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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體育教師的教學態度與轉型領導對體育課學生參與度的影響。

透過分析教學態度、轉型領導、學習樂趣、同學關係、運動自我效能及班級氛圍等因

素，理解這些變數如何影響學生的體育課參與度，而提出改善建議。方法：本研究對

象為臺灣北部大學體育課的學生，透過問卷調查收集資料。總共發放了 393 份問卷，

回收 388 份有效問卷。問卷涵蓋教師教學態度、轉型領導、學習樂趣、同學關係、運

動自我效能及班級氛圍等變數，並使用 SPSS 與 Smart PLS 進行數據分析，包括測量

模型信效度、路徑分析與調節效果檢驗。結果：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教學態度對學生

學習樂趣、同學關係與運動自我效能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正向影響體育課參與度。

轉型領導對學習樂趣、同學關係與運動自我效能亦有顯著正向影響，且中介變數對學

生參與度也有顯著影響。班級氛圍對同學關係與學生參與度之間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結論與建議：體育教師應避免性別偏見，創造性別平等環境，勿造成心理壓力。教師

應持續學習，並依照反饋調整教學方法。教師應使用轉型領導策略，明確目標並激勵

學生，透過個性化指導和趣味活動提升學生的興趣與參與度。班級應促進學生互動，

透過活動增進學生間的連結，提升班級氛圍和學生參與度。

關鍵詞：教學態度、轉型領導、學習樂趣、同學關係、運動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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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如何讓臺灣的大學生更愛上體育課，

是本研究的出發點。研究指出國內外大學生

對上體育課的積極 (positive) 程度之差異。

國內學者 Huang et al. (2019) 指出目前臺灣

許多大學生對上體育課的態度存在負面看

法，有些學生對體育課不感興趣，原因是課

程內容與學生的生活實際需求脫節，甚至有

學生表現出對體育課的厭惡。某些學生因為

在體育課過程有不安全感，進而討厭體育

課 ( 陳鐸元等，2022)。然而，大陸的大學

生對體育教育持開放態度，特別是在一些

重視體育的大學，學生們對於透過體育活動

提高自我形象與身體健康持正面看法 (Zeng 

& Sun, 2022)。另外，國外的研究提及大學

生對於體育課的態度與動機似乎較正面也較

強。例如，在美國，大多學生對參與體育活

動抱有積極的態度，認為這是提高身心健康

的有效方式 (Abula et al., 2018; Herbert et al., 

2020)；澳洲 Osmani and Perić (2023) 與加拿

大 Thomas et al. (2019) 的研究有相似結果。

法國與西班牙較少大學生不愛上體育課，

這兩個國家的大學生多對於體育課表現出

高度的熱情，並期待上體育課 (Girard et al., 

2022; Savas & Celik Kayapinar, 2019)。

各種可能的原因導致大學生不愛上體

育課，因而參與度低，包括對體育課認知

缺乏，認為體育課程內容不有趣 ( 陳怡芬、

王佳琪，2021；Ngangbam & Chen, 2021)；

各種原因導致同學之間的關係較生疏、不

密切，比如來自不同系或班級、男女分在

同一組等 ( 陳建賓、楊正群，2017；Shin et 

al., 2019)；學生的運動自我效能 (sports self-

efficacy) 不足 ( 侯堂盛、楊孟華，2017；

Nopiyanto et al., 2022)；體育課上課個人或

分組氣氛不佳 ( 辛麗華等，2021；Shin et 

al., 2019)。另外，男、女混合上體育課，甚

至有女學生說某些老師把體育課當成是男生

的體育課，認為體育教師以性別區分評分標

準。這種評分方式可能使女學生感覺到不公

平或壓力，特別是課程內容偏重競技或力量

的運動時，可能導致女學生對體育課的參與

度降低 ( 胡凱揚，2021；Deng, 2023)。鐘怡

純與闕月清 (2010，頁 36) 以大學體育課學

生為研究對象，研究指出：「少女逃避體育

課經常是因為察覺自己的身體暴露在他人的

目光凝視下，而且還遭受冷言冷語，因此感

到尷尬而不愛上體育課」；尤有甚者，該

研究還提及體育課中某些女生遭受到冷言

冷語，是來自體育老師的無心評論；國外

亦有研究提及類似現象 (Haug et al., 2023；

Pila et al., 2021)。本研究並不認為這樣的教

師很多，但是除了本研究目的「提升體育課

參與度」，體育教師的同理心、教學態度

(teaching attitudes)、領導風格的提升、轉型

及亦可以避免或降低此現象發生。

本研究透過以下變量提升學生對課程

的參與度，包括教師的教學態度、教師的

轉型領導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課 

堂中學生的學習樂趣 (learning fun)、同學之

間的關係、學生的學習自我效能，以及班級

氛圍 (class atmosphere)。首先，陳瑞辰與張

川鈴 (2020) 提出大學體育課教師的教學

態度對學生參與體育課程有顯著的正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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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包括體育課程的學習成效、滿意度，

這種滿意度進而正面影響學生的休閒運動

態度與參與度。Ku and Shang (2020) 的研

究發現，教師的教學態度與學生參與體育

課程的程度存在顯著關聯。當教師缺乏正

向態度激勵與支持學生時，學生對參與體

育課程的興趣顯著降低。其次，蕭伊蝶等 

(2020) 研究顯示，教師轉型領導風格讓教

師成為激勵者與模範的角色，透過轉型領

導中的性別公平 (Leenders et al., 2020)，

亦即個別化關注，而不是男生、女生的性

別關注，正向激勵與支持，可以增強學生

的學習自我效能，從而提升學生對課程的

參與度。國內學者 S. Wang et al. (2020) 透

過社會認知職業理論，探討臺灣 12 所大學

非體育教師的轉型領導對學生的學習自我

效能與就業能力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

教師的轉型領導對學生的自我效能、問題

導向學習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另外，陳春安等 (2023) 探討運動的學

習樂趣對學生在體育課程的參與程度與學

習滿意度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排球課

程中，運動的學習樂趣對排球運動的參與

程度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表示學生在課程

中獲得的樂趣越多，其參與度越高。類似

的研究指出，大學射箭課程的學習樂趣，

除了會提升學生參與程度，還會間接、

正向影響學生的再修課意願 ( 張家銘等，

2018)。西班牙學者 Rodriguez Macías et al.  

