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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以淡水區暑期游泳訓練班學員為對象，探討研究對象參與特

徵，以及課程滿意度現況；比較不同背景變項對課程滿意度的差異情形；探

究課程滿意度對再購意願的預測情形。透過量化為主、質化為輔的研究方法，

量化以自編問卷量表，於 2016年 7月 18日至 8月 26日採隨機抽樣方式調查，

有效問卷 391份，資料再以描述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異數分析、多元逐步

迴歸分析進行分析。質化以自編訪談題綱，於 8 月 26 日採合目標抽樣方式，

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結果發現：一、研究對象以距離教學場所 6-10分鐘、個

人獨自參與、9-11 歲的男性學員為主要特徵；二、滿意度整體評價為滿意，

各構面評價依序為教學成效與溝通、櫃檯人員品質、空氣水質與衛生、救生

人員品質、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請假補課與緊急鈴、招生宣傳與報名、費

用交通與停車；三、不同性別、參與身分、參與形式的學員在滿意度評價具

有顯著差異；四、「費用交通與停車」構面因素對再購意願影響力最大。結論：

師資與教學因素是過去影響再購意願的主要因素，然而於今日的社會經濟環

境之下，顧客考量報名費用成為影響其再購意願的主要因素。因此，建議建

立嚴謹的定價策略與策略性的優惠活動折扣；系統性優化師資與教學內容，

提供多樣化水域教學活動體驗，並增加家長溝通資訊傳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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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cus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urriculum 

satisfaction,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n curriculum satisfaction under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explored the prediction of repurchase intention via crricu-

lum satisfaction variable. Quantitative study was surveyed by Random Sampling.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survey the variables on July 18 to Au-

gust 26, 2016. The 39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 one-way ANOVA,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Qualitative 

study was surveyed by purposive sampling. A self-designed interview outlines 

was used for focus group interview on August 26. Results: The study were indi-

cated as: (1) Objects characteristics were 6-10 minutes from the teaching place, 

individual involved alone, and male student from 9-11 year old. (2) Overall satis-

faction evaluation was satisfaction, dimensions scored sort to teaching effective-

ness and communication, counter staff quality, water-air quality and sanitation, 

life-saving quality, curriculum system and shower environment, make up classes 

and emergency bell, publicity and registration, cost-distance and parking. (3) 

Customers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 identity of participation and participation 

form had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on satisfaction variable. (4) “Cost-distance and 

parking” dimension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the repurchase inten-

tion. Conclusion: Teacher and teaching dimension was the main factor which in-

fluenced repurchase intention in the past, however in today's socio-economic en-

vironment,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repurchase intention was registration fee. 

Therefore, the suggestions as following: (1) Establishing a rigorous pricing strat-

egy and strategic discounts. (2) Systematic optimizing teacher and teaching con-

tent, providing a variety of experiences on water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increas-

ing the communication time with parents. 

Keywords: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Focus Group Interview.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消費者的實際再購行為是企業、公司、主辦單位永續經營的關鍵因素，

亦是學界探究消費者再購行為傾向（inclination to repurchase）與存留行為 [實

際再次接受服務之確定性因素（affirmatory factors）] 的重要議題 (Colgate, 

Tong, Lee, & Farley, 2007; Oliver, 1980)。而過去涉及游泳訓練班學習動機 

（ learning motivation）、參與動機（ participative motivation）、滿意度

（satisfaction）、再購意願（repurchase intention）的研究主題，主要採取問卷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087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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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法（湯子葳、林靜萍，2013），並施以便利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

而調查之數據則以探索式因素分析（詹正豐、高三福，2004）、單因子變異數

分析（葉景谷，2012）、皮爾遜績差相關分析（徐茂洲，2010；董燊、葉炳煙，

2014），以及多元逐步回歸分析（林瑞敏、曾聖文，2013；鄭政宗，2009；賴

月霞、黃恆祥，2015）的統計分析技術，來建構消費者滿意度因素構面、分

析變項間因果關係，以及預測消費者的再購意願（黃泰盛，2014）。而過去研

究所進行的抽樣方法，僅能針對消費者的再購意願進行預測；與實際再購者

所考量再次消費的因素仍有誤差。Carr (1999) 亦指出顧客的購買意向與實際

購買行為仍有落差。因此，本研究特別透過合目標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 

的方式，針對實際再購者（曾參加過、今年重複報名）進行質性的訪談調查，

以了解實際再購者真正所考量、重視的關鍵因素為何。 

行銷學大師 Kotler 與 Keller (2012) 指出企業欲求於該產業中獲得長期

的成功，有賴於企業與顧客取得一個強而緊密的連結。反觀游泳訓練班教學

領域，欲求有效經營游泳訓練班，經營業者亦須了解顧客對於產品或服務的

滿意度情形（李蕙貞、陳美芳、陳仁精，2009）。因為，滿意度情形直接影響

顧客的消費行為意向，當顧客擁有正向的消費行為意向時，對業者的產品或

服務即產生正面的評價，顧客會提高再次購買的意願，不僅願意付出額外的

費用來購買產品或服務，還願意將產品與服務推薦給親朋好友，對業者而言

能夠保留現有顧客，亦可獲得免費的行銷管道（徐茂洲，2010；黃泰盛，2014）。

Reichheld 與 Sasser (1990) 更指出業者如果透過高評價的滿意度水準，進而

保留 5%的現有顧客，則可創造接近 100%的利潤收益。因此，顧客滿意度的

提高將可為業者省下成本、創造利潤，並建立良好口碑及業者強勢價格能力 

(Reichheld & Teal, 2001)。然而某些證據顯示顧客於品牌忠誠度水準已逐漸下

降，並關注於產品價格與產品品質的性價比，導致業者對於顧客購後的感受

情形日趨重視 (Muller, 1991)。顧客期望理論 (customer expectation theory) 亦

指出顧客滿意的形成乃是經由顧客於購買前對產品所下的態度，以及購買後

對產品所體驗的實質感受之相互關係  (Zeithaml, Berry, & Parasura-

man, 1993)。是故，業者若欲求成功的經營結果，則需致力於顧客滿意度的調

查，經由研究了解顧客對產品的知覺情形、需求、慾望，進而提出改善方案，

拉近產品品質與顧客需求的差距（gap），產生高度的滿意度評價，並提高顧

客再次購買產品的行為，創造永續經營的榮景 (Gerson, 1999)。 

臺灣屬於海島型國家，四面環海，暑假期間是全民進入游泳學習的旺季，

家長父母紛紛安排學童的游泳學習課程，渴望學童能夠在暑期游泳訓練班中

獲得適能提升、發育生長、氣喘改善、人際互動、正向情緒、泳技提升、水

域危險認知，更能夠符合「提升學生游泳能力」的國家重要教育政策（朱嘉

華，2008；洪國朕、陳瑞斌、高麗娟，2014；教育部，2009；葉為谷、張崇

人，2015；Tanaka et al., 1997; Wallace, 2006）。然而學員學得滿意，將產生再

http://search.proquest.com.ezproxy.lib.tku.edu.tw/indexinglinkhandler/sng/au/Carr,+Nicholas+G/$N?accountid=1423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Valarie_Zeitham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Leonard_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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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學習的行為，亦可持續提升學生游泳能力，不僅符合國家提升學生游泳能

力政策，更可降低學生溺斃的機率，因此，探討再購意願議題，對於提升學

生游泳能力、降低溺斃率與符合國家教育政策有其必要性。暑期游泳訓練班

過去研究背景變項的探討包括：性別、年齡、參與身分、參與形式，以及前

往路途時間等。其中發現以男性佔 51.7%至 56.7%，略高於女性 1.7至 6.7個

百分比（李蕙貞、陳美芳，2010；李蕙貞等，2009；陳明坤，2006；陳瑞辰、

陳逸政、李欣靜，2011；黃泰盛，2014；葉景谷，2012）。男性學員亦在滿意

度（場地設備、課程內容、教師教學、學習成果等因素）評價部分顯著性高

於女性學員（陳明坤，2006；黃泰盛，2014；賴月霞、黃恆祥，2015）；學員

年齡分布情形以 11歲以下為主，其中又以 10至 11歲的學童佔多數（李蕙貞、

陳美芳，2010；李蕙貞等，2009；陳瑞辰等，2011；黃泰盛，2014；葉景谷，

2012）。12 歲學童的學習滿意度、學習樂趣、學習情境之評價，亦顯著性高

於 11 歲的學童（楊孟華、侯堂盛，2013；賴月霞、黃恆祥，2015）；參與身

分則以學生或一般民眾佔多數（陳瑞辰等，2011；黃泰盛，2014）。此外，學

生對於服務品質與教學滿意度之評價，顯著性高於社會人士之評價（黃泰盛，

2014）；參與形式以個人或同學朋友同行參與佔多數（陳瑞辰等，2011；葉為

谷、張崇人，2015）。楊孟華與侯堂盛（2013）亦指出同儕間一同學習游泳，

會增加游泳學習的動機與樂趣；前往路途時間則以 10 分鐘至 20 分鐘為主要

通勤時間（許家榮，2002；陳瑞辰等，2011）。因此，上述五個變項乃為影響

學員感受課程滿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過去研究調查對象包括二類，第一類為學員，其年齡層多以 10歲以上作

