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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參與FIEP 2008世界大會與學術發表，其參與之意義的主要有四，第一、

建立本校與國際奧委會IOC聯盟所屬之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of Education 

Physical（FIEP）接軌之可能性，並希望能在每二年一度之世界學術大會上接續

發表論文於與會之30餘國學術代表前，增加本校與臺灣之能見度。第二、借由論

文之賡續發表提昇本校教學同仁之研究風氣與水準。第三、爭取本校之教授成為

IOC所屬之FIEP之亞洲或臺灣區代表人持續進行學術合作。第四、與歐、亞、日、

美與會之體育學術主管建立交誼、互訪與國際學術交流之機會。 

本次參與大會與發表共獲致成果有三，第一、本校已獲接納並爭取成為FIEP

駐臺灣區之代表人學校，同時刊行於FIEP 2008之年刊，第二，建立與FIEP合作

之初步商談並進一步試談2010年之大會代表參加權，第三、利用獲得之學術情

誼，擴大與FIEP學術合作之地區影響力。 

 

關鍵字： 芬蘭、FIEP、學術交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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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本報告共分四章，第一章述明本次參與學術發表大會之背景、動機與預期

成效。 

第二章主要為介紹FIEP之國際地位與學術發表之形成與相關發展。 

第三章主要為論文發表之內容與學術之回應與圖文呈現。 

第四章為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學術發表與大會參與之背景與機動 

本校成立之初，除發展術科成就，致力於體能競技運動賽會之成就之外，

更致力於學術之發表與運科研究之成就展現。 

本次FIEP World Congress2008大會共構兩個大會，其一是7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日期自2008年8

月3日至8月8日，地點在芬蘭赫爾辛基之國立芬蘭體育大學（Sport Institute of 

Finland），參加者共有約歐、美、澳、亞洲之教師，是項大會自1996年開始，

在歐洲舉辦的上次大會共有來自21國250個參加者。 

共構之另一大會為FIEP World Congress 2008，日期自2008年8月6日至8月

10日，地點與上相同，參加人員有選擇共構參加之機會。是項大會之舉辦為本校

一次參加，卻有二個大會同時舉行之國際能見度，實為不可多得之體育盛會。 

 

第二節 學術發表預期之成效 

本次之大會主辦機構為IOC下屬正式的機構FIEP。此機構同時與聯合國之

UNESCO, Arabic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AAPED），

均有聯盟關係，可謂是一極大型之國際體育聯盟組織，本次之參與除希望能突破

臺灣近十來在FIEP之零參與、零發表、零地區代表性之突破，更希望能在未來有

機會成為FIEP在亞洲區代表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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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FIEP之介紹與蘭蘭體育大學 

 

FIEP建立於1923年，當時成立於布魯塞爾，主要目標在提升體育、文化、

教育與運動科學，希冀能結合有志於人類福祉提升的學、術專業人員共創人類幸

福。FIEP是一非政府（NGO）、非營利（NPO）之機構，同時為IOC之認可學術機

構（It has 〝Recognized Organization〞 Status with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FIEP 85年來建構跨五大洲、三大洋之體育學術網際合作，尤其在

聯結體育與科學（Scientific）、科技（Technical）、教學（Teaching）、管

理（management）、競技運動（sport）、體適能（Fitness）、休閒（Recreation），

有長期的學術地位。每年並發行英、法、西、葡四語對照之FIEP BULLETIN期刊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此

外並且組織舉辦以洲為單位之會議與地區活動，實務訓練課程與學術工作坊、研

討會。同盟關係之組織的交換學者演講與訪問非常頻繁，現有組委會與各大洲代

表約百餘人（如附件一）。 

本次大會舉行地點在芬蘭赫爾辛基之芬蘭大學（Sport Iustitute of 

Finland），創立於1927年，已有80餘年歷史，校園廣闊並設有競技運動訓練中

心、教育服務機構與體育、休閒住宿渡假功能之會議中心。校內設施有二座冰上

曲棍球場、200米之室內田徑場、兩座壁球場、大部份的球類競技場，並設有馬

廄、馬術競賽場、二座18洞高爾夫球場與一座9洞的高爾夫球場。 

芬蘭體育大學佔地如此寬闊，內只設有大學部體育系，學生約只有 500 餘

人，但是提供的運動設備與訓練功能完善，確實具有潛力與實力，更是未來臺灣

體育大學的學習目標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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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會與會文發表過程與學術回應 

 

