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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關係、預測

情形及中介效果，研究對象為大專院校參與體育課興趣選項之學生 552 位，方法為問卷

調查法，研究工具為大學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量表，資料分析為描述

性統計、Pearson 積差相關、簡單直線迴歸、多元迴歸及階層迴歸等，研究結果如下：

一、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與樂趣、運動幸福感之各因素呈現中度正相關，且樂

趣與運動幸福感之各因素呈現中度正相關；二、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調和式

熱情、強迫式熱情)能有效預測樂趣及運動幸福感；三、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各個樂趣

因素能有效預測運動幸福感；四、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熱情(調和式熱情、

強迫式熱情)及運動幸福感，具有良好部份中介效果。結論：大學生在參與體育課的過

程中，不管具有任何形式的運動熱情都能提升其樂趣，進而提升其運動幸福感。未來在

體育課之設計上應特別加強，讓學生能夠對體育課產生樂趣，可以有效提升其運動幸福

感。 

 

關鍵詞：運動、快樂、享受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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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of passion, fun, and 

well-being in sport for physical education program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un between passion and well-being in sport. The subjects were 552 

college students (male=274, female=331) to jo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programs of th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he method was the questionnaire, and the instrument was the Scale 

for Passion, Fun, and well-being in sport for physical education program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Thes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 Pearson correlation, 

simple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a) 

those factors of the passion, fun, and well-being in sport for physical education program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 b) the fun and well-being in sport for physical 

education program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by the Harmonious 

Passion (HP) and the Obsessive Passion (OP). c) the well-being in sport for physical 

education programs wer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by these factors of the fun. d) the fun of them 

had the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passions (HP and OP) and well-being in sport. 

In conclusion, the passions (HP and OP) in sport for physical education programs can 

enhance the fun and well-being. It advised that physical education programs were needed to 

redesign to improve the fun, and to enhance the well-being in sport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Sport, happiness, sport enj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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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緒論 

體育課能夠提供學生身體活動的機會 (Corbin, 2002)，讓學生具有主動的身體活動

型態，體驗到正面的學習經驗，並提升其健康體適能 (Nelson, 1991)，雖然體育課具有

許多正面的好處，但多數大學生對體育課的修習意願不高 (林保源、洪大程、吳榮文，

2011)，其可能原因是體育課內容不符學生或興趣 (Luke & Sinclair, 1991)，甚至是體育

課無法為學生帶來樂趣，造成學生停止參與體育課 (Garn & Cothran, 2006)。換句話說，

樂趣因素對體育課來說是非常重要，會影響學生持續參與或停止參與體育課程 (Cothran 

& Ennis, 1998)。 

樂趣一詞源自於享受運動 (sport enjoyment)，是兒童對運動經驗的正面反應，包括：

愉悅 (pleasure) 、喜歡 (liking) 及樂趣 (fun) (Scanlan & Simons, 1992)。過去樂趣的研

究並不多，僅有一些描述性的調查，Hastie (1998) 訪談女性學生對樂趣的看法，結果指

出技巧的改善、參與、課程控制、遊戲比賽、與其他人互動及所屬團隊等因素，都能夠

帶來樂趣。Supaporn 與 Griffin (1999) 以大學生為對象，探討影響樂趣的因素，結果指

出學習及改善技術、挑戰及自我滿足、好的同伴及團隊等能帶來樂趣。相反的，身體不

舒服、負向同儕互動會減少樂趣的產生。Garn 與 Cothran (2006) 以大學體育課興趣選

項學生為對象，探討其樂趣來源，大學生清楚指出教師、任務(task)、社會關係及競爭

能夠帶來樂趣。 

樂趣可以被視為多元取向的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包括：成就及非成就取

向、內在取向及外在取向等，可以將樂趣定義成四個因素，分別為成就—內在樂趣 

(achievement-intrinsic: AI) 是對競爭及控制的個人知覺，如：精熟目標及知覺能力的素

養；成就—外在樂趣 (achievement-extrinsic: AE ) 是來自於其他人競爭及控制的個人知

覺，如：正面社會評鑑及社會認知成就；非成就—內在樂趣 (non-achievement-intrinsic: 

NAI) 是有關身體活動及移動，如：感受 (sensation)、伸展 (tension)、行動 (action) 及

開心 (exhilaration) 及興奮參與競賽活動；非成就—外在樂趣 (nonachievement-extrinsic: 

NAE) 有關非成就的運動觀點，如：與同儕互動、與教師互動的經驗等  (Scanlan & 

Lewthwaite, 1986)。由此可知，學生參與體育課能夠獲得多面向之樂趣，可以提升其健

康程度  (Sallis & McKenzie, 1991) 及運動幸福感  (黃振紅，2005)。運動幸福感 

(well-being in sport) 是個人對於運動後的整體正面感受，能夠有效預測生活適應能力

「學業表現、學習及未來準備」 (Casas, Gonzalex, Figuer & Conenders, 2004)，運動幸福

感是由主觀活力 (subjective vitality) 及享受運動 (sport enjoyment) 等兩個因素所組成，

前者是個人擁有能量及活力的經驗，如：成功、健康、社會支持、期望實現或正面能量

的經驗 (Reinboth, Duda, & Ntoumanis, 2004)；後者則是個體參與運動時所獲得的正向感

受，如：我通常喜愛在體育課中學習 (Duda & Nicholl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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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體育課的過程中，如獲得學習及改善、挑戰及自我滿足、好的同伴及團隊

