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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白米社區為 722 人的超高齡社區，自 1996 年開始社區營造，成為各級教科書介紹典範，並在 2008 年吸

引 18 萬遊客造訪，然社區也開始遇到遊客減少的問題。本研究試圖在這個以社造、文創、社企為主的社區，尋

求合作伙伴、導入運動元素，並與學校教學及實習連結，為社區增加更豐富的觀光及產學意涵。目的：一、提

升白米木屐館之服務品質。二、將運動導入社區遊程中：三、將白米社區之產學合作經驗與學校教學結合。方

法：採行動研究法，並著重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及合作伙伴腦力激盪會議。結果：一、提升服務品質並建立

顧客接待流程。二、將運動導入社區遊程產品中。包括：自行車、獨木舟、浮潛、立槳衝浪。三、將產學合作

經驗與學校之產學合作計畫、校內教學、實習結合。本研究成果及合作方式可供產、官、學界參考。 

 

關鍵詞：白米社區、社區營造、運動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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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運動導入觀光休閒組織之研究—以宜蘭白米社區技術轉移輔導為例 

 

壹、 緒論 

 
一、問題背景 

 
    白米社區位於宜蘭縣蘇澳鎮（圖 1），共有 309戶，

722 人（宜蘭縣蘇澳鎮戶政事務所，2016）。與多數鄉

村一樣，也有青壯外移，人口老化的現象。其中 65

歲以上人口達 22.02％，14 歲以下僅佔 15.93％。根據

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達

20%稱超高齡社會。台灣預計在 114 年超過 20％，成

為超高齡社會（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2015），而白米

社區卻早已「超前」全台 20 年；再以老化指數來看，

其為衡量人口老化程度指標，指 65 歲以上人口對 14

歲以下人口之比，指數越高則老齡化情況越嚴重（內

政部統計處，2016）。白米社區老化指數為 138.26，對

照台灣的 92.18、全球的 30.77 及已開發國家之 106.25

（內政部統計處，2016）可發現：白米社區老化指數

不僅遠高於全台，也超越全球已開發國家達 32.01，成

為「領先全球」的偏鄉社區。 

  
圖 1 白米社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白米社區合作社

（2016）    

 
圖 2 教科書介紹白米社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本研究

提供圖片不再註明） 

    由於遍布 10 餘家礦石廠，白米號稱「全台落塵最

高社區」。在此不利因素下，1993 年，白米開始社區

營造，找回消失的傳統產業：木屐。居民並透過合作

社貸款購買台肥廢棄倉庫，輪流出工打造木屐館，逐

漸成為台灣社造楷模，各地參訪觀摩絡繹不絕，連大

陸也常組團參訪。白米社區從一個 722 人小村，變成

一年 18 萬遊客，從幼兒園到高中教科書都有介紹的模

範（圖 2）。 

    然而，隨著宜蘭觀光產業發展，競爭者開始複製

白米的成功路線，瓜分客群。聞名全台的白米社區，

面臨叫好不叫座的危機；復以台九線蘇花公路改善工

程（蘇花改）在 2019 年全線通車後，很可能複製當年

雪山隧道通車經驗，北部及西部遊客將路過宜蘭而直

奔花蓮，形成更大危機。如何解決上述問題，為當務

之急。 

 

二、社區營造 

 
    根據聯合國定義，社區營造是：社區民眾一起採

取共識行動與方案，解決社區問題的過程(UNTERM, 

2014)。台灣在 1960 年代引進「社區發展」觀念，由

社政機關主導社區發展政策，並讓村里長及其指定的

社區理事會推動。因由上而下且欠缺觀念啟蒙，在執

行上偏重硬體政績，如：社區道路、活動中心等。使

各社區大同小異，有建設無特色（盧思岳，2005）。1994

年，前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

造」概念，從文化重建角度切入，促進居民自覺與動

員，重建人與人、人與環境及人與社區的和諧關係，

進而帶動社區改造與發展（前文建會，1998），蔚為風

潮。文建會前主委陳其南曾將社區營造定義為：「一連

串解決生活問題的過程」。故社區營造是動態過程，沒

有終了時候，且是要營造新社會與新文化（張智欽，

2008）。台灣社造聯盟副理事長盧思岳也提出，社區營

造，營造的是「生活」，而生活的長期累積就是「文化」。

因此社區營造必須扣緊「在地文化特色」（人、文、地、

產、景），而這特色必須「符合社區（生活）需求」，

由居民共識來決定（盧思岳，2005）。上述的「人」是

指居民；「文」是歷史文化；「地」是地理環境保育；「產」

指產業經營與行銷；「景」是空間與景觀的創造。 

    在全球經濟趨勢和礦石廠環繞下，白米透過社區

歷史與文化資產的回顧，提升社區營造能力，以居民

共同參與的方式，抵抗與解決社區面臨的生存問題（陳

碧琳、郭肇立，2013）。李永展認為社區營造的最初精

神，除了對政治情境的反省所開展之地方自主籲求外，

很重要的是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主導下只講利益、

效率所導致的人際疏離等問題所進行的反省與彌補

（李永展，2009）。而當社區營造及文化產業發展成功，

經濟復甦後，若是合作社要推動社區營造，便會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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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意願不足、缺乏社造與合作理念，以及合作社與

政府部門缺乏聯繫與合作等問題（黃郁勝，2008）。本

研究所涉之計畫，也確實避開上述社造發展困境，依

社區營造理念，與居民一起討論，將木屐持續產業化，

使居民過想要的生活 

。 

三、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社企）是指透過商業模式運作來解決

組織的社會或環境問題。其盈餘再持續投資社企本身、

繼續解決問題。故建構組織的永續發展，是其最重要

之利益。在台灣，勞動部為促進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

間之就業夥伴關係，推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政策，

其具有社企的精神與形式（馬財專，2015）。勞動部近

年還推動更具社企精神的培力就業計畫（多元就業開

發方案的轉型）。 

    勞動部參考歐盟提出的「第三系統就業與區域發

展」精神，並結合「921 地震—以工代賑」計畫的本

土經驗，於 2001 年推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推動政府

與民間的就業夥伴關係，創造在地就業機會。此方案

選擇具創意性、地方性及發展性的計畫（民間團體寫

計畫向勞動部申請，核准即撥經費供其執行），如文化

保存、工藝推廣或環境保護等，引導失業者參與工作，

培養自信心及再就業能力。而地方與社區也因計畫執

行，整合人力與資源，傳承工藝，重新發揚地方特色，

建構出居民想要的生活方式。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至

2014 年已推動 8 千餘項計畫，協助逾 12 萬名失業者

就業（勞動部，2016）。白米社區曾在 2011 年之前申

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獲得人員、經費與輔導之

協助，已具有社企之精神與雛形。 

    張力亞認為，社會企業近年來發展快速，被視為

非營利組織面對財務不穩，提升自主性與工作服務能

量的重要組織轉型模式。這類以社會公益為體，商業

經營為用的社企模式，不僅有助於非營利組織穩固自

主財源，同時也可間接帶動相關社群集體成長（張力

亞，2013）。對照白米社區從「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

單一單位，轉型為帶動其他三單位成為「社群」，以申

請「培力就業計畫」來看，確實若合符節。而培力計

畫從無到有，為符合「以創新方案來解決社區問題」

的社企精神，社區除要繼續秉持社造的「共同參與」、

「由下而上」原則，還要提出創新商業模式（見圖 4）。

這都需要多次腦力激盪會議，集思廣益獲致共識。 

 

四、運動與觀光之連結 
 

    研究者在與社區長期合作後，嘗試將「運動元素」

導入白米社區。運動觀光，是指暫時離開居家住所與

工作場域，參與、體驗或觀賞競技性或休閒性運動 

(Standeven & Knop, 1999; Gibson, 2006)。自 1984 年洛

杉磯奧運導入運動行銷策略並成功轉虧為盈後，大型

賽會吸引愈來愈多觀光客觀賽，造就了運動觀光熱潮；

競技運動蓬勃發展，休閒性的運動觀光賽會活動，也

吸引許多觀光客從原本的觀賞比賽，到親自上場參與

運動。例如紐約馬拉松、舊金山馬拉松、法國鄉間騎

自行車等（范智明、方信淵，2007；范智明，2009）。 

在台灣，運動觀光也在全球化趨勢下發展迅速。例如：

太魯閣國際馬拉松、日月潭萬人泳渡，甚至到國外潛

水、打高爾夫……等，均有愛好者（范智明，2009）。

隨著國人運動參與率逐年增加（教育部體育署，2015），

運動觀光這種新興的主題旅遊，應會更加盛行。 

    近年來，追求健康自足與環境永續的「樂活」

(LOHAS, 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概念興

盛，加上 2007 年電影「練習曲」的催化，政府及民間

大力推展，許多人已能接受「自行車運動觀光」活動。

自 1981 年營運的”Cycling Holiday Ltd.”，以舒適騎乘

為號召，讓顧客騎車暢遊法國，享受古堡、美食、美

酒與美景(Madron, 2016)，也吸引許多家自行車旅遊公

司紛紛在法國設立。因此，將運動元素引進白米社區，

也將是未來可行的方向。 

 

五、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提升白米木屐館之服務品質並建立顧客接待流程。                      

二、將運動元素導入白米社區遊程產品中。                                

三、將白米社區之產學合作經驗與學校教學結合。  

 

貳、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是將行動與研究相結合，研究者根據實

務上碰到的問題進行研究。其重視「系統化的探究方

式」，如此便不只是行動，且具研究本質（蔡清田，2013）。

歷程包括：確定問題領域焦點、規劃解決問題的行動

方案、尋求合作伙伴、實施監控與蒐集資料證據、評

鑑與回饋，最終發表行動研究成果（蔡清田，2015）。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依其精神及歷程，並著重參與

觀察、深度訪談及合作伙伴腦力激盪會議，並規劃行

銷策略及運動觀光遊程，達成研究目的。具體方法如

下： 

一、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透過逐年協助申請及執行

計畫確認社區問題並解決。 

    研究者與白米社區合作時間自 100 年至 105 年。

涵蓋 15 個計畫案：自 100「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白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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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村商圈發展計畫」、101 及 102 年的「地方文化館計

畫：白米木屐館整體提升計畫」、102 年「協助事業單

位人力資源提升計畫」、「蘇澳地區旅遊連結白米社區

觀光升級遊程規劃案」；103 年「北區農村再生結合產

業發展跨域合作計畫《白米社區》」、「宜蘭縣政府—宜

蘭縣地方特色產業與社會企業整合發展計畫」；

103-104 跨年度「國際志工計畫」、「文化部推展社造

創新活力網絡計畫：白米木屐村」；104 年「宜蘭縣四

季遊程規劃」、「文化部社區總體營造獎助計畫：穆公

祠文化解說導覽」、「檳城邱公司實地訪查計畫」、「宜

蘭縣地方文化館協力發展平台計畫」；105 年「教育部

產業學院計畫」、「勞動部培力就業計畫：留住白米造

生屐」等。在這 15 項計畫中，各自有欲解決的問題，

又環環相扣。當這些計畫持續執行，社區面臨的問題

便能確定焦點領域並逐一解決。例如在 103 年度北區

農村再生結合產業發展跨域合作計畫中，便為社區規

劃了五年中程計畫，並成為「勞動部培力就業計畫：

留住白米造生屐」的雛形。 

 
 

圖 3 白米社區五年發展計畫    

                                               

資料來源：103 年度北區農村再生結合產業發展跨域

合作計畫《宜蘭縣蘇澳鎮白米社區》 

而在「培力就業計畫」中，又許多提出白米社區的問

題及對策。如下圖： 

 

 

圖 4 白米社區的問題與對策 

 

資料來源：白米社區合作社（2016）：培力就業計畫 

 

二、透過學理基礎尋求「巨人的肩膀」 

    在輔導社區期間，透過文獻探討、學術與實務研

討會及個案研究，引進外界的理論、論述、政策、資

料及經驗至社區，達到見賢思齊的效果。分述如下： 

（一） 文獻探討：包括：學術文獻、政府機關及民間組織之

計畫、資料及個案。 

（二） 參與觀察：兩岸之社區、觀光工廠與博物館，以及馬

來西亞邱公司。 

（三） 研討會：協助社區規劃舉辦「2014 白米木屐村社會企

業與社造研討會」及「2015 兩岸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

實務研討會」，以實務經驗分享為主，亦有論文發表與

討論，兼具學術與實務（圖 5、6）。 

（四） 個案研究與探討：從宜蘭及其他地區個案中獲得經驗，

再修正應用。 

 

 
圖 5 2015 年兩岸社區研討會（右一為研究者） 

圖 6 北京大學向勇副教授於研討會演講 

 

三、透過教學經驗獲得解決問題方法 

    在行動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研究者在實際工作

情境，根據實務經驗及遭遇到的問題，來進行研究（李

奉儒、高淑清、鄭瑞隆、林麗菊、吳芝儀、洪志成、

蔡清田等譯，2001；轉引自蔡清田，2015）。在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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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究者除參與上述白米相關計畫外，尚擁有下列

實務經驗：（一）17 年學校教學經驗：曾任教休閒管

理系、旅遊管理系及海洋運動休閒系。（二）觀光旅遊

實務：具 7 年旅行社帶團經驗，並通過領隊、導遊人

員國家考試，具有外語領隊、外語導遊及旅行業經理

人執業證。（三）政府機關輔導經驗：曾任勞動部（含

前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輔導委員及講師

（99-105 年）、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局）好客民宿課

程講師（100-102、104-105 年）及實地訪查委員

（104-105 年）、觀光局導遊人員職前訓練講師（105

年）、農委會綠竹社區農再計畫主持人（103 年）、觀

光局花東「101 特色珍珠亮點遊程」評選委員（101

年）、觀光局「旅遊服務人員」講師（101 年）、新北

市政府「旅遊服務中心」講師（101 年）、澎湖縣政府

「旅館及民宿研習」講師（100 年）、新北市「2019

年亞洲沙灘運動會」、「2020 年亞洲運動會」申辦書交

通、旅遊、住宿審稿委員（100 年）、觀光局旅館「中

階經理人員」講師（99-100 年）等。研究者將上述輔

導經驗帶至白米社區中，有助解決問題。 

 四、海外學習與行銷 

    研究期間至大陸「湖北黃岡市」、「北京大學文化

產業研究院」及馬來西亞「檳城邱公司（邱氏宗親會）」

實地觀察學習，並在北京大學（2014 年）及大陸文化

部「文化幹部學院」講座（2015 年）、中國經濟社電

視專訪（2015 年），以及廣州中山大學旅遊科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中（2016 年），以白米為範例，行銷社區。 

 
 

圖 7-1 7-2 研究者協助行銷白米社區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社  

 

五、將上述學理、技術與經驗轉換為具體方法技巧 

（一） 執行方法：主要為行動研究法。透過腦力激盪會議及

行銷策略規劃與執行（包括：市場調查、遊憩資源調

查、目標客群與定位、行銷組合執行與修正、整合行

銷等），完成社區交付工作。 

（二） 教學技巧：透過課堂授課、諮詢輔導、訪談及觀察、

個案研究與討論、教學演示、實地演練、參與式工作

坊等，完成社區欲強化之知識技能。例如：服務品質

訓練、解說導覽訓練、遊程規劃、運動觀光等。  

六、腦力激盪會議 

   為符合「提出商業模式來解決問題」的社企精神，

除秉持社造的「共同參與」、「由下而上」原則，還需

兼顧行動研究之「尋求合作伙伴」、「實施監控與蒐集

資料證據」、「進行評鑑與回饋」歷程。這些都需要許

多次會議，集思廣益以獲共識。 

 
圖 8 與社區幹部討論培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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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勞動部委員培力計畫初審（左二為研究者） 

 

參、結果 

 
一、提升白米木屐館之服務品質並建立顧客接待流程：

執行白米木屐館服務品質提升計畫，透過專業授課、

諮詢輔導、實地演練、參與觀察等方法，演練顧客接

待標準作業程序，提升人員心理建設及服務品質。 

（一）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及顧客忠誠度                                

服務品質是服務滿足顧客需求的程度，取決於顧客對

服務的感受。據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5; 

1988) 的服務缺口模式，服務缺口有五項：      

1. 顧客知識缺口：指「顧客期望服務」與「管理者對該

期望認知」的差距。 

2. 品質規格缺口：指「管理者對顧客期望的認知」與「服

務品質規格（範）」的差距。管理者在瞭解顧客期望服

務後，要轉化成企業內部服務品質規範。透過內部行

銷的人員訓練，將管理者所瞭解的顧客期望，透過服

務規範 (標準作業流程：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讓員工都瞭解。 

    
圖 10-1 10-2 研究者對白米員工進行導覽流程演練 

資料來源：白米社區標準作業流程 

3. 服務傳遞缺口：「服務品質規格」與「實際服務」間的

差距。即員工在接受管理者制訂的服務規範(SOP)後，

能否應用在顧客身上。 

 

