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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藉由大學生參與籃球運動之調查，探討休閒活動參與者的深度休閒特質與其參與動機、休閒阻礙、休閒滿意

度之間的關係。調查方法係以台北地區大專籃球聯賽(UBA)所屬三所大學的校隊與非校隊學生為研究樣本，於學校的籃球

場以立意抽樣法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券250份，回收222份，有效問卷208份，以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

典型相關、徑路模式以及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結果摘要如下：

大學生參與籃球運動的動機主要是「內在動機」；感受到的阻礙主要是「結構阻礙」；深度休閒特質主要是「持久利益」

；體驗到的滿意度主要是「生理」。在差異分析方面，不同性別、球齡、參與頻率與技能水準的大學生，在各變項都具有

顯著的差異。「內在動機」、「個人阻礙」分別與「堅持不懈」具有最密切的相關，而「堅持不懈」又與「心理」具有最

密切的相關。深度休閒特質對於休閒滿意度具有最大的影響力，其次是參與動機，然後是休閒阻礙。深度休閒特質在參與

動機與休閒滿意度之間具有完全的中介效果，在休閒阻礙與休閒滿意度之間具有部分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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