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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針對冬泳運動參與者之消費行為、生活型態及參與動機進行調查，並進一步探討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在生活型

態與參與動機方面是否有差異。本研究以「冬泳運動參與者消費行為、生活型態與參與動機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

內容包括人口統計變項、消費行為、生活型態及參與動機等四個部分。研究者隨機偶遇方式發放問卷，取樣300人作為研

究樣本，其中有效回收問卷295份。有效樣本經敘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統計方法分析後

，研究結果如下： 一、 在消費行為方面，冬泳者主要獲得資訊的管道為親友同事介紹最多；最常使用的時段以5-9點使用

者最多；最常使用的頻率以每週三次以上者最多；停留時間以每次1-2小時者最多；最常與誰來此則以獨自前往者最多；

最常使用之設施以室外游泳池者最多。 二、 在生活型態方面，以「社交的獲得」構面最明顯，在參與動機方面，以「健

康需求」動機最高。 三、 不同性別、年齡、職業、婚姻之冬泳運動參與者在「生活型態」與「參與動機」上皆達顯著差

異。 四、 冬泳運動參與者整體生活型態與整體參與動機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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