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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生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關係之研究 

魏鈺庭、楊峰州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高職學生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之相關情形。以台

中市某私立高職餐旅群學生為研究對象，採便利抽樣的方式實施問卷調

查，以「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及自編之「高職生休閒運動偏好量

表」為研究工具。調查期間共發出問卷 300 份，共回收有效問卷 255 份，

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5%。研究方法以描述統計、探索式因素分析、獨立樣

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事後比較、皮爾森積差相關等統計方

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高職餐旅群學生整體人格特質最傾

向「社會型」，最不具「研究型」；整體休閒運動參與頻率為「每週一到兩

次」，以「球類運動」的喜好程度最高。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人格特

質上，不同性別、科別、運動頻率等，部分有顯著差異。三、不同背景變

項的學生在休閒運動偏好上，不同性別、年級、運動頻率等，部分有顯著

差異。四、高職餐旅群學生的人格特質和休閒運動偏好呈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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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進步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人們的生活型態有了

很大的轉變，根據研究顯示，上網時間對高中職生體適能及運動狀況均為

負相關，對其身體健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黃仁志，2013）。然而，許許多

多的因素，包含學業的壓力及升學主義的考試制度等，致使高中職生利用

課餘或閒暇時間從事運動的比率偏低。教育部自 1998 年開始推動「提升

學生體適能中程計畫（簡稱 333 計畫）：每週運動 3 次、每次運動 30 分鐘、

每一次運動心跳率達每分鐘 130 下」以增進身體適應生活之能力。「學校

體育是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的重要關鍵，也是提升國民體能的基礎，並將發

展適性體育、提升學生身體活動量與養成終身運動習慣列為學校體育發展

的核心指標」（教育部體育署， 2013）。  

《國民體育法》於 2013 年 12 月 11 日修正公布，其中第 6 條第 1 項

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並應安排學生在校期

間，除體育課程時數外，每日參與體育活動之時間，每週應達 150 分鐘以

上。」藉由法規的修正，教育部體育署於 2014 年開始推動 SH150 方案，

「 S 代表  Sports，H 代表  Health， 150 代表除體育課程時數外，每日參與

體育活動之時間，每週應達 150 鐘以上。」希望藉由晨間、課間、空白課

程及課後時間增加學生身體活動，提升各級學校學生參與運動的動機及興

趣，並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以達到全人健康。可見政府積極推動許多運

動相關政策及目標，但依據《 104 學年度台灣各級學校學生運動參與情形

調查報告》資料顯示，高中職學生每週在校運動時間（不含體育課）累計

達 150 分鐘比率、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參與運動社團情形皆

低於大專院校及國中小之學生（教育部體育署，2017）。因此，本研究將以

高職生作為研究對象，然而，高職共有十五種職群，多達近一百個科別，

本研究限於時間、人力、經費等因素，僅挑選餐旅群學生為研究對象，研

究結果無法推論至所有職群之高職學生。  

「青少年時期為身體的快速成長期，規律運動可以維持良好的身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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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加適應環境的能力、減少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疾病的風險、降低高血

壓的風險、幫助預防及改善糖尿病、改善下背部或其他肌肉骨骼的問題、

減少肥胖及其併發症、降低罹患骨質疏鬆症等。」（教育部體育署，2013）。

經研究證實，「人們在運動時會產生多巴胺、血清素和正腎上腺素等物質，

對 IQ（智力商數）EQ（情緒管理商數）和 HQ（健康商數）都有正向的影

響。」（謝維玲譯， 2009）。休閒運動是發展社會人際、增進健康、培養積

極生活方式以及促進道德發展的重要途徑，其效益涵蓋了生理效益、心理

效益、社交效益  （張見文，2012）。Emmons (1986)等人指出，每個人會依

照自己的人格特質及動機去選擇休閒情境。Yang (2003)認為人格特質對於

休閒運動的選擇具有密切關係。然而，學校體育肩負著休閒教育的責任，

規劃多元的體育課程與建立學生正確的休閒運動觀念，為一個重要的目標

（陳俊民，2002）。為了解高職生的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之關係，並將

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政府機關規劃學校體育政策以及高職學校在

體育相關課程安排上之參考，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運動參與比率、促

進身心健康發展、培養良好的體適能、提升學習成效、建立健康生活型態，

為本研究探究之重點。  

二、  研究目的 

（一）瞭解餐旅群學生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情形，並依不同背景

變項進行探討與分析。  
（二）分析餐旅群學生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間之相關情形。  
（三）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作為政府機關規劃體育相關政策

