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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生態學觀點探討 

臺北市兒童運動參與及其相關影響因素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擬從社會生態學的理論架構出發，從社會人口學因素、個人因素、物理環境

因素以及社會環境因素四個層面來探討兒童身體活動參與之相關影響因素。主要研究對

象為 100學年度臺北市 12行政區中目前就讀國小階段的五、六年級學童及其家長，在

樣本的抽選上透過分層、隨機、叢集取樣法來抽取樣本並進行調查，抽樣期間從 100

年 9月～100年 10月，共 2個月的抽樣時間。在兒童問卷部分，實際發出 750份的問

卷，回收總樣本為 679份，剔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664份，回收率為 90.53％，

有效問卷率為 97.79％；在家長問卷部分，實際發出 750份的問卷，回收總樣本為 612

份，剔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594份，回收率為 81.60％，有效問卷率為 97.06％。

在資料處理上透過信度分析、描述性統計、獨立 t 檢定、相關分析、Scheffe’s事後比較、

單變量與多變項變異數分析、階層迴歸以及路徑分析以進行後續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1）社會環境變項、物理環境變項、個人影響因素與兒童運動參與

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2）性別、年級、運動校隊經驗、運動社團經驗以及社經地位在

社會環境變項、物理環境變項、個人影響因素有顯著差異存在。（3）在運動參與程度的

預測上，社經地位、運動校隊經驗、運動社團經驗、BMI、運動享樂感、家人社會支持

以及學校吸引力對運動參與行為的預測力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此外家人社會支持對兒童

運動參與有直接影響力，亦可透過運動享樂感以及運動參與阻礙間接預測運動參與。物

理環境因素亦可間接透過個人影響因素預測運動參與行為。透過理論與模式來瞭解身體

活動的相關影響變項，可以讓實務工作者在面對相同情境時，針對變項加以操弄進而提

高身體活動的參與，並作為日後協助兒童建立規律運動習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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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n Sport Participation among 

Children: An application of Social Ecology Perspective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ecology theor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on children’s sport 
participation.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the year 5 and year 6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2010 academic year and their parents were also selected to join this study. A survey 
with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was constructed with Delphi method and administered to 
children and parents in Taipei city with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The period of 
data collecting was from September to October, 2010. Of Children, 75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679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and 664 questionnaires were valid. 
The valid rate arrived at 97.79%. Of parents, 75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612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and 594 questionnaires were valid. The valid rate arrived at 
97.06%. Descriptive analysis, reliability,t-test, M anova, Anova, Scheffe’s, h 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d path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further data-analysis.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factors were 
signif icant correlated with sport participation. (2) differences of gender, grade, sport team 
experience, sport community experience, BMI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were found in 
social, physical environment, individual factors and sport participation. (3) While 
predicting sport participation, socioeconomic status, sport team experience, sport 
community experience, BM I, sport enjoyment, family social support and school 
attractiveness could b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sport participation. Besides, social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factors had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 on children’s sport 
participat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would provide referable guidance to related coaches, 
teachers, parents with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ecology theory when drawing up the future 
physical courses and helping children develop regular exercise habits 
 
 
 
 
 
 
 
 
 
 
 
 
Key words: children sport participation, social environment, physical environment, 
sport enjoyment, perceived barrier to exercise, social ecology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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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陳述本研究之背景，共分六節，分別為：第一節探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

二節闡述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重要性；第四節為研擬研究問題與假設；第五節是為

研究範圍及限制；第六節是名詞操作性定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兒童期是所有行為發展的基礎期，成長中的兒童需要對他們有幫助及適合他們年齡

的活動，這些活動對兒童可以是挑戰，卻不可成為負擔（Elkind, 1981）。研究顯示（Cordes 

& Ibrahim, 2003），成人時期運動技巧的養成大多源自於兒童期中期（5～12歲），意即

國小階段運動習慣的養成及運動技巧的發展將是往後一輩子運動習慣與技能的基礎。適

當與適度的身體活動對生理、心理及社交關係發展非常重要，除了在生理層面上可幫助

發展體適能、學習複雜的運動技巧；在社交關係的發展上則是可以在運動的氛維與情境

中學習團隊合作、互助等（王宗吉，1996；方進隆，1993；Cordes & Ibrahim, 2003）；

於心理層面上則是有助於增加自尊及自信，情緒、情感的發展。 

    儘管運動所帶來的好處為眾所皆知，然而根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與國家衛生

研究院、管制藥品管理局等單位，於 2005 年共同完成之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結果（行政

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5），臺灣地區 3歲以上至未滿 12歲兒童，平常非假日每天估

計至少有 2/3以上的時間為坐式生活形態，顯示靜態活動已成為我國 3歲以上至未滿 12

歲兒童主要之生活型態。此外，依據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結果顯示（教育部，2006；教育

部，2009），2006年國小兒童在平時學期週末運動持續達 30分鐘以上的比例為 64.3％，

高於學期週間的 64.0％；此外，寒暑假更是達到 68.4％。以 2009年的統計數據顯示，

國小兒童在學期週間的運動達 30分鐘以上的比例為 60.0％，低於週末的 69.7％、寒假

的 70.0％以及暑假的 81.1％。從數據中顯示，國小兒童規律運動的參與大多在放假時間

來進行。再者，學生每週運動累積達 210分鐘的規律運動人口的比率分佈狀況（教育部，

2009）為國小生約為 88.3％、國中生約為 74.3％、高中生約為 62.8％、大學生約為 61.7

％，由數據顯示，規律運動的人口比率有隨著年齡之增加而降低的現象，這也說明規律

運動行為，並未在學童成長過程中養成習慣，以至於往後若受到升學或環境變化的影響

下，犧牲了動態的運動行為。而兒童時期養成靜態生活型態，通常可持續至成人（Reynold 

et al., 1990），因此學童時期規律運動習慣的養成，是未來規律運動行為建立的基石，其

重要性由此可見。 

    近年來，兒童身體活動被納入公共衛生政策的施行計畫中，列為重要的健康政策之

一。以澳洲而言，健康與老化部門（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ing）建議 5-18歲的兒

童與青少年每日應參與 60分鐘以上中度至費力的身體活動（蔡孟書、吳英黛，2009）；

美國在 2020健康國民新政策（Heahlthy People 2020）中指出，將提升 10％國小兒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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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身體活動的參與比例（HealthyPeople，2010）。教育部體育司為促進學生養成規律運

動行為，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與能力，提出為期 5 年的快活計畫，提升各級學校學生每

天至少累積 30 分鐘的身體活動時間，且每週平均累積約 210 分鐘，預計在 2011 年有

95％國中小學生達到標準（教育部，2007）；此外，2009 年更跨領域地結合衛生、健康

促進與運動相關領域學者共同編撰《2020 健康國民白皮書》（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2009），希望透過學校教育、社區教育及家庭教育來改變國民坐式的生活型態，同

時以國民動態生活型態的養成列為主要項目，進而提升 13 歲以上國民的身體適能。透

過政策的規劃，期以提供孩子更多的活動時間及運動參與機會，同時改善遊戲及活動的

品質，最終達到促進改善體適能與體能促進的目標。 

    由於兒童在身心發展上都尚未成熟，運動參與的時間、以及參與的能力都會受兒童

身心發展階段的限制，因此應充分瞭解孩子的生理、心理及社會需求的發展位於何種階

段，於此基礎上，配合孩子的興趣，為孩子選擇適合的運動參與（李晶、章宏智，2006）。

從相關健身理論行為模式中可以發現，與健身活動相關的價值傾向、態度、重要他人的

影響等都是強調個體自身以外的環境以及環境間的交互作用對個體所產生的影響。以往

的焦點常以個體自身的主觀感受、行為與心理層面為探討之主軸，然而，為了透過運動

參與健全兒童的身心發展，僅從單一層面來提供協助或改變，則無法完全涵蓋與個體互

動的所有層面。 

近年來社會生態觀點（Social Ecological Model）已被廣泛應用在發展、教育、家庭

與社會相關領域的研究，源自於生態學的觀點，著重於探討有機體與環境間的互動與關

係，並試圖解釋在社會文化與環境間解釋人類行為的發生與改變（賴南廷，2007）。在

探討相關影響運動參與的因素中，除了個人因素外，社會環境、物理環境以及政策規劃

等也會對身體活動的參與產生互動與相互的影響（Ball et al., 2007; Keating et al., 

2005）。若能從巨觀的角度來分析個體所處的整體情境，離析出每個系統與個體間的互

動與關係，則更能提供一個完整而清晰的架構（鄭青青、宋明君，2004）。 

    為幫助兒童規律運動習慣的養成，應完整的涵蓋所有的層面來進行檢討與提供協

助。而透過理論與模式來瞭解身體活動的相關影響變項，可以讓實務工作者在面對相同

情境時，針對變項加以操弄進而提高身體活動的參與（馮木蘭、卓俊伶、吳姿瑩，2006）。

因此，本研究擬從社會生態學的理論架構出發，從社會人口學因素、個人因素、物理環

境因素以及社會環境因素四個層面來探討兒童身體活動參與之相關影響因素，並作為日

後協助兒童建立規律運動習慣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及動機，本研究針對社會生態學模式來探討臺北市國小兒童運

動參與特性之相關影響因素，主要的研究目的概述如下： 

一、瞭解臺北市國小兒童之運動參與行為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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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以及個人因素與兒童運動參與行為之關係。 

三、分析不同社會人口學因素在臺北市國小兒童運動參與行為之差異情形。 

四、分析不同社會人口學因素在臺北市國小兒童個人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境

因素之差異情形。 

五、分析社會人口學因素、個人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境因素對臺北市國小兒

童運動參與行為之預測狀況與影響情形。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擬定下列五個研究問題： 

一、臺北市國小兒童之運動參與行為現況為何？ 

二、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以及個人影響因素與兒童運動參與行為是否有相關

性？  

三、不同社會人口學因素之臺北市國小兒童的運動參與行為之差異情形為何？ 

四、不同社會人口學因素之臺北市國小兒童的個人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

境因素之差異情形為何？ 

五、社會人口學因素、個人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境因素對臺北市國小兒

童運動參與行為之預測狀況與影響情形為何？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與問題及相關文獻探討，擬定本研究的四點研究假設如下： 

一、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以及個人影響因素與臺北市國小兒童運動參與行為有

顯著相關性存在。 

（一）社會環境因素（社會支持、家長參與角色）與臺北市國小兒童運動參與行為有顯

著相關性存在。 

（二）物理環境因素（吸引性、安全性以及可及性）與臺北市國小兒童運動參與行為有

顯著相關性存在。 

（三）個人影響因素（運動享樂感、自覺運動阻礙）與臺北市國小兒童運動參與行為有

顯著相關性存在。 

 

二、不同社會人口學因素對臺北市國小兒童之運動參與行為有顯著差異存在。 

（一）不同性別的臺北市國小兒童在運動參與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二）不同年級的臺北市國小兒童在運動參與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三）不同 BMI的臺北市國小兒童在運動參與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是否參加過運動校隊之臺北市國小兒童在運動參與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五）是否參加過運動性社團之臺北市國小兒童在運動參與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六）不同社經地位的臺北市國小兒童在運動參與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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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社會人口學因素對臺北市國小兒童的個人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

境因素有顯著差異存在。 

（一）不同性別的臺北市國小兒童在個人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境因素有

顯著差異存在。 

（二）不同年級的臺北市國小兒童在個人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境因素有

顯著差異存在。 

（三）不同 BMI 的臺北市國小兒童在個人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境因素

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是否參加過運動校隊的臺北市國小兒童在個人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

環境因素有顯著差異存在。 

（五）是否參加過運動性社團的臺北市國小兒童在個人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

理環境因素有顯著差異存在。 

（六）不同社經地位的臺北市國小兒童在個人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境因 

素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社會人口學因素、個人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境因素對臺北市國小兒

童運動參與行為之有顯著之預測能力與影響。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從生態社會學的角度來探討臺北市兒童身體活動參與之相關影響因
素，故本研究主要研究範圍以臺北市 12行政區中公、私立國民小學共 153所（教育部
統計處，2011），共 145,930 人。而由於國小中、低年級學童的識字率較低，因此，本
研究以國小 5、6 年級的學童為研究對象，班級數 2029 班，總人數為 54,809 人（教育
部統計處，2011）。 

二、研究限制 
研究者雖對整體架構及流程予以掌控，但仍不免有下列之限制： 

（一）由於受訪者為國小學童，礙於其對字意及所識國字的侷限，因此，本研究於問卷

調查進行時，僅能以國民小學 5、6 年級的學童為研究對象，無法擴及中、低年
級的學童。 

（二）本研究抽樣之母群是以臺北市國小兒童為主要研究對象，抽樣對象是為國小五六

年級學生，故研究結果僅能提供並推論於臺北市兒童相關之運動參與行為，因社

會與環境相關因素大相逕庭，因此推論無法擴及其他縣市，此為研究限制之一。 

（三）研究中所使用的問卷屬於自陳式量表，受試者於回答時可能受到個人倫理道德、

態度等其他因素所影響，因此，本研究僅能假設受試者都能據實以答，成為本研

究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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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操作性定義 

    在名詞操作性定義的部分，主要針對下列變項進行說明： 

一、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 

    社會生態學理論（Bronfenbrenner, 1992）主要是以人與環境間交互作用之關係為主

要探討之主題。其認為人類行為的發展是為個人心理特質與環境不斷互動的結果，並強

調個體行為會受到物理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影響，而這些影響的層面會產生交互作用並彼

此互相影響。 

 

二、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  

    社會環境是為影響個人人際關係、社會文化、政策等外在變項（Sallis & Owen, 

1999）。於本研究社會環境主要指人際關係的影響，變項包含了家人、同儕、教師支持

以及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 

 

三、物理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  

    物理環境是為意指生活場域中的的建築物、地理環境與科技。以身體活動研究的領

域而言，包含了實質環境中的運動環境軟硬體設施、便利性以及安全性等因素（Sallis & 

Owen, 1999）。本研究中在物理環境因素中包含了學校與住家附近運動設施的安全性、

可近性以及吸引力。 

 

四、個人影響因素（individual determinants） 

    在個人影響因素中包含運動享樂感（sport enjoyment）以及自覺運動阻礙（perceived 

barriers to exercise）。運動享樂感主要來自於完成欲達成的運動行為，是一種正向的運

動經驗感受，使運動者感受到愉悅、快樂（Scanlan & Lethwaite, 1986）。而自覺運動阻

礙是是指研究對象主觀評估採取運動行為，有可能遭遇困難的障礙程度（Tappe & Duda, 

1989）。 

 

五、運動參與行為（sport participation） 

    Caspersen, Powell 與 Christenson（1985）認為運動參與（exercise）是一種有計畫、

有組織且重覆性的身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其主要目的是促進或保持體適能

（physical fitness）。為瞭解兒童運動參與的程度，本研究以 Fox（1999）所提出的公式

來計算運動參與程度，公式為：運動參與=頻率*（平均強度+持續時間），所得分數越

高代表運動參與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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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章就本研究相關之文獻及學者的研究作資料分析、蒐集、整理及文獻回顧。本

章節分成四小節，其中包括（一）社會生態學之理論背景、應用以及實證研究；（二）

運動參與行為；（三）兒童運動參與特性以及家長參與的意涵、重要性以及家長參與的

角色；（四）社會支持之概念以及重要他人的社會支持與運動行為關係之實證研究；（五）

個人影響因素中的運動享樂感與自覺運動阻礙之相關文獻探討以及兩者與運動參與行

為關係之實證研究。 

第一節 社會生態學 
    社會生態學理論 (Bronfenbrenner, 1992) 原用來說明個體發展的生態環境，個人的

發展來自個體與環境的互動，在互動過程不只在同一層環境系統中，而是多層環境系統

中交互形成的，其中尤其強調行為會受到社會系統、公共政策及物理環境等因素所影

響。此外，社會生態學理論綜合了許多理論模式之概念觀點，如人與環境適合理論

（Person-Environment Fit Theory）、行為選擇理論（Behavioral Choice Theory）、革新推

廣理論（Theory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社區健康促進（Commuity Health 

Promotion）、健康生物心理社會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Health）等（Kerr, Eves, 

& Carroll, 2003），透過綜合多種的理論觀點與方法，可以讓研究者更清楚環境如何影響

身體活動的複雜脈絡。以下分別就社會生態學理論的背景、基本假定、理論架構與應用

加以說明： 

一、 社會生態學的背景脈絡與基本假定 

    社會生態學理論（Bronfenbrenner, 1992）主要是以人與環境間交互作用之關係為主

要探討之主題。其認為人類行為的發展是為個人心理特質與環境不斷互動的結果，並強

調個體行為會受到物理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影響，而這些影響的層面會產生交互作用並彼

此互相影響。在研究個體行為時，若僅聚焦於單一層面對個體行為的研究，將會忽略了

其他層面對行為發展與養成上的重要性。因此，在討論人類行為發展之相關影響因素

時，應多元的考慮不同層面的因素，更能提供完整的解釋架構。 

生態學的觀點最早是為運用在探討動物與植物與其所處的環境之關係，而在 1960

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生態學的觀點逐漸應用於人類行為的研究（Stokols, 1996）。

以生態觀點研究人類行為的理論中，最初被廣泛應用的 Bronfenbrenner（1977, 1979），

其認為人與所處的環境是不可分割單獨看待的，人類的發展過程與環境的關係密切、互

相依存且不斷的調整以達到平衡；此外，環境包含了多層次的系統，在互動過程不只在

同一層環境系統中，而是多層環境系統中交互形成的。在為促進人類健康以及個人與團

體動態關係協調狀態的前提下，包含了以下數點的基本假定（Stokols, 1992, 1996）： 

 



 8

（一）社會生態學觀點結合了許多源自於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的概念，藉以瞭解

人類與環境間的動態關係。此觀點強調人與環境交互作用具有交互影響的特色，

亦即物理環境與社會環境直接影響人們的行為，同時環境的參與者也會透過個人

與集體的行為對環境與健康的關係給予修正性的回饋。因此，為促進人們的健

康，必須將近端環境與遠端環境間的關係納入考量。 

（二）在分析健康與健康促進的關係時，應先處理人類環境的多層面與複雜的本質。在

環境的部分可以從物理環境與社會環境來作分類，亦可依照其對個人和群體的規

模與接近程度來加以區分為近端與遠端環境。此外，亦可依其屬性的不同來加以

區別，如溫度、噪音、照明等；再者也可將幾項特質的組成關係來加以描述，如

社會氣氛、人與環境的配合度等。 

（三）個體和群體的健康情形不僅受到個人特質（情緒、人格、遺傳等）的影響，同時

也會受到物理環境（建築、地理）以及社會環境的影響（文化、政策與經濟）。

因此，為養成並促進人們健康行為時，必須檢視人們與環境間的動態關係，而不

僅止於其中單一個面向。 

（四）環境中的參與者亦可分為個人、小群體、組織到更大的群體等層次來加以區分。

在社會生態學的觀點中並非聚焦個人或群體，而是結合了多種層次分析與方法論

（如行為觀察、調查法等），以評估環境是否有益於人們健康以及個體與群體的

安適程度。生態社會學觀點認為透過個人與群體在不同層次行為的協調後可以提

升健康促進所帶來的效益。 

    於此，人與環境互動關係的複雜性可透過社會生態學跨領域、方法論的整合來加以

提供更完整的討論與解釋，最後其強調社會生態學在個體與群體間的健康行為促進扮演

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此外，對於社會整體的健康促進具有經濟的效益。 

二、社會生態學的理論架構 

    生態系統理論（Bronfenbrenner, 1992）原用來說明個體發展的生態環境，個人的發

展來自個體與環境的互動，在互動過程不只在同一層環境系統中，而是多層環境系統中

交互形成的。在生態的體系中，包含了四個重要向度（Gallahue & Ozman, 2006），分別

為： 

一、個體的特質與觀點，包含個體的生理狀況、情緒、人格特質、智力水準以及個體對

周遭環境的態度等。 

二、生態體系的特性與重要他人的觀點，包括生態體系由內向外，包括了微視體系

（microsystem） 、居間體系（mesosystem）、外圍體系（exosystem）以及鉅視體

系（macrosystem）： 

（一）微觀（小）系統（microsystem）：指個體與家庭、鄰居和學校、同儕的互動關

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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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間（中間）系統（mesosystem）：指各小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個體與家

庭和學校、個體與家庭和鄰居、個體與學校和同儕的互動關係，當兩個或數個微

觀系統在價值觀念產生衝突時，通常會造成個體適應問題。 

（三）外部（外）系統（exosystem）：此系統會影響兒童的生活，間接影響個體的適

應，並對微觀與居間系統產生影響，包括家族親戚、父母的職業、學校與教室的

環境、社區組織與服務、大眾傳播媒體、諮詢支援服務系統等。 

（四）鉅觀（大）系統（macrosystem）：泛指整個社會大環境，包含意識型態、文化

價值等，大系統為個體設立了行為標準，大至政策法令之制定，小至日常生活的

態度言行，其背後都隱含這社會或個人的意識型態（如圖 2-1-1所示）。 

（五）時間系統（chronosystem）：意指個體一生中的社會性歷史事件。 

 

圖圖圖圖 2-1-1   
生態系統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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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歷

史 

傳

統 

宗

教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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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及微視體系，進而影響個體；鉅觀體系是為外圍體系存在的較大體系，如社會和交

織其中的體制、文化、價值與信念等，如社會對運動所持的態度與觀念，會間接的影

響人們參與運動的行為與信念。 

三、個體與生態體系間互動的特質與品質，包含個體在此生態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範

圍（ecological niche and niche breadth），如個體在學校中扮演學生的角色，其角色

範圍為學校表現與同儕間的關係；此外，也包含了個體與生態體系的互動表現、適

應以及適配度，如親子關係、同儕關係以及師生關係等都會影響個體的行為表現。 

四、不同生態體系間互動的特性與品質，如學校與家庭、父母與教師、教練與教師間的

關係。 

    環境因素會影響個體，而個體行為也會給予環境回饋，是為一個持續交互作用的機

制。因此生態模式主張行為的發生同時受制於內在與外在的力量，個人與環境間的適配

度是造成為行為發生與否的關鍵因素。 

而環境中的個體與其他維觀系統互動的過程中，舉凡個體之種族、文化、宗教背景

等都可能成為促進或妨礙運動參與的因素（Berger, 1998; Vealey, 1988）。其中，生態體

系與重要他人的觀點對個體運動行為的影響上，透過家庭、鄰居、學校、同儕等維觀系

統，對個體行為提供了改變的動力；此外，大環境之經濟因素、家庭與教育結構對個體

行為所帶來的影響亦是相當的立竿見影的 (Bandura, 1986)。生態體系間的互動關係對個

體運動行為的促進可以是積極的，透過整合國家、社區與機構的相關資源，並藉以影響

運動行為與健康促進（Fleury & Lee, 2006）。因此，對兒童而言，透過學校、社區、家

庭與同儕間的互動，彼此建立共識，而大環境對兒童運動行為的促進與養成也提供了相

當的資源與支持態度時，則能廣收事半功倍之成效（Elder et al., 2010）。  

三、社會生態學觀點之相關影響因素 

    社會生態學理論具有科技整合的特性（馮木蘭，2009），結合了醫學與公共衛生領

域、行為以及社會科學的理論架構，提供社區預防性以及流行病學導向的健康策略，對

於人們複雜的行為能提供較為完整的解釋與說明。近年來社會生態學已普遍應用於不同

領域的研究，在身體活動方面環境與個人因素間的相關研究上，主要是用來檢視社會環

境、物理環境以及個人因素對身體活動的影響（彭詩晴，2008；彭詩琴、陳羿戎，2007；

賴南廷，2007；Blanchard et al., 2006；Duncan, Spence, & Mummery, 2005；Fleury & Lee, 

2006；Ishii, Shibata, & Oka, 2010）。相關影響兒童身體活動參與的影響因素如以下所述

（Sallis, Prochaska, & Taylor, 2000）： 

（一）人口統計變項與生物因素：年齡、種族、性別、社經地位、單親狀況、身體質量

指數以及家長體位狀況。 

（二）心理、認知以及情緒因素：自尊、知覺勝任感、自我效能、身體意象、態度、結

果期待、課後活動、討厭體育課的狀況、身體活動意圖、身體活動偏愛、知覺利

益、一般性阻礙、享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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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為態度與技巧因素：抽煙狀況、飲酒程度、熱量攝取、身體活動經驗、靜態時

間。 

（四）社會與文化因素：家長與孩子共同參與身體活動情形、家長身體活動參與利益、

家長身體活動參與阻礙、家長鼓勵與阻礙、家長接送狀況、家長付費情形、主觀

規範以及同儕影響力。 

（五）物理環境因素：設施或課程便利性、家長接送與否、季節、居家安全性、戶外時

間。 

    本研究所採用的社會生態學模式是為以 Bronferbrenner（1992）所提出的社會生態

學架構，包含個體特質（運動享樂感與運動自覺阻礙）、維觀系統（家庭、學校、同儕

社會支持）居間系統（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鉅觀系統（社會環境與物理環境

之可近性、安全性以及吸引性）、外部系統（人口統計變項）來探討其對兒童運動參與

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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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運動參與行為 

一、運動行為的定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64年的運動宣言中指出：凡具遊戲性質而出於與他人比賽或

自我奮鬥形式之一切的身體活動；若活動具比賽性質，則比賽必須在優良的運動員風度

下進行，缺乏公平競爭理想的運動不能稱為Sport（盧俊宏，1994）。Caspersen, Powell and 

Christenson（1985）認為運動參與（exercise）是一種有計畫、有組織且重覆性的身體活

動（physical activity），其主要目的是促進或保持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 

身體活動是指由骨骼肌導致的任何身體移動，會引起能量消耗；而健康體適能

（health related physical fitness）美國運動醫學會（ACSM, 1990）認為是與健康促進有

關的體能，為一般人所需要的體適能，包括心肺耐力、肌力、肌耐力、柔軟度和身體組

成。個人可以藉由運動來提升體適能，良好的體適能可以增進生理、心理及社會三方面

的健康，不但能延長生命亦對改善外表和增進情緒的穩定有助益。 

    在本研究中所指的運動行為，乃基於上述的定義：運動，是透過有計畫、有組織且

具重複性，用以促進或保持身體適能的身體活動。 

二、運動行為與健康的關係 

（一）運動行為與健康的關係 

1. 運動與生理健康方面 

Siscovick, Laporte 與 Newman（1985）收集有關運動與冠狀動脈心臟疾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高血壓、糖尿病、骨質疏鬆症的研究時發現，多數研究均指出