為研究的抽樣對象，而滿意度變項的「教練教學」與「課程安排」因素為評

價最高的構面，顯示學員對於游泳教練的教學方法、人格特質、精神態度與

課程內容編排最為滿意（黃泰盛，2014；楊孟華、侯堂盛，2013；詹正豐、

高三福，2004；賴月霞、黃恆祥，2015）；另一類調查對象為學員家長，導因

於部分研究者為考量泳訓班學員的問卷填答文字理解能力，將抽樣對象設定

為學員家長，以求問卷填答的有效性，而結果發現學員家長評價最滿意的因

素構面為「教練教學與課程規劃」，顯示教練的教學態度、教學技巧、口語表

達、課程進度與課程內容安排，為學員家長最為滿意的部分（李蕙貞、陳美

芳，2010；李蕙貞等，2009；徐茂洲，2010；陳明坤，2005；陳瑞辰等，2011；

詹正豐、高三福，2004；賴姍姍、王克武，2004）。暑期泳訓班經營單位應同

時重視學員與學員家長的滿意度情形，可透過課程末段時間的水中遊戲提升

學員的學習樂趣，亦可透過課後教練與家長的溝通時間，解答家長課程疑惑

與滿足家長進度需求，以利學員樂於學習，家長鼓勵持續學習，進而產生學

員的再購意願（林保源，1997；侯堂盛、楊孟華，2014；黃泰盛，2014；楊

孟華、侯堂盛，2013）。 

當主流媒體持續宣傳學習游泳可讓孩童獲得健康、泳技、水域安全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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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學校測驗時，「社會需求」因素構面將對家長後續再購意願產生影響（陳明

坤，2005）；而滿意度變項中的「教學與課程」、「軟體設施」等因素構面對再

購意願具有影響，表示教學場域中的教練為主要影響再購意願的關鍵，例如

教練對於課程內容的掌控程度、教學器材的運用情形、教學技巧的指導情形，

以及師生的溝通解惑能力是影響學員再購意願的主要因素（李蕙貞、陳美芳，

2010；陳瑞辰、陳逸政、李欣靜，2011）。黃泰盛（2014）亦指出師資課程優

良是學員選擇報名參加的主要考量因素，而教學品質亦對再購意願具有影響

力；此外，教學場地的水質清潔度、課程報名費用、教學安全與行政服務等

因素，亦是學員家長報名泳訓班的考量因素（李蕙貞、陳美芳、陳仁精，2009；

鄭順璁，2001）。因此，在人員面向、場地面向與行銷面向，對於學員的再購

意願具有影響力。 

過去暑期泳訓班相關研究以量化的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未曾透

過質性的訪談調查法來進行研究（黃泰盛，2014）。暑期游泳訓練班若能夠輔

以質性訪談學員家長的研究方式，則更可有效地了解學員之滿意度感受情

形，提供與協助經營單位研擬提升學員滿意度之方案（陳瑞辰等，2011；陳

瑞辰，2018）；此外，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更可以測量消費者對於服務或產品的

滿意程度（王文科、王智弘，1999）。因此，本研究有別於過去的研究對象與

方法。對象部分針對學員（學員年齡 18 歲以上）以及學員家長（學員年齡

17歲以下）進行調查，以求獲得更有效度的調查結果；量表形成部分，本研

究透過多位專家的焦點團體訪談來形成量表的結構，以求調查面向更具效

力；研究方法部分，透過量（問卷調查）為主、質（焦點團體訪談）為輔的

方式，來獲得兼具廣度與深度的研究結果，以求研究結果能夠反應現階段游

泳訓練班學員再購意願最主要的考量因素，並提供業者做為經營與管理的因

應之道。 

二、研究目的 

依據以上論述，本研究之具體目的為： 

（一）瞭解淡水地區游泳訓練班學員的背景分布情形。 

（二）瞭解淡水地區游泳訓練班學員對課程滿意度的評價情形。 

（三）比較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之游泳訓練班學員對課程滿意度的差異情形。 

（四）探討淡水地區游泳訓練班學員課程滿意度對再購意願的預測情形。 

（五）透過質性訪談調查與量化量表調查，二者交叉分析與討論，以探討淡

水地區游泳訓練班學員的課程滿意度與再購意願情形。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採隨機抽樣法，針對參加新北市淡水國民運動中心暑期游泳夏

令營，以及淡江大學暑期游泳訓練班的學員（學員年齡 18歲以上）與學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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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學員年齡 17 歲以下），進行問卷調查。預試期間為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7月 16日（第一期），母群體人數為 347，透過線上亂數產生器產生抽樣號碼，

共發出 14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128份問卷，有效樣本率為 91%，資料以

效度分析（項目分析、探索式因素分析）、信度分析（Cronbach’s α），預試量

表皆達到良好信效度。正式問卷於 2016 年 7 月 25 日至 29 日（第二期）、8

月 8 日至 12 日（第三期）、8 月 22 日至 26 日（第四期）進行調查，第二至

第四期母群體人數分別為 373、350、230，各期皆由線上亂數產生器產生抽

樣號碼，第二至第四期各發出 150 份問卷，共發出 450 份問卷，回收問卷加

以編碼，並刪除明顯反應心向（response sets）之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391 份，

有效樣本率為 87%；焦點團體訪談於 2016年 8月 26日進行，研究對象採焦

點團體訪談適用的合目標抽樣（Purposive sampling）進行樣本的選取（王文

科、王智弘，1999），依據樣本消費特性包括續報、退費、換班、請假、投訴

等五類，因此，為求訪談對象具備代表性特質，從上述五類特性的消費者，

每一特性選取一位樣本，共計五位家長參與訪談。 

二、研究工具 

 Kim, Bae and Lee (2016) 透過理論的探討以及訪談（受訪者針對健身中

心，各種硬體設施的重要性情形進行描述，形成滿意度範圍），形成滿意度量

表。王文科、王智弘（1999）亦指出焦點團體訪談有助於問卷、量表的發展。

因此，本研究滿意度量表以顧客期望理論（customer expectation theory）做為

理論基礎 (Zeithaml et al., 1993)，再購意願量表以重複購買、推薦他人購買為

構面基礎 (Kotler & Keller, 2012)，並參考詹正豐、高三福（2004），陳瑞辰等

（2011），以及陳瑞辰、陳逸政、李俞麟（2014）等研究，形成游泳訓練班學

員滿意度與再購意願之量表與 52個題項（人口統計變項包括 8題項、滿意度

量表包括 42 題項、再購意願量表包括 2 題項），再透過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

（訪談成員包括 8位游泳教練、1位救生人員與 1位櫃台行政人員），針對調

查量表的構面與題項進行半結構式的討論。訪談主要內容，請受訪者以自身

工作、職務內容、學員需求等立場，以游泳訓練班學員滿意度與再購意願調

查問卷為基礎，提出游泳訓練班調查問卷應含括的調查內容。訪談過程中廣

納正向與負向建議，藉以刪除、增加與修飾調查題項。訪談過程中受訪者認

為調查家長性別、年齡與本研究的目的較無相關，此外，家長月收入部分屬

於個人高度隱私性問題，並涉及個人自尊，因此，將家長性別、年齡與月收

入等三題刪除；在滿意度量表部分主要討論救生人員和櫃檯人員的專業性、

人員數量等題項，受訪者認為已調查救生人員和櫃檯人員的工作態度、及時

提供救生與行政需求等題項，應已涉及專業性、人員數量的內涵，因此，將

救生人員和櫃檯人員的專業性、人員數量等四題刪除。形成淡水地區暑期游

泳訓練班課程滿意度與再購意願預試量表，預試量表經項目分析、因素分析

與信度分析，皆達到良好信效度水準，無須刪除題項，最後形成正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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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量表題目數經篩選後：「滿意度」量表共 38題。量表再經項目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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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意度總量表萃取出 8 個因素，累積解釋變異量 65.08%），以及信度分析（整

體課程滿意度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5；教學成效與溝通構面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1；招生宣傳與報名構面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7；救生人員品

質構面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83；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構面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7；請假補課與緊急鈴構面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5；空氣水質與

衛生構面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2；櫃檯人員品質構面的 Cronbach’s α 係數

為 .80；費用交通與停車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7。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各因素之係數介於 .75 ~ .91之間）。「再購意願」量表共 2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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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滿意（同意）」、「無意見」、「不滿意（同

意）」、「非常不滿意（同意）」分別 5、4、3、2、1 分。其得分愈高，表示滿

意度愈高，反之愈低。 

質性研究是透過半結構式焦點團體訪談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訪談題綱係參

考游泳訓練班相關研究，題綱內容包括：（一）請問您對於游泳教學的感受情

形，請針對任何感受情形，例如器材、安全、進度、態度、溝通、成效、教

法等面向，進行討論；（二）請問您對於櫃檯人員的感受情形；（三）請問您

對於救生人員的感受情形；（四）請問您對於硬體設施的感受情形，例如水質、

泳池、浴廁、休息區等面向，進行討論；（五）請問您對於課程制度的感受情

形，例如時段、時間、人數、請假、補課等面向，進行討論；（六）請問您對

於報名程序的感受情形；（七）請問您對於課程費用的感受情形；（八）請問

您對於停車便利的感受情形；（九）請問您對於招生宣傳的感受情形。訪談過

程中請受訪者依據自我真實的感受，自由地提出游泳訓練班的缺失或應改善

的面向。訪談題綱信、效度部分，首先將訪談題綱送請熟諳游泳訓練班滿意

度議題之專家學者檢視，並依據其所提供之建議進行修正，以符合題綱的專

家效度。再將訪談結果交由三位編碼員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形成

各種資訊單位與類目，同時以肯德爾和諧係數 (Kendall’s coefficient of con-

cordance) 進行研究者間信度考驗，所得之信度係數為 .86，表示具有良好信

度。 

三、資料處理 

（一）量化部分 

   1.採用 PASW 18.0 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以 α ＝ .05 為顯著水準進

