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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旨在探討素養導向體育課程教學下情境興趣與運動心理資本之關

聯，並試圖回應發展身體素養的潛在議題如何適應。方法：以立意抽樣選取國小

學童 127人，授予 9週 16節素養導向體育課程教學，有效樣本 104份，以 SPSS 

25.0執行典型相關分析。結果：學童在情境興趣中的「探究意圖」與運動心理資

本中的「希望感」關係最緊密。結論：教師透過素養導向體育課程教學之實施，

能促進學童的情境興趣與運動心理之關係，將有利於身體素養之正向發展。 

 

關鍵詞：身體素養、情境化、探究意圖、希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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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意旨個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之能力，更是

面對特定情境時所展現的知識、能力和態度 (教育部，2018)。然「素養導向」係

由「核心素養」與「學科素養」兩種素養交織構成的一種課程與教學導向 (楊俊

鴻，2016)。就體育課程與教學而言，以 Whitehead (2019) 提出的「身體素養」

受到世界主要國家的體育課程目標認同與實踐，於是在本文所涉指的體育「素養

導向」理念，即採用掌慶維 (2018) 所指在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主軸中的「核心

素養」與「身體素養」之內涵交織架構而成。在該理念彼此交織下，兩者內涵的

相似處為：一、以人的陶冶為價值核心；二、視學習為一種終身之旅；三、重視

知識、能力與態度的整合；四、重視情境化與脈絡化的學習；五、重視學習歷程

與方法；六、重視學習的行動與實踐。在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UNESCO) 

於 2015 年頒布《優質體育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Quality Physical Education: 

Guidelines for policy makers) 後，我國教育部體育署依此為借鑒，將理論轉化爲

實務可操作的素養導向體育教材。為促進 108課綱下體育課程與教學之實踐，以

素養導向為主軸所發展之體育教材 (quality physical education exemplary cases)，

以下簡稱 QPE 教材。藉由以學生為中心之理念為核心，再以運動價值本位之課

程設計引發學習者情境化和脈絡化的深度學習，教材示例中之策略引導可有效促

進學習者的自我調節，益於培養學習者的動機、信心、身體能力、知識與理解 (林

靜萍，2017；陳信亨，2019；Whitehead, 2019)。QPE教材研發至今已包含課程綱

要中九大類體育教材：體適能、田徑、舞蹈、防衛性運動、民俗性運動、休閒性

運動及網牆性、陣地攻守性及守備跑分性三項球類運動。目前諸多實施 QPE 課

程與教學的研究中，指出 QPE 教材藉以運動價值本位的課程主題及情境脈絡化

的內容，可提升學習者體育課學習的投入，且可能引發對學習任務形塑短暫的興

趣狀態，誘發其情境興趣並對爾後從事規律運動有正面的影響 (李雅雯、掌慶維，

2021；夏淑琴，2017；陳政智，2019)。 

在圍繞以生為本的教學呼應下，當今許多教育研究開始將焦點關注在學生的

學習歷程而不僅是學習的結果 (王文宜等，2017；林靜萍，2007；黃筠婷、程炳

林，2021)。本研究特以 Hidi 與 Renninger (2006) 提出的情境興趣 (situ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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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SI) 作為探究學習者在參與 QPE歷程中對運動產生的短暫興趣。情境興

趣，即為一種個人受情境環境刺激而感覺短暫有趣的狀態，此與特別的主題或情

境有關，但對於形成不隨情境改變的個人興趣 (individual interest, II) 尚未穩固

且需要長時間影響。許多證據指出情境興趣是發展個人興趣的主要成分 (Hidi & 

Harackiewicz, 2000)。換言之，若學生在 QPE課程中形塑短暫的情境興趣，對後

續的個人運動興趣養成有關鍵作用 (Hidi & Harackiewicz, 2000; Hidi & Renninger, 

2006)。涂馨友等 (2019) 在國中體育課程與情境興趣之研究中發現，教師透過學

習任務、學習環境、教學策略等安排可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若學生在活動中持

有持續享受的知覺則能提升情境興趣。王彥鈞等 (2018) 也指出，課程中出現的

情境興趣有助於個人興趣的發展，可在特定的學習環境下使學生表現出短暫的內

在動機。Pasco 與 Roure (2022) 更提及大學生參與運動遊戲能引發情境興趣並增

加運動參與度和身體活動量。由此可見，情境興趣在學生體育課的學習歷程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體育教學者更應不容小覷其重要性。但學習者的內在機制將引導

