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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ver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tion, the leisure sports satisfaction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the elementary students in Chang-hua County. The fourth and the fifth graded students

were surveyed with a well-defined and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The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were filtered and 625 valid samples

were analyzed with statistics package, SPSS. There are five major findings as follow: 1. There exis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the leisure sports satisfaction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2. There exis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leisure sports satisfaction with different genders, grades and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PE class. 3. There exis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the leisure sports satisfaction with being table-tennis-team members. 4.

There exis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leisure spor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seniority of table tennis members.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were concluded for the education authorities, school agency, and the student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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