(2021) 透過 SELF-FIT (self-determined exercise  

and learning for fitness) 干預措施，來提高

學生運動的學習樂趣。SELF-FIT 包括自主

選擇運動項目 ( 與國內之體育選課相似 )，

學生在設立個人目標後以「團隊學習」進

行體育運動。其中，SELF-FIT「團隊學習」

進行體育運動帶來的學習樂趣對一般學生

可以提升其課程參與度、社交技能；對較

內向害羞的學生除了可以提升學習樂趣，

還可以降低其壓力與焦慮 (anxiety)，並從

而提高其課程參與度、自信心 (Zhou et al., 

2023)。

再者，臺灣與大陸學者的共同研究

Liao et al. (2023) 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活

動過程的心流體驗 (Flow Experience)、同

學間的關係，以及體育活動參與程度的關

係。研究發現，大學生在進行體育活動時，

同學之間的關係對於他們的體育活動參與

程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尤其，良好的同

學關係可以提升同學在進行體育活動時的

心流體驗，讓運動過程更專注 (K. Wang 

et al., 2022)，從而提升體育活動的參與

度。國外研究 Steenberghs et al. (2021) 在

非體育課程中探討同學之間的關係對學生

學習的重要性與影響。研究發現，同學關

係越好，互動頻率越高，更多的互相鼓勵

還可以減少學生的情感疏離 (alienation)，

並降低上課焦慮 (anxiety) (Schwab et al., 

2021)。Yu et al. (2023) 在非特定課程的研

究中，提出有趣的發現，該研究指出同學

關係對學習參與意願的關聯程度，比與父

母或與教師的關係更高。

還有，國內研究張志銘等 (2022) 指

出，自我效能是影響個人是否參與運動以

及堅持運動的重要心理因素。具備高自我

效能的學生，更有可能選擇參與運動，並

在面對運動中的挑戰與困難時表現出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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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堅持度。該研究發現，運動自我效能較

高的學生，每次參與運動的時間較長，並

且在運動過程中能夠更好地應對挑戰與困

難。另外，中國研究劉照金等 (2023) 以廣

東省某大學體育課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

體育課大學生的運動自我效能、體育價值

觀等對對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

學生在體育課程中的自我效能與學習動機

會影響其學習成效與成就感，學習成就感

會進而提高其參與體育活動的積極性。

Ouyang et al. (2020) 以中國西部某綜合性

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目的是探討大學生 
的身體形象、運動自我效能、與自尊心對體

育參與的影響。其中，「身體形象」指的 
是個人對自己身體的客觀認知與主觀評價，

涵蓋了外貌、體型、體能與健康等維度。

該研究有個發人深省的發現：身體形象對

自我效能與自尊心有顯著影響，正面的身

體形象與自我效能與自尊心有強烈的正相

關，這樣的自我形象可以提高個人對其運

動參與的動機與信心，從而增加體育活動

的參與度。反之，負面的身體形象會降低

自我效能與自尊心，使個人在活動中感到

焦慮，進而降低其參與體育活動的動機。

為了鼓勵學生更多地參與體育活動，

增加班及的凝聚力，國內研究陳一涵與沈

竑毅 (2021) 提出一個有趣的建議：請大學

導師親自參與導生的體育活動。研究結果

顯示，當導師親自參與學生的體育活動後，

學生感受到新奇有趣，導師的參與可以促

進班級成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增強學生

的團隊意識與歸屬感，這些因素共同作用

可以顯著提升班級氛圍，使學生更積極參

與體育活動與課堂學習。另外，李欣靜等 
(2020) 以北部某大學體育課程的 4 班學生

為研究對象，研究試圖以「讓學生可以在

輕鬆愉快的氛圍中學習體育課程」，來瞭

解影響教學滿意度的因素，並提供體育教

師規劃不同教學策略的參考。該研究以多

媒體教學工具 ( 影片鑑賞 ) 來引發學生對

體育課程的興趣，影片主題包括「肥胖」、

「健康生活形態」及「體適能與健康管

理」。研究結果顯示，影片鑑賞對體育學

習滿意度與班級氣氛有顯著的影響，進而

提升學生的課程參與程度。再者，Medina 
et al. (2023) 的研究中，教師透過設計多樣

化、有趣、具挑戰性的小組合作運動來增

強學生的集體榮譽感，以及提升上課氣氛。

研究結果顯示，在積極的班級氣氛下，學

生的課程參與度顯著提高。他們更願意參

加體育活動，並表現出更高的動機與投入。

前述研究顯示教師的教學態度、轉型

領導，學生的學習樂趣、同學之間的關係、

學生的自我效能、班級氛圍與學生對課程

的參與度相關或存在顯著影響。雖然前述

研究情境與本研究之對象 ( 大學生 )、課程 
( 體育課 ) 不盡相同，但以教育心理學角度

審視這些變數，在大學體育課中亦可能有

因果關係。因此，本研究以臺灣北部地區

8 間一般大學體育課學生為研究對象，教

師的教學態度、轉型領導為自變數，學生

的學習樂趣、同學之間的關係、學生的運

動自我效能為中介變數，班級氛圍為調節

變數，探討其對學生的體育課參與度之影

響。研究目的為瞭解臺灣的大學學生對體

育課參與度之影響因素之現況。透過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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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研究資料，以統計方法分析結果，檢

驗研究假設是否成立。針對研究結果，提

供實務建議予大學體育教師、運動培訓人

員，以及後續相關研究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以學生參與度 (student 

participation) 為主軸，並以體育教師教學

態度、轉型領導為自變數；學習樂趣、同

學關係、運動自我效能為中介變數；體育

課的班級氛圍為調節變數，探討其對大學

生體育課參與度之影響。

三、研究假設與理論推導

(一 ) 教學態度
Tang and Hu (2022) 探討教師的教學態

度與方法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該研

究將教師的態度定義為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表現出的投入程度、教學熱情與對教學的

興趣，這些態度會影響學生的情緒與學習

動機。另外，Ch et al. (2019) 探討教師態

度與大學生學習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

示教師的積極態度 ( 如支持性與正面互動 )

與學生的學習成果有顯著的正相關。該研

究將教學態度定義為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

行為與情感傾向，這些態度會影響學生的

學習動機與成果。再者，Yolak et al. (2020) 

調查高中教師教學態度及其對學生學業與

生活的影響。結果顯示，積極的教師態度

( 如耐心與同情心 ) 有助於增強學生的學業

與自信心；反之，消極的態度 ( 如羞辱與

偏見 ) 會導致學生排斥學習甚至引發心理

問題。該研究將教學態度定義為教師對學

生的整體看法與行為，比如耐心、同情，

或是怠惰、羞辱、偏見。於是，本研究將

教師的教學態度定義為：教師在教學過程

中表現出的投入程度、教學熱情與對教學

的興趣，這些態度包括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的行為與情感傾向，並且反映了教師對學

