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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過去行為」變項加入 Ajzen 的「計畫行為理論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來預測跑步、唱 KTV、上網咖三種休閒遊憩活動的意圖與行為，採用 Ajzen 和

Driver (1992) 的問卷為測量工具，以花蓮縣某高中及某女中學生為研究母體，探討其跑

步、唱 KTV、及上網咖之意圖與後來行為。於 2002 年 2-3 月間進行調查，回收 483 份

意圖問卷（男生 221 份、女生 262 份）；半年後針對相同樣本做三項休閒遊憩活動之後

來行為調查，共回收 416 份問卷（男生 194 份、女生 222 份）。研究結果顯示，計畫行

為理論對意圖與後來行為之解釋與預測力高於理性行為理論，且加入「過去行為」變項

的計畫行為理論，明顯提升對意圖與後來行為的解釋與預測力。本研究發現「過去行為」

是預測跑步、唱 KTV、和上網咖意圖與後來行為最重要的因子，這三項活動既是理性

亦是習慣行為。因此本研究挑戰 TPB 理性行為假設，主張當過去行為變成習慣後，只

要遇到相同外在情境，便會自動產生習慣性地出現該行為—亦即習慣行為往往會跳過

TPB 所謂之理性衡量的過程。文後並對未來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詞：意識、習慣、意圖、活動、理性行動理論、計畫行為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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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ds past behavior i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to predict the 

intentions and behavior of three leisure and recreation activities: jogging, singing at KTV, and 

visiting Internet cafés. Ajzen and Driver’s (1992) instrument was used. The sample was 

selected from two high schools in Hualien during February to September of 2002. Four 

hundred and eighty three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221 males and 262 females) for 

intentions, and 416 obtained for future behaviors (194 males and 222 female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PB is better than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in terms of the 

explanatory power to intention and future behavior, and that adding past behavior to TPB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planatory power to intention and future behavior. This study 

finds that past behavior is the best factor predicting the intention and future behavior of 

jogging, singing at KTV, and visiting Internet cafés. Jogging, singing at KTV, and visiting 

Internet cafés are both rational and habitual behavior. This study challenges the rational 

assumption of human behavior of TPB. As past behavior turns habitual, people would simply 

repeat their behavior without going through conscious or reasoning process.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Consciousness, habit, intention, activity,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壹、前言 

近年來休閒遊憩普遍受到重視，與休閒相關的研究也日漸增多，回顧國內有關休閒

遊憩行為研究，大都著重調查活動類型、活動頻率以及與休閒行為有關的個人背景變項

之關係。大致而言，較常用以預測休閒遊憩行為的因素，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子女人數、經濟狀況、可支配時間、興趣、健康狀況、參與夥伴、活動內容

與方式、從活動獲得的愉悅感、從事活動時的障礙、自我效能、社團參與、他人支持等 

(朱明謙，2000；李思招，2000)。 

上述種種變數雖有助於預測一個人的休閒遊憩行為，但是未必能夠知道這些變數

「為何會」或是「以何種方式」來左右休閒遊憩行為。Ajzen 和 Driver (1992) 認為，此

乃是由於休閒遊憩研究鮮少透過一套有系統的理論，來解釋這些變數如何造成休閒遊憩

行為的差異，他們指出，休閒遊憩行為會受到內外在因素的影響—如個人背景、態度、

社會體制、環境因素等；而個人背景變項可能透過這些因素，間接地影響意圖與行為。 

根據 Fishbein 和 Ajzen 於 1975 年所提出的 「理性行動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簡稱 TRA」，人對於特定行為的偏好、是否認同的「態度 (attitude)」，以及他/她所認為

之「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對於該行為支持與否的「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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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左右到他/她從事該行為的「意圖 (intention)」，而「意圖」最後會引發具體「行為 

(behavior)」。舉例來說，一個人對攀岩活動抱持喜愛的態度，而重要他人也都支持，此

人便會產生從事攀岩活動的意圖，進而實際從事攀岩活動。十年之後 Ajzen 進一步發展

出「計畫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簡稱 TPB」，認為除了個人「態度」與所

認知的「主觀規範」之外，行為也受到個人對外在環境控制能力的影響—也就是會被「知

覺行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左右 (Ajzen, 1985)。以攀岩活動為例，即使此

人喜歡攀岩活動，而重要他人也都支持，但是在沒錢沒閒的情況下，便不太可能會產生

從事攀岩的意圖與行為。因此 TPB 認為，主觀意願未必是人類行為的關鍵決定性因子。

就某些行為而言，人們是否會確實執行，還得看客觀條件與資源是否能配合；在這些情

況下，人們會衡量客觀條件及自己對資源的控制程度再做決定。根據 TPB，可以透過個

人對於某項休閒遊憩活動所持的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的強弱，來預測從事

該活動的意圖，而透過意圖及知覺行為控制的強弱，可以預測是否會實際從事該項活動。 

近年來，有研究建議 TPB 加入過去行為，可以提升對後來行為的預測力，且其預

測力會超過意圖及知覺行為控制 (Bamberg, Ajzen, & Schmidt, 2003; Ouellette & Wood, 

1998)。然而有部份研究指出過去行為只能預測意圖與間接預測後來行為 (Ajzen, 1991; 

