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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針對桌球俱樂部會員之運動傷害與風險管理認知進行相關研究。利用便利取樣方式針對台中、彰化、嘉

義、台南的桌球俱樂部會員進行調查，共計發出問卷352份問卷，回收之有效問卷共32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3%，經統

計分析後發現：(1)不同婚姻桌球俱樂部會員在運動傷害的「內在心理因素」構面有顯著差異。(2)不同背景變項桌球俱樂部

會員在運動傷害「外在環境因素」構面無顯著差異。(3)不同背景變項桌球俱樂部會員在風險管理「自我認知因素」、「場

地設備因素」、「教練管理因素」構面上並無顯著差異。(4)運動傷害的「內在心理因素」、「外在環境因素」構面與風險

管理「自我認知因素」、「場地設備因素」、「教練管理因素」各構面均未達顯著相關(p>.05)。 最後依研究結果加以討論

，並提供具體建議作為相關單位及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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