等都能帶來樂趣，之後，將會產生運動幸福感，如：成功、健康及正向感受等，且樂趣

之各個因素與運動幸福感呈現正相關 (李文心、劉兆達、吳海助、許玫琇，2016)。由

此可知，樂趣與運動幸福感息息相關，且樂趣被視為多元取向的，包括：成就-內在樂

趣、成就-外在樂趣、非成就-內在樂趣、非成就-外在樂趣等四種，因此，本研究將探討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過程中，何種樂趣因素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力最高。 

Wankel 與 Sefton (1989) 指出參與活動後的正向情意、課堂表現及挑戰性是樂趣的

最好預測指標，而調和式熱情能有效預測正向情意，強迫式熱情能夠有效預測負向情意 

(Vallerand et al., 2003)。換言之，熱情（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 與正向情意、負向

情意息息相關。而熱情 (passion) 是個體對於自己喜歡的，且認為重要的事物，會投入

時間及精力的一種心理傾向 (Vallerand et al., 2003)，但因為個人對於熱情活動的認同會

受到不同內化歷程所影響，進而發展出二元熱情模式 (A dualistic model of Passion)，包

括：調和式熱情 (Harmonious Passion, HP) 及強迫式熱情 (Obsessive Passion, OP) 等兩

種熱情，前者源自於個體自主性內化 (autonomous internalization) 形成自我認同的結果，

會促使個體主動樂意參與特定活動，換句話說，個體參與活動完全是由自己的自由意志

而行，不賦予熱情活動特定意義；後者則是個體控制內化的過程，賦予熱情活動特定的

意涵，如：自尊、成就、能力、興奮等，進而形成人際間  (interpersonal) 及個體 

(intrapersonal) 的壓力，促使個體要履行整個活動，如果在受傷的風險環境下，個體仍

會執意參與該項活動。 

過去熱情與運動幸福感的相關研究，以大學生及足球選手為對象，探討熱情、情意、

專心度及流暢體驗的關係，結果顯示調和式熱情與正向情意、專心度及流暢體驗呈現正

相關，且調和式熱情能夠有效預測正向情意，強迫式熱情與負向情意、生活衝突等呈現

正相關 (Vallerand et al., 2003)。另一篇研究則是以大學運動員為對象，探討熱情、情意、

運動滿意度、運動活力及幸福感的關係，結果指出調和式熱情、正向情意、運動滿意度、

運動活力及幸福感呈現正相關，負向情意與幸福感呈現負相關 (Vallerand et al., 2006)。

此外，Rousseau 與 Vallerand (2008) 以俱樂部會員為對象，探討運動熱情、情意及幸福

感的關係，結果指出調和式熱情與正向情意呈現正相關，強迫式熱情與負向情意呈現負

相關。張文馨、陳思羽與季力康 (2012) 也以甲組運動選手為對象，探討運動熱情、正

向情意及運動幸福感的關係，結果指出調和式熱情、正向情意及運動幸福感呈現正相關，

且正向情意能夠中介運動熱情及運動幸福感。綜上所述，過去熱情與運動幸福感的研究，

大多以運動選手及俱樂部會員為研究對象，尚未以參與體育課之學生為對象，因此，本

研究將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熱情及運動幸福感的關係及其預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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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之關係。 

（二）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的預測情形及中介效

果。 

1.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樂趣之預測情形。 

2.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情形。 

3.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情形。 

4.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熱情、運動幸福感之中介效果。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大專校院參與體育課興趣選項之學生，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選取 6 間學

校，每校發出 100 份，共發出 600 份，問卷施測時間為 104 年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7 日，

問卷回收 575 份，刪除無效問卷 23 份，有效問卷 552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2 %）。

興趣選項學生之基礎資料，男性 177人(32.1%)，女性375人(67.9%)；一年級113人(20.5%)，

二年級 228 人(41.3%)，三年級 138 人(25.0%)，四年級 73 人(13.2%)；興趣選項之運動

項目，包括：足球、排球、籃球、桌球、游泳、棒球、瑜珈、撞球、網球等項目。 

二、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由研究者聯絡各校協助施測教師，取得其同意協助發放問

卷，將施測問卷及說明郵寄給各校施測教師，並於各校興趣選項體育課時間，發放給各

校日間部學生進行填答，填答完畢後，再利用回郵信封郵寄給研究者。施測前，請協助

施測教師將問卷填答說明給日間部大學生瞭解，確定所有人對問卷填答沒有問題後，開

始進行施測，時間 15-20 分鐘，填答完畢後，繳回給施測老師。如大學生無意願協助施

測本問卷，將不勉強其填寫問卷。 

正式問卷施測前，將進行問卷預試，各校發放 100 份問卷，合計 300 份，預試時間

為 104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止，回收問卷 252 份，刪除無效問卷 81 份，有效問卷

