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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中歸納研究之主要發現，作為討論並提出建議，作為台北

縣社區大學舞蹈課程及教育相關單位之參考，並對未來研究者提出建

議。有關結論與建議之部分，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結論 

一、 參與台北縣社區大學舞蹈課程對學習動機取向認同度頗佳，且以

「求知興趣」取向為最強；其中以「求知興趣」認同度最高，「職

業進展」認同度較低。 

二、 參與台北縣社區大學舞蹈課程對學習滿意度取向認同度為偏

高，且以「教師教學」取向為最強；其中以「教師教學」認同度

最高，「學習成果」認同度較低。 

三、 參與台北縣社區大學舞蹈課程各學習動機會因不同背景變項而

有所不同；不同年齡、最高學歷、選修課程類型有差異存在。 

四、 參與台北縣社區大學舞蹈課程各學習滿意度會因不同背景變項

而有所不同；不同年齡、最高學歷、選修課程類型有差異存在。 

五、 參與台北縣社區大學舞蹈課程學習動機愈高則學習滿意度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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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係針對參與台北縣社區大學舞蹈課程為研究對象，並沒

有性別上的區隔，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不同性別作研究因，因為

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似乎較多針對女性。然而在這次研究過程中發

現舞蹈課程中男性參與的也不少，確實值得研究。 

 

二、 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係針對參與台北縣社區大學舞蹈課程學習動機與學習滿

意度為依變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課程類型最更詳細的研究及探

討。 

1. 課程方向及學員需求 

在課程類型中，以參與「表演藝術」的學員為較多，且較有興趣，

但在學習滿意度上「身心靈發展」課程類型在結果皆達顯著，顯示

高於「表演藝術」課程類型。由此研究可知，「身心靈發展」課程

是符合學員需求的。因此建議台北縣社區大學可以將「身心靈發展」

課程多元化，提供學習者更多的選擇機會外，並應增加進階課程以

供選擇；且在規劃時要以學習者為中心，尤其注重將休閒層面、心

靈舒壓、身體放鬆等方面建立起適當的課程發展，使課程學習能形

成穩定的發展。 

2. 參與台北縣社區大學舞蹈課程對「求知興趣」的動機為最高。 

從研究中顯示，在「求知興趣」的動機取向上具有高度的認同感，

其受試者主動積極的學習態度，顯示其正確的學習觀念，但並非為

了在職業進展方面，而是因為個人認知興趣，或是希望在人際關係

上的改進，趨使其參與社區大學的課程。因此，如何滿足學員求知

興趣，實為最重要之課題。 

3.  參與台北縣社區大學舞蹈課程對「教師教學」的滿意度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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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中顯示，在「教師教學」的滿意度上具有高度的認同感，其

受試者對於具有專業能力的教師認同度高，且教學態度與互動良

好，故有較高的滿意度。 

 

三、 後續研究之省思 

本研究因時間、人力與空間等各方面的限制，仍有未盡完備或值

得深入研究之處，僅提出以下幾項建議，以作為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1. 對於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的研究除了量化研究取向之外，質性研

究能夠呈現出不同於量化研究的結果，因此未來研究方法若能以參

與觀察或深度訪談等研究方法，蒐集研究資料，具體描繪出在參與

台北縣社區大學舞蹈課程受試者之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可以

補量化研究之不足。 

2. 本研究在舞蹈課程方面，因各社區大學開課的課程種類繁多且不

一，無法依各類型舞蹈課程作分析。因此，無法進行廣泛的推論。

是故，若是能將舞蹈課程做不同類型研究，則研究結果將更具有意

義及價值。 

3. 本研究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是以參與台北縣社區大學舞蹈

課程為對象。其與在各縣市社區大學參與舞蹈課程學員是否有差

異？值得進一步探討。 

4. 本研究以台北縣社區大學做抽樣調查，因未針對台北縣各地背景因

素作分析。是故，若能將地區性作調查了解，更可完整提供各地區

的規劃舞蹈課程之建議，亦能了解各地區社區大學所需求的課程，

最近一步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