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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

滿意度研究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

習滿意度的現況，選定台東縣 6 所高中的在學學生採分層比例隨機叢

集抽樣方式，獲得有效問卷 1,104 份問卷。研究工具以「台東縣綜合

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研究問卷」為主要工具，資

料分析採用描述性統計、獨立樣本ｔ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和典型

相關等統計方法進行資料處理。研究結論為：一、三年級男生，且鄉

鎮地區學校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表現較佳。二、三年級男生的學生

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表現較佳。三、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體育課

程學習滿意度呈現正相關。 

 

 

 

 

 

 

 

 

 

 

關鍵詞：綜合高中、學習態度、學習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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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Learning Attitude and Satisfaction of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tung Coun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phenomenon of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and satisfaction toward P.E. classes in Taitung’s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s. Six high schools in Taitung County were 
colleted by the proportional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and 1,10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done. The questionnaires both of the learning attitude 
and satisfaction toward P.E. classes of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tung County.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t-test, one-way ANOVA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Th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Boys score better in learning attitude in P.E. classes. Freshmen and the 

third-graders perform better in the cognitive domain. Besides, students 
in the countries do better in the affective domain. The third-grader and 
students from the countryside outperform in the behavior intention 
domain and the integral domain. 

2. The third-graders and boy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eacher’s instruction 
in P.E. classes. They also perform better in interpersonal and the 
integral domains. In addition, students at schools with more than 
twenty four classes and those in the citie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instruction of P.E. teachers. As for the equipment, boys and students at 
schools whose classes are less than fifteen score higher. 

3. Learning attitude is in proportion to the satisfaction in P.E. classes, 
especially  the cognitive domain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cognitive, 
behavior intention and affective domain as well as teachers’ instruction 
are in high correlation. 

 

Keywords: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s,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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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透過對高中學生的調查研究，了解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

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二者間的關係，進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

議，以供教育行政機關、學校團體、教師做為參考的依據。本章包括七

節：第一節為問題背景，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問題，第四

節為研究假設，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六節為名詞解釋，第七節

為研究重要性；茲將各節分述如下。 

 

第一節  問題背景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所進行的一

項調查研究發現，針對全球20個國家，在18到65歲的人口中，台灣將近

40%的民眾運動量不足，遠高於國際平均值的2倍（曾慧青，2009）。再

根據行政院體育委會員（2008）新近調查結果發現，台灣13歲以上有

80.3%民眾表示平常有運動，但規律運動人口比例只有24.2%。教育部

體育司（2008）調查報告發現，高中學生運動三天以上有35.8%，大致

上呈現學級愈高比例愈低的情形。另外也發現高中學生規律運動每次達

30分鐘以上者的比例為40.1%，可見一般高中以上學生不到一半的學生

有足夠的運動時間。 

再就國內的學校體育課程實施情形來看，過去張兆煒（2000）的研

究也顯示，國小體育教學有許多限制，級任教師教體育課程，發生任教

能力不足現象使得教學內容單調，因為缺乏體育科專任教師以及體育教

學環境設施的限制，使教師在體育教學產生一些困擾。國中的體育課程

教學也很不正常，學校重視升學，偶爾利用體育課程上其他學科，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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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體育課程的權利，導致學生亦不重視體育課程，但至少體育課程

還是有一定的節數。到了高中職，學校因發展特色需要，不依照教育部

課程規定高中體育課必修或選修，而使得體育課程教學不正常，學生經

常不選修體育課程。因此學生都無法正常的上體育課程，學生很難在體

育課程培養對於運動的興趣。 

由以上我國國小至大學各學級學生的運動頻度偏低的情形，加上學

校體育課程實施未受足夠的重視，學校體育課程似乎升上國中後就開始

被忽略，到了高中階段學生的運動時間更為缺少，學校體育課程未能受

到學生的青睞。因此我國體育運動有再加強的空間，而要落實全民重視

體育運動，最好及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由學校體育課程來著手。 

體育課程的主角是學生，老師運用各種設備、器材、場地來引起學

生的興趣以進行教學。也透過體育課程的選修來增進對運動喜愛，期能

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在教學設計上除了體育老師認真教學、注意運動

安全外，學生的學習成效也相當重要，體育教師要有效使用各種教學資

源來安排教學，教學也要正常化，讓學生們都喜歡上體育課程。 

體育教師應充分掌握學習者的動向，才能提升其體育課程學習動

機，落實體育課程教學。因此，藉由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

調查來了解學生的學習狀況，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養成運動

習慣，是本研究最主要的動機。而台東縣原住民國中小學生所占比率為

37.2%，為全國縣市中最高，且高出全國原住民國中小學生平均比率

2.9%很多（教育部，2009a，2009b），以及有些高中學校原住民學生比

率甚至過半；而且學業成績在全國各縣市中最低（陳淑麗、熊同鑫，

2007）。升上高中職後，學業成績可能也依舊不理想，因此體育也成為

許多學生努力的項目，特別是原住民學生，而許多學校也很重視體育的

發展，因此探究學生對於學校所排定的體育課程的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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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看法為何？就非常值得探討。 

過去關於體育課程的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研究就性別而言，許

多研究發現國小、國中甚至大專女生的體育課程的學習態度與滿意度的

平均得分並不高（王正通，2005；李慶泰，2001；卓旻怡，1999；林秋

坪，2004；洪正倫，2006；陳昭宇，2003；陳俊安，2005；黃崇豪，2005；

曾冠諦，2007；詹益森，2006；劉明川，2001；廖政訓，2000；賴錦堂，

2004；賴欣怡，2007；賴欣怡，2007），但是高中男生的體育課程學習

滿意度的平均得分反而比較低（陳金梅、侯淑玲、郭明珍，2008；劉海

鵬，2002）。 

就年級而言，國小、國中低年級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滿意度

的平均得分都比高年級還低（李慶泰，2001；曾冠諦，2007）。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年級在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表現在並沒有一

致性。再就學校所在地區而言，國小、國中都是都市地區學生的體育課

程學習態度與滿意度的平均得分較低（卓旻怡，1999；陳進祿，2001）。

然而，都市地區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得分反而較高（黃美

蓉，2002），因此，就過去的研究看來，高中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

習滿意度顯然不太一致。再則，以上這些研究地區都是西部的學校，然

而就台東地區來說學生對於體育課程的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看法

是如何？則值得進一步研究。 

所以，本研究旨在探討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

習滿意度的看法。瞭解目前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情

形與學習滿意度的情形，以及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滿意度的相關情形，

以提供相關單位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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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以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為對象，深入探討體育課程學習態

度與滿意度的情形，具體研究目的有三項，茲分述如下： 

一、瞭解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情形。 

二、瞭解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情形。 

三、探討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滿意度的相關 

情形。 

 

第三節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的問題背景和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提出下列三項研究問題

以供探討，如下所示： 

一、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現況為何？ 

二、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現況為何？ 

三、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滿意度有無相關？ 

 

第四節  研究假設 

 

基於上述研究問題、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列之研究假設： 

一、不同背景變項的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達顯

著差異。 

二、不同背景變項的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達

顯著差異。 

三、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滿意度為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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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相關的名詞解釋包括綜合高中、學習態度、學習滿意度。 

一、綜合高中體育課程 

綜合高中是一種新的學制。它所強調的特色是「提供學生多樣選

擇機會透過課程的選修與試探、協助學生做適切的生涯發展及決定

（教育部，2009）。而綜合高中體育課程，學生在入綜合高中第一年

體育課程為必修，第二、三年體育課程再依各校課程發展為必選修或

選修，選修依據自己學習能力、興趣選擇體育項目，透過課程選修，

專精自己的體育專長。 

二、體育課程學習態度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為學生對體育課程學習時所持有的認知、情

感與行為意向的傾向（張春興，2001）。學生個人對體育課程如體育

課與體育活動的場地、器材、教師、目標與成就感等反應出積極或消

極的評價（楊裕隆，1998），其內容為對體育課程、體育教師、學生

本身以及與他人的人際關係等的學習態度，以學習態度量表的得分數

多寡作為積極或消極傾向的評價依據（張春秀，2000）。 

三、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 

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是指學生於體育課程學習過程中，對於整個

學習的感覺和滿足，這種感覺和滿足是否能讓學習者感到滿意、愉悅

和愉快，以及是否能讓學習者感到需求獲得滿足的感受，這種感覺由

學習者對整體學習活動的喜歡程度及滿足（柯淑屏，2003；張毓凌，

2005），其內容為對體育教師教學、環境設備、行政支援以及人際關

係等的學習滿意度，以學習態度量表的得分數多寡作為喜歡及滿足程

度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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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茲說明如下： 

一、研究範圍 

（一）研究區域 

本研究以台東縣綜合高中為研究範圍計有公東高工、台東高

中、台東高商、台東女中、關山工商等及成功商水等 6 校。 

（二）研究對象與問卷施測時間 

本研究以 97 學年度註冊就讀於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一、二、

三年級為研究對象，問卷施測時間為 2008 年 12 月 5 日及 2009 年

4 月 1 日。 

（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探討的變項，包含以背景變項為自變項，而依變項為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學習滿意度等二個變項。 

二、研究限制 

（一）在研究問卷方面 

        本研究主要是採用問卷調查法，大部分資料為自陳式的問卷調

查，不過由於填答者在作答時會受到個人情緒、對題目的認知及

態度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對問卷內容的解釋可能會有所不同或偏

差。因此，學生是否據實回答，實非研究者所能掌握，僅能假設

填答者都會據實來填答。 

（二）在研究樣本方面 

     本研究以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故研究結果的推

論亦限於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研究結果是否可推論至其他地區

的學生，則應以謹慎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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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僅以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及學習 

滿意度為主，其它可能與本研究變項產生關係或影響的因素或潛 

在變項，皆不在本研究的探討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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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的重要性 

 

    本研究旨在探討不同背景變項的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

習態度與滿意度的關係，其重要性說明如下： 

一、瞭解目前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情形與學習滿

意度的情形，以及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滿意度的相關情形。可供

教師重視學習態度與滿意度的關係，選擇提升體育課程學習態

度、學習滿意度的方案落實體育教學。 

二、本研究的結果若能明確證實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相關性，有

助於相關單位如政府機關、學校行政與體育教師等重視體育課程

的教學規劃及安排，並鼓勵教師更加努力提升學生的體育課程學

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 

三、期望本研究的結果能提供所有綜合高中學校，特別是台東縣的綜

合高中學校，作為規劃學校本位體育課程及實施體育教學的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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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目的在探討有關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體育學習滿意度的

理論，同時分析國內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的理論基礎。本章分為三節：

第一節為台東地區綜合高中體育課程實施現況；第二節為體育課程與學

習態度的相關研究；第三節為滿意度概念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相關

研究。 

 

第一節  台東地區綜合高中體育課程實施現況 

 

綜合高中是一種新的學制，它所強調的特色是提供學生多樣選擇機

會透過課程的選修與試探、協助學生做適切的生涯發展及決定。事實上

所謂的綜合高中，它兼具高中與高職雙重特質，學生在入綜合高中一年

後，再依據自己學習成就、能力、興趣選擇高中升學目標、高職升學目

標或就業目標，透過課程選修，實現自己理想（教育部，2009）。 

台東地區有國立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國立關山工商、私立公東

高工三所學校從八十五學年度起即辦理綜合高中，另外國立台東高中、

國立台東女中及國立台東高商三所學校在八十八學年度加入綜合高

中，全國辦理綜合高中比例最高的地區為台東地區（陳司衛，2003）。

學校為了爭取教育經費紛紛辦理綜合高中，雖然各校都是綜合高中但是

各校體育課程現況不盡相同，資料來源以各校學生手冊、課程手冊、電

話訪談及實地參觀得知，本節分成五個部份，首先分析各校班級數與人

數；再分析各校體育課程學習情況，接著分析各校體育課程的行政支

援；最後分析各校體育課程活動與各校體育課程教學設備，藉以了解台

東縣綜合高中體育課程現況。茲將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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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東縣綜合高中各校班級數與人數 

依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統計資料所顯示的學校規模，將學校區分為

大型學校（24 班以上）、中型學校（23～16 班）、小型學校（15 班以

下），台東縣綜合高中各校班級數與人數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台東縣綜合高中各學校班級數與人數統計表  
學校名稱 學校規模 班級數（全校） 人數 

1.關山工商 大型 24 男：297，女：199 
共 496 

2.成功商水 小型 15 男：238，女：182 
共 420 

3.公東高工 大型 35 男：712，女：542 
共 1,254 

4.台東高中 大型 33 男：1083，女：93 
共 1,176 

5.台東女中 大型 27 男：16，女：990 
共 1,006 

6.台東高商 大型 30 男：418，女：713 
共 1,131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各校班級數由多至少為公東高工、台東高中、台東高商、台東女

中以及關山工商等五所學校為大型學校（24 班以上）及成功商水一

所學校為小型學校（15 班以下）。 

二、體育課程的安排與學校體育特色本位課程分析。 

（一）體育課程的安排 

學校行政負責體育課程的排課，是透過體育科的教學研究會的

會議記錄進行排課，體育課程召集人負責體育課程發展，在課程

發展會議中提出體育課程的修課建議，體育課程修課學分數統計

如表 2-2 及體育課程修課項目如表 2-3 所示。 



 11

 
表 2-3  各校體育課程必修、必選修與選修修課項目表 

學期 
校名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關山工商 
 

高中體育 
、舞蹈 

高中體育 
、舞蹈 

高中體育 
、舞蹈 

高中體育 
、舞蹈 

高中體育 
、舞蹈 

高中體育 
、舞蹈 

成功商水 
 
 

高中體育 高中體育 籃球、排

球、棒（壘）

球 

籃球、排

球、棒（壘）

球 

籃球、排

球、棒

（壘）球 

籃球、排

球、棒

（壘）球 
公東高工 

 

高中體育 
、籃球、健

身運動 

高中體育 
、籃球、健

身運動 

高中體育 
、籃球、健

身運動 

高中體育 
、籃球、健

身運動 

高中體育 
、籃球、

健身運動 

高中體育 
、籃球、

健身運動 
台東高中 
 
 
 

高中體育 高中體育 籃球、羽

球、排球、

慢壘球、太

極拳、桌

球、撞球 

籃球、羽

球、排球、

慢壘球、太

極拳、桌

球、撞球 

高中體育 高中體育 

台東女中 
 
 

高中體育 高中體育 高中體育 高中體育 
、羽球、 
網球 

羽球、 
網球 

高中體育 
、羽球、 
網球 

台東高商 高中體育 高中體育 高中體育 高中體育 高中體育 高中體育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表2-2  各校體育課程必修、必選修與選修修課學分數統計表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學期 
 
校名 修課學分數 修課學分數 修課學分數 修課學分數 修課學分數 修課學分

數 
關山工商 

 
 

必修   2 
必選修 0 
舞蹈選修2 

必修   2 
必選修 0 
舞蹈選修2 

必修   0 
必選修 2 
舞蹈選修2 

必修   0 
必選修 2 
舞蹈選修2 

必修   0 
必選修 2 
舞蹈選修2 

必修   0
必選修 2
舞蹈選修2

成功商水 
 
 

必修   2 
必選修 0 
選修   0 

必修   2 
必選修 0 
選修   0 

必修   0 
必選修 1 
養殖科選修2   

必修   0 
必選修 1 
養殖科選修2 

必修   0 
必選修 1 
養殖科選修2 

必修   0
必選修 1
養殖科選修2

公東高工 
 
 

必修   2 
必選修 0 
選修   2 

必修   2 
必選修 0 
選修   2 

必修   0 
必選修 2 
選修   2 

必修   0 
必選修 2 
選修   2 

必修   0 
必選修 0 
選修   4 

必修   0
必選修 0
選修   4

台東高中 
 
 

必修   2 
必選修 0 
選修   0 

必修   2 
必選修 0 
選修   0 

必修   0 
必選修 0 
選修   2 

必修   0 
必選修 0 
選修   2 

必修   0 
必選修 2 
選修   0 

必修   0
必選修 2
選修   0

台東女中 
 
 

必修   2 
必選修 0 
選修   0 

必修   2 
必選修 0 
選修   0 

必修   0 
必選修 0 
選修   1 

必修   0 
必選修 1 
選修   1 

必修   0 
必選修 0 
選修   1 

必修   0
必選修 0
選修   2

台東高商 
 
 

必修   2 
必選修 0 
選修   0 

必修   2 
必選修 0 
選修   0 

必修   0 
必選修 2 
選修   0 

必修   0 
必選修 2 
選修   0 

必修   0 
必選修 0 
選修   2 

必修   0
必選修 0
選修   2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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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綜合高中各校學生的體育課程上課節數與修課情況不

盡相同，其中學習節數以公東高工學生學習節數最多為每週可有

四節，台東女中的三年級學生可不選修體育課程，其他學校每週

有二節體育課程；修課情況也有差異。 

（二）學校體育特色本位課程 

各校依學校資源與體育師資專長擬定學校體育特色本位課           

程，體育教師召開體育課程的教學研究會每學期三次，討論體育

特色本位課程的教學進度、教學評量、學生體適能提升、體育課

的排課、體育課程的學習規定、運動器材的需求及歸還規定與體

育課程教科書的選用等，體育師資如表 2-4 特色體育課程大綱統

計如表 2-5 所示。 

 

表 2-4  各校體育師資統計表 
   師資 
校名 

合格體育

教師 運動教練 非體育教

師兼代課 
運動社團

教師 專長 

關山工商 
 

3 3 2 4 原舞、游泳、手球

拔河、壘球 

成功商水 
 

2 1 1 3 籃球、棒球、羽球

游泳、原舞、拔河

公東高工 2 1 0 3 籃球、健力、排球

桌球 
台東高中 

 
6 0 0 1 籃球、田徑、跆拳

輕艇、武術 

台東女中 
 

2 0 1 2 游泳、柔道、田徑

輕艇 

台東高商 
 

5 0 0 3 籃球、原舞、桌球

排球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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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各校特色體育課程表 

校名 體育課程大綱的運動項目 

關山工商 
 

籃球、羽球、桌球、排球、足球、田徑、壘球、健康操、網球、土

風舞 
成功商水 籃球、羽球、桌球、排球、游泳、田徑、棒（壘）球、健康操 
公東高工 籃球、羽球、桌球、排球、足球、田徑、壘球、健身運動 
台東高中 籃球、羽球、桌球、排球、游泳、田徑、棒（壘）球、撞球 
台東女中 籃球、羽球、桌球、排球、網球、田徑、健康操 
台東高商 籃球、羽球、桌球、排球、田徑、網球、跆拳道、土風舞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各個學校體育特色本位課程大部分以球類運動為主，少部分以