171 份（有效回收率 57.00%），預試問卷用於驗證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量表是

否具良好信、效度。 

三、研究工具 

（一）量表內容 

研究工具為「大學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量表，量表分為四個部

分，分別為運動熱情、樂趣、運動幸福感及基本資料等。 

1.運動熱情量表 

運動熱情 (Passion in sport) 是指個體對自己喜歡的、認為重要的，且投入時間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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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活動，所展現強烈的心理傾向 (Vallerand et al., 2003)，運動熱情概念包括調和式熱情 

(Harmonious Passion) 及強迫式熱情 (Obsessive Passion)，過去曾將運動熱情量表進行中

文化的驗證，其研究對象為運動選手 (李烱煌、季力康與彭燕妮，2007)，本研究將原

測量工具之專長訓練概念，變更為學生參與體育課之相關概念，如：我的情緒會受到體

育課的影響。本研究採用 Likert-5 量表計分，5 分表示非常同意，1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 

(Vallerand et al., 2003；張文馨、陳思羽、季力康，2012) 。 

本研究之運動熱情量表有 14 題，每題項之決斷值（CR 值）介於 6.21－14.97 皆達

顯著水準(p＜.05)。因此，保留各題項。接續，採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萃取其特徵值(eigen value)大於 1.0 之因素，再經斜交轉軸(oblique promax)，抽

取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大於 0.5 之題項，檢定後發現 KMO 值為 0.87。之後，因第

2、3、5、11 題的因素負荷量低於.05，因此，將其刪除。運動熱情量表主要萃取出 2 個

因素構面，分別命名為「強迫式熱情」及「調和式熱情」，各因素之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43.08%及 11.99%，總解釋變異量為 55.07%。在信度方面，各因素構面的 Cronbach α

各為 0.92 及 0.86，整體α值為 0.88（詳如表 1 所示）。由此可知，運動熱情量表具有良

好之信、效度。 

表 1 熱情量表之信、效度分析摘要表 

題號與題項 
強迫式

熱情 

調和式

熱情 
CR 值 

10.我不敢想像我的生活沒有體育課程活動 0.92  14.97* 

12.如果硬要限制自己不去參與體育課程活動，我會在

這段時間內感到不舒服 
0.89  

10.44* 

09.參與體育課程活動的慾望是強烈的，我會忍不住要

去參與 
0.81  

12.46* 

13.我對於體育課程活動幾乎有了迷戀的感覺 0.81  10.99* 

14.我的心情會隨著自己能不能參與體育課程活動而有

所變化 
0.75  

8.08* 

08.我的生活不能沒有這項體育課程活動 0.71  12.21* 

06.對我而言，參與體育課程活動的熱情是我能控制的  0.95 7.28* 

07.我能完全控制參與體育課程活動的熱情  0.83 7.49* 

01.體育課程活動能讓我過著各種經驗的生活  0.70 6.82* 

04.體育課程活動能反應我自己的品味  0.62 9.10*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 0.87  

特徵值 6.03 1.68  

解釋變異量% 43.08 11.99  

累積解釋變異量% 43.08 55.07  

Cronbach α 0.92 0.86  

總量表 Cronbach α 0.88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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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樂趣量表 

樂趣量表包括四個因素 21 題，分別為成就—內在樂趣因素（5 題）、成就—外在樂

趣因素（4 題）、非成就—內在樂趣（6 題）及非成就—外在樂趣（6 題）(Garn & Cothran, 

2006)。過去研究曾將樂趣量表進行中文化之驗證 (劉兆達、蔡鋒樺、張富鈞，2015)，

因此，採用其翻譯的題項。其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5 計分，得分越高表示大學生參與體

育課之樂趣程度越高。 

本研究之樂趣量表有 21 題，每題項之決斷值（CR 值）介於 6.10—9.92 皆達顯著水

準(p＜.05)，因此，保留各題項。接續，採用主成分分析萃取其特徵值大於 1.0 之因素，

再經斜交轉軸，抽取因素負荷量大於 0.5 之題項，檢定後發現 KMO 值為 0.92。之後，

因第 6 題的因素負荷量低於.05，因此，將其刪除。萃取出四個因素構面，分別命名為

「非成就－內在樂趣」、「成就－內在樂趣」、「非成就－外在樂趣」、「成就－外在樂趣」，

各因素之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48.30%及 7.09%、6.27%、5.35%，總解釋變異量為 67.01%。

在信度方面，各因素構面的 Cronbach α各為 0.90、0.93、0.91 及 0.92，整體α值為 0.92 

(詳如表 2 所示)。由此可知，樂趣量表具有良好之信、效度。 

 

