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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中心使用者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關連組集模式之研究 

－基於典型相關分析技術 

 

劉惠珍* 莫皓帆* 

 

*景文科技大學 

 

摘要 

因民眾運動休閒意識逐漸抬頭，臺北市政府也在各行政區設置運動中心，以滿足民

眾運動休閒的需求。探討運動中心使用者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之間兩者關連模

式，對運動中心管理自有其重要性。本研究以運動中心使用者 431 人為研究對象，使用

問卷工具，利用典型相關分析技術，探討其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關連組集模

式。結果發現：一、運動中心使用者以男性、未婚、大專教育程度、月收入 20,000 元

（含）以下、一周平均使用一次、一周平均運動三次為主要特徵。二、運動休閒涉入平

均值較高為「展現生活態度」、「設備有吸引力」、「感到心情愉快」。平均值較低為「討

論活動訊息」、「許多朋友使用」、「展現自己能力」。三、服務品質認知平均值較高為「營

造氣氛很好」、「很好現代設備」、「人員穿著整潔」。服務品質認知平均值較低為「知道

顧客需求」、「人員服務主動」、「提供顧客關懷」。四、運動休閒涉入和服務品質認知關

連組集模式中，第 1 對關連組集解釋變異量 0.393 最高，重疊量數分別是 0.141 和 0.142。

第 1 對關連組集主要是透過運動休閒涉入的「場地吸引力與自我展現典型變項」而與服

務品質認知的「營造氣氛與熱誠關懷典型變項」有中高度關連。 

 

關鍵詞：運動中心、運動休閒涉入、服務品質認知、關連組集模式、典型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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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ssociate Model with Sets of Groups between the 
Leisure Involvement and the Cognition of Service Quality of the 

Users of Sports Centers: Based on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echnology 

 

Hui-Chen Liu* Hao-Fan Mo* 

*Jin 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People’s awareness of sports and recreation are rising in recent years.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had been set up sports centers on each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people’s needs of sports and recreation. Hence, it is surely important to the sports centers 

for studying this thesis. This research validly surveyed 431 users of sports centers by 

questionnaire. And then, in use of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probed the associate model with sets of groups between the involvement in sports and 

recreation and the acknowledgement of service quality.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illustrated as 

follows: 1.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ers of sports centers are male, unmarried, 

college education, below NTD 20,000 in monthly income, once a week in average for using 

the center, three times a week in average for sports. 2. The items of higher average score of 

the involvement in sports and recreation are “showing the attitude of life,” “the equipments 

attractiveness,” and “the feeling of happiness.” The items of lower average score are 

“discussion of activity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for many friends” and “exhibition of their 

ability.” 3. The items of higher average score of the acknowledgement of service quality are 

“creating a good mood,” “supplying good, modern equipments,” and “the service personnel 

wearing clean.” The items of lower average score are “to understand the customers’ needs,” 

“to serve initiatively,” and “to show concern to customers.” Under the associate model with 

sets of groups, the variation 0.393 of the first pair of the sets is the highest explainable with 

which the quantity of overlap (index of redundancy) is o.141 and 0.142. It took advantage of 

“the canonical variables of the equipments attractiveness and the exhibition of their ability” 

of the involvement in sports and recreation showed middle or highly relative to “the 

canonical variable of creating a good mood and warmly concern” of the acknowledgement of 

service quality. 

Keywords: sports center, involvement in sports and recreation, acknowledgement of service 

quality, associate model with sets of groups,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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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國內休閒健身運動意識抬頭，民眾開始重視健康，也提升了休閒運動的需

求（陳敬能，1998）。打造優質運動環境，增進國民健康體能是政府優先發展的重點，

如：建造自行車道、運動中心、運動公園及社區運動設施等，以達到「人人會運動、時

時可運動、處處能運動」的目標（體育署，2013）。臺北市為推展市民運動，培養市民

運動習慣，於十二個行政區各別興建一座運動中心，自 2003 年至 2010 年已完成十二座

運動中心（臺北市政府體育局，2013）。 

健身運動雖對個人身心健康有許多好處，但真正能規律從事健身運動的人口卻不是

很多（張清源、蔡英美，2005）。依據行政院體委會（2008）資料，我國規律從事運動

人口，僅佔運動人口 20.2%，顯示國人健身運動的習慣比例不高。 

涉入概念早在 1980 年代開始受到重視。行為涉入，係指個體從事某特定活動時所

投入的時間及精力(Stone, 1984)。活動參與者對休閒活動項目所投入的程度就是一種休

閒涉入(leisure Involvement)的表現(Slama & Tashchian, 1985; Kyle & Chick, 2002)。 

高俊雄（1994）認為永續經營休閒運動產業的必要條件之一，是提供良好的產品、

設備與服務品質。陳俊賓、張家銘、葉素汝（2008）發現，運動中心使用者會優先考慮

最佳品質或最滿意的運動中心，不大重視運動中心品牌，因此經營者必須提供運動中心

良好的服務品質。另外，Sifkus, Howat and Crilley(2005)發現，澳洲休閒遊憩中心行政

人員的表現會影響到使用者涉入與參與運動競賽的意願。 

臺北市運動中心都是委託外包企業經營，外包經營者是否能提供運動中心優良的服

務品質，以及，運動中心使用者其休閒涉入情況如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兩者是

否有多元性的相關，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因此，本研究探討臺北市運動中心使用者運動

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之間的關連組集模式，以提供運動中心經營者提供服務時的參

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探討運動中心使用者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的關係，提出關連組集

模式，研究目的如下： 

（一）臺北市運動中心使用者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的現況。 

（二）運動中心使用者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的關連組集模式的對數。 

（三）運動中心使用者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的關連組集模式的特徵。 

（四）希望本研究結果可提供運動中心經營者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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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休閒涉入之意義與相關研究 

涉入概念可以溯源自 Sherif and Cantril(1947)的觀點，涉入是以攸關自我的一種心理

狀態。涉入會受到特定情境、事物、個人需求、價值觀，及達成目標慾望的影響，而有

所不同的強弱程度。當事物與個人攸關自我越強，而對該事物的涉入程度越會加深。 

Selin and Howard(1988)認為休閒涉入是存在於個人與休閒遊憩活動之間的連結狀

態，可藉由休閒遊憩活動達到自我愉悅及表達自我生活態度。Havitz and Dimanche(1990)

則認為，休閒涉入是個人與休閒活動、遊憩地點，及遊憩設施與產品間的特定情境與刺

激所喚起的一種心理動機，具有驅動個人休閒行為的特性。因此，休閒涉入是一種心理

狀態，也是一種行為表徵。 

Kim, Scott and Crompton(1997)將休閒涉入分為兩類：（一）行為涉入：是個人為活

動所花費的時間與努力，提出休閒領域測量行為涉入程度的指標，包含參與頻率、花費

金額、旅遊路程、專業技能、購置設備、相關書籍及會員證數量等等。（二）心理涉入：

經由休閒產品、活動或主題刺激，引發個人感受到其重要性和興趣的程度。 

Kyle and Chick(2002)認為休閒涉入具有三個構面：（一）吸引力(attraction)：是指個

人對某種休閒活動或產品感到重要或有興趣，包含個人參與或使用後所得到的愉悅感

覺。（二）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是指藉由參與或使用休閒產品或服務的行為，來

傳達個人追求自我的實現，並獲得自我認同的感覺。（三）生活風格的核心性(centrality 

to lifestyle)：在參與者生活風格中扮演核心重要的角色，涉及到與親友的社交活動範圍。

用此三個構面能測量使用者休閒涉入的程度，代表休閒活動對於個人的生活脈絡和情

感，具有意義與價值(Wiley, Shaw & Havitz, 2000)。程紹同、江澤群、黃煜、彭小惠、

呂佳霙（2003）指出運動涉入可有三種形式：（一）行為性涉入(behavioral involvement)：

指親身去做，練習運動技術、參加比賽；球迷在家收視比賽或是至現場加油的活動。（二）

認知性涉入(cognitive involvement)：是指獲得運動相關的資訊與知識。（三）情緒性涉

入(affective involvement)：對一項活動抱持的態度、感覺以及情感。但除上述 3 個涉入

之外，還包含了社會心理涉入方面。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休閒涉入定義為：關心或參與活動的付出程度，當個人對所參

與的活動付出越多精神，其休閒涉入程度就會越高。本研究以 Kyle and Mowen(2005)

所設計休閒涉入量表為依據，分為吸引力、自我表達、生活風格核心性等三個構面，來

測量休閒涉入的程度。 

 

二、服務品質認知之意義 

因使用者消費意識覺醒，服務提供者必須瞭解使用者心的所需求的服務品質。Sasser, 

Olsen and Wyckoff(1978)認為服務水準(service level)即服務品質之觀念，而服務水準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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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為顧客帶來外顯與內隱之利益水準，可分為期望服務水準(expected service level)及認

知服務水準(perceived service level)。 

Gronroos(1982)認為服務品質是消費者事前期望品質(expected quality)與接受服務

後的經驗品質(experiences quality)兩者之間的差異，如果經驗品質與期望品質一致，則

有高的服務品質知覺。Lewis and Booms(1983)服務品質是決定於服務提供者滿足消費者

對服務期望的程度，是一種主觀而非客觀的認知。而滿意度是一種反映心靈得到利益的

情感狀態(Cole & Illum, 2006)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5)也認為服務品質認知是消費者預期的服務品

質水準與實際經驗服務品質水準之差異。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8)等又提

出服務品質五個構面，即（一）有形性(tangibles)：指實體設施、設備以及服務人員的

外 表 。（ 二 ） 可 靠 性 (reliability) ： 指 確 實 做 到 服 務 承 諾 的 能 力 。（ 三 ） 回 應 性

(responsiveness)：指迅速服務消費者的意願和能力。（四）保證性(assurance)：指員工知

識、禮節有讓顧客信賴的能力。（五）同理心(empathy)：指關心顧客個別需求的能力，

並以此發展出 SERVQUAL 量表。 

因 SERVQUAL 量表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之後，應具有問卷效度，故本研究修改此

量表製成問卷。 

 

三、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之研究 

（一）運動休閒涉入相關研究 

在探討特定社會屬性者的運動休閒涉入方面，李城忠、施麗玲（2012）探討高齡者

運動休閒涉入，發現高齡者涉入運動休閒對身心健康有顯著正向影響。Buswell, Zabriskie, 

Lundberg and Hawkins(2012)探討父親角色在家庭休閒的涉入與家庭功能的關係，發現父

親參與家庭休閒與家庭凝聚力、家庭調適、家庭整體運作之間有顯著正向相關。Wiley, 

Shaw and Havitz(2000)探討性別在運動休閒涉入在活動吸引力、生活風格核心性和自我

表達三個構面的差異性，發現男性冰球運動員在生活風格核心性構面比其他組的平均值

高。女性在活動吸引力構面平均值較高、在自我表達構面以女性溜冰者平均值最高，在

活動吸引力構面以女性曲棍球球員平均值最高。 

休閒參滿意度和與個人的幸福快樂有顯著正相關(Reich & Zautra, 1981)，休閒固然

會增進個人的快樂(Spiers & Walker, 2008)。但是，外部問題，也可能會影響個人的心理

滿意的狀態和經驗的感受，進而影響忠誠度(Oliver, 1997)。 

（二）運動場館的服務品質認知相關研究 

Tsitskari, Vernadakis, Aggeloussis, Costa and Tzetsis(2009)認為運動場館經營者如果

瞭解使用者對服務品質的期望，則就不難提供高品質的服務。Howat, Murra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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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lley(1999)探討澳洲 30 個公立休閒運動中心使用者，發現減少使用者的問題是很重要

的。而如何處理投訴事件會影響使用者的總體滿意度，會影響到其口碑。Sifkus, Howat 

and Crilley(2005)探討澳洲休閒遊憩中心的服務品質，發現使用者最關注的是行政人員

服務的一致性，控制遊戲的能力和對失誤問題感知的能力。 

Sharpe(2006)探討社區運動中心在組織財力、人力資源不足時，如何達到顧客期望

的體驗品質，發現招募志工具有其重要性。陳林鴻、張少熙、戴琇惠（2009）探討臺北

市運動中心的服務品質，發現運動中心服務品質越高則使用者滿意度越高，使用者滿意

度愈高則忠誠度越高，而運動中心服務品質並不會直接影響使用者忠誠度，會透過使用

者滿意度影響忠誠度，因此使用者滿意度是一個中介變項。Howat, Crilley and 

McGrath(2008)以兩個公立的水上運動中心研究服務品質與忠誠度，結果發現一個結果

構面（放鬆）和兩個服務面向（工作人員和設施）大大影響總體滿意度。 

（三）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相關研究 

在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的相關研究中，Kostas, Stella and Panagiota(2012)

探討環境服務品質對舞者的休閒涉入的影響，發現體驗結果 (outcome)、有形性

(tangibles)、可靠性(reliability)和回應速度(responsiveness)等四個構面可影響舞者休閒涉

入。Kyle, Graefe, Manning and Bacon(2003)探討地方認同和地方依附對休閒涉入中的自

我表達和吸引力構面具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使用關連組集模式來評估運動中心使用者的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

之間的關係。從運動休閒涉入中吸引力、生活形態中心性與自我表達等三個構面，發展

出 12 個題項。而服務品質認知則是由：1.有形性。2.可靠性。3.回應性。4.保證性。5.

同理心等 5 個構面發展出 20 個題項。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北市的運動中心為研究範圍，以年齡 15 歲以上之運動中心的使用者為

研究對象，因為年滿 15 歲使用者已經發展出抽象邏輯思維能力，可以填答問卷。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以典型相關分析技術，探索兩組變項之間的綜合

關連，由於兩組變項之間的綜合關連是群組集合的形式，故命名為關連組集。典型相關

分析(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又稱典則相關分析，目的是探究兩組變數之間的線性

相關關係，即對一組變數(X1，X 2，…，Xp)與另一組變數(Y1，Y2，…，Yq)的關連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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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給予數量化的度量描述，是簡單相關和多元線性相關分析的擴充（徐天和，2004）。

本研究因此整理出研究架構如圖 1。 

 

圖 1 研究架構 

 

本研究基於研究架構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H1：運動中心使用者運動休閒涉入關連組集與運動中心使用者服務品質認知關連組集

有顯著典型相關。 

 

（二）問卷設計 

1.運動中心使用者運動休閒涉入量表 

本研究參考 Kyle and Chick(2002)所發展的衡量構面，以吸引力、中心性、自我表

達等三項為參考構面衡量運動中心使用者之休閒涉入，並發展出 12 個題項，使用 Likert

五尺度量表予以評分，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依序配予

1、2、3、4、5 分。由表 1 可知，鑑別力檢定值在-17.41 至-10.42 之間，表示有很好的

檢定值。分量表題項與總分的相關在 0.40 至 0.68 之間，都大於 0.3，表示各題項與因子

之間具有相關性。構面信度在 0.65 至 0.81 之間，至少都大於 0.65 以上，表示在可接受

範圍。本研究雖使用吸引力、中心性、自我表現為參考構面，但因為國外工具量表經過

轉換於國內使用，必然會發生結果不一致現象，這種不一致現象到底是兩國語言語義差

異還是兩國文化差異所造成個人態度行為的差異，因為語言效應和文化效應的混淆而無

從得知，必須重新經歷探索，找出適合本國人的測量變項和屬性，故本研究要用題項來

做典型相關分析，這也是本研究期望提供國內有別於探索式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

之外，另外一種新的尋找題項的途徑，以下量表亦同。 

 

 

 

運動中心使用者運動休閒涉入 運動中心使用者服務品質認知 

關連組集 關連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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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運動休閒涉入問卷題項表 

參考構面 題項 
鑑別力 
檢定值 

項目與 
總分相關 

構面

信度

吸引力 1.運動中心提供的設備對我有吸引力 -11.52 0.54 0.77 

 
2.運動中心提供的空間對我有吸引力 -10.87 0.47  

 
3.在運動中心活動使我感到心情愉快 -13.60 0.53  

生活形態 4.在運動中心活動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17.41 0.68 0.81 

中心性 5.在運動中心活動是我一直很期待的 -17.14 0.62  

 
6.我喜歡與朋友討論在運動中心活動的訊息 -12.22 0.52  

 
7.在運動中心活動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6.29 0.64  

 
8.我如果要運動，第一時間就會想去運動中心 -13.63 0.58  

自我表達 9.我有許多朋友都在使用運動中心 -10.42 0.40 0.65 

 
10.在運動中心活動能夠展現自己生活態度 -10.66 0.44  

 
11.在運動中心活動能夠展現自己能力 -14.04 0.55  

 
12.看到別人有在運動中心活動，我可以分享自身經驗 -11.21 0.49  

資料來源：Kyle and Chick(2002)。 

 

2.運動中心使用者服務品質認知量表 

本研究參考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5)所發展的衡量構面，以有形性、

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與關懷性等五項為參考構面來衡量運動中心服務品質，並發展

出 22 個題項，使用 Likert 五尺度量表予以評分，分別為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普通、

滿意、非常滿意，依序配予 1、2、3、4、5 分。由表 2 可知，鑑別力檢定值在-21.22 至

-10.80 之間，表示有很好的檢定值。分量表題項與總分的相關在 0.45 至 0.75 之間，都

大於 0.3，表示各題項與因子之間具有相關性。構面信度在 0.79 至 0.86 之間，至少都大

於 0.65 以上，表示在可接受到良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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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服務品質認知問卷題項表 

參考構面 題項 
鑑別力 
檢定值 

項目與 
總分相關 

構面

信度

有形性 1.運動中心有很好的現代化設備 -11.83 0.53 0.86 

 
2.運動中心的設施維護得很好 -13.78 0.59  

 
3.運動中心的環境乾淨衛生 -11.08 0.53  

 
4.運動中心的服務人員穿著整潔 -14.55 0.62  

 
5.運動中心所營造的運動氣氛很好 -14.89 0.61  

可靠性 6.運動中心會實現對消費者的承諾 -14.14 0.60 0.82 

 
7.消費者當遭遇問題時，服務人員會熱誠的解決 -17.59 0.68  

 
8.運動中心的服務人員很主動 -16.14 0.71  

 
9.運動中心會指導消費者正確使用器材 -17.06 0.70  

反應性 10.運動中心服務人員具有與活動相關的專業知識 -17.75 0.68 0.82 

 
11.運動中心的服務人員樂於幫助消費者 -21.22 0.75  

保證性 12.服務人員(含教練)行為能讓顧客信任 -17.65 0.72 0.79 

 
13.運動中心會注意消費者的安全 -17.90 0.68  

 
14.服務人員(含教練)的很有禮貌 -16.51 0.67  

 
15.運動中心設計的運動健身課程對我有幫助 -12.02 0.53  

 
16.運動中心的消費價格合理 -11.23 0.48  

關懷性 17.服務人員能提供消費者適度的關懷 -16.46 0.71 0.82 

 
18.服務人員知道消費者的需求 -15.71 0.68  

 
19.服務人員會關心消費者反應的問題 -17.83 0.73  

 
20.運動中心營業時間能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10.80 0.45  

資料來源：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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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效度檢驗 

判斷問卷品質好壞，最常用的方法是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validity)，信度表示測