其他競技性運動為輔，如成功商水以培訓棒球隊聞名以及關山工商

以培養原住民舞蹈舞者有名，而且學校體育特色本位課程的擬定大

概都依各校體育師資專長擬定。 

三、台東縣綜合高中各校體育課程的行政支援 

體育課程的行政支援包括教學行政的支援與體育行政支援，教學

支援為體育課程的排課、體育課程教科書的購買與體育評量的支援

等，而體育行政支援體育課程與體育課程活動，學校體育組長負責體

育行政工作，工作內容為體育相關業務的推動如運動會舉行、運動代

表隊的管理、校內外的運動比賽、體育幹部的訓練、運動營隊的辦理、

健康操的實施、運動器材的請購與維護等等，茲將台東縣綜合高中各

校體育行政人員與體育課程教科書選用分析如表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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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各校體育行政、體育課程教科書選用表 
   項目 
校名 體育行政 教材 

關山工商 
 

體育組長1名由

體育教師擔任 
一、二、三年級體育教材為謳馨出版社出版的高

中體育課本。 
成功商水 

 
體衛組長1名由

非體育教師擔任 
一、二、三年級體育教材為謳馨出版社出版的高

中體育課本。 
公東高工 

 
體育組長1名由

體育教師擔任 
一、二、三年級體育教材為謳馨出版社出版的高

中體育簡易規則。 
台東高中 

 
體育組長1名由

體育教師擔任 
一、三年級體育教材為華興出版社出版的高中體

育課本，選修以體育教師的自編教材。 
台東女中 

 
體育組長1名由

非體育教師擔任 
一、二年級體育教材為謳馨出版社出版的高中體

育課本，選修可不買課本。 
台東高商 

 
體育組長1名由

體育教師擔任 
一、二、三年級體育教材為謳馨出版社出版的高

中體育課本。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成功商水因是小型學校體育行政人員編制為體衛組長負責體育

與衛生工作，行政業務較重與其他學校不同；體育教科書選用方面除

了公東高工以高中體育簡易規則課本其他各校體育課程必修、必選修

與選修以高中體育課程為主，教材為高中體育課本，而興趣專長選修

課教材以教師自編為主。各校體育行政與教學行政支援不同，體育課

程的教學須要學校行政單位的支援方能有良好的體育教學成效。 

四、各校體育課程活動 

各校體育課程活動以運動社團、校外比賽代表隊與校內的班際比

賽作分析，運動社團如表 2-7 所示；校外比賽代表隊與校內班際比賽

活動如表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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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表 2-8  各校校外比賽代表隊與校內的班際比賽活動表 
   項目 
校名 校外比賽代表隊 校內比賽活動 

關山工商 原舞、籃球、拔河

壘球 
校慶運動會、班際比賽：籃球、排球、健康操

（每學期1至2項） 
成功商水 棒球、原舞、籃球

拔河 
校慶運動會、班際比賽：三對三籃球、拔河、

健康操（每學期1至5項） 
公東高工 籃球、健力 校慶運動會、班際比賽：拔河、路跑、壘球擊

遠、排球、撞球、爬竿、3對3籃球比賽（每學

期1至5項） 
台東高中 籃球、田徑、跆拳

輕艇 
校慶運動會、班際比賽：籃球、排球、慢壘（每

學期1至2項） 
台東女中 籃球、游泳、田徑

輕艇 
校慶運動會、羽球、籃球、排球、游泳、網球

（每學期3至4項） 
台東高商 籃球、排球、桌球 校慶運動會、羽球、籃球、排球、桌球（每學

期1至3項）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台東縣綜合高中各校運動社團項目由多到少為台東高商、關山工

商、台東高中、公東高工、成功商水與台東女中，運動社團的多元性

與教師的專業性是學生喜愛的原因，各校都有努力的空間；比賽代表

隊因各校發展特色有所不同，大致都依體育教師專長為主成立代表隊

或另聘教練教導；校內比賽除了校慶運動會固定舉辦，班際比賽項

目、數目與實施時間各校不同。 

表2-7  各校運動社團表 
   項目 
校名 運動社團項目 

關山工商 原舞、籃球、羽球、拔河、壘球、排球、熱舞 
成功商水 原舞、籃球、羽球、棒壘球 
公東高工 街舞、籃球、壘球、排球、足球 
台東高中 籃球、排球、桌球、羽球、壘球、槌球 
台東女中 原舞、籃球、羽球、網球 
台東高商 籃球、排球、桌球、羽球、網球、原舞、跆拳道、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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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校體育教學設備 

各校體育教學設備包括運動器材、運動場地設備與多媒體視聽教

室，茲將各校場地設備整理如表 2-9 所示。 

 

表 2-9  各學校場地設備表 
   設備 
校名 運動場地設備 

關山工商 
 
 

400公尺PU運動場（中央有排球3座、籃球場2面、足球場1座）、網球

場2座、籃球場3座、學生活動中心1棟（羽球4座或原舞練習場、桌

球3桌） 
成功商水 

 
 

400公尺運動場（中央有棒球場1座、水泥跑道、）、籃球場2座、體

育館1棟（羽球2座或原舞練習場或籃球場1座2面）、25×15公尺游泳

池1座 
公東高工 

 
風雨球場1座（籃球場1座或羽球場2座）、400公尺運動場（為草皮，

無跑道可以足球和壘球課使用）、排球場4座、健身房1間 
台東高中 

 
 

400公尺運動場（中央有足球場1座）、學生活動中心（桌球、撞球使

用）、體育館1棟（室內可羽球、排球、籃球練習比賽使用）和體育

館1棟、籃球場4座、排球3座1面、50×25公尺游泳池1座 
台東女中 

 
200公尺運動場、學生活動中心1棟、綜合球場1座、籃球場2座4面、

25×20公尺游泳池1座 
台東高商 

 
400公尺運動場、學生活動中心1棟和體育館1棟（室內可羽球、排球、

籃球練習比賽使用）、籃球場2座、排球2面、桌球12桌、撞球2桌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台東縣綜合高中各學校場地設備，各校因場地不足常常須要作課

程調整方能實施，各校因應體育課程學習需要爭取經費改善場地設

備、維護與興建，方能滿足學生上體育課程的需求。 

整體而言，台東地區綜合高中體育課程實施現況在選修課程方面，

成功商水體育選修課以原班為上課單位，學生不是真正的依自己的興趣

選修，但選修課是必選。台東高中體育選修課程，學生依興趣自由選修

喜愛的體育課程，選修項目有籃球、排球、羽球、慢壘、太極拳、桌球

和撞球。公東高工學生每週有二節體育課程，以必修方式修課，另外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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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選修一至三年級以混合班方式上課，選修項目有籃球、健身運動。台

東高商體育選修，選修以高中體育課程為主。台東女中的必修體育課程

為高中體育，體育課程進度為游泳、籃球、排球、羽球、田徑、健康操，

而選修課程可讓學生選修或不選修，選修課依自己的興趣選修以混合班

方式上課（羽球或網球）。以修課資料得知，台東女中和成功商水是體

育課程上課較不正常的學校，而公東高工是體育課程上課節數最多的學

校，至於選修課程以學生興趣選修是台東高中開放二年級選修喜愛的運

動項目。另外台東商校與關山工商目前是以選修高中體育課程為主，如

果能依學校體育教師專長開設專精課程，讓學生依興趣選修是最好的學

習方式。場地器材方面，關山工商無游泳池有游泳專長教師，學校要推

動游泳教學有其困難，其他學校無游泳池上游泳必須租用其他游泳池。

成功商水運動場的跑道為水泥跑道，田徑課程上短距賽跑有危險性等各

校場地設施都有不足的地方。場地設施的維護與運動安全息息相關，安

全衛生的學習環境十分重要，乾淨又讓人放心的環境學習體育課程是學

生喜愛學習的原因，因此體育教師需要且隨時注意學習的場地，才能保

護學生學習體育課程的安全，讓學生喜愛學習體育課程並且對體育課程

很滿意。 

綜上所述，綜合高中體育課程，學校應該在課程上妥善安排，另外

在教師教學、行政支援和環境設備上多做準備，讓學生有良好的體育課

程學習，學生在入綜合高中第一年體育課程為必修，第二、三年體育課

程再依各校課程發展為必選修或選修，選修依據自己學習能力、興趣選

擇體育項目，透過課程選修，專精自己的體育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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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體育課程與學習態度的相關研究 

 

在體育課程與學習態度的相關研究中，本節將針對體育課程的意

義、態度的定義、態度的層面、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意義與體育課程學

習態度的相關文獻等五部份，探討如下： 

一、體育課程的意義 

對於體育課程的意義將以體育的教學意義、體育課程是以技能學

習為主的意義、體育課程依教學要素的定義與綜合高中體育課程的定

義，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體育課程的教學意義 

體育課程的教學意義為依據學生學習的身心特徵和需求，妥善

安排合適的教學情境，提供學生須要的教材，運用良善的教法，在

一個有目的、有組織及有計畫的動態身體活動中（李文田，1996；

周宏室，1994；葉憲清，1998；蔡貞雄，1989）教導學生，體育教

師須要掌握體育知識、技能和技術，然後發展學生身體能力，並且

增強學生體適能，以及培養良好的思想品德，最後養成終身運動的

習慣。然而，培養學生終身運動的習慣是最終的目的，而體育教學

佔有重要地位，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是藉由積極的體育態度和體育

課程獲得滿意滿足來達成，因此體育課程體育態度的養成和學習滿

意度的提升是最重要的工作。 

（二）體育課程是以技能學習為主的意義 

體育課程是以技能學習為主的一項科目，技能的獲得是花時間

且要實際練習才能習得。技能學習是利用身體活動的方式練習，有

以下教育功能，例如滿足運動慾望、建立人際關係、學習運動技巧、

體驗獲勝經驗、強健體魄及紓解壓力等（許富淑、楊漢琛、楊昌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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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如此積極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和獲得學習滿意滿足，因此

對體育課程除了讓學習者學習到運動技能的滿足、也學得道德及傳

遞運動文化的責任，並且在傳承此一特有功能之時也給自己一個創

新的機會，讓學習者具有思考創意的能力，讓運動融入生活，讓從

事體育運動的人能在動作思考中解決問題，並藉之獲得新的觀念與

方法，而得到「自我實現」的滿足感（許義雄，1998），以期達到

體育教學的目標，實現體育教育的理想。 

（三）體育課程依教學要素的定義 

依教學要素將體育課程定義為以學生為對象，用教育部規定的

體育課程標準教材，設計各種有趣運動做為教材，採用合適的教學

方法，以場地、設備、器材為環境來實施體育教學，而體育教學要

素（吳萬福，1990；葉憲清，1998）有教師、學生、教材、教學目

標、教學活動、教學集團、設備用具及教學計畫等七種，其中教師

的因素最為重要。因此教師必須有系統且以漸進式的教學進度，教

授指導學生學習各項運動知識與技能，讓學生運用心智從事有效率

的體育活動，滿足自身需求，增進健康與培養良善的社會行為，和

諧的人際關係，培養運動興趣，娛樂生活，藉由積極的體育學習態

度上體育課程，並在體育課程中得到滿足和愉悅，在良好的師生互

動的體育課程中達成教育目的（李文田1996；吳萬福，1992）。 

（四）綜合高中體育課程的定義 

綜合高中的體育課程是根據教育部頒布的綜合高中「體育」教

學綱要（教育部，2008）如附錄一所示，內容包括綜合高中必修科

目「體育」課程欲達成之目標、綜合高中必修科目「體育」課程欲

培養的核心能力、教材綱要及實施方法等等。各校依照現有資源參

照體育課程標準、體育課實施辦法及「體育」教學綱要擬定學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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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學校本位課程，落實體育課程教學。 

    具體而言，體育教學意義是依照學生學習的身心特徵和需求，妥

善安排合適的教學情境，提供學生須要的教材，且運用良善的教法，

在一個有目的、有組織及有計畫的動態身體活動，教導學生；體育是

以技能學習為主的一項科目，技能的獲得是花時間且要實際練習才能

習得；依教學要素為以學生為對象，用教育部所規定的體育課程標準

教材，設計各種有趣運動做為教材內容，採用合適的教學方法，以場

地、設備及器材為環境來實施體育教學；各校依照現有資源參照體育

課程標準、體育課程實施辦法及體育教學綱要擬定學校特色的本位課

程，落實體育課程教學，以培養學生終身運動的習慣是最終的目的，

所以體育教學意義是在體育課程養成學生良好的體育態度並且提升

學生的學習滿意度的是最重要的工作。 

二、態度的定義  

茲將態度之定義以態度是行為傾向、態度與學習的關係、態度是

有強度可測量，分析與整體如下： 

（一）態度是行為傾向 

我們時常說好的學習態度就會有好的學習成果，而態度究竟是

什麼呢？「態度」其實是一種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的行為傾向，而

並非指行為的本身，態度的產生必定有其對象，這對像可能是人、

事及物（張春興，2001）。有對象並作出反應受態度的影響，洪蘭

（1997）認為「態度」是社會化的東西，個人生活在世界中對於事

物、情境和人是如何作反應？相當受態度的影響，所以如果知道一

個人對某些事物有怎樣的態度，就能預測其反應如何。態度是一種

抽象的概念，個人在環境及自我主觀的交互作用之下所逐漸形成

（許慧玉，2001）。因此態度的定義就是當我們面對人、事及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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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喜愛或厭惡、同意或不同意及積極或消極等正反面的看法，透

過其對人、事及物的認知和情感，而顯露於外的行為傾向的表現屬

於綜合狀態（許定邦，2001）。在更深一層來說近代社會心理學家

認為態度是一種穩定的心智狀況，代表對一些理念和物體或人的看

法，態度包含了個人的價值和道德判斷標準，屬於人格的一部分，

不易改變的特性。改變態度的方法有許多，例如利用獎賞和懲罰是

讓態度改變的好方法，所以好態度是靠努力加以培養而成（許國

書，2004）。 

 （二）態度與學習的關係 

態度往往是形成於學習結果之後，但態度也會影響個體的學習

行為。根據以往的研究顯示，態度與學習的關係呈現正相關。學生

成績最多只有50％決定於認知或智力因素，其他因素則屬於學習者

情感方面的因素，因此態度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個體在不同情境

或社會生活中，影響著個體所產生的傾向或行為，包括有心理及生

理向度，這種傾向或行為將維持一段時間，經過教育學習、在情境

中或社會中的改變而產生態度的改變（施信華，2001；張永宗，

2001；張淵程，2001）。 

（三）態度是有強度可測量 

態度的強度是影響態度與行為之間的重要因素，態度具有方向

性與強弱度，是可測量的，強烈的態度將使得態度與行為的一致性

增加，態度的增強是必須經過思考來表達態度的行為，因此態度是

後天經驗的習得與切身相關思考而形成的態度，是指個人對其生活

環境中的問題，政策及團體的看法或意見，都能夠幫助行為與態度

的一致性（林本源，2001；林貴福，2001；周文欽，2003；潘詩婷，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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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文獻中說法，態度是一種逐漸形成與持久性的心理反應，會

影響個人對於人、事及物的評價與思想行為，具有以下的特性與內涵： 

1. 態度一定有其對象，包括人、事與物。 

2. 態度是一種具有持續性與一致性的內在心理反應現象。 

3. 態度不能夠被直接觀察它是屬於一種綜合的狀態，必須經由每

個人外顯行為表現才會被知道。 

4. 態度是人的一種行為傾向，且行為傾向產生時會有喜愛的反應。 

5. 態度是一種社會化產生的結果，在適當的條件環境中透過教育 

，學習者會有一定的改變。 

6. 態度也是屬於人格的部分，可以經由學習者後天努力去改變而

養成良好的態度。 

7. 態度可被分為積極與消極二種態度；有強弱度的分別，而且態

度是可被測量的。 

簡單的說，態度是一個人對周圍的人、事及物的一種感覺和評

價，是一種認定的反應傾向，反應傾向涉及個人內在的心理狀態並包

含個人對於事物的正與負向的評價及情緒意涵，可經由後天學習而得

（陳雅芬，2004）。因此如何培養學生在學習上對人生產生正向的態

度是教育上重要的課題。 

三、態度的層面  

態度一般包括了認知、情感和行動三種層面；態度受到情感、行

為及認知三個成份間關係的影響，由各成份的強度與範圍或內容不

同，形成每個人態度上的差異。其內涵分述如下（張春興，2001）： 

（一）認知層面 

每個人經由意識活動而產生對人事物理解與認識的心理歷

程，包括了對對象的態度、評價的好與壞、意義的闡述情況以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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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與反對的判斷和瞭解。為個體對某對象的特定態度與想法，包括

事實、知識及信念。即為個人對人事物的了解與看法。 

（二）情感層面 

為個體對某對象的特定態度在所有感情和情緒方面，特別是對

某對象的特定態度是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即為每個人對主題（人、

事及物）的好惡程度情況。 

（三）行動層面 

是每個人對某對象的特定態度，所有表現在行動傾向的情況。 

具體而言，這三種層面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係，無法加以區

分，所以在測量時必須施以整體的評量。以上也就有積極態度（他認

為是對的與他喜歡，故而支持）與消極態度（他認為是錯的與他不喜

歡，故而不支持）的分別。不過，個人態度中認知與情感兩者，難免

都帶有主觀。因此，培養學生對求學一事的積極態度，素來是學校教

育的目的之一。 

四、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意義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為學生對體育課程學習時所持有的認知、情

感與行為意向的傾向（張春興，2001）。學生個人對體育課程如體育

課與體育活動的場地、器材、教師、目標與成就感等反應出積極或消

極的評價（楊裕隆，1998），其內容為對體育課程、體育教師、學生

本身以及與他人的人際關係等的學習態度，以學習態度量表的得分數

多寡作為積極或消極傾向的評價依據（張春秀，2000）。 

瞭解學生體育態度是非常重要，不論是體育教師、教練及其他關

心此領域者都必須每天面對此議題，學生對於學校體育課所持有正面

或是反面的態度，將在某種程度上影響著課堂外，甚至日後參與體育

活動的意願，因此培養學生良好的體育態度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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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相關文獻 

國內有關體育課體育態度相關研究，依研究者年代、研究對象、

研究變項、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等五個面向摘要分析整理如表2-10

所示。 

 

