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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師範校院學生若養成良好正向積極的休閒育運動態度，將對於國家社會

經濟力，以及未來學子的體力與腦力產生正向影響力。因此，本研究旨在瞭解何項

因素，為影響師範校院學生參與休閒運動之主要關鍵因素。方法：以臺灣地區師範

校院 (三所師範大學、三所教育大學) 為研究範圍，依據各校學生數在六所學校總

人數的相對比例，透過「體育課程滿意度、休閒運動態度與休閒運動參與調查問卷」

為研究工具，進行問卷調查法，採用分層叢集隨機抽樣的方式，研究對象共有效抽

取 1,831 位學生，所得資料再以典型相關與邏輯斯迴歸等統計分析方法進行分析。

結果：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間之關係，主要由體育課程滿意度的學習效

果構面因素，經由第一典型因素影響休閒運動態度整體構面因素；此外，師範校院

學生之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對休閒運動參與，具有顯著性影響關係存在，

尤以體育課程滿意度的學習效果構面因素 (勝數比 2.16) ，以及休閒運動態度的行

為傾向構面因素 (勝數比 1.57) ，對休閒運動參與具有正向影響力。結論：透過高

品質的體育課學習歷程，將使學生獲得良好學習成效，形成正向休閒運動態度，進

而提高其休閒運動參與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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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Teachers who cultivate positive leisure sports attitude among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can positively influence national economy, physical fitness, and the 

brain power of the next-generation students. Therefor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dimensions 

that serve as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sports. Methods: 

This study recruited 1,831 students for a survey through stratified sampling (In statistical 

surveys, sampling each subpopulation independently could be advantageous when variable 

subpopulations exist within an overall population. Stratification constitutes the process of 

dividing the members of a population into homogeneous subgroups before sampling. The 

strata should be mutually exclusive, that is, every element in the population must be 

assigned to only one stratum. Additionally, the strata should b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that 

is, no population element should be excluded. Thereafter, simple random sampling or 

systematic sampling is applied within each stratum). The study’s objective was to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the sample population from three normal universities and three educational 

universities of Taiwan by reducing sampling error.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employed to survey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satisfaction, leisure sports attitude, and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tion among students. The data was analyzed through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 learning effect dimens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satisfaction was highly correlated to all dimensions of leisure 

sports attitude through first canonical correlation factor.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satisfaction and leisure sports attitud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tion, 

specifically, the learning effect dimens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satisfaction (o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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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 2.16). Moreover, the behavioral tendency dimension of leisure sports attitude (odds 

ratios: 1.57)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tion. Conclusion: Students 

can gain high-quality learning from positive leisure sports attitude and improve the 

behavioral tendency of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tion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s 

high-quality learning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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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世界先進國家皆知曉休閒運動的參與會帶給全民最直接的回饋即為－健康 (黃

振紅、呂碧琴，2012) 。積極參與休閒運動更可獲得生理效益 (增強心肺適能、免

疫功能、活力、肌力、肌耐力、柔軟度、強化骨骼、體重管理) 、心靈效益、社會

效益、家庭效益、美學效益，以及社會與國家效益 (趙麗雲，2002；劉照金、周宏

室，2002；蔡熙銘、鄭文卿，2007；Ajzen, 1991; Berger, 1996) 。然而，國家未來的

棟樑、社會的基石、競爭力的泉源，即是大學階段的學生，擁有健康身心的大學生

對於國家未來的動力、創造力與經濟力，有絕對影響性 (康正男、黃國恩、連玉輝、

王傑賢，2008；陳皆榮，2004) 。尤其師範校院的大學生更是國家培育未來優秀人

才的重要推手，是教育革新成功的關鍵因素 (林政逸，2012) 。師範校院以教育為

核心背景，積極提升教學、研究、服務、環境與制度面向，連接產業脈動與國際趨

勢，促進學生跨領域學習行為，培養文史學界、法政界、財經界、藝術界、設計界、

新聞界、音樂界、演藝界、體育界、宗教界與補教界等各領域專業人才，更培養融

合人文與科學並富有教育心、師範品之卓越教師與教育專業人才。師範校院畢業生

對於臺灣教育界與社會發展具有卓越影響力與貢獻，俗話說：「國家的未來，關鍵在

教育；教育的品質，奠基於良師」。因此，面對國家社會未來的重要人物，若能夠經

由本研究提供具體影響其參與休閒運動的關鍵性因素，讓未來優良教師與社會菁英

於大學培育階段即養成良好、正向且積極的休閒運動參與行為，未來將間接性影響

中、小學甚至大專學生對自我休閒運動的態度，進而提升國家未來整體學子的身、

心、靈、社會與美學健康，並對國家未來整體國民之體力、競爭力與國力有其正面

影響性，此乃本研究之重要性。 

影響大學生休閒運動參與的因素，可從體育課程的教育結果，以及學子內在既

存的休閒運動態度等變項，進行探討 (李建霖，2013；陳東韋，2008；陳瑞辰，2014；

廖主民、林章榜，2008；鍾志強，2005；Biddle, 2001) 。首先影響大學生體育課滿

意度因素為教學行政阻礙，涉及課程時段選擇性與選課手續便利性等面向 (張躍騰，

1996) 。第二因素為學習成效，涉及學生自我身體能力的開發、突破與展現，以及

運動知識、技能與成就感等面向的獲得 (楊志顯，1999) 。第三因素為教學策略，

涉及教學方法創新、教學內容合適、瞭解學習挫折、重視個別差異、教學態度親切，

與塑造休閒化體育運動教學環境等面向 (歐陽金樹，1997) 。第四因素為硬體設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6%A0%A1%E5%8F%8B%E5%88%97%E8%A1%A8#%E6%94%BF%E6%B2%BB%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6%A0%A1%E5%8F%8B%E5%88%97%E8%A1%A8#%E8%97%9D%E8%A1%93%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6%A0%A1%E5%8F%8B%E5%88%97%E8%A1%A8#%E8%A8%AD%E8%A8%88%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6%A0%A1%E5%8F%8B%E5%88%97%E8%A1%A8#%E6%96%B0%E8%81%9E%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6%A0%A1%E5%8F%8B%E5%88%97%E8%A1%A8#%E9%9F%B3%E6%A8%82%E7%95%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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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 20(1)  