3.運動幸福感 

運動幸福感 (well-being in sport) 指的是個人對於運動的整體正向感受 (劉琪、廖主

民，2013)，運動幸福感包括主觀活力及享受運動等兩個構面 (Reinboth et al., 2004)，主

觀活力有 7 個題目，主要說明個體運動時感覺到自己是有活力的、有精力的，且具有機

警的狀態 (Ryan & Frederick, 1997)，因 7 題為反向題。因此，本題項不列入計分；享受

運動有 5 個題目，主要說明個體參與運動所獲得的快樂感受 (Duda & Nicholls, 1992)。

本量表採用 Liker-5 分量表計分，分數越高表示個體參與運動所獲得的活力及快樂感受

越高。 

本研究之運動幸福感有 11 題，每題項之決斷值（CR 值）介於 7.58~14.97 皆達顯著

水準(p＜.05)，因此，保留各題項。接續，採用主成分分析萃取其特徵值大於 1.0 之因

素，再經斜交轉軸，抽取因素負荷量大於 0.5 之題項，檢定後發現 KMO 值為 0.92。萃

取出二個因素構面，分別命名為「享受運動」、「主觀活力」，各因素之解釋變異量分別

為 57.12%及 9.46%，總解釋變異量為 66.62%。在信度方面，各因素構面的 Cronbach α

各為 0.91、0.92，整體α值為 0.94（詳如表 3 所示）。由此可知，運動幸福感量表具有

良好之信、效度。 

 

4.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分成四個部份，分別為性別、年齡、年級、興趣選項項目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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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樂趣量表之信、效度分析摘要表 

題號與題項 
非成就－

內在樂趣 

成就－內

在樂趣 

非成就－

外在樂趣 

成就－外

在樂趣 
CR值 

15.當我有機會自我表現的時候，覺得有

趣 
0.80    

9.92* 

10.做一些刺激的或興奮的事，覺得有趣 0.71    9.41* 

14.當該活動對個人而言是有意義的，覺

得有趣 
0.65    

8.03* 

11.有機會去減低壓力，覺得有趣 0.64    8.36* 

12.做我最喜歡的活動，覺得有趣 0.63    8.21* 

13.在班級中，有自我挑戰的機會 0.60    8.79* 

03.有機會去學習新的事情，覺得有趣  0.85   7.15* 

04.有機會去挑戰自我，覺得有趣  0.78   9.15* 

05.當我盡全力的時候，覺得有趣  0.78   7.95* 

02.當我感到成功或有競爭力時，覺得有

趣 
 0.71   

7.94* 

01.學習以前所做不到的事，覺得有趣  0.65   7.94* 

19.當我喜歡這位老師，覺得有趣   0.88  8.59* 

17.教師對我們很好，覺得有趣   0.84  9.31* 

21.老師的帶動，讓我覺得有趣   0.73  7.75* 

18.有機會去認識其他人，覺得有趣   0.63  9.88* 

20.在一天的活動中，能讓我休息一下，

覺得有趣 
  0.54  

8.27* 

07.當我贏的時候，覺得有趣    0.84 6.98* 

08.當我表現的比其他人好的時候，覺得

有趣 
   0.82 6.10* 

09.當我有能力與他人競爭的時候，覺得

有趣 
   0.66 8.92*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 0.92  

特徵值 10.14 1.49 1.32 1.12  

解釋百分比 48.30 7.09 6.277 5.35  

累積解釋百分比 48.30 55.39 61.66 67.01  

Cronbach α 0.90 0.93 0.91 0.92  

總量表 Cronbach α 0.92  

*p＜.05 

 

 

 

 



運動與遊憩研究                                                    (2016.12)。11(2)，59 – 77。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及運動幸福感—以樂趣為中介效果 

67 

 

表 3 運動幸福感之信、效度分析摘要表 

題號與題項 享受運動 主觀活力 CR 值 

10.我通常在體育課時親自參與活動 0.97  7.58* 

09.我通常在體育課中找到有趣的事 0.83  9.64* 

08.我通常喜愛在體育課中學習 0.76  12.18* 

07.我通常用快樂的心情參與體育課 0.72  11.06* 

11.上體育課，我發現時間過得很快 0.68  10.31* 

05.上體育課，我總是清醒及機警的  0.97 9.54* 

04.上體育課，我每一天都是新的開始  0.90 12.11* 

03.上體育課，我充滿精神及精力  0.77 10.83* 

06.上體育課，我感到精力充沛  0.55 14.97* 

01.上體育課，我感覺有活力及重要性   10.98* 

02.上體育課，有時會讓我感覺有活力，並想要大

展身手 
  11.59*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 0.92  

特徵值 6.28 1.04  

解釋百分比 57.12 9.46  

累積解釋百分比 57.12 66.62  

Cronbach α 0.91 0.92  

總量表 Cronbach α 0.94  

*p＜.05 

 

