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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參與cosplay的休閒動機、休閒涉入與休閒效益關係。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法進行問卷調查，共發

放298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296 份。研究結果如下：(一)應答者的男女比例約1：7，以19~22歲的學生居多，個人每月可

支配金額在5000元以下。 (二)Cosplayer的休閒動機以「社會」最受重視，其餘依次為「勝任─精通」、「智力性」、「刺

激─避免」。(三) 在社會心理涉入方面，以「愉悅性」及「重要性」最受重視，其餘依次為「象徵價值」、「風險知覺」

。(四) Cosplayer的休閒效益，以「社交效益」構面平均得分最高，接著依序為「教育效益」、「放鬆效益」、「心理效益

」。(五)不同年齡的Cosplayer在社會心理涉入（重要性、愉悅性）及休閒效益（心理效益、社交效益、教育效益）有顯著

差異。(六) 「社會」、「勝任─精通」以及「刺激─避免」為有效預測社會心理涉入因子。 (七) 「愉悅性」以及「象徵價

值」為有效預測休閒效益因子。(八) 「社會」、「勝任─精通」以及「刺激─避免」為有效預測休閒效益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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