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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按摩課程對大學生素養能力之培養與實踐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1) 研究動機： 

彰師大運動學系的學生多半為競技運動選手或是運動健康產業的愛好

者，未來就業市場為體育教師、專任教練及運動健康產業相關人才。身為

師資培育系所，培養中等教育教學師培人才，一直是系上的宗旨與目標。

隨著時代的演進，新版 108 課綱強調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的主軸，強調

知識、技能和態度與生活情境相結合。因此，需改變過去以教師傳遞知識

為主的教學方式，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輔助角色的方式，幫助學生成為

終生學習者，並培養其對自主行動、溝通互動以及社會參與之熱情及能

力，儘早教育師資培育生對於素養的認知以及培養素養能力，對於日後 108

課綱在中等教育端的實踐，會有很大的幫助。 

過去的運動按摩課程，多著重在簡單學理的講述及課堂的實作，學生

學習的過程中，能夠輕易的了解按摩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然而，對於按摩

手法在各個部位的應用，以及在不同生活情境下，被按摩者接受運動按摩

後的反應，往往無法在課堂上得到真正的回饋。因此，翻轉學習場域，除

了在課堂上的學習之外，模擬實際生活情境，將課堂學習應用在實際生活

上，才能有效的解決學生在技術上的盲點，另一方面，隨著網路生活的來

臨，鍵盤人生反應出文字及貼圖的溝通，多於人與人真實的互動，走出教

室，才能真實的與人群溝通，用語言及觀察的方式，了解實際的反應。走

出教室，除了能更了解臨床技術的能力，另一方面，用自身技術幫助需要

被幫助的人，往往能得到正向的回饋，這些正向的能量，也會促使學生更

願意投入及精進，落實真正的素養能力實踐。 

運動產業興盛，運動參與的人口也越來越多，在過去運動科學較落後

的年代，運動前熱身及運動後收操的觀念都只是扭扭關節、伸展肌肉。然

而，近年政府提倡全民運動，運動中心的成立，民眾無法再拿沒有地方運

動做藉口，多樣化的運動型態也在發展中，民眾漸漸懂得在運動後加強自

我保養，如過去的伸展運動，近期滾筒及按摩槍的自我放鬆，都為運動相

關設備產業，帶來商機。過去的運動按摩課堂裡，雖有講授滾筒及按摩槍

的使用方式，然而，對於滾筒及按摩槍的使用時機，以及比較滾筒、按摩

槍以及徒手按摩對於消費者的回饋是較缺乏的，若能了解自我放鬆法及徒

手運動按摩的使用時機，更能有效落實學用合一的教學策略。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希望透過量化及質性的教學評量方式，以及不同的情境模

擬，讓學生在按摩技術的養成上，能得到更多的回饋，並且希望藉由翻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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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場域的方式，培養學生在素養能力上的認知與實踐，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

以下三點。 

 

1. 經過一整個學期學習後，學生能夠利用多元評量方式，了解自身運動按

摩的程度。 

2. 能夠將所學的按摩技術，回饋給身邊或是需要的民眾，培養素養能力。 

3. 經過一個學期學習後，能夠分辨使用自我放鬆法及徒手運動按摩的時

機。 

 

2.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1) 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 

1968 年，台灣開始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隨著時代的改變，2019

年，台灣進入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新紀元。十二年國教課綱，也

就是 108 課綱之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成

「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以及三大面向之下

的九大細節項目  (范信賢, 2016)。素養 (competence)，是知識、能力及態

度的整合能力，也代表一個人在適應現在生活及挑戰未來生活的能力 

(Oyao et al., 2015; 蔡清田, 2011)。素養無法透過單一片段知識或是單一面

向的經驗法則來累積，需要透過學生在情境下執行、調整及內化而成

(Beckett, 2008)。因此，素養的學習需要教育學生將知識、技能和態度與生

活情境緊密的結合，方能將學習成果最大化。綜合以上文獻，素養學習是

要將「學以致用」融合在課程設計中，實作課程就是理論結合實務的教學

策略，然而，過去課程設計中，往往缺乏了與生活情境的結合，造成學生

未來進入職場中，會面臨所謂的職場不適應，間接打擊了學生進一步自我

提升的動機，因此，導入以素養為本的教學模式，盡早培養大學生之素養

能力，培育「終身學習者」是相當重要的。 

 

