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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音樂，是人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無論是在個人發展或社交關係中，音樂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李維靈、郭世和、張利中，2004）。音樂也是人類抒發情感、反映現實的工具，更是人們一生中貼心的

良伴。近年來，學音樂的人也越來越多，從幼年到老年人都有人在學習音樂，有人是透過個人學習，有

人則是透過音樂團體或學校來學音樂，例如：音樂教室、民間樂團、學校音樂性社團等，這些不同型態

的音樂學習讓人們生活豐富了起來，也成為人們的重要休閒活動之一。教育部（2005）提出「挑戰 2008」

之政策，並提到未來 e 世代的養成，必須兼顧智能與藝術涵養，為了將音樂普及化，希望藉由從國小階

段開始發展音樂團隊來達到「一人一樂器，一校一藝團」的目標。現今，音樂相關社團也逐漸成立，吉

他社、國樂社、管樂社、鋼琴社等，帶動了校園的藝術風氣與音樂水準提高。由此可知 ，學音樂對於人

們來說相當重要，音樂的教育與學習樂器的習慣養成也受到教育界特別關注，而且必須從校園的組織或

團隊開始培養音樂素養。學音樂不僅能充實自己，更能實現理想自我，增加心理愉悅感，提昇生活水準。

許多人學音樂不只是為了學習一技之長，而是想要挑戰自我，培養個人興趣，達成生活之目標及自我成

長。 

  Csikszentmihalyi (1990)發現藝術家與運動員容易產生流暢體驗。而有一些活動，例如：音樂表演、

戲劇表演或玩西洋棋，也是易於使人發生流暢經驗的（Jackson & Csikszentmihalyi,1999)。Klausmeier (1978)

指出人們容易專心投入在練習樂器、演奏和傳遞音樂的活動上。Palmer( 1989)認為人們會透過對於音樂之

認同並全神貫注於音樂上，來要求高度的努力配合專注來達到好得表演，因此，我們期待音樂家往往能

經歷流暢體驗。許多研究者也確實地在多數活動進行中發現有流暢的現象，包含運動、工作及演奏音樂

時 (Catley & Duda, 1997; Csikszentmihalyi & Csikszentmihalyi, 1988; Csikszentmihalyi & LeFevre, 1989; 

Jackson & Marsh, 1996; Kowal & Fortier, 1999)。 Csikszentmihalyi (1990)提出流暢理論包含九個構面：挑

戰與技術的平衡 (challenge-skills balance)、動作與意識間的融合 (action-awareness merging)、清晰的目標 

(clear goal)、明確的回饋 (unambiguous feedback)、全神貫注 (effortless concentration)、掌控感 (sense of 

control)、自我意識的喪失 (loss of self-consciousness)、時間感的改變 (transformation of time)、自成性經驗 

(autotelic experience)。流暢體驗是指個體高度地投入活動之中所獲得的身心順暢感受，通常使個體從中獲

得無比的滿足感與喜悅感（張樑治、劉吉川、余嬪，2004；Jackson & Csikszentmihalyi, 1999）。Jackson (1992) 

