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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與身體活動量 
之相關研究 

 

李維仁 1、蔡慧敏 2、許惠英 3、陳智仁 4 

1中原大學 2淡江大學 
3國立宜蘭大學 

4創新技術學院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現況，比較不同

背景變項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社會支持的差異情形，以及比較不同

身體活動量之臺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社會支持的差異情形。本研究係以

100學年度就讀於新北市光華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以自編之「新

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量表」為研究工具進行調查，採叢集抽樣方

式，取得有效問卷532份。所得資料採描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獨

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LSD事後比較等方法進行分析，獲得結果如下：(一)

整體社會支持平均數為3.52，達中上程度。(二)在性別方面，「同學、朋友支持」

達到顯著差異，且「女童」顯著高於「男童」。(三)在身體質量指數方面，各因

素構面上，均未達顯著差異。(四)在身體活動量方面，「整體社會支持」、「家

人支持」、「老師支持」及「同學、朋友支持」達到顯著的差異，且「高活動

量」顯著優於「中活動量」及「低活動量」。 

關鍵字：國小學童、社會支持、身體活動量 

 

通訊作者：李維仁 320中壢市中北路 200號 

            中原大學體育室  

            TEL：0932016848   E-mail：hqj08@yahoo.com.tw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及動機 

   現今身體活動量不足之生活型態日益趨多，進而衍生不少健康的問題。教育

部體育司(2007)提出「快活計畫」，希望透過規劃，建立學生規律的運動。臺

北市教育局(2008)提倡「教育111」，期盼做到「每生一專長」，讓學生有更多

的機會參與體育活動，足以顯示教育部門對提昇國人體能的重視。 

    社會支持是影響個體參與活動的重要因素。蒲逸生(2004)指出：社會支持

可以幫助個體在心理上抵制不協調的外在訊息，成為行為背後的促動力，社會

支持的力量越大，抵制外來不良影響的力量也越大。林曉怡（2005）亦指出:

社會支持對運動行為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台灣的社會中，家人的支持態度

是其從事身體活動時的重要決定因素 (陳麗鳳，1994)。所以國小學童的社會支

持，如家人、同學、師長的關心與支持都是值得重視的人際支持。 

由於父母對子女的期望，使得學童常在學校上課之餘，仍得參加各類的課

業輔導或才藝學習，導致其從事身體活動的時間相對減少，造成許多慢性疾病

的症狀已開始在兒童的身上發生。謝錦城（1998）指出，身體活動對孩童會有

降低體重、減少體脂肪、增進肌肉適能、促進心理健康等益處，故本研究擬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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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與身體活動量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及不同身體活動量對

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的影響，希望更了解其因素，發揮其正向

功能，此為本研究之主要動機。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現況。 

（二）比較不同背景變項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差異情形。 

（三）比較不同身體活動量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差異情 

      形。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本研究僅以100學年度就讀於新北市光華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童為研

究對象，此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其他縣市及其他年級之國小學童。 

  （二）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問卷填答屬自陳量表，可能受到研

究對象的填答動機影響，將是無法控制的變異來源。 

四、名詞解釋 

  （一）國小學童 

    本研究之國小學童為 100學年度就讀於新北市光華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二）社會支持 

    本研究之操作型定義乃是由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研究者自編「社

會支持量表」之得分做為依據。量表之得分愈高，代表知覺社會支持愈多，反

之，則知覺社會支持愈低。 

（三）身體活動量 

    本研究之操作性定義乃採用研究對象每週運動的次數、平均每次運動持續

的時間和運動強度做為測量之依據，再依據Fox(1987)的公式：頻率×(平均強度

+持續時間)，計算之後得到的分數愈高，表示其身體活動量愈高，反之，得分

愈低，則表示其身體活動量愈低。     

    

貳、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背景變項 t-test 

one-way 

ANOVA 

 

 

 

 

one-way 

ANOVA 

社會支持  

 

 

 

Repeated 

measurs 

one-way 

ANOVA 

1. 性別  

2. 身體質量指數（BMI值）.  1.家人支持 

2.同學朋友支持 

3.老師支持 

 

 

身體活動量 

頻率×(平均強度+持續時間) 

 

圖一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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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00學年度就讀於新北市光華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 