(2) 運動按摩之應用 

隨著人們生活壓力的增加以及全民運動的推廣，國人逐漸意識到放鬆

的重要性，以及放鬆與按摩之間的關聯性。瑞典式按摩為一般最常用的按

摩技術，其中以推撫、揉捏、摩擦、扣打法及震動法為最常見的按摩手法 

(Callaghan, 1993)。運動按摩是對身體的軟組織施以系統化的手法，主要生

理效應有增加循環、加速代謝、減少延遲性肌肉痠痛發生、增加關節活動

度及幫助組織癒合等等，普遍認為能夠幫助運動員在強度訓練後身體的恢

復及增加運動表現 (Moraska, 2005)。在一篇針對男性長跑者的研究中，在

選手完成半程馬拉松的比賽後，運動按摩及冰水療是最能夠減少跑步後疲

勞反應的處理方式 (Wiewelhove et al., 2018)。運動按摩不僅僅對於生理效

應有所益處，對於心理方面亦會有所影響。研究指出，經常性的運動按摩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35nkun2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17dp8vu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1ksv4uv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1fob9t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tyjcw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2s8eyo1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lnxb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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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少焦慮、壓力、低潮及沮喪等心理上之問題 (Kurebayashi & Gnatta, 

2020; Moraska, 2005; Weinberg et al., 1988)。運動按摩雖然對於競技運動選

手及運動愛好者有著生理及心理上的益處，然而，按摩技術學習的過程

中，對於按摩手法應用的不確定性以及對於自身技術的不了解，時常讓學

習者感到困惑，因此，如何用多元評估的方式，使學習者了解自身的程

度，從中發現自身技術上的問題，加以解決及精進，對於臨床技術的養成

會有很大的幫助。 

 

(3) 不同放鬆方式之應用 

隨著運動健康市場的蓬勃發展，消費者越來越有自我保養的概念，滾

筒為最常見的幫助熱身及運動後恢復之工具 (Beardsley & Škarabot, 2015; 

Schroeder & Best, 2015)，消費者時常利用滾筒來達到自我放鬆之目的。研

究指出，滾筒放鬆 30 秒到 120 秒，能改善身體的關節活動度，但對於增加

肌力及提升運動表現，則沒有顯著影響 (Behm et al., 2020; Cheatham et al., 

2015)。另一篇文獻指出，在經過 20 秒及 60 秒的大腿股四頭肌滾筒放鬆

後，膝關節活動度比起控制組，能增加 10%及 16%的活動度 (Bradbury-

Squires et al., 2015)。除了增加活動度之外，研究指出，滾筒放鬆能有效的

降低因運動所造成的肌肉酸痛 (Hughes & Ramer, 2019)。綜合上述研究，滾

筒放鬆雖然是個有效的恢復用工具，但似乎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近年

來，運動按摩槍開始在運動恢復市場中盛行，相較於滾筒式放鬆法，按摩

槍的使用需要針對肌肉的走向以及按摩的強度，有著基本的了解，如同徒

手運動按摩手法對於運動強度界定的模糊一樣，因此，如何量化強度對於

處理的效用，以及比較消費者對於按摩槍及徒手運動按摩的喜好，對於臨

床實作課程的精進，有一定的幫助。 

 

3.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1) 學生能否利用多元評量方式，了解自身運動按摩技術的優缺點。 

(2) 是否願意將所學的按摩技術，回饋給身邊需要的人，培養素養能力。 

(3) 能否分辨使用自我放鬆法及徒手運動按摩的時機。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1) 研究對象與場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三年級之學生為大學生素養能力培養及實

踐之研究對象。以家庭、學校、周邊之人群，匿名成為本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之受試者。 