在研究運動選手時發現，當運動員在經歷流暢經驗時，會有較高的內在動機、產生自信心、較正向心理

觀以及較佳的覺醒狀態。本研究之流暢經驗是指個人的內在感受，只要非常專注於投入於練琴或表演時，

並且感受到技巧與挑戰間平衡時，產生愉悅感並忘記週遭事物，就容易產生流暢經驗。回顧流暢經驗的

相關研究，多是探討流暢經驗與幸福感（陳慧玲、林安庭，2010）、流暢經驗與休閒效益（陳春安，2011）

等，較少有流暢經驗與行為意圖的探討，但林晏新（2007）針對重型機車參與者的研究中，發現流暢經

驗會影響參與者的行為，故本研究認為，若可探究流暢體驗與行為之關係，對樂器學習者的流暢與行為

意圖之瞭解，會有相當大的助益。 



Schiffman 與 Kanuk (2000)認為行為意圖的概念來自於態度理論，主要是由認知、情感及意圖三種要

素所組成的。Baker 與 Crompton (2000)指出實際行為可以從行為意圖來預測，適當的測量行為意圖，所

獲得的資料會與實際行為非常地接近。在行為意圖的測量上，Parasuraman, Zeithaml, 與 Berry (1996)在探

討消費者購後行為的研究中，認為忠誠度代表消費者對於產品與服務的正向行為意圖，是支配消費者實

際購買行為的重要因素，其行為包括對他人傳達該企業正面的訊息、將此產品視為第一選擇、增加對該

產品的購買、願意推薦他人購買等。Cronin, Brady 與 Hult (2000)指出消費者的正面的行為意圖包含願意

向他人訴說公司的優良表現、願意推薦產品給其他人、願意購買更多及願意支付更高價格等。由此得知，

行為意圖是指消費者再購行為或願意推薦他人購買之行為，也可以指休閒活動參與者在參與活動後的再

次參與或向他人推薦相關活動之行為。由於參與活動後，會影響內在心理判斷之依據，進而來決定對活

動的喜好程度，故本研究欲探討音樂學習者在學音樂後之行為意圖情形。 

過去研究發現流暢體驗與行為意圖有影響關係存在，林晏新（2007, 2008）對重型機車參與小型賽車

參與者的研究中發現流暢體驗會正向影響參與者行為意圖。由以上相關研究可知流暢體驗會正向影響行

為意圖，而在國內研究中，鮮少發現有關藝術領域之音樂學習者的行為相關研究，尤其對於音樂學習或

表演者的流暢體驗與參與行為相關研究較為缺乏。這些年來，儘管學音樂的人如此多且重要，在學術界

卻少有相關研究探討音樂學習領域，尤其是幾乎沒有關於音樂學習者的流暢體驗對於行為意圖之影響相

關研究。再者，研究者本身是音樂學習與表演者，曾參與音樂性社團與其他音樂民間團體，也在練習樂

器與表演過程中多次經歷流暢體驗，發現在學樂器與表演時，當自己非常專注投入於練琴或表演時，當

技巧與挑戰間達到平衡時，會產生內在無比的喜悅感與成就感，甚至樂在其中，忽略周糟的事物，且忘

記時間的流逝，並且經常推薦周遭親朋好友學習音樂及分享自己的學習歷程。因此本研究在分析理論基

礎及相關文獻後，擬探討音樂學習者的流暢體驗對於行為意圖之影響，期望研究的發現可以提供國內學

校社團經營者或社會音樂性團體管理者做參考，並且為未來音樂領域或休閒心理狀態之學術研究，提供

更多參考資料。 

綜合以上，本研究以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為對象，研究目的如下： 

一、 瞭解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背景變項與參與特性。 

二、 瞭解音樂學習者於學習後流暢體驗之情形。 

三、 瞭解音樂學習者參與行為意圖之情形。 

四、 探討音樂學習者流暢體驗對行為意圖之影響。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音樂性社團學過樂器且持續學習至少一學期者為受試對象，資料蒐集採

普查法進行問卷發放，於社團集社時間或課餘閒暇時間發放問卷給受試者填答，以探討音樂性社團樂器

學習者流暢體驗對行為意圖之影響。量表編制完後於 2012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20 日發放，總計發放問卷

147 份，剔除無效問卷後，共得有效問卷 14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97％。回收之有效問卷，使用 SPSS 18.0 

for Windows 軟體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信效度分析與迴歸分析。 

 

