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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人健身是國家重要計畫之一，疫情時代更加速了居家健身之質量需求，健

身網紅在疫情(或運動)新常態下的吸引力勢不可擋。本研究目的在於進行國人居

家健身網紅之建模，建模的七個因素分別為社交吸引、外在吸引、共同點、擬社

會關係、如意辨識、身體結果預期與健身網紅健身意圖。研究內容有五項，分別

為了解樣本不同背景現況；了解健身網紅七個因素現況；驗證健身網紅七個因素

相關性；驗證健身網紅七個因素影響關係及建構健身網紅七個因素模式。透過便

利抽樣線上問卷方式，發出 600份問卷，回收 517份問卷。主體是應用線上問卷

平台 DoSurvey網站，調查國人居家健身網紅。待樣本蒐集完成之後，再進行敘

述統計、信度分析及建模分析。相關建模分析是應用 LISREL程式完成的，建模

分析分別為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本研究

成功建構出一階與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最終也以結構方程模式檢驗出因素之間

的關係及成功建構出因果關係模式。本研究為國內的的首創模式，故頗具重要性

與參考性，除了研究本身可以再進一步進行高階建模分析外，還可以實質作為後

續對於建模研究有興趣者參考之用。 

關鍵詞：健身網紅、居家健身、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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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tness of Taiwanese people is one of the nation’s important projects. The 

epidemic era has accelerated the demand for quality and quantity home fitness, and the 

appeal of fitness internet celebrities is unstoppable in the new normal of the epidemic 

(or exerci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modeling home workout fitness internet 

celebrities in Taiwan. The seven factors of the modeling are social attractiveness,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perceived similarity,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wishful 

identification, physical outcome expectations, and work out intention with fitness 

internet celebrities, respectively. There are five research contents, which are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he samples;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even factors of fitness internet celebrities; to confirm the correlation of the seven 

factors of fitness internet celebrities; to confirm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even factors of 

fitness internet celebrities, and to construct a model of the seven factors of fitness 

internet celebrities. Through convenience sampling online questionnaire method, 600 

samples were sent out and 517 samples were returned. The main body is to use the 

DoSurvey internet survey platform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fitness internet 

celebrities on Chinese people’s home fitness during the epidemic era. After the sample 

collection is completed, descriptives,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modeling analysis will be 

applied. Relevant modeling analysis is completed using the LISREL program. The 

modeling analyses were first-orde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econd-orde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sults: This study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 first order and second orde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finally use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s 

and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a causal relationship model.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is 

the first model in Taiwan, so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reference. In addition to the 

research itself, which can be used for further high-order modeling analysis,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subsequent modeling research. 

Keywords: Fitness Internet Celebrities, Home Workout,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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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時屆 2019年 12月新型冠狀病毒從中國湖

