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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運動參與調查編製說明 

一、編製目的 

本報告書為教育部例行針對所屬各級學校以問卷方式進行運動參與情形

之調查報告，以學年度為單位，調查學生參與學校運動社團情形、對學校體

育課之感受與需求、學校開設運動社團之感受與需求、上學方式、騎自行車

能力及其規律運動情形。按年彙集編印，期能提供我國體育運動主管機關決

策及施政參考應用。 

二、編輯內容 

本報告書主要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各級學校層級作為類目進行描

述，部分題目並將性別放在級別的分類下進行次類目的比較，以瞭解各級學

校男、女學生在上述內容表現的差異。第二部分是以縣市作為主類目，針對

高中職以下學校進行分析，目的在提供客觀數據，了解不同縣市內各級學校

基於地方教育政策影響之資料。 

三、凡例 

1. 本報告書調查範圍以學年度計，103 學年度統計調查時間為 104 年 10

月至 12 月，針對各級學校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學生 103 學年度（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4 年 7 月 31 日）之運動參與情形。 

2. 調查母群體，以就讀臺灣地區各級學校之日間部學生為對象，但調查時

不含體育班及體育運動科系之學生，並依據教育部統計處公布之學校名

單進行抽樣。抽樣方法及樣本配置、問卷回收狀況及資料加權方式，則

於報告書中呈現。 

3. 本報告書資料範圍，除註明各縣市資料屬於臺灣地區外，餘均屬於臺閩

地區資料。 

4. 為統一計算標準，表列計算比例計至小數點第一位，尾數部分採四捨五

入，致同一表格中百分比加總可能有 99.9％或 100.1％之情事，實乃合

理呈現。 

5. 各教育機關所提供之統計資料事後常有修正，嗣後所載數字，如與前期

不同者，應以當期數字為準。 

6. 本報告書各表所用符號：〝0〞表示數值不及一單位或無此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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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學生運動參與情形調查報告 

壹、 緒論 

教育部自民國 94 年起例行針對所屬各級學校以問卷方式進行運動參與情形調查，為配合

學校運作，各級學校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範圍以學年度為單位進行調查，本次調查範圍為

103 學年度學生參與學校運動社團情形、對學校體育課之感受與需求、對學校開設運動社團

之感受與需求、上學方式、騎自行車能力及其規律運動情形進行瞭解。問卷之抽樣對象、方

法、發放及回收情形如下： 

 

一、抽樣對象 

(一) 調查區域範圍： 

臺灣地區、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及金馬地區(福建省金門縣、連江

縣)。 

  

(二) 調查對象： 

研究對象以臺灣地區就讀國小、國中、高中職及大專校院之學生為主，不包含延畢(修)

生，其中各副母體定義為： 

國小：就讀臺灣地區國小高年級之學生，共計有 444,814 人。 

國中：就讀臺灣地區之國中之學生，共計有 803,226 人。 

高中職：就讀臺灣地區之高中職之學生共計有 722,193 人。 

大專校院：就讀大學、五專四年級、五專五年級、二專、二技、四技等學制且日間部之

學生，共計有 865,851 人。由於調查對象為一般的學生，因此問卷發放時將不含體育班及體

育運動科系之學生。 

 

二、抽樣方法及樣本配置 

本調查採用郵寄問卷方式，以國小、國中、高中職依各縣市各層級學生人數比例，採分

層隨機抽樣法（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進行抽樣。大專校院則以本調查之副母體（就讀

大學、五專四年級、五專五年級、二專、二技、四技等學制且日間部之學生）為抽樣依據，

依各大專校院學生數比例抽樣，其中，為求資料具有回推各縣市高中職以下學生母群體之特

性，依各縣市各層級學生人數比例抽樣後，將各縣市之抽樣誤差訂為 5%，此為該縣市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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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之最低抽樣數。若該縣市原本之抽樣誤差小於 5%，則依原抽樣數進行抽樣；當該縣市之

抽樣誤差大於 5%時，則以抽樣誤差 5%的抽樣人數做為該縣市之抽樣數，各學校層級加總預

計抽出 40,108 人。抽樣誤差之公式如下： 

 

𝑠𝑠 =
𝑧2×𝑝×(1−𝑝)

𝑐2
 ,𝑛𝑒𝑤𝑆𝑆 =

𝑠𝑠

1+𝑠𝑠−1 𝑝𝑜𝑝⁄
 

 

ss = 抽樣誤差公式 

new SS = 計算在抽樣誤差 ss 下，母群體應抽出的人數 

z = z 值(例如 1.96 表示 95%的信心水準所對應的 z 值) 

p = 選擇的百分比，通常都使用 0.5 

c = 信心水準(可接受的誤差) 

pop = 母群體數 

 

第一階段，根據各副母體之人數來配置樣本，採用分層比例來配置所需發放之問卷數，

其中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1-1.  配置樣本數分配表 

學校層級 人數 比例 原配置樣本數(人) 
各縣市高中職以下調整抽

樣誤差 5%後之樣本數(人) 

國小* 444,814 15.68% 4,706 8,556 

國中 803,226 28.32% 8,496 11,646 

高中職 722,193 25.46% 7,639 10,747 

大專校院 865,851 30.53% 9,159 9,159 

總計 2,836,084 100.00% 30,000 40,108 

註：*本調查國小母群體為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共 444,814 人，18,808 班。 

 

 

第二階段中，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副母體中，各年級之班級人數較為固定，因此，係依

各年級之班級總數做為比例進行問卷施測，其中各副母體中每個班級的平均人數如下表所

示： 

 

表1-2.  預計發放班級數目表 

學校層級 平均班級人數 發放班級數 

國小* 23.65 362 

國中 29.48 395 

高中職 38.7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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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調查國小母群體為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共 444,814 人，18,808 班。 

 

 

第三階段，藉由各地區高中職以下學校以班級數，大專校院則以年級學生數，按不同學

校學生人數比例隨機抽樣，因為在大專校院副母體中，各班級之人數有明顯差異性，因此，

大專校院將直接以各年級之人數進行樣本配置，如下表： 

 

表1-3.  大專校院實際發放問卷數 

年級 總人數(人) 比例 實際抽樣(人)* 

一年級 231,527 26.7% 2,449 

二年級 225,007 26.0% 2,380 

三年級 208,977 24.1% 2,211 

四年級 200,340 23.1% 2,119 

總計 865,851 100.0% 9,159 

註：*實際抽樣人數因從各校抽樣人數四捨五入至整數後而與抽樣數有所不同 

 

三、發放及回收 

問卷自 104 年 9 月 24 日發放問卷至各級學校，並於 11 月 22 日完成問卷催收工作，並開

始進行問卷資料輸入，統計回收 36,726 份，回收率為 91.6%。扣除填答不完整部分後，剩餘

有效問卷為 35,859 份，有效率為 97.6%。 

表1-4.  問卷回收狀況記錄表 

學校層級 發出份數 回收份數 回收率 有效份數 有效率 

國小 8,556 6,971 81.5% 6,770 97.1% 

國中 11,646 11,059 95.0% 10,873 98.3% 

高中職 10,747 10,124 94.2% 9,838 97.2% 

大專校院 9,159 8,572 93.6% 8,378 97.7% 

總數 40,108 36,726 91.6% 35,859 97.6% 

 

四、抽樣誤差 

本次調查國小共發放 309 校、國中發放 310 校、高中職發放 192 校及大專校院發放 157

校。回收有效樣本為 35,859 份，在 95%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大約在±0.518%之間。誤差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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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103 學年度各縣市不同學校層級發放學校數分佈表 

縣市名稱 
學校數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校院 

新北市 31 33 20 18 

臺北市 15 28 22 26 

臺中市 20 30 18 17 

臺南市 15 20 14 15 

高雄市 14 29 13 18 

宜蘭縣 16 10 7 4 

桃園市 15 24 15 12 

新竹縣 12 10 6 2 

苗栗縣 13 9 8 4 

彰化縣 14 12 6 5 

南投縣 15 9 9 2 

雲林縣 13 11 9 3 

嘉義縣 14 10 4 4 

屏東縣 16 11 8 5 

臺東縣 14 11 6 2 

花蓮縣 15 10 6 5 

澎湖縣 12 6 2 1 

基隆市 11 9 5 4 

新竹市 9 10 5 6 

嘉義市 14 8 6 3 

金門縣 7 5 2 1 

連江縣 4 5 1 0 

總計 309 310 192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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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103 學年度各縣市不同學校層級有效樣本分佈表 

縣市名稱 
有效樣本(人) 

總計 
抽樣誤差

(%)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校院 

新北市 673 1,311 845 906 3,735 ±1.604 

臺北市 321 790 1,042 1,690 3,843 ±1.581 

臺中市 464 1,088 883 1,282 3,717 ±1.607 

臺南市 337 646 522 894 2,399 ±2.001 

高雄市 329 924 567 892 2,712 ±1.882 

宜蘭縣 390 373 364 99 1,226 ±2.799 

桃園市 387 779 737 711 2,614 ±1.917 

新竹縣 320 325 352 108 1,105 ±2.948 

苗栗縣 247 296 326 131 1,000 ±3.099 

彰化縣 330 434 356 277 1,397 ±2.622 

南投縣 285 346 353 84 1,068 ±2.999 

雲林縣 257 351 354 153 1,115 ±2.935 

嘉義縣 263 330 349 164 1,106 ±2.947 

屏東縣 304 441 292 245 1,282 ±2.737 

臺東縣 213 361 333 40 947 ±3.185 

花蓮縣 218 313 355 138 1,024 ±3.063 

澎湖縣 177 299 274 19 769 ±3.534 

基隆市 311 363 362 106 1,142 ±2.900 

新竹市 347 357 360 296 1,360 ±2.657 

嘉義市 350 335 349 112 1,146 ±2.895 

金門縣 217 291 293 31 832 ±3.398 

連江縣 30 120 170 0 320 ±5.478 

總計 6,770 10,873 9,838 8,378 35,859 ±0.518 

註：為求明確呈現各縣市及學校層級之間的差異，本表數值取至小數後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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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處理與加權 

在資料處理上，為平衡縣市之間的學生數與調查問卷比例，自 96 學年度（2007 年）起，

學生運動參與情形的資料，為客觀進行全國各縣市的數據比較，開始以母群體人數（縣巿 x

年級）除以分析問卷的人數，計算得出加權值。加權技術在於處理我國各縣市現有學生數與

回收問卷數之間的差距，依此作為縣市間相互比較的依據，並可校正抽樣調查時樣本的代表

性。 

本學年度依據過去的加權方式處理，再進行數據分析，103 學年度各縣市高中職以下學

校加權值表則如下表，加權處理流程為： 

 

A. 區分 [縣巿 x 年級] 的 (母群體人數/分析人數)  

B. 計算得到一個加權值，然後分析時用加權值對回收的資料進行加權。 

C. 將加權後的數據進行分析，計算此報告中的各項表格。 

 

表1-7.  103 學年度各縣市高中職以下資料加權值表 

縣市名稱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新北市 1.500 1.335 1.442 

臺北市 1.835 1.421 1.448 

臺中市 1.709 1.339 1.544 

臺南市 1.374 1.363 1.553 

高雄市 2.103 1.371 2.043 

宜蘭縣 0.315 0.641 0.506 

桃園市 1.672 1.456 1.349 

新竹縣 0.534 0.861 0.510 

苗栗縣 0.629 0.908 0.732 

彰化縣 1.126 1.463 1.486 

南投縣 0.495 0.754 0.554 

雲林縣 0.759 1.025 0.779 

嘉義縣 0.493 0.651 0.346 

屏東縣 0.719 0.896 0.971 

臺東縣 0.278 0.299 0.261 

花蓮縣 0.404 0.515 0.456 

澎湖縣 0.125 0.133 0.143 

基隆市 0.291 0.493 0.531 

新竹市 0.404 0.676 0.711 

嘉義市 0.243 0.521 0.702 

金門縣 0.084 0.104 0.092 

連江縣 0.071 0.032 0.027 

註 1：由於全部的大專校院均進行調查，故大專校院的數據不進行加權。 

註 2：為求明確呈現各縣市及學校層級之間的加權值差異，本表數值取至小數後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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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3 學年度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報告書架構調整說明 

自 102 學年度開始，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報告書增列「跨年度比較」的章節，將重要

的學生運動參與數據逐年進行比較，各級學校部分則依照 102 學年度的內容進行分析，而由

於各縣市進行橫向比較所需資料較為龐雜，因此將所有縣市的數據改列於附表中，原本各縣

市學生運動參與的章節則呈現各縣市學生當年度資訊，以六都、北、中、南、東、離島等分

類進行圖表說明。 

103 學年度起則配合《國民體育法》法規及 SH150 方案進行調整，增列(1). 各級學校學

期週間每週在校運動時間累積達 150 分鐘比率、(2). 各級學校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 3 次，

每次 30 分鐘以上)、(3).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以上各項統計數據

將呈現於重要數據章節中。 

另，為更明確呈現數據統計的過程，104 學年度起將調查問卷附於文末附錄，由於歷年

問卷均有微調，若後續研究有需參考歷年問卷，可至學校體育統計網(www.schoolpe.tw)下載，

或洽詢國立中山大學運動健康產業研究中心(07-5252000 轉 5877)。 

http://www.schoolp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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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重要數據及跨年度比較 

自 102 學年度起，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六條：「各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有關法令規定，

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切實推動體育活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並應安

排學生在校期間，除體育課程時數外，每日參與體育活動之時間，每週應達一百五十分鐘以

上。前項各級學校體育之目標、教學、活動、選手培訓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實施辦法，由教育

部定之。」故教育部體育署將透過「SH150 方案-推動每週在校運動 150 分鐘策略」，一方面

符應法規，一方面透過多項策略培育學生運動知能，激發學生運動動機與興趣，養成規律運

動習慣，奠定終身參與身體活動的能力、態度以及增進健康體適能。 

因此學生運動參與調查的題目於 102 學年度以後，配合法規及 SH150 方案進行調整，增

列(1). 各級學校學期週間每週運動時間累積達 150 分鐘比率、(2). 各級學校學生規律運動情

形(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3).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等項目。 

一、規律運動情形 

（一）各級學校學期週間每週在校運動時間累積達 150 分鐘比率 

103學年度學期週間學生每週在校運動時間(不含體育課)累積達 150分鐘比例在各學校層

級的分佈如下圖： 

 

 
圖2-1  103 學年度學校學期週間學生每週在校運動時間累積達 150 分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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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國小各縣市學生學期週間每週在校運動時間累積達 150 分鐘比率 

縣市 
學生學期週間每週在校運動時間累積達 150 分鐘比率 

樣本數(加權後)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新北市 34.2% 31.1% 1,008 

