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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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規律運動情形、學生體育素養、自覺健康以及相關

政策性題項。按年彙集編印，期能提供我國體育運動主管機關決策與施政參

考應用。 

二、編輯內容 

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之原始數據已收錄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於 2018 年 3 月 14 日起釋出，爾後均於本書出版

時，提供當年度調查資料原始檔案下載，可參閱 SRDA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https://srda.sinica.edu.tw/portal_c1_page.php?button_num=c1&cnt_id=1729 )。

有興趣進行相關研究之學者，均可至 SRDA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應用。 

另外，鑑於各縣市政府常需橫向比較所屬縣市內各教育階段之學生運動

參與情形，或是跨縣市比較，使用者可至學校體育統計網(www.schoolpe.tw)，

依照縣市別進行勾選，即可觀察各縣市之學生運動參與情形。本報告書以各

級教育階段作為類目進行描述，並將性別放在級別的分類下進行次類目的比

較，以瞭解各級學校中男、女學生在各項運動參與情形與體育活動表現的差

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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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題項每三年度進行修訂，均與教育部體育署結合政策方向，

確認調查內容，並邀請學校端進行前測，確認填報的程序與細節。 

三、凡例 

1. 本報告書調查範圍以學年度計，110 學年度統計調查時間為 111 年 10 月

至 11 月，針對各級學校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學生 110 學年度（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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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調查問卷及聯絡方式 

除此之外，為更明確呈現數據統計的過程，調查問卷亦附於文末附錄，

由於歷年問卷均有微調，若後續研究有需參考歷年問卷及調查結果，可洽詢

國立中山大學運動健康產業研究中心(07-5252000 轉 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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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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查範圍，以學年度為單位進行調查。本次調查範

圍為 110 學年度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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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規律運動情形、學生體育素養、自覺健康以及相關政策性題項進行瞭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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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

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基隆市、新竹

市、嘉義市、金門縣、連江縣，共 22 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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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52 人。 

國中：就讀臺灣地區之國中之學生，共計有 586,914 人。 

高中職：就讀臺灣地區之高中職之學生共計有 558,412 人。 

大專校院：就讀大學、五專四年級、五專五年級、二專、二技、四技等教育階段且日間

部之學生，共計有 74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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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等教育階段且日間部之學生）為抽樣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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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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育階段加

總預計抽出 40,621 人。抽樣誤差之公式 1 如下： 

 

 𝑛 =
𝑛0

1 +
𝑛0 − 1

𝑁⁄
 

 

n0   : 無限母群體之抽樣人數(n0 = 384) 

n   : 有限母群體下，修正後之抽樣人數 

N  : 母群體數 

 

抽樣流程分為三個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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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中，國小、國中及高級中等學校副母體中，各年級之班級

人數較為固定，因此以各年級之班級數做為比例進行問卷施測。於大專校院副母體中，因各

學校不同班級（學系）之人數有明顯差異性，故將直接以各年級之人數進行樣本配置。第三

階段再以各縣市之班級數比例作為抽樣之依準，大專校院則以總學生數為依據，每一所學校

均進行調查。 

在第一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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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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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52 15.9% 4,768 8,760 

國中 586,914 26.1% 7,837 11,091 

高中職 558,412 24.9% 7,457 10,848 

大專校院 744,447 33.1% 9,938 9,938 

總計 2,247,082 100.0% 30,000 40,637 

註 1：*本調查國小母群體為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共 357,052 人，16,15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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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基於統計數據能回推各縣市高中職以下學生特性，各縣市均依該縣市各教育階段學生

人數調整抽樣誤差，故調查樣本數調整為國小 8,760 人、國中 11,091 人、高中職 10,8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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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階段 平均班級人數 發放班級數 

國小* 22.1 396 

國中 26.8 413 

高中職 32.5 334 

註：*本調查國小母群體為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共 357,052 人，1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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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03 25.8% 2,564 

二年級 187,471 25.2% 2,503 

三年級 183,045 24.6% 2,444 

四年級 181,729 24.4% 2,427 

總計 744,248 100.0% 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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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09 月 15 日發放問卷至各級學校，並於 11 月 15 日完成問卷催收工作，並

開始進行問卷資料輸入，實際發出份數為 40,928 份，統計回收 36,221 份，回收率為 88.5%。

扣除填答不完整部分後，剩餘有效問卷為 35,506 份，有效率為 98.0%。 

表1-4  問卷回收狀況記錄表 

教育階段 發出份數 回收份數 回收率 有效份數 有效率 

國小 8,850 8,167 92.3% 7,887 96.6% 

                          
1 公式來源:http://www.surveysystem.com/sample-size-formul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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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11,204 10,034 89.6% 9,805 97.7% 

高中職 10,952 9,407 85.9% 9,207 97.9% 

大專校院 9,922 8,613 86.8% 8,607 99.9% 

總數 40,928 36,221 88.5% 35,506 98.0% 

註 1：有效率計算公式=（有效份數/回收份數）*100 

註 2：無效問卷判斷規則請參考附表 12 

 

四、抽樣誤差 

本次調查國小共發放 215 校、國中發放 173 校、高中職發放 109 校及大專校院發放 145

校。回收有效樣本為 35,506 份，在 95%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大約在±0.520%之間。誤差如

下表所示：各縣市不同教育階段發放學校數分布表 

 