 
圖 11-1 11-2 根據 SOP 對員工演練解說導覽，提升服

務品質，並實際應用在顧客接待中 

4. 外部溝通缺口：「企業對外傳達的形象與承諾」與「實

際服務」的差距。  

5. 服務品質缺口：顧客先前對該企業「期望的服務」，與

「實際服務」體驗的差距。缺口五是由上述四缺口之

一至四項所構成。 

    PZB三位學者亦提出SERVQUAL服務品質量表，

從中萃取五項購面，顧客以此形成對服務品質的判斷。

五構面為：1.可靠性(reliability)：能可靠且精確提供所

承諾服務。2.反應性(responsiveness)：樂意幫助顧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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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服務。3.保證性(assurance)：具專業知識，獲得顧

客信任，展現自信。4.同理心(empathy)：提供個人化

關懷與照護。5.有形性(tangibles)：實體設施、人員及

溝通介面之展現。 

當上述缺口都被填平，且人員在五構面表現良好，

便會有好的顧客滿意度，進而成為忠誠度的先備因素。

研究者透過上述理論，搭配實地參訪及案例分享，建

立白米社區人員對服務產業之基本概念，提升服務品

質，增進顧客滿意度。 

 

   
圖 12-1 至 12-2 白米木屐館人員訓練服務品質課程教

材 

 

二、將運動元素導入白米社區遊程產品中：在社區原

本的文化屬性中加入運動，成為運動觀光遊程，包括：

（一）四季遊程：加入自行車。（二）山海遊程：加入

水域運動：獨木舟、浮潛、立槳衝浪( SUP, stand up 

paddle surfing and boarding)。  

    研究者與白米社區人員一同撰寫勞動部「培力就

業計畫」，該計畫自 2016 至 2017 年，以白米社區合作

社為提案單位，結合穆公文化發展協會、蘇澳觀光小

鎮發展協會及白米社區發展協會共四單位，聘用專案

經理、民宿推廣員、人文導覽與自行車業務員、解說

員、廚師、活動企劃師等 19 名工作人員。由於培力就

業計畫更偏向社企精神，從撰寫計畫到執行面，對社

區都是很大挑戰。  

  由於有礦石工業區、油庫區及農業區，產業遍及

一、二、三級，社區景觀被切割零碎，可謂先天不足。

而預計 2019 年全線通車的蘇花改，採高架道路經過社

區，再次切割社區景觀。在社區積極爭取後，公路總

局允諾將在蘇花改路廊下興建自行車道供社區使用。

因此，特將自行車納入遊程規劃，作為遊客樂活及深

度體驗之載具。  

  
圖 13 穿越社區的蘇花改工程（下方路廊建自行車道） 

 

 
圖 14：將自行車導入白米遊程    資料來源：白米社

區合作社（2016）：培力就業計畫    

    在規劃遊程時，因要納入社區潛力點、增加遊客

停留時間、兼顧安全合法，故與蘇澳小鎮文化發展協

會（該協會與尚海旅行社搭配，具水域活動經驗，且

獲選為教育部體育署「2015 優質運動旅遊行程」）合

作，將多項水域運動引進培力計畫遊程中主要為：立

槳衝浪、海洋獨木舟、浮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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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尚海旅行社推廣之運動觀光行程   

 

資料來源：尚海旅行社官網 

 

    如此，將以往白米社區以山為主軸的遊程，結合

蘇澳小鎮觀光發展協會以海為主軸的遊程，成為「山

海遊程」。不僅增加目標客群及產品線，也提升競爭

力。 

 

 
 

圖 16 未來以運動為主之遊程 

 

資料來源：白米社區合作社（2016）：培力就業計畫 

 

三、將白米社區之產學合作經驗與學校教學結合：  

（一）產學合作計畫：1.宜蘭縣政府 103 年度地方產

業發展基金—地方特色產業與社企整合計畫。2. 104

年宜蘭縣地方文化館協力發展平台計畫。  

 

（二）將產學合作結果應用於校內教學（詳見表 1） 

 

  表 1 產學合作結果應用於授課科目及課堂一覽表 

授課科目 應用於課堂上的產學技術 

活動設計與

規劃、 

休閒活動理

論與實務 

行銷企劃、市場調查、實地演練、

遊程規劃、參與式工作坊、計畫

擬訂與執行、休閒活動設計、服

務品質訓練  

授課科目 應用於課堂上的產學技術 

運動行銷理

論與實務 

定價策略、行銷企劃與執行、市

場調查、計畫擬訂與執行、服務

品質提升、品牌行銷、顧客關係

管理 

運動觀光 解說導覽、遊程規劃、運動休閒、

運動觀光、遊憩資源調查、個案

研究：蘇澳觀光小鎮立槳衝浪、

獨木舟、浮潛、潛水 

海洋休閒管

理 

運動休閒、運動觀光、個案研究：

（同上） 

專題製作 計畫擬訂、運動休閒、文件分析、

訪談及觀察法、休閒遊憩市場調

查、量化研究、質性研究 

校外實習 諮詢輔導、校外教學、個案研究：

（同上） 

 

（三）導入校外實習與就業：安排即將實習學生於

2016 年 3 月 14 日至社區實務參訪（白米社區之「自

行車、運動觀光」及蘇澳觀光小鎮發展協會之「立槳

衝浪、浮潛、獨木舟」，均為研究者任教科系相關課程），

並簽訂校外實習合作意向書。  

  

 
圖 17-1 17-2 任教科系學生至白米木屐村及蘇澳觀光

小鎮發展協會實務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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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與蘇澳觀光小鎮協會簽署實習合作意向書 

圖 19 研究者對白米社區人員訓練 

 

肆、討論 

 
一、提升服務品質並建立顧客接待流程。 

    企業與顧客間的關係對持續交易及顧客滿意度有

極大影響，於是顧客關係的觀念在 1980 年代逐漸成形，

並在 2004 年成為美國行銷學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的行銷定義之一部份（轉引自曾光華，

2007）。因此，在建立服務品質後，為社區服務人員建

立顧客關係觀念，並藉提升服務品質與經營顧客關係

建立顧客忠誠度（詳見圖 18），十分重要，也是未來

類似個案輔導時可注意的部份。 

二、將運動元素導入白米社區遊程產品中。 

    據教育部體育署（2015）統計，2015 年台灣規律

運動人口比例為 33.4%，雖逐年成長，然仍屬少數。

因此在台灣推動運動本即有其難度，特別要將「運動」

引入「文化類觀光組織」中，更具挑戰。本研究歸納

提高成功率之重點為：長期陪伴建立良好關係、規劃

者具運動及觀光雙重專長、善用周邊相關資源（公路

總局的自行車廊道、蘇澳觀光小鎮協會的水域運動專

長）。 

三、將白米社區之產學合作經驗與學校教學結合。 

    雖然白米社區發展方向主要在「觀光休閒」，但透

過六年間的技術輸出與輔導，研究者也嘗試導入運動

元素（自行車旅遊、立槳衝浪、浮潛、獨木舟）。除增

進白米社區之觀光競爭力外，也使研究者任教系科之

專長技術能充分發揮。這對於以純觀光休閒為主的單

位，是相當難得的改變思維的一步；而以運動加入觀

光休閒領域，也擴展了運動休閒產業之範圍。這與運

動觀光一書作者(Standeven & Knop, 1999)所提到的

「運動增加了觀光的領域，觀光為運動增加基礎建設，

兩者互利」具有一致觀念。另一方面，除與教育部技

職再造方案方向一致，也符合體育署推廣運動休閒之

政策，值得產、官、學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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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imi is a village of 722 residents located in I-Lan which has good performance at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nhance the service quality; introduce sports into tourism; integrate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and school teaching. Methods: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depth interview, 

and brainstorming were utilized. Results: service quality was enhanced and customer service SOP was created; sports 

including cycling, kayaking, snorkeling, and SUP were introduced into tourism at Baimi; experiences of Baimi projects 

can be teaching materials. Conclusion: th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methods used in Baimi projects are useful and 

can be taken as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es and projects. 

Keywords: Baimi community, community development, sport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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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東周‧春秋時期，北方山戎就以「盪鞦韆」為遊戲。後來，齊桓公北伐山戎，遂把「盪鞦韆」活動傳入中

原。自漢以後，清明踏青時節，人們多愛在郊外用竹子架成「竹筍鞦韆」娛樂，成為民俗活動，故清明節又名

「鞦韆節」。唐代鞦韆活動興盛，相傳寒食節禁火，為了防止冷食傷身，故無論宮廷或民間，大家會參加「盪鞦

韆」活動以鍛鍊身體。宋代，龍舟競賽時，發展「水鞦韆」活動，表演者從架在船上的鞦韆，飛蕩躍入水中，

從現代角度審視，類似現代空中飛人表演；「水鞦韆」似乎是現代花式跳水的前身。 

 

 

關鍵詞：唐、宋、詩、詞、鞦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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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中國傳統民俗中的鞦韆活動豐富多彩，如農曆

二月中和節的水鞦韆；農曆三月寒食、清明的盪鞦

韆，都表現了農耕民族的特點，代表了中華民族歷

史、文化發展的象徵，是人們生活的體現。筆者擬

由研究唐、宋時代的鞦韆詩詞，以瞭解當代運動休

閒活動的樣貌。 

 

貳、 研究方法 

 
一、 文獻資料法 

 

    本文研究「鞦韆詩詞」是指唐、宋詩詞中有「鞦

韆」此詞的詩詞，以《全唐詩》、《全唐五代詞》、《全

宋詩》、《全宋詞》為藍本。為使敘事更周延，參考

相關的書籍、期刊論文及碩、博士論文等，資料經

分析、歸納後，全面性的深入梳理，期能在學術上

提供有價值的資料。 

 

二、 歷史研究法 

 

    從現存的歷史資料中蒐集相關史料，如南朝

梁‧宗懍《荊楚歲時記》、唐‧歐陽詢《藝文類聚》、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宋‧孟元老《東京

夢華錄》、宋‧吳自牧《夢梁錄》、宋‧灌圃耐得翁

《都城紀勝》、 宋‧高承；明‧李果《事物紀原》

元‧脫脫等撰《宋史》、清‧陳夢雷，蔣廷錫《古今

圖書集成》及《考古學報‧雲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

發掘報告》等，以顯現中國唐、宋代鞦韆民俗活動

的概況。 

 

參、 發展軌跡 

 
一、 源起 

 
有關「鞦韆」的源起已有諸多著作論及(楊鷹，

2011；萬健根，2012；劉瑋、李煒，2013 年)，故筆

者在此增述 1975 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報告。東

周‧戰國時代，盪鞦韆風行，由《考古學報‧雲南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樂器》：「銅鼓拓片

鼓身一格作一柱形物立于中央，柱頂引出四繩，繩

端各繫一圓環，四羽人各持一環作打鞦韆狀。」 

 

 

 

 

 

 

 

 

 

 

 

 

圖 1 銅鼓鼓身打鞦韆圖 

          

資料來源：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75)。雲南江

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133-134。 

古代盪鞦韆，只雖是一種單純的遊戲活動，但

已寓有休閒運動的價值，當時僅限於寒食、清明前

後，豪門貴族家的兒女為了防止寒食冷餐傷身，以

「盪鞦韆」活動暖身以鍛鍊身體(萬健根，2012)，後

遂成為豪門貴族家兒女的熱衷運動項目。 

 

二、 盛行 

 

    唐、宋因帝王崇尚，喜嬪妃盪鞦韆，及經濟繁

榮，歲時節日文化的發展，所以寒食、清明在宮中

和民間興盛「盪鞦韆」的休閒活動。(董粉和，1986；

何海華，2005；朱小枝、劉繼勛，2007；楊鷹，2011)  

    有關宮中史料記載：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

遺事‧半仙之戲》：「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

令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之為半仙之戲，都中士

民因而呼之。」(五代‧王仁裕；唐‧姚汝能；曾貽

芬，2006) 清‧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

宮闈典‧妃嬪部》：「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

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

為錦紋，又為秋千，以備寒食。」 (清‧陳夢雷、蔣

廷錫，1985)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宋)元豐五

年神宗……寒食設鞦韆。」宋詩：徐鉉〈奉和御制

寒食十韻〉：「宮花紅照耀，御水碧潺湲。……依

林張幄幕，夾道建鞦韆」王珪〈宮詞〉：「禁籞春來

報踏青，御池波漾碧漣輕。內人爭送鞦韆急，風隔

桃花聞笑聲。」(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1995)  

有關民間史料記載：唐詩，韋應物〈寒食〉：「晴

明寒食好……綵繩拂花去」柳中庸〈寒食戲贈〉：「春

陰寒食天……柳絮伴鞦韆」羊士諤〈雨中寒食〉：「令

節逢煙雨……芳樹綵繩閒」王涯〈宮詞〉：「春風擺

蕩禁花枝，寒食鞦韆滿地時。」白居易〈寒食夜〉：

「一百五夜月明天……癡男騃女喚鞦韆。」杜甫〈清

明二首‧其二〉：「十年蹴鞠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

同」張籍〈寒食後〉：「田舍清明日……紅索搭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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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莊〈長安清明〉：「內官初賜清明火……綠楊高映

畫鞦韆」裴說〈清明  事文類聚〉：「綵索高飛掌上

身」(清‧聖祖(乾隆)，1986) 嚴文儒《東京夢華錄‧

收燈都人出城探春》：「舉目則鞦韆巧笑，觸處則蹴

踘踈狂……於是相繼清明節矣。」描述北宋清明前

後汴梁城郊「盪鞦韆」遊藝活動。宋詩，王禹偁〈寒

食〉：「今年寒食在商山……人家依樹繫鞦韆」梅堯

臣〈依韻和孫都官河上寫望〉：「蹴鞠漸知寒食近，

鞦韆將立小鬟雙」田況〈開西園〉：「春風寒食節……

依榭立鞦韆」文彥博〈寒食日過龍門〉：「橋邊楊柳

垂青線，林立秋千掛彩繩。」沈括〈鞦韆〉：「香入

熏爐禁火天，芙蓉深院鬪鞦韆」張耒〈二月詞〉：「芳

草長時寒食天，紅牆低處見鞦韆」(北京大學古文獻

研究所，1995) 陸游〈春晚感事二首‧其二〉：「寒食

梁州十萬家，鞦韆蹴鞠尚豪華」又〈三月二十一日

作〉：「蹴鞠牆東一市譁，鞦韆樓外兩旗斜」(宋‧陸

游；錢仲聯，1985)宋詞，歐陽脩〈蝶戀花〉：「欲近

禁煙微雨罷，綠楊深處鞦韆掛。」万俟詠〈戀芳春

慢〉：「寒食近，蹴踘秋千，又是無限遊人」柳永〈拋

毬樂〉：「近清明……手簇鞦韆架」歐陽脩〈漁家

傲〉：「三月清明天婉娩……秋千別閉深庭院」

杜安世〈杜韋娘〉：「暮春天氣，鶯老燕子忙如織……

秋千搭起，垂楊暗鎖深深陌。」譚意哥〈極相思令〉：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

巷陌，猶見秋千」万俟詠〈卓牌兒 春晚〉：「東風綠

陽天，如畫出、清明院宇……相並戲蹴秋千」(唐圭

璋，1992) 

    鞦韆又稱「悠千」，「盪鞦韆」又稱「打悠千」，

意味「打有錢」。所以，蕩得越高越有錢，生活會

過得好。因此，寒食、清明踏青時，全國人民妝扮

鮮麗出遊，就地取材，架起臨時的鞦韆，興高采烈

地打。《古代民俗百圖‧五代‧盪鞦韆》：「陽春女

兒笑語喧，綠楊影里盪鞦韆。身輕裙薄凌空舞，疑

是嫦娥下九天。」在暮春天氣暖和的時節，綠楊垂

柳裏搭起鞦韆，「盪鞦韆」成為休閒活動，為全國季

節性的風俗。 

 

三、 發展 

 
    唐、宋時，「盪鞦韆」為清明前後節俗的遊藝活

動 (張永秀，2000；王俊奇，2003；劉利，2011)，

人們多愛在郊外用竹子架成「竹筍鞦韆」舞蕩嬉戲，

後逐漸發展成水上表演鞦韆，成為皇、民同樂的活

動。此時的鞦韆，也發展出如：宋‧張先〈木蘭花 乙

卯吳興寒食〉： 

龍頭舴艋吳兒競，筍柱秋千游女並。芳洲拾

翠暮忘歸，秀野踏青來不定。行雲去後遙山

暝，已放笙歌池院靜。中庭月色正清明，無

數楊花過無影。(唐圭璋，1992)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

苑》： 

      三月一日，州西順天門外開金明池、瓊林苑，

每日教習車駕上池儀範。……池在順天門外

街北……入池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面

北臨水殿，車駕臨幸，觀爭標錫宴於此。 

金明池原是訓練水兵的場所，後開放為市民水上運

動場域。 

十國‧後蜀‧花蕊夫人、宋‧王珪〈宮詞〉： 

      三月金明柳絮飛，岸花堤草弄春時。樓船百

戲催宣賜，御輦今年不上池。 

      內人稀見水鞦韆，爭擘珠簾帳殿前。第一錦

標誰奪得，右軍輸卻小龍船。(清‧聖祖(乾

隆)，1986) 