行統計考驗。 

   2.次數、百分比及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分析學生之背景特性與

課程滿意度的分佈情形。 

   3.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異數分析：檢定不同背景變項的學員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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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各因素中的差異情形。 

   4.多元逐步迴歸分析：解釋課程滿意度對再購意願之預測情形。 

（二）質化部分 

  1.將訪談錄音作成記錄。 

  2.將記錄內容形成各種資訊單位。 

  3.將資訊單位歸類。 

  4.將歸類後的資訊單位進行研究者間信度考驗。 

  5.將資訊單位進行分析 

參、結果 

一、研究對象背景資料 

本研究有效樣本如表 1 所示，受調查對象男性有 206 人、女性 185 人；

年齡介於 9歲-11歲為多數，其次為 6歲-8歲，再者為 18 歲以上；參與身分

以一般民眾為多數；參與形式以個人獨自參與多數，其次為與朋友一同參與；

至泳池所花費的路途時間以 6-10分鐘為多數，其次為 11-15分鐘。 

 

表 1 

有效樣本背景變項次數分配表 

變項 類別 
N = 391人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06 52.7 

女 185 47.3 

年齡 

3歲-5歲  10  2.6 

6歲-8歲  98 25.1 

9歲-11歲 141 36.1 

12歲-14歲  49 12.5 

15歲-17歲  22  5.6 

18歲以上  71 18.1 

參與身分 

教職員子女  50 12.8 

一般民眾 335 85.7 

其他  6  1.5 

參與形式 

個人獨自參與 176 45.0 

與朋友一同參與 136 34.8 

由安親班報名參與  32  8.2 

與兄弟姊妹一同參與  47 12.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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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類別 
N = 391人 

人數 百分比 

至泳池所花費的

路途時間 

5分鐘以下  65 16.6 

6-10分鐘 148 37.9 

11-15分鐘  74 18.9 

16-20分鐘  48 12.3 

21-25分鐘  18  4.6 

26-30分鐘  20  5.1 

31分鐘以上  18  4.6 

 

二、課程滿意度現況分析 

課程滿意度現況分析如表 2 所示，整體平均數為 4.22，表示學員對課程

整體滿意度呈現滿意的評價水準；各構面的滿意度依序為「教學成效與溝

通」、「櫃檯人員品質」、「空氣水質與衛生」、「救生人員品質」、「課程制度與

盥洗環境」、「請假補課與緊急鈴」、「招生宣傳與報名」以及「費用交通與停

車」。 

 

表 2 

課程滿意度評估排序表 

構面 題目 構面 
平均

數 

標準

差 

排

序 

教學成效與溝通 

教學器材的運用情形 

4.41 

4.49  .64 1 

教練的教學態度情形 4.46  .68 2 

教學成效情形 4.46  .74 3 

教學進度適用情形 4.45  .65 4 

教學時的學生安全情形 4.43  .70 5 

教學空間適用度情形 4.43  .70 6 

教練人員辨識度情形 4.43  .73 7 

樂趣化教學情形 4.41  .76 8 

教學時間運用情形 4.41  .69 9 

教練與學生間的溝通與互動 4.39  .70 10 

開課天數（十天）的合適情形 4.31  .69 11 

教練與家長間的溝通與互動 4.21  .85 12 

櫃檯人員品質 

櫃檯人員可及時解決我的需求 

4.39 

4.41  .72 1 

櫃檯人員的衣著整齊情形 4.41  .71 2 

櫃檯人員的工作態度 4.36  .72 3 

（續下頁）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第十六卷 第三期 1-31頁 民國一○八年九月  DOI:10.6214/JSRM.201909_16(3).0001 

Journal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2019, Vol. 16, No. 3, 1-31    ISSN：1815-4093 

10 

構面 題目 構面 
平均

數 

標準

差 

排

序 

空氣水質與衛生 

泳池空氣品質情形 

4.30 

4.38  .64 1 

游泳動線規劃情形 4.38  .67 2 

泳池水質品質情形 4.34  .76 3 

課程環境衛生情形 4.28  .73 4 

家長休息區舒適情形 4.12  .79 5 

救生人員品質 

救生人員可及時提供救生上的

協助 
4.28 

4.30  .70 1 

救生人員的衣著整齊情形 4.30  .77 2 

救生人員的工作態度 4.25  .74 3 

課程制度與盥洗

環境 

游泳置物櫃設施情形 

4.18 

4.27  .76 1 

課程時間(80 分鐘)的合適情形 4.24  .73 2 

課 程 時 段 (8:30-9:50, 

10:10-11:30, 13:30-14:50, 

15:10-16:30)的合適情形 

4.22  .70 3 

泳池淋浴更衣設施情形 4.13  .83 4 

課程學生人數的數量情形 4.06  .84 5 

請假補課與緊急

鈴 

課程請假處理情形 

4.16 

4.18  .80 1 

家長緊急按鈕適用情形 4.17  .81 2 

課程補課處理情形 4.16  .79 3 

招生宣傳與報名 

報名程序情形 

4.01 

4.19  .74 1 

泳訓班的招生 DM 情形 3.97  .88 2 

泳訓班的招生網路廣告情形 3.94  .87 3 

泳訓班的招生平面廣告情形 3.93  .88 4 

費用交通與停車 

前往的交通便利情形 

3.99 

4.06  .85 1 

課程費用情形 4.01  .84 2 

停車便利情形 3.92 1.03 3 

整體  4.22    

 

三、不同背景變項對課程滿意度之差異分析 

（一）不同性別對課程滿意度之差異分析 

    經由調查結果發現不同性別對「教學成效與溝通」、「招生宣傳與報名」、

「救生人員品質」、「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空氣水質與衛生」、「櫃檯人員

品質」、以及「費用交通與停車」等因素之 t 考驗具有顯著差異存在（如表 3）。

而男性的學員在「教學成效與溝通」、「招生宣傳與報名」、「救生人員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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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空氣水質與衛生」、「櫃檯人員品質」、以及「費用

交通與停車」等因素之評價顯著高於女性的學員。 

 

表 3 

不同性別對課程滿意度之 t考驗分析摘要表 

構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誤 t值 

教學成效與溝通 
男 4.45 0.03 

2.16* 
女 4.34 0.03 

招生宣傳與報名 
男 4.09 0.05 

2.39* 
女 3.91 0.05 

救生人員品質 
男 4.36 0.04 

2.71* 
女 4.18 0.04 

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 
男 4.25 0.03 

2.60* 
女 4.10 0.04 

請假補課與緊急鈴 
男 4.20 0.04 

1.13* 
女 4.12 0.04 

空氣水質與衛生 
男 4.35 0.03 

1.97* 
女 4.24 0.04 

櫃檯人員品質 
男 4.46 0.03 

2.48* 
女 4.31 0.04 

費用交通與停車 
男 4.10 0.05 

2.89* 
女 3.88 0.05 

*p < .05 

 

（二）不同參與身分對課程滿意度之差異分析 

    經由調查結果發現不同參與身分對「招生宣傳與報名」、「課程制度與盥

洗環境」、以及「費用交通與停車」等因素之變異數分析具有顯著差異存在（如

表 4）。經事後比較發現，教職員子女的學員在「招生宣傳與報名」、「課程制

度與盥洗環境」、以及「費用交通與停車」等因素之評價顯著高於一般民眾的

學員。此外，教職員子女的學員在「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因素之評價顯著

高於其他的學員。 

 

表 4 

不同參與身分對課程滿意度變異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誤 F值 事後比較 

教學成效與溝通 

教職員子女(a) 4.56 0.06 

2.96  一般民眾(b) 4.38 0.02 

其他(c) 4.37 0.1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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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誤 F值 事後比較 

招生宣傳與報名 

教職員子女(a) 4.25 0.10 

3.93* a>b 一般民眾(b) 3.97 0.03 

其他(c) 3.66 0.25 

救生人員品質 

教職員子女(a) 4.36 0.10 

0.61  一般民眾(b) 4.27 0.03 

其他(c) 4.11 0.18 

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 

教職員子女(a) 4.39 0.06 

5.47* a>b,c 一般民眾(b) 4.15 0.03 

其他(c) 3.80 0.19 

請假補課與緊急鈴 

教職員子女(a) 4.22 0.09 

2.79  一般民眾(b) 4.17 0.03 

其他(c) 3.55 0.14 

空氣水質與衛生 

教職員子女(a) 4.35 0.06 

0.96  一般民眾(b) 4.29 0.03 

其他(c) 4.03 0.23 

櫃檯人員品質 

教職員子女(a) 4.50 0.06 

1.59  一般民眾(b) 4.38 0.03 

其他(c) 4.11 0.18 

費用交通與停車 

教職員子女(a) 4.34 0.07 

6.85* a>b 一般民眾(b) 3.95 0.04 

其他(c) 3.61 0.21 

*p < .05 

 

