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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彰化縣國小學童在閱讀運動漫畫灌籃高手 後，在運動價值觀認知及休閒運動差異情形，採用內容分析法及

問 卷調查法，以彰化縣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於95 年2/28 －3/12 期間，發放問卷598 份，回收596 份，有效

問卷561 份， 問卷調查所得之資料以描述性統計、敘述性統計、成對樣本t 檢 定、獨立樣本t 檢定、卡方分析、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以p＜.05 的顯著水準進行考驗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做為家長、教師 與出版業者及後續研究參考。研究

結果如下： （一）男生和女生在運動價值觀之「完整人格」、「運動效益」的 認知上達顯著的差異。 （二）漫畫角色人

物和自己在運動價值觀認知上的差異，除櫻木花 道與自己本身無差異外其他四個角色（赤木、流川楓、三井、 宮城）與

自己本身，在運動價值觀認知有部分構面有顯著性 差異。 （三）有無看過灌籃高手在運動價值觀之「運動效益」構面上

，有 顯著性差異。 （四）有無看過灌籃高手，在「每週參與次數」、「參與休閒運動 持續時間」、「休閒運動同伴」有

顯著差異。

關鍵詞 : 運動漫畫、運動價值觀、休閒運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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