(2) 研究方法與工具 

a、 組織師生專業學習社群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4d34og8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4d34og8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2s8eyo1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26in1r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30j0zll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3rdcrjn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3znysh7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3dy6vkm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3dy6vkm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2et92p0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2et92p0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Tm3WG0BpjULx8MKqHWL-dfmNhAOS7KP/edit#heading=h.1t3h5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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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集學生與授課老師共同討論、學習課堂內容，讓學生以小組方式

進行學習，並彼此提供優缺點及建議，互相督促學習。 

 

b、 教學執行 

 理論基礎課程 

透過文獻的收集建構理論基礎課程，包括：運動按摩基本原理、

各種按摩手法、身體各部位按摩方式…等課程。目的是建構學生運動

按摩學相關的知識與學理。 

 操作課程 

第一階段指導老師針對各種按摩手法進行示範，並就身體各部位

按摩方式的重點、實施程序、應避免或應強化的元素進行討論，提供

反思與回饋。第二階段讓學生以同儕間小組方式進行學習，並彼此提

供優缺點建議，最後由教師進行講評。 

 實作課程 

    學生完成理論基礎課程與操作課程的學習後，老師會指派實作練習

對象，分別為家裡成員、學校專項選手及學校教師，為不同的對象進

行按摩，並收集其反饋問卷和量表，作為其中一種評量依據。 

(3) 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計畫為驗證精進教學成效，以質性及量化兼併的方式進行資料處理 

  分析。 

 量化資料分析： 

  統計期初/期末 (前/後測) 運動按摩課技巧學習與練習評量，進行

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test 檢定分析，探討按摩教學對於學生在各量表

之改變情形。並統計期末學生填寫課程滿意度之調查。 

 質性資料分析： 

 彙整受試者被按摩後的反饋，將其內容轉成逐字稿再予以編碼後，

歸納按摩者之優缺點及改進建議，提供學生進行參考及修正按摩技

巧。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師生專業學習社群 

  與會人員包括:計畫主持人、計畫研究助理、參與學生。本計畫共

召開四次會議，定期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給予適當的回饋與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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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建立師生互動群組及定期開會 

 

 理論基礎教學 

  針對運動按摩的基本學理、按摩前需具備的解剖知識、以及各種

常見按摩手法做實作前介紹。 

     

    圖二 基礎理論課程教學情形 

 

 臨床實作 

  針對身體各部位，進行徒手實作教學，並介紹不同自我放鬆方

式，讓學生感知自我放鬆法及徒手按摩之不同。 

 

圖三 身體各部位臨床實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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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講師 

  邀請業界臨床運動防護員，來做不同運動專項主題分享，包括棒

球、跆拳道以及田徑運動按摩實務操作。 

              

             圖四 業界講師經驗分享 

 

 運動按摩技巧學習評量 

  由學期前後運動按摩技巧學習評量表單分析結果可知，修習運動

按摩課程前後，學生在技巧操作面向之評量，有著顯著的進步，都

更了解運動按摩之手法應用及如何正確的執行運動按摩，然而在

「我能確切地掌握按摩的力道」、「我能清楚了解被按摩者的需

求」、「我有自信被按摩者治療後能得到改善」的分數上偏低，顯

示出多元回饋學習雖達到預期效果，但面對不同狀況、不同族群的

練習仍有改善的空間。而在「我能有效的與被按摩者溝通」、「我

會運用所學回饋社會大眾」兩個問題上，學期前後並未達顯著差

異，表現出學生在溝通訓練上，仍需未來教學上做更進一步之努

力。在「我知道如何運用所學回饋身邊的人」問題上，學生在學習

運動按摩技術後，皆更願意將所學技術回饋給身邊的人，這也達成

了本計畫素養導向之基本養成，然而，針對陌生的社會大眾展示技

能，較缺乏信心，未來可加入校外實作的臨床訓練，或許能更提升

學生回饋社會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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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運動按摩技巧學習與練習評量學期前後分析 

