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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李文田（1996）研究中提到：大學體育課走向選修，對整個大專體育教學的現在及

未來而言，已是一無法避免的時代趨勢，在大學體育課逐漸邁向完全選修的歷程中，如

何度過每一個階段的尷尬陣痛期，能讓大學生自然喜愛體育課而浸淫在體育的領域中。

學生如能在大學求學階段培養運動興趣，瞭解運動的重要性，如能養成網球運動之習慣，

終身受用無窮。 

由於電子媒體資訊的發達與人們對於休閒運動的追求，使得我們隨時隨地都有機會

觀看到精采的網球賽事，因此現今的網球運動不僅非常國際化，同時也越趨普遍化，有

興趣參與的人越來越多，相對帶動許多學校網球風氣；然而，在學校體育課程中，將原

本生澀難懂的網球基本動作，透過為簡單，又有趣的教學課程，實為一項挑戰。作者自

小與網球一起成長，至今將近二十幾年，目前以網球教學為主要工作內容，為本文之撰

述動機。 

研究目的： 

（一） 瞭解學生選課意願及學習滿意度之情形。 
（二） 比較不同背景變項之選課意願差異情形。 
（三） 比較不同背景變項之學習滿意度情形。 

本研究樣本以體育課選修網球課程學生為研究對象，採問卷調查方式。本研究資料

採用 SPSS10.0 window xp 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執行統計分析，其統計方法如下： 

 (一)次數分配及百分比描述學生各項基本資料分布情形。(二)平均數表示學習意願

與學習滿意度之各因素順序。(三)獨立樣本 t 考驗（t-test）及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來檢定不同性別、學制、是否選過、是否繼續選修等因素是否有顯

著差異。(四)本研究所有顯著水準為 α＝.05。 

關鍵詞：體育課程、選課意願、學習滿意度、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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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體育教育是一種動態活動的教育，是藉由遊戲的過程來學習，學生除了可以學習知

識、技能外並且更能促進人格中身心靈的健全發展，以培養全人教育，使德育、智育、

體育、群育、美育五育全方位發展之理念。因此瞭解到體育教育在學習教育中是不可或

缺的。 

國內大專體育課程順著社會時代的變遷與因應學生的需求，步論是體育必修課程或

選修課程，學校體育教師無不竭盡所能提供各種多元的體育課程內容，滿足學生的需要，

讓學生能依個人的興趣選修體育課程（林美玲，2005）。學者張思敏、黃英哲（1995）、
鍾志強（1997）等人曾對於大學法實施（民國八十三年）後提出看法表示：大學法實施

對體育教師及體育教學單位造成莫大的衝擊。因學生可依個人喜好與需求來選課，體育

教師及體育室(組)必須以銷售事業的心態來經營體育課，提高學生的滿意度，進而吸引學

生參與，以達體育課永續經營的目的，是今大專體育課程非常重要的努力方向。同時李

文田( 1997)提出對於大專校院體育課程須不斷創新，才能符合現代青年學子的需求，研

究中發現大部分學生喜歡上體育課的原因:鍛鍊身體、滿足興趣、充分享受娛樂、害怕運

動不足而影響修身養性等。相對地，國外學者 Chen 與 Watson(1993)研究中發現學生對體

育課失去學習興趣的理由是:枯燥久等、課程刻板、動作太難、不受重視等原因。 

由此瞭解到，將課程能引起學生興趣，如何以活動的安排及設計，期望學生能夠達

到預期學習效果，實為當前體育教師們必須努力的方向。王明月、許吉越（1995）研究

中提到：大學體育課程是學生在學習過程的最後一段體育教育。隨時代潮流所趨，休閒

運動的抬頭，大學生在尋求終身休閒運動項目的興趣上更加強烈。體育教師如何擬定教

授體育課程，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是影響學生日後是否繼續從事相關運動的關鍵困素，

樂趣化教學是兼顧學生學習效果及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的最佳方法。同時期望從每個人的