描述北宋汴京金明池水上表演，其中水鞦韆是新的

遊藝，表演者在船上盪鞦韆，當蕩與頂架齊時，突

然凌空躍下，在空中做出翻轉花式動作，因起跳點

不是固定的跳板，為難度甚高的跳水活動，驚險刺

激，深為帝王與民眾所喜愛的水上娛樂之一。(康弘，

1995；盧競榮，2002)。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

瓦舍眾技》：「百戲在京師時，各名左右軍，並是

開封府衙前樂營。……幷教船水鞦韆。」宋‧孟元

老《東京夢華錄‧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燕》： 

又有兩畫船，上立鞦韆，船尾百戲人上竿，

左右軍院虞候監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鞦

韆，將平架，筋斗擲身入水，謂之「水鞦韆」。

水戲呈畢，百戲樂船，並各鳴鑼鼓，動樂舞

旗，與水傀儡船分兩壁退去。 

記載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三月汴京(今河南開

封) 金明池中置兩艘畫舫，船頭豎起高高的鞦韆架，

船尾上雜耍藝人先耍練上竿，船上樂聲震天嘎響，

然後表演者在鼓樂聲中奮力盪鞦韆，蕩到和鞦韆架

的横梁相平之時，他們雙手脱繩，借鞦韆回盪之力

躍入空中翻個筋斗，然後投身入水。此為龍舟競賽

結合盪鞦韆的「水鞦韆」表演，驚險刺激、姿勢優

美(豐家驊，2005)。元‧王振鵬描繪宋徽宗崇寧年間

(1102~1106)，三月三日開放金明池，與民同樂的歡

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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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元‧王振鵬 《龍池競渡圖‧水鞦韆》 

 

      資料來源：(2013，10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newsancai.com/big5/arts/16-painting/52440-

2013-06-09-14-37-23.html 

由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駕幸臨水殿觀爭

標錫宴》，及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眾技》記

載，可知三月龍舟競渡時表演增加新的水上戲耍技

藝──水鞦韆。這種運動新穎有趣，宋代皇家每年在

宮內都要舉行一次水上鞦韆表演賽，屆時皇帝率領

百官、宮人親臨觀看。 

 

                         

     
 

圖 3 秦雲海《金明池爭標圖‧百戲、大龍舟、水鞦

韆》 

 

資料來源：(2013，10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newsancai.com/big5/arts/16-painting/52392

-2013-06-07-08-32-11.html  

    暮春三月，南宋都城臨安 (今杭州) 的西湖岸，

人們在楊柳綠影裏賽鞦韆，俞國寶〈風入松〉：「紅

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鞦韆。……明日重扶殘醉，

來尋陌上花鈿。」(唐圭璋，1992)另，舉行「水鞦韆」

表演，朱翌〈端午觀競渡曲江〉：「却憶金明三月天，

春風引出大龍船。二十餘年成一夢，夢中猶記水鞦

韆。」(宋‧ 朱翌，1983)張炎〈阮郎歸 有懷北游〉：

「鈿車驕馬錦相連，香塵逐管弦。瞥然飛過水秋千，

清明寒食天。」(唐圭璋，1992)至宋代盪鞦韆已臻最

高境界，在船上進行的「水鞦韆」活動，發揮了運

動兼娛樂的功效，與今日靜板跳臺之花式跳水並無

軒輊，有學者疑為是現代跳水活動的前身。 

    至此，鞦韆又加入了現代奧運中跳水運動的元

素。吳文忠《體育史》：「我國古時各項運動，多

可稽考，獨水上運動，記載貧乏。」由此可知，鞦

韆至宋代發展「水鞦韆」活動，為我國古代體育與

現代體育之間，產生若干連結。 

 

肆、 強健身心 

 
   盪鞦韆可運動強身，同時也是當時比膽識和技巧

之遊藝，有休閒養心及抒情遣懷的功效，讓身、心、

靈得以寄託(劉瑋、李煒，2013)，和今日之休閒運動

之真意不謀而合。古人能在運動設備不足，場地受

限，風俗束縛情況下，將鞦韆成為全民休閒運動設

備，真是智慧的昇華。 

 

一、 運動強身 

 
    盪鞦韆時需要平衡感，因此，可使女子隨時隨

地的施展技能，舒展肢體(劉延柱，2007)，蕩上去時

如嫦娥奔月，翩翩若飛，蕩下來如仙女下凡，充分

展現出婦女的優美姿態外，因簡單、安全且刺激以

及場面熱鬧，深得女性的青睞。(張曉紅、張曉霞，

2008) 

唐詩，王建〈鞦韆詞〉： 

長長絲繩紫復碧，嫋嫋横枝高百尺。少年

兒女重鞦韆，盤巾結帶分兩邊。 

身輕裙薄易生力，雙手向空如鳥翼。下來

立定重繫衣，復畏斜風高不得。 

傍人送上那足貴，終賭鳴璫鬬自起。回回

若與高樹齊，頭上寶釵從墮地。 

眼前爭勝難爲休，足踏平地看始愁。(清‧

聖祖(乾隆)，1986)  

生動逼真地描繪少女争盪鞦韆的情景，且只盪鞦韆

還不過癮，還要一賭高低，爭勝時鬪志高昂，落地

後才覺恐懼。王維〈寒食城東即事〉：「蹴鞠屢過飛

鳥上，鞦韆競出垂楊裏。」張仲素〈春遊曲三首‧

其一〉：「濛濛百花裏，羅綺競鞦韆。」劉禹錫〈同

樂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其十六〉：「鞦韆爭次第，

牽拽綵繩斜。」韓偓〈鞦韆〉：「五絲繩繫出牆遲，

力盡纔憐見鄰圃。下來嬌喘未能調，斜倚朱闌久無

http://www.newsancai.com/big5/arts/16-painting/52440-2013-06-09-14-37-23.html
http://www.newsancai.com/big5/arts/16-painting/52440-2013-06-09-14-37-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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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清‧聖祖(乾隆)，1986) 

    宋詞，歐陽脩〈浣溪沙〉：「拍堤春水四垂天，

綠楊樓外出鞦韆。」李元膺〈菩薩蠻〉：「綵旗畫柱

清明後。花前姊妹爭攜手。」(唐圭璋，1992)詩詞中

描繪春景明媚秀麗，纖弱少女盪鞦韆競出綠絲楊柳

裏，為爭名次，奮力將鞦韆都蕩歪斜，下來氣喘未

調，還笑著問高低，可見比賽競爭的激烈，亦可見

盪鞦韆人兒的優美姿勢與其技藝超群。吳文英〈如

夢令〉：「鞦韆爭鬧粉牆。閒看燕紫鶯黃。」無名氏

〈點絳唇〉：「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

花瘦，薄汗輕衣透。」(唐圭璋，1992)深閨女子在庭

院盪鞦韆爭鬧粉牆，彩繩飄逸在天地間，汗珠如雨

下，落地還從容不迫。運動完，纖纖玉手已酸，衣

衫濕透。如此，飛蕩時拋棄煩惱，找到快樂和自信。 

    盪鞦韆與其它運動比較平和，唐、宋鞦韆詩詞

多以女子描述，可見鞦韆運動合宜於女子(史蘭，

2000)。但運動者必須具有克服懼高的心理(梁巧琴，

2011)，他和其他競技設備一樣不適用於高年紀，及

心理疾病的人們。宋詩，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韵〉：

「心驚嫌蹴鞠，腳軟怕鞦韆。」(北京大學古文獻研

究所，1995)因此，駕馭鞦韆，除要配合擺動節奏外，

還要有敏銳的平衡技術及矯捷身手。以現代體適能

觀點言，則為對肌肉適能（上肢、下肢、腹部肌群）、

柔軟度、敏捷性及平衡性有其助益。(郁漱芳  杭慶

平，1987；龍佩林，2002)   

 

二、休閒養心 

 
鞦韆由於易操作的特點得到了女子的青睞，是

深閨女子最忠誠的伴侣。盪鞦韆可以讓深閨少女不

像平時「笑不露齒，走不動裙」，在擺蕩時，可釋放

心裡的壓抑，飛起的那一刹那，姿態橫生，妙趣無

窮，抛却了苦悶與煩惱，天真快樂地發出最爽朗的

笑聲。她們在鞦韆上忘憂，放鬆心情，對身體健康

有益，鞦韆見證了女子的快樂與自信。唐詩，盧綸

〈鞦韆〉：「紅杏樓前歌舞，綠楊影裏鞦韆。金月畫

船歸晚，餘情盡付湖煙。」成彥雄〈柳枝辭九首其

二〉：「飲散無人收拾得，月明階下伴鞦韆」(清‧聖

祖(乾隆)，1986)十國‧南唐‧馮延巳〈莫思歸〉：

「秋千風煗鸞釵嚲，綺陌春深翠褏香。」(南唐‧馮

延巳撰，1893)宋詩，徐鉉〈柳枝詞〉：「醉裏不知時

節改，漫隨兒女打鞦韆」(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1995)宋詞，李冠〈蝶戀花 春暮〉：「才過清明……誰

在秋千，笑裏輕輕語」晏幾道〈破陣子〉：「柳下笙

歌庭院，花間姊妹鞦韆。」蘇軾〈蝶戀花 春景〉：「牆

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 (唐圭璋，

1992) 

    詩詞中描述深院裡的佳人，閒適時，藉盪鞦韆

的瞬間進入忘我境界，拋棄一切煩惱，抒放心情，

展露歡笑，忘卻世俗束縛，追求幸福，因此，鞦韆

也是少女修養心性，展現才藝的良伴。 

以現代觀點言，盪鞦韆時如進入有氧能量系

統，則因腦內啡 (Endorphin) 與多巴胺(Dopamine)

之分泌，加上由高處往下之重力加速度快感( Ratey, 

& Hageman, 2009)，以及與他人爭高互比的樂趣，都

使盪鞦韆者之心裡極為快樂。 

 

四、 抒情遣懷 

 
唐、宋時代，深閨女子於春日時節無所依偎，

在鞦韆下回憶與戀人的一段美好時光，將相思情懷

寄予鞦韆。因此，鞦韆成為知心伴侶的回憶。 

如：唐詩，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之十六〉：

「鞦韆細腰女，搖曳逐風斜。」李商隱〈無題 八歲

偷照鏡〉：「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韓偓〈想

得〉 (〈再青春〉)：「兩重門裏玉堂前，寒食

花枝月午天。想得那人垂手立，嬌羞不肯上

鞦韆。」王周〈無題二首‧其一〉：「不知何事鞦

韆下，蹙破愁眉兩點青」韋莊〈清平樂〉：「雲解

有情花解語……含羞待月鞦韆。」十國‧南唐‧馮

延巳〈菩薩蠻〉：「花影臥秋千，更長人不

眠？」 (清‧聖祖(乾隆)，1986)宋詞，張先〈青門

引春思〉：「那堪更被明月，隔牆送過秋千影。」

歐陽脩〈漁家傲〉：「隔牆遙見秋千侶。綠

索紅旗雙綵柱，行人只得偷回顧，腸斷樓南

金鎖戶。天欲暮，流鶯飛到秋千處。」晏幾

道〈生查子〉：「無處說相思，背面鞦韆下」秦觀

〈阮郎歸四首其一〉：「秋千未拆水平堤，落紅成

地衣。游蝶困，乳鶯啼。怨春春怎知？」賀鑄〈月

先圓〉：「屢逢迎、幾許纏緜意，記鞦韆架底，樗

蒲局上，祓禊池邊。」陳克〈鷓鴣天〉：「踏青會

散鞦韆下，鬢影衣香怯晚風。」呂渭老〈江城子〉：

「欲上西樓還不忍，難著眼，望秋千。」陸游〈采

桑子〉：「寶釵樓上妝梳晚，懶上鞦韆」張震〈驀

山溪 春半〉：「小立背秋千，空悵望、娉婷韻度。」

高觀國〈蘭陵王 春雨〉：「芳郊外，鶯恨燕愁，不

管秋千冷紅索。」(唐圭璋，1992)  

見及鞦韆勾起無限情懷，無處說相思，只

有訴予鞦韆，可見閨中女子悵然、幽怨的思緒，在

鞦韆架下烘托得淋漓盡致。因此，鞦韆在古

代除了提供閒暇時間的活動，也承載女子情

狀，成為結合運動、休閒與「文青」的休閒

活動。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yuanjian.cnki.com.cn/Search/Result?author=%E9%83%81%E6%BC%B1%E8%8A%B3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yuanjian.cnki.com.cn/Search/Result?author=%E6%9D%AD%E5%BA%86%E5%B9%B3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yuanjian.cnki.com.cn/Search/Result?author=%E6%9D%AD%E5%BA%86%E5%B9%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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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月芳、范智明 

伍、結論 

 
從唐朝有關鞦韆的詩中，窺知唐代屬開放、歡

樂、競爭性的社會，鞦韆活動為全民歡樂的活動，

也是展現肢體美的技藝休閒活動。 

時至晚唐，盪鞦韆意象漸脫離民俗背景，而為

深閨女子見物憶往、抒情寄懷生命形態的表達，心

緒的寫照。(趙麗萍，2011；李春豔，2012；梁俊仙、

岳玉平，2012)。 

觀宋朝鞦韆的詩詞中，可知宋代屬封閉、善感、

文弱性的社會，使此項活動逐漸歸於女性在庭院的

娛樂遊戲，「盪鞦韆」成為心靈的寄託，真是「萬點

芳心綠間紅，鞦韆圖畫中」。後因重文輕武、戲曲小

說的興起，及統治者的反對而衰落。(甄浩，2012) 

   唐、宋詩詞摹景狀物，記載民俗之史實，遊藝活

動過程的風貌，是研究中華民族唐、宋時代的重要

文獻，它讓我們瞭解中國節俗的悠久歷史，涵養的

生活面貌及孕育的文化底蘊，尤其鞦韆活動竟是蘊

含著意義深遠，發人深省的休閒生活。未來在我國

小、國中體育課之民俗運動，應可結合古詩詞之情

狀描寫，教導學生瞭解鞦韆運動豐富之認知、情意

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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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 northern mountain tribe played a game 

called swing. Later Qi Huan King attacked and defeated the northern mountain tribe and introduced swing activities to 

the Central Plains. From then on, and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swing became a part of folk activities. People 

especially amused themselves through this folk practice during the Tomb-sweeping Festival.  For that reason, the 

Tomb-sweeping Festival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Swing Festival.  Swing activities flourish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radition, fires are not lighted during the Cold Food Festival. Eating cold food is believed to prevent harm 

from coming to the body. Both nobles and commoners joined in the swing activities and participated in physical 

training.  The Song Dynasty saw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swing activities in which performers leaped into water 

from a swing while the dragon boats were racing. In contemporary times physical education swinging is like a flying 

trapeze, and the water swing is something of a forerunner of sport diving. 