運動與預防及控制以上四種疾病有關。Powell, Thompson, Casperson 與 Kendrick（1987）

回顧1983~1985年間有關運動與冠狀動脈心臟疾病之研究指出，雖然研究方法不同，但

卻沒有任何一個研究結果發現活動量多者，其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疾病的危險性有顯著性

的較高。Haskell（1988）的研究亦指出，不動者易有負向健康結果；且隨著年齡的增加，

身體活動能力明顯減弱，但若從事規律性運動，則原本每年心肺功能喪失百分之一的情

形可被預防。Wilson（1991）指出人類身體本為活動而設計，越活動其功能越好，不像

機器會因為使用而迅速磨損，且若不從事相當程度的活動，個人將無法維持健康；在其

研究中顯示規律性運動對健康有正向且一致的益處，他認為不動是一個嚴重的健康危

機，人們可因此而罹患高血壓、慢性疲勞、提早老化及生理性無能。Fentem（1992）則

指出高度的習慣性運動可大大降低冠狀動脈血管疾病（CVD）發生的機率，規律性有

氧運動能有效保持身體健康，負重運動可預防任何年齡的骨質疏鬆症。許多慢性疾病如

冠狀心臟疾病被認為是根植於青少年時期，若缺乏適當的身體活動將會造成生長發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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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心血管問題(Casperson & Merrit, 1995)。Stucky-Ropp 與 Dilorenzo（1993）亦指出：

增加青少年規律的身體活動不但可降低冠狀心臟疾病的潛在危險因子，並可增加心血管

適能。 

2. 運動與心理健康方面 

Taylor, Sallis 與 Needle（1985）回顧許多有關運動與心理健康的文獻後，指出運

動可減少部份輕度、中度沮喪的症狀及焦慮的症狀，且對自我形象、社會技巧及認知功

能（cognitive functioning）有促進的效果。Camacho, Roberts, Lazarus, Kaplan 與 Cohen

（1991）的研究發現活動量低者其沮喪症狀的情形，顯著高於活動量多者；且這種關係

不因健康狀況、社經地位、生活事件、社會支持及其他健康習慣而有所差異。Haskell

（1988）認為，雖然有益健康的運動必須是使用大塊肌肉、身體負重抵抗地心引力或移

動一段距離，但低、中強度的運動若延長時間也可產生類似高強度運動的效果，且低、

中強度的運動較容易被人接受。因此，個人在嚐試尋找永久性生活型態改變時，可先選

擇低、中強度的運動，才不致輕易放棄從事規律性運動的健康行為。張彩秀與姜逸群

（1994）對國人運動行為、體適能及主觀健康狀況調查之研究指出，從事規律運動者在

自覺心理健康程度與壓力處理程度上都比無規律運動者佳。 

由以上相關文獻可得知，規律性運動有助生理、心理的健康，並可增加個人對社會

的調適。理想的運動處方應同時考慮運動強度、運動頻率及持續運動時間，激烈運動雖

有其重要性，但從事輕度或中度運動時，若能增加運動時間亦有其促進健康的功能。規

律性的身體活動對於青少年的生長發育以及未來成人時的身心健康與慢性疾病危險因

子預防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三、運動行為的測量 

Laport, Montoye 與 Aspersen（1985）透過相關測量運動行為的研究發現，評估運

動的方法有三十多種，可將其區分為七大類別，分別為：一、熱量測定法（直接或間接）；

二、調查法（如日記法或回憶法）；三、生理測量法（如心肺功能）；四、行為觀察法；

五、飲食測量法；六、電子儀器測量法以及七、工作分類法（job classification）。Saris

（1985）認為若研究的樣本數過多時，測量身體活動量最常採用與方便的調查方法，是

為問卷調查法和日記法。Sallis等人（1993）亦指出問卷調查法較適用於大樣本的研究。 

Schechtman, Barzilai, Rost 與 Fisher（1991） 在一項工作場所的健康促進計畫研究

中，針對1004位受試者，僅以一個問題「您最近曾從事規律性運動以增加體適能？」調

查其運動情形，結果顯示以這種自我報告回憶法的方式，探討受試者的運動行為，確實

能有效的反應出個人從事規律運動的情形。Gionet 與 Godin（1989）曾針對自我報告

式的運動行為進行效度研究，其將運動強度分為輕度、中度及激烈等三類，要求受試者

回憶過去七天內所從事的運動行為，其研究結果指出這種簡單自我報告式的運動量表，

能有效地評估受試者的運動行為。有關運動強度的評估也有以心理感覺為依據，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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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g（1982）所發展的RPE自覺運動強度（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RPE）最具代表

性。RPE 自覺運動強度量表是以受試者自覺用力或疲勞程度來代表運動強度。7 代表

非常輕鬆、9 代表很輕鬆、11 代表稍微輕鬆、13 代表有點吃力、15 代表吃力、17 代

表很吃力、19 代表非常非常吃力。RPE 以簡單的數字指數來代表主觀知覺到的運動強

度，此量表雖是主觀知覺的測量，但是研究指出自覺的運動強度與實測的運動強度相當

一致，其指數與生理的指標呈高度相關。由於其方便又有效的特點，受到相關領域廣泛

的應用（蘇振鑫，1999）。為考量本研究對象為兒童，研究者透過五點量表來測量兒童

對運動強度的感知，希冀能更精確的描述兒童在動強度上的感受程度。 

在國內有關於運動行為的研究當中，也大多以回溯性的方式，讓受試者自我報告其

從事運動的種類、時間、頻率、場所及強度等（牛玉珍，1997；吳宏蘭，1993；陳芮淇，

2001；蔡美月，1996；鍾東蓉，2000）。 

由以上研究可知，對於運動行為的測量可以運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來進行，且各有其

優、缺點，研究者應視其本身的研究目的及性質來慎選適當的評估工具。國內外有許多

研究結果均顯示，以自我報告式七天回憶法對於運動行為的評估是有適當的效度，本研

究依研究目的，擬參考此種回溯性自我報告的方式並以Fox（1999）運動參與的公式來

進行運動行為之測量與後續分析。 

四、運動參與行為的影響因素 

Dishman（1991）曾回顧整理56篇有關運動行為的研究，並歸納出影響運動行為的

因素有： 

（一）個人屬性：如人口學因素、身體健康狀況、過去的運動習慣、人格特質、情緒狀

況、態度、信念、自我效能評估以及對運動結果期待等。 

（二）環境條件：如有無運動設施、運動場所之方便性、時間安排的合適性、社會支持

以及氣候的影響等。 

（三）運動特質：如種類、場所、頻率、強度、時間及運動後的感覺等。李蘭（1993）

有很多人想要改變現有的生活方式，並企圖建立規律性的運動習慣，但是能下定

決心並採取行動且又能堅持下去的人卻很少，尤其是對一個向來不太喜歡身體活

動或未曾有過運動習慣的人而言，運動行為的建立和持續尤其困難。 

Oldridge（1982）曾回顧有關於初級預防運動方案的研究報告，其發現運動參與者

從中退出的比率從13至75％不等。此外，他另從18個次級預防運動方案的研究中獲得類

似的結論。劉翠薇（1995）針對某專科學校學生及陳芮淇（2001）對某高職學校學生的

運動行為調查發現，研究對象的性別、住宿情況、參加運動社團情形、父 /母職業、運

動自我效能、運動結果期待以及社會支持等變項對於休閒時的運動行為有顯著的預測

力。另外，綜合國內有關運動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得知，影響運動行為的因素包括：人

口學變項、身體健康狀況、健康信念、身體自我概念、運動動機、健康控制歸因、社會

支持、自我效能及運動結果期待等因素(吳宏蘭，1993；張彩秀，1991；陳芮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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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翠薇，1995；鍾東蓉，2000 )。 

由以上的研究可知，影響運動行為的相關因素甚多，如欲提倡規律性運動，須針對

不同的對象找出其預測因子，這樣方可提出對改變運動行為之有效對策。本研究以運動

結果期待、運動自我效能、運動社會支持、自覺運動利益及自覺運動阻礙等做為研究之

主要架構。 

五、人口統計變項與運動行為的關係 

（一）性別 

Vershuur 與 Kemper（1985）針對運動型態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男生會花較多的時

間去從事激烈的身體運動，而女生則以較輕強度的身體活動為主。Eaton, Feldman, 

Reynes, Lasater 與 Assaf（1993）也曾研究預測18～64歲社區居民運動行為改變之因

素，經過五年兩次的追蹤，結果顯示會持續運動者（每週運動次數保持在三次或三次以

上）佔12.1％，而缺乏運動者（每週運動次數維持三次以下）則佔59.9％，此種現象在

性別間並無顯著的差異性存在。黃麗卿等人（1993）針對某專科學校學生進行運動情形

調查時，結果發現男生每週從事三次以上運動的比率明顯高於女生。林瑞雄（1991）指

出男生不僅較常運動且也較喜愛從事激烈運動。但也有不同的研究結果產生，Hurrel

（1997）曾調查450位成人參與規律性運動的情形，其研究結果顯示約有63％的受試者

會從事規律性運動，女性（63.7％）從事的比率高於男性（61.2％）。陳芮淇（2001）

對某高職學生進行運動行為調查發現，男女生均有相同的運動強度及頻率。由相關研究

中發現，性別在運動參與上的確有不同的參與頻率、強度存在。 

（二）年齡 

Stephens 與 Ferris（1986）在分析美國及加拿大地區民眾從事運動情形的調查研究

中指出，民眾從事運動的情形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有減少的趨勢，而最明顯下降的時期

發生在青春期及成年早期。Thirlaway 與 Benton（1993）針對六、七、九、十一年級學

生進行休閒時間運動行為的研究發現，低年級學生的運動情形顯著高於高年級的學生，

而愈高年級的女生參與團體性運動的情形愈少，但在從事非團體性運動方面卻無此現

象。 

Marcus, Rossi, Selby, Niaura 與 Abrams（1992）的研究顯示年輕者的身體活動量顯

著多於年長者。在國內的研究方面，林瑞雄（1991）針對國民健康調查研究指出，以15~24

歲與65歲以上這兩個年齡層最常從事規律性運動，其比率各佔36.3％；而25~44歲年齡

層的國人所從事規律運動的比率為最低，只有29.2％。張彩秀（1991）在其研究中亦發

現年齡愈大者從事規律性運動的比率越高，而20~49歲這個年齡層的運動比率為最低，

僅有26％的民眾有規律性運動的習慣。姜逸群等人（1988）在調查民眾的健康意識及中

老年疾病之預防健康行為時發現，不論性別均以60歲以上者較常從事運動，而30至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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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者最不常做運動。季瑋珠與符春美（1992）的研究卻有不同的結果，其指出社區居民

年齡在40歲以下者較會從事規律性的體能活動。潘美玉（1996）調查研究某公司416位

中年男性員工規律性的運動習慣，結果發現40~49歲以及50~65歲的員工在規律性運動習

慣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三）社經狀況 

人們在各項運動的參與會受到收入和職業的影響（Brooks, 1988）。Stephens 與 

Ferris（1986）針對對北美地區的民眾運動參與行為的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經濟收入、

教育程度以及職業性質三項因素與運動參與有著密切的關係。收入愈多、教育程度愈

高與職業地位為管理階級或專業人員者，則有較多的運動參與行為。Ford（1991）研

究不同社經狀況者的體能活動行為，其將體能活動分為休閒的體能活動、與工作相關

的體能活動、做家事、步行等四類，結果顯示高社經狀況者，其每週的體能活動時間

顯著多於較低社經狀況者，高社經狀況的女性會花較多的時間在休閒的體能活動、與

工作相關的體能活動以及做家事上，而較低社經狀況之女性則顯著地花較多時間在步

行和做家事方面，高社經狀況的男性則較低社經狀況男性活躍於休閒時的體能活動。

而國內的研究亦顯示，教育程度愈高者從事規律性運動的情形明顯地高於教育程度較

低者（吳宏蘭，1993）。季瑋珠與符春美（1992）的研究顯示，社區民眾中家庭經濟

收入較多、教育程度與社經地位愈高者或工作行業為商業、服務業與軍警及學生者，

其從事較多規律性的體能活動。 

而在本研究中，主要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童，然由於國小學童在運動參與上尚須依賴

父母的經濟支持，因此，本研究在此部分的人口統計變項即以父母的職業、教育程度及

收入為主要的人口統計變項中的項目。 

（四）運動經驗 

Dishman, Sallis 與 Orenstesin（1985）的研究指出，在年輕時期如曾從事兩項或兩

項以上運動者，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成年時期還是運動活躍者，且其參與激烈運動情形

是未參與者的二至三倍，年輕時期的運動情形與成年時期參加有組織之運動團體呈正相

關。Sallis 與 Hovell（1990）在研究運動自我效能與運動經驗間的關係時發現，個人過

去的運動經驗、選修體育課或參加運動團體的情形，可能會影響運動的自我效能，進而

影響其運動行為。Hovell等人（1991）在其研究中亦發現，孩童時期身體活動的參與和

其成人之後體能活動的參與有關。但也有不同的研究結果產生，Van Mechelen 與 

Kemper（1995）針對13～25歲年輕人做前瞻性追蹤研究時發現，過去的運動經驗與目

前的運動行為並沒有顯著相關，研究者認為是可能因為年輕時所從事的運動項目難以應

用於成年時期所致。 

在國內研究方面，王瑞霞（1994）曾以65～94歲的老年人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年

輕時即有運動習慣者，參與規律性運動的比率較高。綜合國內外有關於運動行為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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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得知，多數的研究發現男性比女性有較多的運動行為，且也從事較多的激烈性運

動，而運動行為會隨著年齡的不同而有所改變。經濟收入、教育程度以及社經地位較高

者，其參與規律性運動比社經地位較低者來得多，而個人先前的運動經驗對於其日後之

運動行為有些許的影響。 

由文獻中看出過去運動經驗或運動社團經驗對成年後運動行為的影響，因此，本研

究亦針對國小學童的運動經驗進行調查，以瞭解先前的運動經驗是否會影響其運動參與

行為。 

六、小結 

    運動在健康的維持或增進的角色上，已不容忽視。而本研究擬以回溯性自我報告的

方式進行運動行為之研究。透過相關人口統計特性來探討對國小兒童在社會生態學架構

中的影響。此外，年級、家長職業、家長收入、家長教育程度、是否參與（曾經）運動

代表隊或運動社團亦為人口統計變項所欲探討的項目，期以完整的提供背景變項在社會

生態架構中對運動行為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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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兒童運動參與特性與家長參與 
    本節共包含兩部分，分別包含兒童運動參與的特性及家長參與。 

一、兒童運動參與的特性 

兒童期是所有行為發展的基礎期，無論語言、智力、生活習慣、人際關係、社會行

為或價值觀，都在這時期開始塑成。成長中的學童需要對他們有幫助及適合他們年齡的

活動，但這活動對學童可以是挑戰，卻不可以成為負擔（Elkind,1981）。這樣的活動可

以幫助學童獲得知識、技巧及態度，為他們未來休閒活動建立良好的基礎。Kelly（1996）

指出，兒童時期的休閒活動經驗會影響成年的休閒活動參與，其研究結果顯示，成人所

從事的休閒活動，有49％是由兒童時期就已經開始參與。因此，在兒童時期應該多方培

養興趣並且從中選擇適合的休閒活動。顏妙桂（2002）也提到一個人自幼小開始所培養

的休閒活動興趣、態度、和技能，對將來的休閒活動行為影響很大。 

兒童休閒活動參與特性可以從參與的形式、參與的時間特性、參與身心體驗三方面

來定義（李晶，2003）： 

（一）參與的互動形式：以組織程度與人際互動媒介進行探討，組織程度分為個人活動、

兩人或兩人以上以隨性的方式參加、與有固定的組織定期從事活動。人際互動包

含：授課、比賽、共同興趣分享與情感交流。 

（二）參與的時間特性：參與的時間特性，包含第一次參與的起始時間，近一個月每次

活動的起迄時間、活動所佔的時數比、活動實際與知覺參與頻率、活動實際與知

覺參與時間。 

（三）參與身心體驗：參與身心體驗可以定義為參與情緒體驗與生理體驗。情緒體驗可

以從八大基本情緒來作評估，包含：歡樂、哀傷、恐懼、生氣、驚奇、期待、接

納與厭惡（游恆山、李素卿，1999），評估其強度與實際體驗。生理體驗可以從

參與活動時感受到的心跳、肌肉與呼吸知覺來判定，並可統整為運動強度知覺。 

然而，兒童運動參與特性會受到學童發展階段、成人對運動的規範與社會環境的支

持的影響，以下分項敘述之： 

（一）學童發展階段對運動參與需求與能力之影響探討 

以國小學童而言，其生理發展正位於兒童期中期，此時期的兒童成長趨於穩定緩

慢，開始發展良好的運動技巧，包含：心肺功能提昇，可以較長時間活動；骨骼和肌肉

開始成長，動作反應時間較為敏捷；可以把複雜的動作做的很好，開始發展細微動作技

巧，如準確、協調性等小肌肉的發展（Cordes & Ibrahim, 2003）。此時，運動參與的特

色在於，運用身體活動發展整體動作和細微動作的技能，包含：活動參與基本技能之學

習（運動、繪畫、音樂與語文）以及持續能力之鍛鍊。 

除了在生理上的改變外，此時期的兒童情感與社交能力的發展仍持續成長。依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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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get（1962）的認知發展理論中，將兒童的認知發展劃分成四個階段，分別為感覺動

作期（Sensori-motor Stage，出生到二歲左右）、準備運思期（Preoperational Stage，二歲

到七歲左右）、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七歲至十一歲左右）及形式操

作期（Formal Operational Stage，十二歲以上）。以國小學童而言，正位於具體運思期及

逐漸進入形式操作期。在具體運思期，學童趨於敏感，在思考、記憶、學習能力、吸收

知識能力上有很大的進步。在人際互動的發展上，學童比較可以控制自己行為和跟別人

合作。因此，在休閒活動的安排上，著重於思考的啟蒙、基本知識的學習、培養與人互

動的能力、以及獲得同儕的認同與支持。並且透過這些休閒活動，學童可以開始在家庭

之外表建立別的親密關係（Cordes & Ibrahim, 2003）。  

再者，國小高年級的學童正位於形式操作期，亦為青少年前期的前半段，兒童期也

即將結束並準備進入青少年時期。青少年前期是介於12 到16 歲之間，此時，友情的發

展及自我的認知是青少年階段的發展重點。自我認知是透過與朋友彼此的聯繫，藉由共

同的興趣、價值和背景而建立的，在同儕團體中受肯定與被接受是建立社會關係的重要

因素。要發展健全的自我認知意識，家人、朋友、長輩的支持都是很重要的，青少年要

能自在的沉浸在安全及支持性的活動中而不是限制性或抑制性的活動。透過休閒活動的

提供，對青少年在自我的認知的發展上提供了相當的助益：1.休閒情境提供青少年一個

機會，使他們能夠成功地將個人認知以及社會認知結合起來；2.休閒情境是從孩童時期

到成年期的一個轉折連接點；3.休閒情境提供了一個包含各種定位的和認知的空間

（Bammel & Burrus-Bammel, 1992）。  

因此，兒童透過休閒活動參與的歷程，除了獲得生理、情感及社交方面的助益外，

Gross & Frobely（引自李仲廣、盧昌崇，2004）認為是對未來所需要技能的一種培訓、

學習和準備。兒童可透過從休閒活動的參與來習得並準備下一個階段所需要的生涯發展

技巧。 

（二）成人參與對兒童休閒活動的影響 

兒童休閒活動的資源幾乎被成人所控制，包含家長（監護人）、活動執行者（教師、

教練、指導員）與活動提供者。因此，自2002年起，美國遊憩與公園協會（the 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 簡稱NRPA) 聯合家長、活動執行者、活動提供者與學

校，共同推動「優質運動（GOOD SPORT）」，希望藉由活動的推動，改變成人對兒童

休閒介入方式與價值觀影響，進而建構學童健康生活品質與良好的運動價值觀。這個活

動起因於研究發現兒童的休閒活動深受成人的動機與因然價值觀的影響，在很多的競爭

激烈活動中，甚至產生暴力與負面行為，這些對兒童的價值觀影響深遠。在推動「優質

運動（GOOD SPORT）」的過程中，主要是向成人宣導對學童休閒活動的正確態度與良

好的運動價值觀。NRPA相信，唯有從成人的觀念改變，學童的休閒活動品質才會改變

（Bach, 2002）。除此之外，家長對休閒的認知態度和認同與否皆會支持或阻礙學童的休

閒行為（洪煌佳，2002）。家長的角色可以激勵子女，不僅要在上課時間表現出最好的



 21

一面，也要善用休閒時間從事有意義的活動（Zeijl, te Poel, duBois-Reymomnd, Ravesloot, 

& Jacqueline, 2000）。  

在一項針對社會控制之下，青少年的日常休閒活動的研究中顯示，大多數的學童表

示，他們的日常活動是無聊居多，而產生無聊感不僅與喪失選擇權（options）有關，也

與參與由家長安排好的活動有關（Shaw, Caldwell, & Kleiber, 1996）。針對此情形，Shaw、

Caldwel與Kleiber（1996）進一步說明學童在某些可自由支配的活動中，失去某一種程

度的選擇性，是因為受到來自成人或朋友的壓力，而且來自成人的壓力被認為比來自同

儕壓力更具負面的影響。 另外，據NSRCSCS估計約70％學童運動的運作是受到父母興

趣而左右，每個父母的動機和道德觀都將會影響活動如何運作。 

總而言之，國小學童在休閒能力、認知等心理方面的影響，常受到成人態度的左右。

從好的方面來看，家長或成人可以運用休閒活動的參與來照顧學童、瞭解學童的想法、

並且以休閒活動作為溝通的管道。從另一方面，由於成人的期待與積極參與，造成學童

的壓力與偏差行為。 

（三）社會環境支持與學童休閒活動的參與 

兒童運動的參與，全數仰賴社會提供的資源。從家庭、社區（群）及政府，對於兒

童運動參與有極大之影響。家庭對兒童運動參與為最基礎也是最重要影響，家長是學童

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啟蒙老師，在家庭中提供指導和學習環境，藉以發揮兒童潛能，培

養人格。而如果家庭無法提供資源（包含經濟上或身心上的支持），兒童很難參與運動。

（李晶、章宏智，2006） 

社區（群）意指一群人因為分享共同的價值觀或事物而組織起來。在社區休閒推展

中，兒童因為行動能力有限，所以是主要運用社區資源的族群。使用的範圍包含社區所

提供的場地、設施、活動與專業諮詢。故兒童所在的社區所擁有的資源，會影響兒童運

動的參與。在政府方面，相關的立法、休閒資源的規劃與休閒活動的推展對於兒童休閒

活動參與有極大的影響。除此之外，政府對於辦理兒童休閒活表動補助方向，亦會影響

兒童休閒活動辦理之趨勢。例如，棒球年、足球年的規劃，對於運動的推展有一定的影

響。在另一方面，學童在參與休閒活動的過程中，可以建構對家庭、社區（群）與政府

的聯繫，進而產生認同感與正向的價值觀（Munson, 2002)。 

綜合上述，兒童休閒活動所需的資源，包括場地、設施、設備、活動辦理與專業諮

詢，全都需要社會的支持，包含最主要的家庭資源，配合社區的資源提供以及政府對於

大環境的建構。總而言之，學童發展階段、成人對休閒活動的規範、與社會環境的支持

三方面架構了學童休閒的框架，規範出學童休閒活動參與互動形式、參與時間特性與學

童休閒參與的身心體驗（圖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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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對休閒活動的規範 

活動參與

互動形式 

活動參與

時間特性 

活動參與

身心體驗 

兒童發展階段 社會環境 

圖圖圖圖 2222----3333----1  1  1  1      

兒童休閒活動參與的特性圖 

 

 

 

 

 

 

 

 

 

二、家長參與 

    本節將分別敘述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意義與重要性以及家長參與的角色、層級與類

型。 

（一）家長參與的意義與重要性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Parent Involvement in Schooling or Parent Participation in 

Schooling）的概念源發於美國十八世紀初，簡稱為家長參與。意指在子女的求學階段，

父母基於對孩子的關心，參與學校一切與教學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各項活動，其中包括參

與教學活動、學校義務工作的協助等（陳秋蓉，2001；郭明科，1997）。Stallworth 與 

Williams（1983）認為家長參與是指家長參與家中或學校教育過程中任何的活動，其中

包括家長與學校相互溝通、參與學校的決定、擔任學校義工、指導孩子學習等。陳丁魁

（2002）廣義的認為家長參與是參與兒童所有教育歷程中的活動，並主動而樂意貢獻出

自己的專長且運用不同的方式與教師進行合作來創造出讓兒童受惠的學習環境。林淑娥

（2003）則整理歸納出各學者對家長參與概念的幾個要素：1.主要是以家長的參與涉入

為主體；2.協助子女成長及學校的發展與效能為目的；3.歷程是以親師彼此合作和諧互

動的過程；4.在參與的內容主要是以參與子女的任何相關事務；5.在參與形式上則是多

元的，不侷限於某一種參與形式。 

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父母是孩子心目中重要的角色。家長積極的介入兒童的學習活

動，除了有助於兒童的學習活動，也可增進親子關係（林奇賢、馬榮燦、林志能，2000）。

陳怡君即明確指出父母在孩子小學階段的發展過程中，佔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陳怡

君，2003）。彭森明（2001）亦指出成功的教育需要學校、家庭與社會相互合作，三者

所塑造出的大環境對兒童的學習與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對兒童來說，家長參與

兒童學習歷程中的活動，對親子互動的行為有積極的改變，雖然兒童的社會行為及社會

關係沒有較顯著的改變，但是親子互動卻是兒童社會行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任秀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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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再者，家長參與兒童的學習活動會讓學生產生安全感，也會減少學生缺席率，

