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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軍訓人員休閒運動生活型態、參與動機與休閒滿意度之關係，以作為軍訓人員主管機關在提供或安排軍訓

人員之休閒運動相關研習活動之參考。另外在軍訓人員編制逐年下降，但工作量與工作壓力持續增加的情況下，探討教官

之休閒運動生活型態是否產生微妙的變化。 本研究研究對象為中部地區四縣市之軍訓教官為主，採全面性普測方式，

以2012年5月份進行中部地區四縣市發放530份問卷，回收並惕除無效問卷後剩餘430 份，有效回收問卷達81.5%。將蒐集

之資料利用SPSS12.0版之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及逐步多元迴歸分析得到以下的結論： 由研究得知：在休閒運動生活型態構

面對整體參與動機與整體休閒滿意度，皆具正向的預測力。休閒運動參與動機對整體休閒滿意度，皆具有正向的預測力。

在休閒運動生活型態8個預測變項對參與動機之「健康適能」、「心理需求」、「社會需求」、「知識需求」及「刺激避

免」等5項僅有部分的預測效果。在休閒運動生活型態8個預測變項對休閒滿意度之「心理」、「教育」、「社會」、「放

鬆」、「生理」等5項也僅有部份的預測效果。在休閒運動參與動機5個預測變項對休閒滿意度之「心理」、「教育」、「

社會」、「放鬆」、「生理」、「美感」等6項也是僅有部分的預測效果。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提供對軍訓人員參與

休閒運動生活型態及作為未來研究參考運用。

關鍵詞 : 健康適能、社會需求、知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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