量結果的穩定性程度，信度高表示結果的穩定性高，如果測量事物兩次或兩次以上的結

果相類似，表示測量結果可靠。學者認為信度係數介於 0.70 至 0.98 之間，都可算是高

信度值，至少也要在 0.65 以上。本研究問卷工具正式問卷運動休閒涉入 12 題 cronbach's 

α 值 0.86，服務品質認知 20 題 cronbach's α 值 0.94，都具有高信度。 

效度指測量結果的有效性程度，效度高表示能測出真正想要的事物屬性。本研究使

用兩種效度檢驗方式。1.表面效度：本研究委請學者專家，在問卷的內容和用語方面檢

視是否符合受試者的經驗背景，使受試者能易於作答，以提高施測的表面效度。2.內容

效度：內容效度是指量表測出的內容與所要測量內容之間的吻合程度。本研究問卷內容

是參考學者所建立的問項修正而成，並經由專家檢視，故應具有內容效度。 

（四）調查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臺北市的運動中心 15 歲以上使用者為對象，調查時間為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8 日。基於尊重使用者配合意願，採用便利抽樣。六位調查人員至運動中

心實地訪談，當受訪者對題意不清楚時，調查人員適時地加以說明，以增加受訪者答題

之正確性，並提高問卷的回收率。本研究問卷總計發放 460 份，問卷回收後，檢查剔除

填答不完整者，得到有效問卷為 431 份，有效回收率為 93%。 

 

五、統計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針對樣本背景資料，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家庭或個人月收入做

描述性統計。 

（二）典型相關分析 

此方法重點在於找出適當的迴歸係數作為這 p 個 x 變項的加權值，使 p 個 X 變項

之線性組合分數，與這一個 Y 變項分數之間的相關變為最大。典型相關分析的目的在

於找出這 p 個 X 變項的加權值和這 q 個 Y 變項的加權值，使這 p 個 X 變項之線性組合

分數與這 q 個 Y 變項之線性組合分數之相關達到最大值。常用於瞭解行為科學的複雜

事象，如心理學使用典型相關分析來瞭解心理病患身心背景資料組型與展現行為反應組

型之間是否存在密切的相關存在（林清山，2013；劉惠珍、莫皓帆、林宏盛，2013）。

本研究使用 SPSS 18.0 版套裝軟體來進行統計分析。 

 

 



運動與遊憩研究                                                     (2014.03)。8(3)，01 – 23。 
運動中心使用者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關連組集模式之研究－基於典型相關分析技術 

11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特性  

由表 3 可知，受訪者樣本描述統計較多者分別為：性別以男性 275 人較多（佔

63.8%），婚姻以未婚 314 人較多（佔 72.9%）。年齡以 26-30 歲 99 人較多（佔 23.0%），

職業以商業 161 人較多（佔 37.4%），教育程度以大專院校 277 人較多（佔 64.3%）。平

均月收入以 20,000 元（含）以下 117 人較多（佔 27.1%），一周平均到運動中心使用次

數以一次 196 人較多（佔 45.5%），一周平均運動的次數以三次 112 人較多（佔 26.0%）。

可見運動中心使用者以男性、未婚、大專教育程度、月收入 20,000 元（含）以下、一

周平均使用一次、一周平均運動三次為主要特徵。 

 

表 3 運動中心使用者描述統計分析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75 63.8% 婚姻 未婚 314 72.9% 

 女 156 36.2%  已婚無小孩 29 6.7% 

年齡 15 歲(含)以下 14 3.2%  已婚有小孩 88 20.4% 

 16-20 歲 42 9.7% 職業 軍公教 29 6.7% 

 21-25 歲 84 19.5%  工 38 8.8% 

 26-30 歲 99 23.0%  商 161 37.4% 

 31-35 歲 81 18.8%  自由業 43 10.0% 

 36-40 歲 31 7.2%  學生 95 22.0% 

 41-45 歲 32 7.4%  家庭管理 6 1.4% 

 46-50 歲 16 3.7%  退休人員 12 2.8% 

 51-55 歲 12 2.8%  其他 47 10.9% 

 56-60 歲 7 1.6% 教育 國小 2 0.5% 

 61-65 歲 5 1.2%  國中 10 2.3% 

 66 歲(含)以上 8 1.9%  高中/職 51 11.8% 

     大專院校 277 64.3% 

     研究所以上 9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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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 運動中心使用者描述統計分析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一周 一次 196 45.5% 每月 20,000 元(含)以下 117 27.1% 

平均 二次 121 28.1% 薪資 20,001-30,000 元 62 14.4% 

使用 三次 49 11.4%  30,001-40,000 元 94 21.8% 

此運動 四次 26 6.0%  40,001-50,000 元 51 11.8% 

中心 五次 14 3.2%  50,001-60,000 元 46 10.7% 

次數 六次(含)以上 25 5.8%  60,001-70,000 元 18 4.2% 

一周 一次 78 18.1%  70,001-80,000 元 10 2.3% 

平均 二次 101 23.4%  80,001 元(含)以上 33 7.7% 

運動 三次 112 26.0%     

次數 四次 54 12.5%     

 五次 34 7.9%     

 六次(含)以上 52 1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運動休閒涉入平均值分析 

運動休閒涉入平均值較高前三名，依序為「Q1.10 展現生活態度」(M=4.12)、「Q1.01

設備有吸引力」(M=4.08)、「Q1.03 感到心情愉快」(M=4.07)。表示使用者運動休閒涉入

注重的是展現生活態度、設備吸引力與心情愉快。平均值較低前三名，依序為「Q1.06

討論活動訊息」(M=3.40)、「Q1.09 許多朋友使用」(M=3.43)、「Q1.11 展現自己能力」

(M=3.51)。表示使用者運動休閒涉入較不注重的是討論活動訊息、許多朋友使用、展現

自己能力。 

 

表 4 運動休閒涉入平均值表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Q1.10 展現生活態度 4.12 0.97 1 

Q1.01 設備有吸引力 4.08 0.63 2 

Q1.03 感到心情愉快 4.07 0.6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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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 運動休閒涉入平均值表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Q1.02 空間有吸引力 4.05 0.66 4 

Q1.04 活動有重要性 4.02 0.77 5 

Q1.05 對活動有期待 3.84 0.82 6 

Q1.07 日常生活一部 3.78 0.90 7 

Q1.12 分享自身經驗 3.59 0.80 8 

Q1.08 第一時間想去 3.56 0.98 9 

Q1.11 展現自己能力 3.51 0.88 10 

Q1.09 許多朋友使用 3.43 0.90 11 

Q1.06 討論活動訊息 3.40 0.82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服務品質認知平均值分析 

服務品質認知平均值較高前五名，依序為「Q2.05 營造氣氛很好」(M=4.05)、「Q2.01

很好現代設備」(M=4.03)、「Q2.04 人員穿著整潔」(M=4.01)、「Q2.02 設施維護很好」

(M=3.99)、「Q2.03 環境乾淨衛生」(M=3.96)。表示使用者服務品質認知較好的是營造氣

氛很好、很好現代設備、人員穿著整潔、設施維護很好、環境乾淨衛生。 

平均值較低前五名，依序為「Q2.18 知道顧客需求」(M=3.34)、「Q2.08 人員服務主

動」(M=3.41)、「Q2.17 提供顧客關懷」(M=3.42)、「Q2.19 關心顧客問題」(M=3.45)、「Q2.09

人員指導器材」(M=3.50)。表示使用者服務品質認知較差的是知道顧客需求、人員服務

主動、提供顧客關懷、關心顧客問題、人員指導器材。 

 

表 5 服務品質認知平均值表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Q2.05 營造氣氛很好 4.05 0.72 1 

Q2.01 很好現代設備 4.03 0.66 2 

Q2.04 人員穿著整潔 4.01 0.71 3 

Q2.02 設施維護很好 3.99 0.72 4 

Q2.03 環境乾淨衛生 3.96 0.7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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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 服務品質認知平均值表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Q2.07 熱誠解決問題 3.77 0.77 6 

Q2.20 營業時間符合 3.73 0.90 7 

Q2.06 實現消費承諾 3.72 0.73 8 

Q2.13 注意顧客安全 3.70 0.79 9 

Q2.14 人員很有禮貌 3.69 0.77 10 

Q2.12 人員行為安心 3.68 0.78 11 

Q2.10 人員知識專業 3.65 0.77 12 

Q2.11 人員樂於助人 3.61 0.80 13 

Q2.16 消費價格合理 3.59 0.99 14 

Q2.15 運動課程有益 3.56 0.77 15 

Q2.09 人員指導器材 3.50 0.83 16 

Q2.19 關心顧客問題 3.45 0.78 17 

Q2.17 提供顧客關懷 3.42 0.77 18 

Q2.08 人員服務主動 3.41 0.82 19 

Q2.18 知道顧客需求 3.34 0.79 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的關連組集模式 

（一）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關連組集模式的對數 

由表 6 可知，第 1 對典型相關係數 0.63，說明兩組共享變異數是 0.39，Wilk's 值=0.28

和對應的卡方檢驗(Chi-SQ)=522.41，DF=240，Sig=0.000<0.001。顯示典型相關及後面

的所有相關是顯著不為 0。因此，第 1 個橫列檢驗的是兩個相關是否顯著不為 0。第 2

個橫列是在抽出前面相關解釋的變異後，第 2 對典型相關變數是否顯著不為 0。以下依

此類推，表示 12 對典型相關係數中，至少可找出 3 對顯著典型相關係數，也即是 3 對

關連組集。故本研究假設「H1：運動中心使用者運動休閒涉入關連組集與運動中心使

用者服務品質認知關連組集有顯著典型相關」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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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典型相關係數 Wilk's 值檢驗摘要表 

對 典型相關係數 Wilk's Chi-SQ DF Sig. 

1 0.63 0.28 522.41 240.00 0.00 

2 0.42 0.47 315.96 209.00 0.00 

3 0.36 0.57 236.04 180.00 0.00 

4 0.33 0.65 179.53 153.00 0.07 

5 0.29 0.73 131.75 128.00 0.39 

6 0.23 0.79 95.88 105.00 0.73 

7 0.22 0.84 73.08 84.00 0.80 

8 0.20 0.88 52.25 65.00 0.87 

9 0.18 0.92 35.21 48.00 0.92 

10 0.17 0.95 21.68 33.00 0.94 

11 0.12 0.98 8.90 20.00 0.98 

12 0.08 0.99 2.76 9.00 0.97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整理。 

 

（二）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關連組集模式的特徵 

一般而言，若重疊量數未達 0.05，則此線性組合之解釋能力不予以考慮（吳萬益，

2000），由表 7 可知，除第 1 對關連（χ1 和 η1）的重疊量數分別是 0.141 和 0.142 有達到

要求外，其餘第 2 對關連（χ2 和 η2）和第 3 對關連（χ3 和 η3）的重疊量數皆未達到 0.05，

故第 2 對關連（χ2 和 η2）和第 3 對關連（χ3 和 η3）之解釋能力不予以考慮。接著探討第

1 對關連（χ1 和 η1）的變異量特徵和變項特徵。 

 

表 7 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關連組集模式的標準化係數整理摘要表 

χi 典型變項

X 觀察變項 
(運動休閒涉入) 

χ1 χ2 χ3 η1 η2 η3 
ηi 典型變項 

Y 觀察變項

(服務品質認知)

Q1.01 設備有吸引力 -0.72 0.07 -0.53 -0.79 0.10 -0.41 Q2.01 很好現代設備 

Q1.02 空間有吸引力 -0.70 0.31 -0.33 -0.60 0.21 -0.08 Q2.02 設施維護很好 

Q1.03 感到心情愉快 -0.66 0.29 -0.06 -0.53 0.34 -0.05 Q2.03 環境乾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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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7 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關連組集模式的標準化係數整理摘要表 

χi 典型變項

X 觀察變項 
(運動休閒涉入) 

χ1 χ2 χ3 η1 η2 η3 
ηi 典型變項 

Y 觀察變項

(服務品質認知)

Q1.04 活動有重要性 -0.57 0.11 0.17 -0.55 0.16 -0.05 Q2.04 人員穿著整潔 

Q1.05 對活動有期待 -0.62 0.30 0.07 -0.69 0.52 0.08 Q2.05 營造氣氛很好 

Q1.06 討論活動訊息 -0.55 -0.39 0.33 -0.58 -0.01 0.20 Q2.06 實現消費承諾 

Q1.07 日常生活一部 -0.58 -0.23 0.02 -0.61 -0.15 0.08 Q2.07 熱誠解決問題 

Q1.08 第一時間想去 -0.63 -0.46 0.10 -0.68 -0.10 -0.03 Q2.08 人員服務主動 

Q1.09 許多朋友使用 -0.44 -0.36 -0.14 -0.53 -0.32 -0.17 Q2.09 人員指導器材 

Q1.10 展現生活態度 -0.42 -0.21 0.25 -0.55 -0.10 -0.06 Q2.10 人員知識專業 

Q1.11 展現自己能力 -0.66 0.10 0.54 -0.64 -0.02 0.16 Q2.11 人員樂於助人 

Q1.12 分享自身經驗 -0.55 -0.19 0.18 -0.61 -0.18 0.12 Q2.12 人員行為安心 

 
-0.53 0.04 -0.08 Q2.13 注意顧客安全 

 
-0.53 -0.44 0.08 Q2.14 人員很有禮貌 

 
-0.54 -0.21 0.26 Q2.15 運動課程有益 

 
-0.58 -0.29 0.02 Q2.16 消費價格合理 

 
-0.65 -0.34 0.41 Q2.17 提供顧客關懷 

 
-0.62 -0.30 0.46 Q2.18 知道顧客需求 

 
-0.63 -0.24 0.34 Q2.19 關心顧客問題 

 
-0.51 -0.15 0.02 Q2.20 營業時間符合 

ρ 0.63 0.42 0.36 0.63 0.42 0.36 ρ 

ρ2 0.39 0.18 0.13 0.39 0.18 0.13 ρ2 

χi 抽出變異量 0.36 0.08 0.08 0.36 0.06 0.04 ηi 抽出變異量 

來自 ηi 重疊量數1 0.14 0.01 0.01 0.14 0.01 0.01 來自 χi 重疊量數 

註：χi 典型變項及 ηi 典型變項皆使用典型負荷量。i=1,2,3。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整理。 

 
                                                       
1重疊量數(index of redundancy)，其意義類似多元迴歸中決定係數(即 R2 )，是衡量典型相關中能被解釋的

變異量，它表示一組觀察變項的變異數可以被另一組觀察變項之抽出變異量所解釋的程度。重疊量數是

由(1)某一對典型相關係數的平方(R2)。(2)一組觀察變項某一典型變項的抽出解釋量這兩個數字相乘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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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關連組集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變異量特徵 

由表 7 可知，第 1 對關連（χ1 和 η1）中，運動休閒涉入（X 變項）的第 1 個典型變

項(χ1)與服務品質認知（Y 變項）的第 1 個典型變項(η1)的共同解釋變異量 ρ2=0.39，χ1

典 型 變 項 可 以 解 釋 運 動 休 閒 涉 入 總 變 異 量 的 0.36 ， 來 自 η1 的 重 疊 量 數 =0.14

（0.14=0.39×0.36，餘類推），表示 η1 典型變項也可以透過變異量傳遞，來解釋運動休

閒涉入總變異量的 0.14。相對地，η1 典型變項可以解釋服務品質認知總變異量的 0.36，

來自 χ1 的重疊量數=0.14，表示 χ1 典型變項也可以透過變異量傳遞，來解釋服務品質認

知總變異量的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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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變項特徵 

第 1 對關連（χ1 和 η1）中，主要是由「與 χ1 典型變項之典型負荷量較高」者，透

過第 1 對典型變項（χ1 和 η1）來和「與 η1 典型變項之典型負荷量較高」者有關連。由

於典型負荷量皆為負值，但因為負負得正，表示運動休閒涉入程度越低（高），其服務

品質認知程度也越低（高）。 

與 χ1 典型變項標準化典型負荷量較高者（絕對值大於 0.6 者）有六項分別為：Q1.01

設備有吸引力(loading score=-0.72)、Q1.02 空間有吸引力(loading score=-0.70)、Q1.03 感

到心情愉快(loading score=-0.66)、Q1.11 展現自己能力(loading score=-0.66)、Q1.08 第一

時間想去(loading score=-0.63)、Q1.05 對活動有期待(loading score=-0.62)，其中前三項絕

對值大於 0.7 者，屬於高度相關，其餘屬中度相關。因為主要與場地設備與空間吸引力

和生活重心與自我表達展現有關，故 χ1 典型變項可稱為「場地吸引力與自我展現典型

變項」。 

與 η1 典型變項標準化典型負荷量較高者（絕對值大於 0.6 者）有九項分別為：Q2.01

很好現代設備(loading score=-0.79)、Q2.05 營造氣氛很好(loading score=-0.69)、Q2.08 人

員服務主動(loading score=-0.68)、Q2.17 提供顧客關懷(loading score=-0.65)、Q2.11 人員

樂於助人(loading score=-0.64)、Q2.19 關心顧客問題(loading score=-0.63)、Q2.18 知道顧

客需求(loading score=-0.62)、Q2.12 人員行為安心(loading score=-0.61)、Q2.07 熱誠解決

問題(loading score=-0.61)，其中前一項絕對值大於 0.7 者，屬於高度相關，其餘屬中度

相關。因為主要與場地營造氣氛、人員熱誠安全並主動關懷提供需求有關，故 η1 典型

變項可稱為「營造氣氛與熱誠關懷典型變項」。 

3.變項討論 

這兩個典型變項有中高度相關，其中運動休閒涉入的「設備有吸引力」、「空間有吸

引力」、「展現自我能力」等和服務品質認知的「很好現代設備」、「營造氣氛很好」、「人

員服務主動」等有中高度相關，表示只要使用者對於運動中心具有「設備有吸引力」、「空

間有吸引力」、「展現自我能力」等涉入原因，是與運動中心提供「很好現代設備」、「營

造氣氛很好」、「人員服務主動」等服務品質認知有中高度關連，至於彼此之間關連是否

是具有單向性因果關係，還不能具體推定，也可能是具有互動循環性，不過可以肯定的

是，第一動因可能還是要運動中心的設備先行提供投資使其新穎現代化，做好人員服務

品質訓練，才有可能透過各種文宣行銷管道吸引使用者進行涉入，因為使用者感覺服務

品質良好，提高其對於運動中心進行再次涉入，涉入過程當中不斷提供興革意見，運動

中心服務品質愈趨完善，也吸引使用者對於運動中心進行再一次涉入，如此形成良好互

動循環，雙方面皆能獲得有益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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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運動中心 431 位使用者為有效研究樣本，目的是要探討運動休閒涉入與服

務品質的關連組集模式，根據研究資料，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運動中心使用者以男性、未婚、大專教育程度、月收入 20,000 元（含）以下一

周平均使用一次、一周平均運動三次為主要特徵。 

（二）運動休閒涉入平均值較高前三名，依序為「展現生活態度」、「設備有吸引力」和

「感到心情愉快」。平均值較低前三名，依序為「討論活動訊息」、「許多朋友使用」、

「展現自己能力」。 

（三）服務品質認知平均值較高前五名，依序為「營造氣氛很好」、「很好現代設備」、「人

員穿著整潔」、「設施維護很好」、「環境乾淨衛生」。服務品質認知平均值較低前五

名，依序為「知道顧客需求」、「人員服務主動」、「提供顧客關懷」、「關心顧客問題」、

「人員指導器材」。 

（四）運動休閒涉入和服務品質認知的關連組集模式中有 3 對關連，其中以第 1 對關連

組集解釋變異量最高，重疊量數超過 5%，其餘第 2 對和第 3 對重疊量數未達要求。

第 1 對關連組集主要是透過運動休閒涉入的「場地吸引力與自我展現典型變項」而

與服務品質認知的「營造氣氛與熱誠關懷典型變項」有中高度關連。 

 