及學校課程安排之參考。  

三、  文獻探討 

（一）休閒運動類型  
沈易利（ 1998）將休閒運動定義為，在閒暇時以動態性身體活動

之方式，選擇具有健身性、遊戲性、娛樂性、消遣性、創造性、放鬆

性等，以達身心健康與紓解壓力目的之運動（不包括觀賞運動比賽）。

黃金柱、林志成（ 1999）認為  ，休閒運動是在自由休閒時間內，為獲

得本身樂趣，經由選擇參與的體能性運動或娛樂性運動，可區分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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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運動」、「戶外運動」、「民俗性運動」、「舞蹈類運動」、「健身運動」、

「技擊運動」、「水中暨水上運動」、「空中運動暨其他休閒性運動」等。

陳麗華（ 1991）將休閒運動分為「雙人球類運動」、「健康及適能性運

動」、「團體球類運動」、「舞蹈及體操性運動」、「娛樂性運動」、「速度

性運動」、「防衛性運動」、「技擊性運動」。  

本研究參考多位學者的分類與研究，將本研究之休閒運動偏好分

為：「球類運動」、「雙人球類運動」、「團體球類運動」、「技擊運動」、

「水上運動」「戶外運動」、「休閒與民俗運動」、「舞蹈及體操運動」共

八個類型。  

（二）人格特質理論  
Costa 與 McCrae (1992)認為人格是指一個人內部相當持久且穩定

的特質、性格或特徵，是決定個人「思想與行為」的獨特型式  (Allport，

1961)。關於人格特質的理論與測驗工具不勝枚舉，本研究所探討之人

格特質係採用 Holland (1985)提出的類型論  ( typology theory)，其認

為「職業興趣的選擇代表個人人格特質的延伸，個人會被某些能滿足

其需求和角色認定的特定職業所吸引，同時也影響了學習興趣、工作

職務、嗜好以及休閒活動上的偏好」，因此根據個人對職業的印象和推

論，將人們和工作環境做特定的歸類，將人格分為六大類型：實用型

(Realist ic)、研究型 (Investigative)、藝術型 (Artist ic)、社會型 (Social)、

企業型 (Enterprising)、和傳統型 (Conventional)，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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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格興趣類型  

類型  說明  

實用型  
情緒穩定、有耐性、坦承直率、寧願行動不喜多言，喜歡在講求實際，需要動手環

境中從事明確固定的工作，依既定的規則一步一步地製造完成有實際用途的物品。 

研究型  
擅於觀察、思考、分析、推理，喜歡用頭腦依自己的步調解決問題，並追根究底。

工作時不喜歡有很多規矩和時間壓力，能提出新的想法和策略，但對實際解決問題

的細節較無興趣。 

藝術型  
直覺敏銳、擅於表達和創新。希望藉文字、聲音、色彩或形式來表達創造力和美的

感受。喜歡獨立作業，但也不喜歡被忽略，在無拘無束的環境下工作效率最好。 

社會型  
對人和善、容易相處，關心自己和別人的感受，喜歡傾聽和瞭解別人，也願意付出

時間和精力去解決別人的困擾。喜歡教導別人，並幫助他人成長。 

企業型  
精力旺盛、生活緊湊、好冒險競爭，做事有計畫並立刻行動。不願花太多時間做科

學研究，希望擁有權力去改善不合理的事。擅用說服力和組織能力，希望自己的表

現被他人肯定，並成為團體的焦點人物。 

事務型  
個性謹慎、做事講求規矩和精確。喜歡在有清楚規範的環境下工作。做事按部就

班、精打細算，給人的感覺是有效率、精確、仔細、可靠而有信用。 

資料來源：簡茂發、林一真、陳清平、區雅倫、劉澄桂、  舒琮慧（ 2007）。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使用手冊」， p.22~23。  

