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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淡江大學為研究對象，調查不同背景變項之運動參與情形；比較不同背

景對體育教學滿意度、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之差異情形；再檢視體育教學滿意度與運

動場館使用滿意度間的相關情形。本研究以自編「學生運動參與、體育課程及運動場

館滿意度情形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採配額取樣方式，實施問卷調查，有效樣本為

1127份。資料以描述統計、卡方檢定、t檢定、One-way ANOVA以及典型相關分析等

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獲致結論：一、近五成學生透過跑步、快走達到每週運動210分

鐘，但仍自覺運動參與時間不足，運動主要夥伴為同學，並以身體因素從事運動；時

間為阻礙運動參與的主要因素；二、學生對體育教學滿意度、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之

評價呈現中等偏高的水準；三、不同學院的學生對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的評價有顯著

差異情形；四、體育教學滿意度與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間具有相關的影響情形，尤以

「教學設施與安排」的體育教學滿意度對運動場館使用整體滿意度之影響力最為顯

著。 

關鍵字：典型相關、運動參與、體育課程、運動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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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cus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satisfaction, and sports gymnasium satisfaction of TKU students, 

and compar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wo aspects under different population variables. 

This study were surveyed by Quota Sampling.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survey the sports particip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satisfaction, and sports 

gymnasium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drawn 

from analyzing the 1127 valid questionnaires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 one-way 

ANOVA,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1. Students, about 48.5%, exercised 210 

minutes weekly through running and walking, but still deficiency of time remaining, 

classmates were the main partner of sports, the body factor was the most engagement factor, 

time insufficiency was the mainly factor of blocking participation; 2.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satisfaction, and sports gymnasium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score was slightly above 

average level; 3. Students between different academies had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of score 

on “sports gymnasium satisfaction”, 4. “Teaching facilities and planning”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the whole impact of sports gymnasium satisfaction. 

Keyword: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Sport involvement,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ports facilities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體力即國力，培養體力有賴全體國民規律運動的養成，健康動態作息與規律運動

習慣的養成則有賴學校體育的落實（Morgan, Beighle, & Pangrazi, 2007;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NASPE], 2004）。然而體育課程執行的良

窳會直接影響學生參與運動的行為；體育課程執行的良窳亦牽涉到課程設計者的儀

態、舉止、專業修養、專業知識、示範能力、要領說明、輔導能力、個別指導、重視

差異、觀察反應、成績考核與多元評量實施情形；並涉及體育場館與運動設施品質的

器材維護與更新、使用辦法與公告、管理人員與服務以及清潔衛生與維護等因素，因

此，體育課程軟體面向的設計，以及體育課程硬體面向的場館設施，皆對學生參與運

動行為有直接的影響（吳萬福，1997；周郁采，2005；張宏亮等人，2010；陳美莉等

人，1999；陳逸政、李俞麟、王傑賢，2013；蔡欣延，1998；顧毓群，2002；Chao & 

Yseng, 2009）。而學生實際的運動參與行為源自於自發性的生理性動機與心理性動

機，若能夠滿足學生內在需求、發揮所長、挑戰自我、追求卓越、促進健康以及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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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則可產生參與運動的內在驅力與動機（張春興，1991；盧俊宏、廖主民、季力

康（譯），2008）。然而，學生若在體育課程中無法獲得課前預期的生理、心理、社

會需求或動作技能，則會降低學生對於體育課程的滿意度（吳守從、方乃玉，2004），

再者，學生於使用運動場館後，對於場館硬體設施、運動器材、附屬設施、附帶設施、

關聯性運動設施乃至於軟體管理人的評價，若無法獲得滿意的內在感受，間接地亦影

響學生對於運動行為的參與以及養成（辛麗華、李連宗、邱奕銓，2010；邱金松，1992；

林國棟，1996；Martin, 1988; Xihe & Ang, 2013）。 

近年來研究顯示學生隨著年級的增加，因為課業壓力與時間不足因素，而導致運

動參與時間下降現象（黃俊龍、蔡俊傑，2008；張宏亮，1996；張宏亮等人，2010），

然而，大學生為社會的中堅份子，為國家未來的領導幹部，若能營造優質的大學體育

課程環境，將對學子養成規律運動習慣有直接影響，以長遠的國際競爭觀點而言，能

夠提升整體國家的競爭力（吳萬福，1997；康正男、黃國恩、連玉輝，2008）。基此，

教師應運用教育環境的力量，包括，體育原理、目標、目的、手段、程序，乃至於教

師、教材、場地與設備等，計畫性、系統性、正向性、鼓勵性地培養學生終身運動習

慣，發展健全生理、心理與社會行為，運用思考、判斷是非，建構問題解決與終身學

習的能力（吳萬福，1997；周宏室，1994；葉憲清，1998；Ron E. M., & Ping X., 2013）。 

本研究以運動參與情形、體育教學滿意度以及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三個部分進行

調查與分析。探討學生運動參與情形以及滿意程度為何，以作為未來規劃體育課程、

改善場館設施，提升體育教學品質之參考依據。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主要旨於瞭解學生運動參與現況、體育教學滿意度、運動場館使用滿

意度現況，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體育教學以及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的差異情形，再

瞭解體育教學滿意度以及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的相關情形為何。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採配額抽樣法，於 2013年 4月 8日至 4月 19日進行調查，針對各開課

項目（20個運動項目）之開課序號 1的班級來抽測，每班發放 60份問卷，共發出 120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1127份，有效樣本率為 94%。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張宏亮等人（2010）、陳逸政等人（2013）、辛麗華等人（2010）以