 

Key Words：Tang Dynasty, Song Dynasty, poetry, poems, s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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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大學體育選修課程教學過程品質、結果品質與學生再選課意願之影響。本研究係以

103、104學年度元智大學選修桌球與重量訓練課程之大學部二、三、四年級學生為研究母群體，本研究係採網

路電子問卷方式設計，共計回收有效問卷143份，統計方法包含描述性統計、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結構方程

模式（SEM）等統計分析，本研究結論為：（一）體育課程教學過程品質對學生再選課意願不會有正向影響效

果；但是以結構方程模式（SEM）進一步偵測驗證是否有虛假關係發生，還是原本就真的沒有影響關係存在發

現，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對學生再選課意願完全標準化係數為r=.59*達顯著水準，顯示有正向之影響效果；（二）

教學結果品質對學生再選課意願會有正向影響效果；（三）教學過程品質對教學結果品質會正向影響效果。此

外，不考慮（教學過程品質對再選課意願層面）時，模式中教學過程品質加入（結果品質層面當中介變項）對

再選課意願時發現，影響效果增加了，此結果顯示，教學過程品質透過（結果品質層面）對學生再選課意願影

響力是值得重視，表示（教學中結果品質層面）具有重要的中介角色。 

 

 
關鍵字：專業實務、服務品質、心智能力、領導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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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 

 
 教育為非營利組織中的服務業，在面臨高等教育

競爭激烈的環境，學校為了加強競爭力，除了在環境

與行政服務品質的加強外，更重視課程的質與量，使

各校課程更多元化，提供學生更多元的課程選擇環

境，因此，在我國目前的大學院校中，學生不但充分

的使用選課權力，且有更多元的課程選擇（周玉媜、

2008）。 

    學校提供多元與豐富的課程讓學生自由選擇，然

而除了必修課程受限於規定，多屬於各班級整班一起

上課，學生來源固定充分，人數普遍較多之外，選修

課程的修課人數卻不一，有些課程呈現出爆滿的現象

或是學生選不上，有些卻乏人問津，甚至因為人數未

達最低開課人數，而有開不成的現象。因此，要如何

提升學生的修課意願，瞭解學生進行「選修課程」之

選擇行為的意願是非常重要的議題，試以瞭解可能影

響學生選擇修習選修課程意願的因素有哪些，確認影

響選課意願之關鍵因素，不但能作為激勵學生選課的

參考依據更可以掌握學生選課的脈絡，適材適教（周

玉媜、2008）。 

    陳律盛（2011）、周玉媜（2008）研究指出，教

師教學的過程品質對學生再選課意願為正向關係；

Richard 與 Allaway（1993）研究結果指出，服務的

過程屬性對消費者的行為選擇有正向影響。

Zeithaml、Berry 與 Parasuraman（1996）研究則指出

消費者所接受到的服務品質良好，會使消費者對於組

織有正面的行為意向，可強化消費者與組織之間的關

係。通常行為意向包括抱怨、再購意願、推薦他人正

向的行為及口碑傳播等。 

何明政、李昊曈、藍培青（2004）研究指出，教

師的教學品質與學生的行為意向之間具有顯著的關

係。當學生認知學習具有價值且教師秉持熱忱、教師

親切友善、課程負擔與難度適中、授課內容寬廣與教

材易讀易懂，則學生愈能發出忠誠的行為導向。 

王淑怡（2002）研究指出，教師教學表現行為對

學生學習的影響，包括教師本身專業知識，及達成教

學目的所採取的各種策略、技巧，包含教學計畫準備、

教學法的應用、教材呈現方法、評量技巧與學生間的

互動、班級經營等。 

葉金裕（2002）指出，教師進行教學時，能妥善

規劃教學時間，適當分配每一段教學活動，維持流暢

的教學步調，迅速對學生做清楚明確的指示，及明快

處理課堂上突發的問題，準時上下課，會有良好的教

學效果。由上述得知，教學法的應用、教材呈現方法、

評量技巧與學生間的互動、教學時間的規劃屬於教學

的過程品質，學生學習則屬於教師教學結果品質。因

此，體育教師的教學過程品質會對結果品質產生影響。 

    周玉媜（2008）指出，學校方面應盡力協助體育

教師在教學上的需求，例如：場地設備器材、環境及

專業進修等，並且督促體育教師的教學品質的改進，

以提昇其體育教學品質，進而提升學生的再選課率；

而學生是教師教學品質的參與者，也是衡量體育教師

教學的主要評鑑者，最直接的評量方式為是否再選修

該位老師的課程；為了提昇教師的教學品質，學生可

踴躍地表達教師的教學意見，積極與體育教師溝通、

對話，達成師生的教學共識。 

葉紹國、溫博仕（2001）對淡江大學學生進行核

心課程學生選課等相關因素調查，在有關學生選課方

面，學生選修的理由因各學門排課方式及選課作業而

有所不同。以院共選科目為優先，其次為與專門科目

的時間可以配合、喜歡老師教學風格、較容易輕鬆過

關。另外，在後五學分修課者選課的理由，以與專業

科目時間不衝堂為優先，其次為這門課符合我的興

趣、喜歡老師的風格、喜歡這門課。此外，研究者調

查選此核心課程前的作法或態度，指出學生在選課前

大部分會打聽上課內容，有些則是只看課名。綜上所

述，學生在選課的考量與理由上包括：學校的排課方

式、時間、教師教學風格、容易輕鬆過關、興趣、老

師的風格、喜歡這門課、課名、上課內容。 

陳律盛（2011）；周玉媜（2008）；陳如山、張瓊

如（1990）；Richard 與 Allaway（1993）研究指出，

體育教師教學結果品質亦發現會直接正向影響學生再

選課意願 

。Richard 與 Allaway（1993）研究中指出，服務的

結果品質對消費者的行為選擇有正向的影響；陳如

山、張瓊如（1990）研究指出，學生在選課時會考量

是否能取得資格證明便於就業或尋找新工作，又上述

的課程對未來發展之助益、能否學到專業知識、能取

得資格證明便於就業或尋找新工作是屬於教師教學的

結果品質，而學生對於再選課方面較會考量結果品質

來衡量，包括從教師的授課內容學到有價值的東西、

授課內容很實用等。 

黃政傑、李春芳（1987）研究也指出，學生在進

行選課前考量的因素包括：教師的名氣、教師的社會

及行政地位、教師教學方式、教師的考試方式、教師

的給分標準、教師的要求程度；陳如山、張瓊如（1990）

研究結果更顯示，學生選課考量的因素，課程內容大

綱、教材難易、教學方式、電視廣播授課時間、面授

次數、主講教師是誰、是否與本身興趣相符、能否學

到專業知識、滿足學分數需求（當學生有學分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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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課程時間好壞、老師好不好、對未來發展之助

益。 

由上述的選課考量因素中，教師教學方法、上課

時間、教師教學方式、教師個人風格、教師評量方式、

技能學習演練頻次、上課內容難易度等屬於體育教師

教學過程品質。基於上述，在體育課程教學情境中，

體育教師是直接與學生接觸最多的，學生會清楚地感

受到體育教師的表現，而體育教師有良好的教學品質

時，學生的滿意度自然會提升，對其評價相對也高，

因此，當學生知覺到的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越好，

對學生再選課意願將有正向的影響力。 

Hui, Zhao, Fan 與 Au (2004)研究也指出，當消費

者覺得結果品質是不確定時，他們會使用過程品質去

推論對服務提供者的信賴。陳律盛（2011）、周玉媜

（2008）教師教學的核心產品乃學生的學習成果，然

而服務是無形的加上學生的學習成果難以衡量，而學

生在選課前無法預知其所獲得的學習結果為何，在結

果品質評估上較為困難，因此，在這種情形下便加重

了過程品質在學生心中的份量，學生會以過去所知覺

到的教師教學方式、風格、上課內容的教材選用與進

度等，去推估自己對教師的信賴。 

早期的教學品質研究著重於教師人格特質的探

討，近期則重視教師教學的過程，因此，教學的品質

定義隨著教學品質研究方向的轉變，而有不同的定

義；所謂教學品質即是針對各種不同背景的學生，提

供由計劃、教授講解到評量之最適宜課程（Wilson, 

1988）。 

Travers（1979）則認為不同時代對教學品質的要

求有所不同。Flairbrother（1996）認為優良教學所需

的條件及學生的滿意度，應列為最優先的考量。饒達

欽、鄭增財（1997）則認為教學是學校整體運作所提

供的教學品質，包括課程規劃、設備設施教學資源運

用、教師個人的教學品質，包括在課堂上在內，整體

個別表現。近幾年學生評鑑教師教學品質的觀念興

起，在學生自主意識提升的趨勢下，強調由學生來評

鑑教師的教學品質，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中的角色關係

就顯得格外重要。因此，本研究欲強調以學生的立場

所衡量的教師教學品質去探討學生在修過教師的課程

後，再選修其教師所開的其他課程的可能性。 

王家通、吳欲益（1985）研究指出優良教師應該

具備的特質，包括教學認真、好的教學方法、訓導有

方、領導能力強、課前準備充分；洪榮昭（1994）認

為教師應具備的五項能力：認知處理能力、人群處理

能力、業務處理能力、專業技術能力與心智能力。 

國外有關教師教學品質的研究，則較不著重在教

師個人特質方面，其多著重於教師的教學過程相關行

為，例如：Josef 與 Jeffrey（1994）研究結果顯示，

學生認定教師教學品質的因素包括熱誠、資訊整合、

學科知識、刺激思考，其中以熱誠為最重要。 

Brown 與 Race（1995）歸納出教師教學品質五

大領域分別為：設計及利用教學資源、獨立的學習任

務回饋及小組教學與評量、大團體中的教學、個別指

導、個人專業素質。Chappell 與 Melville（1995）認

為高品質教學的教師應具備有三大領域的能力，成熟

的教學、專業實務、組織的發展。Brooks（1994）則

認為教學品質與教學校能有關，其實際觀察教師的教

學，發現有效的教師能具有下列的特質：教學計畫、

教學陳述、教學評量策略、知識基礎、課程統整、溝

通技巧、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激勵、學生個別差異。 

陳律盛（2011）、周玉媜（2008）的研究指出，

教師教學品質，除了教師本身的特質外，如具備教學

能力、教學熱誠、專業的知識及領導能力等，尚包括

在實際教學時的相關行為，本研究欲探討選課意願中

教師教學品質的因素對學生再選課意願的影響，所以

將選課意願因素歸納為下列幾點：上課時間、教師教

學方式與風格、評量方式、技能學習、上課內容能否

學到專業知識、課程內容對未來是否有助益等。 

因此，當學生對教師教學品質感到滿意時，會正

向的影響其在選擇教師所開課程的意願，因此本研究

將選課因素也作為再選課意願因素之探討，而其他非

關教師教學品質的選課因素則不納入探討，如學生個

人特質、興趣、同儕因素…等。 

在過去研究中，有關探討學生選課行為已有相關

的研究，如：大專院校的體育課選課意願調查（陳律

盛2011；許天路，2005；李志峰、楊慶南，2004；杜

錦豊、黃郁琦，2001；莊淑蘭，2000）。由上述可知，

目前的研究多在探討影響學生選課的可能因素與其選

課的理由。在教學的情境中，教師的教學往往觀乎學

生的學習成效，而有關教師的體育教學品質的議題也

漸漸受重視，體育教學品質一再的被評鑑、討論，學

生在接受體育老師的教學後，對體育教師的評鑑除了

學校提供的教學意見調查外，最直接的方式為是否願

意再選修其教師所開的其他課程，因此在眾多因素

中，本研究欲探討與教師教學品質有關的因素，如：

體育教師的教法、風格、聲望、學習結果…等，藉由

探討學生再選課意願因素中與體育教師教學有關的因

素，做為體育教師教學品質改進的參考。 

依服務品質的觀點，在衡量服務品質時，以

SERVQUAL量表最為著名，強調服務的五大特性：穩

定性、有形性、反應性、保證性、關懷性（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大部分的服務品質測量工

具和SERVQUAL一樣，集中焦點於如何傳達服務的過

程（Mangold & Babakus, 1991）。然而有研究指出，

服務品質的結果品質對消費者的選擇行為是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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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Richard & Allaway, 1993），顧客在判斷整體服務

品質時，服務品質中的結果品質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

子（Luk & Layton, 2004），將結果品質成分包括進去

模式或測量尺度中，會明顯的改善對服務品質解釋力

與預測度（Powpaka,1996）。再者，在高等教育裡，

服務的結果是衡量服務品質的重要關鍵成分

（Clewes,2003），且學生受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求得知

識學問，所以學生在受教師教學後的學習結果相當重

要的；此外，Gummesson(1991)強調評估服務品質時

應該要考量技術性品質與功能性品質；Mittal 與 

Lassar(1998)發現當顧客與服務提供者相當密集地直

接接觸時，功能性品質會重大正向地影響顧客滿意，

而技術性品質則是會影響顧客忠誠度，換言之，在衡

量服務品質時，應該同時探討過程品質與結果品質。

因此，本研究將影響選課意願的教師教學品質因素分

為過程面與結果面，並且分別探討體育教師教學過程

品質與結果品質對再選課意願的影響及過程品質和結

果品質兩變項的相互關係，讓體育教師瞭解兩種品質

對再選課意願的影響，藉此讓體育教師瞭解學生所重

視的面向。 

 

二、 本研究目的 

 
（一）瞭解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與結果品質對學生

再選課意願之影響。 

（二）瞭解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對結果品質之影響。 

 

三、研究假設 

 
（一）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與學生再選課意願會有

顯著之影響；（二）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與結果品

質會有顯著之影響；（三）體育教師教學結果品質與

學生再選課意願會有顯著之影響。以上三個假設如圖

一所示。  

 
 

圖一本研究假設模式圖 

 

貳、方 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 103、104 學年度元智大學選修桌球

與重量訓練課程大學部二、三、四年級選修體育課程

之學生為研究母群體共計約 1100 位，樣本採網路電

子問卷方式設計，同學們使用個人電腦不受外界干擾

下，自由填寫，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143 份，雖然回收

率不高，但每份問卷回答可信度頗高，並且應用了

SPSS 以及結合了結構方程模式 SEM 統計方法，由表

二整體模式違犯估計檢定再次檢驗模式的信效度是

可接受的。參考吳明隆（2003）之建議取樣人數的多

少不是取樣的重點，而是取樣的樣本是否有足夠的代

表性，將來的研究結果能否有效推估至受試之母群

體。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包括教學過程品質、結果品質對學生

再選課意願問卷量表及背景資料，包含性別、年級，

以下是問卷量表之考驗分析。 

（一）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問卷量表 

    本研究「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問卷量表，係

參考陳律盛（2011）、葉紹國、溫博仕（2001）淡江

大學「核心課程」學生選課趨向調查。所設計之問卷

量表共計有 30 題項，分為六個構面，問卷中（Z1）

時間層面共 5 題；（Z2）教學方式與風格層面共 6 題；

（Z3）課程內容層面共 5 題；（Z4）技能學習層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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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題；（Z5）評量方式層面共 5 題；（Z6）場地設備

器材層面共 4 題。研究量表填答方式，本問卷之題目

採李克特五點式設計，受試者依實際感受回答程度從

「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等五個等級程度。計

分方式採 1 至 5 分方式，研究量表各題項因素負荷

量.67~.88，與總分相關皆達.40~.88，整體 Cronbach’s 

α 係數為.98，總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80.45％。顯示，

研究問卷量表的內部一致性良好。 

（二）體育教師教學結果品質問卷量表 

    本研究「體育教師教學結果品質問卷量表」，係

參考陳律盛（2011）、周玉媜（2008）研究之問卷。

此量表為八題項，分為兩個構面：（Z7）學到專業知

識層面有四個題項；（Z8）課程內容對未來是否有助

益層面有六個題項。研究量表填答方式，本問卷之題

目採李克特五點式設計，受試者依實際感受回答程度

從「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等五個等級程度。

計分方式採 1 至 5 分方式，研究量表各題項因素負荷

量.32~.90，與總分相關皆達.51~.92，整體 Cronbach’s 

α 係數為.95，總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71.46％。因此，

研究問卷量表的內部一致性良好。 

（三）體育課學生再選修意願問卷量表 

  本研究之體育課學生再選修意願問卷量表，主要

參考陳律盛（2011）、周玉媜（2008）研究問卷內容，

並以自編之「體育課學生再選修意願」問卷量表為研

究工具。（V1）我會考慮再選修該位老師的課；（V2）

我會將該位老師的課優先考量選修；（V3）我會將該

位老師的課推薦給其他人選修；（V4）我會願意再上

該老師開的選修課。研究量表填答方式，本問卷之題

目採李克特五點式設計，受試者依實際感受回答程度

從「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等五個等級程度。

計分方式採 1 至 5 分方式。研究量表各題項因素負荷

量.78~.90，與總分相關皆達.80~.90，整體 Cronbach’s 

α 係數為.93，總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83.07％。因此，

研究問卷量表的內部一致性良好。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問卷資料分析係以SPSS 12 for Windows 

及Amos 5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統計考驗顯著水

準設定為α=.05，並依據研究目的及假設之考驗進行資

料分析，分析方法為描述統計分析、Pearson積差相

關、結構方程模式統計分析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SEM)等。 

 

 

 

參、結 果 

 
一、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本研究受試者人口統計變項結果為：（一）性別：

男生受試者 75 位，佔 52.1%，女生受試者 68 位，佔

47.2%；（二）年級：二年級有 59 位，佔 47.2%；三

年級有 82 位，佔 49.8%；四年級有 2 位，佔 1.4%、。

（三）就讀學院：人文社會學院 21 位，佔 14.6%；

工學院有 30 位，佔 20.8%；電通學院有 22 位，佔

15.3%；管理學院有 36 位，佔 25.0%；資訊學院有 34

位，佔 23.6%。 

 

二、教學過程品質與教學結果品質對學生再

選課意願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使用 Pearson 積差相關考驗其相關程度，

由表一得知，教學過程品質與教學結果品質對學生再

選課意願整體的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正相關(p<.05)，相

關係數介於.43 至.91 之間。其中技能學習層面與教學

方式與風格層面相關係數最高 r=.91，而我會願意再

上該老師開的選修課與課程內容對未來是否有助益

層面相關係數最低 r=.43。但從平均數得知，最低為

3.84，最高為 4.41，顯示體育課程教學過程品質與教

學結果品質對學生再選課意願各個層面平均數皆達

中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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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體育課程教學過程品質與教學結果品質對學生再選課意願之相關矩陣摘要表 