 

（三）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相關研究  
人們從事休閒運動，主要目的在於滿足某些心理層面的需求，黃

金柱等（ 1999）指出，個人內在的心理因素為影響人們參與休閒運動

的重要因素，而心理的因素包含了人格、動機、學習、知覺和態度等。

張清標、鄭玉珠、劉彥良（ 2009）指出「人格特質所展現出個人身心

特徵之差異，往往決定休閒型態之選擇」，因此，人格特質會影響休閒

活動偏好；人格特質對於休閒活動的選擇及參與具有顯著的相關與正

向影響（簡玉惠、黃于庭、許志賢，2013）；人格特質和休閒運動參與

具有顯著相關（彭日英、黃于庭、許志賢，2014）。綜合上述相關文獻

探討後發現，不同的人格特質會產生不同的個人偏好，對於休閒運動

的偏好與選擇也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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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台中市某高級中學職業類科餐旅群學生，採便利抽樣

方式進行選取，共計發放問卷 300 份，回收問卷 276 份，經刪除填答不完

整之問卷後，有效問卷計有 25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5%。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並且使用兩種評量工具，茲分述如下。  
（一）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簡稱 CEEC 興趣量表）  

本研究使用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於民國 94 年修訂版的「大學入學

考試中心興趣量表」，此量表之編製觀念係參考 Holland (1985)的類型

論並改編自其職業性向量表。本量表總共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

我喜歡做的事 (1-126)、第二部分：我喜歡的職業 (127-198)、第三部分：

「抓週」的獻禮：六個生涯錦囊 (199-201) ，共計 201 題。  

依據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提供之信效度分析結果顯示：信度方面：

1.  重測信度介於 .83 ~ .89 之間。 2. 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介於 .94 ~ .95

之間。效度方面： 1.建構效度：以多元特質多重方法分析，顯示本量

表具有合理的聚斂效度與區辨效度。 2.效標關聯效度：具有預測效度

及同時效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二）高職生休閒運動偏好量表  
本量表內容包含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

分為「高職生休閒運動偏好量表」，第三部分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

趣量表測驗結果同意書」。第二部分「高職生休閒運動偏好量表」係參

考各出版社之「職校體育課本」所列之運動項目，從中選出 25 個作

為本量表之休閒運動項目，各題目的衡量方式皆採李克特 (Likert)四點

量尺記分，  區分為「非常不喜歡」、「不喜歡」、「喜歡」、  「非常喜

歡」，分別給予 1-4 分，分數越高代表該學生對該休閒運動項目喜好越

高，共計 2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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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表經研究對象施測後，將所得有效樣本資料進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資料之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統計量為 0.756，且 Bartlett 球型

檢定為 2332.674（ p< 0.001），顯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以主成份

法進行因素分析，採取最大變異正交轉軸，保留特徵值大於 1.0 之因

素，刪除因素負荷量小於 0.5 之題項，故刪除 3 個題項（撞球、飛輪、

高爾夫球），共剩下 22 題，並分成八個因素，其中第一個因素包含田

徑和路跑，依特性將其歸類為「戶外運動」；第二個因素包含游泳，將

其歸類為「水上運動」；第三個因素包含跆拳道、空手道、太極拳，將

其歸類為「技擊運動」；第四個因素包含籃球和排球，將其歸類為「球

類運動」；第五個因素包含羽球、網球、桌球，將其歸類為「雙人球類

運動」；第六個因素包含棒球、壘球、足球，將其歸類為「團體球類運

動」；第七個因素包含韻律體操、體操、啦啦隊，將其歸類為「舞蹈與

體操運動」；第八個因素包含自行車、攀岩、跳繩、拔河、扯鈴，將其

歸類為「休閒與民俗運動」。八個構面可解釋總變異量之 65.34%，總量

表之 Cronbach’s  值為 0.802，顯示此研究工具具有良好之信效度。  

三、  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回收之有效問卷經編碼後，利用 SPSS 套裝軟體進行統