及陳文泰（2009）自編之學生運動參與、體育課程及運動場館滿意度量表，本量表題

項經篩選後共三個量表 38題，分量表題目數為：「運動參與情形」8 題、「體育教學

滿意度」15題、「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15 題。本量表經項目分析（CR 值皆達顯著

水準）、因素分析（採主成份分析法萃取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體育教學滿意度量表

萃取出 3 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 67.38%；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量表萃取出 2 個因

素，累積解釋變異量 71.21%），以及信度分析（體育教學滿意度的 Cronbach’s α 係

http://journals.humankinetics.com/journal-authors/journal-authors/Ang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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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92，教師態度與互動構面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90，教學設施與安排構面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84，課後感受與效能構面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86；運動場館使

用滿意度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96，硬體設施與管理構面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94；

軟體維護與人員構面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92。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數各因素

之係數介於.84~.96之間）。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量表計分採用李克特

五點量表予以計分根據受試者的反應從「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

常不滿意」分別 5、4、3、2、1 分。其得分愈高，表示滿意度愈高，反之愈低。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問卷調查所得各項資料以 PASW 18.0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處理進行分

析，所使用之統計之方法包括： 

（一）以平均數、標準差、次數分配、百分比及交叉表等描述性統計數值，來分析淡

江大學學生之背景特性、體育教學滿意度與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的分佈情形，及不同

背景變項對運動參與情形的分布情形。 

（二）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及雪費法進行事後比較，考驗不同背

景變項對體育教學滿意度及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三）以典型相關來檢定體育教學滿意度及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整體構面因素間的

相關情形。 

（四）本研究所有統計考驗的顯著水準均訂為 α=.05。 

參、結果 

 

一、研究對象背景資料 

    本研究有效樣本如表 1所示，受調查對象男生有 475人(42.1%)、女生 652人

(57.9%)；大學部日間部佔 65.2%，大學部進學部佔 35.8%；商管學院學生佔 39.8%，

其次為外語學院佔 20.9%與工學院佔 17.3%；大學部以二、三年級的學生居多，合計

共佔 85.2%。 

 

表 1 有效樣本背景變項次數分配表 

背景變項 類別 N = 1127 人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女 

475 
652 

42.1 
57.9 

學制 大學部日間部  
大學部進學部 

735 
392 

65.2 
34.8 

所屬學院 

文學院 132 11.7 
理學院 38 3.4 
工學院   195 17.3 
商管學院   449 39.8 
外語學院   235 20.9 
教育學院 118 0.7 
全球創業發展學院 169 6.1 
國際研究學院 111 0.1 

就讀年級 

一年級 111 10. 
二年級 520 46.1 
三年級 441 39.1 
四年級 155 13.8 

二、不同性別學生運動參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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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性別學生運動參與情形如表 2所示，每週運動累計 210分鐘男性同學占

62.1%、女性同學占 38.7%，男女學生達成每週累計運動 210分鐘以上占 48.5%；每週

運動累計三天男性同學占 40%，女性同學占 25.5%，男女學生平均每週運動三天以上

31.7%，每週運動未滿三天男性、女性平均共占 58%；男性最常在家運動比例占 39.5%、

女性占 29.4%，男女學生最常運動地點以家裡（33.7%）、公園（31.4%）及社區運動

場館（27%）居多；男性以同學為最常運動夥伴占 45.7%、女性占 46.3%，男女學生

其次的運動夥伴為為朋友（25.7%）；男性同學認為每週運動時間不足占 34.5%、女

性同學占 40.8%，男性、女性同學認為每週運動時間足夠平均占 9.3%；因為身體因素

而支持運動的男性同學占 32.8%、女性同學占 33%；因為時間不足而阻礙運動的男性

同學占 50.9%、女性占 48.6%，因為場地不便而阻礙運動男性、女性平均共占 16.6%；

男性同學以跑步為最常從事的運動佔 18%，其次為快走與籃球、女性以快走/爬樓梯

為主要運動項目佔 16.6%，男女學生共同最常從事的運動項目為跑步（16.5%）、快

走/爬樓梯（15.3%）以及籃球（13%）。 

 

表 2 不同性別學生之運動參與情形 

變 項 類別 
 性別 

總和 
男性(n=475) 女性(n=652) 

每週累積運

動 210分鐘 

是 
個數 

性別內之% 

295 

62.1 

252 

38.7 

547 

48.5 

否 
個數 

性別內之% 

180 

37.9 

400 

61.3 

580 

51.5 

每週運動幾

天(一天至

少累積 30

分鐘) 

1天 
個數 

性別內之% 

140 

29.5 

263 

40.3 

403 

35.8 

2天 
個數 

性別內之% 

112 

23.6 

145 

22.2 

257 

22.8 

3天 
個數 

性別內之% 

98 

20.6 

102 

15.6 

200 

17.7 

4天 
個數 

性別內之% 

41 

8.6 

34 

5.2 

75 

6.7 

5天 
個數 

性別內之% 

29 

6.1 

19 

2.9 

48 

4.3 

6天 
個數 

性別內之% 

5 

1.1 

6 

0.9 

11 

1.0 

7天 
個數 

性別內之% 

17 

3.6 

6 

0.9 

23 

2.0 

0天 
個數 

性別內之% 

33 

6.9 

77 

11.8 

110 

9.8 

（續下頁） 

表 2 不同性別學生之運動參與情形（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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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類別 
 性別 

總和 
男性(n=475) 女性(n=652) 

