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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瞭解業餘桌球積分賽參賽者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現況與關係；期望藉由研究結果，做為推廣桌球運動的參

考。研究對象為為13歲以上之業餘桌球積分賽參賽者，以便利抽樣之方式，對中部地區平德桌訓、靜宜大學、臺中乒乓球

館的業餘桌球積分賽參賽者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400份問卷，並針對回收之354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根據分析結果，歸

納研究結論如下：(一)業餘桌球積分賽參賽者參與動機以健康與適能為主，參與滿意度以身心方面的滿意度最高。(二)不同

背景變項的業餘桌球積分賽參賽者參與動機差異分析方面，在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類別、每月收入、球齡等

背景變項上，皆發現顯著差異，只有性別方面，未發現顯著差異。(三)不同背景變項的業餘桌球積分賽參賽者滿意度的差

異分析方面，在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類別、每月收入、球齡等背景變項上，皆發現顯著差異，只有性別方面

，未發現顯著差異。(四)業餘桌球積分賽參賽者參與動機與滿意度存在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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