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arried out a survey to examine the condition of physical 

exercise participation in all level schools, and used th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ccording to region and number of classes in the schools, sampling 10% of all 

level schools in the country. The survey focuses on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school 

sport groups, needs and feelings toward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needs and 

feelings toward school sport groups, ways of transportation to school, bike-riding 

abilities, and regular exercising ha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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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94年各級學校學生運動參與情形調查 
 

運動參與部分 

在參加學校運動社團的部分，各級學校學生參加學校運動社團百分比

上，國小為 28.8%，國中為 17.6%、高中職為 33.4%、大專校院則為 19.3%、總

平均為 26.0%。顯示在社團參與上以本年度以高中職學生的參與率最高，此結果

與上年度的調查結果一致，但在百分比表現上，各級學校皆略低於去年之調查結

果。另外，與去年相同的是，在所有各級學校中，男生參與運動社團的比例皆高

於女生。 

 

 

 

 

 

 

 

 

 

 

 

圖 1-1 各級學校學生參加學校運動社團百分比 

 

 

 

 

 

 

 

 

 

 

 

圖 1-2 各級學校男女學生參加學校運動社團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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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級運動代表隊百分比上，國小為 33.1%，國中為 25.5%、高中職為

24.1%、大專校院則為 17.2%、總平均為 28.5%。此結果與去年相比在總平均上上

升約 1個百分點。在所有各級學校中，男生參與班級運動代表隊的比例仍高於女

生，相差皆有 5-7 個百分點以上，但相較於上年度之調查結果，大專校院在男女

生比例的差異大幅縮小至 5個百分點（上年度相差約 11 個百分點），其餘各級學

校差異情況約略相同。 

 

 

 

 

 

 

 

 

 

 

 

圖 1-3 各級學校學生參加班級運動代表隊百分比 

 

 

 

 

 

 

 

 

 

 

 

圖 1-3 各級學校男女學生參加班級運動代表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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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運動代表隊百分比上，國小為 17.9%，國中為 6.3%、高中職為

4.6%、大專校院則為 4.7%、總平均為 12.1%，其中除國小的參與比例較高之外，

從國中階段開始，參與比率皆偏低（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尚不及 5個百分點），比

起上年度調查結果略微下降 0.6 個百分點。此外，在各級學校中，男生參與學校

運動代表隊的比例仍高於女生，唯與上年度資料相比，男女生在參與的比例上差

異減少（上年度各級學校除國小外，男生參與學校運動代表隊之比率皆約為女生

參與比例的兩倍），然此結果之成因主要為本年度男生參與比例比起上年度約降

低 2.5 個百分點，另外女生參與比例本年度上升 1個百分點所造成。 

 

 

 

 

 

 

 

 

 

 

 

圖 1-5 各級學校學生參加學校運動代表隊百分比 

 

 

 

 

 

 

 

 

 

 

 

 

圖 1-6 各級學校男女學生參加學校運動代表隊百分比 

 



 4

65.3

79.0

96.3
89.8

75.3

18.8

1.1 0.6 1.3
3.9 2.2 2.81.5

17.4
0.9

27.4

1.4

2.03.60.71.4
2.2

1.13.5
0.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總平均

1節

2節

3節

4節

其他

對學校體育的情形與反應 

在每週上體育課節數及平均節數方面(健康與體育領域的體育部分)，

各級學校在每週實施 2節以上體育課的比例上，國小部分為 94.9％，國中

為 97％、高中職為 98.4％、大專院校為 96.1％，總平均達 96.1％。顯示在

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有關體育課程之實施雖以領域為原則，但在體育課

程的節數安排上，符合基本節數安排的原則。但在國小部分，仍有 3.9％的

比例，每週只有實施一次體育課，這樣的比例乍看下雖然不高，但若考慮

母群的數量來看，以目前國小的總數計算，仍有相當多的學校存在有這樣

的情況。因此，仍須進一步瞭解為何有體育課少於兩節的情況，特別是在

國小的階段。 

 

