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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已婚職業婦女的社會支持、運動休閒參與與生活滿意度之關係。本研究以台中縣市合併改制前之台中市各

運動場所從事運動的已婚職業婦女為研究對象，採量化研究，預試與正式問卷共計發放446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13。資

料分析上包括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等。 研究樣本以41-50歲

、專科、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2,0001-4,0000元、服務工作人員或售貨員、最小子女在13-18歲為多數。參與行為特性上，運

動習慣以偶而為之、利用假日時段、不需繳交固定費用，平均每月運動休閒費用1,000元以下、從事戶外運動、每週運動二

次、每週運動合計241分鐘(含)以上、運動強度為稍累佔多數。 假設驗證結果顯示：一、不同「年齡」、「教育程度」、「

每月個人可支配所得」、「家庭生命週期」之已婚職業婦女在運動休閒參與程度上有顯著差異；二、已婚職業婦女之社會

支持與其運動休閒參與程度部分呈現顯著正相關；三、已婚職業婦女之運動休閒參與程度與其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

；四、已婚職業婦女之社會支持與其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五、已婚職業婦女之社會支持與運動休閒參程度部分構

面對其生活滿意度有顯著預測力；六、控制家庭生命週期後，已婚職業婦女之社會支持與運動休閒參程度部分構面對其生

活滿意度有顯著預測力。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之建議，以作為職業婦女，運動休閒規劃相關單位及

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關鍵詞 : 已婚職業婦女、社會支持、運動休閒參與、生活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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