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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國內健身產業競爭白熱化，經營不善案例層出不窮，本研究希望透過台中澄清醫院新成立的健身俱樂部「Club S 健

康曲線S會館」為例，探討健身俱樂部之體驗行銷、品牌形象及以物理治療師擔任個人運動指導員之專業知能，對於顧客

滿意度的影響，希望藉此提供給國內健身產業經營之參考。主要檢視體驗行銷與品牌形象之間的關係，進而探討體驗行銷

、品牌形象與健身教練專業知能是否對顧客滿意度有正向影響，且專業知能是否在體驗行銷、品牌形象對顧客滿意度的影

響中具有中介效果。本研究透過問卷以「Club S」體驗後之消費者作為研究樣本，共回收161份有效問卷，分析結果顯示

此模式具有良好的配適度、效度與信度。重要研究結論如下：1.體驗行銷對品牌形象具正向影響。2.體驗行銷對顧客滿意

度具正向影響。3.品牌形象對顧客滿意度具正向影響。4.個人教練專業知能對顧客滿意度具正向影響。5.個人教練專業知能

在體驗行銷及顧客滿意度間具有中介效果。6.個人教練專業知能在品牌形象及顧客滿意度間具有中介效果。就此模式本研

究提出以下建議：體驗行銷是經營健身俱樂部重要的行銷策略，強化健身俱樂部品牌形象也是重要的一環，而個人教練之

專業知能在健身俱樂部中擔任重要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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