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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專院校國術運動社團參與者之參與動機、涉入程度與休閒效益之關係。研究對象為北部地區大專院校國

術運動社團之參與者，以問卷進行資料蒐集，使用描述性統計、Pearson積差相關、迴歸分析等方式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

結果發現：（一）大專院校國術運動社團參與者男性多於女性，以大一學生最多，且多數在進入大專院校就讀後才開始學

習國術項目。（二）大專院校國術運動社團參與者之參與動機與涉入程度具顯著正相關。（三）大專院校國術運動社團參

與者之參與動機對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四）大專院校國術運動社團參與者之涉入程度對休閒效益有正向影響。 最後，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提出對大專院校國術運動社團經營上及未來研究上之建議。

關鍵詞 : 國術、參與動機、涉入程度、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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