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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2009國際扶輪日月潭馬拉松賽參與者其參與動機與滿意度情況，以及參與動機對參與滿意度的影響

。並以便利取樣方式施測362位參與者作為研究對象。經統計分析：(一)男性在刺激與挑戰因素動機高於女性。50歲以上參

與者在社交因素動機高於29歲以下。高中、職與專科或大學參與者在社交及自我滿足因素動機大於研究所以上之參與者。

馬拉松參與者在刺激與挑戰因素動機大於活力路跑參與者。旅遊天數2天的參與者在社交與休閒體驗動機高於旅遊天數1天

的參與者。跑步年資為2至5年的參與者，在自我滿足因素動機高於1年以下之參與者。(二)40-49歲之參與者在賽程與場地

安排因素滿意度高於29歲以下之參與者。職業為農、工的參與者在賽程與場地安排因素滿意度大於學生。高中、高職參與

者在賽程與場地安排因素滿意度大於研究所以上之參與者。居住地在南部的參與者在賽程與場地安排因素滿意度大於居住

地在北部的參與者。馬拉松之參與者在品質承諾及賽程與場地安排因素滿意度大於活力路跑者。跑步年資為2-5年、6-9年

及10年以上的參與者在賽程與場地安排因素滿意度大於跑步年資1年以下的參與者。(三)日月潭馬拉松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對

參與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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