人 26 2.41 0.42   

3.3 人 16 2.23 0.73   

4.4 人以上 227 2.43 0.70   

參與

同伴

性質 

1.家人 19 2.52 0.38 2.830  0.025*   

scheffe 

NA 

2.朋友 142 2.48 0.70   

3.同事 74 2.22 0.60   

4.同學 22 2.66 0.81   

5.其他 22 2.48 0.68   

參與

時段 

1.早上 16 2.20 0.64 5.298  0.006**  scheffe 

3>2 2.下午 69 2.24 0.53   

3.晚上 194 2.51 0.71   

*p < .05, **p < .01 

    

 

4.4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與休閒效益現況之因素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個人效益」構面平均數 4.26 分，「社交效益」構面平均

數 4.21 分。個人效益以「放鬆心情」平均數 4.42 分為最高，而「身材變

好了」平均數 4.07 分為最低；社交效益以「保持身體健康」平均數 4.36

分為最高，而「發揮自己的運動才能」平均數 4.06 分為最低。現代人生

活壓力大，所以參與羽球運動主要是希望能藉由運動來放鬆心情及保持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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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休閒效益」量表之描述性統計 

構面  

 

NO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精神變好了   4.29  0.52  

個  4 讓心情愉快   4.38  0.57  

人  6 增添生活樂趣  4.35  0.60  

效  13 消除疲勞、紓解壓力  4.36  0.57  

益  14 放鬆心情  4.42  0.56  

  15 發洩情緒、舒暢身心  4.35  0.60  

  16 獲得成就感 4.11  0.73  

  18 身材變好了  4.07  0.77  

  19 個人的體能變好了 4.27  0.65  

  20 身體更靈活、 舒暢 4.34  0.59  

構面一    個人效益                            4.26 

  3 發揮自己的運動才能  4.06  0.72  

社  5 獲得自我肯定   4.19  0.65  

交  7 增加好友的聚會機會  4.29  0.65  

效  9 增加團隊的凝聚力  4.15  0.71  

益  10 和球友分享、討論 4.16 0.71  

  11 和球友學習合作 4.24  0.64  

  12 忘記不愉快的事物 4.25  0.64  

  17 保持身體健康 4.36  0.62  

構面二    社交效益                            4.21 

 

 

 由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羽球運動參與者在休閒效益有顯著影響，

而不同年齡、不同婚姻狀況及不同教育程度的羽球運動參與者在休閒效

益沒有顯著影響，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林業展，2014）相符。

雖然受訪者的女性樣本不多，但喜歡參與羽球活動的女生，把這項運動

當成是一種社交活動，藉由打球來認識新朋友；年齡、婚姻狀況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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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並非影響羽球運動參與者休閒效益因素的因素，與前述參與動機的

結果相符，代表羽球運動適合各種年齡層是項適合全民的運動，不會因

年齡、婚姻狀況及教育程度影響其休閒效益。 

不同職業、不同每月收入及不同最高經歷的羽球運動參與者在休閒

效益沒有顯著影響。表示職業、每月收入及最高經歷不是影響休閒效益

之因素；喜愛羽球運動者，是享受運動的樂趣不是以職業區分，也不是

有錢人的運動，更不是參賽為前提。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吳科

驊，2006；林業展，2014）相符。 

在不同參與頻率及不同參加羽球活動經驗的羽球運動參與者在休閒

效益沒有顯著影響；不同參與時間的羽球運動參與者在休閒效益具顯著

影響，經雪費法比較，每次參與時間 2 小時以上的羽球運動參與者休閒

效益顯著高於每次參與羽球活動時間 30 分羽球運動參與者。喜愛羽球運

動者，不會因為參與的頻率和經驗而影響樂趣跟效益，而打球的時間越

長，代表與同伴相處和投入的興趣也較多，獲得的效益也越大。不同每

月平均花費、不同參與同伴人數、不同參與同伴性質及不同參與時段在

休閒效益沒有顯著影響；表示每月平均花費、同伴人數、同伴性質及參

與時段不是影響休閒效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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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與休閒效益因素之顯著性差異分析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F 值 

p 值 備註 

性別 男 215 4.22 0.46 -2.153  0.032*   

女 64 4.37 0.44   

年齡 1.18~23 歲 30 4.35 0.50 1.559  0.172   

 