表2-10  國內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相關研究表  
研究者 
（年代） 

研究

對象 
研究

變項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廖政訓

（2000） 
科技

大學

學生 
 

體育

態度 
問卷

調查

探討學生體育態度，男生的態度優於女生。

陳進祿

（2001） 
國小

學生 
體育

態度

認同 
 

問卷

調查 
整體國小學生體育態度認同傾向有顯著差

異，得分高低依序為體育目標、體育評價、

教師行為、成就表現及場地器材。 

劉照金 
沈裕盛

（2002） 
 

大學

生 
體育

態度 
問卷

調查 
探討體育態度的發展與邊緣化，體育態度國

小男女生無顯著差異，但是國中以上男生明

顯高於女生，大學體育課程無邊緣化的情形。

詹益淼 
（2006） 

苗栗

地區

國小

學童 

身體

概念

體育

態度 
 

問卷

調查 
體育態度的表現大致良好；男生、年級較低

學生、參與運動社團、學業成就及父母支持

運動的學生對體育課學習態度有較佳的表

現；身體自我概念與體育態度達顯著正相關。

陳昭宇 
（2003） 

國中

八年

級學

生 

技能

學習

與態

度 

實驗 
研究、

問卷 
調查 
 

學生對運動教育模式所抱持的態度屬於正面

及積極的態度。。 

周宏室 
劉照金

（2004） 

台灣

地區

學生 
 

體育

態度 
問卷

調查 
影響學生正面體育態度的關鍵事件，依序為

教師、自我概念、課堂氣氛、課程、同儕行

為及經驗等六項決定因素。 

黃嵩豪 
（2004） 

公立

國民

中學

學生 

體育

態度

學習

成效 

問卷

調查 
體育態度均在中上程度；不同性別、年級、

是否加入社團、父母是否支持參與運動及不

同學業成就在體育態度上顯著差異；體育態

度及體育課學習成效達顯著正相關。 

（下接表 2-10）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earch_result.jsp##�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earch_result.jsp##�


 25

（續接表 2-10） 
研究者 
（年代） 

研究

對象

研究

變項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蕭世原

（2004） 
台北

市國

小學

童 

體育

態度

與活

動量

及學

習成

效 
 

問卷

調查 
有參與運動社團及父母支持參與運動的學生

在認知態度上表現較佳；男生的情意態度優

於女生；男生、四年級及有參與運動社團之

學生在行動意向上表現較佳。 

彭雅蘭 
（2004） 

中等

學校

48 所

體育

班的

學生 

領導

風格

與學

生學

習態

度 
 

問卷

調查 
研究者建議高中職體育班導師以「高倡導高

關懷」的領導風格帶領學生以幫助學生建立

良好學習態度。 

黃明雪 
（2005） 

桃園

以北

的大

專院

校女

學生 

體適

能與

學習

動機

及體

育態

度 
 

問卷

調查 
體適能與體育態度的情感與行動傾向呈正相

關、學習動機與體育態度也呈正相關。 

郭仰三 
（2005） 

高雄

市高

級中

學學

生 

體育

態度

與體

育課

學習

成效 
 

問卷

調查 
學生體育態度大致良好。體育態度可有效的

預測體育課學習成效，其中以「認知態度」

的預測最明顯。 

陳春蓮

（2006） 
中學

女生 
體育

學習

態度 
 

深度

晤談 
發現男女生對體育課呈現不同的學習態度，

高比率女生傾向不活動，對體育課抱持消極

態度。 

陳俊安 
（2005） 

公立

國民

小學

學童 

健康

體適

能與

體育

態度 

問卷

調查 
男生在體育態度上優於女生；五年級學生在

體育態度上優於六年級學生；有參與運動校

隊及社團的學生在體育態度上優於沒有參與

者。 

（下接表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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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表 2-10） 
研究者 
（年代） 

研究

對象

研究

變項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葉中雄 
（2005） 

國小

學童 
教學

策略

與體

育態

度 

實驗

研究

與問

卷和

訪談 
 

激勵教學策略可提昇國小學童體育認知、體

育情感與體育行動傾向，可作為國民小學實

施體育教學之參考。 

王正通 
（2005） 

台北

市國

小學

生 

體育

態度

與體

適能 

問卷

調查 
體育態度：六年級優於五年級、男優於女、

父母親學歷為「國中以下」的學生優於其他

學歷之學生、運動頻率高者優於低者、週休

二日活動型態為動態者優於靜態者、欣賞運

動節目較多者優於較少者及是運動代表隊的

學生其體育態度優於非運動代表隊學生。 
 

黃雅菁 
（2005） 

高中

職女

生 

體育

態度

與學

習動

機 
 

訪談

法與

問卷

調查 

不同背景變項（年級、科別、運動比賽經驗、

體育感受與健康情形）達顯著差異；不同學

習階段（國小與國中）的體育學習態度，會

受到老師、同儕及場地設備的影響，而有所

改變。 

蔡育佑 
徐欽賢

（2006） 
 

護專

學生 
體育

態度 
問卷

調查 
 

體育態度構面以認知因素最高，其次為技能

因素及情意因素。 

洪正倫 
（2006） 

國小

學童 
運動

參與

態度

與健

康狀

況及

運動

參與

阻礙 
 

問卷

調查 
男性、一般學生、較低年級、曾參與運動社

團、有運動習慣、父母有運動習慣、父母態

度支持及雙親或單親家庭，其運動參與態度

較高。 

江崇偉 
（2007） 

台南

市國

小高

年級

學生 

體育

態度

與健

康生

活型

態 

問卷

調查 
台南市國小高年級學生體育態度之各向度得

分依序為：「認知」、「情意」及「行動意向」。

（下接表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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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續表 2-10） 
研究者 
（年代） 

研究

對象

研究

變項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賴欣怡 
（2007） 

桃園

市國

中學

生 

教學

效能

知覺

與學

習態

度及

滿意

度 
 

問卷

調查 
教學效能知覺與學習態度、教學效能知覺與

學習滿意度、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之間有

高度的相關。 

曾冠諦 
（2007） 

新竹

市國

小學

童 

體育

課學

習滿

意度

與態

度及

學習

成效 
 

問卷

調查 
、男性、五年級、有參與社團、中型學校規

模之學童學習態度較為積極；新竹市國小學

童學習滿意度、學習態度與學習成效間達顯

著正相關。 

林鴻治 
（2007） 

苗栗

縣高

中職

學生 

體育

態度

與體

育課

學習

滿意

度 

問卷

調查 
苗栗縣高中職學生對體育課體育態度的程度

大致良好，在學習滿意度中以「情意」較高；

其次依序為「認知」及「行動意向；苗栗縣

高中職學生體育態度及體育課學習滿意度達

顯著正相關。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研究對象探討國小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有王正通（2005）、

江崇偉（2007）、洪正倫（2006）、陳進祿（2001）、陳俊安（2005）、

葉中雄（2005）、曾冠諦（2007）、詹益森（2006）與蕭世原（2004）

等十一篇，研究方法除了葉中雄（2005）為準實驗研究法外其餘皆為

問卷調查法。文獻中發現王正通（2005）、洪正倫（2006）、陳俊安

（2005）、曾冠諦（2007）與詹益森（2006）等五篇男生顯著高於女

生，而蕭世原（2004）研究發現「情意」及「行動意向」構面男生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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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於女生。文獻中發現洪正倫（2006）及詹益森（2006）研究為較

低年級高於較高年級，陳俊安（2005）發現五年級高於六年級，王正

通（2005）發現六年級高於五年級，曾冠諦（2007）發現五年級高於

其他年級，蕭世原（2004）發現四年級高於其他年級。文獻中曾冠諦

（2007）發現中型學校高於其他規模的學校，陳進祿（2001）發現「教

師教學」與「場地器材」構面鄉鎮高於都市。 

研究對象探討國中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有陳昭宇（2003）、黃

崇豪（2005）與賴欣怡（2007）等三篇，後二篇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

法，而陳昭宇（2003）研究以實驗研究法、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文

獻中陳昭宇（2003）發現「角色扮演」構面男生顯著高於女生，黃崇

豪（2005）發現男生高於女生，賴欣怡（2007）發現「認知」構面男

生顯著高於女生。文獻中黃崇豪（2005）發現二年級較高，賴欣怡

（2007）發現「認知」構面一年級高於二年級。 

研究對象探討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有林鴻治（2007）、郭

仰三（2006）、黃雅菁（2005）與陳春蓮（2006）等四篇；文獻中林

鴻治（2007）與郭仰三（2006）為問卷調查法，而陳春蓮（2006）為

深度訪談法，黃雅菁（2005）為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文獻中郭仰三

（2006）、黃雅菁（2005）與陳春蓮（2006）發現男生高於女生，而            

文獻中黃雅菁（2005）發現二年級較高。 

    具體而言，探討體育課程的學習態度發現女生的學習態度並不

好，研究對象在國小學生有王正通（2005）、洪正倫（2006）、陳俊

安（2005）、曾冠締（2007）與詹益森（2006）等五篇研究，在國中

學生有陳昭宇（2003）、黃崇豪（2005）與賴欣怡（2007）等三篇研

究，大專學生只有廖政訓（2000）一篇研究。另外探討體育課程的學

習態度發現年級在國小學生為低年級表現較差。而體育課程的學習態



 29

度發現就讀學校所在地區在國小學生，有陳進祿（2001）發現體育課

程的學習態度都市地區學生表現較差。體育課程的學習態度以高中學

生為研究對象並不多，也發現體育課程的學習態度女生並不好，而且

其他背景變項的發現也不多，然而特別是以綜合高中學生為對象的研

究幾乎沒有。 

文獻中得知，研究變項中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和體育課學習成效、

身體自我概念、運動技能學習成就、體適能、體育課學習滿意度，達

顯著正相關；文獻中背景變項包括性別、年制別、年級、就讀學校所

在地區、學校規模、代表隊、體育活動、體育教學、活動時間及體育

課程、城鄉、學業成就、父母是否支持參與運動、教育階段、課程重

要程度認知、教師因素、課程內容、運動參與、體育經驗、體能水準

與運動起點技能等。整體而言林鴻治（2007）、郭仰三（2006）、黃

雅菁（2005）與陳春蓮（2006）等四篇探討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

度的背景變項包括性別、年級、學校規模、就讀學校所在地區、不同

學校屬性、體適能狀況、參加體育性社團、運動代表隊等。 

文獻中研究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構面變項包括「認知」、「情意」、

「行動意向」及「角色扮演」等構面，仁德護專學生體育態度構面以

「認知」因素最高，其次為「技能」因素及「情意」因素。而台南市

國小高年級學生體育態度之各向度得分依序為：「認知」、「情意」及

「行動意向」，在體育態度中以「認知」構面較高。由以上資料得知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構面以「認知」、「行動意向」與「情意」為主。 

綜上所述，以上背景變項可供本研究參考，以擬定本研究的背景變

項為性別、年級、就讀學校規模、就讀學校所在地區；上述研究支持本

研究探討變項之間相關的重要性，研究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體育課

學習滿意度達顯著正相關與本研究是否一樣是值得探討，另外研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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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皆以體育態度與體育課學習滿意度為研究變項能夠吸引研究者研究

的興趣與再次研究探討的重要性，研究對象不一樣但研究變項相同，研

究結果可以與本研究進行討論。上訴研究的研究方法大部分以問卷調查

法，因此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研究方法。本研究參考擬定「認知」、「情

意」及「行動意向」等構面為本研究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構面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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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滿意度概念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相關研究 

 

對於滿意度概念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相關研究，本節將針對滿意

與滿意度的意義、學習滿意度的定義、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意義與體

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相關文獻進行探討分析。 

一、滿意與滿意度的意義 

將滿意與滿意度的意義整理成二部分說明如下： 

（一）滿意 

綜合許多文獻對滿意整理如下：賴文政（2002）引述牛津英語

辭典對滿意所下的定義為：願望滿足；滿足或高興的心理狀態；高

興的經驗與事實或情境；免除懷疑與不確定或不安。因此滿意是指

願望的達成而生滿足或高興的心理狀態（李進益，2003；吳婉如，

1991；陳容蕊，2000；賴文政，2002），而滿意會有一種愉快與愉

悅的心理感覺，是對情境、事實與經驗很高興是相當主觀的感受，

滿意是學生對學習的感覺或態度，高興的感覺或積極的態度都是滿

意，不高興或消極的態度是不滿意（李進益，2003）。然而每個人

在不同的生命週期有不同的學習需要或願望（吳婉如，1991），假

如達成這種需求或願望，個人則感到很滿意，否則會感到不滿意而

可能不再參加學習，所以滿意是一種激發學習與再次學習的動力。 

（二）滿意度 

滿意度是人格特質之一，是一種態度，是一種感覺，是一個抽

象的名詞（李進益，2003；魏明堂，2002）。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

愉悅與滿足的程度，或是學習的需求和期望滿足的程度就是滿意

度，而滿意度也是一種激發學習動力的要項，也是需求是否達成，

滿意與否的結果。學習者在學者過程當中有積極情意導向時，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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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若具有消極情意導向時，則為不滿意，因此滿意度是一種正

面與反面情意導向的程度（陳碩琳，2003）。 

綜上所述，滿意是指願望的達成而生滿足或高興的心理狀態；高

興的感覺或積極的態度是滿意，不高興或消極的態度是不滿意，是學

生對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態度；是一種激發學習與再次學習的動力。而

滿意度是人格特質的一項，是一種態度，是一種感覺；是學習者在學

習過程中愉悅、滿足的程度；是學習的需求和期望滿足的程度；是一

種激發學習動力的要項；是一種正面與反面情意導向的程度。 

二、學習滿意度的定義 

學習滿意度包括需求理論、雙因子理論、期望理論及差異理論。 

（一）從需求理論探討學習滿意度 

其中從需求理論中，學習者在參與學習活動後，能滿足其需求

及達成其願望的程度，使學習者的需求獲得滿足，並在產生歡愉的

感覺，並對學習活動產生更積極的態度（黃玉湘，2002；韓春屏，

1999）。另外學者蕭順壕（2004）認為學習者參與學習活動後，達

成其原來的學習動機需求並於活動進行過程獲得愉快滿足的感覺。 

（二）從差異理論探討學習滿意度 

從差異理論中學習者對整體學習活動前後主觀相較的感受或

態度，二者互相比較的差異程度愈小，學生則感到愈滿意；差異愈

大，則感到不滿意（顏金郎，2003）。另外學者黃享湧（2004）認

為「學習滿意度」乃是指學生在參與學校所規劃的課程後，對學習

感覺與態度，此感覺與態度的形成是因為修習該課程後，學生的目

標達成、願望與需求獲得滿足，且對學習的過程中感到愉悅感。 

（三）從個體需求或願望實現探討學習滿意度 

學習者對於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態度，亦即個體需求或願望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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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心理主觀感受，這種感覺來自於學習者對整體學習活動的喜

歡程度就是滿意度（柯淑屏，2003；張毓凌，2005）。若能達成學

習者的需求和期望，使其產生愉悅、滿足和積極的態度，即表示學

習滿意度高；反過來說，如果感到枯燥、乏味、不愉快及不滿足，

即表示學習滿意度低（李麗美，2001；黃明玉，2004；賴淑芬，2004；

魏銀河，2003），而蘇秀招（2006）認為是一種激發動機的要項。 

（四）從期望水準探討學習滿意度 

從差異理論延伸，學習滿意度是指學生對學習活動內容、方

式、過程及成果的感受或態度，該感受或態度若符合其「期望水

準」，是為「滿意」；不符合其「期望水準」，則為「不滿意」，

即學生對其到校學習進修及為達到期望的成就的滿意或不滿意（許

文敏，2001；郭永順，2003）。 

（五）從學習者目的探討學習滿意度 

從期望理論中張夢凡（2004）因為學習者目的的不同，所產生

的感受程度會有差異性。每個人與組織團體的互動過程中，每一位

學習者在認知及感受都十分主觀而且有不同的學習目標。理論認為

人所以採用某種行為，乃是因為他的行為可以使得目的達成而獲得

報酬，理論注重報酬，並注意報酬的吸引力是大或小。因此期望理

論強調期望的行為目的，將理論運用在學生身上，教師應該用哪些

方法吸引學生來激勵學生，提升學生各方面的能力來達成行為目

的，並且督促學生隨時全力以赴來達成自己理想的學習結果。 

具體而言，學習滿意度是學習者於學習活動後，需求得到滿足、

願望獲達成的程度；達成原來的學習動機需求並於活動進行過程獲得

愉快滿足的感覺；個體需求或願望實現的一種心理感受，這種感覺來

自於學習者對整體學習活動的喜歡程度及滿足；學習者目的不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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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感受程度也會有不同的差異性。它是個人與組織團體的互動過

程中每一位學習者在認知及感受都十分主觀而且有不同的學習目標。 

三、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意義 

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是指學生於體育課程學習過程中，對於整個

學習的感覺和滿足，這種感覺和滿足是否能讓學習者感到滿意、愉悅

和愉快，以及是否能讓學習者感到需求獲得滿足的感受，這種感覺由

學習者對整體學習活動的喜歡程度及滿足（柯淑屏，2003；張毓凌，

2005），其內容為對體育教師教學、環境設備、行政支援以及人際關

係等的學習滿意度，以學習態度量表的得分數多寡作為喜歡及滿足程

度的依據。 

四、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相關文獻 

    國內有關體育課學習滿意度相關研究，依研究者年代、研究對

象、研究變項、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等五個面向摘要整理如表2-11

所示。 

 

表2-11  國內體育課學習滿意度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年代） 

研究

對象 
研究

變項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卓旻怡 
（1999） 

國中

生 
體育

課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體育課學習滿意度以同儕關係最高，其次依

序為學習效果、教師教學、場地設備、教學

行政。 

劉明川

（2001） 
國小

學生 
體育

課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女生、私立小學，學生學習滿意度較高。 

李慶泰

（2001） 
國小

學生 
體育

課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學童的身心健康與體育課學習滿意度皆屬中

上程度。各層面依序為：學習成效、同儕關

係、教師教學及場地設備。 

（下接表 2-11）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earch_result.jsp##�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earch_resul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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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表 2-11） 
研究者 
（年代） 

