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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休閒、遊憩專門化與流暢體驗之關係探討－以自行車活

動騎乘者為例

陳慧玲1、廖佳慧 2*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自行車騎乘者在參與自行車活動過程

中所具有的認真休閒特質、專門化程度以及所獲得的流暢體驗，並進

一步探討三者間的關係。方法：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以

台灣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地區自行車社團成員為對象，共發出問

卷 627 份，回收有效問卷 605 份。並將所得之有效問卷分別以描述性

統計、因素分析、多元逐步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結論：1.

自行車騎乘者的認真休閒特質能有效預測遊憩專門化程度，且其中以

持續利益以及堅持不懈與個人努力之預測力最高；2. 自行車騎乘者

的遊憩專門化能有效預測流暢體驗，且其中以技巧與知識之預測力最

高；3. 自行車騎乘者的認真休閒特質能有效預測流暢體驗，且其中

以堅持不懈與個人努力之預測力最高。此外，在達到流暢體驗的過程

中，自行車活動本身的意義、車道特性、參與者本身的投入和技術（技

巧和知識、過去經驗、花費）等遠比路線長短、坡度等屬性的影響更

重要。本研究結果建議讓參與者感受到參與過程本身即是一種樂趣的

經驗，並在活動當中感受到參與活動所衍生的心理及生理的各項持續

效益，透過與其他參與者互相學習的過程培養情誼，增進技巧與知

識，最終達到流暢體驗。

關鍵詞：認真休閒、遊憩專門化、流暢體驗、自行車活動。

1 南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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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現代人因生活壓力加上休閒意識

的覺醒，為了紓緩身心，最佳的方式

即是參與戶外遊憩活動。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2009）統計 98 年自行車運動

人口已達 23.5%，由此可知自行車活動

為熱門戶外遊憩活動之一。

遊憩活動的參與不僅能促進身體

健康、達到自我成長，若能進一步讓

參與者完全融入該活動，享受其中，

達到 Csikszentmihalyi (1975)所稱之流

暢(flow)體驗，更是遊憩參與者的最終

追求（楊原芳，2007）。流暢體驗的產

生會受到「活動的挑戰性」及「個人

技巧」的影響，這兩項皆會隨著活動

挑戰的難度升高，個人為了能再次獲

得相同愉悅的體驗，亦會持續提升個

人之活動技巧，而愈專精於該活動，

這與 1977 年 Bryan 提出的遊憩專門化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概念相符。

另外，流暢經驗易發生於高度投入於

活動的參與者身上，此時參與者願意

長時間花費時間和代價以取得相關知

識、技巧和經驗；亦即具備 Stebbins

(1982)所提認真休閒者的特質。

二、相關理論及研究

綜合上述，可發現認真休閒特

質、遊憩專門化與流暢體驗三者間有

某些特質是相似的。過去研究雖已分

別指出認真休閒與遊憩專門化（顏家

芝、薛雅丹、黃文卿，2006；Tsaur &

Liang, 2008）以及遊憩專門化與流暢體

驗（施念怡、江昱仁、楊平安，2009；

葉源鎰，2007）間之正向關係，但並

未同時將三者納入討論；此外，除了

黃孟立、高俊雄（2007）透過質性深

度訪談指出具認真休閒特質的受訪

者，大部分皆達到流暢體驗，尚缺乏

直接驗證認真休閒與流暢體驗關係之

實證研究。

三、研究目的

（一）瞭解自行車騎乘者在活動參與

過程中所呈現的認真休閒特質、遊憩

專 門化程度及所獲得的流暢體驗。

（二）探討認真休閒、遊憩專門化及

流暢體驗三者間的關係。

四、名詞解釋

（一）認真休閒：本研究採用 Stebbins

於 1982 年提出的認真休閒概念，將之

定義為參與者以有系統和穩定深入的

方式，從事一項充實、有意義、有趣

的業餘、嗜好或志工活動，參與者將

活動視為生活的一部份，透過努力追

求的過程實現自己的生涯目標，並且

從中學習到特殊的技能、知識與經驗。

（二）遊憩專門化：本研究採用 B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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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提出的遊憩專門化架構，將其定