學生也會因為親師互動關係，容易受到老師的個別注意，有助於其學習動力（Epstain, 

1991；林俊瑩，2001）。對家長而言，父母參與兒童的學習活動讓父母有機會觀摩、學

習教師對於成長和發展所做的引導方式，在家中也能延伸教師對生活教育的要求，達到

親師合作的目標。再者，父母也可藉由參與兒童學習活動獲得成就感（林振春，1997）。 

在人生各個階段的休閒活動之中以兒童時期最為重要，就身心發展而言，兒童時期

所從事的休閒活動會影響日後成年的休閒類型，小學階段是學習歷程的起點是養成積極

正向的休閒認知和休閒態度的重要基礎階段（李三煌，2004）。Kelly （1996）曾探討休

閒社會化時也指出：成人所從事的休閒活動，有 49％是由兒童時期就已開始的（引自

林東泰，1994）。顏妙桂（2002）也提到一個人自幼小開始所培養的休閒活動興趣、態

度和技能，對將來的休閒活動行為影響很大。 

目前部分課後托育機構利用課後托育的課程安排兒童以參加動態、靜態的休閒活動

來達成學習目標。以兒童在課後時間參與休閒活動而言，父母參與兒童課後休閒活動，

一來可增進親子間的互動關係，二來可輔導與提供兒童正確的休閒觀念（王美芬，

1992）。李三煌 （2004）認為家長除應重視兒童的休閒教育外，也應參與兒童的休閒生

活，家長在假日或空閒時間應陪同兒童一起從事正當的休閒活動，一方面可增進親子間

的情感外，另一方面可以培養兒童正確的休閒態度，促進兒童健全人格的成長（王冉卉，

2003）。因此，家長參與兒童投入休閒活動除了能幫助兒童建立正面的休閒態度、有助

於學習效果、增進親子關係等。再者，父母的管教方式與親子關係，對兒童在投入休閒

活動具有正面作用。 

    因此，本研究擬探討家長參與課後托育活動的決策歷程對兒童休閒活動參與特性之

影響。透過瞭解家長參與模式、類型等對兒童在課後休閒活動的參與特性上是否有顯著

的影響，並進而討論如何透過家長的參與來增強兒童課後學習意願及強化學習動機，提

高兒童的學習成就。 

（二）家長參與的角色、層級與類型 

    家長參與兒童學習歷程中的活動對兒童在身、心及社會歷程的發展有相當的助益。

而本研究擬從家長參與兒童課後休閒活動的方式、類型及角色來探討不同的參與模式對

兒童在課後休閒活動的學習歷程是否會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存在。 

1. 家長參與的角色 

    在家長參與角色的分類中，學者依不同的觀點及研究需求加以分類與歸納。

Henderson, Marburger 與 Ooms（1986）認為父母參與兒童學習可以歸納成五種角色，

分別是： 

（1）父母是夥伴，父母履行教育孩子社會發展的基本義務。 

（2）父母是合作者和問題解決者，父母援助學校，和學校共同努力解決孩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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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父母是觀眾，參與欣賞學校舉辦的展覽和表演活動。 

（4）父母是支持者：父母提供自願性的服務。 

（5）父母是顧問和共同的決策者：父母成為特別的或固定的管理組織會員，由此參與

學校的決策和計畫。 

陳丁魁（2002）整理相關領域學者對於家長參與角色的相關文獻後，大致歸類成六

類，分別為（1）家長像觀眾，是最傳統的一種參與方式，透過書面的傳遞與家長溝通

協調，或是親自到教室與教師溝通。（2）家長擔任義工或副手，如幫忙教室佈置、安排

座位、收集材料及實驗器材等。（3）家長是自己孩子的老師，通常是在自己的家裡學習

如何教育自己的小孩，協助孩子完成家庭作業，完成計畫的擬定、教材和學習材料的選

擇等。（4）家長是學習者，參加講習會及相關的親職教育，並基於本身的需要，辦理各

種親職教育活動，或為以家長專業技能，擔任學校各項工作。（5）家長是參與決定者，

透過家長會的組織參與學校會議，可以支持或反對學校各種計畫、方案、課程等學校相

關的事務，與教師擁有相同之的參與權與表決權。（6）家長是倡議者，家長能提出建議

或看法，提供校長或老師參考，然要決定權仍掌握在學校當中（簡加妮，2001﹔

Greenwood & Hickman, 1991）。  

    Berger（1987）將家長參與的角色區分為五種，分別是（1）旁觀者，家長相信學

校的專業，認為學校對子女的教育，能做最佳的處置。因此，此類的家長只是觀察學校

在教育過程中對兒童所施行的教育措施，並不實際參與學校事務。（2）附屬的義工，家

長提供教育過程中無關教學的必要服務，而這類的參與通常只適合特定的時間與活動，

例如辦理餐會。（3）教學方案資源，家長擔任義工或學校的支薪人員，他們參與教材及

課程的發展，也與學生及教師們分享自身的專門知識。（4）決策者，家長透過各種組織

來參與學校事務。（5）自己子女的教師，藉由瞭解正式教育的過程，家長可以增進子女

機會教育及接受社會教育的機會。 

2. 家長參與的層級與類型 

在探討父母介入兒童收視行為的介入行為類型時，歸納出的三種主要的介入行為，

分別為（Gunter & McAleer, 1997；Sprafkin, 1992）：  

（1）約束型介入（restrictive mediation）：這類父母大多設立規準，限制兒童的選擇與

參與。Fry 與 McCain（1980）認為父母介入兒童收視行為所設立的規準，彈性非

常大，端視父母的個人因素（包括個人的紀律和家庭社經地位）而有嚴謹或鬆散

不等程度的規準。Desmond, Singer 與 Singer（1985）指出，一般說來，父母最常

限制兒女的收視時段、收視時數或上床前的最晚收視時間；限制或鼓勵兒童收看

某種類型的節目；禁止兒童看電視，甚至家裡完全不設置電視。 

（2）評價型介入（evaluative mediation）：說明型父母傾向於為較小的孩子說明電視節

目的內容、人物的性格與道德。此類型父母往往著重於電視媒體的「文法」結構

以及對白與影象的交互作用，此外，也重視節目中的歷史、地理背景。Weaver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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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our（1992）指出，評價型介入的父母最常做的有：（A）為兒童解釋電視節

目或廣告的內容意義或其背後所隱含的意涵；（B）與兒童討論節目角色的性格、

心態或動機；（C）以道德或處事的觀點，與兒童一起評斷角色人物的行為；（D）

為兒童解釋那電視內容是真實與否，認為評價型的介入能使兒童對電視節目內容

有更深一層的理解，並能培養兒童批判性的觀看技巧。 

（3）無目的型介入（unfocused mediation）：無目的型的介入較屬於無指導性的介入。

這類父母通常會跟兒童一起看電視，並且一起討論或評論節目內容，但此種討論

較無目的性，容易影響兒童的收視習慣與態度。Weaver與Barbour（1992）認為無

目的型的介入亦包含父母的收視習慣對兒童收視行為的影響，例如父母如果喜歡

看籃球賽轉播，且每週固定收看，則兒童通常也會養成看籃球轉播的喜好。Weaver 

和Barbour（1992）則綜合許多研究指出，一般說來，親子共視時，或多或少有包

含無目的型的介入，是最容易做到的介入類型。 

綜上所述，介入的類型共分為無目的型、約束型、評價型，三種介入類型。至於各

類型的介入方式上，單純的親子共視介入方式較兒童電視識讀能力與父母介入兒童收視

行為之相關研究屬於無目的型介入，而管理兒童收視行為的介入方式則屬於約束型的介

入類型，至於評價與討論的介入方式則屬於評價型的介入類型（Bybee、Robinson & 

Turow, 1982）。 

戴國璋（2005）將家長參與的類型分為一般性的家長參與類型、學校行政性的家長

參與類型、家庭性的家長參與類型三種。本研究擬採用依此家長參與之三種分類方式做

為編製研究工具（問卷）之基礎，以下茲將此三種類型內容說明之： 

（1）學校行政性的家長參與類型：係指參加家長委員會議、協助籌措學校教育基金、

參與學校校務會議、參加學校決策會議（教評會、教科書審議委員會、課程發展

委員會等等）及提供可利用之社會資源等。 

（2）一般性的家長參與類型：指家長參與一般性的學校事務，包括協助班級補救教學、

協助班級教具製作、協助教室情境佈置、協助班級戶外教學、參加班親會、親師

座談會、擔任學校各項義工及參加學校各項活動等。 

（3）家庭性的家長參與類型：係指家長之最基本責任，包括指導學生作作業、了解孩

子在學校的表現情形、與孩子教師聯繫的情形、關心孩子課業好壞情形、了解孩

子身心發展情形、參加有關提昇家長教養子女知能的親職教育活動等。 

本研究擬以此三種參與類型為主軸，探討父母參與兒童課後休閒活動的類型對兒童

休閒參與特性的影響，以瞭解不同的父母參與類型及參與層級對兒童課後休閒參與特性

的影響。 

在參與層級的部分，相關領域學者也依據不同的分類標準與觀點將參與層級給予劃

分。陳良益（1996）採家長態度的積極性與家長分享決策的程度兩項分類標準，將家長

對學校事務參與的程度區分為四，即： 

（1）與學校一起做決定，家長在對學校事務的決定上，與學校人員有相同的參與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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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此一層級的參與權利需要法令或政策加以保護。 

（2）提出建議或看法，家長可以透過組織或個人的影響力來表達其對學校事務的意見，

但主要決定權仍掌握於學校相關人員的手中，家長可能參加學校的相關會議，但

僅是列席的身分，並不具參與表決的權利。 

（3）無意見地給予支持：家長通常被排除於學校決策的過程之外，其可能在學校作成

決策之後被知會，但無變更決定的權利，其完全尊重並支持學校的決定。 

（4）沒有意見也不參與：乃最為消極的一個參與層級，其對學校教育漠不關心，相當

於旁觀者的角色。 

Clevette（1994）認為家長參與的行為是一個「發展的連續體（developmentally based 

continue）」，該連續體包含了以下五個階段： 

（1）代表，指家長在家中提供滿足孩子生理需求之事務，回應學校的要求，盡力提供

所需之學用品，對子女關心、照顧，但是在學校的參與是有限的，且只代表自己

和其子女。 

（2）分擔，指家長扮演家庭教師的角色，在學校及家庭中支持子女，整合學校的課業

和家庭的學習活動，以協助子女發展知識和技能。家長雖與教師合作，但對學校

事務的參與，仍侷限於消極的配合角色。 

（3）參與，是指家長嘗試與學校人員討論有關子女進步的情形，或參加訂定家長、教

師與學生間共同目標的會議，也可能擔任班級義工及校外旅行的伴隨者，但仍未

與學校並未達到平等的合作關係。 

（4）合作，保持家庭與學校間的開放性溝通，主動地調停衝突但不干涉有關其子女教

育的決定。 

（5）倡導，在學校會議或學區層級扮演決策者角色，在政策上扮演諮詢角色。 

    家長參與的層級會基於家庭背景與文化不同而有所差異，而本研究擬針對家長參與

兒童課後休閒活動的程度對兒童休閒活動參與特性的影響。 

 

由於國小學童在認知能力的發展上尚未介於有行為能力者，因此，在運動的參與及

選擇上仍須透過家長代為抉擇與決定。而父母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的方式、類型及程

度皆會影響兒童運動參與的頻率、次數及持續的時間等。因此，本研究擬透過瞭解父母

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對兒童個人因素及運動參與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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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會支持 
本節擬從父母、同儕及教師的運動社會支持來探討三者對國小學童運動行為的關

係。 

一、社會支持的概念 

    社會支持是任何行動或行為對個人在追求目標、滿足需求的特定狀況下所產生的作

用，這種支持要由接受者來衡量（Tolsdorf, 1976）。Caplan（1974）則認為社會支持是

指團體中個人從正式或非正式關係中獲得情緒上、知覺上及物質上的支持，這些是個人

克服挫折與壓力情境過程中所需要的支持來源。Norbek（1981）指出當個人主觀認為或

感受到有支持之特性時，方可稱為社會支持。此外，Cohen 與 Syme（1985）將社會支

持定義為是他人所提供的資源，而大多的社會支持是來自於家庭的成員、朋友以及其他

對個人具有特殊意義者。 

對於社會支持行為的界定，學者多以社會、人際關係的互動為出發點，其中的內容

因其出發點不同而互異。其中最常被提及且被視為涵蓋面較廣的是 House 等人於 1982 

年所提出的社會支持分類法（House, Robins, & Metzner, 1982），該四類支持行為類型

是： 

（一）情緒性支持：包括，自尊、情感、信任、關心及傾聽。 

（二）評價支持，包括：肯定、回饋、社會性比較。 

（三）訊息支持，包括：建議、指導、提供訊息。 

（四）工具支持，包括：金錢與設備。 

社會支持為他人所提供的資源，來自於家庭成員、朋友及對個人有意義的行為者。

Thoits（1985）則驗證了社會支持是造成個人心理健全之主要因素，從支持的過程中能

使個人獲得認同感、歸屬感；此外社會支持亦是個人獲得正向自我評價之來源，同時也

可增進個人控制和掌握對外在環境的感受，因此對促進心理健康有相當的益處。而社會

支持透過下列兩種方式來影響行為： 

（一）以直接的方式影響行為，如經由鼓勵、提供訊息增強物、刺激個人持續進行及保

持行為。 

（二）間接修正影響行為的中界因子。所以在個人動機不足時，社會支持扮演促進運動

行為發生的重要角色。 

此外，社會支持也能提供個人執行某特殊行為的信心、能力和再保證，因此，社會

持是決定個人從事健康促進行為上的一重要變項（Rabinowitz et al., 1993），許多研究

指出社會支持是許多健康行為的預測因子，如遵醫矚行為（Wallsten et al., 1983）、戒

菸行為（Mermelstein, Mclntyre, & Lichtenstein, 1983）及體重控制（Dubbert, 1984）。

Mueller(1980)認為社會支持應包括支持來源(例如：家人或朋友)、支持類型(例如：情緒、

工具支持)及強度支持；透過此三方面的評估，將可使研究人員更能確定影響健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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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及身心健康狀況的支持及類型。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社會支持是一種主觀的感覺，社會支持會影響個人從事或保

持某項行為；支持的方式包括情感的關懷、工具性的協助、提供訊息及評價；對青少年

而言，提供支持的來源主要為家人及同儕。此外，學生因在校時間相當長，與老師相處

時間相對增加，再者，國小教育是為通才教育，缺乏體育專長教師的國民小學體育課亦

通常是由級任老師來擔任，如此一來，對學童運動的價值觀及行為則有相當程度的影

響。因此，本研究的支持來源除家人及同儕之外，再加上老師一項，以了解學生在運動

方面的社會支持情形。 

二、社會支持與運動行為的相關研究 

Andrew（1981）就指出配偶與家人支持的態度可以讓當事者克服諸如﹕天氣不好、

設備不足、不方便、沒時間等阻礙，而積極從事運動。Sallis, Grossman, Pinski, Patterson 

與  Nader（1987）亦認為社會支持是改變健康行為的重要決定性因子。Treiber, 

Baranowski, Braden, Strong, Levy 與 Knox（1991）研究年輕成人的身體活動情形與運

動社會支持間的關係，結果指出運動社會支持與身體活動有正相關，且此關係因不同的

種族、性別、支持來源（例如：家人、朋友）及體能活動類型（例如：工作、休閒）而

有不同。Hovell等（1991）進行拉丁種族的體能活動相關研究，指出朋友的支持及朋友

的運動行為與其從事激烈運動的行為有顯著正相關；且朋友的運動支持與其步行運動顯

著相關，朋友及家人的運動支持與研究對象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則無顯著相關。 

Sallis等( 1992 )的研究顯示社會支持與參與運動有關，其中以來自家人及朋友的支

持尤為重要。Lock與Wister（1992）以15 歲以上居民為對象，進行運動行為意向及改

變之研究，指出社會網路比收入、職業更能預測運動行為，朋友的運動情形、對健康訊

息之需求與其運動意向有顯著正相關。Lian and Gan（1999）對2490位60歲以上的新加

坡老人之調查研究顯示，家人的支持、家人運動比率與休閒規律運動有顯著正相關，家

人的支持比朋友的支持更重要。 

國內相關研究中吳宏蘭（1993）在工作場所運動行為的研究均指出，「沒有運動夥

伴」是職場工作者未能做運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潘美玉（1995）與吳慧玲（1998）亦指

出員工運動夥伴的有無，是影響規律運動的重要變項；季瑋珠及符春美（1992）的研究

也發現社區居民從事固定體能活動者，57.1％有家人陪同，23.6％有朋友陪同。而郭青

萍（1992）也指出情緒支持網路越多之鄉村婦女，運動休閒行為方面表現越好；陳麗鳳

（1994）的研究則發現家庭支持度高者，每週運動的總時間較長。蔡美月（1996）對老

人所做的研究顯示：配偶社會支持和朋友社會支持是老人從事規律運動行為的顯著變

項。牛玉珍（1997）對大學教師的研究顯示，規律運動行為與社會支持呈正相關，但並

未達統計顯著差異水準。鍾志強（2000）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運動行為與運動社會支

持有顯著正相關，而男性、參加運動社團及運動經驗愉快者，有較高的運動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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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由上述文獻探討可以發現，在任何年齡層社會支持是運動行為的重要預測變項；家

人及朋友、同事的運動社會支持越多，其運動行為表現越好。因此，本研究在社會支持

因素中的重要他人則從父母、同儕及教師三者來探討社會支持對國小學童在個人影響因

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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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人影響因素 
    在個人影響因素方面，相關研究顯示（柏佩蘭，2010；Allender, Cowburn & Foster, 

2006；Dishman et al., 2005；Mulvihil, Rivers & Aggleton, 2000）運動享樂感有顯著的兒

童運動的參與影響，並能有效的預測運動規律行為的有無。此外，自覺運動阻礙與兒

童運動參與行為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亦能有效的預測運動規律行為的有無（柏佩蘭，

2010；趙怡青，2005；Sallis, Hovell, Hofstetter & Barrington, 1992）。因此，本研究主要

以運動享樂感與自覺運動阻礙做為個人影響因素中主要探討之變項來進行討論與分

析。 

一、運動享樂感 

（一）運動享樂感的概念 

在本質上，享樂感是一種最理想的心理狀況，是一種為了自己的利益（for one’s own 

sake）而去追求的一種心理活動，心理學家以為這種心裡活動可以促使個人採取某種行

為。其具有三個向度（Kimiecik & Harris, 1996）：  

1.是一種正向的情感反應，能真實的反射出個人的歡欣、喜悅、樂趣等情緒。 

2.是一種認知的向度，能引領個人成功的運用技巧去適應環境的挑戰。 

3.是一個個體或個人最理想的心理狀態，能夠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去從事各種活動。 

而運動享樂感（sport enjoyment）主要來自於完成欲達成的運動行為，是一種正向

的運動經驗感受，使運動者感受到愉悅、快樂（Scanlan & Lethwaite, 1986）。Boyd 與 

Yin（1996）則認為是對運動經驗的一種積極情感回應，反映出如快樂、有趣的情感。

而運動享樂感具有兩大角色功能： 

1. 促使民眾願意加入運動計畫而得到更多的健康益處。 

2. 將壓力轉換為促進心理健康之重要因素（Wankel, 1993）。  

此外，運動享樂感同時是民眾執行運動行為的重要內在動機，並可使民眾認知到能

力感、滿足感的提昇（Frederick & Morrison, 1996），且是一種正向的運動經驗感受，

使運動者感受到愉悅、快樂（Scanlan & Lethwaite, 1986；Frederick & Morrison, 1996）。 

（二）運動享樂感與運動行為的相關研究 

Robinson 與 Carron（1982）研究指出缺乏樂趣及享樂感是民眾退出或終止運動的

最主要原因。Hamid（1990）對 186 位成人 10 週的運動介入研究指出，樂趣（fun）、

運動享受（enioy sport）是繼續執行運動行為；維持運動習慣（Dishman, et al., 1985）的

重要動機。Wankel（1993）也發現運動享樂感對運動行為有重要影響。Oman 與 McAuley

（1993）對 109位自願參與 8 週的有氧運動計畫者之運動行為內在動機研究指出，當個

體由運動行為中體驗更多的樂趣、成就感，會增強其內在的動機，而有更多的運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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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Ashford, Biddle 與 Goudas（1993）對英格蘭六個社區運動中心 336 位 16 歲以

上民眾調查研究發現，男性比女性更會為運動成就感而參與運動；而年長者較會為了社

會心理安適而參與運動行為；透過運動成就感和社會心理安適，可以預測 14.4％的運動

享樂感。Koivula（1999）對 410 位成人的調查研究發現，運動動機與運動行為有關，

而運動享樂感被認為是參與運動最重要或第二重要的動機。不論男女其運動享樂感和運

動時間均有顯著正相關，且男人比女人有較高的運動享樂感得分、運動動機、運動頻率

及運動量，並指出期間的差異可能是受社會結構性別差異的影響。近來許多學者開始探

討運動享樂感對運動行為的影響，由上述文獻可以發現運動享樂感可能與個人是否採取

及維持運動行為有重要相關存在。 

二、自覺運動阻礙 

（一）自覺運動障礙的概念 

自覺運動障礙（perceived barriers of action）是指研究對象主觀評估採取運動行為，

有可能遭遇困難的障礙程度。自覺障礙的認知最早是在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中被提及（Resenstock, 1974），後來亦被成功的運用於預測一般的預防性健康

行為（Janz & Becker, 1984），和特殊的運動行為（Slenker, 1984; Sallis, et al., 1992a），

而運動行為亦包括在內（Tappe & Duda, 1989）。Becker , Haefner, Kirscht , Maiman 與 

Rosenstock（1977）認為健康信念模式有非常重要的動機因素，而動機的來源，來自於

下列三大變項：1.某種疾病的威脅。2.感受到採取預防性行動的利益。3.感受到實施某

種預防性行動的障礙。上述三大類變項，最後將影響一個人感受到某種疾病的威脅並產

生行動的動機，最後促成行為的改變，人們將採取健康行動去預防。 

（二）自覺運動障礙與運動行為的相關研究 

Noland 與 Feldman（1985）以215位25~60歲婦女為對象進行規律行為研究，指出

知覺運動障礙、控握信念是預測24~45歲婦女規律運動行為的重要變項。Gage（1991）

也以健康信念模式去預測有氧運動的參與行為，包括自覺有氧運動的利益性、障礙性及

自覺疾病的罹患性、嚴重性和一般健康動機，結果說明了35％的變異量，其中以自覺有

氧運動的障礙性因素是主要的預測因子。對成人而言，常見的障礙因素為家庭與工作責

任導致的時間不足（Slenker, 1984；Dishman, 1982），缺乏配偶和家人的支持（Dishman, 

1982；Andrew, 1981），運動設備的不可近性（Andrew, 1981）以及缺乏興趣（Slenker, 

1984）。而Myers, Weigel 與 Holliday（1989）認為成人規律運動的主要障礙原因是民

眾運動知識不足。Duffy（1988）調查研究561 位愛爾蘭民眾及117 位美國民眾發現，

愛爾蘭民眾最重要的運動障礙因素為缺乏運動設備，但在美國此項因素卻不是構成障礙

之原因，另外，興趣和時間缺乏則是兩個國家民眾所共同的運動障礙因素。Sallis, Hovell,  

Hofstetter 與 Barrington（1992）指出不同的年齡層因為環境的因素皆有其特定之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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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障礙，而有關阻礙成人的自覺運動障礙主要是時間限制、缺乏興趣等等。Lian 與  

Gan（1999）指出，老人休閒規律運動與自覺運動障礙（缺乏時間、健康狀況不佳）呈

顯著負相關，建議其運動方案應協助克服相關運動障礙以及告訴老人及其家人有關運動

的好處。Thomsson（1999）以50位20~60 歲瑞典婦女為對象進行深度訪談研究，以女

性主義觀點分析其運動、休閒活動，發現運動被婦女認為是重要的，與儀表外觀、體重

控制有關，是一種適當的活動，但與男人的運動有差別。主要的運動障礙是料理家務的

限制及自覺害怕被人指責自私的限制。Sullum 與 Clark（2000）發現，中途退出運動

計畫的大學生在其運動基礎線上有顯著較高的運動負面認知，而此種運動負面認知分數

能有效預測參與者是否會中途退出運動方案，而呂昌明、李明憲及楊啟賢（1997）亦表

示，自覺運動障礙因素與年齡層、工作性質、環境有相關，它對於規律運動的影響力是

不容置疑的。 

綜合以上的文獻可知，知覺運動障礙對運動參與行為有重要的影響，且可因不同的

性別、年齡、環境而有不同的障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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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為透過社會生態學之觀點，來探討兒童運動參與的影響因素。

影響運動參與的因素相當的複雜且多樣，為幫助兒童規律運動習慣的養成，應完

整的涵蓋所有的層面來進行檢討與提供綜合性的瞭解。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法，

以社會生態學之理論架構為基礎，首先以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進行工具之

建構，再以結構式問卷進行調查，以下包含分為五節，分別為第一節為研究架構、

第二節研究步驟、第三節為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第四節研究工具以及第五節資

料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Welk, Wood 和 Morss（2003）指出，家長以及同儕對兒童的身體活動參與、

情緒以及心理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中，家長更是掌握著兒童身體活

動參與的相關資源；Sallis 和 Owen（1999）研究顯示，青少年最常在學校以及

社區中從事結構性的身體活動，而家人與同儕是重要的人際關係影響者。健康促

進模式（Health Promotion Model）（Pender, 1996）與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on 

Theory）（Bandura, 1986）認為健康行為是人與環境因素交互作用影響下的結果，

而在交互作用的過程中，社會心理因素常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變項（De 

Bourdeaudhuij, Sallis, & Vandelanotte, 2002）。 

    於此，本研究以社會生態學的角度（Bronfenbrenner, 1992）提出研究架構（如

圖 3-1-1 所示），模式中選擇了「個人影響因素」中的運動享樂感（enjoyemt for 

exercise）以及自覺運動阻礙（perceived barrieres of exercise）；「社會環境因素」

中的社會支持（social suport）以及家長參與兒童學校運動相關事務之角色（role 

of parental participation in children’s school sports related affairs）；「物理環境因素」

中的學校與住家運動環境資源之吸引性（perceived attractiveness of school and 

neighberhood sports environmental resources）、學校與住家運動環境資源之安全性

（perceived safty of school and neighberhood sports environmental resources）以及

學校與住家運動環境資源可近性（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of school and 

neighberhood sports environmental resources）作為本研究之研究變項，以瞭解其

對兒童運動參與行為的影響。 

 

 

 

 

 

 

 

社會支持 

家長參與角色 

可近性 

安全性 

吸引性 

運動參與行為 

運動享樂感 

自覺運動阻礙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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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式問卷法 

描述統計 

推論統計 

 

第二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透社會生態學的視野來探討臺北市國小兒童運動參

與的影響因素，運用文獻分析法、德爾菲法以及結構性問卷調查法來進行研究資

料之收集，本研究進行的步驟有二，步驟一為了解目前社會生態學的理論架構並

透過德爾菲法建構結構式問卷，預計於 2011 年 6 月底完成；步驟二則為問卷調

查以及資料蒐集與分析，預計於 2011 年 12 月底完成。以下依各步驟詳述其的目

的，執行內容，分析的方法以及預定之成果（如圖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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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分為八個步驟（如圖 3-2-1）分別說明如下： 