臺北市 30.5% 28.7% 589 

臺中市 33.6% 29.5% 793 

臺南市 34.2% 30.3% 463 

高雄市 24.7% 36.8% 692 

宜蘭縣 32.2% 31.5% 123 

桃園市 33.8% 28.7% 647 

新竹縣 38.7% 24.4% 171 

苗栗縣 31.3% 34.4% 155 

彰化縣 22.0% 26.4% 371 

南投縣 36.0% 30.9% 141 

雲林縣 34.7% 23.7% 195 

嘉義縣 31.3% 48.7% 130 

屏東縣 30.8% 29.9% 218 

臺東縣 43.6% 31.5% 59 

花蓮縣 25.3% 34.9% 88 

澎湖縣 32.7% 35.0% 22 

基隆市 25.8% 33.5% 90 

新竹市 34.4% 30.3% 140 

嘉義市 31.9% 25.1% 85 

金門縣 52.1% 36.9% 18 

連江縣 37.0% 36.7% 2 

全國平均 31.7% 30.7%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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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國中各縣市學生學期週間每週在校運動時間累積達 150 分鐘比率 

縣市 
學生學期週間每週在校運動時間累積達 150 分鐘比率 

樣本數(加權後)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新北市 26.0% 19.7% 1,751 

臺北市 25.9% 20.0% 1,123 

臺中市 24.4% 23.7% 1,456 

臺南市 20.7% 21.7% 881 

高雄市 22.7% 19.0% 1,267 

宜蘭縣 29.0% 20.6% 239 

桃園市 22.3% 24.1% 1,134 

新竹縣 30.8% 25.5% 280 

苗栗縣 22.4% 17.6% 269 

彰化縣 35.7% 26.4% 632 

南投縣 22.4% 26.9% 261 

雲林縣 24.3% 23.4% 360 

嘉義縣 28.3% 17.0% 215 

屏東縣 22.3% 37.0% 395 

臺東縣 27.0% 26.6% 108 

花蓮縣 26.2% 23.3% 161 

澎湖縣 34.0% 24.1% 40 

基隆市 24.5% 33.1% 179 

新竹市 24.4% 26.3% 241 

嘉義市 18.1% 17.0% 175 

金門縣 25.0% 33.0% 30 

連江縣 28.3% 35.8% 4 

全國平均 24.9% 22.6% 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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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高中職各縣市學生學期週間每週在校運動時間累積達 150 分鐘比率 

縣市 
學生學期週間每週在校運動時間累積達 150 分鐘比率 

樣本數(加權後)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新北市 20.6% 17.5% 1,218 

臺北市 25.1% 17.3% 1,507 

臺中市 20.1% 21.1% 1,364 

臺南市 19.9% 17.0% 810 

高雄市 28.2% 20.8% 1,158 

宜蘭縣 17.7% 16.5% 184 

桃園市 20.4% 20.6% 994 

新竹縣 13.1% 21.6% 179 

苗栗縣 18.5% 14.4% 239 

彰化縣 18.4% 17.1% 529 

南投縣 24.7% 24.1% 196 

雲林縣 14.9% 21.8% 276 

嘉義縣 16.4% 19.8% 120 

屏東縣 23.8% 20.9% 284 

臺東縣 15.8% 18.3% 87 

花蓮縣 17.5% 20.3% 162 

澎湖縣 17.8% 18.6% 39 

基隆市 18.8% 9.1% 192 

新竹市 20.1% 20.8% 256 

嘉義市 18.3% 22.3% 245 

金門縣 18.5% 21.5% 27 

連江縣 24.1% 22.4% 5 

全國平均 21.1% 19.0% 1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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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大專校院各縣市學生學期週間每週在校運動時間累積達 150 分鐘比率 

縣市 
學生學期週間每週在校運動時間累積達 150 分鐘比率 

樣本數(加權後)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新北市 28.4% 24.2% 906 

臺北市 27.2% 25.5% 1,685 

臺中市 31.0% 28.5% 1,282 

臺南市 27.7% 24.2% 894 

高雄市 28.8% 25.6% 888 

宜蘭縣 28.6% 29.3% 99 

桃園市 28.1% 21.2% 711 

新竹縣 31.8% 23.1% 108 

苗栗縣 18.1% 23.7% 131 

彰化縣 25.9% 26.7% 277 

南投縣 47.6% 36.9% 84 

雲林縣 22.2% 34.6% 153 

嘉義縣 28.3% 24.4% 164 

屏東縣 27.0% 19.3% 244 

臺東縣 43.6% 40.0% 40 

花蓮縣 38.3% 37.7% 138 

澎湖縣 46.2% 36.8% 19 

基隆市 20.2% 31.1% 106 

新竹市 26.4% 27.4% 296 

嘉義市 38.0% 30.4% 112 

金門縣 39.3% 32.3% 31 

連江縣 0.0% 0.0% 0 

全國平均 28.6% 25.9% 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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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級學校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規律運動乃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2 年運動城市調查之定義：每週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

以上。各級學校學生規律運動(每週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的比率如下圖，隨著學校層

級越高，比率越低。 

 

 

 
 

圖2-2  103 學年度各級學校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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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國小各縣市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縣市 
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樣本數(加權後)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新北市 75.3% 76.1% 990 

臺北市 73.1% 72.9% 582 

臺中市 77.2% 79.6% 781 

臺南市 79.1% 76.9% 459 

高雄市 64.6% 71.7% 675 

宜蘭縣 72.5% 78.3% 121 

桃園市 81.7% 77.9% 635 

新竹縣 80.2% 72.3% 170 

苗栗縣 80.9% 78.9% 155 

彰化縣 79.4% 72.5% 368 

南投縣 81.5% 79.9% 138 

雲林縣 79.9% 76.2% 191 

嘉義縣 77.4% 78.5% 129 

屏東縣 82.0% 79.7% 216 

臺東縣 77.1% 77.8% 59 

花蓮縣 77.0% 80.4% 86 

澎湖縣 78.4% 74.4% 22 

基隆市 77.4% 71.8% 89 

新竹市 75.1% 78.9% 138 

嘉義市 76.6% 72.3% 84 

金門縣 86.9% 82.8% 18 

連江縣 73.9% 80.0% 2 

全國平均 76.3% 76.1% 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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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國中各縣市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縣市 
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樣本數(加權後)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新北市 58.7% 58.1% 1,721 

臺北市 63.0% 63.8% 1,100 

臺中市 66.3% 62.5% 1,433 

臺南市 63.9% 59.5% 857 

高雄市 62.3% 57.6% 1,259 

宜蘭縣 69.0% 53.4% 237 

桃園市 59.4% 60.1% 1,121 

新竹縣 67.4% 66.7% 276 

苗栗縣 58.9% 55.6% 262 

彰化縣 68.5% 68.8% 629 

南投縣 52.8% 64.3% 258 

雲林縣 64.6% 54.8% 354 

嘉義縣 72.0% 64.9% 208 

屏東縣 65.1% 69.7% 391 

臺東縣 71.8% 73.2% 105 

花蓮縣 67.2% 67.0% 154 

澎湖縣 71.4% 64.6% 39 

基隆市 58.3% 68.5% 178 

新竹市 63.5% 63.7% 237 

嘉義市 51.2% 60.7% 171 

金門縣 71.8% 73.2% 29 

連江縣 71.7% 65.2% 4 

全國平均 62.9% 61.4% 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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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高中職各縣市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縣市 
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樣本數(加權後)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新北市 45.0% 47.4% 1,203 

臺北市 59.0% 53.0% 1,464 

臺中市 48.8% 50.8% 1,350 

臺南市 45.8% 47.1% 798 

高雄市 50.0% 50.2% 1,152 

宜蘭縣 56.6% 48.0% 181 

桃園市 50.7% 54.5% 981 

新竹縣 43.3% 49.6% 175 

苗栗縣 44.2% 49.7% 234 

彰化縣 45.5% 40.7% 526 

南投縣 54.7% 54.0% 194 

雲林縣 46.9% 53.0% 275 

嘉義縣 52.5% 36.2% 119 

屏東縣 59.0% 47.4% 281 

臺東縣 51.7% 45.5% 86 

花蓮縣 47.3% 53.6% 158 

澎湖縣 49.0% 51.8% 39 

基隆市 38.5% 31.8% 188 

新竹市 41.1% 44.5% 251 

嘉義市 45.2% 54.2% 241 

金門縣 52.7% 61.6% 27 

連江縣 43.1% 41.9% 5 

全國平均 49.8% 49.5% 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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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大專校院各縣市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縣市 
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樣本數(加權後)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新北市 42.7% 44.6% 884 

臺北市 40.2% 42.5% 1,657 

臺中市 45.9% 47.4% 1,254 

臺南市 47.1% 43.7% 876 

高雄市 44.2% 50.1% 875 

宜蘭縣 51.5% 54.6% 97 

桃園市 43.4% 38.7% 684 

新竹縣 56.1% 48.0% 102 

苗栗縣 42.0% 42.0% 131 

彰化縣 39.0% 48.5% 270 

南投縣 65.9% 50.6% 83 

雲林縣 53.1% 50.0% 150 

嘉義縣 43.9% 48.4% 161 

屏東縣 51.6% 45.5% 235 

臺東縣 64.1% 65.0% 40 

花蓮縣 58.0% 51.5% 134 

澎湖縣 68.0% 57.9% 19 

基隆市 45.5% 51.0% 104 

新竹市 47.7% 54.4% 287 

嘉義市 55.6% 48.2% 112 

金門縣 71.4% 45.2% 31 

連江縣 0.0% 0.0% 0 

全國平均 45.2% 45.8% 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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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 

學生針對其所喜愛的運動種類，自覺該項運動的熟悉程度(自我效能)，當勾選【非常有

信心】、【有信心】，即認定應具備該項運動技能；若是勾選【普通】、【沒信心】及【非常沒信

心】，或是【無從事任何運動】的學生，則屬於未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如下圖，只有國小學生比率較高，國中以

上的比率都只有約 50%。 

 

 
 

圖2-3  103 學年度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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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國小各縣市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 

縣市 
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 

樣本數(加權後)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新北市 65.0% 66.6% 960 

臺北市 65.5% 57.0% 563 

臺中市 68.5% 63.5% 762 

臺南市 69.6% 64.3% 438 

高雄市 66.1% 66.0% 656 

宜蘭縣 65.3% 64.6% 118 

桃園市 62.1% 63.7% 598 

新竹縣 69.1% 67.1% 162 

苗栗縣 69.3% 68.5% 146 

彰化縣 64.4% 63.7% 357 

南投縣 62.7% 68.2% 136 

雲林縣 67.7% 61.0% 187 

嘉義縣 56.1% 62.2% 125 

屏東縣 66.7% 67.1% 214 

臺東縣 67.1% 64.1% 57 

花蓮縣 70.9% 67.0% 84 

澎湖縣 67.7% 72.7% 22 

基隆市 63.0% 61.6% 86 

新竹市 67.2% 59.8% 135 

嘉義市 62.2% 72.3% 82 

金門縣 75.8% 61.1% 18 

連江縣 45.5% 55.2% 2 

全國平均 65.9% 64.2% 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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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0.  國中各縣市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 

縣市 
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 

樣本數(加權後)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新北市 50.5% 50.2% 1,632 

臺北市 56.0% 48.8% 1,039 

臺中市 45.5% 50.9% 1,369 

臺南市 53.4% 55.6% 819 

高雄市 48.6% 50.0% 1,171 

宜蘭縣 52.2% 47.7% 223 

桃園市 49.5% 48.4% 1,060 

新竹縣 57.5% 49.2% 266 

苗栗縣 59.2% 44.3% 248 

彰化縣 52.8% 47.2% 598 

南投縣 52.3% 49.2% 247 

雲林縣 48.4% 47.2% 345 

嘉義縣 51.8% 51.9% 203 

屏東縣 43.9% 54.8% 373 

臺東縣 56.4% 57.3% 101 

花蓮縣 58.2% 60.3% 153 

澎湖縣 54.0% 53.7% 38 

基隆市 54.7% 55.0% 172 

新竹市 52.5% 54.0% 218 

嘉義市 43.3% 47.9% 164 

金門縣 52.2% 48.9% 28 

連江縣 53.8% 41.4% 4 

全國平均 50.8% 50.4% 1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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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高中職各縣市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 

縣市 
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 

樣本數(加權後)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新北市 46.1% 47.0% 1,122 

臺北市 54.6% 50.7% 1,380 

臺中市 48.8% 49.1% 1,271 

臺南市 41.9% 43.3% 731 

高雄市 51.3% 52.8% 1,077 

宜蘭縣 48.0% 48.5% 170 

桃園市 46.6% 46.6% 924 

新竹縣 44.6% 49.4% 159 

苗栗縣 43.6% 41.6% 217 

彰化縣 43.6% 47.2% 498 

南投縣 51.8% 46.9% 178 

雲林縣 40.3% 45.1% 254 

嘉義縣 46.9% 39.8% 107 

屏東縣 44.0% 42.0% 268 

臺東縣 50.5% 45.3% 80 

花蓮縣 47.2% 46.8% 156 

澎湖縣 40.2% 46.1% 36 

基隆市 48.0% 42.3% 173 

新竹市 47.7% 52.7% 233 

嘉義市 48.1% 46.8% 220 

金門縣 45.5% 42.9% 25 

連江縣 41.4% 46.8% 4 

全國平均 47.8% 47.9% 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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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  大專校院各縣市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 

縣市 
學生自覺具備一項以上運動技能比率 

樣本數(加權後)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新北市 51.1% 47.5% 824 

臺北市 46.7% 49.7% 1,574 

臺中市 50.5% 48.1% 1,193 

臺南市 45.4% 45.1% 830 

高雄市 50.2% 55.0% 822 

宜蘭縣 47.3% 53.3% 90 

桃園市 49.0% 42.9% 657 

新竹縣 63.4% 53.9% 102 

苗栗縣 42.1% 47.5% 122 

彰化縣 48.7% 52.1% 259 

南投縣 54.4% 46.8% 79 

雲林縣 51.4% 55.6% 142 

嘉義縣 48.3% 52.7% 150 

屏東縣 53.0% 51.1% 221 

臺東縣 57.9% 56.4% 39 

花蓮縣 43.2% 52.3% 128 

澎湖縣 50.0% 50.0% 18 

基隆市 46.4% 48.0% 100 

新竹市 54.7% 47.7% 277 

嘉義市 57.9% 53.8% 106 

金門縣 50.0% 51.7% 29 

連江縣 0.0% 0.0% 0 

全國平均 49.3% 49.1% 7,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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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參與情形 

（一）各級學校學生參與運動社團情形 

103 學年度的學生運動社團參與情形整體而言都較上一年度比例下降，學生的參與率在

102 學年度上升後，到 103 學年度則往回修正，除了大專校院有維持以外，高中職以下的學

生則都有約 1 至 4 個百分比的下降，但整體而言還是較 101 學年度的結果都要高。 

 

 
 

圖2-4  各級學校學生運動社團參與多年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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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足夠性感受 

1. 各級學校整體情形 

103 學年度的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的比率整體而言都較上一年度上升，國小及

高中職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逐年上升，分別從 102 學年度的 38.0%、29.5%上升

至 40.7%、31.1%。而國中及大專校院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則是在 102 學年度有

下降，到 103 學年度反而提升。整體而言，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較前一學年度

上升了 1.6%。 

 

 
 

圖2-5  各級學校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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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3.  各級學校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多年比較表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學校層級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國小 40.0% 22.9% 37.1% 37.1% 25.0% 38.0% 35.7% 23.6% 40.7% 