向

度 Z1 Z2 Z3 Z4 Z5 Z6 Z7 Z8 V1 V2 V3 V4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Z1 1            4.41 .60 

Z2 .74* 1           4.25 .73 

Z3 .73* .88* 1          4.28 .69 

Z4 .65* .91* .90* 1         4.23 .74 

Z5 .69* .81* .86* .85* 1        4.21 .69 

Z6 .71* .55* .56* .59* .64* 1       3.84 .80 

Z7 .50* .73* .77* .78* .79* .80* 1      4.09 .73 

Z8 .49* .75* .74* .77* .78* .61* .77* 1     3.93 .76 

V1 .59* .65* .58* .60* .62* .46* .60* .63* 1    4.10 .83 

V2 .47* .69* .68* .67* .69* .48* .66* .70* .85* 1   4.02 .78 

V3 .54* .70* .71* .73* .72* .49* .71* .67* .75* .80* 1  4.20 .75 

V4 .58* .66* .66* .67* .68* .43* .60* .70* .69* .79* .75* 1 4.06 .80 

V5               

   *p<.05 

三、違犯估計檢定 

 
李茂能（2006）、黃芳銘（2004）及Hair, Anderson, 

Tatham, Black,（1998）指出，違犯估計是指，無論是

結構模式或是測量模式，若統計系數超出可接受範

圍，模式就會出現不當的解。三種違犯估計現象檢視

包括：（一）有負的誤差變異數存在，或是在任何建

構中存在未達顯著的誤差變異。（二）標準化係數超

過或太接近1（以.95為門檻標準）。（三）有太大的

標準誤。如表二所示，本研究模式各變項之偏態

(skewness)絕對值介於-.02~-3.50，峰度(kurtosis)絕對值

介於-.30~.17，依據Kline（1998）的建議，如果變項

分配的偏態(skewness)絕對值大於3，就被視為是極端

偏態，峰度(kurtosis)絕對值大於10則被視為是有問題

的，而有問題的分配會影響到ML(maximum likelihood)

及GLS(general least square)估計法。如果變項分配在這

些標準之內，則可以採取其中一種估計法來估計。因

此，可以發現各觀察變項的偏態值與峰度值皆在可接

受範圍之內。由表二得知，所有題項的標準化迴歸係

數介於.63~.94之間沒有太接近於1的現象，估計標準

誤介於.10~.39之間，也沒有太大的標準誤，測量誤差

的變異數介於.21~.84之間，全屬正向。模式並未違反

估計(offending estimates)，可以繼續進行整體模式估

計。 

 

表二 整體結構模式之迴歸係數估計 

參 

數 

標準化係

數 
標準誤 

CR 

(t 值) 

測量誤差

變異數 

偏態

skewness 

峰度

kurtosis 

Z1 .79 .15 5.92* .60 -3.50 .17 

Z2 .94 .14 6.67* .21 -2.08 -.30 

Z3 .93 .14 6.60* .24 -1.50 -.83 

Z4 .94 .15 6.67* .21 -2.08 -.55 
Z5 .92 .14 6.60* .26 -1.22 -.94 

Z6 .63 .19 5.92* .84 -.02 -1.02 

Z7 .86 .10 9.63* .43 -.84 -1.03 
Z8 .86 .11 9.63* .43 -.14 -.99 

V1 .84 .14 9.12* .47 -1.56 -.42 

V2 .84 .10 11.85* .21 -1.80 -.55 
V3 .94 .10 8.95* .50 -.32 -1.02 

V4 .85 .11 9.12* .50 -1.34 -.80 

H1 .26 .16 .97 -- -- -- 
H2 .91 .39 7.77* -- -- -- 

H3 .62 .31 2.19* -- -- -- 

*p<.05 

 

四、體育選修課程教學過程品質與結果品質

對學生再選課意願之影響分析 

 
  本研究提出 3 個假設驗證：（一）假設 H1：體

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正向的影響學生再選課意願；

（二）假設 H2：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正向的影響

結果品質；（三）假設 H3：體育教師教學結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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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再選課意願有正向的影響。從整體模式適合度

考驗指標中得知，絕對適配指標中的 χ
2
=170.88，

df=51，p=.000，達到顯著水準，卡方檢定顯示不適配，

表示本研究假設模式之共變數矩陣與實證資料之共

變數矩陣之間有差異存在，因此，模式被拒絕，可是

χ
2易受大樣本影響而統計達顯著水準，所以必須再參

考其它指標。從絕對適配指標 GFI 值為.75，顯示假

設模式可以接受。RMSEA =.178。SRMR =.036。從

相對適配指標來看，NFI =.85、TLI=.85；CFI =.89，

顯示模式相當可以接受。從簡效適配量指標來看，

PNFI =.65，大於接受值.5；PCFI = .68，大於接受值.5，

顯示模式可以接受。整體而言，由其他各項綜合指標

判斷，顯示模式皆符合良好配適度的標準；因此，測

量模型之外在品質佳，顯示本研究提出的理論模式可

以接受。 

    從參數估計發現，如圖二所示：（一）教學過程

品質對學生再選課意願之影響分析，結果顯示標準化

係數值為.26(t=.97，p＞.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本研

究假設一未獲得支持。（二）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

對教學結果品質之影響分析，結果顯示標準化係數值

為.91(t=7.77,p<.05)達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假設二獲

得支持。（三）體育教師教學結果品質對學生再選課

意願之影響分析，結果顯示標準化係數值為 .62 

(t=2.19, p<.05)達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假設三獲得支

持。顯示，本研究三個假設成立證明有影響。 

此外，對於假設一（教學過程品質對學生再選課

意願 r=.26，t=.33，p>.05）未獲支持，本研究以結構

方程模式（SEM）進一步偵測驗證是否有虛假關係發

生，還是原本就真的沒有影響關係存在，從圖三體育

教師教學過程品質與結果品質對學生再選課意願會

有直接的影響，顯示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對學生再

選課意願完全標準化係數為 r=.59*（t=3.54，p<.05）

達顯著水準，體育教師教學結果品質對學生再選課意

願完全標準化係數為 r=.51*（t=3.13，p<.05）達顯著

水準，有顯著的影響效果。而由圖四顯示，體育教師

教學過程品質會透過結果品質－＞對學生再選課意

願產生間接的影響效果（教學過程品質－＞結果品質

r=.93*）×（結果品質－＞再選課意願 r=.88*）r=.82*。 

 

圖二 體育選修課程教學過程品質與結果品質對學生

再選課意願整體模式標準化參數估計 

 

            註： *p<.05 

 
 

圖三 體育選修課程教學過程品質、結果品質分別對再

選課意願之影響模式 

 

            註： *p<.05 

 
圖四 體育選修課程教學過程品質對再選課意願之影

響以結果品質為中介變項模式 

 

            註： *p<.05 

 

肆、綜合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對學生再

選課意願並未產生正向顯著影響r=.26，亦即體育教師

教學的過程品質與再選其教師所開的課程的意願不會

有差異性。陳律盛（2011）、周玉媜（2008）研究指

出，教師教學的過程品質對學生再選課意願為正向關

係；Richard 與 Allaway（1993）研究結果指出，服

務的過程屬性對消費者的行為選擇有正向影響，以上

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結果不同。Zeithaml、Berry 與 

Parasuraman（1996）研究則指出消費者所接受到的服

務品質良好，會使消費者對於組織有正面的行為意

向，可強化消費者與組織之間的關係。通常行為意向

包括抱怨、再購意願、推薦他人正向的行為及口碑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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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等。 

何明政、李昊曈、藍培青（2004）研究指出，教

師的教學品質與學生的行為意向之間具有顯著的關

係。當學生認知學習具有價值且教師秉持熱忱、教師

親切友善、課程負擔與難度適中、授課內容寬廣與教

材易讀易懂，則學生愈能發出忠誠的行為導向。 

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會正向顯著影響結果品質

r=.91*，此與陳律盛（2011）；丁學勤、林素吟（2004）；

周玉媜（2008）；Babin, Babin, 與 Boles（1999）；

Collier 與 Bienstock（2006）；Sirohi, Mclaughlin, 與 

Wittink（1998）之實證研究相同。王淑怡（2002）研

究指出，教師教學表現行為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包括

教師本身專業知識，及達成教學目的所採取的各種策

略、技巧，包含教學計畫準備、教學法的應用、教材

呈現方法、評量技巧與學生間的互動、班級經營等。

葉金裕（2002）指出，教師進行教學時，能妥善規劃

教學時間，適當分配每一段教學活動，維持流暢的教

學步調，迅速對學生做清楚明確的指示，及明快處理

課堂上突發的問題，準時上下課，會有良好的教學效

果。換言之，教學法的應用、教材呈現方法、評量技

巧與學生間的互動、教學時間的規劃屬於教學的過程

品質，學生學習則屬於教師教學結果品質。因此，體

育教師的教學過程品質會對結果品質產生影響。 

    周玉媜（2008）建議，學校方面應盡力協助體育

教師在教學上的需求，例如：場地設備器材、環境及

專業進修等，並且督促體育教師的教學品質的改進，

以提昇其體育教學品質，進而提升學生的再選課率；

而學生是教師教學品質的參與者，也是衡量體育教師

教學的主要評鑑者，最直接的評量方式為是否再選修

該位老師的課程；為了提昇教師的教學品質，學生可

踴躍地表達教師的教學意見，積極與體育教師溝通、

對話，達成師生的教學共識。並且，根據研究結果顯

示，「時間」、「教學方式與風格」、「課程內容」、

「技能學習」、「評量方式」、「場地設備器材」六

個構面，皆對過程品質有正向的影響，因此體育教師

可以透過此六個構面去改進教學品質，換言之，學生

喜歡何種的教學方式並且有助於學習與了解，學生是

否因技能學習的份量過多負擔過重、學生對於教師所

提供的教學內容艱深、教學進度過快…等，學生皆可

提出其意見與體育教師溝通，以提昇教師的教學過程

與結果品質。 

本研究中體育教師教學結果品質亦發現會直接正

向影響學生再選課意願 r=.62*，此結果與陳律盛

（2011）；周玉媜（2008）；陳如山、張瓊如（1990）；

Richard 與 Allaway（1993）研究結果相同。Richard 與 

Allaway（1993）研究中指出，服務的結果品質對消費

者的行為選擇有正向的影響；陳如山、張瓊如（1990）

研究指出，學生在選課時會考量是否能取得資格證明

便於就業或尋找新工作，又上述的課程對未來發展之

助益、能否學到專業知識、能取得資格證明便於就業

或尋找新工作是屬於教師教學的結果品質，而學生對

於再選課方面較會考量結果品質來衡量，包括從教師

的授課內容學到有價值的東西、授課內容很實用等。 

黃政傑、李春芳（1987）研究也指出，學生在進

行選課前考量的因素包括：教師的名氣、教師的社會

及行政地位、教師教學方式、教師的考試方式、教師

的給分標準、教師的要求程度；陳如山、張瓊如（1990）

研究結果更顯示，學生選課考量的因素，課程內容大

綱、教材難易、教學方式、電視廣播授課時間、面授

次數、主講教師是誰、是否與本身興趣相符、能否學

到專業知識、滿足學分數需求（當學生有學分壓力

時）、課程時間好壞、老師好不好、對未來發展之助

益。 

由上述的選課考量因素中，教師教學方法、上課

時間、教師教學方式、教師個人風格、教師評量方式、

技能學習演練頻次、上課內容難易度等屬於體育教師

教學過程品質。基於上述，在體育課程教學情境中，

體育教師是直接與學生接觸最多的，學生會清楚地感

受到體育教師的表現，而體育教師有良好的教學品質

時，學生的滿意度自然會提升，對其評價相對也高，

因此，當學生知覺到的體育教師教學過程品質越好，

對學生再選課意願將有正向的影響力。 

Hui, Zhao, Fan 與 Au (2004)研究也指出，當消費

者覺得結果品質是不確定時，他們會使用過程品質去

推論對服務提供者的信賴。陳律盛（2011）、周玉媜

（2008）教師教學的核心產品乃學生的學習成果，然

而服務是無形的加上學生的學習成果難以衡量，而學

生在選課前無法預知其所獲得的學習結果為何，在結

果品質評估上較為困難，因此，在這種情形下便加重

了過程品質在學生心中的份量，學生會以過去所知覺

到的教師教學方式、風格、上課內容的教材選用與進

度等，去推估自己對教師的信賴。 

    研究結果由圖二至圖四得知，當不考慮（教學過

程品質對結果品質）時，教學過程品質與結果品質會

分別對學生再選課意願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當不考

慮（教學過程品質對再選課意願）時，而模式中當（加

入結果品質當中介變項對再選課意願）時發現，影響

效果增加了，此結果顯示，教學過程品質（結果品質）

對學生再選課意願影響力是值的重視，表示（教學中

結果品質）具有重要的中介角色。研究結果僅代表元

智大學之研究結果，仍需更多相關研究以確認結果之

穩定，但至少它提供了一個暫時的答案與結果，可提

供未來教師教學模式對學生再選課意願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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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teaching process quality and teaching result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physical 

education elective courses influenced students’ intention to reselect such courses. The population of research subjects 

was comprised of the sophomores, juniors and seniors who took undergraduate elective courses of billiards and weight 

training at Yuan Ze University in 2014 and 2015. Online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for investigation. A total of 14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The adopted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ed descriptive analysis,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he study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teaching process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would not have any positive influence on 

students’ intention to reselect such courses. However, the SEM was conducted to further examine and validate whether 

there was an illusory correlation or no correlation actually existed at all. For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eaching process quality on students’ intention to reselect these courses, the full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r 

= .59*) reached a significant level, indicating a positive impact; (2) the teaching result quality would positively impact 

students’ intention to reselect such courses; (3) the teaching process quality positively influenced the teaching result 

quality. Additionally, when the influence of teaching process quality on course reselection intention was not considered, 

but the teaching result quality was added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in the SEM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eaching 

process quality on course reselection intention, a strengthened effect was found. It reflected that the teaching process 

quality’s influence, through the result quality, on students’ course reselection intention deserved special attention, 

namely the teaching result quality played an important mediat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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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Ћʊʹăǜ�KÃ�ơ�ƥ_̮ʓ

Ǯǜ�ϰ�ʓsͮЋoȴ·́ęŜ̇Yƿ̓Ћƥ

`ơ�ʓĖăʎɟGǮ̸́ę̽§:GǮ˚Μ

4?�Bǣϰ�ʓ Êͮ<>���Ћ
�	�����

� � � � èƂ0Љ�		
Њƥǃ¥ʓ͚͂ð˺́�ăɦ

ͺ3˱GÀç˷ſ;ƕſ;ƖƋ;ɡ͘;šϿƖ

ˁ<ă͚͋͂͝ðʓΞʰʎGЋÛ`ʒɴɈʂϰ

͚͂ðBǣAΏɦͺʓϋΏÛȯˏɜɡƄ;πſ;

