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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瑜伽是少數能促進整體健康的運動之一，不受限年紀、性別，適合社會大眾練習。然而國內男性對於瑜伽運動的參與率卻

極低。本研究旨在瞭解男性長跑運動員參與瑜伽運動之阻礙因素與性別角色的關係。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立意抽樣

方式，針對台灣大腳ㄚ長跑協會男性長跑運動員進行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368份，經敘述性統計、項目分析、因素分

析、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處理後，所得結果如下： 一、不同背景變項之男性長跑運動員其性別

角色呈現顯著差異。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男性長跑運動員其瑜伽運動印象呈現顯著差異。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男性長跑

運動員其瑜伽運動參與阻礙呈現顯著差異。 四、不同性別角色之男性長跑運動員其瑜伽運動印象呈現顯著差異。 五、不

同性別角色之男性長跑運動員其瑜伽運動參與阻礙呈現顯著差異。

關鍵詞 : 瑜伽、運動參與阻礙、性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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