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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及 

身心發展影響 

徐艾樺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

影響，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 111 學年度台東縣區域國民小學五、六

年級學童參與學校校內足球運動(校隊或社團)的家長為研究對象，

共收回 260份有效問卷，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相關及多元迴歸等方式。研究結果發現一、

臺東縣學童足球運動參與中，家長參與程度高，對學童足球運動參

與在三個構面影響皆達顯著，其中以「行為」影響較高；身心發展

在三個構面皆達顯著，其中則以「心理」影響較高。二、運動年資 4

年以上的學童在「家長參與」得得分較運動年資 3 年以下學童高，

手足數量有 2 個以上的家庭學童擁有較佳的身心發展「認知」與

「心理」及「社會」。三、 臺東縣參與足球運動學童在家長參與程

度愈好愈有正向影響身心發展；則足球運動的「認知」與「行為」

愈好身心發展也會愈高。 

 

 

 

 

 

關鍵詞：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身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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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Participation in Soccer 

Ai Hua  Hsu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soccer activities and its subsequent effects on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parents of fifth 

and sixth-grad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school-based soccer activities (school teams 

or clubs) during the academic year 111 in Taitung Coun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 total of 26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Resul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key findings: Farst In the context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soccer 

activities in Taitung County, high level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children's involvement in soccer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with 

"behavior" being the most impacted. Additionally,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 was significant, 

particularly in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Second Children with more than four 

years of experience in soccer scored higher in parental involvement compared to those 

with less than three years of experience. Furthermore, children from families with two 

or more siblings demonstrated better 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ocial development. Third The study fou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th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participating in soccer activities. Additionally,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aspects in soccer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higher level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Keyword：Parental involvement, soccer ,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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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高年級學童在家長參與對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影響

之研究。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說明問題背景及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

的、第三節為研究問題、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節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問題背景 

在台灣，學生選手要參加體育校隊，首先要面對家長對於學生參與體育校

隊的支持程度；然而，家長的支不支持大部分不是看孩子有多麼熱愛這項運動，

而是考量課業成績會不會因此退步，因此，很多台灣的孩子沒有辦法參與體育

活動是因為家長的不支持，而家長不支持是對於參與體育活動課業會退步的刻

板印象。體育是學校教育重要的一環，體育教育的成敗對學生身心健康及人格

發展有極大影響，同時亦為係全民體育風氣的興衰 (許湘羚，2014)。鄭鈞仁在

2020 提到，家長的支持及參與一直是孩子能否打球的重要關鍵，除了家長願意

支持孩子打球之外，家長是否願意參與球隊事務，更是孩子及球隊的重要關鍵。

父母在孩童運動情境中的參與行為，對孩童運動動機、運動樂趣、自信心、自

我效能、壓力、焦慮以及未來是否持續參與運動有直接的關係 (Chan et al., 2012)。

藉此，研究者本身曾在某臺東市國小足球隊服務三年，發現參與足球這項運動

的學童是年年增加，可惜的是，球員一旦踏入到下一個階段就會斷了運動員身

分，看到球員在運動上面有極大的興趣甚至是天分，往往球員沒能繼續足球這

項運動的原因，是家長不願意讓孩子踢球是主要之一。因此，這也是此研究想

去探討原因之一，家長的參與是否能從中看到孩子們的努力，以及多了解孩子

在足球運動上面的才能，才不會因此而錯失掉一個有極高運動天分的運動選手。 

足球為現今體壇上發展最為蓬勃的單項運動，亦是最受民眾歡迎的體育競

賽，並且是目前世界上開展最廣、影響力最大的體育項目之一，被稱為「世界

第一運動」甚至也因其豐富的內涵和感染力被視作一門藝術 (廖苑岑，2018)。

在臺灣的展過程中可說是從無到有，經由中央、社會、地方的組織、到軍方和

民間企業球隊的通力合作之下，克服場地、經費不足的情況下，積極努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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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希望將足球運動帶到臺灣的每一個階層，在國際之足壇，爭得一席之地 (張

志全，2014)。且注重幼童身心發展的學者認為 10~12 歲是兒童神經系統發展的

關鍵時期，此階段有個凸顯的特徵，便是在前庭刺激的條件下，準確、持續的

執行各種身體動作，因此相當適合發展足球運動 (Polevoy，2019)。劉仙湧 

(2018) 文獻中也提到，國小階段運動能力的發展與培育在此階段必須獲得充分

刺激，方能有助於養成終身運動習慣。學童參與足球運動，不僅能鍛鍊健康體

能，促進肌肉、骨骼的發育，達到身體發展，還能培養團隊互助的責任感與運

動家的精深，並藉由家長陪著小孩練習足球，從旁給予鼓勵與支持，家長與孩

子也變成親密的隊友，成為良好親子關係建立的共通語言 (陳函瑜，2015)。 

家長的教養態度、家庭氛圍、家庭功能和父母子女間的互動方式等因素，

都可能對兒童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例如，過度保護或過度控制的教養方式

可能會限制兒童的自主性和探索慾，而過度嚴格或苛責的教養方式可能會對兒

童的自尊心和情緒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因此，Hurtel et al.  (2013) 認為過去大部

分的研究都聚焦在探討孩童所知覺的父母涉入行為，他們認為瞭解父母知覺自

身的行為也同樣重要。父母展現出較多的鼓勵與支持行為，可以提升孩童的運

動參與；然而，當孩童知覺到父母對於自己的運動參與過度投入時，而經驗到

高度的狀態焦慮 (Anderson et al，2002)。反之，積極正向的家庭氛圍和家庭功能，

以及支持和鼓勵兒童自主探索和發展的教養方式，可能有助於促進兒童的身心

健康和發展。 

  所以，本研究旨在探討家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的身心發展影響，

足球運動對於學童的身體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家長作為孩子身心發展的重要

支持者，其對孩子參與足球運動的態度與參與程度，對孩子的足球運動發展有

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以作為提升學童身體健康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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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長參與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影響之情形。

主要目的如下： 

一、 瞭解在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的情形。 

二、 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的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的差異情形。 

三、 探討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對身心發展的影響情形。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下列問題： 

一、 台東縣國小學童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的情形為何？。 

二、 不同背景變項的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的差異情形為何？ 

三、 台東縣國小學童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對身心發展的影響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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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 研究範圍 

(一) 研究對象 

以 111 學年度臺東縣區域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童參與學校校內足球運

動團隊 (校隊或社團)的家長為研究對象。 

 

(二) 研究變項 

本研究變項自變項為身心發展，依變相項為家長參與與足球運動，

主要以此三個變項關係作為主要探討內容。 

 

二、 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基於人力、物力與經費考量等因素，故僅針對臺東縣參與學校校 

內 足球運動團隊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的家長作為本研究代表樣本，因此須謹 

慎推論及應用。 

(二)  本研究問卷以臺東縣參與校內足球運動團隊的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的家 

長為抽樣對象，其他縣市及其他學齡學童宜謹慎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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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以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童參與足球運動者的家長為研究對象，探討

家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的相關影響。本節根據研究之重

要名詞解釋如下： 

一、 家長參與 (parents involvement) 

        在子女教育過程中，家長有權利與義務參與其教育相關之活動，範圍包括

家庭、學校以及校外所有相關之教育活動 (馬述宏，2017)。本研究係指家長參

與指家長積極參與孩子參與的運動活動，例如願意投入時間、金錢在子女的運

動過程中，甚至能參與或幫助子女所屬球隊中的活動及募款。 

二、 足球運動參與 (soccer participation) 

        對足球的認知、態度和行為反應出幼童在經歷足球的參與後，了解足球運

動對自己肢體發展的好處，知曉要預防運動傷害，喜歡且重視足球運動，並積

極參與此項運動 (戴遐齡等，2019)。本研究針對學童參與足球運動後，家長能

感受到學童在足球運動抱持正面的認知、態度以及行為。 

三、 身心發展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身心發展分為身體發展與心理發展兩方面，以探究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為

主，而發展即是事物一連串變遷的過程 (陳詠薇，2020)。本研究係指身心發展

為，透過運動參與能發展出較正向的自我評價，改善心理、生理的情形，包括

身體協調性、社交技巧、情感表達等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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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目的在探討家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影響的

相關理論與研究文獻，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家長參與的概念與測量；第

二節為足球運動的概念與測量；第三節為身心發展的概念與測量；第四節為家

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的身心發展影響之關係。就國內外學者相關文獻加

以歸納探討。 

 

第一節 家長參與得概念與測量 

一、 家長參與的概念 

  家庭型態趨向多元化，共親職 (co-parenting) 已非同時運作，而是參與式的

概念，家長參與孩子的事務，承擔照顧與教養的責任，依雙方關係而有不同程

度的互動與認同 (林秋芬，2016)。家長如能同心共同教養孩子，不僅自己的親

職壓力較小，對孩子未來各階段的適應發展亦能有正向的助益 (吳順發，2022)。

家長參與國小生的教育，是培養健康成長的重要一環，透過關心、支持和參與

孩子的學習，提供積極的影響力，不僅能夠增進孩子的學習成就，也能夠建立

家庭與學校的良好關係，共同促進孩子的成長與發展。而也隨著教育改革，家

長的角色由事後被告知到開始直接參與，由建議權到協商權，成為學校教育的

夥伴，更加突顯家長參與之重要性 (薛輝雄，2017)。 

   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運動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除了能夠增強體質、

提升運動技巧，更能夠培養團隊合作、競爭意識等多方面的能力。然而，要讓

孩子在運動領域中獲得更好的發展，家長的參與也是不可或缺的。當父母越主

動參與孩童競技運動訓練或比賽上的事務時，孩童對於競技運動訓練或競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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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與行為也會越積極 (王亭文等，2016)。家長也可以成為孩子的角色模範，

示範運動技能和健康生活方式，讓孩子受到啟發和影響，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

行為模式。 

二、 家長參與的測量 

        根據文獻發現，Lee 與 Mclean (1997) 針對年輕運動員感知父母表現出某些

行為的頻率以及這些行為的可取性，研發出家長參與體育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Sport Questionnairs, PISQ) 問卷。量表因素分為「指令行為 (DB) 」、「積極參與 

(AI) 」、「讚揚和理解 (PU) 」、「壓力 (Press) 」四個因素。以下為國內外學者應用： 

        首先，Giannitsopoulou et al., (2010) 針對六種運動項目 (韻律體操、藝術體

操、籃球、排球、游泳、田徑) 的前運動與現役運動員進行對父母參與的行 為

(感知和期望) 問卷調查。因變數是 PISQ 的四個因素「指導行為」、「積極參與」、

「讚揚和理解」、「壓力」四個構面。「感知到父母行為」共 18 題項，Cronbach’s 

α 值分別 .79、 .77、 .63、 .62；「期望的父母行為」共 15 題項，Cronbach’s α 值

分別 .80、 .81、 .65，其中因素「壓力」沒達顯著。 

         再者，Sanchez et al., (2013) 研究主要目的在評估家長對運動員的參與動機、

行為表現，運動項目包括，籃球、手球、足球、排球的男性與女性。修改 PISQ

「家長支持」量表，為評估家長參與體育運動的行為，修改適切說法，例如

「作為家長您對孩子所採取的一種行為」。量表分為四個因素「指導行為」5 個

題項、「積極參與」5 個題項、「讚揚和理解」6 個題項、「壓力」4 個題項。

Cronbach’s α 值分別 .78、 .85、 .77、 .79。 

        最後，林大森、陳世昌 (2022) 研究家長支持影響國小學童參與足球運動的

心發展。其量表的「家長支持」構面題目為，「我願意投入更多時間陪伴我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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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參加足球運動」、「我願意投入更多資金支持我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我願