北省武漢市爆發甚至蔓延到全球，世界衛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正式宣佈

將此病毒命名為『COVID-19』，同時警示全球

COVID-19 正在大流行並警戒世界各地民眾，

各國政府紛紛採取相關措施。隨著臺灣確診個

案持續增加中，為了預防感染 COVID-19及病

毒傳染風險，臺灣政府也呼籲避免與他人接觸 

、保持社交距離、避免去封閉及擁擠的空間、

室內外都戴好口罩，有效控制疫情還一度成為

全世界的模範生。 

英國政府在疫情前後的全民運動政策發

展與變遷，可概括為『跨部會合作及快速應對』 

、『對基層運動網絡的重視』、『以國家疫情

防治規範為主軸』及『整合國家的運動參與資

源』四個特色。英國政府在疫情前後的全民運

動政策變遷具體可區分為『疫情初期鼓勵民眾

在家中進行體育鍛煉』(2020年 3月至 2020年

5月)、『疫情中期幫助民眾恢復正常運動習慣』

(2020 年 6月至 2021年 7 月)及『疫情後期提

高民眾運動意識、改善運動基礎設施、鼓勵更

多人參與體育活動』(2021年 8月至今)三個階

段。即使受到疫情影響，活躍人口數下降至

56.8%，但在策略實施後，仍可以在半年內迅

速成長至 64.5% 。英國近年來體育運動的亮

眼表現，使其成為學術研究與業界實務的關注

對象，事實上，英國的運動發展政策/策略一直

是我國在運動政策制定過程中，作為政策學習

的標的之一(伍昱玟等，2023；黃郁綺等，2016)。 

回溯教育部是在 2021年 5月 18日下午宣

佈 5月 19日起至 5月 28日全國各級學校停止

到校上課，源起於多起社區感染案例爆發。由

於政府發布三級警戒，使得民眾不得不在家工

作(work from home, WFH)、上課，有些甚至控

制公共場所出入，以及不得使用設施，使得大

家的生活都受到很大的限制。疫情期間，在公

共衛生措施限制 (如健身俱樂部、學校等公共

場所禁止開放) 與安全考量下，降低了民從眾

到公共場所運動的意願，傳統的運動型態也逐

漸轉變。 

在臺灣，甚至有運動器材公司搭配自家運

動器材推出線上運動課程，鼓勵民眾在家進行

自我訓練。相較於外出運動，疫情間民眾更傾

向透過線上運動課程或是運動 APP 進行居家

運動，因此，許多健身俱樂部也紛紛推出自製

的線上運動課程。在澳洲的研究結果指出，當

人們在傳統運動場館或戶外無法進行身體活

動時，數位平台(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在支持身體活動方面扮演關鍵角色，甚至有可

能達到中等運動強度的訓練量(張焜棠等，

2022；Parker et al., 2021)。張家榮與陳美燕

(2022)指出職業運動面對疫情危機，不僅在場

館動線、群眾管理、網路社群須做到妥善規劃，

了解球迷行為、互動模式、認知風險等等，有

利於業者因應消費者行為改變發展轉型策略，

在『新常態』中把握創新機會(Horky, 2021; 

Parnell et al., 2020)。 

在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的這段期

間，人們難免因缺乏社交而感到無聊，這時社

群媒體(social media)就顯得相對的重要，所以

開始透過線上觀看健身網紅運動並且實際在

家中進行鍛鍊，以解決疫情期間不能實體去健

身房鍛鍊的問題，根據統計與運動健身相關的

網紅，社群也因此增加許多觀看人數及訂閱數 

，健身網紅在影片中解釋如何鍛鍊身體，觀眾

也可以隨時隨地播放影片觀看學習與鍛鍊，不

受時間與地點的限制。 

網紅本身就非常具有「外在吸引」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PA)的角色，民眾在觀

看影片的同時與網紅建立情感與心理聯繫，這

種關係稱之為「擬社會關係」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PR)，此外觀眾可能也會將其媒體

人物視為榜樣，渴望成為與某種媒體角色相同

的方式行事，這種影響稱為「如意辨識」

(Wishful Identification, WI)，也就是想要擁有跟

他(她)一樣的身材，並更積極投入跟著健身網

紅一起鍛鍊(Continuous Intention To Work Out 

With Fitness Internet Celebrities, CI)，由於 CI因

素原始命名太長，故後續中文簡化為「與健身

網紅健身意圖」。 

Pew研究中心報導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

成年人曾經觀看線上運動影片為 16%。

YouTube提及 2020年大流行期間健身影片的

數量比前一年增加了五倍多。疫情爆發後，隨

著線上健身內容的爆發和流行，創作體育活動

相關內容的 YT 名人(本研究之後統稱為健身

網紅)累積了大量訂閱者。健身網紅示範並講

解如何鍛煉，觀眾可以隨時隨地觀看和學習身

體動作(Kim et al., 2023)。健身網紅的影響無遠

弗屆，猶記 1980 年代珍芳達(Jane Seymour 

Fonda)旋風，勘稱健身網紅的始祖；只是當時

以錄影帶與電視傳播為主，據說珍芳達小時候

被父親稱作「胖女孩」，於是珍芳達一生都在

減肥，1980年代她發明減肥操並風靡全球，她

的書被翻譯成 19 種文字，還拍了錄影帶，目

前已 86歲了。 

學者們透過 PubMed、Scopus 和 Google 

Scholar 的綜評性回顧發現 4 項研究結果顯示

『急性有氧運動』(Acute Aerobic Exercise)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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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阿茲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 

AD)和『輕度認知障礙』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受試者的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 EF)多個方面都有積極影響，包括

『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 IC)、『工作記

憶』 (Working Memory, WM) 和『計劃』 (羅

恩豪等，2023)。 

本研究歸納出七個因素，分別是『社交吸

引』(Social Attractiveness, SA)、『外在吸引』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PA)、『共同點』

(Perceived Similarity, PS)、『擬社會關係』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PR)、『如意辨識』