 

 

 

 

 

 

 

 

 

 

圖 1-7 各級學校每週上體育課節數(健康與體育領域的體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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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體育課上課時間足夠性的感受上，小學階段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足

夠（包含足夠與非常足夠）的有 32.5％、不足的有 36.5％；國中階段認為

體育課上課時間足夠的有 25.1％、不足的有 39.8％；高中階段認為體育課

上課時間足夠的有 25.1％、不足的有 37.4％；大專院校階段認為體育課上課

時間足夠的有 38.4％、不足的有 24.1％；總平均來看體育課上課時間足夠的

有 30.3％（上年度為 28.2％）、不足的有 36.2％（上年度為 37.1％）。綜合

上述結果顯示，除大專院校外，認為體育課上課時數不足的比例皆高於認

為上課時數足夠的比例，這樣的結果與上年度接近。從性別來看，男生多

數認為體育課時數不足，而女生多數則持相反意見，顯示有關對體育課上

課時間足夠性的感受上，性別具有差異存在，這同時反應兩節的體育課對

於國小、國中及高中的男生來說，似嫌不足。在大專校院部分，認為體育

課足夠的比例則高於認為不足的比例，且男女生表現的反應具有一致性。 

 

 

 

 

 

 

 

 

 

 

 

圖 1-8 各級學校對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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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體育課的喜歡程度上，國小部分具有喜歡傾向（包含喜歡與非常

喜歡）的比例高達 70.6％，國中部分喜歡傾向為 64.6％，高中職部分喜歡

傾向為 57.4％，大專院校部分喜歡體育課的比例為 59.5％，總平均為 66.2

％，這樣的比例與上年度各級學校的反應一致。整體而言，各級學校學生

皆明顯呈現出喜歡體育課的反應，不喜歡體育課的比例，皆低於 5個百分

點以下。此部分顯示各級學校學生對於體育課仍有非常高的喜愛程度。從

性別來看，男生部分約有 73.9％喜愛體育課，女生部分則有 58.1％喜愛體

育課；不喜歡的比例男生只有 3.6％，女生為 5.3％。去上年度結果相較女

生喜歡體育課的部分有提升的情況，男生則幾乎一致。 

 

 

 

 

 

 

 

 

 

 

 

圖 1-9 各級學校學生對體育課之喜愛程度 

 

 

 

 

 

 

 

 

 

 

 

 

圖 1-10 男女學生對體育課之喜愛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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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校開設運動社團項目的期望上，認為符合期望（包含符合與非常

符合）的比例上國小為 38.4％、國中為 26.3％、高中職為 29.7％、大專院校

為 30.2％、總平均為 33.6％。上述符合期望的比例比起不符合期望（包含

不符合及非常不符合）的比例雖然高出約有 10 幾個百分點，且男學生的滿

意程度較女學生高。然而在各級學校中卻有一半比例的學生認為開設運動

社團項目的期望為普通，此部分有必要進一步去探討該族群對於普通的想

法為何，以作為開設運動社團項目的參考。 

 

 

 

 

 

 

 

 

 

 

 

圖 1-11 各級學校學生對學校開設運動社團項目的期望 

 

 

 

 

 

 

 

 

 

 

 

圖 1-12 男女學生對學校開設運動社團項目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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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校運動社團開的項目的多元化滿意度上，傾向足夠者（包含足夠

與非常足夠）的比例上國小為 31.8％、國中為 21.8％、高中職為 24.7％、

大專院校為 26.9％、總平均為 28.0％。這樣的結果與學生對於學校開設運

動社團的期望程度恰呈現一致的趨勢，顯示學校開設運動社團的多元性與

學生的期望息息相關。隨著學級的增加，滿意度有下降的趨勢，甚至在國

中及高中階段，認為足夠的程度大於傾向足夠者的程度，此部分有必要提

供學校是否考慮在資源及人力允許的前提下，開設更多符合學生期望之運

動性社團，並嘗試新類型的運動社團開發與經營等相關問題。 

 