意為我的子女持續購買其所需的足球運裝備」、「我積極參與我子女足球隊上的

活動，如協助募款、團隊聚會」、「我常為我子女的足球運動參與調整我的作息

時間」，共五個題項。採用結構方程式模式 (SEM) 進行分析， CR 值= .90；AVE

值為 .65。 

        本研究採用林大森等 (2022) 問卷量表中「家長參與」構面的 5 個題項，此

研相同構面的題目彼此之間相關高，具有良好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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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足球運動參與的概念與測量 

一、足球運動參與的概念 

     足球運動是所有球類運動中最均衡的運動，全身各部位都能充份運用到，

其中反應快是重要條件之一，因此學習足球運動的幼童要比一般幼童的智商高

出許多，在成長發育的過程中，越是運用到的器官，越能促進它的功能，足球

運動大部分已腳為主，從腦判斷到下達指令傳送到足部，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做

出最正確的判斷，這是具有相當困難度及複雜度，所以學習足球運動能增進身

心健全的功能，更能培育出完美人格 (李金為等，2021)。根據戴遐齡等 (2019) 

的研究指出，幼童對於遵守足球運動規則、足球運動與健康的連結、足球運動

對肢體的協調性和靈敏度、避免足球運動傷害的認知稍微較低，因此足球課程

或訓練可在這幾個面向上強化幼童認知；而幼童投入的時間和努力不若其對足

球的喜愛，有可能有些幼童在課餘生活上還有其他安排，有其他休閒活動的偏

好，在時間管理上缺乏自制力，考量到情感與行為之間的正相關，足球訓練或

許可以採取遊戲化的方式，來形塑足球活動的吸引力。 

        參酌以上發現通過了解這些因素，可以製定策略來提高球員的表現並增加

參與度。例如，教練可以專注於建立對訓練的積極態度，並促進強調努力工作

和紀律的團隊文化，以通過比賽、互動提供一種感知行為控制感，總的來說，

將計劃行為理論應用於足球可以幫助球隊和組織了解影響行為的因素，並製定

有效的策略來提高績效和參與度。 

二、足球運動參與的測量 

根據 Raghed 與 Beard  (1982) 對休閒和娛樂行為的知識進行了審查，以提取

與建構休閒態度相關的指標。經由許多學者的研究加以改編，最後休閒態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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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eisure Attiud Scale，LAS) 歸納出三個因素：認知、情感和行為，發展出完

整而信度高的研究工具量表。在休閒態度的情況下，參與休閒活動的傾向受到

我們對休閒活動及其影響 (知識) 的知識和信念的影響； 我們喜歡、不喜歡和對

其他感受 (情感)； 以及我們過去和現在關於此類活動的行為模式 (行為)。量表

總以 36 題項，分為「認知」、「情感」、「行為」各為 12 題項，總量表獲得的阿

爾法可靠性係數為 .94。以下為國內學者應用： 

        首先，邱琬婷 (2006) 研究台灣中部地區大學生一貫信念與休閒態度之相關

性。引用 Raghed 與 Beard (1982) 休閒態度量表，量表以「認知」、「情感」、「行

為」三構面，共 36 題項。各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1、 .93、 .89，總量表 α 

係數為 .94。 

        再者，吳明蒼 (2012) 研究大學生休閒態度、休閒阻礙與休閒興趣彼此之間

相關情形。其中休閒態度以改編「休閒態度(LAS)」量表，由「認知」、「情感」、

「行為」三個構面組成，共有 29 題項。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係數，認知為 .91、

情感為 .87、行為 .84，全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4，顯示其內部一致性佳。 

        最後，林大森、陳世昌 (2022)探討參與運動者對於足球運動認知、態度與

行為。修改「休閒態度 (LAS) 」量表，共 10 題。其元素「情感」使用「態度」

一詞 (戴遐齡，2019)，量表以「認知－態度－行為」簡化之，不單獨敘述。採

用結構方程式模式(SEM)進行分析，認知 CR= .84；AVE = .57、態度 CR= .92；

AVE = .80、行為 CR= .81；AVE = .60。 

         具體而言，本研究參與足球運動者為國小學童，因此採用林大森等 (2022)

「認知－態度－行為」量表，此量表聚焦與簡潔，且具有良好信效度。各元素

認知有 4 題項、態度有 3 題項、行為有 3 題項，共 10 各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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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身心發展的概念與測量 

一、身心發展的概念 

        兒童生理與心理發展過程中，神經系統不斷的接收與整合處理外來的刺激

訊息，接著做出相對應的反應 (張芝綺等，2012)。而足球是所有球類運動中最

講究均衡與協調能力，全身各部位都能充分運用到，且比賽是在不斷意外之進

行，需要反應、速度、集中注意力、轉移注意力，時空準確性等等能力 (林大森，

2021)。足球運動大部分以腳為主，從腦判斷到下達指令傳送的足部，必須在最

短時間內做出最正確的判斷，這是具有相當困難度及複雜度，所以學習足球運

動能增進身心健全的功能，更能培育出完美人格 (戴遐齡等，2019)。因此，身

體全面訓練的目的，可以促進身體全面發展，使各項身體素質得到相當的提高，

為最大限度提高專項身體素質打下良好的基礎，提高身體健康水準，同時還有

效的延長運動員長期從事足球的運動壽命 (蔡玉卿等，2012)。藉此，體育的重

要功能之一就是對人體施加影響，不僅能影響人的生理屬性，還能影響心理屬

性，促進身心的全面發展 (賴清財，2009)。發展是身心兩方面持續改變的歷程，

身心都比需擁有健康才會有好的身心發展 (羅詩佳，2017)。 

二、身心發展的測量 

根據研究發現，許多學者依據 Forrester 等人在 2006 年驗證 National 

Intramural Recreational Sport Association (NIRSA) 在 2000 年所發展出 20 題的「感

知運動利益量表」，並結合加拿大學者 Neely 與 Holt 在 2014 年質性研究中所提

出的家長感知孩童運動利益建構的一些問題，發展出 21 題項來測量幼童的足球

運動身心發展。以下為國內學者應用。

         首先，在戴遐齡等 (2019) 運用大數據探討足球運動對幼童身心發展及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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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NIRSPA「足球運動身心發展量表」共 21 題項，家長運用 Likert 五分量 (非

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表來作答， 

  再者，林孟瑾等 (2020) 以幼童參與足球運動對身心發展及家庭支持之研究。

應用 NIRSPA「幼兒身心發展量表」共 21題項，家長運用李克特五分量表 (非常

不同意、不同意、尚可、同意、非常同意) 來作答。 

        最後，林大森、陳世昌 (2022)家長支持影響國小學童參與足球運動的身心

發展。編制「足球運動身心發展量表」分別歸類為團隊合作、身體健康、生活

紀律以及學業等四個構面，共 15 題項。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團隊合作 

(CR = .83；AVE = .63)、身體健康 (CR = .89；AVE = .73)、生活紀律 (CR = .84；

AVE =.57)、學業(CR = .86；AVE = .56)，研究建立的模式具有信度與收斂效度，

亦即相同構面的題目比之間相關高。 

         具體而言，林大森、陳世昌 (2022) 參考 Forrester 等人 在 2006 年以及

NIRSA 之量表所編製「足球運動身心發展量表」為團隊合作、身體健康、生活

紀律以及學業等四個構面，此量表較為聚焦與簡潔，且具有良好信效度。本研

究擬採用林大森等 (2022) 足球運動身心發展量表，分為三構面「團隊合作」、

「身體健康」、「生活紀律」共有 10 個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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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家長參與對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關係 

         本節為探討家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的相關研究及變

項之間關係。 

一、 不同背景變項家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關係 

        相關研究發現在不同背景變項的個體在家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

及身心發展，有顯著差異，相關研究發現整理如下： 

(一)  家長參與 

    家長的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有重要的影響。父母在孩童的運動

參與過程中，所展現的行為或傳達的信念，除了影響孩童看待自己的運動能

力與情緒反應外，也會影響孩童對於運動參與的成功期望及價值評估 (王亭

文，2015)。許多研究結果發現學童的不同性別、運動年資及家庭族群、手足

數量還有家長的教育程度等，對家長參與具顯著差異，整理如下： 

1. 性別： 

    薛輝雄 (2017) 指出，雖男性與女性家長在對於運動性社團支持動機

與家長參與上無顯著認知程度上之差異，但觀察男性與女性家長在支持

動機與家長參與總體量表的分及子構面得分，可發現其男性與女性家長

對於運動性社團的支持程度與參與程度是很高的，一致認為學童參與運

動性社團對於學童是有其正向影響的。 

2. 運動年資： 

    朱盛發、曾慶裕 (2014) 發現，學童接觸足球時間 3 年以上高於未滿

1年者，在「人際互動」、「學童表現」及「服務滿意度」等三因素達顯著

差異。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隨著學童學習足球時間愈久，愈能獲得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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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樂趣，家長在「人際互動」、「學童表現」及「服務滿意」等因素愈感

到滿意。 

3. 族群： 

    巫麗雪 (2015) 發現，父親與母親的參與行為皆以外省人族群的投入最

高，原住民族群的投入最低；另外本文也發現，不論族群，母親對子女

的參與投入皆明顯高於父親的參與投入。 

4. 家庭結構： 

    黃國光、謝敏雅 (2020) 提到，目前台灣社會由於家庭結構的改變，

包括單親家庭、外配子女、隔代教養、雙薪家庭與繼親家庭的比例增加

之故，親子關係的話題也成為相當注目的焦點。目前國內並沒有學者提

出在家長參與在不同每週工作時間是否有無差異，是可以進一步探入探

討。 

5. 手足數量： 

    目前國內並沒有學者提出在家長參與在不同手足數量是否有無差異，

是可以進一步探入探討。 

6. 家長教育程度： 

    徐茂洲 (2010) 指出，研究所以上高於大學院校，既家長會因不同教

育程度而影響到參與游泳訓練班的滿意度。其原因可能為研究所以上家

長在消費能力比較高在屬於金字塔頂端注重服務品質為重要，而大學院

校學歷家長都是中產階級受到金融海嘯影響消費能力可能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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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足球運動參與 