義為遊憩者對於活動之連續性參與行

為和過程，從低涉入之廣泛參與，逐

漸進展到對特定活動有精通嫺熟表現

之高涉入程度，且可從活動參與時使

用之裝備、參與者的技術以及其對環

境屬性的偏好評斷遊憩者的專門化程

度。

（ 三 ） 流 暢 體 驗 ： 本 研 究 採 用

Csikszentmihalyi (1975, 1988)所提出之

流暢體驗理論模式，將其定義為遊憩

活動者全神貫注於活動，完全融入於

其中，而使得任何其他的事都變得無

關緊要的一種狀態；此狀態僅存在於

當個人技巧及活動挑戰性互相平衡且

在某個層次之上的情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研究目的、文獻探討和

假設提出研究架構如圖 1。

圖 1 研究架構

二、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對象是以自行車活動騎乘

者為研究母體，由於研究目的在了解

自行車活動騎乘者在活動參與過程中

所經歷之流暢體驗、遊憩專門化程度

及認真休閒特質，非一般大眾化休閒

性質之遊客，爲符合研究目的，因此

選定具相當騎乘經驗之自行車新文化

基金會社團成員作為研究對象。根據

網站公佈的社團，按照地區社團個數

比例計算且依亂數表分別抽取出 20 個

社團，共發出問卷 627 份，回收有效

問卷共 605 份。

三、研究工具

以下量表衡量皆採五點李克特尺

度(Liket scale)來評量，給分從 1 分到

5 分各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

通、同意、非常同意。

遊 憩 專 門

化

認 真 休 閒

流 暢 體 驗H1

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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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真休閒量表：主要是依據

Stebbins (1982)所提出的六項認真休閒

者特質，並參考梁英文與曹勝雄

（2007）以及 Gould, Moore, McGuire

與 Stebbins (2008)等所編製的認真休

閒量表，加以修訂編製成符合自行車

活動騎乘情境之題項。

（二）遊憩專門化量表：主要是以

McIntyre 與 Pigram (1992)所發展遊憩

專門化之量表為架構，並參照鄭育

雄、李英弘與葉源鎰（2005）及歐雙

磐與侯錦雄（2007）的遊憩專門化之

量表題項，建構出本研究用來衡量遊

憩專門化的題項。

（三）流暢體驗量表：主要依據

Csikszentmihalyi (1990)所提流暢的九

個特徵向度並參照 Jackson 與 Marsh

(1996)、施念怡、江昱仁、楊平安（2009）

以及黃于庭（2008）等所編製的流暢

體驗量表，作為問卷題目之擬定參考。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問卷所得資料以統計軟

體 SPSS 12.0 版來進行資料處理與分

析，採用之統計方法有描述性統計、

信度分析、因素分析、多元逐步迴歸

分析等。

參、結果與討論

一、受訪者資料分析

本研究受訪者以男性居多，佔

74.4%；年齡以 35~44 歲最多，佔 36%，

其次為 25~34 歲，佔 34.7%；教育程度

以大學/大專佔最多數，有 68.1%；職

業以工業佔最多數，有 28.4%，其次為

服務業，有 24.0%；個人月收入以

30,001~40,000 為最多，佔 39.2%。受

訪者居住地以中部為最多數，佔

47.4%，最少的為東部，佔 6.4%；婚姻

狀況上未婚者較多，佔 58.7%。

二、認真休閒分析

在自行車活動騎乘者的認真休閒

特質部分，平均數最高者為「為參與

自行車活動，可以讓我認識許多朋友」

(M =4.41)。針對 22 題認真休閒項目進

行因素分析，採用主成分分析法，以

最大變異法來做轉軸，並採用特徵值

大於 1且因素負荷量大於 0.5之標準來

選取因素和題項。首先檢視 Bartlett 球

形 檢 定 結 果 (p<.001) 及 KMO 值

(.851)，確定適合進行因素分析，依照

上述標準，刪除 5 題，再次針對剩下

之 17 個題項進行因素分析將其簡化成

四個因素，包括：1.堅持不懈與個人努

力；2.持續利益；3.次文化；4.生涯性

與認同感，總解釋變異量為 70.35%，

各構面之信度介於.78 ~ .89 之間，詳見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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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認真休閒因素分析表