國中 37.9% 27.5% 34.7% 36.2% 31.1% 32.7% 36.6% 29.2% 34.2% 

高中職 40.3% 30.5% 29.2% 38.9% 31.6% 29.5% 38.1% 30.8% 31.1% 

大專校院 20.1% 32.5% 47.4% 23.3% 35.8% 40.9% 20.9% 37.5% 41.6% 

全國平均 34.0% 28.9% 37.1% 34.1% 31.3% 34.6% 33.2% 30.6%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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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級學校男學生 

103 學年度的男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的情形，與各級學校整體趨勢一致，

國小及高中職男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逐年上升；而國中及大專校院男學生認為

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則是在 102 學年度有下降，到 103 學年度反而提升。整體而言，全

國男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的比率有些微的上升，從 29.5%上升至 31.2%，上升了 1.7

個百分點。 

 

 
 

圖2-6  各級學校男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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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  各級學校男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多年比較表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學校層級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國小 50.6% 18.8% 30.6% 46.4% 21.9% 31.7% 44.3% 20.9% 34.8% 

國中 48.3% 24.4% 27.3% 45.9% 27.4% 26.6% 47.3% 25.1% 27.6% 

高中職 50.1% 27.8% 22.2% 48.0% 28.7% 23.3% 45.7% 28.5% 25.8% 

大專校院 22.1% 34.2% 43.7% 25.3% 35.0% 39.8% 22.5% 37.2% 40.3% 

全國平均 42.2% 27.0% 30.8% 42.0% 28.5% 29.5% 40.7% 28.1%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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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級學校女學生 

103 學年度的女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整體而言比去年上升，從國小至大專

校院的女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都比 102 學年度高。整體而言，全國女學生認為

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的比率從 39.9%上升至 41.6%，上升了 1.7 個百分點。 

 

 
 

圖2-7  各級學校女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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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  各級學校女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多年比較表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學校層級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國小 28.3% 27.4% 44.3% 27.4% 28.4% 44.2% 26.0% 26.5% 47.5% 

國中 26.5% 30.9% 42.6% 25.3% 35.4% 39.4% 25.7% 33.4% 40.9% 

高中職 30.0% 33.3% 36.7% 29.6% 34.7% 35.7% 29.0% 33.5% 37.5% 

大專校院 18.2% 30.8% 51.0% 21.0% 36.8% 42.2% 19.3% 37.8% 42.9% 

全國平均 25.4% 31.0% 43.6% 25.8% 34.3% 39.9% 25.0% 33.4%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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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體育課的喜歡程度 

1. 各級學校整體 

103 學年度的學生喜歡體育課的比率整體而言都較上一年度微幅下降，其中大專校院學

生喜歡體育課的比率更是逐年下降，從 101 學年度的 65.1%一直下降至 63.2%。整體而言，

學生喜歡體育課的比率今年下降了 1.3%。 

 

 

 
 

圖2-8  各級學校學生喜歡體育課比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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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6.  各級學校學生對體育課喜歡的感受多年比較表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學校層級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國小 4.4% 20.4% 75.2% 3.3% 20.8% 75.9% 3.6% 21.5% 74.9% 

國中 3.7% 29.0% 67.3% 2.8% 26.1% 71.1% 3.2% 27.4% 69.4% 

高中職 3.3% 31.8% 64.9% 3.2% 30.6% 66.2% 3.4% 31.4% 65.3% 

大專校院 3.7% 31.2% 65.1% 3.4% 32.3% 64.3% 3.4% 33.4% 63.2% 

全國平均 3.7% 28.9% 67.4% 3.1% 27.9% 69.0% 3.4% 28.9%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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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級學校男學生 

103 學年度的男學生喜歡體育課的比率與各級學校整體趨勢一致，高中職以下男學生喜

歡體育課的比率先升後降；而大專校院男學生喜歡體育課的比率則是逐年下降。整體而言，

全國男學生喜歡體育課的比率下降了 1.4%。 

 

 
 

圖2-9  各級學校男學生喜歡體育課比例比較圖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校院 全國平均

101學年度 81.5% 75.0% 71.6% 70.9%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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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 81.5% 77.3% 72.9% 68.5%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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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  各級學校男學生對體育課喜歡的感受多年比較表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學校層級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國小 3.7% 14.8% 81.5% 2.2% 15.1% 82.7% 2.5% 16.0% 81.5% 

國中 2.5% 22.5% 75.0% 1.9% 19.3% 78.8% 2.2% 20.5% 77.3% 

高中職 2.5% 25.9% 71.6% 2.6% 23.8% 73.7% 2.7% 24.4% 72.9% 

大專校院 2.5% 26.6% 70.9% 2.8% 26.8% 70.4% 2.5% 29.0% 68.5% 

全國平均 2.7% 23.2% 74.1% 2.3% 21.5% 76.1% 2.4% 22.8%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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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級學校女學生 

103 學年度的女學生喜歡體育課的比率與各級學校整體趨勢一致，高中職以下女學生喜

歡體育課的比率先升後降；而大專校院女學生喜歡體育課的比率則是逐年下降。整體而言，

全國女學生喜歡體育課的比率下降了 1.4%。 

 

 
 

圖2-10  各級學校女學生喜歡體育課比例比較圖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校院 全國平均

101學年度 67.7% 58.9% 57.8% 59.6% 60.3%

102學年度 69.6% 62.8% 58.5% 58.4% 61.7%

103學年度 67.6% 61.3% 56.2% 58.3%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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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8.  各級學校女學生對體育課喜歡的感受多年比較表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學校層級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國小 5.2% 27.2% 67.7% 4.3% 26.2% 69.6% 4.8% 27.6% 67.6% 

國中 4.9% 36.2% 58.9% 3.8% 33.4% 62.8% 4.2% 34.4% 61.3% 

高中職 4.0% 38.2% 57.8% 3.8% 37.7% 58.5% 4.2% 39.6% 56.2% 

大專校院 4.9% 35.4% 59.6% 4.0% 37.6% 58.4% 4.2% 37.5% 58.3% 

全國平均 4.7% 35.0% 60.3% 3.9% 34.3% 61.7% 4.3% 35.4% 60.3% 

 

  



 

36 

（四）學期期間的運動時間足夠性 

1. 各級學校整體 

103 學年度的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的比率整體而言都較上一年度微幅上升，國中及大

專校院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的比率與上一年度持平，而國小及高中職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

足的比率則是逐年提升。整體而言，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的比率今年上升了 0.7%。 

 

 
 

圖2-11  各級學校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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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9.  各級學校學生對運動時間的感受多年比較表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學校層級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國小 20.2% 29.2% 50.7% 12.8% 27.6% 59.6% 12.7% 26.4% 60.9% 

國中 24.5% 38.1% 37.5% 18.4% 38.4% 43.2% 19.2% 37.6% 43.2% 

高中職 38.8% 37.3% 23.9% 30.6% 39.1% 30.3% 28.4% 39.1% 32.5% 

大專校院 30.4% 34.9% 34.7% 25.7% 35.7% 38.7% 24.0% 37.5% 38.5% 

全國平均 29.6% 35.6% 34.8% 22.6% 36.1% 41.3% 21.9% 36.1%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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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級學校男學生 

103 學年度的男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的比率整體而言與上一年度持平，其中國中及大

專校院男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的比率微幅下降，而國小及高中職男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

的比率則是逐年提升。 

 

 
 

圖2-12  各級學校男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之比較圖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校院 全國平均

101學年度 48.9% 41.2% 28.1% 39.3%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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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  各級學校男學生對運動時間的感受多年比較表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學校層級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國小 24.7% 26.5% 48.9% 15.3% 24.6% 60.1% 14.7% 23.8% 61.4% 

國中 23.1% 35.7% 41.2% 17.0% 34.4% 48.6% 18.3% 34.1% 47.6% 

高中職 35.1% 36.8% 28.1% 25.9% 38.1% 36.0% 23.7% 38.0% 38.3% 

大專校院 24.5% 36.2% 39.3% 19.8% 35.0% 45.1% 18.7% 37.0% 44.3% 

全國平均 27.1% 34.7% 38.1% 19.9% 33.9% 46.2% 19.4% 34.2%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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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級學校女學生 

103 學年度的女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的比率逐年提升，各個學校層級分別從 101 學年

度的 52.8%、33.8%、19.6%及 30.1%提升至 60.5%、38.5%、26.1%及 32.9%。整體而言，全

國女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的比率較上一年度提升了 0.9%。 

 

 
 

圖2-13  各級學校女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之比較圖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校院 全國平均

101學年度 52.8% 33.8% 19.6% 30.1% 31.5%

102學年度 59.1% 37.5% 24.8% 32.5% 36.5%

103學年度 60.5% 38.5% 26.1% 32.9%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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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各級學校女學生對運動時間的感受多年比較表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學校層級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國小 15.3% 31.9% 52.8% 10.2% 30.7% 59.1% 10.6% 28.9% 60.5% 

國中 25.8% 40.4% 33.8% 19.9% 42.5% 37.5% 19.9% 41.5% 38.5% 

高中職 42.5% 37.9% 19.6% 35.1% 40.0% 24.8% 33.5% 40.4% 26.1% 

大專校院 36.2% 33.7% 30.1% 31.1% 36.4% 32.5% 29.3% 37.9% 32.9% 

全國平均 32.0% 36.4% 31.5% 25.2% 38.3% 36.5% 24.4% 38.2%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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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各級學校比較 

一、運動參與情形 

（一）各級學校學生運動社團參與情形 

以各級學校學生為類別，統計其參加學校運動社團百分比，結果在國小為 37.5%、國中

為 30.5%、高中職為 28.6%、大專校院則為 30.2%，總平均為 31.1%。 

從性別來看，在各級學校的參與運動社團比率結果，男生高於女生，高中職男、女學生

運動社團參與率的差異較大，差距達 19.5%。其餘各級學校男女學生運動社團參與率的差異

約為 9.5~16.4%。 

 

 
圖3-1  各級學校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圖3-2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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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級學校學生未參加運動社團的原因 

國小與大專校院學生在未參加運動社團的原因皆以沒有時間的比率最高，（國小為 45.5%、

大專校院為 52.4%），國中與高中職學生則以沒有興趣的比率最高，（國中為 45.1%、高中職

為 51.2%）。整體平均來看，以沒有興趣的比率最高（42.9%）。 

另外男女生在未參加運動社團的原因比率上不同，男生以沒有時間的比率最高（39.8%），

女生以沒有興趣比率最高（48.7%），而男生未參加運動社團的原因比率最低的是參加校外運

動課程（2.1%），女生未參加運動社團的原因比率最低的也是參加校外運動課程（1.9%）。 

 

 
圖3-3  各級學校學生未參加運動社團原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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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未參加運動社團原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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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級學校學生學校運動代表隊參與情形 

學生參與學校運動代表隊部分，本學年度在國小為25.8%、國中為12.4%、高中職為9.6%、

大專校院則為 11.7%，總平均為 13.7%。 

各級學校結果皆為男生參與率高於女生，其中以高中職男女學生的參與率差異約達 7.7%

最高。 

 

 
圖3-5  各級學校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圖3-6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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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動競賽參與情形 

學生參與運動競賽部分為複選，本學年度學生參與班際比賽的比率平均為 52.2%，校際

比賽為 20.0%，縣市比賽為 12.4%，全國性比賽為 6.4%，國際性比賽為 1.0%。此外，有 33.0%

的學生未曾參加過運動競賽。國小未參與運動競賽的比率為 28.2%；國中未參與運動競賽的

比率為 25.0%；高中職未參與運動競賽的比率為 33.8%；而大專校院未參與運動競賽的比率

為 46.3%。 

在男女差異方面，男生參與運動競賽的比率與女生差異不大，在未參加運動競賽與參與

班際比賽，為女生比率略高於男生；而在參與縣巿比賽、校際比賽、全國性比賽與國際性比

賽則是男生比率略高於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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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各級學校學生參與運動競賽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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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參與運動競賽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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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最喜愛的運動類型 

學生最喜歡的運動以球類運動比例最多，都佔一半以上，國小喜歡球類運動比率為 47.9%、

國中為 54.9%、高中職為 56.3％、大專校院則為 54.3%，總平均為 54.0%。而無從事任何運動

的國小學生為 3.5%、國中為 6.3%、高中職為 7.8%、大專校院為 8.1%，有學校層級越高，無

從事任何運動的比率越高的趨勢。 

在男女差異方面，落差大於 5%以上的運動類型有三項，分別為選球類運動的男生較多、

水上運動類及舞蹈類則女學生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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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國小 

 
(b)國中 

 

圖3-9  各級學校學生最喜愛的運動種類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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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高中職 

 
(d)大專校院 

 

圖 3-9   各級學校學生最喜愛的運動種類類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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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男 

 
(b)女 

 

圖3-10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最喜愛的運動種類類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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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學校體育課之感受與需求 

（一）體育課實施情形 

1. 高中職以下 

高中職以下學生上體育課程以 2 節的比率最高，幾乎都超過 8 成以上（國小為 76.8%、

國中為 90.9%、高中職為 92.8%、總平均為 88.4%）。另外，根據本調查結果顯示，在國小、

國中、高中職階段仍各有 2.9 %、2.6%與 3.4%的學生每週上 1 節的體育課程，該百分比數值

雖然不高，但考慮母群體數量，以目前總人數計算，仍有相當多的人（或學校的規定）存在

體育課基本節數不足的情況。而以性別作區分則比率幾乎一樣，都集中在 2 節課。 

 

 
圖3-11  高中職以下學校每週上體育課節數比率 

 

 

 
圖3-12  高中職以下學校男女學生每週上體育課節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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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專校院 

大專校院學生每週上體育課程以 2 節的比率最高，超過 7 成（72.8%）。另外，根據本調

查結果顯示，仍有 8.2%的學生每週只上 1 節的體育課程，該百分比數值雖然不高，但考慮母

群體數量，以目前總人數計算，仍有相當多的人（或學校的規定）存在體育課基本節數不足

的情況。而以性別作區分則比率幾乎一樣，都集中在 2 節課。 

 

 
圖3-13  大專校院每週上體育課節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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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男 

 
(b)女 

 

圖3-14  大專校院男女學生每週上體育課節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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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足夠性感受 

為便於問題之探討，本報告有關於學生表現程度方面，會將表現傾向相同者劃分為同一

範圍作為共同討論，以掌握共同傾向之結果。據此，在體育課上課時間足夠性的感受上，國

小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足夠（包含足夠與非常足夠）的有 40.7%、不足（包含不足夠與

非常不足夠）的有 35.7%；國中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足夠的有 34.2%、不足的有 36.6%；

高中職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足夠的有 31.1%、不足的有 38.0%；大專校院學生認為體育

課上課時間足夠的有 41.7%、不足的有 20.8%；總平均來看，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足夠的有

36.2%、不足的有 33.2%。 

以性別來看，男生多數認為體育課時數不足（認為不足比率 40.7%，認為足夠比率 31.2%），

而女生多數則持相反意見（認為不足比率 25.1%，認為足夠比率 41.6%），顯示有關對體育課

上課時間足夠性的感受上，存有性別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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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5  各級學校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比率 