四、資料分析 

問卷回收後，將資料建檔於 EXCEL 中，並以 SPSS 17.0 套裝軟體進行分析，統計

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Pearson 積差相關、簡單直線迴歸及階層迴歸等。 

（一）描述性統計：以平均數及標準差描述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

運動幸福感。 

（二）Pearson 積差相關：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

相關程度。 

（三）迴歸： 

1.簡單直線迴歸及多元迴歸：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調和式熱情、強

迫式熱情）對樂趣、運動幸福感之預測情形；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幸福

感之預測情形。 

2.階層迴歸：探討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熱情、運動幸福感之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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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之關係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之相關情形（詳如表 4 所示），

調和式熱情與強迫式熱情呈現中度正相關 (r=.55)；調和式熱情與樂趣之各因素呈現中

度正相關，成就-內在樂趣(r=.50)、成就-外在樂趣(r=.33)、非成就-內在樂趣(r=.54)、非

成就-外在樂趣(r=.48)及整體樂趣(r=.56)；強迫式熱情與樂趣之各因素呈現中度正相關，

成就-內在樂趣(r=.44)、成就-外在樂趣(r=.31)、非成就-內在樂趣(r=.49)、非成就-外在樂

趣(r=.39)及整體樂趣(r=.49)。 

 

表 4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摘要表 

  M SD HP OP H1 H2 H3 H4 HA W1 W2 WA 

HP 3.81 0.58 1.00 0.55* 0.50* 0.33* 0.54* 0.48* 0.56* 0.61* 0.57* 0.64* 

OP 3.23 0.77  1.00 0.44* 0.31* 0.49* 0.39* 0.49* 0.67* 0.59* 0.69* 

H1 4.18 0.52   1.00 0.52* 0.72* 0.62* 0.85* 0.50* 0.51* 0.55* 

H2 4.05 0.64    1.00 0.62* 0.44* 0.73* 0.36* 0.33* 0.38* 

H3 4.09 0.54     1.00 0.69* 0.92* 0.58* 0.56* 0.62* 

H4 4.11 0.55 .     1.00 0.83* 0.52* 0.51* 0.56* 

HA 4.11 0.47 .      1.00 0.60* 0.58* 0.64* 

W1 3.65 0.69        1.00 0.68* 0.91* 

W2 3.89 0.57         1.00 0.92* 

WA 3.78 0.57          1.00 

*p <.05 

HP：調和式熱情、OP：強迫式熱情 

H1：成就-內在樂趣、H2：成就-外在樂趣、H3：非成就-內在樂趣、H4：非成就-外在樂趣、HA：整體樂趣 

W1：主觀活力 

W2：享受運動、WA：運動幸福感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與運動幸福感的關係，調和式熱情與運動幸福感之各

因素呈現中度正相關，主觀活力(r=.61)、享受運動(r=.57)及整體運動幸福感(r=.64)；強

迫式熱情與運動幸福感之各因素呈現中度正相關，主觀活力(r=.67)、享受運動(r=.59)及

整體運動幸福感(r=.69)。此外，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整體樂趣與運動幸福感之各因素呈

現中度正相關，主觀活力(r=.60)、享受運動(r=.58)及整體運動幸福感(r=.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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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對運動幸福感的預測情形及中介效果 

（一）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樂趣之預測情形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樂趣之預測情形（詳如表 5 所示），運動熱情可分

為調和式熱情及強迫式熱情，上述兩種熱情分別對整體樂趣進行預測，調和式熱情及強

迫式熱情分別對整體樂趣之預測，其整體迴歸是顯著的[ F=258.676，p<.05，R2=0.320；

F=179.97，p<.05，R2=0.247]，在預測變項分析上，調和式熱情及強迫式熱情是顯著的 

(β=0.566，p<.05；β=0.497，p<.05)。此外，上述兩種熱情對整體樂趣之預測，整體迴歸

是顯著的[ F=159.235，p<.05，R2=0.367]，在預測變項分析上，調和式熱情及強迫式熱

情是顯著的 (β=0.419，p<.05；β=0.262，p<.05)。 

由上述可知，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可分別預測整體樂趣，其解釋變異量各為

32.0%、24.7%，且兩者亦可一起預測整體樂趣，其解釋變異量可達 36.7%。 

 

（二）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情形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情形（詳表 5），運動熱情可分

為調和式熱情及強迫式熱情，上述兩種熱情分別對運動幸福感進行預測，調和式熱情及

強迫式熱情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其整體迴歸是顯著的[ F=397.50，p<.05，R2=0.420；

F=503.159，p<.05，R2=0.478]，在預測變項分析上，調和式熱情及強迫式熱情是顯著的 

(β=0.648，p<.05；β=0.691，p<.05)。此外，上述兩種熱情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整體迴

歸是顯著的[ F=374.38，p<.05，R2=0.577]，在預測變項分析上，調和式熱情及強迫式熱

情是顯著的 (β=0.380，p<.05；β=0.479，p<.05)。 

由上述可知，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可分別預測運動幸福感，其解釋變異量各為

42.0%、47.8%，且兩者亦可一起預測運動幸福感，其解釋變異量可達 57.7%。 

 

（三）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情形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情形（詳表 5），樂趣可分為成就-內