本次大會之舉行扣除來回機上二日，轉機一日與換日線調整，全程會議時間

包含參與論文發表與大會，主要內容均有值得借鏡之處。 

一、大會共構擴大參與： 

本次大會自2008年8月3日開始至8月8日於芬蘭體育大學舉辦第七屆的國際

體育教師研習大會，提供中、小學及大學教師之工作坊。在大會舉行期間，遇有

FIEP之大會空檔即可前往參觀與一同學習課程，甚有效率，並且提供與會人員＂

節約時程，壓縮學習之功效＂。 

二、舉辦議程大師雲集，會議流暢： 

    大會邀請共有4大主題之發表依次為： 

1.體育歷史與文化（History and Future of Physical Education）； 

2.體育教學法（Physical Education），下分理論、實務、課程開發與奧林匹克

教育； 

3.體能活動與健康，內容包含兒童與青少年之體適能與健康； 

4.學校運動設備。 

三、大會型式： 

    由於主要語文為英文，因此與會人員多為歐美語系國家，亞洲有印度、日、

台、韓參加，皆為英文流利有歐美學位之教師，內容有演說（Lecture）、Keynote 

Lectures（主題演說發表）、邀請專題（Invited perseutation）、海報發表（poster 

preseutations）。 

四、本人口頭發表： 

    本次本人獲得論文口頭發表通過，並於大會型式內之專家學者口頭論

文發表專題時間內，提出論文（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Recreational Sport Preference: A study in Taiwan on Sport Major 

Students），於分項子題發表（程序如附件四，論文摘要如附件五），發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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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來自俄羅斯、葡萄牙與日本之學者充份提問與回應，此次本人之口頭發表為

亞洲學者中唯一之口頭發表者，與會人員特別關注，並於會後理事會議中受邀為

亞洲代表，及協助臺灣地區之聯絡人。 

 

 

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本次大會之參與，一、FIEP給予臺灣地區甚大之關注，由於臺灣長期在IOC

內以Chinese Taipei之名稱參與，而在FIEP學術會議中，IOC並未詳細規定，另

外由於FIEP以英、法、西、葡語為官方語言，中國在此大會缺席，因此亞洲區之

發言與發表，尤以臺灣之論文引起較大之興趣與關注。 

二、FIEP大會較常於歐、美與中南美舉行，會中許多代表提出健全發展五

洲均衡，因此特別提出建議未來設亞洲區副主席，並邀請本人擔任FIEP駐亞洲及

臺灣之聯絡代表（如附件二），未來嚐試在臺灣體育大學的架構下，先行爭辦地

區性之FIEP大會。 

三、本次論文之發表希望能收先行後續之功效，並希冀在未來每一屆的FIEP

學術大會上，均能有本校或臺灣地區其他大學院校教授之論文，受審核通過繼續

發表，讓這一個IOC承認之機構能持續提供臺灣體育學術界的發表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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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與會各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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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 

論文摘要 

Abstract 

PERSONALITY AND RECREATIONAL SPORTS PREFERENCES: 
A STUDY ON THE UNDERGRADUATE 

RECREATIONAL SPORTS MAJOR IN TAIWAN 

 

Feng-chou Yang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Taichung) 

Personality is an inner portrait describing who people are, what they prefer and 

how cognitive rationalizations affect their value system.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Holland’s personality typology that groups people into six temperaments: Realistic, 

Investigative, Artistic, Social, Enterprising, and Conventional. This study 

hypothesizes that Holland’s personality typology and students’ recreational sports 

preferences are correlated and represents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choose recreational sports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ities. 

The sample in this study included 223 undergraduate majors in recreational 

sports at the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who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The collected data from Holland’s SDS Form CP (1990) and a recre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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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preference survey were analyzed through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s. 

This study found significances when preferences, divided into categories of 

outdoor, aquatic, self-defense, dance, health-fitness and ballgames sports, co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ertain personality factors. The findings indicated: (1) “Social” type 

prefer participating in recreational sports in general, with the exception of ball game 

sports catego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ersonality; (2) “Realistic” people were 

interested in overall recreational sports except ball games and dance activities, a fact 

which appears to match their personality profile; (3) “Artistic” people showed an 

interest only in dance-sports which fit their personality portrait; (4) “Conventional” 

and “Investigative” personality typ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recreational sports preference; (5) “Enterprising” represents the group 

that expressed overall dislike for recreational sports, especially within the categories 

of aquatic, self-defense, and health-fitness sports. 

This study recommends:  

(1) Appropriate counseling criteria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help students choose 

recreational sports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ities. 

(2) Recreational sports curriculum should be updated to correlate with students’ 

personalities and 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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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udents should explore their inner personality before taking a recreational sports 

course, especially before choosing their recreational sports major. 

(4) Continued research needs to specifically focu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preference counseling instruments based on students’ personalities via 

various theories to help students advance their academic learning and future life 

achievements.(5) Further research using other populations should als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personality types to preferences and abilities in various 

academic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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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 

發表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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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 

受邀為亞洲代表、協助臺灣地區之聯絡人臺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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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五 

與會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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