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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場地品質對持續涉入與幸福感之相關情形， 及個人背景變項之間的關係。以彰化縣立體育場內530 位運動

參 與者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為場地品質感受量表、持續涉入量表 及幸福感受量表，根據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獨立

樣本t 檢定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等統計方 法，研究結果如下： 一、受訪者在場地品質

感受達到顯著差異的人口統計變項有：性 別、年齡、婚姻狀況、子女狀況、職業、平均收入； 二、在持續涉入達到顯著

差異的人口統計變項有：性別、年齡、 婚姻狀況、子女狀況、職業、平均收入； 三、在幸福感受達到顯著差異的人口統

計變項有：性別、年齡、 婚姻狀況、子女狀況、職業、平均收入； 四、場地品質與持續涉入有正相關存在 五、持續涉入

與幸福感有正相關存在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提供彰化縣體育場、相關行政 機關、在安排休閒運動上之參考，並

期望能對充實民眾生活 上有所助益。

關鍵詞 : 運動場，場地品質，持續涉入，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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