 

 

 

 

 

 

 

 

 

 

圖 1-13 各級學校學生對學校開設運動社團項目的多元滿意度 

 

 

 

 

 

 

 

 

 

 

 

 

圖 1-14 男女學生對學校開設運動社團項目的多元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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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動參與方面 
在運動參與上以各級學校為主，以平時學期週間（週一至週五）時間、

平時學期週末假日及寒暑假等三種不同時間段落作為比較的來源，並從運

動持續時間、主要運動的地點、主要的運動項目及主要一起運動的對象等

四個向度進行探討。結果分述如下： 

一、運動持續時間 

（一）國小學生運動持續時間 

國小學生在運動持續時間上，在平時學期週間時間，每次運動持續達

30 分鐘以上比例者為 60.3％、在平時學期週末假日為 67.4％、在寒暑假則

為 70.1％，整體而言國小學生不論於何種時間階段，每次運動時間持續達

30 分以上者皆有六成以上，且週末假日高於上課時間，寒暑假又高於平常

之週末假日。 

（二）國中學生運動持續時間 

國中學生在運動持續時間上，在平時學期週間時間，每次運動持續達

30 分鐘以上比例者為 61.4％、在平時學期週末假日為 64.8％、在寒暑假則

為 69.5％，整體而言國中學生在不同時間階段，每次運動時間持續達 30

分以上者亦有六成以上，且週末假日高於上課時間，寒暑假又高於平常之

週末假日。 

（三）高中職生運動持續時間 

高中職學生在運動持續時間上，在平時學期週間時間，每次運動持續

達 30 分鐘以上比例者為 59.2％、在平時學期週末假日為 56.4％、在寒暑假

則為 64.6％，整體而言高中職生不論於何種時間階段，每次運動時間持續

達 30 分以上者接近六成以上，但週末假日低於平時上課時間，當中又以寒

暑假時間最高（超過六成）。 

（四）大專生運動持續時間 

大專生在運動持續時間上，在平時學期週間時間，每次運動持續達 30

分鐘以上比例者為 68.3％、在平時學期週末假日為 50.7％、在寒暑假則為

62.1％，整體而言大專生，每次運動時間持續達 30 分以上之比例，在平時

學期週末假日為最低，此情況迥異於國中小學生，但與高中職生相近。 

（五）整體學生運動持續時間 

整體而言在運動持續時間上，各級學校在平時學期週間時間，每次運

動持續達 30 分鐘以上比例者為 61.2％、在平時學期週末假日為 63.6％、在

寒暑假則為 68.4％，顯示在每次運動時間持續達 30 分以上，非上課時間學

生有較長的運動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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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 平時學期週間各級學校學生每次運動持續時間 

 

 

 

 

 

 

 

 

 

 

 

圖 1-16 平時學期週末假日各級學校學生每次運動持續時間 

 

 

 

 

 

 

 

 

 

 

 

圖 1-17 寒暑假期間各級學校學生每次運動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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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運動的地點 

（一）國小學生主要運動的地點 

國小學生在平日上課時間以學校為主要運動地點（49.1％），其次為家

裡（23.5％），再其次為公園或社區活動中心（22.6％）；但在週末假日及寒

暑假則轉以公園或社區活動中心為主，其次為家裡，再其次為學校。且平

時使用學校的比例，為假日及寒暑假使用比例之兩倍。 

 

（二）國中學生主要運動的地點 

國中學生在平日上課時間以學校為主要運動地點（53.5％），其次為公

園或社區活動中心（22.1％），再其次為家裡（18.8％）；但在週末假日及寒

暑假則轉以公園或社區活動中心為主，其次為學校，再其次為家裡。對於

選擇學校的比例，平時學期週間，亦為假日及寒暑假使用比例之兩倍，與

國小情況相近。 

 