足球運動非靠單一體能來取勝競賽的條件，足球是屬於綜合性的運動。

此欲提升運動表現則需針對各個面向進行系統性的訓練，不僅是針對各個身

體素質的層面，心理與認知能力相關等因素在近期也被認為是極為重要的一

環 (Vestberg et al., 2012)。 

1. 認知： 

        許多研究指出認知功能再運動表現扮演的重要角色 (王駿濠，2020)。感

知和理解自己的身體動作、感覺肌肉的收縮和伸展，並將這些感覺與運動目

標和動作技巧相匹配。過去也有學者研究評估出運動員的認知能力可能與運

動員本身的知識與經驗較為相關，亦即透過長期記憶中的運動經驗、知識產

生交互作用 (Wang & Tu, 2017 ;  Zoudji et al., 2010)。表示運動認知對於運動表

現和運動學習非常重要。可以更好地掌握運動技巧、改進運動表現，並更有

效地進行運動訓練和競技比賽。 

2. 態度： 

        運動中的態度指的是人們對於運動活動的心態和情感態度。它包括個人

對於運動的態度、動機和價值觀。因此態度是一個連續性的歷程，從某項事

物認知開始，透過情意的評價後，轉換為行為傾向而表現出來，個體在運動

過程中所獲得感受評價 (陳綠茵，2014)。一個積極的態度可以激發個人的動

力和熱情，提高對運動的投入和努力程度，並將其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以

獲得身心健康和運動成就的雙重回報。 

3. 行為： 

        運動中的行為是指人們在進行運動活動時所展示的行動和舉止。這包括

個人在運動中的動作、行為模式、運動技能和運動行為的選擇。



 

16 
 

(三)  身心發展 

  要有良好的身心發展就要有健康的身心。由於過去身體完好無殘缺得狹

義觀點，擴及到現今注重身、心、靈各方面健康的論述，認為健康是生理心

理和社會總體的完好狀態 (王廷輔，2003)。身心是不可分的整體，發展均衡

才能達到全面成長。國小學的可塑性相當高，其運動行為與運動經驗，對個

體未來的身心發展、規律運動行為的養成，及健康體適能觀念的建立影響深

遠 (黃彥翔等，2014)。 

1. 心理： 

    戴遐齡等 (2019) 指出，大部分的家人亦反映足球運動對於幼童心理素質

上的改善，足球隊幼童變得更有成就感、更有自信、抱持更正面的自我觀

感、更願意嘗試新鮮事物、更獨立自主、更鎮定而較不易感到焦躁不安。 

2. 生理： 

        黃彥翔等 (2014) 指出，積極參與運動或參與運動社團或運動代表隊，

將可使高年級學童有較多的運動參與機會、學習到更多運動相關技巧及提

升「運動能力」及「自我認同」並降低「身體脂肪」，進而提升「人際與

生活良好的生活紓壓」 

3. 社會： 

    張志銘等 (2015) 指出，社會支持之父母親與同學或朋友對幸福感知自我

悅納具有顯著的干擾效果，亦即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很重視父母親及同儕

對自我的看法，進而影響對自我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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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之關係 

        家庭是兒童最早接受教育的場所，由於身心發展上都尚未成熟，運動參與

時間、以及參與的能力都會受兒童身心發展階段而限制 (章宏智，2011)。藉此，

足球運動是一項非常好的運動，它除了可以促進身體健康，活絡腦部發展，在

現今少子化的情形下，還能提供孩子一個與人互動的管道，透過團體運動學習

溝通、學習組織能力、學習團隊合作 (廖苑岑，2018)。所以家長參與的重要性

在於可以提供適當的支持和指導，鼓勵學童持續參與運動，並且關心學童的身

心健康和學習進步。 

(一)  家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 

  在許多研究中發現，大部分家長在運動價值觀上都有一定的認同，足球

運動對於學童的適能、健康狀況和運動技能上最普遍獲得家長的肯定，家長

參與上多是足球運動上是給予時間、金錢上的付出及購買裝備，在台灣可以

看見家長接送學童參與足球運動，較少看見家長在足球運動訓練、競賽中擔

任志工的方式 (例如場邊的協助等) 來表現支持與投入，藉此，建議家長不妨

在學童練習、比賽中可以從旁的鼓勵、協助支援，進而培養家長多方面的相

關知識、輔導孩子以及教養孩子的責任感 (薛輝雄，2017；林孟瑾等，2020；

林大森等，2022)。 

(二)  家長參與對身心發展 

  家庭教育對於孩童運動行為的培養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如果孩子能

保有規律的運動行為，除了兒童身體及心理層面有很大的椑益外，或許也能

夠預測將來長大成人後的運動量 (林佳賓，2017)。家長參與子女學習成長過

程一直是重要議題，影響孩子在各個情境中的發展 (孫龍龍，2018)。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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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參與子女的活動，對其本身具有正面的影響及好處，如促進親子關係、

家長能自我實現、父母能與孩子共同成長等；對子女而言，也帶給其學習成

效的提升、良好的身心發展、積極的學習態度等益處 (林俊佑，2012)。 

(三)  足球運動參與對身心發展 

        足球運動是屬於綜合性的運動，因此並非單靠體能條件強就能決定比賽

勝負。簡單來說，欲提升運動表現則須針對各個面向進行系統性的訓練，不

僅只是身體素質的層面，心理與認知能力相關等因素在近期也被認定為是極

為重要的一環 (Vestberg et al., 2012)。Alesi et al.,（2016）的研究中，24 名 9 歲

兒童參與 6 個月足球訓練的效果，與另 20 名控制組無足球運動兒童比較，足

球訓練兒童在敏捷、視覺空間記憶、專注能力、知覺功能等測試表現明顯優

於無足球運動兒童。從事足球運動過程中，可以對個人生理與心理特質進行

不同層面上的刺激，提高了日後對學校與社會的適應能力  (陳永盛，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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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之目的在於說明研究的設計與實施，共分為五節，依序為第一節研究

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變項測量；第四節研究流程；第五節資料處理

與分析。 

 

第一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臺東縣高年級學童參與校內足球運動團隊 (社團、校隊) 的家長為

研究對象，旨在探討與瞭解其學童參與足球運動中，家長參與對學童足球運動

參與的身心發展之現況，研究架構概念經由相關文獻探討與研究目的擬定，解

此了解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童性別、運動年齡及家長族群、家庭結構、手足數量

等背景變項上是否有所影響。已達成本研究目的，如圖 3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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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觀念性研究架構之建立，本研究欲證實探討之研

究假設有以下數項，茲分述如下： 

假設一 (H1)：學童參與足球運動的家長參與對足球運動參與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二 (H2)：學童參與足球運動的家長參與對身心發展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三 (H3)：學童參與足球運動對身心發展具有正向影響。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11 學年度在學的臺東縣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童參與學校足球

運動團隊 (社團、校隊等) 的家長，於 2022年 5月 2日到 5月 31日進行發放問卷

施測。研究先以電話聯絡各臺東縣國小擔任足球教練，說明來意、研究主題與

施測流程，取得同意後，給予問卷，發放問卷有寶桑國小、康樂國小、尚武國

小、安朔國小、三和國小、豐榮國小、富岡國小、建和國小、新生國小、賓茂

國小、寧埔國小、大武國小、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太平國小、豐里國小、

大鳥國小、成功國小等。帶問卷施測完成後，問卷所得資料加以編碼整理共收

回 263 份，並刪去有漏答或統一作答之問卷共 3 份，最後得到有效問卷共 26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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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項測量 

        本研究依研究變項需要，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家長參

與」、第三部分「足球運動」、第四部份「身心發展」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

如下： 

一、 背景資料 

         在探討學童的背景變項部分，分別為性別、運動年齡、每週訓練時間；家

長的背景變相部分，分別為家長教育程度、家長每週工時、家庭月收入，共六

個題項，分別敘述如下： 

1. 學童性別：分為「男生」、「女生」。 

2. 運動年資：直接填寫＿＿____年。 

3. 族群：分為「閩南」、「客家」、「原住民」、「外國籍及其他」。 

4. 家庭結構：分為「與父母同住」、「與父母分駐(寄宿或隔代」、「與父母

其中一方居住」、「其他」。 

5. 手足數量：「獨生子女」、「2 - 3 個」、「4 個以上」。 

6. 家長教育程度：分為「國中(包含以下)」、「高中(高職)」、「大學(專科)」、

「研究所以上」。 

7. 家長每週工時：直接填寫＿_____＿小時。(家庭主婦為 0) 

8. 家庭月收入：分為「20,000 以下」、「20,001~ 40,000」、「40,001~60,000」、

「60,001~ 80,000」、「80,001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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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長參與 

  本研究採用林大森等 (2022) 應用 Lee 與 Mclean (1997) 研發出「家長參與體

育」(PISQ)問卷量表，「家長參與」構面的 5 個題項「我願意投入更多時間陪伴

我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我願意投入更多資金支持我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

「我願意為我的子女持續購買其所需的足球運裝備」、「我積極參與我子女足球

隊上的活動，如協助募款、團隊聚會」、「我常為我子女的足球運動參與調整我

的作息時間」，採用 Like5 點尺測量，為五個等級，分別為：非常同意 5、同意

4、尚可 3、不同意 2、非常不同意 1。得分越高代表受試者對量表題目所描述的

內容越認同。 

 

表 1 

家長參與量表之題項 

 

題 

項 
內容 

1 我願意投入更多時間陪伴我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 

2 我願意投入更多資金支持我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 

3 我願意為我的子女持續購買其所需的足球運裝備 

4 我積極參與我子女足球隊上的活動，如協助募款、團隊聚會 

5 我常為我子女的足球運動參與調整我的作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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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球運動參與 

        本研究採用林大森等(2022) 修改 Raghed 與 Beard (1982)「休閒態度」量表

(LAS)，分成三個構面共 10 題項「認知」、「態度」、「行為」，其元素「情感」使

用「態度」一詞(戴遐齡，2019)。採用 Like5 點尺測量，為五個等級，分別為：

非常同意 5、同意 4、尚可 3、不同意 2、非常不同意 1。得分越高代表受試者對

量表題目所描述的內容越認同。 

 

表 2 

足球運動量表之題項 

構 

面 

題 

項 
內容 

認 

知 
1 我的子女知道足球運動對於可以訓練人的協調與靈敏度 

2 我的子女知道當身體不適時，不宜勉強運動 

3 我的子女知道適宜的運動能夠改善個人先天的體質或疾病 

4 我的子女知道足球運動以益健康與成長 

態 

度 
5 足球運動讓我的子女感到愉快 

6 我的子女喜歡足球運動 

7 我的子女重視足球運動 

行 

為 
8 我的子女參與足球時，遵守運動規則 

9 我的子女認為利用時間從事足球運動是明智的選擇 

10 我的子女花很多時間和努力在足球運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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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心發展 

        本研究採用林大森等 (2022)參考 Forrester et al 在 2006 年以及 NIRSA 之量

表所編製「足球運動身心發展量表」，分為三構面「團隊合作」、「身體健康」、

「生活紀律」共有 10 個題項。採用 Like5 點尺測量，為五個等級，分別為：非

常同意 5、同意 4、尚可 3、不同意 2、非常不同意 1。得分越高代表受試者對量

表題目所描述的內容越認同。 

 

表 3 

身心發展量表之題項 

構

面 

題

項 

 
內容 

心

理 
1 有更正向的自我評價 

2 比較不會有焦慮不安的情形 

3 日常生活紀律有所改善 

4 變得比較獨立自主(自律) 

生

理 
5 體能變得比較好 

6 整理健康狀況有所提升 

7 運動技能變得更好 

社

會 
8 有比較好的同儕關係 

9 團隊合作技巧有所提升 

10 學道光明磊落、遵守運動規則的運動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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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確定研究題目及目的，針對相關文獻蒐集加以整理 (家長參與、足球

