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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運動參與動機及參與現 況情形，以「國小教師休閒運動參與現況及動機調查問卷」為

研究 工具，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料、休閒運動參與現況量表、休閒運 動動機量表等三部分。總計發出問卷1,035份，回

收873份，回收率 84.34％，有效問卷833份，有效率為95.42%。 以描述性統計、卡方檢定、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薛

費 爾法事後比較法等統計分析方法進行資料處理，研究發現： 一、國小教師每週從事休閒運動1次者為最多、參與時數

以31-60 分鐘最多、參與時段以傍晚16：30為最多、參與期日以週六、 週日為最多、參與資訊以親友告知為最多、影響無

法參與原因 以時間因素為最多、最常參與休閒運動類型以戶外遊憩性為最 多。 二、彰化市國小教師性別比例以女性占最

多、年齡以31-40歲占最 多、教育程度以大學畢業占最多、職稱以級任教師占最多、家 庭狀況以子女7-20歲間占最多、平

均每月所得以50,000元以下 者占最多、平均每月休閒花費以1,001-5,000元占最多。 三、休閒運動參與動機部分：以「健康

與適能」得分最高、其次依 序為「社會需求」、「知性追求」、「成就性需求」。 四、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休閒

運動參與現況上部分有顯著差 異。 五、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休閒運動動機上：其中在年齡、平 均每月所得、平均

每月休閒花費在健康與適能有顯著差異。 六、休閒運動參與現況與休閒動機差異性，部份有顯著差異。 基於上述研究發

現，本研究針對教育主管單位、學校、教師及 後續研究等方面，提出數點建議，期望能對充實國小教師休閒運動 有所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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