計分析。本研究中所運用之資料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信度分

析、探索式因素分析、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事

後比較、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參、結果 

一、  受試者個人背景變項分析 

本研究 255 位受試者之基本資料分析，男性有 128 位，占 50.2%；女

性有 127 位，占 49.8%。二年級有 100 位，占 39.2%；三年級有 155 位，

占 60.8%。觀光科有 76 位，占 29.8%；餐飲科有 179 位，占 70.2%。運動

頻率每週不到一次有 97 位，占 38%；每週一到兩次有 109 位，占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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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三次含以上有 49 位，占 19.2%，如表 2 所示。  

表 2  個人背景變項次數分配表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28 50.2 
女  127 49.8 

年級  
二年級  100 39.2 
三年級  155 60.8 

科別  
觀光科  76 29.8 
餐飲科  179 70.2 

運動  
頻率  

每週不到一次  97 38.0 
每週一到兩次  109 42.7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19.2 
合計   255 100 

二、  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分析 

（一）人格特質分析  
餐旅群學生人格特質整體構面之平均數為 43.07 分。由高至低分

依序為「社會型」、「藝術型」、「企業型」、「實用型」、「事務型」、「研

究型」，如表 3 所示。  

表 3  人格特質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人格特質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社會型  49.82 15.78 1 
藝術型  49.77 16.07 2 
企業型  45.16 15.69 3 
實用型  39.89 16.16 4 
事務型  38.51 15.62 5 
研究型  35.29 15.07 6 

人格特質總量表  43.07 15.73 N=255 

 

（二）休閒運動偏好分析  
餐旅群學生在整體休閒運動偏好的平均數為 2.60 分，以「球類運

動」的喜好程度最高，而「舞蹈與體操運動」的喜好程度最低，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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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休閒運動偏好描述摘要表  

休閒運動偏好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球類運動  3 .04 0.62 1 

雙人球類運動  2 .98 0.52 2 
水上運動  2 .84 0.87 3 

休閒與民俗運動  2 .66 0.48 4 
團體球類運動  2 .43 0.64 5 

戶外運動  2 .41 0.68 6 
技擊運動  2 .23 0.63 7 

舞蹈與體操運動  2 .18 0.63 8 
休閒運動偏好總量表  2 .60 0.63 N=255 

 

（三）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人格特質差異性考驗  
1 .  性別方面  

不同性別的餐旅群學生在人格特質各因素構面中，男學生在

「實用型」與「研究型」構面的人格特質程度高於女學生，顯示男

生較喜歡運用工具或機械從事明確固定的工作，以及運用複雜和

抽象的邏輯思考的能力去解決問題，如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性別在人格特質之 t 考驗摘要表  

變項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實用型  
男性  128 46.68 15.45 7.41*** 
女性  127 33.06 13.85  

研究型  
男性  128 40.63 14.38 6.06*** 
女性  127 29.91 13.83  

藝術型  
男性  128 48.61 16.44 -1.16 
女性  127 50.94 15.67  

社會型  
男性  128 49.25 16.16 -0.57 
女性  127 50.39 15.43  

企業型  
男性  128 46.76 14.90 1.64 
女性  127 43.54 16.35  

事務型  
男性  128 39.07 14.39 0.57 
女性  127 37.95 16.82  

***p< .001 

 

2.  年級方面  

不同年級的餐旅群學生在人格特質各因素構面中均無顯著差

異，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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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年級在人格特質之 t 考驗摘要表  

變項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實用型  
二年級  100 39.57 15.90 -0.26 .798 
三年級  155 40.10 16.38   