(Wishful Identification, WI)、『身體結果預期』

(Physical Outcome Expectations, POE)及『持續

用心與健身網紅一起健身』 (Continuous 

Intention To Work Out With Fitness Internet 

Celebrities, CI) (自此七個因素用縮寫表示)。 

前三個 SA、PA與 PS是健身網紅的屬性。

本研究 SA採取 Hoffner與 Buchanan (2005)量

表中的五個項目(Cronbach’s α = 0.947)，代表

題目為「我認為該 YouTuber 是被人尊重的」

(I think this YouTuber is respected by others)，

本研究改寫成「我認為這個健身網紅受到其他

人的尊重」。PA 顧名思義就是指你的外表，

而 PS就是具有共同點的意思。PA與 PS都來

自於 Tolbert 與 Drogos (2019)，其中 PA有四

個項目 (Cronbach’s α = 0.925)，代表題目為「我

認為該 YouTuber 是好看的」 (I think this 

YouTuber is good-looking)，以及 PS有五個項

目(Cronbach’s α = 0.949)，代表題目為「這個

YouTuber像我」(This YouTuber thinks like me)。 

PR 這個概念，最早由社會心理學研究者

Donald Horton 與 Richard Wohl 在 1956 年提

出，他們認為，擬社會關係是一種單向社會關

係的幻像。如果你非常了解一個人，甚至迷戀

或愛上了他(她)，但他(她)卻對你一無所知，那

麼你就身處在一段擬社會關係裡，本研究囊括

七個項目，內含兩題反向題 (Hoffner, 1996; 

Hoffner & Cohen, 2015) (Cronbach’s α = 0.935)，

代表題目為「這個YouTuber讓我感覺很舒服，

就像和朋友在一起一樣」(This YouTuber makes 

me feel comfortable, like I’m with a friend)。 

WI 指人們渴望成為某種媒體人物或以與

某種媒體角色相同的方式行事，本研究同樣囊

括 7個項目(Hoffner, 1996; Hoffner & Buchanan, 

2005) (Cronbach’s α = 0.95)，代表題目為「這

個 YouTuber 是我想成為的那種人」 (This 

YouTuber is the sort of person I want to be 

myself)。 

POE被定義為一個人行為的可信結果。更

具體地說，結果預期是指對一個人的行為的身

體、自我評價(或情感)和社會結果的預期，四

個項目取自於 Wójcicki 等(2009) (Cronbach’ s 

α = 0.922)，代表題目為「與這個 YouTuber一

起鍛鍊會增進我的整體健身」(Exercising with 

this YouTuber will improve my overall fitness)。

CI 是為了達成結果預期所以持續用心健身與

維持自身期望，四個項目取自於 Wójcicki 等

(2009) (Cronbach’ s α = 0.878)，代表題目為「在

未來，我會跟這個 YouTuber持續健身」(I will 

continue to exercise with this YouTuber in the 

future)。 

本研究目的在於進行疫情時代下健身網

紅對國人居家健身之建模，研究內容有五項，

分別為了解樣本不同背景現況；了解健身網紅

七個因素現況；驗證健身網紅七個因素相關性 

；驗證健身網紅七個因素影響關係及建構健

身網紅七個因素模式。 

方法 

研究樣本與問卷處理 

本研究透過便利抽樣線上問卷方式，發出

600份問卷，回收 517份問卷。主體是應用線

上問卷平台 DoSurvey 網站，調查疫情時代下

健身網紅對於國人居家健身的影響。待樣本蒐

集完成之後，再進行敘述統計、信度分析及建

模分析。 

建模架構圖 

本研究包含 SA、PA、PS、PR、WI、POE

及 CI七個因素。LISREL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LISREL

二階 CFA及 LISREL 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研究架構圖如圖 1~圖 3。 

資料處理及建模分析 

建模量表部分採用李克特六點量表  (非

常不同意 ~ 非常同意)。本研究使用 SPSS 分

析受訪者背景資料與描述性統計量，建模軟體

為 LISREL。Hair等 (2019) 有關 CFA中構念

效度準則處理需注意以下 4點重要事項： 

1. 標準化負荷量 λ應 ≧ .5，理想值應 ≧ .7 

2. 萃取變異數(Variance Extracted, VE) ≧ .5

視為具有合適的收斂效度 

3. 兩個因素的 VE 值應大於其相關係數平方，

以證實具有鑑別效度 

4. 構念效度 (Construct Reliability, CR)應  ≧ 

0.7 以確認具有適合收斂或內部一致性

(internal 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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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述第 2點及第 4點 VE及 CR的公式，