 

 

涉及運動場地、使用器材，以及教學設施之數量、品質、整潔與安全性等面向 (張

躍騰，1996) 。第五因素為同儕關係，涉及同儕支持、班級氣氛、良性競爭等面向 (陳

瑞辰，2014) ，上述五因素為影響學生感受體育課程滿意度的因素之一。 

此外，生理與心靈成長 (李世昌、林聰哲、李政道，2005) 、社會成長 (鍾志強，

2005) 、認知成長 (陳仁精、鍾志強，2009) 、情感投入、行為傾向 (楊亮梅、顧毓

群，2004) 等乃為影響學生形成內隱性休閒運動態度的因素之一；另外，學者們、

體育課程理論、體育教學要素與休閒理論亦指出，學生會經由動態的身體教育歷程，

透過體育教師選擇符合學生特質與班級特性的體育課程價值取向，依據學生個體、

學科內容與社會影響等三者因素，進行課前系統性的研擬教學計畫與教案設計，教

學過程中依據學生學習反應與進步情形，適時調整教學內容、教學器材、輔具應用

與教學評量，再依據多元的評量作為後續課程規劃調整的依據，藉以引導學子獲得

人體大肌肉活動的經驗，養成休閒運動正向價值、休閒運動知識技能、互助合作鼓

勵行為，並培養自我健康認知覺察與挑戰自我體能極限等態度，經由態度的養成而

影響學子的行為意圖，進而再由學子個體的行為意圖對身體性休閒活動產生一種持

續性、一致性的認知、情感與行為反應，藉此提升休閒運動參與的行為 (周宏室，

2002；翁志成，2010；楊亮梅、顧毓群，2004；葉憲清，2004；Ajzen, 1988) 。 

休閒運動參與行為會經由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的變化而產生影響，

過去研究探討體育課程滿意度、休閒運動態度、休閒運動參與三變項間的關係，發

現休閒運動態度情意因素層面對學習滿意度、體育課程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 (陳文

良、劉選吉、謝謨郁，2005) ，學生個體的休閒運動心態、信念、想法會正向影響

體育課程的學習感受；體育課程滿意度對休閒運動態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孫彩卿、

陳鎰明，2009；陳東韋，2008；陳瑞辰，2014；楊亮梅、陳俊民，2009) ，體育課

程的系統化教學、教師的態度與正向行為，以及學生運動能力與運動知識的養成等

因素，對學生課後的休閒運動態度、適應能力與休閒喜好產生正面影響；休閒運動

參與對體育課程滿意度具有正面的影響 (林東泰，2002；陳民修、張少熙，2007) ，

學生自我休閒運動參與的意願、頻率愈高，對其體育課程學習的滿意度也愈高；體

育課程滿意度對休閒運動參與具有正面影響 (李建霖，2013；許富淑，2010；楊亮

梅、陳俊民，2009；蔡貞雄，1998；鍾志強，2008；闕月清，1999；Biddle, 2001; Carlson, 

1995; Grady, 1993; Guo & Liu, 2016; Ignatov, 2016; Rice, 1988; Silverman & 

Subramaniam, 2000) ，學生經由體育課程獲得運動樂趣、運動需求、學習成就、榮

譽感與休閒運動知識，對其課後的休閒運動參與頻率、行為有正面影響；休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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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對休閒運動態度具有正面影響 (陳東韋，2008) ，休閒運動參與的次數愈多、

時間愈長，學生在休閒運動態度的運動技巧、技能層面得分亦愈高；休閒運動態度

對休閒運動參與具有正面影響 (陳瑞辰，2014；黃振紅、呂碧琴，2012；Guo & Liu, 

2016; Lim, Khor, & Tham, 2010; Lim, 2009; McFarland, Zajicek, & Waliczek, 2014; 