項目
堅持不懈

與個人努力

持續

利益
次文化

生涯性

與認同感
平均數

當我遇到困難時，會努力克服，繼續參

與自行車活動
0.82 3.90

當我遭遇阻礙時，仍會繼續堅持自行車

活動的參與
0.81 3.94

即使參與過程中面臨挫折，我仍努力不懈 0.80 4.05

我願投入時間加強自行車活動的知識與

技能
0.72 3.99

我願投入金錢加強自行車活動的知識與

技能
0.54 3.60

參與自行車活動，可以讓我有充實感 0.84 4.33

參與自行車活動，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 0.82 4.30

參與自行車活動，可以讓我有達到自我

實現的機會
0.67 4.01

參與自行車活動，可以讓我認識許多朋友 0.63 4.41

自行車騎乘活動讓我的生活更豐富 0.61 4.31

參與自行車活動，可以讓我增進個人形象 0.57 3.89

私底下，我會與自行車同好一起參與活

動或聚會
0.89 3.96

私底下，與自行車同好一起聚會時能讓

我暢所欲言
0.84 3.83

長期與自行車同好相處下，我們擁有共

同的價值觀
0.76 3.91

長期參與自行車活動，幫助我發現自己

的生涯方向
0.75 3.53

長時間參與自行車活動，幫助我確認自

己的人生目標
0.74 3.67

我認為較少其他休閒活動可以取代自行

車活動
0.68 3.55

特徵值 3.84 3.37 2.53 2.22

解釋變異量% 22.60 19.79 14.91 13.05 70.35a

Cronbach’s α 值 0.87 0.89 0.84 0.78 0.92b

KMO 係數值 =.851；Bartlett 球形檢定近似卡方分配 = 7093.899，p<.000

a: 累積解釋變異量  b: 整體 Cronbach’s α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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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憩專門分析

在自行車活動騎乘者的遊憩專門

化程度部分，平均數最高者為「對我

來說，與機動車輛分開的自行車路線

是重要的」(M = 4.45)。後續針對 26

題遊憩專門化項目進行因素分析，首

先檢視 Bartlett球形檢定 (p < .001)及

KMO 值(.753)，確定適合進行因素分

析，本研究採用主成分分析法萃取因

素，選取特徵值大於 1 者，並以最大

變異法來做轉軸，保留因素負荷量大

於 0.5 之題項。依照上述標準，刪除 7

題，再次針對剩下之 19 個題項進行因

素分析後將其簡化成六個因素，包

括：1. 環境屬性；2. 擁有裝備及騎車

頻率；3. 技巧及知識；4. 吸引力；5. 路

線屬性；6. 自我表現，總解釋變異量

為 76.84%，各構面之信度介於 .80

~ .88 之間，詳見表 2。

表 2 遊憩專門化因素分析表

環境

屬性

擁有裝

備及騎

車頻率

技巧及

知識

吸引

力

路線

屬性

自我

表現
平均數

對我來說，指示設施完善的自行

車路線是重要的
0.88 4.40

對我來說，與機動車輛分開的自

行車路線是重要的
0.81 4.45

對我來說，公共設施完善的自行

車路線是重要的
0.78 4.39

車道鋪面採用瀝青等較平整的

自行車路線是我重視的
0.72 4.33

一年平均花費在自行車安全防護

的金額
0.88 2.84

一年平均花費在自行車硬體的

金額
0.85 3.19

一年平均花費在自行車服裝的

金額
0.81 1.99

在過去一年內，參與過的自行車

活動或比賽次數
0.52 3.46

我很清楚自行車修理保養的技

能
0.90 3.32

我對自行車活動的相關知識很

瞭解
0.85 3.45

我認為自己的騎車技術很熟練 0.80 3.45

騎乘自行車可以讓我獲得放鬆 0.81 4.16

騎車是一項讓我覺得快樂的活

動
0.79 4.36

騎車對我而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活動 0.74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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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遊憩專門化因素分析表（續）