茲列式如下： 

 

其中 λ代表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而 i為項

目數，對於 n個項目來說，VE是計算所有標

準化因素負荷量的平方和(複相關係數平方)除

以項目數，通常 VE ≧ 0.5代表合適的收斂。

另外，CR公式中的 δ 是為一個構念的誤差變

異數；通常，CR ≧ 0.7代表有好的信度，本

研究使用自行製作 EXCEL表公式計算 VE及

CR。 

結果 

受訪者背景 

本研究有效樣本為 517位。受訪者男性有

137 名(26.5%)及女性有 376 名(72.7%)、其他

有 4名(0.8%)；年齡 20歲以下(含 20歲)有 117

名(22.6%)、20 歲至 25 歲有 309 名(59.8%)、

26歲至 30歲有 44名(8.5%)、31歲至 35歲有

18名(3.5%)、36歲至 40歲有 12名(2.3%)及 40

歲以上(含 40 歲)有 17 名(3.3%)。最高學歷方

面，高中以下(含高中)有 92 名(17.8%)、大學

有 314名(60.7%)、研究所有 84名(16.2%)及社

會人士有 27名(5.2%)。 

 

圖 1 一階 CFA研究架構圖 

 

圖 2 二階 CFA研究架構圖 

 

圖 3 SEM架構圖 

如何認識網紅方面，透過 FB 有 30 名

(5.8%)、IG有 127名(24.6%)、YouTube有 317

名(61.3%)、抖音有 24名(4.6%)及小紅書有 19

名(3.7%)；每週鍛鍊時數，不到一小時(不含一

小時)有 254 名(49.1%)、一小時至二小時 (不

含二小時)有 228名(44.1%)、二小時至三小時

(不含三小時)有 19名(3.7%)、三小時至四小時

(不含四小時)有 7名(1.4%)及四小時以上(含四

小時)有 4名(0.8%)。 

建模分析表示 

在 SEM 的研究中，主要分為兩支，一支

稱為 CFA，另一支就是 SEM。真正的 SEM是

需要檢定因素間的因果關係的，通常是以單箭

頭表示，相當於迴歸分析，而 CFA 主體就是

驗證因素間的相關性，這就是吾人常聽見的相

關分析，並且以雙箭頭表示，因素間無因果關

係，但有相對立之關聯性。 

本研究建模分析主要是呼應LISREL一階

CFA(圖1)、LISREL二階CFA(圖2) 及LISREL 

SEM 研究架構圖(圖 3)。其中一階 CFA 建模

的目的在於驗證因素間的相關性，還有測量項

目的可用性，就如方法中提到個別項目的因素

負荷量(λ)理想應大於 0.7，其實這跟算 VE 最

有關係，根據公式，VE其實就是 λ2除以樣本

數，所以 λ=0.7很好算，進而 0.7*0.7=0.49，故

離 VE門檻值 0.5很相近。另外，所有模式修

改最好是在一階 CFA 完成，本研究秉持嚴謹

的態度，最起碼會守住因素(又稱構念，英文是

construct)之 VE ≥ 0.5及 CR ≥ 0.7之標準，雖

然 Hair et al. (2019)給予 VE介於 0.4~0.5，以

及 CR 介於 0.6 ~ 0.7 為邊緣接受(marginal 

acceptable)之標準。 

二階 CFA承接於一階 CFA之後，如前所

述，在把關於因素 VE ≥ 0.5及 CR ≥ 0.7之建

模標準後，主體在於看各個二階因素與一階因

素之間的因果關係，正確來講就是七個因素在

整體量表所佔的權重 (weight) (圖 2)，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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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A常用在問卷與量表的製作與發行上，通常