題目 學期初 學期末 

1.我知道操作運動按摩的順序及技巧 2.17 4.22* 

2.我知道如何恰當的使用這些手法與技巧 2.39 4.06* 

3.我能分辨被按摩者的肌肉是緊繃或放鬆 2.94 4.00* 

4.我知道如何在正確的擺位下進行按摩 2.28 4.00* 

5.我知道按摩部位大概的肌肉走向 2.33 4.06* 

6.我能確切地掌握按摩的力道 2.78 3.78* 

7.我了解按摩部位的常見緊繃的位置 2.83 4.11* 

8.我能清楚了解被按摩者的需求 2.89 3.94* 

9.我能有效的與被按摩者溝通 3.39 3.94 

10.我有自信被按摩者治療後能得到改善 2.67 3.72* 

11.我知道如何運用所學回饋身邊的人 3.61 4.44* 

12.我會運用所學回饋社會大眾 3.72 4.28 

 註：*p < .05 學期前後達顯著差異 

 

 質性資料:按家人、選手及老師的學習回饋單 

  由學習回饋單，藉由被按摩者回饋及自我檢討，反思自己按摩技

術上的問題及調整力道大小，讓被按摩者在按摩過程裡能感到舒適，

並藉由多元實作，培養素養導向能力。 

 

  被按摩者感想:「舒適度 8 分，剛開始抓到力道比較不會斟酌，所

以比較會痛。女兒力道很有力，剛按到比較緊繃的點，會比較痛、比

較沒辦法忍受，但按的 5 分鐘之後肌肉比較放鬆，就比較不會痛

了。」「舒適度我給 8 分，我被按摩的部位是左腳後大腿的部份，一

開始還沒被按的時候緊繃到很不舒服，在按摩過後不適感好轉許多，

但力道略微不足，深層的部分就較沒有處理到，以及力道常常忽大忽

小，不是很平均，常常按摩者突然加力時會比較敏感。」「舒適度四

分，練習時請他幫我按摩，從一開始的不會按，到現在越來越會按，

也清楚知道我的氣節在哪裡，明顯感受到按的越來越好，雖然在我的

小圓肌的部分還是找不太到，但是按完真的沒有那麼緊繃了。」 

  按摩者感想:「幫媽媽按摩的時候是讓媽媽坐在椅子上，剛開始先

輕輕推撫肩膀，讓媽媽的血液循環好一點，之後用抓捏起肌肉的方式

放鬆緊繃的肌肉，再用手肘慢慢加大力道壓，最後有感受到肌肉有比

沒按摩前有彈性一些、沒那麼緊繃。」「選手只要碰一下就會叫，在

一開始的時候很難控制他，肌肉都會一直收縮，但也因為他肌肉比較

大所以我可以用比較大的力按，可以練習到用身體的力量按，不是只

單純用手的力氣按，但很深層的地方還是有些按不到，可能是缺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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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力量按摩的緣故，因此還需要多加練習。」「教練的肩膀很緊

繃，我需要花更多的力氣去按摩，每次幫教練按完我都滿身大汗，一

開始被教練罵到不行，因為根本不太會按，也不知道怎麼施力，到現

在越來越上手，教練也說我的力氣不輸男生，我也越來越抓得到教練

的點，學這門按摩課我覺得很值得。」 

 徒手按摩、按摩槍及滾筒之比較 

  由同學依據舒適程度，填寫最喜歡的放鬆方式，並說明原因，結

果徒手按摩為同學最愛的放鬆方式，其次為按摩槍，接著為滾筒放

鬆。 

          

       圖五 同學最喜歡的放鬆方式        圖六 同學第二喜歡的放鬆方式 

 

徒手按摩: 8 分  

1.比較能感受到某一個點的肌肉很僵硬，需要加強那個部位。 

2.用揉捏的方式很舒適放鬆。 

3.很酸的地方，按了會很痛、哀哀叫。 

按摩槍: 7 分  

1.很省力且力道也可以自由調整。 

2.可以很深層的按到肌肉僵硬的位置。 

3.麻麻痛痛的感覺，很方便、自己就能使用。 

滾筒: 4 分 

1.比較能知道自己的痠痛位置在哪邊，可是比較沒辦法滾的很深層。 

2.適合下肢大肌群的放鬆。 

3.很酸很痛，但是是自己可以忍受的痠痛。 

 

