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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壯遊活動參與動機與休閒效益之關係，並以從事壯遊者為研究樣本，藉由網路進行問卷發放，共回收有

效問卷154份，經統計分析所得研究結果如下： 一、壯遊者以女性略多於男性；年齡則以21-40歲之青壯年為主；婚姻狀況

則以未婚者居多；職業則以軍公教占多數；月收入則以30000元以下者居多；壯遊次數則以4次以上者居多；壯遊國家則以

到亞洲國家占多數。 二、本研究發現壯遊參與動機中，以「知性」構面為最高，其次是「調劑身心」構面，第三是「自我

成就感」構面，而平均數最低是「社會需求」構面。不同背景變項之壯遊者在參與動機的差異比較之結果，發現不同婚姻

狀況、年齡狀況、職業狀況、壯遊次數的壯遊者在參與動機上達顯著水準。 三、本研究發現壯遊者之休閒效益中以「心理

效益」構面為最高，其次是「教育效益」，第三是「社交效益」，而最低的是「生理效益」。不同背景變項之壯遊者在壯

遊活動休閒效益的差異比較之結果，發現不同婚姻狀況、不同職業狀況的壯遊者在休閒效益上有顯著差異。 四、壯遊者之

參與動機與休閒效益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最後就結果進行討論，並建議學術單位開設壯遊通識課程，並建議政府單位多提

供壯遊資源，並給予後續研究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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