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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以瞭解 NPO 運動組織在嘉義市地區學習創新型有氧空手道的滿

意度情形，期望透過探討個案發展過程及有效問卷 498份調查之結果，作為相關

單位推廣創新型有氧空手道教學之參考資料。透過 SPSS19.0 電腦套裝統計軟體

進行資料分析，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

差相關等統計方式進行資料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 學員對於未來從事創新型有氧空手道的工作意願高。推廣運動的心會被感

染，因目前的助理教練屬於志工，義務服務於各級學校。 

二、 學員考取有氧空手道證照之意願有顯著差異。學員對自我的學習成果感到滿

意，顯示學員增加對自我的肯定，呈現學員對有氧空手道的學習滿意度高。 

三、 學習有氧空手道的男性學員多於女性學員，而且以 1~3年級者居多；然而在

教學之教練性別方面，女性教練多於男性教練，顯示創新型有氧空手道不再

被傳統觀念束縛。 

四、 教練教學、學習成果和場地設施的積差相關，皆達有顯著性的相關。 

 

關鍵字:創新型、有氧空手道、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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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case study and the survey of 498 valid questionnaires,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those who have learned Innovative Aero-Karate in 

Chiayi City. The findings are stated as follows: 

1. The students have strong-willed to teach Innovative Aero-Karate in the future.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tudents’ willing to be a licensee of 

Aero-Karate. 

3. The male students, who have learned Aero-Karate are out number than the female 

students. Most of them are students of 1-3 grad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emale 

coaches are out number than the male coaches. 

4. There is apparent correlation of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for the coaches’ 

teaching, students’ learning results and the facilities for Aero-Karate.  

 

Key word: Innovative, Aero-Karate, Learn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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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面對新世紀的來臨，世界先進國家均建構完整的教育體系與具體執行策略來

培養身心健康的國民，進而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相關研究指出，臺灣各級學校

學生之體適能有逐年衰退的趨勢，且與鄰近各國相比，我國學生之體適能狀況的

確較為遜色(教育部，2007)；當今國內學生體適能狀況不佳問題，教育部體育司

於民國九十六年宣布推廣「快活計畫」，喊出「出去運動取代進去寫功課」口號，

期待此一觀念改革，希望從學校做起，找時間鼓勵學生運動，不再是窩在電視或

是電腦面前的「宅男宅女族」，而能透過運動增進身體健康(中央日報，2007)，讓

學生從小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找回國家未來競爭力。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分析目前人類的生活環境與型態，可以歸納出一個生活上的共同趨勢，那就

是現今環境一直引導著我們在不自覺的情境下，陷入健康體能衰退的泥淖中，日

常生活中，越來越多的自動化機械發明替代身體力行，而逐漸剝奪人類運動的機

會，現代人類已經習慣以車代步、躺著看、坐著吃、乘電梯上樓等，從凡事只要

一根手指頭進步到聲控，就全部做好的生活方式，有如電影「瓦力」中的人類，

科技帶來了方便，卻也讓人類遺忘會「動」的本能。結果人類的健康體能變得如

何呢?     

    當今學校教育環境處於多元富創意的時代，體育是教育的一環，更是學生在

校園學習歷程中展現活力的課程，若學生能在求學階段培養運動的習慣與興趣，

對於其整體學習狀況和態度，將會有明顯助益。Siedentop(1994)論述運動教育模

式是學校體育教學策略中的一種課程與教學模式，因應學生學習興趣之提升，可

針對學生的需求，加以改變運動規則與場地器材，希望藉由有趣的運動比賽，使

學生得到意想不到的運動經驗。有鑑於此，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 99年發起『打造

運動島』方案，其中核心的主旨是鼓勵全民動起來。 

    如何發揮創意，設計出既有趣又好玩，同時又能讓學生學習運動概念與技能

執行之體育活動，困擾著筆者。然而，對於在教學活動中有哪些元素可加以修改，

以及如何進行多元創意教材變化的問題，卻是教師們在實務上最常感到困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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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因緣際會下，接觸到由台灣運動員研發出的本土體育活動—有氧空手道，

創新型有氧空手道如何從社團活動推廣至嘉義市市長盃呢? 

    人類一直處在缺乏活動機會的生活環境中，大部分的學童每天得為升學沉溺

於考試作息，必須處在一種充滿緊張和壓力的學校及社會之中；已經有研究顯示，

目前國內學生普遍有運動不足的現象，尤其是國高中階段。洪蘭(2008)提出運動

的孩子大腦整合更好，增加腦力與學習力，有效改善情緒紓解壓力。現今升學型

態改變，卻讓學童的書包越背越重，教育部提倡書包減重計畫，卻未能探討重量

來源，學生的緊張和壓力日夜續增，身心發展更是雪上加霜，使得在生長發育極

為重要階段的青少年，蒙受內在及外在嚴重的限制及障礙，以致於全國國民的健

康情況頗令人堪憂。 

    涂淑芳(1996)指出兒童和青少年時期不良的健康，是導致日後心臟病發作的

原因之一。因此，許多的研究已證實，保持定期而且適當的有氧運動，能增加自

信心，減輕焦慮感，對於減緩人體機能的老化是亦有幫助的，甚至在現代病猖獗

的時代，解除憂鬱趨緩沮喪無不可能。如何利用創新型有氧的觀念，突破現有流

行趨勢，創新型有氧空手道如何吸引嘉義市市民的注意和參與動機呢?讓我來一探

究竟吧! 

     

 

 

 

 

 

 

 

 

 

 

 

 

 



 

3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教育講究的是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然而現今的台灣教育偏重於智

育的發展，對於體育這一環，大部分的教師和家長認為有無皆不影響學童的發展。

體育是學生在學習歷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若學生能在求學階段培養運動的興趣

及習慣，對於其整體的學習狀態和學習效度，將會有所幫助(洪義筌，2008)。極

早種下運動習慣的種子，對學童的健康打下穩固的根基，才有未來的自信心和社

交能力，以目前風靡全球的 Linsanity為最佳見證。 

國內鮮少能創新屬於本國的運動類型，即使推陳出新也無法長期捉住民眾的

心，總是度過蜜月期就容易產生倦怠或退流行，然而創新型有氧空手道從 93年發

展至今已達七年之久，在 100 年榮獲總統授旗與親自召見。含莘茹苦的推廣過程

令我欽佩不已，唯有深入了解與體驗，才能解開我心中的疑惑。 

然而，在有限時間內要開發運動習慣有其困難性，若學校能有效運用多元的

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對運動的參與，如:推行創新型有氧空手道，或許是另一個嶄

新的啟程。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背景，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創新型有氧空手道推行之策略。 

  二、由 NPO 探討創新型之有氧空手道。 

  三、探討學習者對創新型有氧空手道之滿意度。 

  四、提供後續非營利組織對運動有興趣者，以及非營利事業經營管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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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因選樣範圍以「嘉義縣市參與有氧空手道相關人員」為主，因此其他

縣市空手道相關人員並不在此研究範圍之內。研究時間從 100年 11月進入研究領

域，而有氧空手道創新於 93年，因為研究者受限於工作的限制，故無法親自參與

有氧空手道所有活動，研究者處於「初體驗的參與」，因此採取橫斷面來研究「創

新型有氧空手道」推廣至嘉義市的滿意度，而不能以宏觀的縱貫性研究來分析。

此外，基於論文撰寫的時間限制，無法對有氧空手道作深入的探討，故就研究參

與期間所見所聞，佐證於訪談資料，難免有缺漏之憾。  

 



 

5 
 

 

研究動機與目的 

理論基礎與相關

文獻探討 

研究架構 

問卷調查 

問卷設計 

問卷預試 

資料處理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 

個案訪談:訪

視推行者，瞭

解其對有氧

空手道之看

法與未來展

望。 

蒐集國內外有關

空手道和有氧律

動的文獻。 

分析嘉義市對有

氧空手道實施的

滿意度。 

立意抽樣調查，

以瞭解學習者對

有氧空手道之滿

意程度與需求。 

第四節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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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空手道之起源與特質 

壹、眾說紛紜的空手道演變 

    空手道1起源於琉球古代的武術琉球手。琉球手結合了中國的少林武術，形成

唐手。唐手即「からて」。然而「からて」原本沒有漢字表記。根據船越義珍的說

法，「から」一詞的含義不明，既可以解釋為「唐手」，因為該武術系由唐人（中

國人）的少林武術發展而成；亦可以解釋為「空手」，因為練習該武術時赤手空拳

不帶兵器。1901 年（明治 34 年），日本沖繩縣廳為了消除中國對琉球（沖繩）的

影響，下令將縣內各校的體育科中「からて」這一武術的漢字確定為「空手」。但

不少空手家仍舊使用「唐手」這一名稱。 

    1929年，船越義珍在慶應義塾大學唐手研究會執教時，根據般若心經中「空」

的概念，將「からて」的漢字定名為「空手」。而這一定名符合當時日本當局試圖

消除中國對琉球的影響的目的，因此在日本廣泛傳播。因為其他武道的名稱後都

有一個「道」字，因此「唐手」改名為「空手道」。昭和初期，摩文仁賢和、宮城

長順、遠山寬賢（易氏）前往日本指導唐手。 

    1933 年，唐手被大日本武德會認定為日本武道之一。然而，當時唐手是被當

作柔道或柔術的一部分，這是因為唐手稱號的審查是由柔道家來進行的，因此，

唐手家被迫接受了這項屈辱的條件。1936 年 10 月 25 日，在那霸舉行的空手大家

座談會中，在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正式通過了將「唐手」改名為「空手」

的決議。爾後因分三套基本勢法而誕生:「那霸手」、「首里手」、「泊手」，結果形

成四大流派:「松濤館流」、「剛柔流」、「和道流」、「系東流」各有所推崇者，最後

大山倍達因理念有異而出現「極真會空手道」。  

    日本外務省下屬的「Web Japan」聲稱目前全球已有兩千三百萬名空手道練習

者。1994年，在日本廣島舉辦的第 12屆亞運會中，空手道正式成為亞運會的競技

項目之一。2005 年，在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投票中，因票數沒有達到所規定的

2/3，空手道作為奧運會項目的提議被否決，未能入選於 2012 年舉辦的倫敦奧運

會。2009年，同樣是在國際奧委會的投票中，空手道亦未能入選於 2016 年舉辦的

                                                      
1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日期 2012.3.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6%89%8B%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6%89%8B%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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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約熱內盧奧運會。 

貳、空手道運動的動作特質 

    空手道是巧妙應用拳、腳，探究勝負的原理，進而達到超越勝敗的境地，是

磨練精神、體魄、技術，探究真、善、美的動態的禪道，而且空手道不使用任何

武器，有效的利用身體各部位進行徒手格鬥的武術，以擊 (punching)、打

(striking)、踢(kicking)三種基本技術為根本，構成了空手道的各種攻防動作。

學習者通過不懈的鍛鍊、嚴格艱辛的競技，衍伸有效的護身之技，養成強健的身

體和健全的精神，培養自信心和努力實踐的勇氣，從而為人類社會的正義、和平、

發展作出積極貢獻。這是日本空手道家對空手道的一種解釋。 

    空手道包含有格鬥、健身和人格修養之價值，因此比賽分為「型」與「對打」

個人與團體比賽二種，腳部有踢打動作，手部有壓制動作。「型」則以固定動作套

路比劃，以全身四肢力道表現十足強烈，氣勢上有一股強如旋風的壓迫性，表現

出殺傷力極強的動作；「對打」賽制規定是男生每場三分鐘、女生二分鐘(世界空

手道聯盟(WKF)，2009)。 

    然而，從事空手道練習者的原始動機可能不盡相同，但空手道本身就是一個

徒手格鬥的技術體系，想要擁有一身好功夫，必須先加強心肺耐力、柔軟度、協

調性、敏捷、速度與平衡能力等體能，可見健身與人格修養是通過磨練才能完成

這個武術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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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有氧運動之演變 

    有氧操2(Aerobics)最早是為了防止冠狀動脈疾病，由德克薩斯州空軍醫院醫生

提出要求，並在 1968 年 Jackie Sorenson，制定了一系列的舞蹈動作被稱為有氧舞

蹈慷慨改善心血管健康。從 Tackj Sorensen 開始利用步行、跑步、跳躍與各種不同

的手臂擺動和踢腿動作，搭配輕快緊湊的音樂節奏；到了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Jane 

Fonda 帶動而掀起了有氧韻律的風潮。     

    有氧舞蹈運動經過多年來的變化與改良，發展出現在的高低衝擊有氧舞蹈

(Hi-Lo Aerobics)，成為大部份女性所從事的室內有氧運動模式，一直到了 1986年

Gin Miller-STEP成為有氧的創始先驅，她因為膝蓋受傷無法繼續從事原本的運動，

其物理治療師建議她可籍由走樓梯來強化膝關節。在她持續一段時間的走樓梯後

發現，這種運動對受傷的膝蓋有莫大的好處，於是便設計了一種在平台上踏上踏

下的訓練復健方式，在 1988年推廣後，成為全美繼珍芳達有氧舞蹈後的一股新有

氧運動熱潮。這種運動方式透過舞蹈、動作、音樂的結合，不但可以強化膝關節

四周圍肌群，更適合人體心肺功能的訓練，同時又可以強化下半身肌群，是一種

高強度、低衝擊的全身性安全有氧運動。 

    有氧的運動強度可根據個別能力調整(約 60-90%最高心跳率，最高心跳率

=220-年齡)。此外，有氧運動每週至少從事 3-5 次，並依循序漸進原則持續運動(林

貴福、盧淑雲，1995)。高低衝擊有氧(Hi-Low Impact)是利用音樂節奏快慢，舞動

四肢的動作設計，搭配空間上的身體移動，加強心肺功能或全身耐力，然而在動

作編排會利用動作大小和體位移動方向調整運動強度。所謂高衝擊即在動作過程

中有雙腳同時離地的情形，例如跑步或雙腳跳；低衝擊即在動作過程中有一隻腳

隨時與地面保持接觸，例如踏步或踏點(林麗芬，1999)。 

    隨著有氧舞蹈運動人口不斷的增加，以及對有氧舞蹈的喜好，有氧舞蹈課程

內容不斷演變及改進，甚至將各個單項運動的特有動作融入有氧舞蹈中，不但豐

富了從事有氧舞蹈運動者，並使得許多體適能指導者，吸取更多教學內容及技巧。

經過多年來的變化與改良，發展出現在的高低衝擊有氧(Hi-Lo Aerobics)、戰鬥有

氧、拉丁有氧、飛輪有氧、階梯有氧等，成為大部份女性所從事的室內有氧運動

                                                      
2
 資料來源: http://www.livestrong.com/article/121986-history-aerobic-dance/#ixzz1LIFG4n1s 研究者

翻譯 

http://www.livestrong.com/article/121986-history-aerobic-dance/#ixzz1LIFG4n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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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1984 年資料顯示全美國普查發現，有氧舞蹈參與人口是所有運動成長率之

冠，然而有氧舞蹈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在於跳起來很有趣的，而趣味往往是人

們決定是否持續該項運動的重要因素。 

    目前越來越多有關的研究文獻証實，有節奏且規律又有一定強度的有氧舞蹈

運動項目，對身體各方面是有益處的體能運動(如表2-1)，運動心理學專家也指出，

透過音樂的節奏自我表現，有氧舞蹈對情緒的緊張和心理的壓力具有紓緩的作

用。 

 

表 2-1 運動與身體的歷屆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麥秀英、卓俊 

辰(1984) 

對 20 名平均年齡約 39 歲

的成年婦女，進行每週 3 

次，每次約 45 分鐘，為期

10 週的有氧舞蹈課程。 

結果發現體重與身體脂肪百分比

未達顯著差異，在 12 分鐘跑走能

力、休息時的心跳數、最大心跳

數、對固定負荷的心跳反應以及最

大攝取量有顯著的改善 

Hoeger

（1993） 

水中有氧運動與低衝擊有

氧舞蹈間的比較。 

 

研究顯示節奏性的水中有氧運動

可使體脂肪降低 2％，而參加低 

衝擊陸上有氧課可減少 1.1％的體

脂肪。 

謝幸珠

(1995) 