表1-5  各縣市不同教育階段發放學校數分布表 

縣市名稱 
學校數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校院 

新北市 12 14 8 19 

臺北市 6 11 9 24 

臺中市 11 12 9 17 

臺南市 9 12 7 14 

高雄市 11 14 8 15 

宜蘭縣 9 6 4 3 

桃園縣 10 10 6 12 

新竹縣 11 6 3 2 

苗栗縣 12 6 4 3 

彰化縣 8 7 4 5 

南投縣 14 7 4 2 

雲林縣 9 7 4 3 

嘉義縣 12 9 5 4 

屏東縣 11 7 5 5 

臺東縣 15 8 7 2 

花蓮縣 12 8 5 3 

澎湖縣 13 7 2 1 

基隆市 7 5 6 3 

新竹市 4 5 3 5 

嘉義市 5 4 3 2 

金門縣 9 4 2 1 

連江縣 5 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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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15 173 109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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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各縣市不同教育階段有效樣本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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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 1,183 741 1,003 3,679 ±1.616 

臺北市 489 773 751 1,901 3,914 ±1.566 

臺中市 561 850 714 1,512 3,637 ±1.625 

臺南市 313 508 516 785 2,122 ±2.127 

高雄市 470 780 871 981 3,102 ±1.760 

宜蘭縣 313 282 256 102 953 ±3.175 

桃園縣 498 715 633 769 2,615 ±1.916 

新竹縣 345 298 360 94 1,097 ±2.959 

苗栗縣 326 345 342 122 1,135 ±2.909 

彰化縣 357 400 400 200 1,357 ±2.660 

南投縣 290 324 329 66 1,009 ±3.085 

雲林縣 359 368 366 183 1,276 ±2.743 

嘉義縣 268 368 272 146 1,054 ±3.019 

屏東縣 362 357 343 224 1,286 ±2.733 

臺東縣 273 358 278 10 919 ±3.233 

花蓮縣 310 339 263 102 1,014 ±3.078 

澎湖縣 254 317 316 31 918 ±3.234 

基隆市 264 244 306 93 907 ±3.254 

新竹市 360 296 366 225 1,247 ±2.775 

嘉義市 332 319 365 18 1,034 ±3.048 

金門縣 282 240 275 40 837 ±3.387 

連江縣 109 141 144 0 394 ±4.937 

總計 7,887 9,805 9,207 8,607 35,506 ±0.520 

註：為求明確呈現各縣市及教育階段之間的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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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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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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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縣市高中職以下資料加權值表 

縣市名稱 
男生 女生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新北市 1.438 1.356 1.607 1.426 1.388 1.667 

臺北市 1.360 1.456 2.513 1.419 1.567 1.474 

臺中市 1.569 1.682 1.981 1.458 1.605 1.769 

臺南市 1.733 1.551 1.771 1.366 1.729 1.256 

高雄市 1.478 1.467 1.285 1.454 1.484 1.485 

宜蘭縣 0.362 0.829 0.630 0.415 0.660 0.987 

桃園市 1.526 1.607 1.969 1.317 1.511 1.461 

新竹縣 0.608 1.024 0.530 0.567 1.060 0.587 

苗栗縣 0.486 0.729 0.804 0.435 0.724 0.581 

彰化縣 1.023 1.359 1.460 0.886 1.369 1.203 

南投縣 0.464 0.710 0.555 0.424 0.579 0.605 

雲林縣 0.468 0.653 0.778 0.502 1.231 0.685 

嘉義縣 0.388 0.462 0.368 0.370 0.430 0.462 

屏東縣 0.551 0.957 0.850 0.500 0.847 0.661 

臺東縣 0.197 0.267 0.367 0.210 0.267 0.262 

花蓮縣 0.290 0.438 0.434 0.260 0.412 0.745 

澎湖縣 0.074 0.104 0.115 0.076 0.102 0.109 

基隆市 0.332 0.604 0.401 0.325 0.583 0.447 

新竹市 0.496 0.976 1.179 0.462 0.924 0.632 

嘉義市 0.247 0.533 0.731 0.258 0.424 0.711 

金門縣 0.074 0.154 0.124 0.076 0.125 0.108 

連江縣 0.028 0.031 0.030 0.025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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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之間的加權值差異，本表數值取至小數後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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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樣本代表性檢定 

為了確保樣本之代表性以及與母群的比例結構一致，本節分別從性別、教育階段及縣市

等分類分別進行卡方適合度考驗以確保樣本的適配性，所以使用的檢定公式如下： 

 

經實際回收樣本的檢定結果如下表，有效樣本在加權前與母體之間的確存在著差異，故

依據有效樣本與母體之間交叉結構進行加權。 

 

表1-8  樣本代表性檢定：性別 

性別 
母體分配 加權前樣本分配 

檢定結果 
母體數 百分比 樣本數 母體數 

男生 715,652 52.83% 14,033 51.74%  加權前： 

    1.卡方值=12.84 

    2.p 值< 0.05 

    3.樣本與母體有差異  

女生 639,069 47.17% 13,089 48.26% 

合計 1,354,721 100.00% 27,122 100.00% 

註 1：為求明確呈現各性別在母體分配及加權前樣本分配之間的差異，本表數值取至小數後

2 位。 

註 2：*性別分類因為有部份問卷回答有遺漏作答之情形，故本表加權前總樣本數比實際回

收樣本數少。 

 