McMillan, Higgins, & Conner, 2005)。Ajzen (1991) 認為將過去行為納入預測模式，只是檢

驗 TPB 嚴謹的方法之一，即使過去行為能夠提升預測力，並不代表過去行為係後來行為

的主要預測因子，因為要下這個結論仍言之過早。但是有些研究則認為過去行為有別於

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是一項能單獨預測意圖的因子 (Hagger, Chatzisarantis, & 

Biddle, 2001; Honkanen, Olsen, & Verplanken, 2005)，此種研究通常意味著，行為並非全然

理性，起碼有部分是受習慣影響，因此可以單獨預測後來行為。此外，耶魯大學社會心

理學家 John Bargh 與同僚認為人類行為，主要是在無意識精神狀態下進行的，換言之，

是一種直覺反射的自動行為或習慣動作，且意圖與後來行為是分離且彼此獨立的 (Bargh, 

2005, 2007; Bargh & Chartrand, 1999; Bargh, Chen, & Burrows, 1996; Chartrand & Bargh, 1999; 

Dijksterhuis & Bargh, 2001)，意即過去行為一旦養成習慣，應該對後來行為具有顯著的預

測能力。習慣是指不斷重覆出現的行為 (Betsch, Fiedler, and Brinkmann, 1998)，因此過去

行為與現在行為之間呈現正相關，過去行為頻率愈高，愈可能形成習慣，因此 TPB 架構

加入過去行為應可解釋習慣和非習慣行為。 

上述文獻顯示過去經驗對意圖與後來行為的預測能力有所爭議。然而，近年來社會

心理學家主張人類行為並非理性思考而是習慣反射，且本研究認為過去行為可以成為影

響與預測後來行為最重要的因子，因此決定加入「過去行為」變項，希望能了解其對運

動遊憩選擇意圖與後來行為的解釋與預測能力。本研究根據 Hsu 和 Chuang (2006) 選擇

的 20 個學校和社區運動遊憩活動，挑選臺灣青少年比較方便或較常從事的三種運動遊

憩活動：跑步、唱 KTV、上網咖，因此所謂預測運動遊憩選擇，即為預測跑步、唱 KTV

與上網咖之意圖與後來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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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研究藉由高中生從事跑步、唱 KTV、上網咖等三種運動遊憩活動，

來檢驗 TPB 架構中的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對意圖與後來行為之解釋與預測能

力，進而探討加上「過去行為」變項後，對意圖與後來行為之解釋與預測能力。根據上

述論說，本研究共有二個假說： 

一、 TPB 對「意圖」與「後來行為」的解釋與預測能力比 TRA 對「意圖」與「後

來行為」的解釋與預測能力高。  

二、 TPB 加上「過去行為」後，對「意圖」與「後來行為」的解釋與預測能力比

TPB 對「意圖」與「後來行為」的解釋與預測能力高。 

貳、文獻回顧 

一、青少年跑步、唱 KTV 和上網咖的行為 

臺灣社會普遍重視教育，在「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的價值體系底下，學業成

績向來都比一般技能、休閒活動、或運動能力受到重視。在這種休閒時空倍受壓縮的社

會文化脈絡下，青少年往往只能在學校體育課從事跑步，或前往 KTV 和網咖等場所從

事休閒活動 (Hsu & Chuang, 2006)。臺灣地區運動人口調查結果，顯示跑步在最常參與的

休閒運動項目中排名第四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1999)。15 歲以上居民約有 52 % 從事跑

步、快走或散步，其中天天從事者占 21.6 %。就 19-22 歲學生而言，散步與跑步是最

常從事的休閒運動，其次為籃球、郊遊、爬山、桌球 (陳鴻雁，2003 )。運動相關文獻卻

顯示，青少年男女並不熱衷運動 (James, Hsu, Redmond, & Hope, 2005)。許義忠、莊麗君、

葉智魁 (2007) 的研究發現大學生只有 10 % 的時間從事運動，相對於 64% 的時間上

BBS、玩電腦遊戲或其他嗜好休閒活動，花在跑步的時間顯然非常有限。 

經濟部商業司統計，全臺目前共有 1,068 家合法 KTV，一年營業額約 180 億元 (經

濟部全國商工行政服務入口網，2005)，最大的連鎖店為「好樂迪」有 57 家分店，消費

群以 18-22 歲青少年學生為主，平均單次消費金額為 300-350 元，其次為「錢櫃」有 17

家，消費群大部份為 22-28 歲的學生與社會青年，平均單次消費金額為 400-450 元 (吳鎮

宇，2002)。程自立 (1993) 發現前往 KTV 主要的動機為「和家人朋友聚會」、「娛樂、尋

求刺激」、「忘卻煩惱、逃避現實」和「練習唱歌」，29 歲以下消費者佔 72%。侯崇文 (1998) 

的研究顯示國高中生佔 60%，大學生佔 40%，平均消費時間為 3.23 小時，並將 KTV 與

pub、電玩店、撞球場等歸類為不當場所，而獲致出入越頻繁者偏差行為越明顯的結論，

這種不當場所的定義及傳遞出來的負面意象，可能會對青少年前往 KTV 的意圖與行為

產生影響。 

近年來網際網路蓬勃發展，2006 年網路使用人口已達 1,538 萬，比 2002 年多出 600

萬，上網又以年輕族群為主，其中 12-25 歲者超過九成 (行政院主計處臺灣網路資訊中

心，2006)。網路使用人口劇增，使網咖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至 2001 年約有四仟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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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達 130 億元 (周甫亮，2001；張智超、虞孝成，2001)。向陽公益基金會 (2001) 指