用本研究嚴謹的標準審核過的問卷應該都夠

得上發行的標準。有關 SEM 部分，就是進一

步檢視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所以假設檢定結

果是對於建模結果最好的呈現，表 1是本研究

建模評鑑表。 

表 1 中的絕對適配指標有兩個，分別是

RMSEA 與 GFI，其中 RMSEA 有點像模式的

誤差 (研究者教學上稱呼模式把關值)，誤差越

大，模式就越不好，有時會配合增值適配指標

的 SRMR 來判斷，RMSEA 與 SRMR 都是誤

差的觀念，其中指標的全名都有誤差(error)一

字的呈現。本研究建模的四個模式中，看起來

應該是一階 CFA最好，接續為一階 CFA(反)，

相對於出現單箭頭模式的二階CFA與 SEM之

RMSEA 就提升到 0.09 以上，所幸未超過 0.1

之門檻值；另外，本研究在國內為初始模式，

就 GFI 來講就採取較為寬鬆的 0.75 標準，給

予參考調整之空間。另外增值適配指標的 CFI

及 NFI都超過 0.9的標準值，最後精簡適配指

標之 PNFI 及 PGFI 都超過 > 0.5 的標準，整

體來說本研究建模的四個模式均為良好模式，

但後續會選擇一階 CFA，而捨棄一階 CFA(反)，

主因是一階 CFA(反)項目 λs未過 0.7理想值及

兩個因素之 VE未過 0.5的標準。

表 1 建模評鑑表 

模式 絕對適配指標 增值適配指標 精簡適配指標 

 RMSEA GFI SRMR CFI NFI PNFI PGFI 

判斷標準 <0.1 >0.75 <0.1 >0.9 >0.9 >0.5 >0.5 

一階 CFA (反) 0.083 0.80 0.065 0.97 0.96 0.86 0.68 

一階 CFA 0.080 0.82 0.057 0.97 0.97 0.85 0.68 

二階 CFA 0.090 0.79 0.077 0.97 0.96 0.88 0.68 

SEM 0.094 0.78 0.067 0.96 0.96 0.85 0.65 

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 2是本研究項目的描述性統計量，內含

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及峰度。整體平均數與

標準差為 4.02+1.21，32 個項目 (含兩題反向

題) 採 6點李克特等級之平均數分佈為 2.38 ~ 

4.61。有關七個因素之細部平均數分佈，依序

為 SA分佈為 4.47 ~ 4.61、PA分佈為 2.38 ~ 44 

(含一題反向題)、PS分佈為 3.46 ~ 3.84(含一題

反向題)、PR分佈為 3.9 ~ 4.38、WI分佈為 3.73 

~ 4.42、POE分佈為 4.04 ~ 4.21及 CI七個因

素分佈為 3.66 ~ 3.9。偏態 <2及峰度 <7，符

合常態分配 (Kline, 2005)。 

信度分析 

本研究有七個因素，共 32個項目(內含 2

個反向題)，進行信度分析。從表 3 中可以知

道 七 個 因 素 分 量 表 含 兩 題 反 向 題 之

Cronbach’s α值分佈從.501 ~ .93為中高信度，

總量表.946為高信度。七個因素中的 PA及 PS

的 Cronbach’s α低於.7高信度門檻，主因為兩

因素中各內含一題反向題，雖然信度分析時有

進行反向題處理，但分量表信度表現仍為中信

度，應該是影響分量表未達高信度的主因。本

研究決議刪除這兩題反向題，刪除後可以清楚

的看到 PA從.501驟升到.912，而 PS從.572提

升到.894。如此，所有分量表均為高信度。本

研究後續分析會以刪除反向題分析為準。 

建模分析圖解 

根據表 1中建模評鑑表的 RMSEA來看，

四個模式均為良好適配模式。相關對應到

LISREL 一階 CFA、LISREL 二階 CFA 及

LISREL SEM 研究架構圖之解答如圖 4 ~ 6。

圖 4 為一階 CFA，右邊蜘蛛網狀的雙箭頭交

織的部分，即為因素間的相關係數，而且七個

因素均呈現顯著正相關。本研究採用 LISREL

程式，主因也是在 AI 侵襲下，保有些許人工

美，所以未採用 SmartPLS 新進軟體的原因之

一，這些蜘蛛網部分，是研究者人工拉開的，

以求更清楚呈現；因此蠻費時間的，但清晰可

見是最大的欣慰! 

圖 5 為二階 CFA 圖解部分，二階因素命

名為 Total，七個因素為一階因素，就比重角度

來看，PR (0.88)最重，接續為WI (0.86)、POE 

(0.75)、CI (0.72)、PS (0.71)、PA (0.68)及 SA 

(0.66)。由於七個因素因果關係之路徑係數，以

及 30個項目之 λ均為顯著結果，故係數與因

素負荷量優劣判斷之標準，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後續研究應審慎解說之。 

圖 6就是真正的 SEM圖(因素間的因果關

係)，如前所述，把原始 LISREL圖拉開到清晰

可見，費時更多! 最左邊的 SA、PA與 PS 在

原始 LISREL圖是綠色的，也就是學理上的外

衍變數(exogeneous variable)，但就因果關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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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就是扮演迴歸分析的因，或稱為自變數。中