表1-9  樣本代表性檢定：教育階段 

教育階段 
母體分配 加權前樣本分配 

檢定結果 
母體數 百分比 樣本數 母體數 

國小 357,052 26.36% 8,166 29.58%  加權前： 

    1.卡方值=536.48 

    2.p 值< 0.05 

    3.樣本與母體有差異  

國中 443,241 32.72% 10,034 36.35% 

高中職 554,428 40.93% 9,407 34.07% 

合計 1,354,721 100.00% 27,607 100.00% 

註：為求明確呈現各教育階段在母體分配及加權前樣本分配之間的差異，本表數值取至小數

後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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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0  樣本代表性檢定：縣市 

縣市 
母體分配 加權前樣本分配 

檢定結果 
母體數 百分比 樣本數 母體數 

新北市 188,351 13.90% 2,742 9.93% 加權前： 

    1.卡方值=539.04 

    2.p 值< 0.05 

    3.樣本與母體有差異 

臺北市 163,436 12.06% 2,066 7.48% 

臺中市 176,401 13.02% 2,198 7.96% 

臺南市 104,993 7.75% 1,377 4.99% 

高雄市 155,109 11.45% 2,160 7.82% 

宜蘭縣 27,552 2.03% 878 3.18% 

桃園市 151,573 11.19% 1,880 6.81% 

新竹縣 36,144 2.67% 1,030 3.73% 

苗栗縣 31,396 2.32% 1,044 3.78% 

彰化縣 73,080 5.39% 1,180 4.27% 

南投縣 27,624 2.04% 994 3.60% 

雲林縣 37,375 2.76% 1,105 4.00% 

嘉義縣 18,736 1.38% 937 3.39% 

屏東縣 39,458 2.91% 1,077 3.90% 

臺東縣 12,129 0.90% 938 3.40% 

花蓮縣 19,801 1.46% 945 3.42% 

澎湖縣 4,848 0.36% 906 3.28% 

基隆市 17,260 1.27% 837 3.03% 

新竹市 38,018 2.81% 1,042 3.77% 

嘉義市 25,977 1.92% 1,045 3.79% 

金門縣 4,820 0.36% 825 2.99% 

連江縣 640 0.05% 401 1.45% 

合計 1,354,721 100.00% 27,607 100.00% 

註：為求明確呈現各縣市在母體分配及加權前樣本分配之間的差異，本表數值取至小數後 2

位。 

 

排除沒有問卷編號或超過三成以上題目有漏答情形的問卷，剩下的有效樣本經加權後之

樣本分配與母體結構趨於一致，只是性別分類因為有部份問卷回答有遺漏作答之情形（遺漏

值約佔總體樣本數的 2.0%），所算出之樣本比例與期望比例有落差，但比例仍是接近真實情

況的男女生比例。其他如教育階段與縣市間，由於本調查著重回推至各教育階段以及縣市間

的比較，抽樣時即考量各縣市的代表性，因此，教育階段與縣市的加權後樣本，均可代表母

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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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樣本代表性檢定：加權後之樣本分布 

  
母體分配 加權後樣本分配 

母體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男生 715,652 52.83% 14,385 53.01% 

女生 639,069 47.17% 12,749 46.99% 

性別合計 1,354,721 100.00% 27,134 100.00% 

國小 357,052 26.36% 6,469 23.84% 

國中 443,241 32.72% 10,612 39.11% 

高中職 554,428 40.93% 10,053 37.05% 

教育階段合計 1,354,721 100.00% 27,134 100.00% 

新北市 188,351 13.90% 3,939 14.52% 

臺北市 163,436 12.06% 3,311 12.20% 

臺中市 176,401 13.02% 3,648 13.44% 

臺南市 104,993 7.75% 2,113 7.79% 

高雄市 155,109 11.45% 3,037 11.19% 

宜蘭縣 27,552 2.03% 528 1.95% 

桃園市 151,573 11.19% 2,900 10.69% 

新竹縣 36,144 2.67% 720 2.65% 

苗栗縣 31,396 2.32% 638 2.35% 

彰化縣 73,080 5.39% 1,434 5.28% 

南投縣 27,624 2.04% 529 1.95% 

雲林縣 37,375 2.76% 750 2.76% 

嘉義縣 18,736 1.38% 380 1.40% 

屏東縣 39,458 2.91% 774 2.85% 

臺東縣 12,129 0.90% 239 0.88% 

花蓮縣 19,801 1.46% 373 1.37% 

澎湖縣 4,848 0.36% 87 0.32% 

基隆市 17,260 1.27% 363 1.34% 

新竹市 38,018 2.81% 767 2.83% 

嘉義市 25,977 1.92% 505 1.86% 

金門縣 4,820 0.36% 88 0.32% 

連江縣 640 0.05% 11 0.04% 

縣市合計 1,354,721 100.00% 27,134 100.00% 

註 1：為求明確呈現各變項在母體分配及加權前樣本分配之間的差異，本表數值取至小數後

2 位。 

註 2：*性別分類因為有部份問卷回答有遺漏作答之情形，故本表加權前總樣本數比實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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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樣本數少。 

貳、 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與感受 

一、各級學校學生參與運動社團情形 

整體而言 110 學年度學生運動社團參與情形相比於 109 學年度而言下降 1.7%。本學年度

全國參與比率為 27.7%，其中比率最高的是國小 33.6%，其次依序為國中 29.6%、高中職 26.8%

以及大專院校 22.2%。 

 

 
圖2-1  各級學校學生運動社團參與情形比率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全國平均

108學年度 34.8% 30.2% 27.7% 24.1% 28.8%

109學年度 33.2% 28.8% 28.0% 29.1% 29.4%

110學年度 33.6% 29.6% 26.8% 22.2%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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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 

