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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國小學童學習游泳之內在動機、社會支持與學習成效之現況，並分析三者之影響關係。本研究採問卷

調查法，以桃園縣國小五、六學生為研究對象，共回收392份有效問卷。資料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驗證性因素分析

及結構方程模式。研究結果發現：（一）桃園縣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游泳之內在動機、社會支持與學習成效均在中高程度。

內在動機以「樂趣」之認同度最高，社會支持之程度依序為同學、師長、家人，學習成效以認知成效的認同程度較高。(二

）學習游泳之內在動機、社會支持與學習成效三者之影響模式符合結構方程模式各項適配度指標。學習游泳內在動機愈高

者，社會支持愈高；社會支持亦影響學習成效，內在動機對學習成效有直接影響效果，增強內在動機與社會支持，均可以

提昇學習成效。

關鍵詞 : 內在動機、社會支持、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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