 

 

圖3-16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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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體育課的喜歡程度 

對體育課的喜歡程度上，國小學生傾向喜歡上體育課的比率（包含喜歡與非常喜歡）有

74.9%、國中學生傾向喜歡的有 69.5%、高中職學生傾向喜歡的有 65.2%、大專校院學生傾向

喜歡上體育課的有 63.2%；總平均來看，傾向喜歡上體育課的比率是 67.7%、傾向不喜歡上

體育課的比率為 3.4%。各級學校的學生傾向喜歡上體育課的比率差異不大。 

從性別來看，有 74.8%的男生表示喜歡或非常喜歡上體育課，女生傾向喜歡的比率有

60.3%；而傾向不喜歡的比率差異較小（男生：2.4%；女生：4.3%）。顯示男生在對於體育課

的喜愛感受上還是比女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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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  各級學校學生對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圖3-18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對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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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運動社團之感受與需求 

（一）各級學校學生對運動社團的開設項目需求符合度 

以全體來看，各級學校學生對運動社團的項目表示符合需求（包含符合與非常符合）的

比率為 42.6%；各級別學生認為運動社團的項目是符合本身需求的比率分別為：國小生為

50.2%、國中生為 41.8%、高中職生為 37.3%、大專校院生為 44.4%。從性別來看，男生認為

學校運動社團的項目符合需求的比率較高，男女整體比率約相差 10 個百分點（整體男生：

47.3%、整體女生：37.5）。 

 

 
圖3-19  各級學校學生對運動社團項目符合學生需求比率 

 

 
圖3-20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對運動社團項目符合學生需求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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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參加學校運動社團項目之情形 

觀察各級學校學生目前參加的運動社團項目，則可發現國小學生集中在田徑、籃球、民

俗體育和其他類體育運動社團，大專校院則集中在籃球、排球、羽球。透過下圖即可瞭解到，

在不同學校層級中，學生主要參與的運動社團都不盡相同。 

 
圖3-21  各級學校學生目前參加的運動社團項目人數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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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別來觀察學生參加的運動社團項目，則可發現男學生參加籃球、棒壘球、足球、羽

球、桌球及其他等運動社團比例，明顯高於女學生。女學生則以舞蹈類參加比率高於男學生。 

 
圖3-22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目前參加的運動社團項目人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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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目前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之情形 

觀察各級學校學生目前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之情形，則可發現國小學生集中在田徑、籃

球、棒壘球及民俗體育等代表隊，各學校層級則以籃球為較多人也較平均發展的運動種類。 

 
圖3-23  各級學校學生目前參加的運動代表隊項目人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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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別來觀察學生參加的運動代表隊，則可發現男學生在籃球、棒壘球，明顯高於女學

生。女學生則以舞蹈類參加比率高於男學生。

 

圖3-24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目前參加的運動代表隊項目人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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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律運動情形 

（一）規律運動 

1. 國小 

國小學生在學期週間每週進行 3次 30分鐘以上運動的比率為 76.1%、寒假期間為 74.5%、

在暑假期間則為 80.5%。顯示不論是否為假期期間，都有約七成以上的國小學生一天當中運

動時間累積達 30 分鐘，尤其在暑假期間，約有八成以上的國小生在一天當中運動時間累積達

30 分鐘。 

同時檢視國小學生每週累積運動時間達 150 分鐘以上者的比率，在學期中有 30.7%；在

寒假期間則為 31.3%、在暑假期間則為 38.1%，顯示約三成以上的國小學生有持續運動的習

慣。 

2. 國中 

在學期週間，國中學生每週進行 3 次 30 分鐘以上運動的比率是 61.4%、在寒假和暑假期

間則分別為 58.7%及 65.7%。顯示暑假期間是國中學生最有時間參與運動的時候。 

同時也檢視國中學生每週累積運動時間達 150 分鐘以上者的比率，在學期中有 22.6%；

在寒假期間為 25.6%、在暑假期間為 29.7%。顯示到了國中階段，每週有持續運動習慣的學

生比率減少了，即便在暑假期間，也比國小階段少了約 8 個百分點，此部分應加以注意。 

3. 高中職 

到了高中職階段，學生在學期週間每週進行 3 次 30 分鐘以上運動的比率降為 49.5%、在

寒假和暑假期間則分別為 50.7%及 58.0%。顯示高中職學生一週花在運動的時間減少了。 

另一方面，高中職學生在學期中每週累積運動時間達 150 分鐘以上者的比率是 19.0%；

在寒假期間為 23.6%、在暑假期間為 27.8%。顯示到了高中職階段，每週有持續運動習慣的

學生比率較國中學生少。 

4. 大專校院 

在學期中，大專校院生在學期週間每週進行 3 次 30 分鐘以上運動的比率為 45.8%，到寒

暑假期間則分別為 41.6%及 48.9%。 

大專校院生在學期中每週累積運動時間達 150 分鐘以上的比率是 25.9%；寒假期間為

23.7%、在暑假期間為 27.1%。 

5. 整體 

整體而言，各級學生在學期週間每週進行 3 次 30 分鐘以上運動的比率為 57.0%、寒假期

間為 55.3%、暑假期間則為 62.3%。各級學生在學期中每週累積運動時間達 150 分鐘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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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率是 23.8%；寒假期間是 25.6%、在暑假期間為 30.0%。 

男、女累積運動時間的比較上，高中職以下學級的學生，達成每週運動 3 次 30 分鐘以上、

每週累積運動 150 分鐘的男生比率皆高於女生。 

 

 
圖3-25  各級學校學期週間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圖3-26  各級學校學期週間男女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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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7  各級學校寒假期間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圖3-28  各級學校寒假期間男女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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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9  各級學校暑假期間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圖3-30  各級學校暑假期間男女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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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1  各級學校學期週間學生每週累積運動達 150 分鐘以上比率 

 

 

 

 
圖3-32  各級學校學期週間男女學生每週累積運動達 150 分鐘以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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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3  各級學校寒假期間學生每週累積運動達 150 分鐘以上比率 

 

 

 

 
圖3-34  各級學校寒假期間男女學生每週累積運動達 150 分鐘以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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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5  各級學校暑假期間學生每週累積運動達 150 分鐘以上比率 

 

 

 

 
圖3-36  各級學校暑假期間男女學生每週累積運動達 150 分鐘以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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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運動地點 

1. 國小學生主要運動的地點 

在學期週間國小學生的主要運動地點是以學校(60.4%)為主，其次依序為公共運動空間

(19.8%)、家裡(13.9%)、校外運動場館(3.4%)、其他(2.5%)；寒假國小學生主要運動地點是以

公共運動空間(36.7%)為主，其次依序為家裡(28.8%)、學校(24.9%)、校外運動場館(5.4%)、其

他(4.3%)；暑假國小學生主要運動地點是以公共運動空間(38.2%)為主，其次依序為學校

(26.4%)、家裡(23.7%)、校外運動場館(7.1%)、其他(4.5%)。 

2. 國中學生主要運動的地點 

在學期週間國中學生主要運動地點是以學校(63.9%)為主，其次依序為公共運動空間

(19.5%)、家裡(10.5%)、校外運動場館(4.4%)、其他(1.6%)；寒假國中學生主要運動地點是以

公共運動空間(37.0%)為主，其次依序為家裡(25.9%)、學校(25.8%)、校外運動場館(7.7%)、其

他(3.6%)；暑假國中學生主要運動地點是以公共運動空間(37.9%)為主，其次依序為學校

(28.0%)、家裡(21.8%)、校外運動場館(8.6%)、其他(3.6%)。 

3. 高中職生主要運動的地點 

在學期週間高中職學生主要運動地點是以學校(62.3%)為主，其次依序為公共運動空間

(19.0%)、家裡(11.4%)、校外運動場館(5.6%)、其他(1.7%)；寒假高中職學生主要運動地點是

以公共運動空間(39.1%)為主，其次依序為家裡(25.6%)、學校(22.1%)、校外運動場館(10.0%)、

其他(3.2%)；暑假高中職學生主要運動地點是以公共運動空間(40.4%)為主，其次依序為學校

(22.6%)、家裡(22.0%)、校外運動場館(11.6%)、其他(3.5%)。 

4. 大專校院生主要運動的地點 

在學期週間大專院校學生主要運動地點是以學校(62.0%)為主，其次依序為公共運動空間

(19.5%)、家裡(10.7%)、校外運動場館(6.2%)、其他(1.6%)；寒假大專院校學生主要運動地點

是以公共運動空間(36.8%)為主，其次依序為家裡(24.8%)、學校(24.7%)、校外運動場館(10.4%)、

其他(3.3%)；暑假大專院校學生主要運動地點是以公共運動空間(38.6%)為主，其次依序為學

校(24.4%)、家裡(21.2%)、校外運動場館(11.9%)、其他(4.0%)。 

5. 整體學生主要運動的地點 

主要的運動地點選擇上，整體而言上課期間仍以校園為主。在寒暑假時，主要地點則從

學校轉移至公共運動空間，也許是大部分的學生居住地點離學校較遠，而附近剛好也有充足

的運動設施，所以放假期間就會改以方便到達的地點進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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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7  各級學校學期週間學生主要運動地點 

 

 

 
圖3-38  各級學校學期週間男女學生主要運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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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9  各級學校寒假期間學生主要運動地點 

 

 

 

 
圖3-40  各級學校寒假期間男女學生主要運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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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1  各級學校暑假期間學生主要運動地點 

 

 

 

 
圖3-42  各級學校暑假期間男女學生主要運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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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運動項目 

在主要的運動項目中主要分為 23 類，包括排球、羽球、籃球、足球、壘球、樂樂棒球、

足壘球、躲避球、體操、棒壘球、桌球、自行車、游泳、舞蹈、登山健行、滑輪運動、技擊

運動、網球、高爾夫、跑步、民俗體育、快走∕爬樓梯及其他。 

1. 國小學生的主要運動項目 

國小男學生的主要運動項目以籃球、自行車、登山健行等運動項目為主；女學生的主要

運動項目則以自行車、跑步、游泳等運動項目為主。 

2. 國中學生的主要運動項目 

國中男學生主要的運動項目有籃球、自行車與跑步等運動項目為主；女學生的主要運動

項目則以自行車、跑步、快走/爬樓梯等運動項目為主。 

3. 高中職生的主要運動項目 

高中職男學生主要的運動項目有籃球、自行車與跑步等運動項目為主；女學生的主要運

動項目則以跑步、快走/爬樓梯、自行車等運動項目為主。 

4. 大專校院生的主要運動項目 

大專校院男學生主要的運動項目有籃球、跑步與羽球等運動項目為主；女學生的主要運

動項目則以跑步、快走／爬樓梯與自行車等運動項目為主。 

5. 整體學生的主要運動項目 

整體而言，各級學校學生男生大多以籃球作為最主要的運動項目，其次才是自行車或跑

步，而女生則比較喜歡騎自行車、跑步以及快走∕爬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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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各級學校男女學生主要的運動項目選擇排序表 

  

學校層級 性別 最多 次多 第三多 

國
小 

男 籃球 自行車 登山健行 

女 自行車 跑步 游泳 

國
中 

男 籃球 自行車 跑步 

女 自行車 跑步 快走/爬樓梯 

高
中
職 

男 籃球 自行車 跑步 

女 跑步 快走/爬樓梯 自行車 

大
專
校
院 

男 籃球 跑步 羽球 

女 跑步 快走/爬樓梯 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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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運動對象 

1. 國小學生的主要運動對象 

國小學生學期中主要運動對象是以同學(36.7%)為主，其次依序為家人親戚(30.2%)、朋友

(21.3%)、無（自己）(11.2%)、其他(0.6%)；國小學生寒假主要運動對象是以家人親戚(45.4%)

為主，其次依序為朋友(21.7%)、同學(15.4%)、無（自己）(16.4%)、其他(1.1%)；國小學生暑

假主要運動對象是以家人親戚(46.4%)為主，其次依序為朋友(21.8%)、同學(16.7%)、無（自

己）(14.1%)、其他(0.9%)。 

2. 國中學生的主要運動對象 

國中學生學期中主要運動對象是以同學(37.3%)為主，其次依序為朋友(32.3%)、家人親戚

(18.3%)、無（自己）(11.5%)、其他(0.6%)；國中學生寒假主要運動對象是以朋友(32.8%)為主，

其次依序為家人親戚(31.9%)、無（自己）(20.1%)、同學(13.9%)、其他(1.4%)；國中學生暑假

主要運動對象是以朋友(33.7%)為主，其次依序為家人親戚(32.3%)、無（自己）(17.7%)、同

學(15.0%)、其他(1.3%)。 

3. 高中職生的主要運動對象 

高中職學生學期中主要運動對象是以同學(37.3%)為主，其次依序為朋友(33.8%)、無（自

己）(17.8%)、家人親戚(10.7%)、其他(0.5%)；高中職學生寒假主要運動對象是以朋友(37.7%)

為主，其次依序為無（自己）(27.6%)、家人親戚(22.3%)、同學(11.6%)、其他(0.9%)；高中職

學生學暑假主要運動對象是以朋友(39.7%)為主，其次依序為無（自己）(25.9%)、家人親戚

(21.1%)、同學(12.3%)、其他(1.0%)。 

 

4. 大專校院生的主要運動對象 

大專校院學生學期中主要運動對象是以朋友(44.1%)為主，其次依序為同學(28.2%)、無（自

己）(19.8%)、家人親戚(7.2%)、其他(0.8%)；大專校院學生寒假主要運動對象是以朋友(40.7%)

為主，其次依序為無（自己）(30.6%)、家人親戚(17.7%)、同學(9.7%)、其他(1.3%)；大專校

院學生暑假主要運動對象是以朋友(42.3%)為主，其次依序為無（自己）(28.6%)、家人親戚

(17.0%)、同學(10.3%)、其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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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3  各級學校學期週間學生主要運動對象比率 

 

 

 

 
圖3-44  各級學校學期週間男女學生主要運動對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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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5  各級學校寒假期間學生主要運動對象比率 

 

 

 

 
圖3-46  各級學校寒假期間男女學生主要運動對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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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7  各級學校暑假期間學生主要運動對象比率 

 

 

 

 
圖3-48  各級學校暑假期間男女學生主要運動對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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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體學生的主要運動對象 

整體而言，各級學校學生在學期週間主要一起運動的對象是同學或朋友，國小學生運動

對象最多是同學；若再細分，以性別看各級學校學生主要運動對象，到了國高中之後男生較

偏向找朋友一起運動，而女生則還是以同學為主。寒暑假期間，高中以下女生則以家人親戚

為主，直到大專校院時，則不論男女，皆以朋友為主要運動對象。 

 

