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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was aimed at exploring relationship of camping motivation, recreation satisfaction, and leisure benefits of campers to

camping areas in Sanyi, Miao-Li. A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and the campers at camping areas were selected as the

objects of study. 257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 total of 250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n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test, t-test, one-way-ANOVA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to analyze data, the major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The major camper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ir family member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camping was

tent camping; the major outdoor leisure activities for campers were to appreciate and enjoy the natural scenery; and the major mode

of transportation of campers is self-drive. 2.Campers with different recreation behavior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participative

camping motivation. 3.Campers with different recreation behavior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recreation satisfaction. 4.Campers

with different recreation behavior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leisure benefits. 5.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ive camping motivation and recreation satisfaction of campers. 6.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ive camping motivation and leisure benefits of campers. 7.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reation satisfaction and leisure benefits of cam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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