N 

2.24~29 歲 32 4.32 0.47   

3.30~35 歲 63 4.25 0.44   

4.36~41 歲 59 4.31 0.47   

5.42~47 歲 44 4.13 0.42   

6.48 歲以上 51 4.23 0.45   

婚姻

狀況 

1.已婚 183 4.25 0.45 1.811  0.165   

N 2.未婚 94 4.28 0.46   

3.其他 2 3.72 0.39   

教育

程度 

1.高中職以下 31 4.27 0.53 1.358  0.256   

N 2.大專 163 4.28 0.44   

3.研究所以上 83 4.20 0.45   

4.其他 2 4.72 0.00   

職業 1.學生 27 4.31 0.48 1.340  0.232   

 

 

N 

2.教職 128 4.20 0.46   

3.公務人員 19 4.19 0.45   

4.商 28 4.26 0.42   

5.公 31 4.36 0.40   

6.農漁牧 8 4.27 0.50   

7.自由業 17 4.48 0.45   

8.其他 21 4.27 0.48   

每月

收入 

1.15000 元以下 32 4.44 0.45 2.661  0.023*   

 

scheffe 

NA 

2.15001~30000 元 28 4.16 0.44   

3.30001~45000 元 82 4.29 0.48   

4.45001~60000 元 84 4.27 0.40   

5.60001~75000 元 41 4.10 0.48   

6.75001 元以上 12 4.23 0.55   

最高

經驗 

1.國家代表隊 12 4.23 0.41 1.019  0.398   

 

N 

2.全運會或區運會 9 4.17 0.73   

3.大運會或大專杯 32 4.39 0.42   

4.縣運或縣長盃 53 4.27 0.40   

5.無 173 4.24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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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與休閒效益因素之顯著性差異分析(續) 

參與

頻率 

1.每天 28 4.35 0.48 1.582 0.179  

 

N 

2.2~3 天 136 4.30 0.43   

3.4~6 天 36 4.19 0.53   

4.1~2 週 38 4.23 0.40   

5.2 週以上 41 4.14 0.49   

參與

時間 

1.30 分 24 4.01 0.40 3.856  0.010*   

scheffe 

4>1 

2.1 小時 48 4.27 0.44   

3.1~2 小時 121 4.23 0.44   

4.2 小時以上 86 4.35 0.48   

參加

羽球

活動

經驗 

1.2 年以下 42 4.14 0.48 1.199  0.310   

N 2.3~5 年 79 4.28 0.48   

3.6~8 年 42 4.28 0.37   

4.9 年以上 116 4.28 0.46   

每月

平均

花費 

1.500 元以下 107 4.20 0.47 2.486  0.085   

N 2.501~1000 元 106 4.24 0.43   

3.1001 元以上 66 4.37 0.47   

參與

同伴

人數 

1.1 人 10 4.2 0.48 0.879  0.452   

N 2.2 人 26 4.14 0.53   

3.3 人 16 4.19 0.54   

4.4 人以上 227 4.28 0.44   

參與

同伴

性質 

1.家人 19 4.30 0.50 1.846  0.120   

 

N 

2.朋友 142 4.28 0.43   

3.同事 74 4.15 0.47   

4.同學 22 4.38 0.44   

5.其他 22 4.31 0.53   

參與

時段 

1.早上 16 4.36 0.46 1.251  0.288   

N 

 

2.下午 69 4.20 0.48   

3.晚上 194 4.27 0.45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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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羽球運動參與者之參與動機、休閒阻礙與休閒效益之關聯性   

    分析 

4.5.1參與動機對休閒效益之預測 

    羽球運動參與者參與動機對休閒效益之迴歸預測分析，以參與動機

為自變項，休閒效益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以瞭解參與動機對休閒

效益之影響力，由表4.8分析可知：參與動機對休閒效益預測為正面影響，

表示參與動機越高其休閒效益越高。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吳盛

文，2012；陳素芬，2014；林業展，2014）相符。羽球運動者參與動機

越高其主動性也會較好，積極主動參與所獲得的效益當然也較高，所以

參與動機越高其休閒效益也會越好。 

 

