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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論文名稱：體育休閒相關學系推動運動志工現況 總頁數：93 之研究－以高高屏地區大專院校為例 校(院)所組別：大葉大學

管理學院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碩士班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碩士論文提要 研究生：黃豈凡 指導

教授：李勝雄 論文提要內容： 本研究旨在探討「體育休閒相關學系」推動運動志工現況，並以高高屏地區大專院校為例

，主要以文獻分析為依據，編製「體育休閒相關學系」推動運動志工現況調查問卷，藉以瞭解大專院校推動運動志工現況

，提供做為當前體育行政單位及學術研究上的參考。本研究以高高屏地區18所大專院校之學生為母體，共發出540 份問卷

，有效回收問卷共412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76.30%。 研究結果發現，在推動運動志工之現況方面，師範大學於推動運動

志工現況較一般大學與技職院校更積極；在推動運動志工之困境方面，私立大學面臨之困境相較於國立大學更為艱困，其

中又以一般大學與技職院校所遭遇之困境均較師範大學來的艱辛；推動運動志工之阻礙方面，國立大學學生會受同伴、能

否獲得更多相關體育知識與訊息來源等阻礙因素，而決定其是否擔任運動志工之情形較私立大學明顯。而師範大學學生除

上述阻礙外，也會因訓練及比賽多寡而決定是否參與運動志工，亦較一般大學與技職院校學生明顯。 關鍵字：體育休閒相

關學系(academic departments of sport and recreational management)，運動志工(sport volunteer)， 大專院

校(colleges/universities)

關鍵詞 : 體育休閒相關學系(academic departments of sport and recreational management) ; 運動志工(sport volunteer) ; 大專院

校(colleges/universities)

目錄

內容目錄 中文摘要　．．．．．．．．．．．．．．．．．．．．． iii 英文摘要　．．．．．．．．．．．．．．．．

．．．．． iv 誌謝辭　　．．．．．．．．．．．．．．．．．．．．． v 內容目錄　．．．．．．．．．．．．．．．

．．．．．． vi 表目錄　　．．．．．．．．．．．．．．．．．．．．． viii 圖目錄　　．．．．．．．．．．．．．

．．．．．．．． 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5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5 　　第四節　　名詞釋義．．．．．．．．．．．．．．．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8 　　第一節　　志工與義工之意涵．．．．．．．．．．． 8 　　第二節　　運動志工與體育

志工的不同．．．．．．． 13 　　第三節　　推動運動志工的困境與阻礙因素．．．．． 21 　　第四節　　相關文獻研

究探討．．．．．．．．．．． 29 　　第五節　　本章總結．．．．．．．．．．．．．．． 31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

步驟．．．．．．．．．．．．．． 33 　　第一節　　研究架構．．．．．．．．．．．．．．． 33 　　第二節　　研

究方法．．．．．．．．．．．．．．． 34 　　第三節　　研究對象．．．．．．．．．．．．．．． 34 　　第四節　

　問卷設計．．．．．．．．．．．．．．． 37 　　第五節　　問卷預試．．．．．．．．．．．．．．． 42 　　第六

節　　研究流程．．．．．．．．．．．．．．． 44 　　第七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46 第四

章　　研究結果及分析．．．．．．．．．．．．．． 47 　　第一節　　問卷回收與樣本分佈．．．．．．．．．． 47 

　　第二節　　推動運動志工之現況、困境及阻礙因素之現 　　　　　　　況分析．．．．．．．．．．．．．．．．

50 　　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與推動運動志工之現況、困境 　　　　　　 及阻礙因素之差異分析．．．．．．．．．

52 　　第四節　　綜合討論．．．．．．．．．．．．．．． 70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76 　　第一節　　結論．．．．．．．．．．．．．．．．． 76 　　第二節　　建議．．．．．．．．．．．．．

．．．． 78 參考文獻．．．．．．．．．．．．．．．．．．．．．． 81 附錄A　　「體育休閒相關學系」推動運動志

工現況調查預 　　　　 試問卷．．．．．．．．．．．．．．．．．． 87 附錄B　　「體育休閒相關學系」推動運動志

工現況調查問 　　　　　卷．．．．．．．．．．．．．．．．．．．． 91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編製(1988)，如何推動志願服務，南投:編製者發行。 朱益生(2000)，社區進行保育工作之研

究-以花蓮縣富源社區馬蘭鉤溪護溪巡守隊為例，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牟鍾福(1998)，體育場潛在志

工市場區隔與其考量因素之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行政院體委會(2005)，建構運動與健康兼具的新生活觀，國民體育季刊，34(1)，1。 