研究

對象 
研究

變項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簡美姿 
（2002） 

國中

舞蹈

班學

生 

就讀

動機

與學

習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不同就讀年級、不同區域別及不同習舞背

景，在學習滿意度有顯著性差異；性別與不

同國小是否曾就讀舞蹈班學生則無顯著性差

異。 

劉海鵬 
（2002） 

高中

職學

生 

體育

課學

習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學生對體育課在排課及上課時間等行政安排

上，以及在場地設施上的反應，均偏向不滿

意 。女生、高年級、綜合高中、公立高職及

學校規模大的學生，對體育課學習滿意度有

較佳表現。 
 

黃美蓉 
（2002） 

高中

職學 
生 

體育

課滿

意度

與學

習成

效 
 

問卷

調查 
學生對體育課學習滿意度大致良好。男生、

三年級及公立高職之學生對體育課學習滿意

度及學習成效有較高表現。  

陳智仁

（2003） 
高中

職學 
生 

體育

課學

習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體育課滿意度以「班級氣氛」為最高，其次

依序分別為：「教師教學」、「衛生安全」、

「學校行政」與「場地器材」等。另外，在

體育課學習整體滿意度達「滿意」程度以上。

 
賴錦堂

（2004） 
國小

學生 
體育

課學

習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學生體育課學習滿意度以「學習效果」為最

高，其次依序分別為：「同儕關係」、「教師教

學」、「場地設備」與「教學行政」等。另外，

在體育課整體的學習滿意度介於「普通」與

「滿意」間。 
 

朱文揚 
（2003） 

公立

高中

女生 

體育

教學

滿意

度 

問卷

調查 
學生對體育教學均有較高的滿意度，各項因

素的滿意程度依序為體育專業能力、同儕關

係養成、運動學習成效、場地設施完備及體

育行政配合。 
 

林秋坪 
（2004） 

身心

障礙

國中

生 

體育

課學

習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身心障礙國中生體育課學習滿意度以學習內

容為最高，其次依序為：教師專業、學習成

效、場地器材、學習氣氛、同儕互動、體育

行政及師生關係等。 

（下接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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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表 2-11） 
研究者 
（年代） 

研究

對象 
研究

變項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葉明勳 
（2005） 

台北

市公

立高

中學

生 

體育

課教

學品

質與

學習

滿意

度及

運動

行為

意向 
 

問卷

調查 
學生的體育課學習滿意度介於「普通」到「好」

之間。其體育課學習滿意度會因「體育成績」

的不同而有差異，但是並不會因「性別」及

「年級」的不同而有差異。 

鐘穎孝 
（2007） 

國小

六年

級學

童 

體育

領域

學習

滿意

度 
 

問卷

調查 
健康與體育領域學習滿意度介於「普通」與

「滿意」間，且接近滿意的程度；學習滿意

度以學習成效的滿意度最高，其他依序為同

儕關係、教師教學、學校行政、課程教材與

學習環境。 

曾冠諦 
（2007） 

新竹

市國

小學

童 

體育

課學

習滿

意度

與學

習態

度及

學習

成效 
 

問卷

調查 
五年級、參與社團及中型學校的學習滿意度

較高。 

賴欣怡 
（2007） 

桃園

市國

中學

生 

體育

課教

學效

能知

覺與

學習

態度

及學

習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桃園市國中學生體育課學習滿意度的現況為

中上程度。 

（下接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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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表 2-11） 
研究者 
（年代） 

研究

對象 
研究

變項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林鴻治 
（2007） 

苗栗

縣高

中職

學生 

體育

態度

與學

習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苗栗縣高中職學生對體育課學習滿意的程度

大致良好，在學習滿意度中以「教師教學」

最為滿意；其次依序為「班級氣氛」、「學校

行政」、「安全衛生」及「場地設備」。 

陳律盛 
溫賢昌 
林國瑞

（2007） 

苗栗

縣高

中職

學生 

體育

課學

習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體育課學習滿意，男生高於女生、越低年級

越高、場地器材以中型學校較高及教師教學

和班級氣氛以鄉鎮較高。 

陳鴻仁

（2008） 
公私

立高

中學

生 
 

體育

課學

習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安全衛生」達顯著差異，女生高於男生。「場

地設備」達顯著差異，三年級高於二年級。

陳金梅 
侯淑玲 
郭明珍

（2008） 

長榮

大學

學生 

體育

課滿

意度

與學

習成

效 
 

問卷

調查 
體育課學習滿意上的部份變項（性別、年級、

體育課喜好、住宿、體育成績、體育活動參

與及參加體育性社團）達顯著差異。 

呂寶澎 
張育瑋 
翁淑淼

（2009） 

苗栗

縣高

中職

學生 

體育

課學

習滿

意度 

問卷

調查 
體育課學習滿意（不同性別、年級、學校屬

性、學校規模、就讀學校所在縣、體適能狀

況及參與運動社團或校隊）有達顯著差異。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研究對象探討國小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有李慶泰（2001）、

曾冠諦（2007）、劉明川（2001）、賴錦堂（2004）與鐘穎孝（2007）

等五篇，研究方法皆為問卷調查法，文獻中劉明川（2001）發現男生

顯著高於女生，李慶泰（2001）發現「整體」、「學習成效」、「同

儕關係」及「場地設備」構面男生顯著高於女生，賴錦堂（2004）發

現「學習效果」構面男生顯著高於女生。文獻中李慶泰（2001）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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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教師教學」、「學習成效」及「場地設備」構面五年級

高於六年級，曾冠諦（2007）發現五年級較高，文獻中劉明川（2001）

發現小型學校較高，賴錦堂（2004）發現「學習效果」構面61~99班

高於100班以上，「場地設備」、「學校行政」構面61~99班高於31~60

班，曾冠諦（2007）發現中型學校較高。鐘穎孝（2007）發現就讀學

校所在地區達顯著差異。 

 研究對象探討國中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有卓旻怡（1999）、林秋

坪（2004）、賴欣怡（2007）與簡美姿（2002）等四篇，研究方法皆

為問卷調查法。文獻中卓旻怡（1999）發現「同儕關係」、「學習效

果」與「教師教學」構面男生高於女生，林秋坪（2004）發現「學習

內容」構面男生顯著高於女生，「學校行政」構面男生顯著高於女生，

賴欣怡（2007）發現男生顯著高於女生。文獻中卓旻怡（1999）發現

「場地設備」構面一年級較高，「教學行政」構面一、二年級較高，

簡美姿（2002）發現「教師教學」構面一年級較高，「課程規劃」構

面一年級高於二年級，林秋坪（2004）發現「學校行政」構面二、三

年級較高，「場地器材」、「同儕互動」構面三年級較高。文獻中卓

旻怡（1999）發現偏遠地區高於一般地區，簡美姿（2002）發現「教

師教學」、「課程規劃」及「場地器材設備」構面北區高於南區。 

   研究對象探討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有朱文揚（2004）、

呂寶澎、張育瑋、翁淑淼（2009）、林鴻治（2007）、黃美蓉（2002）、

陳智仁（2003）、陳律盛、溫賢昌、林國瑞（2007）、陳鴻仁（2008）、

陳金梅、侯淑玲、郭明珍（2008）、葉明勳（2005）與劉海鵬（2002）

等十篇，研究方法皆為問卷調查法，文獻中陳金梅、侯淑玲、郭明

珍（2008）與劉海鵬（2002）發現女生顯著高於男生，陳智仁（2003）、

發現「安全衛生」及「學校行政」構面男生顯著高於女生，林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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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與陳律盛、溫賢昌、林國瑞（2007）發現男生顯著高於女

生，陳鴻仁（2008） 發現「安全衛生」構面女生高於男生，呂寶澎、

張育瑋、翁淑淼（2009）發現「教師教學」及「學校行政」構面男

生顯著高於女生。文獻中劉海鵬（2002）發現三年級高於二年級高

於一年級，黃美蓉（2002）發現「整體」構面二、三年級高於一年

級，「教師教學」、「學校行政」、「安全衛生」及「班級氣氛」

構面三年級高於二年級，陳智仁（2003）發現「整體」、「場地設

備」、「安全衛生」、「學校行政」及「班級氣氛」構面一年級高

於二、三年級，「教師教學」構面一、三年級高於二年級，朱文揚

（2004）發現「場地設備」及「體育行政」構面二年級高於三年級，

陳律盛、溫賢昌、林國瑞（2007）發現一年及高於二年級高於三年

級，呂寶澎、張育瑋、翁淑淼（2009）發現「教師教學」及「學校

行政」構面一年級及高於二年級高於三年級，「學校行政」、「班

級氣氛」構面二年級高於三年級，陳金梅、侯淑玲、郭明珍（2008）

發現「場地器材」構面二年級高於一年級。文獻中劉海鵬（2002）

發現「整體」構面大型學校高於中型及小型學校，「班級氣氛」構

面大型學校高於小型學校，黃美蓉（2002）發現「場地器材」構面

大型及中型學校高於小型學校，「班級氣氛」構面小型學校高於中

型學校，陳智仁（2003）發現「教師教學」構面中型學校高於大型

及小型學校，「班級氣氛」構面大型及中型學校高於小型學校，陳

律盛、溫賢昌、林國瑞（2007）發現「場地器材」構面中型學校較

高。文獻中黃美蓉（2002）發現「場地器材」及「班級氣氛」構面

都市高於鄉鎮，陳律盛、溫賢昌、林國瑞（2007）發現「教師教學」

及「班級氣氛」構面鄉鎮高於都市。 

具體而言，探討體育課程的學習滿意度發現女生的學習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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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樣不好，研究對象在國小學生有李慶泰（2001）、劉明川（2001）

與賴錦堂（2004），在國中學生有卓旻怡（1999）、林秋坪（2004）

與賴欣怡（2007）等三篇研究。另外體育課程的學習滿意度在年級

的研究探討，李慶泰（2001）與曾冠諦（2007）發現國小中、低年

級學生表現較差，而卓旻怡（1999）、簡美姿（2002）發現國中二、

三年級學生表現較差，但林秋坪（2004）發現國中一、二年級學生

表現較差，也發現體育課程的學習滿意度在學校規模，國小學生表

現並沒有一致性，卓旻怡（1999）發現都市國中學生體育課程的學

習滿意度表現較差。體育課程的學習態度以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有

十篇，也有許多發現例如陳金梅、侯淑玲、郭明珍（2008）與劉海

鵬（2002）發現男生體育課程的學習滿意度表現較差，另外陳鴻仁

（2008）發現體育課程的學習滿意度在安全衛生學習滿意度是男生

表現較差，可作為本研究的探討，但是以綜合高中學生為對象的研

究也一樣幾乎沒有。 

文獻中得知，研究變項中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和體育課程學習

態度，達顯著正相關；背景變項包括性別、年制別、學院、年級、

就讀學校地區、學校規模、不同學校屬性、運動代表隊、體育活動、

體育教學、活動時間及體育課程、體育課喜好、住宿、參加體育性

社團、體育成績、城鄉、學業成就、父母是否支持參與運動、教育

階段、課程重要程度認知、教師因素、課程內容、運動參與、體育

經驗、體能水準、體適能狀況、運動起點技能等。整體而言呂寶澎、

張育瑋、翁淑淼（2009）、陳律盛、溫賢昌、林國瑞（2007）與陳

鴻仁（2008）等三篇研究高中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背景變項包括、

性別、年級、就讀學校地區、學校規模、不同學校屬性、體適能狀

況、參加體育性社團、運動代表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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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中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構面變項包括「教師教學」、「學

習成效」、「學習效果」、「場地設備」、「場地器材設備」、「安

全衛生」、「教學行政」、「教學方面」、「課程規劃」、「體育

行政」、「學習氣氛」、「班級氣氛」、「師生關係」、「同儕關

係」及「同儕互動」等構面。具體而言呂寶澎、張育瑋與翁淑淼

（2009）、陳鴻仁（2008）與陳律盛、溫賢昌、林國瑞（2007）等

三篇研究高中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構面變項包括「教師教學」、

「場地器材」、「場地設備」、「安全衛生」、「教學行政」與「班

級氣氛」等構面。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並且參考擬定背景變

項包括性別、年級、學校規模及就讀學校所在地區等，體育課程學習滿

意度的構面變項包括「教師教學」、「環境設備」、「行政支援」及「人

際關係」等構面為本研究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背景變項以及構面變

項。而研究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達顯著正相關與本研究

是否一樣是值得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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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本章包含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

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程序及第五節為資

料處理。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

習滿意度，針對不同背景變項的學生，了解其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為何？

學習滿意度為何？及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間的相關情形為

何？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 

背景變項 

性別 

年級 

學校規模 

學校所在地區 

體育課學習態度 

認知 

情意 

行動意向 

體育課學習滿意度 

教師教學 

環境設備 

行政支援 

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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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3-1 顯示，本研究的背景變項包含性別、年級、學校所在地區、

學校規模等四個變項；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包含認知、情意及行動意向等

三個層面；學習滿意度包含教師教學、環境設備、行政支援、人際關係

等四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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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台東縣不同的公立、私立學校為研究對象，目前台東縣

市綜合高中計有台東女中、台東高中、成功商水、關山工商、台東商校

和公東高工等六所。 

一、預試問卷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東縣市綜合高中上體育課學生為研究對象，先以台東

縣市某國立高中 A、台東縣市某國立高中 B、台東縣市某國立高中 C、

台東縣市某國立高中 D 的上體育課學生為本研究預試對象，預試問卷

共有二個分量表，分別是「體育課程學習態度」、「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度」，包含七個層面，共有 49 題，預試的研究對象人數應以問卷中包

括最多題項之分量表的 3-5 倍人數為原則（吳明隆，2007）。另外，預

試樣本至少要有 100 人以上，才能滿足統計上的目標（王文科、王智

弘，2007）。因此，各發放 50 份問卷，共發放 200 份問卷，回收有效

問卷 188 份，有效回收率 94%，預試樣本分配如表 3-1 所示。 

 

表 3-1  預試樣本分配表 

學校 預試樣本數 回收樣本數 

台東縣某國立高中 A 50 48 

台東縣某國立高中 B 50 47 

台東縣某國立高中 C  50 43 

台東縣某國立高中 D 50 50 

總計 200 188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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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對象 

    以台東縣市六所綜合高中選修體育課學生為本研究的母群體，

並且為避免重覆施測所以剔除了預試的對象，另外為使研究對象更

具代表性，擬依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統計資料所顯示的學校規模，將

學校區分為大型學校（24 班以上）、中型學校（23～16 班）、小型學

校（15 班以下），大型學校有台東女中、台東高中、關山工商、台東

商校和公東高工等五所學校，而小型學校只有成功商水一所學校，

以及研究對象並無中型學校，並且依學校大小、班級人數及上體育

課等情形按照比例分配，進行分層隨機叢集抽樣，發放 1,410 份問

卷，回收 1,330 份問卷，剔除資料答題不完全者，合計有效問卷 1,104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 78.3%，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問卷取樣摘要表 

縣市 學校 問卷數量 回收數量 有效問卷 備註 
台東市 台東高中 270 255 241 剔除作答 
台東市 台東女中 210 200 169 不完整之 
台東市 台東商校 270 260 241 問卷。 
台東市 公東高工 270 255 168  
台東縣 關山工商 225 200 168  
台東縣 成功商水 165 160 115  
 合計 1,410 1,330 1,104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三、研究對象的施測 

事前聯繫學校行政單位得到准許做施測，尋求各校體育教師的

協助，研究者到施測班級按照問卷內容逐條說明讓學生完成填寫，

並且現場帶回。如因時間不允許則拜託各校體育教師，按照問卷內

容逐條說明讓學生完成填寫，事後追蹤帶回。 



 46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工具為問卷調查法來蒐集相關資訊，係根據第貳章

文獻探討的內容，並參酌相關研究及文獻後，遂進行編擬，並於初稿完

成後經專家內容效度審閱、評析與修正後完成預試問卷，經實施預試及

預試問卷分析後，始編成「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及滿

意度調查問卷」正式問卷。問卷的發展說明如下： 

一、問卷內容與編製方式 

（一）基本資料 

本研究問卷參酌相關文獻，以了解填答者的各別屬性資料，以

便作更進一步的分析討論參考。 

1.性別：填答者性別是男、女。 

2.年級：指填答者目前就讀的年級是一年級、二年級、三年級。 

3.就讀學校所在地區：指填答者學校地區是，都市、鄉鎮地區。 

4.學校規模：指填答者目前的學校規模是，15 班（含以下）、

24 班（含以上）。 

（二）體育課程學習態度量表 

   1.量表內容 

       學習態度量表參考蕭世原（2004）台北市國小學童體育態

度、身體活動量及學習成效調查問卷及林鴻治（2007）、郭仰

三（2006）、曾冠諦（2007）與賴欣怡（2007）等相關文獻的

問卷，其研究變項為認知、行動意向與情意等構面，原始量表

共 25 題，整體 Cronbach´sα 係數為.90、累積解釋變異數為

54.33%，顯示量表具有良好的信、效度。本研究依綜合高中選

修體育課學生現況刪除部份題目，修改成 2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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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答方式 

採用李克特（Likert）五點量表，將每一題分成五種程度計

分，即「非常同意」、「同意」、「無意見」、「不同意」、「非常不同

意」，分別給予 5、4、3、2、1 不等的分數。 

（三）體育課學習滿意度量表 

1.量表內容 

      學習滿意度量表參考劉海鵬（2002）台南地區高中職學生體

育課學習滿意量表問卷及呂寶澎、張育瑋、翁淑淼（2009）、林

鴻治（2007）、陳律盛、溫賢昌、林國瑞（2007）、陳鴻仁（2008）

與陳金梅、侯淑玲、郭明珍（2008）等相關文獻的問卷，其研究

變項為教師教學、場地器材、安全衛生、學校行政與班級氣氛，

原始量表共 30 題，整體 Cronbach α係數為.95、累積解釋變異數

為 66.40%，顯示量表具有良好的信、效度。本研究依綜合高中

選修體育課學生現況刪除部份題目，修改成 27 題。 

2.填答方式 

採用李克特（Likert）五點量表，將每一題分成五種程度計

分，即「非常同意」、「同意」、「無意見」、「不同意」、「非常不同

意」，分別給予 5、4、3、2、1 不等的分數。 

二、建構專家內容效度 

    在量表初稿擬定之後，經與指導教授討論修正後，編製成專家內

容效度問卷。問卷經專家學者三人，高中體育教師三人，共計六人。

就問卷內容的適切度與符合度提供寶貴意見，惠賜指正。專家學者及

高中體育教師如表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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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建構內容效度的專家學者及高中體育教師表 
類別 經歷 姓名 現職服務單位 
專家學者 教授 徐耀輝 高雄師範大學 
專家學者 副教授 金敏玲 華梵大學 
專家學者 副教授 洪煌佳 台東大學 
高中體育教師 體育教師 馬騰祥 台東高中 
高中體育教師 體育教師 程芬華 台東女中 
高中體育教師 體育教師 陳明添 成功商水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本內容效度經專家學者及高中體育教師提供修正意見後，本研究

