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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休閒阻礙、認真性休閒及場所依戀間之關係，以足球運動參與者為母群體，有實際從事足球運動者為對象

，於國內各場地進行立意抽樣，共計431份有效問卷。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國內足球運動參與者遭受的阻礙因素；人口統

計變項對阻礙、認真性休閒及場所依戀的差異以及三變項之關係。所得結果為足球運動參與者主要以結構性阻礙影響最大

、個人內在阻礙最低；認真性休閒以持續利益最高、個人努力最低；場所依戀則是場所認同高於場所依賴。人口統計變項(

性別、婚姻、就業狀況、年齡、球齡、壓力感受)對休閒阻礙、認真性休閒以及場所依戀具有顯著差異。在三變項間的關係

分析中，本研究發現「休閒阻礙」與「認真性休閒」存在顯著負相關；「認真性休閒」與「場所依戀」存在顯著正相關；

但「休閒阻礙」與「場所依戀」並無達到顯著相關，僅休閒阻礙與場所認同存在顯著負相關。男性阻礙低於女性、學生阻

礙高於上班族、年齡越大及參與年資越長其認真性休閒程度越高及壓力感受越低者，認真性休閒程度越高。阻礙越高其認

真性休閒程度越低，反之亦同。認真性休閒程度越高其場所依戀越高，反之亦同。但阻礙越高僅場所認同越低，與場所依

賴並無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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