Myung & Yang, 2016) ，休閒運動態度會牽引著個體的行為意圖，進而影響休閒運動

參與的類型、頻率、時間、強度、地點、同伴等因素，此外，個體獲得的休閒運動

效能、認知、體能與成就感愈高，則休閒運動參與行為愈高；體育課程滿意度影響

休閒運動態度，休閒運動態度進而再影響休閒運動參與 (陳瑞辰，2014；楊亮梅、

陳俊民，2009；楊亮梅、顧毓群，2004；蔡貞雄，1998) ，因為體育課程可經由教

師的活動安排，同儕間互助合作氛圍的營造，給予正向的休閒運動經驗、技能與價

值，進而影響學生課後的休閒運動參與行為。 

過去相關研究探討範圍，多為單一學校個案 (洪慧敏，2009；孫彩卿、陳鎰明，

2009；許富淑，2010；陳仁精、鍾志強，2009；陳東韋，2008；陳瑞辰，2014) ；

二所大學 (楊亮梅、陳俊民，2009) ；地區性，縣市 (李世昌等，2005；黃振紅、呂

碧琴，2012；黃雅鈴、陳惠美，2005) 範圍的調查研究；全國性調查研究有鍾志強 

(2006) 等研究，但其探討變項為休閒運動動機。顯示過去研究透過體育課程滿意度、

休閒運動態度等變項，來預測全國性師範校院學生休閒運動參與行為的研究卻未建

樹 (陳瑞辰，2014) 。此外，本研究有別於過去研究，以全國三所師範大學與三所

教育大學為研究對象，各校依學生總數，以機率抽樣 (probability sampling) 類別中

的分層叢集隨機抽樣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進行調查，並透過邏輯斯迴歸依變

項 (二分變項) 的設計，來預測自變項的關鍵因素，基此，本研究針對全國師範校

院學生的體育課程滿意度、休閒運動態度與休閒運動參與行為進行研究，結果可提

供具體提升未來師資休閒運動參與行為的關鍵因素，更將結果提供給全國師範校院

體育課程的規劃與設計，藉此影響未來教師參與休閒運動的具體方向，形成正向循

環並間接性地影響中、小學甚至大專學生之休閒運動態度與休閒運動參與行為，進

而提升整體學子的身心健康與國家未來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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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分析師範校院學生之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間的相關情形。 

（二）探討師範校院學生之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對休閒運動參與之預測

程度。 

 

壹、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問題背景與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提出本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第一部分利用典型相關來瞭解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間是否有相關

情形，第二部分再以邏輯斯迴歸探討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對休閒運動參

與的預測情形，為本研究的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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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依據教育部 103學年度大專校院概況統計，計算臺灣地區 103學年度三

所師範大學與三所教育大學學生為研究標的母群體 (target population) ，人數共計

44,427 人 (教育部，2015) 。所需樣本依據公式推算，以母群體為 44,427 人，信賴

水準 99%、容忍誤差正負 3%，Z值為 2.58，並將事件出現比率保守估計為 0.5，透

過樣本數決定公式，所需樣本數為 1,775 人。採分層叢集隨機抽樣法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根據教育部 103學年度大專校院概況統計，茲將各校人數、占

母體比例、所需樣本數、實際發放數、有效回收數 (1,831份) 與有效回收率 (91%) 

(研究對象須於 105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擁有學籍，包含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學

生) ，羅列於表 1所示。正式問卷調查時間為 2016年 9月至 2017年 1月，各校調

查均由研究者委託或親赴現場進行問卷調查。 

 

表 1 

分層叢集隨機抽樣分配表 

校名 學生數  母體比例(%) 所需樣本數 實際發放數 有效回收數 回收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5,040 33.85 601 677 606 9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8,085 18.20 323 364 357 9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6,612 14.88 264 298 251 8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5,622 12.66 225 253 235 93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3,985 8.97 159 179 171 9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5,083 11.44 203 229 211 92 

小計 44,427 100   1,775  2,000  1,831 92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六所師範校院 1,831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其背景變項如表 2

所示。背景變項特性部分，以女性 (64.9%) 、大一 (41.4%) 學生佔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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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有效樣本人口統計變項分佈統計表 

變 項 組別 
N = 1831人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643 

1188 

35.1% 

64.9% 

年級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碩一 

758 

599 

274 

198 

2 

41.4% 

32.7% 

15.0% 

10.8% 

0.1%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初稿於「體育課程滿意度」量表部分，主要參考陳瑞辰、張川鈴與李

俞麟 (2016) 形成八個構面六十一個問項；於「休閒運動態度」量表部分，主要參考

陳瑞辰、謝豐宇與陳逸政 (2017) 形成六個構面四十二個問項；於「休閒運動參與」

量表部分，主要參考陳瑞辰 (2014) 形成一個問項。並參照王文科 (2014) 函請五位

相關領域 (運動管理、運動教育、統計測量) 學者專家進行問卷的審視、校訂，以建

立本量表之專家效度，形成預試調查問卷量表。 

預試問卷於2016年9月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學生為對象，施測人數根據問卷題

項之3 - 5倍人數為原則 (吳明隆，2003) ，共計發放500份問卷，有效問卷458份，有

效回收率92%。剔除無效問卷後，採用內部一致性效標法 (criterion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進行項目分析 (item analysis) 。於「體育課程滿意度」量表第48題 (我對

男女分班上課感到) ，CR值未達顯著水準 (α = .05) 予以刪除。預試量表再經因素分

析與信度分析，形成正式調查量表。 

正式量表於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以臺灣三所師範大學與三所教育大學的學

生為對象進行調查，有效問卷共計1,831份，正式量表經過項目分析後，再以主成份分

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進行因素分析，結果發現「體育課程滿意度」量表

第22題 (我對教師的點名方式感到) 因素負荷量小於 .4之標準 (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 ，因此予以刪除。以主成份分析法萃取特徵值大於1之因素，「體

育課程滿意度」量表萃取出10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為70.03%；「休閒運動態度」

量表萃取出5個因素，累積解釋變異量為65.60%。再以Cronbach’s α係數，考驗量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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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一致性信度，「體育課程滿意度」量表之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7 (排除第22

題) ；「休閒運動態度」量表之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6。顯示本研究工具二個

分量表皆具有良好的信效度 (如表3) 。量表計分採用李克特五點量表予以計分根據受

試者的反應從「非常滿意 (同意) 」、「滿意 (同意) 」、「無意見」、「不滿意 (同意) 」、

「非常不滿意 (同意) 」分別5、4、3、2、1 分。其得分愈高，表示滿意度 (同意度) 

愈高，反之愈低。 

另外，根據本研究目的，採用邏輯斯迴歸分析，將影響學生休閒運動參與視為依

變項，並視其為二分之類別變項，以1表示不同意參與，2表示同意參與，「體育課程

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量表視為自變項，以建構師範校院學生參與休閒運動之

預測模式。 

 