二、建議 

（一）使用對象方面：除對男性、未婚、26-30 歲、從事商業、大專教育程度、月收入

20,000 元（含）以下、一周平均使用一次、一周平均運動三次等主要使用者，繼續

維持訴求外，運動中心經營者推動營運時，也可以試著鼓勵開發其他次要使用者，

或者考量是否滿足其他次要使用者的休閒運動需求，以提升運動中心多功能的用

途。 

（二）運動休閒涉入方面：建議運動中心經營者推動營運時，促進重點方面要強調能展

現生活態度、設備有吸引力，能使人心情愉快，如此應可有效提高運動休閒涉入的

興致和程度。維持重點方面要避免活動訊息缺乏議題討論性、避免呼朋引伴沒有提

供折價優惠、避免純粹只是展現自己能力，換言之，建議可從嘗試訊息討論性、呼

朋引伴的優惠、展現個人能力來做優先改善措施，避免因忽視這些項目，而引發使

用者流失。 

（三）服務品質認知方面：建議運動中心經營者推動營運時，促進重點方面要強調場地

氣氛、設備優良、人員服儀整潔、設施維護良好和環境清爽，如此應可有效提高服

務品質認知。維持重點方面要避免不知顧客需求、避免人員服務不主動、避免未及

時提供顧客關懷、避免未關心顧客問題、避免無人員指導器材，如此應可有效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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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認知降低。 

（四）關連組集模式方面：建議運動中心經營者推動營運時，如果改善「很好現代設備」、

「營造氣氛很好」、「人員服務主動」、「提供顧客關懷」、「人員樂於助人」、「關心顧

客問題」、「知道顧客需求」、「人員行為安心」和「熱誠解決問題」等服務品質認知

的項目，會有效提升「設備有吸引力」、「空間有吸引力」、「感到心情愉快」、「展現

自己能力」、「第一時間想去」、「對活動有期待」等運動休閒涉入的項目。 

 

三、研究限制 

（一）樣本部分：本研究之受訪者大多為 21-35 歲的年輕人，雖然瞭解年輕人運動休閒

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與關係可做為日後舉辦活動之參考。但因研究的運動中心分散

臺北市各地區，故可能會有忽略各地區地理政經人口組成環境不同而有個別差異

性，還是要針對各區域特性因地制宜。 

（二）統計分析方法部分：典型相關分析的優點是可以使得兩組觀察變項的線性組合有

路徑對應關係，比較能看出關連性，這是因素分析不及之處，如果有足夠文獻支持，

可以大膽做因果性的假定，但最終還是要使用結構方程模式來實施整體模式的驗

證。故本研究建議未來可以取典型負荷量較高（如絕對值 0.6 或 0.7，視題項多寡

而作取捨）來設定理論模式，再尋找新的樣本用結構方程模式技術來實施驗證，以

逐步建立運動中心使用者運動休閒涉入與服務品質認知的理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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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性戶外遊憩行為模式之建構－以台灣溯溪俱樂部為例 

 

鄭峰茂* 許龍池** 

 

* **樹德科技大學 

 

摘要 

本研究旨在建構冒險性戶外遊憩行為模式。採自編問卷進行研究，內容包括風險認

知、遊憩阻礙、遊憩態度、遊憩動機、遊後行為、及旅遊特性與遊客基本資料等七大項。

從 2011 年 9 月 10-11 日，共計兩日，針對參與全國溪仙大會（溯溪技術研習）同好為

母體對象，進行立意抽樣問卷調查法。共計發放 250 份問卷，去除廢卷 58 份，實得有

效問卷 192 份。回收資料以 SPSS 17.0 進行統計分析與檢定，探討溯溪參與同好之人口

統計變數與特性等的分布情形，透過 LISREL 8.70 進行 SEM 實證研究，以 大概似估

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進行估計變項間之因果關係。實證研究結果顯示，

風險認知顯著的直接影響遊憩動機，顯著的間接影響遊憩行為，假設成立；遊憩阻礙顯

著的直接影響遊憩動機，顯著的間接影響遊憩行為，假設不成立；遊憩態度顯著的直接

影響遊憩動機，顯著的間接影響遊憩行為，假設成立；遊憩動機顯著直接影響參與行為，

假設成立。顯示本模式可充分解釋參與冒險性戶外遊憩行為之前置因素與因果之關係。 

 

關鍵詞：風險認知、遊憩阻礙、遊憩態度、遊憩動機、遊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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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dventurous Outdoor Recreation Behavioral 

Model－Taiwan Example of River Tracing club 

 

Feng-Mao Cheng* Lung-Chih Hsu* 

*Shu-T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ssessed the Taiwan River tracing club using latent variables of Perceived 

Risks, Recreation Barriers, Recreation Attitude, Recreation Motive, and after-Recreation 

Behavior and elemental data of river tracing recreationists. Total of 250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from 58 respondents were invalid owing to being incomplete, leaving a total of 

192 usable questionnaire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ocio-demographic was analyzed by 

SPSS 17.0 for Window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analyzed using LISREL 8.70 for 

Windows. All of the parameters were estimated by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hod.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erceived Risks significantly and directly affects the 

Recreation Motive and significantly indirectly affects the Recreation Behavior and set up; 

Recreation Barriers significantly and directly affects the Recreation Motive and significantly 

indirectly affects the Recreation Behavior and does set up; Recreation Attitude significantly 

and directly affects the Recreation Motive and significantly indirectly affects the Recreation 

Behavior and set up; Recreation Motive significantly and directly affected the Recreation 

Behavior and set u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odel can be fully explained to participate 

in Taiwan River Tracing club outdoor recreation behavior antecedents and causal relations. 

 

Keywords: Perceived Risks; Recreation Barriers; Recreation Attitude; Recreation Motive; 

Recre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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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國內投資環境頻遭受外資萎縮、國際原油上漲及歐債危機三重打擊下，直

接牽動國內基本民生消費物資上漲。迫使人們開始尋求適度的正面情緒清道路徑。而戶

外遊憩體驗具有恢復精力與創造個人意義，參與者在透過與大自然的互動與自然資源運

用下，而後產生正向性質體驗。部分小眾市場族群會選擇參與冒險性戶外遊憩活動，冒

險性遊憩本身具有真實或明顯危險要素，且與自然環境產生密切互動自發性活動，在台

灣普及性的類別有攀岩、溯溪、深潛、海洋獨木舟、攀登高山、野外露營、繩索課程等

（吳崇旗、王偉琴，2009）。由於，人類內心渴望探索新奇且具不確定性的事物，喜愛

尋求在一般環境下所無法得到的感官刺激，特別在參與新奇或具有挑戰性的活動中，可

以自由的選擇與激發，並運用身體、知覺及智慧克服各種障礙潛能的冒險性戶外遊憩逐

漸廣為被大眾所接受(Cater, 2006)。 

溯溪是一項具有高張力的戶外冒險性活動，參與者從溪流中下游處，沿著溪谷溯攀

上的一種溪谷活動，這種活動需要穿越瀑布、橫渡急流、攀登峭壁，是一種結合登山、

露宿、游泳、攀岩、定位運動、地圖研判、野外求生與急難救助等技能於一身的綜合性

活動（林宗聖，2002）。因此，本研究以溯溪俱樂部（受測對象一年至少參與 5 場以上

的溯溪活動）做為建構冒險性戶外遊憩行為模式之前置因素與探討其潛在因果關係。 

相對於國內外，不論是溯溪或冒險性戶外遊憩的研究明顯不足，僅部份學者利用質

化加以闡述新西蘭探險旅遊安全性分析(Bentley et al., 2001)、參與冒險性成年體驗儀式

分析(Paris, 2001)、新西蘭探險旅遊部門風險分析(Taylor, 2006)台灣溯溪旅遊市場之競爭

分析（李宗鴻、鄭峰茂，2007）、溯溪體驗形成與感受之分析（施慧珉、張孝銘，2007）、

探險旅遊和冒險運動傷害(Bentley, et al., 2007)、冒險遊憩中的挑戰來源（曹勝雄、林濰

榕，2011）、藍山世界遺產保護區（澳大利亞）在過去十年溪降運動發展趨勢(Nigel et al., 

2011)、峽谷探險運動發展探討（吳冠璋、鄭雅云，2011）；另透過量化與 SEM 計畫行

為理論探討女性持續參與冒險遊憩之阻礙(Little, 2002)、台灣南部溯溪遊客遊憩行為

(Lee, 2006)、登山冒險遊憩參與行為模式（張孝銘，2006）、飛行傘參與者冒險遊憩參

與行為模式（張孝銘，2007）、溯溪俱樂部參與行為模式（李宗鴻、游顯宗，2008）、溯

溪遊客行為關係研究（李宗鴻、鄭峰茂，2009）、登山探險遊憩體驗分析（張孝銘、蔡

財富、洪珠媚，2010）、花蓮地區溯溪遊客體驗效益分析（朱苑綺、黃琇瑩、林韋儒，

2011）、風險認知對參與探險旅遊的動機影響(Buckley, 2011)等。 

在冒險性戶外遊憩行為領域中，風險認知具有的內生性特徵，這種內生性主要表現

出個人獨特性質。Bauer(1960)首次將風險認知的概念引入消費者行為學研究之中，藉以

解釋消費者購物或參與活動前慎重考慮等現象，而風險認知是個人對於真正風險(real 

risk)的主觀評估(Haddock, 1993)，因此在消費行為過程中就含有部份冒險的成份在裡

面；遊憩阻礙為對所偏好的活動，在受到干擾後以致無法參與活動的因素皆視為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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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 1988)，當個人知覺或經驗受到限制所產生偏好或妨礙參與即稱為遊憩阻礙

(Jackson, 2000)；遊憩態度在社會心理學上被認為是個人以特定方式所發展的一種特定

對人或事物感受或反映的傾向(Cordes & Ibrahim, 1999)，即也是個人對某特定行為所抱

持的正面或負面的評價(Fishbein, 1967)；遊憩動機是一種滿足個體生理以及心理的需求

(Iso-Ahola, 1989)，當內在的動力，如興趣、態度等，該動力可影響參與者行為並造成

行為的改變，動機也是一種被刺激的需求，足以引發個體採取積極的行動力(Kotler, 

1997)；遊後行為，當遊客遊後行為的前因是指遊客對體驗的預期與實際體驗後的落差，

亦期望與實際績效相互作用結果，這些遊後行為將會循環影響日後的遊憩評估決策以及

影響爾後的未來行為趨力（李宗鴻、鄭峰茂，2009；Baker & Crompton, 2000）。本研究

試圖透過此風險認知、遊憩阻礙、遊憩態度等三大構面建構與解釋干擾冒險性戶外遊憩

參與者行為前因變數，並透過中介遊憩動機之影響後瞭解其是否會影響遊憩者之遊後行

為。本研究以從事專業性溯溪組織，所舉辦之年度溯溪技術觀摩參與者為對象，探討其

對風險認知、遊憩阻礙、遊憩態度、遊憩動機、與遊後行為等潛在變項間因果關係，試

圖建構冒險性戶外遊憩行為模式。 

 

一、風險認知(Recreation involvement) 

風險(Risk)意指某種危險或危難（賴青松，1999）；乃指對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所造

成身體以及財物方面等，獲得非預期效果的利益以及損失（鄧家駒，1998）。「風險認知」

意指可能損失某些有價值的事物，這些損失會導致身體、心理、社會、時間、設備、以

及財務上的損害，其中任何一種風險中都可能會降低參與者的勝任能力，進而影響參與

遊憩活動的選擇(Cox, 1967; Priest & Gass, 1997; Cheron & Ritchie, 1982)。本研究將風險

認知定義為對事情發生的不確定性主觀因素與事情發生而遭受損失的客觀因素，相對於

遊客風險認知的程度不同可能會降低參與者的勝任能力。 

 

二、遊憩阻礙(Recreation Barriers)  

遊憩阻礙意指恢復(restoration)、復原(recovery)，亦意味著工作之餘，藉遊憩活動來

擺脫工作之疲乏以及單調和壓力的生活，而使人恢復活力，或再造(re-create)活力

(Edginton, 1998)。陳思倫、歐聖榮、林連聰（2001）指出遊憩為從事身心適宜之活動，

意指在某種環境或條件下，自由選擇有益身心之活動。阻礙(constraints)有阻止、妨礙之

意，Jackson(1988)將休閒阻礙定義為凡偏好一項活動，但受到干擾以致無法參與活動的

任何因子皆視為阻礙。換言之，個人知覺或經驗到限制活動偏好的形成或阻止（或防礙）

參與及享受休閒的因素即稱為遊憩阻礙(Jacks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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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憩態度(Recreation Attitude) 

遊憩態度意指個人對行為採取認同或不認同的評價(Ajzen, 1991)，在社會心理學上

被認為是個人以特定方式，對人或事物感受或反映的傾向，態度對於休閒層面而言，意

指個人對遊憩整體或特定的遊憩活動所發展之一種特定的感受與反映之傾向(Cordes & 

Ibrahim, 1999)。Fishbein(1967)指出「態度」是個人對某特定行為所抱持的正面或負面

的評價。然而，態度的本質是多層面的，因此，無法以單一層面來完整測量。 

 

四、遊憩動機(Recreational motivation) 

遊憩動機意指一種驅力，驅使遊客去滿足生理以及心理的需求，也是遊客從事遊憩

活動的真正原因(Iso-Ahola, 1989)，而遊客深層需求的反應，也是支配遊憩行為 基本

的驅力，當實際的狀況與期望有所差距時，就會產生需求，但隨著差距的增加，所激發

的力量也隨之增加，進而促使遊客滿足其需求(Heung, Uysal, & Weaver, 1995; Eagles, 

Bowman, & Tao, 2001)。 

 

五、遊後行為(After-travel behavior) 

遊後行為意指遊客在旅遊後，願意再次參與某一活動，當遊客遊後行為的前因是指

遊客對體驗的預期與實際體驗後的落差，亦期望與實際績效相互作用結果，這些遊後行

為將會循環影響日後的遊憩評估決策以及影響爾後的未來行為策略（林俊昇，2005；李

宗鴻、鄭峰茂，2009；Baker & Crompton, 2000）。 

 

六、研究假設之建立 

建構冒險性戶外遊憩行為模式，不管是國內或國外文獻均相當匱乏，由於執行門檻

高，除需克服族群少樣本不易回收以及代表性不足外。加上本研究旨在瞭解影響遊客冒

險性戶外遊憩行為參與動機之前置因素，目前較少學者進一步探討其因，此為本研究

大貢獻之處。 

此外，本研究乃借助戶外遊憩行為等相關研究加以歸類，再根據學者文獻彙整，提

出本研究冒險性遊憩行為模式之建構之研究假設。在遊憩風險認知研究中，著重於財務

風險、功能風險、身體風險、心理風險、社會風險、時間風險以及環境風險等構面(Cheron 

& Ritchie, 1982; Moutinho, 1987; Roehl & Fesenmaier, 1992; Sonmez & Graefe, 1998)而風

險認知的觀念，早於 1960 年便有 Bauer 提出(Tiangsoongnern, 2007)，用以解釋消費者的

行為，將其定義為消費者會認知到自己所採取的行動結果，將會產生某種無法預期的不

確定感；然而，遊憩動機多廣泛被設定為前置因素本研究特將遊憩動機作為中介因素，

並加以解釋遊客經風險認知評估後對於實際前往旅遊地參與遊憩活動，其從遊憩體驗中

獲得生理及心理上的滿足感，進一步對行為產生評價與反應(Driver & Brown, 1975)。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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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動機的差異可來自個體外在與內在因素，一旦動機被引發後，所導致的行為方向也

會同樣地受到影響（林淑惠、羅少卿，2010）。因此本研究乃以溯溪俱樂部遊客為對象，

探討風險認知對遊憩動機及遊憩行為之影響，並提出研究假設 1 之命題。 

 

研究假設 1：風險認知顯著正向直接影響遊憩動機，顯著正向間接影響遊客遊憩行為。 

 

在遊憩過程中，任何阻止或限制個人參與遊憩活動的頻率、持續性、及參與品質的

因子，均稱之為遊憩阻礙(Ellis & Rademacher, 1987)。Jackson(1988)遊憩阻礙為對所偏好

的活動，在受到干擾後以致無法參與活動的因素皆視為阻礙。廣義阻礙涵蓋缺乏旅遊興

趣，而狹義阻礙則排除了無遊憩偏好的因素。Crawford and Godbey(1987)將遊憩阻礙分

為三類：個人內心的阻礙(intrapersonal barriers)、人與人間互相影響的阻礙(interpersonal 

barriers)、構造上的阻礙(structural barriers or leisure barriers)；然而，多數學者研究多著

重在遊憩動機與遊憩阻礙相關以及遊憩動機對阻礙之影響，本研究試圖透過遊憩動機為

中介並加以解釋遊客經由遊憩阻礙評估後對於實際前往旅遊地參與遊憩活動，其從遊憩

體驗中獲得生理及心理上的滿足感，進一步對行為產生評價與反應(Driver & Brown, 

1975)。而遊憩動機的差異可來自個體外在與內在因素，一旦動機被引發後，所導致的

行為方向也會同樣地受到影響（林淑惠、羅少卿，2010）。因此本研究乃以溯溪俱樂部

遊客為對象，探討遊憩阻礙對遊憩動機及遊憩行為之影響，並提出研究假設 2 之命題。 

 

研究假設 2：遊憩阻礙顯著正向直接影響遊憩動機，顯著正向間接影響遊客遊憩行為。 

 

遊憩態度在社會心理學上被認為是個人以特定方式所發展的一種特定對人或事物

感受或反映的傾向(Cordes & Ibrahim, 1999)，即也是個人對某特定行為所抱持的正面或

負面的評價(Fishbein, 1967)；在生態旅遊遊遊客環境態度會顯著的直接影響旅遊動機

（劉宗穎、蘇維杉，2009）。Watson(1996)以美國大學生為對象，發現遊憩態度與遊憩

動機為影響遊憩行為的重要因素，遊憩態度心理內在因子，經由遊憩動機激發而顯露於

外在行動力，進而影響遊憩行為。顯然遊憩態度可經由遊憩動機對遊憩行為產生影響效

果(Iso-Ahola & Clair, 2000)，Ragheb and Tate(1993)則認為休閒參與行為是依據休閒動機

的強度和休閒的態度決定，休閒動機愈強，休閒參與頻率次數則愈多。然而，有關冒險

性戶外遊憩行為模式中，遊憩態度、遊憩動機與遊後行為間存在關係並不清處，值得進

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 3 之命題。 

 

研究假設 3：遊憩態度顯著正向直接影響遊憩動機，顯著正向間接影響遊客遊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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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遊客的遊憩動機形成之後，即實際前往旅遊地參與遊憩活動，從遊憩活動中獲得

生理及心理上的滿足感，進一步對行為產生評價(Driver & Brown, 1975)。而動機的差異

可來自個體的外在與內在因素，一旦動機被引發後，動機所導致的行為方向也會同樣地

受到影響（林淑惠、羅少卿，2010）。然而，這些遊後行為將會循環影響日後的遊憩評

估決策以及未來行為策略。因此，本研究乃以參與常態性溯溪旅遊團體或俱樂部同好為

對象，探討遊憩動機對遊憩行為之影響，並提出研究假設 4 之命題。 

 