在樂趣、成就-外在樂趣、非成就-內在樂趣及非成就-外在樂趣等四種樂趣，上述四種樂

趣將分別對運動幸福感進行預測，成就-內在樂趣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其整體迴歸是

顯著的[ F=247.736，p<.05，R2=0.311]，在預測變項分析上，成就-內在樂趣是顯著的 

(β=0.557，p<.05)；成就-外在樂趣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其整體迴歸是顯著的[ F=95.594，

p<.05，R2=0.148]，在預測變項分析上，成就-外在樂趣是顯著的 (β=0.385，p<.05)；非

成就-內在樂趣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其整體迴歸是顯著的[ F=355.59，p<.05，R2=0.393]，

在預測變項分析上，非成就-內在樂趣是顯著的 (β=0.627，p<.05)；非成就-外在樂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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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幸福感之預測，其整體迴歸是顯著的[ F=260.639，p<.05，R2=0.321]，在預測變項

分析上，非成就-外在樂趣是顯著的 (β=0.567，p<.05)；此外，上述四種樂趣對運動幸

福感之預測，整體迴歸是顯著的[ F=142.639，p<.05，R2=0.438]，在預測變項分析上，

成就-內在樂趣、非成就-內在樂趣、非成就-外在樂趣是顯著的 (β=0.161，p<.05；β=0.358，

p<.05；β=0.220，p<.05)。 

由上述可知，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成就-內在樂趣、成就-外在樂趣、非成就-內在樂

趣及非成就-外在樂趣等四種樂趣，能分別有效預測運動幸福感，其解釋變異量各為

31.1%、14.8%、39.3%及 32.1%，且成就-內在樂趣、非成就-內在樂趣及非成就-外在樂

趣等三種樂趣可以一起預測運動幸福感，其解釋變異量可達 43.8%。 

 

（四）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熱情、運動幸福感之中介效果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熱情、運動幸福感之中介效果，將由三個目的來探

討，一是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對樂趣、運動幸福

感之預測；二是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三是大學生參與體育課

之樂趣對運動熱情（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運動幸福感之中介效果。 

Baron 與 Kenny (1986) 提到中介效果之檢驗過程中，應滿足下列三項條件，一是確

認自變項可以顯著的預測中介變項與依變項；二是中介變項亦必須顯著的預測依變項；

三是當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預測依變項時，自變項對依變項的關係會因為中介變項的

加入，而不顯著或降低。如果變成不顯著，即為完全中介效果；若只是關係降低，因為

還是有顯著關係，必須再以 Sobel 檢定進行事後比較，以確認降低的關係是否顯著，如

為顯著即為部份中介效果。 

由上述 3 個目的延伸出 7 個研究假設，研究目的一延伸出下列假設，假設 1 及假設

2 為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樂趣之預測，假設 3 及假設 6 為大學生參與體育課

之運動熱情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研究目的二延伸出假設 5，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

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研究目的三延伸出假設 4 及假設 7，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

運動熱情、運動幸福感之中介效果。 

假設 1 及假設 2 為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樂趣之預測（詳如表 6 所示），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調和式熱情及強迫式熱情分別對整體樂趣之預測，其整體迴歸是顯

著的[ F=258.676，p<.05，R2=0.320；F=179.97，p<.05，R2=0.247]，在預測變項分析上，

調和式熱情及強迫式熱情是顯著的 (β=0.566，p<.05；β=0.497，p<.05)；假設 3 及假設

6 為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調和式熱

情及強迫式熱情分別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其整體迴歸是顯著的[ F=397.50，p<.05，

R2=0.420；F=503.159，p<.05，R2=0.478]，在預測變項分析上，調和式熱情及強迫式熱

情是顯著的 (β=0.648，p<.05；β=0.691，p<.05)。由此可知，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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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能預測樂趣及運動幸福感，符合 Baron 與 Kenny (1986) 

的第一個條件。 

假設 5 為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其整體迴歸是顯著的

[ F=397.177，p<.05，R2=0.419]，在預測變項分析上，整體樂趣是顯著的 (β=0.648，p<.05)。

由此可知，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能有效預測運動幸福感，符合 Baron 與 Kenny 

(1986) 的第二個條件。 

假設 4 及假設 7 為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熱情、運動幸福感之中介效果，

其整體迴歸是顯著的[ F=316.856，p<.05，R2=0.536；F=412.949，p<.05，R2=0.601]，在

預測變項分析上，調和式熱情 (β=0.414，p<.05) 與樂趣 (β=0.413，p<.05) 是顯著的，

而強迫式熱情 (β=0.491，p<.05) 與樂趣 (β=0.404，p<.05) 是顯著的，符合 Baron 與 

Kenny (1986) 的第三個條件，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預測依變項時，自變項對依變項的

關係會因為中介變項的加入，而不顯著或降低。如果是降低，必須再以 Sobel 檢定進行

事後比較，以確認降低的關係是否顯著，如為顯著即為部份中介效果，本研究經 Sobel 檢

定後，達顯著差異 (t=11.727，p<.05；t=13.001，p<.05)。換言之，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