表4.8參與動機對休閒效益迴歸分析表 

Anova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迴歸 29.714 1 29.714 292.899 .000** 

殘差 28.101 277 .101   

總數 57.815 278   

 係數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
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計

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B 之估

計值 

 (常數) 1.661 .153  10.866 .000** (常數) 1.661 

參與動機 .632 .037 .717 17.114 .000** 參與動機 .632 

 依變數：休閒效益    樣本數 279     顯著水準 P = .000 < .05  (已達顯著標準) 

自變數：參與動機 R² = .0514             VIF= 1.000  <10 (無共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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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之預測 

    羽球運動參與者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之迴歸預測分析，以休閒阻礙

為自變項，休閒效益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以瞭解休閒阻礙對休閒

效益之影響力，由表4.9分析可知：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預測為負面影響，

表示參與阻礙越高其休閒效益越低。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李昭

儀，民2009；吳盛文，民2012；陳素芬，2014）相符。當休閒阻礙越高

時，羽球運動參與者容易產生倦怠而消極放棄，而當消極想放棄時效益

就會明顯降低，所以阻礙越高效益就較低。 

 

表 4.9 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迴歸分析表 

Anova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迴歸 1.907 1 1.907 9.448 .002** 

殘差 55.908 277 .202   

總數 57.815 278   

 係數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
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計
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B 之估
計值 

 (常數) 4.555 .100  45.355 .000**   

休閒阻礙 -.123 .040 -.182 -3.074 .002** 1.000 1.000 

 依變數：休閒效益    樣本數 279    顯著水準 P = .002 < .05 (已達顯著標準) 

自變數：休閒阻礙    R² = .033          VIF= 1.000  <10 (無共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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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參與動機與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之預測 

   羽球運動參與者之參與動機與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之迴歸預測分析，

以參與動機、休閒阻礙為自變項，休閒效益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以

瞭解參與動機和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之影響力，由表4.10分析可知：參與

動機對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力，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具有負向影響力，

三個變數之間均有影響力。 

 

表4.10參與動機與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迴歸分析表 

Anova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迴歸 30.602 2 15.301 155.185 .000** 

殘差 27.213 276   .099   

總數 57.815 278    

 係數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計
值 

標準誤
差 Beta 分配 允差 VIF 

 (常數) 1.902 .171  11.142 .000**   

參與動機 .623 .036 .707 17.060 .000** .993 1.007 

休閒阻礙 -.084 .028 -.124 -3.001 .003** .993 1.007 

依變數: 休閒效益          樣本數 279     顯著水準 P  < .05  (已達顯著標準) 

自變數：參與動機          R² = .728        VIF= 1.007  <10 (無共線性) 

      、休閒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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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羽球運動參與者在休閒參與動機、休

閒阻礙與休閒效益的差異情形。本研究將依據資料分析所得之結果以及

研究目的，作為本節之結論，並對於實際之應用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以供參考。 

5.1 結論 

5.1.1 基本資料統計結果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以雲林縣的羽球運動參與者為研究對象，

共計發放 35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279 份，以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之，

研究發現：受訪者以男生已婚者占大多數，年齡以 30~35 歲和 36~41 歲

者為主，教育程度以大專最多，職業以教職族群居多，每月收入以

45001~60000 元和 30001~45000 各佔三成，大多數的羽球運動參與者沒有

正式比賽經歷，約有一半的受訪者平均 2~3 天參與羽球活動，每次參與

時間以 1~2 小時為多數，有四成受訪者羽球球齡 9 年以上，平均每月在

羽球配備之花費 500 元以下和 501~1000 元各佔約四成，打球的同伴通常

是 4 人以上的朋友，喜歡利用晚上打球。 

 

5.1.2 不同背景變項與參與動機之分析 

    由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的羽球參與者的參與動機是希望能藉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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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身體更健康，也期望能提升運動技能。在不同「職業」、「每月收入」、