研究型  
二年級  100 36.41 15.22 0.95 .342 
三年級  155 34.57 14.98   

藝術型  
二年級  100 49.11 14.45 -0.54 .587 
三年級  155 50.19 17.07   

社會型  
二年級  100 49.85 16.27 0.03 .978 
三年級  155 49.79 15.50   

企業型  
二年級  100 45.32 15.04 0.13 .894 
三年級  155 45.05 16.15   

事務型  
二年級  100 38.12 14.56 -0.32 .750 
三年級  155 38.76 16.31   

 

3.  科別方面  

不同科別的餐旅群學生在人格特質各因素構面中，餐飲科學

生在「實用型」構面之人格特質程度高於觀光科學生，顯示餐飲科

學生喜歡在動手操作的環境中學習；觀光科學生在「社會型」與

「企業型」構面之人格特質高於餐飲科學生，顯示觀光科學生喜歡

與人相處、協助人們解決問題，以及對提供人群服務感到興趣，如

表 7 所示。  

表 7  不同科別在人格特質之 t 考驗摘要表  

變項  科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實用型  
觀光科  76 35.26 14.33 -3.03** .003 
餐飲科  179 41.86 16.53   

研究型  
觀光科  76 33.21 13.22 -1.44 .151 
餐飲科  179 36.17 15.74   

藝術型  
觀光科  76 50.46 14.78 0.45 .655 
餐飲科  179 49.48 16.62   

社會型  
觀光科  76 54.97 15.33 3.48*** .001 
餐飲科  179 47.63 15.49   

企業型  
觀光科  76 48.90 13.75 2.50* .013 
餐飲科  179 43.57 16.23   

事務型  
觀光科  76 39.86 15.27 0.90 .371 
餐飲科  179 37.94 15.78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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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動頻率  

不同運動頻率的餐旅群學生在人格特質的「實用型」、「研究

型」、「企業型」、「事務型」因素構面上達顯著差異，「企業型」人

格有較高的運動頻率，如表 8 所示。  

表 8  不同運動頻率在人格特質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運動頻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實用型 
每週不到一次 97 35.08 15.92 7.44*** .001 

2>1 
3>1 

每週一到兩次 109 42.28 15.42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44.06 16.35   

研究型 
每週不到一次 97 31.33 15.71 5.60** .004 

2>1 
3>1 

每週一到兩次 109 37.70 13.34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37.78 16.01   

藝術型 
每週不到一次 97 50.13 17.50 0.09 .915 

 每週一到兩次 109 49.28 13.91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50.14 17.84   

社會型 
每週不到一次 97 48.23 18.42 1.01 .364 

 每週一到兩次 109 51.35 12.35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49.55 16.88   

企業型 
每週不到一次 97 41.57 17.50 4.30* .015 

2>1 每週一到兩次 109 47.72 13.18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46.57 16.02   

事務型 
每週不到一次 97 35.01 16.57 6.14** .003 

2>1 每週一到兩次 109 42.31 14.03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36.98 15.48   

*p< .05； **p< .01； ***p< .001 
註： 1：每週不到一次； 2：每週一到兩次； 3：每週三次（含）以上  

 

（四）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休閒運動偏好差異性考驗  
1 .  性別方面  

不同性別的餐旅群學生在休閒運動偏好的「戶外運動」、「技擊

運動」、「舞蹈與體操運動」、「球類運動」、「團體球類運動」類型達

顯著差異。男學生在「戶外運動」、「技擊運動」、「球類運動」、「團

體球類運動」的休閒運動偏好較女學生高；女學生在「舞蹈與體操

運動」的休閒運動偏好較男學生高，顯示女學生對於欣賞及表演性

質的運動項目有較高的喜好，如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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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不同性別在休閒運動偏好之 t 考驗摘要表  

變項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戶外運動  
男性  128 2.59 0.67 4.38*** .000 
女性  127 2.23 0.63   