最常運動的

地點 

學校 個數 

性別內之% 

17 

3.6 

53 

8.2 

70 

6.2 

家裡 個數 

性別內之% 

188 

39.5 

191 

29.4 

379 

33.7 

公園 個數 

性別內之% 

131 

27.6 

223 

34.2 

354 

31.4 

社區運動場

館 

個數 

性別內之% 

137 

28.8 

167 

25.6 

304 

27 

無固定場所 個數 

性別內之% 

2 

0.5 

15 

2.1 

17 

1.4 

其他 個數 

性別內之% 

0 

0 

3 

0.5 

3 

0.3 

最主要是跟

誰一起運動 

家人親戚 個數 

性別內之% 

25 

5.3 

61 

9.4 

86 

7.6 

朋友 個數 

性別內之% 

103 

21.7 

186 

28.5 

289 

25.7 

同學 個數 

性別內之% 

217 

45.7 

302 

46.3 

519 

46.1 

無(自己) 個數 

性別內之% 

126 

26.5 

102 

15.6 

228 

20.2 

其他 個數 

性別內之% 

4 

0.8 

1 

0.2 

5 

0.4 

自覺每週運

動時間是否

足夠(包括

上體育課時

間) 

非常不足夠 個數 

性別內之% 

105 

22.1 

113 

17.3 

218 

19.3 

不足夠 個數 

性別內之% 

164 

34.5 

266 

40.8 

430 

38.2 

普通 個數 

性別內之% 

150 

31.6 

185 

28.4 

335 

29.7 

足夠 個數 

性別內之% 

38 

8.0 

67 

10.3 

105 

9.3 

非常足夠 個數 

性別內之% 

18 

3.8 

21 

3.2 

39 

3.5 

（續下頁） 

 

 

表 2 不同性別學生之運動參與情形（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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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類別 
 性別 

總和 
男性(n=475) 女性(n=652) 

支持您從事

運動的最主

要原因為 

家長贊同 個數 

性別內之% 

16 

3.4 

24 

3.7 

40 

3.5 

場地許可 個數 

性別內之% 

59 

12.4 

74 

11.3 

133 

11.8 

時間充足 個數 

性別內之% 

88 

18.5 

114 

17.4 

202 

17.9 

同伴鼓勵 個數 

性別內之% 

48 

10.1 

62 

9.6 

110 

9.8 

增進技術 個數 

性別內之% 

48 

10.1 

52 

8.0 

100 

8.9 

有成就感 個數 

性別內之% 

44 

9.3 

73 

11.2 

117 

10.4 

身體因素 個數 

性別內之% 

156 

32.8 

215 

33.0 

371 

32.9 

其他 個數 

性別內之% 

16 

3.4 

38 

5.8 

54 

4.8 

阻礙您從事

運動最主要

原因為 

家長反對 個數 

性別內之% 

2 

0.4 

8 

1.2 

10 

0.9 

場地不便 個數 

性別內之% 

90 

18.9 

96 

14.8 

186 

16.6 

時間不足 個數 

性別內之% 

242 

50.9 

317 

48.6 

559 

49.6 

同伴較少 個數 

性別內之% 

58 

12.3 

67 

10.3 

125 

11.1 

技術不佳 個數 

性別內之% 

23 

4.8 

35 

5.4 

58 

5.1 

無成就感 個數 

性別內之% 

17 

3.6 

34 

5.2 

51 

4.5 

身體因素 個數 

性別內之% 

24 

5.1 

45 

6.9 

69 

6.1 

經費因素 個數 

性別內之% 

4 

0.8 

12 

1.8 

16 

1.4 

其他 個數 

性別內之% 

15 

3.2 

38 

5.8 

53 

4.7 

（續下頁） 

表 2 不同性別學生之運動參與情形（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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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類別 
 性別 

總和 
男性(n=475) 女性(n=652) 

最常從事的

運動項目 

（複選題，男

性共選填

896次、女性

共選填 1202

次，總和選填

2098次） 

跑步 

 

個數 

性別內之% 

161 

18 

186 

15.5 

347 

16.5 

快走/爬樓梯 個數 

性別內之% 

122 

13.6 

199 

16.6 

321 

15.3 

籃球 個數 

性別內之% 

121 

13.5 

152 

12.6 

273 

13 

羽球 個數 

性別內之% 

93 

10 

114 

9.5 

207 

9.9 

自行車 個數 

性別內之% 

63 

7 

122 

10.1 

185 

8.8 

游泳 個數 

性別內之% 

66 

7.4 

89 

7.4 

155 

7.4 

舞蹈 

 

個數 

性別內之% 

39 

4.4 

58 

4.8 

97 

4.6 

桌球 個數 

性別內之% 

29 

3.2 

55 

4.6 

84 

4 

登山健行 

 

個數 

性別內之% 

28 

3.1 

47 

3.9 

75 

3.6 

撞球 

 

個數 

性別內之% 

32 

3.6 

39 

3.2 

71 

3.4 

其他 

 

個數 

性別內之% 

23 

2.6 

34 

2.8 

57 

2.7 

保齡球 

 

個數 

性別內之% 

24 

2.7 

22 

1.8 

46 

2.2 

排球 個數 

性別內之% 

31 

3.5 

9 

0.7 

40 

2 

網球 

 

個數 

性別內之% 

20 

2.2 

19 

1.6 

39 

1.9 

棒壘球 個數 

性別內之% 

16 

1.8 

22 

1.8 

38 

1.8 

民俗運動 

 

個數 

性別內之% 

14 

1.6 

10 

0.8 

24 

1.1 

技擊運動 

 

個數 

性別內之% 

8 

0.9 

8 

0.7 

16 

0.8 

高爾夫 

 

個數 

性別內之% 

0 

0 

9 

0.7 

9 

0.4 

滑輪運動 

 