  （二）抽樣方式 

本研究採叢級抽樣，五年級抽取十個班級，六年級抽取十個班級，於 101

年 3月 10日到 101年 4月 10日發放問卷調查，共發出 600份，回收 596份，

剔除無效問卷 64份，有效問卷為 532份，計有效回收率為 89.26%。 

三、研究工具 

  （一）問卷架構、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自編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

量表」作為研究工具進行調查，問卷分成兩部份，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

包括：性別、身體質量指數（BMI值）、身體活動量，以作為不同的背景變項。

第二部分為「社會支持量表」，參考許碧章（2006）及林曉怡（2005）修編而

成。計分方式採李克特氏（Likert-type）五點計分評量法，受試者根據對社會

支持之實際感受的同意程度，選擇「從不」、「偶爾」、「有時」、「經常」、

「總是」等五個評價其中一個來作答，勾選「總是」得五分，勾選「從不」得

一分。   

  （二）問卷預試 

    以 100學年度就讀於新北市光華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採叢集

抽樣，每年級各抽取三個班級。於 101年 1月 3日到 1年 2月 3日發放問卷調

查，共發出 200份，剔除無效問卷 35份，有效問卷為 165份，計有效回收率為

82.50%。預視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統計分析，以考驗問卷之信度與效度。     

  （三）項目分析 

    本研究針對「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量表」採用各題與總分

之相關係數與決斷值(CR值)來進行項目分析。就相關係數來看，每題與總分之

相關係數皆達 .30 以上，且 t 值達顯著水準值，方可採用，將進行決斷值之

分析。王保進（2006）指出決斷值乃求高分組與低分組在題目上平均數的差異

顯著性，值越高代表題目的鑑別度越好，且以 3.5為基準。本研究以量表總得

分前 27%為高分組，和後 27%為低分組，求出決斷值後，發現本研究所有題目

之決斷值均大於 3.5，故全數題目予以保留，以進行後續之因素分析。 

  （四）效度分析 

本研究在因素分析前進行 KMO 與 Bartlett’s 檢定， KMO 即是

Kaiser-Meyer-Olkin的取樣適合性量數，當 KMO值越趨近於 1時，表示變項間

的共同因素越多，本研究的 KMO 值為.845，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此外，

從 Bartlett’s球形考驗的 Chi-Square值為 1131.08 (自由度 153)已達顯著水準，代

表母群體的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五）因素分析 

因本量表各題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40，故予以全數保留。本研究三個因素

共可解釋65.88％的結構變異量，顯示本問卷達到可接受的效度。結果如表1。   

  （六）信度分析 

本研究之信度分析係用以瞭解問卷的可靠程度。本問卷信度之計算，係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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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Cronbachα係數來衡量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其係數越高，表示信度越好。由表

2得知，本量表整體Cronbachα係數為 .93，分量表「同學、朋友支持」.92、「老

師支持」.89、「家人支持」.84，顯示此問卷的內部一致性良好，具有良好的

信度。結果如表1。 

表1 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預試量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

素 

題 

號 
內容 

因素

負荷

量 

特

徵

值 

解釋 

變異量

% 

Cronbach α 

家

人 

1 家人會鼓勵我去運動  .82    

2 家人會陪同我一起運動 .73    

3 家人會告訴我運動的好處 .79 3.34 18.57 .84 

4 
家人會在閒暇時安排運動的機

會 
.78    

5 
家人會和我討論有關運動的話

題 
.71    

6 

家人會提供我從事運動所需的

費 

用或用品 

.49    

同

學

、

朋

友 

7 同學、朋友會鼓勵我去運動  .81    

8 同學、朋友會陪同我一起運動  .76    

9 同學、朋友會告訴我運動的好處 .86 4.65 25.82 .92 

10 
同學、朋友會指導我運動的方法 

或技巧 
.80    

11 
同學、朋友會和我討論有關運動 

的話題 
.78    

12 
同學、朋友會稱讚我的運動能力

愈來愈好 
.79    

老

師 

13 老師會鼓勵我去運動  .81    

14 老師會告訴我運動的好處 .84    

15 老師會安排額外的運動機會  .70 3.87 21.49 .89 

16 
老師會指導我運動的方法或技

巧 
.79    

17 
老師會和我討論有關運動的話

題 
.78    

18 
老師會稱讚我的運動能力愈來

愈好 
.58    

總累積解釋變異量65.88%          整體Cronbach α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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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料分析與統計處理 