（三）不同參與形式對課程滿意度之差異分析 

    經由調查結果發現不同參與形式對「教學成效與溝通」、「救生人員品

質」、「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空氣水質與衛生」、以及「費用交通與停車」

等因素之變異數分析具有顯著差異存在（如表 5）。經事後比較發現，與兄弟

姊妹一同參與游泳班的學員在「教學成效與溝通」、「救生人員品質」、「課程

制度與盥洗環境」以及「費用交通與停車」等因素之評價顯著高於與朋友一

同參與的學員；與兄弟姊妹一同參與的學員在「教學成效與溝通」、以及「課

程制度與盥洗環境」等因素之評價顯著高於由安親班報名參與的學員；個人

獨自參與游泳班的學員在「教學成效與溝通」、以及「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

等因素之評價顯著高於由安親班報名參與的學員；個人獨自參與游泳班的學

員在「救生人員品質」、以及「空氣水質與衛生」等因素之評價顯著高於與朋

友一同參與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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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不同參與形式對課程滿意度變異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誤 F值 事後比較 

教學成效

與溝通 

個人獨自參與(a) 4.44 0.03 

7.28* 
a > c 

d > b, c 

與朋友一同參與(b) 4.33 0.04 

由安親班報名參與(c) 4.16 0.05 

與兄弟姊妹一同參與(d) 4.64 0.06 

招生宣傳

與報名 

個人獨自參與(a) 4.00 0.05 

0.92 
 

 

與朋友一同參與(b) 3.94 0.06 

由安親班報名參與(c) 4.15 0.09 

與兄弟姊妹一同參與(d) 4.07 0.12 

救生人員

品質 

個人獨自參與(a) 4.32 0.04 

6.27* a, d > b 
與朋友一同參與(b) 4.12 0.05 

由安親班報名參與(c) 4.34 0.09 

與兄弟姊妹一同參與(d) 4.55 0.10 

課程制度

與盥洗環

境 

個人獨自參與(a) 4.23 0.04 

7.49* 
a > c 

d > b, c 

與朋友一同參與(b) 4.09 0.04 

由安親班報名參與(c) 3.90 0.08 

與兄弟姊妹一同參與(d) 4.41 0.07 

請假補課

與緊急鈴 

個人獨自參與(a) 4.26 0.05 

2.18  
與朋友一同參與(b) 4.08 0.05 

由安親班報名參與(c) 4.15 0.09 

與兄弟姊妹一同參與(d) 4.09 0.10 

空氣水質

與衛生 

個人獨自參與(a) 4.37 0.04 

4.33* a > b 
與朋友一同參與(b) 4.18 0.04 

由安親班報名參與(c) 4.19 0.07 

與兄弟姊妹一同參與(d) 4.42 0.08 

櫃檯人員

品質 

個人獨自參與(a) 4.41 0.04 

1.18  
與朋友一同參與(b) 4.34 0.05 

由安親班報名參與(c) 4.29 0.10 

與兄弟姊妹一同參與(d) 4.51 0.11 

費用交通

與停車 

個人獨自參與(a) 4.05 0.05 

4.29* d > b 
與朋友一同參與(b) 3.85 0.06 

由安親班報名參與(c) 3.89 0.14 

與兄弟姊妹一同參與(d) 4.27 0.09 

*p < .05 

 

四、課程滿意度對再購意願預測程度分析 

研究階段三亦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探討課程滿意度對再購意願之預測效

果。在步驟 1，「費用交通與停車」進入模式中 (R2 = 0.16, F(1, 389) = 77.56, p 

< .05)；在步驟 2，「教學成效與溝通」進入模式中 (ΔR2 = 0.04, F(1, 388) =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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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5)；在步驟 3，「請假補課與緊急鈴」進入模式中 (ΔR2 = 0.01, F(1, 387) = 

5.75, p < .05)；在步驟 4，「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進入模式中 (ΔR2 = 0.01, F(1, 

386) = 6.31, p < .05)。在這四個步驟結束後，其他課程滿意度因素構面對於預

測再購意願並未達顯著，而進入模式的上述課程滿意度因素構面對於解釋再

購意願的變異量達 23%，步驟 4的結果為最終的預測模式（如表 6）。而在本

研究的最終預測模式中，各個自變項的變異膨脹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皆小於 10， 確認應無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 之問題 (Montgomery, 

Peck, & Vining, 2006)。進一步檢視各自變項發現，「費用交通與停車」 (β = .26, 

t = 4.58, p = .000) 、「教學成效與溝通」 (β = .21, t = 3.55, p = .000)、「請假補

課與緊急鈴」 (β = -0.14, t = -2.79, p = .005) 與「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 (β 

= .16, t = 2.51, p = .012) 皆為再購意願的顯著預測因子（如表 7）。 

 

表 6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過程摘要表 

步

驟 
自變數 R R2 

Adj. 

R2 
ΔR2 ΔF df1 df2 

Δsig. 

F 

1 費用交通與停車 0.40 0.16 0.16 0.16 77.56* 1 389 .000 

2 費用交通與停車 0.46 0.21 0.21 0.04 24.10* 1 388 .000 

 教學成效與溝通         

3 費用交通與停車 0.47 0.22 0.22 0.01 5.75* 1 387 .017 

 教學成效與溝通         

 請假補課與緊急鈴         

4 費用交通與停車 0.48 0.23 0.23 0.01 6.31* 1 386 .012 

 教學成效與溝通         

 請假補課與緊急鈴         

 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         

*p < .05 

 

表 7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摘要表 

自變數 B SE Β T p VIF 

費用交通與停車 -0.27 0.06 -0.26 -4.58* .000 1.67 

教學成效與溝通 -0.33 0.09 -0.21 -3.55* .000 1.83 

請假補課與緊急鈴 -0.17 0.06 -0.14 -2.79* .005 1.35 

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 -0.24 0.09 -0.16 -2.51* .012 2.27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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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焦點團體訪談結果 

    經由焦點團體訪談結果的整理與歸類，將各資訊單位歸類出二十個類

目，分別為教學器材、教學態度、教學成效、教學進度、教學安全、教學樂

趣、互動溝通、櫃台人員、空氣水質、救生人員、課程制度、盥洗環境、請

假補課、招生宣傳、報名、費用、停車、性別差異、參與差異、再購意願等

類目。各類目資訊單位請見表 8。 

 

表8 

焦點團體討論會綜整結果 

類目 資訊單位 

教學器材 技巧幫助、學習階段、變化多樣 

教學態度 專業性、嚴厲性、親切性、耐心性、鼓勵性、認真性、細心性 

教學成效 技能提升、明顯進步、獲得成就、成效不彰 

教學進度 銜接不足、等待過長、加快進度、紮實規劃、差異化進度 

教學安全 規範安全、行為要求、制止危險、教練增加 

教學樂趣 遊戲增加、提升興趣、音樂變化 

互動溝通 師生讚美、建立觀念、親師說明、親師溝通 

櫃台人員 態度佳、處理得當、接納意見 

空氣水質 水溫低、氯氣重、悶熱感、通風循環、環境改善、臭氧殺菌 

救生人員 專注用心、提升關愛 

課程制度 班級人數、增加教練、家長觀課、課程時間、課後點心、專車接

送、單週課程、成人班、菁英班、平日班、周末班、寒訓班、一

對一課程 

盥洗環境 脫水機、電風扇、淋浴拉門、打掃時間 

請假補課 請假機制、補課機制、退費機制、颱風補課、優惠適用 

招生宣傳 資訊公布、更新資訊、書面宣傳、網路宣傳 

報名 簡訊通知、Email通知、網路報名、匯款繳費、報名規定 

費用 舊生優惠、多期優惠、血親優惠 

停車 汽車停放、機車停放 

性別差異 吹風機、洗澡間、生理期 

參與差異 自信心、同學互動、兄弟分工、同一班級 

再購意願 技能成就、進階課程、收入開銷、整體服務 

肆、討論 

一、游泳訓練班參與情形探討 

 2016 年 7 月新北市淡水區總人口數為 164,129，其中男性佔 48%、女性

佔 52%，男女人口數接近相等（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016）。而本研

究發現 2016 年淡水地區暑期游泳訓練班參與學員的性別比例分別為男性佔

52.7%、女性佔 47.3%。與陳明坤（2006）調查游泳課程滿意度研究對象的男

性佔 53.4％、女性佔 46.6％相類似。與李蕙貞等（2009）調查雲林縣斗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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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訓練班之男性佔 56.7%、女性佔 43.3%相類似。與李蕙貞、陳美芳（2010）