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 在進行探討研究題目及目的，建立研究架構以利且進行編

制研究工具，確立預試問卷具有良好信效度，並以實施正式問卷調查，將所得

資料回收問卷整理編碼，分析及討論，最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主要

流程，如圖 2 所示。 

 

圖 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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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經樣本資料取得後，建檔進行資料整理等程序，刪除無效問卷，統

整出有效問卷，再進一步利用統計討裝軟體進行推論統計分析與處理，並以 α 

= .05 為顯著水準進行統計考驗。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如下： 

一、 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來描述國小學童家長之人

口屬性及特性，瞭解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之得分與分布情形及

現況。 

二、 獨立樣本ｔ檢定 

        檢驗學童不同性別、運動年資、族群、家庭結構、手足數量及父母每週工

作間在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的差異情形。 

三、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檢驗不同父母教育程度及家庭月收入在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

展的差異情形。 

四、 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探討學童家長之家長參與對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之相關情形。 

五、 多元迴歸分析 

        探討家長參與對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影響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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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依照研究方法將問卷整理分析後，對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

本章節共分四節:第一節為學童家庭樣本與現況分析，第二節為不同背景變項家

長參與、足球運動、身心發展差異分析，第三節為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及身心

發展的相關迴歸分析，第四節為綜合討論，以下分別敘述。 

 

第一節  學童家庭樣本分布與現況分析 

        本節說明臺東縣高年級學童家庭受試樣本之統計變項情形，及家長參與、

學童的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透過描述性統計進行各個構面的研究結果更

進一步分析與討論。 

一、學童家庭狀況樣本變項分析 

本研究以 111 學年度在學的臺東縣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童參與學校足球

運動團隊 (社團、校隊等)的家長為研究對象，發放問卷 263份回收問卷 263分，

共得有效問卷 260 份，回收率為 98%。本研究將有效樣本背景變項整理如下表

4 。 

1. 性別：本研究調查的學童樣本結構中，男生 189 人 (72.20%)、女生 71 人 

(27.30%)。 

2. 運動年資：本研究調查的學童樣本結構中，運動年資 3 年 (含) 以下 191 人 

(73.50%)、4-5 年 49 人 (18.80%)、6 年 (含) 以上 20 人 (7.60%)。

3. 族群：本研究調查的學童家庭樣本結構中，父親為閩南 162 人 (62.30%)、

客家 21 人 (8.10%)、原住民 71 人 (27.30%)、外國籍 6 人 (2.30%)；母親為

閩南 162 人 (62.30%)、客家 17 人 (6.50%)、原住民 75 人 (28.80%)、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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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6 人 (2.30%)。 

4. 家庭結構：本研究調查的學童家庭樣本結構中，與父母同住 222 人 

(85.40%)，與父母分住 (寄宿或隔代)、與父母其中一方居住及其他 38 人 

(14.60%)。  

5. 手足數量：本研究調查的學童家庭樣本結構中，手足數量為獨生子女 45

人 (17.30%)，手足數量 2-3 個 164 人 (63.10%)，4 個以上 51 人 (19.60%)。 

6. 家長教育程度：本研究調查的學童家庭樣本結構中，父親教育程度為國

中 (包含以下) 16 人 (6.20%)，高中 (高職) 75 人 (28.80%)，大學 (專科) 123

人 (47.30%)，研究所 14 人 (17.70%)；母親教育程度為國中 (包含以下) 11

人 (4.20%)，高中 (高職)  56 人  (21.50%)，大學 (專科) 158 人 (60.80%)，研

究所 35 人 (31.50%)。 

7. 家長每週工作時間：本研究調查的學童家庭樣本結構中，父親每週工作

時間為家庭主婦 5 人 (1.90%)，10 - 30 小時 50 小時以下 206 人 (79.20%)，

每週工作時間 51 小時以上 54 人 (20.80%)；母親每週工作時間 50 小時以

下 218 人 (83.80%)，每週工作時間 42 小時以上 54 人 (16.20%) 

8. 家庭月收入：本研究調查的學童家庭樣本結構中，家庭月收入 40,000 以

下 32 人 (12.30%)，家庭月收入 40,001 - 80,000 元 129 人 (49.60%)，家庭月

收入 80,001 元以上 95 人 (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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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學童家庭背景樣本結構表(N=260) 

  人數 百分比 

學童性別 男 189 72.70% 

女 71 27.30% 

運動年資 1 年 93 35.80% 

2 年 52 20.00% 

3 年 46 17.70% 

4 年 25 9.60% 

5 年 24 9.20% 

6 年 12 4.60% 

7 年 4 1.50% 

8 年 4 1.50% 

族群(父親) 閩南 162 62.30% 

客家 21 8.10% 

原住民 71 27.30% 

外國籍、其他 6 2.30% 

族群(母親) 閩南 162 62.30% 

客家 17 6.50% 

原住民 75 28.80% 

外國籍、其他 6 2.30% 

家庭結構 與父母同住 222 85.40% 

與父母分住 (寄宿或隔代) 6 2.30% 

與父母其中一方居住 29 11.20% 

其他 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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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家庭背景樣本結構表(續)

手足數量 獨生子女 45 17.30% 

2-3 個 164 63.10% 

4個以上 51 19.60% 

家庭教育程度(父親) 國中 (包含以下) 16 6.20% 

高中 (高職) 75 28.80% 

大學 (專科) 123 47.30% 

研究所 46 17.70% 

家庭教育程度(母親) 國中 (包含以下) 11 4.20% 

高中 (高職) 56 21.50% 

大學 (專科) 158 60.80% 

研究所 35 13.50% 

家長每週工時間(父親) 家庭主婦 5 1.90% 

10-30 小時 6 2.30% 

31-50 小時 185 71.20% 

51-70 小時 45 17.40% 

70 小時以上 9 3.50% 

其他 10 3.80% 

家長每週工時間(母親) 家庭主婦 28 10.80% 

10-30 小時 22 8.50% 

31-50 小時 187 71.90% 

51-70 小時 17 6.60% 

70 小時以上 4 1.60% 

其他 2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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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家庭背景樣本結構表(續) 

 

二、學童家長的家長參與現況分析 

        根據表 5 顯示，家長參與的五個題項得分，「我願意投入更多時間陪伴我

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平均數為 4.18，「我願意投入更多資金支持我的子女參

加足球運動」平均數為 3.99，「我願意為我的子女持續購買其所需的足球運動

裝備」平均數為 4.14，「我積極參與我子女足球隊上的活動，如協助募款、團

隊聚會」平均數為 3.85，「我常為了我子女的足球運動參與調整我的作息時間」

平均數為 3.91。 

表 5 

家長參與構面現況分析表 

背景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家庭月收入 20,000 元以下 0 0 

20,001~40,000 元 32 12.30% 

40,001~60,000 元 66 25.40% 

60,001~80,000 元 63 24.20% 

80,001 元以上 99 38.10% 

家長參與 平均數 標準差 

我願意投入更多時間陪伴我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 4.18 0.79 

我願意投入更多資金支持我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 3.99 0.78 

我願意為我的子女持續購買其所需的足球運動裝備。 4.14 0.78 

我積極參與我的子女足球隊上的活動，如協助募款、 

團隊聚會。 

3.85 0.90 

我常為了我子女的足球運動參與調整我的作息時間。 3.91 0.89 

整體家長參與量表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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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長對學童足球運動現況分析 

        根據表6顯示，學童足球運動構面之得分，以「態度」平均數為4.31，「認

知」平均數為 4.23，「行為」平均數為 4.16。 

表 6 

足球運動各構面現況分析表 

 

四、 家長對學童身心發展現況分析 

        根據表7顯示，學童身心發展構面之得分，以「生理」平均數為4.30，「社 

會」平均數為 4.03，「心理」平均數為 4.03。 

表 7 

身心發展各構面分析 

足球運動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構面一：足球運動-認知 4.23 0.63 1、2、3、4 

構面二：足球運動-態度 4.31 0.76 5、6、7 

構面三：足球運動-行為 4.16 0.70 8、9、10 

整體足球運動量表 4.23   

身心發展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構面一：生理 4.30 0.68 5、6、7 

構面二：心理 4.03 0.75 1、2、3、4 

構面三：社會 4.25 0.71 8、9、10 

整體身心發展量表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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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參與、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的現況分析 

(一) 學童家長之家長參與的現況 

        研究顯示高年級學童參加足球運動的家長參與狀況良好，整體構面得分

為 4.18，可得之高年級參加足球運動的學童家長參與情形屬於中上程度，依

各題項數據可發現，以「我願意投入更多時間陪伴我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

得分最高( 4.18 )，其次為「我願意為我的子女持續購買其所需的足球運動裝

備」( 4.14 )、「我願意投入更多資金支持我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 3.99 )、

「我常為了我子女的足球運動參與調整我的作息時間」( 3.91 )。而「我積極

參與我子女足球隊上的活動，如協助募款、團隊聚會」題項最低 ( 3.85 )。本

研究與戴遐齡等 ( 2019 ) 和黃大昌等 ( 2021 ) 針對國小足球比賽中的學童家

長參與調查結果發現，家長願意投入更多時間陪伴子女參加足球運動的得分

情形與此結果相同，若家長在子女參加足球運動上投入更多的時間、提供物

質的資源、給予精神上的支持，感受到子女對於足球運動的喜愛與投入 (戴

遐齡等，2019)。 

(二)   學童足球運動參與的現況 

        研究顯示家長對學童參加足球運動表現良好，整體構面得分為 4.23，可

知學童在足球運動表現情形屬於中上程度，依各構面數據可發現，以「態度」

最高 (4.31)，其次為「認知」(4.23)，而得分最低為「行為」(4.16)，由此可

知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家長對學童足球運動上的態度構面得分高。在曾

聖文等 (2013)研究中也提到學童在運動中的態度是以增加體適能為主，增加

自己的體能、使身體強壯為主，並不會考慮太多其他因素。而有些家長則回

應，學童在遵守足球運動的規則、足球運動與健康的連結、足球運動對肢體

的協調性和靈敏度、避免足球運動傷害的認知稍微較低 (戴遐齡等，2019)。 

(三)   學童身心發展的現況 

研究顯示家長對學童身心發展裝況良好，整體構面得分為 4.18，可得知

學童在身心發展情形屬於中上程度，依各構面數據可發現，以「生理」構面

得分最高(4.30)，其次為「社會」 (4.25)，「心理」構面最低 (4.03)。由此可知

家長對學童參與足球運動後的身體健康有明顯正向的影響，而學童也提升了

在運動上的技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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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背景變項學童家長各個變項的差異分析 

本節說明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家長在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

及身心發展的差異情形。對於學童性別、運動年資、家庭族群等，進行獨立樣

本 t檢定，以鑑定不同類型的學童及家庭狀況對於構面是否具有顯著差異，分別

針對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分類變數採用單因子 ANOVA 分析，若達顯著

差異則進行雪費事後比較。 

為避免統計上的偏誤產生，因此本研究將填答結果樣本數小於 30 之樣本組

別進行併組，故將運動年資、父母族群、家庭結構、手足數量、父母教育程度、

父母每週工作時間、家庭月收入進行重新編組，未滿 3 年運動年資併組別 1，4

年以上運動年資併為組別 2；漢人族群組別 1，原住民及其他族群併列組別 2；

父母同住組別 1，寄宿及其他併列組別 2；高中以下教育程度併列組別 1，大學

教育程度併列組別 2，研究所以上併列組別 3；50小時以下每週工作時間併列組

別 1，51小時以上每週工作時間併列組別 2；40,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併列組別