ƃȜˁ�6<ăϞBěηΜ4͚͂ǯЋ�ǻȜ̀

Ʉɘɦͺʓ͚͂ðЋuuM�ǻȴ· ʓƯĒƉЋ

q�ăϞBχʂΜ4Ι̪͚͂ǯЋ́ ę̮ɴyǴ

¹¥̌<�

=�ăʓ͓ëЋGǮ̸ǻ?ϨċŲʓſЋþɜ

ñ:ϕɟ͚?�Ơ¸ʓ͚͂ðЋ �Ɵ̸͔́ę

ƻǅȳ�Cá4˰ʓɧȽЋj̸́ę˥GΫʱƠ

cʓ͓�Ľ̸wξ?ȱǯςЋΫoĢȉÒȼǻΌ

ȾͬY5Û`˻yƝЋƢ˵Ǯy®oƑ̸˚¬Y

ʓȆ̷ʓ͓ΫȎȂGǹ:B:GǹGΨ̩ƙʓ

?�ɧȽʓ<ơG̾yċŲʓſwζ̸:ʎɟΨ

̸GǮ̄E̸Ȝ̀ɄɘñΖȡЋπǽ?ЀЀЋ÷���

ơ̾yó<>��Ћ
�	�	
��

� � � � ʆǣ͚͂ðȳȧϞBCáʓÑ͋ Ћ˵ă͚͂

ǯǃuʓ͵͆ηÓ͚͂ʓǎnǢmαǻƥCáЋ

þȬ˖ſ̀ļʓ́·B͚͂ð˶̈́MǮϜŜζ

̸ʓ<ϊO͚͂ōϞʓ̀ļJĖЋǼ½ōϞʓ̀

ļMwζ̸ЋBÑ͋˵˶̈́ЋɈʂϰǮ?�χʂ

ʓčćЋ͂ ͚ðĢmΓΞÑ͋˵ʓ̪ɜÐǁǡ�

ϙȸЋ˚PʷËʓÇºƢǼ½ЋBǣǃÅǼ½ɔ

ƔcĿǹǻwěʓŞº<�

=ơ̾y�ăɦͺʓήcʓ͓ơ̾y?�Ψ̩

̸���Ǯ˖ſñƢǮȴ·ǘιʓ̀ļ·Ћʁ̄

˷ſΖ?ήc:Ϋ�ĽΖʎG�Ľăǜ�Û́

PnĈ̪ǢϞ]�ĽÀçwėǼ½ʓϞͮʓЋƥ

`Û́�ăήcʓ͓Û́ϙ̸ʉƔ?UŅ˖˅

ʓήc<>���Ћ
�	�����

=BΜ4?3̸ǻʬͯЋFD�ǻ̽î·Ћ̸ǻ

ǘιʓ̀ļ·ЋʊʹǮăKčЋ̸́ęʷ°ʞΟ

Μ4ʓϙȸЋ˚PŞº<>���Ћ
�	�����

� � � � èƂ0Љ�		
Њă͚͂ð˺́ʓ�ăɦͺǂ

ΏÀçǻǼ½ſ;̀ļ·;̽î·ˁЋβ˯Ġ

Љ�		�Њ±ǃ¥͚͂ð?ȗ˺́Àç̇Μ4S¼

`ÓǼ½ƫ͠ˁ�6<˶ Ɉʂϰ͚͂ðBǣ˖ſ

̀ļʓǂΏЋ±çƴOAΏʓȑaЋΓΞ͚͂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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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competence and of interpreters in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Biology and Aquarium (NMMBA). NMMBA was the first museum OT and BOT in Taiwan. It’s quite different 
with other museums in exhibit design and biological exhibition. According to the multiple exhibition, the 
NMMBA was not only provide educational function, but also provide entertainment and recreation function. 
NMMBA was a special case to compare with other museums in Taiwan, therefor it attractive many tourists. In 
NMMBA, interpreter played an important character. They were the messenger of knowledge in the museum, 
and also a learner in the nature science. The competence of interpreter in NMMBA was very complicated to 
other museums in Taiwan. This study was selected 7 interpreters whom has served for more than 1 year in 
NMMBA to interview. Interview time from December 2015 to June 2016.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NMMBA interpreter need to have the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othing appearance, articulate and 
affability;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optimism and lively, attentive observation and curiosity. The competence of 
interpreter required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ability to reflect, interpretation skills and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Key Word: museum, human resource,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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ˎ�¬ˎ˽Ĕ�ό͚˪ɚͿ̰Ʈ)ˢΊ�Ǭǎ±

œƱȅRƝPatton(1990)űƍ)̲şɣɷŻǬƱȅό
ƈɅ�φa�±Ǭª�ͣ±̗̇Ğ̥όͣƚ̰Ʈ

̤ēɓZǞƍQȒtȻ̥)Ǯ͋`Ȓψşɓɣɷό

ĞƪίɣɷuĒˎɘɓǈͱ˴¬ʵh]�ǎɣɷ

ƈɅ�Ȓtş�ɓŻǬƱņόĠǬǎȒṫ̗ό

ˡͱƲƍQǈȒľɓ̰̂ˎ̤ēɓ̰̂uȐό®

ɣɷʶ͚�ɣɷçãƱξ)Ğ̥ȣmqʵπό˚

ěǎɣɷȒľ̗̇Ğ̥ͣ±�ȣ�ñΕÁώϊ�ϋ

¬ˎ͜�Ʀ.ΪʋŅ)uͩ7Êώ{Ğ̥ͣ±�

ſǚͺ�ί˂%ŗ'A�́Ɏ'Ɓ7�ĜǞ7Ê

wI�ǚu¬ˎ́�ĈɃ�Iό 。ɇȒľ̗̇ʎ
ͶÚɺ%ǳñĈ͜�Ʀ.ΪόƪZʋŅ�˷�Ƕ

ɳ�ϊ/ϋ͜�Ʀ.Ϊ)îͩͿT7ώ{Ğ̥ͣ

±�ſǚuƩ1®ʽÊ�ǚuĈɃ�ͮ͏ß Ĥ

Ǽ��˓ǼɝόŔȒľ̗̇%-˿îͩͿT7Ğ

͜�Ʀ.Ϊ)ɛȅȒľ̗̇-˿îͩͿT7Ğ͜

�Ʀ.Ϊ)ɛȅ�ϊ�ϋĈ˫ɄǤ)ĜđĈʶώ

{Ğ̥̘ͤwI͜�ʅȽɊ)Ĉʶ®wIǤɊΰ

Ĩ'ʅόƍQÚɺ%ǳñĈ͜�Ʀ.ΪόǂĖ�

Ε)ɛȅ�Ğ{Úɺ%ǳñĈ͜�Ʀ.ΪʋŅ�

˷�Ƕɳ®͜�ƦΪΪïo�ʜȫʃɍˎ̋E͚

˪Ȓt-˿� 
 
/��̰ ƮƢΊƱņ 

 
� � ǎɣɷƲ10283Ǉˋ10285Ǉ;͚˪¢ʙǧ
ņȒľ̗̇ˎ¬ˎ˽Ĕɣɷ�Patton(1990)Ƃ�ό
̗̇Ƽ˴«ȶœ『̇ʶɓšȅ�˽ηό"͕2.

ȤȅəƊɅ˽Ĕȅœ�ɓό『̇ʶŘΙʹĞ̗̇

ʶűƍ�ɓÏΝό͚˪̗̙�ǎɣɷ)̗̇ñʟ

uĒʤ��ȣώÚɺ%ǳñĈ͜�Ʀ.Ϊ˃ƾˎ

Ė��ïo�ʜȫʃɍjɅ͚˪Ïʂό̗̇͝ɳ

ǆΈˡɣɷÏΝŌşYǳ�ńG$ʺȥƲÏΝό

{̗̇ñʟYǳŒό4=ƲĜđĈʶǯčėǛό

?ȶ±p��ɾ½ɣɷÏΝ)a˶όǅŒűȶœ

̰Ʈό͓͝ǎɣɷƪȽǷʏŬĜđ̗̇uĒό"

˄͚�ǵɨɺ®Yǳǎɣɷ)�ǵŅ̟ƂǪ�¬

ˎ˽Ĕόɣɷʶ͚tɣɷçãό¬ˎ˽Ĕɣɷ́

ɎόPü¬ˎĜđĿ̗ǆ�ʋ�7Êuͩǆ̟ʁό

ȶœǅɜĖ�̤ē¸ş̳ɓ̰ƮόØǴÞ¬ˎ͝

ɳě˽ĔɓȻ̥`ǅɜĖɓʎͶόœ�ǅɜĖɓ

̰ʷ˽ĔŒűȶœɓ̰Ʈό�ſώȧȯ�ƭ@�

̰Ʈ�˽Ĕʀ̆ʁό̰Ʈʜ͝.Œ�ǔʛƪό?

×ʂɣɷÏΝƮϊͭȿ΅ό2013ϋό�ǊƍQ¼
ñĜǚÞ͜�çΪʜȫʅȽ�ɓ¬ʵÈŅ̟ό

͟�Ǿʪʜȫ)ɘǪ� 
 
���̰ Ʈ˦Ƚˎ�ǔ 

 
� � ǎɣɷƈʕǜȽ̙ό̗̇�ǆ̟̰σʜ͝�

ǵƪυόƈɅͼƤşʤɩ�'ͅʤɩ®ͣƚşʤ

ɩʁƱņ�ṵ̌Ʈ�ě̗̇uĒ͋Ŭ͔ĆɶŒό

άqōƪ̰Ʈ͚˪ͼƤşʤɩόḛ̌Ʈ%ɚ¿ş

̲ɓĆ̌�´ą?ɚ¿Ο˖Ǫɪό �Ǧś�Ǵ

ͼƤşʤɩɓ͝ɳ'˴Ƽ°˵Şʵ��ư̰Ʈƭ

Ć>」ɓaʯόḛ̌ƮǦś�͚�ǵɓǻ͆�Π�

Ɗʪ͚˪'ͅşʤɩόěɚ¿ş̲Ć̌�´ą®

ǹ˟&͘Ίʙό$˝±'˴Ǧś�?ÇÀό`̰

ƮuĒɓǷʏ�ǻ͆ˎ�ǔόŔǦśÈ'Ν%ό

u�z¿m!¿)˦ό?ǂȒĨǯ˹ǦśˎǦś

);ɓͿ͘ş�ǅŒόÞͣƚşʤɩ%όḛ̌Ʈ

ɓ�Πʙǖό�͚˪Π�);ͿTɓƉʔό?ɑ

Ȼ¼ǦśΠ�);ɓͿTόu�ǛŗΠ�ό?M

ȣɣɷÏΝ̎ͰɓRƝϊÃ˘i�@Ǡ ό̇2001ϋ�
ɇ�͐űƨόǎɣɷěűœ̰ƮRΠ�ʤɩόʺ

ȥǷʏ�͜�Ʀ.Ϊ̸Ȗ®ʋŅ˷�Ƕɳˎ̋h�

͜�Ʀ.Ϊïo�ʜȫʅȽʃɍʁ˽ηό�ɅǦ

śǷʏ˝±ǛŗǦśʧʙό?MȣɣɷʙǖƘĘ

)RƝ 
 
Ö��XƧľŅɺ 

 
� � ȣ�ŋǎɣɷ̰ƮXƧľόƈɅ�̰ƮOȖ�

�˾ǯčɓƱņόOĞɚͿ̰Ʈ͚˪ǯ̜ό�Ʌ

Ȓľ̗̇®ɣɷʶ¬ˎ˽Ĕ)Ǐ̆ʁ̰Ʈ͚˪4

ǻĞόʙǖɔ˄¦̜̗̰̇Ʈɓǳɨş�͓͝

̰Ʈǻ͆�ɚͿ¬ˎʶ̋č�²̇Ğ̥ɚ0ή̜�

?®ɣɷĞ̥×Ϋʁ`ȅ?-˿͕2̲ş̰Ʈɓ

�ˌşüLό。?ȔJɣɷʶɓ_̓όë͚̰Ʈ

uĒɓXľ�Ƨľόu�ǈaʯɓͿʻόƍ�ċ

ƪş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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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ʙǖ 

� � ǎɣɷʙǖɪÚɺ%ǳñĈ͜�Ʀ.Ϊ̸

ȖʋŅ˷�Ƕɳˎ̋h®ïo�ʜȫʅȽʃɍR

Ļ̔Ƹü � 
 
��Úɺ%ǳñĈ͜�Ʀ.Ϊ̸Ȗ®ʋŅ

˷�Ƕɳˎ̋h 

� � ǎɣɷɑȻάqʹĞ͜�Ʀ.Ϊ̸Ȗˎɘɓ

¸�ȣόΐŏ˽rƧɖ̻��Úɺ%ǳñĈί˂

Ϊuͩm��Ŭȣ¹ȡɿ�űñĜǚ)}ʆʁ

Ǧś�{Ǳ�ǵƉ̃͜�Ʀ.ΪʋŅ˷�Ƕɳˎ

̋hό�ſώĈǚ¿aơƁƋ�́Ɏ�Ʃ˂ȣɘ

ɓ��ǵ́ɎƋ�ƱÁ�¹ȡɿ�űñĜǚ)

}ʆόƪȽü」 1-1űɪόōƪ�͐ü � 

 
」 1-1͜�Ʀ.Ϊ̸Ȗ®ʋŅ˷�Ƕɳˎ̋h'ͅʤɩ 
>ɩ �ʒʤɩ >ɩ /ʒʤɩ >ɩ �ʒʤɩ 

1-1 ͜�Ʀ.Ϊ̸

Ȗˎɘɓ 
1 ΐŏ˽rƧɖ̻� 01 αğÝΆˋÚɺ%ǳñĈżƟΐŏ�ΐ

ŏĴΛɓ˽rȩȝ 

2 Úɺ%ǳñĈί˂

Ϊuͩm� 
02 ί˂Ϊ4͖SƄɾ½ĈɃΑǿ�çΪ̈

ƳċÐˎmʭɓǚÛɀê�c�ǚ¯�

̰Ȗz6 
3 Ŭȣ¹ȡɿ�űñ

Ĝǚ)}ʆ 
03 ί˂Ϊ͝«?�˄ş͜�ƍQʚñđ

NɅ�͝ «�ʘˋĈǚżȯĞĈǚȂǈ

ɄɃĖ̲Ƨɖ�Úɺ%ǳñĈί˂Ϊ͋

á÷Ǯ�ƍ¡çΪɸ;NɅȸ�ë�ç

ΪƢɖ�ë�ĈɃĖʱƩ˂aʯǮǆ 
1-2 ͜�Ʀ.Ϊɓ

ʋŅ˷�Ƕɳ

ˎ̋h 

1 Ĉǚ¿aơƁƋ�

́Ɏ 
01 ǚͺ'A¿áɎ�Ɩ̈ʜ̮Ƌ� 

2 Ʃ˂ȣɘɓ 02 ŬɺřīʋdĠʘ�ë�ĈɃĈʱʜή 

3 �ǵ́ɎƋ�ƱÁ 03 ɥίŅ˴Ņǧ�̈́ίͩ�RĻʋ̈ 

4 ¹ȡɿ�űñĜ

ǚ)}ʆ 
04 ͜�ȣ'ΝǦś˷�͜�ǒ�͜ �Ʀ.

Ĝ �ǣȼƦ.Ĝ �͜�ίή �͈

Τ �ÎÉ̩Í �^ƶİΊ 
ϊ�ϋ� ǎɣɷɑȻÚɺ%ǳñĈ͜�Ʀ.Ϊ̸

Ȗˎɘώ 
 

1�!ΐŏ˽rƧɖ 
 

� � ȣU͚ĞÚɺ%ǳñĈί˂Ϊɓ̝̒όǅû

ɓďeƱņό ƼˎΐŏəƊ͘ʙό,ɇƲÞÐ

ʣ) όαŖʹğȚ�ʘˋÚɺ%ǳñĈǣȼçό

żƟÓ͍ϊKANOϋΐŏόUNÚɺ%ǳñĈί
˂Ϊ͋áɓ÷Ǯό。ɇΐŏëŋ˽ɝĞÚɺ%ǳ

ñĈί˂Ϊό͕ZßƱɓ̝̒ˎ͘ʙόƍΰ˽r

ƾηÄŇ�ˎƢɖ� 
� � �αğżɓȌ˾�˧͕ͩȯό<űĴΛɓȯ

çŒʪ˽rȩȝόÚ7ɛ�ûɓ 
� � ΐŏόűɋ ɓƭ�̰ɄmʶƼȯƾŝζ«

ʙ½όǼɝƼǈˏ̺ɓ�ϊϐ3ϋ 
� � �ÚuɠÀğȚαŖʹό?�Ó͍ǣȼ�M

ȣ ͩȯɓΝǑό<×�Óʯό 

� � , ƼÓ͍ǣȼɜǳɓǶºűÞßżƟόʷ

"%ǳñĈɓǚͺěçß\ʚα 
� � ŖʹğȚNɅό͕Ƽʚ͜�Ʀ.ΪǅñɓǮ

ǆόĴ�˽r7ȝ��ϊϐ5-1ϋ 
 
2�!Úɺ%ǳñĈί˂Ϊuͩm� 

 
� � ί˂%ŗȫ͜ͼɑʘ@VkƩƅɛ�Úuɓ

˽rƴ͛ɓµî�ɴǮǆόƍ��ί˂Ϊ͋á́

Ɏ─ʋŅ͜�Ʀ.Ϊ�ό?͜�ȣ'ΝɓǦśόƼ
Úuɘ�$Ȃǈ7«Ƌ�ό͕,Ƽ%ǳñĈœò

ȵ©ɓm�ό。ɇɚɐ˕ûɓ͜�ɓ̈Ƴ̿ɀê

ˎΐŏ'Νɓ͘ʙό͓͝?NɅʶɓ˾ľό̈ʬ

˷�ɓçΪόɾ½ñɝΑǿόıǊ˄ðÄŇǼɝ

͝O¬˽� 
� � �¯ÐǚÛόŘΙq˟Ė�NɅʶɓ˾ľ«

`?®Δ͏ÜǃΪɿ�ǚͻό˴ 
� � ŹĉsͼόØȣîΕ`ɓîɀ͞.ʜċŬ-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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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ͼñͻəƊ͖�îΕόű? 
� � ͚�͜�çΪǆőƱS��ϊϐ1ϋ 
� � �͕ZƼ�ΘővƱIɓ͜�Dͽί˂Ϊό