出網咖消費者多為年輕族群，51% 國高中生去過網咖，22.8 % 每週去一次，男生比女

生多 (64.3% vs. 35.5%)，上網咖主要為了玩線上遊戲 (64.6 %)。紀麗君 (2001) 指出有 57 

% 之北部大學生去過網咖，最常玩線上遊戲 (48.6%)，主要動機為打發時間。 

另 有 研 究 發 現，網 咖 消 費 者 以 玩 線 上 遊 戲 為 主，男 女 比 例 為 84:16，其 中

16-20 歲 佔 38.5%，20-25 歲 為 40.6%，以 大 學 生 居 多，可 能 是 因 為 法 令 禁 止 未

滿 15 歲 者 逗 留 其 內，未 滿 18 歲 晚 間 10 點 至 隔 日 8 點 不 得 進 入 網 咖  (謝 志 松，

2003)。 國內研究指出，青少年從事休閒活動主要的目的是自我與社會認同，前往網咖

的原因，除了設備佳、連線速度快、最新的遊戲之外，就是感到在家裡一個人玩很無聊，

並可和玩伴切磋，既可紓緩壓力，又可與朋友互動與情感交流 (周甫亮，2001)。媒體經

常呈現網咖的負面報導，網咖消費者卻認為這些報導太誇張，且與事實出入很大，然而

媒體報導卻造成家長網咖的負面印象，進而要求孩子不要上網咖 (曾玉慧、梁朝雲，

2002)。 

二、理性行動理論 (TRA) 與計畫行為理論 (TPB)  

TRA 係 Fishbein 和 Ajzen 於 1975 年所提出，主張一個人對某項行為所持有的信念，

會左右他/她對這項行為的態度 (偏好傾向)，以及他/她所感受到的主觀規範 (社會對於

個人做出或不做出某種行為的壓力)；態度與主觀規範則會左右個人執行這項行為的意

圖；而意圖乃是行為最直接的決定性因子。例如：個人對休閒有喜愛的態度，身邊的重

要他人都認為應該應多從事休閒，其從事休閒的意圖就很強烈，便會進而決定休閒的參

與；換言之，意圖越強，對於行為預測力就越強。然而，TRA 應用在比較不受意志力左

右的行為上，或是涉及個人對於機會、能力、與資源較無法掌控的情形時，解釋與預測

力似乎就受到相當的限制，例如抽菸、酗酒等行為。有鑑於此，Ajzen 於 1985 遂提出 TPB，

此架構主張預測意圖的變項應該加上個人知覺對時間、金錢、技能、他人的配合等資源

的掌控程度，亦即「知覺行為控制」。 

理論上，擁有機會又具備能力與條件，並且有意圖從事某種行為，個人應該就會去

進行該行為。不過 TPB 比較有興趣的不是個人實際的控制力 (actual control)，而是主觀

知覺對機會與資源的控制力，以及知覺行為控制對於意圖與行為的預測力 (Ajzen, 

1991)。根據 TPB，知覺行為控制加上意圖可以直接預測後來行為，但是變數之間的關係

會因行為及環境的不同而有所差異，例如慢跑需要的主要資源是體力和氣候，而唱 KTV

需要的則是同伴與金錢，因此，當一個窮學生想要從事運動遊憩時，就算對這兩種活動

的態度與主觀規範都相同，對跑步和唱 KTV 的知覺行為控制是有很大的差別，因此沒

有錢的時候，自然會選擇從事跑步，而不選擇花錢的唱 KTV，在此情況下，知覺行為控

制是預測及解釋個人運動遊憩選擇的主要因素，由此可以推論，TPB 中的態度、主觀規

範、知覺行為控制對後來行為的預測力，會因為活動種類不同而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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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 TPB 應用研究發展很早，研究範疇包括健康行為、教育行為、管理行為、醫療

行為、消費行為、職業抉擇行為、財務管理行為、承諾行為、尋求幫助行為等，至於應

用於休閒與遊憩行為研究，相較之下並不多見 (Ajzen & Driver, 1992; Brickell, 

Chatzisarantis, & Pretty, 2006; Hagger et al., 2001)，上述研究大都支持 TPB 架構，知覺行為

控制的確提升了理論對休閒遊憩行為的預測能力，顯示 TPB 比 TRA 更能夠有效預測休

閒遊憩行為的選擇。 

至於國內 TPB 研究大致始於 1995，研究範疇與國外相去不遠。在運動行為 15 個研

究中，規律運動佔了 8 個 (李思招，2000；李碧霞，1998；季力康、許哲彰，2005；林

新龍，2005，2006；林輔瑾，1995；林耀豐、丁文琴，2003；許哲彰，1998)，這些研究

皆發現知覺行為控制是預測意圖與後來行為的重要變項。然而康書華 (1996) 針對前往

墾丁國家公園的意圖研究，卻發現態度是預測意圖的重要變項，顯示變項的預測能力會

因活動的不同而有差異。有鑑於此，本研究採用不同休閒遊憩活動，譬如室內與戶外、

靜態與動態，藉此瞭解不同變項的預測力是否會因活動性質或種類不同而有所差異。 

三、過去行為 (past behavior) 在 TPB 架構中之角色 

「人類行為遵循著理性原則」是 TRA 與 TPB 共同認定的前提。然而，此一前提

卻受到部分學者質疑，他們認為人類行為是直接反射或習慣使然 (Aarts & Dijksterhuis, 

2000; Aarts, Verplanken, & van Knippenberg, 1997, 1998; Ouellette & Wood, 1998)。根據後者的