一、瞭解問題究背景：蒐集有關社會生態學理論基礎、兒童運動參與之個人影響

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境因素之相關文獻資料，以瞭解目前學者對

相關議題之研究結果與現況。 

二、確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於瞭解研究問題背景之後，決定所要研究之方向

與主題，探討影響臺北市兒童運動參與之相關影響因素。 

三、建立研究架構：根據研究的目的與資料的蒐集，以建立研究之架構，其中變

項包含了影響臺北市兒童運動參與的個人、社會環境以及物理環境因素。 

四、擬定問卷調查工具：確定研究變項後，以相關研究作為基礎，初步擬定問卷

之測量題項並進行德爾菲法專家領域之選擇。 

五、工具建構：透過德爾菲法，邀請 15 位專家，包含 3 位國小資深教師、2 位

測量領域、3 位心理與行為領域、3 位運動教育學領域、4 位社會與政策相關

領域之專家進行工具之建構，期以架構出適性之結構式問卷以利後續研究之

進行。 

六、資料蒐集：根據文獻與資料分析，以自編問卷為研究工具進行預試並針對問

卷語詞及內容提出修正後，實施正式的問卷調查。 

七、資料分析與討論：針對所回收的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並進行結果討論。 

八、結論與建議：根據研究問題、研究目的與資料調查分析後所得之討論結果提

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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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透過本研究旨在透過社會生態學的架構來瞭解臺北市國小兒童

運動參與的相關影響因素。主要研究對象為 100 學年度臺北市 12 行政區中目前

就讀國小階段的五、六年級學童及其家長，涵蓋了臺北市 12 行政區中公立國民

小學共 153 所（教育部統計處，2011），共 145,930 人。而由於國小中、低年級

學童的識字率較低，因此，本研究以國小 5、6 年級的學童為研究對象，班級數

2029 班，總人數為 54,809 人（教育部統計處，2011）。此外，家長部分的問卷填

寫，則是透過學童轉交父母來完成。 

本研究所需樣本依據機率法則來計算，首先將信賴區間訂於 95％，將所能

容忍的誤差範圍訂為 4.0％，最後根據估計比率的公式來計算樣本數（黃俊英，

2000），公式如下： 

)1()1(

)1(
22

2










ZeN

ZN
n

 

 

N：母體總數                    π：事件出現比率 

e：可容許誤差                   Z：標準常態值 

 

本研究的母體為 145,930 人，因此，N＝145,930，且信賴水準為 95％，經查

表得之 Z 值為 1.954，且將事件出現比率訂為 0.5，依公式計算得知估計樣本數

為： 

 

145930 ×（1.954）2 
×0.5 ×0.5 

n=                                     ＝594 

（145930-1）×（0.04）2 
+（1.954）2

 ×0.5 ×0.5 

 

二、抽樣方法 

（一）本研究旨在透過社會生態學的架構來瞭解臺北市國小兒童運動參與的相關

影響因素。因此，研究樣本主要為目前就讀於國小階段的學童及其家長為

主要研究對象，而為確保樣本的有效性及代表性，本研究採分層、隨機、

叢集取樣法來抽取樣本並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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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樣本分配方面，以分層叢集取樣來進行樣本的抽選，透過臺北市十二個

行政區之劃分來進行國小的選取，共包含：士林區、北投區、內湖區、南

港區、松山區、信義區、中山區、大同區、大安區、文山區、中正區、萬

華區等 12 個行政區。再者，班級學童數以 25 人為基準，為達估計樣本數，

所需班級數約為 24 班。因此，為將每所學校加以編號後，於 12 個行政區

中首先以亂數表各抽出一所小學為六年級代表，第二次則抽取五年級代表

學校，共 24 所學校，24 個班級。若遇有拒絕接受調查之班級，則再以亂

數表隨機選出受詴班級，各區學校編碼如表 3-1 所示。此外，為考量各區

學校數量的差異以符合比例原則，以南港區的國小數（7 所）為標準，超

過兩倍校數以上的行政區（14 所）將再抽取一間國小，含 5、6 年級各一

班以進行抽樣調查，於此，預計抽出 16 間學校，32 個班級（含 5、6 年

級各 12 班），800 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 

（三）在家長填答部分，透過學生轉交家長進行問卷的填寫。在父母親的選擇上，

請孩子轉交平時最常陪伴自己運動的父親或母親以進行問卷的填寫。 

表 3-1  

臺北市 12 行政區國小一覽表 

編號 士林區 北投區 內湖區 南港區 松山區 信義區 

1 士林國小 北投國小 內湖國小 南港國小 松山國小 興雅國小 

2 士東國小 逸仙國小 碧湖國小 舊莊國小 西松國小 永春國小 

3 福林國小 石牌國小 潭美國小 玉成國小 敦化國小 光復國小 

4 陽明山國小 關渡國小 東湖國小 成德國小 民生國小 三興國小 

5 社子國小 湖田國小 西湖國小 胡適國小 民權國小 信義國小 

6 雨聲國小 清江國小 康寧國小 東新國小 民族國小 吳興國小 

7 富安國小 泉源國小 明湖國小 修德國小 三民國小 福德國小 

8 劍潭國小 大屯國小 麗山國小  健康國小 永吉國小 

9 溪山國小 湖山國小 新湖國小   博愛國小 

10 平等國小 桃源國小 文湖國小    

11 百齡國小 文林國小 大湖國小    

12 雙溪國小 義方國小 南湖國小    

13 葫蘆國小 立農國小 麗湖國小    

14 雨農國小 明德國小     

15 天母國小 洲美國小     

16 文昌國小 文化國小     

17 芝山國小 薇閣國小**     

18 蘭雅國小 奎山國小**     

19 三玉國小      

20 華興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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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中山區 大同區 大安區 文山區 中正區 萬華區 

1 中山國小 蓬萊國小 龍安國小 景美國小 螢橋國小 新和國小 

2 中正國小 日新國小 大安國小 武功國小 河堤國小 雙園國小 

3 長安國小 太平國小 幸安國小 興德國小 忠義國小 東園國小 

4 長春國小 永樂國小 建安國小 溪口國小 國語實小 大理國小 

5 大直國小 雙蓮國小 仁愛國小 興隆國小 南門國小 西園國小 

6 大佳國小 大同國小 金華國小 志清國小 忠孝國小 萬大國小 

7 五常國小 大龍國小 古亭國小 景興國小 市教大附小 華江國小 

8 吉林國小 延平國小 銘傳國小 木柵國小 東門國小 西門國小 

9 懷生國小 大橋國小 公館國小 永建國小  老松國小 

10 永安國小 明倫國小 新生國小 實踐國小  龍山國小 

11 濱江國小  國北教實小* 博嘉國小  福星國小 

12   新民國小** 指南國小  光仁國小** 

13   立人國小** 明道國小   

14   復興國小** 萬芳國小   

15    力行國小   

16    萬興國小   

17    興華國小   

18    辛亥國小   

19    萬福國小   

20    政大實小*   

21    再興國小**   

22    靜心國小**   

23    中山國小**   

*國立小學  **私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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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在研究工具建構的部分，首先經由整理與分析相關重要文獻，初步建構出結

構式問卷後，經由德爾菲專法進行三回合之內容修正。此外，在完成問卷編修後，

進行信度考驗與預詴測驗。 

    於初步之結構式問卷的內容建構上，共包含了個人基本資料、社會支持、家

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之參與角色、物理環境因子（可近性、吸引性以及安全

性）、個人影響因子（運動享樂感以及自覺運動阻礙）以及運動參與行為等五個

部分。在社會支持的部分，此部分量表為參考許泰彰（2000）、陳芮淇（2001）

及 Sallis 等人（1987）的相關研究進行修定而成，由研究對象自行評估父母、教

師及同儕對其參與運動行為的支持情況如何；在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之參

與角色部分，以 Hills & Taylor（2004）之分類依據為主軸，以活動對象及場域的

不同將家長參與兒童運動學校行為加以分類；在物理環境因子的部分，參考相關

文獻（Bauman et al., 2002；Evenson et al., 2006；Fein et al., 2004；Fleury & Lee, 

2006；Pikora et al., 2003）自編結構式問卷作為研究工具；在個人影響因素方面，

自覺自覺運動阻礙為參考國內相關研究（吳宏蘭，1993；劉翠薇，1995；蔡月美，

1996）編定而成；運動享樂感為參考潘美玉（1995）、郭曉文（2000）及 Kendzierski 

和 Decarlo（1991）等研究編定而成；運動參與行為部分則以李晶（2003）、

Giles-Corti 等人（2003）之相關研究文獻。各部分問卷之德爾菲專家效度、信效

度分析分述如下： 

一、德爾菲專家效度 

    本研究之第一階段為透過德爾菲法匯集相關領域專家之意見，作為修訂研究

工具之具體方向之參考與依據。在專家學者之選擇上，一般而言人數需介於 10

～15 人（王文科、王智弘，2010），並透過立意取樣的方式來進行。於此原則下，

本研究在專家學者的選取上，涵蓋了測量、心理與行為、教育學、社會與政策以

及國小資深教師等 15 位專家學者作為受訪對象，針對各構面題項之嚴謹性與適

合性提供修正建議，俾完成量表題項之建構，各領域專家學者之名單如表 3-4-1

所示。 

表 3-4-1   

德爾菲法之專家學者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專長領域 代表性 

1 黃美月 臺北市立公館國民小學 社會科教學 專家教師 

2 蔡朝現 臺北市立雨農國民小學 社會科教學 專家教師 

3 游鴻池 臺北市立泉源國民小學 社會科教學 專家教師 

4 楊志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總務長 測量理論、統計 測量領域 

5 陳柏熹 臺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心理測量、多變量 測量領域 

6 季力康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 心理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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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晶 臺灣師範大學運休所 休閒理論、遊憩規劃 心理與行為 

8 楊梓楣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動作行為、生態心理學 心理與行為 

9 程瑞福 臺灣師範大學運休所 體育思想與政策 社會與政策 

10 洪煌佳 臺東大學體育系 運動社會學 社會與政策 

11 林伯修 臺灣師範大學運休所 運動社會學 社會與政策 

12 湯添進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運動與休閒政策 社會與政策 

13 林靜萍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運動教育學 教育學 

14 施登堯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運動教育學 教育學 

15 掌慶維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體育課程與教學 教育學 

 

    在建構研究工具上，在經過相關文獻分析與整理後，接著以德爾菲法專家效

度進行三回合的循環式問答，作為建構「從社會生態學觀點探討臺北市國小兒童

運動參與行為及其先關影響因素之調查問卷」的基礎，並陸續編製「從社會生態

學觀點探討臺北市國小兒童運動參與行為及其先關影響因素之調查問卷～第一

回合德爾菲專家效度問卷」、「從社會生態學觀點探討臺北市國小兒童運動參與行

為及其先關影響因素之調查問卷～第二回合德爾菲專家效度問卷」及「從社會生

態學觀點探討臺北市國小兒童運動參與行為及其先關影響因素之調查問卷～第

三回合德爾菲專家效度問卷」，以求得專家學者一致的共識，完成調查問卷之建

構（請參閱附錄 1～3）。 

 

二、預試問卷編製 

（一）兒童部分 

    依據三個回合的德爾菲法專家問卷建構「從社會生態學觀點探討臺北市國小

兒童運動參與特性極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調查問卷（請參閱附錄 1～3）。 

在兒童運動參與方面，共包含 5 個部分，第一部份為社會影響因子（社會支

持），包含「情感性」、「實質性」以及「訊息性」支持三個構面，各包含 5 個題

項，共 15 題，採 Likert 五等量表計分方式，由從未～總是，分別得分為 1～5 分，

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參與者對問卷題項感受越認同。 

第二部分為物理環境因子，包含安全性、可近性以及吸引性三個部分。在安

全性的部分，含了學校環境以及社區環境安全性兩個構面，各包含 6 個題項，共

12 題，採 Likert 五等量表計分方式，由完全不同意～非常同意，分別得分為 1

～5 分，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參與者對問卷題項感受越認同；在可近性的部分，

包含學校運動設施（2 題）以及居家附近運動設施可近性（2 題），共 4 個題項，

除開放式問項外，尚採 Likert 五等量表計分方式，由完全不同意～非常同意，

分別得分為 1～5 分，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參與者對問卷題項感受越認同；在吸

引性的部分，包含學校運動設施吸引力（7 題）以及居家附近運動設施吸引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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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採 Likert 五等量表計分方式，由完全不同意～非常同意，分別得分為 1～5

分，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參與者對問卷題項感受越認同。 

第三部分為個人影響因子，包含運動享樂感以及自覺運動阻礙兩個部分。在

運動享樂感方面，包含 10 個題項，採 Likert 五等量表計分方式，由完全不同意

～非常同意，分別得分為 1～5 分，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參與者對問卷題項感受

越認同；在自覺運動阻礙的部分，包含 12 個題項，採 Likert 五等量表計分方式，

由完全不同意～非常同意，分別得分為 1～5 分，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參與者對

問卷題項感受越認同。 

第四部分為運動參與行為，包含參與的運動類型、主要方式、主要形式、參

與次數、參與時間、強度、參與時段。 

第五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就讀年級、生日、身高、體重、是否

參加過運動校隊以及運動性社團。 

（二）家長部分 

在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部分，包含「子女學習事務」（6 題）、「親師

溝通」（5 題）、「班級教學活動」（5 題）以及「學校教育活動」（8 題）等四個構

面，共 24 題，採 Likert 五等量表計分方式，由從未～總是，分別得分為 1～5 分，

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參與者對問卷題項感受越認同。此外，在家長基本資料方面，

涵蓋了填寫人性別、父母親學歷、家庭月總收入、父母親職業等部分。 

三、研究工具檢驗 

    為了解研究對象對問卷的作答反應，以方便取樣（convenience sampling）選

取母群體中的 3 間學校做為預詴學校，並以該校抽樣之全體學生做為預詴樣本，

來進行問卷題項的刪修。此外，經由問卷的預詴過程，瞭解研究對象對問卷的反

應以及題目的適用性。 

（一）預詴問卷 

    在兒童問卷的部分，預詴樣本數為 84 份，各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介於 0.87

～0.95 之間，顯示各量表在題項間具有相當一致性。在家長問卷部分，預詴樣本

數為 82 份，各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介於 0.72～0.93 之間，亦顯示各量表在題

項間具有相當一致性，量表係數如表 3-4-1 所示。 

（二）正式問卷 

    在兒童問卷的部分，預詴樣本數為 84 份，各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介於 0.88

～0.96 之間，顯示各量表在題項間具有相當一致性。在家長問卷部分，預詴樣本

數為 82 份，各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介於 0.65～0.89 之間，亦顯示各量表在題

項間具有相當一致性，量表係數如表 3-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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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量表內部一致性考驗係數摘要表 

項目 家人 

社會支持 

同儕 

社會支持 

老師 

社會支持 
家長參與 

運動 

參與阻礙 

運動 

享樂感 

預詴問

卷 

正詴問

卷 

0.88 

0.93 

0.95 

0.93 

0.92 

0.93 

0.93 

0.92 

0.87 

0.88 

0.94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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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於 2011 年 9～10 月間由研究者親自前往各抽樣學校進行問卷調查。

於問卷施測完畢後，刪除無效問卷後，將有效問卷進行編碼與登錄並利用

SPSS/PC15.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並以 α=0.05 為顯著水準進行統計考驗。此

章節包含了計分方式以及資料分析，如下所述： 

一、計分方式 

    在問卷內容中包含了五個部分，分別為：個人基本資料、社會環境影響因素

（社會支持以及家長參與角色）、物理環境影響因素（可近性，安全性以及吸引

性）、個人影響因素（運動享樂感以及自覺運動阻礙）以及運動參與行為五個部

分。在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影響因素以及個人影響因素三個部分以五等級計

分，每個選項間的差距為 1 分，給分方式則依受訪者所勾選的答案給分。在計算

分數時，先將反向題予以轉換，最後將各構面分數加總後求得算數平均數是為該

變項之得分平均數，各量表之計分方式與代表之意義如表 3-5-1 所示。 

表 3-5-1   

變項的計分方式與分數意義 

變項名稱 計分方式 分數意義 

社會支持 
從未………..總是 

1……………5 

依受訪者填答之分數求得總分後，計

算出算數平均數，分數越高表示個體

感受到的社會支持越高。 

家長參與角色 
從未………..總是 

1……………5 

依受訪者填答之分數求得總分後，計

算出算數平均數，分數越高表示家長

越常以該角色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

務。 

住家附近及學

校環境資源可

近性 

非常近………..非常遠 

1……………5 

依受訪者填答之分數為依據，分數越

高表示與運動相關設施距離越遠。 

住家附近及學

校環境資源安

全性 

完全不同意..…非常同

意 

1………..……5 

依受訪者填答之分數求得總分後，計

算出算數平均數，分數越高表示兒童

知覺住家與學校之運動相關環境越

安全。 

住家附近及學

校環境資源吸

引性 

完全不同意..…非常同

意 

1………..……5 

依受訪者填答之分數求得總分後，計

算出算數平均數，分數越高表示兒童

知覺住家與學校之運動相關環境越

有吸引力。 

運動享樂感 
完全不同意..…非常同

意 

依受訪者填答之分數求得總分後，計

算出算數平均數，分數越高表示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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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知覺運動參與時的樂趣越高。 

自覺運動阻礙 

完全不同意..…非常同

意 

1………..……5 

依受訪者填答之分數求得總分後，計

算出算數平均數，分數越高表示兒童

知覺運動參與時的阻礙越高。 

     

    在運動參與行為程度的部分，本研究以 Fox（1999）的公式來計算運動參與，

公式為：運動參與=頻率*（平均強度+持續時間），所得分數越高代表運動參與

越高。各變項說明如下： 

（一）運動強度 

    運動強度部分以（Borg）1983 所提出之知覺努力程度量表（RPE）所測得知

個人知覺身體的疲勞程度為主要分析依據。 

（二）運動頻率 

    在運動頻率的部分是為請受訪者回憶過去一週運動參與的次數，「1」代表每

週運動次數 1 次到「5」代表每週運動五次以上。數字越大代表運動頻率越高。 

（三）運動持續時間 

    運動持續時間是為受訪者運動參與中不休息的平均時間，「1」代表每次運動

時間為 0～30 分鐘到「5」代表每次運動 3 小時以上。數字越大代表運動持續時

間越長。 

二、資料分析 

在進行資料分析之前，首先透過頻次來進行遺漏值與因為譯碼輸入所造成的

錯誤檢驗，待資料整理無誤後，在根據本研究之架構與研究目的，進行資料之分

析。 

（一）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以檢驗問卷內各題目的一致性與可行性。 

（二）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用以檢視各變項的分佈情形。 

（三）獨立 t 檢定（t-test）：探討二元變項在各構面的差異性。 

（四）相關分析（correlation）：探討變項間的相關程度。 

（五）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onova）：檢定人口統計變項對依變項等構面的整體

差異性 

（六）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檢定人口統計變項對依變項等構

面的差異性。 

（七）雪費爾事後考驗（Scheffe）：檢定各變數在變異數同質的狀況下組間的差

異情況。 

（八）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用以檢視社會環境因素、

物理環境因素以及個人影響因素對運動參與行為的預測力。 

（九）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透過迴歸分析來檢視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

因素以及個人影響因素對運動參與行為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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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社會生態學模式探討臺北市兒童運動參與特性的影響因素，本章為根據

研究問題與假設，將資料分析結果分為五節加以探討：（一）研究對象背景及各變項描

述統計；（二）運動參與特性與社會環境、物理環境以及個人因素之相關性；（三）運動

參與特性、社會環境、物理環境與個人因素在不同社會人口學變項的差異比較；（四）

社會人口學因素、個人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境因素對臺北市國小兒童運

動參與行為之預測作用。 

    本研究主要以臺北市國小高年級兒童與家長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分層、隨機、叢

集取樣法來抽取樣本並進行調查。透過抽樣學校行政人員、班級導師的協助，在問卷回

收後進行填答內容的篩檢，抽樣期間從 100年 9 月～100 年 10 月，共 2 個月的抽樣時

間。在兒童問卷部分，實際發出 750份的問卷，回收總樣本為 679份，剔除無效問卷後，

有效問卷為 664份，回收率為 90.53％，有效問卷率為 97.79％；在家長問卷部分，實際

發出 750份的問卷，回收總樣本為 612份，剔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594份，回收

率為 81.60％，有效問卷率為 97.06％，各行政區的詳細回收份數及回收率如表 4-1 所示： 

表 4-1   

抽樣學校及樣本統計表抽樣學校及樣本統計表抽樣學校及樣本統計表抽樣學校及樣本統計表 

行政區 抽樣學校 
回收有效問卷數 

（兒童/家長） 
行政區 抽樣學校 

回收有效問卷數 

（兒童/家長） 

士林區 

福林國小 

平等國小 

三玉國小 

27 / 24 

12 / 5 

42 / 42 

中山區 吉林國小 24 / 25 

北投區 

大屯國小 

明德國小 

洲美國小 

14 / 10 

28 / 24 

28 / 11 

大同區 
日新國小 

大龍國小 

20 / 20 

28 / 28 

內湖區 
文湖國小 

麗湖國小 

17 / 16 

32 / 29 
大安區 

建安國小 

古亭國小 

立人國小 

27 / 12 

28 / 40 

29 / 28 

南港區 
玉成國小 

成德國小 

25 / 25 

28 / 24 
文山區 

景美國小 

興隆國小 

永建國小 

29 / 29 

37 / 29 

29 / 20 

松山區 
民族國小 

健康國小 

25 / 24 

30 / 29 
中正區 國語實小 31 / 30 

信義區 
信義國小 

福德國小 

30 / 29 

20 / 20 
萬華區 新和國小 24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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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對象背景及各變項描述統計 

    在本節中為針對社會人口學資料、社會支持、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之參與角

色、物理環境因子（可近性、吸引性以及安全性）、個人影響因子（運動享樂感以及自

覺運動阻礙）以及運動參與行為等五個部分之分佈情形來進行說明。 

一、受試者基本資料分析 

    在兒童基本資料部分，包含 327位男生（50.5％）以及 321位女生（49.5％），以男

生居多；平均身高為 147.02+8.01公分，平均體重為 40.21+10.09公斤。此外，經由身

高體重資料轉換成 BMI 後，BMI 平均為 16.71+6.51，53.2％的孩子位於適中的體位，其

次為過輕（25％）與過重（13.5％），肥胖體位孩子的比例則為 8.3％；五、六年級孩子

各為 332位（51％）以及 319位（49％）；大部分的孩子沒有參加過運動校隊的經驗，

人數為 508 位（76.6％）；此外，僅有 235 位的孩子參加過運動性質的課後社團（35.4

％）（如表 4-1-1所示）。 

表 4-1-1   

兒童基本資料分析摘要表兒童基本資料分析摘要表兒童基本資料分析摘要表兒童基本資料分析摘要表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女生 

 

327 

321 

 

50.5％ 

49.5％ 

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332 

319 

 

51％ 

49％ 

運動校隊經驗 

  是 

  否 

 

155 

508 

 

23.4％ 

76.6％ 

運動社團經驗 

  是 

  否 

 

235 

428 

 

35.4％ 

64.6％ 

BMI 

  過輕 

  適中 

  過重 

  肥胖 

 

150 

319 

81 

50 

 

25％ 

53.2％ 

13.5％ 

8.3％ 

   

 

在家長基本資料的部分，大部分的問卷為由母親來填寫，比例為 68％；在父親教

育程度的部分，國中以下者佔 5.1％，高中職畢業比例為 23.9％，大專院校畢業者為多

數（50％），碩士學歷比例為 13％，博士學歷畢業為 4.4％；在母親學歷部分，主要以

大專院校畢業者為多數（53.9％），其次為高中職（30.5％），再者為碩士（7.6％）以及

國中以下（4.2％），以博士畢業者佔最少數，比例為 1.7％。在父親職業的部分，主要

以專業集中及行政人員佔大多數（38.6％），其次為技術人員（19.4％）以及半專業及一

般事務員（17.5％），再者為高級專業及高級行政人員（9.8％）與半技術或非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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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在母親職業的部分，主要以半技術或非技術人員佔大多數（32.5％），其次為

專業及中級行政人員（26.3％）與半專業及一般事務員（22.4％），再者為技術人員（8.4

％）與高級專業及高級行政人員（4.2％）。此外，本研究以「兩因素的社會指數」為依

據（Hollingshead, 1957），將父、母親職業與教育程度經由線性轉換後計算家庭社經地

位，以作為後續分析。在父、母親職業或教育程度不同時，採用等級較高者，兩因素再

予以加權並加總後求得總分，總高越高者代表家庭社經地位越高。計算方式為「教育程

度等級*4」與「職業類別等級*7」之總和（如表 4-1-2所示）。 

表 4-1-2   

家庭社經地位等級換算表家庭社經地位等級換算表家庭社經地位等級換算表家庭社經地位等級換算表 

教育程度 教育指數 職業等級 職業指數 社經地位指數 社經地位等級 

I 5 I 5 5*4+5*7=55 I：52-55 

II 4 II 4 4*4+4*7=44 II：41-51 

III 3 III 3 3*4+3*7=33 III：30-40 

IV 2 IV 2 2*4+2*7=22 IV：19-29 

V 1 V 1 1*4+1*7=11 V：11-18 

 

此外並依照指數高低予以區分為五級，再將此五級合併為高、中、低三組，其中第

一、二級為高社經地位；第三級為中社經地位；第四、五級為低社經地位（林生傳，2000），

結果顯示中社經地位家庭佔大多數，比例為 46.4％，其次為低社經地位，百分比為 29

％，再者為高社經地位，比例為 24.7％，詳情如表 4-1-3所示。 

表 4-1-3   

家長基本資料分析摘要表家長基本資料分析摘要表家長基本資料分析摘要表家長基本資料分析摘要表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填寫人身份 

  父親 

母親 

  其他 

 

166 

404 

22 

 

27.9％ 

68％ 

3.7％ 

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 

  中社經地位 

  低社經地位 

 

143 

269 

168 

 

24.7％ 

46.4％ 

29％ 

父親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碩士 

  博士 

 

30 

142 

297 

77 

26 

 

5.1％ 

23.9％ 

50％ 

13％ 

4.4％ 

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碩士 

  博士 

 

25 

181 

320 

45 

10 

 

