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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飛盤活動參與者參加現況，以及比較不同背景飛盤愛好者之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差異情形。改編陳文

長民國84 年「大學生運動性休閒參與動機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分析」，所編之問卷為主，問卷將參與動機分為五個層面：1.

知識需求動機2.成就需求動機3.社會需求動機4.壓力紓解動機及5.健康適能動機五個面向；依據Beard and Bagheb(1980)所設

計的「休閒滿意度量表」(LSS)，休閒滿意分為心理構面、教育構面、社會構面、放鬆構面、生理構面和美感構面等六個構

面。研究對象為持續從事飛盤活動之參與者進行問卷調查，共計發放137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37 份回收有效率為100%

。最後將蒐集到的資料以描述統計、獨立樣本t 檢定、多變項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若達顯著則以雪費

法(Scheff methed)進行事後比較、pearson 積差相關。本研究主要結果為參與動機與滿意度間存在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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