論述，過去行為是預測及解釋後來行為很重要的因子。如果人類行為確是遵循理性原則

的話，便可以推論過去行為與後來行為只存在間接關係，亦即兩者是透過意圖及知覺行

為控制而產生連結。 

與理性思考不同，習慣是指不斷重覆演出的行為 (Betsch et al., 1998)，顯示過去與

現在行為之間呈現正相關，因此有研究建議加入過去行為，可以提升對後來行為的預測

力，且其預測力會超過意圖及知覺行為控制 (Bamberg, et al., 2003; Ouellette & Wood, 

1998)，習慣行為研究大多探討日常生活穩定脈絡與環境中常做且持續的行為，譬如購買

速食食物、看電視新聞、及搭公車等消費行為 (Ji & Wood, 2007)、水果消費 (Brug, de Vet, 

de Nooijier, & Verplanken, 2006)、飲食習慣 (Khare & Inman, 2006)、低糖飲料消費 (Appleton 

& Blundell, 2007)、海鮮消費 (Honkanen et al., 2005)、體能活動 (Jackson, Smith, & Conner, 

2003)、運動行為 (Rhodes & Courneya, 2003)、小說閱讀 (Miesen, 2003)、及通勤工具選擇

等 (Aarts et al., 1997, 1998; Bamberg et al., 2003)，但很少探討休閒遊憩行為。這些研究顯

示過去行為顯著影響後來行為，一致證明飲食消費、購買行為、規律運動、小說閱讀、

及通勤工具選擇都是習慣行為，由於情境因素自動牽動消費者習慣反射動作，因此意圖

不能預測行為，只有習慣不夠強時，意圖才會引導行為。此種研究通常意味著行為並非

全然理性，起碼部分是受習慣影響，依此見解，過去行為發生頻率的多寡可以作為習慣

強度的指標，並且可以單獨作為後來行為的預測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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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重覆多次後可能形成習慣，而習慣往往不需要透過理性決策過程或理性衡量機

制 (Aarts et al., 1997, 1998; Brickell et al., 2006; Verplanken, Aarts, & van Knippenberg, 1997; 

Verplanken, Aarts, van Knippenberg, & Moonen, 1998)。社會心理學、認知心理學和神經心理

學都指出，決定個人行為，意識知覺與精神過程之間是分離的，也就是許多行為與「意

識」毫無關係。個人行為是被外在刺激所「控制」，而非由個人意識層面的意圖或意志

行動所引導。證據顯示，行動傾向可以在個人意識選擇或清楚因果關係狀況之外獨立運

作 (Bargh et al., 1996)，譬如一個人傾向不自覺模仿伙伴的姿態和姿勢 (Chartrand & Bargh, 

1999)，或對特定人或團體的刻板印象 (Dijksterhuis & Bargh, 2001)。Bargh 和 Chartrand 

(1999) 指出習慣往往受到情境因素的誘發，或經由非自覺的認知過程所觸動，一旦習慣

養成，只要同樣情境出現，無需經由意識認知過程，便會自動從事該行為。Bargh (2007) 

認為生物複雜或高度智力行為，並非經由意識或意圖的過程，而是「盲目」的物競天擇

的過程，換言之，是一種直覺反射自動自發的行為或是習慣動作。 

這種習慣成自然的論點，挑戰 TRA 和 TPB 的理性思考假設，因為如果人類行為

是習慣規律或不經思索，那麼「行為遵循著理性」的原則就未必能夠成立。不過對於過

去行為是否決定後來行為，Ajzen 與他的同僚也提出反駁，他們主張 TPB 並未假設人

們每次執行重覆行為前，皆需經歷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的評量歷程，而是

一旦態度與意圖確立，便會自發啟動機制來引導行為，亦即未必需要透過理性認知及意

識層次的過程 (Ajzen, 2002; Ajzen & Fishbein, 2000)。 

理論上，決定後來行為的條件應該類似決定過去行為的條件，根據TPB，行為的穩

定度可以歸因於意圖與知覺行為控制的穩定度；邏輯上，這些條件既然決定過去行為，

只要這些條件維持不變，對後來行為也會有同樣的決定力，若是如此，就無需堅持行為

是受到習慣的影響，畢竟過去行為遵循著理性原則，由於情境條件不變，意圖與知覺行

為控制相對穩定，後來行為當然亦仍可歸因於遵循理性原則 (Bamberg et al., 2003)。有趣

的，Chen, Gärling 和 Kitamura (2004) 認為行為不經過決策過程，稱為純習慣行為 (pure 

habitual behavior)，但若決策者的確經過決策過程，並在過程中了解自己的習慣行為，也

知道有其他可能選項，在這種狀況下，這樣的行為既是理性思考的結果，習慣也扮演重

要角色。 

由於習慣規律與理性原則兩種論點分歧，因此有些學者認為過去行為對於後來行為

的預測力並不顯著，而且過去行為是間接透過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來左右意

圖。但也有部份學者指出，過去行為乃是獨立於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的變項，

人類行為有其穩定性或僵固性，當過去行為變成習慣，人們會依循著習慣作決策並且產

生行為，所以，由過去行為可以有效的預測後來行為 (Appleton & Blundel, 2007; Bamberg 

et al., 2003; Brug et al., 2006; Jackson et al., 2003; Ji & Wood, 2007; Khare & Inman, 2006; 