以 86 名大學生為對象進行

每週 1次 60分鐘，為期 16 

週的有氧舞蹈訓練。 

結果發現在心肺適能、腹肌力及柔

軟度、降低體脂肪百分比等方面有

顯著差異，但在握力上未達顯著差

異。 

林文岳、陳湘

(1997) 

以 39名平均年齡約 32歲的

女性，接受研究者設計的有 

氧舞蹈課程，進行每週兩

次，每次 60分鐘，為期 12 

週的有氧舞蹈訓練。 

結果顯示 30 歲以上之受試者在體

適能要素上及腰臀圍比上皆未達

顯著差異，然而 30 歲以下之受試

者除心肺適能達顯著差異外，其餘

項目皆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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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媚美、余瑩

瑛、謝志君

(2002) 

以 76位平均年齡宜 18歲的

五專生，進行每週一次，每

次宜 100 分鐘，為期 12 週

的有氧舞蹈課程。 

結果發現在體適能要素各方面、體

脂肪百分比皆達到顯著差異。 

溫怡英

(2002) 

以 28名平均年齡宜 31歲的

女性，分年輕組與年長組接

受研究者設計之有氧舞蹈

課程，進行每週 3次，每次

60 分鐘、為期 4 週的有氧

舞蹈課程。 

結果發現在體重、身體質量指數、

全身脂肪百分比等皆未達顯著差

異，且年齡因素對身體型態並未造

成影響，在體適能方面除了心肺耐

力上達顯著差異，其他體適能方面

要素皆未達顯著差異，且年輕女性

在肌耐力方面的進步率皆比年長

女性高。 

郭芳娟、林正

常、陳鉞奇

(2005) 

以 13名平均宜 18歲的年輕

女性進行每週 3次，為期八

週的中強度有氧舞蹈訓練。 

結果發現在體重、肌肉重、心肺適

能上達顯著差異，但體脂肪、腰臀

圍比及心跳變異性皆未達顯著差

異。 

丁翠苓、王秀

銀、黃碧月

(2005) 

對 62 位平均年齡約 21 歲

的大學生，進行每週一次，

每次宜 100 分鐘，為期 14 

週的有氧舞蹈課程。 

結果發現在體適能要素各方面、體

脂肪百分比皆達到顯著差異，其 

中身體質量指數、體脂肪百分比雖

未減少，但都在標準範圍之內。 

Sanders

（2005） 

於 Water Fit 水中體適能

教學手冊中提出她於 1998 

年進行八週的水中運動研

究 

發現學員體脂肪減少 2.31％。 

黃泰諭、張哲

榕等（2005） 

以女性老年人進行十週水 

中有氧訓練研究 

結果水中有氧訓練對女性老年人

功能性體適能有改善的效果。 



 

11 
 

朱嘉華

(2006) 

有氧運動對動脈硬化程度

之影響 

探討有氧運動對動脈順應性 

(arterial compliance) 或動脈

硬化程度之影響，並提出具體的生

活型態改變策略，期能讓更多讀者

瞭解生活型態在健康促進上所扮

演之積極角色，進而養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達到預防保健之效果。 

梁月春

(2009) 

以高雄市參加有氧舞蹈運

動休閒女性為對象，針對目

前全世界對積極運動人生

及女性休閒權益之重視，探

討女性在參加活動時之自

我效能、休閒動機、休閒阻

礙及休閒涉入各構面之概

況及關係 

研究結論不同年齡及社經地位女

性在休閒涉入參與情形差異並不

顯著，顯示女性運動舞蹈的普遍

性；自我效能是女性休閒涉入時的

關鍵變項。 

陳妤瑄、許秀

貞、陳怡婷、

周佩蘭、張世

(2010) 

探討六週有氧運動介入對

國小減重班學童體適能及

睡眠品質之影響 

減重計畫的實施可以改善國小肥

胖學童的體適能與睡眠狀況，對於

國小肥胖學童，未來應持續給予運

動課程，培養規律運動習慣，以維

持良好的減重成效，達到健康促進

之目的。 

參考魏正(2006)                                            研究者製表 

 

    有氧舞蹈是有氧運動的一種，有氧運動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運動要持續十

五至二十分鐘以上，一定要使大肌肉群（像胸肌、腹肌、大腿肌等），有足夠運動

強度，要到最大心跳率的百分六十到八十，但是也不能太強，太強就會變成無氧

運動。魏正(2006)十八週有氧舞蹈課程對大學生健康研究的結果，學生在柔軟度、

肌耐力、心肺適能方面獲得明顯改善。可見適度並且有規律的運動就能擁有健康

的身體，符合政府提倡的運動 333 原則，每週運動頻率至少三次，每次運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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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30分鐘，運動時讓運動強度每分鐘心拍數跳到 130下。 

    有氧舞蹈不但可以解除身體和心理各方面的壓力，還可以健身健美並且擁有

健康的身心，但是在跳有氧舞蹈之前，需要注意以下幾點，才能預防運動傷害的

產生：首先是熱身運動，讓運動者的生理和心理準備進入戰備狀態，體溫慢慢的

提升到可以做主要運動的時機，目的是降低運動受傷的發生機率，然而在心理表

現也會更具信心，能將運動者的潛能發揮到淋漓盡致(季力康，1996)。 

    我們都知道身體的組織，像肌腱、韌帶都是運動中最容易受傷害的，所以有

氧運動前的暖身運動是絕對不能缺少的，暖身運動最好持續做十分鐘，動作由緩

慢循序漸進，不可以操之過急。結束運動後的緩和動作，主要減緩心跳和呼吸頻

率，使身體機能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並趨緩肌肉在主要運動中產生的乳酸，可

減少運動時所產生的痠痛。 

    適時補充適當的水份為宜，緩慢地飲用，切忌冰涼的開水而且不要一次補充

太多，以免造成腹部的不舒服。飲食後超過 1.5 小時才進行有氧運動，才不會造

成運動時的消化不良，例如:嘔吐、肚子痛等；相對地運動後不宜進食，因運動後

的身體吸收能力較佳，容易造成肥胖，故休息半小時以上為佳。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穿著適合的服裝和鞋子，才能暢快運動保護身體，建議服飾以彈性排汗

佳為首選，鞋子考慮具避震性且富有抓地力較能保護腳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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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有氧運動 

    有氧(Aerobics)運動一詞，是美國 Dr.Cooper 於一九六八年所提出來的，意

思是指其運動過程身體所需能量系統，吸入的氧氣足以供應氧氣的消耗量，而不

會造成無氧代謝產生大量的乳酸菌(方進隆，1997)。從事有氧運動時能消耗脂肪，

同時避免淨體重的流失，有氧運動理想項目包括:游泳、慢跑、走路、騎自行車、

有氧舞蹈及爬山等活動。 

    彭郁芬(2002)在流行有氧 EASY GO 中提到武術有氧(Martial Aerobics)是目

前歐美流行的時尚運動，課程內容主要融入中國武術動作，有太極、空手道、泰

拳還有西洋拳擊，藉力量的釋放達到鍛鍊肌肉及改善心肺功能的效果。Steven 

Renata(2001a)指出戰鬥有氧(Body Combat)的步法和姿勢是從一系列自我防衛訓

練，從空手道、拳擊與太極的動作，所發展出充滿活力的有氧運動。為了提升有

氧運動的多元化與趣味性，進而研發創造性有氧，主要目的是讓參與者持續運動，

在拉邦動作分析理論(Labon Movement Analysis)，作為安排教材的依據以創新動

作。林麗芬(1999)所謂創造就是創造者將既有的素材加以重新組合之意，應用在

各種基礎動作上，可讓教師學生們發現許多新動作，創造出更鮮活的有氧運動。 

有氧運動(aerobic exercise)是控制體重的理想運動，從事有氧運動時能消耗脂

肪，同時避免淨體重的流失，有氧運動的理想項目包括:走路、慢跑、游泳、騎自

行車、有氧舞蹈及爬山等活動。如果遇到雨天，室內原地跑步機或是跳繩、登階

等都是理想的運動方式。運動的強度應維持在 65%最大心跳率較佳，每次運動的持

續時間應維持 30分鐘左右，每週至少運動 3 至 4次。體重過重或是肥胖者開始從

事有氧運動時，運動量的增進必須循序漸進，運動過一段時間，身體適應良好情

況下，才逐漸增進運動持續時間或每週運動次數。運動過後，如果感覺身體部位

痠痛，代表運動量的增加太快了，此時應酌量降低運動量。長期從事有氧運動的

原則是運動後身體的感覺舒適且沒有痠痛感，如此才不致於運動中斷(黃永任，

2008)。 

    有氧運動並不是減肥運動，而是增加心肺功能，提昇肌耐力的健身運動，透

過身體的律動增加新陳代謝，釋放工作壓力，不只運動到身體還照顧到心理，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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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身心壓力、維持健身健美，有助健康指數！鄭景豐、林煉傑、黃憲鐘(2002)研

究指出八週有氧或肌力訓練對身體組成的影響，結果顯示在體重、體脂肪百分比、

脂肪重、去脂體重、肌肉重、骨質量未達顯著，但是在肌力和心肺耐力呈現有顯

著。 

 

貳、無氧運動 

    林正常(1999)在認識無氧運動(anaerobic exercise)中指出是運動時提供能

量的代謝路徑與氧氣無關的運動。在此必須說明的是能量供給與氧氣無關，而組

織細胞裡不見得就無氧。我們如果仔細觀察，日常生活當中，無氧性活動不見得

少於有氧性活動。譬如：爬樓梯、搬動家具、抱小孩、提菜籃、推機車等等，都

屬無氧性的肌肉作業。我們做無氧運動時，譬如跑百米，運動中，幾乎可以不考

慮呼吸，甚至鼻子用膠布貼起來不吸半口氣，也可跑完。跑完後，才代償性的大

口呼吸，急速將方才運動中欠缺的氧氣補足。 

    在生理學上，運動按能量供給來源，分磷化物系統、乳酸系統與有氧系統，

其中磷化物與乳酸系統屬無氧系統。以跑步為例，一百米為磷化物系統，八百米

為乳酸系統，馬拉松為有氧系統。磷化物系統影響成績的因素為肌肉，八百米影

響成績的因素為耐乳酸能力，有氧系統的運動影響成績的因素為心肺功能 (攝氧

能力)。 

 

參、運動行銷 

    運動行銷起源於 1820 年，當時代表性的行銷策略是 1824 年 William Fuller

的拳擊比賽，利用報紙和傳單的行銷方式婉如天女散花。到了 1880 年運動產品利

用商標和品牌，提升消費者的需求，消費者因不同價位區別產品等級。1920 年市

場規模的多元加上休閒運動的興起，市場成長率成週期性遞增。 

Pitts 及 Stotlar(2002)定義運動行銷(Sport Marketing)為:「生產、產品定價、

促銷及配銷運動產品的規劃與執行過程，進而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與達成組織的目

標」(邱炳坤、王瓊霞譯,2006,頁 13)。因此，運動行銷必須同時著重於組織及消

費者，首先必須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同時最終也達成組織目標。 

    昔日組織被設計為製造產品及銷售其產品給消費者，因此管理者認為行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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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畫上等號。然而到 60 年代，才有更進一步的行銷概念被提出。McCarthy 及

Perrault(1990)認為行銷概念的推衍是從傳統的產品導向(product oriented)—

「賣你所生產的產品(sell what you make)」到消費者或市場導向(consumer or 

market oriented)—「生產消費者需要的產品(make what will sell)」，這新的

概念主要強調行銷的目的在確保贏得及滿足消費者，故McCarthy及Perrault(1990 

p.27)認為「行銷是簡單而重要的概念，即組織需致力於滿足消費者同時獲取利潤。」 

    自由市場下的經濟，消費者有許多種的選擇機會，根據估計有 90%的新廠商無

法生存(邱炳坤、王瓊霞譯,2006,頁 4)，而存活下來的廠商大部分是滿足消費者的

期待及需求。為達成此目標，組織需要一個有效的行銷計畫(Marketing Plan)。

換言之，運動是一個巨大的產業，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許多組織並沒有設定行銷計

畫，以利推行並促銷他們的產品及服務(邱炳坤、王瓊霞譯，2006)。 

    當代企業十分重視行銷，公部門也隨即跟上運用行銷策略提升整體績效，然

而學校教育的經營面對環境變化莫測，如履薄冰，如何在有限的經費下，發光發

熱教育的精神，是當代教育應予重視的問題。教育要成功務必擁有健康的身體，

因此學校體育是目前強化校園活動的動力來源。運動行銷如何運用於學校體育?首

要了解學校體育的本質，才能針對核心強化體育特色，教學的特色及重點是運動

行銷的課題。 

    針對黃金柱(1992)在體育運動策略性行銷中鑑於運動的推廣長年伴隨國家經

濟的發展和國民所得的增加而膨勃發展，可預期的，未來將有更多的國家資源(包

含政府編列預算和民間企業投資)投入國內運動建設的行列。為有效發揮國家有限

資源，藉以提高投資效益，行銷與策略性規畫觀念的引用，將裨益運動事業的經

營。尤其是如何將行銷組合觀念和策略性規劃理念，融入室內、外運動場地設施

的規劃、興建與營運管理上，如何援引他國職業運動、校際或大型運動競賽、健

康與體適能俱樂部和各類球場等經營經驗，以及他國企業贊助體育活動理念的推

廣經驗等，作為我國運動營運的借鏡，開創運動經營的新契機，現階段是國家對

於運動建設亟應正視的課題。 

    組織行銷計畫是依據組織的大小規模和複雜程度，行銷計畫有不同的規劃方

式。大型而複雜的運動組織，行銷計劃通常始於行銷策略單位(Strategic Business 

Units,SBU)，然後才向上呈交至高階主管，進而同時滿足公司整體的行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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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Reebok慢跑部門先發展其單位的行銷計畫，而此計畫需要與公司整體的計畫

一致。對於規模較小的運動組織而言，公司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

通常會參與行銷計畫的起草及擬定，而這樣的概念已經應用在許多美國業餘的非

營利性運動組織。以美國跆拳道協會為例，2000 年雪梨奧運將跆拳道第一次列為

正式比賽項目，美國跆拳道協會即擬定一個完整的行銷計畫，以確保未來跆拳道

的發展。 

    體育專業教育的新領域和對新知的追求，並傳播策略性行銷理念，藉期吸引

更多同好樂於加入體育運動企業化經營的革新與創新行列。因為國內體育專業教

育學府尚乏運動行政管理學門或科系所，故與企業經營有關的系列基礎課程仍屬

萌發發展階段。基於行銷有助於擴大市場需求、增加觀眾或消費人潮，因此行銷

理念的推廣與傳播對體育運動的經營，將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傅篤誠(2003)指出非營利事業行銷所能提供的服務水準可能無法與營利事業

相比，但服務人員的態度決定受服務者的感受，那是一種無形的、發自內心的服

務過程，屬於親和力與富有愛心的服務。運動策略性行銷對於非營利的體育運動

組織人員(含政府體育單位、各級學校、校際體育競賽聯盟或總會、體育場和各單

項運動協會等)，可應用策略性規畫的理念於運動推廣和策劃上；同時，運用行銷

理念，作好教育市場的調查研究，依據產品或服務提供和吸引觀眾或參與者人潮

的決策依據，俾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更能符合觀眾和參與者等真正的需求與慾

望(黃金柱,1992)。 

     

肆、學習滿意度 

    本研究所指之學習滿意度係指學生在修習有氧空手道課程時對於教練的教學、

自我學習成果與場地設施的滿意程度。石昌益(2004)研究出滿意的經驗會導引持

續性的學習；反之，無法達到學習者地的期待，容易導致焦慮感、降低學習意願、

或是不參加。因此，瞭解學生是否滿意課程的安排、教練的評價、場地的環境設

施等，極為重要。洪瑞薇(2005)台灣地區大學院校舞蹈系學生，因不同背景而「學

習滿意度」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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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運動型的 NPO 組織探討 

    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國內體育運動發展早期是困頓受阻於國內經濟環境

的窘困，前四十年的發展較為平順，除體育總會、中華奧會外，目前許多全國性

的運動組織也均發展於此一時期，為配合政府政策推展的任務於是先後成立(廖聰

傑，2009)。   

    陳金盈(2004)研究指出，我國運動組織發展蓬勃，並擴展於各項運動領域，

包括健康性、競技性、休閒性、娛樂性、學術性、復健性與公益性等屬性的組織。

楊宗文（2005） 將我國非營利運動組織概分為七個類型，如下表 2-2所示： 

 