（三）高中職生主要運動的地點 

高中職生在平日上課時間以選擇學校最多（61.8％），其次為家裡（17.1

％），再其次為公園或社區活動中心（15.1％）；但在週末假日及寒暑假則

轉以公園或社區活動中心為主，其次為家裡，再其次為學校。而假日及寒

暑假使用學校作為主要運動地點的比例，約只有平常的四成。 

 

（四）大專生主要運動的地點 

大專生在平日上課時間以學校為主要運動地點的比例高達 74.7％，其

餘的選擇皆相對地大幅將低；在週末假日時選擇學校作為主要運動地點雖

只有平日的六成，但仍大幅領先其他選擇，為主要的運動場所選擇；在寒

暑假假期間，選擇學校的比例則低於選擇公園或社區活動中心及家裡，其

可能原因可能與大學生寒暑假期間多離校返家有關。 

 

（五）整體學生主要運動的地點 

在主要的運動地點選擇上，整體而言在上課期間主要地點仍以校園為

主（佔將近一半以上的比例），且隨著級別升高，平日使用學校的比例亦

隨之增高，此部分原因為何（設備較為齊全、校園開放使用等）值得進一

步探討。但在週末與寒暑假時，則主要地點則從學校多數轉移至公園及社

區活動中心或家裡（大專院校例外），是否顯示校園開放的時間，仍是決

定學生選擇運動場所的決定因素之一，亦值得進一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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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 平時學期週間各級學校學生主要運動選擇地點 

 

 

 

 

 

 

 

 

 

 

 

圖 1-19 平時學期週末假日各級學校學生主要運動選擇地點 

 

 

 

 

 

 

 

 

 

 

 

圖 1-20 寒暑假期間各級學校學生主要運動選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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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的運動項目 

在主要的運動項目選擇上，不同級別亦有不同的選擇，考量性別在選

擇運動項目上具有差異性，因此此部分主要以級別配合性別兩因素作為探

討的依據。 

（一）國小學生主要的運動項目 

國小男生主要的運動項目選擇上，平時學期週間前三名分別為球類運

動、跑步、騎腳踏車；平時學期週末假日與寒暑假，選擇優先次序為球類

運動、騎腳踏車、跑步。 

國小女生方面，主要的運動項目選擇上，平時學期週間前三名分別為

跑步、騎腳踏車、球類運動；平時學期週末假日與寒暑假，選擇優先次序

為騎腳踏車、跑步、球類運動。 

 

（二）國中學生主要的運動項目 

國中部分無論是男生或女生，其主要的運動項目選擇上皆為相同。平

時學期週間前三名分別為球類運動、跑步、騎腳踏車；平時學期週末假日

與寒暑假，選擇優先次序為球類運動、騎腳踏車、跑步。 

 

（三）高中職生主要的運動項目 

高中職男生主要的運動項目選擇上，平時學期週間與寒暑假前三名同

為球類運動、跑步、騎腳踏車；平時學期週末假日時選擇優先次序為球類

運動、騎腳踏車、跑步。 

高中職女生無論是平時學期週間、週末或寒暑假，其選擇次序皆為球

類運動、跑步、騎腳踏車。 

 

（四）大專生主要的運動項目 

大專生部分無論是男生或女生，無論是平時學期週間、週末或寒暑

假，其選擇順序同為球類運動、跑步、其他。有關其他部分為何，建議可

進一步進行調查研究。 

 

（五）整體學生主要的運動項目 

整體而言各級學校學生在主要運動項目選擇上多以球類運動做為優

先選擇的運動類型。此部分是可預期的因一來球類運動包含多種項目，且

為團體性質之運動項目，且在獲得運動樂趣上，亦提供較多的體驗機會。

因此在推動各級學校之運動項目上選擇球類運動仍是最佳的選擇。值的注

意的是，到了大專部分，「其他」一項躍升為第三名，可見大專生在選擇

主要運動項目上趨於多元，值得進一步調查，以確認其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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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各級學校男女學生主要的運動項目選擇排序表 

 

 

 

 

 

 

 