二、研究工具 

（一）量表編製 

  本研究問卷共分為三部份，流暢體驗量表、行為意圖量表及個人基本資料。使用流暢經驗及行為意



圖兩個量表來探討音樂學習者流暢經驗對行為意圖之影響，並了解人口統計資料之概況，量表的編制過

程及內容如下： 

1.流暢體驗量表： 

  問卷第一部分為流暢體驗量表，內容乃依據 Csikszentmihalyi (1975, 1990) 提出的流暢理論包含九個

構面：挑戰與技術的平衡、知行合一、清晰的目標、明確的回饋、專注於任務上、控制感、失去自我意

識、時間感的轉變、自成性經驗，並參考林文雄（2011）測量太極拳運動者之流暢經驗量表，再依據音

樂學習者狀況與本研究特性，經過修改編製而成，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設計量表進行評分，分數愈高表

示音樂學習者對流暢體驗的感受程度愈高。 

2.行為意圖量表： 

  第二部分為行為意圖量表，內容乃依據 Parasuraman et al. (1996) 所提出的購後行為量表為基礎，並

參考林晏新（2008）之小型賽車參與者行為意圖量表，再考量音樂學習者的特性經過修正後所編制。量

表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予以評分，分數愈高表示參與者對行為意圖的感受同意程度愈高。 

3.個人基本資料： 

  分別包含性別、系/所級、音樂性社團名稱、學習樂器之琴齡、一週平均練習時間、有無上台表演經

歷六項。 

（二）項目分析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分別針對消費者之流暢體驗與行為意圖量表，以題目總分相關法及 t 檢定進行項

目分析（如表 1、表 2 所示）。各量表之所有題項，t 檢定均達顯著水準（p<.05），CR 值為-11.84 至-4.03

顯示題目皆具有鑑別力；此外題目與總分之相關值，均高於.4 以上，且 p<.05 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之要求，

故保留全部題項。 

（三）因素分析 

    本研究針對流暢體驗量表之 31 個題項進行因素分析（如表 3 所示）。在進行因素分析前先進行 KMO

值的檢定，發現其 KMO 值為 0.87，Bartlet 球形檢定顯著性為.000，結果顯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通

過檢定後，繼續以因素分析中之主成份分析其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0 之因素來萃取出共同因素，

使用直接斜交轉軸法進行轉軸後抽取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大於 0.4 之流暢體驗因素，以陡坡檢驗

（scree test）決定因素數目，共分為六個主要因素構面，其中第 7 題之因素負荷量未達.4，故予以刪題。

並依據各個因素所含題項內容予以命名，分別命名為「明確的目標與回饋」、「挑戰技巧間的平衡」、「全

神貫注」、「時間扭曲」、「掌控感」、「知行合一」六個因素，(如表 3 所示)。 

（四）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之流暢體驗量表因素以 Cronbach 's α 值來檢驗信度（如表 3 示）。其中以「挑戰技巧間的平

衡最高」（α＝0.84）、其次為「明確的目標與回饋」及「全神貫注」（α＝0.83），「掌控感與知行合一」最

低（α＝0.79），整體 α 值為 0.91，整體而言，本研究所使用量表的信度水準高於邱浩政(2006)所建議的 0.7

水準，顯示內部一致性良好。效度檢驗方面，音樂性社團流暢體驗量表之設計是根據 Csikszentmihalyi (1975, 

1990) 提出的流暢理論及參考林文雄（2011）測量太極拳運動者之流暢經驗量表而修改編制的；顯示本研

究量表來自於專家之理論與實證經驗，具有合理之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外，本量表總解釋變異量

為 67.42％，具有建構效度。 

    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行為意圖量表信度檢驗部份，也以 Cronbach 's α 值評量，其整體 α 值為 0.81。

效度檢驗方面，本研究行為意圖量表之設計是參照 Parasuraman、Zeithaml 與 Berry (1996) 所提出的購後

行為量表為基礎，並參考林晏新（2008）之小型賽車參與者行為意圖量表；因此本研究問卷內容來自於



專家之理論與實證經驗，具有合理之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表 1 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流暢體驗項目分析摘要表 