將專家學者及高中體育教師的審查意見予以記錄與分析，據以修改為

適用的預試問卷。經整理後得知：「體育課學習態度量表」刪除 2 題，

部份題目修正文字內容，共保留 23 題﹔「體育課學習滿意度量表」

刪除 3 題，部份題目修正文字內容，保留 27 題。據此完成本研究的

預試問卷。茲根據專家學者及實地參與者所提供的意見及針對題目適

切性所做的文字流暢性修正的前後對照表，整理詳如表 3-4 及表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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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表 3-4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量表修改前後對照表 
構面 題號 修正前 修正後 

認知 01 增進體育知識 同修正前 
 02 建立正確的運動觀念 養成運動習慣 
 03 新的運動技術 運動技術 
 04 增進運動能力 同修正前 
 05 增進身體健康 同修正前 
 06 了解運動比較規則 同修正前 
 07 運動場地器材的使用 如何使用與維護運動場地或器材

 08 如何避免運動傷害的發生 運動傷害的避免以及處理 
 09 增進體適能 同修正前 
情意 10 讓我放鬆 舒解 
 11 如何與他人合作 刪除 
 12 心情是愉快的 心情很愉快 
 13 上每一節體育課 同修正前 
 14 每天都有體育課 同修正前 
 15 體驗運動的樂趣 同修正前 

行動意向 16 同學之間的互動與感情 刪除 
 17 能夠滿足我運動 時我希望滿足 
 18 我希望老師能夠叫我 我能夠協助老師 
 19 上課有關的資料 同修正前 
 20 希望成為同學 樂意成為同學 
 21 主動回答老師的問題 同修正前 
 22 主動將熟練 將熟練 
 23 後，我會利用課餘時間練習 我會利用時間練習上課所教內容

 24 主動觀看 觀看欣賞 
 25 主動參與和體育 參與和體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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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量表修改前後對照表 
構面 題號 修正前 修正後 

教師教學 01 上課的內容感到 上課的內容感到滿意 
 02 示範能力感到 示範感到滿意 
 03 上課時解說的清晰程度感到 教學方式感到滿意 
 04 評分方式感到 評分方式感到滿意 
 05 管理能力感到 管理能力感到滿意 
 06 認真程度感到 認真程度感到滿意 
 07 專業運動知識感到 運動知識能力感到滿意 
 08 技術能力感到 刪除 
環境設備 09 上體育課時可以…感到 上課時使用…感到滿意 
 10 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11 上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12 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13 上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14 上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15 上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16 上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行政支援 17 運動傷害處理的設備感到 刪除 
 18 運動傷害處理的方式 運動傷害的流程 
 19 體育課時間…感到 體育課時間…感到滿意 
 20 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21 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22 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23 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24 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人際關係 25 教學氣氛感到 刪除 
 26 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27 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28 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29 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30 體育課…感到 上課…感到滿意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三、研究量表的預試及修訂 

（一）問卷預試過程 

本問卷的預試，於2009年12月5日至10日，以台東縣市某四所

國立高中上體育課程學生為本研究的預試對象，以分層隨機叢集

抽樣方式進行，現場發放並完成問卷，以確保填寫問卷的品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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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填答者疑慮，共發放2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88份，有效

回收率94%。 

（二）預試問卷的信效度分析 

1.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分量表 

﹙1﹚項目分析 

    分析試題各題項的鑑別度（discrimination），將 t 檢定

結果未達.05 顯著水準且決斷值未達 3 以上的題項刪除，其餘

題項則予以保留。本研究問卷決斷值皆大於 3，各題目與各

層面的相關皆達.05 的顯著水準且決斷值也在 3 以上，因此全

部題項予以保留。茲將項目分析的結果摘要成如表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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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量表預試問卷項目分析摘要表 

 極端組比較 題項與總分相關  

題項 
決斷值 

校正題項 

與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 

後的 α值 備註 

 1 8.09* .64 .94 保留 
 2 8.42* .69 .94 保留 
 3 9.20* .67 .94 保留 
 4 8.43* .67 .94 保留 
 5 8.48* .65 .94 保留 
 6 9.23* .61 .94 保留 
 7 8.20* .60 .94 保留 
 8 9.36* .60 .94 保留 
 9 8.02* .64 .94 保留 
10 8.69* .67 .94 保留 
11 8.42* .72 .91 保留 
12 9.73* .71 .94 保留 
13 8.10* .64 .94 保留 
14 9.26* .68 .94 保留 
15 6.86* .63 .94 保留 
16 5.86* .57 .94 保留 
17 7.26* .53 .94 保留 
18 7.59* .56 .94 保留 
19 9.40* .60 .94 保留 
20 7.73* .57 .94 保留 
21 8.32* .62 .94 保留 
22 7.80* .57 .94 保留 
23 8.91* .63 .94 保留 

總量表 α值=.94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2﹚因素分析 

      本研究共經一次因素分析，將 23 題以主成份分析、正交

轉軸抽取共同因素，保留特徵值（λ值）大於 1 的共同因數，

並捨去因數負荷量.40 以下題目。結果共抽取三個因素。從表

3-7 得知，建構效度由因素分析所得結果可知總解釋變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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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1%，茲將因素分析的結果摘要成如表 3-7 所示。 

 

表 3-7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量表的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題號 因素負荷 解釋變異量（％） 累積解釋變異量（％） Cronbach α 

認知  24.73 24.73 .92 
1 .72    
2 .67    
3 .77    
4 .76    
5 .72    
6 .75    
7 .75    
8 .75    
9 .68    

情意  18.32 43.03 .90 
10 .59    
11 .74    
12 .78    
13 .77    
14 .73    
15 .61    

行動意向  19.47 62.51 .89 
16 .66    
17 .79    
18 .78    
19 .79    
20 .69    
21 .74    
22 .52    
23 .53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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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表只有三個因素，共 23 題。根據各因素的題目內容，

分別將三個因素命名如下：因素一命名為「認知」層面、因素

二命名為「行動意向」層面及因素三命名為「情意」層面等三

個層面。因素的解釋變異量分別為認知層面（24.73%）、行動

意向層面（19.47%）、情意層面（13.32%），而總累積解釋變

異量為 62.51%，且各題項經符合原設計構面維度，顯示本量

表具有頗為良好的效度。 

﹙3﹚信度分析 

本研究採用Cronbach α內部一致性來考驗其信度，由表 3-9

得知，體育態度分量表整體信度為.94。在認知、情意、行動

意向各分量表的信度分別為 .92、 .90 、 .89，顯示本量表具

有良好的信度，茲將信度分析的結果摘要成如表 3-8 所示。 

 

 

 

 

 

 

 

 

 

 

 

 

 



 55

表 3-8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構面 題目 
各構面

α係數

總量表 
α係數 

重新編碼

後題號 
1.上體育課能夠增進體育知識 .92 .94  1 
2.上體育課能夠養成運動習慣    2 
3.上體育課能夠學習運動技術    3 
4.上體育課可以進運動能力    4 
5.上體育課能夠爭進身體健康    5 
6.上體育課可以了解運動比賽規則    6 
7.如何使用與維護運動場地或器材    7 

認知 

8.學習運動傷害的避免以及處理    8 
9.上體育課可以提升體適能    9 
10.上體育課時可以紓解身心壓力 .90  10 
11.上體育課時我的心情很愉快   11 

 
情意 

 

12.我很期待上每ㄧ節體育課   12 
13.我希望每天都有體育課   13 
14.我希望體驗運動的樂趣 
15.我希望滿足運動的興趣與需求 

  14 
15 

16.我能夠協助老師示範動作 .89  16 

 
 
 

行動意向 
 
 
 
 
 
 

17.蒐集和體育課上課有關的資料 
18.我樂意成為同學的小老師 
19.我會主動回答老師的問題 
20.將熟練的動作分享給其他同學 
21.利用時間練習上課所教的內容 
22.欣賞體育課有關的電視節目 
23.參與和體育課有關的課外活動 

  17 
18 
19 
20 
21 
22 
23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2.體育課學習滿意度分量表 

﹙1﹚項目分析 

分析試題各題項的鑑別度（discrimination），將 t 檢定結

果未達.05 顯著水準且決斷值未達 3 以上的題項刪除，其餘題

項則予以保留。本研究問卷決斷值皆大於 3，各題目與各層

面的相關皆達.05 的顯著水準且決斷值也在 3 以上，因此全部

題項予以保留。茲將項目分析的結果摘要成如表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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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量表預試問卷項目分析摘要表 

 極端組比較 題項與總分相關  

題項 
決斷值 

校正題項 

與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 

後的 α值 備註 

 1 9.55* 0.68 0.95 保留 
 2 11.67* 0.68 0.95 保留 
 3 12.14* 0.71 0.95 保留 
 4 10.38* 0.69 0.95 保留 
 5 11.23* 0.67 0.95 保留 
 6 12.84* 0.67 0.95 保留 
 7 12.18* 0.64 0.95 保留 
 8 10.04* 0.62 0.95 保留 
 9 9.44* 0.67 0.95 保留 
10 7.85* 0.66 0.95 保留 
11 7.81* 0.66 0.95 保留 
12 8.99* 0.62 0.95 保留 
13 10.98* 0.70 0.95 保留 
14 10.21* 0.73 0.95 保留 
15 10.11* 0.66 0.95 保留 
16 9.12* 0.66 0.95 保留 
17 6.97* 0.47 0.95 保留 
18 8.25* 0.68 0.95 保留 
19 10.26* 0.72 0.95 保留 
20 10.12* 0.67 0.95 保留 
21 8.37* 0.57 0.95 保留 
22 8.88* 0.61 0.95 保留 
23 8.65* 0.60 0.95 保留 
24 10.55* 0.58 0.95 保留 
25 11.12* 0.57 0.95 保留 
26 11.93* 0.69 0.95 保留 
27 11.10* 0.54 0.95 保留 

總量表 α值=.95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2﹚因素分析 

本研究共經二次因素分析，將 27 題以主成份分析、正交

轉軸抽取共同因素，保留特徵值（λ值）大於 1 的共同因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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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去因數負荷量.40 以下題目，題號 16 負荷量未達.40 因予刪

除。結果抽取四個因素。從表 3-10 得知，建構效度由因素分

析所得結果可知總解釋變異量為 68.56%。 

 

表 3-10 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量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題號 因素負荷 解釋變異量（％） 累積解釋變異量（％） Cronbach α 

教師教學  21.42 21.42 .94 
1 .81    
2 .83    
3 .82    
4 .78    
5 .79    
6 .82    
7 .72    

環境設備  20.64 42.06 .93 
8 .71    
9 .79    

10 .83    
11 .82    
12 .78    
13 .73    
14 .73    
15 .59    

行政支援  13.14 55.20 .86 
17 .73    
18 .72    
19 .59    
20 .55    
21 .71    
22 .62    

人際關係  13.36 68.56 .88 
23 .70    
24 .78    
25 .80    
26 .58    
27 .73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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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表只有四個因素，共26題。。根據各因素的題目內容，

分別將四個因素命名如下：因素一命名為「教師教學」層面、

因素二命名為「環境設備」層面、因素三命名為「人際關係」

層面及因素四命名為「行政支援」層面等四個層面。  

         因素的解釋變異量分別為教師教學層面（21.42 %）、環

境設備層面（20.64 %）、人際關係層面（13.36 %）及行政支

援層面（13.14 %），而總累積解釋變異量為68.56%，且各題

項經符合原設計構面維度，顯示本量表具有頗為良好的效度。 

﹙3﹚信度分析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 α內部一致性來考驗其信度，由表 3-11

得知，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分量表整體信度為.95。在教師教

學、環境設備、行政支援及人際關係各個分量表的信度分別

為 .94、 .93、 .86、 .88，顯示本量表具有良好的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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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構面 題目 
各構面

α係數

總量表 
α係數 

重新編碼

後題號 
1.我對老師上課的內容感到滿意 .94 .95  1 
2.我對老師的教學示範感到滿意    2 
3.我對老師的教學方式感到滿意    3 
4.我對老師的評分方式感到滿意    4 
5.我對老師班級管理能力感到滿意    5 
6.對老師教學的認真程度感到滿意    6 
7.老師的運動知識能力感到滿意    7 

教師教學 
 
 
 
 
 
 

環境設備 8.使用的運動場地數量感到滿意 .93   8 
9.所使用的運動場地品質感到滿意    9 
10.使用的器材、設備數量感到滿意   10 
11.器材、設備數量品質感到滿意   11 

 
 

12.可以使用的活動空間感到滿意   12 
13.使用的運動場地安全性感到滿意   13 
14.器材、設備安全性感到滿意   14 
15.運動場地設備的清潔感到滿意   15 

 
 
 

行政支援 
 
 
 
 

17.排定的體育課時間（節次）滿意

18.對上課教學進度的編排感到滿意

19.我對上課所訂定的規定感到滿意

20.運動器材借用的方便與否滿意 
21.我對上課課本的選用感到滿意 
22.學校體育課的重視程度感到滿意

.86 
 
 
 
 

 
 
 
 
 

16 
17 
18 
19 
20 
21 

23.可以欣賞同學的技術感到滿意 .88  22 
24.與同學比賽的情形感到滿意   23 
25.與同學練習時的互動情形滿意   24 
26.與老師互動的情形感到滿意   25 

人際關係 

27.同學友善或關懷的態度感到滿意   26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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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確立研究問題 

建立研究架構 

蒐集相關文獻 

問卷調查 

問卷編製 

資料分析與討論 

預試 

確立研究問卷 

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流程順序共分為八個步驟：（一）蒐集相關文獻；（二）確

立研究問題；（三）建立研究架構；（四）問卷編製；（五）預試；（六）

確立研究問卷；（七）問卷調查；（八）資料分析與討論；（九）結論與

建議，如圖3-2所示。

 

 

 

 

 

 

 

 

 

 

圖 3-2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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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如下： 

一、描述統計（平均數、標準差、百分等級） 

用以瞭解學生樣本的背景變項結構，以及學生樣本的體育課程學

習態度、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平均數。 

二、獨立樣本ｔ考驗 

用以檢定不同性別、學校規模大小及就讀所在區域的學生在體育

課程學習態度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差異情形。 

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用以檢定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體育課程學習滿

意度上是否有差異。如果差異到達顯著水準，則進行雪費法（Scheffe）

事後比較。 

四、典型相關 

用以檢定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間的

相關情形。 

五、顯著水準 

本研究顯著水準定為 α=.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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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論 
 

  本章主要目的是針對調查研究結果，進行統計分析的說明，藉以討

論不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上

的差異，並進一步討論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

關係。所得到的統計資料共分為四節，茲分節說明如下；第一節為問卷

樣本的描述統計；第二節為不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

結果與討論；第三節為不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結

果與討論；第四節為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相關的

結果與討論。 

 

第一節  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結果與討論 

 

 本節將說明本研究受試學生的背景變項，並說明受試學生在體育課

程學習態度量表上填答的平均數，以及為了瞭解背景變項在體育課程學

習態度上是否有所差異，因此本研究分別針對受試者的性別、年級、學

校規模、就讀學校所在地區等，進行差異性比較。 

一、背景變項 

    本研究有效問卷共 1,104 份。茲將其在背景變項的分佈情形整理

如表 4-1。其說明如下： 

  （一）性別：男生 542 人，佔 49.1%，女生 562 人佔 50.9%，男女

生比例大致相等。 

  （二）年級：以一年級受試者最多 402 人，佔 36.4%；其次三年級

353 人，佔 32.0%；最少是二年級 349 人，佔 31.6%。 

  （三）學校規模： 以 24 班（含以上）受試者最多 988 人，佔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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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5 班（含以下） 受試者 116 人佔 10.5%。 

  （四）就讀學校所在區域：以都市 799 人，佔 72.4%，而鄉鎮 305

人，佔 27.6%。 

   

表 4-1  問卷樣本結構的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背景統計變項 人數 百分比 人數總和 

性別 男生 542 49.10 
 女生 562 50.90 

1,104 

年級 一年級 402 36.40 
二年級 349 31.60  
三年級 353 32.00 

1,104 

學校規模 15 班（含以下） 116 10.50 
 24 班（含以上） 988 89.50 

1,104 

就讀學校所在區域 都市 799 72.40 
 鄉鎮 305 27.60 

1,104 

 

二、受試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量表平均數分析 

本研究針對受試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量表填答情況作分

析，如表 4-2 所示。受試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最高為「上體育

課能夠增進身體健康」，其平均數為 4.23；次為「上體育課可以增進

運動能力」，其平均數為 4.20；再則為「上體育課能夠學習運動技術」

及「上體育課時可以舒解身心壓力」，其平均數皆為 4.18。體育課程

學習態度平均數較低之項目分別為「我會主動蒐集和體育課上課有關

的資料」（2.86）、「上體育課時我樂意成為同學的小老師」（3.12）、「上

體育課時我會主動回答老師的問題」（3.17） 。以上的平均數結果顯

示，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上，以「上體育課能夠增進身體健康」最能

得到學生的認同；而「我會主動蒐集和體育課上課有關的資料」最得

不到學生的認同。 

此研究結果與蕭世原（2004）針對台北市國小學童體育課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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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態度所做的研究結果一樣，都是「增進身體健康」得分最高及「蒐

集和體育課上課有關的資料」得分最低。另外江崇偉（2007）及蔡

育佑、徐欽賢（2006）的研究也是發現「增進身體健康」的平均數

都很高，與本研究結果相近。推究其原因，「增進身體健康」高，可

能是學生對於體育課程能增進身體健康興趣高，對於自身的保健具

有強烈的學習慾望，會對運動與健康加以探索與瞭解，體育課程應

是教導學生從認知的學習過程中學習，以學習到體育課程的學習目

的是獲得身體健康。「我會主動蒐集和體育課上課有關的資料」低，

可能是學生對蒐集課程資料是處於被動，而且這與體育教師甚少規

定學生蒐集體育課資料有關係。 

 

