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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超大型重型機車除了是一種交通工具之外，也具有運動及休 閒的效益，在騎乘的過程中可以感受人車一體的速度感與流暢

感。政府於2007 年開放超大型重型機車的路權，其路權比照小型 汽車，得行使快車道及快速道路，增加了重機參與者的

參與意願。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與探討：1.探討流暢體驗對休閒效益 之影響。2.探討流暢體驗對休閒效益之影響中人格

特質的干擾效 果。3.建構流暢體驗、休閒效益與人格特質的整體模型。 本研究之結果：1.人格特質與流暢體驗之事前階段

、經驗階 段及效果階段與休閒效益之心理效益、生理效益及社交效益皆具 有顯著正相關，其中流暢體驗與休閒效益之相

關性高於人格特質 與休閒效益之相關性。2.參與者流暢體驗的確可以為休閒效益帶 來正面的影響，且在流暢體驗對休閒效

益的影響中，流暢體驗與 休閒效益呈現顯著正向關係，顯示流暢體驗的達成可以有效的提 升受測者休閒效益的感受，且

參與者的流暢體驗感受越強烈，他 所感受的休閒效益也越強烈。3.在人格特質與流暢體驗對休閒效 益的交互作用影響的迴

歸模式中，研究結果發現流暢體驗與休閒 效益之間的關係受到人格特質的干擾為部份顯著。

關鍵詞 : 流暢體驗(flow experience)，休閒效益(leisure benefits)， 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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