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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路跑比賽運動員動機、健康行為與自覺健康之現況，並分析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參賽組別、性別、年

齡、居住地區、教育程度)與不同運動參與行為(社團參與、跑步年資、運動習慣、跑步頻率)在動機、健康行為與自覺健康

狀況上之差異。 本研究以「路跑比賽運動員動機、健康行為與自覺健康問卷」為研究工具，其內容包括人口背景資料、運

動參與行為、參賽動機量表、健康行為量表、自覺健康量表等五個部分。調查以2007台北國際馬拉松參賽選手為研究對象

，總計發出2400份問卷，回收953份，有效問卷為913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38%。回收資料以統計套裝軟體SPSS 12.0英文

版執行，採用描述性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及Scheffe事後比較、無母數檢定等統計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一)參賽動

機的因素由高而低分別為「社會支持」、「自我展現」、「賽會魅力」與「社交聯誼」。(二)不同人口背景與不同運動參

與行為的受試者在參賽動機、健康行為與自覺健康的表現均達顯著差異。(三)參賽組別與運動參與行為均達顯著差異。(四)

不同的性別在運動參與行為均達顯著差異。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相關行政機關、企業界、路跑賽會舉辦單

位與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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