調查雲林縣斗六市游泳訓練班之男性佔 56.7%、女性佔 43.3%相類似。與陳

瑞辰等（2011）調查淡江大學游泳訓練班之男性佔 54%、女性佔 46%相類似。

與葉景谷（2012）調查台南市文賢 Spa 游泳池暑期游泳班之男性學童佔

51.7%、女性佔 48.3%相類似。與黃泰盛（2014）調查暑期游泳班教學滿意度

對學習成效之男性學員佔 52.0%、女性學員佔 48.0%相類似。從各研究結果

可看出男性學員比例略高於女性學員比例，約多出 2%至 6%。顯示現今少子

化並講求兩性平權的年代，兩性學童學習游泳的機會趨近相等。 

    經由表1發現淡水地區暑期游泳訓練班學員年齡層以6歲至8歲 (25.1%) 

以及 9歲至 11歲 (36.1%) 居多。結果與黃泰盛（2014）（6歲至 11歲學員佔

53.7%）、葉景谷（2012）（11歲至 12歲學員佔 41.4%）、陳瑞辰等（2011）（12

歲以下學員佔 90%）、李蕙貞、陳美芳（2010）（8 歲至 10 歲學員佔 56.7%）、

李蕙貞等（2009）（8歲佔 15%、9歲佔 16.7%、10歲佔 25%）的研究結果相

類似。本研究學員分布情形符合學者劉兆達、林德隆、陳和睦（2005）所指

出未來推動游泳計畫時，應以國民小學三、四年級的學生為主要推廣對象。

陳秀華（2004）亦指出國小五、六年級學生為最適合學習游泳的年齡，宜優

先加強學習，對未來國、高中的游泳學習內容將有所助益。此外，學童進入

13歲以上階段，將因課業壓力與時間的增加，而造成無法持續參與游泳訓練

班的情形（張振國，2008）。再者，根據文獻資料及相關研究記載，由於胎兒

在成長期間以具有良好親水能力，習泳年齡應越早越好，研究亦證實游泳啟

蒙年齡越小，學習動機與興趣越強，因此，建議相關單位應將習泳年齡層向

下延伸至國小三年級（賴月霞、黃恆祥，2015）。此外，Anderson and Rodriguez 

(2014) 探討學習準備期與學習敏感期等相關文獻，再透過研究模式結果的發

現，最合適學習正式游泳課程的年齡層介於 5 歲至 7 歲，因為，經由研究過

程中發現，年紀越小學習游泳課程，則越早達到各游泳等級能力分級。因此，

經由相關文獻發現，淡水地區暑期游泳訓練班的學員年齡層分布情形，符合

今日學者所提出的最合適學習游泳之年齡層階段，再者，游泳教學單位更需

持續推廣最適游泳學習年齡，來幫助各學童的游泳學習能力。 

  淡水地區暑期游泳訓練班學員參與身分以一般民眾佔 (85.7%) 多數，教

職員子女僅佔 12.8%。黃泰盛（2014）調查暑期游泳班學員參與身分，則發

現社會人士佔 11.7%、學生身分佔 88.3%。此外，陳瑞辰等（2011）調查淡

江大學暑期游泳訓練班，發現一般民眾佔 70%、教職員子女佔 30%。從調查

數據發現擴大研究對象調查範圍時，一般民眾參與暑期游泳訓練班的比例將

提高（從 70%提高至 85.7%），顯示一般民眾於暑期時間有學習游泳的需求。 

    淡水地區暑期游泳訓練班學員參與形式以個人獨自參與佔  (45%) 多

數，其次為與朋友一同參與佔 34.8%，與兄弟姊妹一同參與僅佔 12%。調查

結果與陳瑞辰等（2011）個人參與佔 53%、與朋友共同參與佔 30%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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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為谷、張崇人（2015）則發現前往游泳學習的同伴以「同學、朋友」居多。

經由調查結果顯示少子化的社會，學員參與形式仍以個人獨自參與或與朋友

一同參與居多，而與親人一同參與則佔少數，因此，未來簡章可增加二人同

行的優惠促銷活動（陳瑞辰等，2011）；或可實施直系血親一同報名享有優惠

的促銷策略（陳瑞辰，2018）；亦可搭配現有學員推薦親友報名參加，享有折

扣費用活動。 

    淡水地區暑期游泳訓練班學員前往路途時間以 6-10 分鐘佔 (37.9%) 多

數，其次為 11-15 分鐘 (18.9%) 與 5 分鐘以下 (16.6%)。結果與陳瑞辰等

（2011）調查主要路途時間 10 分鐘 (78%)，並以 10 分鐘路程為主要行銷範

圍相類似。許家榮（2002）則發現主要路途時間為 20分鐘。林國瑞、江澤群、

李一聖、楊靜芳（2000）指出教學場地之周邊居民是潛在學員主要來源。此

外，學員選擇報名的考量因素，以離家近為第二優先考量的選項（黃泰盛，

2014）。再者，若花費路途時間超過 30 分鐘，則多數學員不會至該教學中心

消費（許家榮，2002）。因此，根據調查之結果未來目標學員群，應以路程時

間 15分鐘以內為主要行銷招生之區域範圍。 

二、課程滿意度探討 

 淡水地區暑期游泳訓練班的學員對課程整體評價為滿意的水準，而「教

學成效與溝通」構面因素的評價於各構面中呈現最高的評價水準 (4.41)。與

賴姍姍、王克武（2004）、陳明坤（2006）、李蕙貞等（2009）、李蕙貞、陳美

芳（2010）、楊孟華、侯堂盛（2013）教師教學構面評價最高的研究結果類似。

暑期游泳訓練班的學員滿意度，對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性（黃泰盛，2014）。

而影響教學成敗與學習效果的核心人物為游泳教練，因此，成功游泳訓練班

的經營單位，需要系統性（職前訓練、在職訓練、水中教學訓練、泳技訓練、

認知訓練、態度訓練、每日教學會議）培育教學師資，並妥善規劃各層級教

學課程內容、灌輸水上救生能力、研討創新教學內容、定期訓練與考核，藉

此養成游泳教練專業知能與涵養，提高學員滿意度，並保持良好教學成效（李

蕙貞等，2009；洪國朕等，2014；徐茂洲，2010；張振國，2008）。訪談結果

亦發現教練具備專業知能時學員的反應為：「教練們都很親切、認真教學，謝

謝教練耐心與細心的指導，特感謝教練用心的指導，孩子非常喜歡所有課程」

（訪談）。 

    「教學成效與溝通」構面中，評價最高的題項為教學器材的運用情形 

(4.49)。當教練瞭解器材的特性，並能夠系統性地運用教材，例如浮板與救生

器材的數量、使用方式與使用便利性，將能提升游泳教學的效能（楊孟華、

侯堂盛，2013）。Parker, Blanksby and Quek (1999) 透過每天 40分鐘共計 10

天的捷泳教學實驗發現，捷泳教學透過踢水浮板的使用，效果大於使用多樣

化助浮器的教學效果，其原因在於多樣化助浮器的教學失去實際獨立（無助

浮器）游泳時的真實情境，因此阻礙了實際游泳的狀態。此外，Brock, Buch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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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tie, Russell and Blount (2014) 透過每次 45分鐘，每周三次，進行三周的 9

次夏季游泳教學課程發現，非裔美國學童（4-12歲）怕水的原因在於教學區

域的深度，當學童因深度過深而無法觸及池底時，他們會害怕溺水而降低游

泳學習成效。當泳池增加游泳教學輔助臺，教練以降低水位方式，協助學員

克服水深的恐懼，並讓學童在最佳的安全環境之中進行學習，則可以提高學

童自我的游泳信心，亦可降低溺水意外的可能性（吳永祿，1996；洪國朕等，

2014；Brock, Buchanan, Hastie, Russell, & Blount, 2014）。透過訪談亦發現：「游

泳輔助教學器材對孩子有學習上的幫助，能夠讓孩子更容易掌握游泳的要領」

（訪談）。因此，教學器材運用得當，對於學員的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具有

正向影響性。 

    「教學成效與溝通」構面中，評價次高的題項為教練的教學態度 (4.46)，

以及教學成效 (4.46)。游泳教練要有高度的耐心與愛心，時常保持微笑，善

用正面讚賞的口吻指導學生，避免使用負面責備的口氣教導學生（洪國朕等，

2014）。此外，為提高教學成效，教練應精進教學方法與內容，例如以仰泳優

先教學，或捨棄原地式韻律呼吸，改以移動式韻律呼吸教學，更能提升學童

的換氣次數與游泳距離，當其獲得學習成就感，則更喜歡游泳課程的活動內

容安排（許富淑，2013；楊孟華、侯堂盛，2013；鄭麗美、陳念青、武為瓊，

2005）。訪談亦發現：「游泳教練的態度很棒，尤其對程度落後的學生多採鼓

勵的教學方式，學得滿意；經過十天課程，孩子的技能熟練度能夠明顯發現

有進步，謝謝教練的指導」（訪談）。因此，教練良好的教學態度與教學成效

對於學員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性。 

    「教學成效與溝通」構面中，評價第四的題項為教學進度適用情形 

(4.45)。有效的教學進度源自於教學系統初始分班的完整性，透過能力分班的

方式，將不同能力的學員允以分班，以符合不同能力的需求，若未進行有效

分班，將無法引起能力較高學員之學習動機，易使能力較低學員感受學習的

無助感，而失去最佳學習安排的機會（林國瑞、江澤群、李一聖、楊靜芳，

2000；洪國朕等，2014；陳明坤，2006）。此外，教學制度採以固定班級教練

方式進行教學，更可系統性地執行教學進度與完整銜接課程，讓學員獲得更

有意義的學習內容（黃泰盛，2014）。透過訪談亦發現：「希望讓應屆畢業教

練可以再回來教學，讓學員的學習內容承接得更加完整」（訪談）。教練若於

課程時間與教學內容編排不當，例如透過競爭方式，將班級內學員進行高低

之分，則會降低學員的學習興趣，使學員產生高度的學習壓力與挫折感，進

而影響學員的學習進度（楊孟華、侯堂盛，2013）。透過訪談亦發現：「部分

學生花太多時間在等待，盼教練能妥善分配時間運用，將教學時間紮實規劃，

教學進度明確進行，讓學生多點時間練習，尤其針對技能較優的學生，希望

能夠安排適合他的進度」（訪談）。再者，Parvinpour and  Balali (2016) 將 20

位 7-10歲的學員分成二組，一組採合作學習進度（組內學員輪流當教練，並

http://search.proquest.com.ezproxy.lib.tku.edu.tw/indexinglinkhandler/sng/au/Parvinpour,+S+H/$N?accountid=14237
http://search.proquest.com.ezproxy.lib.tku.edu.tw/indexinglinkhandler/sng/au/Balali,+M/$N?accountid=1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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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組內學員學習上的回饋），另一組採傳統教學進度，結果發現合作學習小