生的整體看法與行為，如耐心、同情，或

是怠惰、羞辱、偏見。這些態度不僅會影

響學生的情緒、學習動機，還會影響學生

的學習成果。陳成恩等 (2021) 分析學生在

體育教師專業能力對學習滿意度及學習成

效影響關係。該研究中，教學態度被視為

體育教師專業能力的一部分，其結果顯示

體育教師的教學態度會顯著影響學生的學

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該研究還提及，男

學生對教師專業能力、態度感知能力顯著

高於女學生。Cruz et al. (2021) 探討了菲律

賓體育課教師教學態度對中學生之影響，

分析教師教學態度對不同學生個人特質及

其外部因素，造成的影響差異。研究發現，

教師的行為是否細心與教學態度是否積極

對學生的體育課學習態度有顯著影響。亦

即，老師的態度越積極，學生也會跟著積

極。Tang and Hu (2022) 的研究中特別提到

學生的失望 (disappointment)，研究探討教

師的教學態度與教學方法對學生動機的影

響，並以學生的失望為中介變數。研究發

現，教師的教學態度對學生的情感與動機

有重要影響。消極的教學態度會提升學生

的失望情緒。而這些負面情緒如失望與挫

折感 (frustration)，可能在同學間蔓延，影

響整體學習氛圍與動機 (Diman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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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學習樂趣
蘇竑彰等 (2022) 將學習樂趣定義為上

課內容的生動程度 (content vividness)，研

究指出上課內容越生動，學生的學習過程之

情感與心理投入越大。Phillips et al. (2019) 

將學習樂趣定義為一種內化的過程，它會

使學習者在學習新事物時獲得獎勵。而

且，樂趣的感覺會增強學習者的理解與知

識保留的能力。Darmawansah et al. (2023) 

探討學生學習樂趣對其 STEM 教育 ( 涵蓋

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及數學 [math]) 的影響，該

研究將學習樂趣定義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感受到的愉快與滿足感，這種感覺能激發

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參與度。Graf (2023) 探

討了自適應學習 (adaptive learning) 對學生

學習體驗的影響。研究將學習樂趣定義為

學生在參與自適應學習 ( 包括個性化與互

動性學習 ) 活動時所感受到的愉快與滿足

感，而運動就是一種自適應學習 (Bloom et 

al., 2022)。於是，本研究將體育課學生的

學習樂趣定義為：讓學生在參與個性化與

互動性體育活動時，內化感受到的生動、

愉快與滿足感。

Dewaele and Li (2021) 認為教師的教

學態度就是在教學過程中所展現的熱情程

度。研究指出提升教學態度的具體方法，

包括教師表現出真實的熱情、對自己的教

學內容感興趣、使用幽默與有趣的教學方

法，以及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研究結果

顯示教師的熱情與積極的教學態度不僅

會直接影響學生的情緒和學習樂趣，也會

間接影響學生的學習參與度。Blazar and 

Kraft (2017) 研究教師教學態度對學生的

自我效能感、課堂幸福感與行為的影響。

研究發現，教師的教學態度，包括情感支

持與課堂組織的積極程度越高，學生從中

獲得樂趣的可能性越高，並從而正向影響

學生的自我效能感與幸福感。此外，該研

究還指出，教師的積極態度對不同屬性學

生的感知影響效果並不一致。研究認為教

師不只要有積極的教學態度，對不同屬性

學生仍需要有多維性的 (multidimensional) 
技能與策略。因此，本研究認為：體育課

教師的教學態度越正向，學生的學習樂趣

也會隨之增加。故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H1：體育課教師的教學態度會正向影響學

生的學習樂趣。

(三 ) 同學關係
李志仁等 (2022) 將同學關係定義為：

在體育課程中學生與同儕間的互動與支持，

這包括學生之間在課堂上與課外的交流、合

作與競爭，以及他們如何互相影響彼此的學

習態度以及滿意度。P. Wang et al. (2021) 將
同學關係定義為同學之間相互關心、支持與

團結的程度。而且，師生關係是同學關係的

一個關鍵因素，師生關係越好，該班級的同

學關係也會越好。於是，本研究將同學關係

定義為：體育課程中學生之間的互動、支持、

合作與競爭，包括他們在課堂內、外的交

流，以及相互關心、支持與團結的程度，且

良好的師生關係是促進班級同學關係的重要

因素。另外，Okoye et al. (2020) 除了探討

教師的教學態度、學生之間關係之影響，該

研究還透過資料挖掘模型 (Enterprise Process 
Data Mining, EPDM) 來提出「學生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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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老師」的具體做法。透過此模型可以分

析學生對教師教學態度的評價、看法，並反

饋給教師，以避免教師認為自己教學態度沒

問題，但學生評價卻不好 (Kreitzer & Sweet-
Cushman, 2022)。該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可

以透過積極的教學態度與情感支持來改善學

生之間的關係，不過，教師的正面積極不是

自己說了算，虛心接受學生的反饋後的調

整，才是學生認可的正面、積極教學態度。

因此，本研究認為：體育課教師的教學態度

越正向，學生之間的關係也會更加良好。故

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H2：體育課教師的教學態度會正向影響同

學間的關係。

(四 ) 運動自我效能
Brinkman et al. (2019) 認為具備高運

動自我效能，可以促進運動者在運動疲勞

的回復過程中，仍堅持參與運動，且有更

好的康復效果。該研究將運動自我效能定

義為個人對在運動情境中，完成特定任務

的能力的自信程度。這程度跟個人過去的

運動經驗與運動能力自我認知密切相關。

Raman and Sharma (2022) 提及較低強度運

動無法測量個體的運動自我效能，該研究

將運動自我效能描述為學生在較高強度運

動時，面對疼痛的忍耐程度與自信，較高

的運動自我效能可以忍受。於是，本研究

將運動自我效能定義為：個人在運動情境

中完成特定任務的自信程度，這來自於個

人的過去運動經驗與自我認知，並且高運

動自我效能可以使運動者在運動疲勞的恢

復過程中持續參與運動，降低運動傷害的

機會與疼痛感。另外，Mahler et al. (2018) 