表 4-2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量表平均數分析表 
平均數
排名 題號 問卷內容 平均數 標準差 
 1  5 上體育課能夠增進身體健康 4.23 0.84 
 2  4 上體育課可以增進運動能力 4.20 0.81 
 3 10 上體育課時可以舒解身心壓力 4.18 0.90 
 3  3 上體育課能夠學習運動技術 4.18 0.80 
 4  6 上體育課可以了解運動比賽規則 4.16 0.78 
 5 14 體育課時我希望體驗運動的樂趣 4.15 0.86 
 6  9 上體育課可以提升體適能 4.14 0.86 
 7 15 上體育課我希望滿足運動的興趣與需求 4.08 0.88 
 8  1 上體育課能夠增進體育知識 4.07 0.87 
 8 11 上體育課時我的心情很愉快 4.07 0.90 
 9  2 上體育課能夠養成運動習慣 4.00 0.92 
 9  8 能夠學習運動傷害的避免以及處理 4.00 0.87 
10  7 學習如何使用與維護運動場地或器材 3.98 0.84 
11 13 我希望每天都有體育課 3.86 1.17 
12 23 我會參與和體育課有關的課外活動 3.72 1.03 
13 20 我會將熟練的動作分享給其他同學 3.56 1.00 
14 22 我會觀看欣賞體育課有關的電視節目 3.54 1.17 
15 16 上體育課我能夠習助老師示範動作 3.31 1.02 
16 21 我會利用時間練習上課所教的內容 3.20 1.06 
17 12 我很期待上每ㄧ節體育課 3.19 1.10 
18 19 上體育課時我會主動回答老師的問題 3.17 1.01 
19 18 上體育課時我樂意成為同學的小老師 3.12 1.07 
20 17 我會主動蒐集和體育課上課有關的資料 2.8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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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差異的比較 

在表 4-3 中，就性別而言，在「認知」、「行動意向」及「情意」

三個因素構面上的 t 檢定結果顯示，不同性別受試學生體育學習態度

差異性考驗皆達顯著水準，顯示出不同的性別受試學生在體育學習

態度有顯著差異，而且是男生高於女生。 

本研究與洪正倫（2006）、黃雅菁（2005）、陳俊安（2005）、陳

春蓮（2006）、曾冠諦（2007）及蕭世原（2004）的研究結果一致。

林鴻治（2007）針對苗栗高中職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研究中，

不同性別的學生並無顯著差異，與本研究結果不同。上述研究的平

均數得分，以「認知」構面得分最高，而且男生高於女生，因此本

研究推論，男生在體育課程的學習態度都比女生的表現較為積極，

尤其在「認知」構面的體育態度表現最積極。體育課程中，女生的

運動參與較為被動，喜歡當旁觀者，或因受生理因素的影響，女生

常減少體育活動時間，較無法從事規律運動有關係。 

 

表 4-3 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體育學習態度的差異表。 
 性別 各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認知 男生 542 37.60 6.30 
 女生 562 36.33 5.58 

3.56* 

行動意向 男生 542 25.34 4.21 
 女生 562 23.19 5.13 

7.58* 

情意 男生 542 27.59 6.19 
 女生 562 25.43 6.19 

5.81* 

整體 男生 542 90.53 14.10 
 女生 562 84.95 14.50 

6.48*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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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差異的比較 

不同年級的受試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後，由表 4-4 結果得知： 

（一）在「認知」構面，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差

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F=8.14，p<.05），經事後比較發現一

年級及三年級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均高於二年級。 

（二）在「行動意向」構面，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

差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F=12.88，p<.05），經事後比較發現

三年級的體育課學習態度高於一年級及二年級。 

（三）在「情意」構面，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差

異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F=3.06，p<.05）。 

（四）在「整體」構面，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差

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F=8.69，p<.05），經事後比較發現三

年級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高於二年級。 

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有顯著差

異，相關的文獻中亦有相同情形（王正通，2005；洪正倫，2006；黃

嵩豪，2004；陳俊安，2005；詹益淼，2006）。黃雅菁（2005）針對

高中職女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研究，發現為二年級高於一年級及三

年級，這與本研究結果不同。林鴻治（2007）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年

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上未達顯著差異，這與本研究結果不

同。蕭世原（2004）針對台北市國小學童的研究發現體育課程學習態

度在「行動意向」構面上與本研究一樣，都達顯著差異。本研究體育

課程學習態度在「整體」構面上三年級高於二年級，「認知」構面上

一、三年級高於二年級，可能因二年級學生必選修科目增加，課業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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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重，而一年級學程試探科目較多及三年級學生可自由選修自己喜歡

的科目有關，課業壓力較輕的緣故，因此也影響了學生體育課程學習

態度；三年級學生對體育課程的熟悉度高於一及二年級，反應在體育

課程學習態度在行動意向上面。 

 

表 4-4 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 F 檢定 事後比較

認知 組間 573.89 2  286.94 8.14* 1>2；3>2
組內 38,810.94 1,101   35.25    
總和 39,384.83 1,103    

行動意向 組間 585.74 2  292.87 12.88* 3>1；3>2
 組內 25,042.74 1,101   22.75   
 總和 25,628.48 1,103    

情意 組間 240.44 2  120.22 3.06  
組內 43,253.47 1,101   39.29    
總和 43,493.91 1,103    

整體 組間 3,637.51 2 1,818.75  8.69*      3>2
組內 230,515.78 1,101 209.37    
總和 234,153.29 1,103    

*p<.05，1：一年級；2：二年級；3：三年級 

 

五、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差異的比較 

    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差異性比較，經由表

4-5 結果顯示，在「認知」、「情意」及「行動意向」三個因素構面上，

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差異性考驗皆未達顯著水

準，顯示出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上並無顯著差

異。 

本研究與林鴻治（2007）針對苗栗縣高中職學生對體育課程學

習態度的研究做比較，皆發現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

態度上都無顯著差異。曾冠諦（2007）針對新竹市國小所做的研究

指出，中型學校規模的學童體育學習態度較為積極，與本研究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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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不同。由以上資料顯示，苗栗縣與台東縣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

習態度不因學校規模大小有所差異，其詳細原因有待後續研究進一

步探討。 

 
表 4-5 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差異表。 

 學校規模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認知 15 班（含以下） 116 37.66 5.93 

 24 班（含以上） 988 36.87 5.98 
1.33 

行動意向 15 班（含以下） 116 24.73 3.98 
 24 班（含以上） 988 24.19 4.91 

1.15 

情意 15 班（含以下） 116 26.84 6.27 
 24 班（含以上） 988 26.45 6.28 

0.63 

整體 15 班（含以下） 116 89.22 12.78 
 24 班（含以上） 988 87.51 12.76 

1.20 

*p<.05 

 

六、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差異的比較 

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差異的比較，經由表 4-6 結

果顯示，由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

得知： 

     （一）在「認知」構面，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上，

差異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t=1.31，p<.05），表示並無顯著

差異。 

     （二）在「行動意向」構面，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課程學習態

度上，差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t=2.58，p<.05），表示有顯

著差異，且鄉鎮高於都市。 

     （三）在「情意」構面，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上，

差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t=2.28，p<.05），表示有顯著差異，

且鄉鎮高於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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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整體」構面，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上，

差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t=2.37，p<.05），表示有顯著差異，

且鄉鎮高於都市。  

由統計結果得知，不同地區的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在「認知」

構面因素上，研究結果與林鴻治（2007）研究結果一致，鄉鎮與都

市無差異。但本研究中，不同地區的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在「行

動意向」、「情意」及「整體」構面是有顯著差異，且鄉鎮高於都市，

這與林鴻治（2007）研究結果不同，其原因可能是台東縣鄉鎮地區

高中學校學生在升學表現上比其他地區學校較差，因而學校常以體

育發展做為學校教育的主軸，導致鄉鎮地區與都市地區有顯著差異。 

 
表 4-6 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差異表。 

 地區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認知 都市 799 36.81 5.95 
 鄉鎮 305 37.34 6.03 

1.31 

行動意向 都市 799 24.02 5.02 
 鄉鎮 305 24.85 4.19 

2.58*

情意 都市 799 26.23 6.29 

 鄉鎮 305 27.19 6.21 
2.28*

整體 都市 799 87.05 14.77 
 鄉鎮 305 89.37 13.91 

2.3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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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結果與討論 

 

本節將說明本研究受試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及體育課程學習

滿意度量表上填答的平均數，以及為了瞭解不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體育

課程學習滿意度上是否有所差異，因此本研究分別針對受試學生的性

別、年級、學校規模及就讀學校所在地區等，進行比較。 

一、受試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量表平均數分析 

本研究針對受試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量表填答情況作分

析，如表 4-7 顯示出。受試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最高為「上課

與同學練習時的互動情形感到滿意」及「對上課中同學友善或關懷

的態度感到滿意」，其平均數為 3.97；其次是「對老師的運動知識能

力感到滿意」，其平均數為 3.95；再則是「對上課時與同學比賽的情

形感到滿意」，其平均數為 3.94。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平均數較低之

項目分別為「對學校所排定的體育課時間（節次）感到滿意」（3.02）、

「對上課課本的選用感到滿意」（3.22）、「上課時可以使用的器材、

設備數量感到滿意」（3.29）。以上的平均數結果顯示，對於體育課程

學習滿意度，以「上課與同學練習時的互動情形感到滿意」及「上

課中同學友善或關懷的態度感到滿意」這兩題學生感到最滿意。對

於「我對學校所排定的體育課時間（節次）感到滿意」最不認同。 

此研究結果與陳智仁（2004）針對高雄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學

習滿意度的研究中「體育課中同學友善或關懷」得分最高，及「學

校所排定體育課時間（節次）」為得分最低的結果相同。卓旻怡

（1999）、黃美蓉（2003）、劉海鵬（2002）與劉明川（2002）針對

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所做的研究，發現「學校所排定體育課時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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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得分最低，這也和本研究結果一致。另外陳律盛、溫賢昌、林

國瑞（2007）針對苗栗地區高中職學生體育課學習滿意度的研究中，

「體育課中同學友善或關懷」得分很高，這也和本研究結果相似。

黃美蓉（2003）與劉海鵬（2002）的研究也發現「上體育課時與同

學的相處情形」得分最高，這和本研究發現「上課與同學練習時的

互動情形」最高相同。上述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結果皆發現同學練習

時的互動及同學間的關懷得分都很高，這可能是因為體育活動除了

個人鍛鍊身體外，更重視團隊合作，因而學生也就更彼此互相關懷

且相處融洽。 

 

表 4-7 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量表平均數分析表 
平均數
排名 題號 問卷內容 平均數 標準差 
 1 25 上課與同學練習時的互動情形感到滿意 3.97 0.82 
 1 27 上課中同學友善或關懷的態度感到滿意 3.97 0.88 
 2 7 我對老師的運動知識能力感到滿意 3.95 0.91 
 3 24 我對上課時與同學比賽的情形感到滿意 3.94 0.83 
 4 6 我對老師教學的認真程度感到滿意 3.88 0.92 
 5 23 我對上課可以欣賞同學的技術感到滿意 3.86 0.86 
 6 2 我對老師的教學示範感到滿意 3.76 0.95 
 6 26 我對上課與老師互動的情形感到滿意 3.76 0.93 
 7 5 我對老師班級管理能力感到滿意 3.74 0.94 
 8 3 我對老師的教學方式感到滿意 3.73 0.98 
 9 1 我對老師上課的內容感到滿意 3.70 0.97 
10 4 我對老師的評分方式感到滿意 3.65 0.98 
11 20 上課運動器材借用的方便與否感到滿意 3.55 0.93 
12 13 上課所使用的運動場地安全性感到滿意 3.53 0.96 
13 14 上課使用的器材、設備安全性感到滿意 3.52 0.96 
14 19 我對上課所訂定的規定感到滿意 3.50 0.96 
15 22 我對學校體育課的重視程度感到滿意 3.45 1.03 
16 15 所使用的運動場地設備的清潔感到滿意 3.41 0.99 
17 18 我對上課教學進度的編排感到滿意 3.39 1.00 
17 12 上課時可以使用的活動空間感到滿意 3.39 1.05 
18 9 對上課所使用的運動場地品質感到滿意 3.34 1.06 
19 8 對上課時使用的運動場地數量感到滿意 3.31 1.10 
20 11 上課時使用的器材、設備品質感到滿意 3.30 1.05 
21 10 時可以使用的器材、設備數量感到滿意 3.29 1.07 
22 21 我對上課課本的選用感到滿意 3.22 1.06 
23 17 學校排定的體育課時間（節次）感滿意 3.0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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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差異的比較 

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經獨立樣本 t 考驗分析

後，由表 4-8 結果得知： 

（一）在「教師教學」構面，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度差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t=3.36，p<.05），顯示有顯著差

異，男生高於女生。 

（二）在「環境設備」構面，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度差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t=2.87，p<.05），顯示有顯著差

異，男生高於女生。 

（三）在「人際關係」構面，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度差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t=3.77，p<.05），顯示有顯著差

異，男生高於女生。 

（四）在「行政支援」構面，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度差異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並無顯著差異。 

（五）在「整體」構面，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差

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t=3.69，p<.05），顯示有顯著差異，

男生高於女生。 

由表 4-8 得知，台東縣不同性別的受試學生在「教師教學」、「環

境設備」、「人際關係」及「整體」構面上有達顯著性差異。本研究結

果與陳鴻仁（2008）針對台中市高中學生對在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體育

課程學習滿意度「整體」構面上無顯著差異的研究發現不同。陳金海、

侯淑玲、郭明珍（2008）、劉明川（2001）與劉海鵬（2002）發現女

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高於男生，這也和本研究的發現不同。不過

呂寶澎、張育瑋、翁叔淼（2009）、卓旻怡（1999）、陳正專、吳家琦、

張家銘（2007）及陳律盛、溫賢昌、林國瑞（2007）發現男生在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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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滿意度上高於女生，這也和本研究相同。陳智仁（2003）針

對高雄市高中職學生在不同性別學生體育課學習滿意度在「整體」構

面上未達顯著差異，黃美蓉（2003）的研究不同性別在學習滿意度上

未達顯著差異，也都和本研究的發現不相同。本研究推論男生體格較

女生強壯，對體育課的活動有濃厚興趣，表現活潑好動且主動參與體

育活動，而女生剛好相反，因此男生體育課程的學習較女生滿意有關

係。 

 

表 4-8 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差異表。 
 性別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教師教學 男 542 27.01  5.64 
 女 562 25.86  5.75 

3.36* 

環境設備 男 542 27.68  5.88 
 女 562 26.52  6.52 

2.87* 

人際關係 男 542 20.67  4.78 
 女 562 19.60  4.59 

3.77* 

行政支援 男 542 19.71  3.51 
 女 230 19.31  3.55 

1.89 

整體 男 542 95.07 17.25 
 女 562 91.29 16.77 

3.69* 

*p<.05 

 

 三、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差異的比較 

   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後，由表 4-9 結果得知： 

     （一）在「教師教學」構面，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度上，差異性考驗達顯達水準（F=4.44，p<.05），經事後比

較發現三年級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高於二年級。 

     （二）在「環境設備」構面，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74

度上，差異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F=1.79，p<.05），顯示並

無顯著差異。。 

     （三）在「人際關係」構面，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度上，差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F=3.99，p<.05），經事後比

較發現三年級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高於二年級。 

     （四）在「行政支援」構面，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度上，差異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F=2.92，p<.05），顯示並

無顯著差異。 

     （五）在「整體」構面，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上，

差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F=4.46，p<.05），經事後比較發現

三年級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高於二年級。 

由以上的發現可知，本研究與陳鴻仁（2008）針對台中市高中學

生對不同年級學生在體育課學習滿意度上，「整體」構面表現無顯著

差異而「場地器材」構面有差異，且三年級高於二年級的研究發現不

同。呂寶澎、張育瑋、翁叔淼（2009）、陳智仁（2003）、陳律盛、溫

賢昌、林國瑞（2007）發現不同年級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上

達顯著差異，且年級愈低，體育課程學習態度愈高，與本研究結果不

同。本研究也和與黃美蓉（2003）、劉海鵬（2002）的研究發現相同，

不同年級學生體育課學習滿意度在「整體」、「教師教學」及「班級氣

氛」構面達顯著差異，且三年級高於二年級，這可能是年級愈高的學

生對於體育課的學習滿意度愈高，乃由於對學校環境較熟悉，及體育

課為選修課，可自由選取不同的體育課程有關。另外因學生在選課前

對教師本人與教師安排的課程都有事先的了解，才選修自己喜愛的體

育課程，自然會滿意教師的教學，而且學生在上體育課能夠相互學習

與充分合作，因此人際關係上的表現會較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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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不同年級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 F 檢定 事後比較

教師教學 組間 288.54 2  144.27 4.44* 3>2 
組內 35,818.76 1,101   32.53    
總和 36,107.30 1,103    

環境設備 組間 161.83 2   80.91 1.79  
組內 49,653.56 1,101   45.10    
總和 49,815.39 1,103    

人際關係 組間 176.44 2   88.22 3.99* 3>2 
組內 24,343.56 1,101   22.11    
總和 24,520.00 1,103    

行政支援 組間 72.86 2   36.43 2.92  
組內 13,717.09 1,101   12.46    
總和 13,789.94 1,103    

整體 組間 2,601.21 2 1,300.61 4.48* 3>2 
組內 319,961.02 1,101 209.61    
總和 322,562.23 1,103    

＊p<.05，1：一年級；2：二年級；3：三年級 

 

 四、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差異的比較 

   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差異性比較上，經獨

立樣本 t 檢定分析後，由表 4-10 結果得知： 

  （一）在「教師教學」構面，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

滿意度上，差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t=3.00，p<.05），顯示

有顯著差異，24 班（含以上）高於 15 班（含以下）。 

  （二）在「環境設備」構面，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

滿意度上，差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t=2.37，p<.05），顯示

有顯著差異，15 班（含以下）高於 24 班（含以上）。 

  （三）在「人際關係」構面，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

滿意度上，差異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t=0.57，p<.05），顯

示並無顯著差異。 

  （四）在「行政支援」構面，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

滿意度上，差異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t=0.42，p<.05），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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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並無顯著差異。 

  （五）在「整體」構面，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度上，差異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t=0.18，p<.05），顯示並

無顯著差異。 

由以上的發現可知，本研究與劉明川（2002）研究結果一致，也

就是規模較小的學校體育課學習滿意度在「場地器材」構面上高於大

型學校。不過，陳律盛、溫賢昌、林國瑞（2007）研究發現規模較大

的學校體育課學習滿意度在「場地器材」構面上高於規模較小學校；

黃美蓉（2003）也研究發現規模在 19-40 班的學校體育課學習滿意度

在「場地器材」構面上高於規模 18 班以下的學校，都與本研究結果

不同。呂寶澎、張育瑋、翁叔淼（2009）、陳智仁（2003）與黃美容

（2003）研究發現不同學校規模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在「整體」上

未達顯著差異。都與本研究相同。本研究與陳智仁（2003）發現規模

19-40 班的學校其「教師教學」構面高於 18 班以下的學校的研究結

果相似。 

根據上述資料，本研究推論，可能是小型學校的學生數較少，上

體育課可以運用的場地器材較多，而大型學校人數較多，上體育課可

以運用的場地器材不足，因此小型學校學生對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在

環境設備上較滿意。另外大型學校學生可能對體育教師的教學在上課

內容、教學示範、教學方式、評分方式、管理能力、認真程度及運動

知識能力等的期待獲得滿足，因此讓學生有良好的學習而對體育課程

的學習感到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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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差異表。 
 學校規模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教師教學 15 班（含以下） 116 24.92 5.62 
 24 班（含以上） 988 26.60 5.71 