表2-23.  各級學校不同性別學生主要運動對象排序表 

學校層級 性別 時間段 最多 次多 第三多 

國
小 

男 

學期週間 同學 家人親戚 朋友 

寒假 家人親戚 朋友 同學 

暑假 家人親戚 朋友 同學 

女 

學期週間 同學 家人親戚 朋友 

寒假 家人親戚 朋友 無（自己） 

暑假 家人親戚 朋友 同學 

國
中 

男 

學期週間 朋友 同學 家人親戚 

寒假 朋友 家人親戚 無（自己） 

暑假 朋友 家人親戚 同學 

女 

學期週間 同學 朋友 家人親戚 

寒假 家人親戚 朋友 無（自己） 

暑假 家人親戚 朋友 無（自己） 

高
中
職 

男 

學期週間 朋友 同學 無（自己） 

寒假 朋友 無（自己） 家人親戚 

暑假 朋友 無（自己） 同學 

女 

學期週間 同學 朋友 無（自己） 

寒假 家人親戚 無（自己） 朋友 

暑假 家人親戚 朋友 無（自己） 

大
專
校
院 

男 

學期週間 朋友 同學 無（自己） 

寒假 朋友 無（自己） 同學 

暑假 朋友 無（自己） 同學 

女 

學期週間 朋友 同學 無（自己） 

寒假 無（自己） 朋友 家人親戚 

暑假 朋友 無（自己） 家人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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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期中與寒暑假每週平均之運動天數 

1. 國小 

國小學生在學期中平均每週運動天數以七天的比率最高（21.2%），其次是五天（20.3%）；

而四天及以上者占 60.7%。顯示國小學生在學期中都有運動的習慣。 

在寒假期間，國小學生每週運動天數在四天以上佔了六成（61.0%）；而在暑假時候，有

約七成（70.4%）是每週運動四天以上。顯示國小學生在長假期間仍能維持運動習慣。 

2. 國中 

在學期中，國中生平均每週運動天數以兩天的比率最高（28.9%），其次是三天（19.3%）；

而有 42.2%回答每週運動四天以上。 

寒假期間，國中生 43.5%的學生每週運動天數為四天以上；而在暑假期間，約 51.3%是

每週運動四天以上。可知國中生暑假運動天數四天以上人數比率比寒假及學期中來得高。 

3. 高中職 

到了高中職階段，學生有 32.4%回答兩天，其次是三天（19.2%）；而回答每週運動四天

以上者有 30.2%。 

寒假期間，學生每週運動四天以上者 34.6%；於暑假期間，則近 41.9%是每週運動四天

以上。 

4. 大專校院 

在學期中，大專校院生多數回答兩天（24.4%），其次是一天（22.6%）；回答每週運動四

天以上者有 25.5%。大專校院生在學期中有運動習慣者的比率是各學級間最低的。 

寒假期間，大專校院生每週運動四天以上者為 26.1%；在暑假期間，約 31.9%是每週運

動四天以上。寒暑假期間，大專校院生在各學級間有運動習慣者的比率也是最低的。 

5. 整體 

整體而言，各級學生在學期中平均每週運動天數四天以上者的比率為 38.1；到了寒假為

40.1%、暑假則為 47.7%。各級學生在暑假的運動習慣最好。 

比較男女每週運動的天數，無論在學期中以及寒假期間或暑假期間，男生每週有運動三

天以上的比率都比女生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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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9  各級學校學生學期中每週運動天數（包含體育課）比率 

 

 

 
圖3-50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學期中每週運動天數（包含體育課）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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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1  各級學校學生寒假期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圖3-52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寒假期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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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3  各級學校學生暑假期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圖3-54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暑假期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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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期中的運動時間足夠性 

對目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上，國小學生認為時間足夠傾向者（包含足夠與非常足夠）

的比率為 60.9%、而傾向認為不足者（包含不足與非常不足）的比率是 12.8%；國中生認為

足夠與不足的比率分別是 43.2%與 19.1%；高中職生則為 32.5%與 28.4%；大專校院生是 38.5%

與 24.0%，整體平均為 42.0%與 21.9%。此結果顯示在國小階段，學生認為自己的運動時間足

夠的比率很高；在國中階段，有較多學生認為自己的運動時間足夠，多於認為不足夠者 24 個

百分點；高中職階段認為足夠與不足夠的人數比例差不多；大專校院學校學生，認為自己運

動時間足夠的學生多於認為不足夠者 14 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在不同性別對目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受上，則可發現女生認為足夠的百分

比為 37.4%男生則為 46.4%，而女生認為不足夠的百分比為 24.4%，男生則為 19.4%，男女在

運動時間認知上存在些微的差異。 

 
圖3-55  各級學校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率 

 

 
圖3-56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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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下學的主要方式 

1. 高中職以下 

在國小階段，家長接送（53.0%）與走路（31.6%）上、下學的比率占約八成五；國中階

段學生則較無特定何種上學方式，但走路（37.5%）與家長接送（29.1%）仍是多數；到了高

中職階段，約有四成是搭公共運輸工具（35.8%）上、下學，另有約 20.6%的學生是以搭專車

上、下學。 

另一方面，男生以走路（28.1%）的比率最高，其次為家長接送（26.7%），女生則是以

家長接送（34.2%）的比率最高，其次為走路（27.2%）。 

 
圖3-57  高中職以下學校學生上學方式比率 

 

 
圖3-58  高中職以下學校男女學生上學方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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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專校院 

走路（32.1%）與騎機車（38.6%）上、下學的比率占約七成，顯示大專校院生可能較多

住在學校宿舍或在附近租屋。另一方面，女生最多的是走路（36.4%），男生則是騎機車（46.4%）

最多。 

 

 

 
圖3-59  大專校院學生上學方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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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男 

 

 
(b)女 

 

圖3-60  大專校院男女學生上學方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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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影響學生參與運動的主要原因 

支持國小學生運動的最主要原因是家長贊同（36.5%），支持國中學生運動的最主要原因

是家長贊同（23.3%），高中職階段則是時間充足（20.7%），大專校院生也是時間充足（22.4%）。

然而另一方面，阻礙學生參與運動的最主要原因都是時間不足，各學級所佔比率約在四到五

成之間。 

比較影響男女參與及阻礙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都是時間；在參與原因方面，男女生最主

要的原因都是家長贊同及時間足夠；在阻礙參與原因方面，男女生也皆以時間不足為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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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1  各級學校影響學生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比率 

 

 
圖3-62  各級學校影響男女學生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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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國小 

 
(b)國中 

 

圖3-63  各級學校阻礙學生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比率 

(下頁續) 

家長反對

9.6%

場地不便

11.3%

時間不足

41.9%

同伴較少

12.3%

技術不佳

6.5%

無成就感

2.1%
身體因素

4.2%
經費因素

2.0%

其他

10.1%

家長反對

7.4%

場地不便

13.6%

時間不足

49.0%

同伴較少

13.6%

技術不佳

0.4%無成就感

2.9%
身體因素

5.0%
經費因素

1.6%

其他

6.6%



 

94 

 

(c)高中職 

 

(d)大專校院 

圖 3-63   各級學校阻礙學生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比率(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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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男 

 
(b)女 

 

圖3-64  各級學校阻礙男女學生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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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行車學習情形 

（一）會騎自行車比率 

以各級學校學生為類別，統計會騎自行車學生比率，結果在國小為 89.6%、國中為 92.6%、

高中職為 93.6%、大專校院則為 91.6%，總平均為 92.2%。 

從性別來看，在各級學校會騎自行車學生比率結果，男生皆高於女生，不過差異並不大。 

 

 
圖3-65  各級學校學生會騎自行車比率 

 

 

 

 
圖3-66  各級學校男女學生會騎自行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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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縣市情況比較 

一、運動參與情形 

（一）學生參與運動社團情形 

1. 各縣市國小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臺南市為 47.3%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

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基隆市 49.2%最高，中部地區則為南投縣 62.8%最高，南部地區則為

屏東縣 65.0%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花蓮縣 54.8%最高，離島地區則為澎湖縣 67.3%最高。所有

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表於附表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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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  六都各市國小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2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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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3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4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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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5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6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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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縣市國中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臺中市為 34.4%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

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宜蘭縣 33.9%最高，中部地區則為南投縣 45.4%最高，南部地區則為

屏東縣 41.2%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花蓮縣 47.9%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連江縣 64.1%最高。所有

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表於附表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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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7  六都各市國中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8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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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9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0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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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1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2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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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縣市高中職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高雄市為 32.5%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

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宜蘭縣 28.2%最高，中部地區則為南投縣 37.2%最高，南部地區則為

嘉義市 38.8%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臺東縣 30.4%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金門縣 33.7%最高。所有

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表於附表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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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3  六都各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4  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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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5  中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6  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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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7  東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8  離島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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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參與學校運動代表隊情形 

1. 各縣市國小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臺南市為 31.1%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

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基隆市 37.8%最高，中部地區則為雲林縣 46.5%最高，南部地區則為

屏東縣 48.3%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花蓮縣 58.2%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連江縣 60.0%最高。所有

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表於附表 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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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9  六都各市國小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20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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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21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22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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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23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24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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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縣市國中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臺中市為 10.9%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

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基隆市 26.3%最高，中部地區則為彰化縣 28.0%最高，南部地區則為

屏東縣 27.3%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花蓮縣 26.2%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連江縣 56.4%最高。所有

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表於附表 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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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25  六都各市國中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26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10.5 9.0 10.9 10.8 9.6 11.0 12.4 

0

20

40

60

80

100

新

北

市

臺

北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桃

園

市

全

國

平

均

(%)

10.5 9.0 9.1 11.0 14.0 
26.3 

12.4 12.4 

0

20

40

60

80

100

新

北

市

臺

北

市

宜

蘭

縣

桃

園

市

新

竹

縣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全

國

平

均

(%)



 

115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27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28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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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29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30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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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縣市高中職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臺中市為 16.3%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

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桃園市 12.4%最高，中部地區則為南投縣 17.3%最高，南部地區則為

嘉義市 15.0%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臺東縣 8.8%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連江縣 21.7%最高。所有

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表於附表 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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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31  六都各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32  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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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33  中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34  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16.3 

1.3 
8.8 

17.3 
11.4 9.6 

0

20

40

60

80

100

臺

中

市

苗

栗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全

國

平

均

(%)

7.6 
11.9 

7.4 8.3 
15.0 

9.6 

0

20

40

60

80

100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嘉

義

市

全

國

平

均

(%)



 

120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35  東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36  離島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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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體育課之感受與需求 

（一）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足夠性感受 

1. 各縣市國小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學生對於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到足夠的

比率以高雄市為 46.9%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基隆市 43.2%最高，中

部地區則為苗栗縣 48.8%最高，南部地區則為高雄市 46.9%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花蓮縣 43.0%

最高，離島地區則為澎湖縣 59.8%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

表於附表 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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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  六都各市國小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圖4-38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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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圖4-40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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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1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圖4-42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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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縣市國中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學生對於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到足夠的

比率，以臺北市為 37.7%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宜蘭縣 42.1%最高，

中部地區則為彰化縣38.7%最高，南部地區則為高雄市37.0%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臺東縣39.5%

最高，離島地區則為澎湖縣 39.3%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

表於附表 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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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3  六都各市國中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圖4-44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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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5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圖4-46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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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7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圖4-48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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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縣市高中職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學生對於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到足夠的

比率，以桃園市為 33.9%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新竹縣 37.9%最高，

中部地區則為南投縣36.7%最高，南部地區則為嘉義縣38.1%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花蓮縣28.0%

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金門縣 37.0%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

表於附表 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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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9  六都各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圖4-50  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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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1  中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圖4-52  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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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3  東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圖4-54  離島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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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體育課喜歡的程度 

1. 各縣市國小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學生對於體育課喜愛程度感受到喜歡的

比率，以臺北市與新北市為 77.6%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基隆市 79.1%

最高，中部地區則為雲林縣 76.8%最高，南部地區則為嘉義市 82.8%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花

蓮縣 84.5%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金門縣 77.9%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

資料，皆列表於附表 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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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5  六都各市國小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圖4-56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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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7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圖4-58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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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9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圖4-60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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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縣市國中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學生對於體育課的喜愛程度感受到喜歡

的比率，以高雄市為 72.8%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基隆市 76.8%最高，

中部地區則為臺中市69.4%最高，南部地區則為屏東縣73.8%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花蓮縣79.7%

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金門縣 66.0%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

表於附表 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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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1  六都各市國中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圖4-62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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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3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圖4-64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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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5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圖4-66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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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縣市高中職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學生對於體育課喜愛程度感受到喜歡的

比率，以桃園市 71.2%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桃園市 71.2%最高，中

部地區則為雲林縣 71.2%最高，南部地區則為屏東縣 67.6%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臺東縣 65.1%

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金門縣 64.9%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

表於附表 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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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7  六都各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圖4-68  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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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9  中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圖4-70  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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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1  東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圖4-72  離島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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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律運動情形 

（一）學期週間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 

1. 各縣市國小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達三天以上

的比率，以臺中市為 79.6%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新竹市為 78.9%最

高，中部地區則為南投縣 79.9%最高，南部地區則為屏東縣 79.7%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花蓮

縣 80.4%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金門縣 82.8%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

料，皆列表於附表 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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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3  六都各市國小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圖4-74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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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5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圖4-76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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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7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圖4-78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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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縣市國中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達三天以上

的比率，以臺北市為 63.8%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基隆市 68.5%最高，

中部地區則為彰化縣68.8%最高，南部地區則為屏東縣69.7%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臺東縣73.2%

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金門縣 73.2%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

表於附表 1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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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9  六都各市國中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圖4-80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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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1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圖4-82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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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3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圖4-84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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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縣市高中職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達三天以上

的比率，以桃園市 54.5%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桃園市 54.5%最高，

中部地區則為南投縣54.0%最高，南部地區則為嘉義市54.2%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花蓮縣53.6%

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金門縣 61.6%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

表於附表 1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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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5  六都各市高中職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圖4-86  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52.6 47.0 49.2 52.9 49.8 45.5 50.5 

47.4 53.0 50.8 47.1 50.2 54.5 49.5 

0%

20%

40%

60%

80%

100%

新北市 臺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桃園市 全國平均

3天(含)

以上

2天(含)

以下

52.6 47.0 52.0 45.5 50.4 

68.2 
55.5 50.5 

47.4 53.0 48.0 54.5 49.6 

31.8 
44.5 49.5 

0%

20%

40%

60%

80%

100%

新北市 臺北市 宜蘭縣 桃園市 新竹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全國平均

3天(含)

以上

2天(含)

以下



 

155 

 

圖4-87  中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圖4-88  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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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9  東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圖4-90  離島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學期週間每週運動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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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期週間累積運動時間達 150 分鐘以上比率 

1. 各縣市國小學生每週運動時間部分 

學生在學期週間（不含體育課）每週累積運動時間達 150 分鐘以上比率，依照不同分區

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以高雄市為 36.8%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

區則為基隆市33.5%最高，中部地區則為苗栗縣34.4%最高，南部地區則為嘉義縣48.7%最高，

東部地區則為花蓮縣 34.9%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金門縣 36.9%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

皆列表於附表 1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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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91  六都各市國小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92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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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93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94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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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95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96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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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縣市國中學生每週運動時間部分 

學生在學期週間（不含體育課）每週累積運動時間達 150 分鐘以上比率，依照不同分區

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以桃園市為 24.1%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