研究假設 4：遊憩動機顯著正向直接影響遊客遊憩行為。 

 

綜合上述四個研究假設，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地點 

本研究主要針對參與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溯溪俱樂部，每年定期所舉辦的全國溪

仙大會參與同好為主（第十六屆），參與對象來至全國各地溯溪俱樂部、協會、團體為

本研究對象，參與同好約為 800 人（含幹部工作人員），本研究於大會集結處為屏東縣

楓港國小，並針對參與者，在現場進行問卷調查。 

 

二、問卷編製 

本研究分別於 2011 年 9 月 10 日及 9 月 11 日兩天，以參與全國溪仙大會幹部為對

象，採取全面普查方式，進行問卷預試。共發放問卷 30 份，實得有效問卷 30 份。問卷

回收後，隨即編碼建檔，並以 SPSS for Windows 17.0 進行遺漏值檢定、平均數、標準

差、偏態、極端值檢定、相關、因素負荷量、及信度等項目分析，用以修正問卷的內容，

及刪除不適當變數後，並力求題意的清晰明瞭。再委請三位專家進行預試問卷內容之評

風險認知 

遊憩組礙  遊憩行為 遊憩動機

遊憩態度 

H4 ＋

H1 ＋ 

H2＋ 

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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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以提高問卷的內容效度，將問卷定稿後作為正式問卷之題本。問卷內容包括以下六

大部份。 

（一）風險認知 

本研究參考 Tsaur et al.(1997)、Sonmez and Graefe(1998)及鄭峰茂（2010）的研究，

並考慮溯溪同好特性，將風險認知分為財務風險（3 題）、心理風險（3 題）、功能風險

（3 題）、個人風險（9 題）、設備風險（7 題）、及環境風險（8 題）等六大變項，共計

33 題項，並採 Likert 七等第量表以 1 分（非常低）至 7 分（非常高）的計分方式，來

測量溯溪同好的風險認知。 

（二）遊憩阻礙 

本研究參考 Crawford and Godbey(1987)及 Crawford et al.(1991)的研究，並考慮溯溪

同好特性，將參與阻礙分為個人內在阻礙（7 題）、人際阻礙（3 題）、及結構性阻礙（3

題）等三大變項，共計 13 題項，並採 Likert 七等第量表以 1 分（非常低）至 7 分（非

常高）的計分方式，來測量溯溪同好的參與阻礙。 

（三）遊憩態度 

本研究參考 Triandis(1967)及 Ragheb and Beard(1982)的研究，並考慮溯溪同好特

性，將參與態度分為認知態度（3 題）、情意態度（3 題）、及行為態度（3 題）等三大

變項，共計 9 題項，並採 Likert 七等第量表以 1 分（非常低）至 7 分（非常高）的計分

方式，來測量溯溪同好的參與態度。 

（四）遊憩動機 

本研究參考 Fodness(1994)及 Mehmetoglu(2007)的研究，並考慮溯溪同好特性，將

參與動機可分成個人挑戰（4 題）、逃離（2 題）、學習（5 題）、冒險（2 題）、社交（3

題）、健康促進（2 題）等六個構面，共計 18 題項，並採 Likert 七等第量表以 1 分（非

常低）至 7 分（非常高）的計分方式，來測量溯溪遊客的遊憩動機。 

（五）遊憩行為 

本研究參考 Baker and Crompton(2000)的研究，並考慮溯溪同好特性，將參與行為

分成為參與遊程規劃、備妥隨身裝備、自我鍛鍊體能、及觀察景觀生態等，共計 4 題項，

採 Likert 七等第量表，以 1 分（非常低）至 7 分（非常高）的計分方式，來測量溯溪同

好的參與行為。 

（六）遊客特性及基本資料 

旅遊特性包括參與伴侶、資訊來源、及參與水域型探索性活動等，共計 3 題項。遊

客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婚姻、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及個人月收入等，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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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題項。 

 

三、正式問卷調查 

本研究分別於 2011 年 9 月 10 日及 9 月 11 日兩天，以參與全國溪仙大會的同好為

對象，採取立意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計利用兩個調查日進行現場問卷調查，其母

體約為 450 人，先行扣掉登山與觀摩組約 350 人（含工作人員），共取得問卷 250 份，

其中無效問卷 58 份，實得有效問卷 192 份。 

 

四、統計分析 

所收集資料以 SPSS for Windows 17.0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與檢定。利用敘述

統計之極大值與極小值及資料之邏輯性進行資料檢誤，確保原始資料之正確無誤後，利

用敘述統計程序，計算人口統計變數及旅遊特性分布情形，了解台灣溯溪遊客的族群結

構與分布。將全體樣本拆半，前半部樣本作探索性因素分析，後半部樣本作驗證性因素

分析。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將風險認知、遊憩阻礙、遊憩態度、遊憩動機、遊憩行為等

之變項縮減歸納及簡化成幾個代表性之因素，以便後續結構方程模式之分析。以主軸因

素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抽取因素，再以特徵值大於 1 選取因素，以直接斜交法(Direct 

oblimin)進行轉軸，以縮減構面，萃取因素。 

其中，風險認知萃取出財務風險（特徵值=2.41，解釋變異量=80.41%）、心理風險

（特徵值=1.76，解釋變異量=58.65%）、功能風險（特徵值=2.18，解釋變異量=72.73%）、

個人風險（特徵值=5.57，解釋變異量=61.84%）、設備風險（特徵值=3.86，解釋變異量

=55.07%）、及環境風險（特徵值=5.46，解釋變異量=68.27%）六個因素；遊憩阻礙萃取

出個人內在阻礙（特徵值=3.26，解釋變異量=46.54%）、人際阻礙（特徵值=1.72，解釋

變異量=57.3%）、及結構性阻礙（特徵值=2.13，解釋變異量=70.82%）等三個因素；遊

憩態度萃取出認知態度（特徵值=2.05，解釋變異量=68.29%）、情意態度（特徵值=1.66，

解釋變異量=7.50%）、及行為態度（特徵值=2.12，解釋變異量=70.67%）等三個因素；

遊憩動機萃取出個人挑戰（特徵值=2.48，解釋變異量=61.99%）、逃離（特徵值=1.58，

解釋變異量=79.05%）、學習（特徵值=3.27，解釋變異量=65.30%）、冒險（特徵值=1.89，

解釋變異量=94.23%）、社交（特徵值=2.28，解釋變異量=75.88%）、及健康促進（特徵

值=1.67，解釋變異量=83.56%）六個因素。 

由於本研究探討多組潛在變數間因果關係，因此以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來進行統計分析。利用 LISREL 8.70 進行結構方程式的實證分析，以 大概似

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對本研究模式中各組變項間之因果關係進行估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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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 

本研究問卷之信度以 Cronbach’s α 係數評估，在風險認知、遊憩阻礙、遊憩態度、

遊憩動機、及遊憩行為等五項量表之信度，分別為 0.79、0.80、0.88、0.87 及 0.83，皆

達 0.7 以上的可接受水準(DeVellis, 1991)，顯示本研究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一、參與者特性與基本資料 

本研究受訪參與者特性中包括參與伴侶、資訊來源、參與其他水域型冒險活動等三

項。在旅遊伴侶以社團、協會 129 人(40.2%)居多；資訊來源以親朋好友 157 人(51.1%)

居多；參與過其他水域型冒險性活動以潛水/浮潛 128 人(26.8%)居多。基本資料變數中

包括性別、婚姻、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及個人月收入等七項，詳如表 1 所示。

在性別以男性 126 人(65.6%)居多；婚姻狀況以已婚者 106 人(55.2%)居多；年齡以 31-50

歲的遊客 105 人(54.6%)居多；教育程度以大學或專科 111 人(57.8%)居多；職業以工商

90 人(46.9%)居多；居住地以高屏地區 104 人(54.2%)居多；月收入以 20,001-40,000 元

76 人(39.6%)居多。 

表 1 受訪溯溪遊客的人口統計變數的分布 

人口統計

變數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 

人口統計

變數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 

參與伴侶

（複選） 

單獨一人 24 7.5 

資訊來源

（複選）

報紙、書刊、雜誌 47 15.3 

家人親戚 49 15.3 網際網路 74 24.1 

朋友、同事、同學 119 37.1 親朋好友 157 51.1 

社團、協會 129 40.2 電視、廣播 14 4.6 

旅行社 0 0 旅行社 15 4.9 

參與過水

域型活動

(複選) 

輕艇 17 3.6 性別 男性 126 65.6 

泛舟 80 16.7  女性 66 34.4 

獨木舟 36 7.5 婚姻 未婚 86 44.8 

風浪板 13 2.7  已婚 106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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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受訪溯溪遊客的人口統計變數的分布 

人口統計

變數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 

人口統計

變數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 

參與過水

域型活動

(複選) 

釣魚 70 14.6  16-20 歲 3 1.6 

潛水/浮潛 128 26.8  21-30 歲 30 15.6 

衝浪滑水 26 5.4 年齡 31-40 歲 55 28.6 

水上摩托車 61 12.8  41-50 歲 50 26 

拖曳傘 

(由快艇拖曳) 
35 7.3  51-60 歲 41 21.4 

其他 12 2.5  61 歲以上 13 6.8 

國中(小) 11 5.7  大台北地區 29 15.1 

高中(職) 70 36.5  桃、竹、苗 9 4.7 

教育程度 大學(專) 92 47.9  中、彰、投 7 3.6 

 

研究所以上 

(碩、博士) 
19 9.9 居住地 雲、嘉、南 42 21.9 

軍公教 37 19.3  高、高、屏 104 54.2 

農林漁牧業 4 2.1  宜、花、東 1 .5 

工商 90 46.9  20,000 元以下 38 19.8 

職業 家管 18 9.4  20,001~40,000 元 76 39.6 

退休人員 11 5.7  40,001~60,000 元 55 28.6 

學生 14 7.3 月收入 60,001~80,000 元 14 7.3 

其他 18 9.4  80,001~100,000 元 7 3.6 

 100,001 元以上 2 1.0 

 

二、測量模式之評估 

由於可接受的測量模式必須能檢定出研究模式的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

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本研究依 Bagozzi and Yi(1988)所提出的個別項目信度

(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估計參數的顯著水準，潛在變數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及潛在變數的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等四種指標來評估

測量模式。其中，測量變數之因素負荷量，估計參數（t 值），平均變異抽取量及潛在變

數的組成信度詳如表 2 所示。個別項目信度為評估測量變數對該潛在變數的因素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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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接受之測量變項因素負荷量須達 0.71 以上，且 t 值須達顯著水準(Bagozzi & Yi, 

1988; Hairs,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本研究之因素負荷量在 0.37 至 0.88 之

間，部份測量變數之因素負荷量未達 0.71，估計參數（t 值）皆大於 1.96 達 5%之統計

顯著水準。潛在變數的組成信度代表該構念的內部一致性，可接受之潛在變數的組成信

度須達 0.6 以上者(Fornell & Larcker, 1981)，本研究之潛在變數的組成信度在 0.78 至 0.88

之間，皆達 0.6 以上的可接受水準。潛在變數的平均變異抽取量為評估各觀察變數對該

潛在變數的平均變異解釋力，其值愈高則收斂效度及區別效度愈高，可接受之平均變異

抽取量須達 0.5 以上(Fornell & Larcker, 1981)，本研究潛在變數的平均變異抽取量，除

了在遊憩動機為 0.39 未達 0.5 以外，其餘潛在變數皆達可接受水準。 

表 2 因素負荷量*、估計参數（t 值）、平均變異抽取量**、及組成信度*** 

潛在變數 測量變數 因素負荷量 T 值 平均變異抽取量 組成信度

風險認知 0.39 0.78 

財務風險 0.37 Fixed 

心理風險 0.50 4.25 

功能風險 0.50 4.26 

個人風險 0.76 4.91 

設備風險 0.81 4.97 

環境風險 0.69 4.79 

遊憩阻礙 0.56 0.79 

個人內在阻礙 0.83 Fixed 

人際阻礙 0.72 9.38 

結構性阻礙 0.69 9.00 

遊憩態度 0.71 0.88 

認知態度 0.80 Fixed 

情意態度 0.85 13.10 

行為態度 0.88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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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因素負荷量*、估計参數（t 值）、平均變異抽取量**、及組成信度*** 

潛在變數 測量變數 因素負荷量 T 值 平均變異抽取量 組成信度

遊憩動機 

個人挑戰 0.74 Fixed 0.51 0.86 

逃離 0.61 8.40 

學習 0.82 11.41 

冒險 0.66 9.03 

社交 0.74 10.31 

健康促進 0.71 9.86 

遊憩行為 0.53 0.82 

參與規劃 0.64 Fixed 

備妥裝備 0.82 8.56 

自我鍛鍊 0.72 10.10 

觀察生態 0.722 9.86 

*: 正的因素負荷量代表代表測量變項與潛在變數之間的關係是正的，負的因素負荷量代表測量變項與該

潛在變數之間的關係是負的。 

**: 平均變異抽取量=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平方後的總和) /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平方後的總和) + (測量誤

差的總和)] 

***:組成信度=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的總和)2 /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的總和)2 + (測量誤差的總和)]  

參考文獻: Jöreskog & Sörbom (1996) 

 

三、整體模式之評估  

整體模式的適配度以，χ2 檢定來理論模式與取樣資料之適配度，具有統計基礎，即

以不顯著的卡方值(p>0.05)，反應理想的模型適配度，以顯著的卡方值(p<0.05)，反應不

佳的模型適配度。然而由於大的樣本數可能導致 χ2 值過高而拒絕模式與資料相配適之

假設(Hu & Bentler, 1999)，因此本研究除了卡方檢定(χ2 test)外，並利用卡方值自由度比

（卡方值/自由度），配適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調整的配適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基準配適度指標(Normed Fit Index, NFI)，非基準配適度指

標(Non-normed Fit Index, NNFI)，比較配適度指標(Comparative-Fit Index, CFI)，增量配

適度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平方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及標準殘差均方根(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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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R)等十項指標進行整體模式配適度的評估(Bagozzi & Yi, 1988; Jöreskog & Sörbom, 

1996)。 

本研究在卡方檢定(χ2=501.55，p<0.0)、配適度指標(0.81)、以及基準配適度指標(0.76)

未達可接受水準，可能是受到遊憩阻礙路徑不成立的影響。其餘指標如卡方自由度比、

非基準配適度指標、比較配適度指標、增量配適度指標、平方近似誤差均方根係數、以

及標準化殘差均方根指數等模式評估指標均達可接受水準（表 3）。顯示本研究模式可

以適當的解釋與預測溯溪活動參與者的風險認知、遊憩態度、遊憩動機、及遊憩行為等

潛在變數間之線性關係。 

表 3 模式之整體模式配適度 

配適指標 整體模式配適度 評估準則 符合評鑑標準 

卡方考驗 

Chi-square 503.17 (p<0.0) p>0.05 否 

Chi-square/df 2.5 <5 是 

適合度指標 

GFI 0.81 >0.9 否 

AGFI 0.76 >0.8 否 

NFI 0.93 >0.9 是 

NNFI 0.95 >0.9 是 

替代性指標 

CFI 0.95 >0.9 是 

IFI 0.95 >0.9 是 

RMSEA 0.07 <0.08 是 

SRMR 0.07 <0.08 是 

 

四、模式路徑分析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來驗證構面之間的因果關係，以標準化係數估計各構面間的

影響值。外衍變項（自變項）對內衍變項（依變項）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詳見表 4，

終模式路徑圖如圖 2 所示。 

研究模式的路徑分析係數顯示，參與者風險認知顯著及正向的直接影響遊憩動機

(γ11=0.56，p<0.05)，顯著及正向的間接影響遊憩行為（間接效果為 0.36，p<0.001），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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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假設 1 經檢定成立。參與者遊憩阻礙顯著及正向的直接影響遊憩動機(γ21=-0.08，

p<0.05)，顯著及正向的間接影響遊憩行為（間接效果為-0.05，p<0.05），研究假設 2 經

檢定不成立。遊憩態度顯著及正向的直接影響遊憩動機(γ31=0.69，p<0.05)，顯著及正向

的間接影響遊憩行為（間接效果為 0.45，p<0.05），研究假設 3 經檢定成立。參與動機

的多元相關平方（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相當於 R2）為 0.84，顯示風險認知與遊

憩態度可以解釋參與動機 84%的變異(Variance)方差。遊憩動機顯著的及正向的直接影

響參與行為(β21=0.65，p<0.05)，研究假設 4 經檢定成立。遊憩行為的多元相關平方為

0.57，顯示遊憩動機可以解釋遊憩行為 57%的變異。 

表 4 路徑分析之各項效果 

  內衍變項 假設 

 自變項 遊憩動機 遊憩行為 檢定 

  標準化 T 值 標準化 T 值 

 風險認知 

 直接效果 0.56 2.06 N.A. N.A. 成立 

 間接效果 N.A. N.A. 0.36 2.02 成立 

 整體效果 0.56 2.06 0.36 2.02 

外 遊憩阻礙 

衍 直接效果 -0.08* 0.95 N.A. N.A. 不成立 

變 間接效果 N.A. N.A. -0.05* -0.94 不成立 

項 整體效果 -0.08 0.95 -0.05 -0.94 

 遊憩態度 

 直接效果 0.69 7.17 N.A. N.A. 成立 

 間接效果 N.A. N.A. 0.45 5.18 不成立 

 整體效果 0.69 7.17 0.45 5.18 

內 遊憩動機 

衍 直接效果 0.65 7.15 成立 

變 間接效果 N.A. N.A. 