環境
屬性

擁有裝
備及騎
車頻率

技巧及
知識

吸引
力

路線
屬性

自我
表現

平均數

我重視騎乘路線的長度 0.84 3.96

我重視騎乘路線的坡度 0.83 3.97

我重視騎乘路線的寬度 0.82 3.76

當我騎車的時候我能將自己

的風格展現出來
0.87 3.78

藉由騎車可重新肯定自己 0.87 3.80

特徵值 2.87 2.66 2.47 2.37 2.30 1.94

解釋變異量% 15.10 13.98 13 12.45 12.10 10.21 76.84a

Cronbach’s α 值 0.85 0.80 0.88 0.87 0.82 0.88 0.86b

KMO 係數值 = .753；Bartlett 球形檢定近似卡方分配 = 7039.156，p<.000

a: 累積解釋變異量 b: 整體 Cronbach’s α 值

四、流暢體驗分析

在自行車活動騎乘者的流暢體驗

程度部分，平均數最高者為「我覺得

騎車的經驗很有意義」(M = 4.31)。由

於流暢體驗構面數較多，較無法以探

索性因素分析找到適當之因素分類，

且各構面皆為一單獨存在之構念，因

此按照原先架構之分構面分別進行因

素分析（吳明隆，民 92），其解釋變異

量皆達到 57%以上，整體 Cronbach’s α

值為.97，各分構面之信度係數介於.64

~.86 之間，結果列於表 3。

表 3 流暢分層因素分析表

構面 題數 特徵值 KMO 值 解釋變異量 構面 α 值

挑戰技巧平衡 3 2.27 0.72 75.60% 0.84

知行合一 3 2.26 0.73 75.19% 0.83

清晰目標 4 2.84 0.80 71.10% 0.86

立即回饋 3 2.19 0.68 73.11% 0.82

專注 4 2.32 0.73 57.90% 0.75

控制感 4 2.71 0.78 67.68% 0.84

喪失自我知覺 3 1.75 0.65 58.42% 0.64

時間感的改變 3 2.07 0.69 69.10% 0.78

自成性經驗 4 2.76 0.81 68.96% 0.85

整體 Cronbach’s α = .97

五、認真休閒特質、遊憩專門化和流

暢體驗之關係

（一）認真休閒對遊憩專門化之迴歸分析

本節以遊憩專門化六個構面為依

變項，認真休閒的四個構面為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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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六個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認

真休閒對遊憩專門化各構面均有顯著

預測能力，且條件指標皆小於 30，故

無共線性之問題，結果如表 4。

由標準迴歸係數 β 可看出，騎乘

者的次文化、持續利益分數愈高，對

環境屬性的認同程度愈高; 騎乘者的

堅持不懈與個人努力、持續利益分數

愈高，其擁有裝備及騎車頻率則愈

多；堅持不懈與個人努力、次文化分

數愈高，其所具備相關技巧及知識愈

多；持續利益、生涯性與認同感、次

文化、堅持不懈與個人努力分數愈

高，其所感受自行車活動吸引力愈

高；生涯性與認同感分數愈高，其對

路線屬性的認同度愈高；持續利益、

次文化、生涯性與認同感分數愈高，

其對自行車活動自我表現的認同度愈

高。

相反的，標準迴歸係數 β 值為負

值，表示騎乘者的堅持不懈與個人努

力分數愈高，其對遊憩專門化路線屬

性的認同度愈低。其次，雖然生涯性

與認同感的 β 係數為負值，但因其增

加的解釋變異量不到 1%，因此影響力

很小。

表 4 認真休閒對遊憩專門化之逐步迴歸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環境屬性 擁有裝備及騎車頻率 技巧及知識

堅持不懈與個人努力 0.32(β=0.50) 0.22(β=0.43)

持續利益 0.01(β=.331) 0.02(β=0.20)