水上運動  
男性  128 2.88 0.84 0.81 .421 
女性  127 2.80 0.89   

技擊運動  
男性  128 2.36 0.68 3.24*** .001 
女性  127 2.11 0.55   

球類運動  
男性  128 3.20 0.63 4.10*** .000 
女性  127 2.89 0.57   

雙人球類運動  
男性  128 3.04 0.48 1.72 .086 
女性  127 2.92 0.56   

團體球類運動  
男性  128 2.65 0.64 5.89*** .000 
女性  127 2.21 0.56   

舞蹈與體操運動  
男性  128 2.00 0.59 -4.71*** .000 
女性  127 2.36 0.62   

休閒與民俗運動  
男性  128 2.66 0.47 0.10 .923 
女性  127 2.66 0.49   

***p< .001 

 

2.  年級方面  

不同年級的餐旅群學生在休閒運動偏好的「戶外運動」、「技擊

運動」、「團體球類運動」類型達顯著差異。二年級學生在「戶外運

動」、「技擊運動」、「團體球類運動」的休閒運動偏好較三年級學生

高，如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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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不同年級在休閒運動偏好之 t 考驗摘要表  

變項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戶外運動  
二年級  100 2 .53 0 .70 2 .13* .034 
三年級  155 2 .34 0 .65   

水上運動  
二年級  100 2 .76 0 .85 -1 .17 .241 
三年級  155 2 .89 0 .87   

技擊運動  
二年級  100 2 .33 0 .59 2 .04* .042 
三年級  155 2 .17 0 .64   

球類運動  
二年級  100 3 .09 0 .62 0 .90 .367 
三年級  155 3 .01 0 .63   

雙人球類運動  
二年級  100 2 .94 0 .54 -0 .99 .324 
三年級  155 3 .01 0 .52   

團體球類運動  
二年級  100 2 .53 0 .63 2 .03* .043 
三年級  155 2 .37 0 .64   

舞蹈與體操運動  
二年級  100 2 .18 0 .59 0 .05 .964 
三年級  155 2 .18 0 .66   

休閒與民俗運動  
二年級  100 2 .71 0 .43 1 .20 .231 
三年級  155 2 .63 0 .51   

*p< .05 

3.  科別方面  

不同科別的高職學生在休閒運動偏好的類型均無顯著差異，

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不同科別在休閒運動偏好之 t 考驗摘要表  

變項  科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戶外運動  
觀光科  76 2.39 0.68 -0.36 .717 
餐飲科  179 2.42 0.68   

水上運動  
觀光科  76 2.96 0.87 1.46 .145 
餐飲科  179 2.79 0.86   

技擊運動  
觀光科  76 2.17 0.53 -1.12 .307 
餐飲科  179 2.26 0.66   

球類運動  
觀光科  76 3.03 0.60 -1.40 .890 
餐飲科  179 3.04 0.63   

雙人球類運動  
觀光科  76 2.93 0.52 -1.09 .276 
餐飲科  179 3.00 0.53   

團體球類運動  
觀光科  76 2.46 0.60 0.52 .601 
餐飲科  179 2.42 0.66   

舞蹈與體操運動  
觀光科  76 2.22 0.60 0.69 .494 
餐飲科  179 2.16 0.64   

休閒與民俗運動  
觀光科  76 2.61 0.44 -1.16 .248 
餐飲科  179 2.68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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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動頻率  

不同運動頻率的高職學生在休閒運動偏好之「戶外運動」、「球

類運動」、「團體球類運動」類型達顯著差異。經 Scheffé 法事後比

較得知，「每週三次（含）以上」在「戶外活動」類型之偏好程度

較「每週不到一次」高，顯示運動頻率較高者偏好「戶外運動」類

型之休閒運動；「每週一到兩次」在「團體球類運動」類型之偏好

程度較「每週不到一次」高，顯示運動頻率次高者偏好「團體球類

運動」類型之休閒運動。而「球類運動」經 Scheffé 法事後比較發

現無差異組別，如表 12 所示。  

表 12  不同運動頻率在休閒運動偏好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因素構面  運動頻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戶外運動  
每週不到一次 97 2.26 .69 4.54** .012 3>1 
每週一到兩次 109 2.46 .63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2.59 .70    