4.2％ 

30.5％ 

54％ 

7.6％ 

1.7％ 

父親職業 

  半技術或非技術人員 

  技術人員 

 

55 

115 

 

9.3％ 

19.4％ 

母親職業 

半技術或非技術人員 

技術人員 

 

193 

50 

 

32.5％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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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專業及一般事務員 

  專業及中級行政人員 

  高級專業與行政人員 

104 

229 

58 

17.5％ 

38.6％ 

9.8％ 

  半專業及一般事務員 

  專業及中級行政人員 

  高級專業與行政人員 

133 

156 

25 

22.4％ 

26.3％ 

4.2％ 

一、 運動參與行為 

    在運動參與行為的部分，包含運動類型、參與的主要方式、主要形式、參與次數、

時間、強度、時段。經描述性統計分析後結果顯示在下課時間大部分的孩子沒有參與運

動，比例為 51.7％；此外，「球類活動」是為孩子們在下課時間最常從事的運動（20.8

％），其次為跑步活動（18.2％）、散步（3.1％）。在主要方式方面，以「2人或 2人以

上」為多數，比例為 58.3％；在主要形式部分，以「去特定地方和有共同興趣參與者一

同活動」佔大多數（29.7％）；在次數方面以每週運動「5次以上」（32.1％）；在運動時

間方面以每次運動「30分鐘～1小時」為主（30.1％）；強度以「適中」（42.5％）佔大

多數；在運動時段方面，多數的孩子都在「週末假期」（45.1％）時從事運動，詳情如

表 4-1-4所示。 

4-1-4   

運動參與行為分析摘要表運動參與行為分析摘要表運動參與行為分析摘要表運動參與行為分析摘要表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運動項目 

  無 

  球類 

跑步 

  散步 

  其他 

 

343 

137 

121 

20 

13 

 

51.7％ 

20.8％ 

18.2％ 

3.1％ 

5.9％ 

主要形式 

  上課方式 

  比賽方式 

  特定場所 

  情感交流 

 

131 

134 

189 

182 

 

20.6％ 

21.1％ 

29.7％ 

28.6％ 

運動時段 

  課間活動時間 

  放學後 

  週末假期 

  上體育課時 

  運動代表隊練習時間 

 

163 

129 

297 

57 

13 

 

24.7％ 

19.6％ 

45.1％ 

8.6％ 

2％ 

運動次數 

  0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以上 

 

35 

84 

124 

113 

89 

210 

 

5.3％ 

12.8％ 

18.9％ 

17.3％ 

13.6％ 

32.1％ 

運動時間 

  0～30 分鐘以內 

  30分鐘～1 小時 

  1 小時～2 小時 

  2 小時～3 小時 

  3 小時以上 

 

191 

197 

136 

59 

70 

 

29.2％ 

30.1％ 

20.8％ 

9％ 

10.7％ 

運動強度 

  非常輕鬆 

  輕鬆 

  適中 

  有點累 

  非常累 

 

82 

101 

279 

152 

42 

 

12.5％ 

15.4％ 

42.5％ 

23.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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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方式 

  一人從事 

  二人或二人以上 

  固定伙伴 

 

110 

377 

160 

 

17％ 

58.3％ 

24.7％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兒童在下課時間最常從事運動的項目是為球類活動，透過二人

以上且到特定場所以情感交流的方式來從事運動，以球類活動的範圍而言涵蓋了相當多

元的項目，孩子們有相對較多的選擇，舉凡籃球、足球、排球、樂樂棒等，而透過同伴

的一同參與運動，不僅對於提升自我概念（葉日芬，2008；Aglietti, 1991）以及人際關

係（葉日芬，2008；歐淑芬，2004）有相當的助益，並有助於建立人格、道德發展與團

隊精神的培養。 

    此外，跑步活動亦為兒童在下課時間經常從事的運動項目之一。近年來臺北市教育

局推廣校園跑步活動，各校都積極的透過獎勵制度鼓勵孩子們在課間活動時間來參與跑

步活動，由於跑步是為受到場地、設備與同伴限制相對較小的運動項目，對兒童心肺耐

力的訓練有直接的助益，於此學校老師應善用下課時間鼓勵孩子多參與跑步運動。 

    在運動參與的部分，兒童從事運動的強度偏向於適中與有點累居多，每週從事運動

的頻率多以 5 次以上為大多數且每次運動的時間以 30 分鐘～1 小時為主，研究結果與

教育部（2010）各級學校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報告中顯示運動持續時間在 30 分鐘以

上比例（70％）相符。而在運動時段方面，大部分的孩子會在週末假期與放學後的時間

參與運動，根據教育部（2010）的調查報告揭示國小兒童在運動參與上主要仍是透過家

庭來參與運動，而放學後與週末假期是為孩子與家人共同參與運動的時段，研究結果亦

與調查報告相符。然而，相較於透過家庭參與運動，仍有 50％的孩子在平常下課時間

未參與運動，顯示孩子在校的時間運動參與的機會仍偏少，學校在運動參與的推廣上仍

有大力著墨與進步的空間，是為學校教師與行政同仁需要努力的方向。 

二、 社會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 

    在社會環境部分，涵蓋了社會支持以及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經描述性統計

分析後，結果顯示在社會支持方面以家人社會支持感受程度最高（M＝3.40），其次為

老師社會支持（M＝2.80）以及同儕社會支持（M＝2.55），顯示孩子在運動參與的社會

支持主要源自於家庭。在家長參與的部分，結果顯示平均數為 2.25，遠低於中位數（3），

顯示家長在兒童運動相關事務的參與上仍是偏低的狀況（如表 4-1-5所示）。 

    在個人因素部分，涵蓋了運動享樂感以及自覺運動阻礙兩部分，透過描述性統計結

果發現在運動享樂感的部分平均數為 3.99，高於中位數（3）顯示孩子在運動參與的過

程中對於快樂的感受程度相當的明顯。此外，在自覺運動阻礙方面，平均數為 2.30，遠

低於中位數（3），顯示孩子在自覺運動阻礙的感受程度上是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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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社會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分析摘要表社會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分析摘要表社會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分析摘要表社會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分析摘要表 

變項 
家人 

社會支持 

同儕 

社會支持 

老師 

社會支持 
家長參與 

運動 

享樂感 

自覺 

運動阻礙 

平均數 3.40 2.55 2.80 2.25 3.99 2.30 

標準差 0.99 0.93 0.95 0.61 0.97 0.82 

全距 1-5 1-5 1-5 1-5 1-5 1-5 

中位數 3 3 3 3 3 3 

偏態 -0.27 0.28 0.08 0.80 -0.78 0.49 

峰度 -0.76 -0.65 -0.72 1.48 -0.08 0.06 

四、物理環境因素 

    在物理環境因素部分，包含學校與社區環境安全性、吸引力以及可近性三個部分。

在安全性方面，學校與社區安全性平均數分別為 3.33以及 3.56，皆高於中位數 3，顯示

孩子對學校以及社區環境安全的感受程度高。在吸引力方面，學校與社區設施吸引力平

均數分別為 3.42以及 3.45，也都高於中位數 3，顯示孩子對學校以及社區環境設施吸引

力的感受程度也偏高（如表 4-1-6所示）。 

表 4-1-6   

安全性與吸引力因素分析摘要表安全性與吸引力因素分析摘要表安全性與吸引力因素分析摘要表安全性與吸引力因素分析摘要表 

變項 學校安全性 社區安全性 學校設施吸引力 社區設施吸引力 

平均數 3.33 3.56 3.42 3.45 

標準差 0.67 0.72 1.01 0.91 

全距 1-5 1-5 1-5 1-5 

中位數 3 3 3 3 

偏態 0.07 -0.10 -0.35 -0.43 

峰度 -0.35 -0.09 -0.28 0.17 

    在可近性方面，大多數的孩子以「步行」的方式到學校，比例為 52.9％，其次為「家

人開車接送」與「家人騎摩托車接送」，比例分別為 21.8％以及 15.2％，再者為「搭公

車」與「騎腳踏車上學」，佔了 7.4％與 2.6％。從居家到學校附近的運動設施的交通工

具部分亦是以「步行」為主要方式，比例為 67.5％，其次為「騎腳踏車」以及「家人開

車接送」，比例分別為 9.6％與 9.4％，再者為「家人騎摩托車接送」與「搭公車」，比例

為 9.3％以及 4.2％。在住家到學校時間上平均數為 10.7+9.37分鐘，而住家到附近運動

設施的時間平均數為 7.74+6.36。在居家到學校的知覺距離上大部分的孩子覺得住家到

學校的距離「非常近」，比例為 31.8％，其次為「適中」以及「有點遠」，比例為 27.6

％與 18.2％，再者為「有點近」與「非常遠」，分別佔了 17.7％與 4.7％；而在居家到附

近運動設施知覺距離的方面，知覺「非常近」的比例佔大多數，比例為 42.2％，其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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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中」以及「有點近」，比例為 28.4％與 20.5％，再者為「有點遠」與「非常遠」，分

別佔了 7.3％與 1.7％（如表 4-1-7所示）。 

表 4-1-7   

可近性因素分析摘要表可近性因素分析摘要表可近性因素分析摘要表可近性因素分析摘要表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方式（居家--學校） 

  步行 

  公車 

家人開車 

  摩托車 

  腳踏車 

 

344 

48 

142 

99 

17 

 

52.9％ 

7.4％ 

21.8％ 

15.2％ 

2.6％ 

方式（居家—運動設施） 

  步行 

  公車 

家人開車 

  摩托車 

腳踏車 

 

436 

27 

61 

60 

62 

 

67.5％ 

4.2％ 

9.4％ 

9.3％ 

9.6％ 

知覺（居家--學校） 

  非常近 

  有點近 

  適中 

  有點遠 

  非常遠 

 

208 

116 

181 

119 

31 

 

31.8％ 

17.7％ 

27.6％ 

18.2％ 

4.7％ 

知覺（居家—運動設施） 

  非常近 

  有點近 

  適中 

  有點遠 

  非常遠 

 

256 

124 

172 

44 

10 

 

42.2％ 

20.5％ 

28.4％ 

7.3％ 

1.7％ 

 

    在兒童通學方式部分，以步行為主要方式，此外大多數的孩子亦是透過步行的方式

到居家附近的運動設施。研究顯示步行對兒童的 BMI 能有效的降低（林麗美，2003；

Gordon-Larsen, Nelson, & Beam, 2005）。此外，針對 7-13歲的兒童所做的橫斷性研究結

果也顯示出步行上學的孩子達到身體活動建議量的比例也顯著較高（Tudor-Locke, Neff, 

Ainsworth, Addy, & Popkin, 2002）。再者步行上學的優點還包含了增加親子間的互動、

兒童獨立性的養成與時間的效益（Kingham & Ussher, 2007）。有鑑於步行上學的益處，

學校與家長實應鼓勵孩子養成步行上學的習慣，透過步行的過程不僅可與孩子有談話的

機會，更可獲得健康上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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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運動參與行為與社會生態系統之相關性 

    在第二節的部分主要透過相關分析來瞭解社會環境（社會支持、家長參與兒童相關

事務）、物理環境（可近性、安全性、吸引性）、個人因素（運動享樂感、自覺運動阻礙）

爾兒童運動參與的相關性。 

    透過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發現社會環境變項、物理環境變項、個人因素與兒

童運動參與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在社會環境的部分，家人社會支持（γ=0.27, p<0.05）、

同儕社會支持（γ=0.22, p<0.05）、教師社會支持（γ=0.19, p<0.05）與兒童運動參與呈現

正向關係，其中以家人社會支持與運動參與的相關性最高。然而，在家長參與兒童運動

相關事務的部分對兒童運動參與沒有顯著關係存在；在物理環境的部分，學校安全性

（γ=0.15, p<0.05）、學校吸引力（γ=0.24, p<0.05）以及社區吸引力（γ=0.18, p<0.05）與

兒童運動參與呈現正向關係，其中以學校吸引力與運動參與的相關性最高。而可近性與

兒童運動參與則沒有顯著關係存在；在個人影響因素的部分，運動享樂感（γ=0.28, 

p<0.05）與兒童運動參與呈現正向關係，自覺運動阻礙（γ=-0.31, p<0.05）與兒童運動

參與則呈現負向關係。在所有變項中，個人影響因素中的自覺運動阻礙與運動享樂感是

為本研究中影響兒童運動參與相對重要的因素。各變項間的相關係數如表 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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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變項間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矩陣變項間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矩陣變項間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矩陣變項間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矩陣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家人社會支持 1             

2.同儕社會支持 0.51* 1            

3.教師社會支持 0.46* 0.63* 1           

4.家長參與事務 -0.04 -0.04 -0.08 1          

5.學校安全性 0.29* 0.30* 0.23* -0.01 1         

6.社區安全性 0.23* 0.06 0.12* -0.02 0.41* 1        

7.學校吸引力 0.39* 0.39* 0.34* -0.05 0.36* 0.19* 1       

8.社區吸引力 0.41* 0.32* 0.29* -0.03 0.31* 0.24* 0.69* 1      

9.住家學校可近性 0.07 0.08 0.03 -0.02 0.01* 0.10* 0.08 0.02 1     

10.住家社區可近性 0.06 0.05 0.00 0.00 0.09* 0.13* 0.00 0.06 0.15* 1    

11.運動享樂感 0.47* 0.39* 0.34* -0.03 0.37* 0.25* 0.55* 0.50* 0.04 0.04 1   

12.自覺運動阻礙 -0.30* -0.16* -0.14* 0.04 -0.20* -0.27* -0.19* -0.13* -0.05 -0.08 -0.43* 1  

13.運動參與 0.27* 0.22* 0.19* -0.04 0.15* 0.03 0.24* 0.18* 0.14 0.03 0.28* -0.31* 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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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環境因素與運動參與行為 

（一）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是為來自於個體的家人、朋友或重要他人對個體行為的鼓勵或直接提供協

助（Pender, 1996）。本研究結果顯示家人、同儕以及教師社會支持與兒童運動參與行

為有正相關存在，顯示社會支持越高，運動參與也愈多，此與相關調查研究成果相符（章

宏智、程瑞福，2010；馮木蘭，2009；馮木蘭、濁俊伶、吳姿瑩，2009；Raudsepp, 2006）。

進一步透過平均數來分析家人、同儕與教師的社會支持與兒童運動參與的關係，結果發

現三者間以家人社會支持程度最高，其次為同儕社會支持，再者為教師社會支持。Sallis

等人（1992）的相關研究中指出家人與同儕是青少年從事身體活動重要的人際影響來

源。再者，在 Studky-Ropp 與 Dilorenzo（1993）針對國小高年級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出

家庭與同儕的社會支持是體能活動參與重要的預測因子。然而從平均數的分佈來看，儘

管同儕社會支持與運動行為的相關性高於教師社會支持與運動行為，但是兒童在教師社

會支持的感受程度上卻高於同儕社會支持的感受程度。於此得知孩子在學校中感受到老

師對孩子參與運動的支持仍是相當深刻的。 

（二）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 

    相關研究指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能幫助兒童對學校產生積極的態度並提高課業的

成就表現（Fan, 2001）以及在情緒與社會化發展上有正面的助益（Ramirez, 2001）。再

者，Welk, Wood 與 Morss（2003）家長透過參與或指導兒童運動時可以有效的提高兒

童運動參與的強度。整體而言，家長參與對兒童運動的投入有相當正面的影響。 

然而在本研究中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與兒童運動行為相關分析上卻未達顯

著相關。進一步從平均數來看，在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的平均數為 2.25（全距為

1~5），低於中位數（3），顯示家長平日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相對較少。然而，此部分

的問卷是由家長來做填寫，再與兒童部分的問卷資料來進行後續的分析。於此，研究者

推論家長知覺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與兒童知覺家長參與運動相關事務兩者間的落差

也許是造成後續分析不顯著的原因，未來可作後續研究探討的主題，以釐清兩者對兒童

運動參與影響的差異。 

二、物理環境因素與運動參與行為 

    Makenna 與 Riddoch認為在鼓勵人們從事身體活動的過程中，安全的環境、有吸

引力的環境是為影響人們參與運動重要的因素之一。對兒童而言，學校與住家附近是為

運動參與最常接觸也是最便利的場所（馮木蘭，2010），同時也是參與結構化身體活動

的最適場所（Sallis & Owen, 1999）；相關研究中也顯示出住家和學校環境的可近性、重

要性與身體活動有顯著相關性存在（Fein et al, 2004; Patnode et al, 2010）。在本研究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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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環境因素的部分，包含了可近性、安全性以及吸引性三個探討因素，透過相關分析發

現學校安全性、學校吸引力以及社區吸引力與兒童運動參與行為呈現正相關，與過去研

究成果相符。對兒童而言，當學校或社區的運動設施讓孩子覺得有趣、有吸引力時，則

較有可能透過環境的影響來參與運動，此部分與運動享樂感對兒童運動參與影響的概念

相似，意即兒童會受到有趣、有吸引力的環境所吸引來參與運動。因此，為促進兒童運

動的參與，營造趣味化、富有吸引力的環境氛維是為重要的條件之一。 

三、個人影響因素與運動參與行為 

（一）運動享樂感 

    運動享樂感（sport enjoyment）主要來自於完成欲達成的運動行為，是一種正向的

運動經驗感受，使運動者感受到愉悅、快樂的感覺（Scanlan & Lethwaite, 1986）。對兒

童而言，相關研究顯示大部分的兒童參與運動都是為了「好玩」（Ewing & Seefeldt, 

1989），意即兒童在運動中感受到愉悅、快樂的感覺。此外，Weiss（2000）認為當享

受於某件令人感受到愉悅的活動，重複參與該活動的頻率也會增高。在本研究結果中發

現運動享樂感與兒童運動參與存在顯著正向的關係，此結果與相關研究相符（柏佩蘭，

2010）。進一步透過相關係數的檢視發現，運動享樂感與運動參與行為的相關係數明顯

高於其他變項。因此，運動享樂感是本研究中探討運動參與行為中較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二）自覺運動阻礙 

    自覺運動障礙是為研究對象主觀評估採取運動行為，有可能遭遇困難的障礙程度

（吳姿瑩、卓俊伶，1998）。在預測兒童運動參與時，自覺運動阻礙是為一個重要的預

測變項（Stucky-Ropp & Diforenzo, 1993），且與身體活動參與呈現負相關（Kincey et al, 

1993）。透過相關分析結果發現，自覺運動阻礙與運動參與行為呈現負相關，且相關性

為所有變項中最高，顯示自覺運動阻礙為本研究中探討運動參與行為中最為重要的影響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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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運動參與行為與社會生態學系統在不同社會人口

學變項的差異比較 

    此章節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來瞭解不同社會人

口統計變項（性別、年級、BMI、運動校隊經驗、運動社團經驗、社經地位）在社會環

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響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的差異情形。 

一、性別 

    在性別對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響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的差異分

析部分，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兒童在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響因素以及

運動參與行為有顯著差異存在，整體考驗效果達統計顯著水準（Wilk's Λ= 0.874, 

p<0.05）。為瞭解各變項在性別中的差異情形，進一步透過單變量 F 考驗來檢視，結果

顯示在物理環境因素方面，「社區安全」（F(1, 646)=，p<0.05，η2=0.007）、「學校吸引力」

（F(1, 646)=，p<0.05，η2=0.012）、「社區吸引力」（F(1, 646)=，p<0.05，η2=0.010）達顯著

差異水準，其中在社區安全與學校吸引力方面，男生感受程度大於女生，而在社區吸引

力方面，女生的感受程度則是高於男生；在個人影響因素方面，「運動享樂感」（F(1, 646)=，

p<0.05，η2=0.012）達顯著差異水準，男生感受程度大於女生；在運動參與行為方面也

有顯著差異存在（F(1, 646)=，p<0.05，η2=0.034），男生運動參與程度亦大於女生。不同

性別間的各變項差異情形如表 4-3-1所示。 

    在運動參與部分，從以往研究發現顯示從學齡前到成人期，男性身體活動的參與量

較女性為多（Sallis et al., 1992b; Sallis & Owen, 1999;）。進一步從針對青少年身體活動

的相關研究中也發現男生的身體活動參與也高於女生（陳美昭、賴香如，2006；Raudsepp, 

2006; Wu & Jwo, 2005; Floyd, Spengler, Maddock, Gobster, Suau, 2007）。從事後比較的結

果中也顯示出男童身體活動量也顯著高於女生，與以往研究成果相符。 

    在運動享樂感部分，從事後比較中也顯示出男生在運動享樂感的感受程度顯著高於

女生。陳正專與吳家綺（2008）針對國小兒童體育課運動樂趣的調查研究中也顯示出男

生從體育課參與中獲得的樂趣高於女生，也較積極參與體育活動。由於男生在運動參與

程度較高，較容易在運動參與的過程中感受到樂趣，進而持續參與運動。而如何提升女

生在運動參與的程度是為教育現場的老師以及研究者需要積極謀求改善策略，以提升女

生在運動參與的意願，進而從運動中獲得樂趣，養成運動參與的習慣。 

    在物理環境因素的部分，經事後比較發現，性別在社區安全、學校吸引力以及社區

吸引力方面有顯著差異存在。其中在社區安全以及學校吸引力的方面，男生顯著高於女

生，在 Sallis等人（2003）針對青少年飲食與身體活動的介入研究中發現，實施成效僅

限於男生，女生則無顯著差異存在；此外，在 Fein（2004）等人的研究中也顯示出男生

在學校環境與身體活動程度的相關性較高。造成性別在環境感受程度上的差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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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n（2004）認為物理環境的設計與建置上較能吸引男生來使用，而忽略了女生在環境

設計的偏好；此外，亦有可能是為女生在較少從事運動的情況下對物理環境的感受程度

較低，所以在物理環境因素的部分得分明顯低於男生。 

在社區吸引力的部分，經事後比較發現，女生的感受感度顯著大於男生，研究者推

論在社區所能提供的運動設施與可選擇的運動類型較學校更為多樣與豐富，對女生而言

能感受到較多的刺激與多樣性，進而在社區吸引力的得分較高。 

表 4-3-1   

不同性別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性別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性別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性別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男生/327 女/321)  
變項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 平均數比較/
事後比較 Wilk's Λ P η2 F P η2 

家人支持 0.874 0.000 0.126 0.52 0.470 0.001  
同儕支持    2.26 0.133 0.003  
教師支持    0.78 0.379 0.001  
家長參與    0.89 0.345 0.001  
學校安全    2.65 0.104 0.004  
社區安全    4.58 0.033 0.007 男>女 
學校吸引力    7.83 0.005 0.012 男>女 
社區吸引力    6.82 0.009 0.010 女>男 

住家學校可近性    1.52 0.218 0.002  

住家社區可近性    2.79 0.095 0.004  

運動享樂感    7.70 0.006 0.012 男>女 

自覺運動阻礙    1.80 0.181 0.003  

運動參與    23.03 0.000 0.034 男>女 

二、年級 

在年級對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響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的差異分

析部分，結果發現不同年級的兒童在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響因素以及

運動參與行為有顯著差異存在，整體考驗效果達統計顯著水準（Wilk's Λ= 0.961, 

p<0.05）。為瞭解各變項在不同年級中的差異情形，進一步透過單變量 F 考驗來檢視，

結果顯示在社會支持方面，「同儕支持」（F(1, 649)=，p<0.05，η2=0.010）達顯著差異水準，

其中六年級的孩子感受到的同儕支持程度大於五年級的孩子；在物理環境因素方面，「學

校安全」（F(1, 649)=，p<0.05，η2=0.011）達顯著差異水準，其中六年級的孩子感受程度

大於五年級的孩子。不同年級間的各變項差異情形如表 4-3-2所示。 

透過事後比較發現，六年級孩子在同儕支持的得分顯著高於五年級，由於六年級在

生、心理的發展上逐漸進入青少年期，在社交關係渴望被同儕所接受，並會主動積極的

爭取團體的認同與容納（孫武彥，2007；溫如慧等人，2007），同時也是青少年在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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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支柱。Smith（1999）指出孩童在運動參與的過程中與同儕的關係越正面，體育活

動參與程度也會越高，此外，對身體的自我價值也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結果

與以往研究相符。 

表 4-3-2   

不同年級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年級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年級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年級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五/332 六/319)  
變項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 平均數比較/
事後比較 Wilk's Λ P η2 F P η2 

家人支持 0.961 0.021 0.039 0.01 0.909 0.000  
同儕支持    6.43 0.011 0.010 六>五 
教師支持    1.73 0.190 0.003  
家長參與    1.08 0.298 0.002  
學校安全    7.37 0.007 0.011 六>五 
社區安全    3.84 0.051 0.006  
學校吸引力    0.69 0.405 0.001  
社區吸引力    0.11 0.742 0.000  

住家學校可近性    0.00 0.958 0.000  

住家社區可近性    0.88 0.350 0.001  

運動享樂感    0.37 0.543 0.001  

自覺運動阻礙    0.76 0.384 0.001  

運動參與    0.43 0.513 0.001  

 

三、BMI  

在 BMI 對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響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的差異

分析部分，結果發現 BMI 的高低與否對兒童在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

響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沒有顯著差異存在，整體考驗效果未達統計顯著水準（Wilk's 

Λ= 0.914, p>0.05）。各變項差異情形如表 4-3-3所示。 

表 4-3-3   

BMI 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過輕/150 適中/319) 
過重/81 肥胖/50 
變項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 平均數比較/
事後比較 Wilk's Λ P η2 F P η2 

家人支持 0.914 0.062 0.030 1.42 0.27 0.007  

同儕支持    0.92 0.43 0.005  

教師支持    0.04 0.99 0.000  

家長參與    0.23 0.87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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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安全    0.93 0.43 0.005  

社區安全    0.97 0.41 0.005  

學校吸引力    1.57 0.20 0.008  

社區吸引力    0.58 0.63 0.003  

住家學校可近性    2.74 0.04 0.014  

住家社區可近性    0.50 0.68 0.003  

運動享樂感    3.99 0.01 0.020  

自覺運動阻礙    6.83 0.00 0.033  

運動參與    2.28 0.07 0.011  

 

四、運動校隊經驗 

在運動校隊經驗對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響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

的差異分析部分，結果發現參加過運動校隊與否對兒童在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

素、個人影響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有顯著差異存在，整體考驗效果達統計顯著水準

（Wilk's Λ= 0.903, p<0.05）。為瞭解各變項在年級中的差異情形，進一步透過單變量F

考驗來檢視，結果顯示在社會支持方面，「同儕支持」（F(1, 661)=，p<0.05，η2=0.022）以

及「教師支持」（F(1, 661)=，p<0.05，η2=0.021）達顯著差異水準，其中參加過運動校隊

的孩子感受到的同儕支持程度大於未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在物理環境因素方面，「學