（一）各級學校整體情形 

整體而言 110 學年度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相較於 109 學年度而言下降 1.4%。

本學年度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為 33.6%，其中比率最高的是大專院校 43.3%，其

次依序為高中職 30.9%、國中 30.5%以及國小 29.3%。 

 

 
圖2-2  各級學校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之比率 

 

表2-1  各級學校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之比率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教育階段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國小 39.6% 29.1% 31.3% 39.7% 29.7% 30.6% 37.9% 32.8% 29.3% 

國中 33.0% 35.1% 31.9% 31.8% 35.1% 33.1% 31.0% 38.5% 30.5% 

高中職 32.9% 35.7% 31.4% 28.8% 37.0% 34.2% 30.9% 38.2% 30.9% 

大專校院 18.1% 41.1% 40.8% 17.7% 41.2% 41.1% 17.5% 39.2% 43.3% 

全國平均 30.4% 35.7% 33.9% 28.8% 36.2% 35.0% 28.9% 37.5% 33.6%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全國平均

108學年度 31.3% 31.9% 31.4% 40.8% 33.9%

109學年度 30.6% 33.1% 34.2% 41.1% 35.0%

110學年度 29.3% 30.5% 30.9% 43.3%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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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級學校男學生 

整體而言 110 學年度男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相較於 109 學年度而言下降

1.9%。本學年度男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為 27.0%，其中比率最高的是大專院校

38.7%，其次依序為國小 24.7%、國中 24.2%以及高中職 22.0%。 

 

  
圖2-3  各級學校男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之比率 

 

表2-2  各級學校男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之比率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教育階段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國小 49.8% 24.5% 25.7% 48.8% 25.4% 25.8% 47.6% 27.7% 24.7% 

國中 42.2% 32.5% 25.3% 41.6% 31.4% 27.0% 41.0% 34.8% 24.2% 

高中職 43.8% 33.5% 22.7% 38.2% 36.9% 24.9% 40.8% 37.2% 22.0% 

大專校院 21.3% 43.5% 35.2% 20.3% 42.9% 36.8% 20.7% 40.6% 38.7% 

全國平均 39.2% 33.9% 26.9% 36.0% 35.1% 28.9% 37.4% 35.6% 27.0%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全國平均

108學年度 25.7% 25.3% 22.7% 35.2% 26.9%

109學年度 25.8% 27.0% 24.9% 36.8% 28.9%

110學年度 24.7% 24.2% 22.0% 38.7%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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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級學校女學生 

整體而言 110 學年度女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相較於 109 學年度而言下降

1.8%。本學年度女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比率為 40.5%，其中比率最高的是大專院校

47.6%，其次依序為高中職 41.1%、國中 37.3%以及國小 34.3%。 

 

 
圖2-4  各級學校女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充足之比率 

 

表2-3  各級學校女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之比率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教育階段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國小 28.6% 34.0% 37.4% 30.0% 34.3% 35.7% 27.5% 38.2% 34.3% 

國中 22.9% 38.0% 39.1% 21.2% 39.0% 39.8% 20.1% 42.6% 37.3% 

高中職 20.2% 38.3% 41.5% 17.8% 37.1% 45.1% 19.5% 39.4% 41.1% 

大專校院 15.1% 39.1% 45.8% 13.8% 38.8% 47.4% 14.5% 37.9% 47.6% 

全國平均 21.2% 37.6% 41.2% 20.1% 37.6% 42.3% 19.8% 39.7% 40.5%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全國平均

108學年度 37.4% 39.1% 41.6% 45.9% 41.2%

109學年度 35.7% 39.8% 45.1% 47.4% 42.3%

110學年度 34.3% 37.3% 41.1% 47.6%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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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體育課喜歡的感受 

（一）各級學校整體情形 

整體而言 110 學年度學生喜歡體育課比率相較於 109 學年度而言上升 0.1%。本學年度學

生喜歡體育課比率為 57.2%，其中比率最高的是國小 66.3%，其次依序為國中 56.9%、高中職

55.1%以及大專院校 53.4%。隨著教育階段越高，學生喜歡體育課比率則呈現遞減。 

 

 
圖2-5  各級學校學生喜歡體育課比率 

 

表2-4  各級學校學生對體育課喜歡的感受之比率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教育階段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國小 5.5% 25.1% 69.4% 6.8% 26.7% 66.5% 5.4% 28.3% 66.3% 

國中 6.1% 35.2% 58.7% 6.5% 35.7% 57.8% 5.6% 37.5% 56.9% 

高中職 6.0% 38.8% 55.2% 6.5% 39.0% 54.5% 5.7% 39.2% 55.1% 

大專校院 5.5% 41.6% 52.9% 5.5% 41.9% 52.6% 5.1% 41.5% 53.4% 

全國平均 5.8% 36.0% 58.2% 6.3% 36.6% 57.1% 5.5% 37.3% 57.2%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全國平均

108學年度 69.4% 58.7% 55.2% 52.9% 58.2%

109學年度 66.5% 57.8% 54.5% 52.6% 57.1%

110學年度 66.3% 56.9% 55.1% 53.4%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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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級學校男學生 

整體而言 110 學年度男學生喜歡體育課比率相較於 109 學年度而言上升 0.3%。本學年度

男學生喜歡體育課比率為 64.6%，其中比率最高的是國小 73.8%，其次依序為國中 65.2%、高

中職 62.8%以及大專院校 58.9%。 

 

 
圖2-6  各級學校男學生喜歡體育課比率 

 

 

