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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九十三學年度下學期，南亞技術學院四技部二年級、二技部一年級、

二專部二年級及五專部四-五年級，體育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的保齡球課之學生為

研究對象。探討有關學習滿意度、學習成效內涵的差異情形，並探討學習滿意度

各因素與學習成效之關係，做為日後改善體育教學的重要依據。研究結果發現：

（一）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滿意度內涵最高的是教師的專業能

力，其次是教師的素養，第三是球館的場地與設備及課程內容的安排，第四是球

館的營業條件，最後是體能與技能的發展。（二）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對保齡球運動

學習成效內涵最高的是技能與情意，其次是認知。（三）南亞技術學院學生當體能

與技能的發展及課程內容的安排滿意度越高時，學習成效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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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atisfactions and effects on bowling learning for students in

gym class. The prediction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arn effects can help the teaching

in gym class.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rvey include the first grade of 4-year

college, the second grade of 2-year college, the second grade of 2-year junior college

and the fourth and fifth grades of 5-year junior college. The results we figure out are as

follows: (1) The faculty of teachers ranks first and capacity of teachers, facilities and

conditions in building follow. (2) The highest learning effects are the skills and affection.

Cognition comes second. (3) The more satisfied the students feel, the higher learning

effects they ob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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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民國八十三年新大學法的頒布，對大專院校的體育教師及體育教學單位造成

了莫大的衝擊。新大學法的實施，使得體育課程從全面必修，更改為必修與選修

並行的制度，且交由各大專院校自行決定，以落實大學法中「課程自主」的精神。

現今多數大專院校的體育課程均改為二年必修、二年選修的制度，少數甚至改以

四年皆為選修。但是，體育課興趣選項教學，却不能完全依照學生的意願或興趣

來選擇上課的項目，還必須考量師資、場地、設備等因素（余瑩瑛，2004），因此，

課程的開設必須慎重為之。

目前大專院校的體育課程，已由傳統的球類、田徑等課程，轉型至以學生興

趣為主的課程（如保齡球、高爾夫球、撞球、國際標準舞等），即所謂的學生導向

概念。近年來，由於四處林立的保齡球館、電視媒體對保齡球賽事的報導及國內

男女保齡球選手屢屢在國際比賽中獲得佳績，使保齡球運動的風氣得以提昇。本

校也因而將保齡球運動安排在體育正課的興趣選項中，增進體育課程的多元化，

以滿足學生選課的需求。

Muller（1990）指出，體育課教學滿意度是影響大學生選修體育課的重要因素

之一。余瑩瑛（2004）以醒吾技術學院學生為研究對象，其結果指出，體育課教

學滿意度愈高，學生對運動就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劉明川（2001）指出，學生的

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間，有某種關聯性的存在。從上述文獻中可得知，如何

提高學生的滿意度、進而吸引學生對體育課的參與，是現今體育課教學所要努力

的方向（張思敏、黃英哲，1995）。

目前有關體育課學習需求及滿意度等之相關文獻中可以發現，各學者大多在

探討自變項（如性別、年齡、科系等）與各個因素構面上的差異情形（韓大衛、

蔡博隆、盧居褔，2005）。而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動機，是探討有關學習滿意度、學

習成效內涵的差異情形，並探討學習滿意度各因素對學習成效之關係，做為日後

改善體育教學的重要依據。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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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瞭解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滿意度內涵的差異分析。

（二）瞭解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成效內涵的差異分析。

（三）探討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關係。

貳、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九十三學年度下學期，南亞技術學院四技部二年級、二技部一年級、

二專部二年級及五專部四-五年級，體育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保齡球課共 235 位學

生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工具

（一）問卷編製

本研究之學習滿意度問卷，係使用楊志顯（1996）所編制之「輔仁大學體育

課滿意量表」，及歐陽金樹（1997）所編制之「國立聯合工專學生對保齡球課

滿意度調查問卷」為基礎，重新編製 25 題問卷題目，分為教師的素養、教師

的專業能力、課程內容的安排、體能與技能的發展、球館的場地與設備及球

館的營業條件等六個構面。並採用李克特式（Likert-type scale）五點量表計

分，從非常重要（5 分）…非常不重要（1 分）。

本研究之學習成效問卷，係使用楊文財、陳智仁、許惠瑛（2004）所編制之

「台灣軍事院校學生體育課學習成效問卷」，亦將學習成效分為認知、技能及

情意等三個構面，共 15 題作為問卷題目。

（二）問卷預試及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學習滿意度量表 25 題及學習成效量表 15 題為預試問卷，並於 94 年