校吸引力」（F(1, 661)=，p<0.05，η2=0.020）達顯著差異水準，其中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

子感受到的校園吸引力大於未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在個人影響因素方面，「運動享

樂感」（F(1, 661)=，p<0.05，η2=0.037）以及「自覺運動阻礙」（F(1, 661)=，p<0.05，η2=0.016）

達顯著差異水準，結果也顯示出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感受到的運動享樂感大於未參加

過運動校隊的孩子，但在自覺運動阻礙方面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感受到的阻礙卻低於

未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在運動參與行為方面也有顯著差異存在（F(1, 661)=，p<0.05，

η2=0.046），顯示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在運動參與程度上大於未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

子。各變項差異情形如表 4-3-4所示。 

表 4-3-4   

運動校隊經驗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運動校隊經驗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運動校隊經驗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運動校隊經驗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是/155 否/508)  
變項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 平均數比較/
事後比較 Wilk's Λ P η2 F P η2 

家人支持 0.903 0.000 0.097 2.42 0.121 0.004  

同儕支持    14.76 0.000 0.022 是>否 

教師支持    14.38 0.000 0.021 是>否 

家長參與    0.11 0.737 0.000  

學校安全    2.58 0.108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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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安全    0.25 0.619 0.000  

學校吸引力    13.75 0.000 0.020 是>否 

社區吸引力    0.99 0.320 0.001  

住家學校可近性    1.31 0.252 0.002  

住家社區可近性    0.03 0.873 0.000  

運動享樂感    25.57 0.000 0.037 是>否 

自覺運動阻礙    10.62 0.001 0.016 否>是 

運動參與    31.96 0.000 0.046 是>否 

 

    在運動校隊經驗部分，經事後比較顯示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在同儕支持、教師支

持、學校吸引力、運動享樂感與運動參與方面顯著高於沒有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研

究者認為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在運動參與的程度較高，較能感受到運動參與的樂趣，

相對的在運動參與的阻礙較少（謝鴻隆，2003）。再者，校隊在校練習時間較長，對學

校環境能感受到較高的吸引力。張清源（2005）在探討身體自我概念與運動參與行為的

相關研究上也發現參加校隊的孩子不僅在自我概念上較高，亦能進一步持續並提高孩子

運動的參與。然而，在家人社會支持方面卻未達顯著，研究者推論在國小高年級課業壓

力逐漸增加，相較於父母在孩子課業的要求，對孩子參加運動校隊的支持度則顯的較低。 

五、運動社團經驗 

在運動社團經驗對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響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

的差異分析部分，結果發現參加過運動社團與否對兒童在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

素、個人影響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有顯著差異存在，整體考驗效果達統計顯著水準

（Wilk's Λ= 0.910, p<0.05）。為瞭解各變項在年級中的差異情形，進一步透過單變量F

考驗來檢視，結果顯示在社會支持方面，「家人支持」（F(1, 661)=，p<0.05，η2=0.018）、「同

儕支持」（F(1, 661)=，p<0.05，η2=0.014）以及「教師支持」（F(1, 661)=，p<0.05，η2=0.007）

達顯著差異水準，其中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感受到的支持程度大於未參加過運動社團

的孩子；在物理環境因素方面，「學校安全」（F(1, 661)=，p<0.05，η2=0.017）與「住家社

區可近性」（F(1, 661)=，p<0.05，η2=0.007）達顯著差異水準，其中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

子感受到的校園安全與住家社區運動設施可近性的感受大於未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

子；在個人影響因素方面，在「運動享樂感」（F(1, 661)=，p<0.05，η2=0.010）達顯著差

異水準，顯示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感受到的運動享樂感大於未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

子。此外，在「自覺運動阻礙」（F(1, 661)=，p<0.05，η2=0.054）也達顯著差異水準，結

果顯示出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感受到的自覺運動阻礙低於未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

子；在運動參與行為方面也有顯著差異存在（F(1, 661)=，p<0.05，η2=0.034），顯示參加

過運動社團的孩子在運動參與程度上大於未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各變項差異情形如

表 4-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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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運動社團經驗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運動社團經驗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運動社團經驗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運動社團經驗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是/235 否/428)  
變項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 平均數比較/
事後比較 Wilk's Λ P η2 F P η2 

家人支持 0.910 0.000 0.090 11.90 0.001 0.018 是>否 

同儕支持    9.24 0.002 0.014 是>否 

教師支持    4.38 0.037 0.007 是>否 

家長參與    0.00 0.964 0.000  

學校安全    11.09 0.001 0.017 是>否 

社區安全    2.90 0.089 0.004  

學校吸引力    3.16 0.076 0.005  

社區吸引力    1.19 0.277 0.002  

住家學校可近性    0.02 0.885 0.000  

住家社區可近性    4.49 0.034 0.007 是>否 

運動享樂感    6.53 0.011 0.010 是>否 

自覺運動阻礙    37.63 0.000 0.054 否>是 

運動參與    23.52 0.000 0.034 是>否 

 

    在運動社團經驗部分，透過事後比較發現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在家人、同儕、教

師社會支持、學校安全、住家社區可近性、運動享樂感以及運動參與顯著高於未參加過

運動社團的孩子，感受到的自覺運動阻礙也較低。龍炳峰（2000）在探討國民小學規律

運動行為的相關因素研究中指出有無參加過運動社團在規律運動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存

在，亦即有參加過運動社團經驗的孩子在日後較容易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再者，研究者

認為運動社團的機制與運動校隊相仿，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在校時間較長，對學校在

安全上的認同感也較高。此外，在社團的選擇上往往是由孩子與家長共同決定，於此家

人社會支持的感受程度也會相對提高。 

六、社經地位 

在社經地位對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響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的差

異分析部分，結果發現社經地位高低對兒童在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響

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有顯著差異存在，整體考驗效果達統計顯著水準（Wilk's Λ= 0.924, 

p<0.05）。為瞭解各變項在社經地位中的差異情形，進一步透過單變量 F 考驗來檢視，

結果顯示在社會支持方面，「家長參與」（F(2, 577)=，p<0.05，η2=0.029）達顯著差異水準，

經事後比較發現高社經地位與中社經地位的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高於低社經地

位的家長；在物理環境因素方面，「社區安全」（F(2, 577)=，p<0.05，η2=0.013）達顯著差

異水準，經事後比較發現在社經地位各組間無顯著差異存在。各變項差異情形如表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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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 4-3-6   

社經地位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社經地位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社經地位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社經地位間各變項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高/168 中/269 低/143)  
變項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 平均數比較/ 
事後比較 Wilk's Λ P η2 F P η2 

家人支持 0.924 0.012 0.039 0.05 0.953 0.000  

同儕支持    0.20 0.817 0.001  

教師支持    1.99 0.138 0.007  

家長參與    8.53 0.000 0.029 高>低/中>低 

學校安全    1.25 0.287 0.004  

社區安全    3.88 0.021 0.013  

學校吸引力    0.16 0.851 0.001  

社區吸引力    0.42 0.659 0.001  

住家學校可近性    1.58 0.206 0.005  

住家社區可近性    0.78 0.460 0.003  

運動享樂感    0.60 0.548 0.002  

自覺運動阻礙    0.43 0.648 0.002  

運動參與    0.57 0.568 0.002  

 

    在社經地位部分經事後比較顯示，社經地位較高的家長在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上

有顯著較高的趨勢。在回顧性研究中（Giles-Corti & Donovan, 2002; Gidlow, Johnson, 

Crone, Ellis, & James, 2006），明確指出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爸媽參與兒童教育事物的

比例也較高。家長參與程度越高對選手在運動表現上也有顯著影響（顏智淵，2009）；

此外，家長參與類型的不同對兒童在 BMI 上也有顯著的影響（章宏智，2011）。研究者

認為有較高社經地位背景的家長往往有較高的教育背景，相對的在孩子的教育事務上也

會有較多的參與與關心。然而，社經地位的高低對兒童運動參與行為卻未達顯著差異，

研究者認為可能原因在於家長自覺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與兒童知覺家長參與運動相

關事務在運動參與行為影響上的落差，是為值得在未來研究中進一步加以修正與調整的

方向。 

整體而言，透過社會人口變項對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響因素以及

運動參與行為的差異分析，結果發現四個變項在社會人口特性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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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會人口學因素與社會生態學系統對臺北市國小

兒童運動參與行為之預測作用 

    此章節主要目的在於透過階層迴歸分析瞭解社會人口學因素（性別、年級、BMI 、

社經地位、運動社團經驗、運動校隊經驗）、個人影響因素（運動享樂感、自覺運動阻

礙）、社會環境因素（社會支持、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以及物理環境因素（吸

引力、安全性、可近性）作為預測變項來進行對兒童運動行為的預測。 

    在本研究中為瞭解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對兒童運動參與的影響，擬透過階層迴歸分

析，並採用逐步分析法來進行預測力的探討，在變項的投入順序上以社會生態學模式變

項投入順序之依據，以社會人口學變項為第一層，而個人影響因素為受到社會人口學因

素影響而改變，故作為第二層投入的變項，第三層為社會環境因素，而第四層則為物理

環境因素以進行分析。 

透過分析結果發現，在第一層社會人口學變項的部分，依序萃取出四個因素，分別

為社經地位（β=0.86, p<0.05）、運動校隊經驗（β=0.15, p<0.05）、運動社團經驗（β=0.12, 

p<0.05）以及 BMI（β=0.12, p<0.05），四者對運動參與行為的預測力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在第二層的分析結果方面，萃取出運動享樂感（β=0.57, p<0.05），對運動參與行為的預

測力達統計上顯著水準。而在第三層加入社會環境因素後，發現家人社會支持（β=0.29, 

p<0.05）對運動參與行為的預測力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在第四層加入物理環境因素後發

現學校吸引力（β=0.15, p<0.05）對運動參與行為的預測力達統計上顯著水準（詳情如

表 4-4-1所示）。 

    在社會人口學變項中，萃取出社經地位、運動校隊經驗、運動社團經驗以及 BMI

四個變項；此外家人社會支持、運動享樂感以及學校吸引力是為環境因素與個人影響因

素中所能顯著預測運動參與行為的變項。從結果中顯示出兒童運動參與行為與其家庭有

相當密切的關係，個別家庭所行塑的環境、所能給予的支持與所提供的資源對兒童行為

的塑造有相當的深遠的影響（Powell, Slater, & Chaloupka, 2004）。相關研究也指出在探

討國小兒童規律運動習慣的研究中也顯示出運動校隊經驗以及家人社會支持在規律運

動的影響上有顯著差異存在，亦即有參加過運動校隊以及家人社會支持越高的孩子從事

規律運動比例的情形較高（龍炳峰，2000）。 

    綜上所述，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以及個人因素對在兒童的運動參與上有相

當程度的影響。然而由於兒童的生活範圍較小，接觸到的物理環境與社會環境單純，因

此，儘管物理環境因素與社會環境因素對兒童的運動參與行為有顯著影響存在，但以社

會生態學的架構來看，對兒童影響較為直接的因素仍以與兒童有直接接觸的維觀系統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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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各變項對運動參與行為預測力之階層迴歸分析摘要表各變項對運動參與行為預測力之階層迴歸分析摘要表各變項對運動參與行為預測力之階層迴歸分析摘要表各變項對運動參與行為預測力之階層迴歸分析摘要表 

*p<0.05

變項 
1 2 3 4 5 6 7 

Beta Beta Beta Beta Beta Beta Beta 

社經地位 0.86* 0.79* 0.73* 0.64* 0.20* 0.14* 0.12* 

運動校隊經驗  0.15* 0.13* 0.13* 0.08* 0.08* 0.08* 

運動社團經驗   0.12* 0.12* 0.09* 0.07* 0.07* 

BMI    0.12* 0.06* 0.04 0.04 

運動享樂感     0.57* 0.37* 0.27* 

家人社會支持      0.29* 0.26* 

學校吸引力       0.15* 

R2 0.74 0.76 0.77 0.78 0.81 0.82 0.82 

F 1926.00 1061.22 746.77 578.58 572.43 491.85 424.20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2 0.74 0.02 0.01 0.01 0.034 0.001 0.00 

∆F 1926.00 51.05 28.78 17.64 122.35 17.46 4.16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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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為瞭解個人影響因素、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境因素對兒童運動參

與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力，本研究以徑路分析方法來進行檢驗。首先以社會環境因

素（社會支持、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物理環境因素（可近性、安全性、

吸引力）與個人影響因素（運動享樂感、自覺運動阻礙）為預測變項，以運動參

與行為為效標變項來進行迴歸分析，結果發現整體模式對運動參與行為之解釋力

達統計顯著差異水準（F(12, 652)=234.29，p<0.05），解釋變異量為 81.2％，透過標

準化迴歸係數顯示出在運動享樂感（β=0.25, p<0.05）、自覺運動阻礙（β=-0.13, 

p<0.05）以及家人社會支持（β=0.22, p<0.05）對運動參與的直接預測力達統計顯

著水準，其他變項對運動參與的直接預測力則未達顯著水準。 

    進一步以社會環境因素與物理環境因素作為預測變項，運動享樂感與自覺運

動阻礙分別為效標變項進行分析，以瞭解社會環境因素與物理環境因素對運動享

樂感與自覺運動阻礙之預測能力。在以運動享樂感為效標變項的部分，分析結果

顯示整體模式對 運動享樂 感的解釋力 達統計顯著 水準（F(10, 664)=1896.44，

p<0.05），解釋變異量達 96.7％。進一步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中發現學校安全（β=0.17, 

p<0.05）、社區安全（β=0.10, p<0.05）、學校吸引力（β=0.24, p<0.05）、社區吸

引力（β=0.16, p<0.05）以及家人社會支持（β=0.18, p<0.05）對運動享樂感的預

測效果達顯著水準，影響因素之路徑模式及標準化迴歸係數如圖 4-4-1所示。 

圖圖圖圖 4-4-1   

兒童運動參與影響因素之路徑模式圖-運動享樂感 

 

 

 

 

 

 

 

 

 

 

 

 

 

 

 

註：實線為顯著，虛線為不顯著。 

 

再者，在以自覺運動阻礙為效標變項的部分，分析結果顯示整體模式對自覺

運動阻礙的解釋力達統計顯著水準（F(10, 664)=567.63，p<0.05），解釋變異量達 89.7

運動參與 運動享樂感 

家人社會支持 同儕社會支持 教師社會支持 家長參與 學校安全 

社區安全 學校吸引力 社區吸引力 住家學校可近性 住家社區可近性 

0.25 

0.22 0.18 0.07 0.05 0.03 0.07 0.03 0.09 0.17 0.15 

0.10 -0.09 0.24 0.16 0.16 0.00 0.00 0.02 0.03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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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中發現學校安全（β=0.17, p<0.05）、社區吸引力

（β=0.20, p<0.05）、住家學校可近性（β=0.11, p<0.05）、住家社區可近性（β=0.18, 

p<0.05）、家長參與（β=0.37, p<0.05）、家人社會支持（β=-0.12, p<0.05）以及

教師社會支持（β=0.14, p<0.05）對自覺運動阻礙的預測效果達顯著水準，影響

因素之路徑模式及標準化迴歸係數如圖 4-4-2所示。 

圖圖圖圖 4-4-2   

兒童運動參與影響因素之路徑模式圖-自覺運動阻礙 

 

 

 

 

 

 

 

 

 

 

 

 

 

 

註：實線為顯著，虛線為不顯著。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社會環境變項中的「家人社會支持」、個人影響因素中

的「運動享樂感」以及「自覺運動阻礙」對兒童運動參與的直接預測力達顯著水

準，且「家人社會支持」可透過運動享樂感以及自覺運動阻礙間接預測運動參與。

再者，其他變項如「學校安全」、「社區安全」、「學校吸引力」及「社區吸引

力」可透過運動享樂感間接預測兒童運動參與；此外，「學校安全」、「社區吸

引力」、「住家學校可近性」、「住家社區可近性」、「家長參與」以及「教師

社會支持」則可透過自覺運動阻礙間接預測兒童運動參與。 

    在以往的研究中顯示，社會環境因素與物理環境因素對身體活動有直接與間

接的影響，而由於研究對象、分析變項的相互影響在直接或間接效果沒無一致的

結論（馮木蘭，2010）。而本研究結果顯示運動享樂感與運動參與障礙對兒童的

運動參與有直接以及間接的預測力。在社會環境因素部分，家人社會支持對兒童

運動參與有直接影響力，亦可透過運動享樂感以及自覺運動阻礙間接預測運動參

與，而家長參與對運動參與直接與間接的預測力未達顯著。在物理環境因素部

分，對運動參與皆無直接影響力，必須透過中介變項間接影響身體活動，此與

Beets等人（2007）、Molt 等人（2007）相符。 

-0.13 
運動參與 自覺運動阻礙 

家人社會支持 同儕社會支持 教師社會支持 家長參與 學校安全 

社區安全 學校吸引力 社區吸引力 住家學校可近性 住家社區可近性 

0.22 -0.12 0.07 -0.01 0.14 0.07 0.37 0.09 0.17 0.15 

0.01 -0.09 -0.07 0.16 0.20 0.00 0.11 0.02 0.18 0.10 



 

67 

    整體而言，個人影響因素與社會人口學變項對兒童運動參與行為有較高的預

測能力；此外，社會影響因素中的家人社會支持對兒童的運動參與也有顯著的預

測能力，然而，物理環境因素對兒童運動參與則需透過中介變項間接影響兒童的

運動參與。此結果與 Giles-Corti（2002）在針對身體活動量的研究中，發現個人

影響因素與社會環境因素可以有效的預測身體活動的高低，而物理環境的影響不

大。此外，在 Patnode等人（2010）的研究中，研究對象性別的不同，在階層迴

歸預測後的預測變項也因為性別的不同而萃取出不同的預測變項。因此，研究者

認為此結果可能與研究對象特性有相當的關係，因本研究對象為國小兒童，透過

研究結果所顯示的影響因子大多為社會生態學架構中與兒童有直接密切關係的

維觀系統，而這些維觀系統亦以家庭為主要單位，透過父母與孩子的互動進而影

響到孩子的運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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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以臺北市國小兒童為及家長主要研究對象，目的在於瞭解兒童在運動參

與上的情形，並透過社會生態學的架構進一步探討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及個人

影響因素對兒童運動參與的影響。進一步根據研究分析與討論，提出研究結果以作為兒

童運動參與促進與行為改變之具體可行策略，進而以養成兒童終身規律運動習慣。根據

研究目的，本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節 結論 

一、臺北市國小兒童在平常下課時間最常從事的運動為「球類運動」，其次為「跑步、

步行」等；在運動參與方式上以「2 人或 2 人以上」為多數；在參與形式部分則以

「去特定地方和有共同興趣參與者一同活動」為多數；在次數方面以每週運動「5

次以上」比例最高；在運動時間方面以每次運動「30 分鐘～1 小時」為主；強度以

「適中」（42.5％）佔大多數；在運動時段方面，多數的孩子都在「週末假期」（45.1

％）時從事運動。 

二、社會環境變項、物理環境變項、個人因素與兒童運動參與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在

社會環境的部分，家人社會支持、同儕社會支持、教師社會支持與兒童運動參與呈

現正向關係，其中以家人社會支持與運動參與的相關性最高。然而，在家長參與兒

童運動相關事務的部分對兒童運動參與沒有顯著關係存在；在物理環境的部分，學

校安全性、學校吸引力以及社區吸引力與兒童運動參與呈現正向關係，其中以學校

吸引力與運動參與的相關性最高。而可近性與兒童運動參與則沒有顯著關係存在；

在個人影響因素的部分，運動享樂感與兒童運動參與呈現正向關係，自覺運動阻礙

與兒童運動參與則呈現負向關係。在所有變項中，個人影響因素中的自覺運動阻礙

與運動享樂感是為本研究中影響兒童運動參與相對重要的因素。 

三、在社會人口學變項在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以及個人影響因素的差異分析上

結果顯示： 

（一）在性別方面，結果顯示在物理環境因素方面，「社區安全」、「學校吸引力」、「社

區吸引力」達顯著差異水準，其中在社區安全與學校吸引力方面，男生感受程度

大於女生，而在社區吸引力方面，女生的感受程度則是高於男生；在個人影響因

素方面，「運動享樂感」達顯著差異水準，男生感受程度大於女生；在運動參與

行為方面也有顯著差異存在，男生運動參與程度亦大於女生。 

（二）在年級方面，結果顯示在社會支持方面，「同儕支持」達顯著差異水準，其中六

年級的孩子感受到的同儕支持程度大於五年級的孩子；在物理環境因素方面，「學

校安全」（達顯著差異水準，其中六年級的孩子感受程度大於五年級的孩子。 

（三）在 BMI 方面，結果發現 BMI 的高低與否對兒童在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

個人影響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行為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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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運動校隊經驗方面，結果顯示在社會支持方面，「同儕支持」以及「教師支持」

達顯著差異水準，其中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感受到的同儕支持程度大於未參加

過運動校隊的孩子；在物理環境因素方面，「學校吸引力」達顯著差異水準，其

中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感受到的校園吸引力大於未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在

個人影響因素方面，「運動享樂感」以及「自覺運動阻礙」達顯著差異水準，結

果也顯示出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感受到的運動享樂感大於未參加過運動校隊

的孩子，但在自覺運動阻礙方面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感受到的阻礙卻低於未參

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在運動參與行為方面也有顯著差異存在，顯示參加過運動

校隊的孩子在運動參與程度上大於未參加過運動校隊的孩子。 

（五）在運動社團經驗方面，結果顯示在社會支持方面，「家人支持」、「同儕支持」以

及「教師支持」達顯著差異水準，其中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感受到的支持程度

大於未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在物理環境因素方面，「學校安全」與「住家社

區可近性」達顯著差異水準，其中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感受到的校園安全與住

家社區運動設施可近性的感受大於未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在個人影響因素方

面，在「運動享樂感」達顯著差異水準，顯示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感受到的運

動享樂感大於未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此外，在「自覺運動阻礙」也達顯著差

異水準，結果顯示出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感受到的自覺運動阻礙低於未參加過

運動社團的孩子；在運動參與行為方面也有顯著差異存在，顯示參加過運動社團

的孩子在運動參與程度上大於未參加過運動社團的孩子。 

（六）在社經地位方面，結果顯示在社會支持方面，「家長參與」達顯著差異水準，經

事後比較發現高社經地位與中社經地位的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高於低社

經地位的家長；在物理環境因素方面，「社區安全」達顯著差異水準，經事後比

較發現在社經地位各組間無顯著差異存在。 

四、在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個人影響因素對兒童運動參與行為的預測上，結

果顯示，在第一層社會人口學變項的部分，依序萃取出四個因素，分別為社經地位、

運動校隊經驗、運動社團經驗以及 BMI，四者對運動參與行為的預測力達統計上顯

著水準；在第二層的分析結果方面，萃取出運動享樂感，對運動參與行為的預測力

達統計上顯著水準；而在第三層加入社會環境因素後，發現家人社會支持對運動參

與行為的預測力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在第四層加入物理環境因素後發現學校吸引力

對運動參與行為的預測力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此外，進一步為瞭解個人影響因素、

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物理環境因素對兒童運動參與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力，結果顯示運

動享樂感與運動參與障礙對兒童的運動參與有直接以及間接的預測力。在社會環境

因素部分，家人社會支持對兒童運動參與有直接影響力，亦可透過運動享樂感以及

自覺運動阻礙間接預測運動參與，而家長參與對運動參與直接與間接的預測力未達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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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影響行為的因素多而複雜，此外兒童在身心的發展以及行為上都未若成人能對自身

的行為能自主性的掌控。本研究透過社會生態學（Bronfenbrenner, 1992）的理論架構，

從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以及個人影響因素來探討兒童運動參與的影響因素，從

研究結果中發現，社會環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以及個人影響因素對兒童運動行為有顯

著預測的作用。根據本研究結果，以下針對實務應用以及未來研究兩方面提出應用與建

議： 

一、實務應用面 

（一）在兒童運動參與行為方面，結果顯示有一半的高年級孩子在下課時間都沒有參與

運動，建議學校行政與教師，應深入瞭解高年級孩子在下課時間的安排，進而鼓

勵孩子們都利用下課時間多多參與運動。此外，多數的孩子都是以兩人或兩人以

上的方式來參與運動，因此建議教師以班級經營的方式，在鼓勵運動參與較低的

孩子從事運動時，可透過小組的方式，藉由班上運動能力較高孩子的邀請，一同

參與運動，同時亦可增加班上學生間的向心力。 

（二）研究發現運動享樂感、自覺運動阻礙以及家長社會支持對兒童運動參與有重要的

影響。因此在學校活動推廣的過程中，為鼓勵孩子運動參與時，首要強調孩子在

運動參與的過程中能享受到運動的樂趣，並透過多元化、趣味化的體育教學設

計，讓孩子能享受運動參與的樂趣。此外，降低外在阻礙因素的干擾，增加孩子

運動參與的機會。再者，為提高孩子的運動參與比例，建議學校能透過辦理運動、

健康相關親子講座，透過再教育的方式，讓家長瞭解運動對孩子在生理、心理與

社會關係的益處，鼓勵家長在日常生活中一同與孩子參與運動並支持孩子運動的

參與。 

（三）研究結果顯示物理環境因素可透過運動享樂感以及自覺運動阻礙間接預測兒童運

動參與，亦即當兒童知覺到學校與社區環境是安全且參與阻礙低，學校與社區的

運動設施具有吸引力時，兒童能感受到較高的運動享樂感。於此，學校與社區運

動設施應將運動環境的安全性置為首要，再透過設施維護與改善時提高運動相關

設備與設施的多元性，如照明設備完善的球場、公園簡易健身設備的設置，讓更

多的兒童與社區居民能在運動中享受到運動的樂趣。 

二、未來研究方向 

（一）本研究之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之問卷主要訪問家長參與的情形，然而在後

續資料分析結果上與文獻相左，研究者認為在後續研究的方向上可以兒童知覺家

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為討論的主軸，以瞭解兒童知覺與家長知覺對兒童運動

的差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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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問卷設計上由於社會生態學的理論架構在臺灣發展時間尚短，對於相關問卷的