個數 

性別內之% 

3 

0.3 

4 

0.3 

7 

0.3 

足球 個數 

性別內之% 

3 

0.3 

4 

0.3 

7 

0.3 

三、體育教學滿意度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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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教學滿意度現況分析如表 3所示，學生對體育教學整體滿意度為普通，平均

數為 3.68，各構面的滿意度依序為「教師態度與互動」、「課後感受與效能」以及「教

學設施與安排」。 

 

表 3 體育教學滿意度評估排序表 

構面 題目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師態

度與互

動 

對體育課程教師的專業素養感到 

3.88 

4.06 .72 1 

對體育課程教師的教學態度滿感到 3.97 .75 2 

對體育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關係感到 3.92 .73 3 

對體育課程教師的評分方式感到 3.87 .76 4 

對體育課程整體的滿意度感到 3.59 .76 5 

課後感

受與效

能 

參與體育課後，對自己運動樂趣的獲得感到 

3.60 

3.74 .75 1 

參與體育課後，對自己運動知識的了解感到 3.63 .74 2 

參與體育課後，對自己運動技能的提升感到 3.58 .73 3 

對體育課程開課項目感到 3.55 .86 4 

參與體育課後，對自己體能狀況的提升感到 3.52 .73 5 

教學設

施與安

排 

對體育課程之場館品質感到 

3.56 

3.75 .82 1 

對體育課程之活動空間感到 3.59 .89 2 

對體育課程之器材品質感到 3.52 .81 3 

對每週的體育課節數安排感到 3.49 .85 4 

對體育課程之器材數量感到 3.49 .85 5 

整體  3.68    

 

四、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現況分析 

    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現況分析如表 4所示，淡江大學學生對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

為普通，平均數為 3.63，各構面的滿意度依序為「軟體維護與人員」、「硬體設施與

管理」。 

 

表 4 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評估排序表 

構面 題目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軟體

維護

與人

員 

對運動場館設施可充分發揮教學之功能感到 

3.75 

3.83 .73 1 

對運動場館的周邊設施（如廁所、照明）感到 3.81 .80 2 

對運動場館設施可充分發揮訓練之功能感到 3.79 .71 3 

對運動場館開放使用時間感到 3.77 .65 4 

對運動場館設施的安全性感到 3.77 .72 5 

對運動場館及設施的保養維護感到 3.66 .78 6 

對學校設置專人管理運動設施情形感到 3.65 .79 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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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構面 題目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硬體

設施

與管

理 

對運動場館所提供的運動設備種類感到 

3.52 

3.72 .78 1 

對運動場館的整體規劃感到 3.71 .74 2 

對運動場館管理單位的服務態度感到 3.63 .74 3 

對運動場館的環境整潔感到 3.50 .65 4 

對運動場館活動訊息公告情形感到 3.50 .77 5 

對運動場館借用辦法規定感到 3.44 .83 6 

對處理運動設施故障的修復時間感到 3.38 .82 7 

對運動設備器材的更新情形感到 3.36 .85 8 

整體  3.63    

五、不同背景變項對體育教學滿意度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不同學制的學生在體育教學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經由調查結果（如表 5）發現不同性別、不同學制學生對「教師態度與互動」、

「教學設施與安排」、「課後感受與效能」構面之 t 考驗分析沒有顯著差異。 

表 5 不同性別、不同學制對體育教學滿意度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男 

(n=475) 

女 

(n=652) 
t 值 P值 

日間部 

(n=735) 

進學部 

(n=392) 
t 值 P值 

教師態度

與互動 

M 

SD 

3.92 

.60 

3.85 

.64 

1.07 .30 3.88 

.60 

3.88 

.67 

5.76 .07 

教學設施

與安排 

M 

SD 

3.59 

.65 

3.54 

.66 

1.07 .30 3.56 

.64 

3.56 

.68 

.86 .35 

課後感受

與效能 

M 

SD 

3.64 

.62 

3.56 

.60 

1.27 .25 3.60 

.60 

3.59 

.63 

1.36 .24 

*p <.05 

（二）不同所屬學院學生在體育教學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經由調查結果（如表 6）發現不同所屬學院學生對「教師態度與互動」、「教學

設施與安排」、「課後感受與效能」構面之變異數分析沒有顯著差異。 

 

表 6 不同所屬學院對體育教學滿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p <.05 

構面 
學
院 

文（a） 
(n=132) 

理（b） 
(n=38) 

工（c） 
(n=195) 

商管（d） 
(n=449) 

外語（e） 
(n=235) 

教育
（f） 
(n=8) 

全創
（f） 
(n=69) 

國際研究
（g） 

(n=1) 
F值 P值 

教師態
度與互
動 

M 
SD 

3.97 
.64 

4.03 
.67 

3.87 
.57 

3.85 
.65 

3.89 
.62 

3.82 
.65 

3.83 
.59 

3.00 
.00 1.23 .28 

教學設
施與安
排 

M 
SD 

3.72 
.70 

3.65 
.71 

3.54 
.63 

3.53 
.65 

3.55 
.66 

3.27 
.81 

3.55 
.61 

3.40 
.00 1.60 .13 

課後感
受與效
能 

M 
SD 

3.78 
.62 

3.57 
.83 

3.59 
.54 

3.57 
.63 

3.59 
.58 

3.45 
.36 

3.53 
.60 

3.00 
.00 2.1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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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就讀年級學生在體育教學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經由調查結果（如表7）發現不同就讀年級學生對「教師態度與互動」、「教學

設施與安排」、「課後感受與效能」構面之變異數分析沒有顯著差異。 

 