其於 QPE 學習歷程中的情境興趣被促進的程度，以及個人的動機、信心、身體

能力及知識與理解是否被建立 (Chen et al., 2021)。 

礙於個體的心理機制錯綜複雜，目前研究尚付之闕如，職是之故將其解釋有

其必要，本研究藉由英國學者 Nigel Green 於 2019年提出「發展身體素養潛在議

題矩陣圖」，對學生在發展身體素養過程會遇到正向的動機、信心、身體能力知

識與理解、持續參與，以及負向的冷漠、焦慮、挫折和不得其門而入等「正負效

應」進行描述，見圖 1。為順應近年正向心理學意識崛起所提倡心理資本 

(psychological capital, PsyCap) 一概念 (Csikszentmihalyi & Seligman, 2000)，本研

究將學生能否通過短暫的情境興趣和心理資本產生之關聯，幫助其在 QPE 課程

中順應負向挑戰而可能建立身體素養感知進行說明。心理資本是一種個體內在的

動機傾向，對於個人動機和行為上有持續不懈的推力，由樂觀、希望感、自我效

能和復原力等四個構念所組成  (Luthans et al., 2005)。在運動領域中，樂觀 

(optimism)，強調個體在面對運動中的問題情境時，對事件的解釋風格。若具樂

觀的心理資本，較能以正面結果或觀點看待事件，且較能用正向情緒和動機去面

對比賽中的狀況 (Luthans & Jensen, 2002)。希望感 (hope)，是一個正向的動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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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個人對於追求成功能釐清方法 (Snyder, 2001)。在國內針對國小學童的研究

指出，學習者擁有希望感將更能為自己設定一個運動目標，且有較強烈的動機去

達成 (余雅婷、涂馨友，2020)。復原力 (resilience)，意旨當面對逆境或挑戰時，

可以保持正面的適應 (Masten, 2001)。Galli 與 Vealey (2008) 提出，在運動情境

中擁有復原力的個體，較能藉由認知和行為調適所面臨的逆境。自我效能 (self-

efficacy) 會影響個人成就行為的選擇、持久性及努力程度，並對運動表現有影響

力 (李佳諭、許雅雯，2021；張文馨、季力康，2016；Bandura & Cervone, 1983; 

Gür et al., 2020; Luthans et al., 2006)。故高心理優勢者，較能面對外在不確定的環

境變革，以正面態度從逆境中脫穎而出，且與運動表現、創造力、退出意願、正

向情緒等皆有顯著關聯 (Avey et al., 2008; Siu et al., 2015; Regoa et al., 2012)。此

外，Hidi與 Renninger (2006) 更指出，情境興趣對學習者在學習歷程所產生的持

續學習意願、遇到挫折不放棄、接受挑戰的信心，以及花時間投入練習等有高度

影響力 (蔡執仲等，2018)。 

 

圖 1 

發展身體素養潛在之議題 

 

註：取自” Physical literacy: A new focus for physical education”，N. Green，

2019 (https://reurl.cc/6jg5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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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若體育教師能透過 QPE 課程建立短期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再結

合學童的情感經驗或外在物理環境引發的情境興趣，增強學童的情意和認知，使

其二者趨向正面心理狀態將對學童持續運動的行為有正向助益 (許吉越等，2018；

薛堯舜，2017；Hidi & Renninger, 2006)。故本研究之目的將以 Hidi 與 Renninger 

(2006) 提出的情境興趣探究我國 QPE課程中所產生之「新奇」、「挑戰」、「專注

需求」、「持續享受」和「探究意圖」，試圖瞭解其與心理資本之關聯。藉此結果

進一步解釋 Green (2019) 發展身體素養潛在議題矩陣中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內在

反應情形。研究問題為，在實踐 QPE素養導向體育課程教學背景下，學童的「情

境興趣」對「自我效能、樂觀、希望感及復原力」的關係為何？故推導出本研究

假設：學童參與 QPE體育課程之情境興趣與運動心理資本呈正相關。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抽樣分析 