興趣開始來達到教育部所推行ㄧ人ㄧ運動技能，最終目標養成終生運動之習慣。 

網球運動近幾年來，由於多位華裔網球選手能在國際賽事上有所表現，再加上人們

對休閒運動重視之下，網球運動人口有呈現穩定成長，當然網球運動也是大專院校老師

們及同學們深受喜愛的運動項目之一。李文田（1996）研究中提到：大學體育課走向選

修，對整個大專體育教學的現在及未來而言，已是一無法避免的時代趨勢，在大學體育

課逐漸邁向完全選修的歷程中，如何度過每一個階段的尷尬陣痛期，能讓大學生自然喜

愛體育課而浸淫在體育的領域中。學生如能在大學求學階段培養運動興趣，瞭解運動的

重要性，如能養成網球運動之習慣，終身受用無窮。因此，在學校體育課程中將原本生

澀難懂的網球基本動作，願藉由簡單，有趣的教學課程，實為一項困難挑戰。作者自國

小與網球一起成長，至今將近二十幾年，目前以網球教學為主要工作內容，為本文之撰

述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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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 瞭解學生選課意願及學習滿意度之情形。 
（二） 比較不同背景變項之選課意願差異情形。 
（三） 比較不同背景變項之學習滿意度情形。 

三、研究問題 

（一） 網球課程學生選課意願及學習滿意度之狀況為何？ 
（二） 網球課程學生選課意願與學習滿意度之因素順序為何？ 
（三） 不同背景變項之網球課程學生選課意願差異及學習滿意度？ 

貳、文獻探討 

ㄧ、體育課選課意願探討 

楊建隆(1996)以台灣地區大四選修體育課學生為研究對象，其優先順序為:師資、師

生互動、運動場地器材、興趣選項經驗、體育目標、成績評量經驗及運動樂趣因素。李

文田( 1997)研究指出其重要依序：運動場地器材、師資因素、體育行政安排、參與體育

目標、自我考量、同儕、運動經驗因素。許素琴(1999)對國立中央大學大四學生為對象進

行研究結果依為：時間配合、運動樂趣與體育目標、同儕互動、課程行政、師資與成績

評量、價值認同、學分考量、運動場地設施以及他等因素。 

陳敬能（1999）研究台南地區各級學校學生體育目標認同之研究結果發現：體育目

標認同高順位前十名，依序為身體健康、四肢靈活、體力培養、心肺功能、團隊精神、

正當娛樂、運動樂趣、改善體質、合作精神、運動習慣等。同時結果也發現各級學校需

生體育目標之認同因素有社會行為目標、情緒管理目標、認知行為目標、身體發展目標、

養生保健目標等五因素。王克武（2003）針對學生選修撞球項目學生為對象研究結果指

出將選課意願分為：師資、運動樂趣、師生互動、場地器材等為學生選課意願。 

綜合以上學者專家所研究結論，整理體育課選課意願如下：師資、場地器材為多數

認為選課意願的主因。 

二、滿意度相關文獻探討 

李慶泰（2001）指出教學滿意度是指學習活動能滿足個人需求，並且產生完美的感

受和正向的態度。體育課滿意度因素馬芳婷（1989）研究中提對學生學習滿意度看法：

教師教學、學習效果、人際關係的滿意程度。蔡欣延（1998）以醒吾專校學生體育課為

對象，分析得到體育教學行政、體育教師專業、同儕關係、體育教學效果及場地器材設

備等五個構面。陳文長（1995）研究中提出對於大學生興趣體育課的滿意度，考慮學習

效果、教學行政、教師教學、場地設備等四個主要因素。王宗進（1999）以東海大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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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學生為對象研究中指出：場地器材、教師教學、學習效果、教學行政等因素。 