次文化 0.15(β=.13) 0.01(β=0.12)

生涯性與認同感 0.01(β=-0.1)

R2 0.17 0.35 0.23

F 59.72*** 105.44*** 90.80***

吸引力 路線屬性 自我表現

堅持不懈與個人努力 0.01(β=0.11) 0.03(β=-0.20)

持續利益 0.31(β=0.33) 0.26(β=0.24)

次文化 0.02(β=0.15) 0.07(β=0.28)

生涯性與認同感 0.03(β=0.16) 0.12(β=0.46) 0.04(β=0.25)

R2 0.36 0.14 0.38

F 85.46*** 50.623*** 120.68***

（二）遊憩專門化對流暢體驗之迴歸分析

本節以流暢體驗九個構面為依變

項，遊憩專門化的六個構面為自變項

進行九個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遊

憩專門化對流暢體驗各構面均有顯著

預測能力，且條件指標皆小於 30，故

無共線性之問題，結果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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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遊憩專門化對流暢體驗之逐步迴歸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挑戰技巧平衡 知行合一 清晰目標

環境屬性 .003(β=.07)

擁有裝備及騎車頻率 .071(β=.238) .029(β=.178) .115(β=.321)

技巧及知識 .347(β=.409) .458(β=.5) .275(β=.265)

吸引力 .018(β=.164) .057(β=.241) .074(β=.187)

路線屬性 .021(β=-.177) .036(β=-.195)

自我表現 .026(β=.147) .01(β=.112) .027(β=.182)

R2 .482 .589 .494
F 111.61 *** 171.875*** 117.088***

立即回饋 專注 控制感

環境屬性

擁有裝備及騎車頻率 .111(β=.279) .026(β=.168) .05(β=.217)

技巧及知識 .024(β=.176) .094(β=.252) .309(β=.334)

吸引力 .261(β=.256) .236(β=.256) .086(β=.266)

路線屬性 .01(β=-.103) .027(β=-.191)

自我表現 .049(β=.231) .043(β=.238) .025(β=.182)

R2 .444 .409 .497
F 119.931*** 83.004*** 118.542***

喪失自我知覺 時間感的改變 自成性經驗

環境屬性 .008(β=.104)

擁有裝備及騎車頻率 .016(β=.124) .005(β=-.076)

技巧及知識 .073(β=.244) .204(β=.327) .012(β=.11)

吸引力 .179(β=.28) .084(β=.261) .574(β=.637)

路線屬性 .012(β=-.122) .007(β=-.097)

自我表現 .007(β=.094) .021(β=.167) .007(β=.102)

R2 .287 .314 .607
F 48.282*** 68.597*** 185.41***

由標準迴歸係數 β 可看出，騎乘

者的技巧及知識、擁有裝備及騎車頻

率、自我表現和吸引力分數愈高，其

挑戰與技巧之平衡、知行合一、立即

回饋、專注的程度愈高、所感受之控

制感愈強、喪失自我知覺的感受愈

強；技巧及知識、擁有裝備及騎車頻

率、吸引力、自我表現、環境屬性分

數愈高，其所感受清晰目標的程度愈

高；技巧及知識、吸引力、自我表現

分數愈高，其時間感的改變感受愈

高。吸引力、技巧及知識、自我表現、

環境屬性分數愈高，其自成性經驗感

受程度愈強。

相反的，標準迴歸 β 係數為負值，

代表騎乘者的路線屬性分數愈高，其

挑戰與技巧平衡、知行合一、專注、

感受之控制感、自成性經驗感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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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低、喪失自我知覺的感受愈弱。其