(2) 教師教學反思 

  本系學生多數為競技運動選手，長期接受高強度的訓練，因此，運

動按摩對於疲勞恢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透過學習回饋單的方式，可以

讓學生從被按摩者直接的回饋中，了解按摩技術上的問題，再輔以課堂

上指導修正，改善運動按摩技術，並了解了自我放鬆方及徒手按摩的優

缺點，但本課程僅是兩學分課程，除了課堂指導外，課後的大量練習更

是技術養成的重要關鍵，班上許多同學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且需要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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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專項訓練，時間分配上恐有壓力，未來可以安排課後運動按摩體驗時

間，來增加學生學習動機及強化在課後的實作練習時間。 

  另外，本系學生與外系及外校生的交流互動較少，未來可藉由校外

工服務或是支援本校體育活動的方式，將所學技能實際應用在不同族群

上，使學生踏出舒適圈，藉由多方面的交流及互動，培養人際關係，強

化人文關懷與學習奉獻，落實素養能力的實踐。 

 

(3) 學生學習回饋 

  針對運動按摩學課程內容與教材的看法與滿意程度，使用李克特氏

五點量表，了解學生對於課程內容及教材看法與滿意程度。學生在各類

題目的平均分數皆大於四分的高分，顯示老師多元評量的教學分法，能

普遍獲得學生的認可及滿意。 

 

    表二 課程滿意度量表 

題目 五分量表平均數 

1.我喜歡運動按摩課程 4.78 

2.我同意花費時間修習本課程相當值得 4.50 

3.我同意老師的教學方式有助於讓我了解課程內容 4.67 

4.我在課堂上有足夠的練習時間 4.50 

5.我瞭解此課程想傳遞的知識 4.72 

6.我同意上課教具也有助於提升學習效益 4.61 

7.我了解如何將課堂所學知識實際運用到生活中 4.50 

8.我同意課堂所學能幫助我了解運動傷害 4.56 

9.我能完全理解本課程設計的目的 4.56 

10.我能將課堂所學知識運用在未來臨床實作 4.50 

 

 

    表三 學生對課程內容與教材的看法與滿意程度表現 

題目 五分量表平均數 

1.該堂課程內容能符合我的學習需求 4.65 

2.該堂課程內容能引起我的學習動機 4.65 

3.該堂課程主題在學期安排有前後連貫的體系 4.53 

4.該堂課程內容與或活動能切合該堂課的教育目標 4.53 

5.該堂課程內容能符合我的能力與程度 4.47 

6.該堂課程的教材內容能因應時代需求而調整與更新 4.35 

7.該堂課程的教材內容難易與份量適中包含教科書、講

義、參考書等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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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期末問卷回饋結果 

a、 上課會詳細說明按摩的部位，也會親自示範，如果按摩部位不清楚也

會耐心解答 

b、 了解到身體構造，針對運動傷害的痛處去加壓按摩，這堂課學習到很

多運動按摩技巧 

c、 上課很有趣 

d、 老師很認真的教我們按摩的相關手法，讓我們受益良多！ 

e、 不管校內或校外的老師都讓我學到很多 

f、 老師上課親自指導認真 

g、 希望可以多邀請校外的老師及現任的防護員來學校演講，可以帶來更                      

多不同的按摩手法及方式，能夠學習的更多 

h、 課堂教學清晰，課堂實作輔助令學生更了解按摩學的做法 

i、 老師對於實作上的示範和引導對我來說很受用 

 

6.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本研究的建議與省思有以下幾點: 

(1) 多元評量的重要性 

  本研究顯示，臨床實作課程，透過多元學習的方式，能刺激同學的

反思，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也能從多元評量中，了解自己臨床技術上

的問題，透過群組討論的方式，改進自己技術上之問題，因此，翻轉學

習場域，模擬實際狀況，對於臨床課程之教學，是相當重要的。 

(2) 素養為本的教學模式 

  感謝教學實踐研究計劃提供了創新教學的機會，也給本人反思如何

修正教學策略，使學生能將知識、技能和態度與生活情境緊密的結合，

達到學習最大化，學用合一的願景，未來仍將以秉持素養為本的教學模

式，培養學生成為「終生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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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ppendix)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問卷前後測分析-「運動按摩學」 

