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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運動平面媒體消費動機與滿意度之相關性。以有閱讀蘋果日報之中部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問

卷調查，共發放420份問卷，回收397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4.52％，將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皮爾遜積差相關等

統計方法分析，結論如下：一、大學生對運動平面媒體具有中等偏高的消費動機，各動機構面高低依序為：「資訊與知識

」、「休閒娛樂」及「人際認同」。二、大學生對運動平面媒體呈現中等偏高的滿意程度。三、不同性別、不同運動習慣

及不同科系大學生對運動平面媒體消費動機中之「人際認同」、「休閒娛樂」及「資訊與知識」三個構面皆達顯著差異。

四、不同性別、不同運動習慣及不同科系大學生對運動平面媒體之滿意度皆達顯著差異。五、運動平面媒體消費動機與滿

意度呈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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