表2-5  各級學校男學生對體育課喜歡的感受之比率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教育階段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國小 4.5% 17.7% 77.8% 5.8% 20.9% 73.3% 4.5% 21.7% 73.8% 

國中 5.7% 28.7% 65.6% 5.2% 28.1% 66.7% 4.2% 30.6% 65.2% 

高中職 4.4% 33.2% 62.4% 5.4% 32.8% 61.8% 3.9% 33.3% 62.8% 

大專校院 4.3% 38.0% 57.7% 4.4% 36.8% 58.8% 3.9% 37.2% 58.9% 

全國平均 4.8% 30.2% 65.0% 5.1% 30.6% 64.3% 4.1% 31.3% 64.6%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全國平均

108學年度 77.8% 65.6% 62.4% 57.7% 65.0%

109學年度 73.3% 66.7% 61.8% 58.8% 64.3%

110學年度 73.8% 65.2% 62.8% 58.9%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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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級學校女學生 

整體而言 110 學年度女學生喜歡體育課比率相較於 109 學年度而言上升 0.8%。本學年度

女學生喜歡體育課比率為 49.3%，其中比率最高的是國小 58.3%，其次依序為大專院校 48.3%、

國中 47.8%以及高中職 46.1%。 

 

  
圖2-7  各級學校女學生喜歡體育課比率 

 

表2-6  各級學校女學生對體育課喜歡的感受之比率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教育階段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國小 6.6% 33.3% 60.1% 7.9% 33.0% 59.1% 6.5% 35.2% 58.3% 

國中 6.5% 42.3% 51.2% 7.8% 44.1% 48.1% 7.2% 45.0% 47.8% 

高中職 7.7% 45.4% 46.9% 7.7% 46.2% 46.1% 7.7% 46.2% 46.1% 

大專校院 6.5% 45.2% 48.3% 7.2% 49.1% 43.7% 6.3% 45.4% 48.3% 

全國平均 6.9% 42.3% 50.8% 7.7% 43.8% 48.5% 7.0% 43.7% 49.3%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全國平均

108學年度 60.1% 51.2% 46.9% 48.3% 50.8%

109學年度 59.1% 48.1% 46.1% 43.7% 48.5%

110學年度 58.3% 47.8% 46.1% 48.3%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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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期中的運動時間足夠性 

（一）各級學校整體情形 

整體而言 110 學年度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比率相較於 109 學年度而言上升 1.1%。本學

年度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比率為 31.6%，其中比率最高的是國小 42.7%，其次依序為國中

31.3%、大專院校 30.3%以及高中職 26.0%。 

 

  
圖2-8  各級學校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之比率 

 

表2-7  各級學校學生對運動時間的感受之比率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教育階段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國小 18.1% 33.7% 48.2% 18.0% 36.4% 45.6% 17.6% 39.7% 42.7% 

國中 25.2% 39.9% 34.9% 26.7% 41.1% 32.2% 23.3% 45.4% 31.3% 

高中職 35.5% 39.9% 24.6% 39.5% 38.0% 22.5% 31.5% 42.5% 26.0% 

大專校院 34.1% 37.6% 28.3% 35.9% 37.1% 27.0% 33.1% 36.6% 30.3%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全國平均

108學年度 48.2% 34.9% 24.6% 28.3% 32.7%

109學年度 45.6% 32.2% 22.5% 27.0% 30.5%

110學年度 42.7% 31.3% 26.0% 30.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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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平均 29.1% 38.2% 32.7% 31.1% 38.4% 30.5% 27.0% 41.4% 31.6% 

（二）各級學校男學生 

整體而言 110 學年度男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比率相較於 109 學年度而言下降 0.4%。本

學年度男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比率為 35.1%，其中比率最高的是國小 45.2%，其次依序為大

專院校 35.6%、國中 35.1%以及高中職 28.3%。 

 

  
圖2-9  各級學校男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之比率 

 

表2-8  各級學校男學生對運動時間的感受之比率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教育階段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國小 18.3% 30.2% 51.5% 18.5% 31.3% 50.2% 19.2% 35.6% 45.2% 

國中 22.6% 36.3% 41.1% 25.0% 36.6% 38.4% 22.1% 42.8% 35.1% 

高中職 30.1% 38.8% 31.1% 35.2% 37.8% 27.0% 27.9% 43.8% 28.3% 

大專校院 27.6% 38.8% 33.6% 30.4% 37.4% 32.2% 27.0% 37.4% 35.6%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全國平均

108學年度 51.6% 41.1% 31.1% 33.6% 38.3%

109學年度 50.2% 38.4% 27.0% 32.2% 35.5%

110學年度 45.2% 35.1% 28.3% 35.6%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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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平均 25.2% 36.5% 38.3% 28.2% 36.3% 35.5% 24.4% 40.5% 35.1% 

 

 

（三）各級學校女學生 

整體而言 110 學年度女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比率相較於 109 學年度而言上升 3.5%。本

學年度女學生認為運動時間充足比率為 28.0%，其中比率最高的是國小 40.0%，其次依序為國

中 27.3%、大專院校 25.5%以及高中職 23.2%。 

 

  
圖2-10  各級學校女學生認為運動時間不足之比率 

 

表2-9  各級學校女學生對運動時間的感受之比率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教育階段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國小 18.0% 37.6% 44.4% 17.5% 41.9% 40.6% 15.8% 44.2% 40.0% 