一、 執行目的 

本校運動學系王信民老師參與了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執

行，計畫旨在探究教學實踐歷程，促進學生學習品質。故本校校務研究

中心與國立清華大學學習評鑑中心祝若穎助理研究員進行校務研究交

流，並取得本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前後測問卷，希望透過該份問卷以

數據分析課程規畫及教學方式，了解參與本課程的學生，是否在教學方

式的改變後，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供教師後續教學之參考。 

 

二、 進行方式 

本議題資料採用前後測問卷，以運動學系王信民老師於 110 學年度

第一學期開設之「運動按摩學」課程班級進行前後測。其中針對課程內

容與教材的看法與滿意程度，使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了解學生對於課

程內容與教材的看法與滿意程度。另外，使用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探

討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經驗表現前後差異。 

 

三、 研究結果 

（一） 學生對於課程內容與教材的看法與滿意程度 

資料來源：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運動按摩學」課程後測五點量表 

 

表 1、學生對課程內容與教材的看法與滿意程度表現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該堂課程內容能符合我的學習需求。 4.65 0.61 1 

該堂課程內容能引起我的學習動機。 4.65 0.61 2 

該堂課程主題在學期安排有前後連貫的體系。 4.53 0.62 3 

該堂課程內容與或活動能切合該堂課的教育目標。 4.53 0.62 4 

該堂課程內容能符合我的能力與程度。 4.47 0.62 5 

該堂課程的教材內容能因應時代需求而調整與更新。 4.35 0.79 6 

該堂課程的教材內容難易與份量適中包含教科書、講義、參考書等。 4.29 0.6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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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學生認為課程強調的學習面向 

*強調記憶，例如熟記教科書內容或實驗程序。 

*強調分析，例如解構複雜問題或深入分析一個概念。 

*強調綜合、統整，例如結合不同概念和理論來形成新的解釋。 

*強調評價、判斷，例如評價一個報導中資料分析的合理性或研究方法的適當

性。 

*強調應用，例如應用理論或概念來解決實際問題或新的問題。 

 

（二） 探討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經驗表現前後差異 

資料來源：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運動按摩學」課程前後測 

分析方式：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 

分析結果： 

表 2、前後測共同題目對應表 

題組 排序 題目-前測 題目-後測 

學習動機 1 
2.我修讀本課程的原因之一是因

為它很有挑戰性。 

26.我修讀本課程的原因之一是因

為它很有挑戰性。 

學習動機 2 
3.雖然有時學習本課程會有挫

折，但我會繼續堅持下去。 

27.雖然有時學習本課程會有挫

折，但我會繼續堅持下去。 

學習動機 3 
4.不管別人如何競爭，我認為這

堂課有學到知識才是最重要的。 

28.不管別人如何競爭，我認為這

堂課有學到知識才是最重要的。 

學習動機 4 
5.這堂課即使遇到我不喜歡的課

程內容，上課時仍會專心聽講。 

29.這堂課即使遇到我不喜歡的課

程內容，上課時仍會專心聽講。 

學習動機 5 

6.我比較喜歡能引起我好奇心的

授課內容，即使這些內容難以學

習。 

30.我比較喜歡能引起我好奇心的

授課內容，即使這些內容難以學

習。 

學習動機 6 
7.在課程的學習中，取得好成績

對我來說是最有成就感的。 

31.在課程的學習中，取得好成績

對我來說是最有成就感的。 

學習動機 7 

8.在本課程中，我覺得分數不代

表什麼，真正學到什麼才是最重

要的。 

32.在本課程中，我覺得分數不代

表什麼，真正學到什麼才是最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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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 排序 題目-前測 題目-後測 