Miesen, 2003; Ouellette & Wood, 1998; Rhodes & Courneya, 2003)。然而，近年來社會心理學

家主張人類行為並非理性思考而是習慣反射，本研究亦認同文獻主張過去行為是影響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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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行為最主要的因素，且由於習慣行為研究鮮少探討休閒遊憩行為，因此本研究決定將

TPB 加入過去行為變數 (見圖 1)，以探討其對是否有效預測跑步、唱 KTV、上網咖的意

圖與後來行為。 

 

 
圖 1  研究架構圖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花蓮全男生與全女生之兩所高中學生為研究母體，隨機皆抽出一、二年級

各三班，對於學生參與跑步、唱 KTV、上網咖等活動之意圖與後來行為進行問卷調查。

男生部份理工組四班、文法組二班，資料於 2002 年 2 月 26 日蒐集，獲得 221 份問卷；

女生部份理工組二班、文法組四班，資料於 2002 年 3 月 20 日蒐集，獲得 262 份問卷。

半年後再調查相同樣本三種活動的後來行為，獲得男生 194 份、女生 222 份問卷。資料

蒐集均由研究者與助理在兩所高中各班教室親自執行，資料分析之前，為了避免後回答

者偏誤，先檢測半年後行為回答者與未回答者是否具有差異，經過卡方檢定，發現兩組

樣本無論在組別 (χ
2
 = .241, p = .886)、性別 (χ

2
= .844, p = .656)、年齡上 (χ

2
 = .123, p 

= .725) 與研究母體都沒有顯著差異，同時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過去行為等

變項也沒有顯著差異，後續資料分析則將資料予以合併。 

本研究的工具獲得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教授 Ajzen 同意，使用其針對海灘活

動、跑步、爬山、划船、騎自行車等五項戶外活動所設計的 TPB 問卷 (Ajzen & Driver, 

1992)，但將活動改為跑步、唱 KTV、上網咖。本研究之所以選擇跑步、唱 KTV、上網

咖，一方面 Ajzen 和 Driver 選擇跑步，一方面本研究在問卷設計之前，以開放式問卷詢

問 16 位學生其平日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經簡單的分類歸納與敘述統計，找出此三種

行為。原工具 Ajzen 和 Driver 已進行相關建構效度檢定，因此題項與適用性應無問題。

態度 

主觀規範 

過去行為 

知覺行為

控制 

意圖 後來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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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B 雖然建立在理性思考假設之下，但是文獻顯示 TPB 經常被用來解釋習慣行為 (Aarts 

et al., 1997, 1998; Brickell et al., 2006; Honkanen, et al., 2005; Ji & Wood, 2007; Norman, 2003; 