提出教師兩種教學態度之積極程度對學生

之影響，分別是不分科目教學的教學熱情

以及特定科目的教學熱情，該研究提及教

師可能在特定科目中會有某種形式的教學

熱情，但這種教學熱情在其他科目卻不顯

著。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的特定科目熱情，

正向顯著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學習自

我效能；本研究擷取「教師的教學熱情 ( 
態度積極 ) 正向顯著影響學生的學習自我

效能」之研究結果。但是，大學體育排課

仍因某些因素可能會有「體育教師教較不

擅長之運動」情況發生，此文獻對後續研

究體育教師教擅長與不擅長運動對學生學

習之影響差異，仍有參考必要。本研究認

為：體育課教師的教學態度越正向，學生

的運動自我效能也會隨之增加。故提出研

究假設如下：

H3：體育課教師的教學態度會正向影響同

學的運動自我效能。

(五 ) 體育課教師轉型領導
轉型領導強調激勵 ( 陳麗如，2021；

簡瑋成，2023；Zhao et al., 2021)。各項研

究顯示教師做到以下要求之程度，為該教師

轉型領導之能力，包括設定並傳達清晰的學

習目標，比如今天課程需不犯規地完成三步

上籃、蛙式換氣 ( 侯均穎等，2021)；激勵

性動機，比如設計吸引人的運動活動或遊戲 
(Al-Ghazali, 2020)；個別關懷與支持，教師

需瞭解並關心每個學生的運動能力、需求與

目標，必要時需提供個別指導 (Tsang et al., 
2022)；建立正向的師生關係，比如「你已

經取得了很大進步，接下來可以試著改進

這一點」、「每個人都很重要，我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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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而不是「你怎麼這麼笨」、「你

永遠也學不會」，以正向言語行為來管理

體育課，不要過度強調紀律與懲罰 (Şahin & 
Bilir, 2024)。於是，本研究將體育課教師轉

型領導定義為：教師透過激勵，設置明確的

運動目標，設計吸引學生的運動活動，瞭解

並關心每個學生的需求，提供個別指導，

並使用正向言語與行為來建立積極的師生關

係，避免貶低與懲罰的方式。另外，Akar 
and Ustuner (2019) 探討教師轉型領導對學

生課程參與度的影響以及中介效應。結果指

出，教師透過轉型領導中的設定目標，讓

學生有明確的運動方向與目標；設計有趣、

具挑戰的運動活動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與興

趣，讓學生在愉快的氛圍中參與運動；提供

個別關懷與支持，瞭解並關心學生平常的運

動習慣、頻率、強度，予以個別指導，可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與樂趣。因此，本研

究認為：體育課教師轉型領導增加，學生

的學習樂趣也會隨之增加。故提出研究假設 
如下：

H4：體育課教師轉型領導會正向影響同學

的學習樂趣。

Anderson (2017) 回顧整合轉型領導在

教育環境中的應用，主要目的為分析教師

的轉型領導如何促進學校變革，包括提升教

師對學校的承諾 (commitment) 以及學生對

教師的滿意度，最終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研究結果發現，教師的轉型領導行為對於

改善教師與學生之間以及學生之間的關係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具體做法為教師透

過轉型領導中的個人化關懷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瞭解並滿足每一個學生的需

求，並促進學生之間的積極關係，這有助

於形成積極的學習共同體。為了確實達到

此目標，落實教師的轉型領導實踐，該研

究還提及教師問責制度 (accountability) 的
必要性。因此，本研究認為：體育課教師

轉型領導增加，學生之間的關係也會更加

良好。故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H5：體育課教師轉型領導會正向影響同學

間的關係。

Pachler et al. (2019) 探討大學教師的

轉型領導風格對學生學習動機與表現的影

響，調查教師如何透過轉型領導教學來提

升學生對教師的信任以及與課程相關的學

習自我效能，進而促進學生的學習投入、

創造力與課後作業 (assignment) 表現。研

究結果顯示，教師的轉型教學對學生的學

習自我效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學習投

入、創造力與課後作業表現更佳。具體做

法除了前述個人化關懷之外，研究還透過

教師在課堂上設置具挑戰性的任務，以群

體鼓勵方式讓學生超越自我，激發學生原

以為做不到的內在潛能，突破自我限定的

學習目標。因此，本研究認為：體育課教

師轉型領導增加，學生的運動自我效能也

會隨之增加。故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H6：體育課教師轉型領導會正向影響同學

的運動自我效能。

(六 ) 學生參與度
姚政文與蔡郁焄 (2022) 將學生參與度

定義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投入程度，包

括行為、認知與情感的參與。其中，行為

參與包括課堂中提問次數，課後於課程群

組閱讀教材、張貼留言、完成作業用心程

度等；認知參與包括使用不同的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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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增強對學習內容的理解，例如將課堂上

學到的知識進行摘要或圖表化；情感參與

包括對學習活動的興趣與積極情緒，例如

對學習活動保持高度的興趣與動機。Bond 
et al. (2020) 認為學生參與度可以透過以下

指標來表示，包括參與互動與討論、作業

與課程評估中取得的成績、與同學與教師

的互動、對課程內容的興趣與愉快、自我

管理學習等之程度。於是，本研究將參與

度定義為：體育課學生對體育活動的投入，

包括課堂中提問、課後指定運動練習付出

時間、對運動的興趣與情緒、與同學與教

師的互動、自我管理學習等之積極程度。

另外，陳慧欣與范春源 (2022) 使用球類與

柔道帶輔助器材，並設計模擬柔道動作等

教學活動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在這樣

的設計下，學生能夠更愉快、滿足的進行

柔道運動。研究指出學生因教師提供的輔

助器材與設計的模擬柔道動作提升了學習

樂趣，並從而提升對課程的參與度，且更

加投入柔道學習過程。Engels and Freund 
(2020) 以德國年齡在 10–16 歲之間的學生

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體育課中使用合作

遊戲是否能增加學生對體育活動的樂趣，

以及體育活動樂趣與學生學習的關係。研

究發現合作遊戲能顯著提高學生在體育課

中的樂趣感知程度，除了增強學生之間的

互動，提高對課程的參與，學生甚至還會

在課後進行課堂中做過的活動。因此，本

研究認為：體育課學生的學習樂趣增加，

其學習參與度會隨之增加。故提出研究假

設如下：

H7：體育課學生的學習樂趣會正向影響其

學習參與度。

Shao and Kang (2022) 探討了中國東

部學生的同學關係與學習參與度之間的關

係，並檢驗了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果。研究

結果顯示，良好的同學關係與學習參與度

之間存在正相關，並且這種關係透過自

我效能與學業韌性間接影響學習參與度。

Guo et al. (2023) 研究指出，當教師提供

自主性、能力與情感支援時，學生在體育

課中的行為與情感參與度顯著提高。這種

正向的學生—教師互動鼓勵學生更多地參

與課堂活動，從而間接改善學生之間的關

係，促進了更積極的學習環境。因此，本

研究提出假設：體育課學生的同學關係越

好，其學習參與度會隨之增加。研究假設 
如下：

H8：體育課學生的同學關係會正向影響其

學習參與度。

Chong et al. (2018) 的研究探討了學

生對自我效能與教師學習支持的感知，以

及這些感知如何透過情感與認知參與來促

進學生能力的發展。研究結果表明，學生

的自我效能感與教師的支持能夠透過提升

學生的情感與認知參與來增強學習成果，

從而正向影響學習參與度。Bartulovic et 
al. (2017) 的研究發現，學習自律與自我效

能是影響運動表現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

與學習參與度密切相關。進一步的分析顯

示，規劃、自我管理、努力與自我效能對

於傑出運動員尤其重要，且這些自我效能

的提升與學習參與度的增加有顯著關聯。

因此，本研究認為，當體育課學生的運動

自我效能增加時，其學習參與度也會相應

提高。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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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體育課學生的運動自我效能會正向影