國中 28.0% 43.9% 28.1% 28.5% 45.9% 25.6% 24.5% 48.2% 27.3% 

高中職 41.7% 41.3% 17.0% 44.4% 38.2% 17.4% 35.8% 41.0% 23.2%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全國平均

108學年度 44.5% 28.1% 17.0% 23.3% 26.7%

109學年度 40.6% 25.6% 17.4% 19.5% 24.5%

110學年度 40.0% 27.3% 23.2% 25.5%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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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 40.3% 36.3% 23.4% 43.7% 36.8% 19.5% 38.7% 35.8% 25.5% 

全國平均 33.2% 40.1% 26.7% 34.6% 40.9% 24.5% 29.7% 42.3%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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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為 33.6%、國中為 29.6%、

高中職為 26.8%、大專院校則為 22.2%，總平均為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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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及國中男、

女學生運動社團參與率的差異較大，差距達 15.1%及 14.5%。 

 

 

 
圖3-1  各級學校學生參加學校運動社團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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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不同性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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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全體來看，國小與大專院校學生未參加運動社團的原因皆以沒有時間的比率最高（國

小為 52.5%、大專校院為 54.2%），國中與高中職學生則以沒有興趣的比率最高（國中為 46.1%、

高中職為 53.7%）。 

 

39.6%

52.5%

8.2%

8.4%

6.6%

46.1%

29.9%

8.0%

7.0%

10.8%

53.7%

27.0%

4.1%

5.6%

9.6%

33.2%

54.2%

2.3%

6.9%

3.5%

0% 10% 20% 30% 40% 50% 60%

對參加運動社團沒有興趣

沒有時間

想參加，但沒有開設運動社團

已經參加校外運動課程或社團

其他原因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校院

註:未參加運動社

團的原因可複選，

故項目加總並非

100%。



 

 

24 

 

圖3-3  各級學校學生未參加運動社團原因比率 

從性別來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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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女生以沒有興趣比率最高（49.7%），而男女生未參加運動社團的原因比率最低

的皆是想參加，但沒有想要的運動社團（男生為 6.8%，女生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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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不同性別學生未參加運動社團原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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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級學校學生有從事運動社團時的平均運動時間 

以全體來看，各級學校學生有從事運動社團時的平均運動天數以 1 天的比率最高（52.1%）；

國小、國中與高中職學生皆以1天的比率最高（國小為40.6%、國中為60.7%、高中職為66.1%），

大專院校學生則以 2 天的比率最高（37.3%）。 

從性別來看，男、女生有從事運動社團時的平均運動天數皆以 1 天的比率最高，男女整

體比率約相差 1.6 個百分點（男生整體比率：51.5%、女生整體比率：53.1%），而男、女生有

從事運動社團時的平均運動天數比率最低的皆是 4 天（男生為 6.7%，女生為 5.0%）。 

 

 

圖3-5  各級學校學生有從事運動社團時的平均運動天數比率 

 

 
圖3-6  不同性別學生有從事運動社團時的平均運動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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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視平均運動時間，以全體來看，各級學校學生有從事運動社團時的平均運動時

間以 61-120 分鐘的比率最高（44.8%）；國小與國中學生皆以 0-60 分鐘的比率最高（國小為

46.3%、國中為 42.5%），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學生則以 61-120 分鐘的比率最高（高中職為 51.8%、

大專院校 44.7%）。 

從性別來看，男、女生在有從事運動社團時的平均運動時間比率上不同，男生以 61-120

分鐘的比率最高（46.8%），女生以 0-60 分鐘比率最高（43.7%），而男、女生有從事運動社團

時的平均運動天數比率最低的皆是 181 分鐘以上（男生為 6.1%，女生為 4.6%）。 

 

 

圖3-7  各級學校學生有從事運動社團時的平均運動時間比率 

 

 
圖3-8  不同性別學生有從事運動社團時的平均運動時間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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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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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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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

國中生 57.4%、高中職生 55.8%、大專校院生 67.8%。 

從性別來看，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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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個百分點（男生整體比率：62.1%、女生整體比率：63.1%）。 

 

  

圖3-9  各級學校學生對運動社團項目符合學生需求比率 

 

  
圖3-10  不同性別學生對運動社團項目符合學生需求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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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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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國中為 12.2%、高中職為 9.1%、

大專校院則為 12.2%，總平均為 12.7%。 

各級學校結果皆為男生參與率高於女生，其中以國小及大專院校男女學生的參與率差異

最高，分別達 10.2%及 6.7%。 

 

 
圖3-11  各級學校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圖3-12  不同性別學生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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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級學校學生有從事學校運動代表隊時的平均運動時間 

以全體來看，各級學校學生有從事學校運動代表隊時的平均運動天數以 5 天的比率最高

（38.9%）；國小、國中與高中職學生皆以 5 天的比率最高（國小為 34.5%、國中為 53.4%、高

中職為 49.9%），大專院校學生則以 3 天的比率最高（35.2%）。 

從性別來看，男、女生有從事學校運動代表隊時的平均運動天數皆以 5 天的比率最高，

男女整體比率約相差 6.3 個百分點（男生整體比率：41.1%、女生整體比率：34.8%），而男、

女生有從事學校運動代表隊時的平均運動天數比率最低的分別為 1 天、4 天（男生為 10.3%，

女生為 9.5%）。 

 

 

圖3-13  各級學校學生有從事學校運動代表隊時的平均運動天數比率 

 

 
圖3-14  不同性別學生有從事學校運動代表隊時的平均運動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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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視平均運動時間，以全體來看，各級學校學生有從事學校運動代表隊時的平均