問項 CR 值 相關值 平均數 標準差 

01. 我可以突破所遇到的各種瓶頸 -5.98* 0.47* 3.22 0.97 

02. 我覺得自己的程度(技巧)可以克服所遇到的各種挑戰 -8.94* 0.57* 2.86 0.92 

03. 我常能達到自己所定的技巧要求 -7.48* 0.52* 3.03 0.94 

04. 我能勝任每個階段所需符合的條件 -8.51* 0.57* 3.03 0.84 

05. 只要想到某首曲子，我就能自然地演奏出來 -7.64* 0.58* 2.78 1.11 

06. 我可以不假思索演奏出我想要的音樂 -7.33* 0.57* 2.61 0.97 

07. 我的音樂和我的感覺是相融合的 -6.35* 0.57* 3.48 0.91 

08. 我很明確的知道我為何要演奏 -6.21* 0.54* 3.83 0.82 

09. 我知道每個演奏階段所要求的感覺 -7.03* 0.57* 3.55 0.90 

10. 我很瞭解自己需要加強的地方 -4.03* 0.45* 4.06 0.74 

11. 我知道自己想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5.93* 0.53* 3.94 0.78 

12. 當我有更深的體會時，我能夠馬上感覺到 -4.82* 0.57* 3.82 0.78 

13. 當我突破瓶頸時，我知道自己又進步了 -6.68* 0.56* 4.17 0.68 

14. 我能清楚知道自己的表現是否有合乎要求 

15. 我清楚感覺到自己的程度(技巧)有所提升 

16. 我能凝聚注意力，達到心無旁騖的狀態 

17. 我能將生活中的瑣事與煩惱擺脫 

18. 我能很容易地將注意力放在練琴時的每一個細節上 

19. 我能全神貫注地演奏整首樂曲 

20. 我能輕易地掌控自己演奏時的速度 

21. 我能輕易演奏各種旋律與節奏 

22. 我能將整首樂曲連貫起來，達到行雲流水的狀態 

23. 當我在演奏時，我會融入在演奏的情境中 

24. 我會專注在演奏的感覺，忽略掉周遭的一切 

25. 當我在演奏時，我會有種與樂器融為一體的感覺 

26. 當我在演奏時，常常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 

27. 當我在演奏時，時常覺得時間一轉眼就過了 

28. 當我演奏達到某種境界時，時間好像靜止了 

29. 演奏能增加我的自信心 

30. 演奏時能幫助我身心放鬆 

31. 演奏能帶給我愉悅的心情以及滿足感 

-4.96* 

-6.25* 

-6.54* 

-5.57* 

-8.28* 

-11.84* 

-5.22* 

-5.94* 

-8.27* 

-10.06* 

-9.89* 

-9.62* 

-6.95* 

-6.74* 

-8.72* 

-8.17* 

-6.35* 

-6.79* 

0.51* 

0.56* 

0.57* 

0.52* 

0.67* 

0.76* 

0.56* 

0.53* 

0.63* 

0.72* 

0.65* 

0.73* 

0.51* 

0.54* 

0.63* 

0.65* 

0.53* 

0.50* 

3.85 

3.80 

3.37 

3.49 

3.40 

3.71 

3.20 

2.73 

2.83 

3.60 

3.50 

3.50 

4.01 

4.09 

3.51 

3.90 

4.13 

4.27 

0.71 

0.78 

0.98 

1.06 

0.92 

0.89 

0.93 

0.95 

0.94 

0.89 

0.93 

0.94 

0.79 

0.69 

0.88 

0.76 

0.75 

0.78 

*p<.05 

 



