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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自行車運動參與者運動涉入、流暢體驗與幸福感的相互影響。受測者為139縣道自行車騎乘者，以立意抽

樣之方式選取樣本，共取得有效問卷316份，透過問卷調查與結構方程(SEM)來檢測本研究之模式，分析之結果顯現此模型

之配適度良好。本研究有以下重要的發現： 1.運動涉入會正向影響自行車運動參與者幸福感。 2.流暢體驗會正向影響自行

車運動參與者幸福感。 3.運動涉入透過流暢體驗的促進對自行車運動參與者的幸福感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結果得知，運動

涉入以「吸引力」為自行車運動參與者選擇最重要的因素；流暢體驗以「自成經驗」為自行車運動參與者最重視的層面；

自行車運動參與者在幸福感部份最在意「生活滿意度」。根據研究結果，具體建議自行車運動參與者多涉入自行車運動，

以獲得流暢體驗，並進而提升幸福感。

關鍵詞 : 運動涉入、流暢體驗、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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