6 月 13 日保齡球課之 55 位學生作為預試對象，回收問卷 55 份，有效問卷達

100%。本研究之因素分析採用主成份分析法抽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其次

以斜交轉軸選取因素負荷量大於.4 之題目。分析的結果：(1)學習滿意度量表

分為六個因素構面，其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8.38﹪，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α=.92。(2) 學習成效量表分為三個因素構面，其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9.11﹪，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α=.93。各題目之因素負荷量、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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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量及內部一致性信度如表一、表二所示。

表一 學習滿意度量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學習滿意度內涵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解釋

變異量
特徵值 Cronbachα

球館的場地與設備

19.球館提供器材的數量

20.球館提供器材的品質

18.球館提供球道的品質

21.球館提供各種重量不同的球

17.球館提供球道的數量

.85

.84

.80

.71

.58

33.32﹪ 8.33 .86

體能與技能的發展

14.對個人運動潛能的發揮

15.對個人運動能力的發展

13.對個人運動潛能的瞭解

12.對個人健康狀況的改善

16.幫助該項運動技術的提昇

.88

.85

.83

.70

.67

12.03﹪ 3.00 .89

教師的素養

03.可親近性

01.上課時的儀容及談吐

02.認真的教學態度

04.對於學生問題的回答態度

.77

.76

.75

.50

8.57﹪ 2.14 .81

教師的專業能力

06.專業的運動技術

05.專業的運動知識

07.教學的示範能力

08.上課時解說能力的清晰程度

.86

.75

.70

.63

5.73﹪ 1.43 .76

課程內容的安排

09.教學進度的步驟安排

10.教學內容所強調的重點

11.測驗與教學內容的一致性

.66

.57

.52

4.49﹪ 1.12 .78

球館的營業條件

22.球館的環境

23.球館的停車空間

24.合理的消費價格

25 球館人員的服務態度

.65

.64

.58

.55

4.21﹪ 1.05 .72

累積解釋變異量 68.38﹪ 總量表 Cronbachα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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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學習成效量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學習成效內涵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解釋

變異量
特徵值 Cronbachα

情意

14.有更多參與團體活動的機會

15.與他人建立真誠的友誼

12.具備與他人公平競爭的精神

11.接受挑戰的勇氣

10.瞭解如何避免運動傷害的發生

03.紓解我的精神壓力

.79

.77

.74

.63

.61

.51

52.01﹪ 7.8 .85

認知

05.養成運動的習慣

01.瞭解自己身體的健康狀況

02.改善自己的體能狀況

04.發揮運動潛能的機會

13.享受超越他人的成就感

.79

.75

.75

.70

.54

9.52﹪ 1.4 .88

技能

07.學會專項的運動規則

06.學會專項的運動技術

08.提昇專項運動技術

09.學習如何正確的使用運動器材

.85

.81

.79

.67

7.57﹪ 1.1 .88

累積解釋變異量 69.11﹪ 總量表 Cronbachα .93

三、研究程序

研究量表編制完成後，於 94 年 6 月 20 日至 6 月 27 日實施問卷的正式測試。

為使本研究樣本具有代表性及避免回收率偏低的情形，所有問卷皆請保齡球課之

授課教師，於該節上課時親自發放與回收問卷。共計學習滿意度有效問卷 222 份

（發放 235 份，無效問卷 13 份），學習成效有效問卷 220 份（發放 235 份，無效

問卷 15 份）。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回收之問卷以 SPSS 10.0 for Window 統計套裝軟體為分析工具，以探

索性因素分析萃取學習滿意度、學習成效之內涵因素，再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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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分析探討學習滿意度、學習成效之內涵差異，並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學習滿意

度各因素對學習成效之預測情形。本研究之統計水準定為α=.05。

參、結果與討論

一、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滿意度內涵的差異分析

從表三中得知，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滿意度內涵有顯著差異

（F=35.80，p=.000），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表四顯示；教師的專業能力與

其他各因素皆有差異，且平均數為 4.49 最高，故視為第一等級。教師的素養其平

均數為 4.34 次之，視為第二等級。球館的場地與設備、課程內容的安排二個內涵

無差異，且與其他二個因素有差異，因此視為同一等級，其平均數為 4.22、4.16，

視為第三等級。球館的營業條件其平均數為 4.11，視為第四等級。體能與技能的

發展其平均數為 3.96 最低，視為第五等級。

表三 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滿意度內涵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數 SS Df MS F p

SSs 204.69 199 1.02

SSa 34.31 5 6.86 35.80* .000

SSsa 190.74 995 .19

*p＜.05

表四 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滿意度內涵之事後比較分析摘要表

學習滿意度內涵 M A4 A3 A1 A5 A6 A2

A4 教師的專業能力 4.49 － ＊ ＊ ＊ ＊ ＊

A3 教師的素養 4.34 － ＊ ＊ ＊ ＊

A1 球館的場地與設備 4.22 － ＊ ＊

A5 課程內容的安排 4.16 － ＊

A6 球館的營業條件 4.11 － ＊

A2 體能與技能的發展 3.96 －

本研究結果發現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滿意度內涵最高的是教

師的專業能力，其次是教師的素養，此項結果與歐陽金樹（1997）、蔡欣延（1994）、

王克武（2003）的研究結果相符合。顯示學生在上完保齡球課後，最能感受到的，

不僅僅是在課堂上所學習的運動技術、技巧及對運動規則、知識的瞭解，也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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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教師良好的示範能力、解說的清晰程度及認真的教學態度感到滿意。可見南