級別 時間段 排序一 排序二 排序三 

平時週間 球類運動 跑步 騎腳踏車 

平時週末 球類運動 騎腳踏車 跑步 小男 

寒暑假 球類運動 騎腳踏車 跑步 

平時週間 跑步 騎腳踏車 球類運動 

平時週末 騎腳踏車 跑步 球類運動 小女 

寒暑假 騎腳踏車 跑步 球類運動 

平時週間 球類運動 跑步 騎腳踏車 

平時週末 球類運動 騎腳踏車 跑步 國男 

寒暑假 球類運動 騎腳踏車 跑步 

平時週間 球類運動 跑步 騎腳踏車 

平時週末 球類運動 騎腳踏車 跑步 國女 

寒暑假 球類運動 騎腳踏車 跑步 

平時週間 球類運動 跑步 騎腳踏車 

平時週末 球類運動 騎腳踏車 跑步 高男 

寒暑假 球類運動 跑步 騎腳踏車 

平時週間 球類運動 跑步 騎腳踏車 

平時週末 球類運動 跑步 騎腳踏車 高女 

寒暑假 球類運動 跑步 騎腳踏車 

平時週間 球類運動 跑步 其他 

平時週末 球類運動 跑步 其他 大男 

寒暑假 球類運動 跑步 其他 

平時週間 球類運動 跑步 其他 

平時週末 球類運動 跑步 其他 大女 

寒暑假 球類運動 跑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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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運動對象 

（一）國小學生主要運動對象 

國小學生主要運動對象選擇上，平時學期週間依序為為家人、同學、

朋友；平時學期週末假日與寒暑假順序皆為家人、朋友、自己。得知在國小

階段，在運動參與進行的情況上，主要仍以家庭的型態在進行。 

 

（二）國中學生主要運動對象 

國中學生在平時學期週間的運動主要對象上，依序為朋友、同學、自

己；平時學期週末假日與寒暑假時，則為朋友、家人與自己。得知在國中階

段，在運動參與的選擇上會逐漸偏向友朋。此結果符合此時期青少年的心

理特徵，會逐漸疏離家庭活動，投向同儕團體。 

 

（三）高中職生主要運動對象 

高中職生平時學期週間之主要運動對象依序為同學、朋友、自己。而在

平時學期週末假日與寒暑假期間則皆依序為為朋友、自己、家人。 

 

（四）大專生主要運動對象 

大專生平時學期週間之主要運動對象依序為同學、朋友、自己。而在平

時學期週末假日為朋友、自己、同學；寒暑假期間則皆依序為為朋友、自己、

家人。 

 

（五）整體學生主要運動對象 

整體來看，各級學校除在平時學期週間除國小學生外，其主要運動對

象選擇皆以同學及朋友為主，此兩選擇占全部選擇之六成左右。而在平時

學期週末假日及寒暑假時，除國小學生外，其餘主要運動對象選擇以朋友

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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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平時學期週間各級學校學生之主要運動對象 

 

 

 

 

 

 

 

 

 

 

 

圖 1-22 平時學期週末假日各級學校學生之主要運動對象 

 

 

 

 

 

 

 

 

 

 

 

圖 1-23 寒暑假各級學校學生平時學期週間之主要運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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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級學校男女學生主要主要運動對象排序表 

 

 

 

 

 

 

 

 

 

 

 

 

 

 

 

 

 

級別 時間段 排序一 排序二 排序三 

平時週間 家人 同學 朋友 

平時週末 家人 朋友 自己 國小 

寒暑假 家人 朋友 自己 

平時週間 朋友 同學 自己 

平時週末 朋友 家人 自己 國中 

寒暑假 朋友 家人 自己 

平時週間 同學 朋友 自己 

平時週末 朋友 自己 家人 高中職 

寒暑假 朋友 自己 家人 

平時週間 同學 朋友 自己 

平時週末 朋友 自己 同學 
大專 

院校 
寒暑假 朋友 自己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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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目前與寒暑假每週平均之運動天數 