學習表現 1 
9.我有信心自己這堂課都不會無

故缺席也會準時上課。 

33.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沒有無故

缺席也會準時上課。 

學習表現 2 
10.我有信心能如期完成老師規定

的作業。 

34.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有如期完

成老師規定的作業。 

學習表現 3 
11.我有信心自己會積極在課堂上

發言或參與討論活動。 

35.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有積極發

言或參與討論活動。 

學習表現 4 
12.我有信心可以學會本課程所教

的基本觀念。 

36.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有學會本

課程所教的基本觀念。 

學習表現 5 

13.我有信心能了解老師在本課程

裡所教的最複雜的內容。 

37.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有了解老

師在本課程裡所教的最複雜的內

容。 

學習表現 6 
14.我有信心在本課程的作業與考

試表現優異。 

38.我自認我在這堂課的作業與考

試都有表現優異。 

學習表現 7 
15.我有信心我能精通本課程所教

的技能或技巧。 

39.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有精通本

課程所教的技能或技巧。 

學習表現 8 
16.我有信心這堂課中我會得到優

異成績。 

40.我自認我在這堂課中我會得到

優異成績。 

學習表現 9 

17.考慮這堂課的困難程度、老

師、和我個人的技巧，我想我會

表現良好。 

41.考慮這堂課的困難程度、老

師、和我個人的技巧，我自認我

在這堂課表現良好。 

學習興趣 1 
18.請問您認為自己目前對於本課

程感興趣的程度。 

44.快上完這堂課程，我對於本課

程感興趣的程度。 

學習興趣 2 
19.請問您認為自己目前對本課程

了解的程度。 

45.快上完這堂課程，我對於本課

程了解的程度。 

學習興趣 3 
20.請問您認為自己目前對本課程

學習動機的程度。 

46.快上完這堂課程，我對於本課

程學習動機的程度。 

 

 

表 3、各題組前後測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檢定 

題組 前/後測 樣本數 平均數 變異數 T 統計量 顯著性 

學習動機 1 
前測 16 3.8125 0.2958 

0.7645 0.2282 
後測 16 3.6250 0.6500 

學習動機 2 
前測 16 3.9375 0.3292 

0.8885 0.1941 
後測 16 3.6875 0.4958 

學習動機 3 
前測 16 4.5625 0.2625 

1.7752 0.0481* 
後測 16 4.2500 0.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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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 前/後測 樣本數 平均數 變異數 T 統計量 顯著性 

