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縣市劍道學員參與行為與滿意度之研究

葉如敏、呂崇銘

E-mail: 9805869@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台中縣巿劍道學員在個人背景變項特徵、參與行為、參與動機及滿意度等現況與差異情形。以台中

地區之劍道學員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法，共發放42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303份，資料處理以描述性統計

、獨立樣本t考驗、卡方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森積差相關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有效樣本中，劍道學員個

人背景以男性、20歲以下、國中以下、學習劍道年資3年以下及練習以不收費居多。參與行為以和友伴團體、每週參與2次

以下、每次參與時間以1-未滿2小時、練習以晚上時段為最多；劍道學員在參與動機方面：最高為知性需求。其中41歲以

上及學習年資10年以上之劍道學員在自我成就需求及身心健康需求的構面上達顯著差異；劍道學員在滿意度方面：最高為

教練訓練滿意度。其中在休閒滿意度及生活滿意度構面上，男性＞女性；國中以下、學習年資在年以下對教練訓練滿意度

較高，而學習年資在10年以上之劍道學員則以休閒滿意度構面較高；在整體參與動機中，休閒滿意度為最高相關；整體學

員滿意度中，則以社會需求為最高相關；劍道整體參與動機與整體學員滿意度上，呈正向高等強度相關r=.79(p

關鍵詞 : 劍道參與行為參與動機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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