本研究使用立意抽樣，以新竹縣某國民小學參與素養導向體育課程之高年級

學童 6班為主要對象，於 2022年 3月 1日至 2022 年 4月 26日期間實施 9 週教

學，教學後進行問卷施測，共計施測 127份，有效回收 104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80.6%，見表 1。 

 

表 1 

研究參與者特徵分析 

類別 次項 人次 百分比 

性別 男 59 56.7% 

女 45 43.3% 

年級 五年級 27 26.0% 

六年級 77 74.0% 

運動校隊 參與 38 36.5% 

未參與 66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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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QPE素養導向體育教學活動情境 

教育部體育署自 2018年提出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 QPE計畫，發展十二年國

教素養導向體育教案示例，包含課程綱要各類型教材中的九大類體育教材：體適

能、田徑、舞蹈、防衛性運動、民俗性運動、休閒性運動及網牆性、陣地攻守性

及守備跑分性三項球類運動。本研究使用2019年研發成果之第三學習階段教材。

分別為生長、發展與體適能—體適能 (4節)、競爭類型運動—陣地攻守性球類 (6

節)，以及表現類型運動—民俗運動 (6 節)，依上述課程順序使用 3 個主題，持

續 9 週，共計 16 堂課，見表 2。本研究在教材主題的選擇中，考量因素有四：

其一，配合教育部體育署規定本學期實施體適能檢測，故將體適能教案直接納入

本次實驗中；其二，從不同主題中選擇不同屬性教材；其三，教學現場軟硬體設

備之取得和操作方便性；最後，學習活動兼容個人能力發展，含有雙人合作或團

隊多人競賽之互動性質，由個人至多人互動的學習。 

 

表 2  

素養導向體育教材研發成果彙整-第三學習階段 

主題名稱 次項目/單元 主要教材        遊戲情境重點 

A. 

生長、發

展與體適

能 

體適能/傑克好

適能  

上肢、下肢

肌力與體適

能元素、適

能遊戲 

第一節 二人跑跳：心肺與肌耐力 

第二節 穿越障礙：肌力與肌耐力 

第三節 循環闖關 1：FITT 原則 

第四節 循環闖關 2：有氧、無氧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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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素養導向體育教材研發成果彙整-第三學習階段 (續) 

主題名稱 次項目/單元 主要教材 遊戲情境重點 

H. 

競爭類型運

動 

b.陣地攻守性

球類 /卯足全

力 

足球：修正

式比賽、攻

守策略 

第一節 攻防概念突破重圍 

第二節 攻防概念：達陣得分 

第三節 攻防概念：前進最前線 

第四節 攻防概念：進攻空地 

第五節 攻防概念：先馳得點 

第六節 攻防概念：王牌快攻手 

I. 

表現類型運

動 

c.民俗運動 /

繩奇傑克好

適能  

跳繩： 1.短

繩:二人一繩

單側迴旋、

轉身迴旋。2.

長繩:進繩、

雙人進繩單

腳跳。3.圓盤

墊:隊形設計

與安排。 

第一節 雙人合作：二人一繩單側迴旋

跳 

第二節 雙人合作：朋友跳 

第三節 團體合作：長繩過山洞 

第四節 個人展現：個人組合 1-5級 

第五節 群體：1-5級動作+雙人長繩 

第六節 雙人合作：二人一繩單側迴旋

跳 

註：取自”素養導向體育教材研發成果”，教育部體育署，2022，體育課好好玩－體育課

程與教學資源網 (https://www.sa.gov.tw/PageContent?n=1187)。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版權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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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設置與檢驗 

(一) 情境興趣量表 

本研究使用涂馨友等 (2019) 體育課情境興趣中文化量表進行測量，包含新

奇、挑戰、專注需求、持續享受、探究意圖等五個向度，共 17題，為李克特五

點量尺。其研究結果獲得 CR在 .78和 .92之間，且 AVE高於 .80，具良好的信

效度。其題項內容陳述，例如：體育課的活動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活動方式；我

願意進一步分析體育課的任務以全面瞭解它。 

(二) 運動心理資本 

本研究使用張文馨與季力康 (2016) 所編製的運動心理資本量表，包含自我

效能、希望感、復原力、樂觀等四個向度，共計 22 題，為李克特五點量尺。其

研究結果總解釋變異量為 61.04%，且 Cronbach’s α介於 .83 和 .91 之間，同

時具有良好的整體適配度。其題項內容陳述，例如：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運動

中的挑戰；面對比賽表現不好時，我還是可以恢復鎮定。 

(三) 信度分析 

Fornell與 Larcker (1981) 主張 Cronbach’s α介在 .70至 .98之間，視為高

度信度，Bagozzia 與 Yi (1988) 則建議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需