張宗昌、莊清泉（1995）以國立台中師商專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影響學生喜歡

與不喜歡上體育課的因素為：課程材料、教師行為、教學方法、學生自覺、同儕互動、

場地設備等六項。蔡欣延（2000）以醒吾商專學生為對象：體育教學行政、體育教師專

業、同儕關係、體育教學效果及場地器材設備等五個因素。    鄭金昌（1997）針對東

海大學學生對體育興趣選項與修課態度調查研究中指出：學生對體育課興趣選項分組教

學滿意度依序為教師教學、學習效果、教學行政；不同年級部分得到在「教學行政」、「教

師教學」有顯著差異存在；而不同性別中在「教學行政」「學習效果」有顯著差異存在。 

楊忠祥（1989）研究發現，省立台北師院的學生對體育課感到滿意和相當滿意的有

35.33％的人；在性別方面，相當滿意女生多於男生，不太滿意男生多於女生，均達顯著

水準。歐陽金樹（1997）以國立聯合工商專校體育課保齡球興趣選項的 516 位學生進行

調查研究，發現在滿意度方面，以教師個人因素得分最高、其次是學生個人及學習效果

因素。陳文長（1995）以 35 所公私立大學暨獨立院校三、四年級共 1850 位學生為研究

對象，其結果顯示公立大學與私立大學學生興趣分組體育課滿意度在場地設備、學習效

果、教師教學等因素有顯著差異存在；不同年及之大學生興趣分組體育課滿意度在各因

素組間皆無顯著差異存在；不同性別之大學生興趣選項分組體育課學習滿意度在學習效

果因素有顯著差異存在。張耀騰（1996）研究指出大專生對體育課學習滿意度之探討中

指出，影響大專生對體育課滿意度偏低的原因有教學行政、場地設備、教師教學以及學

習效果等因素；因此體育課滿意度因素中，以教師教學、場地設備、學習效果為直接感

受滿意度程度的因素。葉麗琴（2002）以崇右企專普通體育課滿意度調查之分析研究中，

指出學生對體育課的滿意度以專業能力最為滿意，而對場地器材最不滿意。不同性別學

生對體育課的滿意度方面，各因素均呈現顯著性差異。 

綜合以上資料瞭解到，教師、場地、器材、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等因素，是影響學

習滿意度因素最多。 

參、研究方法 

 ㄧ、本研究計畫流程圖 

 

 

 

 

 

研究問題與背景形成 

問卷量表的製作 

問卷量表的預試發放及回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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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畫流程圖 

二、研究計畫架構 

 
 

研究計畫架構圖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南亞技術學院九十六學年度興趣選項網球課程之選課同學為對象，以

分層隨機抽樣問卷調查機方式。 

四、研究工具 

（一） 問卷編制： 

本研究計畫之問卷量表，主要參考相關文獻李文田（1997）、卓旻怡（1999）、王克

武（2003）、陳智仁（2004）、許天路（2005）等人自編「網球課程選課意願與學習滿意

度問卷」為研究工具所蒐集。本量表計分採李克特（Likert scale）五分量表填答計分。量

 
研究題目 

體育課程 
選課意願因素概況 

體育課程學習 
滿意因素概況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之選

課意願與滿意度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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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題目總得分愈高代表選課意願及學習滿意度愈高，反之則愈低。 

（二） 問卷預試與程序： 

自編問卷後，為能充份了解本問卷是否可以確實反應選課意願與學習滿意度之情

況。首先將問卷進行預試，其問卷共有選課意願 35 題、學習滿意度 31 題，於民國 96 年

5 月 15 日於興趣專項選課網球項目學生 47 位進行預試。回收問卷先剔除填答不完整之問

卷 2 份，共得 45 份（95.7％）。 

回收問卷後經因素分析將鑑別力不足題目（因素負荷值低於 0.5）及信度未達 0.7 刪

除，一共刪除選課意願 10 題及課程滿意度 7 題，刪除後得到正式問卷為選課意願 25 題

及學習滿意度 24 題。 

問卷預試因素分析結果，影響選課意願量表為：場地設施、師生互動、運動趣味、

教師技能等四個構面因素。課程滿意度量表為：場地設備、教師態度、同班同學、技術

技能等四個構面因素。其量表信度以 Crondachs α 係數檢定選課意願其量表 α值為.8852
（分量表 α 值介於為.9106 至.8117 間）；學習滿意度量表 α 值為.8576（分量表 α 值介於

為.878 至.786 間）。本問卷結果顯示具有良好信度，且內部ㄧ致性可信的問卷。 

（三） 問卷程序 

本研究工具其量表經編製完成後，於 96 年 6 月 11 日至 15 日實施問卷正式測試。為

有效問卷及提高回收率，所有問卷皆由作者親自發放及回收，共發放 244 份。問卷回收

後，剔除無效問卷共得到 214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 87.7％。 

五、問卷製作流程圖 

 

 
 
 
 
 
 
 
 

六、資料處理方法 

資料處理中文版 SPSS10.0 Windows 中文版及 Excel 2003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

文獻收集整理 
問卷的設計及製作 

項目分析 
因素分析 

問卷的預試 
發放及預試回收

信度分析 

正式問卷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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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統計方法如下： 

以信度分析、效度分析、t 考驗（t-test）、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及

典型相關為本研究統計分析之應用。本研究所有顯著水準為 α＝.05。 

肆、結果與討論 

ㄧ、正式量表因素分析 

本研究問卷量表採主成分因素分析，其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經統計分析最大

變異數（Varimax）進行轉軸。結果如下： 

（一） 選課意願分析如下：共得四個因素構面，因素負荷量、特徵值及累積解釋變異數

如表 4-1 所示。選課意願量表的 Crondachs α 值為.9106 至.8117 之間，量表四因

素構面累積解釋變異數 69.114。 

表 4-1 選課意意願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n=214） 
構面因素 題目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累積解釋 

