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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自行車選手參與動機與參與阻礙之關係，並分析不同背景選手在兩變項之差異，利用立意取樣方式

共發出320份問卷，回收之有效問卷為28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4 %，經統計分析後得到以下結果：(一)自行車選手以男

性、未婚、騎車年資4年以上，訓練時間18小時以上者為最多。(二)自行車選手整體參與動機以健康適能最高、社會需求最

低；自行車選手整體參與阻礙以人際間阻礙最高、個人內在阻礙最低。(三)不同性別、婚姻狀況、騎車年資、訓練時間之

選手在參與動機與參與阻礙認知上有顯著差異。(四)結構方程式「參與動機」預測「參與阻礙」的路徑係數達統計顯著(t =

-3.12, p < 0.05)，其標準化結構係數γ11為-0.57，表示「參與動機」會負向預測「參與阻礙」，也就是說參與動機越高的

人其參與阻礙就會越低，反之亦然。(五)研究調查結果發現自行車選手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間有顯著負相關，且兩者間

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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