項 整體效果 0.65 7.15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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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修正後模式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溯溪參與者在旅遊特性方面，以旅遊伴侶以社團、協會居多，旅遊資訊來源多為親

朋好友，參與過相關水域型活動類型以潛水/浮潛；基本資料分佈以男性居多，青壯年

族群為主，多為已婚且具專科或大學以上之學歷。 

本研究以溯溪俱樂部參與者為研究對象，有效的驗證了風險認知、遊憩阻礙、遊憩

態度、遊憩動機、及遊憩行為間線性關係。因此，顯示本模式可充分解釋參與冒險性戶

外遊憩行為之前置因素與因果之關係。 

研究假設 1 成立，即風險認知顯著及正向的直接影響遊憩動機，顯著及正向的間接

影響參與者的遊憩行為。 

因此，對於已選擇參與溯溪活動之同好多瞭解溯溪活動本身所需承擔的責任與風

險，但也就是其特殊性，更吸引參與者積極投入。 

研究假設 2 不成立，即遊憩阻礙顯著及正向的直接影響遊憩動機，顯著及正向的間

接影響參與者的遊憩行為。 

因此，對於已選擇參與溯溪活動之同好多瞭解溯溪活動本身之特殊性，對於可能形

成阻礙之原因，完全不構成影響動機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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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3 成立，即遊憩態度顯著及正向的直接影響遊憩動機，顯著及正向的間接

影響參與者的遊憩行為。 

因此，對於已選擇參與溯溪活動之同好多瞭解溯溪活動本身之特殊差異性，並且多

賦予溯溪活動正向態度，並樂於分享陶醉於中。 

研究假設 4 成立，即遊憩動機顯著及正向的直接影響參與者的遊憩行為。 

因此，參與者在選擇參與溯溪活動前已充分評估其本身所能負荷程度以及追尋活動

中價值回饋，其對於未來是否持續參與溯溪活動多為正向。 

 

二、建議 

（一）對溯溪產業的建議 

溯溪活動近十年在台灣發展非常迅速與活耀，是一項非常具魅力的戶外探索遊憩活

動，雖屬小規模產業但卻是一項可充分親近大自然的深度遊憩活動，因此擁有需多慕名

饕客加入（如俱樂部、協會或社團），對於專業攀溯器材銷售與產值面均有正向注溢效

果。 

其次，應多搭配相關性質研習活動或主動規劃聯誼活動，對於增加產品曝光度或商

品開發有實質幫助，另可結合相關遊憩商品組合行程，如生態旅遊、原始森林探索、單

車健行、野外求生等活動，提供顧客多樣化的遊憩選擇與平台，提升企業服務品質。 

（二）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主要針對台灣溯溪俱樂部進行研究，後續研究可針對台灣各地區溯溪遊客為

對象（商業團），探討一般溯溪旅遊團體與專業型溯溪俱樂部之異同比較，進一步建構

及驗證台灣地區之溯溪旅遊行為模式之跨母體特性。 

由於溪流旅遊在屬性上屬於自然取向遊憩(Nature-based recreation)，經由溯溪活動

的體驗後，遊客對於溪流環境的環境情感與地方認同感將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此一現

象對於環境責任行為又將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 

再者，溯溪旅遊是在環境較為敏感的溪流中上游進行，如何有效的進行環境生態的

監測與管理，達到溯溪環境的永續經營與責任旅遊推廣目的，值得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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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健康體適能之追蹤分析－以大葉大學 99 學年入學 

至 101 學年變化情形為例 

 

林作慶* 張志銘* 黃娟娟* 許弘毅* 

 

*大葉大學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大葉大學 99 學年度入學之同學至 101 學年度時之健康體適能狀

況以及兩學年間的變化藉以評估體育課程對健康體適能之功效。以完整完成 99 及 101

學年二次健康體適能檢測的 958 位學生為受測對象。檢測項目包含：身體組成、柔軟度、

肌肉適能、瞬發力及心肺適能。所得資料採描述性統計、卡方檢定及成對樣本 t 檢定進

行分析。結果：一、身體質量指數(BMI)：男生各學年平均值均較大專常模高，女生則

均低於大專常模。百分等級介於 40-50%之範圍。101 學年男、女生之 BMI 平均值較 99

學年高，但均未達顯著差異(p>.05)。肥胖率(BMI≧23)則男生 101 學年較 99 學年高並達

顯著差異(p>.05)。二、柔軟度：男、女生坐姿體前彎成績各學年平均數均較大專常模高，

介於百分等級 50-60%之範圍，但男、女學生 99 及 101 學年比較則皆未達顯著差異

(p>.05)。三、肌肉適能：男、女生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99 及 101 學年之前、後測比較

皆未達顯著差異(p>.05)，平均值位於百分等級 60%之範圍，男、女生各學年成績皆高於

大專學生常模。四、瞬發力：男、女生立定跳遠平均成績介於百分等級 30-40%間，各

學年均低於大專常模，99 及 101 學年比較則皆未達顯著差異(p>.05)。五、心肺功能：

男生 99 及 101 學年 1600 公尺跑走成績，均低於大專常模，介於 40-50%間；女生則 99

學年之 800 公尺跑走成績優於常模，位於 60%範圍；101 學年則位於 50%百分等級範圍，

稍差於常模。男、女生成績有逐年衰退的現象，並達顯著差異水準(p>.05)。整體而言，

綜合各項體適能測驗成績，發現 BMI、瞬發力及心肺耐力是大葉大學學生表現不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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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須加強的三項適能。男、女學生在 99 學年一年級時之各項體適能均表現較佳；而男

生肥胖率有逐年升高；男、女生心肺適能部份則有呈現逐年下降的現象。 

關鍵詞：健康體適能、大專院校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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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cking Analysis of Collegiate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Conditions－A Description on the Change of Da-Yeh University 

students’ scores from School Year 99 to 101 
 

Tso-Ching Lin* Chih-Ming Chang* Chuan-Chuan Huang* Hung-Yi Hsu* 

*Da-Yeh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track and investigate Da-Yeh university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conditions (From school year 99-101) and eventually evaluate how physical 

activity classes improved students’ physical conditions. Students who entered Da-Yeh 

University in the school year of 99 served as the subjects and 958 test scor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ubjects. The test included body composition, flexibility, muscle fitness, agility and 

cardiovascular fitness.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chi-square and paired sample t test method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ed: (1) On the BMI 

analysis, the male students’ average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llegiate average 

mode and was between 50 to 60 percents. The average score of female students was quit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collegiate average mode. There had been increasing number on male 

students’ BMI, but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5). The obesity ratio analysis 

(BMI≧23)indicated that students being measured in school year 101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students being measured in school year 99 (p>.05). (2) On the flexibility analysis, the 

average scores of both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llegiate 

average mode and were between 25 to 40 percents. There was a tendency to see worse 

performances as students moved to higher grades. The average scores of both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pre and post tests in the school 

years 99 and 101 (p>.05). (3) On the muscle fitness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both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one minute sit-up pre and post tests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5), and the average scores were between 55 to 65 percents. The result in each school 

year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llegiate average mode. (4) On the agility analysis, the male 

students’ standing long jump average score placed in the range between 30 to 35 percents 

and the female students’ average score was between 30 to 40 percents. There was not any big 

change between each school year, but the average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lleg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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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mode. (5) On the cardiovascular fitness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male students’1600m 

running and walking test in the school year 99 and 101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llegiate 

average mode, which were between 30 to 45 percents. There was a decreasing performance 

and reach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p>.05). In the school year 99, the female students’ 

800m running and walking test result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collegiate average mode, 

which was in the range between 50 to 60 percents. In the school year 101, the third grade 

students’ average score was within top 40 percents,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llegiate average mode and not reaching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5). In conclusion, 

the students needed to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s on BMI, flexibility, agility and 

cardiovascular fitness tests since their average scores were below the collegiate average 

mode. Both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tended to possess better physical conditions in the 

school year 99 and went down gradually. 

 

Keywords: Physical fitness, collegiate averag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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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何謂「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相似名詞有體能、體力。 簡單且直接的解釋就

是「身體的適應能力」，是心臟、血管、肺臟與肌肉效率運作的能力，是指完成每日的

活動而不致過度疲勞，且尚有足夠體能應付緊急狀況的能力（林正常，1997）。而學校

裡是以所有學生為對象，優先強調的是健康體適能(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包括

心肺適能、肌肉適能、柔軟度和身體組成等四部分，其目的是為了避免疾病的侵襲，並

更健康的生活，並能在課業之餘，有能力享受生活樂趣，進而提昇生活品質（行政院衛

生署國民健康局，2010）。因此健康體適能可以被視為一個人生理能力的指標，也是一

個人是否健康的指標，它可以反映一個人的健康情況，體適能活動的增加對許多慢性疾

病預防有很大的幫助。然而在科技資訊化的二十一世紀，網路普及化的結果，造成學生

們生活型態偏向靜態休閒為主，再加上飲食習慣的改變，每天所攝取的熱量增加，營養

攝取越來越高，課業壓力相對增加，而活動量卻相對的減少，這樣的生活型態深深的危

害了學生們的健康。方進隆（1993）研究指出，缺乏運動，加上身體機能退化，導致如

肥胖、骨質疏鬆症、心血管疾病、下背痛等慢性疾病症狀的衍生。事實上，身體不活動

的重擔將造成個人健康及經濟上的負擔。以美國為例，肥胖與身體不活動造成健康醫療

經費高達 9.4%不必要支出。而運動不足所引發疾病的年齡亦有逐漸年輕化的趨勢，不

但嚴重影響個人生活品質，增加社會醫療負擔，也阻礙了國家整體發展(Colditz, 1999)。

因此，無論中、外對國民的保健計劃，近年來已逐漸由保守的醫療衛生保健或醫技的突

破轉變為較積極的基礎健康體適能的提昇及強調疾病的預防。體適能也因此漸漸受到國

人重視，教育單位更是對於體適能的推廣不遺餘力。但事實上在學校教育推廣體適能多

年後，究竟學生們對「體適能」的瞭解有多少？接受度又如何？學生不喜歡上體育課，

現在學校規定必修但零學分，不得不上但也不重視，所以同學間的確存在體適能參差不

齊的現象。2005 年亞洲區體適能檢測推廣策略高峰會議報告中即顯示，台灣大專生體

適能在全亞洲排名倒數第二。其中與鄰近的國家大陸及日本進行比較發現，台灣學生在

各項體適能的表現皆不如鄰近兩國學生的體適能表現，特別是在心肺耐力項目落後相當

多（洪嘉文，2007）。而在學校體育課程推動健康體適能多年後，仍看到我國大專院校

學生的體能健康水準不佳的結果，實在令人憂心。事實上健康體適能是所有活動的基

礎，腦力加體力等於國家的競爭力，對大學生而言健康體適能之優劣更直接影響其就學

與就業的基本競爭力。長久以來，學校體育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更是學生學習運動

技能，養成規律運動習慣的場所（楊宗文，1994）。不管大學生在畢業後是直接進入職

場，或是持續升學進修取得更高學位，培養其對運動、健康體適能及健康促進等觀念的

建立，進而養成其終身運動的習慣，自有其重要性。因此，如何透過體育課程與教學設

計使學生樂於參與健康體能活動，能有美好的運動經驗，享受運動樂趣，使學生盡早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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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積極正面的運動生活習慣與態度這是體育教師職責所在，亦是體育課的教學目標之一

（莊美鈴，1997）。基於此，本研究針對 97 學年度大葉大學入學的新生當年度所測得的

體適能檢測結果，追蹤比較其大三時（99 學年）的體適能成績表現，藉以觀察在經過 2

年的體育課程後大學生健康體適能的動態變化情況，並提供檢測值的差異評估以能為體

育老師課程教學之參考及未來課程調整的依據，以達強化學生體適能的目標。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大葉大學 99 學年度入學之大一新生至三年級時的健康體

適能狀況。並追蹤比較 99 至 101 學年男生及女生各項健康體適能之動態變化差異情形。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健康體適能檢測部分，施測時間係採隨班上課時實施，因此無法讓受測者集

中於同一時間施測。此外，檢測結果僅針對大葉大學 99 學年度入學新生在經過 2 年體

育課程教育後至 101 學年度大三時之各項健康體適能檢測分析，研究結果無法推估至其

他學校，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貮、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受試者 

本研究以大葉大學 99 學年度大學部一年級新生及 101 學年度三年級修習體育課程

之同學為研究對象，採便利取樣。扣除不完整之資料後，完整完成 99 及 101 學年二次

健康體適能檢測的學生有 958 位，其中男生 575 人佔 60.03%，女生 383 人佔 39.97%。 

 

二、測驗項目與方法 

本研究依據教育部公佈之檢測項目、流程、方法及步驟進行體適能檢測，其項目包

括： 

（一）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 

1.測驗目的：利用身高與體重的比率，來推估人體的身體組成。 

2.測驗器材：身高計、體重計。 

3.方法與步驟： 

身高：受測者脫鞋站於身高器上，兩腳踵密接直立，使枕骨、背部、臀部及腳踵四部分

別緊貼量尺，眼向前平視，頭頂和身高的量尺成直角，眼耳線和身高器橫板平行，

測量結果以公分為單位。 

體重：受測者應於用餐後兩小時後測量，並著輕便服裝，脫掉鞋帽及厚重衣物，站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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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器上，測量結果以公斤為單位。 

4.記錄方式：將所測得之身高與體重代入下列公式計算。 

身體質量指數(BMI)＝體重（公斤）÷ 身高 2（公尺）。 

5.肥胖比率：本研究肥胖比率是按照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

WHO）於 2002 年公布的「亞太地區肥胖的重新定義和處理」規定，將學生 BMI≧23

定義為肥胖程度。 

（二）坐姿體前彎(sit and reach test)： 

1.測驗目的：測驗柔軟度，評估後腿與下背關節可動範圍及肌肉、肌腱與韌帶等組織之

韌性或伸展度。 

2.測驗器材：坐姿體前彎測量器。 

3.方法與步驟：受測者坐於地面或墊子上，兩腿分開與肩同寬，膝蓋伸直腳尖朝上，坐

姿體前彎測量器置於雙腿之間，受測者雙腿腳跟與測量器 25 公分記號平齊。受測者

雙手兩中指相疊，自然緩慢向前伸展使中指觸及測量器刻度後暫停兩秒，以便記錄兩

中指互疊及測量器刻度處，其數值即為成績登記之點。 

4.記錄方式：測驗兩次，取 佳成績為記錄，單位為公分。 

（三）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one-minute time sit-up)： 

1.測驗目的：評估身體腹部之肌力與肌耐力。 

2.測驗器材：碼錶、墊子或其他舒適的表面。 

3.方法與步驟：預備時請受測者仰臥平躺，雙手胸前交叉，雙膝屈曲約成 90 度，施測

時利用腹肌收縮，使上身起坐，雙肘觸及雙膝後即放鬆腹肌，仰臥回復預備動作，如

此構成一完整動作。 

4.記錄方式：記錄一分鐘仰臥起坐之次數。 

（四）立定跳遠(standing long jump)： 

1.測驗目的：測驗下肢肌肉瞬發力。 

2.測驗器材：立定跳遠墊。 

3.方法與步驟：受測者立於跳線後，雙腿打開與肩同寬，雙腿半蹲，膝關節彎曲，雙臂

置於身體兩側後方，雙臂自然前擺，雙腿同時躍起後同時落地，丈量時由起跳線內緣

量至 近之落地點為準。 

4.記錄方式：記錄 遠一次之成績，以公分記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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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800/1600 公尺跑走(800/1600m run/walk)： 

1.測驗目的：測量心肺耐力或有氧適能。 

2.測驗器材：碼錶、哨子、田徑場跑道。 

3.方法與步驟：運動開始時即計時，施測者要鼓勵受測者盡力以跑步完成測驗，如中途

不能跑步時，可以走路代替，抵終點線時記錄時間。 

4.記錄方式：記錄學生跑完全程之時間（女生 800 公尺，男生 1600 公尺）以秒數記錄。 

 

三、測驗時間、地點 

本研究各項體適能測驗以各班級為單位利用體育課程時間分別於 99 學年及 101 學

年上學期之期末 後三週，各班級依所排定之測驗時間在各任課體育教師指導下，分別

在大葉大學相關運動場館進行測驗與資料之收集。 

 

四、資料處理 

完成檢測之受測同學其基本資料與測驗結果，依性別、年度分別編碼登錄於電腦，

使用 SPSS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 14.0 中文版處理各項分析。以描述性統計的平均

數、標準差及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來檢定整體資料，以瞭解 99 及 101 學年度體育

課學生健康體適能情況。以成對樣本 t 檢定(Paired-Samples t Test)來檢定資料，以比較

99 入學至 101 學年時學生之健康體適能的差異藉以瞭解學生體適能的變化情況。本研

究統計考驗之顯著水準為 α=.05。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將完整完成 99 及 101 學年健康體適能檢測之 958 位受測者資料進行分析，

測驗項目包括身體組成、柔軟度、肌肉適能、瞬發力及心肺適能等五個部份。各年度男、

女學生肥胖比率結果如表 1 所示；99 及 101 學年體適能檢測結果比較及各學年與大專

常模比較之結果如表 2、表 3 所示。綜合各項測驗成績，發現本研究受測男、女生 BMI、

瞬發力及心肺耐力等三項適能表現不佳，平均值普遍較大專常模為差；柔軟度及肌肉適

能部份則為本研究男、女學生表現較佳之項目。男學生之肥胖率有逐年上升的現象；男、

女生之心肺耐力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研究結果與討論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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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葉大學 99、101 學年男女學生肥胖比率比較表 

  
總人數 人數 

肥胖 

  比例% χ2 p 

男生 
99 學年 

575 
63 11.06 

4.43 p<.05 
101 學年 87 15.13 

女生 
99 學年 

383 
7 1.68 

2.16 p>.05 
101 學年 5 1.25 

*p＜.05 

 

表 2 大葉大學 99、101 學年男生體適能檢測結果比較及與大專常模比較表 

項目 
99 學年 101 學年 

t p 
Mean (SD) Mean (SD) 

BMI(kg/m2) 22.04 3.52 22.30 4.22 

-1.57 .07 常模 21.9 2.9 22.2 2.9 

百分等級 50 50 

坐姿體前彎（公分） 33.04 6.7 32.79 7.2 

1.14 .07 常模 32.1 9.3 31.8 9.2 

百分等級 60 50 

一分鐘仰臥起坐（次） 40.4 6.1 39.7 6.9 

1.33 .10 常模 37.6 7.1 37.6 7.2 

百分等級 60 60 

立定跳（公分） 218.6 20.5 217.2 22.5 

1.05 .15 常模 227.7 23.5 228.9 23.7 

百分等級 30 30 

1600 公尺跑走（秒） 521.4 65.2 525.9 82.6 

-1.90 .04* 常模 507.1 73.3 509.5 73.4 

百分等級 50 4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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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葉大學 99、101 學年女生體適能檢測結果比較及與大專常模比較表 

項目 
99 學年 101 學年 

t p 
Mean (SD) Mean (SD) 

BMI(kg/m2) 20.18 3.12 20.22 2.72 

-.48 .32 常模 20.5 2.3 20.3 2.2 

百分等級 40 50 

坐姿體前彎（公分） 36.06 7.2 35.56 6.4 

1.23 .12 常模 34.5 9.1 35.2 9.2 

百分等級 50 50 

一分鐘仰臥起坐（次） 31.0 7.2 30.4 5.3 

-.48 .32 常模 28.4 6.4 28.4 6.4 

百分等級 60 60 

立定跳（公分） 157.8 18.2 156.9 22.3 

1.23 .12 常模 160.9 18.9 162.6 20.0 

百分等級 40 30 

800 公尺跑走（秒） 282.5 34.3 287 35 

1.44 .09 常模 286.4 35.9 285.6 36.5 

百分等級 60 50 

*p＜.05 

 

一、身體組成－身體質量指數(BMI)及肥胖比率(BMI≧23) 

本研究 BMI 方面，男生 99 學年一年級時 BMI 平均值為 22.04±3.52kg/m2；101 學

年三年級時則為 22.30±4.22kg/m2。與大專常模比較，百分等級位於 50%範圍，但均高

於常模。女生 BMI 部份則 99 學年(20.18±3.12kg/m2)及 101(20.22±2.72kg/m2)，百分等

級介於 40%至 50%間，兩學年 BMI 平均值均較大專常模稍低。至於 99 及 101 兩學年間

的比較結果則顯示，男、女生大三（101 學年）BMI 平均值均較大一（99 學年）高，

但均未達顯著差異(p>.05)（表 2；表 3）。另外比較 99 與 101 學年的肥胖比率部份(BMI≧23)

則發現男生大三時之肥胖率較大一高並達顯著差異(p>.05)（表 1），顯示本研究男大學

生肥胖比率有逐年上升的狀況，值得注意。Seidell, Visscher, and Hoogtreen(1999)研究指

出，BMI 理想值介於 18.5-25.2 之間，死亡率較低，當高於 30.2 以上表示體脂肪過多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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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起各種健康問題，死亡機會則增加 50-150%，平均壽命約減少 5-6 年。事實上由其