表 2-2 運動型 NPO組織概分 

分 類 性質區分 組 織（舉例） 

體育單項團體 
 推展單項運動之協

會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中華民國足球協

會、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等之單項運

動協會 

體育綜合性團體 
會員屬性為團體會

員者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體育運動總會、中華民國各縣

市體育會聯合會 

體育學術團體 
推展體育學術為目

的者 

中華民國幼兒體育發展協會、台灣體

育史學會、台灣適應體育運動與健康

學會 

體育社會服務團

體 

從事體育人員相關

服務為目的者 

中華民國原住民體育休閒文化藝術發

展協會、中華民國原住民文化體育協

會 

體育國際團體 
國際體育團體在台

分會 

國際競技體育舞蹈聯合會中華民國分

會 

體育產業團體 
體育相關產業推展 

為目的者 

中華民國體育用品經銷商協會、中華

職業棒球聯盟、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

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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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體育團體 不歸屬以上類型者 

台灣體育大學（桃園）校友會、中華

民國運動休閒協會、中華民國人體能

研究會 

資料來源:楊宗文(2005) 

 

    依據內政部（2011） 各級工商自由職業及社會團體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台閩

地區非營利運動組織的數目擴展至 2011 年第二季已擴增至 982 個（ 內政部社會

司，2011），1972 年 42 個、1984 年 54 個、1992 年 143 個、1996 年 249 個、

2001年 443個、2006 年 668個、2010年 934個。 

 

 

  圖 2-1全國運動型的非營利組織的成長圖      圖製作:研究者 

數據來源:內政部社會司統計至 2011第二季止 

 

    由上圖 2-1 統計，國內體育團體的組織數量成長持續向上爬升，顯示出未來

仍有更多關懷國內體育運動發展的人士，積極參與國內非營利體育組織的服務工

作推廣與活動參與。 

    原則上，國內運動組織的本質主要是以推廣體育運動為主，除少數幾個體育

運動產業類之營利性運動事業體外，幾乎都是沒有營利性的，屬於非營利性組織。

其目標是在提供及推廣運動服務，增進並滿足社會大眾對體育運動服務、健康、

知識、技能、及參與機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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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第一個運動型的 NPO組織 

    NPO 的首要運動組織非奧林匹克運動會
3（希臘語：Ολυμπιακοί Αγώνες，簡稱

奧運會或奧運）莫屬，最早起源於古希臘，為了要使人民免予戰亂，因此運動會

期間停止戰鬥，舉辦地點在奧林匹亞而得以命名。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的國

際性綜合運動會，每四年舉行一次。19 世紀末由法國的顧拜旦男爵創立了真正意

義上的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從 1896年開始奧林匹克運動會每四年就舉辦一次（曾

在兩次世界大戰時中斷過三次，分別是在 1916 年、1940年和 1944年），會期不超

過 16 天。由於 1924 年開始設立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因此奧林匹克運動會習

慣上又稱為「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奧林匹克運動會現在已經成為了和平與友誼

的象徵。 

    古希臘奧運會從公元前７７６年起至公元３９４年止，共舉行２８７屆。最

初的比賽項目只有短跑(Stadion，意為「場地跑」)，後來，其他項目逐漸地加入

到奧運會中：拳擊、摔角、古希臘式搏擊和田徑（包括場地跑、跳遠、標槍和鐵

餅）。新項目的加入使得運動會的長度從 1天延長到 5天，其中 3天有比賽，其他

2天則從事宗教活動。最後一天所有的參賽選手都可以參加一場盛宴，享用在比賽

第一天時供奉給宙斯的 100 頭牛。奧運會項目獲勝者的獎品是橄欖枝編成的花環

以及莫大的榮譽，雕塑家們還為獲勝者雕刻人像。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於 15世紀的文藝復興，使得許多歐洲人開始重新讚揚奧

林匹克精神。義大利的馬泰奧•帕爾米里亞在 1450年提出要提倡奧運會的和平與

友誼的精神；德國人庫齊烏斯花了多年時間挖掘古希臘的奧林匹亞村，他在 1852

年 1月在柏林宣讀了考察報告，並建議恢復奧運會。 

    被尊稱為現代奧林匹克之父的法國教育家皮埃爾•德•顧拜旦於 1892 年在索

邦大學大禮堂首次公開提出恢復奧運會，並把範圍擴大到全世界。1894 年，顧拜

旦致函各國體育組織，邀請他們參加在巴黎舉行的國際體育大會。在同年 6 月 16

日舉行 12國的代表在巴黎舉行了恢復奧林匹克運動大會。會議決議每四年舉行一

次全球範圍的奧林匹克運動會。6 月 23 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成立，希臘人維

凱拉斯出任主席，顧拜旦任秘書長，並親自設計了奧運會的會徽、會旗。會議還

通過了奧林匹克憲章。1896 年，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終於在希臘雅典正式

                                                      
3
資料來源:101/1/31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9%8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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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並決定此後每 4年舉行一次，會期不超過 16天。 

    奧林匹克的精神是重在參與，只強調運動員之間和運動隊之間的競爭，並不

認為這是國家之間體育實力的較量。因此國際奧委會只公布比賽成績，並不進行

各國獲獎情況的統計。但是東道國、新聞媒體以及各國的奧委會都進行這方面的

統計，並按獎牌或分數排列總的名次。 

    國際奧委會認為精神獎勵是奧林匹克精神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獎勵方面，

也著重在精神上和名譽上。在奧運會上獲勝的前三名選手，只分別授予金、銀、

銅質獎章，並不發給任何物質獎勵。但是各國對於獲得前三名的運動員都會給以

很豐厚的物質獎勵，商界也會進行慷慨的贊助，因選手是最有效的行銷策略。許

多原本默默無聞的運動員，則從一夜之間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明星。2004 年夏季奧

運會中華台北奪得首枚金牌 

    目前，世界範圍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除了有夏季奧運會、冬季奧運會以外，為

了弘揚奧林匹克精神，還設置了傷殘人奧運會，專門為身心障礙運動員所舉辦的

大型運動會特殊奧運會，以及由國際象棋聯合會主辦的世界國際象棋奧林匹克團

體錦標賽，由世界橋牌聯合會主辦的奧林匹克橋牌錦標賽和由一個名叫“世界娛

樂”的國際性組織發起的奧林匹克補充賽，它所設的比賽項目都是正式奧運會上

沒有的，如釣魚、溜乾冰等。 

 

貳、協會介紹:南投縣竹山鎮排球推廣協會(以下簡稱該協會) 

    該協會於 96 年 3 月 21 日向南投縣政府社會局社會行政課提出申請，經南投

縣政府函准設立，宗旨是倡導排球風氣，研究切磋排球技巧，提高排球競技水準，

增進愛好排球者彼此互動機會。100 年度會員人數總計有 54 位，上網搜尋關鍵字

「竹山排協」，琳瑯滿目的活動資訊和照片，呈現出多采多姿的豐碩成果。 

    該協會的發展現況：連續 12 年舉辦全國性排球比賽，在國內已打響知名度，

成為全國隊數排名第三的比賽。舉辦全國性比賽可帶動地方經濟與運動風氣，因

為比賽時間為期三天，球隊基本需求是吃和住，同時也可帶動旅遊觀光，周邊商

家的經濟效應是無法計算的，因此每逢主辦單位提出贊助請求，商家願意成為贊

助廠商，而把自家的產品提供給主辦單位轉送球隊當作「伴手禮」，報名的球隊數

量年年高升，因為用心與體貼的比賽，在國內是相當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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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排球運動主要是促進全民健康身心，提供「以球會友」之球隊聯誼機會。

以排球運動為中心召集人潮，發展南投縣竹山及鄰近地區之觀光產業，提供競技

與交流、運動與休閒、觀光與農特產品推廣等多重功能，營造具有濃厚鄉土及人

文特色的排球運動嘉年華會。 

    該協會的人才濟濟，在竹山鎮內同時具有兩位國際級的裁判，一位為甘光熙

教授，另一為王業主任，常常受邀到各國擔任裁判。社會人士參加縣內外排球比

賽，風氣興盛，屢獲佳績，然而成人選手中亦有現役國手。 

    該協會的運動特性：一、排球運動為團隊運動，可同時容納許多人一起於不

太大的場地中運動，符合經濟效益。此特性亦可於廟會活動、凝聚向心力或需要

吸引人潮時舉辦，容易聚集群眾。二、兩隊中間以球網相隔為君子之爭，不會有

肢體衝突，勝敗一目瞭然。三、球場構造簡單，線條是所有球類中最簡單者，且

球網和網柱造價便宜。 

    該協會每年於 7~8 月辦理相關體育活動嘉年會，素聞泰山鄉體育會健康舞蹈

委員會於健康有氧舞蹈運動方面屢有佳績，為讓此項運動推廣於全民體育活動，

是故，於 99年度辦理活動前邀請該會蒞臨表演，進行交流活動事宜，以提升休閒

運動技能，增進彼此情誼交流，帶動全民動起來的健康理念。 

    該協會發展計畫以資源「結合」、「共享」及「共榮」為考量，規劃如下： 

一、比賽項目: 

(一)竹山盃全國排球賽： 

1、結合「國際竹藝節」： 

(1)時間：暑假期間辦理。觀光旺季，最容易吸引外地人潮。城隍廟

六月半慶祝活動，也大多在暑假。 

(2)地點：以延平地區為發展中心。延平地區近交流道口，為竹山往

鹿谷之交通要衝，東鄉路及保甲路地方觀光及特產行業豐富，

亦可結合延平工業區之觀光系列活動。 

(3)優勢：國際竹藝節是鎮上最大型的對外活動，耗資大手筆，以吸

引外地觀光客為主要對象。竹山盃排球賽在國內的知名度，

約可吸引二到三千外地人湧入竹山。幾年前竹筍大餐也曾在

延平國小舉辦，同樣吸引大批外來觀光客。 



 

22 
 

(4)方向：以公所規劃主導，每年固定編列經費辦理比賽及延平地區

「體育嘉年華會」。另協商各特產工廠，如日香、春竹、弘

吉利、日月新、華鑫竹藝品等，共同贊助比賽。 

2、結合「紫南宮吃丁酒」活動： 

(1)時間：每年元宵節。不易受天雨因素影響。 

(2)地點：紫南宮停車場。 

(3)優勢：架設活動式排球場，不影響停車場功能，且造價便宜，組

裝容易，可永續經營。麻豆代天府也每年舉辦「五王盃」排

球賽，因排球比賽吸引人潮，塑造良好的社會形象，與紫南

宮「永濟義渡」及長久以來資源共享的義舉形象相同。以運

動與吃丁酒活動搭配，人潮加倍，更可促進香火鼎盛與鄰近

商機。 

(4)方向：公所出面協調，商請紫南宮為主辦單位。主要經費第一年

較多，興建活動式排球場及柱子，比賽後可馬上拆除，來年

再利用。 

3、室內化─結合各校體育館： 

(1)鎮內空間夠大，且挑高夠高的體育館有竹山高中、社寮國中、延

和國中、延平國小(兩座)、竹山國中等六座室內場地。學甲鎮公所

每年舉辦之「華宗盃」全國排球賽也是以公所主導，全在室內場地

舉辦，不受天候影響。 

            (2)分散場館，可將人潮帶進市區，促進觀光及消費。 

            (3)優勢：邁向正式比賽的規模，並使各校體育館教學功能 

             更健全。 

(二)沙灘排球： 

1、特性：沙灘排球為奧運正式比賽項目，兼具競技、休閒   

          與商業功能。 

2、地點：清水溪畔河濱公園，興建兩座球場。 

3、優勢： 

(1)中部五縣市現今發展沙灘排球的縣市極少。南投縣雖不靠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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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資源豐富，以河濱興建，砂石取得容易，且可建立砂石業者正

面的企業形象。 

(2)交通方便，位於竹山鎮南端交通樞鈕，南來北往車輛及行人抵達

容易，如能妥善規劃經營，可吸引鄰近雲林縣、彰化縣及中二高沿

線之地區運動人口。 

(3)結合河畔觀景咖啡、啤酒屋、小吃部，架設休閒傘及座椅，採民

間競標方式經營，可邊看泳裝美女打球，邊享受輕鬆休閒之假期。 

(4)於暑期舉辦沙灘排球公開賽，吸引人潮，廣開知名度。 

(5)維護：可使砂石廠、餐飲店、民間團體合作認養，共同維護。如

擔心雨季大水淹沒，可使用較簡易的建材，如活動圍網，不必興建

看台與周邊攤位、沖水設備。 

(6)營利：知名度打開之後，可設置夜間照明設備，訂定收費辦法。 

(三)竹山鎮文四運動公園： 

建議興建棚架式風雨球場，造價比體育館便宜。同一棚架下，可設

兩座球場。挑高必須在 10 米以上，以 PU 場地，畫籃球、排球線，可裝

設夜間照明設備。台南市體育場有類似的建築，經濟又實惠。 

二、經費來源： 

(一)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請參考「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網站，「為民服務」部

份，「全國性民間體育活動團體經費補助申請」及其他相關辦法。 

(二)教育部體育司：以鎮內學校為申請單位，向教育部體育司申請相關經費

辦理比賽。 

(三)南投縣政府：請鎮籍議員協助爭取。 

(四)砂石廠：企業認養，享有節稅的優惠。 

    (五)其他：由公所向相關單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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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籌備成立南投縣竹山鎮排球推廣協會工作流程表 

竹山排球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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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南投縣竹山鎮排球推廣協會年度工作計畫 

（自 97年 1月 1日至 97年 12月 31日） 

項目 工作說明 辦理進度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一、會務 

會議 

會員大會 

理事會 

監事會 

其他 

會籍管理 

工作人員服務及管

理 

財務 

其他 

 

例行會議 

 

 

 

 

 

 

 

 

 

 

97.1.1-1.31 

97.2.1-2.16 

97.2.17-2.29 

 

97.1.1-3.1 

97.3.1-3.30 

97.4.1-4.30 

 

 

本會 

 

 

二、業務 

參加比賽 

1.南投縣「全民

盃」排球錦標賽

及沙灘排球賽 

2.南投縣全縣運

動會排球賽及

沙灘排球賽 

3.南投縣「主委

盃」排球賽及沙

灘排球賽 

 

舉辦比賽 

1.「竹山盃」全國

排球錦標賽 

2.年終邀請賽 

3.月例賽 

 

 

參加裁判及教練講

習 

 

 

參加南投縣

每年例行的

排球比賽 

 

 

 

 

 

 

 

 

 

舉辦全國排

球賽 

舉辦邀請賽 

會內每月舉

辦 

 

 

配合中華排

協辦理 

 

 

97.5.1-5.31 

 

 

97.9.10-10.30 

 

 

97.11.1-12.30 

 

 

 

 

97.7.10-8.31 

 

97.12.1-12.30 

每月最後一個

週末 

 

97.6.1-12.31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體育

會排球委員

會 

 

 

 

本會 

 

 

 

 

 

中華民國排

球協會 

 

 

南投縣體育

會排球委員

會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議會 

 

 

 

南投縣政府 

竹山鎮公所 

南投縣體育

會排球委員

會 

 

 

本會 

資料來源: 南投縣竹山鎮排球推廣協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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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歷屆竹山盃全國排球錦標賽參賽組別與隊數演變 

屆次 
總隊

數 

隊職人

數 
組別及隊數 

第 1屆 

節慶盃 
12 192 

社會公開組

(12隊) 
   

第 2屆 

節慶盃 
28 448 

社會公開組

(28隊) 
   

第 3屆 

節慶盃 
64 1024 

社會公開組

(58隊) 

女子邀請賽

(8 隊) 
  

第 4屆 

節慶盃 
70 1120 

社會公開組

(48隊) 

社會女子組

(22 隊) 
  

第 5屆 

竹山盃 
122 1952 

社會公開組

(59隊) 

社會女子組

(42 隊) 

社會男子組

(21隊) 
 

第 6屆 

竹山盃 
99 1584 

社會公開組

(62隊) 

社會女子組

(37 隊) 
  

第 7屆 

竹山盃 
93 1488 

社會男子甲

組(16隊) 

社會男子乙

組(33 隊) 

