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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台灣大腳丫長跑運動社團成員參與動機與持續涉入之關係。以2011年正式加入台灣大腳丫長跑運動社團成

員為研究對象，採取便利抽樣方式施測，共發出450份問?，回收有效問?400份，有效回收率89%，並利用描述性統計、獨

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遜積差相關進行統計分析，獲得以下結論： 一、台灣大腳丫長跑運動社團成員參

與長跑運動動機，以「健康需求」動機最高， 其次依序為「成就需求」、「身體形象」、「社交需求」。 二、台灣大腳

丫長跑運動社團成員持續涉入長跑運動，以「吸引力」涉入最高，其 次依序為「自我表現」、「生活重心」。 三、台灣

大腳丫長跑運動社團成員參與長跑運動動機，以女性、年齡較高者(50歲 以上)、從事軍公教人員，獲得較佳的參與動機。 

四、台灣大腳丫長跑運動社團成員持續涉入長跑運動，以年齡較高者(50歲以上)、 從事軍公教人員，獲得較佳的持續涉入

。 五、台灣大腳丫長跑運動社團成員的參與動機越強烈，則持續涉入越高，尤其是 以參與動機中的成就需求越好，則持

續涉入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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