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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目前彰化縣桌球訓練中心在人口統計變項、參與行為、參與動機以及學員滿意度之特徵，並比較不同人口

統計變項在參與動機以及學員滿意度之差異。 本研究以290位彰化縣桌球訓練中心之學員為研究對象，根據實際調查所得

的資料，以描述性統計（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及雪費事後檢定等統計方法，

進行資料分析，經過分析結果獲得以下結論： 一、研究對象以男性所佔的比例較高；年齡則多集中在11至12歲；就學階段

以國小階段較多；家庭每月收入則多分佈於40001至60000元之間；學習桌球的年資多為1至2年。 二、訓練中心學員之主要

參與動機為「學習桌球技能」及「增進身體健康」；對訓練中心較滿意的構面為「教練的專業能力」而較不滿意的構面為

「與同儕間之關係」。 三、不同的人口統計變項，在參與動機以及學員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關鍵詞：桌球訓練

中心，參與動機，學員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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