表 2 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行為意圖項目分析摘要表 

問項 決斷值 相關值 平均數 標準差 

01.我未來仍會持續學習樂器 

02.我會購買與樂器相關的產品 

03.我會向其他人分享學樂器的情形 

-4.12* 

-5.46* 

-5.43* 

0.76* 

0.76* 

0.79* 

4.27 

4.10 

4.13 

0.77 

0.81 

0.73 

04.我會推薦其他人來學樂器 -4.38* 0.73* 4.05 0.81 

05.我會將學習樂器視為休閒活動的優先選擇 -5.01* 0.75* 4.07 0.79 

*p<.05 

表 3 音樂性社團流暢體驗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項內容 

明標 

確與 

的回 

目饋 

挑巧 

戰間 

與的 

技平 

衡 

全 

神 

貫 

注 

時 

間 

扭 

曲 

感 

掌 

控 

感 

知 

行 

合 

一 

14. 我能清楚知道自己的表現是否有合乎要求 

15. 我清楚感覺到自己的程度(技巧)有所提升 

08. 我很明確的知道我為何要演奏 

29. 演奏能增加我的自信心 

31. 演奏能帶給我愉悅的心情以及滿足感 

13. 當我突破瓶頸時，我知道自己又進步了 

12. 當我有更深的體會時，我能夠馬上感覺到 

03. 我常能達到自己所定的技巧要求 

01. 我可以突破所遇到的各種瓶頸 

04. 我能勝任每個階段所需符合的條件 

02. 我覺得自己的程度(技巧)可以克服所遇到的各種挑戰 

17. 我能將生活中的瑣事與煩惱擺脫 

16. 我能凝聚注意力，達到心無旁騖的狀態 

18. 我能很容易地將注意力放在練琴時的每一個細節上 

26. 當我在演奏時，常常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 

27. 當我在演奏時，時常覺得時間一轉眼就過了 

28. 當我演奏達到某種境界時，時間好像靜止了 

21. 我能輕易演奏各種旋律與節奏 

20. 我能輕易地掌控自己演奏時的速度 

22. 我能將整首樂曲連貫起來，達到行雲流水的狀態 

05. 只要想到某首曲子，我就能自然地演奏出來 

07. 我的音樂和我的感覺是相融合的 

0.77 

0.66 

0.63 

0.60 

0.57 

0.56 

0.56 

 

 

 

 

 

 

 

 

 

 

 

 

 

0.86 

0.84 

0.76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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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    

   0.88   

 

 

 

 

 

 

 

 

 

 

 

 

0.86 

0.60 

 

 

 

 

-0.93 

-0.73 

 

 

 

 

    -0.67  

    -0.46  

     -0.77 

續表 3 音樂性社團流暢體驗因素分析摘要表 



*p<.05 

 

表 4 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行為意圖分析摘要表 

問項 Cronbach 's α 

01.我未來仍會持續學習樂器 

02 我會購買與樂器相關的產品 

03.我會向其他人分享學樂器的情形 

04 我會推薦其他人來學樂器 

05.我會將學習樂器視為休閒活動的優先選擇 

0.81 

*p<.05 

 

参、研究結果 

一、樣本背景特性分析 

本研究對象之背景特性包含性別、學院、音樂性社團名稱、學習樂器之琴齡、一週平均練琴時間（小

時）、有無上台表演經歷（次）之六項。性別方面，以男性受試者居多，共 77 人，佔 53.8％ ；以工程學

院居多，共 56 人，佔 39.2％ ；以吉他社居多，共 53 人，佔 37.1％ ；琴齡以 2 年半至 6 年居多，佔 33.5

％ ；一週平均練習時間以 1～3 小時為居多，佔 66.4％ ；舞台表演經驗以 3 次以上居多，佔 63.6％ (如

表 5 所示) 。 

二、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流暢體驗與行為意圖分析 

  在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流暢體驗萃取出六構面中，「明確的目標與回饋」、「挑戰與技巧平衡」、