ʝ½ȼç˄ï�˄NɅόΰȭô 
� � ȼç�WιȼΪ�ί͢˄ƩĐό͕2̈dƼ

vÚǅñɓ͜�ɽŸç��ϊϐ2ϋ 
� � �%ǳñĈɓ͜�çΪƼvÚάĥ�Ƃɓʝ

½áçΪόŔ�ǚ�ǌ͎9.Ŭ 
� � �Ɉ͌͝wǱɓñĜǚ͜�ǆ�ϊϐ5-1ϋ 
� �%ǳñĈȳ˖ƼɠÀǚ¯ό̣Ȏ̮ʶšO%

ǳ¬˽ίή��ϊϐ5-3ϋ 
� �%ǳñĈxɓÚɺñĈόÚɺñĈƼĩƲx

z̨όűǈɓÚǼό˄ðO6 
� � Ʌ̰ȖόîOɓ7ͫ¸?�̸s̮NɅ��ϊϐ

1ϋ 
 
3�!Ŭȣ¹ȡɿ�űñĜǚ)}ʆ 

 
� � ɇƲί˂%ŗȫ͜ͼɑʘ@VkƩƅό˽Ĕ

�͝«̉ï�ʘˋ%ǳñĈżȯόğˌÄŇ˽r

7ȝˋĈǚ¬˽όǍĞ%ǳñĈȂǈɄɃĖ̲�

ɓ6�ό®?Úɺ%ǳñĈί˂Ϊ͝«?�˄ş

͜�όƍQʚñđNɅόǂɇƲØʣ·ǆ) ό

αŖʹğȚÝΆˋ%ǳñĈżƟÓ͍ǣȼΐŏʁ

Øʓ ό̣@Ʃƅɛ˶Ϊ͋á÷Ǯόƍ��ί˂

Ϊ͋á́Ɏ─ʋŅ͜�Ʀ.Ϊ�́ �όıǊ。ɇċ

Ðɓ˷�όƍ¡çΪɸ;NɅȸ�ë�çΪƢɖ

?®ë�ĈɃƩ˂ĈʱɓǮǆόʗŬȣ¹ȡɿ�

űñĜǚ)}ʆ� 
� � �ί˂ΪªȣƩĈ®͜�b̓NɅ��ϊϐ

4-2ϋ 
� � �Úɺ%ǳñĈq�,Ɗ͝ÚuˈȢ7³ɓ

͘ʪ�─Ȋƺ˙ÛɓżƟόHŒ 
� � ʪ¨Ȃǈȣ%ǳñĈĴOóïƧj��ϊϐ5-1ϋ 
� � �͕ĺ8O˽rīłɓˏ̸όɛ�Úuƴ͛

áťƣ̢ό?͜�ȣ'ΝɓǦśό 
� � ÞÚuɘ�$Ȃǈ7«Ƌ�ό%ǳñĈœò

ȵ©ɓm�˕ûɓ͜�̈Ƴɀê 
� � ˎΐŏ'ΝɄɃ͘ʙό͓͝ċÐɓ˷�όɚ

X˄ÄŇÚuɓǼɝɂˋƼÚî 
� � ɓǼɝόͫǆǈˏ̺O��ϊϐ3ϋ 
� � �ί˂%ŗȫ͜ͼɑʘ@Vkʴ1̒ȣ͕Ğ

Ĉǚί˂ΪƼZ͋áǮǆόű? 
� � ƍ�ί˂Ϊ͋á́Ɏόʋ̈͜�Ʀ.Ϊόë

�çΪƢɖόƍQǎǚ͜Ÿʍ® 
� � ͜DűĈɃĖʱǮǆόŬȣ¹ȡɿ�űñĜ

ǚ}ʆ��ϊϐ4-1ϋ 
� � �͜�Ʀ.ΪɓȽśό͓͝çΪħ�ɓ¼Z

ΕÁόȶœƩ˂˿̔ʁό˄ð- 
� � ˿ό̣vǼ͜�!¶ƼDͽʷ.��ϊϐ1ϋ 

� � �@ʘͺqÁ%ŗ�ȑȪ'Aƍ��ί˂Ϊ

͋á́Ɏ─ʋŅ͜�Ʀ.Ϊ�Ǵ 
� � ́ɎόÞ±œ'A¿aŒόơƁ͜�Ʀ.Ϊ

ʋŅ��ϊϐ4-2ϋ 
� � �͜�Ʀ.ΪŬɺŒόƼΑ˴̉ïɓī̡Ƀό

ʷ͕Ǭ�BīMόƍQʚ%ǳ 
� � ñĈɓĈɃ`çΪĖʱɓǮǆ��ϊϐ5-1ϋ 
 
ϊ/ϋ� Úɺ%ǳñĈ͜�Ʀ.ΪʋŅ˷�Ƕɳ 

 
1�Ĉǚ¿aơƁƋ�́Ɏ 
 
� � ί˂%ŗȫ͜ͼɑʘ@VkƩƅόƍ��ί

˂Ϊ͋á́Ɏ─ʋŅ͜�Ʀ.Ϊ�όȶœĈǚǚͺ
ˎί˂%ŗ'AơƁό$"Ɩʜ̮Ƌ�͕Ź�ό

ıǊ。Ǵ˄ΔˊĮɓ�Ͳ6ĈǚȶœͳΞœƃȆό

ÞçΪʞ̠�ό̣l[ɓ̈Ƴ˄ð̣ǍNɅɓ7

ȶœǂûɓÉ̲� 
� � �lƋ�͕Ǭɓ́Ɏόȶ%ŗɓ�'Aɓơ

Ɓό,ȶœǚͺɓñ�ơƁόȳ 
� � �ĈǚƖ-ɚɐɓͳ̮OƋ�͕ŹɎ��

ϊϐ3ϋ 
� � �ͧɌɼÞ�Ε`-�Zź̰όl[,Κǌ

Ƽʜȫœ!ͷόĉ¸?ƒɖw7ό 
� � ʞƁƪZçΪɓ͜Mό�ſί˂ʜ̮NɅ¸

?ǂę』��ϊϐ1ϋ 
 
2�Ʃ˂ȣɘɓ 
 
� � ί˂Ϊ͋á́Ɏόȶœǚǚͺˎί˂%ŗ'

AơƁŒόǚͺıǊ。ɇʋŅɓ͝ɳ%ό?Ʃ˂

ǎ̓ȣɘɓό͓͝!¿ɰʍĈɃɓ˺̓¬ˎĈʱ

œ�ĈʱʜήόØǴί˂%ŗː͌-ό͜�Ʀ.

ΪƿïƺŕͣȈ�ό˧·ǚuĞƲ͜�Ʀ.Ϊǈ

ˏ̺ɓ¿Ĉ�̸¬ˎʋ̈ό$ŬɺʋdĠʘό̣

ĈɃÞ¬ˎ͝ɳ%ό͓͝Ė�ˎȽ̙ɓʙ½όë

�Ĉʱ˄�ό5ndǍO ǤɓɽȬ�� 
� � �Þ͕ZŅʬɓ͝ɳόl ıǊ<[˄ðό

̣͕2ĈɃ�Ê̸O�ʋɎ�͝ 
� � ɳό εȨ�'Aˎ@ʴ1όŃŕĈǚ!¿

ɰʍɓĈɃ�̸¬ˎ��ϊϐ1ϋ 
� � �。ƍQƩ˂�ɓaʯόŔĈǚ˱Ɂͣǈˏ

̺ɓĈɃ¬ˎό{Ė<[¬ˎɓ 
� � ͝ɳɐ%όǍOÞʽç�Εj̐|dɓ˄�ό

mʶƼ<[g˴Ŕ.ɓɄǤό 
� � ű|dĖ�ɓ˄�Ƽ8ζ��ϊϐ3ϋ 
� � �l[ƼǈŬɺ�Z͜�Ʀ.ΪʋdĠʘό

ŬÊƼl[ĈɃόǈʴ1ĴΛl 
� � [Ɓʪ«ƓΊƭȷόʷ͕2'˴Ƽ̰Ʈȣ-

K̜͜�Ʀ.ΪόÅȻȮΕuĒ 
� � ɓǳɨşόƼ¸ʜ͝ǯήɓ̰Ʈ��ϊϐ5-1ϋ 



45#
Ŋ˂c�@Vk�

#
#

[ÞǴt]#
#

 
4�!�ǵ́ɎƋ�ƱÁ 

 
� � ́Ɏ'˴?wñƱÁƋ�όɥίŅ̈?®̈́

ίΕɓʋ̈ό{%̈́ίΕɓʋ̈ό'˴Ƽ?˴Ƌ

�ɓ͜�Ʀ.uĒό·ͼĜđĿ̗ǆό£�ōƪ�

˷�ħ˼ΪuĒ�ƭȲŅʬ� 
� � �ː͌ïǱĜđĿ̗ǆ̘ͤɚͿĜđĈʶˎ

ǆόƍQĚ̬Ņ̟��ϊϐ4-1ϋ 
� � �l[ƼǈŬɺ�Z͜�Ʀ.ΪʋdĠʘό

ŬÊƼl[ĈɃόǈʴ1ĴΛl 
� � [Ɓʪ«ƓΊƭȷ�̰ Ʈϊ�ſæʑ�Ό̑ϋό

ĝ˸�Oɓ̰Ʈόʷ͕2' 
� � ˴Ƽ̰Ʈȣ-K̜͜�Ʀ.ΪόÅȻȮΕu

ĒɓǳɨşόƼ¸ʜ͝ǯήɓ̰ 
� � Ʈ��ϊϐ5-1ϋ 
� � �ǆ«uĝɚͿɓ̰ƮK̜ƶǌόċŬŒό

4ʚĜǞ�Ƚ`̙̃ˎYƣόÞ 
� � 4=ʚĜđĈʶėǛό?Ǚ̜̰ƮɓɜĖş��

ϊϐ5-2ϋ 
� � �ɣɷʶ¬ˎ˽ĔώɿÖǱĜđĿ̗ǆ�ƽ

;ώ20128 11Ǉ 9ƶ�ßηώ 
� � ί˂%ŗɿ�ǆ̟Đ��ĳ7Êώ@Vk�

ˠÚ͉ʴ1�Ŋ˂c�ǕȞ�ʎ 
� � Ͷώϊ1ϋȽś�ɓŅ̟ώŅ̟?ǣȼɓƭȲ
ÈÓ͍ǣȼόwñ'ͅƪȽ�ǣ 
� � ȼĜ ?¹ȡ)rMȣ'ͅħ˼�Wɋ ű

ǈ̐WɋɓǑƮ�ŬɺĠʘͼÿ 
� � ƢΊűǈÓ͍ǣȼɓɚͿæğ�ˎ˲͗ȼ|

ɓłÎƊȉ�uĒɾ½̈čɓĎ 
� � oʮϊ2ϋ̈́�ɓŅ̟ώ�č˴̈́�ɾ½
ȼ΄��ħ˼ɓÅȻƱņ�j 
� � Ėß̷̇¹ȡɘ�ǈɓ͜�ħ˼Ä±ʜήϊ3ϋ
Ė��Ņ̟ώ̈́0�͛n� 
� � Ó͍ǣȼΐŏżƟ͝ɳ%ɓALɅÉ�ƭȲ

Wć�� 
� � �ɣɷʶ¬ˎ˽Ĕώ͜�Ʀ.Ϊ̔Ƹǆ�ƽ

;ώ20128 9Ǉ 23ƶ�ßηί 
� � ˂%ŗɿ�ǆ̟Đ�'ĳ7Ê: @Vk�ʎͶ:
ěʋŅ͜�ƦΪόɘ�ƈÖ 
� � ñ'Νʜȫ:'ΝşƦ.Ϊ�͈Τ �ʎśȳ
 �͜�ίή �̘¿ĈŞʵ 
� � ǍOƱÁό$ƍ�|ί˷�ʃɍ�� 
 
5�!¹ȡɿ�űñĜǚ)}ʆ 

 
� � ͜�Ʀ.Ϊ'˴˷�ǦśƼ?͜�ȣ'Νό

˷�͜�Ʀ.Ĝ �ǣȼƦ.Ĝ �͜�ίή �

͈Τ �ÎÉ̩Í �^ƶİΊɓ͜�ǒόıǊ

Źĉ͋á͜�̿˽rɓʙ½όƍQǅċÐɓɀê

ŬȣȎ̮ʶŗɘ%^ƶ˽r�ßό^̈<Ŭ�̸

O˄̢Ŭ¼ñĜǚɓ}ʆ� 
� �˷�Ʀ.ΪόıǊ<˄ɹɤ͝«eʛ͝«ί

˂ΪʜȫɓƱņό͋á͜�̿ 
� � ˽rɓʙ½͜�ǒɓǦśόǅʗ͜�Ʀ.Ϊ

˄Ŭ�ό{Ė˄ĞǍOÚu͜� 
� � çΪόƍQ�µîɓšȅ��ϊϐ3ϋ 
� �͜�Ʀ.ΪƼ?͜�ǒɓǦśŅǧʷŬόǈ

�Ʋ�˓͜�b̓çűόl[ 
� � ƍQǅċÐɓɀêQȎ̮ʶtΪό͜�Ʀ.

Ĝ -:ʖ{<͜�Θɘ(ɘ 
� � �˷�:ʖʰȼ�ͺ̾�̽ƀ͞)ɓƦ.®Ƕ
ºό5ě˷�� ͜�À7åό 
� � :ʖ͜�c�ǚ¯�µî5ǈ͜�ȫΦɠ̝

Ĝ �0�Ġ͛n(ʳʳǨ)�͜ 
� � �ɰŸɅÉʁ ��ϊϐ4-1ϋ 
� �Ϊ ǈ̈ʬwɴǫņώ��!čǌħ˼�/�

čǌħ˼ϊǾ(şħ˼ϋό 
� � Ǿ(şħ˼ ãόǆuǻ͆�ņɓ¬ʵƭȷό

Pü͜�ɠ̝ñɒɰʁ�!č 
� � ǌħ˼όħ ǆħ˼!¿ɓ͜�ΘɘόPü

ʊȼ�ʰȼ�ʠȼʁό¬ʵ̰Ʈ 
� � ǆǻ͆ΒȈ͜Ʌό̣ǼɝĈʱɠ̝όˎÜȯ

ɓ͇�̔Ƹ��ϊϐ5ϋ 
� �ÄŇlɓßƱƼό͜�Ʀ.Ĝ όˢΊ�2

gƼǎǚǚ¯ɓɚͿ͜�ίή 
� � ɓŘʜ)́ό̣ĈɃïĈʱό gɻÞĭ7

ˁˆ�¸?ɛœǂ͡��ϊϑ2-3ϋ 
� �!¶ƼƍQ�Zçß�̰̂όȦŒ¸?̣l

[«ίή̝̒��ϊϑ4-1ϋ 
� �͜�Ʀ.ΪόǋÁv7͜�ɓƱÁ«˷�ό

͜�ċ)Œόͥǈ̓ίűΑȏ 
� � ±ɓȫΦόͥ ¸?«-˿͜�Ƕº��ϊϑ4-3ϋ 
� �Ʀ.Ϊ'˴�ȣwñ ό�ZǣȼĜ όØ

ȣĉƼl[ɓÚȼ�ǣȼĜ  
� � µî Ƽɠ̝şɓ��ϊϐ2ϋ 
� �ɣɷʶ¬ˎ˽Ĕώɿ+ǱĜđĿ̗ǆ�ƽ;ώ

20138 1Ǉ 24ƶ�ßηώ 
� � ί˂%ŗɿ�ǆ̟Đ�'ĳώ@Vk�ʎͶώ

ˠʴ1ƍQ)ƭȲƬͲɝïό 
� � Ņ̟ěƭȲ?7Ȳ(üȹŅǼ�ȹ̧ȃ�ͪȖ
ȃ……ʁ)�ȲÉɴΠ(üȼĶ� 
� � Ό̑�ʉÀȼ�ǣȼɚͿǃʌ……ʁ)ʍʛ�
˷�ό̣˽ɛʶ®ƪȽʶƱ 
� � ͫƹiɓ�ΠƱņÅȻ�� 
� �ɣɷʶ¬ˎ˽ĔώΐŏÎç�ǆ̟�ƽ;ώ

20128 11Ǉ 12ƶ�ßηί 
� � ˂%ŗɿ�ǆ̟Đ��ĳ7Ê: @Vk��ɺ
ă �ǕȞ�Ŋ˂c�ȹñË�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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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ʎͶ:͜�Ʀ.Ϊƍ�ŬɺǣȼȳħĐ('ͅ
¹ȡǣȼɑħǶɳ�ǣȼƭȲ) 
� � ̣͜�Ʀ.ΪόŬȣ|>」şɓƭȲWćß