1，40,001-80,000 元家庭月收入併列組別 2，80,001 元以上家庭月收入併列組別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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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年級學童不同背景變項在家長參與的差異情形 

        為瞭解不同背景變項對家長參與是否有所差異，本研究分別針對學童的性

別、運動年資、父母族群、家庭結構、手足數量，父母教育程度、每週工作時

間及家庭月收入進行差異性比較。 

(一)  研究結果 

1. 性別 

如表 8 所示，學童不同性別在家長參與之 t-test 分析結果得知，學童不

同性別在家長參與量表皆沒有達顯著。研究結果顯示，在家長參與並不會

因為學童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8 

學童不同性別在家長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家長參與 男 189 4.03 0.70 0.60 

 女 71 3.97 0.75  

    

2. 運動年資 

如表 9 所示，學童不同運動年資在家長參與之 t-test 分析結果得知，學

童不同運動年資在家長參與量表達顯著 (p < .05)；進一步發現，家長參與在

學童運動年資「4 年以上」顯著高於「3 年以下」，顯示家長參與在學童運

動年資「4 年以上」皆高於運動年資「3 年以下」的學童。 

表 9 

學童不同運動年資在家長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運動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家長參與 3 年以下 191 4.00 0.71 -2.01* 

 4 年以上 69 4.20 0.71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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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族群 

 如表 10 所示，父親不同族群在家長參與之 t-test 分析結果得知，父親

不同族群在家長參與量表未達顯著。結果顯示，在家長參與並不會因為父

親族群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10 

父親不同族群在家長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族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家長參與 漢人 183 4.01 0.71 -0.12 

 原住民及其他 77 4.02 0.73  

 

如表 11所示，母親不同族群在家長參與之 t-test分析結果得知，母親不

同族群在家長參與量表未達顯著。結果顯示，在家長參與並不會因為母親

族群的不同而有所差。 

表 11 

母親不同族群在家長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族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家長參與 漢人 179 4.00 0.71 -0.40 

 原住民及其他 81 4.04 0.72  

 

4. 家庭結構 

如表 12 所示，不同家庭結構在家長參與之 t-test 分析結果得知，不同

家庭結構在家長參與量表達顯著水準 (p < .05)；進一步發現，家長參與在學

童「父母同住」皆顯著高於「寄宿及其他」的學童。 

表 12 

不同家庭結構在家長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家庭結構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家長參與 父母同住 222 4.07 0.68 3.05* 

   寄宿及其他 38 3.70 0.80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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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手足數量 

如表 13 所示，不同手足數量在家長參與之 t-test 分析結果得知，不手

足數量在家長參與量表未達顯著。結果顯示，在家長參與並不會因為家庭

手足數量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13 

不同手足數量在家長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手足數量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家長參與 獨生子女 32 3.80 0.85 -1.52 

   2 個以上 228 4.04 0.69  

 

6. 教育程度 

如表 14 所示，父親不同教育程度在家長參與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得知，父親不同教育程度在家長參與量表未達顯著。結果顯示，在家長參

與並不會因為父親的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14 

父親不同教育程度在家長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家長參與 1.高中以下 91 4.00 0.79 0.50 

 2.大學 123 4.03 0.68  

 3.研究所以上 46 4.09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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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所示，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在家長參與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得

知，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在家長參與量表皆達顯著 (p < .05)。進一步發現母親

教育程度在「研究所以上」皆顯著高於「高中以下」的學童母親。 

表 15 

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在家長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 

比較 

家長參與 1.高中以下 67 3.69 0.71 10.99* 3>1 

 2.大學 158 4.10 0.69   

 3.研究所以上 35 4.26 0.63   

* p < .05 

7. 每週工作時間 

如表 16 所示，父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家長參與之 t-test 分析結果得

知，父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家長參與量表未達顯著。結果顯示，在家長

參與並不會因為父親每週工作時間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16 

父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家長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每週工作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家長參與 50 小時以下 206 4.01 0.71 -0.12 

 51小時以上 54 4.03 0.73  

 

如表 17 所示，母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家長參與之 t-test 分析結果得

知母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家長參與量表未達顯著。結果顯示，在家長參

與並不會因為父親每週工作時間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17 

母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家長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每週工作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家長參與 50 小時以下 218 4.03 0.69 0.63 

 51 小時以上 42 3.94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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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家庭月收入 

如表 18 所示，不同家庭月收入在家長參與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得

知，不同家庭月收入在家長參與量表皆達顯著 (p < .05)。進一步得知發現不

同家庭月收入在「80,001 元以上」皆顯著高於月收入「40,000 元以下」的

家庭。 

表 18 

不同家庭月收入在家長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家庭月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

比較 

家長參與 1. 40,000 元以下 32 3.63 0.84 5.61* 3>1 

 2.40,001-80,000 元 129 4.05 0.69   

 3.80,001 元以上 99 4.09 0.66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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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 

    在表 8 可以分析結果發現，學童不同性別在家長參與構面未達顯著，表示

學童性別不同不會影響家長參與的主要變相。表 9 結果顯示，學童不同運動年

資在家長參與構面達顯著水準 (p < .05)；進一步發現，學童運動年資為 4 年以

上在家長參與構面達顯著大於運動年資 3 年以下的學童；推論導因於學童在長

期參與運動中表現出較高的興趣和才能，吸引了家長的關注和參與。表 10 父

親不同族群與表 11 母親不同族群在家長參與構面未達顯著，表示父母的族群

不同不會影響家長參與的主要變相。表 12 不同家庭結構在家長參與，結果顯

示不同家庭結構的學童家庭在家長參與構面達顯著水準(P < .05)；進一步發現，

家庭結構為父母同住的學童在家長參與顯著高於家庭結構為寄宿及其他的學童；

推論導因為父母與孩子生活同一居住環境中，更容易進行日常溝通和互動，並

家長更容易參與孩子學習和活動。表 13 不同手足數量在家長參與構面未達顯

著，表示手足數量不同不會影響家長參與的主要變相。表 14 父親不同教育程

度與表 16 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在家長參與構面未達顯著，表示父母的教育程度

不同不會影響家長參與的主要變相。表 17 父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與表 18 母親

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家長參與構面未達顯著，表示父母的每週工作時間不同不

會影響家長參與的主要變相。表 18 不同家庭月收入在家長參與，結果顯示不

同家庭月收入在家長參與構面達顯著水準 (p < .05)；並經過事後比較發現，家

庭月收入在 80,001 元以上的家長參與顯著高於家庭月收入 40,000 元以下的家

庭，推論導因為較高收入的家庭提供更多的資源、時間及金錢，並能夠提供更

多的支持和激勵給予孩子在參與各種活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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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年級學童不同背景變項在足球運動參與的差異情形 

(一)   研究結果 

1. 性別 

    如表 19所示，學童不同性別在足球運動參與之 t-test分析結果得知，不同

性別的學童除了在足球運動「認知」構面上未達顯著，其餘「行為」與

「態度」達到顯著水準 (p < .05)；進一步發現在足球運動「行為」與「態度」

男生學童得分顯著高於女生學童。 

表 19 

學童不同性別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足球-認知 男 189 4.41 0.71 1.18 

女 71 4.04 0.81  

足球-態度 男 189 4.26 0.62 3.37* 

女 71 4.16 0.66  

足球-行為 男 189 4.23 0.67 2.44* 

女 71 3.99 0.76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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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動年資 

如表 20所示，學童不同運動年資在足球運動參與之 t-test分析結果得知，

不同運動年資的學童在足球運動「態度」構面達顯著 (p < .05)；進一步發現，

運動年資 4年以上的學童在「態度」得分顯著高於 3年以下的學童。顯示學

童在參與足球運動後的態度會因為運動年資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20 

學童不同運動年資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運動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足球-認知 3 年以下 191 4.23 0.80 -1.54 

4 年以上 69 4.52 0.59  

足球-態度 3 年以下 191 4.20 0.64   -3.23* 

4 年以上 69 4.33 0.58  

足球-行為 3 年以下 191 4.12 0.74 -1.76 

4 年以上 69 4.30 0.58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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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族群 

如表 21所示，父親不同族群在足球運動參與之 t-test分析結果得知，父

親不同族群對學童的足球運動皆未達顯著。則發現父親為原住民及外國籍

族群對學童在足球運動「認知」與「行為」得分高於漢人；父親族群為漢

人對學童在足球運動「態度」得分高於原住民及外國籍的父親。顯示父親

對學童的足球運動認知、行為、態度會因族群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21 

父親不同族群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族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足球-認知 漢人 183 4.26 0.78 0.32 

原住民及其他 77 4.40 0.70  

足球-態度 漢人 183 4.24 0.62   -1.35 

原住民及其他 77 4.21 0.65  

足球-行為 漢人 183 4.12 0.72   -1.64 

原住民及其他 77 4.27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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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2 所示，母親不同族群在足球運動參與之 t-test 分析結果得知，

母親在不同族群對學童在足球運動行為達顯著 (p < .05)；進一步發現，母親

族群為漢人對學童在足球運動「態度」得分顯著高於原住名、外國籍的母

親，顯示母親為漢人對學童在足球運動的行為高於原住民及外國籍族群的

母親。 

表 22 

母親不同族群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族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足球-認知 漢人 179 4.23 0.78 0.09 

原住民及其他 81 4.48 0.67  

足球-態度 漢人 179 4.24 0.62    -2.71* 

原住民及其他 81 4.23 0.65  

足球-行為 漢人 179 4.12 0.71  -1.62   

原住民及其他 81 4.27 0.67  

        * p < .05 

4. 家庭結構 

如表 23所示，不同家庭結構在足球運動參與之 t-test分析結果得知，不

同家庭結構對學童在足球運動皆未達顯著。則發現足球運動三構面中，與

父母同住的學童得分皆高於寄宿及其他的學童。 

表 23 

不同家庭結構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家庭結構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足球-認知 與父母同住 222 4.31 0.74 1.15 

寄宿及其他 38 4.26 0.86  

足球-態度 與父母同住 222 4.25 0.60 0.37 

寄宿及其他 38 4.12 0.77  

足球-行為 與父母同住 222 4.18 0.69 1.21 

寄宿及其他 38 4.04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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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手足數量  

如表 24所示，家庭中不同手足數量在足球運動參與之 t-test 分析結果得

知，不同手足數量對學童在足球運動「認知」與「行為」達顯著水準 (p 

<  .05)；進一步發現，家中手足數量 2 個以上的學童在足球運動「認知」與

「行為」皆顯著高於獨生子女，顯示手足數量 2 個以上的學童在足球運動

「認知」與「行為」皆高於獨生子女。 

表 24 

不同手足數量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手足數量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足球-認知 獨生子女 32 3.95 1.03   -3.12* 