    以 SPSS For Windows12.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各項資料分析，使用方法如下： 

1.探究性因素分析：用來考驗量表效度，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共同因素，再

以最大變異數法做正交轉軸，將量表之題目分析成不同成分之因素，刪除不適

用之題目，並加以命名。 

2.描述性統計分析：用來描述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基本背景變項現

況，以及學生社會支持與身體活動量之現況，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

標準差了解受試者的特性及分配情形。 

3.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用以檢定性別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社會

支持之差異情形。 

4.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用以檢定不同身體活動量以及

不同身體質量指數(BMI值)等級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社會支持之差

異情形；如F值達顯著水準，則以LSD法進行事後比較。 

5.本研究顯著水準訂為p＜.05。 

 

參、結果與討論 

一、有效樣本人口統計特性之分析 

    本研究以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共發出 596份問卷，剔

除作答無效之問卷，實得有效問卷 532份，有效樣本人口統計特性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 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有效樣本人口統計特性分析摘要表 

人口統計變項 人數(N＝532) 百分比％ 

性別 
1.男 

2.女 

281 

251 

52.82 

47.18 

身體質量指數 

（BMI值） 

1.過瘦 

2.正常  

3.過重 

4.肥胖  

134 

227 

121 

50 

25.19 

42.67 

22.74 

9.40 

身體活動量 

1.低 

2.中 

3.高 

142 

253 

137 

26.69 

47.56 

25.75 

二、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現況分析 

  (一)在不同因素構面上社會支持之現況 

由表 3得知，整體社會支持平均數為 3.52，標準差為 0.93，在因素構面上，

社會支持依高低次序為「家人支持」平均數為 3.54，標準差為 0.98；「老師支

持」平均數為 3.15，標準差為 1.07；「同學、朋友支持」平均數為 3.06，標準

差 1.25；其得分情形均在中上程度，屬於較正向的社會支持。此結果與林建興

(2009)、林曉怡（2005）相同，從以上資料可發現，家人能給予學童鼓勵、幫

忙，讓學童獲得滿足，是學童最大的支援，源自家人的支持，也是增加身體活

動量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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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得分摘要表 

因素構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家人支持 532 3.54 0.98 

老師支持 532 3.15 1.07 

同學、朋友支持 532 3.06 1.25 

整體社會支持 532 3.52 0.93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差異比較 

  （ㄧ）不同性別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差異比較 

    由表 4得知，「同學、朋友支持」達顯著差異，且「女童」顯著於「男童」。

此結果與林曉怡(2005)、洪輝宗（2004）相同，和林建興(2009)不同，究其原因，

可能為國小學童從小受刻板的性別印象影響，多數研究顯示男生明顯高於女

生。但是，女生只要願意參與運動，即代表其接受比男生更多的社會支持，足

以支撐其發展運動潛能。 

表 4 不同性別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獨立樣本 t檢定摘要表 

因素別 
男（N=281） 女（N=251）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家人支持 3.57 0.98 3.51 0.97 0.68 

同學、朋友支持 3.21 1.17 2.88 1.32 3.09* 

老師支持 3.18 1.15 3.12 1.08 0.56 

整體社會支持 3.32 0.90 3.17 0.91 1.89 

*p＜.05  

（二）不同身體質量指數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差異比較 

由表5得知，不同身體質量指數在「整體社會支持」、「家人支持」、「同

學、朋友支持」以及「老師支持」各因素構面上均無顯著差異。 

表5 不同身體質量指數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差異表 

因  

素  

別 

過瘦1
 

(N=134) 

正常2
 

(N=227) 

過重3
 

(N=121) 

肥胖4
 

(N=50) 

 

F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家人支持 3.55 1.07 3.50 0.95 3.62 0.94 3.54 0.96 0.41 

同學朋友

支持 
3.01 1.17 2.97 1.20 3.23 1.47 3.13 1.12 1.19 

老師支持 3.27 1.18 3.12 1.08 3.12 1.15 3.04 1.05 0.76 

整體社會

支持 
3.28 0.95 3.20 0.87 3.32 0.97 3.24 0.83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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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身體活動量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差異比較 