表 3 

體育課程滿意度量表、休閒運動態度量表信、效度分析表 

量表名稱 因素名稱 解釋變異量 Cronbach α 

體育課程滿意度 

學習效果 11.07 .94 

硬體設施 10.00 .92 

教師能力 9.83 .93 

同儕關係 8.52 .93 

課程內容 6.41 .92 

教學策略 5.77 .91 

課程評量 5.68 .92 

選修喜好 4.64 .84 

傷害處理 4.06 .85 

教學行政 3.98 .76 

休閒運動態度 

社會與認知成長 17.79 .94 

行為傾向 16.79 .93 

生理成長 12.81 .92 

情感投入 10.23 .87 

心靈成長  7.95 .92 

 

四、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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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用 PASW 18.0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以 α = .05 為顯著水準進行統計

考驗。 

（二）典型相關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本研究透過典型相關來檢定體育

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整體構面因素間的相關情形。 

（三）邏輯斯迴歸分析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以邏輯斯迴歸分析，來解釋

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對休閒運動參與之預測情形。 

 

貳、結果 

一、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之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瞭解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之相關情形，茲將體育課程滿意

度與休閒運動態度之典型相關分析結果摘錄，如表 4與圖 2所示，其結果分述如下： 

（一）如表 4，本研究以體育課程滿意度 (X 變項) 對休閒運動態度 (Y 變項) 的

典型相關分析中，抽出五組達顯著水準 (p < .05) 的相關因素，第一個典型

因素係數 p1 = .77，可解釋效標變項總變異量的 41%；第二個典型因素係數

ρ2 = .30，可解釋效標變項總變異量的 1%；第三個典型因素係數 ρ3 = .20，

可解釋效標變項總變異量的 0%；第四個典型因素係數 ρ4 = .11，可解釋效

標變項總變異量的 0%；第五個典型因素係數 ρ5 = .09，可解釋效標變項總

變異量的0%。控制變項和效標變項在第一個至第五個典型因素的重疊部分，

共計 43%。換言之，控制變項之學習效果、硬體設施、教師能力、同儕關

係、課程內容、教學策略、課程評量、選修喜好、傷害處理、教學行政等十

個構面，經由第一至第五典型因素共可說明效標變項之社會與認知成長、行

為傾向、生理成長、情感投入、心靈成長等五個構面之總變異量 43%。 

（二）五組典型相關及重疊量數值以第一個典型相關較大，其餘四組的重疊量數甚

小，因此，控制變項主要是藉由第一典型因素而影響效標變項。控制變項中

與第一個典型因素 (χ1) 之相關高者為學習效果構面，其結構係數為-.93；

在效標變項中，與第一個典型因素 (η1) 的關係較為密切者為社會與認知成

長、生理成長、心靈成長、情感投入與行為傾向等構面，其結構係數均在-.61

以上。因此，於第一個典型因素分析裡，主要是控制變項中的學習效果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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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影響效標變項之社會與認知成長、生理成長、心靈成長、情感投入與行為

傾向等五個構面，尤其在社會與認知成長的部分，亦是學習效果主要的影響

構面。 

 

表4  

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控制變項 

(X 變項) 
典型因素 

效標變項 

(Y 變項) 
典型因素 

體育課程

滿意度 
χ1 χ2 χ3 χ4 χ5 休閒運動態度 η1 η2 η3 η4 η5 

學習效果 
-.93 .05 -.22 -.12 .12 

社會與認知成

長 
-.96 -.11 .24 -.00 .00 

硬體設施 -.63 -.04 .00 .03 .15 行為傾向 -.61 .73 .02 .26 -.09 

教師能力 -.67 -.26 -.23 .11 -.48 生理成長 -.85 -.00 -.38 -.03 .36 

同儕關係 -.79 -.29 .43 .12 -.03 情感投入 -.82 .07 -.30 .12 -.45 

課程內容 -.77 -.27 -.18 .25 -.00 心靈成長 -.85 .20 -.09 -.46 -.00 

教學策略 -.74 -.05 .20 -.24 -.24       

課程評量 -.80 -.07 .06 .17 -.17       

選修喜好 -.68 .25 -.20 .07 -.38       

傷害處理 -.72 .29 .22 .13 -.00       

教學行政 -.67 .46 .07 .40 -.02        

抽出變異

數百分比 
.56 .06 .04 .03 .05 

抽出變異數百

分比 
.68 .12 .06 .06 .06 

重疊量 .34 .00 .00 .00 .00 重疊量 .41 .01 .00 .00 .00 

      ρ2 .60 .09 .04 .01 .00 

      ρ .77* .30*  .20* .11* .09*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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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典型相關分析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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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對休閒運動參與預測程度分析 

本研究透過邏輯斯迴歸並以強迫輸入法 (enter) 進行分析，針對十五個自變項

所建立影響參與休閒運動之預測迴歸模型，其整體模式顯著性考驗 χ2 = 123.56 (p 

< .05) ，達顯著水準；Hosmer-Lemeshow檢定值為 11.40 (p > .05) ，未達顯著水準，

表示十五個自變項所建立之迴歸模式適配度良好，亦即自變項可以有效預測依變項。

迴歸分析結果摘錄，如表 5所示。 

學生休閒運動參與預測因素中，學習效果、行為傾向等因素達顯著水準 (p 

< .05) 。由於學習效果與行為傾向之勝數比 (odds ratio) 皆大於 1，故此兩項皆為正

向影響因素，亦即當學習效果或是行為傾向之影響因素得分提高，則學生參與休閒

運動意願相對增加。此外，將學習效果視為參與休閒運動之重要因素的學生，其參

與運動的意願則是未將其作為考量因素之學生的 2.16倍；將行為傾向視為參與休閒

運動之重要因素的學生，其參與運動的意願則是未將其作為考量因素之學生的 1.57

倍。 

 

