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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for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ffects of the aerobic dancer’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satisfaction, fitness club service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ously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The research had us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 totals of questionnaire were 280 set, the available returning were 218 set. The analysis methods involve

descriptive statistic,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isure satisfaction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people choice the class for the

teacher.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itness club service 　　　　　　　satisfaction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genders.

3.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ntinuously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genders, higher 　　

　　　　　　　participation frequency and choice the class for the teacher.

4. There w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erobic 　　　　dancer’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satisfaction, fitness

club 　　　　service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ously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5. The leisure satisfaction, relaxational and aerobic dancer 　　　　　　　teacher’s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continuously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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