他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台灣大學生多數身體組成不佳，尤其男生體重有偏重的情形（林

季燕、季力康，2004；陳明坤、黃憲鐘、趙中驥、許家得，2010）。事實上體重的維持

除飲食控制外，配合規律的運動及有氧訓練，更能有效的管理體重，及擁有良好的體型

（許秀桃、戴玉林，2003）。然本校大二以後之體育課程以興趣選項為主，有氧性運動

的接觸時間自然減少。而根據劉照金、沈裕盛（2002）的研究指出，大專校院學生對參

與體育活動會因年齡成長而改為觀賞的角色，而本研究學生如果參與活動的機會減少特

別是有氧性運動，再加上飲食控制不宜，體重自然有所增加。至於本研究女生部份，兩

學年 BMI 平均值均較大專常模低，但都在標準值之內，此情況與國內許多研究結果相

符（施國森、盧廷峻、張世沛，2010；許家得、陳中和、黃憲鐘、蘇福新，2010；鄒桂

禎，2008）。事實上在臺灣「減肥運動」可謂「全民運動」，即使 BMI 值均在正常範圍

之內，眾人仍崇尚紙片人的體型，要瞭解 BMI 值過與不及對健康均會造成某種影響，

所以適時的灌輸女學生有關脂肪的重要性觀念，對於女性要孕育下一代而儲存適度的脂

肪是有其必要性的。 

 

二、柔軟度（坐姿體前彎）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2010）認定，所謂較佳的身體柔軟度表示肢體軀幹在運動、彎

曲、伸展、扭轉時都比較輕鬆自如，同時也可以使肌肉與韌帶受到較好的保護而免於因

受力而受傷。而黃永任（1997）指出因老化(Aging)，或長期缺乏運動，人體肌肉與肌

腱會因缺乏拉伸而柔軟度較差，此時人體活動的效率會變得較低，受傷機率相對增加，

目前相當困擾人們的下背痛(Low back pain)往往就是下背與大腿後側肌群的柔軟度不

佳、下背部肌耐力不良所致，而擁有良好的柔軟度除了可以避免下背痛外，對預防關節

炎(Arthritis)和運動傷害的發生也很有幫助。由此可知保有適當的柔軟度對人體健康的維

護十分重要。 

本研究男、女學生坐姿體前彎成績表現均較常模佳，柔軟度介於百分等級 50%至

60%之範圍。而此項測驗結果與大葉大學 93 學年度的研究調查（林作慶、李志峰，2006）

比較是進步 多的一項適能。推究本校學生柔軟度提升的原因，可能與課程的調整，在

正規體育課程當中要求各任課老師重視課前熱身及整理運動時之伸展體操有關，此外利

用本校體育室網頁及體適能諮詢時間中介紹正確的柔軟操方式加上柔軟操本身方便易

於學生隨時隨地操作的特性，此亦為學生柔軟度明顯改善的可能原因之一。 

 

三、肌肉適能（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肌力好的人不僅能改善日常身體活動能力的效能，更能有效減緩肌肉組織功能退

化；肌耐力較好的人，則能從事長時間的身體活動而不感覺疲勞。本研究以一分鐘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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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臥起坐來評估肌力與肌耐力。而此項適能為本研究男、女學生表現較佳之項目，平均

值位於百分等級 60%之範圍，各年級成績皆高於台灣地區大專學生常模。由於肌肉適能

的訓練與柔軟體操相同，較不受場地限制，伏地挺身及仰臥起坐亦為體育課程中 常操

作之訓練項目，故大二以後之體育課程雖為強調樂趣化之興趣選項課程，但肌力訓練仍

為各項目選項之體育老師所要求，因此肌肉適能為本次測驗表現較為突出的項目，至於

肌肉適能如何維持則為日後所應重視的方向。事實上維持或增進肌力與肌耐力可藉由重

量訓練來達成，器材可使用槓鈴、啞鈴或以徒手方式，動作主要以全身較大肌群為主，

每個動作一回合以反覆 8 至 12 次，依個人體能調整次數，每週訓練 2 至 3 天。此外，

針對大學女生提供正確的重量訓練觀念亦為強調的重點。許多女性有著怕肌肉會變粗而

不願從事重量訓練的錯誤觀念。其實從事重量訓練的女性，肌力是進步了，但肌肉大小

並無明顯的改變。主要的理由是男性有大量的男性荷爾蒙存在體內，經過訓練後會使肌

肉變大；但是女性體內存在男性荷爾蒙很有限，縱使經常從事重量訓練也無法像男性那

樣使肌肉變粗（謝錦城，1997）。 

 

四、瞬發力（立定跳遠） 

本研究以立定跳遠評估肌肉瞬發力的好壞，99 學年（男生：平均為 218.6±20.5 公

分；女生平均為 157.8±18.2 公分）與 101 學年（男生：平均為 217.2±22.5 公分；女生平

均為 156.9±22.3 公分）比較呈現退步情形，但未達顯著差異水準(p>.05)。另外各學年成

績與大專體適能常模比較，本研究受測男、女生很顯然在肌肉瞬發力部份表現較差，男

生立定跳遠成績位於百分等級 30%之範圍。女生則介於 30%至 40%之間，差異並不大

但均低於大專常模。本校學生肌肉力量發展不均及下肢瞬發力及肌力不足之現象則應為

體育室老師日後教學課程設計所參考。下肢肌力不佳的原因可能與學生平日以汽機車上

下課，校區雖位處山坡但校舍間的往返亦多以遊園車代步，下肢力量的退化不讓人意外。 

 

五、心肺適能（800/1,600 公尺跑走） 

良好的心肺耐力，表現在心跳輸出量增加，安靜時心跳降低，紅血球數增加，組織

中血液供應充沛及安靜時血壓降低。心肺耐力佳則精神抖擻，罹患心血管疾病機率降

低，運動後恢復較快；相反的若心肺耐力差則較易精神萎靡不振，容易疲勞，而且與心

臟或血管疾病有直接關係。因此心肺功能被視為健康體適能中 重要的一項適能指標。

鄭元順（2005）即指出，心肺耐力是健康體適能評量的 佳指標， 能代表個人體能與

健康的優劣狀況。在某種程度上心肺耐力意味者體能優劣的與否。本研究與大專常模比

較則發現，男生心肺功能部份普遍不理想，1600 公尺跑走成績 99 及 101 學年均低於大

專常模，介於 40%至 50%之間。女生部份 800 公尺跑走成績 99 學年大一時優於常模，

位於 60%之範圍，但到了 101 學年大三時則位於 50%百分等級之範圍，稍差於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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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表 2 及表 3 發現，本研究男、女生 99 與 101 兩學年間的跑走成績，前後測達顯著

差異水準(p>.05)。顯示心肺功能部份男、女生皆呈現逐年下降的走勢，此項結果與國內

多所學校類似。陳淑貞、林文忠（2009）針對育達商業學院 93-95 入學新生為研究對象

發現，學生心肺耐力成績逐年退步，且男生尤其顯著；許家得等（2010）以黎明技術學

院 97 學年度新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男、女學生在心肺耐力上表現均不理想；施國森、

盧廷峻、張世沛（2010）以中臺科技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男、女學生在心肺耐力

上表現均未達該年齡應有水準。事實上，對大學生而言，心肺耐力的下降是一個警訊，

因為心肺功能變差會影響健康而且此一影響可能延續到老年（蔡忠昌、陳怡瑜，2009）。

因此大學生心肺功能逐年下滑的結果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至於心肺適能的提升則以

有氧運動為主要訓練方式，但由於大二以後課程選項之關係，場地受限造成課程偏向靜

態休閒為主，接觸操場的機會亦降低，而此亦可能為心肺適能維持不易的因素之一。另

外本校低年級體育課程以基礎體能為強調重點，因此本研究大一時學生自然心肺適能表

現較佳。 

 

綜合各項體適能測驗成績，本次研究顯示大葉大學男、女學生的 BMI、瞬發力及

心肺適能的表現皆低於台灣地區同年齡學生的平均水準，而且男生肥胖比率有逐年上升

及男、女生心肺適能呈現逐年下降的趨勢，年齡與年級愈高之男、女生，有愈來愈差之

現象。此外男學生部份在一年級時（99 學年）之各項體適能普遍表現較佳，推究原因

可能是大一體育課程的安排較重視基本體能的要求以及新生體育性活動（新生盃各項球

類競賽、校園路跑）較多有關，體適能因此獲得改善，而當其在大二、大三修習體育課

時，課程屬於興趣選項實施，著重上課的樂趣化與技能情意的養成，較多非體能性的活

動，再加上大二、大三學生課餘多從事靜態性活動，或許是造成學生在進入大三時（101

學年）體適能下降、體重與身體質量指數增加的原因。女生部份，根據林正常（1999）

於運動生理學一書中提及，女生在 13-20 歲時，運動能力發展至 高水準，之後則維持

水平或逐漸下降，再者大專女生除體育課外，較少從事身體性活動，皆有可能是 99 及

101 學年間心肺功能水準明顯衰退的原因。但整體而言，女生的體適能各項數據亦以 99

學年一年級時表現較為突出。事實上，國內有多項觀察大專院校體適能的研究指出，大

學生健康體適能水準有下降的趨勢。（楊育寧，2004；許玫琇，2007；李志恭，2008）。

而不僅我們如此，鄰近的中國大陸大學生也有相同體能逐年下滑的情形發生，此外大陸

大學生每週參與中等強度體力活動天數也很少，且大部分都集中在每週一天的活動頻率

（潘明榮、陳嵐嵐，2010）。我們亦發現同樣的情形，國內大學生除了體育課外，不參

與其他體育活動的人口高達約 70%（黃奕清、高毓秀，1996）。事實上，健康體適能是

一種動態的生理過程，會隨著個人的生長、發育、成熟及老化而改變，亦可能因疾病而

降低健康體適能的水準，因此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是有必要的。而學校在運動習慣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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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上，則應該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體育課程便是 好的媒介。因此，學校應以

體育教學及體育活動為核心，透過計畫性的身體活動來提升學生健康體適能的運動技能

水準，促使其身心全面發展（洪嘉文，2009）。而近十年來，教育部在大專院校推動學

生體能護照活動，即是希望透過體適能之檢測，使學生瞭解自己的體能狀況，進而重視

體能的終身維護。尤其，大學是一般人接受正規教育的 後階段，同時也是為進入職場

工作的重要起點，健康體適能的提升，及運動習慣的養成，更顯重要（卓俊辰，2001）。

尤其當國內各大學將體育課程逐漸自必修改為選修之際，如能及早在大學關鍵時刻，培

養運動能力、提升健康體適能及運動習慣的養成教育，其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 

 

肆、結論 

一、99 及 101 學年各項健康體適能與大專常模比較，男、女學生整體而言，身體質量

指數(BMI)、瞬發力及心肺耐力等三項適能測驗成績低於台灣地區同年齡學生的平

均水準，並有逐年下降的趨勢。柔軟度（坐姿體前彎）及肌肉適能（一分鐘屈膝仰

臥起坐）則為本研究受測學生表現較佳之項目。 

二、大學一年級（99 學年）男、女學生在各項體適能成績均表現較為突出。 

三、比較 99 及 101 學年各項健康體適能成績，本研究受測男學生之肥胖比率(BMI≧23)

及男、女學生心肺適能（800/1600 公尺跑走）部份，兩學年前後測達顯著差異

(p>.05)，顯示這兩項指標有逐年衰退的趨勢。 

 

伍、建議 

一、男生肥胖率有逐年上增的趨勢，建議體育室開設運動減重班並結合飲食控制以灌輸

正確的體重控制觀念。 

二、本研究男、女生的心肺適能呈現日趨下降的形勢，因此建議學生每週於課餘時間進

行至少三次，每次至少三十分鐘規律的鍛鍊活動，可參考教育部所公布之強化體適

能的方法與策略來設計自我改善計畫進行鍛鍊，如跑步、快走、游泳、踩腳踏車、

舞蹈、跳繩等有氧運動。 

三、學生體適能整體而言，有隨年級增加而下降的現象。因此，建議體育室定期舉辦健

康體適能強化相關活動，並開設體適能指導班。此外體育興趣選項課程的安排若以

增進學生之體適能為訴求，則可計畫性的調整課程設計以改善此一現象。 

四、因應未來大學體育課程縮減的走向，培養大學生運動習慣的建立為體育課程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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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課程內容應注重教會學生如何制定運動處方、掌握科學鍛鍊身體的原理和方

法、如何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選擇合適的項目進行科學的鍛鍊以及如何進行自我監

督與評價，從而提高學生的健康體適能。 

五、推動「網路學生體適能護照」以追蹤學生在學期間體適能的變化情形，供學生自己

參考及警惕。 

六、未來可進一步調查各年級學生日常參與運動的動機、實際參與情況與體適能的關

係，俾使研究更瞭解學生實際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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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遊客參與觀光旅遊相關服務共同設計之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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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檢視遊客共同設計成果，發現四個關鍵因素涉及新的觀光旅遊服務共同設

計。共同設計新的旅遊服務，以豐富的參與經驗是明顯的因素。同樣地，創新合作因素

常導引遊客聚焦於觀光旅遊服務共同設計，被視為是相對重要的。其他影響服務共同設

計因素包括遊客購買意圖，涉及觀光旅遊服務推薦與購買能力。忠誠信任因素有助於遊

客了解共同設計如何被依賴及知覺信任。 

 

關鍵詞：共同設計、套裝行程、參與體驗、創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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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key factors on tourist's participation in travel related 
services co-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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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ourist’s participation and the 

co-design in travel servic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four key factors connect to the 

participatory design process. First, to co-design new travel services, experiential 

participation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Similarly, innovative cooperation in these new services 

which leads tourists to focus on service co-design is viewed as relatively important. Third, 

tourist’s purchase intention is significantly directed by the tourism promotions and 

purchasing power. In addition, the tourist’s loyalty and trust play a relative and positive role 

in helping enhance tourist’s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ravel service co-design. 

 

Keywords: co-design, package tour,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innovatio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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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觀光旅遊業是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引擎，當前旅遊業在於服務創新上，已逐漸將消費

者的想法納入為考量因素，開始思考旅遊產品及服務是否獲得社會大眾青睞。根據交通

部觀光局調查資料顯示，2010 年國人出國旅遊人數首度突破 900 萬人次，達 941 萬 5,074

人次，成長 15.62%；國內旅遊總次數約為 12,394 萬個旅次，約成長 26.5%（交通部觀

光局，2011）。顯見，觀光旅遊已獲得消費者高度注意，人們樂於參與各種型態旅遊活

動。 

旅遊業服務創新一直是受到關注的議題，而未來的研究議題將是提出質、量兼具的

研究方式，來探求旅遊業創新的基礎、過程、影響層面和相關政策(Hjalager, 2010)。Vila 

et al.(2010)等人指出在旅遊產品規劃中應用服務創新方法可考量消費者的意願，但目前

旅遊產品依舊是由經營者所自行設計，消費者並沒有參與旅遊產品/服務設計。由於消

費者的產品參與度會直接影響產品評價（例如：滿意度、忠誠度）(Chen & Tsai, 2008)，

所以近年來在旅遊服務創新研究中，開始考慮到消費者的感受（如：Berry et al., 2006; 

Schegg et al., 2008; Vila et al., 2010），希望能共同規劃更完美的行程，讓消費者與旅遊業

者有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為了使消費者和旅遊業者產生雙向溝通的合作方式，讓其效益超過標準化的生產模

式，並達到服務創新中客戶體驗的過程，因此必須考量與消費者互動之共同設計模式。

共同設計的過程被視為一種新的合作模式，可激發出經營者與消費者許多創新的概念，

設計出獨特的產品，亦可讓消費者擁有設計產品的體驗，增加企業與顧客的互動，提升

產品價值(Milgrom & Roberts, 1990; Normann & Ramirez, 1993)。由旅遊業者與消費者共

同設計所產生的成果，不僅可提高產品利潤，同時也滿足雙方的需求。共同設計是現在

的發展趨勢，與客製化概念有所連結。在產品開發合作時，可針對主要客戶需求、響應

市場趨勢、應對技術變革、及減少研究/開發風險(Littler et al., 1995)。 

許多研究已指出透過共同設計模式可帶來更高的效益，這在某些產業都獲得實證上

的支持，如電腦軟硬體設計、服飾業、製鞋業 (Balarin, 1997; Ulrich et al., 2003; 

Ramaswamy, 2008)。值得一提的是，在旅遊業服務創新相關研究中，並無應用共同設計

此一模式，且過去旅遊業在套裝旅遊產品設計時，主要是依循市場趨勢的原則進行，和

相關事業體合作來做組合安排。實際上，旅遊業者與消費者對於旅遊型態與地點的選

擇，會因考量角度及體驗而有顯著差異(Lepp & Gibson, 2008)。在實務上，一般消費者

大多是利用旅遊網站（例如：易遊網、燦星旅遊等）所刊登的旅遊資訊來選購旅遊產品

及服務。經營者所提供旅遊服務大都是既定旅程方案或路線規劃，並沒有提出符合個人

化的需求，消費者只能購買最貼近其自身需求的套裝旅遊服務。因此，本研究將應用共

同設計來達到創新的個人化服務設計。利用消費者參與套裝旅遊服務共同設計，在此過

程中消費者除了可擁有難忘的體驗外，還可擁有個人化的套裝旅遊服務。這樣結果使得



運動與遊憩研究                                                     (2014.03)。8(3)，61 – 73。 
影響遊客參與觀光旅遊相關服務共同設計之關鍵因素 

64 

旅遊經營者可避免開發產品時的風險，並創造出更大的利潤，以達到服務創新概念的落

實。本研究希望找出影響消費者樂於共同設計的因素，進而推出最優化的套裝旅遊產品

服務，以達到業者與消費者雙贏的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旅遊產品/服務特性 

旅遊業與一般服務業類似，主要是以提供勞務為主之服務事業，利用在旅遊方面所

具有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協助並提供消費者一切有關旅遊方面的服務。由於旅遊業所提

供的產品是服務，其核心產品包括「服務」及「勞務」等無形產品，並經由有形的產品

來輔助或體驗其效益（曹勝雄，2007）。旅遊產品是一種複合體，可以將產品分類為標

準化的旅遊產品及複雜度較高的旅遊產品(Beldona et al., 2005)。標準化的旅遊產品

（如：機票、住宿、租車）相較於其他產品相較其他旅遊產品而言，是較容易做好事前

評估；而複雜度較高的旅遊產品（如：郵輪、套裝旅遊）事前評估是較困難。Wang et 

al.(2000)等學者指出在許多國家中，特別是在亞洲，套裝旅遊是消費者主要出遊的模

式。亞洲人在出國旅遊時，普遍地會傾向購買套裝旅遊產品(Hooper, 1995)。套裝旅遊

產品無論在需求量或對市場影響面來看，均為旅遊業中最重要的產品。套裝旅遊乃是組

合相關產品和其他輔助性服務，並提供單一價格(Morrison, 1996)，由觀光產業的供應商

（住宿業、餐飲業、運輸業）透過旅遊仲介業（躉售、零售業者），將產品包裝設計之

後，提供消費者購買的產品與服務（曹勝雄，2007）。Yamamoto and Gill(1999)將套裝旅

遊產品分成兩種，一種是基本式的套裝旅遊(Basic Package Tour)，此套裝旅遊只包含住

宿和交通；另一種為全包式的套裝旅遊(All-Inclusive Package Tour)，也就是說全包式的

套裝旅遊，其包含了預先規劃好的交通、食宿、景點、領隊和導遊等行程內容。本研究

將套裝旅遊產品定義為觀光旅遊相關的旅遊設施、活動及其他輔助性服務，其內容包含

旅遊天數、出發時間、住宿飯店星等、住宿地點、餐飲類型、餐飲地點、接駁工具、景

點規劃、旅費、導遊領隊、自費活動及保險金額等屬性，經由包裝設計組合成套裝旅遊

行程產品，並以單一價格提供給消費者購買。 

套裝旅遊產品中，旅遊服務屬性是辨認產品內容與對產品產生基本概念的重要關

鍵。旅遊服務的屬性可成為競爭品牌之間相互比較的依據，所以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