表 5  

體育課程滿意度、休閒運動態度對休閒運動參與之邏輯斯迴歸分析摘要表 

預測變項 β係數 標準誤 勝數比 

常數 -2.08* .46 0.12 

學習效果 0.77* .14 2.16 

硬體設施 -0.16 .09 0.85 

教師能力 -0.16 .14 0.84 

同儕關係 -0.19 .11 0.82 

課程內容 0.21 .16 1.24 

教學策略 0.15 .12 1.16 

課程評量 -0.01 .13 0.98 

選修喜好 0.04 .09 1.04 

傷害處理 -0.16 .10 0.84 

註：df = 1 ; * p < .05 ; n.s. p > .05 

(續下頁)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 20(1)  

 

 

表 5  

體育課程滿意度、休閒運動態度對休閒運動參與之邏輯斯迴歸分析摘要表(續) 

預測變項 β係數 標準誤 勝數比 

教學行政 0.00  .09 1.00 

社會與認知成長 0.16  .17 1.18 

行為傾向 0.45* .09 1.57 

生理成長 0.04  .14 1.04 

情感投入 -0.24  .14 0.78 

心靈成長 -0.22  .14 0.80 

整體模式適配度檢定 χ2 = 123.56*   

Hosmer-Lemeshow 檢定值 = 11.40 ( n.s.) 

註：df = 1 ; * p < .05 ; n.s. p > .05 

 

由表5邏輯斯迴歸分析得知，納入之預測變項為學習效果與行為傾向。因此，學

習效果與行為傾向為主要影響學生參與休閒運動之主要關鍵影響因素，依據統計結果，

其最佳邏輯斯迴歸模式如下： 

e 
-2.08 + (.77)*學習效果 + (.45)*行為傾向

 

Prob (願意參與)＝                              

1+e 
-2.08 + (.77)*學習效果 + (.45)*行為傾向 

 

肆、討論 

一、 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相關分析探討 

經由典型相關分析發現體育課程滿意度變項主要由學習效果因素，透過第一典

型因素，影響整體休閒運動態度變項等五因素 (社會與認知成長、生理成長、心靈

成長、情感投入、行為傾向) 。因此，大學生的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間

存有典型相關關係存在，並透過重疊指數發現可解釋變異量為 41%。此與陳文良等 

(2005) 的研究結果不同，其研究指出學生對於體育課程的學習滿意度，主要受休閒

運動態度的休閒運動情意因素所影響，亦即學生自我休閒運動的信念、態度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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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體育課程的學習感受程度。 

過去研究指出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的內涵包括，優良的教師能力與素質、完善的

課程內容與教材運用、良好的班級氣氛與同儕關係、適切的教學策略與團隊氣氛、

多元化的課程評量與評分方式，以及安全且充足的硬體設施環境 (楊建隆，2007；

劉雅文、潘義祥、周宏室，2015；鄭志富，1994) 。陳瑞辰 (2014) 之研究結果與本

研究結果有相似之處，其研究發現體育課程滿意度變項的教師行為與同儕支持因素，

是影響整體休閒運動態度的主要因素，亦即為教師的教學態度、講解示範、鼓勵支

持對學生休閒運動態度的養成具有影響性。 

此外，學習理論指出學生的學習經驗、學習成果是形成個人態度的重要因素之

一 (孫彩卿、陳鎰明，2009) 。而本研究學習效果因素內涵包括，於課堂中提升自

我運動知識、技能、體能、健康，獲得成就感與榮譽感，並能夠紓解壓力。亦即今

日大學的體育課程，應透過多元化、興趣化與選修化的課程項目，提供學生系統、

創新、刺激、冒險、挑戰，並融入休閒運動技能、體能、知識、團隊、成就感、榮

譽感等學習效果的元素內涵，將能夠有效提升與養成大學生正向的休閒運動態度、

技能與認知，進而能夠精緻化大學生休閒生活的品質與內涵 (陳東韋，2008；楊亮

梅、陳俊民，2009) 。 

總結上述由學習理論得知學生的學習歷程是形成其內隱價值與態度的重要因素。

而高品質的體育課程 (重視教師能力、系統課程、同儕支持、創新教學、成就榮譽、

多元評量與硬體設施等因素) 將可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生經由高品質的體育課

學習歷程獲得良好學習成效，進而影響其正向的休閒運動態度，使之對於休閒運動

的效益認知、情感投入與行為傾向等因素具有正面且積極的認同。 

 

二、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對休閒運動參與預測程度分析探討 

（一）休閒運動態度對休閒運動參與之解釋力 

本研究以邏輯斯迴歸來分析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對休閒運動參與的

預測程度，發現休閒運動態度變項的行為傾向因素對學生實際參與休閒運動具有顯

著性的影響。由此可見，若學生具備某些態度，例如可決定自我休閒運動種類、會

參加新的休閒運動、會增加休閒運動時間、會購買休閒運動用品、會蒐集休閒運動

相關資訊、會參加休閒運動團隊、會優先考慮參與休閒運動、會鼓勵他人參與休閒

運動等態度，則該生比其他同學多出 1.57倍參與休閒運動的可能性。此結果與陳瑞

辰 (2014) 的研究結果相類似，其研究發現大學生若重視休閒運動態度的主動參與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 20(1)  