社會女子甲

組(11隊) 

社會女子

乙組(33

隊) 

第 8屆 

竹山盃 
74 1184 

社會男子甲

組(15隊) 

社會男子乙

組(37 隊) 

社會女子甲

組(4隊) 

社會女子

乙組(18

隊) 

第 9屆 

竹山盃 
79 1264 

社會男子甲

組(15隊) 

社會男子乙

組(40 隊) 

社會女子組

(24隊) 
 

第 10屆 

竹山 

鎮長盃 

97 1552 
社會男子甲

組(16隊) 

社會男子乙

組(56 隊) 

社會女子組

(25隊) 
 

第 11屆 

竹山盃 
65 1040 

社會男子甲

組(8隊) 

社會男子乙

組(31 隊) 

社會女子組

(26隊) 
 

第 12屆 

太極美

地觀光

盃 

67 1072 
社會男子甲

組(6隊) 

社會男子乙

組(38 隊) 

社會女子組

(19隊) 

壯年九人

制組(4隊) 

                                                  竹山排球推廣協會提供 

說明：                                               

一、排球比賽為團隊運動，2009年以前每隊可報名 12名球員與 4名隊職員，2010  

   年球員增為 14人；以上人數尚未包含觀眾及裁判、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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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到 4屆稱「節慶盃排球錦標賽」，第 5 屆之後改稱「竹山盃全國排球錦標

賽」，第 10 屆改稱「竹山鎮長盃全國排球錦標賽」，第 11 屆改回「竹山盃」，

第 12 屆為運動結合觀光產業推展，答謝竹山及鹿谷支持之各單位及廠商，更

名為「太極美地觀光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三、參賽隊伍日積月累，為了有效推廣排球運動而將組別分為甲、乙組，使 

   比賽更為順暢與和樂學習。 

組別說明: 

社會公開組：不限年齡，凡對排球運動有興趣者，皆可自由組隊報名，惟每隊人 數

最多 12 人，而每隊至少要有一名以上女性選手參賽，並隨時保持一

名女性選手在場上；(女子隊也可以照樣組隊參賽)。每位球員限定報

名參加一隊，不得重複報名，違者棄權論。 

社會女子組：以女子球員交流聯誼為主要目的。每隊不得超過兩位球員曾參加過

高中以上各級聯賽甲組、特優級、亞青盃或其他國際正式比賽，30

歲以上不在此限。 

社會男子組：凡國中以上男子選手即可自由組隊報名參賽。 

社會男子甲組：有志挑戰高水準競技之男性，皆可自由組隊報名。 

社會男子乙組：以男子球員交流聯誼為主要目的。每隊不得超過兩位球員曾參加

過高中以上各級聯賽甲組、特優級、挑戰 A級、亞青盃、企業聯賽，

35歲以上不在此限。 

社會女子甲組：有志挑戰高水準競技之女性，皆可自由組隊報名。 

社會女子乙組：以女子球員交流聯誼為主要目的。每隊不得超過兩位球員曾參加

過高中以上各級聯賽甲組、特優級、挑戰 A級、亞青盃，35歲以上

不在此限。 

壯年九人制組：以提倡終身排球運動風氣為目的，男女不拘，男子球員須滿 40歲

(民國 60 年 8 月 12 日前出生)，女子球員須滿 35 歲(民國 65 年 8

月 12日前出生)，網高 230公分。 

 

 

 



 

28 
 

 

選手們列隊參加開幕情形。 

 

球隊比賽情形(100.8.20)。 

     

圖 2-3 歷屆竹山盃全國排球錦標賽參賽隊數 

 

從此圖 2-3可以知道萬事起頭難，第一屆和第二屆參賽球隊不超過 30隊，但

比賽隊伍是正成長，直到 2004年第五屆參加隊數衝破 120隊以上，非常令人欣慰，

爾後的隊數維持在 80 隊上下，受到國人的肯定，也帶動休閒運動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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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整理 

圖 2-4 歷屆男性與女性參與竹山盃排球運動的長條圖 

 

排球比賽為團隊運動，1999 年第一屆全國公開賽只有社會公開組，是屬於男

女混和比賽，規定每組下場比賽必須有 2 位女性，因此一開始參賽的女性人數差

異頗大，直到 2002 年第三屆才開始有女性組隊參賽。2009 年以前每隊可報名 12

名球員與 4名隊職員；2010年球員增為 14人與 4名隊職員。以上人數尚未含括觀

眾、裁判及工作人員。比賽時攜家帶眷，因此從小到老被感染運動氣氛，同時帶

動女性參與排球運動人數日益遽增，站在這個激烈的舞台，相信運動會使人更加

健康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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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濤道館掌門人徐景富、羅秀娟 

 
受邀表演成果豐碩 

第六節  認識有氧空手道4 

壹、陽剛變柔美的起源 

    徐景富指出空手道源自日本，原本是為了保家

衛民和自我強身，主要四大流派分別為:松濤館流、

剛柔流、和道流、糸東流等。松濤館流空手道共有

26個規定型（套路），其技術特徵為動作大而沉穩，

動作走直線，步伐多用弓步大馬，注重腿法的運用，

屬於剛猛型的空手道。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推出打造運動島，讓我心中充滿希望，

因為空手道目前是以年輕人為主要學習對象，為了推廣成全民運動，我將基本的

動作「型」配合音樂，創新為新式的空手道運動—有氧空手道。主要目標是提昇

社區民眾健康體能，活絡社區運動發展，豐富社區民眾休閒生活內涵，營造優質

健康運動—處處可運動、病痛不再來。 

    擔任空手道教練十多年的徐景富，回憶剛開

始道館是由一位學員一位教練的一對一教學，逐

漸發展出今天的上百多位學員以及二十多位助

理教練，一路走來，堅持與使命感驅使自己不可

放棄，使松濤道館日益茁壯與蓬勃發展。教學之

初發現空手道給人剛硬的印象，推廣不易，於 93

年研發創新「有氧空手道」，當時任教於吳鳳科技大學空手道社受邀表演成果，率

領數名空手道學員，表演空手道搭配音樂舞動、充滿活力的「舞拳」，結果大受歡

迎。表演之初原命名有氧戰鬥操，受邀至各大活動表演迴響熱絡，後來因緣際會

遇到學者的建議改為有氧空手道，搭配有氧操的音樂性質與空手道相互結合，展

現力與美的境界。因為有氧空手道動作柔美、簡單，但舞動之間，不失空手道的

內涵，在學習過程中，教練會講解每個動作的意涵，不但可以達到運動健身，還

可以達到自我防身效果。     

    什麼是「有氧空手道」？擁有空手道 7 段的創設人徐景富表示，這種運動是

將空手道的基本動作簡單化與柔和化，並以現代流行音樂作襯托，形成一種具有

                                                      
4
台灣大紀元時報 http://tw.epochtimes.com/2011/10/20 研究者整理 

http://tw.epochtimes.com/201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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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中小運動會比賽現況 

藝術感的健身運動。原則上，有氧空手道運動主要以空手道基本的 3 種「型」作

基礎，包括基本型的「平安初段至 5段」、中等型的「鐵騎」以及高級型的「拔塞

大」等 3 種，進而將教材基本元素重新組合，發展出獨具創新的有氧空手道，區

別於一般的有氧舞蹈性質。 

    創新者徐景富的宗旨是「究道無限」理論，利用宇宙奧妙、自然之研究，無

為無不為動靜之間的道理，達到無限延伸、﹝身、技、體﹞的訓練技術。空手道

修煉分三個課程：(一)品勢演練技術；(二)搏擊格鬥講解；(三)功力修煉訓練，

達到崇禮、尚義、服從、忍耐的精神。松濤道館對學員的教育理念有二十訓，主

要是孝順父母，敬重師長，達到文武合一，術德兼

修，第一訓:勿忘空手始於禮而終於禮，不要忘記

對「禮」的要求。只有讓更多的年輕人懂得禮和德，

才能使社會更祥和，人心向善。學習空手道的好處，

協調性、專注力、反應及記憶力都會比一般人強，

學習空手道的終極目的，不是在於最後的輸嬴，而

是要求學員的武德和品行，如果不能遵守空手道的武德要求，將會被淘汰出局。 

    有氧空手道結合流行舞曲編制創新的運動：

老鼠愛大米、童話、青龍好漢、男兒當自強、你

是我的兄弟、壯志在我胸、朋友、笨小孩、種、

寶貝、崇拜…等等，強化學員的新鮮感，目前已

培訓 20 多位助理教練，主要在嘉義市 17 所中小

學、大學及社區推廣，其他縣市努力推廣中。有

氧空道呈現親民的全民體育，並已列入嘉義市中

小運動會、全市運動會，以及於 96年 12月 18 日於體育場舉辦的第一屆諸羅盃有

氧空手道全國公開賽正式比賽。有氧空手道的比賽項目﹝音樂:種、寶貝、寧夏﹞

基本一招、基本型、平安初段、平安二段、平安三段、平安四段、平安五段、鐵

騎初段、高級型﹝拔塞大、慈恩、觀空大、燕飛﹞。比賽組別分四組，有國小甲

乙組、國中甲乙組、高中甲乙組、社會甲乙組。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有意願學習，

徐景富會有教無類用心的指導，只因堅持個人的興趣，希望將有氧空手道推廣到

社會每一個角落，讓大家擁有健康的身體。未來展望是舉辦國際有氧空手道邀請



 

32 
 

賽為長期目標。運動有益身體健康，達到以武會友最高境界──「究道無限」。 

    「開拓松濤一片嶄新的天空，掙脫束縛的空手道，走入有氧空手道，大步邁

向成功大道」，學習時先進行兩條歌曲十分鐘的有氧空手道暖身操，以音樂激發快

樂學習，依循著節奏律動，舞動有氧空手道，瞬間把整個氣氛烘焙出來，十分鐘

的有氧空道已快速擴散至學員身心，使學員迅速進入空手道基本動作的練習。有

氧空手道的動作簡單易學，男女老少都適合，從學童到社會人士、甚至是六、七

十歲的老人都來學習，由於目前以嘉義市推廣為主軸，因此成為嘉義市獨一無二

的運動項目，96 年 9 月底在嘉義市登場的全市運動會，已將其列入比賽項目。創

新型有氧空手道的推廣連續多次榮獲市政府表揚優秀教練，以及推展體育有功人

士，99年配合政府打造運動島計畫「運動社團建置輔導專案」績效卓越榮獲特優，

100年總統親自授旗與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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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嘉義市體育會組織架構 

  

 
圖 2-5 嘉義市體育會組織系統（2011） 

 資料來源 http://sport.104es.com/modules/tiny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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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者疑惑與體驗 

    有氧律動如何和空手道結合呢?國際上真的沒有有氧空手道嗎?心存許多疑慮

的我馬上蒐集關鍵字，居然有耶!但只是將動作單一結合音樂的律動，宛如拳擊有

氧，並沒有展現出空手道的精隨，是屬於高衝擊的有氧舞蹈，而由徐景富所創新

的有氧空手道，保存原汁原味的空手道，禪述柔中帶剛、剛中有柔的細緻動作，

這時我的大腦開始思緒，這樣的運動能被「年輕人」接受嗎?這樣的運動能達到什

麼樣的運動效果呢? 

    為了消除心中的問號，我緊張的拿起電話，當接通的一瞬間我遲疑了，徐景

富為何要幫我解惑?區區一個市井小民的我，會不會被誤認為是詐騙集團呢?既然

接通代表有緣吧!提起勇氣說明來意，為了讓職場中的我教學更多元，是否可傳授

有氧空手道的精隨，徐景富一句話『好啊』，顯示出他的豪邁與隨和個性，賢伉儷

親自蒞臨指導並且義務教授，令人佩服他們的熱忱。 

    第一次相約在寒流來襲，冷颼颼的氣溫，使人只想裹著厚重的棉被取暖，許

景富夫妻居然只有簡單的道服和光溜溜的腳丫子，這種不畏寒風刺骨遠道而來，

只為推廣有氧空手道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不已。短短三十分鐘不到，我身上的

厚衣衣漸漸褪去，全身暖和起來，雖然沒有汗流浹背，卻是一身舒暢，這時我有

提出疑問:為何看似簡單、溫柔的動作，為何會流汗?徐景富說每個動作看似簡單、

輕鬆，學問卻很大，不是只有大肌肉的律動，每個關節瞬間的轉動，所耗費得力

氣非常驚人，一個下午就在詳細說明動作的原由中消逝，同時傳授如何利用小朋

友的詞彙豐富教學的技巧。爾後的每週之約，總讓我不得不抱怨時間過得真快，

應是有趣的教學過程，讓粗枝大葉的我，開始沉溺在揣摩有氧空手道的神韻，看

似有如太極拳的韻味，卻不同於太極拳的節節貫串，創新型有氧空手道是一種形

象化的藝術，隨機乘勢及時加力，富有深邃的哲理，使我無庸置疑推廣至小學健

康與體育課程中。 

 

研究者現學現賣: 

    先播放示範影片讓學生觀賞，接著徵詢自願者學習並告知將發表於全校性才

藝活動中，起初參加學生寥寥可數，利用午休時間教導學生每個動作的特性與目

的，中年級學生在一週之內學會「崇拜」，而且學生數日益增加，最後因舞台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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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十位同學參加發表，發表後受到全校師生的熱烈掌聲，令人印象深刻。學生

訴說初體驗，對空手道完全陌生，有氧空手道卻能駕輕就熟讓初學者接受這充滿

武藝的世界，看似簡單其實非常不簡單，尤其環環相扣的每個動作，要非常注意

局部的細節，才能舞出『轟動武林，驚動萬教。』 

 

肆、松濤茁壯成長的痕跡 

    以下是有氧空手道推廣的心路歷程，雖然只是一張張薄薄的紙，幾行簡單的

文字敘述，卻是成長的點滴、努力不懈的足跡，受到肯定的證明:證書、聘書、獎

狀和感謝狀等，將按照時間及不同種類的方式來編排： 

 

表 2-5 松濤歷屆證書 

時間 證 書 說   明 

78年 8月 
參加台灣省體育會空手道協會助理教練

合格證書 
接觸空手道的開始。 

84年 
參加台灣省體育會空手道協會主辦空手

道教練講習經考試及格特核發教練證書 
國家級教練資格 

86年 8月 
參加台灣省體育會空手道協會主辦空手

道教練講習經考試及格特核發教練證書 
教練資格 

91年 5月 
經審查通過中華民國台灣空手道協會國

家級指導員、裁判員與 C級審查員 
各種身分的基礎建立。 

92年 7月 
中華民國空手道聯盟檢定合於主審裁判

資格證書 
裁判資格 

92年 10月 
國際日本空手道協會審查合格空手道五

段證書 
遠征香港接受考驗。 

94年 5月 
中華民國空手道聯盟檢定合於副裁判資

格證書 
裁判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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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 6月 

參加嘉義市體育會舉辦之志願服務教育

訓練第三期體育志工特殊訓練結業並經

考評及格 

接受志工訓練能了解推

廣體育活動的基礎觀念

與策略。 

94年 12月 
中華民國空手道聯盟審查合格空手道陸

段證書 

再接再厲求進步的證

明。 

94年 
中華民國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人員協進

會推拿整復師合格 

運動傷害是常見的問

題，為了使活動順暢推

行，臨時突發狀況要能

立即處理，所以多方學

習、建立基礎知識是必

需的。 

100年 6月 
中華民國空手道聯盟審定合於副裁判資

格證書 
裁判資格 

100年 7月 
參加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育志工基礎訓

練結業 
社會公益 

100年 12

月 21日 

中華民國空手道聯盟審查合格空手道七

段證書 
精益求精 

     

    證書能讓人一目了然個人的學習動機，先備知識的建立才能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六張證書說明了推行者有心推廣，循序漸進規劃個人運動生涯。 

     因為有證書才能受到各方的肯定，一張張聘書印證被接受，用心傳授與指導，

需要時間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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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松濤歷屆聘書 