3.00* 

環境設備 15 班（含以下） 116 28.49 6.56 
 24 班（含以上） 988 26.93 6.72 

2.37* 

人際關係 15 班（含以下） 116 20.36 4.59 
 24 班（含以上） 988 20.10 4.73 

0.57 

行政支援 15 班（含以下） 116 19.64 3.45 
 24 班（含以上） 988 19.49 3.55 

0.42 

整體 15 班（含以下） 116 93.41 17.16 
 24 班（含以上） 988 93.12 17.10 

0.18 

*p<.05 

 

 五、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差異的比較 

 不同地區的受試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差異性的比較，經

獨立樣本 t 檢定分析後，由表 4-11 結果得知： 

  （一）在「教師教學」構面，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

意度上，差異性考驗達顯著水準（t=4.04，p<.05），顯示有

顯著差異，都市高於鄉鎮。 

  （二）在「環境設備」構面，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

意度上，差異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t=0.94，p<.05），顯示

並無顯著差異。 

  （三）在「人際關係」構面，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度上，差異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t=0.04，p<.05），顯示並

無顯著差異。 

  （四）在「行政支援」構面，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度上，差異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t=1.81，p<.05），顯示並

無顯著差異。 

   （五）在「整體」構面，不同地區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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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性考驗未達顯著水準（t=1.36，p<.05），顯示並無顯著

差異。 

由以上的發現可知，本研究與黃美蓉（2003）針對苗栗縣高中

職學生發現不同地區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整體」構面上

未達顯著差異，與本研究結果雷同。林鴻智（2007）研究發現不同

就讀學校所在地區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在「整體」構面上達顯

著差異，與本研究結果不同。呂寶澎、張育瑋、翁叔淼（2009）及

陳律盛、溫賢昌、林國瑞（2007）二篇研究針對苗栗縣高中職學生

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在「教師教學」構面上與本研究一樣達顯著差

異，但鄉鎮高於都市與本研究結果都市高於鄉鎮的結果不同。 

綜合上述資料，本研究發現台東縣鄉鎮學校學生對教師教學滿

意度較都市學校學生低，其原因可能是鄉鎮學校學生對上課內容、

教學示範、教學方式、評分方式、管理能力、認真程度及運動知識

能力等有較大的期待，以致於學生很難對體育課程的學習很滿意。

反過來說，都市學生對體育課程較為滿意是值得後續深入去研究。 

 
表 4-11 不同地區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差異表。 

 地區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教師教學 都市 799 26.85 5.62 

 鄉鎮 305 25.30 5.84 
 4.04* 

環境設備 都市 799 26.98 6.56 
 鄉鎮 305 27.40 7.12 

0.94 

人際關係 都市 799 20.13 4.61 
 鄉鎮 305 20.11 5.00 

0.04 

行政支援 都市 799 19.63 3.49 
 鄉鎮 305 19.20 3.65 

1.81 

整體 都市 799 93.58 16.81 
 鄉鎮 305 92.02 17.81 

1.36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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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相關分析 

 

本節將所得資料以典型相關分析來探討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

滿意度間的關係結構。並驗證： 

假設一：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構面是否有顯著的典型相

關。 

本節共分為一、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典型相關分析；二、

第一組典型相關結構；三、第二組典型相關結構；四、綜合討論分別

敘述如下。 

  一、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典型相關分析 

  本節為驗證控制變項（自變項）為認知、行動意向、情意三個

構面，效標變項（依變項）為教師教學、環境設備、人際關係、行

政支援四個構面間是否有顯著的典型相關的假設？經研究結果得到

二組典型相關因素，典型相關因素皆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001），

如表 4-12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所示，其典型相關係數分別為 .69、 . 16。 

  第一組典型相關主要說明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相

關情形，第二組典型相關主要說明行動意向學習態度、情意學習態

度與環境設備學習滿意度、人際關係學習滿意度的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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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典型相關分析表 

典型因素 典型因素 控制變項 

（X 變項） χ1 χ2 

效標變項 

（Y 變項） η1 η2 

認知 -.91 .04 教師教學 -.91 .14 

行動意向 -.85 .43 環境設備 -.67 -.57 

情意 -.78 -.45 人際關係 -.67 -.64 

   行政支援 -.87 .03 
抽出變異數

％ 72.25 12.95  62.10 .19 

重疊％ 34.29 .32  29.47 .48 

ρ2    .48 .03 

ρ    .69* .16* 

*p＜.05 

   

在結構圖繪製上保留典型因素負荷量大於 .30 的變項（黃春太、

姜逸群、黃雅文、胡益進，2007）其相關結構如圖 4-1 典型相關結構

圖所示。以下分別就二組典型相關進行結果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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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典型相關結構圖 

 

二、第一組典型相關結構 

 在第一組典型相關中，其典型相關係數 ρ＝.69，決定係數 ρ2

＝.48，表示控制變項組的第一個典型因素(χ1)可以解釋效標變項組的

一個典型因素(η1)總變異量的 47.5％，χ1是從控制變項組中抽取出來

的第一個典型因素，占效標變項組總變異量的 72.25％，控制變項組

與效標變項組第一個典型因素(η1)重疊的部分有 34.29％，表示效標

變項組的第一個典型因素可以解釋控制變項組總變異量的 34.29％，

而 η1 是從效標變項組中抽取出來的第一個典型因素，占效標變項組

總變異量 62.10％，效標變項組與控制變項組第一典型因素(χ1)重疊

的部分有 29.47％，表示控制變項組的第一典型因素可以解釋效標變

項組總變異量的 29.47％。 

 就第一組典型相關結構而言，在控制變項組中，以認知、行動

意向、情意與第一典型因素 χ1相關較高，其典型因素負荷量分別為 

-.45 

χ1

-.64

-.57 

.43 

ρ=.69*

-.87

-.67 

-.67

-.91

-.78

-.85 

-.91 認知 

行動意向 

情意 

教師教學 

環境設備 

人際關係 

行政支援 

η1 

ρ=.16*

χ2 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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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85、 -.78。因此，控制變項組與效標變項組的第一典型相

關，主要由控制變項組中的認知、行動意向、情意，透過第一典型

因素 χ1來影響效標變項組的第一典型因素 η1。而與 η1呈高相關的分

別為教師教學、環境設備、人際關係、行政支援。從因素負荷量的

正負符號來看，其關係皆為正向。 

  三、第二組典型相關結構 

  在第二組典型相關中，其典型相關係數 ρ＝.16，決定係數 ρ2

＝.03，表示控制變項組的第二個典型因素(χ2)可以解釋效標變項組

之第二個典型因素(η2)總變異量的 2.5％，χ2是從控制變項組中抽取

出來的第二典型因素，占效標變項組總變異量的 12.95％，控制變

項組與效標變項組第二個典型因素(η2)重疊的部分有 0.32％，表示效

標變項組的第二個典型因素可以解釋控制變項組總變異量的 0.32

％，而 η2是從效標變項組中抽取出來的第二個典型因素，占效標變

項組總變異量 0.19％，效標變項組與控制變項組第二典型因素(χ2)

重疊的部分有 0.48％，表示控制變項組的第二典型因素可以解釋效

標變項組總變異量的 0.48％。 

  就第二組典型相關結構而言，在控制變項組中，以行動意向、

情意與第二典型因素 χ2相關較高，其典型因素負荷量分別為 .43、 

-.42。因此，控制變項組與效標變項組的第二典型相關，主要由控

制變項組中的行動意向、情意，透過第二典型因素 χ2來影響效標變

項組的第二典型因素 η2。而與 η2呈高相關的分別為環境設備、人際

關係。從因素負荷量的正負符號來看，除了情意與環境設備、人際

關係為負向，其餘關係均為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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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綜合討論 

  本段針對研究結果進行討論，並與相關文獻進行比對分析，本

段共分為一、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相關；二、行動意

向學習態度、情意學習態度與環境設備學習滿意度、人際關係學習

滿意度的相關；分別進行探討。 

      本研究以典型相關分析結果，獲得二組達顯著的典型相關因

素，其中第一組解釋力較大，達 29.47％；第二組之解釋力為 0.48

％；整體來說，體育課程學習態度透過二組典型因素，對學習滿意

度的總解釋量為 29.94。進而說明，本研究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認

知」、「行動意向」、「情意」等三個控制變項，透過第一、第二典型

因素，可以解釋學習滿意度的「教師教學」、「環境設備」、「人際關

係」、「行政支援」等四個效標變項。以下分別就二組典型相關因素

逐一討論： 

    （一）第一組典型相關因素 

   從第一組典型相關因素發現，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

度有顯著正相關，且解釋量為 47.5％。而各構面結構係數均為負

號，表示兩方均為同方向，也就是說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各構面符

合程度越高，對學習滿意度的各方面滿意程度也越高。就體育課

程學習態度而言，「認知」學習態度越好、「行動意向」學習態度

越好、「情意」學習態度越好，則高中學生越能滿意體育課程中

各項需求。本研究結果顯示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二個

變項彼此間具有相關的成份在，且綜合高中學生越能在體育課程

有好的學習態度，則學習滿意度越高。 

    綜合上述發現，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三個構面與學習滿意度四

個構面具有高度的相關，其中以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認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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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態度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中的「教師教學」學習滿意度相關

性最高，與林鴻治（2007）和曾冠諦（2007）等研究相似。 

究其原因可能為，學生對教師教學有高度滿意度，主要是學

生對教師教學歷程的認知程度，包括上課內容、教學方式、評分

方式、班級管理、認真程度及運動知識能力等的了解。並且從教

師教學中認知到運動的益處，以及了解到體育教師努力在建立同

學學習的自信心，以及知道老師的熱忱。學生會在課前為學習做

準備，並且學生會在課程上勇於挑戰更難的技能學習，具不怕挫

敗的堅定意志。因此，學生發覺教師教學的認知學習態度的感受

情形，將攸關於學生對教師教學學習滿意度的感受程度。所以多

加運用提昇學生的認知學習的策略技巧將有助於學生體育課程

學習滿意度的表現。所以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中的認知學習

態度越佳，則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中的教師教學學習滿意

度表現越佳。  

  （二）第二組典型相關因素 

   從第二組典型相關因素發現：（1）「行動意向」與「環境設

備」、「人際關係」各構面結構係數為一正二負號，表示不同方向，

也就是「行動意向」學習態度構面符合程度越高，對「環境設備」、

「人際關係」等學習滿意程度也越低。（2）「情意」與「環境設

備」、「人際關係」等各構面結構係數為三負號，表示相同方向，

也就是「情意」學習態度構面符合程度越高，對「環境設備」、「人

際關係」等學習滿意程度也越高。本研究結果得到越能有較佳的

「行動意向」學習態度的綜合高中學生，則「環境設備」、「人際

關係」等學習滿意度越低、但是越能有較佳的「情意」學習態度

的綜合高中學生，則「環境設備」、「人際關係」等學習滿意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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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綜合上述發現，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二個構面與學習滿意度二

個構面具有高度的相關，其中以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情意」、「行

動意向」等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中的「人際關係」學習滿意度

相關性最高。 

究其原因可能為，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能夠在課程上主動協

助教師教學與幫助同學練習，並且課外時間充實自己的運動知

識，自然其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中的行動意向等學習態度會表現較

佳，但是學生在練習與比賽過程中因同學彼此間練習時間不長而

默契不夠及技能的熟練度也有個別差異，常有衝突與抱怨產生，

而導致人際關係的學習滿意度表現會越不滿意。所以學生體育課

程學習態度中的行動意向學習態度越佳，反而體育課程學習滿意

度中人際關係學習滿意度越不滿意。相反的，學生情意學習態度

在希望上體育課時能紓解身心壓力，而獲得心情愉快，且期待每

一節體育課能夠體驗運動的樂趣，並且滿足運動的興趣與需求，

自然會與同學和教師有良好的互動，並且珍惜彼此的情誼以及分

享彼此的喜樂，因此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中人際關係學習滿意度

表現會較佳，所以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中情意學習態度表現越

佳，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中人際關係學習滿意度表現會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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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兩節，第一節為結論，第二節為建議，依據研究結果歸

納主要發現，提出檢討與建議，以做為國內體育課程的規劃及未來相

關研究的參考。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以台東縣綜合高中不同背景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

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差異比較及相關為探討主軸，在相關文獻探討及

資料分析結果討論後，提出本研究結論，以做為國內體育課程及未來相

關研究的參考。 

    一、台東縣綜合高中三年級的男生，而且是鄉鎮地區學校學生其體

育課程學習態度表現較佳。 

然而，學校規模大小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表現無明顯不同。

其中一、三年級學生體育課程的認知學習態度表現較佳，而三年級學

生體育課程的整體、行動意向等學習態度表現較佳，且鄉鎮地區學生

體育課程的整體、行動意向及情意等學習態度表現較佳。 

   二、台東縣綜合高中三年級的男生，其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表現較佳。 

而規模24班（含以上）學校與都市地區學校學生體育課程的教師

教學學習滿意度表現較佳，且規模15班（含以下）學校學生體育課程

的環境設備學習滿意度表現較佳。另外男生體育課程的整體、教師教

學、環境設備及人際關係等學習滿意度表現較佳，而三年級學生體育

課程的整體、教師教學及人際關係等學習滿意度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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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間具有

相關二組典型相關結構存在，其相關結構分述如下： 

（一）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越佳，則學習滿

意度越佳，其中學生的「認知」學習態度與「教師教學」學

習滿意度的相關性最高。 

  （二）體育課程學習態度的「情意」學習態度越佳的台東縣綜合

高中學生，則對「環境設備」、「人際關係」等學習滿意度越

佳、但在「行動意向」學習態度越佳的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

則對「環境設備」、「人際關係」等學習滿意度越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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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綜合研究結果，可以了解到台東縣綜合高中體育課程教學情

形，以及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的現況。研究者

根據研究結果與討論，歸納出下列具體的建議以提供各級學校體育課教

師、學校行政人員與教育主管機關作為參考。 

一、體育教師教學方面 

     本研究發現，台東縣綜合高中大部份學生對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中

「我會主動蒐集和體育課上課有關資料」最不認同，次則為「上體

育課時我樂意成為同學的小老師」，再則為「上體育課時我會主動

回答老師的問題」。因此，體育教師應主動引導學生如何蒐集體育

課有關課程的資訊，除了書籍與影片外，也可利用網路資訊。例如

可從運動教學網站的資訊了解運動知識，以彌補體育課本和體育教

材的不足，唯有對運動有更深入的了解才能引發更多的興趣，進而

對運動有更積極的學習態度。體育教師的教學應鼓勵運動優異的學

生擔任課堂小老師來協助教學也可以用獎勵的方式來誘使小老師更

積極投入指導同學，同儕的指導更能使學生認真學習。另外體育教

師應常利用問答方式並引導學生回答，使學生獲得成就感而對體育

課程更多期待才能提升學生體育態度。 

本研究發現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態度上有明顯不

同，且男生表現較女生為佳。體育教師教學可以安排女生擔任體育

課程有關的幹部，使女同學較為投入體育課程，再加上適當的分組

與賦予適性的學習目標將有助於提升女學生對於體育課程的學習態

度。 

本研究發現不同就讀所在地區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在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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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學習滿意度上有明顯不同，都市地區學生比鄉鎮地區學生感

到滿意。因此，鄉鎮地區體育教師應積極參加研習及進修，獲得專

業認證，並且依自己本身的專長參與各項運動協會所舉辦的活動，

如此提升個人教學的專業能力，才能讓體育教學獲得學生的滿意。 

二、學校行政方面 

本研究也發現，台東縣綜合高中大部份學生對體育課程學習滿

意度最不贊同依序為「對學校所排定的體育課時間（節次）感到滿

意」、「對上課課本的選用感到滿意」及「上課時可以使用的器材、

設備數量感到滿意」。因此，學校行政單位應該依據課程綱要所建

議的時段安排體育課，使學生長久以來不滿意上體育課的時段獲得

解決，並且落實體育教學會議所做建議，對於上課教材選用、體育

器材與設備的品質與數量與衛生方面以及在上課進度場地編排的需

求應合乎規定。 

不同年級學生在體育課程認知學習態度有明顯不同，一年級及

三年級表現較二年級為佳，行動意向學習態度也有明顯不同，三年

級表現較一、二年級為佳，整體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有明顯不同，

三年級表現較二年級為佳。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在整體、教師教學

及人際關係等學習滿意度有明顯不同，三年級表現較二年級為佳。

由上述結果得知，由於二年級學生因課業壓力重，學校行政單位更

應該讓學生壓力獲得舒解，對於學生體育課專長項目應先做調查，

並適度開設體育專長項目的選修課程，將會提高二年級學生體育課

程學習態度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 

本研究發現不同地區學校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在整體、行動

意向及情意等學習態度有明顯不同，鄉鎮地區學校學生體育課程學

習態度表現較都市地區學校學生為佳。因此，都市地區學校在班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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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部分應視時間多加辦理，除凝聚學生對班級向心力外，亦可提

高對運動體育課程的重視。在校隊培訓部分，必須委派專人訓練與

管理。在聯課活動課程上運動社團應適度增加，供學生選擇。 

本研究發現不同學校規模學生體育課學習滿意度在環境設備學

習滿意度上有明顯不同，學校規模較小學生的環境設備學習滿意度

表現較大型學校學生為佳。因此，大型學校的學校行政單位應該在

增加器材與設備的量與上課進度場地編排上做好安排，另外大型學

校學生的教師教學學習滿意度較小型學校學生為佳，小型學校體育

教師人數較少，體育教師應該多與他校體育教師在教學相互觀摩與

學術交流，也可以與相關科目教師運用協同教學的方式實施體育教

學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讓學生有良好的學習而對體育課程的學

習滿意。 

本研究發現不同地區學校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在教師教學

學習滿意度上有明顯不同，都市地區學生表現較鄉鎮學生地區為

佳。鄉鎮學校行政單位針對體育教師進修與研習多所不足，學校應

增加此部分經費，鼓勵教師前往參與，以及辦理體育課程相關研習，

如此，才能提升教師專業能力，讓學生對教師的教學感到滿意。 

三、教育主管機關方面 

   本研究發現規模較小學校學生在環境設備學習滿意度上表現較

大型學校學生為佳。因此，大型學校環境設備的不足尤其明顯，主

管機關應放寬對於學校體育設施的管理辦法，讓學校可以將體育設

備租借地方社團人士付費使用，除可提高設備使用率，並提升社區

運動風氣，也可增加經費在設備維護上。 

本研究發現不同地區學校學生在整體、行動意向及情意等學習

態度有明顯不同，鄉鎮地區學校學生的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表現較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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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區學校學生為佳。台東地區學校不管是鄉鎮地區與都市地區學