「參與頻率」、「參與時間」達顯著差異；羽球運動適合各種年齡層，從

學齡前學童至退休後的銀髮族都能參與這項運動，雖然羽球運動強度多

少會因年齡而有所改變，但不會因此就受影響，喜愛羽球運動者在結婚

前可以當作一項興趣及運動，而婚後雖然會因家庭因素受影響，但在羽

球場上常常可看到許多喜愛羽球的參與者將這項運動當成一項親子活動，

而且也沒有學歷的限制，自由業在參與羽球運動的時間較教職人員彈性，

所以有較高的動機；而受訪者雖然以中高收入者居多，但在參與動機方

面中低收入者卻明顯高於高收入者，表示羽球運動是屬於平民運動，並

非高消費的運動，且中低收入者在參與的過程會更積極投入羽球運動；

受訪者之參與動機並非以參加比賽得獎為前提，而參與頻率平均 2~3 天

>2 周以上，可見參與頻率越高動機就越大；參與時間與參與動機成正比，

投入時間越多動機越大，受訪者願意花較長的時間來打羽球，則不僅代

表動機高且熱愛投入此項運動；羽球運動是老少皆宜，故喜愛羽球運動

者不會因為球齡影響其動機；而在每月平均花費上，雖然參與羽球運動

需有裝備、場地費等負擔，但在比起其他高消費性的運動，羽球的花費

較平價親民，較不影響其參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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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不同背景變項與休閒阻礙之分析 

    由結果顯示，個人內在阻礙>人際間阻礙>結構性阻礙；各構面阻礙

分析如下：個人內在阻礙以「缺乏時間」最高，人際間阻礙以「朋友對

與打羽球沒興趣」最高，結構性阻礙以「打羽球需要費用很高」最高。

在不同「職業」、「每月收入」、「參與時段」達顯著差異；羽球運動是不

分男女、不分貴賤、老少皆宜的全民運動，所以在性別、年齡、婚姻狀

況及教育程度上較不受限制；農漁牧業的羽球運動參與者，易有花費太

高及找不到場地等問題阻礙，教職則因為大多數學校有羽球場地可以使

用，較沒有場地費的疑慮；中低收入者，雖有較高的參與動機，但易受

到花費的限制而產生阻礙。受訪者參與羽球運動的目的不是為了參加比

賽，且不會因比賽經驗而產生休閒阻礙；在參與頻率及參與時間方面，

也並非是影響休閒阻礙之因素；而球齡較久之受訪者，因經驗越久其興

趣越濃厚，所以不管是個人內在、結構性或人際間的阻礙皆不受限制。

每月平均花費、同伴人數及同伴性質不是影響休閒阻礙的因素；大多數

受訪者喜歡利用晚上用完餐後再做運動，而同時段打球的人數太多會有

場地不敷使用的問題，且晚上是家庭時間，若參與時間太長或頻率太高，

容易衍生家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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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不同背景變項與休閒效益之分析 

    由結果顯示，大多數羽球運動參與者在休閒效益方面最重視個人效

益，並希望達到放鬆心情、保持身體健康。不同「性別」、「參與時間」

達顯著差異；雖然受訪者的女性樣本不多，但喜歡參與羽球活動的女生，

把這項運動當成是一種社交活動，藉由打球來認識新朋友；年齡、婚姻

狀況及教育程度並非影響羽球運動參與者休閒效益因素的因素，與前述

參與動機的結果相符，代表羽球運動適合各種年齡層是項適合全民的運

動，不會因年齡、婚姻狀況及教育程度影響其休閒效益；此外喜愛羽球

運動者，是享受運動的樂趣不是以職業區分，也不是有錢人的運動，更

不是參賽為前提，也不會因為參與的頻率和經驗而影響樂趣跟效益，而

打球的時間越長，代表與同伴相處和投入的興趣也較多，獲得的效益也

越大；另外在每月平均花費、同伴人數、同伴性質及參與時段皆不是影

響休閒效益的因素。 

5.1.5 參與動機、休閒阻礙及休閒效益之關聯性分析 

    結果顯示，參與動機對休閒效益預測為正面影響，表示參與動機越

高其休閒效益越高。羽球運動者參與動機越高其主動性也會較好，積極

主動參與所獲得的效益當然也較高，所以參與動機越高其休閒效益也會

越好。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預測為負面影響，表示參與阻礙越高其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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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越低。當休閒阻礙越高時，羽球運動參與者容易產生倦怠而消極放