時間 聘    書  說   明 

87年 11月 受聘國立中正大學空手道社團指導老師 空手道推廣 

91年 10月 
受聘中華民國空手道聯盟主辦 91 年理事長

盃全國婦幼空手道錦標賽裁判 
推廣空手道 

92年 12月 
受聘大同技術學院空手道社指導老師及專任

教練 
推廣有氧空手道 

93年 3月 擔任吳鳳技術學院空手道社團指導老師 推廣有氧空手道 

93年 4月 
受聘中華民國 93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空

手道技術裁判 

受肯定被選為比賽

裁判 

94年 1月 
受聘嘉義市體育會第七屆空手道委員會主任

委員 
行政資歷 

95年 4月 
受聘中華民國 9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空

手道技術裁判 

受肯定被遴選為比

賽裁判 

95年 5月 
擔任大同技術學院招生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

生術科測驗主考官 
受學校肯定 

97年 9月 
熱心教育而當選吳鳳幼稚園 97 學年度家長

會會長 
社會公益 

98年 3月 擔任吳鳳技術學院社團指導老師 社團推廣 

98年 5月 
擔任大同技術學院招生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

生術科測驗主考官 
學校肯定 

98年 6月 
受聘擔任中華民國空手道聯盟第三屆常務理

事 
行政資歷 

98年 6月 
當選中華民國空手道聯盟有氧空手道委員會

主任委員 
行政資歷 

98年 7月 受聘佛光山圓福寺反毒大使親善團顧問 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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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 8月 擔任吳鳳技術學院電子工程系課程諮詢委員 學術肯定 

98年 8月 受聘大同技術學院有氧空手道社團指導老師 推廣教學 

98年 9月 
受聘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空手道社指

導老師 
推廣教學 

98年 10月 
受聘嘉義市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有氧

空手道社指導老師 
推廣教學 

98年 10月 
擔任嘉義市北園國民小學家長委員會顧問盡

心盡力付出愛心 
教育公益 

98年 10月 受聘嘉義市志航國小 98學年家長會顧問 教育公益 

99年 6月 
擔任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空手道社指導老

師 
推廣教學 

99年 9月 擔任東吳高職社團指導老師 推廣教學 

99年 9月 受聘嘉義市博物國民小學管樂後援會顧問 教育公益 

99年 10月 擔任吳鳳科技大學空手道社指導老師 推廣教學 

99年 10月 擔任大同技術學院有氧空手道社指導老師 推廣教學 

100年 1月 
受聘嘉義市體育會武術散打搏擊委員會技術

顧問 
社會資歷 

100年 6月 當選嘉義市體育會理事長 社會資歷 

100年 7月 
受聘擔任社團法人台灣體育志工協會體育志

工 
熱心公益 

     

    聘書是公益服務的呈現，配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打造運動島的計畫，經由嘉

義市體育會發文給各級學校，學校評估後邀請松濤道館的負責人到校教授有氧空

手道，順勢定位創新型有氧空手道於學員觀念，屬於體驗行銷策略，並且透過口

耳相傳與媒體報導的形式，各級學校的邀約電話一通接著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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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松濤歷屆獎狀 

時間 獎    狀 說明 

78年 9月 
參加台灣區運動大會獲得男子組第一級第

三名 

個人參賽最佳成績 

78年 10月 
熱心推展貢獻受頒嘉義市體育績優貳等體

育獎章 

推展空手道基礎體育

用心良苦 

92年 8月 
國際日本武術空手道協會香港支部肯定男

子團體行第一位空手道教學中心 

參賽第一名 

90年 9月 榮膺嘉義市 90年度優秀教練 市政府肯定 

91年 7月 

內政部頒發積極推展團體會務及業務經

90 年度全國性社會團體工作績效評鑑名

列甲等 

內政部肯定 

92年 9月 榮膺嘉義市 92年度推展體育有功 市政府肯定 

94年 9月 榮膺嘉義市 94年度優秀教練 市政府表揚 

96年 5月 

擔任中華民國空手道聯盟代表隊教練參加

日本國沖繩縣 2007 年松濤流世界盃空手

道錦標賽榮獲 3金 4銅優異成績 

資歷肯定 

96年 12月 
辦理「96 年度運動人口倍增計畫」績效卓

越榮獲優等 

空手道委員會受行政

院肯定 

97年 9月 榮膺 97 年度嘉義市傑出運動員獎 學生受肯定 

98年 9月 榮獲 98 年度優良教練獎 市政府表揚 

99年 8月 榮膺 99 年度好人好事代表 社會資歷 

99年 12月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99 年打造運動島計畫

「運動社團建置輔導專案」績效卓越榮獲

特優 

行政院體委會表揚 

99年 12月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特頒績效卓越「運動社 體育會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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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建置輔導專案」榮獲特優 

100年 2月 

嘉義市政府感謝推動本市社會體育活動榮

獲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99 年打造運動導計

畫特優個案。 

市政府肯定 

100年 4月 

大同技術學院有氧空手道社榮獲彰雲嘉大

學院校聯盟社團成果聯展活動體能、康樂

性社團菊花獎 

教學成果 

100年 6月 
大同技術學院嘉許多次率隊投入社會志工

活動，熱誠服務精神可嘉 

學校肯定 

100年 9月 榮膺推動社會體育有功個人獎 全國體育有功個人獎 

   

  雖然只是小小的獎，但背後代表的卻是松濤共同的努力，心血點滴的累積，一

步一腳印的證明，薄薄的紙張，卻是無價、是用心栽培的甜美果實！ 

 

表 2-8 松濤歷屆感謝狀 

時間 感 謝 狀 參與人數 

94年 5月 
財團法人嘉義市天后宮感謝熱烈演出，使得「馬祖

頌—藝文饗宴」順利圓滿。 

500-1000 

94年 8月 
嘉義家庭扶助中心感謝熱心贊助「綠野仙蹤高中生

秋令營」活動嘉惠學子。 

50-150 

94年 10月 
社團法人嘉義市智障福利協進會感謝嘉惠智障者發

揮博愛精神，堪為社會典範。 

300-500 

94年 11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公有零售市場權益促進暨發展協

會，感謝襄助嘉義市西區場促銷活動。 

300-400 

95年 5月 
財團法人民雄文教基金會感謝熱心協助辦理「舞動

民雄」活動 

1000-1500 

95年 8月 嘉義市世賢國小感謝義務指導暑假育樂營空手道。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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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 12月 
社團法人玉山國際青年商會感謝擔任表演人員，深

獲肯定。 

100-250 

97年 2月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圓福分會感謝熱身參與「眾緣

和諧慶元宵」公益慈善活動，贊助演出，功不可沒。 

500-800 

97年 2月 
嘉義市林森國小感謝蒞臨指導有氧空手道教學，嘉

惠學子。 

70 

97年 3月 嘉義市祥和社會福利服務協會感謝惠助祥和。 350 

97年 6月 
嘉義市林森國小感謝蒞臨指導有氧空手道教學，嘉

惠學子。 

70 

97年 8月 
立法委員江義雄感謝協助辦理「慶祝父親節—社福

慈善團體單親爸爸推薦會」熱心公益，特此謝忱。 

300-500 

97年 11月 
嘉義市農會感謝鼎力協助辦理 97 年度「蘭潭飄起田

園香」農特產品展售會。 

1000-3000 

97年 12月 天主教嘉義市仁愛幼稚園感謝熱心奉獻，嘉惠幼兒。 350-400 

97年 12月 
世界和平聯盟感恩鼎力協助兒童晴天課輔班有氧空

手道教學。 

40-55 

98年 1月 嘉義市林森國小感謝長期義務指導有氧空手道 35-46 

98年 1月 
嘉義市志航國小感謝熱心推廣有氧空手道，提升學

童健康體能。 

30-40 

98年 3月 
中國國民黨嘉義市委員會感謝協助辦理「會員親子

聯誼活動」 

200-350 

98年 4月 
嘉義市北園國小感謝長期訓練有氧空手道社團，嘉

惠師生學子。 

30-50 

98年 5月 嘉義市博愛國小感謝指導空手道社團盡心盡力。 40-60 

98年 5月 佛光山圓福寺感謝參與反毒禁菸慈善公益活動演出 400-800 

98年 5月 嘉義市精忠國小感謝蒞校指導有氧空手道不遺餘力 30-40 



 

42 
 

98年 5月 
擔任社團法人玉山國際青年商會社區活動表演人

員，深獲肯定。 

4 

98年 國際崇她嘉義社感謝指導表演有氧空手道 4 

98年 嘉義市國際同濟會感謝松濤有氧空手道蒞臨表演 4 

98年 
世界和平會感謝鼎力協助百萬助學園遊會，熱心公

益 

300-500 

98年 5月 
嘉義市興安國小感謝熱心義務指導課後才藝—有氧

空手道。 

25-40 

98年 5月 
建國科技大學感謝參加校慶「光陰似建」社團動態

成果展，演出精彩萬分。 

30 

98年 5月 嘉義市世賢國小感謝蒞臨指導空手道社團 30-40 

98年 6月 嘉義市志航國小感謝嘉惠學子熱心公益。 30-45 

98年 6月 
嘉義市大同國小感謝義務擔任 98 年度課後才藝班

講師 

25 

98年 6月 嘉義市民族國小感謝擔任有氧空手道指導教練 35 

98年 6月 
嘉義市蘭潭國小感謝連續 3 年指導並推廣空手道社

團活動 

35 

98年 6月 
嘉義市垂楊國小感謝於 97 學年度第二學期義務指

導附設幼稚園小班課後托育之有氧空手道課程 

25 

98年 6月 嘉義市嘉北國小感謝協助推廣空手道社團活動 30-40 

98年 6月 
國發院千禧年第二期聯誼會感謝擔任交接典禮表演

人員，深獲肯定。 

4 

98年 6月 嘉義市僑平國小感謝指導學生優質活動 30 

98年 6月 嘉義市興嘉國小感謝指導有氧空手道社團 35 

98年 7月 
嘉義縣民雄鄉公所感謝熱情參與鄉立托兒所結業典

禮暨才藝表演晚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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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 7月 嘉義北回扶輪社感謝蒞臨表演有氧空手道 4 

98年 7月 吳鳳獅子會感謝擔任典禮表演人員，深獲肯定。 4 

98年 7月 
財團法人天主教附設聖嬰幼稚園感謝指導有氧空手

道教學 

20-35 

98年 7月 嘉義市育人國小感謝指導有氧空手道社團 20-35 

98年 9月 
熱心參與彰化縣後備憲兵自強大會，協助舉辦園遊

會活動圓滿成功 

4 

98年 12月 
嘉義市吳鳳幼稚園頒發績優志工獎狀，感謝熱心公

益 

26 

98年 12月 嘉義市志航國小感謝熱心公益，嘉惠學子。 25-35 

98年 12月 
嘉義市垂楊國小感謝義務指導課後托育之有氧空手

道課程。 

20-30 

98年度 
嘉義市東區興安社區發展協會感謝指導社區暑假育

樂營活動 

30-50 

99年 1月 
嘉義市竹森國小感謝指導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才藝

班有氧空手道。 

30-40 

99年 1月 
嘉義市宣信國小感謝推廣 99 年寒假課後有氧空手

道育樂營。 

30-50 

99年 7月 
嘉義市世賢國小感謝指導空手道社團活動，使學生

在體育發展上獲益良多。 

30-45 

99年 7月 
民雄鄉立托兒所—福興分班，感謝熱心指導有氧空

手道。 

25-35 

99年 8月 
嘉義縣軍人服務站感謝熱心公益，贊助九三軍人節

慶祝大會。 

4 

99年 10月 
嘉義市社區大學感謝協助 2010 桃藝家人祖孫同樂

齊鼓鏘活動表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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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 6月 嘉義市世賢國小感謝支援空手道社團，備極辛勞。 30 

100年 9月 
嘉義市東區安雲霄社區發展協會感謝熱情相助演出

「明月映古道—樂活在森林」音樂饗宴嘉年華 

4 

100 年 11

月 

南投縣延平國小感謝不辭辛勞遠道而來，用心指導

有氧空手道社團，澤被學子。 
36 

     

    為何要針對松濤作研究呢?由以上感謝狀可證明有氧空手道廣被大眾接受的

事實，俗話說得好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利用現有的感謝狀統計 94 年至 100 年各單位對有氧空手道的認同(圖 2-2)，

從上台表演行銷到教學式行銷，可見在 98年時有氧空手道熱烈推廣中，爾後因徐

景富想精益求精，閉關研究創新曲目，以及在學理方面能更上層樓，因此正攻讀

博士學位，故推廣學校維持在舊有的團體中教學。 

 

 

圖 2-6 松濤指導有氧空手道歷年感謝狀折線圖 

註:受限於本研究時間，部分學校開立的感謝狀和聘書是二~三年一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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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松濤未來展望 

    由於發表後獲不錯迴響，近年來這種運動已先後在九十四年與九十六年的嘉

義市長盃空手道錦標賽以及九十五年的嘉義市議長盃空手道錦標賽中列入正式比

賽項目，並且舉辦首屆的諸羅盃有氧空手道全國公開賽。徐景富表示有氧空手道

運動已推廣至 12縣市，但他衷心期許能繼續不斷推廣至全台每個角落。 

國人肥胖指數日益趨高、文明病日新月異，如何改善運動量的明顯不足呢?唯

有推廣簡單易上手的有氧空手道，防身與健身一舉兩得，有氧空手道不受人數、

場地、時間、季節、性別的限制，運動量可大可小，可由個人在時間上的規畫，

亦可團體合作，舞出律動之美。建議每年辦理不止一次的比賽，學校辦理寒暑假

育樂營活動，使得學員能有階段性突破與自我努力，另外配合政府推動的「運動

島」相關政策，社區居民則更容易落實與學習有氧空手道相關知識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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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習者對創新型有氧空手道的滿意度之現況，採用立意抽樣

調查和個案訪談法研究，並瞭解彼此之間的相關性。本章首先由前一章之文獻探

討著手，確立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其次，依序說明研究變項定義、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以及量表分析，最後說明資料分析方法；而資料分析將借重 SPSS19系統。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圖，係根據研究文獻與研究目的擬定而成的，如圖 3-1所

示。 

 

圖 3-1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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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圖中的各研究路徑，分別說明如下: 

A.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習者對教練教學態度上的差異情形 

    以 t 考驗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不同背景變相的學習者，對教練教學的

差異情形。 

B.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習者在自我學習成果上的差異情形 

    以 t 考驗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不同背景變相的學習者，在自我學習成

果上的差異情形。 

C.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習者在場地設施上的差異情形 

    以 t 考驗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不同背景變相的學習者，在場地設施上

的差異情形。 

D.探討教練教學滿意度與自我學習成果之間的關係 

    以積差相關分析，探究學習者對教練教學的滿意度與學習成果的相關情形。 

E.探討場地設施滿意度與自我學習成果之間的關係 

    以積差相關分析，探究學習者對場地設施的滿意度與學習成果的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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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的研究假設係依據研究目的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分列如下: 

假設 1:不同個人背景變相的學習者，其對於教練教學的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1:不同性別的學習者，對於教練教學的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2:不同年級別的學習者，對於教練教學的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3:因教練性別的不同，其對教練教學的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4:不同學習年資的學習者，對於教練教學的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2:不同個人背景變相的學習者，其在自我學習成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2-1:不同性別的學習者，其自我學習成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2-2:不同年級別的學習者，其自我學習成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2-3:教練性別不同，其自我學習成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2-4:不同學習年資的學習者，其自我學習成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3:不同個人背景變相的學習者，會受場地設施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3-1:不同性別的學習者，其受場地設施影響有顯著差異。 

    假設 3-2:不同教練性別的學習者，其受場地設施影響有顯著差異。 

    假設 3-3:教練性別的不同，其受場地設施影響有顯著差異。 

    假設 3-4:不同學習年資的學習者，其受場地設施影響有顯著差異。 

假設 4:有氧空手道的「教練教學」、「學習成果」與「場地設施」之間有顯著相關。 

    假設 4-1:學員對於「教練教學」與「場地設施」有顯著相關。 

    假設 4-2:學員對於「學習成果」與「場地設施」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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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項定義 

    本研究經分析了解相關協會後，參考賴玟伶、林杏麗(2009)所編製的「大學

生水中有氧運動學習滿意度之調查研究」為基礎，再依據有氧空手道運動特性編

製研究調查問卷為「有氧空手道運動課程滿意度之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含括:第

一部份的「基本背景」共編制 4個題向，所使用的各個變項定義如下:     