 

 

因素時 (該因素內涵包括：學生能夠自我決定休閒運動種類、會關心自我休閒運動

情形、即使忙碌仍覺參與休閒運動是重要的、希望週遭有更多運動場所) ，則該生

參與休閒運動的機率，高出其他同學 2.97倍的可能性。 

學者指出大學生個人內隱的態度，牽引著該生外顯的運動參與行為 (Lim et al., 

2010) 。計畫行為理論與理性行動理論指出態度  (attitude) 是形成行為意圖 

(behavior intention) 的重要變項，而行為意圖亦是預測與解釋個人實際行為表現的指

標 (Ajzen & Fishbein, 1980; Ajzen, 1985) 。Noland 與 Feldman (1984, 1985) 亦指出

身體活動態度能有效預測個人的運動行為。當大學生的休閒運動態度愈高，則該生

的休閒運動參與行為愈佳 (洪慧敏，2009；陳仁精、鍾志強，2009；楊亮梅、陳俊

民，2009；Myung & Yang, 2016) 。學生若養成休閒運動態度，可幫助其體驗休閒運

動，間接養成良好休閒運動參與的習慣 (黃振紅、呂碧琴，2012) 。例如學生提高

自我的休閒運動費用時，則運動參與行為相對提高 (黃振紅，2004) 。 

經由分析休閒運動態度，可深入瞭解大學生休閒運動參與行為的情形 (孫彩卿、

陳鎰明，2009；Guo & Liu, 2016) 。過去研究顯示，休閒運動態度與運動頻率及運

動總量有顯著相關性  (楊亮梅、顧毓群，2004) 。Nurmi, Hagger, Haukkala, 

Araújo-Soares, 與 Hankonen (2016) 亦指出養成學生自我調節技巧 (self-regulation 

techniques) 中的自我監控能力 (self-monitoring) ，對於其參與身體活動具有顯著性

影響。再者，提高學生的休閒運動自我效能 (運動技能、體適能、成就感) ，讓其

具備足夠的能力與信念，能夠讓其自我決定休閒運動的內容、項目、方式、時間與

夥伴等要素，對於該生實際參與休閒運動具有正相關 (楊亮梅、陳俊民，2009；Lim, 

2009; Lim et al., 2010) 。 

此外，可透過體育課程中的運動計畫承諾書，讓學生為自我設下課餘時間的運

動參與承諾，將有助於學生自發性主動增加休閒運動參與的時間 (曾沈連魁，2014) 。

因此，應透過動態的體育課程與教師行為，來深化學生參與休閒運動的行為傾向，

並透過增設休閒運動社團、休閒運動設施 (撞球檯、桌球桌、健身設備等) 、全校

休閒運動時間、相關活動 (全校越野賽、體育表演會、運動明星講座、結合休閒運

動協會) ，以及休閒運動規劃講座，量身訂製客製化的休閒運動項目、強度、時間、

頻率與目標，基此引發休閒運動參與的內在原動力 (洪慧敏，2009；倪瑛蓮、施致

平，2010；曾沈連魁，2014；鍾志強，2006；Guo & Liu, 2016; Lim et al., 2010; 

Zimmerman & Schunk, 2011) 。 

（二）體育課程滿意度對休閒運動參與之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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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邏輯斯迴歸來分析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對休閒運動參與的