區則為基隆市33.1%最高，中部地區則為南投縣26.9%最高，南部地區則為屏東縣37.0%最高，

東部地區則為臺東縣 26.6%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連江縣 35.8%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

皆列表於附表 1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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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97  六都各市國中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98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19.7 20.0 23.7 21.7 19.0 
24.1 22.6 

0

20

40

60

80

100

新

北

市

臺

北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桃

園

市

全

國

平

均

(%)

19.7 20.0 20.6 24.1 25.5 
33.1 

26.3 22.6 

0

20

40

60

80

100

新

北

市

臺

北

市

宜

蘭

縣

桃

園

市

新

竹

縣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全

國

平

均

(%)



 

163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99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00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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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01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02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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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縣市高中職學生每週運動時間部分 

學生在學期週間（不含體育課）每週累積運動時間達 150 分鐘以上比率，依照不同分區

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以臺中市為 21.1%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

區則為新竹縣21.6%最高，中部地區則為南投縣24.1%最高，南部地區則為嘉義市22.3%最高，

東部地區則為花蓮縣 20.3%最高，離島地區則為連江縣 22.4%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

皆列表於附表 1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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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03  六都各市高中職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04  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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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05  中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06  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21.1 
14.4 17.1 

24.1 21.8 19.0 

0

20

40

60

80

100

臺

中

市

苗

栗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全

國

平

均

(%)

17.0 20.8 19.8 20.9 22.3 19.0 

0

20

40

60

80

100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嘉

義

市

全

國

平

均

(%)



 

168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07  東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註：橫線為平均數 

圖4-108  離島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分鐘以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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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目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 

1. 各縣市國小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學生對於運動時間感受到足夠的比率，

以高雄市為 67.9%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新竹縣 62.7%最高，中部地

區則為雲林縣69.0%最高，南部地區則為高雄市67.9%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花蓮縣60.8%最高，

離島地區則為金門縣 73.6%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表於附

表 1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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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9  六都各市國小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圖4-110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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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1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圖4-112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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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3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圖4-114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小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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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縣市國中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學生對於運動時間感受到足夠的比率，

以高雄市為 44.6%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宜蘭縣 45.1%最高，中部地

區則為南投縣53.3%最高，南部地區則為屏東縣47.6%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臺東縣54.1%最高，

離島地區則為澎湖縣 53.7%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表於附

表 1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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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5  六都各市國中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圖4-116  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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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7  中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圖4-118  南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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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9  東部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圖4-120  離島地區各縣市國中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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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縣市高中職部分 

依照不同分區製作圖示如下，若單以六都來說，學生對於運動時間感受到足夠的比率，

以臺中市為 36.9%最高；而以全國的分區來觀察，北部地區則為宜蘭縣 40.3%最高，中部地

區則為南投縣42.2%最高，南部地區則為嘉義市38.9%最高，東部地區則為臺東縣31.6%最高，

離島地區則為金門縣 36.2%最高。所有縣市的細部數據及與過去年度比較資料，皆列表於附

表 1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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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1  六都各市高中職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圖4-122  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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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3  中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圖4-124  南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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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5  東部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圖4-126  離島地區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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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建議 

學生運動參與調查原本為配合「快活計畫」之發展要項，自 2005 年起針對教育部所屬

各級學校以問卷方式進行調查至今，從單純收集各級學校的學生運動參與情形，進而發展成

為教育部重要體育政策的檢核指標，以及縣市間學生運動情形的客觀資料，是當初進行此項

調查時，始料未及之事。 

 

此調查每年均需固定進行大樣本的資料回收，以計算學生規律運動時間的比率及運動社

團、學校體育課之感受與需求等數據，來做為我國學校體育推展的重要參考資料。因此，資

料蒐集的方式也就格外重要，此調查業務自 100 學年度起由國立中山大學承辦，過去的調查

方式乃依照以往的抽樣方式，依地區及學校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以全國學生數為母群體，

班級為單位，依縣市、學校層級隨機抽樣。 

 

民國 103 年起，教育部體育署將配合國民體育法推動 SH150 方案（Sport & Health 150

方案），學生運動參與情形的客觀數據則可做為檢視政策推行的成效依據之一，因此 102 學

年度的調查問卷題項乃進行部分修訂，103 學年度的問卷亦延續 102 學年度的題項進行調查。

衷心期待能透過一年比一年更精緻、更具信效度的調查報告，具體呈現我國各級學校學生的

運動參與情形，做為政府推行政策的參考指標，並與國外的學生運動參與情形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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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1.  各縣市各級學校學生參與運動社團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新北市 31.2% 19.2% 24.5% 36.7% 25.0% 31.0% 32.8% 21.8% 24.2% 

臺北市 36.6% 24.8% 21.4% 34.3% 36.0% 27.7% 33.2% 29.8% 23.8% 

臺中市 24.2% 23.9% 21.6% 31.1% 35.2% 33.9% 27.6% 34.4% 30.5% 

臺南市 38.1% 29.3% 29.1% 46.6% 29.3% 27.9% 47.3% 32.5% 31.1% 

高雄市 30.4% 32.9% 30.8% 42.1% 37.1% 36.3% 22.5% 31.8% 32.5% 

宜蘭縣 46.5% 28.4% 26.3% 39.7% 41.4% 34.3% 48.6% 33.9% 28.2% 

桃園市 27.3% 24.3% 30.8% 33.0% 20.6% 25.3% 25.8% 23.5% 28.1% 

新竹縣 49.5% 24.7% 29.9% 54.7% 33.3% 14.6% 46.3% 28.9% 23.0% 

苗栗縣 57.1% 20.9% 32.4% 65.3% 31.7% 12.1% 52.9% 14.0% 30.2% 

彰化縣 33.7% 63.6% 23.8% 55.5% 41.2% 23.0% 46.2% 45.2% 32.6% 

南投縣 58.3% 20.7% 28.9% 61.8% 31.9% 44.4% 62.8% 45.4% 37.2% 

雲林縣 59.8% 19.6% 30.6% 58.6% 33.1% 33.7% 55.0% 29.4% 33.1% 

嘉義縣 42.0% 28.1% 24.7% 50.5% 31.3% 30.3% 62.9% 23.9% 35.5% 

屏東縣 60.1% 48.3% 31.1% 53.9% 33.1% 35.6% 65.0% 41.2% 32.0% 

臺東縣 46.2% 43.9% 40.2% 47.0% 39.9% 32.0% 47.8% 32.6% 30.4% 

花蓮縣 48.7% 36.3% 23.4% 58.1% 48.5% 38.7% 54.8% 47.9% 25.2% 

澎湖縣 51.2% 36.2% 25.5% 48.8% 45.2% 23.4% 67.3% 35.2% 33.5% 

基隆市 46.4% 35.0% 23.6% 56.9% 24.0% 19.2% 49.2% 31.4% 14.8% 

新竹市 32.5% 27.5% 33.3% 26.4% 31.3% 32.1% 33.8% 30.2% 22.2% 

嘉義市 32.9% 25.3% 24.9% 32.2% 25.3% 18.3% 42.4% 27.1% 38.8% 

金門縣 55.4% 35.1% 32.4% 73.8% 35.3% 30.1% 49.8% 38.6% 33.7% 

連江縣 52.3% 40.9% 38.2% 57.8% 36.5% 31.2% 65.5% 64.1% 33.1% 

全國 

平均 
35.9% 28.4% 26.5% 41.8% 31.9% 29.6% 37.5% 30.5%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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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各縣市各級學校學生參與學校運動代表隊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新北市 22.9% 5.4% 2.5% 30.6% 12.0% 4.0% 22.3% 10.5% 4.8% 

臺北市 23.8% 7.9% 6.0% 26.1% 9.1% 13.0% 22.2% 9.0% 5.6% 

臺中市 17.2% 5.3% 8.0% 23.1% 7.3% 7.2% 16.7% 10.9% 16.3% 

臺南市 19.7% 9.6% 5.7% 28.6% 12.8% 5.4% 31.1% 10.8% 7.6% 

高雄市 32.0% 13.7% 3.4% 18.6% 13.4% 15.0% 25.0% 9.6% 11.9% 

宜蘭縣 41.0% 10.0% 6.9% 32.9% 28.8% 13.0% 36.0% 9.1% 7.1% 

桃園市 19.7% 6.7% 7.0% 26.1% 10.1% 7.6% 13.0% 11.0% 12.4% 

新竹縣 31.9% 7.5% 7.0% 44.1% 19.6% 3.2% 33.1% 14.0% 10.7% 

苗栗縣 42.5% 9.3% 2.3% 52.9% 26.4% 4.9% 34.4% 3.5% 1.3% 

彰化縣 22.0% 60.7% 5.3% 38.7% 37.6% 4.2% 19.9% 28.0% 8.8% 

南投縣 36.2% 7.8% 2.0% 41.1% 10.6% 16.1% 33.1% 8.6% 17.3% 

雲林縣 37.9% 6.5% 3.4% 44.3% 19.8% 6.8% 46.5% 9.0% 11.4% 

嘉義縣 35.5% 17.9% 5.6% 36.1% 21.2% 6.9% 34.0% 4.6% 7.4% 

屏東縣 34.5% 21.9% 4.6% 31.0% 5.6% 14.7% 48.3% 27.3% 8.3% 

臺東縣 41.6% 18.2% 14.3% 55.3% 26.3% 4.1% 39.1% 19.8% 8.8% 

花蓮縣 31.3% 11.1% 17.4% 47.5% 16.6% 8.5% 58.2% 26.2% 7.2% 

澎湖縣 45.8% 14.5% 3.6% 33.3% 35.4% 5.4% 53.4% 28.3% 6.7% 

基隆市 32.3% 22.3% 6.1% 46.1% 17.0% 7.1% 37.8% 26.3% 2.5% 

新竹市 29.6% 10.4% 6.4% 27.4% 20.3% 12.3% 24.2% 12.4% 11.5% 

嘉義市 26.3% 16.3% 5.8% 24.3% 11.0% 9.9% 38.5% 10.2% 15.0% 

金門縣 47.5% 13.1% 18.5% 68.8% 21.6% 18.6% 43.8% 27.9% 16.0% 

連江縣 43.3% 36.4% 14.1% 52.5% 65.4% 20.5% 60.0% 56.4% 21.7% 

全國 

平均 
25.9% 11.8% 5.6% 30.2% 14.2% 8.9% 25.8% 12.4% 9.6% 

 

  



 

184 

附表3.  各縣市國小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分佈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新北市 44.2% 20.7% 35.1% 34.3% 26.1% 39.6% 40.1% 23.1% 36.8% 

臺北市 36.6% 27.2% 36.1% 42.7% 25.3% 32.0% 45.1% 23.5% 31.4% 

臺中市 35.2% 21.5% 43.3% 36.9% 24.7% 38.4% 29.4% 26.9% 43.7% 

臺南市 34.2% 27.1% 38.8% 38.0% 24.1% 38.0% 35.8% 22.6% 41.6% 

高雄市 40.3% 24.7% 35.0% 41.2% 23.6% 35.1% 33.5% 19.6% 46.9% 

宜蘭縣 36.6% 19.2% 44.2% 37.3% 20.2% 42.5% 37.5% 24.2% 38.3% 

桃園市 46.2% 22.7% 31.1% 36.3% 26.0% 37.6% 32.1% 24.8% 43.1% 

新竹縣 43.2% 22.4% 34.4% 42.2% 24.9% 33.0% 33.8% 26.4% 39.8% 

苗栗縣 35.7% 20.7% 43.6% 31.2% 19.8% 49.0% 24.4% 26.8% 48.8% 

彰化縣 43.4% 20.1% 36.5% 31.2% 26.1% 42.7% 33.8% 24.0% 42.2% 

南投縣 41.0% 28.0% 31.0% 29.7% 31.1% 39.2% 41.0% 20.8% 38.2% 

雲林縣 35.8% 28.7% 35.5% 37.2% 23.0% 39.9% 32.8% 21.3% 45.8% 

嘉義縣 45.2% 18.9% 35.9% 28.2% 31.8% 40.0% 44.6% 24.0% 31.4% 

屏東縣 34.6% 19.7% 45.7% 27.7% 27.4% 44.9% 36.4% 22.9% 40.7% 

臺東縣 50.8% 15.2% 34.0% 45.8% 18.8% 35.4% 38.4% 26.1% 35.5% 

花蓮縣 31.0% 18.7% 50.3% 43.2% 18.5% 38.3% 35.0% 22.0% 43.0% 

澎湖縣 45.2% 20.8% 34.0% 31.4% 28.9% 39.7% 19.5% 20.7% 59.8% 

基隆市 45.2% 22.8% 32.0% 52.8% 21.7% 25.5% 32.1% 24.7% 43.2% 

新竹市 43.4% 22.6% 33.9% 41.4% 23.4% 35.2% 40.5% 21.7% 37.8% 

嘉義市 36.0% 24.7% 39.3% 41.6% 25.8% 32.6% 34.7% 28.4% 37.0% 

金門縣 32.0% 18.5% 49.5% 24.1% 17.5% 58.4% 21.6% 23.0% 55.4% 

連江縣 46.3% 21.1% 32.6% 30.4% 30.4% 39.1% 43.3% 20.0% 36.7% 

全國 

平均 
40.0% 22.9% 37.1% 37.1% 25.0% 38.0% 35.7% 23.6%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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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各縣市國中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分佈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新北市 38.9% 28.1% 33.1% 41.2% 27.0% 31.8% 35.9% 28.3% 35.8% 

臺北市 40.7% 28.0% 31.3% 44.2% 27.1% 28.7% 34.3% 28.0% 37.7% 

臺中市 38.3% 30.2% 31.5% 35.4% 28.6% 36.1% 38.9% 30.3% 30.8% 

臺南市 32.7% 30.2% 37.1% 27.1% 38.2% 34.7% 39.3% 28.9% 31.8% 

高雄市 37.7% 24.3% 38.0% 30.1% 34.4% 35.6% 33.6% 29.3% 37.0% 

宜蘭縣 42.3% 26.9% 30.8% 40.7% 29.2% 30.1% 32.5% 25.4% 42.1% 

桃園市 43.9% 29.0% 27.1% 40.6% 33.4% 26.0% 35.8% 29.5% 34.7% 

新竹縣 41.9% 28.4% 29.7% 36.8% 29.6% 33.5% 43.3% 27.1% 29.6% 

苗栗縣 28.6% 31.4% 40.1% 26.5% 32.5% 41.1% 30.8% 32.9% 36.3% 

彰化縣 25.8% 19.1% 55.1% 37.2% 29.2% 33.6% 28.4% 32.9% 38.7% 

南投縣 35.4% 31.5% 33.1% 33.2% 33.7% 33.2% 35.8% 28.4% 35.8% 

雲林縣 44.0% 28.4% 27.5% 40.9% 28.2% 30.9% 45.4% 29.6% 25.0% 

嘉義縣 31.1% 29.6% 39.3% 27.6% 30.3% 42.2% 39.5% 28.4% 32.1% 

屏東縣 38.9% 25.0% 36.1% 37.0% 35.1% 27.9% 45.4% 29.2% 25.3% 

臺東縣 32.9% 22.8% 44.3% 30.3% 32.4% 37.4% 33.3% 27.2% 39.5% 

花蓮縣 32.3% 22.2% 45.5% 33.4% 30.4% 36.2% 42.3% 23.4% 34.3% 

澎湖縣 33.7% 27.4% 38.9% 29.3% 32.9% 37.9% 24.4% 36.3% 39.3% 

基隆市 45.6% 28.9% 25.5% 33.9% 33.9% 32.1% 42.7% 31.0% 26.3% 

新竹市 31.5% 23.7% 44.8% 20.9% 38.4% 40.8% 37.6% 29.7% 32.8% 

嘉義市 48.4% 24.5% 27.1% 36.7% 38.4% 24.8% 37.6% 29.7% 32.7% 

金門縣 33.1% 27.0% 39.9% 46.2% 27.8% 26.1% 35.7% 31.1% 33.2% 

連江縣 31.9% 26.9% 41.2% 54.7% 32.1% 13.2% 30.3% 37.8% 31.9% 

全國 

平均 
37.9% 27.5% 34.7% 36.2% 31.1% 32.7% 36.6% 29.2%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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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分佈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新北市 38.5% 28.7% 32.9% 39.7% 31.1% 29.2% 40.9% 31.1% 27.9% 

