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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休閒水肺潛水者之活動認知、參與行為與持續涉入間之關係。採取便利與立意取樣方式於東北角及墾丁一

帶進行調查，並篩選已從事過休閒潛水之遊憩者為研究對象，共計發放55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316 份。資料分析上包括

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t 檢定、Pearson 積差相關、卡方檢定、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 研究

樣本以男性應答者以男性、31-40歲、未婚、大專院校、專業人員、居住高雄市及新北市、每月可支配所得以「10,000元以

下」占最多數。參與行為上，以平均潛水次數50支、最近一次潛水時間50分鐘居多、身體感覺平均為3.96分、準備行為以

詢問相關資訊居多、填寫潛水日誌以完全不會居多、潛水地點以後壁湖占多數。假設驗證結果摘要如下： 一、不同「教育

程度」、「職業」、「每月可支配所得」之休閒 水肺潛水者在活動認知上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背景特性之休閒水肺潛

水者，其參與行為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性別」、「年齡」、「職業」、「每月可支配所得」、「居住地區」之休閒潛

水者在其持續涉入有顯著差異。 四、休閒潛水者的活動認知與參與行為部分呈現顯著正相關。 五、休閒潛水者的參與行

為與持續涉入部分呈現顯著正相關。 六、休閒潛水者的活動認知與持續涉入部分呈現顯著正相關。 七、休閒水肺潛水者

的活動認知與參與行為中部分構面變項對持續涉入具顯著之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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