選擇。了解消費者對旅遊服務屬性的偏好，如此才能掌握消費動向，提供良好旅遊服務

創新。Wang et al.(2000)等人主張套裝旅遊產品應包含機位的安排、飯店房間、設施設

備、飲食、接駁工具、景點、購物安排及自費行程等屬性。Becken et al.(2003)等人則認

為應包含交通接駁、住宿安排、活動安排等屬性及行程特色、價格、旅遊天數、旅館等

級、餐食安排、參觀景點、交通工具、自費活動、領隊導遊服務及購買活動之安排等部

分（曹勝雄，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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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光旅遊服務與共同設計之間關係 

觀光與旅遊相關服務包含旅館及餐廳、旅行社及旅遊服務、導遊服務及其他相關服

務(WTO, 2012)。這些服務的提供乃是經由各方合作協調，將不同的產品/服務（交通、

住宿與其他相關的產品/服務）組合成一套完整的旅遊產品(Zhang et al., 2009)。過去一

直以來，旅行社在旅遊服務提供上扮演重要角色。因為旅行社負責在旅客和旅行服務業

者之間扮演協調者的角色，要協調航班、飯店、旅遊服務（套裝旅遊、郵輪旅遊、提供

導覽）等功能提供(Bitner & Booms, 1981)。由於旅行社同業競爭激烈，在考量成本條件

下，往往在旅遊服務設計上忽略個別消費者需求，由旅行社本身專業人員自行規劃觀光

旅遊服務。事實上，旅遊服務必須盡可能滿足客戶的各項需求(Heung & Chu, 2000)，如

何設計出與眾不同的遊程，並受到消費者青睞，亦顯得格外重要。由於個別消費者需求

不同，而有不同的慾望(Ory & Mokhtarian, 2009)，所以如何提高服務設計，達到消費者

的需求，是現在旅遊服務重要的課題。因此，為了讓每位消費者皆能滿意，可藉由消費

者參與旅遊行程的設計達到此目標，即透過共同設計讓消費者得到滿足其需求的旅遊行

程。 

共同設計的應用已從製造業橫跨到旅遊業，如果將設計的過程所討論的元素都納入

設計和分析，那將可為旅遊行程的規劃上帶來許多獨特的觀點(Berger et al., 2005)。Shaw 

et al.(2011)等人運用邏輯的方法（概念）證明了，共同生產和共同創造對於旅遊業的應

用上是重要的。在共同設計的框架下，可使旅遊業者與消費者共同設計出符合個人化的

產品。顧客參與共同設計可規劃出客製化的旅程與服務，可以徹底的滿足每位客戶的慾

望和願望(Milgrom & Roberts, 1990)。透過與消費者合作開發的新產品，除了可以減少

成本外，另一方面也可降低產品的失敗風險，使產品更符合雙方的需求(Berger & Piller, 

2003)。旅行業和顧客共同設計遊程的過程，可讓消費者得到體驗，此為旅行業上的一

種創新服務。Srensen and Nicolajsen(2010)主張企業可以利用自己的競爭優勢透過網路吸

引客戶和合作夥伴，進行共同設計及創造體驗價值。因此，本研究應用共同設計的框架

至旅遊服務的規劃上，並藉此共同設計達到旅遊業的服務創新。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德爾菲法 

德爾菲法追求專家意見一致性，透過一系列問卷收集與特定問題或議題資訊判斷。

一個德爾菲研究(Okoli & Pawlowski, 2004)要求合格專家能對議題有深入了解。在本研

究中所有專家都有主動涉入數個旅遊服務設計計畫，像是管理者、主要研究者、及旅遊

同業公會會員，基於發表刊物及相關實務運作能深入了解觀光旅遊服務。程序上乃是先

確定觀光旅遊產品後，郵寄一份面訪時的開放式題綱作為參考，並懇請另定時間，由專

家根據其實務經驗提出個人所認知的重要因素，經分析、篩選後，找出共同設計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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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討論內容的錄音資料轉寫成文字資料，再依訪談綱要依序彙整編纂，期間不斷

與現場筆記交叉比對，以便能掌握當時的訪談全貌，進而重現受訪者當時的邏輯思維與

思想脈絡。將所獲得的資料歸納後，探究其間的異同與關聯性，以確認出共同設計可能

因素。 

 

二、抽樣設計及問卷測量 

本研究的參與者為大台北地區（台北市、新北市）欲購買套裝旅遊產品民眾，在執

行問卷調查時，採用便利抽樣方式，分別以實體問卷及網路問卷進行資料之收集。這兩

種問卷只是發放形式不同，題項與內容完全相同，總計有效樣本為 259 份，有效問卷回

收率達 64.1%。在進行問卷測量時，首先針對本研究受訪者的基本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

分析，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平均月收入等人口統計變數（如表 1 所示）。其次，

進行定購旅遊產品/服務情形、獲得旅遊產品/服務資訊之管道、旅遊行程規劃及旅遊需

求偏好等之描述。最後，測量消費者對於共同設計應用於旅遊行程產品之認知，題項總

共有 17 題，其衡量尺度採用五點李克特尺度，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並分

別給予 1、2、3、4、5 分之計分，分成五個等級供受訪者填答。 

 

表 1 參與者資料 

構面 項目 n % 構面 項目 n % 

性別 
男性 107 41.3 

旅遊

產品

國內旅遊套裝行程 43 16.6 

女性 152 58.7 國內旅遊自由行 48 18.5 

年齡 

19 歲以下 10 3.9 國外旅遊套裝行程 112 43.3 

20-29 歲 123 47.5 國外旅遊自由行 56 21.6 

30-39 歲 48 18.5 

資訊

管道

網路旅行社 146 56.4 

40-49 歲 22 8.5 實體店面 13 5.0 

50 歲-59 歲 48 18.5 親朋好友 70 27.0 

60 歲以上 8 3.1 廣告 15 5.8 

教育 

程度 

國中以下 11 4.2 旅遊展 11 4.2 

高中(職) 44 17.0 其他 4 1.6 

大學(專) 159 61.4     

研究所以上 45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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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參與者資料 

構面 項目 n % 構面 項目 n % 

平 

均 

月 

收 

入 

兩萬以下 88 34.0 

旅遊

規劃

自行規劃 56 21.6 

兩萬至三萬以下 55 21.2 向旅行社購買套裝行程 148 57.2 

三萬至四萬以下 39 15.1 
旅行社代訂機票與飯

店，其餘自行規劃 
48 18.5 

四萬至五萬以下 23 8.9 其他 7 2.7 

五萬至六萬以下 27 10.4     

六萬及以上 27 10.4     

 

三、信度測量及因素分析 

信度分析可用來測量項目做信度指標，也可用來對已有的尺度做改善或評估，並幫

助設計和評量由許多單項組合而成之系統的信度。當進行研究時，所使用之衡量工具必

具備信度，所蒐集的資料才具有進一步探討的價值。Cronbach(1951)認為 α>0.7 代表問

卷題目之信度具有高信度，本研究在前測時剔除一些不適當問項。 

當著手進行因素分析時必須確認特徵值大於 1，且每個問項因素負荷大於 0.5。我

們利用因素分析萃取出的因素形成四個構念多個構面：參與體驗、創新合作、購買意願、

忠誠信任。Tabachnick and Fidell(2007)主張因素分析技術能了解觀測變數中關聯性之型

態，可減少大量觀測變數，成為少數因素，並為這過程中所使用觀測變數提供操作性定

義。特別的是，在本研究中採用直交轉軸法中的最大變異法，將因素負荷矩陣的行做簡

化。因素負荷為因素與所屬的觀察變項的關係。負荷可指出觀察變項與其相對應因素之

間的強度，較高負荷顯示這個變數對這因素具有代表性。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參與專家貢獻 

在訪談時，基於開放及沒有限制問題，能提供專家自由有效率地貢獻。這些質化資

料提供豐富及互異內容，對本研究增加許多價值。內容分析上產生 15 種類別因素，由

不同原因所支撐。這 15 種因素再寄給回應專家第二次審視，要求去評估及修正他們的

回應，找出最重要因素。由表 2 可呈現出整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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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套裝旅遊共同設計因素 

因素 
第一次訪談 第二次訪談 

改變 
n=16 % n=15 % 

參與感 11 68 13 86 +22% 

樂趣 4 25 7 46 +21% 

體驗 10 62 12 80 +18% 

信任 10 62 11 73 +11% 

創新 8 50 10 66 +16% 

合作夥伴 6 37 8 53 +16% 

關係 1 6 3 20 +14% 

彈性 1 6 2 13 +7% 

尊重 3 18 6 40 +22% 

吸收新知識 4 25 5 33 +8% 

忠誠 6 37 9 60 +23% 

購買意願 6 37 8 53 +16% 

轉換知識本質 1 6 3 20 +14% 

激勵 2 12 4 26 +14% 

文化知覺 1 6 2 13 +7% 

 

二、信度與因素分析結果 

在我們分析中，所有問項的 Cronbach’s α 皆大於 0.7，這代表具有高信度。這些因

素被適當命名，基於本研究主觀意見。當變數有較高負荷，顯示對所代表因素具較重要

的影響。這些因素被確認其特徵值大於 1，且每一問項因素負荷大於 0.5。表 3 顯示信

度及因素分析結果。這研究萃取出四個因素分別為參與體驗、創新合作、購買意圖、忠

誠信任，累積解釋比例為 54.224%。在參與體驗這因素是藉由合併希望成為共同設計的

參與者、願意主動參與旅遊行程的設計方案及參與遊程設計這使我能擁有難忘的體驗等

項目。創新合作因素則是合併共同設計是創新的合作模式、希望遊程設計上能夠提供此

合作模式及共同設計這種創新的合作模式是可行的等項目。購買意願因素涉及我會推薦

親朋好友購買共同設計的行程及共同設計出來的遊程會提高我購買的意願等項目合

併。最後，忠誠信任因素為合併參與共同設計我會對該家旅行社擁有更高忠誠度及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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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設計可會讓我對此旅遊產品更充滿信心等兩個問項。在表 2 中所有項目因素負荷都

大於 0.5，這意味著問卷代表優良的建構效度。 

 

表 3 信度及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 項目 
因素 

負荷 
特徵值

解釋 

變異 
Cronbach’s α 

參與 

體驗 

希望成為共同設計的參與者 0.729    

願意主動參與旅遊行程的設計 0.699 10.055 35.910 0.8818 

參與遊程設計我能擁有難忘的體驗 0.652    

創新 

合作 

共同設計是創新的合作模式 0.795    

希望遊程設計能夠提供合作模式 0.768 2.017 7.396 0.8687 

共同設計創新合作模式是可行的 0.733    

購買 

意圖 

我會推薦親朋好友購買共同設計的遊程 0.711 
1.716 6.128 0.7533 

共同設計的遊程會提高我購買的能力 0.695 

忠誠 

信任 

參與共同設計我會擁有更高忠誠度 0.727 
1.341 4.790 0.7030 

藉由共同設計可對此旅遊產品更充滿信心 0.630 

 

三、消費者旅遊產品的偏好及需求結果 

表 4 為受訪者對於在選購套裝旅遊產品之重要屬性排序，第一重視至第四重視分別

給予 4、3、2、1 之權重分數，14 個屬性經由次數加權後，可以得知受訪者在選購旅遊

產品時，第一注重的屬性為「價格」、第二注重的屬性為「景點規劃」、第三注重的屬性

為「旅遊地點」、第四注重的屬性為「住宿安排」、第五注重的屬性為「旅遊天數」。 

 

表 4 選購套裝旅遊產品注重之屬性分析表 

第一重視 第二重視 第三重視 第四重視 總分 排序 

價格 99 43 31 33 620 1 

景點規劃 67 75 41 12 587 2 

旅遊地點 70 56 41 20 55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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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 選購套裝旅遊產品注重之屬性分析表 

第一重視 第二重視 第三重視 第四重視 總分 排序 

住宿安排 7 34 51 40 272 4 

旅遊天數 3 14 26 21 127 5 

餐飲類型 0 9 16 36 95 6 

當地氣候 5 2 10 27 73 7 

航空公司 3 7 11 15 70 8 

出發時間 1 8 9 19 65 9 

自費活動 0 7 7 19 54 10 

保險 2 1 7 7 32 11 

當地接駁 2 3 4 3 28 12 

小費 0 0 4 4 12 13 

其他 0 0 1 3 5 14 

 

伍、結論與建議 

由於為了要快速適應社會、政策、法律及環境改變，台灣觀光旅遊相關服務產業正

成長快速。目前這產業需要一個兼顧顧客需求的旅遊服務創新基礎，本研究結果可提供

一個強而有力的支撐，使得觀光旅遊服務創新可以邁向共同設計過程。本研究由專家訪

談中發現，超過 50%專家認為有 7 個因素可以是套裝旅遊服務之共同設計的重要因素。

特別的是，參與感與體驗受到專家們（86%及 80%）關注，當作是主要影響套裝旅遊共

同設計因素。接著，受到關注因素為信任(+73%)；其他，像是創新、忠誠、合作夥伴、

購買意願等因素都是超過 50%專家所考量的。在第二次訪談時，某些因素戲劇性增加也

得到一致性評估結果。 

本研究有助於套裝旅遊服務共同設計之實行。第一、我們提供套裝旅遊服務共同設

計之重要成功因素，幫助企業擬定商業策略。可由參與體驗、創新合作、購買意願，及

忠誠信任等因素著手進行套裝旅遊服務共同設計。顧客成功的購買意願及忠誠信任可以

使套裝旅遊服務擁有較長產品生命週期，及吸引大量的顧客及維持永久利益。第二、現

在的消費市場必須以滿足每一位消費者的需求為目的，Fiore et al.(2004)等人主張商品、

服務與體驗的組合，可獲得消費者認可是必要的有效行銷。顧客參與體驗及創新合作使

得消費者在套裝旅遊服務設計的過程得到一個令人興奮的經驗，以及擁有獨特的服務，

且旅遊規劃者與消費者一同共同合作，也能感受旅遊規劃者所提供的關心，並由此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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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體驗。有效的行銷策略必須與消費者的需求（包括商品、服務以及體驗）達到一致，

如此才能成為有效的行銷組合。 

消費者旅遊產品的偏好及需求一直是在進行觀光旅遊相關服務時所，考量依據。本

研究顯示消費者最注重的旅遊產品屬性為價格；其次是景點規劃；接著為旅遊地點、住

宿安排、旅遊天數。此結果與曹勝雄（2007）、Becken et al.(2003)等人研究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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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大專校院學生修習舞蹈課程之現況及學生對於修課期間的教學滿

意度，並比較不同背景之修課學生在對於舞蹈教學滿意度上的差異情形。本研究的研究

對象為大專校院大學部之學生，採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並透過 SPSS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主要分成三個部份：第一部份是以敘述性統計的方式，探討修

課學生在背景變項包含性別、修課年級、舞蹈年資，其功用在於瞭解學生在各變項中的

分布概況，第二部份是針對學生於修課之後對舞蹈課程的教學滿意度，包含課程編排、

教師教學、同儕行為、場地設備四個項目的評分，進行分析與討論，第三部份是針對修

課學生的背景變項與教學滿意度進行比較，探討其中的差異情形。本研究採用問卷的形

式進行調查，其問卷的設計藉由 SPSS 統計軟體進行項目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後

修改編製而成，並根據修訂後的問卷資料進行分析，共計發出份數為 500 份，有效問卷

份數為 436 份，可用率達 87.2%。針對回收後的數據採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包含敘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雪費法事後比較等。結果發現：

修習舞蹈課程的學生分步以女性居多，修課年級以三年級佔多數，舞蹈年資多以 0-2 年

者為主。在教學滿意度上，學生對於教師教學的認同感最高，對於場地設備的滿意度最

低。在學生背景資料的檢定中得知，不同性別的學生對於課程編排及場地設備上有顯著

差異，二、三年級學生在對於場地設備上的滿意觀感較四年級學生低，舞蹈年資 0-2 年

的學生相較於 6-8 年及 9 年以上的同學，在課程編排與教師教學上的滿意度較高，對場

地設備的滿意度則較低。 

關鍵詞：舞蹈課程、教學滿意度、舞蹈教學、體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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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anc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436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dance cours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chung,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investigatio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includ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verage analysis, 

independent t-test, one-way MANOVA and Scheffe comparison. 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low: 1.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female, and most participants were junior with 0-2 

dance years were dominated mostly. 2. Among perceived teaching satisfaction, teachers’ 

identity was most satisfied, however, facility and equipment was least satisfied.3.There is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genders for the curriculum and studio equipment, the sophomore and 

junior have higher satisfaction than the senior. Dance experience 0-2 years students have 

higher satisfaction for the curriculum than students with 6-8 or9 years students. 