表7 不同就讀年級對體育教學滿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年

級 

一年級（a） 

(n=11) 

二年級（b） 

(n=520) 

三年級（c） 

(n=441) 

四年級（d） 
(n=155) 

F值 P值 

教師態度

與互動 

M 

SD 

3.94 

3.57 

3.88 

3.62 

3.88 

3.66 

3.88 

3.66 
.03 .99 

教學設施

與安排 

M 

SD 

3.78 

3.54 

3.56 

3.66 

3.58 

3.65 

3.50 

3.66 
.93 .42 

課後感受

與效能 

M 

SD 

3.81 

3.58 

3.58 

3.62 

3.60 

3.59 

3.64 

3.63 
.74 .52 

*p <.05 

 

六、不同背景變項對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不同學制學生在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經由調查結果（如表8）發現不同性別、不同學制學生對「硬體設施與管理」、

「軟體維護與人員」構面之t考驗分析沒有顯著差異。 

 

表8 不同性別、不同學制對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之t考驗分析摘要表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男 

(n=475) 

女 

(n=652) 
t值 P值 

日間部 

(n=735) 

進學部 

(n=392) 
t值 P值 

硬體設施

與管理 

M 

SD 

3.53 

.65 

3.52 

.63 

.65 .41 3.50 

.64 

3.57 

.65 

.40 .52 

軟體維護

與人員 

M 

SD 

3.77 

.61 

3.74 

.61 

.25 .61 3.72 

.60 

3.80 

.62 

.20 .64 

*p <.05 

（二）不同所屬學院學生在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經由調查結果（如表9）發現不同所屬學院學生對「硬體設施與管理」、「軟體

維護與人員」構面有顯著差異存在，文學院學生在「硬體設施與管理」以及「軟體維

護與人員」構面之評價顯著高於工學院，在「硬體設施與管理」構面之評價顯著高於

商管學院。 

表9 不同所屬學院對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學
院 

文(a) 
(n=132) 

理(b) 
(n=38) 

工(c) 
(n=195) 

商管(d) 
(n=449) 

外語(e) 
(n=235) 

教育(f) 
(n=8) 

全創(f) 
(n=69) 

F值 P值 
事後 
比較 

硬體設施
與管理 

M 
SD 

3.74 
.69 

3.69 
.70 

3.48 
.60 

3.50 
.65 

3.51 
.62 

3.23 
.34 

3.43 
.62 

3.66* .00 a>c,d 

軟體維護
與人員 

M 
SD 

3.94 
.63 

3.90 
.63 

3.68 
.55 

3.73 
.62 

3.73 
.60 

3.48 
.40 

3.69 
.60 

3.52* .00 a>c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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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就讀年級學生在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經由調查結果（如表10）發現不同就讀年級學生對「硬體設施與管理」、「軟體

維護與人員」構面之之變異數分析沒有顯著差異。 

 

表10 不同就讀年級對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年級 
一年級（a） 

(n=11) 

二年級（b） 
(n=520) 

三年級（c） 
(n=441) 

四年級（d） 
(n=155) 

F值 P值 

硬體設施

與管理 

M 

SD 

3.48 

.63 

3.53 

.66 

3.53 

.62 

3.48 

.64 
.34 .79 

軟體維護

與人員 

M 

SD 

3.72 

.61 

3.74 

.62 

3.78 

.60 

3.69 

.61 
.87 .45 

*p <.05 

 

七、體育教學滿意度與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茲將體育教學滿意度與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之典型相關分析結果摘錄，如表11所

示，其結果分述如下： 

（一）有二個典型相關係數均達.05以上的顯著水準，第一個典型相關係數ρ1=.47 

( p=.000<.001)；第二個典型相關係數ρ2=.11( p=.001<.01)，控制變項（體育教學滿意

度）主要透過二個典型因素影響到效標變項（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 

 

（二）控制變項的第一個典型因素(χ1)，可以說明效標變項的第一個典型因素(η1)總變

異量的23%(ρ2=.230)，而控制變項與效標變項重疊部分為20%，因而，控制變項透過

第一典型因素(χ1與η1)，可以解釋效標變項總變異量的20%。 

 

（三）控制變項的第二個典型因素(χ2)，可以說明效標變項的第二個典型因素(η2)總變

異量的1% (ρ2=.013)，而控制變項與效標變項重疊部分為0.1%，因而，控制變項透過

第二典型因素(χ2與η2)，可以解釋效標變項總變異量的0.1%。 

 

（四）控制變項和效標變項在第一個至第二個典型因素的重疊部分，共計20%。換言

之，控制變項之教師態度與互動、教學設施與安排、課後感受與效能三個構面經由第

一、二典型因素共可說明效標變項之硬體設施與管理、軟體維護與人員等二個構面之

總變異量20%。 

 

（五）二組典型相關及重疊量數值以第一個典型相關較大，第二組的重疊量數甚小，

因此，控制變項主要是藉由第一典型因素而影響效標變項。控制變項中與第一個典型

因素(χ1)之相關高者為教學設施與安排構面，其結構係數為.89；在效標變項中，與第

一個典型因素(η1)的關係較為密切者為硬體設施與管理、軟體維護與人員等構面，其

結構係數均在.90以上。因此，於第一個典型因素分析裡，主要是控制變項中的教學設

施與安排構面，來影響效標變項之硬體設施與管理、軟體維護與人員等二個構面，尤

其在軟體維護與人員的部分，亦是教學設施與安排主要的影響構面。由此可知，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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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之教學設施與安排愈積極，則學生感受到的整體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愈高。 

 