2 個以上 228 4.35 0.61  

足球-態度 獨生子女 32 3.53 1.08  -1.83 

2 個以上 228 4.11 0.66  

足球-行為 獨生子女 32 3.81 1.01    -

2.50* 

2 個以上 228 4.31 0.63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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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程度 

如表 25 所示，父親不同教育程度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結果得知，父親不同教育程度對學童在足球運動三個構面皆未達顯著。結

果顯示，學童在足球運動認知、行為、態度，並不會因為父親的教育程度

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25 

父親不同教育程度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足球-認知 1.高中以下 91 4.31 0.76 0.10 

2.大學 123 4.27 0.78  

3.研究所以上 46 4.38 0.71  

足球-態度 1.高中以下 91 4.23 0.72 0.40 

2.大學 123 4.22 0.73  

3.研究所以上 46 4.27 0.59  

足球-行為 1.高中以下 91 4.21 0.72 0.38 

2.大學 123 4.13 0.58  

3.研究所以上 46 4.16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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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6 所示，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結果得知，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對學童在足球運動三個構面皆未達顯著。結

果顯示，學童在足球運動認知、行為、態度，並不會因為母親的教育程度

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26 

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足球-認知 1.高中以下 67 4.20 0.78 1.05 

2.大學 158 4.33 0.75  

3.研究所以上 35 4.41 0.74  

足球-態度 1.高中以下 67 4.13 0.73 1.88 

2.大學 158 4.24 0.58  

3.研究所以上 35 4.39 0.65  

足球-行為 1.高中以下 67 4.07 0.77 0.83 

2.大學 158 4.18 0.71  

3.研究所以上 35 4.25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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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周工作時間 

如表 27 所示，父親不同每周工作時間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結果得知，父親不同每周工作時間對學童在足球運動三個構面皆未達

顯著。結果顯示，學童在足球運動認知、行為、態度，並不會因為父親的

每週工作時間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27 

父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每週工作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足球-認知 50小時以下 206 4.29 0.77 -0.70 

51小時以上 54 4.37 0.69  

足球-態度 50小時以下 206 4.22 0.64 -0.71 

51小時以上 54 4.29 0.59  

足球-行為 50小時以下 206 4.14 0.71 -0.85 

51小時以上 54 4.23 0.69  

        

如表 28 所示，母親不同每周工作時間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結果得知，母親在不同每周工作時間在足球運動三個構面皆未達顯著。

結果顯示，在足球運動認知、行為、態度，並不會因為母親的每週工作時

間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28 

母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每週工作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足球-認知 50小時以下 218 4.31 0.76 -0.12 

51小時以上 42 4.26 0.75  

足球-態度 50小時以下 218 4.23 0.63 0.40 

51小時以上 42 4.24 0.61  

足球-行為 50小時以下 218 4.18 0.70 1.08 

51小時以上 42 4.06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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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家庭月收入 

如表 29 所示，不同家庭月收入在足球運動參與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

果得知，不同家庭月收入於足球運動「認知」構面達顯著水準(p < .05)；進

一步發現在「認知」在家庭月收入 80,001 元以上的家長，比家庭月收入

40,000 元以下的家長，來得還要高。顯示家長對學童參與足球運動參與的

「認知」會因家庭月收入不同而有所差。 

表 29 

不同家庭月收入在足球運動參與之差異分析 

構面 家庭月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

比較 

足球-認知 1.40,000 元以下 32 4.10 0.90 5.77* 3>1 

2.40,001-80,000 元 129 4.28 0.81   

3.80,001 元以上 99 4.40 0.62   

足球-態度 1.40,000 元以下 32 3.90 0.86 2.07  

2.40,001-80,000 元 129 4.25 0.58   

3.80,001 元以上 99 4.32 0.57   

足球-行為 1.40,000 元以下 32 3.97 0.89 1.51  

2.40,001-80,000 元 129 4.17 0.74   

3.80,001 元以上 99 4.22 0.58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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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表 19 從分析結果發現，學童不同性別在足球運動參與

中「態度」、「行為」構面達顯著水準 (p < .05)；進一步發現，男生學童在「態

度」與「行為」顯著大於女性。表 20 不同運動年資的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中

的「態度」構面達顯著水準 (p < .05)；進一步發現，運動年資為 4 年以上的學

童在「態度」顯著大於運動年資 3 年以下的學童，本研究推論為隨著運動年資

的增加，學童在對於足球運動參與更加積極、更熱情或更有自信心，而對足球

運動參與的態度有所改變。表 21 父親不同族群對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的分析

上未達顯著，表示父親的族群不同不是影響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的主要變相。

表 22母親不同族群對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中「態度」構面達顯著水準 (p < .05)，

進一步發現，族群為漢人的母親對學童在「態度」顯著大於原住名及其他的母

親，本研究推論為可能在文化與社會壓力和期望影響，漢人母親更強烈的在學

童運動中的態度表現。表 23 不同家庭結構對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中的分析上

未達顯著，表示家庭結構不同不是影響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的主要變相。表

24 不同手足數量對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中「認知」及「行為」構面達顯著水

準 (p < .05)，進一步發現，家中手足數量 2 個以上的學童在「認知」與「行為」

顯著高於獨生子女，本研究推論為足球運動較為團體運動，兄弟姊妹之間可透

過觀察、學習模仿增強認知能力，促使在團隊中的團隊合作態度和競爭意識，

這會是家中手足數量較多的優勢之一。表 25 父親不同教育程度與表 26 母親不

同教育程度對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的分析上未達顯著，表示父母的教育程度不

同不會影響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的主要變相。表 27 父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與

表 28 母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對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的分析上未達顯著，表示

父母的每週工作時間不同不會影響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的主要變相。表 29 不

同家庭月收入對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中經過單因子分析後得知不同家庭月收入

對學童在「態度」構面達顯著水準 (p < .05)；並經過事後比較發現，家庭月收

入 80,001元以上對學童足球運動參與「態度」影響顯著高於家庭月收入 40,000

元以下的學童，本研究推論為，家庭月收入高的學童可能有更多的資源和機會

參與足球運動，包括能夠支付高質量的訓練、專業教練和參加比賽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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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小學童家庭不同背景變項在身心發展的差異情形 

(一)   研究結果 

1. 性別 

如表 30所示，學童不同性別在身心發展之 t-test分析結果得知，不同性

別的學童在身心發展皆沒有達顯著。研究結果顯示，在身心發展並不會因

為學童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30 

學童不同性別在身心發展之差異分析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生理 男 189 4.07 0.78 1.73 

女 71 3.94 0.66  

心理 男 189 4.35 0.70 1.25 

女 71 4.18 0.64  

社會 男 189 4.29 0.73 1.37 

女 71 4.15 0.63  

 

2. 運動年資 

如表 31所示，學童不同運動年資在身心發展之 t-test分析結果得知，不

同運動年資的學童在身心發展皆沒有達顯著。研究結果顯示，在身心發展

並不會因為學童運動年資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31 

 學童不同運動年資在身心發展之差異分析 

構面 運動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生理 3 年以下 191 4.03 0.78 -1.77 

4 年以上 69 4.04 0.66  

心理 3 年以下 191 4.26 0.73 -0.11 

4 年以上 69 4.41 0.53  

社會 3 年以下 191 4.22 0.74 -1.18 

4 年以上 69 4.34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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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族群 

如 32所示，父親不同族群在身心發展之 t-test分析結果得知，父親不同

族群對學童在身心發展皆沒有達顯著。研究結果顯示，在身心發展並不會

因為父親的族群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32 

父親不同族群在身心發展之差異分析 

構面 族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生理 漢人 183 4.04 0.72 1.05 

原住民及其他 77 4.03 0.81  

心理 漢人 183 4.33 0.66 0.12 

原住民及其他 77 4.23 0.73  

社會 漢人 183 4.24 0.66 -0.28 

原住民及其他 77 4.27 0.81  

 

如表 33所示，母親不同族群對學童於身心發展之 t-test分析結果得知，

母親不同族群對學童的身心發展「生理」構面達顯著水準 (p < .05)。進一步

發現，母親為原住民及外國籍對學童在「生理」構面得分高於漢人的母親。

顯示對學童在身心發展「生理」的影響，原住民及外國籍的母親高於漢人

的母親。 

表 33 

母親不同族群的身心發展之差異分析 

構面 族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生理 漢人 179 3.99 0.77 -2.56* 

原住民及其他 81 4.13 0.70  

心理 漢人 179 4.29 0.70 0.09 

原住民及其他 81 4.33 0.66  

社會 漢人 179 4.22 0.71 -1.62 

原住民及其他 81 4.33 0.69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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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結構 

如表 34所示，不同家庭結構在身心發展之 t-test分析結果得知，不同家

庭結構在身心發展皆沒有達顯。則發現在家庭結構中與父母同住的學童在

身心發展三個構面中得分都高於寄宿及其他的學童。 

表 34 

不同家庭結構在身心發展之差異分析 

構面 家庭結構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生理 與父母同住 222 4.08 0.71 1.76 

寄宿及其他 38 3.79 0.93  

心理 與父母同住 222 4.33 0.66 1.81 

寄宿及其他 38 4.12 0.82  

社會 與父母同住 222 4.28 0.65 1.40 

寄宿及其他 38 4.11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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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手足數量 

如表 35所示，不同手足數量在身心發展之 t-test分析結果得知，不同手

足數量對學童的身心發展三個構面皆達顯著水準 (p < .05)。進一步發現，家

庭手足數量 2個以上的學童在身心發展「生理」、「心理」及「社會」構面得

分都高於獨生子女的學童。顯示對學童身心發展的影響，家庭手足數量 2個

以上的學童家長高於獨生子女的學童家長。 

表 35 

不同手足數量身心發展之差異分析 

構面 手足數量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生理 獨生子女 32 3.53 1.08 -2.17* 

2 個以上 228 4.11 0.66  

心理 獨生子女 32 3.95 1.03 -2.93* 

2 個以上 228 4.35 0.61  

社會 獨生子女 32 3.81 1.01 -2.73* 

2 個以上 228 4.31 0.63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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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程度 

如表 36所示，父親不同教育程度在身心發展之 t-test分析結果得知，父

親不同教育程度對學童在身心發展皆沒有達顯著。研究結果顯示，對學童

身心發展並不會因父親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36 

父親不同教育程度在身心發展之差異分析 

構面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生理 1.高中以下 91 4.03 0.78 0.57 

2.大學 123 4.04 0.76  

3.研究所以上 46 4.02 0.67  

心理 1.高中以下 91 4.03 0.75 0.01 

2.大學 123 4.35 0.68  

3.研究所以上 46 4.25 0.73  

社會 1.高中以下 91 4.34 0.56  

2.大學 123 4.30 0.68 0.30 

3.研究所以上 46 4.28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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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7 所示，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在身心發展之 t-test 分析結果得知，

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對學童在身心發展皆沒有達顯著。研究結果顯示，對學

童身心發展並不會因母親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37 

         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在身心發展之差異分析 

構面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生理 1.高中以下 67 4.00 0.80 1.17 