棄，而當消極想放棄時效益就會明顯降低，所以阻礙越高效益就較低。 

依據上述結果與討論，將本研究之結論歸納如下表 5.1： 

 

表 5.1 研究假設驗證表 

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H1 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之參與動機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立 

H2 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之休閒阻礙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立 

H3 不同背景變項的羽球參與者之休閒效益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立 

H4 羽球參與者之參與動機對休閒效益之間有顯著影響 成立 

H5 羽球參與者之休閒阻礙對休閒效益之間有顯著影響 成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2 建議 

1. 羽球是一項老少咸宜的運動，但因考慮到風向、光線等影響因素，故

羽球場地取得不易，建議政府相關單位，能多設置或開放羽球場地。從

研究結果顯示，女性及未婚者參與羽球運動的比例明顯偏少，建議能提

供友善的環境來增加女性及未婚者運動人數的增加。 

2. 由研究結果顯示，參與動機越大休閒效益越大，而休閒阻礙越大則會

降低休閒效益，所以要設法提高參與動機，接著才能提高休閒效益和降

低休閒阻礙，而提高參與動機可從場地設施、舉辦比賽等來實行，讓民

眾可以從參與的過程獲得效益，進而養成運動的習慣，提高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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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問卷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請於□中打「ˇ」 

1.性 別 ： 1.□ 男 2.□ 女 

2.年 齡 ： 1.□ 18~23 歲  2.□ 24-29 歲  3.□30~35歲         

           4.□36~41歲     5.□42~47歲      6.□48歲以上 

3.婚 姻 狀 況 ： 1.□ 已婚   2.□ 未婚   3.□ 其他 

4.教 育 程 度 ： 1.□ 高中職以下       2.□ 大專  

                 3.□ 研究所以上         4.□ 其他 _____ 

5.職 業 ： 1.□ 學生  2.□ 教職   3.□ 公務人員    

           4.□ 商      5.□ 工      6.□ 農漁牧        

           7.□ 自由業   8.□ 其 他 ______ 

親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感謝您熱心協助，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目的在瞭解羽球參與者之休閒

運動動機、休閒運動阻礙與休閒運動效益之間的關係。您的寶貴意見，將是本研

究成功的最大關鍵。問卷採不記名方式，全部資料僅作統計分析之用，絕不對外

公開，請安心填寫。懇請您撥冗協助填答問卷，謝謝您的熱心參與。 

敬祝您  順 心 如 意  

 

南華大學休閒環境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于健   教授 

研 究 生：程筱雯  敬上 

日期 ： 103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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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月收入 ： 1.□ 15,000元以下     2. □ 15,001 至 30,000元 

        3.□ 30,001 至 45,000 元    4.□ 45,001 至 60,000 元  

        5.□ 60,001 至 75,000 元    6.□ 75,001 元 以 上 

7. 羽球最高經歷： 1.□ 國家代表隊      2.□全運會或區運       

         3. □ 大運會或大專盃   4.□縣運或縣長盃      5.□ 無 

8.參與羽球活動頻率： 1.□ 每天   2.□ 2－3天   3.□ 4－ 6 天    

                      4.□ 1－2週      5.□  2週以上 

9.每次參與羽球活動的時間：1.□ 30分鐘      2.□ 1小時    

                          3.□ 1－2小時    4.□ 2小時以上 

10.參加羽球活動經驗 ： 1.□ 2年以下    2.□ 3－5年      

                        3.□ 6－8年     4.□ 9年以上 

11.平均每月在羽球配備之花費(包含:場地費、配備、羽球耗材…等) ：   

    1.□ 500 元 以 下  2.□ 501－ 1000 元  3.□ 1001 元以 上 

12.參與羽球活動同伴人數：  

   1.□ 1 人    2.□ 2 人    3.□ 3 人    4.□ 4人以上 

13.參與羽球活動同伴性質： 1.□ 家人   2.□ 朋友  3.□ 同 事   

                           4.□ 同 學  5.□ 其 他 

14.請問您通常參與羽球運動的時段 ：1.□ 早上 2.□ 下午 3.□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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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問卷】 