次，騎乘者的擁有裝備及騎車頻率分

數愈高，其時間感的改變感受愈低。

但因其增加的解釋變異量不到 1%，因

此影響力很小。

（三）認真休閒對流暢體驗之迴歸分析

本節以流暢體驗九個構面為依變

項，認真休閒的四個構面為自變項進

行九個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認真

休閒對流暢體驗各構面均有顯著預測

能力，且條件指標皆小於 30 故無共線

性之問題。結果如表 6。

由標準迴歸係數 β 可看出，騎乘

者的堅持不懈與個人努力、持續利益

分數愈高，其挑戰與技巧平衡、喪失

自我知覺的程度愈高；堅持不懈與個

人努力、次文化分數愈高，其知行合

一感受程度愈深；堅持不懈與個人努

力、持續利益、次文化分數愈高，其

清晰目標、立即回饋的感受與專注程

度愈高、亦具有愈多控制感；堅持不

懈與個人努力、生涯性與認同感、持

續利益分數愈高，其時間感的改變程

度愈大；持續利益、生涯性與認同感、

次文化、堅持不懈與個人努力分數愈

高，其所感受之自成性經驗欲強烈。

表 6 認真休閒對流暢體驗之逐步迴歸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挑戰技巧平衡 知行合一 清晰目標

堅持不懈與個人努力 0.53(β=0.66) 0.44(β=0.62) 0.45(β=0.46)
持續利益 0.01(β=0.11) 0.06(β=0.25)

次文化 0.02(β=0.13) 0.02(β=0.15)

生涯性與認同感

R2 0.54 0.45 0.53

F 347.74*** 246.98*** 224.68***

立即回饋 專注 控制感

堅持不懈與個人努力 0.52(β=0.52) 0.43(β=0.46) 0.49(β=0.56)

持續利益 0.06(β=0.26) 0.02(β=0.20) 0.03(β=0.17)

次文化 0.01(β=0.11) 0.06(β=0.21) 0.01(β=0.10)

生涯性與認同感

R2 0.58 0.50 0.53
F 276.97*** 203.73*** 225.08***

喪失自我知覺 時間感的改變 自成性經驗

堅持不懈與個人努力 0.31(β=0.39) 0.24(β=0.28) 0.02(β=0.18)

持續利益 0.04(β=0.27) 0.01(β=0.12) 0.36(β=0.31)

次文化 0.02(β=0.16)

生涯性與認同感 0.05(β=.24) 0.04(β=0.18)

R2 0.35 0.30 0.44
F 161.27*** 84.42*** 1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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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分析結果，自行車騎乘