預測程度，發現體育課程滿意度變項的學習效果因素對學生實際參與休閒運動影響

效果最大。顯示學生若能夠經由體育課程的修習，而提升運動知識、技能、體能、

健康；獲得成就感、榮譽感；同時紓解壓力並培養休閒運動習慣，將提升該生實際

參與休閒運動 2.16 倍的可能性。此研究結果與李建霖 (2013) 、鍾志強 (2008) 、

Biddle (2001) 、Guo 與 Liu (2016) 論點相似，說明體育課程的修習與高評價的滿

意度，是學生畢業後參與休閒運動以及建立終身運動習慣的關鍵性影響因素。陳民

修與張少熙 (2007) 指出學生在體育課有較高的學習成就水準，其對休閒運動的參

與意願與頻率就會提高。許富淑 (2010) 亦指出大學生在游泳課評價高度的學習滿

意度與學習成效，對課後參與游泳運動具有正向影響性。此外，楊裕隆 (2007) 指

出足球課程學習成效愈好，則學生課後愈會參與足球運動。再者，高評價的學習成

效滿意度，對於休閒運動的社交、健康與運動效益等構面，具有正向影響力 (李建

霖，2013) 。 

提升學習效果因素將可提高學生參與休閒運動的可能性，而學習效果因素內涵

包括，獲得運動知識、技能、體能、健康、成就感、榮譽感以及紓解壓力等。鍾志

強 (2005) 指出學生於體育課程中獲得運動知識 (賽事欣賞、球員介紹、運動管道、

運動方法、運動處方、運動傷害預防) ，將可提升學生休閒運動參與的動機。此外，

經由體育課傳遞參與休閒運動的效果知識 (可活化大腦 alpha波、提高創意、正面情

緒、紓壓、良好睡眠) 將可提高休閒運動參與的行為 (龍裔夫、黃崇儒、洪聰敏，

2010；Berger, 1996)。體育課程中若提供學生運動認知、能力、樂趣與成功經驗，對

於其畢業後持續參與運動具有影響力 (楊亮梅、顧毓群，2004) 。再者，獲得運動

技能、生理健康、運動成就與多元廣泛運動知識，亦是影響未來休閒運動參與行為

的因素之一 (楊亮梅、陳俊民，2009) 。 

從過往學者研究結果得知，學生能夠在體育課程中獲得樂趣與紓解課業壓力，

對終身運動習慣具有影響力 (Rice, 1988) ；若學生無法從體育課程中獲得成就感時，

則可能產生負面的身體活動感受，進而不喜歡體育課程或休閒運動，導致降低畢業

後參與休閒運動的動機 (Carlson, 1995) 。Silverman 與 Subramaniam (2000) 亦指出

學生對體育課程所持有正面或負面的態度，於某種程度影響課堂外參與體育活動的

意願；此外，學科精熟理論指出，教師於體育課程中讓學生學到正確的運動技巧與

知識，並讓學生擁有良好的體適能，是體育課程實施的焦點 (Jewett, Bain, & Ennis, 

1995) 。體育課程中若能針對體適能課程做完善的編排，可讓學生習得運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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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體能、提升健康，並能夠於休閒運動場域展現運動技能，對於學生身體活動態

度與休閒運動參與意圖有正面助益 (楊亮梅、陳俊民，2009；蔡貞雄，1998；Grady, 

1993) ；因為，教學成效中的技能效果，對於學生畢業後參與休閒運動影響最為顯

著 (彭馨潁，2008) 。 

體育教學最終目的，即為透過身體活動培養學生規律運動的習慣 (闕月清，

1999) 。大學體育課程更是培養學生運動習慣最後的把關 (李建霖，2013) 。故應於

課程中實施生涯運動規劃活動，促進學生於閒暇時間的運動參與 (鍾志強，2008) 。

是故，大學亦須具備規劃運動相關政策與措施的功能，促進學生有品質的善用自我

休閒時間，確保身體活動與休閒運動有效地深植於學生的態度與實際生活中，將對

其未來的生活品質具有正面影響的意義 (Guo & Liu, 2016; Ignatov, 2016) 。再者，成

功的大學體育課程，更應透過多元課程選項 (例如：保齡球、直排輪、攀岩、潛水、

健身舞蹈、街舞等) ，讓學生自由地選擇喜愛課程，再經由課程內容建立學生正確

的休閒運動價值、觀念，以及休閒運動參與自我控制能力，進而影響大學生的行為

意圖與實際參與行為 (Guo & Liu, 2016) 。 

（三）體育課程滿意度、休閒運動態度與休閒運動參與之探討 

本研究經由典型相關分析發現，體育課程滿意度變項主要由學習效果因素 (提

升體能、健康、知識、技能、紓解壓力、培養習慣、獲得成就與榮譽) ，影響休閒

運動態度整體五個因素，再經由邏輯斯迴歸發現體育課程滿意度變項的學習效果因

素，以及休閒運動態度變項的行為傾向因素 (決定運動項目、參與新運動、增加時

間、加入團隊、購買用品、蒐集資訊、重要性高、鼓勵他人參與) ，是影響學生實

際參與休閒運動的主要因素，其中尤以學習效果因素影響效果最大。因此，學生獲

得體適能、運動技能、運動習慣與社會效益，是影響其休閒運動態度、休閒運動參

與、自我運動行為與決定 (dicision-making) 的重要因素之一 (黃振紅，2004；楊亮

梅、陳俊民，2009；蔡貞雄，1998) 。此外，體育課程若能提供學生休閒運動的經

驗、認知與能力，將增加學生畢業後的休閒運動價值觀、態度與行為 (楊亮梅、顧

毓群，2004) 。陳瑞辰 (2014) 亦指出透過教師的體育課教學行為，讓學生獲得體能

上的進步，對於學生的休閒運動態度具有影響力，此外，學生若具備主動參與因素

內涵 (能夠主動關心自我休閒運動情形、休閒運動重要性高、可決定自我休閒運動

項目、渴望更多休閒運動場所、願意加入休閒運動營) ，將對其參與休閒運動具有

最大的影響力。再者，學生擁有積極性的休閒運動態度，將產生高度的休閒運動參

與行為，尤其在休閒運動的頻率與運動總量層面將有所提升 (楊亮梅、顧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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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因此，今日的體育教師應重視學生休閒運動態度的養成，培養其主動參與

的行為傾向。另一方面，透過系統性與多元化的體育課程，依據學生的學習心理與

身心特徵，安排合適的休閒運動課程內容，讓其經由體育課程習得休閒運動的觀念、

知識、技能與習慣等能力，將對其未來參與休閒運動行為具有莫大的影響力。 

 

三、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師範校院學生之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間具有五個典型因素存在，

其主要由體育課程滿意度的學習效果構面因素，經由第一典型因素影響休閒運

動態度整體構面因素。 

學習理論指出學生的學習歷程、學習經驗與學習成果，是形成其個人內在

價值與態度的重要因素。而良好的體育課程 (重視教師能力、系統課程、同儕

支持、創新教學、成就榮譽、多元評量與硬體設施等因素) 將可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效。因此，學生透過良好高優質的體育課程學習歷程，將可提升其學習成