Ʊ�ΐŏƦ.ό̢͋ȣ|Ʃ˂ 
� � aʯɓßƱ�łÎώżȯ͝ɳ%όűɋ O

ɓƭȲ�̣%ǳ`ýÐWćƭȲ�� 
� �͜�Ʀ.ΪǆŹǣȼ̸ȖċƪɓÆ̊<όl

˻œƼőûɓǧš�ϊϑ1-4ϋ 
� �̣l[ɠ͞<Ʀ.ɓɇOόǂ¸?Ȓtɓɠ

͞ǣȼ˲M͝ɳ��ϊϑ2-2ϋ 
� �ÄŇȳ˖Ƽħ˼όgǣȼɓƦ.��ϊϑ3-1ό
130516ϋ 
� �ÄŇlœªØǆûöόÔ|ɓ:ʖ̿˲͗͝

ɳ��ϊϑ4-1ϋ 
� �ʙ½ȻÞǈ̈Ƴόͼɑ!¿ΠáίήuĒ�

Θɘό͓͝'Νş̕ɳόƪ½ 
� � Ȼǈ̈Ƴ�͓͝�˰όƍQίήoʓ��ϊϐ

3ϋ 
� �Ǽɝɛċ-͜�Ʀ.ΪĞ͜�ɓ:ʖ�ŸĬ

mƼ͜�ɓƱņʁό͚t͜� 
� � ίήĜ ό̣Ǽɝ˨ǆ̪͖͜�ɓɠ̝ˎj

Ʌ��ϊϐ5-1ϋ 
� �g��̛ɓgƼǈ�˔ίήmȋȜɓίήό

 ʄƼ˩ȳǸɓ�ǅñȳ˖  
� � Ƽǈίή ͕ZǓ˳Â!Øȣ!¶¸?ɛͥ¸
?˺ˊ«ίή��ϊϑ2-1ϋ 
� �ȳ˖ÞƲίή ό ƼőǈÄŇ�ɓȳηό

{Ėl˻œίήɓͩ�όƼ{ 
� � <ßƱ!ƼͧζĒƹ¸?Ⱥɓ�ɓόmƼ¸

?Ŕ.ɓ�ɓ��ϊϑ3-1ϋ 
� �l˻œőûόƍQçß®͜�ɓɠ̝ˎ̰Ʈό

ȦŒ«ίήόÞ͈Τ ͩ�ό 
� � ƍQtΪʶʈÒɓΥΤǉ�όÓʯɓFŲɭ

əƊÞ͕˱ƈ̴��ϊϑ4-1ϋ 

� �ƍQÒɓ»ɓÑɓό˿Ȁ͕Z³˅)Ũόɓ

Ǔ˳Èçű��ϊϐ3ϋ 
� �'˴ Ƽȫ͗ˎ͜�ɚͿɓɀê��ϊϐ5-2ϋ 
� �ΤÉl˻œɜ˴ǈȳ˖ ˴čßη̩Í�

,˴Ͳ��ϊϑ3-1ϋ 
� �͈Τ �ȫΦĈɓǦśÞ˱Εόs�ǘ�Ƶ

ʮό^ƶİΊͥ˩ǌŐlƼ˻œ�  
� � ĈǚȆͱ͕ƱΕɓäΦόĈɃj̐ǆǈőï

!¿�aɓɑš��ϊϑ4-3ϋ 
� �Ĵ�2%ǳɓȳ˖ɓFŲɭĴ×đ��ϊϐ2ϋ 
� �FŲɭ?ΤȲ�6ȣ'όu�͢½ɓłÎO

ͼɑȵȳɓFŲɭ��ϊϐ3ϋ 
� �ʎśÉɓ̩Íόë�ΡĎĞ͜�Ʀ.Ϊɓ¦

̥ό̭ʎśÉ͒7��ϊϐ5-2ϋ 
� �ÎÉ̩Í όɄÉïǬ�ˎċƪ�όeͣÉ

̲ûɓǓ˳�čÞ͜�7³ 
� � Ƶʮό˴ ǈʜȫɓǦś�˪ ͵Ǧś��ϊϑ1-1ϋ 
� �Þ^ƶƽόĊƇ「Μ˥7�Ųī˥ÉŔǤʶ

�Ϊ̈ƠόŬɺ^ƶİΊό̤ 
� � ēΪuȈ�uĒόƍQǂïͣƚʚȎ̮ʶ��

ϊϐ4-1ϋ 
� �ͧɐȦl͕ͦ˻œ^ƶİΊ˷�ɓőǣ��ϊϑ

1-1ϋ 
 
/�ïo�ʜȫʅȽʃɍjɅƲÚɺ%ǳ

ñĈ͜�Ʀ.Ϊ 
 
� � ǎɣɷɑȻÚɺ%ǳñĈ͜�Ʀ.Ϊïo�

ʜȫʅȽʃɍ�ſώ�ſħɪʜȫʃɍŘΙǈċ

ƪş˷��Ʃ˂ȫ͜ʃɍŘΙĈǚͺǌ½M�x

zǉ�ȫ͜ʃɍ�ʃɍʻɗ�ŅɺˎĄί½MͿ

TʁǦśü」 1-2űɪü � 
ϊ�ϋÚɺ%ǳñĈ͜�Ʀ.Ϊïo�ʜȫʅȽ

ʃɍ 
 
」 1-2͜�Ʀ.Ϊïo�ʜȫʅȽʃɍ'ͅʤɩ 
>ɩ �ʒʤɩ >ɩ /ʒʤɩ >ɩ �ʒʤɩ 
2-1 ïo�ʜȫ

ʅȽʃɍ 
1 ħɪʜȫʃɍŘΙǈċ

ƪş˷� 
01 ŅɺÉȱŎ̥�˷�͜Ʌȳħ�ƍ

Q0�ˎʼrƧǖίή 
2 Ʃ˂ȫ͜ʃɍΙĈǚͺ

ǌ½M 
02 Ėʱǟ̕ɳ 

ͼɑΪuîɓƩĈȈ� 
3 xzǉ�ȫ͜ʃɍ 03 ǉ�ťľˎ˿̔˄�ŘΙʜ̄͝

ʥ�p̼ǉ�Θɘˎȳ˖̱ļ�S

Ƅˑ͢ɓΧΥɸ; 
4 ʃ�ː͌ïoȈ� 04 」Ț�ǻ̵ 
5 ʃɍʻɗ 05 łÎ½MͼɑÎÉ�ͮ͏ƴ͛ƾη

½M�ƴ͛4͖Ǥʶ½M 
6 ŅɺˎĄί½MͿT 06 ĄίeƗ 

ϊ�ϋ� ħɪʜȫʃɍŘΙǈċƪş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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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Ʀ.Ϊʃɍό͓͜͝�Ʀ.Ĝ �ǣȼ

Ĝ ό:ʖ¼ɴ͜�Ƕºɠ̝�͜�ɰĈĵ̝�

͜�ƭȲ�͜�À7�͜�ȫΦ�͜�Ċv�͜

�̵ǆʁό。ɇ7Ε͜�Ʀ.ħ�ïĄίŏȯe

͜͠�ό͓͛͝nȽ˿͜�Ǧśόʜɇɞ˿Ğ͜

�Ʀ.®͜�ɰĈɠ̝Œό�Ė·�ίή ͚˪

ƜMό̣Ȏ̮ʶ˄�ʶ˨ǆ̪͖όĞ͜�¼ɴɚ

ÁǈǂȒt�Ĩɓ̝̒ˎjɅ� 
� �¬˽͜�Ʀ.ΪόƼɛ˶îΕɛ!�ɓƭȲό

ș̼ǼɝĞ͜�ɓȕǊ�ί 
� � ήĜ ǈΑïɓ̈ƳόƼΓĵθvɓό͓͝

͕2ªǎ͜�̈ƳɐMƼίήĜ 
� �  όë�͜�Ʀ.ΪȈ�ɓʜȟƧjό͕2

ίήĜ ɓ͜�̈Ƴό,Ƽ{ß�  
� � ƱȺ!�όǚ¯ Ƽl[ɓȳ˖��ϊϐ5-1ϋ 
� �ȻçʈÒɓĠʳȰǮƿÏʂό˿͜�ɚͿɓ

ɠ̝όɂˋ͓͝�2ίήόmƼ 
� 7Ŏɺȱżȧ-˿ɚͿɠ̝όë�ƱΕɓ0

���ϊϐ5-2ϋ 
� �R˷�̍ˡŔ͜�ƭȲɄǤ�͜�˽r®ā

ǨɄǤʙ½όƍQ!¿ɓoʓÞ 
� ˱Εόɂˋ�tßƱ͍ȳɄÉɓoʓόl˻œ

ƤƪZǦśƼͥ!ͷ�
�.2 
� 130526� 
 
ϊ/ϋ� Ʃ˂ɓȫ͜ʃɍŘΙĈǚͺǌ½M 

 
� � ί˂Ϊ%ŗȫ͜ͼɑʘͺ@Ʃƅόƍ��ί

˂Ϊ͋á́�ύʋŅ͜�Ʀ.Ϊ�όĞĈǚɓ6�ό

ƍQĈǚĈɃĖ·Ĉʱɓçãό。ɇǟ̕ɳό

ë�ĈɃȽ̙ˎĖMɓʙ½ό͟�Ʃ˂aȐ�µ

îÞΪîȈ�ʙ½ΐŏ˽rɄǤόɇĜ7Ĵ<[

ɛÓ͍żȯɓçƾό̣ǼɝͱƯίή�%7Ȳɓ

ɴɴʜǶόȫ͗˽rƾɓƧɖ� 
1.Ėʱǟ̕ɳ 
� �͜�Ʀ.ΪĞl[%ǳñĈuͩO̔ό{Ė

 Ƽ�ZĖʱɓçű��ϊϐ1ϋ 
� �ǟǎǚ͜Ÿʍ®͜DűɚͿɰʍĈɃ®͜

�řīŬȣvƱIɓĜǤɓğ˼�  
� ˿̔7Ê�͵Í7Ê®ǉ�7Ê��ϊϐ4-1ϋ 
�ɣɷʶ¬ˎ˽Ĕώ͜�Ʀ.Ϊɿ�Ǳ̀ÒIʋ

dĠʘǆ̟�ƽ;ώ20128 8 
� Ǉ 22 ƶ�ßηώ˪ƥñǩ 3A ǆ̟Đ�'ĳώ
ÃřƎǚͺ�̆Ͷώ̘ĈɃơ�  
� ƑżƟīMόʎͶ͜�Ʀ.ΪʋŅʜ͝�͜�

Ʀ.Ϊ¸ŬĖʱçãό̣ĈɃĈ 
� ?ˌɅό͟�ɄĈ½��� 
 
ϊ�ϋ� xzǉ�ɓȫ͜ʃɍ 

 

� � ͜�Ʀ.Ϊȫ͜όŘΙ�ſ7Ê̄ʥ�p̼

ǉ�Θɘˎȳ˖̱ļό?®SƄˑ͢ɓΧΥɸ;ό

NO¬˽ɓǼɝ˄Ğ͜�Ʀ.Ϊόɋ ʭûɓǉ

�ťľˎ¦̥� 
�7Ê̄ʥƱΕ͓͝l[ɓřīƩ˂Ėʱɓʅ͞ό

̣<[Ĉ�Ǔ˳��ϊϐ2ϋ 
�ǅͱ˴ɓͥƼ˴ǈ˕ûɓǉ�ų˄ð̶œΡĎ

ɓŗ��ϊϐ4-2ϋ 
�͚OΪu¬˽� ¸?̘<[éĘ×ΫÒό4

ɇʅȽ7Ê×Ƣ̰̂όÞÎÉ�Ƌ�ȵǈɓȳ˖

Éȱ��ϊϐ5-2ϋ 
�ħΪͯʬ7ƬˎͯøƌƳ˴`û�ſ�
��3-2
130521� 
 
3.SƄˑ͢ɓΧΥɸ; 
�͈Τ ό'˴ ƼɚͿɓɀêȫ͗ό̣Ǽɝ¬

˽͜�Ʀ.ΪͫƼȁȍÞˎ͜� 
� ɚͿɓɀêό͝Þ¬˽%όʿąΨ-ό ¸O

̭��ϊϐ5-2ϋ 
�ΧΥjƍQ�ƯɓǦś��ϊϐ5-3ϋ 
	ÎÉ�ͱηƼÞΤÉɓǎ̓ɓ³ţ�
�.4
130530� 
 
ϊÖϋ� ʃ�ː͌ïoȈ� 

 
� � ͜�Ʀ.Ϊː͌Ȉ�ɓƱņόƼĊƇčƽ�

čǌ」Ț¾ɬȲȈ�ˎĈɃͼɑ 
!¿ɓ˒͂」ȚΠáόƍQǼɝ͚O¬˽όίή

!¿ɓDͽoʓό̣¾ɬȲ˄ðˎǼɝƏŲόm

ƼˎĈǚ�¿ː͌ɓǻ̵ÄŇǂïĈɃˋ͜�Ʀ

.Ϊ¬˽� 
�ĊƇčƽčǌ」Țόͼɑ¾ɬȲˎǼɝƏŲ�

čƽɓ」ȚόƍQʚȎ̮ʶ!¿ 
� ɓţ²��ϊϐ3ϋ 
�。ɇʠ́mĈǚˎĈǚ;ː͌Ȉ�̣ǂï7ɠ

͜͞�Ʀ.Ϊ��ϊϐ5-3ϋ 
	!čǌɓȈ�όÄŇl[ǋƯβɓßƱ«ˇž�


��2-2130521� 
 
ϊ1ϋ� ʃɍʻɗ 

 
� � ˴ƍ¡͜�Ʀ.ΪɓÄŇ�ό'˴Ƽ͓͝ˎ

łÎ½Mͼɑȳ˖ÎÉόÄŇ˽ɝ¬˽îόƍQ

Ǽɝίή!�ɓDͽoʓό5ƼçΪɓͱ˴ȫƢ�

Ǵîό。ɇʙɗɓƱņόěͮ͏ƴ͛ƾηʙ½Ŭ

Óʯ˽rƴ͛ό$ˎƴ͛4͖Ǥʶ½Mό?˿Ȁ

͜�Ʀ.Ϊɓ4͖ͩ!SɓØʓόƋ��ʍ�ɓ

ƴ͛˽rƾηόƍ¡͜�Ʀ.ΪɓɠÀ˄˶ľό

ǴˎǕƥňϊ2005ϋɣɷʙǖɚɾ½ό̔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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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Ǵt]#
#

̣͛ĎÞ͜�Ʀ.Ϊ;̷�¬˽όș̼{Ä±¼

Πɓ͜�ɠ̝ό¿ƽ6²DͽɓǨ̺� 
�ɘ�ǈ̿ͳǟ͍˛½MόNɅǼΉßƱȳɄ─γ
Ǣό˲MɚͿ͙ͦÎÉMȣ͜ 
�Ʀ.Ϊɓȳ˖ÎÉό$˷ɎěĊƇɳ�ƶ͛m

/ƶ͛ɓƴ͛˪ɳ��ϊϐ4-1ϋ�ˎͮ͏ß ƾη
&͘�ƶ�wƶ͛ɓ˪ɳɏǤʙɗό͟�̶��

ϊϐ4-2ϋ 
�ʹĞĈɃƵʮόʵŧˎƴ˪ɫ½MόƋ�ɌǤ

ƴ˪mǚî¬̇˪ɳόˎ4 
͖͊͜Ǥʶ½Mό?˿Ȁ͜�Ʀ.ΪßȽIʬ_

͡)ŉ���ϊϐ4-1ϋ 
�ͯ½Ĉǚ͏ɓƾη˪ɳ˷�όʻʙ̢Ŭ�Z

ƴ͛ʢ��ϊ�1-2130522� 
	ĎȖʜȫĞ̥ƼÝĎόĈǚɌǤƴ˪?͜�ȣ

'Νόίήʙ½�̕uĒ���. 
� 1130526� 
�Óʯß ɓ˽rģmΎÓ¤˽rό�˰Þƴ˪

ɫɓ˪ɳ˱ΕόĞ̥ƼĈɃ����.4130530� 
 
ϊyϋ� ŅɺˎĄί½MͿ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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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ed to discuss th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port Story Museum originate and 
preparation planning process,#Diversification Management Strategy Used in Sport Story Museum.In this stud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port Story Museum�as a research object using 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s a research method.#The results are follow: 
1.#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port Story Museum Observed effectiveness of the film led sightseeing, 
And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Gymnasium advantage, Professor Liao made the sports center 
"Gymnasium Transformation Plan � build Sport Story Museum" Eventually become Taiwan's firs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the model. 
2.#Sports Story Museum is an innovative and forward-looking indicators and the need for diversified 
management strategy, but pavilion supporting measures to do, the goods must be sold both delicious specialty, 
attract consumers to buy, is to enhance the visibility of sport Storyland and exposure opportunities. Since this 
study is unprecedented in the country, the domestic Sports Facility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with special 
status .Therefore, subsequent research results will be used as the school management in the sports stadium on the 
reference and recommendation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Key words:!Sport Story Museum,#Diversific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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