間的 PR、POE 與 WI 及最右邊的 CI 原始

LISREL圖是黃色的，自是代表因果關係的果，

或稱為依變數，這四個變數由於有單箭頭指向

它們，故為學理上的內衍變數 (endogenous 

variable)，但其實只有CI為真正的內衍變數(未

指向任何因素)，而 PR、POE與WI兼具內衍

與外衍變數的功能。圖 6中除了 SA對WI為

負向關係外，其他皆為正向關係。本單元為圖

解部分，有關因素間的因果關係需進一步查閱

下一個單元，有關建模之假設檢定部分。 

假設檢定 

有關圖 6之 SEM假設檢定圖解完整解答

結果部分，除了 PA → POE，PR → CI以及 PR 

→ POE三個假設檢定結論為拒絕外(無因果關

係)，其餘十一個結論均為接受(顯著正向關係) 

，當然有顯著強度不一的結果，分別以*數量

表示，***可加註為極強烈、**為強烈及*為顯

著影響(表 3)。 

建模評鑑 

表 4是建模評鑑表，可以很清出的看到七

個因素的 VE均大於 0.5及 CR均大於 0.7，而

達到七個分量表均為『接受』的評鑑結果。 

 

 

表 2 項目描述性統計量 

編碼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SA1 我認為這個健身網紅受到其他人的尊重 4.47 1.06 -.66 .65 

SA2 我認為這個健身網紅得到了別人的認可 4.56 1.05 -.74 .84 

SA3 我認為這個健身網紅有很多訂閱者 4.49 1.09 -.39 -.26 

SA4 我認為這個健身網紅很受人喜歡 4.52 1.10 -.71 .49 

SA5 我認為這個健身網紅得到了別人的支持 4.61 1.07 -.76 .62 

PA1 我認為這個健身網紅很漂亮(或帥氣) 4.37 1.15 -.54 .08 

PA2 我認為這個健身網紅是好看的 4.44 1.08 -.49 .00 

PA3 這個健身網紅的外表具有吸引力 4.43 1.15 -.56 .02 

PA4R* 我認為這個健身網紅不好看 2.38 1.30 .89 .21 

PS1 這個健身網紅和我有一樣的思考 3.69 1.12 -.00 -.22 

PS2 這個健身網紅的價值觀和我很像 3.73 1.16 -.01 -.39 

PS3 這個健身網紅行事跟我很像  3.46 1.23 .08 -.42 

PS4R* 這個健身網紅不像我 3.84 1.40 -.20 -.82 

PS5 這個健身網紅和我很像 3.06 1.33 .30 -.58 

PR1 這個健身網紅讓我感覺很舒服，就像和朋友在一起一樣 3.90 1.15 -.30 -.08 

PR2 我期待看到這個健身網紅上傳新影片的時候  4.06 1.21 -.43 -.17 

PR3 如果這個健身網紅出現在別的頻道，我也會想看的 4.19 1.18 -.42 -.22 

PR4 我認為這個健身網紅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 4.38 1.08 -.48 .25 

PR5 這個健身網紅是我會想認識的那種人 4.23 1.22 -.43 -.26 

PR6 當他/她的頻道沒有更新時，我會想看到這個健身網紅 3.91 1.28 -.21 -.53 

PR7 如果可以，我想親自見到這位健身網紅 3.87 1.43 -.27 -.70 

WI1 這個健身網紅是我想成為的那種人 3.90 1.33 -.37 -.47 

WI2 有時候我希望自己能更像這個健身網紅 3.73 1.35 -.23 -.59 

WI3 這個健身網紅是我想效仿的人 3.85 1.31 -.29 -.50 

WI4 我會好想擁有這樣的健身網紅身材 4.42 1.30 -.63 -.24 

WI5 我想要有這個健身網紅的健身成效 4.42 1.27 -.62 -.20 

POE1 與這個健身網紅一起鍛鍊會增進我的整體健身 4.13 1.20 -.37 -.16 

POE2 與這個健身網紅一起鍛鍊將幫助我實現健身目標 4.21 1.19 -.44 -.10 

POE3 與這個健身網紅一起鍛鍊會改善我的心血管功能系統 4.04 1.21 -.34 -.28 

CI1 在接下來的三個月我會繼續和這位健身網紅一起健身 3.66 1.28 -.20 -.46 

CI2 如果可以的話，我會跟這個健身網紅持續健身 3.90 1.25 -.27 -.40 

CI3 我未來會繼續和這位健身網紅一起健身 3.79 1.26 -.24 -.35 

註:*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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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信度分析 