臺北市 33.6% 29.1% 37.2% 38.1% 26.1% 35.8% 39.8% 27.7% 32.5% 

臺中市 40.1% 35.4% 24.4% 44.1% 28.0% 27.8% 36.9% 30.4% 32.8% 

臺南市 41.4% 32.5% 26.1% 34.9% 33.9% 31.2% 34.0% 34.7% 31.3% 

高雄市 36.7% 29.6% 33.8% 37.6% 30.3% 32.1% 38.3% 30.1% 31.6% 

宜蘭縣 40.2% 31.0% 28.8% 39.4% 34.7% 25.9% 38.0% 30.1% 31.8% 

桃園市 42.7% 29.3% 28.0% 44.2% 32.9% 23.0% 35.6% 30.5% 33.9% 

新竹縣 47.7% 26.1% 26.1% 31.8% 32.7% 35.5% 33.0% 29.0% 37.9% 

苗栗縣 38.4% 33.4% 28.1% 40.4% 32.8% 26.8% 30.3% 33.8% 36.0% 

彰化縣 43.6% 29.0% 27.3% 28.5% 37.8% 33.7% 42.0% 32.4% 25.6% 

南投縣 39.2% 30.4% 30.4% 42.9% 32.3% 24.8% 31.5% 31.8% 36.7% 

雲林縣 50.8% 30.8% 18.4% 34.2% 38.9% 26.9% 40.2% 33.1% 26.6% 

嘉義縣 38.2% 33.0% 28.8% 41.8% 35.4% 22.8% 27.0% 34.9% 38.1% 

屏東縣 46.7% 30.6% 22.7% 35.0% 36.4% 28.5% 42.6% 32.5% 24.9% 

臺東縣 39.4% 29.7% 30.9% 44.4% 34.6% 21.0% 41.0% 33.4% 25.5% 

花蓮縣 43.6% 32.6% 23.8% 46.9% 29.4% 23.7% 39.7% 32.3% 28.0% 

澎湖縣 36.4% 35.7% 27.9% 43.7% 36.4% 19.9% 42.2% 31.5% 26.3% 

基隆市 58.8% 23.9% 17.3% 44.8% 34.1% 21.0% 51.5% 29.1% 19.3% 

新竹市 58.3% 29.5% 12.1% 25.3% 33.5% 41.1% 39.0% 29.2% 31.8% 

嘉義市 32.6% 28.8% 38.7% 34.8% 35.1% 30.1% 33.7% 33.1% 33.1% 

金門縣 34.8% 40.0% 25.2% 34.4% 36.3% 29.3% 34.6% 28.4% 37.0% 

連江縣 44.2% 29.7% 26.1% 43.9% 32.7% 23.4% 49.4% 26.5% 24.1% 

全國 

平均 
40.3% 30.5% 29.2% 38.9% 31.6% 29.5% 38.1% 30.8%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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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各縣市國小學生對體育課喜歡的感受分佈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新北市 3.9% 20.2% 75.9% 3.1% 19.1% 77.8% 4.2% 18.2% 77.6% 

臺北市 2.7% 19.1% 78.2% 3.1% 19.0% 77.9% 1.6% 20.8% 77.6% 

臺中市 7.6% 23.0% 69.3% 3.7% 21.0% 75.3% 3.1% 22.6% 74.3% 

臺南市 4.3% 23.3% 72.4% 3.2% 21.8% 75.0% 3.1% 22.3% 74.6% 

高雄市 4.8% 21.0% 74.3% 3.6% 20.0% 76.4% 5.2% 20.9% 73.8% 

宜蘭縣 1.5% 18.2% 80.2% 3.1% 17.4% 79.5% 3.4% 19.7% 76.8% 

桃園市 5.5% 19.4% 75.1% 2.3% 19.3% 78.3% 2.9% 27.2% 69.8% 

新竹縣 2.1% 17.6% 80.3% 2.2% 22.6% 75.1% 5.4% 25.4% 69.2% 

苗栗縣 5.4% 24.7% 69.9% 2.4% 16.9% 80.7% 2.9% 22.5% 74.6% 

彰化縣 5.8% 19.9% 74.4% 4.6% 23.5% 71.9% 5.6% 23.1% 71.3% 

南投縣 2.2% 21.0% 76.8% 4.8% 29.8% 65.4% 2.1% 21.3% 76.6% 

雲林縣 2.4% 17.7% 79.9% 3.4% 24.2% 72.4% 3.5% 19.7% 76.8% 

嘉義縣 1.2% 16.2% 82.6% 3.6% 24.2% 72.2% 3.1% 22.1% 74.8% 

屏東縣 3.3% 16.0% 80.7% 3.2% 24.1% 72.7% 3.7% 22.0% 74.3% 

臺東縣 5.5% 22.0% 72.5% 2.1% 22.9% 75.0% 2.4% 16.3% 81.3% 

花蓮縣 3.2% 17.9% 78.8% 5.6% 15.3% 79.2% 1.9% 13.6% 84.5% 

澎湖縣 2.8% 16.5% 80.7% 2.0% 16.7% 81.3% 1.1% 21.3% 77.6% 

基隆市 1.3% 19.7% 79.0% 2.5% 19.4% 78.1% 2.0% 19.0% 79.1% 

新竹市 3.9% 21.3% 74.8% 2.5% 23.0% 74.5% 5.5% 23.3% 71.2% 

嘉義市 1.9% 24.5% 73.6% 5.4% 26.6% 68.1% 2.3% 14.8% 82.8% 

金門縣 2.0% 14.6% 83.4% 2.3% 11.3% 86.3% 2.3% 19.7% 77.9% 

連江縣 3.3% 25.3% 71.4% 0.0% 28.9% 71.1% 3.3% 23.3% 73.3% 

全國 

平均 
4.4% 20.4% 75.2% 3.3% 20.8% 75.9% 3.6% 21.5%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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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各縣市國中學生對體育課喜歡的感受分佈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新北市 4.4% 32.7% 62.9% 3.3% 27.7% 69.0% 3.4% 26.7% 69.9% 

臺北市 5.7% 30.4% 63.9% 4.2% 25.0% 70.8% 3.2% 31.3% 65.5% 

臺中市 2.3% 28.0% 69.7% 2.3% 27.4% 70.3% 3.7% 26.9% 69.4% 

臺南市 4.5% 31.7% 63.8% 2.2% 29.2% 68.6% 3.6% 25.8% 70.6% 

高雄市 3.6% 28.4% 68.0% 3.1% 25.8% 71.1% 1.8% 25.5% 72.8% 

宜蘭縣 2.7% 25.8% 71.5% 1.6% 21.4% 76.9% 3.8% 28.9% 67.3% 

桃園市 3.9% 27.6% 68.5% 1.7% 24.6% 73.8% 3.6% 27.5% 68.9% 

新竹縣 2.3% 32.1% 65.6% 2.7% 23.5% 73.8% 1.9% 27.3% 70.8% 

苗栗縣 2.8% 36.3% 60.9% 2.3% 21.6% 76.1% 4.1% 31.0% 64.8% 

彰化縣 2.6% 18.3% 79.1% 2.1% 20.0% 77.9% 3.0% 33.0% 63.9% 

南投縣 5.2% 35.3% 59.5% 2.7% 28.8% 68.5% 4.4% 28.4% 67.3% 

雲林縣 4.6% 28.4% 67.1% 1.9% 24.3% 73.8% 4.1% 27.9% 68.0% 

嘉義縣 3.0% 34.8% 62.2% 5.7% 28.8% 65.5% 2.4% 24.3% 73.3% 

屏東縣 1.5% 27.9% 70.6% 3.8% 24.6% 71.6% 2.6% 23.7% 73.8% 

臺東縣 5.8% 33.0% 61.2% 1.5% 24.5% 74.0% 2.0% 22.3% 75.7% 

花蓮縣 1.3% 16.3% 82.4% 2.8% 22.2% 75.0% 2.9% 17.3% 79.7% 

澎湖縣 3.3% 30.1% 66.7% 2.8% 22.4% 74.7% 4.4% 33.8% 61.8% 

基隆市 1.6% 21.9% 76.5% 4.3% 27.4% 68.4% 1.7% 21.5% 76.8% 

新竹市 5.7% 30.9% 63.4% 3.1% 31.5% 65.4% 3.1% 30.9% 66.0% 

嘉義市 2.8% 21.5% 75.7% 2.3% 36.6% 61.1% 3.6% 27.0% 69.4% 

金門縣 1.6% 28.3% 70.2% 1.3% 29.5% 69.2% 3.9% 30.2% 66.0% 

連江縣 2.6% 34.2% 63.2% 1.9% 18.9% 79.2% 3.4% 35.0% 61.5% 

全國 

平均 
3.7% 29.0% 67.3% 2.8% 26.1% 71.1% 3.2% 27.4%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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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對體育課喜歡的感受分佈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新北市 2.8% 32.7% 64.5% 4.4% 32.8% 62.8% 4.6% 34.2% 61.2% 

臺北市 3.5% 33.7% 62.8% 3.1% 28.7% 68.2% 3.4% 29.6% 67.0% 

臺中市 2.5% 27.0% 70.5% 3.6% 28.0% 68.4% 3.8% 31.4% 64.8% 

臺南市 2.6% 31.7% 65.7% 3.5% 37.4% 59.1% 2.5% 33.5% 64.0% 

高雄市 3.6% 34.5% 61.9% 2.6% 22.6% 74.8% 4.3% 31.4% 64.3% 

宜蘭縣 3.5% 33.4% 63.0% 0.6% 26.8% 72.6% 2.0% 33.1% 65.0% 

桃園市 4.3% 29.2% 66.5% 2.0% 29.9% 68.0% 2.5% 26.3% 71.2% 

新竹縣 8.5% 35.7% 55.8% 5.7% 36.3% 58.1% 2.0% 30.1% 67.9% 

苗栗縣 3.3% 31.8% 64.9% 1.9% 33.3% 64.8% 2.8% 37.7% 59.5% 

彰化縣 2.3% 34.9% 62.8% 4.7% 35.3% 60.1% 2.3% 27.7% 70.0% 

南投縣 3.8% 38.1% 58.1% 4.8% 28.9% 66.4% 3.4% 34.9% 61.7% 

雲林縣 0.6% 28.4% 71.0% 3.8% 30.6% 65.6% 0.3% 28.5% 71.2% 

嘉義縣 1.9% 31.0% 67.1% 1.1% 22.5% 76.4% 4.3% 45.4% 50.3% 

屏東縣 3.1% 29.6% 67.3% 4.0% 35.7% 60.3% 2.8% 29.6% 67.6% 

臺東縣 3.3% 27.2% 69.5% 1.6% 25.4% 73.0% 2.4% 32.5% 65.1% 

花蓮縣 2.8% 30.9% 66.2% 0.0% 25.1% 74.9% 4.0% 31.1% 65.0% 

澎湖縣 3.0% 33.9% 63.1% 2.0% 34.2% 63.8% 2.6% 34.4% 63.0% 

基隆市 5.8% 29.1% 65.2% 2.1% 27.5% 70.3% 3.1% 37.6% 59.3% 

新竹市 2.3% 21.5% 76.2% 3.0% 36.0% 61.0% 4.2% 31.9% 63.9% 

嘉義市 4.5% 44.8% 50.6% 4.1% 39.5% 56.4% 5.0% 32.7% 62.4% 

金門縣 5.0% 36.1% 58.9% 2.8% 29.5% 67.7% 3.8% 31.3% 64.9% 

連江縣 10.1% 34.8% 55.1% 5.8% 32.0% 62.2% 5.4% 31.0% 63.7% 

全國 

平均 
3.3% 31.8% 64.9% 3.2% 30.6% 66.2% 3.4% 31.4%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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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各縣市國小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摘要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2 天(含)以下 3 天(含)以上  2 天(含)以下 3 天(含)以上  2 天(含)以下 3 天(含)以上 
 

新北市 26.0% 74.0%  24.7% 75.3%  23.9% 76.1% 
 

臺北市 21.3% 78.7%  26.9% 73.1%  27.1% 72.9% 
 

臺中市 33.1% 66.9%  22.8% 77.2%  20.4% 79.6% 
 

臺南市 32.4% 67.6%  20.9% 79.1%  23.1% 76.9% 
 

高雄市 25.3% 74.7%  35.4% 64.6%  28.3% 71.7% 
 

宜蘭縣 29.2% 70.8%  27.5% 72.5%  21.7% 78.3% 
 

桃園市 25.0% 75.0%  18.3% 81.7%  22.1% 77.9% 
 

新竹縣 20.1% 79.9%  19.8% 80.2%  27.7% 72.3% 
 

苗栗縣 21.4% 78.6%  19.1% 80.9%  21.1% 78.9% 
 

彰化縣 26.9% 73.1%  20.6% 79.4%  27.5% 72.5% 
 

南投縣 25.9% 74.1%  18.5% 81.5%  20.1% 79.9% 
 

雲林縣 27.8% 72.2%  20.1% 79.9%  23.8% 76.2% 
 

嘉義縣 21.0% 79.0%  22.6% 77.4%  21.5% 78.5% 
 

屏東縣 21.4% 78.6%  18.0% 82.0%  20.3% 79.7% 
 

臺東縣 29.6% 70.4%  22.9% 77.1%  22.2% 77.8% 
 

花蓮縣 30.7% 69.3%  23.0% 77.0%  19.6% 80.4% 
 

澎湖縣 18.2% 81.8%  21.6% 78.4%  25.6% 74.4% 
 

基隆市 28.6% 71.4%  22.6% 77.4%  28.2% 71.8% 
 

新竹市 21.8% 78.2%  24.9% 75.1%  21.1% 78.9% 
 

嘉義市 39.9% 60.1%  23.4% 76.6%  27.7% 72.3% 
 

金門縣 22.0% 78.0%  13.1% 86.9%  17.2% 82.8% 
 

連江縣 26.1% 73.9%  26.1% 73.9%  20.0% 80.0% 
 

全國 

平均 
26.6% 73.4%  23.7% 76.3%  23.9%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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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0.  各縣市國中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摘要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2 天(含)以下 3 天(含)以上  2 天(含)以下 3 天(含)以上  2 天(含)以下 3 天(含)以上 
 