達 .7以上較佳。本研究 Cronbach's α皆高於 .90，CR值介於 .93至. 94間，結

果顯示整份問卷信度具有良好的可靠性，見表 3。 

 

表 3 

信度分析彙整表 

構面 M SD Cronbach's α CR 

情境興趣 3.72 0.60 .90 .94 

運動心理資本 3.71 0.73 .9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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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收斂效度分析 

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簡稱 FL) 大於 .6表示具備適合的收斂效度， .7

以上表示收斂效度非常良好，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 AVE) 

應高於 .5以上 (Hair et al., 2019)。本研究各個構面題項在剔除 FL值於 .5 以下

之題項後，FL值介於 .61至 .85間，AVE介於 .51至 .53間，皆符合上述收斂

效度兩項標準，見表 4。 

 

表 4  

收斂效度分析彙整表 

構面 項度 變項 FL AVE 

情境興趣 
新奇 

SI1 .64 .53 

SI2 .80 

SI3 .85 

SI4 .72 

挑戰 
SI5 .72 

SI7 .84 

專注 

需求 

SI8 .61 

SI9 .70 

SI10 .71 

持續 

享受 

SI11 .79 

SI12 .77 

SI13 .66 

探究 

意圖 

SI14 .63 

SI15 .66 

SI16 .75 

構面 項度 變項 FL AVE 

運動 

心理資本 
自我 

效能 

PC1 .83 .51 

PC2 .64 

PC3 .68 

 

 

希望感 

PC8 .61 

PC9 .70 

PC10 .63 

PC11 .65 

PC12 .76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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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收斂效度分析彙整表 (續) 

構面 項度 變項 FL AVE 

運動 

心理資本 
復原力 

PC13 .81 .51 

PC14 .74 

PC16 .78 

樂觀 
PC20 .62 

PC21 .72 

 

(五) 區別效度分析 

藉以因素分析所獲得因素間相關係數，與收歛效度所得之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 作為判斷依據。Hair 等 (2019) 主張一構面因素之 AVE 開根號值，必須

大於該因素與其它所有因素的相關係數之絕對值。當兩構面因素間相關程度越低，

代表越具有區別效度 (吳萬益、林清河，2002)。本研究各構面 AVE之平方根介

在 .45至 .91，皆高於該構面和其他構面的相關係數，表示該構面獨立，見表 5。 

 

表 5 

本研究區別效度分析表 

構面 項

目

數 

新 

奇 

挑 

戰 

專注

需求 

持續

享受 

探究

意圖 

自我

效能 

希 

望 

感 

復 

原 

力 

樂 

觀 

新奇 4 (.75)         

挑戰 2 .53 (.78)        

專注 

需求 
3 .53 .37 (.89) 

      

持續 

享受 
3 .61 .38 .68 (.9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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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研究區別效度分析表 (續) 

構面 項

目

數 

新 

奇 

挑 

戰 

專注

需求 

持續

享受 

探究

意圖 

自我

效能 

希 

望 

感 

復 

原 

力 

樂 

觀 

探究 

意圖 
3 .58 .29 .76 .76 (.82)     

自我 

效能 
3 .32 .32 .48 .49 .50 (.69)    

希望感 5 .52 .39 .63 .53 .69 .64 (.67)   

復原力 3 .40 .29 .44 .36 .50 .51 .61 (.60)  

樂觀 2 .43 .12 .48 .47 .57 .67 .64 .49 (.45)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 SPSS 25.0 進行分析，採用 Cronbach’s α係數檢驗內部因素的一

致性，並由 AVE 和 FL 來進行收斂效度判別。後以皮爾森積差相關進行關聯性

探討，再藉由典型相關分析進一步瞭解變項之間所具之關係程度。本研究之統計

顯著值以α = .05為基本設定，從中所獲之整體分析結果，作為研究討論之依據。 

 

參、結果 

 

一、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藉由 Pearson 相關分析判別情境興趣與運動心理資本間的線性相關程度，其

