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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縣虎頭山公園成年人休閒動機、休閒阻礙與涉入程度之情形以及休閒動機對涉入程度的影響，並且以

休閒阻礙為干擾變數，了解休閒動機與涉入程度之間的關係是否會受到休閒阻礙的干擾。 研究對象為桃園縣虎頭山公園成

年人休閒活動參與者，採用問卷調查法，共發放600份問卷，回收500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3.3 %。本研究資料

分析方法包括?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因素分析以及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一）虎頭山從事休閒活動者之休閒動機

最高為身心釋放；休閒阻礙最高為缺乏時間；涉入程度最高為吸引力。（二）休閒動機確實會對涉入程度造成影響，休閒

動機愈高，則休閒運動參與者的涉入程度愈高。（三）休閒阻礙在休閒動機對涉入程度的影響具有干擾作用，休閒阻礙會

抑制休閒動機對涉入程度的影響。最後，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提出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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