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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為探討臺中市退休教師休閒運動參與所選擇方案的決策行為，透過量化分析瞭解退休教師休閒運動參與的真正影

響因素。本研究使用文獻分析及專家問卷調查法，共計發放問卷 100份，回收 100份，經統計內含有效問卷 93份，無效問

卷 7份。以下為研究所得之結論： 一、退休教師休閒運動參與的情形如下: （一）最常參與低度組織的遊戲或競賽的退休

教師佔45%； （二）最常參與個人運動的退休教師佔17%； （三）最常參與雙人運動的退休教師佔22%； （四）最常參

與團隊運動的退休教師佔16%。 二、退休教師休閒運動參與的影響因素為個人喜好；硬體設施；人 員需求；時間限制。 

三、退休教師休閒運動參與方案選擇之順位依序為低度組織的遊戲 或競賽；雙人運動；團隊運動；個人運動。 四、退休

教師選擇運動方案時影響其參與的因素前三順位如下: （一）個人偏好（二）運動強度（三）聯誼程度。 本研究依據結論

提供建議予相關執行單位作休閒運動政策推行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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