中相關係數介於-1 與 1之間，正負符號表示相關的方向性。在 Pearson 中的 r 值

本身就為效果量之意義，依據 Cohen (1988) 的經驗法則，r值之小、中、大的效

果量標準分別為 .1、.3 及 .5。本研究結果顯示，情境興趣中的「新奇」、「專注

需求」、「持續享受」和「探究意圖」皆與運動心理資本的四個子構面呈正相關 (p 

< .01)。情境興趣中的「挑戰」與運動心理資本中的「自我效能」和「希望感」

呈負相關 (p < .05)。相關係數介於 .20 ~ .69 之間，見表 6。顯示本次參與 QPE

課程教學的學習者之情境興趣與運動心理資本呈現中高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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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情境興趣與運動心理資本相關分析表 

構面 
情境興趣 

因素 新奇 挑戰 專注 

需求 

持續 

享受 

探究 

意圖 

運動心

理資本 

自我 

效能 
.32**  -.20* .48** .49** .50** 

希望感 .52**  -.24* .63** .53** .69** 

復原力 .40** -.13 .44** .36** .50** 

樂觀 .43** -.14 .48** .47** .57** 

註：*p < .05, **p < .01, ***p < .001 

 

二、典型相關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兩變項中子變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再以典型相關 (canonical 

correlation) 分析，同時處理二組變項中分別的子變項，以瞭解之間所具有的相關

強度。透過建構二組變項的典型方程，使情境興趣與運動心理資本間的變異量極

大化，從中更縝密解釋二組變項之間存在的關聯，並分析各組變項對典型方程的

作用。由於典型變數之對數的決定原則為取第一組或第二組變數中的變數個數之

最小值，本研究所屬自變項 (情境興趣) 有 5個子變項，依變項 (運動心理資本) 

有 4 個子變項，故其典型相關係數有四對 [min(4,4) = 4]。在一般變項之間 ρ 達

顯著水準有一組以上的可能，於是，第一組變項為 (χ1,η1)，第二組變項則為 

(χ2,η2)，以下依此類推。若兩構面的典型權重符號相同，表示兩構面之間成正相

關；反之，符號不同代表兩構面之間成負相關。經考驗結果，發現情境興趣與運

動心理資本之間只有「TO1」一個典型相關係數達顯著，Λ = 0.38，F = 5.06，ρ = 

0.75 (p < .01)，且 ρ² = 0.57 > 0.1 符合解釋標準，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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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情境興趣與運動心理資本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統計摘要 TO1 TO2 TO3 TO4 

Wilk’s L 值 0.38 0.89 0.98 0.99 

F值  5.06 0.94 0.28 0.01 

自由度 df     20     12      6     2 

相關係數 ρ  0.75*** 0.31 0.13 0.04 

ρ2 0.57 0.09 0.02 0.00 

統計摘要 TO1 TO2 TO3 TO4 

顯著性 0.00 0.51 0.95 0.99 

控制變項 

(X變項) 

典型因素 

X1 

效標變項 

(Y變項) 

典型因素 

η1 

 

新奇 0.71 自我效能 0.66  

挑戰 0.49 希望感 0.97  

專注需求 0.85 復原力 0.72  

持續享受 0.71 樂觀 0.76  

探究意圖 0.94 - -  

解釋變異量 54.28% 解釋變異量 35.35%  

重疊量 30.97% 重疊量 61.94%  

註：*p < .05, **p < .01, ***p < .001 

 

從上表可知，本研究所屬情境興趣 5 個自變項與典型變項 X1的相關

係數顯示，「新奇」、「專注需求」、「持續享受」和「探究意圖」均在.6 以

上，表示此四個自變項與典型變項有中高度相關，但「挑戰」只有.49 左

右，表示此自變項與典型變項有中度相關。而運動心理資本 4個依變項，

線性組合只有一個典型變項 η1，「希望感」與典型變項 η1 的相關係數均

在.8以上，表示有高相關，在「自我效能」、「復原力」和「樂觀」的相關

係數也有.6以上的中高度相關。另外，情境興趣可以解釋運動心理資本有

54.28%的變異量。在情境興趣各變項中權重由高至低，依序為「探究意圖」

(.94)、「專注需求」(.85)、「新奇」和「持續享受」同為 (.71)、「挑戰」(.49)；

在運動心理資本各變項中權重由高至低，依序為「希望感」(.97)、「樂觀」

(.76)、「復原力」(.72)、「自我效能」(.66)，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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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情境興趣與運動心理資本典型相關分析路徑圖 