 

Keywords: dance curriculum, teaching satisfaction, dancing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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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舞蹈課程已成為大專校院學生熱門修習的體育課程之一，隨著音樂節奏身體

也跟著律動，不僅能夠達到健身的目的，也能夠適時抒發課業上的沉重壓力。相較於其

他體育課程，舞蹈課程較不受限於天氣的影響，同時不同於一些球類運動會受限於自身

體型，因此廣受學生族群的喜愛。而學生在選修體育課程時，往往取決於自身的喜好與

需求，不少學生會依據課程的編制及修課時的場地、設備來評斷是否該修習該課程。此

外授課結束後的教學滿意度問卷不僅可以反應教師在授課時的狀況及教學成果，也能夠

明白學生在修課時的感受及學習情形，並提供教師及學校行政的教學參考，增進實際的

教學效果，因此不少專家、學者也針對了學生在修習體育課程之後的滿意度進行研究（鄭

金昌，1997；鍾志強，1997；王宗進，1999；蔡欣延，1999；劉明川，2002），相關研

究也提出大專學生對於體育課滿意度偏低的可能影響為教學行政、場地設施、學習效果

及教師教學等因素（張躍騰，1996），在課程實施方面也反應出學生對於體育課程整體、

教師能力與素養、身體與能力發展三個層面感到重視（楊志顯、吳惠櫻、陳瓊茶、翁樹

平，1997）。除了分析整體學生在對於修習體育課程時的滿意度之外，也有相關文獻更

進一步討論修課學生在背景因素的不同，對於教學滿意度的影響也會有所不同，如因性

別的差異導致女生的滿意度高於男生（楊忠祥，1989；陳文長，1995），修課學生也會

因為年級因素而對於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及場地器材設備的滿意度有所差異（塗孟琦，

2008）等。綜合上述專家、學者的結果，可以發現學生在修課期間的滿意度，主要是受

到教師的教學內容、上課的地點及器材、同儕間的互動等等因素，因此本研究將以此為

參考，並以體育項目修習舞蹈課程的大專院校學生為研究對象，依據問卷調查之結果搭

配統計方法的驗證，探討舞蹈課程的現況以及學生在修習課程之後所感受的教學滿意

度，其後再針對不同性別、修課年級、舞蹈年資作進一步的討論，比較不同因素下的滿

意度差異性。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是以各大專校院曾修習過舞蹈課程的大學部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於

102 年 5 月 3 日起至 5 月 24 日止，針對願意配合填答問卷之修課學生進行施測，共計

發放 500 份，有效回收份數為 447 份，可用率達 89.4%，並對其中扣除資料、作答不全

等無效問卷份數 11 份，有效問卷份數 436 份，可用率達 87.2%。 

施設問卷之內容包含二部份：第一部分為「修課學生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級、

年資，其功用在於瞭解學生在各變項中的分布概況。第二部份參考部分專家、學者（楊

志顯、吳惠櫻、陳瓊茶、翁樹平，1997；卓旻怡，1999；陳玉枝，1999；張兆煒，2001；

劉明川，2002）過去所研究的主題及方向，根據其研究問卷為基本架構，並針對本研究

目的加以修正、改良而編製成「舞蹈課程教學滿意度量表」，其中答題方式採用李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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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r)五點量表評量，作答選項依序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

「非常同意」，在判定上依序給予 1 至 5 分的分數，意即分數愈高表示同意度越高。預

試問卷訂定後，先隨機選取臺中市大專校院曾修習舞蹈課程之大學部學生 200 位為受試

對象，並將作答後的資料加以彙整，以 SPSS 19.0 中文視窗版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

及信度分析。在項目分析上，篩選標準以各題與總分間的相關係數＞.3 及決斷值＞3 為

基準，並將不符合之題目予以剔除。隨後進行因素分析，以主軸因子搭配最大變異法正

交旋轉，抽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並將因素負荷量低於 0.4 則予以刪除。本量表根據

轉軸後結果區分為課程編排、教師教學、同儕行為、場地設備等四個項目，其累積解釋

變異量值達 68.625%，代表本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最後再進行信度分析，方法採用

Cronbash’s α 值來衡量問卷內部的一致性，其判別基準分為以下四類，高於 0.9 代表高

度可信，介於 0.7 與 0.9 之間為中度可信，介於 0.5 與 0.7 之間為可信，小於 0.4 則為不

可信且必須重新修訂問卷。本量表在四個項目上的數值分別為：課程編排.88，教師教

學.86，同儕行為.81，場地設備.92，整體則達.93，代表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藉由項

目分析、效度分析及信度分析將預試問卷加以修正後編製而得正式問卷。 

本研究統計檢驗法所採用之顯著水準 α 值為.05。對於資料處理所採用的統計分析

方法說明如下：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 

根據修課學生的基本背景分布作統計上之描述，其目的在瞭解學生在性別、年級、

年資等變項的分布概況。 

 

二、獨立樣本 t 檢定 

根據修課學生在舞蹈課程教學滿意度量表中的評分結果，檢定在不同性別之修課學

生在舞蹈教學滿意度上之差異。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根據修課學生在舞蹈課程教學滿意度量表中的評分結果，檢定在不同年級及年資之

修課學生在舞蹈教學滿意度上之差異。不同於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是針

對所研究的單一自變數，能同時對兩個以上的樣本平均數之差異性進行統計分析。 

 

四、雪費法 

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有顯著差異之項目進行事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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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第一部分根據問卷中「修課學生基本資料」的作答情形加以彙整，瞭解學生在性別、

修課年級、舞蹈年資上的分布概況，所得的結果顯示如下： 

由表 1 的結果可以得知，本研究在修習舞蹈課程的學生性別上以女性居多有 319

人，佔 73.2%；男性則有 117 人，佔 26.8%。 

 

表 1 性別人數分布概況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117 26.8 

女 319 73.2 

整體 436 100 

 

由表 2 的結果可以得知，本研究在修習舞蹈課程的學生修課年級以三年級最多 173

人，佔 39.7%；其次為二年級 156 人，佔 35.8%；四年級為最少 117 人，佔 24.5%。其

中一年級因須修習共同必修體育一學年，故無法選修舞蹈課程。 

 

表 2 修課年級人數分布概況 

修課年級 人數 百分比(%) 

二年級 156 35.8 

三年級 173 39.7 

四年級 107 24.5 

整體 436 100 

 

由表 3 的結果可以得知，本研究在修習舞蹈課程的學生在舞蹈年資上以 0-2 年者最

多 163 人，佔 37.4%；其次為 3-5 年者 109 人，佔 25.0%；第三為 6-8 年者 88 人，佔 20.2%，

9 年以上者最少 117 人，佔 24.5%。 

 

 

 

 



運動與遊憩研究                                                     (2014.03)。8(3)，74 – 84。 
大專校院舞蹈課程現況與教學滿意度之研究 

79 

表 3 舞蹈年資人數分布概況 

舞蹈年資 人數 百分比(%) 

0-2 年 163 37.4 

3-5 年 109 25.0 

6-8 年 88 20.2 

9 年以上 76 17.4 

整體 436 100 

 

第二部分根據問卷中「舞蹈課程教學滿意度量表」的作答情形加以彙整，瞭解學生

在不同性別、修課年級、舞蹈年資上，對於課程編排、教師教學、同儕關係、場地設備

的評分情形，並利用統計方法進行比較分析，所得的結果顯示如下： 

由表 4 的結果可以得知，本研究在修習舞蹈課程的學生在教學滿意度上的評分，以

教師教學的平均數為最高(M=3.82，SD=.53)，其次為課程編排(M=3.68，SD=.58)，第三

為同儕行為(M=3.37，SD=.51)，場地設備則為最低(M=2.71，SD=.69)。結果顯示出曾修

過舞蹈課程的大專校院學生對於教學滿意度而言，對於教師教學的認同感最高，且相較

於其他三個構面，對於場地設備的滿意度最低。此外，場地設備也是唯一一個分數未達

3 分的構面。 

 

表 4 教學滿意度在各構面上的評分概況 

構面 平均數(M) 標準差(SD) 

課程編排 3.68 .58 

教師教學 3.82 .53 

同儕行為 3.37 .51 

場地設備 2.71 .69 

整體 3.45  

 

由表 5 的結果可以得知，本研究在對於修習舞蹈課程的學生性別以獨立樣本 t 檢定

分析出來的結果，不同性別的學生對於課程編排及場地設備上有顯著差異，代表在此兩

構面上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對其觀感、滿意程度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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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性別對於學習滿意度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構面 性別 平均數(M) 標準差(SD) t 值 

課程編排 
男 3.53 .63 

4.01* 
女 3.74 .60 

教師教學 
男 3.90 .57 

2.07 
女 3.79 .59 

同儕行為 
男 3.42 .56 

0.91 
女 3.35 .52 

場地設備 
男 3.12 .79 

6.14* 
女 2.56 .82 

*p<.05 

 

由表 6 的結果可以得知，本研究在對於修習舞蹈課程的學生修課年級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發現不同年級的學生在對於場地設備構面達顯著水準、有顯著性差異，再經由雪

費法進行事後比較得知，二、三年級學生在對於場地設備上的滿意觀感較四年級學生要

來得低。 

 

表 6 不同修課年級對於學習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雪費法事後比較 

構面 修課年級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課程 

編排 

二年級 3.71 .52 

1.20  三年級 3.67 .56 

四年級 3.65 .51 

教師 

教學 

二年級 3.80 .52 

1.13  三年級 3.85 .53 

四年級 3.79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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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6 不同修課年級對於學習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雪費法事後比較 

構面 修課年級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同儕 

行為 

二年級 3.37 .60 

0.94  三年級 3.38 .76 

四年級 3.36 .72 

場地 

設備 

二年級 2.69 .77 

7.42* 3>1、2 三年級 2.63 .69 

四年級 2.87 .72 

*p<.05 

 

由表 7 的結果可以得知，本研究在對於修習舞蹈課程的學生舞蹈年資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發現不同舞蹈年資的學生在對於課程編排、教師教學、場地設備構面達顯著性差

異，再進行雪費法事後比較得知，舞蹈年資 0-2 年的學生相較於 6-8 年及 9 年以上的同

學，在課程編排與教師教學上的滿意度較高，而舞蹈年資 6-8 年及 9 年以上的同學，其

對於場地設備的滿意度則比 0-2 年的學生要來得高。 

 

表 7 不同舞蹈年資對於學習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雪費法事後比較 

構面 舞蹈年資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課程 

編排 

0-2 年 3.83 .70 

7.93* 1>3、4 
3-5 年 3.67 .73 

6-8 年 3.62 .62 

9 年以上 3.57 .65 

教師 

教學 

0-2 年 3.95 .68 

11.17* 1>3、4 
3-5 年 3.82 .64 

6-8 年 3.70 .63 

9 年以上 3.6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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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7 不同舞蹈年資對於學習滿意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雪費法事後比較 

構面 修課年級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同儕 

行為 

0-2 年 3.33 .66 

4.47  
3-5 年 3.34 .69 

6-8 年 3.44 .61 

9 年以上 3.41 .66 

場地 

設備 

0-2 年 2.60 .74 

10.59* 
3>1 

4>1 

3-5 年 2.73 .77 

6-8 年 2.83 .67 

9 年以上 2.77 .72 

*p<.05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大專校院學生在修習舞蹈課程之概況，並瞭解在修習結束後

學生對於教學課程的滿意度之情形。經由上述的研究結果顯示，現今大專校院修習舞蹈

課程的學生多以女性為主，此外也因為大一課業繁重選修體育課程只能於二、三年級修

習，且絕大多數為新加入成員或是僅短暫參與舞蹈相關活動者，基於興趣及學分等因素

而修習舞蹈課程，為了有效地推廣舞蹈課程並提升教學品質，增加學生在修課後的滿意

度，本研究根據統計分析知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在修習舞蹈課程時，可以考慮從建構完善的修課環境及適時更新設備，良好的教學

環境不僅是修課學生該有的權益之外，也能有效增進學生的吸收效果，並且吸引更多學

生參與舞蹈課程。隨著時代潮流的帶動之下，舞蹈運動已逐漸興起，早已成為大專校院

學生列入選修體育課的意願之一，體育老師在吸引更多人加入舞蹈運動的行列，擬定編

排課程內容也變得格外重要，課程內容上可以朝向以增加舞蹈的專業知識及培養興趣為

主，如能再提升趣味性並達到健身的目的，便能提高學生修課的意願。此外也能藉由瞭

解修課學生性別的比例進行課程內容的調整，將有助於提升教學品質。在對於不同年級

的學生時，二、三年級的學生會較四年級的學生對於場地設備的觀感較為強烈，再加上

對於剛接觸舞蹈課程年資尚淺的學生而言，在對於教學環境的第一印象會影響到日後是

否繼續有意願參與此項課程，因此需將此項目列為提高教學滿意度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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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以五百字以內（內容包含研究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以

一段式呈現）。 

（二）中、英關鍵詞以五字以內。 

（三）中文標題 16 號粗體、次標題 14 號粗體、內文 12 號（新細明體）；英文及

數字為 Times New Roman 字體。  

四、投稿稿件之首頁須載明下列資訊：  

（一）中、英文論文標題。  

（二）中、英文作者姓名。  

（三）中、英文任職機構與職稱，若作者不僅只一位，敬請於作者姓名之後與任

職機構之前加註*、**、***等對應符號，以俾利識別。  

（四）通訊地址、聯絡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地址，並敬請註明通訊作者。  

五、投稿稿件之次頁起為本文（請勿出現作者姓名），書寫順序如下：中文摘要、中文

關鍵詞。壹、緒論（前言／問題背景：含相關理論及研究、研究動機、研究目的）。

貳、方法（含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處理）。參、結果（含各項研究結果的統

計表及其解釋）。肆、討論（各項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做出結論及建議）。伍、

引用文獻（排列順序為：中文、英文、其他外文）。英文摘要、英文關鍵詞。  

六、書寫格式為求統一，請參用 APA 格式撰寫，參考文獻與正本引用文獻一致，中文

依姓氏筆劃為順序，英文依姓氏字母為順序。  

七、稿件凡經刊登將轉成 PDF 檔，由投稿者自行列印抽印本。  

八、稿件著作權歸屬本刊，本刊亦有刪改權，投稿時需繳交「著作財產轉讓同意書」，

除獲本刊同意，不得重刊於其他刊物。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之稿件，凡曾於其他

刊物發表或抄襲之稿件，一概拒絕刊登，一切法律問題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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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投稿須繳交「自我檢查表」，未能符合本刊之規定格式撰寫之論文，不予審查及刊

登。  

十、為提升投稿稿件作業與提升環保效益，本刊僅用電子郵件投稿與審稿之方式。投

稿稿件之格式必須為 Microsoft Word 檔案或為 PDF 檔。本編輯委員會將加速審稿

之作業，審查結果儘速予以回覆。  

十一、請將投稿稿件與作者相關之資訊（如：作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地址、聯

絡電話、傳真電話、電子郵件地址，並敬請註明通訊作者），利用電子郵件之方

式郵寄至執行編輯鄭筑云小姐 E-mail: chu_yun@ymail.com，作者應於投稿稿

件郵寄出後，十天之內收到收稿確認之電子郵件，若於十天之內尚未收到收稿

確認之電子郵件，敬請重新將投稿稿件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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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遊憩研究」審查流程 

一、「運動與遊憩研究｣（以下簡稱｢本刊」）設有編輯委員會處理稿件之編輯及發行事宜。 

二、本刊由師大書苑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發行人為其公司負責人白文正先生，主編由育達商

業技術學院休閒事業管理系黃金柱教授擔任，負責統籌審閱、分稿及召開編輯會議等事，

執行編輯編為江玉婷小姐，編輯委員會之編輯人員設分科召集人以三人為原則，協助審

閱稿件並指派審查委員；設秘書一人，負責簽案、收集稿件、催稿及連絡等相關事宜。 

三、投稿本刊之稿件由編輯登錄稿件，並初步檢查是否符合本刊稿約之約定、格式是否符合

本刊之要求，如格式不符者，請其修改再投，格式審查結果將於稿件收到後七天內完成。 

四、主編依稿件領域分配分科召集人，各分科召集人依其內容指派二位審查委員審查之。複

審稿件審查以二週為期限，若超過期限，分科召集人將指派另一位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五、本刊審查方式採審查者與投稿者雙向匿名方式進行。 

六、稿件經審查未達本刊要求之水準將予退稿，若內容宜修改後再審，將通知投稿者依據審

查意見於二週內完成修改，並將修改稿件連同答辯書一併寄回本刊再審，若超過期限為

修改寄回，視為放棄審查。 

七、審查結果以電子郵件將審查意見表給予作者，審查結果處理方式共有四種不同，分述如

下： 

  （一）「修改後刊登」---若二位審查意見皆為修改後刊登，交由分科召集人裁決。 

  （二）「修改後再審」---有兩種情況：1.一位審查意見為修改後刊登，另一位審查意見

為修改後再審；2.二位審查意見皆為修改後再審。不管哪種情況皆須聯繫作者依

審查意見作修改，並將修改稿件連同答辯書寄回審查委員審查之，直到審查意見

為修改後刊登或不宜刊登為止。 

  （三）「不宜刊登」有兩種情況：1.若一位審查意見為修改後再審，另一位審查意見為

不宜刊登；2 .若二位審查意見皆為不宜刊登，則交由分科召集人裁決。 

  （四）若一位審查意見為修改後刊登，另一位審查意見為不宜刊登，則交由分科召集

人裁決，或指派第三位審查委員審查之。 

八、本刊分科召集人著作投稿時，則交由主編分配其他分科召集人，並應迴避提供審查委員

名單及稿件審查結果。 

九、本刊每年分別於三、六、九、十二月出刊，稿件之刊登順序由編輯委員會依文稿之性質

及投稿時間之先後次序開會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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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刊在取得作者「著作財產權讓與書」後，與國家圖書館及 CEPS 中文電子期刊合作，

將稿件提供電子資料庫供研究者檢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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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遊憩研究｣投稿格式自我檢查表 

論文名稱： 

項目 內 容 請打 v 

領域 
運動與遊憩研究之原創性論文( original research paper)  

本文隸屬領域： □運動類 □休閒類 □餐旅類 □其他  

中文摘要 
中、英文標題、姓名、任職機構及職稱。  
中文摘要，500 百字以內，內容含研究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以一段

式呈現，並含 5 個以內之關鍵詞。 
 

英文摘要 
英文標題、英文姓名、任職機構及職稱、關鍵詞(Keywords)。  
500 百字以內，以一段式呈現，內容與中文摘要一致。  
置於參考文獻之後。  

稿件規範 

電腦打字（12 號字，1 倍行高，註明行高，每頁最多 26 行，中文標點符

號用全形，英文標點符號用半形）。 
 

APA 格式或人文類格式撰寫。 
中文字體皆新細明體，英文字體皆 Times New Roman。  
稿件（含圖與表，寬度請勿超過 12.5 公分）經本會編輯排版後以 20 頁為

原則。 
 

主要聯絡者通訊地址、電話、傳真號碼、電子郵件信箱(E-mail)帳號。  
繳交｢自我檢查表｣及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本文並無一稿兩投，不曾於其他刊物發表或抄襲之稿件。  

表 

表格標題置於表格第一列且無框線。  
整個統計表以｢置中｣的方式放在內文的中間。  
標題在表的正中央上方（標題不懸空，亦即標題與表之間不空行），標題

的標號以數字呈現，如｢表 1｣、｢表 2｣。標題與標題之間控一個全形格。 
 

表內沒有直線，只有橫線，最上和最下的線用 1½ 的粗線，其間的橫線用 
½ 的細線，表格為單行間距。 

 

表中的數字一律用半形，小數點上下對齊，個位數亦上下對齊。  
表中的數值除了｢p 值｣列出小數到第 3 位以外，其餘四捨五入到小數第 2
位，｢p 值｣的小數前面不加｢0｣，其餘的數值若不到整數，在小數點之前

加上｢0｣。 

 

若統計考驗達顯著標準，在表中的｢F 值｣或｢t 值｣等統計考驗值右方標註

｢*｣，並在統計摘要表左下方（和標線的左端切齊）標示｢* p<0.5｣。 
 

圖 

圖片或相片須為電子檔且清晰。  
統計圖的標題要放在圖的下方。  
縱軸和橫軸的比率是 3：5（黃金分割）。  
縱軸和橫軸有小標題。  
縱軸標示出單位和刻度，橫軸若是以連續變數來分組亦標示單位和刻度。

但橫軸若是以名義變數來分組，則無標示單位和刻度，只標示出各組的名

稱。 

 

縱軸的單位由下而上依次增大，而橫軸的單位由左而右依次增大。  
縱軸和橫軸若不是由原點開始，則應標示缺口。  

引用文獻 
參考文獻與正文引用文獻一致。  
1.中文依姓氏筆劃為順序。 
2.英文依姓氏字母為順序。 

 

＊ 未能符合本刊規定格式撰寫之論文，不予審查。 

作者代表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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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遊憩研究』論文著作財產權轉讓同意書 

 

論文題目：                                                            

 

作    者：                                                             
 

茲保證上述論文由作者（們）撰寫，內容絕無抄襲或圖表著作財產

權問題，且內容均未曾發表於其他刊物。茲將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讓

與師大書苑有限公司，並將本著作出版使用之權利。 

 

 

 

立書人代表：                                                    簽章 

（本人已取得其他作者同意簽署，否則須自負法律責任）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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