水上運動  
每週不到一次 97 2.71 .84 2.45 .088  
每週一到兩次 109 2.86 .85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3.04 .91    

技擊運動  
每週不到一次 97 2.16 .61 2.30 .102  
每週一到兩次 109 2.22 .62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2.39 .66    

球類運動  
每週不到一次 97 2.92 .61 3.45* .033 n.s .  
每週一到兩次 109 3.09 .59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3.17 .69    

雙人球類

運動  

每週不到一次 97 2.89 .54 2.54 .081 
 每週一到兩次 109 3.04 .49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3.03 .55   

團體球類

運動  

每週不到一次 97 2.29 .60 4.46** .012 2>1 
每週一到兩次 109 2.54 .63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2.48 .69    

舞蹈與體

操運動  

每週不到一次 97 2.27 .72 1.74 .177 
 每週一到兩次 109 2.12 .56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2.12 .58   

休閒與民

俗運動  

每週不到一次 97 2.64 .48 1.40 .249 
 每週一到兩次 109 2.63 .47   

每週三次（含）以上 49 2.76 .49   

*p< .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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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 . :事後比較無法找出差異組別  
註： 1：每週不到一次 2：每週一到兩次 3：每週三次（含）以上  

 

（五）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之相關性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之間關係，依據餐旅

群學生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與「休閒運動偏好量表」，

測得各層面之得分，以 Pearson 積差相關之統計方法來探討人格

特質和休閒運動偏好兩者之關係。「實用型」人格與戶外運動、技

擊運動、球類運動、團體球類運動、休閒與民俗運動呈顯著正相

關，與舞蹈與體操運動呈顯著負相關，顯示實用型人格特質愈高，

對舞蹈與體操運動的偏好愈低；「研究型」人格與戶外運動、水上

運動、技擊運動、團體球類運動呈顯著正相關；「藝術型」人格與

水上運動、技擊運動、團體球類運動、舞蹈與體操運動、休閒與民

俗運動呈顯著正相關；「社會型」人格與團體球類運動、舞蹈與體

操運動、休閒與民俗運動呈顯著正相關；「企業型」人格與水上運

動、技擊運動、團體球類運動呈顯著正相關；「事務型」人格與戶

外運動、球類運動、團體球類運動呈顯著正相關，如表 13 所示。 

表 13  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相關分析表  

變項 
戶外 
運動 

水上 
運動 

技擊 
運動 

球類 
運動 

雙人 
球類 

團體 
球類 

舞蹈與

體操 
休閒與

民俗 
實用型  .239** .072 .242** .198** .105 .329** -.131* .203**
研究型  .195** .173** .188** .081 .091 .221** -.805 .144 
藝術型  .040 .158* .178* .048 .123 .133* .329** .290**
社會型  .061 .077 .119 .066 .113 .156* .160* .183**
企業型  .069 .157* .167** .066 .101 .192** .047 .048 
事務型  .126* .046 .021 .127* .116 .181** -.031 .048 

*p< .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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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  結論 

本研究有效樣本為台中市某高職餐旅群學生，男女學生比例約各占五

成，「餐飲科」學生占六成；「三年級」學生占六成；「每週運動一到兩次」

的學生占四成，且「每週運動三次以上」的學生占不到兩成。在人格特質

方面，平均數以「社會型」得分最高，  其次依序為「藝術型」、「企業型」、

「實用型」、「事務型」而「研究型」得分最低。由此可知，餐旅群學生人

格特質傾向有愛心、喜歡關心他人，並且對於教導人們、協助人們解決問

題、或提供人群服務感到興趣，並喜歡經由討論、團隊合作來解決複雜問

題。究其原因，餐旅類群就科別性質與未來就業方向多傾向與人們接觸之

餐旅服務業，研究結果與該職類特性相符。  

在休閒運動偏好方面，餐旅群學生偏好的休閒運動項目平均數前五高

分依序為羽球、籃球、排球、自行車、桌球，可見餐旅群學生普遍較喜好

團隊合作之「球類運動」，與其人格特質與科別特質具有相關性。在所有運

動項目中，以太極拳、體操、韻律體操偏好程度最低，可見餐旅群學生對

於個人單獨從事之運動項目較不喜愛。此外，大多數學生從事休閒運動之

頻率僅「每週一到兩次」，明顯未達《國民體育法》第六條規定、「 333 計

畫」以及「 SH150 方案」之標準。由此結論建議學校及教育相關單位應多

加重視學生運動量不足之問題，妥善規劃相關配套措施，並嚴格落實執行。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人格特質差異情形發現，不同性別學生在「實用