 

由典型相關分析結果得知，參與素養導向體育課程教學的國小高年級

學童在情境興趣中的「探究意圖」反應程度最高；對運動心理資本的相關

系強度，以「希望感」的程度最明顯。 

 

肆、討論 

 

本研究採單一橫斷研究，以素養導向體育課程教學為背景對國小高年級學童

的情境興趣及運動心理資本之關係進行探討，並瞭解兩構面中子變項之間的關係

強度，試圖對 Green (2019) 「發展身體素養潛在議題」影響學童心理正負效應之

變化作出推論解釋。 

一、情境興趣與運動心理資本之關係 

就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而言，本研究依據情境興趣理論觀點及 Green (2019) 實

徵研究之發現 (Green et al., 2018; Hidi & Renninger, 2006)，結合了正向心理學理

.71 

.85 

.71 

.94 

情

境

興

趣 

 

0.78*** 

 

運

動

心

理

資

本 

X1 η1 新奇 

專注需

求 

持續享

受 

探究意

圖 

自我效

能 

復原力 

希望感 

樂觀 

.66 

.72 

.97 

.76 

挑戰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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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心理資本之概念，建立情境興趣與心理資本之關係模式，該模式假定在素養

導向體育課程教學中，學習者的情境興趣與心理資本具有正向關聯性。根據研究

結果顯示，學童在素養導向體育課程中之情境興趣的「新奇」、「專注需求」、「持

續享受」和「探究意圖」皆與運動心理資本的「自我效能」、「復原力」、「希望感」、

「樂觀」達正相關。不過，情境興趣中的「挑戰」只與運動心理資本中的「自我

效能」和「希望感」達正相關，與「復原力」和「樂觀」未顯著。在過去研究發

現，情境興趣與學習動機、學習成就及自我效能呈正相關 (林啟超、謝智玲，2018；

黃筠婷、程炳林，2021；Chen et al., 2021; Nuutila et al., 2021)，情境興趣可以正

向預測學習者對知識獲取的渴望及認知參與 (Rotgans & Schmidt, 2014; Zhu et al., 

2009)，而與無聊、焦慮、壓力、認知負荷及任務難度呈負相關 (Alberts et al., 2022; 

Liu et al., 2022; Omori & Nagai, 2015)。縱使先前研究已有許多類似發現，但很少

有研究將此些概念作出連結，更鮮少有研究關注學童在體育課中的心理資本狀態，

體育課相對於室內課程有更多自我技術挑戰及競爭遊戲的機會 (洪維辰，2021)。 

故本研究進一步以典型分析探討情境興趣與運動心理資本是學習者感受到

當下環境中的某些條件及刺激後，發現情境興趣中最具強度的是「探究意圖」；

而運動心理資本中受「希望感」的作用最大。由此提出證據解釋學童若能維持體

育課中的探究意圖，將有助於提高希望感。換言之，在學童參與本次〈傑克好適

能〉、〈卯足全力〉及〈繩奇傑克好適能〉的素養導向體育課程能引發其情境興趣

裡較高的探究意圖，而促進學童在運動心理資本裡的希望感，使其在競賽遊戲或

自我鍛鍊時遇到挫折無助的狀態，雖不確定但仍相信最終愉悅的情感會出現。 

二、與身體素養之連結 

建立學生身體素養之意識為體育教師之使命，但目前對培養身體素養之做法

尚未訂定統一的標準，且於教學現場實施和體育教師的接受度乃為另一項挑戰。

在依循 QPE 教材示例的指引和推動下，本次研究試圖從「發展身體素養潛在議

題矩陣圖」出發，找尋關鍵的尋蛛絲馬跡。在素養導向體育教學中，以核心素養

與身體素養共同構成，並推導出體現、情境、共創與整合等相互依存的觀點 (掌

慶維，2018)。 

本研究在體現觀點中，重視學習者在 QPE 學習歷程的主體性，關注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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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過程所產生的興趣狀態；在情境觀點中，重視在 QPE 學習歷程中身體與情

