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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badminton participant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leisure benefits, involvement and flow

experience. This study also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on leisure benefits. More importantly, this study used

involvement and flow experience as moderator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leisure

benefits. The results may provide contribu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badminton.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he badminton participants at 8 badminton facilities in Taoyuan County. Purposive sampling was utilized. A

total of 44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39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valid response rate was 90.5%.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Rating of participant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leisure

benefits, involvement and flow experience are all close to mid-high level, that participants have positive attitude to badminton.

2.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ha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leisure benefits. In other words, higher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more leisure benefits perceived by the badminton participants. Self-expanding motivation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to

leisure benefits, and followed by stimulus-avoidance and fitness-dimention. 3. Involvement intervenes the effect of part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dimensions on leisure benefits significantly. 4. Flow experience intervenes the effect of part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dimensions on leisure benefits significantly. Last, the results were discussed and the applications for the results and the suggestions of

the future studies were off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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