Rivis & Sheeran, 2003; Verplanken et al., 1997, 1998)，因此本研究以 TPB 做為研究工具應屬

適當。本研究首先將問卷翻譯成中文，接著請研究對象之學校老師與主任過目，檢查是

否有語焉不詳或是用詞不當之處，經三次測試後修改而成。並經 21 位預試樣本的施測，

進行測量尺度的 Cronbach alpha 檢定，各構念 Cronbach alpha 均大於 0.7，證明內部一致

性良好。本研究並未假設跑步、唱 KTV、上網咖為習慣或非習慣行為，但依據 Ji 和 Wood 

(2007) 對習慣是在穩定脈絡與環境下重覆出現的定義，認為在學校便利的運動環境、

KTV 和網咖普及的環境下，只要跑步、唱 KTV、上網咖行為不斷重覆出現，就可能成

為習慣。本研究設計根據 Ouellette 和 Wood (1998) 的建議，以跑步、唱 KTV、上網咖次

數多寡來操作習慣強度，次數高代表脈絡與環境穩定。 

Ajzen & Driver (1992) 以受訪者過去半年參與活動的次數與頻率來操作過去行為，

並於測量過去行為半年之後，再測量受訪者的後來行為，本研究完全遵照 Ajzen & Driver 

(1992) 過去行為與後來行為的操作定義。除了過去行為與後來行為之外，問卷各構面均

採用李克特 7 點尺度，問項內容如下： 

一、 跑步、唱 KTV、及上網咖的態度各 12 題，採取語意量表，有五個功能態度題項 (譬

如有害的、有利的；無用的、有用的)，其平均值即是功能態度，另外有七個情緒

態度題項 (譬如無聊的、有趣的；不愉悅的、愉悅的)，其平均值即是情緒態度。 

二、 主觀規範共 2 題：(1) 那些對我而言很重要的人，大部份對我跑步、唱 KTV、及上

網咖的反應是：從 1 非常反對至 7 非常同意，(2) 那些對我而言很重要的人，大部

份認為我應該跑步、唱 KTV、上網咖，從 1 非常不可能至 7 非常可能。此兩個題

項平均值即為主觀規範。 

三、 知覺行為控制共 2 題：(1) 對我而言跑步、唱 KTV、上網咖，從 1 非常困難到 7 非

常容易 (2) 我相信我有足夠的資源去跑步、唱 KTV、上網咖，從 1 非常不同意至 7

非常同意。此兩題項平均值即為知覺行為控制。 

四、 跑步、唱 KTV、及上網咖意圖共 2 題：(1) 我計畫在未來 6 個月內跑步、唱 KTV、

及上網咖，自 1 從未計畫過至 7 很頻繁的計畫，(2) 後來 6 個月我將嚐試跑步、唱

KTV、及上網咖，自 1 從來也不想至 7 非常想。 

五、 過去行為：調查受訪者過去半年內跑步、唱 KTV、上網咖的次數頻率，包括完全

沒有、1-2 次、3-4 次、5-10 次、11-20 次、及 21 次以上。 

六、 後來行為：調查意圖之後半年，再調查原受訪者實際從事跑步、唱 KTV、上網咖

的次數頻率，包括完全沒有、1-2 次、3-4 次、5-10 次、11-20 次、及 21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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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跑步、唱 KTV、和上網咖意圖與後來行為樣本中，男生 45.8%，女生

佔 54.2%，年齡主要分佈在 17 歲 (48.4%)，其次為 16 歲 (38.9%)、18 歲 (6.6%)、15 歲以

下 (1.3%)。表 1 可以看出研究樣本對跑步的功能態度比上網咖正面，而唱 KTV 情緒態

度最佳，跑步情緒態度最差。在主觀規範上，唱 KTV 與上網咖比較不受父母與師長規

範的影響。跑步的知覺行為控制比唱 KTV 與上網咖高。從事跑步與上網咖的意圖相當，

唱 KTV 的意圖最低。過去及後來行為以跑步最多，其次為上網咖，最少的是唱 KTV。

在習慣規律與行為方面研究，對行為測量以從事該行為次數的強度做為衡量，在過去與

後來行為的構面以該行為的次數進行非等距的編碼，半年內未從事相關活動時，在資料

編碼上則將該過去行為設定成 0，並依其從事行為的次數多寡分成六尺度，0=0 次，1=1-2

次，2=3-4 次，3=5-10 次，4=11-20 次，5=21 次以上。 

 

表 1 受訪者態度、主觀規範、控制行為知覺、意圖、過去與後來行為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變項 跑步 
M (SD) 

唱 KTV 
M (SD) 

上網咖 
M (SD) 

功能態度 4.95 (1.07) 4.16 (1.31) 3.74 (1.34) 
情緒態度 3.78 (1.13) 4.82 (1.55) 4.34 (1.53) 
主觀規範 5.80 (1.23) 3.84 (1.56) 3.09 (1.52) 
知覺行為控制 5.14 (1.40) 4.26 (1.74) 4.46 (1.76) 
意圖 2.84 (1.23) 2.35 (1.30) 2.79 (1.40) 
過去行為 2.25 (1.74) 0.85 (1.11) 1.74 (1.59) 
後來行為 2.28 (1.56) 0.73 (1.02) 1.43 (1.49) 
功能態度、情緒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及意圖均為 1-7 尺度 
過去行為與後來行為：0=0，1=1-2 次，2=3-4 次，3=5-10 次，4=11-20 次，5=21 次以上 

 

一、跑步、唱 KTV、上網咖多重迴歸分析 

表 2 顯示跑步、唱 KTV、上網咖三個活動的層級迴歸分析。表 2 上半部預測意圖，

第一階段以 TRA 為基準的意圖模式，將功能態度、情緒態度、和主觀規範投入模式，

結果顯示情緒態度對三種活動意圖都具有顯著貢獻，而主觀規範只對唱 KTV 和上網咖

意圖具有顯著貢獻。第二階段再投入知覺行為控制構成 TPB 意圖模式，結果顯示跑步、

唱 KTV、上網咖三個活動的決定係數 R
2
分別為 .166, .264, .503，且皆達統計的顯著水準，

此階段解釋變異量的變化顯示跑步增加 1.8%，唱 KTV 增加 2.7%，上網咖增加 4.3%，因

此知覺行為控制確實改善意圖的預測力，而主觀規範變成不顯著的預測變項，此結果顯

示受訪高中生在選擇跑步、唱 KTV 和上網咖時，在乎自己的資源與能力，而不在乎重

要他人或社會規範的力量。第三階段結果則再納過去行為變項，顯示情緒態度與、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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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控制、與過去行為對跑步和上網咖意圖具有顯著預測力，對唱 KTV 具有預測力則

只有知覺行為控制與過去行為，此階段解釋變異量的變化顯示跑步增加 0.7%，唱 KTV

增加 0.9%，上網咖增加 14%，因此過去行為確實改善對三種活動意圖的預測力，唯跑步

與唱 KTV 改善的幅度遠不足上網咖。 

 

表 2  跑步、唱 KTV、上網咖多重迴歸分析 

跑步 唱 KTV 網咖 
 

 
研究變項 γ  B r/R2 γ  b r/R2 γ  b r/R2

功能態度 
情緒態度 

.251 

.389 
-.027
.408**

 
.392/ 

.426 

.441 
.117 
.235**

 
.492/ 

.598 

.666 
-.030 
.585** 

 
.681/

階

段

一 主觀規範 .112 .006 .148 .395 .220** .237 .407 .133** .460
功能態度 
情緒態度 

.251 

.389 
-.032
.329**

 .426 
.441 

.106 

.124 
 .598 

.666 
-.051 
.377** 

 