樂趣對運動熱情及運動幸福感，具良好部份的中介效果。 

 

表 5 運動熱情對樂趣、運動幸福感之預測分析摘要表 

階層 整體樂趣 運動幸福感 

模式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模式 5 模式 6 

變項 β β β β β β 

調和式熱情 0.566*  0.419* 0.648*  0.380* 

強迫式熱情  0.497* 0.262*  0.691* 0.479* 

成就-內在樂趣       

成就-外在樂趣       

非成就-內在樂趣       

非成就-外在樂趣       

R 0.566 0.497 0.606 0.648 0.691 0.760 

R2 0.320 0.247 0.367 0.420 0.478 0.577 

調整後 R2 0.319 0.245 0.365 0.418 0.477 0.575 

F 值 258.676* 179.97* 159.235* 397.50* 503.159* 374.38*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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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 運動熱情對樂趣、運動幸福感之預測分析摘要表 

階層 運動幸福感 

模式 模式 7 模式 8 模式 9 模式 10 模式 11 

變項 β β β β β 

調和式熱情      

強迫式熱情      

成就-內在樂趣 0.557*    0.161* 

成就-外在樂趣  0.385*    

非成就-內在樂趣   0.627*  0.358* 

非成就-外在樂趣    0.567 0.220* 

R 0.557 0.385 0.627 0.567 0.662 

R2 0.311 0.148 0.393 0.321 0.438 

調整後 R2 0309 0.147 0.392 0.320 0.435 

F 值 247.736* 95.594* 355.59* 260.639* 142.639* 

*p<.05 

 

表 6 樂趣對運動熱情、運動幸福感之部分中介變項檢測分析摘要表 

階層 整體樂趣 運動幸福感 

模式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模式 5 模式 6 模式 7 

變項 β β β β β β β 

調和式熱情 0.566*  0.648* 0.414*    

強迫式熱情  0.497*    0.691* 0.491* 

整體樂趣    0.413 0.648*  0.404* 

Sobel test (t)   11.727*  13.001* 

R 0.566 0.497 0.648 0.732 0.648 0.691 0.775 

R2 0.320 0.247 0.420 0.536 0.419 0.478 0.601 

調整後 R2 0.319 0.245 0.418 0.534 0.418 0.477 0.599 

F 值 258.676* 179.97* 397.50* 316.856* 397.177 503.159* 412.949* 

*p<.05 

 

肆、討論 

一、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之關係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之相關情形，調和式熱情與強迫

式熱情呈現中度正相關 (r=.55)，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相似，過去的研究對象以

大學生(Vallerand et al., 2003；Vallerand et al., 2007)、俱樂部會員(Rousseau & Valle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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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護士(Vallerand, 2010)、以青少年競技選手(李炯煌、季力康、彭涵妮，2007)及大

學甲組運動員(張文馨等，2012)為對象，兩種熱情呈現中度正相關，並非是完全獨立概

念，兩者具有基本的共同概念，對於個體喜歡，也認為重要的事物，會投入時間及精力

的一種心理傾向，會因為內化歷程不同，會導致後續的認知、情意及行為有所不同 (張

文馨等，2012) 

運動熱情（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與樂趣、運動幸福感呈現中度正相關，本研

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相近，調和式熱情與正向情意呈現正相關 (張文馨等，2012；

Philippe, Vallerand, Andrianarisoa, & Brunel, 2009；Vallerand et al., 2003)，而正向情意又

與樂趣、運動幸福感呈現正相關 (李文心等，2016)，換言之，調和式熱情與正向情意、

樂趣及運動幸福感會呈現正相關。調和式熱情之參與者因自主內化的過程，會促使個體

主動樂意參與特定活動，進而產生正向情意、樂趣，甚至是運動幸福感。 

相反的，強迫式熱情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某些研究結果指出強迫式熱情與正向情

意呈現負相關或無相關 (朱芳儀、張少熙，2014；Rousseau & Vallerand, 2008；Vallerand 

et al., 2003)，某些研究結果指出強迫式熱情與正向情意、樂趣及運動幸福感呈現正相關 

(李文心等，2016)。依據二元熱情模式的概念，強迫式熱情之參與者源自於控制性內化

的過程，會因為內、外在壓力，促使個體去完成此項活動或任務，甚至是在受傷的風險

下，個體仍執意執行該項熱情活動 (Vallerand et al, 2003)，強迫式熱情應與負向情意呈

現正相關，與正向情意、樂趣、運動幸福感呈現負相關，但實際上卻是呈現正相關，其

可能原因是兩種熱情具有基本的共同概念，但因為內化歷程的不同，而導致後續的認知、

情意及行為有所不同。此外，參與體育課之學生似乎無法清楚的判斷兩種熱情的差異，

換言之，需要針對兩種熱情，擬定適合的問卷題目，讓學生有更清楚的認識，研究結果

才能更有效符合理論的依據。 

 

二、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樂趣及運動幸福感的預測情形及中介效果 

（一）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樂趣的預測情形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樂趣的預測情形，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能夠分