響其學習參與度。

(七 ) 班級氛圍
Morgado et al. (2017) 將班級氛圍定義 

為：學生在教室中感受到整體環境的認知，

包括教師的支持、課程內容的吸引力。另

外，Haq and Ahmed (2020) 將班級氛圍定

義為：學生對教學品質、課程內容、與教

師互動，以及與同學互動的感知。於是，

本研究將班級氛圍定義為：體育課學生上

課過程對教師的動作示範、體育練習活動

等整體環境的認知，包括教師的支持、課

程內容的吸引力、教學品質、與教師的互

動以及與同學的互動。另外，Shernoff et 

al. (2016) 研究了課堂環境對學習的影響，

特別是學生參與度的中介作用。研究在美

國幾所高中的 7 個課堂中進行，結果顯示，

教師與同學、同學間的支持氛圍能夠正向

影響學生的課程參與程度。Liu et al. (2022) 

探討課堂環境氛圍對學生學習樂趣的影

響，並透過自我概念 ( 學生對學習能力的

看法與評價 ) 與學習成效的調節作用，構

建調節與中介模型來解釋影響機制。結果

顯示，學習環境氛圍對學生的學習樂趣與

學習涉入 (involvement)有顯著影響。其中，

相較於較低學習成效的學生，較高學習成

效的學生此現象更加顯著 ( 其 p 值更小、

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CI] 更窄 )。 

Luo et al. (2022) 以中國不同年齡、教育背

景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課程中的班級氛

圍、師生關係、學生之間的關係、學生歸

屬感、學習參與度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

指出學生之間的互相支持有助於建立合作

學習環境，從而增強學生的學習參與度與

歸屬感。另外，和諧的課堂氛圍顯著提高

師生關係、學生之間的關係、學生歸屬感。

綜合上述研究，本研究認為體育課的班級

氛圍在學習樂趣與學生參與度、同學關係

與學生參與度之間有調節效果。故提出研

究假設如下：

H10：體育課班級氛圍會正向調節學習樂

趣對學習參與度的影響。

H11：體育課班級氛圍會正向調節同學關

係對學習參與度的影響。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體育課參與度之影

響因素，研究對象為臺灣北部地區 8 間一

般大學 (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文化大學、

淡江大學、東吳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 體
育課學生。每間學校各施測 50 份問卷。發

放期間為 2023/4/1–2023/5/30，共計回收

393 份問卷，經去除無效問卷，合計有效

問卷共 388 份，有效問卷率為 97.0%。

二、研究變數之說明

量表調查研究對象個人基本資料，包

括性別、學制、平均每天運動時間，並採

用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 (Likert scale) 測量

他們對所有研究變數的意見，範圍從「1」
( 非常不同意 ) 至「5」( 非常同意  )。量表

題目設計後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問卷題項審

查並給予意見。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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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回收之有效樣本，透過 SPSS 24 軟體

對問卷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透過 Smart 
PLS4 分析：( 一 ) 測量模型信效度；( 二 )
路徑分析；( 三 ) 調節效果檢驗。

本研究教學態度量表參考黃品柔等 
(2017) 的教學態度量表，以及 Hussain et al. 
(2020) 的 “Teachers’ professional attitudes” 
量表；本研究將其修改為「我的體育老師

鼓勵我反思如何改進我的體育訓練」等題

項，總共設計 7 題。體育教師轉型領導量

表參考高三福等 (2020) 的轉型領導，以及 
Al-Matroushi and Al-Kiyumi (2022) 的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cale”；本研 
究將其修改為「我的體育老師提供一個良

好的學習模式供學生學習」等題項，總共設 
計 7 題。學習樂趣量表參考黃筱淳等 (2022) 
的運動樂趣量表，以及Chen et al. (2021) 的  
“Physical activity enjoyment scale”；本研究 
將其修改為「上體育課時，我很開心」等題 
項，總共設計 7 題。同學關係量表參考林

宛駒與黃娟娟 (2020) 的同儕關係量表，以

及 “Aydoğdu (2022) 的 Peer Relationship 
Scale”；本研究將其修改為「我們班級同學 
之間相互支持，相互鼓勵」等題項，總共設

計 6 題。運動自我效能量表參考方佩欣等  
(2022) 的運動自我效能量表，以及 Picha et  
al. (2019) 的Self-efficacy for exercise programs  
scale 量表；本研究將其修改為「我相信

我每次上體育課都會表現很好」等題項， 
總共設計 6 題。班級氛圍量表參考陳新豐  
(2022) 的班級氣氛量表，以及Bochaver et al.  
(2022) 的 “School climate questionnaire”；
本研究將其修改為「對老師來說，我們班

級同學相互幫助是很重要的」等題項，總

共設計 7 題。學生參與度量表參考蔡明

松 (2019) 的學生參與運動量表以及 Guo et 
al. (2023) 的 Participation questionnaire in 
PE；本研究將其修改為「上體育課時，我

會與老師合作完成上課內容」等題項，總

共設計 7 題。

參、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有效樣本共 388 份。性別以男

性居多，233 人次占比 60.1%；學制以大

學居多，共 310 人次占比 79.9%，平均每

天運動時間以 30 分鐘以下居多，共 155 人

次占比 39.9%，如表 1。

二、收斂效度

Hair et al. (2021) 建議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s) 需大於 .7、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需大於 .7、平均變異數萃取 

表 1 
次數分配表

類別類別／分組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33 60.1
女 155 39.9

學制

大學 310 79.9
研究所   78 20.1

平均每天運動時間

30 分以下 155 39.9
31–60 分 152 39.2
61–90 分   33   8.5
91 分以上   48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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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 AVE) 需

大於 .5，Cronbach’s α 標準大於 .7。如表

2，研究結果顯示因素負荷量 .714–.950 均

大於 .7。組成信度為 .911–.979；平均變異

數萃取量為 .622–.872；以上顯示平均變異

數萃取量皆大於 .5。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為 .899–.975。本研究 Cronbach’s α 值均