主觀規範 .112 -.036 .417/ .395 .114* .520/ .407 .036 .712/

階

段

二 

知覺行為控制 .326 .174** .166 .475 .258** .264 .648 .323** .503

功能態度 
情緒態度 

.251 

.389 
-.041
.313**

 .426 
.441 

.115 

.085 
 .598 

.666 
-.064 
.187** 

 

主觀規範 .112 -.044  .395 .092  .407 .029  
知覺行為控制 .326 .165* .426/ .475 .220** .530/ .648 .129** .805/

意

圖

部

分 階
段

三 

 

過去行為 .214 .095* .173 .382 .127* .273 .746 .513** .643

階

段

一 
意圖 .037 .037 

.037/ 

.001 
.297 .297**

.297/ 

.086 
.628 .628** 

.628/

.394

階

段

二 

意圖 
知覺行為控制 

.037 

.221 
-.036
.232**

.224/ 

.045 
.297 
.516 

.065 

.486**
.519/ 
.265 

.628 

.546 
.474** 
.237** 

.654/

.425

意圖 .037 .080  .297 -.020  .628 .175**  
知覺行為控制 .221 .173** .366/ .516 .249** .662/ .546 .100* .728/

行

為

部

分 
階

段

三 過去行為 .327 .302** .128 .631 .501** .435 .711 .514** .526
γ ：變項與意圖或行為的相關係數 (correlation coefficient），這裡的相關係數 p 值皆小於 0.01 
b：標準化係數（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R2：決定係數（R 為 multiple correlation, R2為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表 2 下半部預測後來行為，第一階段投入意圖，第二階段再投入知覺行為控制，可

以看出跑步、唱 KTV、上網咖的決定係數 R
2
分別為 .045, .265, .425，且皆達統計顯著水

準，第三階段結果顯示，知覺行為控制與過去行為對跑步和唱 KTV 後來行為具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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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力，對上網咖後來行為則只有知覺行為控制與過去行為具有顯著預測力，此階段解

釋變異量的變化顯示跑步增加 8.3%，唱 KTV 增加 17%，上網咖增加 10.1%，因此過去

行為確實改善對三種活動後來行為的預測力。上述結果驗證了研究假設一：TPB 對三種

活動選擇意圖與後來行為的預測力優於 TRA，及研究假設二：TPB 加上過去行為後對三

種活動選擇意圖與後來行為的預測力優於 TPB。 

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受訪高中生跑步、唱 KTV、上網咖行為既是理性思考亦是習

慣行為，只是個別活動受理性思考與習慣行為影響程度有別，表 2 亦可以區別理性思考 

(TPB 模式) 與習慣行為 (過去行為) 對三個不同活動後來行為的預測力，對跑步後來行

為，知覺行為控制與過去行為的解釋變異量的增量分別為 4.5% 和 8.3% (比率約為

35.2%、64.8%)；對唱 KTV 後來行為，意圖、知覺行為控制與過去行為的解釋變異量的

增量分別為 26.5%、17% (比率約為 60.9%、39.1%)；對上網咖後來行為而言，意圖、知

覺行為控制與過去行為的解釋變異量的增量分別為 42.5%、10.1% (比率約為 80.8%、

19.2%)。 

二、本研究共可歸納出五個研究結果： 

一、在預測休閒遊憩活動選擇的意圖與後來行為，知覺行為控制無論在意圖與後來

行為模式均具有顯著性，故 TPB 比 TRA 更適合應用在解釋與預測跑步、唱

KTV、上網咖等活動意圖與後來行為之研究。 

二、研究結果證實過去行為是預測三種活動最主要的變項，因為 TPB 架構加上過

去行為後，除解釋與預測能力明顯提高，過去行為無論在預測意圖或後來行為

模式皆具有顯著性，顯示休閒遊憩選擇行為除理性思考外，習慣反射因子仍是

重要影響變項。 

三、對受訪高中生而言，除了唱 KTV 之外，研究結果顯示主觀規範對跑步和上網

咖意圖完全沒有預測力。此結果顯示跑步與上網咖意圖主要取決於個人態度與

經驗，家長師長的規範能力已降低，態度與經驗有凌駕社會規範的趨勢。換言

之，個人主義抬頭，主觀規範力量式微，至少就跑步與上網咖意圖而言。 

四、TPB 架構各種變項的意圖與行為的解釋與預測力，會因為從事不同休閒遊憩活

動而有所差異 (至少就本研究三個活動而言)。而且，情緒態度與知覺行為控

制是預測意圖最重要的因子；知覺行為控制是預測後來行為最重要的因子。 

五、TPB 加入過去行為對上網咖意圖預測能力增加最大 (14%)，但對跑步與唱 KTV

只增加不到 1%。對照下，過去行為可以獨立於意圖而決定後來行為 (上網咖

除外)，且大幅增加跑步、唱 KTV、上網咖的預測力 (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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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討論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獲致以下三項結論。第一個結論是本研究驗證「過去行為」是預

測跑步、唱 KTV、和上網咖意圖與後來行為相當重要的因子，同時也可以增加意圖與後

來行為的解釋與預測能力，此結果與過去文獻相符 (Aarts et al., 1997, 1998; Bamberg, et al., 

2003; Haggger et al., 2001; Honkanen et al., 2005; Jackson et al., 2003; Ji & Wood, 2007)。本研