變異數 
Crondachs

場地設備 

學校器材品質良好 .754 

12.949 51.796 .8283 

學校器材數量充足 .787 
學校場地品質良好 .708 
學校燈光照明設備良好 .649 
學校場地數量夠敷使用 .624 
學校場地器材的安全良好 .698 

師生互動 

老師能充分尊重學生  .712 

1.796 58.982 .9006 

老師良好的溝通能力 .721 
開課的時間有彈性 .607 
老師能與學生隨時指正動作 .715 
解答能力良好 .728 
有耐心的教學 .767 

運動趣味 

享受網球技巧進步的樂趣 .651 

1.495 64.960 .8117 
能體會網球進步的成就感 .791 
網球讓我享受勝利的感覺 .669 
對網球運動有興趣 .586 
能享受室外陽光及流汗的樂趣 .553 

教師技能 

老師有良好網球技術 .531 

1.039 69.114 .9106 

老師上課表達技巧熟練 .709 
老師豐富的教學經驗 .754 
老師上課幽默風趣 .676 
老師成績評量方法適當 .667 
老師很有耐心教學 .723 
老師的敬業精神 .770 
老師態度和藹可親 .729 

（二） 學習滿意度分析如下：共得四個因素構面，因素負荷量、特徵值及累積解釋變異

數如表 4-2 所示。選課意願量表的 Crondachs α 值為.8783 至.7867 之間，量表四

因素構面累積解釋變異數 6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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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學習滿意度分析摘要表 
構面因素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累積解釋

變異數 

Crondachs 

場地設備 

1.網球場地的品質良好 .824 

10.612 44.218 .7867 
2.上課用網球的品質良好 .753 
3.網球場地與環境整潔良 .705 
4.網球場地設備的安全性良好 .729 
5.網球場地照明設備足夠 .696 

教師態度 

6.課程內容及進度的安排恰當 .542 

1.916 52.201 .8664 

7.課程教材的難易度適當 .654 
8.教師的教學很專業 .649 
9.體育成績考核方法適當 .607 
10.對學生學習的要求合理 .519 
11.上課愉快，不給壓力 .570 
12.教師的敬業精神良好 .569 
13.溝通能力良好 .633 
14.良好的技能水準 .601 

同班學生 

15.同學之間的學習狀況良好  .552 

1.641 59.040 .8783 

16.同學之間的互動關係良好 .622 
17.上課內容或技術能相互討論 .551 
18.下課後能共同練習網球 .623 
19.上課能養成團體合作精神 .668 
20.男女一起上課，能否能提昇氣質 .456 

技術技能 

21.網球技術的進步 .743 

1.012 63.256 .8190 
22.滿足求知的慾望 .685 
23.基本原理及知識的獲得 .704 
24.對網球運動有興趣經驗 .528 

（n=214） 

二、影響選課意願與學習滿意度之因素順序 

由表 4-3 選課意願因素之平均數得知，依序教師技能、師生互動、場地設施、運動

趣味。此結果與多名學者楊建福（1996）、吳萬福（2001）、王克武（2003）、許天路（2005）
等人結果相同；顯示體育教師的技術能力與態度明顯影響學生選課意願。 

表 4-3 選課意願因素順序表 
順序 因素 總分平均 

1 
2 
3 
4 

教師技能 
師生互動 
場地設施 
運動趣味 

4.0449 
4.0423 
3.8192 
3.7812 

由表 4-4 學習滿意度因素之平均數得知，依序教師態度、技術技能、同班同學、場

地設備。此結果與多名學者王克武（2003）、許天路（2005）等人結果類似；得知體育教

師本身是影響滿意度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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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學習滿意度因素順序表 
順序 因素 總分平均

1 
2 
3 
4 

教師態度 
技術技能 
同班同學 
場地設備 

3.9969 
3.8960 
3.8107 
3.7299 

三、不同人口統計變項選課意願因素差異比較 

（一） 由表 4-5 得知性別在選課意願上無明顯差異存在，顯示男女生對於選課意願各因

素無差異存在，其結果可認為各因素是學生選課意願重要指標因素。此結果與王

克武（2003）、楊建隆（1996）研究中結果不同，其研究結果發現師資因素上男

女生有差異存在。 

表 4-5 不同性別於選課意願因素上差異性考驗摘要表 
因素 組別 N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場地設備 男生 146 3.8973 .6481 .322 .571 
女生 67 3.6493 .6203 