「全神貫注」、「時間扭曲感」、「掌控感」與「知行合一」之平均數分別為 3.95、3.03、3.42、3.87、2.89、

3.53（如表 6 所示）。依其平均數發現，樂器學習者最為同意的構面為「明確的目標與回饋」，推測原因為：

樂器學習者學習樂器時，往往需要給予自己明確的目標，因為有了目標，就會想要努力去達成，而達成

目標時，會感覺到立即的自我回饋，像是進步或是充實感，並產生成就感與愉悅感；另外，樂器學習者

對於「時間扭曲感」構面的同意程度為次高，推測原因為：當樂器學習者在學樂器到達一定程度時，於

練習或表演時，可能會樂在其中，常常為了完整地演奏一首樂曲，而相當專注與投入，甚至廢寢忘食；

而樂器學習者最不同意的構面為「掌控感」，其推測原因為：想要將樂器掌控自如往往需要更深入的學習

與鑽研，由於雲科大不是以音樂為主的學校，學生練琴時間有限，也沒有專業指導老師指導，因此，學

生的程度可能無法將樂器隨心所欲的操控，可能還需要更多的練琴時間與更專業的訓練與指導。 

 

 

表 5 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背景特性統計表 

25. 當我在演奏時，我會有種與樂器融為一體的感覺 

23. 當我在演奏時，我會融入在演奏的情境中 

 

 

 

 

 

 

 

 

 

 

-0.51 

-0.45 

解釋變異量(%) 33.93 11.20 6.84 5.82 5.26 4.37 

累積解釋變異量(%) 33.93 45.13 51.98 57.80 63.05 67.42 

各構面 Cronbach'α 值 0.83 0.84 0.83 0.82 0.79 0.79 

流暢體驗量表 Cronbach'α 值 0.91 



問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77 

66 

53.8% 

46.2% 

學院 

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設計學院 

人文學院 

56 

45 

17 

23 

39.2% 

31.5% 

11.9% 

16.1% 

音樂性社團名稱 

吉他社 

國樂社 

管樂社 

鋼琴社 

53 

45 

25 

19 

37.1% 

31.5% 

17.5% 

13.3% 

學習樂器之琴齡 

（含持續接觸） 

未填答 

半年～2 年 

2 年半～6 年 

10 年以上 

10 

46 

48 

39 

7％ 

32.2％ 

33.5％ 

27.3％ 

一週平均練琴時間 

1~3 小時 

4~6 小時 

7 小時以上 

95 

32 

13 

66.4％ 

22.4％ 

9.1％ 

有無上台表演經驗 

無 

1 次 

2 次 

3 次以上（含 3 次） 

20 

18 

13 

91 

14％ 

12.6％ 

9.1％ 

63.6％ 

 

 

 

表 6 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流暢體驗各構面平均數與標準差 

各構面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明確的目標與回饋 

挑戰與技巧間的平衡 

全神貫注 

時間扭曲感 

掌控感 

3.95 

3.03 

3.42 

3.87 

2.89 

0.54 

0.76 

0.85 

0.68 

0.78 

知行合一 3.53 0.77 

 

 

 

  在行為意圖 5 題問項中，依其平均數發現（如表 7 所示），樂器學習者對於 5 題問項都頗為同意，平



均數階高於 4，題項 1「我未來仍會持續學習樂器」與題項 3「我會向其他人分享學樂器的情形」的平均

數分別達 4.27 與 4.13，推測其原因為：樂器學習者他們在學習樂器過程中若得到成就感或是樂在其中，

他們會想要繼續學習下去，甚至專精一項樂器後，會想要在學習其他樂器。由於獲得了這種快樂與成就

感，會想要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快樂與成就，以及希望透過分享來得到親朋好有的認同感與讚賞。 

 

表 7 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行為意圖之各題項平均數與標準差 

題項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01.我未來仍會持續學習樂器 

02.我會購買與樂器相關的產品 

03.我會向其他人分享學樂器的情形 

04.我會推薦其他人來學樂器 

05.我會將學習樂器視為休閒活動的優先選擇 

4.27 

4.10 

4.13 

4.05 

4.07 

0.77 

0.81 

0.73 

0.81 

0.79 

 