ㄧ、休閒運動參與動機 

目前您從事羽球運動的參與動機是什麼？請您根據敘述句的同意程度，

圈選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我參與羽球運動可以……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讓身體更健康  5 4 3 2 1 

02.維持好身材  5 4 3 2 1 

03.身體更舒適與輕鬆  5 4 3 2 1 

04.生活有規律  5 4 3 2 1 

05.維持或增加體能  5 4 3 2 1 

06.挑戰身體的極限  5 4 3 2 1 

07.打發無聊時間  5 4 3 2 1 

08.增進運動技術 5 4 3 2 1 

09.紓解壓力   5 4 3 2 1 

10.視為社交活動  5 4 3 2 1 

11.發揮自己的專長  5 4 3 2 1 

12.喜歡運動競賽的氣氛  5 4 3 2 1 

13.提升競爭力  5 4 3 2 1 

14.建立自己的信心 5 4 3 2 1 

15.追求快樂與滿足興趣 5 4 3 2 1 

16.滿足個人的好勝心 5 4 3 2 1 

17.朋友邀約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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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休閒運動阻礙 

導致您無法如願參加羽球運動的可能因素，請根據您對敘述句的同意程

度，圈選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我無法參與羽球運動是因為……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無法從羽球活動中獲得成就感  5 4 3 2 1 

02.缺乏空閒時間來打羽球 5 4 3 2 1 

03.工作壓力太重 ， 沒有多餘的精力參與 5 4 3 2 1 

04.打羽球需要費用很高 （如：球拍配備、羽球耗材、  
場地費用等） 

5 4 3 2 1 

05.打羽球容易造成運動傷害 5 4 3 2 1 

06.缺少適合的球伴一起參加羽球活動 5 4 3 2 1 

07.原本的球友不常參與 5 4 3 2 1 

08.家人或朋友覺得羽球活動並不適合我 5 4 3 2 1 

09.球友之間互動氣氛不佳 5 4 3 2 1 

10.沒有人邀約我一同去參與羽球活動 5 4 3 2 1 

11.朋友對打羽球缺乏興趣 5 4 3 2 1 

12.等待打球的時間太長 5 4 3 2 1 

13.想參與的羽球活動場館距離太遠 5 4 3 2 1 

14.想參與的羽球活動環境複雜，讓我沒有安全感 5 4 3 2 1 

15.羽球場內的空氣太悶熱 5 4 3 2 1 

16.體育場館的服務人員態度不好 5 4 3 2 1 

17.羽球場地設備不佳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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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閒運動效益 

參與羽球活動後的體驗感受，請根據您對敘述句的同意程度，圈選您認

為最適合的答案。 

 
◆我參與羽球活動後，可以……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精神變好了   5 4 3 2 1 

02.預防保健 5 4 3 2 1 

03.發揮自己的運動才能  5 4 3 2 1 

04.讓心情愉快   5 4 3 2 1 

05.獲得自我肯定   5 4 3 2 1 

06.增添生活樂趣  5 4 3 2 1 

07.增加好友的聚會機會  5 4 3 2 1 

08.拓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 5 4 3 2 1 

09.增加團隊的凝聚力  5 4 3 2 1 

10.和球友分享、討論 5 4 3 2 1 

11.和球友學習合作 5 4 3 2 1 

12.忘記不愉快的事物  5 4 3 2 1 

13.消除疲勞、紓解壓力  5 4 3 2 1 

14.放鬆心情  5 4 3 2 1 

15 發洩情緒、舒暢身心  5 4 3 2 1 

16.獲得成就感 5 4 3 2 1 

17.保持身體健康 5 4 3 2 1 

18.身材變好了  5 4 3 2 1 

19.個人的體能變好了 5 4 3 2 1 

20.身體更靈活、 舒暢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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