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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體育教師領導行為與體育課滿意度進行研究，並以97學年度彰化縣國小高年級學生為

對象，透過分層抽樣方式共發出35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為300份，研究發現如下：1.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體育教師領導

行為中之「訓練與指導行為」最高，而以「關懷行為」為最低。2.國小高年級學生對體育課滿意度以「場地規劃」為最高

，而以「課程規劃」為最低。3.不同性別高年級學生在知覺教練領導行為上均未達顯著差異；在知覺體育課滿意度上亦均

未達顯著差異。4.有無參加校隊高年級學生在知覺教練領導行為之「訓練與指導行為」、「民主行為」與「關懷行為」上

有顯著差異，在學習支持行為上則無顯著差異；在體育課滿意度上均未達顯著差異。5.對自我體育成績不同看法高年級學

生在知覺體育教師領導行為上均達顯著差異；在知覺體育課滿意度上之「課程規劃」達顯著差異。6.不同家中排行之高年

級學生在知覺體育教師領導行為上均無顯著差異；在知覺體育課滿意度之教師專業能力上則達顯著差異。7.國小高年級學

生知覺體育教師領導行為與體育課滿意度呈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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