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閒運動生活型態與休閒利益之相關研究-以彰化縣中年老人參與太極拳運動為例

陳順治、張志銘

E-mail: 374688@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老年人參與太極拳之休閒運動生活型態與休閒利益相關研究，本研究採立意調查，以彰化縣對太極拳有

興趣之 中老年人為研究對象，總計發放500 份，刪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402 份，有效問卷率為80.4%。以spss 18.0 版

統計軟體作為分 析，經描述統計、獨立樣本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與典型相關等分析，發現結論如后： 女生較注重「消費

實際型」、「觀賞娛樂型」、「學習精進型」。 男生較注重在「健康適能型」、「紓壓釋放型」。參與年資超過六年在「

消費實際型」、「觀賞娛樂型」、「學習精進型」，顯著高於其他 組。每次參與太極拳的練習時間在90 分鐘以上在「消

費實際型」、「健康適能型」、「紓壓釋放型」顯著高於各其他的練習時間組。 女生較注重「生理利益」、「社交利益」

。男生較注重在「心理利益」。參與太極拳年資超過六年以上，在「生理利益」，顯著高於其 他各年資組。每次參與太極

拳的練習時間在90 分鐘以上在「生理利益」、「心理利益」、「社交利益」，顯著高於其他的練習時間。 經典型相關分

析驗證，結果發現：休閒運動生活型態在消費實際型、觀賞娛樂型、獨自享樂型、人際關係型、學習精進型、疏壓 釋放型

與健康適能型等7 個型態與心理利益、生理利益與社交利益等3 個休閒利益方面，具有3 個典型相關存在。 最後根據本研

究發現進行分析討論，並對未來中老年人的休閒生活方向提出進一步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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