新北市 44.8% 55.2%   41.3% 58.7%  41.9% 58.1% 
 

臺北市 41.9% 58.1%   37.0% 63.0%  36.2% 63.8% 
 

臺中市 43.1% 56.9%   33.7% 66.3%  37.5% 62.5% 
 

臺南市 41.2% 58.8%   36.1% 63.9%  40.5% 59.5% 
 

高雄市 38.1% 61.9%   37.7% 62.3%  42.4% 57.6% 
 

宜蘭縣 39.8% 60.2%   31.0% 69.0%  46.6% 53.4% 
 

桃園市 40.4% 59.6%   40.6% 59.4%  39.9% 60.1% 
 

新竹縣 45.9% 54.1%   32.6% 67.4%  33.3% 66.7% 
 

苗栗縣 47.4% 52.6%   41.1% 58.9%  44.4% 55.6% 
 

彰化縣 14.0% 86.0%   31.5% 68.5%  31.2% 68.8% 
 

南投縣 39.4% 60.6%   47.2% 52.8%  35.7% 64.3% 
 

雲林縣 43.8% 56.2%   35.4% 64.6%  45.2% 54.8% 
 

嘉義縣 35.4% 64.6%   28.0% 72.0%  35.1% 64.9% 
 

屏東縣 33.1% 66.9%   34.9% 65.1%  30.3% 69.7% 
 

臺東縣 35.7% 64.3%   28.2% 71.8%  26.8% 73.2% 
 

花蓮縣 33.0% 67.0%   32.8% 67.2%  33.0% 67.0% 
 

澎湖縣 35.3% 64.7%   28.6% 71.4%  35.4% 64.6% 
 

基隆市 38.4% 61.6%   41.7% 58.3%  31.5% 68.5% 
 

新竹市 38.1% 61.9%   36.5% 63.5%  36.3% 63.7% 
 

嘉義市 42.6% 57.4%   48.8% 51.2%  39.3% 60.7% 
 

金門縣 31.0% 69.0%   28.2% 71.8%  26.8% 73.2% 
 

連江縣 38.7% 61.3%   28.3% 71.7%  34.8% 65.2% 
 

全國 

平均 
39.7% 60.3%   37.1% 62.9%  38.6%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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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  各縣市高中職學生規律運動情形(每週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上)摘要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2 天(含)以下 3 天(含)以上  2 天(含)以下 3 天(含)以上  2 天(含)以下 3 天(含)以上 
 

新北市 57.2% 42.8%   55.0% 45.0%  52.6% 47.4% 
 

臺北市 53.1% 46.9%   41.0% 59.0%  47.0% 53.0% 
 

臺中市 50.0% 50.0%   51.2% 48.8%  49.2% 50.8% 
 

臺南市 52.5% 47.5%   54.2% 45.8%  52.9% 47.1% 
 

高雄市 54.2% 45.8%   50.0% 50.0%  49.8% 50.2% 
 

宜蘭縣 54.7% 45.3%   43.4% 56.6%  52.0% 48.0% 
 

桃園市 60.1% 39.9%   49.3% 50.7%  45.5% 54.5% 
 

新竹縣 65.2% 34.8%   56.7% 43.3%  50.4% 49.6% 
 

苗栗縣 62.9% 37.1%   55.8% 44.2%  50.3% 49.7% 
 

彰化縣 61.7% 38.3%   54.5% 45.5%  59.3% 40.7% 
 

南投縣 60.3% 39.7%   45.3% 54.7%  46.0% 54.0% 
 

雲林縣 51.6% 48.4%   53.1% 46.9%  47.0% 53.0% 
 

嘉義縣 50.0% 50.0%   47.5% 52.5%  63.8% 36.2% 
 

屏東縣 53.1% 46.9%   41.0% 59.0%  52.6% 47.4% 
 

臺東縣 51.4% 48.6%   48.3% 51.7%  54.5% 45.5% 
 

花蓮縣 41.2% 58.8%   52.7% 47.3%  46.4% 53.6% 
 

澎湖縣 55.9% 44.1%   51.0% 49.0%  48.2% 51.8% 
 

基隆市 63.6% 36.4%   61.5% 38.5%  68.2% 31.8% 
 

新竹市 62.9% 37.1%   58.9% 41.1%  55.5% 44.5% 
 

嘉義市 55.4% 44.6%   54.8% 45.2%  45.8% 54.2% 
 

金門縣 54.8% 45.2%   47.3% 52.7%  38.4% 61.6% 
 

連江縣 49.3% 50.7%   56.9% 43.1%  58.1% 41.9% 
 

全國 

平均 
55.2% 44.8%   50.2% 49.8%  50.5%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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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  各縣市各級學校學生在學期週間（不含體育課）每週累積運動時間達 150 分鐘以上

比率表 

縣市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新北市 31.1% 19.7% 17.5% 

臺北市 28.7% 20.0% 17.3% 

臺中市 29.5% 23.7% 21.1% 

臺南市 30.3% 21.7% 17.0% 

高雄市 36.8% 19.0% 20.8% 

宜蘭縣 31.5% 20.6% 16.5% 

桃園市 28.7% 24.1% 20.6% 

新竹縣 24.4% 25.5% 21.6% 

苗栗縣 34.4% 17.6% 14.4% 

彰化縣 26.4% 26.4% 17.1% 

南投縣 30.9% 26.9% 24.1% 

雲林縣 23.7% 23.4% 21.8% 

嘉義縣 48.7% 17.0% 19.8% 

屏東縣 29.9% 37.0% 20.9% 

臺東縣 31.5% 26.6% 18.3% 

花蓮縣 34.9% 23.3% 20.3% 

澎湖縣 35.0% 24.1% 18.6% 

基隆市 33.5% 33.1% 9.1% 

新竹市 30.3% 26.3% 20.8% 

嘉義市 25.1% 17.0% 22.3% 

金門縣 36.9% 33.0% 21.5% 

連江縣 36.7% 35.8% 22.4% 

全國平均 30.7% 22.6%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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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3.  各縣市國小學生對目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率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新北市 25.0% 28.9% 46.1% 14.2% 26.0% 59.8% 14.5% 27.3% 58.2% 

臺北市 16.3% 33.3% 50.3% 17.5% 29.2% 53.3% 20.0% 28.4% 51.6% 

臺中市 18.5% 28.7% 52.8% 10.4% 28.5% 61.1% 7.4% 34.3% 58.3% 

臺南市 18.8% 31.6% 49.6% 11.0% 26.9% 62.1% 13.3% 20.7% 66.0% 

高雄市 20.2% 29.9% 49.9% 15.4% 27.0% 57.6% 9.9% 22.2% 67.9% 

宜蘭縣 13.1% 29.9% 56.9% 11.9% 26.2% 61.9% 13.6% 32.6% 53.8% 

桃園市 22.0% 27.7% 50.3% 10.3% 29.1% 60.6% 14.8% 25.5% 59.7% 

新竹縣 15.8% 25.7% 58.5% 15.1% 26.9% 58.0% 12.2% 25.1% 62.7% 

苗栗縣 18.4% 21.5% 60.1% 8.8% 21.6% 69.6% 10.8% 22.1% 67.1% 

彰化縣 24.2% 32.3% 43.5% 13.1% 29.1% 57.8% 11.3% 25.9% 62.8% 

南投縣 20.1% 30.4% 49.5% 14.7% 24.2% 61.1% 16.5% 26.9% 56.5% 

雲林縣 12.9% 30.7% 56.4% 10.6% 26.6% 62.8% 10.5% 20.5% 69.0% 

嘉義縣 19.0% 26.8% 54.3% 6.1% 28.9% 65.0% 12.4% 25.7% 61.8% 

屏東縣 16.3% 25.1% 58.6% 9.6% 25.2% 65.2% 11.7% 20.5% 67.8% 

臺東縣 27.7% 19.5% 52.8% 10.3% 24.9% 64.8% 8.3% 31.6% 60.1% 

花蓮縣 13.4% 19.2% 67.4% 10.8% 27.7% 61.5% 13.9% 25.3% 60.8% 

澎湖縣 18.0% 29.8% 52.2% 10.8% 28.9% 60.3% 6.6% 21.1% 72.3% 

基隆市 28.4% 32.0% 39.6% 18.5% 34.3% 47.2% 12.8% 29.7% 57.5% 

新竹市 20.6% 29.0% 50.4% 13.9% 32.5% 53.6% 14.2% 28.7% 57.1% 

嘉義市 16.8% 30.5% 52.7% 14.2% 31.4% 54.4% 10.5% 23.6% 65.9% 

金門縣 16.1% 16.8% 67.2% 5.1% 16.5% 78.4% 7.6% 18.8% 73.6% 

連江縣 17.7% 32.9% 49.4% 15.9% 31.8% 52.3% 13.8% 27.6% 58.6% 

全國 

平均 
20.2% 29.2% 50.7% 12.8% 27.6% 59.6% 12.7% 26.4%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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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4.  各縣市國中學生對目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率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新北市 27.2% 38.1% 34.7% 19.8% 38.1% 42.1% 19.7% 37.7% 42.7% 

臺北市 28.5% 38.6% 32.9% 23.2% 36.5% 40.3% 17.9% 43.0% 39.2% 

臺中市 24.6% 42.9% 32.5% 16.6% 40.1% 43.3% 20.3% 36.5% 43.2% 

臺南市 23.8% 40.4% 35.8% 17.4% 38.6% 43.9% 23.4% 37.0% 39.6% 

高雄市 20.3% 38.9% 40.8% 17.0% 38.0% 45.0% 18.6% 36.8% 44.6% 

宜蘭縣 24.7% 35.1% 40.1% 15.8% 34.2% 50.0% 15.1% 39.7% 45.1% 

桃園市 28.3% 40.6% 31.0% 20.7% 39.5% 39.8% 19.6% 38.2% 42.3% 

新竹縣 30.8% 37.5% 31.7% 17.8% 38.7% 43.5% 17.2% 39.2% 43.6% 

苗栗縣 23.7% 40.3% 36.0% 15.7% 37.2% 47.1% 12.5% 39.4% 48.0% 

彰化縣 12.0% 20.0% 68.0% 10.3% 39.4% 50.2% 18.0% 35.0% 47.0% 

南投縣 22.9% 42.2% 34.9% 22.9% 37.2% 39.9% 15.5% 31.3% 53.3% 

雲林縣 26.5% 38.2% 35.3% 22.6% 38.1% 39.3% 21.6% 39.3% 39.1% 

嘉義縣 18.1% 41.4% 40.5% 8.9% 36.0% 55.0% 17.0% 38.9% 44.1% 

屏東縣 21.6% 34.8% 43.6% 20.2% 44.2% 35.5% 21.7% 30.7% 47.6% 

臺東縣 20.0% 33.7% 46.3% 14.8% 29.8% 55.4% 10.2% 35.7% 54.1% 

花蓮縣 15.8% 28.6% 55.6% 15.4% 38.2% 46.4% 16.2% 36.7% 47.1% 

澎湖縣 19.5% 42.7% 37.8% 10.5% 27.3% 62.2% 8.4% 37.9% 53.7% 

基隆市 29.5% 38.9% 31.5% 21.6% 37.7% 40.6% 22.0% 37.6% 40.5% 

新竹市 25.1% 36.8% 38.1% 16.4% 34.3% 49.3% 20.7% 36.8% 42.5% 

嘉義市 32.9% 29.9% 37.2% 25.6% 44.8% 29.5% 19.4% 44.6% 36.0% 

金門縣 18.1% 35.2% 46.8% 20.1% 38.4% 41.5% 16.5% 30.5% 52.9% 

連江縣 17.5% 42.7% 39.8% 32.0% 36.0% 32.0% 9.4% 42.5% 48.1% 

全國 

平均 
24.5% 38.1% 37.5% 18.4% 38.4% 43.2% 19.2% 37.6%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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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5.  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對目前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率表 

縣市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本學年度)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新北市 41.6% 36.3% 22.2% 32.3% 37.9% 29.8% 29.6% 40.9% 29.5% 

臺北市 33.9% 37.3% 28.8% 29.2% 34.4% 36.4% 30.4% 37.8% 31.8% 

臺中市 44.7% 36.2% 19.1% 33.9% 39.2% 26.8% 26.5% 36.6% 36.9% 

臺南市 36.5% 36.8% 26.7% 24.3% 43.6% 32.2% 26.8% 42.9% 30.4% 

高雄市 29.5% 43.2% 27.3% 31.1% 36.9% 32.0% 26.8% 39.5% 33.6% 

宜蘭縣 46.8% 35.5% 17.7% 32.7% 35.3% 32.1% 27.1% 32.6% 40.3% 

桃園市 40.0% 36.3% 23.7% 35.6% 39.4% 25.0% 27.6% 40.3% 32.1% 

新竹縣 38.9% 36.8% 24.2% 24.2% 45.3% 30.5% 26.1% 41.1% 32.8% 

苗栗縣 33.6% 40.1% 26.4% 28.3% 46.3% 25.4% 18.8% 40.8% 40.5% 

彰化縣 40.9% 34.7% 24.4% 26.4% 43.0% 30.6% 30.9% 38.3% 30.9% 

南投縣 37.1% 40.4% 22.5% 26.4% 40.7% 32.9% 27.1% 30.7% 42.2% 

雲林縣 47.6% 34.0% 18.4% 35.9% 42.1% 22.0% 28.7% 39.9% 31.4% 

嘉義縣 23.4% 49.8% 26.8% 25.1% 40.6% 34.4% 18.9% 43.7% 37.5% 

屏東縣 43.3% 36.3% 20.5% 28.2% 35.5% 36.3% 31.0% 43.1% 26.0% 

臺東縣 21.8% 41.3% 36.9% 33.9% 40.1% 26.0% 27.8% 40.6% 31.6% 

花蓮縣 40.5% 33.0% 26.5% 27.4% 50.0% 22.6% 33.8% 36.5% 29.6% 

澎湖縣 32.7% 43.0% 24.3% 28.7% 44.3% 27.0% 22.7% 41.4% 35.9% 

基隆市 55.8% 29.1% 15.1% 35.0% 36.3% 28.7% 40.2% 41.9% 17.9% 

新竹市 57.3% 26.0% 16.7% 26.3% 39.0% 34.7% 37.1% 36.5% 26.5% 

嘉義市 33.1% 44.7% 22.2% 31.4% 40.3% 28.3% 26.3% 34.8% 38.9% 

金門縣 37.1% 38.1% 24.7% 25.7% 43.3% 30.9% 24.7% 39.1% 36.2% 

連江縣 35.1% 39.7% 25.2% 35.7% 33.3% 31.0% 33.8% 43.1% 23.1% 

全國 

平均 
38.8% 37.3% 23.9% 30.6% 39.1% 30.3% 28.4% 39.1%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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