究發現在預測受訪高中生跑步、唱 KTV、和上網咖意圖及後來行為時，「過去行為」成

為相當重要的預測因子，遠大於功能態度及主觀規範，甚至大於知覺行為控制。顯然，

本研究加入 TPB 架構的「過去行為」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變項，此研究結果對 TPB 之應

用研究是具有貢獻的，因此建議後來採用 TPB 研究規律休閒遊憩活動或是容易養成習慣

的行為時，「過去行為」是值得重視的變項，譬如吃海鮮 (Honkanen et al., 2005)、狂飲酒 

(Norman, 2003)、運動行為 (Rivis & Sheeran, 2003)、小說閱讀 (Miesen, 2003) 等行為。 

第二個結論是受訪高中生跑步、唱 KTV 與上網咖，既是一種理性思考行為，也是

一種習慣直覺反射動作，此結果比較符合 Chen 等人(2004) 的論述，他們認為行為可能

是純習慣行為，也可能是理性與習慣行為的總合。本研究結果突顯了 TPB 理論架構的基

本問題，因為理性思考因子 (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 被認為是 TPB 最重要的

變項，但是 TPB 加上習慣直覺反射因子過去行為變項之後，顯示兩個變項對行為預測都

有其重要性，證明受訪高中生決定去跑步、唱 KTV 和上網咖，既是一種理性思考行為，

也是一種習慣直覺反射動作，本研究結果既支持 TPB 架構理性原則 (Ajzen, 1985; Ajzen & 

Driver, 1992; Ajzen, 2002)，亦未駁斥 Bargh 和同僚習慣反射動作的觀點 (Bargh et al., 1996; 

Bargh & Chartrand, 1999; Chartrand & Bargh, 1999; Dijksterhuis & Bargh, 2001; Bargh, 2005, 

2007)，以及習慣行為研究的結論 (Appleton & Blundell, 2007; Brug, et al., 2006; Ji & Wood, 

2007; Khare & Inman, 2006)，因此，理性思考與習慣直覺反射的論戰仍將持續。 

第三個結論是，理性思考與習慣反射的解釋與預測能力會因為跑步、唱 KTV、上網

咖活動不同而有所差別。從研究模式 R
2
增量的結果顯示，跑步受知覺行為控制與意圖等

理性因子影響為 35.2%，受過去行為習慣因子影響為 64.8% ，唱 KTV 受理性因子影響

為 60.9%，受過去行為習慣因子影響為 39.1%；而上網咖受理性因子影響為 80.8%，受過

去行為習慣因子影響為 19.2%，換言之，跑步受習慣因子影響大於唱 KTV，又大於上網

咖 (64.8%、39.1%、19.2%)，受訪高中生過去跑步經驗遠比知覺跑步環境與能力重要，

顯示在理性思考的狀況下學校跑步環境不是問題，及早養成跑步習慣才是從事跑步最重

要決定因子。從習慣因子的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習慣因子的係數在不同活動行為，卻

是呈現網咖大於唱 KTV，又大於跑步 (.514, .501, .302)，唱 KTV 和網咖的習慣因子，卻

主宰研究樣本從事的行為，而增加考量習慣因子的模式，卻讓該行為的理性思考變項重

要程度變小，顯示研究樣本在從事此兩種活動時，似乎習慣反射動作重於理性思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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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跑步行為的理性思考變項的變化程度，未若其他兩種行為來得大。為什麼有這樣的差

異呢？本研究沒有證據提出合理解釋，也許因為室內室外、個人或社會休閒、青少年文

化影響、時間或金錢消費程度而有所差別，但仍有待後續研究加以印證。 

本研究結果挑戰 TPB 的理性行為假設，主張當過去行為變成習慣，只要遇到相同外

在環境，就可能自動產生習慣性反應繼續從事該行為，而非僅是 TPB 所謂理性衡量後的

結果。因為本研究突顯了 TPB 架構的基本問題，意圖做為 TPB 預測後來行為最重要的

變項，但當 TPB 加上過去行為之後，卻發現意圖對後來行為並沒有預測能力 (上網咖除

外)，這樣的結果被許多學者認為可以挑戰 TPB 架構，並推論行為不斷重覆就變成習慣，

變成例行公事，只要遇到相同外在環境，就自動產生習慣性反應繼續從事該行為，而非

僅是理性衡量後的結果 (Aarts & Dijksterhuis, 2000; Aarts et al., 1997, 1998; Ouellette & 

Wood, 1998)。 

本研究的結果與研究限制，對未來研究具有一些涵義與啟示。首先，本研究對 TPB

理性行動提出的質疑，後來研究除了繼續探討過去行為對後來行為的預測能力之外，也

許應該進一步探討意圖預測能力的降低，究竟是導因於個人態度、主觀規範、或控制信

念的不正確或不符合現實，還是導因於個人態度與意圖的薄弱或不穩定，還是導因於執

行後來行為所需的計畫不周詳，而不是遽下否定 TPB 的架構。其次，未來研究亦應該進

一步探討是否過去行為不斷重複，即成為一種習慣，並因此不需要透過理性的知覺行為

控制與意圖，來決定後來行為。未來研究亦應該探討過去行為的頻率是不是會成為習慣

強度的有效指標。此外，在預測不同的活動時，過去行為與意圖及知覺行為控制似乎存

在某種程度的替代關係，未來研究可以進一步分析過去行為與意圖及知覺行為控制之間

的關係，以釐清三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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