一、個人基本背景變項 

   1.性別:學習者的性別，包括男性和女性。空手道在觀念上男性高於女性，然 

         而在有氧律動上女性高於男性。 

   2.年級別:受測學習者主要以學生為主，因此利用九年一貫課程的年級分三階 

          段，第一階段為 1至 3年級，第二階段為 4至 6年級，第三階段為 7 

          年級以上。大專院校也有學習者，因人數佔總比例之少數，故合併為 

          第三階段。 

   3.教練性別:教學者的性別，會影響教學的熱忱(耐心、觀察力、幽默感等等)。 

   4.學習年資:分為初學者一年內，和二年以上的進階學習者。有少數幾位是五 

             年以上，甚至更長久的，因人數不多故二分法區別之。 

二、休閒運動滿意度量表 

    根據 Beard 與 Ragheb(1980)的定義是「休閒滿意是個體因從事休閒活動所引

導出及獲得的正向看法或感受，亦即個體知覺目前的休閒經驗及情境感到滿意或

滿足的程度，這種正向滿足感來自個體本身所察覺到的，或未察覺到的需求滿足。」

吳珩潔(2002)經過專家效度的分析，彙整出休閒運動滿意度的六大構面如下: 

1. 心理面向(psychological):成效包含自由感、享樂、涉入和才智的挑戰。 

2. 教育面向(educational):休閒活動能提供參與者身心靈上的刺激並促進

個人自我了解與環境認同。 

3. 社會面向(social):休閒活動能提供對人有益的人際互動。 

4. 放鬆面向(relaxation):活動筋骨能遠離生活產生的緊張，並紓解壓力的

功能。 

5. 生理面向(physiological):休閒活動能發展促進多方面的身心舒適。 

6. 美感面向(aesthetic):視覺與藝術的美學。休閒活動的場所提供參與者一

個舒適、有趣、優美與設計完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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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參加松濤有氧空手道的學員與教練為研究對象。於 2011年 8月 2日

至 10 月 10 日進行 4 次的半結構式訪談，主要是先了解有氧空手道的心路歷程，

並於 2011年 10月 10日至 2011年 12月 17日實施問卷測試。總發放問卷 535份，

回收 515份，扣除無效問卷 17份(漏答、複選)，計回收有效問卷 498份，有效問

卷回收率 93%。 

 

一、半結構式訪談 

    傅篤誠(2003)半結構式訪談除了有些訪談的大綱預先讓受訪者準備外，可以

視訪談的進行情況，訪問者額外提出一些臨時問題請教受訪者。研究者經由訪談

可蒐集參與者的經驗與觀點，補充觀察和文獻缺乏的資料，透過研究者和參與者

的對話內容，即可確認了解的程度，並且開拓問題的深度（林佩璇，2000）。在進

行正式訪談之前，我上網搜尋國內外報導並參考相關文獻，初步擬定訪談要點。 

    首先透過電話與受訪者約定時間及訪談地點，而且告訴受訪者在訪談時將進

行錄音以便資料建檔，同時說明將遵守研究倫理(訪談同意書如附件三、四)；此

外透過 E-MAIL的網路便利性，於訪談前將訪談大綱送予受訪者。正是訪談過程以

錄音筆進行錄音，事前確保錄音的效果，輔以筆記重點摘錄，且適時檢核訪談內

容，並請外子協助拍照紀錄，於事後整理成逐字稿。 

    根據以上所述本研究將把訪談及相關文件所得之資料，檢核其可能呈現的意

涵，並將字句或話語進行編碼分類，並且逐一歸納，最後在彙整成研究報告。本

研究所出現之符號意義說明如下表。 

表 3-1 符號意義說明表 

項 次 符 號 意義說明 

1  訪 1000802-A1 
表示研究者在 100年 8月 2日第 1次訪談

A的紀錄 

2 訪 1001010-B3 
表示研究者在 100年 10月 10日第 3次訪

談 B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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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 

    立意抽樣最基本的考量乃在於研究者判斷誰能提供最佳的資訊來達成研究的

目標。研究者僅選擇可能具有所需資訊的人來加以訪問。它是一種研究者選擇對

總體有代表性單位的非隨機抽樣方法。因此，創新型有氧空手道選擇目前正在學

習的學員為研究對象，以利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三、樣本數分配表      

 

表 3-2 研究樣本數 

學校名稱 樣本分配 有效樣本 
無效

樣本 

有效樣本數

百分比% 

博愛國小 152 74 3 15% 

興嘉國小 29 28 1 6% 

興安國小 19 19 0 4% 

精忠國小 11 11 0 2% 

志航國小 16 16 0 3% 

僑平國小 16 15 1 3% 

柳林國小 9 9 0 2% 

菁埔國小 32 30 2 6% 

世賢國小 23 22 1 4% 

民族國小 31 29 2 6% 

民生國中 14 24 0 5% 

大吉國中 1 11 0 2% 

嘉北國小 19 19 0 4% 

蘭潭國小 11 10 1 2% 

北園國中 14 23 1 5% 

宣信國小 23 21 2 4% 

北園國小 22 21 1 4% 

嘉義大學 31 30 1 6% 

大同大學 5 25 0 5% 

育人國小 10 10 0 2% 

大同國小 22 21 1 4% 

吳鳳科技大學 4 29 0 6% 

嘉義女中 1 1 0 0% 

總數 515 498 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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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壹、量表編製過程 

    問卷調查是針對研究的課題，事先設計好問卷，由研究對象就問卷作答，研

究者將問卷收回後，加以整理、分析與研判，彙整出研究發現與結論(傅篤誠，2003)。

本研究徵得原著作同意(附件一)，與指導教授討論後，修改原問卷部分題意，問

卷內容含括:第一部份的「基本資料」共編制 8 個題向；第二部份是學習滿意度量

表共分三個層面，分別是「教練教學」共編制 15 各題項；「學習成果」共編制 12

各題項；「場地設施」共編制 10各題項(附件二)。 

 

貳、填答計分方式 

    本量表共有 36道題目，採用李克特式(Likert)五點量表評量課程學習滿意程

度，選項以「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五種區間

來作答，資料分析時，分別賦予 5、4、3、2、1 的計分方式，分數越高顯示越同

意，相反之，分數越低顯示越不同意。 

 

參、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本研究回收問卷資料，利用 Cronbach α係數檢測量表之內部一致性，α係數

越大，代表內部一致性越高，一般 α 係數大於 0.7 就表示高信度，α 係數大於

0.9，就表示十分可信，反觀之，α 係數小於 0.35，則應拒絕其信度。創新型有

氧空手道滿意度總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 0.95，具有極佳信度，變項信度分

析如表 3-3。 

表3-3有氧空手道滿意度信度分析摘要表 

題    目 
Cronbach's α

值 

對教練上課認真的程度感到 .951 

教練示範動作 .952 

教練講解能力 .952 

教學內容和進度 .952 

教練專業知識 .951 

教練幽默感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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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學習氣氛 .951 

教學經驗 .951 

教練糾正錯誤動作 .951 

教練適時鼓勵 .952 

教練重視學生基本能力差異 .951 

教練準時上下課 .951 

教材內容難易度 .952 

運動量 .955 

避免及有效處理運動傷害 .952 

從事有氧空手道運動的意願 .951 

增進身體健康 .951 

學到有氧空手道知識 .951 

上課時段安排 .951 

互相合作的精神 .951 

感到成就感 .950 

增進同學之間情感 .952 

排解課業或工作壓力 .951 

學到有氧空手道運動技術 .951 

有氧空手道成績 .952 

未來從事有氧空手道相關職業意願 .951 

考取有氧空手道證照意願 .952 

練習場地浴廁清潔 .956 

練習場地的空氣流通 .954 

運動服裝 .951 

地墊品質 .951 

場地鏡子設備 .950 

場地活動空間 .951 

場地安全性 .951 

場地音響設備 .953 

場地使用人數 .951 

   總量值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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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質性訪談與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共得有效問卷 498份，使用 SPSS19.0 

for windows 電腦套裝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所使用之統計方法說明如下: 

  (一)質性訪談:針對松濤個案做描述性研究，主要以訪談紀錄、照片等資料歸     

納整理創新者對有氧空手道的描述。 

(二)描述性統計:採用次數分配、百分比及平均數、標準差等方式來分析學習者  

  的背景資料、學習滿意程度之分佈情形。 

  (三)獨立樣本ｔ考驗( t -test)：以分別檢測不同之學習者的性別、教練性別、

學習年資在創新型有氧空手道的學習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學習者對於從事

相關有氧空手道職業的意願與考取有氧空手道證照的意願。 

  (五)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以皮爾遜積差相

關考驗假設 4，分析學習者對「教練教學」、「學習成果」與「場地設施」之

間的相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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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了解學習者對有氧空手道的滿意度現況，以背景因素的影響，探

討教練教學的滿意度與有氧空手道相關證件取得的關係。而本章旨在針對研究調

查的結果進行分析和討論，全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樣本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第

二節為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習者在有氧空手道滿意度之差異；第三節為教練影響學

員的滿意度分析；第四節為滿意度構面之間的關係分析。 

 

第一節  樣本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節對有效樣本之性別、年級別、教練性別、學習年資進行次數分配之描述

性統計分析，並呈現各變項之分布情形。詳細內容如下表 4-1、表 4-2、表 4-3、

表 4-4所示。 

表 4-1 不同背景變項的敘述統計資料 

背景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262 52.6% 

女生 236 47.4% 

年級別 

1~3年級 218 43.8% 

4~6年級 137 27.5% 

7年級以上 143 28.7% 

教練性別 
男生 63 12.7% 

女生 435 87.3% 

學習年資 
一年內 325 65.3% 

二年以上 173 34.8% 

 

    由表 4-1 可知，在「性別」這個背景變項中，共有「男生」與「女生」兩個

組別，所有的受試者共有 498 位，其中「男生」的人數有 262 人，佔所有受試者

的 52.6%；「女生」的人數有 236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47.4%。由上述的資料可知，

在「性別」這個背景變項中，男女人數之比是 1.1:1，人數相當接近。 

    同樣地，在「年級別」這個背景變項中，共有「1~3年級」、「4~6年級」與「7

年級以上」等三個組別，「1~3年級」的人數有 218 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43.8%；「4~6

年級」的人數有 137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27.5%；「7年級以上」的人數有 143人，

佔所有受試者的 28.7%。由上述的數據可知，在「年級別」這個背景變項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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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是 1.6:1:1，「1~3 年級」的人數相較多 60%。學童的年紀越長，參加率越低。

通常只有表現優異的學員還能繼續活躍參與學習。看來，培養對有氧空手道的興

趣還需要很大的功夫。 

    在「學習年資」這個背景變項中，共有「一年內」與「二年以上」等兩個組

別，「一年內」的人數有 325 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65.3%；「二年以上」的人數有

173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34.8%。由上述的數據可知，在「學習年資」這個背景變

項中，人數之比是 1.87:1，「一年內」的人數相較多 87%。說明如下: 

  ◆有氧空手道的初學者較多 

        空手道的學習入門較難，因為要先練習基本功，也就是肌力與肌耐力、

技術動作純熟度、速度與速耐力關係、身體重心平衡(關係肌力與肌耐力)、

動作韻律性(技術動作要純熟方可)、肌肉放鬆與收縮，甚至還有柔軟度等(全

國體育學院教材委員會，1990)。想要成功就必須穩扎穩打基本動作和全身的

協調性，有時同一個動作練上百回也不為過，如今推展的有氧空手道能讓學

習者駕輕就熟，配合音樂使身體因習慣而記憶，卻也缺點─流行容易曇花一

現，若曲目無法跟上潮流，學員容易產生倦怠感，因此每年必須編輯二至三

首曲目，基本動作學會後若要求學員進階學習，容易適應不良，俗話說的好:

甘蔗倒吃不會甜。因此推行有氧空手道的主要目的是鼓勵人人能規律運動，

不受時間、天氣、場地等影響，提升國人健康體能。(訪 1000828-A2) 

 

    在「教練性別」這個背景變項中，共有「男生」與「女生」兩個組別，其中

「男生」的人數有 63 人，佔所有受試者的 12.7%；「女生」的人數有 435 人，佔所

有受試者的 87.3%。由上述的資料可知，在「教練性別」這個背景變項中，可知女

教練授課遠遠超過男教練。原因是松濤道館的教練性別人數分布不均，由表 4-1-1

詳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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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松濤師資 

      段位 

性別 

教練志工 

總計 20人 
初級、二段 10人 三段 10人 

男性 3 1 2 

女性 17 9 8 

                                                   研究者整理 

 

   ◆教練志工的培育 

        志工即志願服務者之簡稱。李勝雄(2006)在自由意志下，不以報酬為主

要目的，無償地貢獻己力，以支援、服務和協助與運動有關之個人、組織或

團體等的各種運動或活動。呂謙（2003）指出訓練及培養志工，滿足其工作

任務分配及學習新的技巧，提高志工執行特定工作所需要的知識、技能、態

度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所提供之一連串的學習過程，並評估學習效果及執行的

績效，以作為改善訓練績效及溝通的管道，並讓志工服務能持續推廣，已經

成為現今發展運動之趨勢。 

男女教練的分配不均原因在於認同，因為空手道的本質被研發成剛柔並

駕，導致觀念上的差異而使男女教練落差頗大，如今希望能從小(新)學起，

建構新一代的觀念。初級至三段可在道館認證，四段必須經過中華民國空手

道聯盟審查合格，因這些教練群本身有個人的工作在身，主要是義務到學校

協助推廣有氧空手道，因此將個人的升段計畫列為次要目標。(訪 1000828-B2) 

 

表4-2研究變項「教練教學」分量表的敘述統計資料 

題號  變項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  教練認真程度 498 1.00 5.00 4.50 .80 

2  教練示範動作 498 1.00 5.00 4.39 .81 

3  教練講解能力 498 1.00 5.00 4.33 .87 

4  教學內容和進度 498 1.00 5.00 4.35 .92 

5  教練專業知識 498 1.00 5.00 4.47 .82 

6  教練幽默感 498 1.00 5.00 3.99 1.09 

7  上課學習氣氛 498 1.00 5.00 4.28 .95 

8  教學經驗 498 1.00 5.00 4.3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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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練糾正錯誤動作 498 1.00 5.00 4.31 .93 

10 教練適時鼓勵 498 1.00 5.00 4.21 1.05 

11 教練重視學生基本能力差異 498 1.00 5.00 4.27 1.00 

12 教練準時上下課 498 1.00 5.00 4.34 .95 

13 教材內容難易度 498 1.00 5.00 3.98 1.15 

   教練教學 498 13.00 65.00 55.74 8.56 

研究者製作 

    由表4-2可知第1題至第13題所有學習者皆有填答，就每道題目的同意程度，

每道題目都有人勾選「非常不同意」，因此最小值為1分；同樣地，每道試題也都

有人勾選「非常同意」，故最大值為5分。針對「教練教學」滿意度這個分量的最

小值為13，反觀最大值為65。 

    以平均數而論述，每道題目的平均數都偏高，以第13題教材難易度的平均數

(M=3.98)為最低，以第5題教練專業知識的平均數(M=4.47)為最高；而「教練教學」

這個分量表的平均數是M=55.74。然而每道題目的標準差相當接近，以第1題認真

程度的標準差(SD=.80)最低，最高的標準差是第13題教材難易度(SD=1.15)；而「教

練教學」這個分量表的標準差等於8.56。 

 

◆學員與教練的關係 

        學員做完暖身操之後，首先進行兩首歌曲的有氧空手道，大約十分鐘左

右，這時的曲目動作是空手道的基本功，教練以輕鬆的和快樂氣氛引領學員

(面帶微笑感受音樂的氛圍)，希望以音樂激發學員對空手道的熱忱，接著是

主要的空手道課程，為了達到一定的學習成效，總教練會對助理教練要求學

習成效，因此為了讓學員精進學習，必要的要求變成不苟言笑的時段，等到

上完課教練才會和學員輕鬆聊天，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容易讓人愛恨交錯

吧!(訪1001010-B3) 

        松濤的二十訓，主旨是孝順父母，敬重師長，達到文武合一，術德兼修，

第一訓:勿忘空手始於禮而終於禮，不要忘記對「禮」的要求。只有讓更多的

年輕人懂得禮和德，才能使社會更祥和，人心向善。(訪1001010-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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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研究變項「學習成果」分量表的敘述統計資料 