組的學習進度與成效優於傳統教學小組。此外，日本伊藤萬游泳學校之教學

進度，設定學員三歲開始熟悉水性，經由學習簡單自救能力，透過水中開眼

（不戴泳鏡）3-5 秒之教學方式，幫助學員降低水中恐懼並增加水中自我控

制能力，再進入各種泳姿的教學（洪國朕等，2014）。徐承宗（2004）與葉景

谷（2012）亦建議游泳教學進度除了游泳技能的學習，還需學習水域安全知

能，瞭解水域活動的知識與危險，並學習水母漂、抽筋自解等水中自救方法。

最後，教練更應針對學習進度落後的學員，於課後時間進行補強打水、划手

或換氣等學習內容，以協助與鼓勵學員跟上班級的教學進度（蔡良有、林裕

仁，2003）。透過訪談亦發現：「感謝老師課後的額外教學，讓孩子從畏懼水、

懼高變成可以接受仰漂」（訪談）。因此，教學進度的有效進行、控制與補強，

對於學習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性。 

    「教學成效與溝通」構面中，評價第五的題項為教學時的學生安全情形 

(4.43)。教學環境的安全性是創造良好教學環境與永續經營的重要因素（李蕙

貞等，2009）。教練須於教學過程中，側身站立於高點並隨時轉動頭部環顧四

周，將所有學員納入視線範圍內，以確保每一位學生的學習動態與安全（洪

國朕等，2014）。此外，建立課堂規範與安全措施，並要求學員非課程時間不

得獨自游泳、不做危險動作，例如跳水、追逐、深水區戲水等行為，亦是建

立安全教學環境的要點（張育瑞、馬義傑，2009）。經由訪談亦發現：「教學

遊戲時間請規範遊戲的安全行為，避免可能的意外發生。此外，男學員使用

淋浴間時會大聲喧嘩，用力開關門，造成拉門壞掉，並發生多人爭搶淋浴間

事件，請教練可以制定規範限制學員的危險行為，以避免環境破壞與危險情

事的發生。再者，為顧及全部學員的安全，班級人數達 8 人以上，則建議增

加教練或分班，謝謝」（訪談）。因此，教學時的安全環境以及學生的安全保

障，是影響學員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教學成效與溝通」構面中，評價第八的題項為樂趣化教學情形 (4.41)。

葉景谷（2012）建議游泳教學可以排入趣味性游泳教學課程。因為，單純的

游泳技能操練會讓學員感受到課程的無聊感，而各種樂趣化游泳遊戲教學課

程能夠引起學員的學習動機、學習熱忱、潛能突破與拉近師生關係，例如

TGFU課程可以透過比賽遊戲的方式，來提升學員的學習動機與游泳技巧（林

保源，1997；洪國朕等，2014；楊孟華、侯堂盛，2013；Strean & Holt, 2000）。

此外，競賽式教學法亦可強化學員於成就與獎賞層面的學習動機，但須避免

學員間的惡性競爭（林瑞敏、曾聖文，2013；張琇雲、王秀芳，2003）。經由

訪談亦發現：「小朋友希望遊戲可以多一點，暖身操音樂動感點或變化點，以

吸引他們的學習動機與興趣」（訪談）。因此，樂趣化的游泳教學環境，對於

學習的動機與滿意度具有影響性。 

    「教學成效與溝通」構面中，評價第十、十二的題項為教練與學生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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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與互動 (4.39)、教練與家長間的溝通與互動 (4.21)。教練宜在實際教學

場域中，透過師生之間良好的溝通與互動，鼓勵與讚美學員正確的動作與態

度，以增加其學習信心、動機與成效（李蕙貞等，2009；徐承宗，2004；張

振國，2008）。此外，與家長的溝通亦不容忽視，教練須於課前或課後向家長

明確說明學員的學習心態、行為或瓶頸，並灌輸游泳運動對學員的重要性與

益處，以滿足家長的疑問與學員的學習需求（侯堂盛、楊孟華，2014；楊孟

華、侯堂盛，2013；賴姍姍、王克武，2004）。因此，經營業者與教練需同時

針對學員與學員家長雙方面的感受進行三向溝通，重視學員學習的感受情

形，亦重視家長的學習期待，使學員樂於學習，家長樂於支持學習（林保源，

1997；黃泰盛，2014）。透過訪談亦發現：「謝謝教練能夠稱讚孩子的蝶泳泳

姿與建立游泳運動價值觀，並在課後休息時間，撥空與家長討論孩子的學習

狀態，讓我們了解孩子的學習情形」（訪談）。因此，教練、學員與學員家長

三方溝通互動的通暢，將影響學習的滿意度情形。 

    評價次高的構面因素為「櫃台人員品質」 (4.39)。洪國朕等（2014）指

出櫃台人員行政作業與危機處理得宜，將對教學績效產生正向影響。經由訪

談亦發現：「櫃台服務態度佳，尤其是年長戴眼鏡的先生，處理事情非常好，

非常滿意」（訪談）；評價第三的構面因素為「空氣水質與衛生」 (4.30)。高

水準的教學品質與營運績效需具備完善的通風排氯系統、30度水溫、冬天室

溫 32-33 度、水質過濾系統、日本藥劑與顯著的逃生出入口標示，以提供良

好空氣品質、泳池水質、室溫環境與緊急逃生指示系統（吳永祿，1996；洪

國朕等，2014）。訪談中亦發現家長強調：「環境部分需要加強改善，水太冷，

氯氣味、漂白水味很重，空氣流通差，請改善通風系統，建議改以臭氧 O3

殺菌，避免氯氣傷害，另外，家長休息區有點悶熱，可改善最好」（訪談）；

評價第四的構面因素為「救生人員品質」 (4.28)。泳訓班需要針對教學安全

與教學戒護部分，安排合格之救生人員、配置員額與救生器材數量（張育瑞、

馬義傑，2009；陳瑞辰等，2011）。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游泳池管理規範規定，

泳池未達三百七十五平方公尺須配置一名救生員、三百七十五平方公尺以上

而未達七百五十平方公尺須配置二名、七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而未達一千二

百五十平方公尺須配置三名、一千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須配置四名，此外，

亦須備妥救生浮具、救生繩、救生竿、浮水擔架與人工呼吸器等有效救生器

材（教育部體育署，2013）。訪談中家長亦反應：「今年暑假救生員十分專注

在泳池，孩子游泳時看到你們會跟在旁保護，謝謝你們，你們的用心，我們

都感受到了」（訪談）。因此，櫃台與救生人員品質，以及教學環境的空氣與

水質品質，對於顧客滿意度具有影響性。 

    評價第五的構面因素為「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 (4.18)。暑期泳訓班課

程制度應於結訓日進行系統性測驗，給予每位學員教學回饋，並透過發放檢

定游泳證書方式，肯定與鼓勵學員的學習過程（陳瑞辰等，2011；葉景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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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此外，若能提供不同學員個人化的服務、滿足差異化的需求，增設多