2.大學 158 4.04 0.75  

3.研究所以上 35 4.06 0.64  

心理 1.高中以下 67 4.03 0.75 0.08 

2.大學 158 4.28 0.76  

3.研究所以上 35 4.27 0.68  

社會 1.高中以下 67 4.47 0.53 0.26 

2.大學 158 4.30 0.68  

3.研究所以上 35 4.20 0.77  

 

7. 每週工作時間 

如表 38 所示，父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身心發展之 t-test 分析結果得

知，父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對學童在身心發展皆沒有達顯著。研究結果顯

示，對學童身心發展並不會因父親每週工作時間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38  

父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身心發展之差異分析 

構面 每週工作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生理 50小時以下 206 4.00 0.74 -0.89 

51小時以上 54 4.17 0.77  

心理 50小時以下 206 4.28 0.70 -1.51 

51小時以上 54 4.38 0.63  

社會 50小時以下 206 4.23 0.73 -1.16 

51小時以上 54 4.3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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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9 所示，母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身心發展之 t-test 分析結果得

知，母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對學童在身心發展皆沒有達顯著。研究結果顯

示，對學童身心發展並不會因母親每週工作時間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39 

母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在身心發展之差異分析 

構面 每週工作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生理 50小時以下 218 4.03 0.76 0.26 

51小時以上 42 4.05 0.70  

心理 50小時以下 218 4.30 0.69 -0.12 

51小時以上 42 4.28 0.63  

社會 50小時以下 218 4.26 0.72 0.22 

51小時以上 42 4.23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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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家庭月收入 

如表 40 所示，不同家庭月收入於身心發展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得

知，不同家庭月收入在「生理」構面達顯著水準(p < .05)；進一步發現在家

庭月收入 80,001 元以上的家長對學童「生理」得分高於家庭月收入 40,000

元以下的家長。 

表 40 

不同家庭月收入在身心發展之差異分析 

          * p < .05 

構面 家庭月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 

比較 

生理 1.40,000 元以下 32 3.84 0.95 4.41* 3>1 

2.40,001-80,000 元 129 4.01 0.75   

3.80,001 元以上 99 4.13 0.67   

心理 1.40,000 元以下 32 4.03 0.75 1.96  

2.40,001-80,000 元 129 4.00 0.91   

3.80,001 元以上 99 4.30 0.68   

社會 1.40,000 元以下 32 4.41 0.57 1.34  

2.40,001-80,000 元 129 4.30 0.68   

3.80,001 元以上 99 4.06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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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 

在表 30 學童不同性別在身心發展各構面差異之分析上未達顯著，顯示性

別的不同不會影響學童對身心發展的主要變相。表 31 學童不同運動年資在身

心發展各構面差異之分析上未達顯著，顯示運動年資的不同不會影響學童對身

心發展的主要變相。表 32 父親不同族群對學童在身心發展的分析上未達顯著，

表示父親的族群不同不會影響學童在身心發展的主要變相。表 33 母親不同族

群對學童在身心發展中「生理」構面達顯著水準 (p < .05)，進一步發現，原住

民及其他族群的母親對學童在身心發展「生理」顯著大於漢人母親，本研究推

論為原住民及其他族群的文化價值觀可能更加重視身體運動和健康，並認為參

與足球運動可以培養孩子的健康體魄和協調能力。表 34 不同家庭結構對學童

在身心發展的分析上未達顯著，表示家庭結構不同不是影響學童在身心發展的

主要變相。表 35 不同手足數量對學童在身心發展中「生理」、「心理」及「社

會」構面達顯著水準 (p < .05)，進一步發現，家庭手足數量 2 個以上的學童家

長在身心發展「生理」、「心理」及「社會」構面得分皆高於獨生子女的學童，

本研究推論為家庭中有兄弟姊妹有更多的互動與交流、社交技能培養等等，透

過在平時的遊戲、競爭和合作來發展生理、心理和社交技能。表 36 父親不同

教育程度與表 37 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對學童在身心發展的分析上未達顯著，表

示父母的教育程度不同不會影響學童在身心發展的主要變相。表 38 父親不同

每週工作時間與表 39 母親不同每週工作時間對學童在足球運動的分析上未達

顯著，表示父母的每週工作時間不同不會影響學童在身心發展的主要變相。表

40 不同家庭月收入對學童在身心發展，經過單因子分析後得知不同家庭月收

入對學童在「生理」構面達顯著水準 (p < .05)；並經過事後比較發現，家庭月

收入 80,001 元以上對學童身心發展「生理」影響顯著高於家庭月收入 40,000

元以下的學童，本研究推論為較高的家庭收入可以提供更好的營養、健康照護

和生活環境，進而對學童的生理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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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相關分析 

  本節主要進步探討學童家長的家長參與，對學童足球運動及身心發展之相

關性分析，採用皮爾森相關分析本研究變相彼此間關係。 

一、研究結果 

        從表 41發現，各變項之間都有相關，其相關值介於 .82 至 .49之間 (p <. 001)，

根據以下表個得知家長參與與身心發展呈顯著正相關，且達到中度相關，表示

學童家長在家長參與越高，對學童身心發展的影響也越高。 

        學童在足球運動與身心發展呈顯著正相關，皆為中度相關以上，亦說明國

小高年級學童在足球運動認知、態度、行為構面表現越好，則身心發展也會越

高。 

        學童家長的家長參與對學童足球運動各構面接達顯著正相關，顯示學童家

長家長參與越高，家長對學童足球運動認知、態度、行為也會越高。 

表 41 

各變項相關分析表 

* p < .001 

 

 

 

 

變項 1 2 3 4 5 6 7 

家長參與(1) 1       

認知(2) .51* 1      

態度(3) .50* .81* 1     

行為(4) .50* .82* .81* 1    

生理(5) .49* .61* .61* .59* 1   

心理(6) .57* .57* .58* .57* .53* 1  

社會(7) .64* .66* .62* .66* .59* .8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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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 

        從表 41 皮爾森相關研究結果發現，當學童家長的家長參與變相越高，其身

心發展構面愈高，而足球運動變項其三個構面也會越高 ，三者變項皆為高度相

關。家長對學童的身心發展會受到家長參與與足球運動的直接影響，所以三者

關係密不可分。家長對學童的身心發展多少會受到家長的參與與學童參與足球

運動後正向的影響，其中發現家長參與對學童身心發展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

在運動項目中直接接觸的除了有教練以外，家長有形無形的支持力量對於學童

足球運動的投入、社會心理行為的改善都有重要影響力，其學童能享受運動、

學習新技能、變得活耀，並學習有價值的生活技能 (林大森等，2021；Sean, 

2017；Harwood, 2015)。足球運動認知、態度、行為也是影響身心發展的重要因

素。正常的身體活動與前額皮質區的大腦生長之間的因果關係（Best，2010）

是至關重要的。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運動發展一直受到整體方法的密集研究，

該方法整合了運動、感覺和認知能力的成長和協調，並尊重大腦不同區域的神

經成熟 (Davis et al., 2011)。在 Marianna et al (2015)研究中也提到在接受 6 個月

足球訓練計畫的兒童在運動表現及視覺辨識時間方面遠比久坐的兒童改善很多。

總結來說，及改善運動和認知能力不僅與一般身體活動有關，還與球有關的特

定能力有關，足球運動被認為是一種自然且愉快的工具，可以增強認知資源，

並促進和鼓勵學童從早期發展開始參與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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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之影響 

        本節透過多元階層迴歸分析，將性別、族群、每周工作時間與家庭月收入

控制變項，以探討臺東市區國小高年級學童家長參與對學童參與足球運動及身

心發展影響。 

一、 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對身心發展的影響因素分析 

    從表 42 得知，在 Model (1) 中，背景變項中父親每週工作時間 (β = .12，p 

< .05) 對身心發展「心理」有顯著影響，且在家長參與 (β = .48，p < .05) 變項有

達顯著，表示父親每週工作時間愈高對家長參與就也愈高，則對學童身心發展

中心理影響愈好。Model (2)中加入足球運動變項，可以發現僅有背景變項中的

父親族群為每周工作時間 (β = .11，p < .05) 對身心發展仍有顯著，而足球運動變

項中「認知」(β = .31，p < .05)、「行為」(β = .37，p < .05) 也對身心發展「心理」

顯著影響，可以得知，父親每週工作時間愈長對學童足球運動影響愈好，則學

童的身心發展也會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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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身心發展的心理與各自變項迴歸分析摘要表 

 * p > .05

    

模式 Model (1) Model (2) 

變項               β                β 

性別 (女性參照)   

男性            .07            -.02 

族群  (原住民及其他參照)   

漢人 (父親)            .09             .09 

族群 (原住民及其他參照)   

漢人 (母親)           -.08            -.10 

每週工作時間 (父親)              .12*               .11* 

每週工作時間 (母親)           -.01            -.01 

家庭月收入           -.04            -.03 

家長參與              .48*             .94 

足球運動-認知              .31* 

足球運動-態度            .05 

足球運動-行為              .37* 

R square            .30           .53 

Adj R square            .2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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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 43 得知，在 Model (1) 中，背景變項中僅有父親每週工作時間 (β = .12，

p < .05) 對身心發展「生理」有顯著影響，且在家長參與 (β = .48，p < .05) 變項

有達顯著，表示父親每週工作時間愈高對家長參與就也愈高，則對學童身心發

展中生理影響愈好。Model (2)中加入足球運動參與變項，可以發現僅有背景變

項中的父親族群為漢人 (β = .11，p < .05) 達顯著，而足球運動的「認知」(β = .32，

p < .05)、「行為」(β = .24，p < .05) 達顯著，可以得知，對學童在足球運動參與

的認知與行為影響愈高，其則身心發展影響也會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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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身心發展的生理與各自變項迴歸分析摘要表 

 * p > .05 

 
    

    

模式 Model (1) Model (2) 

變項              β                β 

性別 (女性參照)   

男性           .07     .00 

族群 (原住民及其他參照)   

漢人 (父親)           .09       .11* 

族群 (原住民及其他參照)   

漢人 (母親)         -.08     -.05 

每週工作時間 (父親)            .12*      .07 

每週工作時間 (母親)         -.01     -.02 

家庭月收入         .04      .02 

家長參與           .48*      .10 

足球運動-認知         .32* 

足球運動-態度       .14 

足球運動-行為         .24* 

R sqyare         .29      .50 

Adj R sqyare         .2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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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4 得知，在 Model (1) 中，背景變項中皆沒有顯著，則在家長參與 (β = .49，

p < .05) 變項有達顯著，表示家長參與較高對學童身心發展「社會」中影響也較

好。在 Model (2)中加入足球運動參與變項後只有「認知」(β = .28，p < .05)、

「行為」(β = .39，p < .05) 有達顯著，代表足球運動的認知、行為越好，對學童

在身心發展就會越好。 

表 44 

身心發展的社會與各自變項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Model (1) Model (2) 

變相               β               β 

性別 (女性參照)   

男性 .05            -.02 

族群 (原住民及其他參照)   

漢人 (父親)    .02             .05 

族群 (原住民及其他參照)   

漢人 (母親)            -.07            -.05 

每週工作時間 (父親)             .11             .06 

每週工作時間 (母親)            -.00            -.00 

家庭月收入            -.02             -.04 

家長參與               .49*              .08 

足球運動-認知                .28* 

足球運動-態度              .06 

足球運動-行為                .39* 

R sqyare             .27            .51 

Adj R sqyare            .25            .49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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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發現，在認知模式的背景變項中，父親每週工作時間 (β = .11，p < .05)

