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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天母運動公園使用者使用情況與用後評估，進而提出未來改善之建議。研究以「台北市天母運動公園使

用者使用情況與用後評估」為工具，採隨機偶遇方式進行抽樣調查，有效回收問卷562份。資料分析採用的統計方法有為

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方法。 分析結果如下： 一、使用者性別以女性較高，年齡以19�24歲最多，多

為士林區居民，職業以學生居多，教育程度以大學為主。二、交通工具以機車為主，交通花費時間約在11�30分鐘，大多

在17點以後進入使用，每週使用次數以二至四次來最多，最常與同學（朋友）結伴來，以打球運動為主，大部分使用者都

能感到滿意，也認為值得推薦。三、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在場地設施滿意度之差異，在教育程度有顯著到差異，發現教育程

度越低者在場地設施滿意度越高。四、不同使用情形使用者在場地設施滿意度之差異，在不同交通花費時間使用者在花

費31�60分鐘者明顯高於花費超過60分鐘者。不同交通工具使用者在使用自小客車者高於步行者。不同使用時間者在八點

以前明顯高於十三�十七點者。五、天母運動公園用後評估之項目，應包括人口統計變項、使用者使用情況與內在心理滿

意三項指標作為評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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