選項的開課時段、課程種類（家長班、親子班），將可提升學員的知覺服務水

準（陳瑞辰等，2011）。訪談中家長亦表示「平日或六日可否開設泳訓班？可

否接受中等程度以上學員參加單週課程？如果有一對一教學，我想成效會更

優。可開設成人班嗎？媽媽想報名游泳，可以嗎？寒假可以開班嗎？」（訪

談）。此外，盥洗環境若缺乏充足且乾淨的吹風機、更衣間、淋浴間與廁所間

等，將導致滿意度下降情形（黃泰盛，2014；賴月霞、黃恆祥，2015）。訪談

家長亦表示：「淋浴間太少，而且部分淋浴拉門、脫水機與女更衣室吹風機已

損壞或不足，請修理或更新，淋浴間設備可以再改善」（訪談）。再者，泳訓

班經營單位應遵守學員為七歲以下者，學員教練最低比例為五比一，學員為

七歲至十歲者，學員教練最低比例為十比一，學員為十歲以上者，學員教練

最低比例為十五比一等原則（教育部體育署，2013）。淡水地區暑期游泳訓練

班，開班人數為每班 6-12 位（淡水運動中心）、每班 10位上限（淡江大學），

每堂課程皆為 80 分鐘，其中並未設定學員年齡人數與教練的比例原則。因

此，於學員上課人數與教練的比例部分，應做適度的調整，以提升顧客的滿

意度感情形（賴姍姍、王克武，2004）。訪談中家長亦表示：「希望上課人數

不要太多，若班級人數較多，可否有二個教練，並建議請助教或救生人員協

助管理秩序，以維護教學品質，感謝。另外，上課時間太短，課程時間可否

改 2小時，半小時做暖身運動，1.5 小時上游泳課內容」（訪談）。因此，經營

單位的課程制度設定（師生比例、課堂時間、課程種類），以及更衣、盥洗、

浴廁環境的品質優劣，將影響顧客的滿意度感受情形。 

    評價第六的構面因素為「請假補課與緊急鈴」 (4.16)。洪國朕等（2014）

指出泳訓班於家長觀覽席配置緊急求救鈴，將可第一時間處理危險事件，並

有助於教學滿意度的提升。於請假補課部分，淡江大學暑期游泳訓練班依據

教育部「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學員於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

者，退還已繳費用之九成，自開班上課日起算未逾全期 1/3 申請退費者，退

還已繳費用之五成，開班上課時間已過全期 1/3 者，不予退費。淡水運動中

心暑期游泳夏令營，則訂定課程期間請假之學員，均無延期課程、補課或補

票券。而臺北市 105 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於開班上課前申請退費者全額退

費，開課後未逾全期 2/5 退全額之五成，開課後第 3/5 日起不得退費（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2016）。相較於臺北市暑期游泳營之退費規定，淡水地區暑期游

泳營退費與補課之規定相對嚴苛。然而，經營單位應在請假退費與補課部分

適時調整，以提高顧客的滿意度（賴姍姍、王克武，2004）。經由訪談亦得知：

「可否有請假（生病、返校）補課機制，另外，颱風補課日設為假日，造成

家長困擾，建議可退費，再者，於加課部分無法適用於優惠，這樣很不合情

理，望能改善」（訪談）。因此，經營單位設置緊急求救鈴，將可提升學員的

滿意度；但經營單位若未設有人性化的請假、補課與退費機制，將造成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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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下降的情形。 

    評價第七的構面因素為「招生宣傳與報名」 (4.01)。游泳訓練班報名訊

息主要來源為親戚朋友，其次為網路訊息、學校外圍廣告、自行電話詢問、

宣傳單與報紙，因此，經營單位可透過行動策略方式，於開課前一個月委請

各中、小學進行夾報，或於大門口父母親接送區發放宣傳單，此外，學校外

圍廣告亦應於開課二個月前掛出，以利學員家長事先安排暑假行程（林國瑞、

江澤群、李一聖、楊靜芳，2000；黃泰盛，2014）。訪談過程中家長亦提及：

「建議可優化書面與網路宣傳，此外，網路招生訊息公布太晚，針對舊生部

分可提早發送招生簡訊與 Email，整體而言宜提早宣傳並開放報名。現場報

名請明確訂出單一家長可報名的學生人數，以確保現場排隊家長的公平性。

報名方式更可以開放網路報名與匯款繳費方式，省去現場報名的費時與費

力，以利家長為學員做妥善安排與報名，謝謝」（訪談）。因此，招生宣傳可

透過網路、Email、簡訊、傳單與牆面廣告等方式行銷，招生部分亦可透過網

路報名方式，以提供顧客報名手續的便利性，來提升滿意度感受情形；評價

最低的構面因素為「費用交通與停車」 (3.99)。賴姍姍、王克武（2004）、賴

姍姍、王克武（2010）指出泳訓班經營業者可透過報名費的調降、折扣優惠、

請假退費補課、贈品或上課人數的修正，來提升學員的滿意度水準。訪談中

家長亦提出：「建議舊生、一人報名多期、兄弟姊妹二人以上同時報名，可享

有優惠的學費，此外，淡江大學校內請給予汽機車停車的空間」（訪談）。因

此，策略性優惠活動，並提供學員家長足夠的停車空間，對於顧客滿意度有

正向影響。 

三、不同背景變項對課程滿意度差異分析探討 

 淡水地區暑期游泳訓練班的男性學員在滿意度變項七個因素購面（教學

成效與溝通、招生宣傳與報名、救生人員品質、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空氣

水質與衛生、櫃台人員品質、費用交通與停車）之評價，顯著性高於女性學

員。女性學員在滿意度「課程內容」、「教師教學」及「學習成果」等三構面

之評價，顯著性低於男性學員（陳明坤，2006）。其原因在於男性學員容易於

游泳課程中融入同儕間的互動，產生合作行為、欣賞同學泳技，並能與異性

一同上課，而女性學員則可能因為生理期因素、性特徵轉變期間，而害羞於

男性學員面前穿著泳裝，因而導致出席率降低，間接形成學習成效降低，以

及教師教學與課程滿意度之評價的降低（黃泰盛，2014；劉兆達、林德隆、

陳和睦，2005）。賴月霞、黃恆祥（2015）亦指出男性學員在滿意度「場地設

備」構面之評價顯著性高於女性學員，導因於女性學員所需的盥洗時間較長、

設備數量需求較多，產生需要排隊等候使用現象，例如女性所需使用吹風機

的時間、更衣間所需的數量普遍高於男性學員，而形成女性學員之評價低於

男性學員的結果。經由訪談亦發現家長反應：「女更衣室吹風機故障率高、數

量少、洗澡間亦不足。此外，由於女性生理期影響的差異，導致某些課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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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必須請假」（訪談）。因此，男性與女性學員由於生理發展以及盥洗更衣

需求的差異，會導致滿意度評價差異的結果。 

    學員參與身分為教職員子女者，於滿意度「招生宣傳與報名」、「課程制

度與盥洗環境」、「費用交通與停車」等三構面之評價顯著性高於一般民眾。

顯示教職員子女對於淡江大學以及淡水運動中心所辦理的暑期游泳訓練班擁

有較高的認同感，導因於淡江大學教職員對該校所辦理的活動具有情感連

結，以及淡水地區教職員子女對滿意度要求較低。林國瑞、江澤群、李一聖、

楊靜芳（2000）與黃泰盛（2014）亦發現學生身分的學員在游泳教學滿意度

之評價顯著性高於社會人士的學員。顯示經營單位宜關注一般民眾或社會人

士學員的滿意度感受情形，以提升整體的滿意度評價。 

    淡水地區學員獨自參與或與兄弟姊妹一同參與學習游泳滿意度變項「教

學成效與溝通」、「救生人員品質」、「課程制度與盥洗環境」、「空氣水質與衛

生」、「費用交通與停車」等五個因素構面之評價，顯著性高於與朋友一同參

與或由安親班報名參與的學員。楊孟華、侯堂盛（2013）指出游泳課程中的

同儕互動最能感受游泳的樂趣。因為游泳的課程情境能夠提供學員間更多的

同儕互動機會，以及人際關係發展機會，而同儕關係對於個體的自我價值、

道德認知、情緒控制與後續學習動機具有重要性影響 (Smith, 2003)。訪談中

家長亦表示：「游泳課中的同學互動，讓女兒對游泳更有自信了，覺得滿意，

此外，兄弟在同一班一起學游泳，會更有學習動機，於更衣盥洗時也更有樂

趣」（訪談）。因此，教學場域教練更要營造良好的同儕互動情境，來提升學

員的滿意度感受情形。 

四、課程滿意度對再購意願之預測分析探討 

  學員產生再購意願的根本條件為高評價的顧客滿意度水準（陳瑞辰等，

2011）。暑期泳訓班經營單位長期擁有高水準的滿意度評價，將能建立良好教

學口碑（徐茂洲，2010）。並能透過舊有顧客的口碑推薦與再購行為提高經營

單位的整體利益（李城忠、陳益壯，2005）。此外，經營單位亦須同時考量學

員與學員家長雙方面的感受情形，宜針對家長進行宣傳與課程說明，以瞭解

其需求（陳瑞辰等，2011；賴姍姍、王克武，2010）。而家長選擇游泳訓練班

考量因素包括泳池水質、課程費用、服務人員態度、教學環境安全、教材內

容與教學方法（鄭順璁，2001）。陳明坤（2005）更指出影響學員家長後續再

購意願之因素為「社會需求」，其中包括提升泳技避免小孩溺斃、提升小孩健

康、通過學校測驗與符應媒體宣傳。因此，本研究針對學員與學員家長進行

調查，發現淡水地區暑期游泳訓練班學員再購意願影響的構面因素包括「課

程制度與盥洗環境」、「請假補課與緊急鈴」、「教學成效與溝通」以及「費用

交通與停車」，其中以「費用交通與停車」構面因素影響最為顯著（解釋變異

量 16%），其次為「教學成效與溝通」構面因素（解釋變異量 4%）。 

    「教學成效與溝通」對再購意願具有 4%的解釋變異量。賴姍姍、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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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2004）、李蕙貞、陳美芳（2010）與黃泰盛（2014）均指出「師資教學優