對學童在認知有顯著影響，代表父親每週工作時間的越長影響學童在足球運動

參與認知也越高，且加入家長參與 (β = .46，p < .05) 變項對認知仍有顯著影響，

代表家長參與越好，則對學童足球運動參與認知也會越好。在行為模式背景變

項中，性別 (β = .11，p < .05) 對足球運動參與中行為有顯著影響，其中，女生學

童相較於男生學童有較佳的足球運動參與行為，其在家長參與 (β = .63，p < .05) 

有顯著，代表女生學童對足球運動參與行為上有較佳表現，家長參與也會較高。      

表 45 

足球運動參與與各自變項迴歸分析摘要表 

* p < .05 

模式 認知 行為 

變相        β       β 

性別 (女生參照)   

男生      .05      .11* 

族群 (原住民及其他參照)   

漢人 (父親)      .00    -.08 

族群 (原住民及其他參照)   

漢人 (母親)      -.00   -.04 

每週工作時間 (父親)         .11*    .06 

每週工作時間 (母親)       .08   -.05 

家庭月收入       .06        .00 

家長參與         .46*      .63* 

R square       .26    .44 

Adj R square      .2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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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年級學童的家長參與對學童足球運動與身心發展影響的路徑圖 

* p < .05 

 

二、 討論 

        家長參與透過中介變項對足球運動的路徑分析結果，由迴歸分析結果發現，

在控制學童性別、父母族群、父母每周工作時間等背景變項之後，家長參與會

直接影響學童在身心發展，也會間接透過足球運動影響身心發展，如圖 3 所示。 

         首先，家長參與 (β = .46，p < .05) 會直接影響身心發展的「生理」，且也會

透過足球運動「認知」(β = .46 x .35=.16，p < .05)、「行為」(β = .63 x .24=.15，p 

< .05) 間接影響身心發展的「生理」。其次家長參與 (β = .52，p < .05) 會直接影

響身心發展的「心理」，且也會透過足球運動「認知」(β = .46 x .37=.17，p < .05)、

「行為」(β = .63 x .39=.25，p < .05) 間接影響身心發展的「生理」。最後家長參

與 (β = .49，p < .05) 會直接影響身心發展的「生理」，且也會透過足球運動「認

知」(β= .46 x .32=.15，p < .05)、「行為」(β = .63 x .39=.25，p < .05) 間接影響身

心發展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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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參與變項中會直接影響身心發展，亦會透過足球運動的「認知」及

「行為」進而正向影響身心發展，而足球運動中態度未達顯著，因此不呈現於

圖表。代表臺東縣區參與足球運動之學童的家長參與程度愈高，對學童足球運

動的影響就會越高，則身心發展也會愈好。本研究推論可能為，在臺東縣區家

長積極參與學童參與足球運動的過程中，將對孩子的身心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這種影響可能體現在多個層面上，包括身體健康、心理素養、社交能力等方面。

本研究分析結果與 (戴遐齡，2019；林大森等，2021) 相似，發現家長參與會正

向影響足球運動；家長參與與足球運動也會直接間接影響身心發展。 

        從研究得知家長參與與足球運動對於身心發展具有正向影響及高度預測力

存在，也就是欲有效提升參與足球運動的學童未來之身心發展，則可由學童家

長參與程度著手，並進而提高學童之足球運動，來達到提升學童運動表現及身

心健康成效。 

        其中臺東縣區參與足球運動之學童的家長參與可直接正向影響學童足球運

動參與中的「認知」與「行為」，而家長參與也可透過足球運動參與中的「認知」

與「行為」間接影響身心發展，因此，臺東縣區參與足球運動之學童應持續參

與足球運動在生活對臺東學童在足球運動認知更豐富，增進其運動行為有更佳

表現來提升其身心健康、團體合作，以達到學童對於後續身心發展有較為正向

的想法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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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臺東市區國小學童家長參與對學童足球運動

參與及身心發展之現況，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童在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

與及身心發展的差異情形，再進一步分析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

的相關程度，與探討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的影響情形。最後根

據結果彙整出結論並提出後續研究者提建議，做為日後訓練策略與相關研究的

參考，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具體獲得以下結論： 

一、 臺東縣學童足球運動參與中，家長參與程度高，對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在三

個構面影響皆達顯著，其中以「行為」影響較高；身心發展在三個構面皆

達顯著，其中則以「心理」影響較高。 

二、 運動年資 4 年以上的學童在「家長參與」得得分較運動年資 3 年以下學童

高，手足數量有 2 個以上的家庭學童擁有較佳的身心發展「認知」與「心

理」及「社會」。 

三、 臺東縣參與足球運動學童在家長參與程度愈好愈有正向影響身心發展；則

足球運動的「認知」與「行為」愈好身心發展也會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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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結果，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作為未來後續研究以及相關單位

的參考依據。 

一、實務建議 

        本研究主要以家長參與、足球運動參與以及身心發展為研究變項，研究結

果發現家長參與及足球運動皆可正向影響身心發展。建議父母在子女競技運動

參與中，可尋找有效因應壓力的方式，對子女競技運動成就可保持平常心，讓

孩子能在最佳的競技運動情境中，對其生理、心理與社會層面皆能有更正面的

提升 (王亭文，2021)，若是家長能夠更有意識地參與子女在足球運動中，促進

其身心發展，在家長的積極參與下，子女將能夠在足球運動中培養出更多的技

能和價值觀，建立更健康、積極的人生態度。以下是給予家長未來的建議： 

一、積極參與孩子的足球活動：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孩子的足球活動，無論是觀

看比賽、參與練習，還是支持孩子參加足球隊的各種活動。這不僅能增強家長

與孩子之間的情感連結，還有助於孩子建立自信心，提升對足球運動的興趣。 

二、建立正確的期望與價值觀：家長應將足球運動視為孩子身心發展的重要組

成部分，避免過度強調勝利與失敗。鼓勵孩子以學習、成長和團隊協作為目標，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使其在足球運動中培養全面發展。 

三、提供正向的支持和激勵：給予孩子正向的支持和激勵，無論是在比賽中的

表現還是在日常的練習中。家長的鼓勵有助於激發孩子對足球的熱情，並塑造

他們積極面對挑戰的態度，進而促進身心發展。 

四、保持開放的溝通管道：建立開放且良好的家長與孩子之間的溝通，定期討

論孩子在足球運動中的感受、需求和目標。透過有效的溝通，家長能更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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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孩子的需求，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支持。 

   

三、 後續研究建議 

         從家長參與的各提項合併總分進行探討的結果雖然皆正項影響，可能並非

為最適合的方式，且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失真，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單一題項地

進行探討其中的影響程度。 

        本研究以家長參與、足球運動與身心發展來進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

以加入其他可能產生影響的變項進行討論。例如：學童足球運動的表現 (莊明諺

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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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的身心發展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學童性別：(1)□男 (2)□女。 

2. 學童接觸足球運動的球齡：＿＿＿＿＿年。 

3. 族群: 

父親：(1)□閩南  (2)□客家  (3)原住民  (4)□外國籍、其他。 

母親：(1) □閩南  (2)□客家  (3)原住民  (4)□外國籍、其他。。 

4. 家庭結構：(1)□與父母同住 (2)□與父母分住(寄宿或隔代)  (3)□與父母

其中一方同住  (4)□其他。 

5. 手足數量：(1)□獨生子女  (2)□2-3個  (3)□4個以上。 

6. 家長教育程度： 

父親：(1)□國中(包含以下) (2)□高中(高職) (3)□大學(專科) (4)□研

究所以上。 

母親：(1)□國中(包含以下) (2)□高中(高職) (3)□大學(專科) (4)□研

究所以上。 

親愛的家長： 

  首先感謝您撥空協助，本問卷是為一份學術性研究的問卷。旨在於瞭解

家長參與對國小學童足球運動參與及身心發展影響。本問卷分成三個部分，

請您依據實際情況與個人感受作答，並不一要遺漏一題。 

    本問卷所有資料採「不記名」方式填寫，絕不對外公開，請放心作答！

感謝您熱心的協助與支持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洪煌佳 博士 

研究生：徐艾樺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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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長每周工作時間：(家庭主婦請填寫 0) 

父親：＿＿＿＿小時。  

母親：＿＿＿＿小時。 

8. 家庭月收入： (1)□ 20,000 元以下  (2)□ 20,001~40,000 元  (3)□

40,001~60,000元 (4)□60,001~80,000元 (5)□80,001元以上。 

第二部分：請就以下所描述的狀況，勾選一個最符合您感受的選項。 

 問 題 內 容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尚

可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例

題 

我願意投入更多時間陪伴我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 

(請根據您實際情形回答，將每題的符合答案圈出來。

數字越大表示您對於問題的描述愈同意。) 

5 4 3 2 1 

1 我願意投入更多時間陪伴我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 5 4 3 2 1 

2 我願意投入更多資金支持我的子女參加足球運動 5 4 3 2 1 

3 我願意為我的子女持續購買其所需的足球運動裝備 5 4 3 2 1 

4 
我積極參與我的子女足球隊上的活動，如協助募款、團

隊聚會 
5 4 3 2 1 

5 我常為了我子女的足球運動參與調整我的作息時間 5 4 3 2 1 

 

 

 

 

 

 

 

 

 

 

 

 

 

【背面尚有試題，請翻頁繼續作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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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請就以下所描述的狀況，勾選一個最符合您感受的選項。 

 問 題 內 容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尚

可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的子女知道足球運動對於可以訓練人的協調與靈敏度 5 4 3 2 1 

2 我的子女知道當身體不適時，不宜勉強運動 5 4 3 2 1 

3 
我的子女知道適宜的運動能夠改善個人先天的體質或疾

病 
5 4 3 2 1 

4 我的子女知道足球運動以益健康與成長 5 4 3 2 1 

5 足球運動讓我的子女感到很愉快 5 4 3 2 1 

6 我的子女喜歡足球運動 5 4 3 2 1 

7 我的子女重視足球運動 5 4 3 2 1 

8 我的子女參與足球運動時，遵守運動規則 5 4 3 2 1 

9 我的子女認為利用時間從事足球運動是明智的選擇 5 4 3 2 1 

10 我的子女花很多時間和努力在足球運動上 5 4 3 2 1 

第四部分：請就以下所描述的狀況，勾選一個最符合您感受的選項。 

 

問卷填答至此全部完畢，非常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我的子女在參加足球運動後，他/她…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尚

可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有更正向的自我評價 5 4 3 2 1 

2 比較不會有焦慮不安的情形 5 4 3 2 1 

3 日常生活紀律有所改善 5 4 3 2 1 

4 變得比較獨立自主(自律) 5 4 3 2 1 

5 體能變得比較好 5 4 3 2 1 

6 整體健康狀況有所提升 5 4 3 2 1 

7 運動技能變得更好 5 4 3 2 1 

8 有比較好的同儕關係 5 4 3 2 1 

9 團隊合作技巧有所提升 5 4 3 2 1 

10 學到光明磊落、遵守運動規則的運動家精神 5 4 3 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