別預測整體樂趣，其解釋變異量各為 32.0%、24.7%，以調和式熱情之預測力高於強迫

式熱情；此外，調和式熱情與強迫式熱情能夠一起預測整體樂趣，其解釋變異量可達

36.7%。許多研究指出調和式熱情能有效預測正向情意 (Vallerand et al., 2003；Vallerand 

et al., 2006；張文馨等，2012)，而 Wankel 與 Sefton (1989) 更指出參與活動後的正向情

意是樂趣的最好預測指標，換言之，調和式熱情能有效預測正向情意，而正向情意亦能

有效預測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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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運動幸福感的預測情形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對運動幸福感的預測情形，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

可分別預測運動幸福感，其解釋變異量各為 42.0%、47.8%，以強迫式熱情之預測力高

於調和式熱情；此外，調和式熱情及強迫式熱情可一起預測運動幸福感，其解釋變異量

可達 57.7%。過去研究指出調和式熱情與運動幸福感呈現正相關 (Rousseau & Vallerand, 

2008；Vallerand et al., 2006；張文馨等，2012)，且調和式熱情能夠正向預測幸福感 

(Vallerand et al., 2007；Vallerand et al., 2008)，此外，強迫式熱情與運動幸福感之研究並

不一致，某些研究指出強迫式熱情與運動幸福感呈現負相關 (Rousseau & Vallerand, 

2008)，某些研究指出強迫式熱情與幸福感沒有關係 (Vallerand et al., 2007；Vallerand et 

al., 2008)。由上述可知，調和式熱情能夠的正向預測運動幸福感，強迫式熱情之研究結

果並不一致，而本研究研究結果得知，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能夠分別預測運動幸福

感，亦能一起預測運動幸福感，且其預測力約達六成。 

 

（三）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幸福感之預測情形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幸福感的預測情形，成就-內在樂趣、成就-外在樂

趣、非成就-內在樂趣及非成就-外在樂趣等四種樂趣，能夠分別有效預測運動幸福感，

其解釋變異量各為 31.1%、14.8%、39.3%及 32.1%，以非成就-內在樂趣及非成就-外在

樂趣較為高。Scanlan 與 Lewthwaite (1986) 指出非成就-內在樂趣是大學生參與體育課

之目的，透過身體活動或競賽活動而獲得樂趣；非成就-外在樂趣則是大學生參與體育

課之目的，在於與同儕互動及師生互動，且上述兩種樂趣能夠分別運動幸福感。 

此外，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成就-內在樂趣、非成就-內在樂趣及非成就-外在樂趣等

三種樂趣可以一起預測運動幸福感，其解釋變異量提升至 43.8%，而大學生參與體育課

之成就-外在樂趣，似乎無法與另外三種樂趣共同預測運動幸福感。Scanlan與 Lewthwaite 

(1986) 指出成就-外在樂趣的目的，大學生透過體育課成與他人競賽，甚至獲得勝利，

而此項樂趣似乎無法與另外三種樂趣共同預測運動幸福感。 

 

（四）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熱情、運動幸福感之中介效果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對運動熱情、運動幸福感之中介效果，必須滿足 Baron 與

Kenny (1986) 所提的三項條件，一是自變項能夠顯著預測中介變項及依變項，大學生參

與體育課之運動熱情（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能有效樂趣及運動幸福感，調和式熱

情 (β=0.566) 及強迫式熱情 (β=0.497) 能有效預測樂趣，且調和式熱情 (β=0.648) 及強

迫式熱情 (β=0.691) 能有效預測運動幸福感，滿足 Baron與Kenny (1986)的第一個條件。

二是中介變項亦必須顯著的預測依變項，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 (β=0.648) 能有效預

測運動幸福感，滿足 Baron 與 Kenny (1986)的第二個條件。三是當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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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預測依變項時，自變項對依變項的關係會因為中介變項的加入，而不顯著或降低，如

果變成不顯著，即為完全中介效果；若只是關係降低，因為還是有顯著關係，必須再以

Sobel 檢定進行事後比較，以確認降低的關係是否顯著，如為顯著即為部份中介效果。 

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調和式熱情(β=0.414)與樂趣(β=0.413)能有效預測運動幸福感，

因為樂趣的加入，原調和式熱情之預測值下降，以 Sobel 檢定進行事後比較，其降低的

關係依然達到顯著水準(t=11.727)。換言之，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能夠部份中介調

和式熱情及運動幸福感。此外，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強迫式熱情(β=0.491)與樂趣

(β=0.404)能有效預測運動幸福感，因為樂趣的加入，原強迫式熱情之預測值下降，以

Sobel 檢定進行事後比較，其降低的關係依然達到顯著水準(t=13.001) 。換言之，大學

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能夠部份中介強迫式熱情及運動幸福感。 

綜合上述，大學生參與體育課之樂趣能夠部份中介運動熱情(調和式熱情及強迫式

熱情)與運動幸福感，尚有其他因素在此中介關係中尚未被檢驗出來，未來可針對其他

因素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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