運動時間以 61-120 分鐘的比率最高（31.6%）；國小學生以 0-60 分鐘的比率最高（國小為 53.4%），

國中與高中職學生皆以 61-120 分鐘的比率最高（國中為 30.9%、高中職為 36.6%），大專院校

學生則以 121-180 分鐘的比率最高（37.6%）。 

從性別來看，男、女生在有從事學校運動代表隊時的平均運動時間比率皆以 61-120 分鐘

的比率最高（男生為 31.4%，女生為 32.1%），而男、女生有從事學校運動代表隊時的平均運

動天數比率最低的皆是 181 分鐘以上（男生為 16.5%，女生為 14.4%）。 

 

 

圖3-15  各級學校學生有從事學校運動代表隊時的平均運動時間比率 

 

 
圖3-16  不同性別學生有從事學校運動代表隊時的平均運動時間比率 

 

  

53.4%

25.7%
10.7% 8.5%

26.5%

29.7%

30.9%
36.6%

30.6%

31.6%

9.4%

29.3%
31.4%

37.6%

26.0%

7.5% 14.1% 21.3% 23.3% 15.9%

0%

20%

40%

60%

80%

100%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全國平均

181分鐘以上

121-180分鐘

61-120分鐘

0-60分鐘

25.3% 28.9%

31.4% 32.1%

26.8% 24.6%

16.5% 14.4%

0%

20%

40%

60%

80%

100%

男 女

181分鐘以上

121-180分鐘

61-120分鐘

0-60分鐘



 

 

32 

 

（七）各級學校學生假日參與運動情形 

學生假日參與運動的部分，本學年度在國小為 79.6%、國中為 67.0%、高中職為 58.4%、

大專校院則為 49.3%，總平均為 62.4%。 

各級學校結果除了國小以外，其他皆為男生參與率高於女生，其中以高中職及大專院校

男女學生的參與率差異最高，分別達 18.0%及 19.4%。 

 

 
圖3-17  各級學校學生假日參與運動比率 

 

 
圖3-18  不同性別學生假日參與運動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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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級學校學生假日期間有從事運動的平均時間 

以全體來看，各級學校學生假日期間有從事運動的平均運動天數以 1 天的比率最高

（64.0%），國小為 55.7%、國中為 62.9%、高中職為 69.5%、大專院校為 67.7%。 

從性別來看，男、女生假日期間有從事運動的平均運動天數皆以 1 天的比率最高，男女

整體比率約相差 9.4 個百分點（男生整體比率：59.9%、女生整體比率：69.3%）。 

 

 

圖3-19  各級學校學生假日期間有從事運動的平均天數比率 

 

 
圖3-20  不同性別學生假日期間有從事運動的平均天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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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視平均運動時間，以全體來看，各級學校學生假日期間有從事運動的平均運動

時間以 31-60 分鐘的比率最高（33.5%），國小為 32.5%、國中為 31.6%、高中職為 34.3%、大

專校院則為 36.3%。 

從性別來看，男、女生假日期間有從事運動的平均運動時間皆以 31-60 分鐘的比率最高，

男女整體比率約相差 6.4 個百分點（男生為 30.7%、女生為 37.1%）。 

 

 

圖3-21  各級學校學生假日期間有從事運動的平均時間比率 

 

 
圖3-22  不同性別學生假日期間有從事運動的平均時間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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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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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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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不足（包含不足夠與非

常不足夠）的有 37.9%；國中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足夠的有 30.6%、不足的有 30.9%；高

中職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足夠的有 30.9%、不足的有 30.9%；大專校院學生認為體育課上

課時間足夠的有 43.4%、不足的有 17.5%；總平均來看，認為體育課上課時間足夠的有 33.6%、

不足的有 28.9%。 

以性別來看，男生多數認為體育課時數不足（認為足夠比率 27.0%，認為不足比率 37.4%），

而女生多數則持相反意見（認為足夠比率 40.5%，認為不足比率 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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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各級學校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比率 

 

 

圖3-24  不同性別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感受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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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體育課的喜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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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國中學生傾向喜歡的有 56.8%、高中職學生傾向喜歡的有 55.1%、大專校院學生傾向

喜歡上體育課的有 53.4%。 

以性別來看，男生多數喜歡體育課（認為喜歡的比率 64.6%，認為不喜歡的比率 4.1%），

而女生也持相同的意見，多數喜歡體育課（認為喜歡的比率 49.4%，認為不喜歡的比率 7.0%）。 

 

 
圖3-25  各級學校學生對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圖3-26  不同性別學生對體育課喜愛程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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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游泳能力情形 

（一）各級學校學生學過游泳的比率 

學生學過游泳的部分，本學年度在國小為 79.0%、國中為 78.0%、高中職為 85.4%、大專

校院則為 82.5%，總平均為 81.5%。 

各級學校結果除了國小與大專校院以外，皆為女生學習過游泳的比率高於男生，其中以

國小男女學生的參與率差異最高，約達 2.4%。 

 

 
圖3-27  各級學校學生學過游泳的比率 

 

 
圖3-28  不同性別學生學過游泳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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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學習游泳場域分布情形 

觀察各級學校學生主要學習游泳的場域分布情形，各教育階段皆集中在學校課程，其次

則為校外付費課程。 

以性別來觀察學生主要學習游泳的場域分布，男、女學生皆集中於學校課程，其次為校

外付費課程。其中學校課程的部分可發現女學生的比率高於男學生；而校外付費課程的部分，

則是男學生略高於女學生。 

 