效，進而形成正向的休閒運動態度，並促使學生對於休閒運動的效益認知、情

感投入與行為傾向等因素具有正面且積極的認同。 

2.師範校院學生之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對休閒運動參與，具有顯著

性影響關係存在，尤以體育課程滿意度的學習效果構面因素 (勝數比 2.16) ，

以及休閒運動態度的行為傾向構面因素 (勝數比 1.57) ，對休閒運動參與具有

正向影響力。 

學習理論指出高品質的體育課學習歷程可養成學生正向的態度，計畫行為

理論與理性行動理論亦指出態度是影響行為意圖的重要變項，而學生在休閒運

動態度的行為傾向因素，以及體育課程滿意度的學習效果因素，尤其學習效果

因素的提升，更可有效提高全體學生於休閒運動參與的機率，間接影響其參與

的頻率、時間與總量。因此，尤須經由多元的體育課程 (攀岩、潛水、街舞、

保齡球、直排輪、健身舞蹈等) ，傳授休閒運動參與的能力 (方法、技巧、技

能、技術) 與知識 (賽事欣賞、運動管道、運動效益、運動處方、運動傷害) 、

效益 (活化大腦 alpha波、提高創意、正向情緒、促進睡眠) 樂趣與成功經驗。

同時重視體育教學歷程 (教師能力、課程內容、同儕關係、創新教學、成就榮

譽、多元評量、硬體設備) 的品質，以提升教學成效。亦可透過課程實施個人

運動計畫承諾書，規劃生涯運動目標，來達到休閒運動參與的自我監控，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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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其自我效能，讓其具備足夠的能力與信念，來決定自我休閒運動參與的內涵 

(內容、項目、方式、時間、頻率、夥伴等) 。再者，學校端宜建置充足的硬體

設施、成立多元休閒運動社團、訂定全校休閒運動時間、辦理相關活動與講座

等政策與措施，來提供學生更多參與休閒運動的機會與方法，滿足學習需求、

提升學習效果、形成正向休閒運動態度，影響其主動參與休閒運動的行為傾向，

養成休閒運動參與實際能力，對師範校院學生未來的生活品質，以及散撥良善

立意之種子，有其正面影響的意義。 

（二）建議 

1.實務建議 

(1) 教師能力：透過體育教學行政單位建立完善的進修補助制度，來鼓勵教師

主動進修、補助教師出席教學研討會、補助教師考取相關證照或定期安排

進修研習課程，來提升教師的核心能力。 

(2) 課程內容：鼓勵教師將課程目標，設定為影響學生課後每週參與休閒運動

3 次。此外，教師應於課程中主動提供校園周邊休閒運動的相關資訊，包

括民間體育運動組織、校內運動性社團，以及各單項體育運動協會等，以

作為提供學生參與休閒運動的管道。 

(3) 教學策略：鼓勵教師運用多元教學策略與創新、創意教學，培養學生獨立

思考與創新思維，並藉由計步器、錄影反饋、目標管理、學習紀錄單或運

動計畫承諾書等策略，促使學生學習自我運動規劃、監控、檢核與修正的

能力；此外，於大一體育課程中宜特別宣導休閒運動參與的意義、價值、

內涵與效益 (生理效益、心理效益、社會效益) ，以利重要訊息即早內化

於態度與價值之中。 

(4) 硬體設施：體育教學單位向校方主動提出需求，建議增設多功能綜合體育

館與休閒運動設施 (撞球檯、桌球桌、健身設備等) ，以解決場地不足與

室外場地使用上的不便；並建議運用校園整體空間，規劃人車分離的步道、

環山步道、環湖步道或環校步道，應用美麗的校園大環境，成為校園中每

一位教職員生健走與慢跑的休閒運動空間。 

(5) 教學行政：體育行政單位制訂完善的運動場地使用管理辦法，包括課餘時

間運動場地的借用辦法、使用時間與管理維護，以提供學生課餘時間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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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休閒運動場所；另外，體育行政單位應定期辦理校園馬拉松、全校越野

賽、體育表演會、運動明星座談、休閒運動規劃講座，並增設休閒運動團

隊與全校休閒運動時間等相關活動，提供學生更多元的休閒運動參與機會，

同時配合各活動評鑑機制，來瞭解休閒運動參與者的滿意度感受情形，以

做為未來規劃與修正活動的參考依據。 

(6) 選修喜好：開設新興休閒運動課程，例如潛水、攀岩、街舞、保齡球、直

排輪、獨木舟、風浪板、定向運動、健身舞蹈等，提供學生新穎的體育課

程選項；並依據不同性別，開設專屬課程，以利特殊化屬性、目標、能力

與強度的課程設計；同時爭取更多體育課程必修時數，或將體育選修課程

納入畢業學分，以提升學生休閒運動參與的行為。 

(7) 課程評量：運用多元評量方式，包括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自我評量

或共同評量，以建立學生自我學習目標的設定與考核，同時提升學習者的

主動權。 

(8) 學習成效：重視休閒運動知識與技能的傳授，包括運動傷害知識、運動賞

析與運動處方，同時重視體育教學歷程 (教師能力、課程內容、同儕關係、

創新教學、成就榮譽、多元評量、硬體設備) 的品質，以提升教學成效、

形成正向休閒運動態度，養成休閒運動參與實際能力。 

(9) 策略聯盟：連同校園周邊運動場館，例如健身房、撞球館、保齡球館、高

爾夫球練習場與國民運動中心等建立合作關係，為學生提供更為豐富的上

課場地與優惠票價，並為休閒運動場館帶來豐沛的消費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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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後續研究建議 

(1) 變項：未來可透過計畫行為理論、體育課程滿意度與休閒運動態度的引用，

配合探討休閒運動態度的主觀規範變項與知覺行為控制變項，來進行休閒

運動參與行為意圖模式的探究，以瞭解學生參與休閒運動的主要因素除了

態度之外，是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亦是影響參與的主要因素。 

(2) 方法：未來研究可透過增加變項與引用計畫行為理論方式，應用結構方程

模式來進行學生休閒運動參與模式的建構。 

(3) 對象：未來研究可探討綜合性大學、科技類大學、醫學類大學、商業類大

學或藝術性等大學，來瞭解臺灣地區不同學習領域學生，對休閒運動參與

特性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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