者的認真休閒特質能有效預測遊憩專

門化程度，且其中以持續利益和堅持

不懈與個人努力之預測力最高。此結

果與梁英文與曹勝雄（2007）的研究

發現相仿，兩位學者發現認真休閒特

質的持續利益是遊憩專門化的主要影

響特質，其次是個人努力。

此外，騎乘者的遊憩專門化能有

效預測流暢體驗，且其中以技巧與知

識之預測力最高。過去研究已證實當

遊憩者的專門化程度越高時，其流暢

體驗的感受度愈高（葉源鎰，2007；

Hoffman & Novak，1997)；而本研究進

一步指出技巧與知識是預測其流暢體

驗的最主要變項，亦即當遊憩者自身

愈具備自行車相關知識且對自身技術

有信心，愈可能達到流暢體驗感受，

特別是在挑戰技巧平衡、知行合一、

清晰目標和控制感等較需高度技術才

能達到流暢體驗的構面上。

其次，騎乘者的認真休閒特質能

有效預測流暢體驗，其中以堅持不懈

與個人努力之預測力最高。此結果驗

證了黃孟立、高俊雄（2007）的研究

發現，具認真休閒特質的受訪者，大

部分皆達到流暢體驗。亦即自行車騎

乘者在活動中所遇到的阻礙需要有堅

持與努力的個人內在特質，進而達到

挑戰與技能平衡的流暢體驗狀態。

就構面間的關係而言，達顯著預

測的構面間大多如文獻所述為正向關

係，除了遊憩專門化的路線屬性構面

對流暢體驗之「挑戰技巧平衡」、「知

行合一」、「專注」、「控制感」、「喪失

自我知覺」、「自成性經驗」等六個構

面有負向預測關係。產生這樣結果的

可能原因為，就自行車騎乘者而言，

愈在意路線屬性的參與者，較無法專

注於活動本身，而較難在過程中獲得

流暢體驗；相反地，隨著遊憩專門化

程度的提高，參與者在騎乘過程中能

從本身技巧、環境安全屬性和活動意

義等方面來尋求達到流暢感受的機

會，愈不會受到路線本身的長度、寬

度及坡度所干擾，意即其達到流暢體

驗的過程，較不會受到路線屬性的限

制。因前人研究（葉源鎰，2007；施

念怡等，2009）多將遊憩專門化分為

數組相同程度之集群，來做其在流暢

體驗構面上之差異分析，鮮少有學者

做構面與構面間細部的探討，因此缺

乏相關文獻可茲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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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發現自行車騎乘者的認真

休閒對遊憩專門化和流暢體驗皆具正

向預測能力、遊憩專門化亦對流暢體

驗具正向預測能力；換句話說，當具

認真休閒特質的騎乘者對自行車活動

的遊憩專門化程度愈高時，其流暢感

受愈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行

車騎乘者對路線屬性的重視程度與流

暢體驗呈現負向預測關係，亦即在達

到流暢體驗的過程中，自行車活動本

身的意義、車道特性、參與者本身的

投入和技術（技巧和知識、過去經驗、

花費）等遠比路線屬性的影響更重要。

本研究結果可以提供休閒運動參

與者在實際應用的參考，參與者應該

在休閒運動的參與過程中產生流暢體

驗，對於技術及操作能力與知識上的

提升讓參與者感受到參與過程即是一

種樂趣的經驗，並在活動當中感受到

參與活動所衍生的心理及生理持續的

各項效益，透過與其他參與者互相學

習的過程培養情誼，增進對社交效益

的感受程度。

二、建議

研究顯示自行車騎乘者的認真休

閒特質對遊憩專門化、流暢體驗具有

正向預測能力且遊憩專門化對流暢體

驗具有正向預測能力，因此建議自行

車騎乘者加入社群持續參與自行車活

動，使自身成為具認真休閒特質的參

與者，隨著騎乘技巧與知識的增加，

提升自行車活動在生活中的重要程

度，使得參與活動時有愉悅的感受並

而一再的感受流暢體驗。

就遊憩專門化各構面和個別題項

的平均數來看，可發現遊憩者認為自

行車道的環境屬性是最重要的，特別

是在騎乘時的安全考量上，如與機動

車輛分開，因此建議政府在規劃自行

車道時，應重視自行車者用路權的觀

念，做好符合騎乘者安全的車道設

計，也應針對非自行車車輛進入自行

車道提出法律規範，建構出完善的自

行車道系統，讓自行車騎乘者擁有安

全的場域，也才能享受騎乘的快樂。

從本研究的人口統計特性來看，

自行車騎乘者以男性的居多，然而相

較於其他運動而言，自行車可說是較

容易入門的活動之一，建議政府推廣

或自行車廠商可思考專為女性設計的

自行車騎乘技術及基礎修理課程，甚

至鼓勵自行車女性社團的成立，讓剛

入門之女性車友容易持續參與自行車

活動，提高參與率，並藉由騎乘達到

擴展人際關係及運動健身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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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erious Leisure,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Flow Experience :

The Case of Bicycle Riders

Chen, Hui-ling1 ,Liao, Chia-hui2*

Abstract Purposes: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levels of serious

leisure,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perceived flow experiences during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further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three variables. Methods: A survey questionnaire was employed and data

were collected on members of bicycle riders associations from north,

central, south and east regions of Taiwan.  Six hundred and

twenty-seven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605 were retained.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actor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Conclusion: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rious leisure

possessed by bicycle rider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with durable benefits, need to persevere /personal effort

the most powerful predictor; (2) The level of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possessed by bicycle rider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ir flow experiences,

with skill and knowledge the most powerful predictor;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rious leisure possessed by bicycle rider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ir flow experiences, with persevere and personal effort the

most powerful predictor.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bicycle riders can

obtain flow experiences by enhancing their levels of serious leisure and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Keywords: Serious leisure,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Flow experience,

Bicycle r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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