大於 .7，依據上述統計結果顯示研究符合

收斂效度標準。

表 2 
收斂效度分析

構面 題目 因素負荷量 Cronbach’s α CR AVE
同學關係 CR1 .808 .928 .940 .740

CR2 .832
CR3 .938
CR4 .934
CR5 .886
CR6 .748

學習樂趣 LF1 .731 .910 .915 .652
LF2 .736
LF3 .772
LF4 .802
LF5 .866
LF6 .873
LF7 .859

學生參與度 SP1 .846 .943 .947 .745
SP2 .888
SP3 .879
SP4 .827
SP5 .932
SP6 .796
SP7 .870

運動自我效能 SS1 .913 .962 .963 .840
SS2 .907
SS3 .942
SS4 .950
SS5 .905
SS6 .880

轉型領導 TL1 .747 .915 .931 .659
TL2 .834
TL3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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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別效度

本 研 究 區 別 效 度 以 AVE 法 分 析。

Cheung and Wang (2017) 指出構面平均變

異數萃取量開根號需大於各構面間相關係

數，才表示各構面之間具有區別效度。如

表 3 研究結果顯示平均變異數萃取量開根

號均大於構面之間相關係數，表示本研究

符合區別效度標準。

四、模型配適度

GOF (goodness of fit)是GOF = AVE   

× R2 測量模型的整體指標 0.1 為弱度、

0.25 為中度、0.36 為強度的配適度 (Vinzi 
et al., 2010)。本研究結果配適度為 0.561
顯示有強度的配適度。

GOF  = AVE  × R2   
= 0.710 × 0.444   
= 0.561

五、路徑分析 (path analysis)

路徑分析結果如表 4。同學關係與學

構面 題目 因素負荷量 Cronbach’s α CR AVE
TL4 .842
TL5 .858
TL6 .840
TL7 .780

教學態度 TS1 .760 .899 .911 .622
TS2 .763
TS3 .714
TS4 .859
TS5 .864
TS6 .816
TS7 .733

班級氛圍 CA1 .893 .975 .979 .872
CA2  .949
CA3 .958
CA4 .941
CA5 .943
CA6 .919
CA7 .931

註： CR：correlation ratio ( 相關比 )；LF：likelihood function ( 概似函數 )；SP：sample proportion ( 樣本區

間 )；SS：sum of squares ( 平方和 )； TL：tolerance level ( 容忍區間 )；TS：test statistic ( 檢定統計量 )；
CA：correspondence analysis ( 對應分析 )

表 2 
收斂效度分析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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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參與度的路徑係數 .352；標準差 .125；(T
值 2.825；P 值 .005 < .05)，因此同學關係

與學生參與度具有顯著影響假設成立。

學習樂趣與學生參與度的路徑係數 
.248；標準差 .099；(T 值 2.503；P 值 .012 
< .05)，因此學習樂趣與學生參與度具有顯

著影響假設成立。

教學態度與運動自我效能的路徑係

數 .581；標準差 .060；(T 值 9.632；P 值 .000 
< .05)，因此教學態度與運動自我效能具有

顯著影響假設成立。

教學態度與同學關係的路徑係數 .257；

標準差 .094；(T 值 2.736；P 值 .006 < .05)， 
因此教學態度與同學關係具有顯著影響假

設成立。

教學態度與學習樂趣的路徑係數 .460； 
標準差 .110；(T 值 4.194；P 值 .000 < .05)， 
因此教學態度與學習樂趣具有顯著影響假

設成立。

轉型領導與同學關係的路徑係數 .485；
標準差 .116；(T 值 4.193；P 值 .000 < .05)， 
因此轉型領導與同學關係具有顯著影響假

設成立。

轉型領導與學習樂趣的路徑係數 .262； 

表 3 
區別效度分析

同學關係 學生參與度 學習樂趣 教學認真 班級氛圍 轉型領導 運動自我效能

同學關係 .860
學生參與度 .675 .863
學習樂趣 .557 .636 .808
教學認真 .400 .620 .537 .789
班級氛圍 .444 .630 .445 .426 .934
轉型領導 .561 .589 .398 .296 .314 .812
運動自我效能 .553 .673 .571 .632 .567 .345 .916

表 4 
路徑分析結果

路徑關係 路徑係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同學關係 → 學生參與度 .352 .125 2.825 .005
學習樂趣 → 學生參與度 .248 .099 2.503 .012
教學態度 → 同學關係 .257 .094 2.736 .006
教學態度 → 學習樂趣 .460 .110 4.194 .000
教學態度 → 運動自我效能 .581 .060 9.632 .000
轉型領導 → 同學關係 .485 .116 4.193 .000
轉型領導 → 學習樂趣 .262 .108 2.422 .016
轉型領導 → 運動自我效能 .173 .060 2.864 .004
運動自我效能 → 學生參與度 .336 .133 2.533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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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 .108；(T 值 2.422；P 值 .016 < .05)，
因此轉型領導與學習樂趣具有顯著影響假

設成立。

轉型領導與運動自我效能的路徑係

數 .173；標準差 .060；(T 值 2.864；P 值 .004 
< .05)，因此轉型領導與運動自我效能具有

顯著影響假設成立。

運動自我效能與學生參與度的路徑係

數 .336；標準差 .133；(T 值 2.533；P 值 .011 
< .05)，因此運動自我效能與學生參與度具

有顯著影響假設成立，如圖 1 所示。

六、調節效果

本研究模型之班級氛圍為調節變數。

從表 5 可以看到班級氛圍 × 學習樂趣對學

生參與度的調節效果為 .133 (T = 1.615 < 
1.96，P = .107 > .05)，表示調節效果不存

在。另外，班級氛圍 × 同學關係對學生參

與度的調節效果為 -.194 (T = 2.062 > 1.96，

P = .039 > .05)，表示調節效果存在，如圖

2 所示。

圖 1 
SEM 統計模式圖

教學態度

轉型領導

運動自我效能

同學關係

學習樂趣

標準化迴歸係數 (p值 )

學生參與度

表 5 
調節效果

路徑關係 路徑係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班級氛圍 × 學習樂趣→學生參與度  .133 .082 1.615 .107
班級氛圍 × 同學關係→學生參與度 -.194 .094 2.062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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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結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實證體育課教師

的教學態度會正向影響學生的學習樂趣假

設成立，此假設成立與過去研究 Dewaele 

and Li (2021) 以及 Blazar and Kraft (2017) 