    由表6得知，在「同學、朋友支持」、「老師支持」、「家人支持」以及「整 

體社會支持」達到顯著的差異，且「高活動量」顯著於「中活動量」及「低活

動量」。本研究與劉婉菁(2007)研究結果不同，推測原因可能是此篇研究對象為

國中學生，其自身對於社會支持各來源感受程度較少，其所知覺之身體活動量

並非受到社會支持之影響，因此，無法透過其社會支持各來源所感受結果進而

有效預測其身體活動量的產生。 

表6 不同身體活動量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差異表 

因 素 別 

低活動量1
 

(N=142) 

中活動量2
 

(N=253) 

高活動量3
 

(N=137) F 

LSD 

事後 

比較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同學、 

朋友支持 
2.72 1.45 3.06 1.12 3.40 1.18 10.84* 3＞2＞1 

老師支持 2.91 1.15 3.17 1.09 3.35 1.10 5.56* 
2,3＞

1 

家人支持 3.28 0.98 3.58 0.97 3.74 0.93 8.24* 
2,3＞

1 

整體 

社會支持 
2.97 1.00 3.27 0.84 3.50 0.85 12.42* 3＞2＞1 

*p＜.05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現況 

    整體社會支持的平均得分為3.52，達「正向積極」的社會支持。在不同的

因素構面上，依高低次序為「家人支持」、「老師支持」以及「同學、朋友支

持」，其平均得分為3.54、3.15、3.06。因為平均得分都過3，顯現出新北市光華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社會支持，大部分是屬於「正向積極」。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之差異情形 

    1.在不同性別方面，「同學、朋友支持」達到顯著差異，且「女童」顯著高

於「男童」。 

    2.在身體質量指數方面，在「家人支持」、「老師支持」及「同學、朋友

支持」各因素構面上，均未達顯著差異。 

  （三）不同身體活動量之新北市光華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社會支持之差異情形 

    在「同學、朋友支持」、「老師支持」、「家人支持」以及「整體社會支持」 

達到顯著的差異，且「高活動量」顯著高於「中活動量」及「低活動量」。 

二、建議    

  (一)對教育行政單位之建議 

    1.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健康的生活，希望學童能養成運動習慣並終身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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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從學校教育做起。例如：增加校內體育活動，致力拓展學童運動機會，運

用晨間時間及課間時間安排學童運動；規劃學年活動及班際競賽；鼓勵學童體

適能活動及體育認證制度等，以種種的活動增加學童運動的可能性，讓學童感

受到來自學校的支持，學習以積極體育態度來面對未來的人生。 

  (二)對家長的建議 

    1.在研究中得知「家人支持」乃是學童社會支持的最主要因素，為人父母

者應在身體活動的安排及設計多花些心思，以提高學童參與運動的意願，培養

及提高學童的運動興趣，強化其學習意願，讓學童接受充分的培育，有良好的

發展，養成運動習慣，進而健康快樂的成長。 

   (三)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本研究對象以就讀 100學年度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學童五、六年級為

主，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其他年級及其他地區。若能進一步增加取樣私立學校

及其他地區之國民小學學童，研究結果當具推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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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rt social 

support of 5th and 6th graders in Guang Hwa elementary school, to compare the 

impacts in background variation on social support and to compare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on social support of 5th and 6th graders in 

Guang Hwa elementary school. The object of study are 5th and 6th graders of 

Guang Hwa elementary school in school year of 2010. This study uses stratified 

ransom sampling and the self-made measurement table called “The Social Support 

of 5th and 6th graders of Guang Hwa elementary school” as research tool, getting of 

532 valid measurement tables. The collected data will be analyzed and presented in 

descriptive statistic analysis, T test, one-way ANOVA, LSD multiple comparisions 

to conduct the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 

1. The average of general social support is 3.25, it reaches middle-high level.  

2. In the field of different genders,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Classmate and 

Friend Support. The girls get more Classmate and Friend Support than boys. 

3. In the field of body mass index,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ll factors.  

4. In the field of the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classmate and friend support, family support, teachers’ support and gener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amount of high-physical activity is better than the amount of 

middle-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 amount of low-physical activity. 

Keywords: School Children, Social Support,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