題號   變項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  運動量 498 1.00 5.00 3.60 1.36 

2  避免及有效處理運動傷害 498 1.00 5.00 4.13 1.06 

3  從事有氧空手道運動的意願 498 1.00 5.00 4.35 .89 

4  增進身體健康 498 1.00 5.00 4.38 .88 

5  學到有氧空手道知識 498 1.00 5.00 4.24 1.03 

6  上課時段安排 498 1.00 5.00 4.28 .99 

7  互相合作的精神 498 1.00 5.00 4.20 1.05 

8  感到成就感 498 1.00 5.00 4.26 .95 

9  增進同學之間情感 498 1.00 5.00 4.19 1.04 

10 排解課業或工作壓力 498 1.00 5.00 4.24 .98 

11 學到有氧空手道運動技術 498 1.00 5.00 4.42 .84 

12 有氧空手道成績 498 1.00 5.00 4.23 .97 

13 未來從事有氧空手道職業意願 498 1.00 5.00 4.04 1.10 

14 考取有氧空手道證照意願 498 1.00 5.00 3.90 1.17 

    學習成果 498 18.00 70.00 58.46 9.57 

                                                            研究者製作 

    由表4-3可知第1題至第14題所有學習者皆有填答，就每道題目的同意程度，

每道題目都有人勾選「非常不同意」，因此最小值為1分；同樣地，每道試題也都

有人勾選「非常同意」，故最大值為5分。針對「學習成果」滿意度這個分量的最

小值為18，反觀最大值為70。 

    以平均數而論述，每道題目的平均數都很高，以第14題考取有氧空手道證照

的平均數(M=3.90)為最低，以第11題學習有氧空手道運動技術的平均數(M=4.42)

為最高；而「學習成果」這個分量表的平均數是M=58.46。然而每道題目的標準差

很接近，以第11題有氧空手道運動技術的標準差(SD=.84)最低，最高的標準差是

第1題運動量(SD=1.36)；而「學習成果」這個分量表的標準差等於9.57。 

◆戰績輝煌 

       本人曾獲得全國區運銅牌，並且擔任國家代表隊教練遠征他國參加比賽；

學生代表國家出國比賽榮獲佳績。(訪1001010-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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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研究變項「場地設施」分量表的敘述統計資料 

題號  變項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  場地浴廁清潔 498 1.00 5.00 3.40 1.29 

2  場地的空氣流通 498 1.00 5.00 3.73 1.23 

3  運動服裝 498 1.00 5.00 4.18 1.06 

4  地墊品質 498 1.00 5.00 4.06 1.14 

5  場地鏡子設備 498 1.00 5.00 4.13 1.11 

6  場地活動空間 498 1.00 5.00 4.15 1.12 

7  場地安全性 498 1.00 5.00 4.14 1.10 

8  場地音響設備 498 1.00 5.00 3.64 1.34 

9  場地使用人數 498 1.00 5.00 4.13 1.10 

場地設施 498 9.00 45.00 35.57 7.03 

 

從表4-4可知第1題至第14題所有學習者皆有填答，就每道題目的同意程度，

每道題目都有人勾選「非常不同意」，因此最小值為1分；同樣地，每道試題也都

有人勾選「非常同意」，故最大值為5分。針對「場地設施」滿意度這個分量的最

小值為9，反觀最大值為45。 

    由平均數而論述，每道題目的平均數都偏中高，以第1題練習場地浴廁清潔的

平均數(M=3.40)為最低，以第3題運動服裝的平均數(M=4.18)為最高；而「場地設

施」這個分量表的平均數是M=35.57。然而每道題目的標準差非常接近，以第3題

運動服裝的標準差(SD=1.06)最低，最高的標準差是第8題場地音響設備(SD=1.34)；

而「場地設施」這個分量表的標準差等於7.03。 

    整體而言，滿意水平落在中等以上，這與蔡添元(2006)研究國小學童休閒運

動滿意結果相同，顯示學生對於休閒運動頗為喜愛並需要，能在運動成果中學習

到人際關係互動、適當紓壓、身體動作發展等等。 

◆練習環境與空間 

        因為學校是公有設備，願意提供場地和鼓勵學生學習有氧空手道我已經

很知足，所以基本的保護軟墊必須自備，然而運動後需要盥洗部分，就只好

請學員簡單DIY清洗，避免感冒或因異味影響人際關係。(訪1010323-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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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背景變項學員與有氧空手道滿意度之差異 

    本節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不同背景變項在有氧空手道滿意度的差異

情況，以考驗研究假設一、假設二、假設三。本研究分別從學習者性別、教練性

別、學習年資以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結果如下: 

 

壹、學員性別與有氧空手道滿意度之差異     

 

表4-5  不同性別的學員在有氧空手道滿意度量表的獨立樣本t考驗摘要表 

構面名稱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教練教學 

男性 262 54.90 8.26 -2.32* 

女性 236 56.67 8.81  

學習成果 

男性 262 57.51 8.97 -2.35* 

女性 236 59.52 10.10  

場地設施 

男性 262 36.18 6.87 2.06* 

女性 236 34.89 7.15 
 

*P<.05 

    有氧空手道學員的不同性別與三個變相統計結果整理成表4-5，在「t值」這

個欄位出現的星號「*」，即可判斷「教練教學」、「學習成果」與「場地設施」

這三個變項，男女生皆達顯著性的差異。在「教練教學」分量表的獨立樣本t考驗

達顯著性的差異，t(498)= -2.322，P<.05，95%CI[-3.28，-.27]，女生的得分

(M=56.67)顯著高於男生的得分(M=54.90)。 

◆男女翹翹板 

        男女生差不多，只是男生較多一些，和早期學習空手道相比，顯示出性

別平等教育的理念有落實，加上有氧空手道力中帶柔與音樂搭配融洽，因此

運動不分男女。(訪 100080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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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練性別與有氧空手道滿意度之差異 

 

表4-6 不同性別的學員對「教練教學」滿意度量表的獨立樣本t考驗摘要表 

 

變相 

 

 男生 

(n=262) 

 女生 

(n=236) 

  

t值 

 

P值 

 

95%CI η2 

 

1-β 

M        SD M      SD LL      UL 

教練

教學 
54.90 8.26  56.67 8.81 -2.32 .021 -3.28 -.27 .01     .640 

學習

成果 
57.51 8.97  59.52   10.10   -2.35 .019 -3.69 -.33  .01     .650 

場地

設施 
36.18 6.87   34.8   7.15   2.06 .040 .06 2.53  .01     .540 

 

    表4-6左邊第六欄位為「95%CI」，95%的信賴區間的上下界範圍皆未包含0，

顯示男女生兩組的平均數有顯著性的差異；此判斷與透過p值的方式，結果是相同

的。左邊第七欄位為效果值「η2」，有關效果值的大小，Cohen(1988)曾提出表

3-8-1的淨相關Eta平方效果值強度，透過表3-8-1可判斷出男女生在「教練教學」、

「學習成果」、「場地設施」這些變相的獨立樣本t考驗分析具有低效果值。女性

學員對教練教學的滿意度高於男性學員的看法，然而對場地設施方面男性學員顯

示高於女性學員。 

 

表 4-6-1淨相關Eta平方效果值強度 

η2大小 效果值強度 

.010 低效果值 

.059 中效果值 

.138 高效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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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習年資與有氧空手道滿意度之差異 

 

表 4-7 學習者的學習年資在有氧空手道滿意度量表的獨立 t考驗摘要表 

變 項 學習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教練熱忱 
一年內 243 -.11 1.05 -2.48* 

二年以上 75 .18 .82  

學習成果 
一年內 243 -.09 1.06 -1.84 

二年以上 75 .15 .75  

場地設施 
一年內 243 -.10 1.06 -2.53* 

二年以上 75 .19 .80  

註:*P〈.05 

 

由表 4-7的「t值」這個欄位出現的星號「*」，判斷學習年資對「教練熱忱」、

「場地設施」皆達顯著性的差異；「學習成果」這個變項，平均數未達顯著性的差

異。二年以上的學習者對於場地設施這個量表得分(M=.19)顯著高於一年內的得分

(M=-.10)。 

 

◆行銷策略 

        傅篤誠(2003)指出非營利組織需要花多少力量(費用)作為行銷呢?NPO 當

然不能像營利事業一樣，每年編列一定的預算做廣告行銷，所以 NPO 在行銷

預算上模糊不定，甚至想在媒體上刊登一則廣告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原因無

疑─經費。因此，NPO 必須在「花錢」的行銷手法之外，另闢蹊徑，利用辦活

動時搭媒體順風車；或利用一些社會事件的發生藉機炒作一番，將組織與組

織的使命曝光，以達到行銷的效果，這種方式的行銷與單本書籍書出版的行

銷有些相似，無法真正花大筆錢去大肆做廣告。 

 

        有氧空手道的行銷方法很簡單，一步一腳印，只要學校有意願學，會親

自到校指導並提供教學資源(動作示範影片)，人力資源的運用，是目前最踏

實的行銷策略。另推出有氧空手道 T 恤成本價 200 元，只賣 180 元，原因是

穿在身上幫忙打廣告，些微的折損獲益良多，套句俗話說有捨必有得，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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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告效果是無可限量的。另一項行銷是利用表演和舉辦比賽，常受邀上台

演出能增加曝光率，利用媒體的無限報導，提升大眾對有氧空手道的認識。

到學校推廣是最基層的扎根，因為單純的空手道教學大都已不被現代父母接

受，現在鮮少孩童能吃苦耐勞，搭配流行音樂能吸引孩童的興趣，達到有效

的運動效果，利用參加比賽活化孩童對有氧空手道的意義。(訪 100080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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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年級別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4-8 不同年級別在「教練教學」、「學習成果」、「場地設施」的人數、平均數與

標準差 

  變項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教練教學 1~3年級 218 55.33 7.83 

4~6年級 137 55.28 10.32 

7年級以上 143 56.80 7.72 

總和 498 55.74 8.56 

學習成果 1~3年級 218 59.55 9.05 

4~6年級 137 58.10 11.33 

7年級以上 143 57.16 8.28 

總和 498 58.46 9.57 

  場地設施 1~3年級 218 36.19 6.81 

4~6年級 137 34.69 7.99 

7年級以上 143 35.47 6.28 

總和 498 35.57 7.03 

 

表4-8所有資料顯示，在「教練教學」中的「1-3年級」的平均數為55.33，這

個組別的標準差為7.83；在「4-6年級」的平均數為55.28，這個組別的標準差為

10.32；在「7年級以上」的平均數為56.80，這個組別的標準差為7.72。在「學習

成果」內的「1-3年級」的平均數為59.55，這個組別的標準差為9.05；在「4-6年

級」的平均數為58.10，這個組別的標準差為11.33；在「7年級以上」的平均數為

57.16，這個組別的標準差為8.28。在「場地設施」中的「1-3年級」的平均數為

36.19，這個組別的標準差為6.81；在「4-6年級」的平均數為34.69，這個組別的

標準差為7.99；在「7年級以上」的平均數為35.47，而標準差為6.28。 

 ◆培養自信的有氧空手道 

學習有氧空手道的學員，最重要的是培養自信心，學習吃苦耐勞和堅

韌不拔的毅力精神，目前少子化的年代，加上物質富裕的社會型態，父母

的保護多於要求，減輕孩子身心之痛苦，孩子唯一的追求是舒適，養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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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與受寵的不正確人格，然而在松濤接受挑戰的孩子已克服了以上之缺點，

有氧空手道主要強調以艱苦的歷練奠定完美的品格，因此，防身自衛只是

其次要宗旨。(訪100080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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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多重比較」統計結果 

依變數 

(I) s2年

級別 

(J) s2年

級別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教練教學 

 

 

 

 

Games-Howell 檢定 1~3年級 4~6年級 .046 1.028 .999 -2.38 2.47 

7以上 -1.468 .835 .186 -3.44 .50 

4~6年級 1~3年級 -.046 1.028 .999 -2.47 2.38 

7以上 -1.513 1.092 .350 -4.09 1.06 

7以上 1~3年級 1.467 .835 .186 -.50 3.43 

4~6年級 1.513 1.092 .350 -1.06 4.09 

學習成果 

 

Games-Howell 檢定 1~3年級 4~6年級 1.456 1.146 .413 -1.25 4.16 

7以上 2.390
*
 .925 .027 .21 4.57 

4~6年級 1~3年級 -1.456 1.146 .413 -4.16 1.25 

7以上 .934 1.19014 .713 -1.8 3.74 

7以上 1~3年級 -2.390
*
 .925 .027 -4.57 -.21 

4~6年級 -.934 1.190 .713 -3.74 1.87 

場地設施 Games-Howell 檢定 1~3年級 4~6年級 1.501 .824 .164 -.44 3.44 

7以上 .720 .699 .559 -.93 2.37 

4~6年級 1~3年級 -1.501 .824 .164 -3.44 .44 

7以上 -.782 .861 .635 -2.81 1.25 

7以上 1~3年級 -.720 .699 .559 -2.37 .93 

4~6年級 .782 .861 .635 -1.25 2.81 

*P< 0.05  

    表4-9中的「學習成果」這個分量表採用Games-Howell檢定。在「1-3年級與7

年級以上」的事後比較中，可知Games-Howell考驗達顯著水準(P=.027)，顯示1-3

年級的平均數(M=59.55)與7年級以上的平均數(M=57.16)，有顯著性的差異，兩

者的平均數差異為59.55-57.16=2.39。 

    年級別在「教練教學」與「場地設施」的事後比較中，表4-9可知Games-Howell

考驗未達顯著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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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不同年級別在「教練教學」、「學習成果」、「場地設施」的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教練教學 組間 224.83 2 112.41 1.54  

組內 36219.24 495 73.17   

總和 36444.06 497    

學習成果 組間 518.84 2 259.42 2.86* 1-3年級〉7年級以上 

組內 44983.01 495 90.88   

總和 45501.85 497    

場地設施 組間 191.78 2 95.89 1.95  

組內 24350.40 495 49.19   

總和 24542.18 497    

 *P< 0.05 

   由前述討論整理成表4-10，年級別在「學習成果」的平均數比較結果，「1-3

年級」的平均數顯著高於「7年級以上」的平均數。然而「教練教學」與「場地設

施」的年級別平均數，皆沒有顯著性差異。因此，表4-10的「事後比較」這個欄

位，就以「1-3年級〉7年級以上」來表示。 

 

      ◆用心推廣 

            嘉義大學空手道社在 2006年到民族國小舉辦週末空手道營，義務教     

        授小朋友有氧空手道的基本動作，八個禮拜的汗水，讓三十多位學員扎    

        實的"武"出健康，博得台下滿堂喝采，大學生對弱勢團體的關愛和付出， 

        令人十分欣慰。除此之外，還時常義務參加慈善團體表演，將有氧空手 

        道的氣魄和精神，展現在大眾的眼前。(訪 1001010-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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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練影響學員的滿意度分析 
表 4-11教練的性別在「教練教學」分量表的獨立樣本 t考驗摘要表 

 

變相 

 

 男教練 

(n=63) 

 女教練 

(n=435) 

  

t值 

 

P值 

 

95%CI η2 

 

1-β 

 M       SD M      SD LL     UL 

認真

程度 
4.14 1.15   4.55 .72   -2.75 .008 -.71 -.11  .03     .969 

示範

動作 
3.93 1.08     4.45 .75   -3.67 P<.001 -.79 -.23  .04     .998 

講解

能力 
4.08 1.07     4.37 .83   -2.45 .015 -.51 -.06   

內容

進度 
4.08 1.08     4.40 .89   -2.53 .012 -.56 -.07   

專業

知識 
4.16 1.11     4.51 .77   -2.45 .017 -.64 -.07  .02     .894 

幽默 3.70 1.34     4.03 1.04   -1.90 .062 -.68 .02   

學習

氣氛 
4.03 1.16     4.31 .91   -2.22 .027 -.53 -.03   

教學

經驗 
4.03 1.15     4.38 .87   -2.32 .023 -.65 -.05  .01     .814 

糾正

動作 
4.10 1.15     4.34 .89   -1.63 .108 -.54 .05       

鼓勵 4.03 1.20     4.23 1.03   -1.41 .158 -.48 .08       

基本

差異 
3.87 1.30     4.32 .93   -2.64 .010 -.79 -.11  .02     .921 

準時 
3.90 1.39     4.40 .85   -2.75 .008 -.85 -.13  .03     .973 

內容

難易 
3.79 1.15     4.00 1.15   -1.38 .169 -.52 .09       

註:df=496 

    根據表 4-11的論述可知，男女教練在「動作示範」分量表的得分有顯著性的

差異，t(496)= -3.67，P<.001，η2=.04，95%CI[-.79,-.23]，女教練的得分(M= 

4.45)顯著高於男教練的得分(M= 3.93)，其統計考驗力為.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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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製表 