因素 縮寫 項目題號 (數) 分量表 總量表 

社交吸引 SA SA1 ~ SA5 (5) .912 

.946 (含

反向題) 

.958 

外在吸引 (含

反向題) 
PA PA1 ~ PA4R (4) .501 

外在吸引 PA PA1 ~ PA3 (3) .912 

共同點 (含反

向題) 
PS PS1 ~ PS5 (5) .572 

共同點 PS PS1~ PS3, PS5 (4) .894 

擬社會關係 PR PR1 ~ PR7 (7) .906 

如意辨識 WI WI1 ~ WI5 (5) .886 

身體結果預

期 
POE POE1 ~ POE3 (3) .914 

與健身網紅

健身意圖 
CI CI1 ~ CI3 (3) .930 

 

圖 4 一階 CFA 

 

圖 5 二階 CFA 

 

圖 6 SEM 

表 4 結構模式驗證結果 

結構路徑 假設 γa βa t 結論 

SA → PR H1 0.29  5.85*** 接受 

SA → POE H2 0.21  3.41*** 接受 

SA → WI H3 0.14  2.80** 接受 

PA → PR H4 0.16  3.20** 接受 

PA → POE H5 0.02  0.38 拒絕 

PA → WI H6 0.31  6.05*** 接受 

PS → PR H7 0.55  11.68*** 接受 

PS → POE H8 0.15  2.03** 接受 

PS → WI H9 0.50  11.95*** 接受 

PR → POE H10 
 

-0.11 -1.55 拒絕 

WI → POE H11 
 

0.48 6.88*** 接受 

PR → CI H12 
 

0.046 1.15 拒絕 

POE → CI H13 
 

0.68 15.24*** 接受 

WI → CI H14 
 

0.18 3.64*** 接受 

aγ, β: Path coefficient, *p < 0.05, **p < 0.01, ***p < 0.005 (*t = 

1.96, **t = 2.58, ***t = 3.29) 

 

 

 



 

49 

表 5 建模評鑑表 

因素 項目 λ 平方值 誤差 VE CR 評鑑結果 

社交吸引 (SA) 

SA1 0.79 0.62 0.38 

0.69 0.92 接受 

SA2 0.86 0.74 0.26 

SA3 0.78 0.61 0.39 

SA4 0.87 0.76 0.24 

SA5 0.85 0.72 0.28 

外在吸引 (PA) 

PA1 0.88 0.77 0.23 

0.82 0.91 接受 PA2 0.94 0.88 0.12 

PA3 0.81 0.66 0.34 

共同點 (PS) 

PS1 0.82 0.67 0.33 

0.62 0.87 接受 
PS2 0.87 0.76 0.24 

PS3 0.80 0.64 0.36 

PS5 0.64 0.41 0.59 

擬社會關係 (PR) 

PR1 0.68 0.46 0.54 

0.83 0.91 接受 

PR2 0.82 0.67 0.33 

PR3 0.76 0.58 0.42 

PR4 0.74 0.55 0.45 

PR5 0.82 0.67 0.32 

PR6 0.80 0.64 0.36 

PR7 0.75 0.56 0.43 

身體結果預期 (POE) 

POE1 0.92 0.85 0.16 

0.78 0.91 接受 POE2 0.91 0.83 0.17 

POE3 0.82 0.67 0.34 

如意辨識 (WI) 

WI1 0.89 0.79 0.23 

0.61 0.88 接受 

WI2 0.84 0.71 0.29 

WI3 0.86 0.74 0.26 

WI4 0.64 0.41 0.59 

WI5 0.62 0.38 0.61 

與健身網紅健身意圖 (CI) 