（六）控制變項中與第二個典型因素(χ2)之相關高者為教師態度與互動構面，其結構

係數為.59；在效標變項中，與第二個典型因素(η2)的關係較為密切者為軟體維護與人

員構面，其結構係數分別為.14。因此，於第二個典型因素分析裡，主要是控制變項中

的教師態度與互動構面，來影響效標變項之軟體維護與人員構面。由此可知，體育課

程之教師態度與互動愈高，則學生感受到的軟體維護與人員之滿意度愈高。 

 

表11 體育教學滿意度與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控制變項 

（X 變項） 
典型因素 

效標變項 

（Y 變項） 
典型因素 

體育教學滿意度 χ1 χ2 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 η1 η2 

教師態度與互動 .80  .59 硬體設施與管理  .90 -.43 

教學設施與安排 .89 -.19 軟體維護與人員  .98  .14 

課後感受與效能 .85 -.14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72 .13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89  .10 

重疊量 .16 .00 重疊量  .20  .00 

    ρ2  .23  .01 

   ρ  .47***    .11** 

*p <.05 

 

 

 

 
 

圖 1 體育教學滿意度與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典型相關分析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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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運動參與情形探討 

    本研究針對學生每週累計運動時數、運動天數、運動地點、主要與誰運動、自覺

每週運動時數、支持運動原因、阻礙運動原因及最常運動項目等加以調查，調查結果

發現學生在學期間，運動時數連同體育課程上課時間共同計算達210分鐘佔48.5%之比

例，與教育部（2010）調查大專學生在學期間累計運動達210分鐘之結果(47.4%)類似；

與張宏亮等人（2010）調查大學男學生每週運動時間達210分鐘佔26.8%之結果不同。

因本研究累計運動210分鐘達五成以上之調查，包含體育課程之時數；而張宏亮之調

查結果乃不含括體育課程之時數。此外，淡江大學體育課程實施大一至大三必修、大

一至大四每學期皆可再選修一門具有一學分的體育課程，能夠有效提供學生興趣項目

的選擇，亦可帶動學生運動風潮，提高學生運動時間，產生累計運動210分鐘呈現較

高百分比（陳逸政、李俞麟、王傑賢，2013）；再者，淡江運動代表隊共計35隊，可

有效提高學生參與運動的機會；體育競賽活動蓬勃發展，正式體育競賽含括新生盃球

類競賽（籃球、排球、羽球、網球、壘球）、校長盃球類競賽（籃球、排球、壘球）、

陸上運動大會、水上運動大會、全校足球賽、全校撞球賽等；各系所、社團皆積極租

借體育場地辦理班際盃、系際盃、校際盃等運動競賽，以上活動可有效提升學生運動

時間（王繼光，2002）；然而，細看男女生累計運動時數的比例發現，仍以男性同學

累計210分鐘佔62.1%為大宗，此結果與張宏亮等人（2010）類似，因此，未來可針對

女性同學設計個人合適的課程，創造體育課程中的成就感，使女性同學享受運動樂

趣，提升運動時的續航力（林貴福，1993）。 

    教育部曾以體適能333來提升學生體能狀況，期以建立學生每週至少運動三天的

習慣，但本研究發現學生於學期間每週運動三天僅佔31.7%，而以每週運動一天35.8%

之比例最高，運動二天佔22.8%，每週運動不足三天佔五成以上，此結果與康正男等

人(2008)、張宏亮等人（2010）之研究結果類似，此乃代表養成學生良好生活作息、

規律運動習慣與健康體適能仍有努力的空間，因此，體育課程中可融入體適能教育與

訓練，鍛鍊學生體魄、涵養精神，培養自我覺察、自我決定、良好體能與開闊胸襟，

奠定未來生活所需能力與就業基礎（吳萬福，1997；許義雄，1998；Timo T. J. et al., 

2013）。 

    此外，學生感受每週運動時間是否足夠（包括上體育課程時間）顯示非常不足夠

與不足夠比例共佔57.5%（男性與女性比例約相同），與教育部（2010）調查運動時間

足夠比例大於不足夠比例之結果不同。而本研究調查亦發現學生每週運動不足三天比

例偏高，同時間意識自我運動時間不足比例亦佔五成，代表學生具有運動不足的意

識。因此，體育課程應積極培養學生運動技能、認知與情意，讓學生擁有課後自主運

動、參與團體運動能力；同時具備運動規則知識、欣賞比賽能力；誘發學生課後參與

體育活動（路跑等）的能力(Corbin, 2002)。再者，讓學生主動提出課外時間主動參與

運動的證書、相片或心得等來作運動情意加分手續，深化學生主動參與運動的精神與

行為。 

    學生最常運動地點為家裡（33.7%），其次為公園（31.4%）與社區運動場館（27%），

而以學校為主要運動場地僅占（6.2%）與張宏亮等人（2010）之研究結果不同，可能

http://journals.humankinetics.com/journal-authors/journal-authors/timo-tapio-jaakk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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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淡水地區多雨，而導致直接利用家中的室內的空間來進行運動，因此，為因應學生