圖 4-2 學員對男女教練教學的滿意度之差距 

 

由上圖 4-2 可知學員對女性教練教學的滿意度高於男性教練，而教學的滿意

度差距最小的是「教練對學員的適時鼓勵」相差 M=0.2，差距最多的是「教練教學

時的示範動作」相差 M=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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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教練性別在有氧空手道滿意度量表的獨立 t考驗摘要表 

變 項 教練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教練熱忱 
男性 47 -.46 1.59 -2.18* 

女性 320 .07 .86  

學習成果 
男性 47 -.63 1.67 -2.91** 

女性 320 .09 .82  

場地設施 
男性 47 -.48 1.45 -2.54* 

女性 320 .07 .90  

註:*P〈.05，**P〈.01 

 

從表 4-12 的「t 值」這個欄位出現的星號「*」，判斷教練的性別對「教練熱

忱」、「學習成果」、「場地設施」皆達顯著性的差異，尤其是學習成果的顯著性差

異高達二個星號。女性教練在學習成果這個量表得分(M=.09)顯著高於男性教練的

得分(M=-.63)。 

 

◆民眾肯定 

       帶領社團學員受邀表演，深獲市長肯定後，有氧空手道列入市長盃比賽項

目之一。連續多次榮獲市政府表揚優秀教練，以及推展體育有功人士，99 年

配合政府打造運動島計畫「運動社團建置輔導專案」績效卓越榮獲特優。(訪

1001010-B3) 

 

表4-13學員對有氧空手道之證照的單一樣本t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  項 檢定值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95%CI 

LL   UL 

從事有氧空手道職業意願 3 498 4.04 1.10 21.20 p<.001 .95 1.14 

考取有氧空手道證照意願 3 498 3.90 1.17 17.16 p<.001 .79 1.00 

 

由表 4-13 的統計結果顯示，498 位學習者對於從事有氧空手道相關職業之意

願有顯著差異，t (498)=21.20，p<.001，95%CI[.95，1.14]，498位學員對於未來

從事有氧空手道相關職業的意願平均數(M=4.04)顯著高於母群體的意願平均數

(M=3)。對於 498 位學習者對於考取有氧空手道證照之意願有顯著差異， t 



 

 

72 
 

(498)=17.16，p<.001，95%CI[.79，1.00]，498位學習者的考照意願平均數(M=3.90)

顯著高於母群體的意願平均數(M=3)。 

◆學員考取有氧空手道相關證照 

        初級至三段可在松濤取得認證，學員的動機會影響考證照的意願，主要

分為二種目的，一是為了紓解壓力和擁有健康身體來運動的學員，不一定會

考證照，若有舉辦測試也會參加；另一是將空手道設定為個人人生目標，因

取得證照可參加比賽並對個人未來發展(就業或求學)多一項選擇。建立個人

在學習空手道的自信心，是一種自我肯定的方式。(訪 1000828-A2) 

 

◆學員人數 

        單次授課約三十人左右，嘉義市目前只有三所學校(國小)未推廣，因受

限志工教練的人數，無法配合學校教授時間；以及同行間的挖角，導致人力

有限。為了留住人才，我會隨時關心教練志工的心境，所以心理層面的諮詢

與溝通是必要的。(訪 1001010-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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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滿意度構面之間的關係分析 

 

表4-14 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 

 1 2 3 

1.教練教學 ─   

2.學習成果 .81** ─  

3.場地設施 .68** .74** ─ 

平均數 55.74 58.46 35.57 

表準差 8.56 9.57 7.03 

註:N=498，**P<.01 

由表4-14可知教練教學、學習成果和場地設施的積差相關，皆達到顯著性的

相關。其中，「教練教學」與「場地設施」的積差相關為r(496)=.68，P<.01；「學

習成果」與「場地設施」的積差相關為r(496)=.74，P<.01。而「教練教學」的平

均數為55.74，標準差為8.56；「學習成果」的平均數為58.46，標準差為9.57；

「場地設施」的平均數為35.57，標準差為7.03。 

 

◆政府的肯定 

        體育有功人員首先在嘉義市政府接受評鑑，再由嘉義市政府推薦至全國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要是填寫成果報告。內容大致上有:活動名稱、指導

單位、承∕主辦單位、活動時間、活動地點、參加對象和人數(各族群實際參

與人口數）、舉辦場次(2 場次年度大型競賽活動或觀摩表演)、新增人口數、

志工人數、運動觀賞人數、運動特色、經費概算(自籌款至少須達本會補助金

額 10%)等基本資料，辦理的活動內容及照片，活動後的檢討與建議事項等。(訪

1010323-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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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了瞭解嘉義地區學習創新型有氧空手道的滿意度現況調查，透過半

結構晤談法了解創新路程，並立意抽樣方式進行調查有氧空手道滿意度之相關變

項探討，了解多元的發展與變化，激發更多從事創新型有氧空手道的新點子，以

吸引更多人持續運動，人人擁有健康的身心。提出以下的結論與建議，供學校、

學員以及未來研究者參考。依據第四章的量化分析結果，將研究假設驗證結果整

理成下表 5-1: 

表 5-1 研究假設驗證分析表 

 

 

 

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1-1:不同性別的學員，對於教練教學的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1-2:不同年級別的學習者，對於教練教學的滿意度有顯著差  

    異。 
未獲得支持 

1-3:因教練性別的不同，其對教練教學的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1-4:不同學習年資的學習者，對於教練教學的滿意度有顯著 

    差異。 
獲得支持 

2-1:不同性別的學習者，其自我學習成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2-2:不同年級別的學習者，其自我學習成果滿意度有顯著差 

    異。 
獲得支持 

2-3:教練性別不同，其自我學習成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2-4:不同學習年資的學習者，其自我學習成果滿意度有顯著 

    差異。 
未獲得支持 

3-1:不同性別的學員，其受場地設施影響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3-2:不同教練性別的學員，其受場地設施影響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3-3:教練性別的不同，其受場地設施影響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3-4:不同學習年資的學習者，其受場地設施影響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4-1:學員對於「教練教學」與「場地設施」有顯著相關。 獲得支持 

4-2:學員對於「學習成果」與「場地設施」有顯著相關。 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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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以量化實證發現學員對於創新型有氧空手

道的學習滿意度，提出以下結論： 

 

壹、大部分學員未來願意從事有氧空手道相關工作 

    498位學員對於未來從事創新型有氧空手道的工作意願平均數高達(M=4.04)，

廣為推廣需要人力的資源，從這項數據顯示教練志工人數能正成長增加到一定的

水平，有利將創新型有氧空手道推廣至全台每個角落。 

 

貳、學員願意考取有氧空手道證照達中等以上 

    對於 498 位學員考取有氧空手道證照之意願有顯著差異，平均數(M=3.90)屬

於中上，顯示學員對自我成果的滿意度偏重於個人身體健康(M=4.38)，以及認同

自我在有氧空手道技術(M=4.42)層面的進步。 

 

參、學員的性別影響創新型有氧空手道在滿意度上有顯著之差異 

    學習有氧空手道的男性學員多於女性學員，而且以 1~3 年級者居多；然而在

教學之教練性別方面，女性教練多於男性教練；學員的學習年資以一年內佔多數。

在「學習成果」滿意度上，女性學員高於男性學員；然而在「場地設施」滿意度

上，男性學員高於女性學員；所以眾觀整體的學習滿意度上，女性學員略高於男

性學員。將空手道的動作結合柔性之美，需要時間的歷練，才能不被性別左右學

習。 

 

肆、學員對於創新型有氧空手道的滿意度高於中等 

    學員對於創新型有氧空手道之滿意度的三個構面和整體學習滿意度皆高於平

均數，顯示學員的學習滿意度偏高，其中以「學習成果」的學習滿意度最高，平

均數為 58.46，標準差為 9.57，其次為「教練教學」的平均數為 55.74，標準差為

8.56；最低為「場地設施」的平均數為 35.57，標準差為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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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員對於女性教練教學滿意度之各層面皆高於男性教練 

    研究顯示女性教練的教學被學員高度接受，而男性教練的教學在「動作的示

範」和「準時上下課」的平均數相差最多，差距分別是「動作的示範」M=0.52 和

「準時上下課」M=0.5。 

 

陸、確認「教練教學」、「學習成果」與「場地設施」之間有顯著關聯性 

    本研究所建構的創新型有氧空手道滿意度包含傳授者─教練、自我成效的認

同─學習成果，還有活動空間與汗流浹背後的盥洗環境─場地設施，顯示創新型

有氧空手道的推廣會受這三個構面影響滿意度，推廣多元的教學課程能從小培養

運動的習慣，放鬆身心各層面，如此印證研究假設四，可以作為學校在健康與體

育領域推廣時的依據。蔡添元(2006)的研究顯示國小學童的休閒運動滿意度越高，

其整體生活滿意度具有正面情緒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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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協助相關單位推廣創新型有氧空

手道之教學與需求，以利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一、創新教學、創意學習: 

    本研究發現學員以初學者居多，可見創新型有氧空手道吸引眾人目光與興趣，

學員被這種獨特的風格引領入空手道，搭配流行的元素讓學員動起來，是成功的

第一步，然而這樣的教學必須隨時注意新潮的取向，研究者發現「開放式教學」

是永續學員學習動機的方法:確認學員的基礎動作建立後(進階班)，由學員主導創

作編輯不同曲風，除了可增加上課趣味性、豐富性外，也可以使學員嘗試並瞭解

多元化的課程設計，藉此提升學員自信心和參與感。利用不同曲風打造獨樹一格

的有氧空手道，源源不斷的創意構思，透過學校才藝發表，將舞曲動作錄製成影

集，讓所有學員分享及學習，教學者同時擁有無限的教學資源。 

 

二、建立專屬的有氧空手道證照之制度: 

    目前有氧空手道的證照與嘉義市松濤空手道是同一套系統，有氧空手道的推

廣受到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的肯定、嘉義市政府的支持與社區的熱情邀約，建立一

套屬於有氧空手道的認證，培育有氧空手道的專業教練，有效推廣有氧空手道至

全國每一個角落，活絡運動島的精神，更可增加媒體曝光與表演機會，利用曝光

率提升免費廣告的行銷帶動社會流行風潮，可引起健身俱樂部的青睞，而導入企

業化經營模式，與國內健身俱樂部及相關健身中心、運動場館簽訂合作協定。 

 

三、多元教材 

    研究者發現創新者有心推廣卻必須承受舟車勞頓之苦，利用網際網路的便利

與發達，傳送零距離基礎(入門)的有氧空手道，既可省時又可省油，達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零距離的便利同時也創造高收視的點播率，廣告效益不可限量。 

 

四、多元比賽增加技能的提升 

    各校成立有氧空手道社團，區別社團和課程的不同，以樂趣化為原則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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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提升學員有效學習，同時也能讓學習動機持續延伸，並且透過比賽增強學生

的技能，建議先辦理區域性的初階資格賽，再代表參加縣市級的比賽，精益求精

參加全國性的比賽，相信屬於台灣人首創原汁原味的休閒運動，能引領風潮帶動

人人擁抱健康的身心。 

 

五、學校與社區攜手合作 

    學校和社區是生命共同體，因為學生來自社區家庭，所以和社區保持友好的

橋樑可透過有氧空手道，結合學校慶典和主題活動推廣創新型有氧空手道，帶動

社區人人動起來，輕鬆學舞動健康的身心，搭配地方宗教節慶邀請學員到社區表

演，相信在學校和社區化的推波助瀾，勢必能活化有氧空手道全面推廣的理念。 

 

六、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限於時間、人力和空間的因素，僅抽取嘉義市有參與創新型有氧空手

道的學員為對象，無法代表臺灣各地學員的滿意度。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進行區

域比較，或針對學員和家長之間的看法做深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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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利用 NPO推行創新型運動滿意度之研究—以有氧空手道為例 
各位親愛的同學您好： 

  首先謝謝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 

本研究的目的是想瞭解學員對目前有氧空手道運動課程的滿意程度現況，為

建立本研究工具的效度，懇請惠賜卓見。 

本問卷的選答無所謂對或錯，只要按照您實際的情形填答即可。此次所獲資

料純為學術研究之用，我們誠摯邀請您的參與，您寶貴的意見對本研究有很大的

幫助和價值。 

衷心地謝謝您的支持與合作。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南華大學 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傅篤誠  教授 

                             研 究 生：余姿萱  敬上 

填答說明： 

本問卷分為基本資料及學習滿意度量表等 2 部份，問卷題目皆為

單選題。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 

1.就讀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校 

2.性別：□(1)男  □(2)女 

3.年齡：□(1)1-3年級  □(2)4-6年級  □(3)7年級以上 

4.請問指導您學習有氧空手道教師的性別是：□(1)男□(2)女 

5.學習年資：□(1)一年內  □(2)二年內  □(3)三以上 

6.每週上課節數：□(1)一節  □(2)二節  □(3)三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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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學習滿意度量表 

教練教學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我對教師上課認真的程度感到……………… 

2. 我對教師動作示範的能力感到……………… 

3. 我對教師講解及說明的能力感到…………… 

4. 我對教師教學內容與教學進度感到……… 

5. 我對教師的有氧空手道專業知識感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我對教師上課時的幽默感感到……………… 

7. 我對教師上課時營造的學習氣氛感到……… 

8. 我對教師的教學經驗感到…………………… 

9. 我對教師糾正同學錯誤動作的能力感到…… 

10.我對教師上課時會適時的鼓勵同學感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我對教師上課時會重視學生基本能力差異感  

   到……………………………………………… 

12.我對教師準時開始上下課感到……………… 

13.我對教師安排的教材難易程度感到………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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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我對教學上課時的運動量感到……………… 

2.我對教學能夠讓我學習到如何避免及處理有

氧空手道運動傷害感到………………… 

3.我對教學能夠引起我從事有氧空手道運動的

意願感到……………………………………… 

4.我對教學能夠增進我的身體健康感到…… 

5.我對教學能夠學習到的有氧空手道運動知識

感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我對有氧空手道運動課安排的上課時段感

到……………………………………………… 

7.我對有氧空手道教學能夠讓我學習到互相合

作的精神感到………………………………… 

8.我對有氧空手道教學能夠讓我有很大的成就

感感到………………………………………… 

9.我對有氧空手道教學能夠增進我和同學之間

的感情感到…………………………………… 

10.我對有氧空手道教學能夠排解我的課業或工

作壓力感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我對教學能夠學習到的有氧空手道運動技術

感到…………………………………………… 

12.我對自己的有氧空手道運動成績感到…… 

13.我對教學能夠引起我未來從事有氧空手道運

動相關職業的意願感到………………… 

14.我對教學能夠引起我未來考取有氧空手道運

動相關證照的意願感到…………………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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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說明： 

這一部份主要是想了解你對有氧空手道運動課程滿意度的現況，

以下每題均有 5個選項，依序分別代表「非常滿意」到「非常不滿意」，

請依據您第一次浮現的感受在適當的方格內打ˇ。 

 

 

 
 

 

 

場地設施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我對練習場地浴廁的清潔感到……………… 

2.我對練習場地的空氣流通感到……………… 

3.我對有氧空手道運動使用的服裝感到……… 

4.我對有氧空手道運動上課時使用的器材(地

墊)品質感到…………………………………… 

5.我對有氧空手道運動上課時使用的鏡子設備

感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我對有氧空手道運動上課時使用的活動空間

感到…………………………………………… 

7.我對有氧空手道運動上課時使用場地設的安

全性感到……………………………………… 

8.我對有氧空手道運動上課時使用的音響設備

感到…………………………………………… 

9.我對有氧空手道運動時上課使用場地的人數

感到……………………………………………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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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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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