CI1 0.88 0.77 0.23 

0.84 0.94 接受 CI2 0.90 0.81 0.20 

CI3 0.96 0.92 0.09 

討論 

原始模式顯示健身網紅屬性(SA、PA 及

PS) 會影響到 PR，POE及WI，進一步 PR、

POE 及 WI 則依序促進 CI。研究結果顯示支

持健身網紅屬性極強烈或強烈(表 4 中路徑結

果以**或***表示)正向影響了 PR 與 WI，但

PA對 POE的關係雖為正向，但未達顯著影響。

除了 PA → POE，以及 PR → POE兩個假設檢

定結論為拒絕外 (無因果關係) ，其餘都達到

顯著正向影響，甚至擬社會關係對身體預期結

果還是負向關係。由於 POE 含有自我效能的

部分  (Bandura, 2004; Gao et al., 2008; Kim, 

2022; Williams, 2010)，所以受訪者對於自身身

體期待可能與健身網紅大相逕庭，而產生自信

心不足的結果。 

POE、WI與CI間都存在著顯著正向關係，

尤其 POE → CI 的路徑係數(0.68)是最高的，

其中 CI只有三題，但卻有嚴謹的來源 (Beldad 

& Hegner, 2018; Choi & Chung, 2013)。本研究

證明了 POE對 CI有直接和間接影響，此結果

可以透過計劃行為理論來解讀，該理論表明大

多數人類行為都是目標導向的：如果預期積極

的結果，人們更有可能採取某種行為 (Ajzen & 

Schmidt, 2020)。沿著這條線，運動或參與體育

活動的意願取決於對行為積極結果的期望。因

此，健身網紅應該努力提高觀眾對積極身體成

果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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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 WI 可以預測 POE 及 CI，這跟

Hoffner與 Buchanan (2005)的研究吻合，但卻

與 Kim等(2023)的研究矛盾，是否因國家或文

化民情影響，或是族群樣本不一，都值得後續

再深入研究與比對。 

隨著社群媒體的角色日益重要，學者和實

務工作者開始密切關注心理關係或新媒體人

物認同的後果 (Kim et al., 2023; Schouten et al., 

2020; Stever & Lawson, 2013; Tolbert & Drogos, 

2019)。近年來，隨著 YouTube成為線上傳播

文獻的焦點，關於內容創作者和觀眾之間關聯

的研究不斷地增加 (Jain et al., 2017; Phua & 

Tinkham, 2016; Tolbert & Drogos, 2019; Kim et 

al., 2023)。然而，很少有學者探討觀眾從社群

媒體人物屬性中進行的認知學習與其行為意

圖之間的關係。此外，人們對社群媒體人物對

特定健身網紅持續鍛鍊意願的影響知之甚少。

本研究模式呈現了觀眾從對健身網紅屬性的

認知到行為意圖的認知路徑。具體來說，目前

的研究證明了健身網紅的三種屬性(SA、PA 

和 PS) 如何影響觀眾對健身網紅的 PR、POE

和 WI。除了健身網紅屬性外，健身網紅的 

POE與WI與 CI之間存在著顯著正向的關係。 

結論 

數位時代來臨，在過去的十年裡，社群媒

體平台大大改變了人們在現實生活和網路上

的日常活動，包括購物、社交、娛樂、學習，

甚至健康和健身等等。特別是在疫情期間，消

費者透過減少實體的接觸點，傾向於更多地依

賴社群媒體平台的數位屬性來進行決策。由於

疫情影響造成 COVID-19大流行，全世界人們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得不避開人群擁擠

的處所已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因此，透過視

訊分享社交媒體平台在家鍛鍊預計將比已往

更加流行，而且健身也是國家運動計畫之重點，

未來已形成一種非接觸文化(新常態) (伍昱玟

等，2023；張家榮、陳美燕，2022；Horky, 2021; 

Parnell et al., 2020)，以備不時之需。 

借力於前述英國全民健身活耀人口數，在

疫 情 期 間 半 年 內 約 增 加 8% 的 成 效

(56.8%→64.5%)，值得全世界全民運動推廣之

參考，歸納英國政府推波助瀾的成效結論為

『加強跨部會合作，形成合力』、『重視基層

運動網絡的發展』、『以疫情防控為前提，逐

步恢復正常的運動秩序』及『積極檢視政策成

效，不斷完善政策措施』。即使臺灣在 2020年

對於新冠肺炎病毒的防範具有亮眼的表現，但

是後續的策略規劃仍是我國未來的運動發展

不可忽視的關鍵 (伍昱玟等，2023；高俊雄，

2020)。 

本研究結果顯示靠 YouTube 認識網紅佔

了 61.3%，剛好也服膺 Youtube社群平台蓬勃

發展之趨勢。社群管道也不只是 YouTube 當

道，其他 Instagram、TikTok 等等在搜尋中也

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些社群平台的成功

歸功於用戶感覺他們看到的是同好的推薦，透

過社群媒體的影音及照片貼文所得到的各方

面資訊更加具有推廣性。因此，本研究建模結

果與評鑑項目合格與否確有實質參考價值，值

得後續研究比對參考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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