需求可於校內多設置室內運動空間，可利用體育館、游泳館等大廳設置室內運動設

施，如：跑步機、飛輪、踏步機等，讓學生不僅利用家中空間，也可於下課後直接利

用校內的運動設施（辛麗華等人，2010）。此外，可透過體育課教授室內運動方法及

訓練手段，讓學生於畢業後亦能於室內辦公空間自我鍛鍊，對於學生未來養成規律運

動習慣將有助益（張宏亮等人，2010）。 

    調查樣本中呈現最主要跟同學一起運動，佔46.1%，其次為朋友，佔25.7%，次之

為自己，佔20.2%，與康正男等人（2008）、張宏亮等人（2010）之研究結果相似，經

調查發現學生運動過程中近五成有運動夥伴，以運動社會學角度探討，學生藉由運動

的過程與他人互動、建立關係、促進情誼兼具身心健康，實為正向之社會行為（張宏

亮等人，2010）。此外，再經由大學的體育課程，如：羽球、網球、壘球、高爾夫球

等球類運動或團體運動，教授學生正確運動知識與技能，並培育學生透過長時間的球

類競賽、團隊運動等，提升自我社交能力與未來職場溝通能力（吳萬福，1997；Hong, 

1988）。 

    近年來眾多研究、國際體育運動組織（NASPE）以及國際衛生組織（WHO）指

出學齡階段，應列出學生規律運動準則，倘若學生缺乏足夠的運動，是引起肥胖、慢

性病、心血管疾病的主因（Gao, Lodewyck, & Zhang, 2009 ; Koplan, Liverman, & Krak, 

2005; NASPE, 2005; WHO, 2004）。而淡江學生受體育課程、校園媒體、淡江時報以及

校園運動標語等正向鼓勵與宣導，進而誘發學生以自我身體健康因素而從事運動。基

此，進一步透過體育課程建構學生自我健康的目標設定，創造學生自我規律學習以及

自主運動的行為（Zimmerman & Schunk, 2011）。 

    時間不足為阻礙學生從事運動的主因，學者指出，近年來研究顯示網路、媒體的

資訊佔據了學子眾多時間，不僅影響學生課業成績，更影響學生的身體健康情形，造

成學子近視、懶惰、肥胖，基礎代謝率下降，社交溝通能力下降等負面情形（姚承義，

1997；陳全壽、劉宗翰、張振崗，2004）。有鑑於此，更應透過體育課程運動態度的

建立；校園運動風氣的塑造；簡易運動設施、空間的建置，營造優質運動環境，鼓勵

學子降低網路資訊媒體的時間，增加身體活動的行為，促進身心健康與讀書效率。 

    學生最常從事的運動項目為跑步，佔16.5%，其次為快走/爬樓梯，佔15.3%，第

三為籃球，佔13%，與教育部（2010）、張宏亮等人（2010）研究結果類似。顯示具

備方便性與簡易性的運動項目為多數學生青睞（張宏亮等人，2010），此外，由於地

利關係，校園週邊多為新開發社區，擁有健身房、基本跑步機、滑步機、飛輪等運動

器材，因此，在外租屋的同學亦可透過社區內的健身設施來從事跑步、快走、飛輪等

運動項目。 

    整體而言，淡江大學學生在運動參與之各項情形中，近五成學生透過跑步、快走

等運動，達到每週運動210分鐘，但扣除體育課上課時間，學生自主性的運動習慣仍

需要加強，期以透過體育課程的持續教育，建構健康促進認知、強化學生運動行為，

減低不必要的媒體網路時間，期以透過同學間倆倆一組的方式，相互鼓勵與支持，走

出家裡、進入戶外與校園，相互記錄運動歷程，更可提供體育課程之運動情意比重加

分，深根穩固良好運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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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教學滿意度探討 

    根據調查發現淡江大學學生感受教師態度與互動因素得分最高，教學設施與安排

因素得分最低，與辛麗華等人（2010）之研究結果類似，表示學生對於教師之教學態

度、專業素養給予肯定；此外，學生對於課程參與過後獲得樂趣與知識感受良好；然

而，學生對於體育課程之節數以及器材數量感受較差。 

    為提升良好體育課程品質，宜透過教師間小組研討等方式，不斷提升教師專業知

能與態度，並從課程中帶入樂趣化元素與成功經驗，藉由樂趣化教學的過程融入簡易

競賽、專業知識與技能，提供學子成就感與實作能力，此外，運動器材數量與品質直

接影響著使用者的學習樂趣，可透過有限資源的器材添購，並配合教師共同督導學生

器材的使用，來改善教學環境、提升教學品質（辛麗華等人，2010；彭逸坤，2000；

謝偉雄、曾明郎，2010）。 

 

三、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探討 

    根據調查發現學生感受專人管理運動設施情形、管理公告以及設施故障修復更新

情形的滿意度較低，與辛麗華等人（2010）結果相似。因此，提高教學品質同時間須

強化基層設施器材的管理、借用、維護、更新以及校園體育器材資訊APP看板，讓全

校師生、外籍生皆可輕鬆租借良好運動器材，以及使用安全運動設施（楊慶南，2003；

曹健仲，2009；陳文泰，2009）。 

 

四、不同背景變項對體育教學滿意度差異分析探討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學制、學院以及年級的學生在體育教學滿意度上並

無顯著差異，表示淡江大學學生對教師教學態度、師生互動、教學安排、課後感受與

效能方面持正面肯定態度。 

 

五、不同背景變項對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差異分析探討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不同學院的學生在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存在，與

謝偉雄、曾明郎（2010）研究結果類似，表示淡江大學不同學院學生在「硬體設施與

管理」、「軟體維護與人員」構面的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存在。不同學院的願景、理念、

目標、學術氛圍與學習環境，會塑造出不同特質的學生，諸如：女性學生多數的文學

院，透過文學涵養與古典文化，塑造學生溫文儒雅的情操；男性學生多數的工學院，

透過理論、實作與操作，塑造出堅毅刻苦的學習態度；商管學院的實務應用，培養學

生洞察先機、時事觀察以及管理能力，基此，不同學院的風格會吸引不同性別的學生

就讀，亦塑造出不同的特質（陳文泰，2009；謝偉雄、曾明郎，2010），因此，可針

對各學院的室內運動空間設置不同屬性的運動器材，女性學生為主的學院可建置有氧

運動器材、男性學生為主的學院可擴充重量訓練器材，來符合不同特質學生的需求。 

 