境的多樣態互動；在共創觀點中，透過 QPE 課程與教學的促進，使學生、教師

和教材之間動態平衡；最後，在整合觀點中，關注學生於 QPE 學習歷程所產生

的心理資本與動機、信心、身體能力及知識與理解的連結性。本研究基於情境興

趣理論和正向心理學理論的主張，試圖與身體素養的價值做出連結，以瞭解之間

可能存在的關係使其在推論過程更加明確。此一作法，是過去興趣研究和體育教

學研究很少能看到的交織結果，顯示本研究應具有價值和貢獻。教學現場的體育

教師可藉由實施 QPE教材促進情境興趣引導學習者正向發展「動機」、「信心」、

「身體能力」和「知識與理解」，在教師有效使用教材和策略引導下，學生亦有

可能藉由心理資本的產生適應學習過程中的「冷漠」、「焦慮」、「挫折」和「不得

其門而入」。此研究結果亦可運用在其他素養導向體育課程主題上產生良性的學

習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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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目前國內尚未針對 Green (2019) 提出之身體素養發展潛在議題進行探討，

本研究期望以相關分析瞭解素養導向體育課程教學對國小學童的情境興趣與運

動心理資本之關係，試圖對個體在身體素養發展所遇之潛在議題進行解釋。本研

究初步發現在素養導向體育課程教學下可能引發情境興趣中較多的探究意圖，並

對體育課中的自我挑戰或遊戲競賽有更高的希望感，此結果可能有利於學童在經

歷身體素養發展潛在議題時能有效因應。本研究之發現可作為未來國內培養學生

發展身體素養旅程時之參考依據，亦可對未來進行準實驗研究提供有效證據。 

二、建議 

(一) 教學上的建議 

首先，本研究發現素養導向體育課程中的情境興趣和運動心理資本具正向

關聯性，學生的情境興趣能促進其心理資本狀態，而擁有較高探究意圖的學生在

運動競賽和個人鍛鍊時遇挫折後能產生的希望感也相對較高。因此，建議教師在

使用 QPE 教材設置活動情境及引導教學活動時，儘可能設法提升學生的探究意

圖或對學習該項運動的好奇程度，如此可維持此二者的正向循環關係。其次，教

師在執行 QPE 教材時應充分發揮異質分組的方式，藉由同儕互助合作誘發學生

的團隊合作價值、提升心理資本，如此亦可促進學生團結的正向循環。若是在個

人技術練習時，建議確實執行差異化的練習讓學生有依自身能力選擇適合的練習

活動，使每位學生皆能獲得自我效能及成就感，避免造成無聊、壓力和冷漠的學

習經驗。如此應可解開無趣情緒與造成身體素養發展負向議題的負向循環關係。

整體而言，體育教師可以透過使用 QPE 教材或符合情境化、差異化及脈絡化的

教學設計來提升學生的情境興趣和運動心理資本，以順利發展身體素養。 

(二) 研究上的建議 

首先，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侷限於單一學校、單一區域，

涵蓋範圍較小，研究結果的推論上受到考驗。建議未來可擴大範圍至其他地區，

進一步對照並比較差異性，建立更完善的實證資料後，能使研究具更高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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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研究變項上，本研究考量學童在填答題數的負荷情形，僅納入情境興趣

與運動心理資本，後續研究可加入更多變量因子，如學習成效、競賽焦慮、運動

幸福感和身體活動量等，以建構更完整的結構模式。第三，本研究目前只以三個

主題課程進行，無法概化至所有素養導向體育課程主題。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

可實施其他類型的主題活動和增加樣本數量，以檢視變項之間的關係，使理論更

具實證性和周延性。第四，本研究以單一橫斷研究的方式進行，但仍有許多實驗

法上的不足，建議未來研究可加入實驗組與對照組或以前測及後測的方式加以探

究，提升研究結果更加完整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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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tuational interest and 

spor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under a competency-orient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o address how to adapt to the potential issues in developing physical 

literacy. Method: A purposive sampling of 127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as 

conducted, who participated in a 9-week, 16-session competency-orient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 total of 104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SPSS 25.0. Results: The "exploratory 

intention" in situational interest among students was found to have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the "sense of hope" in spor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nclus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etency-orient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eachers can enh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situational interest and sports 

psychology, which will be beneficial for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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