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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是優質生活的元素之一，現今國人普遍重視休閒與健康，利用運動來改善身體適能與提高生活品質日益盛行。本研究

旨在研究戰鬥有氧參與者涉入程度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並加入人格特質作為干擾變數。以極限、伊士邦與世界健身俱樂

部參與戰鬥有氧課程之會員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共發放500份問卷，回收452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90.4％，

根據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多元迴歸、階層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一）男女比例相當接近；年

齡分布以「31�40歲」為最多；婚姻狀況以「未婚」為最多；教育程度以「大學」為最多。（二）戰鬥有氧參與者涉入程

度與生活滿意度屬於中上程度，顯示涉入程度及生活滿意度良好；人格特質以「勤勉正直性」為最明顯，最不明顯的是「

神經敏感性」。（三）涉入程度中的認知性、吸引力與自我表現構面會影響生活滿意度。（四）外向性人格、親和性人格

及勤勉正直性人格對於涉入程度與生活滿意度具有干擾效果。 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結論給予企業管理者實務上的建議，並

說明研究受到的限制，以及對後續研究方向的建議。

關鍵詞 : 戰鬥有氧參與者、涉入程度、生活滿意度、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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