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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齡化已是台灣人口的趨勢，預估2017年即進入WHO定義的高齡社會（Aged society）。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應

用Ajzen(1985)的計劃行為理論(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來解釋老人參與槌球運動行為模式。本研究調查對象是台北

、高雄、苗栗等地60歲以上實際打槌球的老人，有效樣本425人。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而成的結構式問卷。經過問卷調

查及結構方程(SEM)檢測本研究之模式，分析結果顯示此模型之配適度良好。本研究重要結果如下:一、本研究對象參與槌

球運動的「行為態度」和「知覺行為控制」可以有效地解釋其行為模式，其中以「態度」對「實際行為」的影響性最大，

「知覺行為控制」次之，「主觀規範」則不顯著。二、「知覺有用性」正向影響「行為態度」。「規範信念」和「依從動

機」正向影響「主觀規範」；「自我效能」和「資源助益條件」正向影響知覺行為控制。。槌球是最適合老人的運動之ㄧ

，因為溫和、運動傷害少，且對人際交流有用，對身心健康有益。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針對政府及槌球協會提出推廣老人

參與槌球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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