之結果相似。這兩篇研究分別提及以英語

為外語學習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以及一般課程，以及一般課程，教

師積極的教學態度，與學生的學習樂趣與

參與度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本研究實證

了學生感知到體育課教師的熱情與積極態

度，會增加他們的學習樂趣，從而提升他

們在課堂上的參與度。體育課教師的教學

態度會正向影響同學間的關係假設成立，

與過去研究 Okoye et al. (2020) 之結果相

似。根據其研究，教師的教學態度 ( 包括

教學組織與管理技能 ) 以及對學生的情感

支持，對學生的行為與情感狀態有顯著的

影響。教師態度積極才能提供正向的情感

支持，創造穩定、安全、一致的學習環境，

能幫助學生在課堂上建立自信與增強學習

動機，並從而提升學生之間的互動，促進

他們建立良好的同學關係。本研究亦實證

當體育課教師展現出積極的教學態度，學

生在這樣的環境中更容易與同學建立良好

的互動，形成更良好的同學關係。

其次，體育課教師的教學態度會正向

影響同學的運動自我效能假設成立，與過

去研究 Mahler et al. (2018) 之結果相似。

該研究探討了教師的教學積極態度對學生

表現的影響。研究發現，教師的特定學科

熱情顯著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果，教師在課

堂的積極教學態度，包括教師與學生的積

極互動、鼓勵與支持，能夠激發學生對學

習的興趣與信心，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自

我效能。本研究亦實證體育課教師的積極

教學態度對於提升學生的運動自我效能，

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體育課教師轉型領

圖 2 
調節效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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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會正向影響同學的學習樂趣假設成立，

與過去研究 Akar and Ustuner (2019) 之結

果相似。研究提及轉型領導有助於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與參與度，轉型領導透過激

發學生的內在動機，增強他們對學習的興

趣與樂趣。該研究強調轉型領導可以創造

一個「公平」的學習環境，我們亦認為讓

體育課學生在學習、評分等方面覺得公平，

學生才不會排斥上體育課。公平的學習環

境不僅提升了學生的學習體驗，也增強了

他們的學習樂趣。當學生感受到教師的關

心與支持時，他們更有可能積極參與課堂

活動，並從中獲得滿足感。

再者，體育課教師轉型領導會正向

影響同學間的關係假設成立，與過去研究

Anderson (2017) 之結果相似。該研究指出

教師的轉型領導會透過「依能力、學習需

求」( 類似因材施教 ) 的激勵，在課堂上互

相協作，達成共同目標，從而增強了同學

之間的情感聯結與互信，促進學生之間的

合作與互動。因此，體育教師的轉型領導，

可能促使不同體能、身材學生能互相合作、

學習體育活動，從而提升同學間的關係。

體育課教師轉型領導會正向影響同學的運

動自我效能假設成立，與過去研究 Pachler 

et al. (2019) 之結果相似。該研究指出具轉

型領導的教師，能夠透過建立學生對教師

的信任，增強學生的自我效能來提升學生

的參與度，以及具創造力的學習。此研究

結果適用於體育課教師的轉型領導對學生

運動自我效能的影響。具體方式為設定適

當學習績效來激發學生的內在動機，當學

生感受到體育教師對他們期望是「做得到

的」，並獲得教師的正面回饋，學生更有

可能相信自己的能力，這有助於提升學生

在運動中的自我效能。

體育課學生的學習樂趣會正向影響其

學習參與度假設成立，與過去研究陳慧欣

與范春源 (2022) 以及 Engels and Freund 

(2020) 之結果相似。研究指出學習樂趣

與內在動機有關，亦即，當學生在課程中

感到愉快與有趣時，他們更有可能主動參

與學習活動，並提升學習效果。其中，

Engels and Freund 亦提及有趣的學習環

境，可以讓學生與學習內容建立情感連結，

除了課程時間會有愉悅感，課餘時間也比

較會主動參與該學習內容。另外，有趣的

體育課可以幫助學生減少學業與生活中的

壓力。當體育課成為學生紓解壓力的一種

方式時，他們會更積極地參與，享受運動

帶來的放鬆與快樂。體育課學生的同學關

係會正向影響其學習參與度假設成立與過

去研究 Shao and Kang (2022) 以及 Guo et 

al. (2023) 之結果相似。研究指出當同學關

係越好，彼此會得到更多的支持，更有可

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並表現出更高的學

習動機。同學的支持指的是在學習活動中

的互相鼓勵、合作完成任務以及分享學習

資源與經驗，這些都能夠增強學生的學習

信心與參與度。

體育課學生的運動自我效能會正向

影響其學習參與度假設成立，與過去研究

Chong et al. (2018) 以 及 Bartulovic et al. 

(2017) 之結果相似。研究指出學習自我效

能高的學生更可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原

因是自我效能較高的學生通常會感受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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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心理滿足需求。這些需求包括自主感、