發展能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來建構具信度、效度的工具，而由於架構中研究對象

的不同，社會環境與物理環境的因素差異甚大，因此，在未來針對兒童運動影響

因素上能先以訪談的方式，瞭解兒童在運動參與上關心的因素為何，進一步再針

對質性資料的結果發展量表，方能正確的瞭解兒童運動參與核心問題的所在。 

（三）在資料分析部分，由於兒童問卷資料的蒐集具有巢狀結構，若僅以多元迴歸的方

式來進行資料分析，未能提供兒童在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上的差異。因此，研究

者建議在後續的研究發展上若能以多層次模型來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解釋，能更完

整的提供數據所代表的意涵並進一步提供實質的協助。 

（四）本研究以量化設計為研究典範，建議在未來研究的過程中能輔以質性方法的訪

談，希冀能更為深入的瞭解兒童運動參與的相關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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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一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第一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第一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第一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 

結果彙整表結果彙整表結果彙整表結果彙整表（（（（兒童部分兒童部分兒童部分兒童部分）））） 

一、個人基本資料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分比 彙整後結果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性別  100％  

年級  100％  

生日 
1. 將“ 出生年月”改為“ 出生

年” 
87％ 民國＿＿年 

身高 / 體重 1. 將身高及體重附上單位 87％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運動校隊  100％  

運動性社團  100％  

二、社會影響因子（社會支持）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分比 彙整後結果 

情 

感 

性 

支 

持 

鼓勵我去運動  100％ 會鼓勵我去運動 

稱讚我的體能狀況

越來越好 

 
93％ 會關心我的體能狀況 

稱讚我的運動表現  100％ 會關心我的運動表現 

 ★新增題項  
運動時遇到挫折，會給我

鼓勵 

 ★新增題項  運動時會給我打氣、加油 

實 

質 

性 

支 

持 

會陪我一起運動  100％  

提供經濟贊助使我

從事運動 

 
100％ 

會提供經費支持我從事

運動 

會協助我計劃運動

活動 

1. 會協助我訂定運動計畫

或身體活動 

2. 會協助我計畫從事運動 

3. 會協助我計畫運動或身

體活動 

100％ 
會協助我訂定運動計畫

或身體活動 

 
★新增題項 

 
會幫我報名運動社團、運

動代表隊或體育活動 

 ★新增題項  會提供運動器材讓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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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時可以使用 

訊 

息 

性 

支 

持 

建議我要去運動  93％ 會提醒我要去運動 

會指導我運動  93％  

告訴我運動的好處  100％  

和我討論運動有關

的事物 

 
93％ 

會和我討論運動有關的

話題 

 ★新增題項  遇到挫折時，會給我建議 

三、物理環境影響因子（安全性、可近性及吸引性）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 

百分比 
彙整後結果 

學 

校 

環 

境 

安 

全 

性 

我就讀學校中運動設施

是很安全的 

1. 我所就讀學校中的運動設

施是很安全的 

2. 我所就讀學校，其動設施

是很安全的 

87％ 
我所就讀學校中的運動

設施是很安全的 

我就讀學校中的運動環

境是很安全的 

 
73％ 

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 80％，％，％，％，予以予以予以予以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非上課時間我在學校運

動會擔心有陌生人在校

園中遊蕩 

1. 沒有上課的時候，到學校

運動我會擔心有陌生人在

校園中遊蕩 

2. 在非上課時間，如果我在

學校運動，我會擔心有陌

生人在校園中遊蕩 

87％ 

沒有上課的時候，到學

校運動我會擔心有陌生

人在校園中遊蕩 

非上課時間我在學校運

動會擔心有不良少年在

校園遊蕩 

1. 沒有上課的時候，到學校

運動我會擔心有不良少年

在校園中遊蕩 

2. 在非上課時間，如果我在

學校運動，我會擔心有不

良少年在校園中遊蕩 

80％ 

沒有上課的時候，到學

校運動我會擔心有不良

少年在校園中遊蕩 

非上課時間在學校運動

會有許多同伴一起運動 

1. 沒有上課的時候，我會有

許多同伴一起在學校運動 

2. 在非上課時間，如果在學

校運動，我會和許多同伴

一起運動 

80％ 

沒有上課的時候，我會

有許多同伴一起在學校

運動 

我就讀學校的夜間照明

設備是完好的 

1. 我所就讀學校的夜間照明

設備是完善的 
87％ 

我所就讀學校的夜間照

明設備是完善的 



3 

2. 我所就讀學校，其夜間照

明設備是完善的 

我就讀的學校有許多運

動安全防護措施 

 

80％ 

我所就讀的學校有提供

許多運動安全的防護措

施 

放學後留在學校運動，

回家時的交通是方便的 

 
87％ 

放學後留在學校運動，

我不會擔心回家的交通 

社 

區 

環 

境 

安 

全 

性 

我家裡附近有安全的地

方讓我可以運動 

 
100％  

我家裡附近的街道夜間

是很明亮的 

 
93％  

我家裡附近常有警車巡

迴 

1. 我居家附近治安良好 

2. 我家裡附近常有警車巡邏 
87％ 我居家附近治安良好 

我家裡附近街道經常交

通很擁擠 
 80％ 我居家附近經常塞車 

我在家裡附近運動時會

擔心有野狗出沒 

 
80％  

我在家裡附近運動時會

擔心有陌生人在附近遊

蕩 

 

87％  

我在家裡附近運動時會

擔心有不良少年在附近

遊蕩 

 

87％  

住家

與學

校運

動設

施可

近性 

我從家裡到學校的方式

以及花費的時間 
加入騎腳踏車的選項 100％ 

我平常從家裡到學校的

方式以及花費的時間 

我覺得從家裡到學校的

距離是 

 
87％  

從家裡到附近的運動設

施（公園、球場、游泳

池等）的方式以及花費

時間為 

加入騎腳踏車的選項 100％ 

我平常從家裡到附近經

常從事的運動設施（如

公園、球場或游泳池等）

的方式以及花費的時間

是 

我覺得從家裡到附近的

運動設施距離是 

 

87％ 

我覺得從家裡到附近經

常從事的運動設施距離

是 

學 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操 刪除“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操 100％ 學校有操場會吸引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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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運 

動 

設 

施 

吸 

引 

力 

場？ 

學校有操場會吸引我去

運動。 

場” 運動。 

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游

泳池？ 

學校有游泳池會吸引我

去運動。 

刪除“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游

泳池” 
100％ 

學校有游泳池會吸引我

去運動。 

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體

育館？ 

學校有體育館會吸引我

去運動。 

刪除“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體

育館” 
100％ 

學校有體育館會吸引我

去運動。 

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球

場（排球、籃球或足球

等）？ 

學校有球場會吸引我去

運動。 

刪除“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球

場” 
100％ 

學校有球場會吸引我去

運動。 

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室

內運動場？ 

學校有室內運動場會吸

引我去運動。 

刪除“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室

內活動場” 
87％ 

學校有室內活動場會吸

引我去運動。 

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遊

戲場？ 

學校有遊戲場會吸引我

去運動。 

刪除“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遊

戲場” 
100％ 

學校有遊戲場會吸引我

去運動。 

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桌

球室？ 

學校有桌球室會吸引我

去運動。 

刪除“我就讀的學校是否有桌

球室” 
100％ 

學校有桌球室會吸引我

去運動。 

社 

區 

運 

動 

設 

施 

吸 

引 

家裡附近有人行步道

嗎？ 

家裡附近有人行步道會

吸引我去運動？ 

刪除“ 家裡附近有人行步道

嗎” 
94％ 

家裡附近有人行步道會

吸引我去運動 

家裡附近有登山步道

嗎？ 

家裡附近有登山步道會

吸引我去運動？ 

刪除“ 家裡附近有登山步道

嗎” 
94％ 

家裡附近有登山步道會

吸引我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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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家裡附近有自行車道

嗎？ 

家裡附近有自行車道會

吸引我去運動？ 

刪除“ 家裡附近有自行車道

嗎” 
100％ 

家裡附近有自行車道會

吸引我去運動 

家裡附近有運動場嗎？ 

家裡附近有運動場會吸

引我去運動？ 

刪除“家裡附近有運動場嗎” 100％ 
家裡附近有運動場會吸

引我去運動 

家裡附近有公園嗎？ 

家裡附近有公園會吸引

我去運動？ 

刪除“家裡附近有公園嗎” 100％ 
家裡附近有公園會吸引

我去運動 

家裡附近有游泳池嗎？ 

家裡附近有游泳池會吸

引我去運動？ 

刪除“家裡附近有游泳池嗎” 100％ 
家裡附近有游泳池會吸

引我去運動 

家裡附近有運動中心

嗎？ 

家裡附近有運動中心會

吸引我去運動？ 

刪除“ 家裡附近有運動中心

嗎” 
100％ 

家裡附近有運動中心會

吸引我去運動 

家裡附近有活動中心

嗎？ 

家裡附近有活動中心會

吸引我去運動？ 

 73％ 
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 80％，％，％，％，予以予以予以予以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家裡附近有溜冰場嗎？ 

家裡附近有溜冰場會吸

引我去運動？ 

刪除“家裡附近有溜冰場嗎” 80％ 
家裡附近有溜冰場會吸

引我去運動 

 ★新增題項  

居家附近是否還有其他

的運動相關設施，會吸

引你去運動 

四、個人影響因子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運 

動 

參 

與 

阻 

因為功課很多，所以沒

有時間去運動 

 
100％  

因為沒有方便的運動場

所，所以不想去運動 

 
100％  

因為懶惰（只有心裡  67％ 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 80％，％，％，％，予以予以予以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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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想，身體卻懶得去運

動），所以不想去運動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因為要花錢買運動器

材，所以不想去運動 

 
87％  

因為缺乏運動的技術，

所以不想去運動 

 
87％  

因為體力不好，所以不

想去運動 

 
93％  

因為沒有興趣，所以不

想去運動 

 
100％  

因為心情不好，所以不

想去運動 

 
67％ 

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 80％，％，％，％，予以予以予以予以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因為身體疾病，所以不

想去運動 

 
93％  

因為沒有運動的朋友，

所以不想去運動 

 
100％  

因為會流汗不方便，所

以不想去運動 

 
100％  

因為天氣不好，所以不

想去運動 

 
80％  

因為要照顧弟妹，所以

無法去運動 

 
100％  

因為爸媽不喜歡我參加

運動，所以無法去運動 

 
100％  

運 

動 

享 

樂 

感 

我享受運動  93％ 我享受運動的樂趣 

我覺得運動十分有趣  87％  

運動是愉悅的事  87％ 運動是愉快的事 

運動時我非常投入  87％  

運動讓我覺得身心舒暢  80％  

我運動時覺得精力充沛  80％  

運動完全不會帶給我挫

折感 
 

73％ 
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 80％，％，％，％，予以予以予以予以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當我運動時有滿足感  94％  

運動讓我有高度的成就

感 
 

94％  

運動讓我充滿自信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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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讓我覺得很放鬆  87％ 運動後讓我覺得很放鬆 

運動讓我覺得很樂觀  87％  

五、運動參與行為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運動項目  100％  

參與方式 

將“ 參與運動的主要方式為

何”更改為最常參與運動的主

要方式為何  

94％ 
最常參與運動的主要方

式為何 

參與形式  94％  

持續時間  87％  

強度  87％  

次數  87％  

時段 

將“ 最常在什麼時候從事運

動”更改為“ 學期中最常在什

麼時候從事運動” 

100％ 
學期中最常在什麼時候

從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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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結果彙整表第一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結果彙整表第一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結果彙整表第一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結果彙整表（（（（家長部分家長部分家長部分家長部分）））） 

一、個人基本資料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分比 彙整後結果 

個人

基本

資料 

家長性別 

1.將“ 您的性別是”修正為“ 您

是孩子的” 

2. 將“您的性別是”修正為“填

答人性別是” 

87％ 
將“ 您的性別是”修正為

“您是孩子的” 

父親學歷 1.將“您的學歷”刪除 80％ 將“您的學歷”刪除 

母親學歷 1.將“您的學歷”刪除 80％ 將“您的學歷”刪除 

家庭平均 

月總收入 
 100％  

父親職業  100％  

母親職業  100％  

二、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角色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子 

女 

學 

習 

事 

務 

我會按時督促孩子參

與運動 

 
100％  

我會適時指導孩子參

與運動相關的活動 

 
100％  

我會協助孩子準備學

校體育課方面的測驗

或考試 

 

94％  

我會和孩子一起參與

運動或相關的體育活

動 

 

94％  

我會了解孩子從學校

帶回給家長有關運動

方面的資訊 

 

100％  

我會提供孩子應有的

運動相關的資源 

 
100％  

親 

師 

我會和老師討論孩子

的運動學習情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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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通 

我會和老師討論孩子

運動時的交友狀況 

 
80％ 

我會老師討論孩子的體

能狀況 

我會和老師討論孩子

運動參與的方式 

 
94％  

我會參與學校的親子

體育活動 

 
100％  

我會配合老師的要求

到校處理孩子運動相

關的事務 

 

94％  

我會協助教練（或級任

老師）管理班級秩序 

 
50％ 

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 80％，％，％，％，予以予以予以予以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班 

級 

教 

學 

活 

動 

我會提供班級體育教

學的相關資源 

 
80％  

我會協助教師準備運

動方面的教材及教具 

 
80％  

我會協助教師晨間的

體育活動 

 
73％ 

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 80％，％，％，％，予以予以予以予以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我會擔任教師體育課

時的助手 

 
80％  

我參與班上的體育課

程設計活動或會議 

 
73％ 

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 80％，％，％，％，予以予以予以予以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我參加班上的校內體

育活動，如運動會等 

 
94％  

我參與班上的家長組

織，協助班級事務處理 

 

87％ 

我 參 與班 上的 家長 組

織，協助班級運動相關事

務的處理，如游泳課安全

維護 

學 

校 

教 

育 

活 

動 

我參與學校中運動性

的家長組織 

 87％ 我會參與學校中運動性

的家長組織 

我參加學校辦理的校

外體育活動與比賽 

 87％ 我會參加學校辦理的校

外體育活動與比賽 

我 協 助 學 校 援 助 清

寒、貧困學生參加體育

活動的學習 

 87％ 我 會 協助 學校 援助 清

寒、貧困學生參加體育活

動的學習 

我協助籌募或捐助運

動校務基金 

 
80％ 

我會協助籌募或捐助運

動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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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協助學校充實或維

修運動相關的軟、硬體

設備 

 

94％ 

我會協助學校充實或維

修運動相關的軟、硬體設

備 

我擔任學校各處室運

動志（義）工 

 
100％ 

我會擔任學校各處室運

動志（義）工 

我協助處理家長與學

校間運動相關衝突事

件 

 

73％ 
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 80％，％，％，％，予以予以予以予以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我會關心與學校與運

動相關的校務訊息 

 
100％  

我會提供學校運動相

關的社區資源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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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 

結結結結果彙整表果彙整表果彙整表果彙整表（（（（兒童部分兒童部分兒童部分兒童部分）））） 

一、個人基本資料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性別  100％  

年級  100％  

生日  100％  

身高 / 體重  100％  

運動校隊  100％  

運動性社團  100％  

二、社會影響因子（社會支持）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情 

感 

性 

支 

持 

會鼓勵我去運動  100％  

會關心我的體能狀況  100％  

會關心我的運動表現  100％  

運動時遇到挫折，會給我

鼓勵 
 93％  

運動時會給我打氣、加油  93％ 運動時會為我加油打氣 

實 

質 

性 

支 

持 

會陪我一起運動  100％  

會提供經費支持我從事

運動 

 
100％  

會協助我訂定運動計畫

或身體活動 

 
100％ 

會協助我訂定身體活動

計畫 

會幫我報名運動社團、運

動代表隊或體育活動 

1. 會幫我報名體育、運動相

關活動 

2. 會幫我報名參加運動相關

的活動 

100％ 
會幫我報名參加運動相

關的活動 

會提供運動器材讓我在

運動時可以使用 

 
100％ 會帶我去運動 

訊 會提醒我要去運動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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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性 

支 

持 

告訴我運動的好處  100％ 會告訴我運動的好處 

會和我討論運動有關的

話題 

 
100％  

會指導我運動  100％  

遇到挫折時，會給我建議 

1. 運動遇到挫折時，會跟我

討論並給予建議 

2. 當我需要時，會給我建議 

100％ 
運動遇到挫折時，會跟我

討論並給予建議 

三、物理環境影響因子（安全性、可近性及吸引性）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 

百分比 
彙整後結果 

學 

校 

環 

境 

安 

全 

性 

我所就讀學校中的運動設施是

很安全的 

 
100％  

沒有上課的時候，到學校運動

我會擔心有陌生人在校園中遊

蕩 

 

100％ 

放假或放學後，到學校

運動我會擔心有陌生人

在校園中遊蕩 

沒有上課的時候，到學校運動

我會擔心有不良少年在校園中

遊蕩 

 

73％ 
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 80％，％，％，％，與第與第與第與第

二題合併二題合併二題合併二題合併 

沒有上課的時候，我會有許多

同伴一起在學校運動 
 100％ 

放假或放學後，我會有

許多同伴一起在學校運

動 

我所就讀學校的夜間照明設備

是完善的 

 
100％ 

我所就讀的學校夜間照

明設備完善 

我所就讀的學校有提供許多運

動安全的防護措施 

 
100％  

放學後留在學校運動，我不會

擔心回家的交通 

 

100％ 

放學後留在學校運動，

我不會擔心回家的交通

問題 

社 

區 

環 

境 

安 

全 

性 

我家裡附近有安全的地方讓我

可以運動 

 
100％ 

我居家附近有安全的地

方讓我可以運動 

我家裡附近的街道夜間是很明

亮的 

 
100％ 

我居家附近的街道夜間

照明是很明亮的 

我居家附近治安良好  100％  

我居家附近經常塞車  87％ 
我家裡附近通很亂很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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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裡附近運動時會擔心有

野狗出沒 

 
100％ 

我在居家附近運動時，

會擔心有野狗出沒 

我在家裡附近運動時會擔心有

陌生人在附近遊蕩 

 
100％ 

我在居家附近運動時，

會擔心有陌生人出沒 

我在家裡附近運動時會擔心有

不良少年在附近遊蕩 

 
73％ 

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 80％，％，％，％，與第與第與第與第

六題合併六題合併六題合併六題合併 

住家

與學

校運

動設

施可

近性 

我平常從家裡到學校的方式以

及花費的時間 
 100％ 

我平常從居家到學校的

方式以及花費的時間是

（請選擇其中一項最常

使用的交通工具） 

我覺得從家裡到學校的距離是 
 

100％ 
我覺得從居家到學校的

距離是 

我平常從家裡到附近經常從事

的運動設施（如公園、球場或

游泳池等）的方式以及花費的

時間是 

 100％ 

我平常從家裡到附近經

常從事的運動設施（如

公園、球場或游泳池等）

的方式以及花費的時間

是（請選擇其中一項最

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我覺得從家裡到附近經常從事

的運動設施距離是 

 
100％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吸 

引 

力 

學校有操場會吸引我去運動  100％ 
學校操場會吸引我去運

動 

學校有游泳池會吸引我去運動  100％ 
學校游泳池會吸引我去

運動 

學校有體育館會吸引我去運動 
 100％ 

學校體育館會吸引我去

運動 

學校有球場會吸引我去運動  100％ 
學校球場會吸引我去運

動 

學校有室內運動場會吸引我去

運動 
 93％ 

學校室內活動場會吸引

我去運動 

學校有遊戲場會吸引我去運動  93％ 
學校遊戲場會吸引我去

運動 

學校有桌球室會吸引我去運動  100％ 
學校桌球室會吸引我去

運動 

社 

區 

家裡附近有人行步道會吸引我

去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人行步道會

吸引我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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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設 

施 

吸 

引 

力 

家裡附近有登山步道會吸引我

去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登山步道會

吸引我去運動 

家裡附近有自行車道會吸引我

去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自行車道會

吸引我去運動 

家裡附近有運動場會吸引我去

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運動設施會

吸引我去運動 

家裡附近有公園會吸引我去運

動 
 100％ 

居家附近的公園會吸引

我去運動 

家裡附近有游泳池會吸引我去

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游泳池會吸

引我去運動 

家裡附近有運動中心會吸引我

去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運動中心會

吸引我去運動 

家裡附近有溜冰場會吸引我去

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溜冰場會吸

引我去運動 

居家附近是否還有其他的運動

相關設施，會吸引你去運動 
 100％ 

居家附近是否還有其他

的運動相關設施，會吸

引你去運動 

（1） 是＿＿＿（請寫

出設施名稱） 

（2） 否 

四、個人影響因子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運 

動 

參 

與 

阻 

礙 

因為功課很多，所以沒

有時間去運動 

 
100％  

因為沒有方便的運動場

所，所以不想去運動 

 
100％  

因為要花錢買運動器

材，所以不想去運動 

 
100％  

因為缺乏運動的技術，

所以不想去運動 

 
100％ 

因為運動技術不好，所

以不想去運動 

因為體力不好，所以不

想去運動 

 
100％  

因為沒有興趣，所以不

想去運動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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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身體疾病，所以不

想去運動 

1. 偶爾因為身體不舒服，所

以不能去運動 

2. 因為身體病痛不舒服，所

以無法去運動 

87％ 
偶爾因為身體不舒服，

所以不能去運動 

因為沒有運動的朋友，

所以不想去運動 

 
100％ 

因為沒有一起運動的朋

友，所以不想去運動 

因為會流汗不方便，所

以不想去運動 

 
100％  

因為天氣不好，所以不

想去運動 

 
87％ 

偶爾因為天氣不好，所

以不想去運動 

因為要照顧弟妹，所以

無法去運動 

 
100％ 

因為要照顧家人，所以

無法去運動 

因為爸媽不喜歡我參加

運動，所以無法去運動 

 
100％  

運 

動 

享 

樂 

感 

我享受運動的樂趣  100％ 我能享受運動的樂趣 

我覺得運動十分有趣 
 

73％ 
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同意率不足 80％，％，％，％，予以予以予以予以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運動是愉快的事  100％ 運動是愉快的事 

運動時我非常投入  100％  

運動讓我覺得身心舒暢 
 

100％ 
運動後讓我覺得身心舒

暢 

我運動時覺得精力充沛  87％ 運動時我覺得精力充沛 

當我運動時有滿足感  100％ 運動時讓我有滿足感 

運動讓我有高度的成就

感 
 

100％ 運動時讓我有成就感 

運動讓我充滿自信  100％  

運動後讓我覺得很放鬆  100％  

運動讓我覺得很樂觀  100％ 運動讓我忘了煩惱 

五、運動參與行為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運 

動 

參 

與 

運動項目  100％  

參與方式 
最常參與運動的主要方式為

何 
100％ 

最常參與運動的主要方

式為何 

參與形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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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為 

持續時間  100％  

強度  100％ 修正為五點量表 

次數  100％  

時段 

1. 學期中最常在什麼時候從

事運動 

2. 選項（4）修正為上體育課

時 

100％ 

1. 學期中最常在什麼

時候從事運動 

2. 選項（4）修正為上

體育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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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結果彙整表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結果彙整表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結果彙整表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結果彙整表（（（（家長部分家長部分家長部分家長部分）））） 

一、個人基本資料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個人

基本

資料 

家長性別  100％  

父親學歷 

 

100％ 

□國中及其他  □高中／職   

□專科  □大學／技術學院   

□碩士  □博士 

母親學歷 

 

100％ 

□國中及其他  □高中／職   

□專科  □大學／技術學院   

□碩士  □博士 

家庭平均 

月總收入 
 100％  

父親職業  100％  

母親職業  100％  

二、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角色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子 

女 

學 

習 

事 

務 

我會按時督促孩子參

與運動 

 
100％ 我會按時督促孩子運動 

我會適時指導孩子參

與運動相關的活動 

 
100％  

我會協助孩子準備學

校體育課方面的測驗

或考試 

 

100％  

我會和孩子一起參與

運動或相關的體育活

動 

 

100％ 

我會和孩子一起參與運

動或相關的體育活動（如

運動會） 

我會了解孩子從學校

帶回給家長有關運動

方面的資訊 

 

100％  

我會提供孩子應有的  100％ 我會提供孩子應有的運



18 

運動相關的資源 動相關的資源（如上課要

用的扯鈴、羽毛球拍等） 

親 

師 

溝 

通 

我會和老師討論孩子

的運動學習情形 

 
100％  

我會老師討論孩子的

體能狀況 

 
93％  

我會和老師討論孩子

運動參與的方式 

 
93％ 

我會和老師討論孩子如

何參與運動 

我會參與學校的親子

體育活動 

 
100％  

我會配合老師的要求

到校處理孩子運動相

關的事務 

 

100％  

班 

級 

教 

學 

活 

動 

我會提供班級體育教

學的相關資源 

 
87％  

我會協助教師準備運

動方面的教材及教具 

 
93％ 

我會擔任班上的運動教

練，提供教學 

我會擔任教師體育課

時的助手 

 
80％  

我參加班上的校內體

育活動，如運動會等 

 
100％ 

我會參加班上的校內體

育活動，如運動會等 

我參與班上的家長組

織，協助班級運動相關

事務的處理，如游泳課

安全維護 

 

100％ 

我會參與班上的家長組

織，協助班級運動相關事

務的處理，如游泳課安全

維護 

學 

校 

教 

育 

活 

動 

我會參與學校中運動

性的家長組織 

1. 我會參與學校的家長所組

織的運動社團 

2. 我參與學校家長會中的運

動性組織 

87％ 
我參與學校家長會中的

運動性組織 

我會參加學校辦理的

校外體育活動與比賽 

 
100％ 

 

我會協助學校援助清

寒、貧困學生參加體育

活動的學習 

 

100％ 

 

我會協助籌募或捐助

運動校務基金 

 
100％ 

我會協助學校籌募運動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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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協助學校充實或

維修運動相關的軟、硬

體設備 

 

100％ 

 

我會擔任學校各處室

運動志（義）工 

 
100％ 

 

我會關心與學校與運

動相關的校務訊息 

 
100％  

我會提供學校運動相

關的社區資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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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 

結果彙整表結果彙整表結果彙整表結果彙整表（（（（兒童部分兒童部分兒童部分兒童部分）））） 

一、個人基本資料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性別  100％  

年級  100％  

生日  100％  

身高 / 體重  100％  

運動校隊  100％  

運動性社團  100％  

二、社會影響因子（社會支持）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情 

感 

性 

支 

持 

會鼓勵我去運動  100％  

會關心我的體能狀況  100％  

會關心我的運動表現  100％  

運動時遇到挫折，會給我

鼓勵 
 100％  

運動時會為我加油打氣  100％  

實 

質 

性 

支 

持 

會陪我一起運動  100％  

會提供經費支持我從事

運動 

 
100％ 

會提供金錢支持我從事

運動 

會協助我訂定身體活動

計畫 

 