校與其他地區比較應都屬於鄉下，教育主管機關應深入了解各學校

所發展的運動特色及其短、中及長期的計畫，而給予適度人力、經

費及設備等的協助，藉此發掘各項運動專才，長期培養，一方面提

高校譽，一方面可作為國家運動選手的基礎培訓。 

四、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本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以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為主，研究結果無法推論

至其他地區或不同性質與不同層級的學校。未來若能擴大研究範

圍，例如：高中、國小、國中、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的學生，將可

綜觀不同教育學校的學生對於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體育課程學習

滿意度的情形作一探討，以便廣為推論，並進一步提高研究價值。 

（二）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法蒐集所需資料，此種量化所蒐集到的

資料可能受填答學生的認知與填答意願的影響。因此，建議未來

在研究方法上可增加質性的研究、對於個體的深入訪談及教師的

教學分析，讓研究的廣度與深度更能並重。 

（二）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台東縣綜合高中體育課程學習態

度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問卷」係為修改過去研究的量表，包括

「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體育課程學習滿意度」兩個分量表，

經修訂後審慎參酌理論建構，再經專家修訂編製而成。未來對有

關體育課程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研究，可以再修訂更適切的

問卷題目，並繼續驗證其信度與效度，使研究工具更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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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綜合高中「體育」教學綱要 

壹、目標 

綜合高中必修科目「體育」課程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充實體育知能，建構完整體育概念。 

二、增進運動技能，發展個人運動專長。 

三、積極參與運動，養成規律運動習慣。 

四、培養運動倫理，表現良好社會行為。 

五、體驗運動樂趣，豐富休閒生活品質。 

貳、核心能力 

綜合高中必修科目「體育」課程欲培養之核心能力如下： 

一、了解體育活動的意義、功能及方法，並能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二、培養個人擅長的運動項目，確立運動嗜好，提升運動技能水

準。 

三、做到定期適量運動，執行終身運動計畫，增進體適能。 

四、發揮運動精神，培養良好品德，並表現符合社會規範之行為。 

五、力行動態生活，參與健康休閒活動，享受運動樂趣，促進生

活品質。 

叁、教材綱要 

綜合高中部訂必修「體育ⅠⅡ」計 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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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 

教材可參考下列類別選擇： 

（一）球類：籃球、排球、足球、壘球、桌球、羽球……等。 

（二）體適能活動類：健走、健康操、有氧運動、重量訓練、瑜珈……

等。 

（三）舞蹈類：創作活動、踢踏舞、民俗土風舞、中國古典舞、原

住民舞蹈……等。 

（四）武術類：太極拳、刀術、槍術、劍術、棍術、氣功……等。 

（五）田徑類：短距離跑、跳遠、推鉛球、障礙跑……等。 

（六）體操類：地板、單槓、平衡木、高低槓、跳馬、疊羅漢、徒

手體操……等。 

（七）游泳類：蛙泳、仰泳……等。 

（八）技擊類：跆拳道、拳擊、空手道、柔道、合氣道……等。 

（九）休閒活動類：登山、冒險活動、攀岩、自行車、直排輪、飛

盤……等。 

（十）鄉土活動類：扯鈴、跳繩、踢毽、舞龍、拔河……等。 

（十一）水上活動類：水球、划船、浮潛、水上安全與救生……等。 

（十二）體育知識類：運動技術與規則、比賽策略、國際運動動態、

體適能知識等。 

二、內容配置比例： 

（一）教學內容之配置請參照本綱要之內容部分。 

（二）教學內容配置之比例可依各校之師資、場館設備、發展特色

及學生需要自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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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選編原則： 

（一）教材編選須依據本教學綱要之課程目標，妥善編排。 

（二）教材編選應依學生身心成長及其個別差異，依不同能力、興

趣、經驗與需求，選擇設計適當的教材，由淺入深，由簡而

繁，有系統而循序漸進，以滿足學生的學習。可依各學校之

師資、場館酌情實施之。 

（三）各類教材的聯絡，應考量教材的組成結構是否完整，兼顧認

知、情意、技能三層面、並在完整之架構中，區分主學習、

副學習、輔學習等不同教材層次。 

（四）教材內容宜適當反應社會當前議題，並及時提醒學生關心生

活周遭的問題。 

（五）不同類的教材可配合運動賽季實施，結合學生社團活動、健

康操、學校各類比賽、社區運動會等，發揮體育課程教材績

效的廣義效能，一方面可增加學生的學習廣度，另一方面則

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肆、實施方法 

一、教學方法 

（一）體育教學是以身體活動來達成教育目標的科目，教師在授課

時，應留意學生在認知、技能、情意三方面之學習是否達成

預定之目標。在教學活動過程中，尚除須達成「主學習」之

目標外，亦應兼顧「副學習」與「輔學習」目標之達成。並

與各科之內容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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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及練習時，應特別指導或提醒學生避免運動傷害之正確

方法。 

（三）對身心障礙學生應給予適切的個別化指導，必要時得成立體

育特別班；對運動學習有特殊能力表現的學生，應提供進一

步指導，以發揮其潛能。 

（四）排課時段宜避開飯前、飯後，及其他不利運動的因素。 

二、教學評量 

（一）評量範圍： 

1.運動技能： 

（1）主觀評量--依教材所要求動作協調、動作流暢與姿勢

優美等評量。 

（2）客觀評量--依據時間、距離、次數、重量或得分等客

觀數據等評量。 

（3）運動精神與學習態度--視學生出席、服裝、努力程度、

參與態度與課外參與體育活動等情意行為評定。 

（4）體育知識--可採用筆試、口試、報告等方式評定。 

（二）評量要領： 

1.評量時機：技能性較低的項目可在單元結束後立即評量，技

能性高的項目則要讓學生練習一段時間後才實施評量。 

2.評量項目：以本學期所教學的項目進行評量。 

3.評量原則：評量應能兼顧過程與結果，採用形成性與總結

性配合主觀與客觀的各種評量方法。 

（1）教師上課時要隨時觀察學生的表現。 

（2）符合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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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量的方法應具多元性。 

（4）評量應考量學生的個別差異。 

（5）評量應評量學生學習的成果。 

（6）評量應選擇難易適中的項目或題目。 

（7）評量時應考慮場地及天候的因素。 

（8）教師應避免自己的主觀偏見影響成績的評量。 

（三）特殊學生的評量：不受上述評量基準、內容的限制，可選擇

較適合其發展之項目，進行整體性的評量。 

三、教學資源 

（一）各項運動器材與運動設施，應以學校實際情況規劃，並以班

級數、學生數及學校經費提出運動器材需求量。 

（二）體育教學除運動器材外，亦可利用圖片、相片或視聽器材等

教具來輔導教學，並應鼓勵自製教具，或搜集相關圖片，以

增進教學效果。 

（三）可利用視聽教室，實施多媒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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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及學習滿意

度調查問卷（預試）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料。 

以下是關於您個人的背景資料，這些資料僅作統計分析之用，

絕不會對外公開，敬請放心填答。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打『ˇ』 

一、性      別：□（1）男     □（2）女 

二、年      級：□（1）一年級 □（2）二年級 □（3）三年級 

三、就讀學校所在地區：□（1）都市 □（2）鄉鎮地區 

四、學 校 規 模： □（1）15班（含以下） □（2）16～23班 □（3）

24班（含以上） 

 

 

 

 

 

 

 

親愛的同學：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這份問卷主要是希望瞭解您在

上體育課的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情況，請依您的實際感受填寫，無

需具名。您的資料在學術及實務上有重大的貢獻，我們會珍惜您的

資料並絕對保密。謝謝您的協助！ 

敬祝    學業進步  健康快樂        台東大學體育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洪煌佳博士 

                                  研 究 生：王偉仁敬上 

                                      2008 年 12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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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體育態度  

                                                 非 不 無 同 非 
                                                   常 同 意 意 常 
                                                  不 意 見    同 

                                                   同          意 
                                                   意 
1. 上體育課能夠增進體育知識                        □ □ □ □ □ 
2. 上體育課能夠養成運動習慣                        □ □ □ □ □ 
3. 上體育課能夠學習運動技術                        □ □ □ □ □ 
4. 上體育課可以增進運動能力                        □ □ □ □ □ 
5. 上體育課能夠增進身體健康                        □ □ □ □ □ 
6. 上體育課可以了解運動比賽規則                    □ □ □ □ □ 
7. 上體育課能夠學習如何使用與維護運動場地或器材    □ □ □ □ □ 
8. 上體育課能夠學習運動傷害的避免以及處理          □ □ □ □ □ 
9. 上體育課可以提升體適能                          □ □ □ □ □ 

10. 上體育課時我希望舒解身心壓力                    □ □ □ □ □ 
11. 上體育課時我的心情很愉快                        □ □ □ □ □ 
12. 我很期待上每一節體育課                          □ □ □ □ □ 
13. 我希望每天都有體育課                            □ □ □ □ □ 
14. 上體育課時我希望體驗運動的樂趣                  □ □ □ □ □ 
15. 上體育課時我希望滿足運動的興趣與需求            □ □ □ □ □ 
16. 上體育課我能夠協助老師示範動作                  □ □ □ □ □ 
17. 我會主動蒐集和體育課上課有關的資料              □ □ □ □ □ 
18. 上體育課時我樂意成為同學的小老師                □ □ □ □ □     
19. 上體育課時我會主動回答老師的問題                □ □ □ □ □     
20. 上體育課時我會將熟練的動作分享給其他同學        □ □ □ □ □     
21. 上完體育課，我會利用時間練習上課所教的內容      □ □ □ □ □ 
22. 我會觀看欣賞體育課有關的電視節目                □ □ □ □ □     
23. 我會參與和體育課有關的課外活動                  □ □ □ □ □     

 

 

 

本部分是想了瞭解您，上體育課的態度情況，請您根據實際情形

回答，將每題的同意程度在適當的空格□內打『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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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體育課學習滿意度     

這一部分是想瞭解您，對體育課的學習滿意度情況，請您根據

個人實際情形回答，在適當的空格□內打『ˇ』，謝謝。 

                                                   非 不 無 同 非 
                                                   常 同 意 意 常 
                                                   不 意 見    同 
                                                   同          意 
                                                   意 
1. 我對老師上課的內容感到滿意                       □ □ □ □ □ 
2. 我對老師的教學示範感到滿意                       □ □ □ □ □ 
3. 我對老師體育課的教學方式感到滿意                 □ □ □ □ □ 
4. 我對老師的評分方式感到滿意                       □ □ □ □ □ 
5. 我對老師班級管理能力感到滿意                     □ □ □ □ □ 
6. 我對老師教學的認真程度感到滿意                   □ □ □ □ □ 
7. 我對老師的運動知識能力感到滿意                   □ □ □ □ □ 
8. 我對上體育課時可以使用的運動場地數量感到滿意     □ □ □ □ □ 
9.我對體育課所使用的運動場地品質感到滿意            □ □ □ □ □ 
10.我對上體育課時可以使用的器材、設備數量感到滿意   □ □ □ □ □ 
11.我對體育課所使用的器材、設備品質感到滿意         □ □ □ □ □ 
12.我對上體育課時可以使用的活動空間感到滿意         □ □ □ □ □ 
13.我對體育課所使用的運動場地安全性感到滿意         □ □ □ □ □ 
14.我對體育課所使用的器材、設備安全性感到滿意       □ □ □ □ □ 
15.我對體育課所使用的運動場地設備的清潔感到滿意     □ □ □ □ □ 
16.我對學校運動傷害處理的流程感到滿意               □ □ □ □ □ 
17.我對學校所排定的體育課時間（節次）感到滿意       □ □ □ □ □ 
18.我對體育課教學進度的編排感到滿意                 □ □ □ □ □ 
19.我對體育課所訂定的規定感到滿意                   □ □ □ □ □ 
20.我對體育課運動器材借用的方便與否感到滿意         □ □ □ □ □ 
21.我對體育課本的選用感滿意                         □ □ □ □ □ 
22.我對學校校訂必選修體育課的重視程度感到滿意       □ □ □ □ □ 
23.我對體育課可以欣賞同學的技術感到滿意             □ □ □ □ □ 
24.我對上體育課時與同學比賽的情形感到滿意           □ □ □ □ □ 
25.我上體育課與同學練習時的互動情形感到滿意         □ □ □ □ □ 
26.我對上體育課與老師互動的情形感到滿意             □ □ □ □ □ 
27.我對體育課中同學友善或關懷的態度感到滿意         □ □ □ □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108

附錄三  台東縣綜合高中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度及學習滿意

度調查問卷（正試）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料。 

以下是關於您個人的背景資料，這些資料僅作統計分析之用，

絕不會對外公開，敬請放心填答。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打『ˇ』 

一、性      別：□（1）男     □（2）女 

二、年      級：□（1）一年級 □（2）二年級 □（3）三年級 

三、就讀學校所在地區：□（1）都市 □（2）鄉鎮地區 

四、學 校 規 模： □（1）15班（含以下） □（2）24班（含以上） 

 

 

 

 

 

 

 

親愛的同學：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這份問卷主要是希望瞭解您在

上體育課的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情況，請依您的實際感受填寫，無

需具名。您的資料在學術及實務上有重大的貢獻，我們會珍惜您的

資料並絕對保密。謝謝您的協助！ 

敬祝    學業進步  健康快樂          

台東大學體育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洪煌佳博士 

                                 研 究 生：王偉仁敬上 

                                      2009 年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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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體育態度  

                                                 非 不 無 同 非 
                                                   常 同 意 意 常 
                                                  不 意 見    同 

                                                   同          意 
                                                   意 
1. 上體育課能夠增進體育知識                        □ □ □ □ □ 
2. 上體育課能夠養成運動習慣                        □ □ □ □ □ 
3. 上體育課能夠學習運動技術                        □ □ □ □ □ 
4. 上體育課可以增進運動能力                        □ □ □ □ □ 
5. 上體育課能夠增進身體健康                        □ □ □ □ □ 
6. 上體育課可以了解運動比賽規則                    □ □ □ □ □ 
7. 上體育課能夠學習如何使用與維護運動場地或器材    □ □ □ □ □ 
8. 上體育課能夠學習運動傷害的避免以及處理          □ □ □ □ □ 
9. 上體育課可以提升體適能                          □ □ □ □ □ 

10. 上體育課時我希望舒解身心壓力                    □ □ □ □ □ 
11. 上體育課時我的心情很愉快                        □ □ □ □ □ 
12. 我很期待上每一節體育課                          □ □ □ □ □ 
13. 我希望每天都有體育課                            □ □ □ □ □ 
14. 上體育課時我希望體驗運動的樂趣                  □ □ □ □ □ 
15. 上體育課時我希望滿足運動的興趣與需求            □ □ □ □ □ 
16. 上體育課我能夠協助老師示範動作                  □ □ □ □ □ 
17. 我會主動蒐集和體育課上課有關的資料              □ □ □ □ □ 
18. 上體育課時我樂意成為同學的小老師                □ □ □ □ □     
19. 上體育課時我會主動回答老師的問題                □ □ □ □ □     
20. 上體育課時我會將熟練的動作分享給其他同學        □ □ □ □ □     
21. 上完體育課，我會利用時間練習上課所教的內容      □ □ □ □ □ 
22. 我會觀看欣賞體育課有關的電視節目                □ □ □ □ □     
23. 我會參與和體育課有關的課外活動                  □ □ □ □ □     

 

 

 

本部分是想了瞭解您，上體育課的態度情況，請您根據實際情形

回答，將每題的同意程度在適當的空格□內打『ˇ』，謝謝。 



 110

第三部分：體育課學習滿意度     

這一部分是想瞭解您，對體育課的學習滿意度情況，請您根據

個人實際情形回答，在適當的空格□內打『ˇ』，謝謝。 

                                                   非 不 無 同 非 
                                                   常 同 意 意 常 
                                                   不 意 見    同 
                                                   同          意 
                                                   意 
1. 我對老師上課的內容感到滿意                       □ □ □ □ □ 
2. 我對老師的教學示範感到滿意                       □ □ □ □ □ 
3. 我對老師體育課的教學方式感到滿意                 □ □ □ □ □ 
4. 我對老師的評分方式感到滿意                       □ □ □ □ □ 
5. 我對老師班級管理能力感到滿意                     □ □ □ □ □ 
6. 我對老師教學的認真程度感到滿意                   □ □ □ □ □ 
7. 我對老師的運動知識能力感到滿意                   □ □ □ □ □ 
8. 我對上體育課時可以使用的運動場地數量感到滿意     □ □ □ □ □ 
9.我對體育課所使用的運動場地品質感到滿意            □ □ □ □ □ 
10.我對上體育課時可以使用的器材、設備數量感到滿意   □ □ □ □ □ 
11.我對體育課所使用的器材、設備品質感到滿意         □ □ □ □ □ 
12.我對上體育課時可以使用的活動空間感到滿意         □ □ □ □ □ 
13.我對體育課所使用的運動場地安全性感到滿意         □ □ □ □ □ 
14.我對體育課所使用的器材、設備安全性感到滿意       □ □ □ □ □ 
15.我對體育課所使用的運動場地設備的清潔感到滿意     □ □ □ □ □ 
16.我對學校所排定的體育課時間（節次）感到滿意       □ □ □ □ □ 
17.我對體育課教學進度的編排感到滿意                 □ □ □ □ □ 
18.我對體育課所訂定的規定感到滿意                   □ □ □ □ □ 
29.我對體育課運動器材借用的方便與否感到滿意         □ □ □ □ □ 
20.我對體育課本的選用感滿意                         □ □ □ □ □ 
21.我對學校校訂必選修體育課的重視程度感到滿意       □ □ □ □ □ 
22.我對體育課可以欣賞同學的技術感到滿意             □ □ □ □ □ 
23.我對上體育課時與同學比賽的情形感到滿意           □ □ □ □ □ 
24.我上體育課與同學練習時的互動情形感到滿意         □ □ □ □ □ 
25.我對上體育課與老師互動的情形感到滿意             □ □ □ □ □ 
26.我對體育課中同學友善或關懷的態度感到滿意         □ □ □ □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東大論文封面-學號9600512
	東大論文-學號960051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