師生互動 男生 146 4.0457 .6353 .265 .607 
女生 67 4.0348 .6626 

運動趣味 男生 146 3.8027 .5891 .030 .863 
女生 67 3.7343 .5575 

教師技能 
男生 146 4.0773 .6559 

1.044 .308 
女生 67 3.9744 .6217 

＊p<.05 

（二） 由表 4-6 得知學制在選課意願上無明顯差異存在，顯示二技與四技學生對於選課

意願各因素無差異存在。此研究結果與許天路（2006）對於不同學制學生影響選

課意願結果不同，發現四技與五專與二專間師資及生生互動因素上有差異存在；

也與王克武（2003）對於年級選課因素結論有所不同，其結果提出四技與五專同

學對於師生互動上有差異存在。對於本研究結果可認為各學制對於選課意願因素

上都有相同看法其各因素皆具影響性，不過有可能四技與二技年齡上差異較少有

關，也因為之前研究者將專科學生為對象之ㄧ，因此結果不相同，值得後續研究。 

表 4-6 不同學制於選課意願因素上差異性考驗摘要表 
因素 組別 N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場地設備 二技 
四技 

182 
31 

3.8196 
3.8172 

.6461 

.6727 0.80 .777 

師生互動 二技 
四技 

182 
31 

4.0687 
3.8871 

.6353 

.6727 .054 .817 

運動趣味 二技 
四技 

182 
31 

3.7758 
3.8129 

.5725 

.6238 .006 .936 

教師技能 二技 
四技 

182 
31 

4.0777 
3.8525 

.6296 

.7138 .412 .522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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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表 4-7 得知學生之前是否選過網球課之差異情形，顯示教師技能因素上是否選

過達顯著差異存在，此結果對於老師本身教學技能上有重要參考。 

表 4-7 是否選修過網球課程在選課意願上差異考驗摘要表 
因素 組別 N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場地設備 
是 
否 

102 
111 

3.8562 
3.7853 

.6289 

.6668 
1.130 .289 

師生互動 
是 
否 

102 
111 

4.0866 
4.0015 

.6707 

.6757 
1.486 .224 

運動趣味 
是 
否 

102 
111 

3.8294 
3.7369 

.5960 

.5618 
.529 .468 

教師技能 
是 
否 

102 
111 

4.0532 
4.0373 

.7016 

.5927 
4.287 .040＊ 

＊p<.05 

（四） 由表 4-8 得知下學期是否繼續選修意願因素上，其師生互動、教師技能因素上在

學生是否下學期繼續選修相同課程上達差異存在，此研究結果對於現階段體育教

師有不容忽視的參考，要讓學生下學期能對於相同課程有興趣，必須與學生互動

良好及自我要求技能提升專項水準，符合學生期待。此結果與許天路（2006）指

出運動樂趣、場地器材、師生互動及參與目標因素差異存在不盡同。然而王克武

（2003）研究中指出運動樂趣、師資因素上達顯著差異，其結果也不相同。不過

對於其他因素上有不同看法，可認為因不同專項對於場地供需上有差異存在，以

及學生對於不同專項選課前認識度有關，但總體上與授課教師仍密不可分的關係。 

表 4-8 是否下學期繼續選修網球課程選課意願考驗摘要表 
因素 組別 N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場地設備 
是 150 3.8567 .6404 

.128 .721 
否 63 3.7302 .6636 

師生互動 
是 150 4.0611 .6701 

4.226 .041＊
否 63 3.9974 .5738 

運動趣味 
是 150 3.7907 .5794 

.073 .787 
否 63 3.7587 .5816 

教師技能 
是 150 4.0714 .6618 

4.825 .029＊
否 63 3.9819 .6058 

＊p<.05 

四、不同人口統計變項滿意度因素差異比較 

（一） 由表 4-9 得知性別在滿意度因素上無明顯差異存在，顯示男女生對於滿意度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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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無差異存在。此結果與許天路（2006）、王克武（2003）所做研究結果不同；可

能原因是這兩位研究研究者研究對象是選項撞球與排球學生，而場地設備及所要

的技能滿意度上與網球項目就存在差異。 

表 4-9 不同性別於滿意度因素上差異性考驗摘要表 
因素 組別 N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場地設備 
男生 147 3.7048 .7109 