學習動機 4 
前測 16 3.8750 0.2500 

-0.7645 0.2282 
後測 16 4.0625 0.5958 

學習動機 5 
前測 16 4.1250 0.3833 

-1.1448 0.1351 
後測 16 4.3125 0.4958 

學習動機 6 
前測 16 3.5000 0.5333 

-2.5222 0.0117* 
後測 16 4.0625 0.4625 

學習動機 7 
前測 16 4.2500 1.0000 

-0.4357 0.3346 
後測 16 4.3750 0.5167 

學習表現 1 
前測 16 4.2500 0.4667 

2.1828 0.0227* 
後測 16 3.6875 1.2958 

學習表現 2 
前測 16 4.0625 0.1958 

-2.7815 0.0070** 
後測 16 4.5000 0.4000 

學習表現 3 
前測 16 3.6250 0.3833 

-1.7321 0.0519 
後測 16 4.1250 0.7833 

學習表現 4 
前測 16 3.8750 0.1167 

-5.0000 0.0001*** 
後測 16 4.5000 0.4000 

學習表現 5 
前測 16 3.5000 0.5333 

-2.2361 0.0205* 
後測 16 4.0000 0.6667 

學習表現 6 
前測 16 3.3750 0.2500 

-5.1962 0.0001*** 
後測 16 4.1250 0.2500 

學習表現 7 
前測 16 3.6875 0.2292 

-3.8730 0.0008*** 
後測 16 4.1875 0.2958 

學習表現 8 
前測 16 3.5000 0.2667 

-4.5675 0.0002*** 
後測 16 4.1875 0.4292 

學習表現 9 
前測 16 3.7500 0.2000 

-3.4157 0.0019** 
後測 16 4.1875 0.2958 

學習興趣 1 
前測 16 8.1875 1.6292 

-3.1741 0.0031** 
後測 16 9.1250 0.9167 

學習興趣 2 
前測 16 5.1250 3.3167 

-5.6679 0.0000*** 
後測 16 8.0000 1.2000 

學習興趣 3 
前測 16 6.9375 5.5292 

-2.5460 0.0112* 
後測 16 8.6250 1.1833 

顯著性代碼： '***': < 0.001, '**': < 0.01, '*': < 0.05, '#':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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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經驗表現前後差異 

資料來源：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運動按摩學」課程前後測 

分析方式：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 

分析結果： 

 

 

 

 

表 4、樣本敘述統計量 I： 

分組變數 

Grouping Vairable 

樣本數 

Count 

平均數 

Mean 

中位數 

Median 

最小值 

Minimum 

最大值 

Maximum 

標準差 

Std. dev. 

前測 399 4.2607 4 1 10 1.5128 

後測 323 4.8700 4 1 10 1.8420 

I: 樣本敘述統計量皆不包含遺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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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雙樣本變異數(標準差)差異檢定： 

虛無假設：兩組資料的變異數相等 

H0: σ1
2/σ2

2 = 1 

F 檢定統

計量 

F-statistics 

分子自由度 

d.f. of 

numerator 

分母自由度 

d.f. of 

denominator 

p-值 I 

p-value 

母體變異數比值的

95%信賴區間 

95% C.I. for ratio 

下界 

Lower 

上界 

Upper 

0.6745 398 322 0.0002*** 0.5472 0.8296 

I: 顯著性代碼： '***': < 0.001, '**': < 0.01, '*': < 0.05, '#': < 0.1 

 

四、 闡述發現 

(一) 學生對於課程內容與教材的看法與滿意程度 

學生對「運動按摩學」課程的內容與教材看法與滿意程度表現上，

顯示各題平均分數從 4.65 至 4.29，相當於非常同意與同意之間。 

(二) 探討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經驗表現前後差異 

成對樣本 T 檢定中，分別檢視前後測「學習動機」、「學習表現」、

「學習興趣」表現，其中「學習動機」僅學習表現 3、6 題組 P<0.05，

達顯著差異。「學習表現」除學習表現 3 題組以外其餘題組皆 P<0.05，

達顯著差異。「學習興趣」每個題組皆 P<0.05，達顯著差異。 

(三) 問卷前後測檢驗 

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比較前測與後測的平均數是否有所差異。P

值為 0.0002，達顯著水準，表示前後測兩組樣本的變異數有顯著差異

(P<0.001)。 

(四) 總結 

「運動按摩學」課程的內容與教材看法與滿意程度表現上，顯示學

生整體滿意度是較高的，表示學生滿意整體課程的內容與教材。 

從問卷前後測表現結果顯示，學生參與「運動按摩學」課程中，「學

習動機」的「不管別人如何競爭，我認為這堂課有學到知識才是最重要

的」、「在課程的學習中，取得好成績對我來說是最有成就感的」、「學習

表現」的「不會/沒有無故缺席也會準時上課」、「如期完成老師規定的作

業」、「學會本課程所教的基本觀念」、「了解老師在本課程裡所教的最複

雜的內容」、「作業與考試表現優異」、「精通本課程所教的技能或技巧」、

「我會得到優異成績」、「我在這堂課表現良好」、「學習興趣」的「對課

程感興趣的程度」及「對課程了解的程度」及「對課程學習動機的程

度」，在前後測表現上均有顯著差異，其中「學習動機 3」及「學習表現



19 
 

1」題組平均數後測小於前測表現，而其餘「學習動機」、「學習表現」及

「學習興趣」題組平均數後測皆大於前測表現，表示學生參與課程前後

對於上述「學習動機」、「學習表現」及「學習興趣」題目的學習經驗感

受有所提升，而「學習動機 3」及「學習表現 1」題目的學習經驗感受下

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