100％ 

會協助我訂定身體活動

計畫（如週末要參加體育

活動、課後上運動的社

團） 

會幫我報名參加運動相

關的活動 

 
100％  

會帶我去運動  100％  

訊 

息 

會提醒我要去運動  100％  

會告訴我運動的好處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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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支 

持 

會和我討論運動有關的

話題 

 
100％  

會指導我運動  100％  

運動遇到挫折時，會跟我

討論並給予建議 

 
100％  

三、物理環境影響因子（安全性、可近性及吸引性）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 

百分比 
彙整後結果 

學 

校 

環 

境 

安 

全 

性 

我所就讀學校中的運動設施是

很安全的 

 
100％  

放假或放學後，到學校運動我

會擔心有陌生人在校園中遊蕩 

 

100％ 

放假或放學後到學校運

動，我會擔心有陌生人

在校園中遊蕩 

放假或放學後，我會有許多同

伴一起在學校運動 
 93％  

我所就讀的學校夜間照明設備

完善 

 
100％  

我所就讀的學校有提供許多運

動安全的防護措施 

 
100％  

放學後留在學校運動，我不會

擔心回家的交通問題 

 
100％  

社 

區 

環 

境 

安 

全 

性 

我居家附近有安全的地方讓我

可以運動 

 
100％  

我居家附近的街道夜間照明是

很明亮的 

 
100％  

我居家附近治安良好  100％  

我家裡附近通很亂很危險  100％ 
我居家附近的交通狀況

良好 

我在居家附近運動時，會擔心

有野狗出沒 

 
100％  

我在居家附近運動時，會擔心

有陌生人出沒 

 
100％  

住家

與學

校運

我平常從居家到學校的方式以

及花費的時間是（請選擇其中

一項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100％  



22 

動設

施可

近性 

我覺得從居家到學校的距離是  100％  

我平常從家裡到附近經常從事

的運動設施（如公園、球場或

游泳池等）的方式以及花費的

時間是（請選擇其中一項最常

使用的交通工具） 

 100％  

我覺得從家裡到附近經常從事

的運動設施距離是 

 
100％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吸 

引 

力 

學校操場會吸引我去運動  100％  

學校游泳池會吸引我去運動  100％  

學校體育館會吸引我去運動  100％  

學校球場會吸引我去運動  100％  

學校室內活動場會吸引我去運

動 
 100％ 

學校室內活動場地會吸

引我去運動 

學校遊戲場會吸引我去運動  100％  

學校桌球室會吸引我去運動  100％  

社 

區 

運 

動 

設 

施 

吸 

引 

力 

居家附近的人行步道會吸引我

去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登山步道會吸引我

去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自行車道會吸引我

去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運動設施會吸引我

去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公園會吸引我去運

動 
 100％  

居家附近的游泳池會吸引我去

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運動中心會吸引我

去運動 
 100％  

居家附近的溜冰場會吸引我去

運動 
 100％  

居家附近是否還有其他的運動

相關設施，會吸引你去運動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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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影響因子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運 

動 

參 

與 

阻 

礙 

因為功課很多，所以沒

有時間去運動 

 
100％  

因為沒有方便的運動場

所，所以不想去運動 

 
100％  

因為要花錢買運動器

材，所以不想去運動 

 
100％  

因為運動技術不好，所

以不想去運動 

 
100％  

因為體力不好，所以不

想去運動 

 
100％  

因為沒有興趣，所以不

想去運動 

 
100％  

偶爾因為身體不舒服，

所以不能去運動 

1. 因為身體不好，所以不能

去運動 

2. 有時因為身體不舒服，所

以不能去運動 

87％ 
有時因為身體不舒服，

所以不能去運動 

因為沒有一起運動的朋

友，所以不想去運動 

 
100％  

因為會流汗不方便，所

以不想去運動 

 
100％  

偶爾因為天氣不好，所

以不想去運動 

 
87％ 

有時因為天氣不好，所

以不想去運動 

因為要照顧家人，所以

無法去運動 

 
100％  

因為爸媽不喜歡我參加

運動，所以無法去運動 

 
100％ 

因為爸媽不喜歡我去運

動 

運 

動 

享 

樂 

感 

我能享受運動的樂趣  100％  

運動是愉快的事  100％  

運動時我非常投入  100％  

運動後讓我覺得身心舒

暢 

 
100％  

運動時我覺得精力充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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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時讓我有滿足感  100％  

運動時讓我有成就感  100％  

運動讓我充滿自信  100％  

運動後讓我覺得很放鬆  100％  

運動讓我忘了煩惱  100％  

 

五、運動參與行為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運動項目  100％  

參與方式 
最常參與運動的主要方式為

何 
100％  

參與形式  100％  

持續時間  100％  

強度 

□（1）非常輕鬆    

□（2）輕鬆      

□（3）適中        

□（4）有點喘       

□（5）非常喘 

100％ 

□（1）非常輕鬆    

□（2）輕鬆      

□（3）適中        

□（4）有點累       

□（5）非常累 

次數  100％  

時段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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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結果彙整表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結果彙整表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結果彙整表回合專家德爾菲問卷結果彙整表（（（（家長部分家長部分家長部分家長部分）））） 

一、個人基本資料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個人

基本

資料 

家長性別  100％  

父親學歷 

□國中及其他 □高中／職   

□專科  □大學／技術學院   

□碩士  □博士 

100％ 

□國中（含以下）□高中／職  

□專科  □大學／技術學院   

□碩士  □博士 

母親學歷 

□國中及其他 □高中／職   

□專科  □大學／技術學院   

□碩士  □博士 

100％ 

□國中（含以下）□高中／職  

□專科  □大學／技術學院   

□碩士  □博士 

家庭平均 

月總收入 
 100％  

父親職業  100％  

母親職業  100％  

二、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角色 

構面 題項 意見 
同意百

分比 
彙整後結果 

子 

女 

學 

習 

事 

務 

我會按時督促孩子運

動 

 
100％  

我會適時指導孩子參

與運動相關的活動 

 
100％  

我會協助孩子準備學

校體育課方面的測驗

或考試 

 

100％  

我會和孩子一起參與

運動或相關的體育活

動（如運動會） 

 

100％  

我會了解孩子從學校

帶回給家長有關運動

方面的資訊 

 

100％  

我會提供孩子應有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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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相關的資源（如上

課要用的扯鈴、羽毛球

拍等） 

親 

師 

溝 

通 

我會和老師討論孩子

的運動學習情形 

 
100％  

我會老師討論孩子的

體能狀況 

 
100％  

我會和老師討論孩子

如何參與運動 

 
100％  

我會參與學校的親子

體育活動 

 
100％  

我會配合老師的要求

到校處理孩子運動相

關的事務 

 

100％  

班 

級 

教 

學 

活 

動 

我會提供班級體育教

學的相關資源 

 
100％ 

我會提供班級體育教學

所需的相關資源 

我會擔任班上的運動

教練，提供教學 

 
87％ 

我會擔任班上的運動教

練，協助教學 

我會擔任教師體育課

時的助手 

 
100％  

我會參加班上的校內

體育活動，如運動會等 

 
100％ 

 

我會參與班上的家長

組織，協助班級運動相

關事務的處理，如游泳

課安全維護 

 

100％  

學 

校 

教 

育 

活 

動 

我參與學校家長會中

的運動性組織 

 
100％ 

我會參與學校家長會中

的運動性組織 

我會參加學校辦理的

校外體育活動與比賽 

 100％  

我會協助學校援助清

寒、貧困學生參加體育

活動的學習 

 

100％ 

 

我會協助學校籌募運

動基金 

 
100％ 

 

我會協助學校充實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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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運動相關的軟、硬

體設備 

我會擔任學校各處室

運動志（義）工 

 
100％ 

 

我會關心與學校與運

動相關的校務訊息 

 
100％  

我會提供學校運動相

關的社區資源 

 
100％  

 

 

 

 

 

 

 

 

 

 

 

 

 

 

 



28 

附錄四  正式問卷—兒童部分 

從社會生態學觀點探討臺北市兒童從社會生態學觀點探討臺北市兒童從社會生態學觀點探討臺北市兒童從社會生態學觀點探討臺北市兒童    

運動參與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運動參與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運動參與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運動參與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    

編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各位親愛的小朋友，你們好： 

    首先非常謝謝你們填寫這份問卷，您的想法和意見非常寶貴，希望小

朋友能夠根據自己實際的狀況與想法來回答問卷中的各項問題。問卷內容

包括五個部分，分別為：物理環境因子、運動社會支持、個人影響因素、

運動參與行為以及個人基本資料。研究者希望藉此研究瞭解小朋友在運動

參與行為與相關影響因素間的關係。 

調查結果僅供本研究分析之用，絕不做個別資料的陳述且一律保密，

因此敬請安心填答。感謝同學的協助與配合！ 

＊＊＊＊填畢後交由老師統一收回填畢後交由老師統一收回填畢後交由老師統一收回填畢後交由老師統一收回。。。。    

＊＊＊＊若小朋友對本研究有任何的問題歡迎請與我聯絡若小朋友對本研究有任何的問題歡迎請與我聯絡若小朋友對本研究有任何的問題歡迎請與我聯絡若小朋友對本研究有任何的問題歡迎請與我聯絡！！！！以下為聯絡方式以下為聯絡方式以下為聯絡方式以下為聯絡方式：：：： 

研究者：章宏智  電話：0956661025    email: ynavoig2001@yahoo.com.tw 

地址：公館國小（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4 段 41 巷 68 弄 2 號）                                    

研究者章宏智謹上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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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社會環境影響因子社會環境影響因子社會環境影響因子社會環境影響因子（（（（社會支持社會支持社會支持社會支持））））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以下是有關你的家以下是有關你的家以下是有關你的家以下是有關你的家人人人人、、、、同儕同儕同儕同儕及老師在運動行為可提供之協助及老師在運動行為可提供之協助及老師在運動行為可提供之協助及老師在運動行為可提供之協助，，，，請分別就家人請分別就家人請分別就家人請分別就家人、、、、同同同同

儕及老師三者儕及老師三者儕及老師三者儕及老師三者，，，，依實際情況在適當的數字上圈選依實際情況在適當的數字上圈選依實際情況在適當的數字上圈選依實際情況在適當的數字上圈選((((家人指父母及兄弟姊妹家人指父母及兄弟姊妹家人指父母及兄弟姊妹家人指父母及兄弟姊妹；；；；同儕同儕同儕同儕

指同學及朋友指同學及朋友指同學及朋友指同學及朋友))))    

    

家人家人家人家人    同儕同儕同儕同儕（（（（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從 偶 有 常 總 

未 爾 時 常 是    

從 偶 有 常 總 

未 爾 時 常 是 

從 偶 有 常 總 

未 爾 時 常 是    

1 會鼓勵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2 會關心我的體能狀況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3 會關心我的運動表現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4 運動遇到挫折時，會給我鼓勵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5 運動時會為我加油打氣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6 會陪我一起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7 會提供金錢支持我從事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8 

會協助我訂定身體活動計畫（如

週末要參加體育活動、課後上運

動的社團）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9 
會幫我報名參加運動相關的活

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0 會帶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1 會提醒我要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2 會告訴我運動的好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3 會和我討論運動有關的話題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4 會指導我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5 
運動遇到挫折時，會跟我討論並

給予建議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部份部份部份部份：：：：物理物理物理物理環境因子環境因子環境因子環境因子（（（（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可近性及吸引性可近性及吸引性可近性及吸引性可近性及吸引性））））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此部分此部分此部分此部分是為有關於您就讀學校與住家附近環境安全的問題是為有關於您就讀學校與住家附近環境安全的問題是為有關於您就讀學校與住家附近環境安全的問題是為有關於您就讀學校與住家附近環境安全的問題，，，，請依照實際的情況請依照實際的情況請依照實際的情況請依照實際的情況，，，，

勾選適合的情況勾選適合的情況勾選適合的情況勾選適合的情況    

  完完完完

全全全全

不不不不

同同同同

意意意意    

有有有有

點點點點

不不不不

同同同同

意意意意    

    

    

無無無無    

意意意意    

見見見見    

    

有有有有

點點點點

同同同同

意意意意    

    

非非非非

常常常常

同同同同

意意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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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學校學校學校與社區與社區與社區與社區環境安全性環境安全性環境安全性環境安全性    

1 我所就讀學校中的運動設施是很安全的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2 
放假或放學後到學校運動，我會擔心有陌生人在校園中

遊蕩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3 放假或放學後，我會有許多同伴一起在學校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4 我所就讀的學校夜間照明設備完善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5 我所就讀的學校有提供許多運動安全的防護措施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6 放學後留在學校運動，我不會擔心回家的交通問題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7 我居家附近有安全的地方讓我可以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8 我居家附近的街道夜間照明是很明亮的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9 我居家附近治安良好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0 我居家附近的交通狀況良好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1 我在居家附近運動時，會擔心有野狗出沒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2 我在居家附近運動時，會擔心有陌生人出沒 1   2   31   2   31   2   31   2   3         4   54   54   54   5    

學校與社區運動設施吸引力學校與社區運動設施吸引力學校與社區運動設施吸引力學校與社區運動設施吸引力    

1 學校操場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2 學校游泳池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3 學校體育館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4 學校球場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5 學校室內活動場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6 學校遊戲場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7 學校桌球室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8 居家附近的人行步道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1   2  1   2  1   2      3   4   53   4   53   4   53   4   5 

9 居家附近的登山步道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0 居家附近的自行車道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1 居家附近的運動設施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2 居家附近的公園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3 居家附近的游泳池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4 居家附近的運動中心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5 居家附近的溜冰場會吸引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6 

居家附近是否還有其他的運動相關設施，會吸引你去運

動 

□（1）是  ________ （請填入設施名稱） 

□（2）否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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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與學校運動設施可近性住家與學校運動設施可近性住家與學校運動設施可近性住家與學校運動設施可近性    

1 

我平常從居家到學校的方式以及花費的時間是： 

（請選擇其中一項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1）步行大約 ______（分鐘） 

□（2）搭公車大約 ______（分鐘） 

□（3）家人開車接送大約 ______（分鐘） 

□（4）家人騎摩托車接送大約 ______（分鐘） 

□（5）腳踏車  大約 ________（分鐘）    

2 

我覺得從居家到學校的距離是： 

□（1）非常近   □（2）有點近  □（3）適中  □（4）有點遠   □（5）非

常遠    

3 

我平常從家裡到附近經常從事的運動設施（如公園、球場或游泳池等）的方式

以及花費的時間是（請選擇其中一項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1）步行大約 ______（分鐘） 

□（2）搭公車大約 ______（分鐘） 

□（3）家人開車接送大約 ______（分鐘） 

□（4）家人騎摩托車接送大約 ______（分鐘） 

□（5）腳踏車  大約 ________（分鐘）    

4 

我覺得從家裡到附近經常從事的運動設施距離是： 

□（1）非常近  □（2）有點近  □（3）適中  □（4）有點遠  □（5）非常

遠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部份部份部份部份：：：：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影響因子影響因子影響因子影響因子（（（（運動享樂感以及運動享樂感以及運動享樂感以及運動享樂感以及自覺運動阻礙自覺運動阻礙自覺運動阻礙自覺運動阻礙））））    

  完完完完

全全全全

不不不不

同同同同

意意意意    

有有有有

點點點點

不不不不

同同同同

意意意意    

    

    

無無無無    

意意意意    

見見見見    

    

有有有有

點點點點

同同同同

意意意意    

    

非非非非

常常常常

同同同同

意意意意    

運動享樂感運動享樂感運動享樂感運動享樂感    

1 我能享受運動的樂趣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2 運動是愉快的事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3 運動時我非常投入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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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動後讓我覺得身心舒暢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5 運動時我覺得精力充沛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6 運動時讓我有滿足感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7 運動時讓我有成就感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8 運動讓我充滿自信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9 運動後讓我覺得很放鬆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0 運動讓我忘了煩惱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自覺運動阻礙自覺運動阻礙自覺運動阻礙自覺運動阻礙    

1 因為功課很多，所以沒有時間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2 因為沒有方便的運動場所，所以不想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3 因為要花錢買運動器材，所以不想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4 因為運動技術不好，所以不想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5 因為體力不好，所以不想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6 因為沒有興趣，所以不想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7 有時因為身體不舒服，所以不能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8 因為沒有一起運動的朋友，所以不想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9 因為會流汗不方便，所以不想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自覺運動阻礙自覺運動阻礙自覺運動阻礙自覺運動阻礙    

10 有時因為天氣不好，所以不想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1 因為要照顧家人，所以無法去運動    1  1  1  1      2   3   4   52   3   4   52   3   4   52   3   4   5    

12 因為爸媽不喜歡我去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部份部份部份部份：：：：運動參與行為運動參與行為運動參與行為運動參與行為    

1.平常在課餘時間最常參與哪一種運動？____________（沒有請填”無”） 

 

2.最常參與運動的主要方式主要方式主要方式主要方式為何？ 

□（1）一個人從事此項運動（如一個人慢跑）。 

□（2）有二人或二人以上以隨性的方式參加（沒有固定的伙伴）。 

□（3）有固定的伙伴定期來從事這項運動（如定期練球）。 

 

3. 參與運動的主要形式主要形式主要形式主要形式為何？ 

□（1）以上課的方式進行，如參加有氧舞蹈課程、桌球班、高爾夫球初級班）。 

□（2）比賽方式（比賽中包含有固定競賽規則、場地、人數等，如平時非正式的慢

壘球錦標賽、籃球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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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去特定的地方，和有共同興趣者參與活動（如一起到游泳池去游泳、騎腳踏

車）。 

□（4）以情感交流為主（如去朋友家打桌球、與哥哥一同到公園打球等）。 

 

4. 最近一週裡，每週大約運動多少次每週大約運動多少次每週大約運動多少次每週大約運動多少次（（（（體育課除外體育課除外體育課除外體育課除外））））？ 

□（1）0 次       □（2）1 次     □（3）2 次        

□（4）3 次       □（5）4 次     □（6）5 次以上 

 

5.最近一個月裡，平均每次參與運動的時間平均每次參與運動的時間平均每次參與運動的時間平均每次參與運動的時間大約是多久？ 

□（1）0～30分鐘以內  □（2）30分鐘～1小時  □（3）1小時～2小時   

□（4）2小時～3小時    □（5）3小時以上 

 

6.您個人覺得在參與此項運動時的強度強度強度強度((((激烈程度激烈程度激烈程度激烈程度))))是： 

□（1）非常輕鬆    □（2）輕鬆    □（3）適中    □（4）有點累   □（5）非

常累 

  

7. 學期中最學期中最學期中最學期中最常在什麼時候從事運動常在什麼時候從事運動常在什麼時候從事運動常在什麼時候從事運動？ 

□（1）課間活動時間    □（2）放學後   □（3）週末假期     

□（4）上體育課時      □（5）運動代表隊練習時間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部份部份部份部份：：：：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以下是關於以下是關於以下是關於以下是關於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的基本資料的基本資料的基本資料的基本資料，，，，所得所得所得所得僅供統計分析之用僅供統計分析之用僅供統計分析之用僅供統計分析之用，，，，絕不會對外公開絕不會對外公開絕不會對外公開絕不會對外公開，，，，請您請您請您請您

在在在在□□□□內打內打內打內打����，，，，謝謝您的協助謝謝您的協助謝謝您的協助謝謝您的協助。。。。    

    

1.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1）男  □（2）女 

 

2. 就讀年級就讀年級就讀年級就讀年級：□（1）五年級  □（2）六年級 

 

3.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民國＿＿＿＿年 

 

4. 身高身高身高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5. 運動校隊運動校隊運動校隊運動校隊：是否曾經參加過運動校隊？ 

□（1）是 ________ （請填入隊別）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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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運動性社團運動性社團運動性社團運動性社團：是否參加過學校運動校隊以外的校內外運動性社團呢 

□（1）是 ________ （請填入社團名稱）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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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正式問卷—家長部分 

從社會生態學觀點從社會生態學觀點從社會生態學觀點從社會生態學觀點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臺北市兒童運動參與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臺北市兒童運動參與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臺北市兒童運動參與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臺北市兒童運動參與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    

   

編號：                           施測學校：                       年級： 

各位親愛的家長，你們好： 

    首先非常謝謝你們填寫這份問卷，您的想法和意見非常寶貴，希望家

長能夠根據自己實際的狀況與想法來回答問卷中的各項問題。問卷內容包

括五個部分，分別為：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以及個人基本資料。研

究者希望藉此研究瞭解家長參與兒童運動對兒童運動參與特性的影響。 

調查結果僅供臺北市教師專題研究分析之用，絕不做個別資料的陳述

且一律保密，因此敬請安心填答。感謝家長與孩子們的協助與配合！ 

＊＊＊＊填畢後交由老師統一收回填畢後交由老師統一收回填畢後交由老師統一收回填畢後交由老師統一收回。。。。    

＊＊＊＊若若若若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對本研究有任何的問題對本研究有任何的問題對本研究有任何的問題對本研究有任何的問題歡迎請與我聯絡歡迎請與我聯絡歡迎請與我聯絡歡迎請與我聯絡！！！！以下為聯絡方式以下為聯絡方式以下為聯絡方式以下為聯絡方式：：：： 

研究者：章宏智  電話：0956661025 

                email: ynavoig2001@yahoo.com.tw 

地址：公館國小（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4 段 41 巷 68 弄 2 號） 

                                          研究者章宏智謹上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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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家長參與兒童運動相關事務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此部分問卷此部分問卷此部分問卷此部分問卷的目的在於瞭解您的目的在於瞭解您的目的在於瞭解您的目的在於瞭解您對於在孩子運動參與時所選擇的對於在孩子運動參與時所選擇的對於在孩子運動參與時所選擇的對於在孩子運動參與時所選擇的角色角色角色角色參與參與參與參與情形情形情形情形，，，，請請請請

仔細閱讀下面每個題目仔細閱讀下面每個題目仔細閱讀下面每個題目仔細閱讀下面每個題目，，，，就您的實際參與情形就您的實際參與情形就您的實際參與情形就您的實際參與情形，，，，從所提供的五個選項中從所提供的五個選項中從所提供的五個選項中從所提供的五個選項中，，，，圈選一圈選一圈選一圈選一

個最合乎您現況的答案個最合乎您現況的答案個最合乎您現況的答案個最合乎您現況的答案    
  從從從從

未未未未    

偶偶偶偶

爾爾爾爾 

有有有有

時時時時 

常常常常

常常常常 

總總總總

是是是是 

1 我會按時督促孩子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2 我會適時指導孩子參與運動相關的活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3 我會協助孩子準備學校體育課方面的測驗或考試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4 我會和孩子一起參與運動或相關的體育活動（如運動會）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5 我會了解孩子從學校帶回給家長有關運動方面的資訊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6 
我會提供孩子應有的運動相關的資源（如上課要用的扯

鈴、羽毛球拍等）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7 我會和老師討論孩子的運動學習情形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8 我會老師討論孩子的體能狀況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9 我會和老師討論孩子如何參與運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0 我會參與學校的親子體育活動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1 我會配合老師的要求到校處理孩子運動相關的事務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2 我會提供班級體育教學所需的相關資源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3 我會擔任班上的運動教練，協助教學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4 我會擔任教師體育課時的助手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5 我會參加班上的校內體育活動，如運動會等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6 
我會參與班上的家長組織，協助班級運動相關事務的處

理，如游泳課安全維護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7 我會參與學校家長會中的運動性組織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8 我會參加學校辦理的校外體育活動與比賽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19 我會協助學校援助清寒、貧困學生參加體育活動的學習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20 我會協助學校籌募運動基金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21 我會協助學校充實或維修運動相關的軟、硬體設備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22 我會擔任學校各處室運動志（義）工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23 我會關心與學校與運動相關的校務訊息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24 我會提供學校運動相關的社區資源 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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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部份部份部份部份：：：：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    

1. 您是孩子的您是孩子的您是孩子的您是孩子的：：：：  □（1）父親  □（2）母親  □（3）其他＿＿＿＿    

2. 2. 2. 2. 爸爸學歷爸爸學歷爸爸學歷爸爸學歷：：：：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技術學院  □碩士  □博士 

3.3.3.3.    媽媽學歷媽媽學歷媽媽學歷媽媽學歷：：：：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技術學院  □碩士  □博士 

4. 4. 4. 4. 家庭平均月總收入家庭平均月總收入家庭平均月總收入家庭平均月總收入   ________ 萬 ________ 千元 

5. 父親職業父親職業父親職業父親職業：：：：□第一類□第二類□第三類□第四類□第五類□其它________ 

6. 母親職業母親職業母親職業母親職業：：：：□第一類□第二類□第三類□第四類□第五類□其它________ 

職業類別說明職業類別說明職業類別說明職業類別說明：：：：   

【【【【第一類第一類第一類第一類：：：：半技術或非技術人員半技術或非技術人員半技術或非技術人員半技術或非技術人員】：】：】：】： 

工廠工人、小販、漁夫、清潔工、工友、建築物管理員、女傭、守衛、臨時工、送貨員、

捆工、檳榔店老闆、餐廳服務員、KTV、超商及加油站等服務人員、家庭主婦等。  

【【【【第二類第二類第二類第二類：：：：技術人員技術人員技術人員技術人員】：】：】：】： 

技工、水電工、推銷員、農夫、司機、裁縫、廚師、美容師、美髮師、郵差、打字員、

領班、監工、工地管理員、店員、泡沫紅茶店老闆、便利商店老闆、油漆工、木工、

水泥工等。  

【【【【第三類第三類第三類第三類：：：：半專業及一般事務員半專業及一般事務員半專業及一般事務員半專業及一般事務員】：】：】：】： 

技術員、出納員、縣議員、鄉鎮民代表、課員、科員、秘書、批發商、代理商、尉級軍

官、警察、消防隊員、船員、代書、電視電影演員等。      

【【【【第四類第四類第四類第四類：：：：專業及中級行政人員專業及中級行政人員專業及中級行政人員專業及中級行政人員】：】：】：】： 

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法官、推事、律師、工程師、建築師、課長、科長、

市議員、協理、經理、副理、襄理、校級軍官、警官、作家、畫家、音樂家、設計師、

記者、中型企業主管等。  

【【【【第五類第五類第五類第五類：：：：高級專業及高級行政人員高級專業及高級行政人員高級專業及高級行政人員高級專業及高級行政人員】：】：】：】： 

大專校長、大專教授、醫師、大法官、科學家、部長、司長、局長、立法委員、監察委

員、考試委員、董事長、總經理、將級軍官、廠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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