.203 .653 
女生 67 3.7851 .7052 

教師態度 
男生 147 3.9698 .5430 

.062 .804 
女生 67 4.0564 .5451 

同班學生 
男生 147 3.7891 .5908 

.112 .739 
女生 67 3.8582 .5848 

技術技能 
男生 147 3.8776 .5508 

.309 .579 
女生 67 3.9366 .5893 

＊p<.05 

（二） 由表 4-10 得知學制在滿意度因素上無明顯差異存在，顯示四技與二技學生對於滿

意度各因素無差異存在。此結果與王克武（2003）提出不會因年級對於各滿意度

因素有差異存在相同看法。但是與許天路（2006）研究指出授課教師、場地設備、

同儕三個因素查顯著差異存在不同，究其原因可能排球項目學生從小到大所接觸

時間較多及排球為團體運動；因此其滿意度上達顯著差異存在。 

表 4-10 不同學制於滿意度因素上差異性考驗摘要表 
因素 組別 N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場地設備 
二技 
四技 

182 
32 

3.7484 
3.6250 

.7015 

.7496 
.594 .442 

教師態度 
二技 
四技 

182 
32 

4.0073 
3.9375 

.5293 

.6266 
1.503 .222 

同班學生 
二技 
四技 

182 
32 

3.8168 
3.7760 

.5949 

.5578 
.435 .510 

技術技能 
二技 
四技 

182 
32 

3.8997 
3.8750 

.5543 

.6257 
.296 .587 

＊p<.05 

（三） 由表 4-11 得知學生下學期是否繼續選修網球課，其滿意度各因素尚未達顯著差異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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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是否下學期繼續修網球課滿意度因素上差異性考驗摘要表 
因素 組別 N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場地設備 
是 
否 

102 
112 

3.7373 
3.7232 

.6962 

.7225 
.092 .762 

教師態度 
是 
否 

102 
112 

3.9891 
4.0040 

.5868 

.5042 
1.685 .196 

同班學生 
是 
否 

102 
112 

3.8513 
3.7738 

.6183 

.5601 
.642 .424 

技術技能 
是 
否 

102 
112 

3.9534 
3.8438 

.6091 

.5135 
1.576 .211 

＊p<.05 

（四） 由表 4-12 得知下學期是否繼續選修滿意度因素上，各因素皆未達顯著差異在。此

結果與許天路（2006）、王克武（2003）結果不同，也與楊志顯（1997）提到滿意

度越高下學期選修意願也越高。因此了解到現階段學生對於滿意度需求日益增

多，所以教師教學上應加強以能符合學生能否繼續修課重要關鍵。 

表 4-12 是否下學期繼續修課選修網球課程滿意度考驗摘要表 
因素 組別 N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場地設備 
是 151 3.8490 .6982 

.002 .992 
否 63 3.4444 .6540 

教師態度 
是 151 4.0898 .5282 

.015 .903 
否 63 3.7743 .5196 

同班學生 
是 151 3.8753 .6108 

1.885 .171 
否 63 3.6561 .5026 

技術技能 
是 151 3.9950 .5646 

.144 .705 
否 63 3.6587 .4842 

＊p<.05 

伍、結論與建議 

ㄧ、結論 

（一） 本研究以興趣選項網球課學生為對象，結論得到影響選課意願因素依序為：教師

技能、師生互動、場地設施、運動趣味。上課滿意度因素依序教師態度、技術技

能、同班同學、場地設備。      
（二） 不同性別、不同學制其選課意願各因素均未達顯著差異。 
（三） 是否修過網球其選課意願因素中，教師技能因素方面達顯著差異。 
（四） 下學期是否繼續選修網球因素中，師生互動、教師技能方面達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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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就本研究僅針對本校選擇網球課之學生作選課意願與滿意度調查，如可擴大研究

他校或其他不同項目，對於體育教師會有更深了解學生需求，增加學生學習意

願，因此期望能擴大分析研究。 
（二） 結果發現，教師的角色不管是選課意願或者滿意度，佔有相當重要地位。因此個

人以身為體育教師，期盼加強個人專業技能與教學專業，並能從課程規劃、設計

著手，並能安排較樂趣的教學，始能提高效率。 
（三） 時代的潮流是無法避免的事，教師們也理當調整自我心態，誠心面對問題，方能

迎風破浪，使體育課程在現階段大學中不被淘汰，展新思維迎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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