三、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流暢體驗與行為意圖迴歸分析 

  本研究欲以雲科大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之流暢體驗來預測其行為意圖，以行為意圖為依變項，並

以流暢體驗 24 個問項，總計六個構面為自變項，運用迴歸方式進行分析，所得結果為表 8： 

表 8 顯示六個流暢體驗構面對於行為意圖之影響，整體 R2 為 0.36，F 值為 14.49(p<.05)。以各構面預

測力來看，流暢體驗中「明確的目標回饋」與「時間扭曲感」構面可顯著預測音樂性社團參與者之行為

意圖，且又以「明確的目標回饋」最高。由此可知，樂器學習者對於學習樂器時的目標設定與達成以及

於演奏時達到忘我境界，忘記時間的流逝是有所期待的。而「明確的目標與回饋」與「時間扭曲感」的

預測力似乎相近，如果可以在社員進社團時給予明確的目標與學習進度，並且在學樂器到達一定程度時，

增加社員的表演機會與學習興趣，使社員對於樂器與樂曲更加瞭解，然後於練習或表演時達到忘我與時

間扭曲感的境界，有助於提升社員行為意圖之程度。此研究結果與鍾志強、林晏新、高小芳（2009）「小

型賽車參與者涉入程度、流暢體驗與行為意圖之研究」的研究結果一致，流暢體驗對行為意圖具有正向

影響關係。 

 

表8  音樂性社團參與者流暢體驗與行為意圖的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 標準化係數 R2 F 值 t 值 p 值 

行為意圖  0.36 14.49*   

.00 

.23 

.43 

.00 

.28 

.56 

明確目標回饋 0.39   4.42* 

挑戰技巧間的平衡 0.10   1.20 

全神貫注 

時間扭曲 

掌控感 

知行合一 

-0.07 

0.31 

-0.10 

0.06 

  -0.80 

3.68* 

-1.08 

0.59 

*p<.05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雲科大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流暢體驗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並透過敘述性統計、t

檢定、相關分析、因素分析、信效度分析、迴歸分析進行資料分析，所得的結果為了瞭解參與者流暢體

驗與行為意圖之情形及變項間的影響關係，提供音樂性團體經營者在管理上之參考之用。結論如下： 

（一）樣本背景中，以男性受試者居多；以工程學院居多；以吉他社居多 ；琴齡以 2 年半～6 年居多，

且 10 年以上為次多，推測有一定程度樂器學習者為居多；一週平均練習時間以 1～3 小時為居多，顯示

學生練琴時間有限；舞台表演經驗以 3 次以上居多，顯示社員多數擁有多次表演經驗。 

（二）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之流暢體驗現況分析顯示，樂器學習者流暢體驗的「明確的目標與回饋」

平均數最高，其中「演奏能帶給我愉悅的心情以及滿足感」、「當我突破瓶頸時，我知道自己又進步了」、

「演奏能增加我的自信心」、「我能清楚知道自己的表現是否有合乎要求」、「我很明確的知道我為何要演

奏」等五題為學習者最同意之題項。 

（三）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之流暢體驗現況分析顯示，樂器學習者流暢體驗的「時間扭曲感」平均數

亦高，其中「當我在演奏時，時常覺得時間一轉眼就過了」與「當我在演奏時，常常不知道時間過了多

久」為學習者最同意之題項。 

（四）樂器學習者對於行為意圖分析的 5 個題項都頗為同意，以「我未來仍會持續學習樂器」與「我會

向其他人分享學樂器的情形」為學習者最同意的題項。 

（五）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之流暢體驗正向提升時，對參與者之行為意圖也有顯著正向影響。 

（六）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流暢體驗對與行為意圖迴歸模式分析中，流暢體驗的「明確的目標與回饋」

與「時間扭曲感」可以預測行為意圖，表示對學習者的行為意圖具有影響力，其中「明確的目標與回饋」，

預測力最高（β=0.39）、「時間扭曲感」（β=0.31）次之。 

二、建議 

（一）實務界之建議 

研究結果發現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之流暢體驗可以正向預測行為意圖，故增加參與者之流暢體驗