型」與「研究型」有顯著差異；不同年級學生之人格特質無顯著差異；不

同科別學生在「實用型」、「社會型」、「企業型」有顯著差異；不同運動頻

率學生在「實用型」、「研究型」、「企  業型」、「事務型」有顯著差異。不同

背景變項學生在休閒運動偏好差異情形發現，不同性別學生在「戶外運

動」、「技擊運動」、「舞蹈  與體操運動」、「球類運動」、「團體球類運動」等

類型有顯著差異；不同年級學生在「戶外運動」、「技擊運動」、「團體球類

運動」等類型有顯著差異；不同科別學生之休閒運動偏好無顯著差異；不

同運動頻率之學生在「戶外運動」、「球類運動」、「團體球類運動」等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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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異。  

在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之相關方面，「社會型」人格與「團體球類

運動」、「舞蹈與體操運動」、「休閒與民俗運動」具有顯著正相關，顯示餐

旅群學生對於此三種休閒運動類型具有較高之偏好，學校可依據此發現開

設相關課程、社團或競賽活動，藉此增進學生身體活動，提升學生參與休

閒運動之動機及興趣，並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  

二、  建議 

（一）對高職餐旅群學生建議  
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學生每週從事休閒運動（不含體育課）之

運動頻率僅「每週一到兩次」。建議學生應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每週

應至少運動 3 次、每次運動 30 分鐘、每一次運動心跳率達每分鐘 130

下，除可紓解課業倦怠與壓力外，更可以提升體適能，增進身體適應

生活之能力，並達到全人健康。   

（二）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及學校建議  
1 .  根據研究發現，餐旅群學生普遍未達《國民體育法》第六條

之規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除對教育政策之擬定與推動外，

應對各級學校提出具體評鑑機制，以了解政策推行之成效，

學生的個人健康與生活品質不容輕忽。  

2.  研究結果發現，餐旅群學生之休閒運動偏好會受到人格特質

等變項所影響，因此，職業學校在擬定課程內容與課程設計

時也應考量不同職類學生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以增進

學生參與動機及學習興趣，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三）對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限於時間、人力、經費等因素，僅以餐旅群學生為研究對

象，由於侷限樣本來源，不足以代表全體高職學生，難免影響研究結

果推論之範疇，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進行國內所有高職職群之抽樣，

如此高職學生人格特質與休閒運動偏好之研究將更具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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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the 

personal trai ts  and recreational  sports  preferences among Hospital i ty Group 

students in a privat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n Taichung, Taiwan. The main 

sampling method used wa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uti l izing CEEC Interest  

Inventory and Vocational Preference Inventory (VPI) assist ing research tools.  

A total  of 300 copies were distributed and 255 were completed,  or a recovery 

rate of 85%. In this study,  descriptive stat ist ics,  i tem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t - test ,  one-way ANOVA, Scheffé post comparison,  and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 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Major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 1.  The personali t ies of most  Hospital i ty high school students belong 

to the "Social  Type",  and are less of the "Investigative Type".  As such,  these 

students tend to favor ball  sports .  2.  The personality traits  vary greatly 

depending on gender,  vocational study, physical activi ty,  and other related 

trai ts.  3.  Similarly,  the different  recreational  sports  preferences change 

remarkably depending on gender,  class year,  physical  act ivi ty,  and other 

related traits .  4.  Lastly,  personal traits  and recreational sports preferences 

have a statist ical ly significant relat 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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