能力感與關係感。以體育活動為例，為了

滿足這些心理需求，自我效能較高的學生，

感到自己在運動方面更有能力，他們更有

可能積極參與並享受課堂活動。而且，自

我效能較高不僅體現在行為參與，還包括

情感與認知參與都會提升。調節效果研究

結果顯示體育課班級氛圍會正向調節同學

關係對學習參與度的影響，但是沒有足夠

統計證據證明班級氛圍會正向調節學習樂

趣對學習參與度的影響。此結果表示，在

良好的班級氛圍下，無論同學關係良好與

否，都不會特別增進學生的參與度。這更

突顯了良好的同學關係的重要性，因為即

使在班級氛圍不好的情況下，同學關係仍

可以正向影響學生的參與度，可見良好同

學關係格外重要。

二、實務方面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所有直接假設均成

立，且班級氛圍會正向調節同學關係對學

生參與度之影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

實務建議來強化體育課教師的教學態度、

轉型領導、學生的學習樂趣、同學關係、

運動自我效能及班級氛圍，來提升學生對

體育課的參與度。

前述研究提及體育老師不可以男女來

區分評分標準，這樣會讓女學生感受不公

平，覺得老師把體育課當成「男生的體育

課」。切勿因性別、體型或運動表現不佳

等因素，對學生冷言冷語，教師的無心甚

或無同理心，可能造成學生難以磨滅的傷

害 ( 鐘怡純、闕月清，2010；Haug et al., 

2023; Pila et al., 2021)。在兩性混合上課

的體育課，教師更應努力創建一個包容所

有學生的環境。比如體育教師應鼓勵女生

與男生在體育活動中平等參與，強調每個

人的能力而非性別，各種體育教學訓練、

方法、內容不偏向任何性別，並注意、關

心因性別因素而焦慮、排斥體育課的學生。

這樣的策略有助於打破傳統性別角色的框

架，促進學生間的相互尊重，從而降低因

性別因素而造成「我不喜歡上體育課」的

心理排斥，讓女、男學生都感到舒適與受

支持，體育課班級氛圍自然會變好，學生

也會更想參與體育課。另外要注意的是，

前述研究提及：負面的自我身體形象，包

括外貌、體型、體能與健康等因素，可能

會降低學生的運動自我效能與自尊心，使

其在活動中感到焦慮，因而降低其參與體

育活動的動機 (Ouyang et al., 2020)。體育

教師應仔細觀察，並適時地、適當且不突

兀地關心特定學生，讓特定學生感到安心，

又不會特別讓同學注意到。

前述研究還提及非體育課教師可能

在教授較不擅長科目時，降低教學熱情 

(Mahler et al., 2018)；雖然該研究對象為

非體育教師，但國內體育教師仍有可能因

某些排課因素，教自己較不擅長運動。各

校體育排課、師資專長問題，不在本研究

討論範圍；體育教師在教授自己不擅長的

運動項目時，可能會感到自信心不足，而

影響教學態度 (Cruz et al., 2021)。體育教

師應透過持續的專業發展與培訓，學習較

不熟悉運動項目的教學方法，這有助於提

升教授這些運動時的信心與態度。為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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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前述研究提及的教師自認「教學態度沒

問題，但學生評價卻不好」的現象 (Kreitzer 

& Sweet–Cushman, 2022)；體育教師可以

定期進行學生反饋，包括收集學生對教學

方法、內容與態度的反饋，瞭解學生的真

實想法，教師可根據學生的需求與建議調

整教學方式。另外，體育教師仍應建立積

極的教師 – 學生關係、學習情緒管理；教

師應自行記錄教學過程、體育組室同事上

課應互相觀摩，並組織社群交流運動教學

經驗與心得，透過這些互動來反思、改進

教法，從而提升教學態度。

體育教師應透過轉型領導之指標來提

升學生的參與度，包括清晰地傳達教學目

標與期待，激發學生對體育課程的興趣與

熱情，比如擧例學長姊的運動學習經驗，

以及克服困難的過程；教師應展示對運動

教學內容的自信，讓學生相信他們也能夠

達成指定的運動目標；習慣使用鼓勵性的

言語與行為來激勵學生，教師可以設立

挑戰性但可達成的目標，對沒通過的學生

「沒關係、別氣餒、再加油、下一次一定

可以」，給予完成困難體育動作的學生正

面反饋；不要放棄特例，鼓勵學生探索自

己學不來的可能原因，學生主動提出自己

的見解與解決方案時，「是的、問得好」，

並耐心回答、親自示範；老師不怕麻煩，

學生才會敢問。另外，體育教師可以採取

一些策略來使課堂更有吸引力，不會讓學

生覺得體育課無聊、無趣。在需要獨力完

成的運動項目學習，可以根據學生的能力

與興趣提供個性化的指導與建議。當學生

學會基本運動項目後，將體育課運動融入

到有趣的遊戲中，例如將改編成趣味競賽、

設置難度逐漸增加的技能挑戰賽，將學生

分組除了可以提升同學之間的關係，還可

以激發學生的競爭意識與團隊合作精神，

這些都可以讓學生有新鮮感，創造輕鬆愉

快的課堂氛圍；定期變換教學方法與活動

內容，也可以避免課堂過於單調、乏味。

大學體育課與各系專業課程不同的

是，學生來自各系，學生互相較不熟悉。

除了前述設計小組合作或競爭活動、競賽，

透過團隊運動與協作練習，促進學生之間

的互動與合作，鼓勵學生分享自己的運動

經歷與心得，促進彼此的瞭解與交流之外，

應建立班級的社交媒體群組，讓學生在線

上交流與分享資訊，增進彼此的連結；還

有，定期調換小組成員，可以讓學生有機

會與不同的人合作，增進彼此瞭解與友誼。

亦可以課外安排體育課班級聚會或社交活

動，如班級晚餐或戶外活動，增加學生之

間的互動機會。這些都有助於提升體育課

同學之間的關係與班級學習氛圍。體育課

教師可以透過榜樣效應，邀請校友或運動

員分享經驗；教導學生運動的時間管理與

健康飲食的重要性，自我運動管理養成運

動習慣，記錄與評估運動進展，透過定期

測評與運動社團，學生能看到自己的進步

並持續參與運動，可以循序漸進地提升運

動自我效能。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

本研究主要以對象為臺北地區大學體

育課學生，未來研究將擴大研究至不同縣

市或高中、國中之體育課學生，或大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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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體育類型社團成員，比較其對體育訓練

或練習的參與度影響之差異。另外，未來

研究對象將擴展至一般體育課、專項體育

課等之學生，並探討不同基本資料之學生，

對本研究變項之影響差異。再者，由於研

究的時程限制，再加上臺灣各縣市之大學

體育課訓練、教學方式可能不同。本研究

結果可能無法代表全國大學體育課學生參

與度之影響狀況，未來將以更周詳的抽樣

方法進行研究。還有，從前述國內外之文

獻探討過程，我們發現大學體育課仍可能

有類似的問題。包括兩性混合上課，體育

教師因師資、人數、專長等因素引發的排

課授課問題，體育教師多為自我效能較高

的運動員，在面對與自己運動自我效能落

差較大的學生時的同理心等問題，均可能

是我們未來再探索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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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eaching attitudes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at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Taiwan. By analyzing factors such 
as teaching attitude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learning enjoyment, peer relationship, 
sports self-efficacy, and class atmosphere, this research seeks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variables influenc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s. Methodology: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students from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at eight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Taiwan.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a total of 393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and 388 
valid responses received. The questionnaire covered variables such as teachers’ teaching 
attitude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learning enjoyment, peer relationship, sports self-
efficacy, and class atmosphere. Data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SPSS and Smart PLS, 
including measurement model reliability, path analysis, and moderation effect testing.
Finding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eachers’ teaching attitude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impact 
students’ learning enjoyment, peer relationship, and sports self-efficac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lso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learning enjoyment, peer relationship, and sports self-efficacy, and these mediating 
variables significantly affect student participation. Additionally, class atmosphere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relationship and student participation.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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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avoid gender bias and create 
an inclusive classroom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for equal student participation, thereby 
preventing psychological stress related to gender, body type, and other factors. Teachers 
should engage in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teach 
unfamiliar sports and adjust their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student feedback. They should 
employ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trategies by setting clear goals and motivating students 
through personalized guidance and engaging teaching activities to enhance student interest 
and participation. Classrooms should foster student interaction, using group collaboration and 
social activities to strengthen peer connections, improve the class atmosphere, and increase 
student participation.

Keywords: teaching attitude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learning fun, peer relationship, 
sports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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