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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sport injuries and cognition of risk management of table tennis club members. Members of

table tennis clubs in Taichung, Changhua, Chiayi, and Tainan were selected via a convenient sampling. 352 copies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sent, in which 326 valid copies were retrieved, and the valid retrieval rate was 92%.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ere

yielded after the data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1) The table tennis club members (respondents) of different marital status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intern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sport injuries; (2) the respon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sport injuries; (3) the

respon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aspects of risk management – 

“self-cognitive factors,” “facility and equipment factors,” and “coach management factors;”(4) the “intern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sport injuries and “self-cognitive factors,” “facility and equipment factors,”

and “coach management factors” of risk management hav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p>.05). Discussions were made based on

the findings and specific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relevant authorities and follow-up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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