良」因素是招生、續學、重回率與永續經營的關鍵因素，並建議游泳訓練班

經營管理單位，應進行計畫性與系統性的培訓師資與規劃課程，以提升游泳

教練的個人形象、人格素質與教學素養，灌輸關心、耐心與愛心情操，強化

動作示範能力，帶入生動活潑教學，提高教學熱忱，瞭解學生需求與反應，

進而提升教學品質、成效與滿意度。此外，為強化教學品質，經營單位應於

職前與職中辦理教學技巧講習會，邀請大學游泳專長教授、運動中心游泳課

程規劃經理等，傳授與分享游泳教學的手勢、動作步驟、輔助姿勢、口語技

巧、課程編排、教材應用、樂趣教學、分班要點與風險管理政策，於課程中

視實際情形（學生專注能力較差時）調整為二位教師的協同教學，亦可帶入

自救教學、游泳競賽與趣味遊戲，並進行教學成效考核，以及招生、晉升、

年資等獎勵措施，來提升教學成效（陳瑞辰，2018）。再者，林保源（1997）

亦指出為達成游泳訓練班的永續經營，經營業者要充分滿足顧客的需求，並

在教學內容面向精益求精，其中可透過辦理游泳比賽、海中游泳，以及浮潛

與潛水體驗等活動方式，來提高學員的課程滿意度，進而提升其再購意願。

另外，為增進教練、學生、家長三方的密切溝通，亦可透過服務人員的主動

關心與探詢，將家長需求與想法提供給教練做為課程內容操作與編排的參

考，以符合消費者的客製化需求（陳瑞辰，2018）。再者，研究顯示游泳學習

時間較長的學員，在游泳技能的掌握度以及健康體適能程度較高，亦較能獲

得游泳的樂趣、信心與成就，因此，教練應透過與家長的溝通與資訊傳遞，

鼓勵家長續報與增加學童的學習時間，來提升學童的健康體適能、游泳能力

與學習的樂趣（葉景谷，2012）。經由訪談亦發現家長反應：「學會游泳多樣

技能後，在學校成就感多了，也增加暑期持續學習的動機」（訪談）。最後，

教學成效的良窳將影響學員的再購意願，因此，教學成效的提升，可透過每

日課後的教學檢討會、教學期刊閱讀、專家現場指導、教學進度統一、教學

流程統一與提供家長教學進度資訊等方式，來改進每日教學缺失、吸收新穎

教學方法、諮詢專家教學瓶頸、建立系統教學流程，以及促進師生家長等三

面向的溝通，以此增加教學效能，提升學員滿意度與再購的意願（陳瑞辰等，

2011）。透過訪談家長亦指出：「泳訓班提供進階性的課程，讓孩子每個暑假

都有延續性的進步，是我再次報名的動機」（訪談）。  

    李蕙貞等（2009）曾指出收費價格未證實為顧客評斷產品價值和滿意度

的標準。而本研究則發現「費用交通與停車」對再購意願具有 16%的解釋變

異量。2016 年臺灣景氣低迷，3 月第 1 季經濟成長率為-0.29%，此外，受雇

就業者經過十年的薪資變化，僅由 2005 年的 34,212 元調升至 36,500 元，薪

資漲幅跟不上物價與房價的飆漲，民眾面對經濟環境的不確定性與工作的擔

憂，已嚴重地影響其消費能力與意願，更有近七成民眾表示會改變其消費方

式來節省家庭開支（行政院主計處，2017；尼爾森，2016a；尼爾森，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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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會，2016；楊美玲，2016）。因此，游泳訓練班經營業者

在經濟環境不穩定的情況下，若渴望與學員形成長期的消費關係，所需關注

的第一步即為定價與顧客是否實際消費該產品 (Gourville & Soman, 2002)。林

國瑞、江澤群、李一聖、楊靜芳（2000）與黃泰盛（2014）指出費用昂貴為

學員不考量參與游泳訓練班的首要因素。鄭順璁（2001）亦指出家長將課程

費用列為是否選擇游泳訓練班的第二因素。定價很難直接契合消費者的消費

能力，但業者若能依循八步驟（1.評估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價值；2.了解消

費者對產品價格的區間認知；3.評估消費者的價格敏感性；4.確定最佳定價結

構；5.考慮競爭對手的訂價變化；6.監控實際的平均交易價格；7.評估客戶的

情緒反應；8.分析價格收入與產品支出的利潤）訂出正確的價格，將可以產

生巨大的效益 (Dolan, 1995)。因此，業者必須實際了解各單位游泳訓練班的

收費情形，將訂價標準、授課品質、優惠活動、續報回饋、贈品支出與其他

服務等因素，綜合納入定價的考量，並評估經營單位是否能夠達成營收原則，

以及符合顧客消費能力與再購意願，讓企業的營運狀況能夠永續經營（賴姍

姍、王克武，2004；李蕙貞等，2009）。訪談中家長亦指出：「學費降低續報

意願會提高，家長立場當然希望學費越便宜越好，但還是要考量經營單位收

入、支出與提高教學品質所需的費用」（訪談）。 

  游泳訓練班的經營與管理可以帶入全面品質管理的方法，首先認清消費

者的需求，管理單位並於每一階段進行檢核，包括師資培訓、簡章擬定、行

銷與宣傳、招生與報名、教師與教學、人員與硬體，以及學員再購意願的檢

核等步驟，藉此提升教學成效與整體滿意度，進而建立良好口碑與高評價的

再購意願（張振國，2008；陳瑞辰等，2011）。 

五、結論與建議 

  淡水地區暑期游泳訓練班在社會兩性平權的觀念之下，男性與女性學習

游泳的比例接近相等，然而不同性別間由於生理發展與盥洗更衣需求的差

異，會導致男性學員滿意度普遍高於女性學員；年齡層的主要部分情形，符

合多位學者所提出的最適學習游泳年齡階段；行銷招生之區域範圍，應鎖定

交通路程 15分鐘以內為主要行銷宣傳的範圍；參與身分經由擴大調查對象範

圍，發現一般民眾於暑假期間具有廣大的游泳學習需求，然而一般民眾或社

會人士的滿意度卻普遍低於教職員子女或學生族群，因此，經營單位尤須瞭

解該族群的學習需求；參與形式與今日少子化的社會型態相呼應，因此，業

者可透過二人同行或現有學員推薦享有費用優惠的方式，提高總報名人數，

此外，課程中宜提高同儕間互動參與的機會與頻率，以提高學員的正向滿意

度。 

  課程滿意度的提升，有助於顧客再購意願的提升。而影響課程滿意度的

因素包括教學成效、教練知能、教學態度、器材運用、進度掌控、安全環境、

樂趣教學、互動支持、多方溝通、軟體人員、硬體環境、課程制度與行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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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師資與教學因素是過去主要影響再購意願的因素，然而今日游泳訓練

班業者在房價物價飆漲而民眾薪資水平微漲的經濟條件之下，尤須研擬定價

的策略，因為民眾考量報名費用是影響其再購意願的主要因素，教學成效因

素則為次要影響因素。因此，於實務上建議如下三項：（一）透過理論與實務

狀況建立嚴謹的定價策略與策略性的優惠活動折扣，例如：二人同行、學員

推薦、舊生折扣等優惠策略；（二）系統性優化師資與教學內容，提供多樣化

水域教學活動體驗，並增加家長溝通資訊傳遞時間；（三）運用全面品質管理

的理念與方法，提升經營與管理的各階段品質，例如：軟體人員（教練、救

生員、櫃台人員）、硬體設施（教具、水質、空氣、更衣盥洗設備）、行銷策

略（專屬 APP、Facebook）、課程制度（教學方法、教學進度、教學技巧）等。 

後續研究建議則有三項：（一）由於本研究採隨機抽樣法進行研究對象的

選取，因此，所選取的對象可能包含第一次或非第一次報名游泳訓練班的學

員，但為求更具體地得知顧客再次消費所重視的關鍵因素，是故，建議未來

研究可以合目標抽樣（judgemental sampling）的方式，從母群體中抽取具有

代表性的樣本（王文科、王智弘，2014），亦即調查已具有實際再購行為之顧

客所重視的服務項目或滿意因素，以利持續強化該品質或因素，來穩固或提

升游泳訓練班的經營績效；（二）由於本研究輔以焦點團體訪談進行質化資料

的蒐集，雖然可以透過團體訪談產生聯合（synergism）、滾雪球（snowballing） 

與刺激（stimulation）等作用（王文科、王智弘，1999），但受訪者間亦可能

因為他人的回應，而限制自我的表達，因此，未來研究可採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與開放式反應問題（open-response questions）的方式來做深入的

訪談，獲取顧客對於游泳訓練班的參與意義（participant meanings）（王文科、

王智弘，2014）；（三）本研究以滿意度來預測再購意願，但仍有其他影響再

購意願的因素，因此，未來研究可透過文獻的探討，加入影響游泳訓練班再

購意願的變項，並結合使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來進行變項間因果模型辨識、估計與驗證，以建構游泳訓練班的顧客參與模

式；（四）為提升研究的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因此，未來研究對象可

加入大台北地區知名的暑期游泳教學機構，讓研究結果的類推性更有效度。

以利經營單位更深度地了解顧客參與的內在判斷與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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