目前各級學生在每週平均參與運動之天數上，達三天以上者其比例依

次累計為，國小 57.8％、國中 40.7％、高中職 25.6％、大專院校 25.3％，整

體平均為 46.2％。每週運動天數隨著級別的增加，逐次遞減，且男生在參

與運動達五天以上者，其比例明顯多於女生。顯示目前各級學校學生具有

規律運動習慣且達體適能 333 中，每週運動三次之標準者，只要國小部分

超過一半之比例，其餘各級學校學生達此標準者皆一半不到，在政策推動

及促進女性運動等工作上，可研擬相關措施，以提升其比例。然而，各級

學校學生中，每週參與兩天運動之比例皆有二成五到三成的比例，若能推

動此一族群學生，繼續往運動三天的部分邁進，應可大幅提昇目前每週運

動天數的成果。 

 

 

 

 

 

 

 

 

 

 

 

圖 1-24 目前各級學校學生平時每週運動天數 

 

 

 

 

 

 

 

 

 

 

圖 1-25 目前各級學校男女學生平時每週運動天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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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寒暑假期間，為各級學生最有機會參與運動之時間。運動天數

達每週三天以上者其比例依次累計為，國小 66.9％、國中 54.8％、高中職

39.4％、大專院校 29.2％，整體平均為 56.5％。顯示在國民教育階段，學生

於寒暑假期間，達到每週運動三次標準者達五至六成，高中職時間降為四

成，大學階段約只剩下三成。運動次數隨著年級增加而遞減，且在於最有

機會運動的寒暑假期間，顯示政策在推動培養學生終身規律運動習慣上，

仍有許多加強的空間。 

 

 

 

 

 

 

 

 

 

 

 

圖 1-26 寒暑假各級學校學生平時每週運動天數 

 

 

 

 

 

 

 

 

 

 

 

圖 1-27 寒暑假各級學校男女學生平時每週運動天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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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目前的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 

有關各級學校學生在運動參與上，對於目前自我運動時間感知上，認

為時間足夠傾向者（包含足夠與非常足夠）國小部分為 52.2％、國中部分

35.9％、高中職 24.5％、大專院校為 27.5％，整體為反應為 42.1％；而認為不

足者（包含不足與非常不足）國小部分為 16.0％、國中部分 24.2％、高中

職 33.4％、大專院校為 31.9％，整體為反應為 21.9％。此結果顯示，各級學

校學生在中小學階段認為運動時間足夠之比例高於認為不足，但到了高中

及大專之後，認為運動時間不足的部分，則高於認為足夠者，特別是在高

中職階段。這樣的結果顯示若學生族群中，自覺運動時間不足者具有如此

高的比例，應透過進一步研究探查，對於運動時間足夠性之感知與實際運

動時間之間的關係為何，並透過相關的配套措施，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值

得進一步深究。 

 

 

 

 

 

 

 

 

 

 

 

圖 1-28 各級學校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 

 

教育部自推動體適能提升計畫開始，鼓吹 333 運動，即每週運動三天、

每次持續至少 30 分鐘，心跳數達 130 下左右。從調查結果顯示，隨著學級

的增加，在運動的持續時間上，不論是一般上課時間、週末或是寒暑假其

間，各級學校約有六成的學生能維持 30 分鐘以上的運動持續時間，但每週

運動 3次的規律運動習慣方面，比例卻逐漸降低。在小學階段約有六成學

生達到每週運動三次的習慣，到國中階段約有五成維持此標準，但到了高

中階段只剩下四成左右維持規律的運動習慣，到大學階段維持的比例三成

不到。顯示在達到運動 333 的目標推動上，應予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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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情況比較 

1.在參加學校運動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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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目前是否為班級運動代表隊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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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目前是否為學校運動代表隊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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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目前平均每週上幾節體育課(健康與體育領域的體育部分)？ 

各縣市國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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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覺得您的體育課時間足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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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對體育課的喜歡程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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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覺得學校運動社團開的項目符合您的興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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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您覺得學校運動社團開的項目夠多元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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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您目前平均每週運動幾天（不含體育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