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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日月潭馬拉松賽參與者人口背景特性、運動參與行為與休閒效益情形，以參與2007日月潭環湖馬拉松參與

者為研究對象，發放700份問卷，有效問卷為578份，經過分析結果獲得以下結論： 一、參與運動主因是運動健身，多以6

年以前即參與馬拉松；參賽次數7次以上居多；多以參加馬拉松組為主；多利用平日下午運動；運動時間為1小時以內居多

；以獨自一人運動居多；最常從事慢跑運動。 二、休閒效益透過因素分析，得三種顯著性因素，分別命名為心理效益、社

交效益、生理效益，因素分析解釋變異量百比各為54.21%、7.78%、5.92%，馬拉松參與者的休閒效益以心理效益最大，

依次為社交效益與生理效益。 三、馬拉松運動參與者其運動參與行為會受到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平均月收入的影

響 四、馬拉松運動參與者在「休閒效益」構面會受到性別、教育程度與平均月收入的影響。 五、馬拉松運動參與者其「

休閒效益」會受到參加原因、參與馬拉松的年資、參加的次數、參賽的組別、和誰一起運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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