六、體育教學滿意度與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相關分析探討 

    本研究就體育教學滿意度（教師態度與互動、教學設施與安排、課後感受與效能）

與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硬體設施與管理、軟體維護與人員）進行典型相關分析。根

據研究結果顯示（如表11），體育教學滿意度透過典型因素 χ，影響到典型因素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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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經由 η影響到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的各構面。由結果顯示，三個體育教學滿意度構

面透過（χ1）（η1）解釋總變異量的20％，三個體育教學滿意度構面透過（χ2）（η2）

解釋總變異量的0.1％。由此可見，三個體育教學滿意度的構面與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

的構面有典型相關存在。而這種典型相關關係主要是體育教學滿意度的「教學設施與

安排」構面，透過第一個典型因素，而影響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的「硬體設施與管理」

與「軟體維護與人員」之程度（如圖1）。學者（Reeve et al., 2008）也認為體育教學滿

意度是影響運動場館使用滿意度的因素之一。教學設施與安排的有效執行與落實，能

增加學生的整體滿意度，滿足學生對於課程學習的需求，是教育從業人員所重視以及

力求精進的行政措施，亦是學生所重視的核心項目（彭逸坤，2000）。此外，經由體

育教學滿意度的「教師態度與互動」構面，透過第二個典型因素，而影響運動場館使

用滿意度的「軟體維護與人員」之程度。教師若欠缺完善的專業素養、素質、教學理

念、態度、評分與互動，對教師而言則無法發揮教學或訓練之功能，對學子而言則無

法獲得學習與應用之成效（吳萬福，1997；李志峰、楊慶南，2003；陳美莉等人，1999；

蔡欣延，1998），另外，教學設施與安排、教師態度與互動構面屬性越強，學生對於

體育場館使用滿意度就越高（郭介仁，2006）。因此，針對體育課程開課需求、項目

的調查與安排；課程設備器材的擴充與更新；教師成長研習會的討論，以及優良教師

的教學演示與分享等，可有效提升學生對於課程教學、代表隊訓練以及場館器材規劃

的整體滿意度（吳萬福，1997；辛麗華等人，2010）。 

 

伍、結論 

一、學生在運動參與之各項情形中，經由蓬勃的體育活動，多樣化的運動代表隊以及

六學期必修的體育課程，誘發近五成學生透過跑步、快走等運動，達到每週運動210

分鐘，但扣除體育課上課時間，學生自主性的運動習慣仍需要加強，期以透過體育課

程的持續教育與加分手段，並在學生在具備運動不足以及運動促進健康的認知下，強

化學生運動行為，減低不必要的媒體網路時間，期以透過同學間倆倆一組的方式，相

互鼓勵與支持，走出家裡、進入戶外與校園，相互記錄運動歷程，增進社交能力，更

可提供體育課程之運動情意比重加分，深根穩固良好生活型態與運動行為。 

二、為提升體育教學設施與安排，以及管理運動設施情形。可透過教學研討會、小組

討論、問卷調查等方式，了解學生上課需求，改善課程教學內容，提供樂趣化、新穎

化、休閒化、成就化等學習效果；並持續強化硬體設施平面、網路公告、租借、保養、

修繕與增設的更新與調整。 

三、不同學院的學生在「硬體設施與管理」、「軟體維護與人員」構面的滿意度上有顯

著差異存在。表示不同學院的院系風格、領域背景、師資專長會塑造出差異化特質的

學生，因此，不同學院的室內運動空間可依據學生屬性多寡來設置合適之運動器材。 

四、體育教學滿意度（教師態度與互動、教學設施與安排、課後感受與效能）與運動

場館使用滿意度（硬體設施與管理、軟體維護與人員）有兩個典型相關因素的存在。

主要以第一種典型因素「教學設施與安排」構面，影響「硬體設施與管理」與「軟體

維護與人員」構面；其次以第二典型因素「教師態度與互動」構面，影響「軟體維護

與人員」構面。開課項目、課程數量、教學內容、場地設備、器材種類、活動空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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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設計與安排；教師專業研習、學術研討、教學演示、評分準則的實施與探討，可

提升學生對於教學、訓練環境的學習效果，以及良善場地器材設備的感受程度。 

陸、建議 

一、終身運動的養成有賴於透過學生在學期間體育課程、體育活動的落實與執行，基

此，可於校園室內空間，如：大廳、中庭、小廳等空間，依據不同學院學生風格

與需求，美化環境、設置簡易型運動設施，並搭配完善管理制度，提供學生便利

與舒適的運動園地。 

二、因應多雨氣候，體育課程可教授室內運動方法與技巧，提供學生運動的便利性；

此外，課程中可搭配課外自主運動紀錄行為，並提供學生正向鼓勵與實質獎勵的

回饋措施，深化學生運動態度與行為。 

三、搭配修課意願調查問卷，來調整配課、排課空間與器材適用情形；並針對體育教

師定期辦理教師成長研習、小組討論與教學演說等活動，共同提升體育教學品

質、活化教學與學習滿意度。 

四、後續研究方面，可將研究對象擴及不同地區與公私立學校等調查範圍；加入不同

變項（如：不同修課時段）；不同研究方法（如：質性訪談、質量並行）等方式

進行探討，讓研究的推論面向更趨擴大與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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