亞技術學院保齡球課程的授課教師，都具備了相當高水準的專業運動能力及對授

課的正確認知。學習滿意度內涵其次為球館的場地與設備及課程內容的安排，顯

示本校上課的保齡球館所提供的硬體設備（如球、鞋子、燈光等），能滿足學生上

課的需求，而課程安排的單元與難易度，也能配合學生的程度，此項結果與歐陽

金樹（1997）、王克武（2003）的研究結果（場地設備最低）並不完全一致。學習

滿意度內涵最低的是體能與技能的發展，由於保齡球是屬於一種運動強度較低的

休閒活動，因此，學生無法明顯的感受到保齡球課程能夠增進個人的體能及改善

個人的健康狀況。

二、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成效內涵的差異分析

從表五中得知，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成效內涵有顯著差異

（F=36.39，p=.000），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表六顯示；技能、情意二個內

涵無差異且與認知內涵有差異，因此視為同一等級，其平均數為 4.03、3.96，故視

為第一等級。認知其平均數為 3.72 次之，視為第二等級。

表五 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成效內涵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數 SS Df MS F p

SSs 190.29 199 .956

SSa 10.21 2 5.10 36.39* .000

SSsa 55.86 398 .14

*p＜.05

表六 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成效內涵之事後比較分析摘要表

學習成效內涵 M B2 B3 B1

B2 技能 4.03 － ＊

B3 情意 3.96 － ＊

B1 認知 3.72 －

本研究結果發現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成效內涵最高的是技能

與情意，其次是認知，此項結果與楊文財（2004）的研究結果大致吻合。根據筆

者多年的教學經驗中發現，本校選修保齡球課程的學生大多為初學者，從初學至

入門較能體驗進步的感覺，亦相對提昇運動的樂趣（王克武，2003），因此，學生

在技術、技巧、規則及知識的學習上，成效會比較顯著。而保齡球是屬於娛樂性



南亞學報第二十五期 313

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對體育興趣選項課程保齡球運動之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的研究

及聯誼性的休閒活動（陳德海，1996；謝鎮偉，2002），學生藉由上課的過程，享

受運動所帶來的樂趣及紓解個人的精神壓力；同時希望能與同儕之間建立真誠的

友誼及有更多參與團體活動的機會。

體育教師應提昇個人的技術水準、示範能力、教學經驗等師資因素，並營造

出快樂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從上課的過程得到情緒上的放鬆，以抒解身心及課業

的壓力。

三、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關係

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給果發現，體能與技能的發展及課程內容的安排達到顯著

差異（如表七）。這兩個變項可以共同解釋學習成效總變異量達 30.8﹪，其中以體

能與技能的發展之解釋量為 26.5﹪最佳，課程內容的安排之解釋量為 4.3﹪。從迴

歸係數中可得知學生體能與技能進步的越高、課程內容的安排越符合學生的需

求，學習成效就越高。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的

關係以標準化迴歸方程式表示，則【學習成效=.39×體能與技能的發展＋.241×課程

內容的安排】。

表七 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多元迴歸摘要表

預測變項

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增加解釋量

ΔR
F 值

標準化迴歸

係數

1.體能與技能的發展 .515 .265 .265 71.433* .390

2.課程內容的安排 .555 .308 .043 43.811* .241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滿意度內涵最高的是教師的專業能

力，其次是教師的素養，第三是球館的場地與設備及課程內容的安排，第

四是球館的營業條件，最後是體能與技能的發展。

（二）南亞技術學院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成效內涵最高的是技能與情意，其次

是認知。

（三）南亞技術學院學生當體能與技能的發展及課程內容的安排滿意度越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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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就越高。

二、建議

（一）由於學生對保齡球運動學習滿意度內涵最高的是教師的專業能力及教師的

素養，因此，學校應鼓勵教師多參加相關的研習活動，以提昇教師的技能

與知能。

（二）保齡球運動具有娛樂性、趣味性、休閒性等特色，學生在輕鬆愉快的上課

過程中，學習保齡球運動的技術及知識，卻往往遺漏了「增進體能」的這

一個層面。因此，在課程內容的規劃上，莫忽略體育課對學生體能發展的

重要性。

（三）本研究只針對本校學生進行保齡球運動學習滿意度及學習成效的探討，應

可將研究對象擴展至其他大專院校，做更深入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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