程度能使得社員想要持續學習以及推薦朋友一起參與學習，此研究與林晏新（2007，2008）對於重型機

車與小型賽車參與者之流暢體驗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圖之研究相符。 

  「明確的目標與回饋」在回歸模式分析中，能預測行為意圖最高，「時間扭曲感」為次高，因此本研

究建議音樂性團體經營者必須增強給予更明確的學習目標給團員與讓其體驗到學樂器的時間扭曲感，例

如：提供教學大綱與專業指導、適當安排學員學習進度、給予更多的表演機會等，讓團員在學習樂器的

過程中能夠訂定清晰的目標，追求不斷地進步和高成就感，在完成目標時得到滿足感與愉悅感，產生自

我認同與自信心。再者，樂器學習者常於練琴或演奏時常常感到不知練了多久或是表演時間很快就過了，

他們只是樂在其中，並不在意時間過了多久，這種感覺容易發生於演奏者想要追求高完美表現與相當投

入在音樂時，因此，經營者必須適切的給予團員鼓勵、挑戰與表演機會，讓團員在經歷流暢體驗時，能

夠推薦更多人員參與音樂性團體以及分享好得經驗讓大眾更能瞭解音樂與喜歡學音樂。 

對於流暢體驗整體而言，平均數皆高於 3，顯示參與者皆擁有較高的流暢感受，在「明確的目標與回

饋」構面為總平均數最高，而題項有「演奏能帶給我愉悅的心情以及滿足感」、「當我突破瓶頸時，我知

道自己又進步了」、「我很明確的知道我為何要演奏」「當我有更深的體會時，我能夠馬上感覺到」、「演奏

能增加我的自信心」、「我很明確的知道我為何要演奏」、「我清楚感覺到自己的程度(技巧)有所提升」與「我

能清楚知道自己的表現是否有合乎要求」，顯示學習者最認同學樂器所帶來的愉悅感與滿足感，且相當在

意是否能自我設定目標並突破，來追求不斷的進步與建立自信心。因此，建議音樂性團體經營者必須維



持給予團員清晰得目標與回饋，例如：安排定期的音樂會、持續適當給予學習進度等，以維持學樂器所

帶給團員得愉悅感與滿足感，並且能不斷地進步與成長。 

（二）對未來研究者之建議 

1. 流暢體驗與行為意圖之研究的延伸 

研究結果顯示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流暢體驗會影響行為意圖，而行為意圖為一個人可能有的行動

傾向，可以用來預測人們的行為（Folkes，1988），但是流暢體驗可能也會透過其他變項來影響行為意圖，

或有中介效果，其它變項會透過流暢體驗來影響行為意圖。因此，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以深入探討不同

變項對於流暢體驗與行為意圖間的關係。 

2.可以針對不同學校、音樂性或藝術性團體進行研究及擴大研究領域 

  本研究對象為音樂性社團樂器學習者，發現其行為意圖會受到流暢體驗的影響，由於國內外很少有

關於探討此兩遍項關係的研究，也幾乎沒有關於藝術領域探討此兩變項關係的研究，因此建議未來對於

藝術領域有興趣之研究者或是不同領域研究者可以探討此兩變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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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usic associations' participants flow experience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to know demographic Variable of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students in music 

associations who have learned playing musical instruments for at least half semester i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47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research subject, students in 

music associations, and 143 were retrieved as valid samples.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flow experience,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basic information, and then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 

test, correlation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i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1)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male, guitar club, the musical instrument learning age 

were two to six years, one hour to three hours a week , experience of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were more than 

three times. (2) Two dimensions of “current goal and feedback” and “time distortion” were provided highest 

mean and the item of behavioral intention were all provided highest scores. (3)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w experienc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the predictive powers of highest were “current goal and 

feedback” and “time dist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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