吳美惠，吳春勇，吳信賢(1995)，義工制度理論與實施，台北:心理出版社。 巫昌陽，徐錦興(2002)，大專技職院校學生參與學校體育志

工意願之調查研究-以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為例，發表於2002年台灣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嘉義:私立吳鳳技術學院。 李志

昌(2003)，社區體育志工的意識型探討，大專體育學刊，65，84-89。 李法琳(2003)，大台北地區大學服務性社團學生參與志願服務之動

機與滿意度研究，私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李勝雄(2006)，日本運動志工現況介紹，學校體育雙月刊，16(6)

，28-34。 周佑民(1997)，公務機關志工制度之研究-以台北市所屬各機關為例，國立中興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周學

雯(2002)，大學生參與運動志工之動機與意願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林勝義(1994)，國內志願服務的整體規

畫-全國性義工調查綜析，社區發展季刊，65，11-16。 林萬億(1993)，現行公務機關義工人力運用情形之探討，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張文真(1994)，公立體育場採行志工制度之介紹。國民體育季刊，23(3)，205-210。 張文真(1995)，桃園市婦女的生活型態與

參與體育場志工動機之研究，國立體育學院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張少熙(2000)，台北市不同層級學生休閒運動之研究，台北:漢文

書局。 張英陣(2000)，公部門運用志工之現況研究，台北:行政院青輔會。 陳武雄(2001)，志願服務法之剖析，社區發展季刊，93，19-27

。 陳金貴(2002)，志願服務基礎訓練教材，台北:內政部。 陸光(1989)，我國「社會福利志願服務法」之研擬，台北: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

究訓練中心。 陸光(1994)，我國志願服務推展之過去、現在及未來，社區發展季刊，65，4-10。 曾華源、郭靜晃(2000)，志工人力資源

的整合與開拓。社會發展季刊，89，128-144。 曾華源、郭靜晃(2001)，設置地方志工中心可行性之研究，台北:行政院青輔會。 曾華源

、曾騰光(2003)，志願服務概論，台北:揚智。 游鴻增(1978)，論志願服務運動之國際化與國情化，中國文化學院社會工作係主編，社會

工作的國情化與國際化，台北:中國文化學院社會工作系，70-79。 黃慧玲(2001)，非營利組織與大學服務性社團推展社會服務合作模式

之探討，私立銘傳大學公共管理與社區發展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葉良琪(2000)，醫院志願服務管理內在動態系統之研究-以國立成

功大學附設醫院為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劉照金(2003)，志工在體育運動推展的運用，國

民體育季刊，32(4)，17-26。 歐吉書(2003)，全國性運動單項協會運動志工管理現況之探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 鄭貴中(1998)，桃竹苗地區體育教師工作價值觀與參與體育場志工動機之相關研究，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盧俊澄(2000)，非營利組織策略性志工管理模式之研究-以慈濟功德會為例，私立南華大學事業管理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蘇信

如(1985)，志願服務組織運作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McCurley, S., & Lynch, R. (2000)，志工實務手冊(李

淑珺譯) ，台北:張老師(原文於2000出版)。 二、英文部分 Australian Sport commission(1985). Australian Sport: A Profile. Canberra: AGPS.

Barker, R. L. (1988). The Socil Work Dictionary. New York: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 Chelladurai, P. (1999).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port and rec-reation. Champaign, Ill.: Human Kinetics. Daly, J. A. (1991). Volunteer in South Australian Sport: A study.

Canberra, Australia: Australian Sport commission. Dunn, P. C. (1995). Volunteer management.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19th), Washington

DC: NASW, 2843-2490. Ellis﹐S. J., & Noyes﹐K. K. (1990). By the People: A History of American as Volunteers (Rev. 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utowski, M., Salamon, L. M., & Pittman, K. (1984). The Pittsburgh Non-profit Sector in A Time of Government Retrenchment.

Wash-ington: Urban Institute. Heiderich, K. W. (1990). Working with volunteers: In Employee Ser-vices and Recreation Programs. Champaign,

IL: Sagamore Publishing, Inc. Ilsey, P. J. (1990). Enhancing the Volunteer Experienc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Levin, H. (1977).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welfare.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17th ed.),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

Smith, D. H. (1981). Altruism, Volunteer, and Volunteerism. Journal of Voluntary Action Research, 10(1), 21-36. Smith, D. H. (1992). Types of

Volunteers and Volunteerism. Volun-teer Administration, 6(3), 3-10. Smith, M. P. (1989). Taking volunteerism into the 21st century: Some

conclusions from the American Red Cross volunteer 2000 study. The Journal of Volunteer Administration, 8(1), 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