 
圖3-29  各級學校學生主要學習游泳的場域分布比率 

 

 
圖3-30  不同性別學生主要學習游泳的場域分布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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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要學習游泳場域分布情形 

觀察各級學校學生次要學習游泳的場域分布情形，各教育階段皆集中在學校課程，其次

則為校外付費課程。 

以性別來觀察學生次要學習游泳的場域分布，男、女學生皆集中於學校課程，其次為校

外付費課程。其中學校課程的部分可發現女學生的比率高於男學生；而校外付費課程的部分，

則是男學生略高於女學生。 

 

 
圖3-31  各級學校學生次要學習游泳的場域分布比率 

 

 
圖3-32  不同性別學生次要學習游泳的場域分布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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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自覺游泳能力級別 

在學生自覺游泳能力的級別上，國小與國中的學生集中於完全不會游泳，其比率依序為

19.3%、20.0%，高中職與大專院校的學生皆集中在第五級（游泳前進 50 公尺（含轉身）），其

比率依序為 27.7%、29.0%。 

以性別來觀察學生自覺游泳能力的級別分布，男、女學生皆集中在第五級（游泳前進 50

公尺（含轉身））。 

 

 
圖3-33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游泳能力級別的比率 

 

 
圖3-34  不同性別學生自覺游泳能力級別的比率 

  

19.3% 20.0%
12.9% 12.9% 15.9%

18.8%
12.9%

9.6% 8.6%
11.8%

18.2%
15.1%

13.8%
11.8%

14.4%

16.0%

15.4%

14.1% 16.0%
15.3%

13.3%
18.3%

21.9% 21.7% 19.4%

14.4%
18.3%

27.7% 29.0% 23.2%

0%

20%

40%

60%

80%

100%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全國平均

第五級

第四級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完全不會游泳

15.3% 16.6%

10.6% 12.9%
12.8%

16.0%
15.0% 15.5%

19.5%
19.4%

26.8% 19.6%

0%

20%

40%

60%

80%

100%

男 女

第五級

第四級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完全不會游泳



 

 

42 

 

（五）學生自覺游泳自救能力級別 

在學生自覺游泳自救能力的級別上，國小學生集中於第二級（水母漂（閉氣）10 秒），其

比率為 25.3%，國中、高中職與大專院校的學生皆集中在第三級（水母漂 30 秒、仰漂或立泳

15 秒（含）以上），其比率依序為 26.9%、27.2%、24.0%。 

以性別來觀察學生自覺游泳自救能力的級別分布，男、女學生皆集中在第三級（水母漂

30 秒、仰漂或立泳 15 秒（含）以上）。 

 

 
圖3-35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游泳能力級別的比率 

 

 
圖3-36  不同性別學生自覺游泳能力級別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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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育素養量表 

（一）達到自己年齡標準的體適能水平 

在各級學校學生自覺有正面的運動態度和興趣的比率上，國小學生傾向同意的比率（包

含同意與非常同意）有49.6%、國中學生傾向同意的有40.3%、高中職學生傾向同意的有42.7%、

大專校院學生傾向同意上體育課的有 47.4%。 

以性別來看，男生多數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46.7%，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15.3%），

而女生也持相同的意見，多數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41.9%，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17.6%）。 

 

 
圖3-37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能達到自己年齡標準的體適能水平比率 

 

 
圖3-38  不同性別學生自覺能達到自己年齡標準的體適能水平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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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面的運動態度和興趣 

在各級學校學生自覺有正面的運動態度和興趣的比率上，國小學生傾向同意的比率（包

含同意與非常同意）有65.1%、國中學生傾向同意的有55.3%、高中職學生傾向同意的有57.9%、

大專校院學生傾向同意上體育課的有 66.1%。 

以性別來看，男生多數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64.6%，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6.0%），而

女生也持相同的意見，多數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56.0%，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9.4%）。 

 

 
圖3-39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有正面的運動態度和興趣比率 

 

 
圖3-40  不同性別學生自覺具有正面的運動態度和興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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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賞自己或他人做運動 

在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能欣賞自己或他人做運動的比率上，國小學生傾向同意的比率

（包含同意與非常同意）有 67.2%、國中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60.6%、高中職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68.4%、大專校院學生傾向同意上體育課的有 79.6%。 

以性別來看，男生多數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67.6%，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3.7%），而

女生也持相同的意見，多數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69.8%，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3.1%）。 

 

 
圖3-41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能欣賞自己或他人做運動的比率 

 

 
圖3-42  不同性別學生自覺具備能欣賞自己或他人做運動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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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備健身管理的能力 

在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健身管理能力的比率上，國小學生傾向同意的比率（包含同意

與非常同意）有 53.1%、國中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43.2%、高中職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40.9%、大

專校院學生傾向同意上體育課的有 51.4%。 

以性別來看，男生多數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49.8%，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12.2%），

而女生也持相同的意見，多數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42.7%，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16.3%）。 

 

 
圖3-43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自我健身管理的能力比率 

 

 
圖3-44  不同性別學生自覺具備自我健身管理的能力比率 

  

2.9% 3.4% 4.2% 2.6% 3.4%

7.0% 9.7% 13.5% 11.9% 10.8%

37.0% 43.7%
41.4% 34.1%

39.5%

32.7%
31.3%

31.2%

39.5% 33.5%

20.4% 11.9% 9.7% 11.9% 12.8%

0%

20%

40%

60%

80%

100%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總計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3% 3.4%

8.9% 12.9%

38.0% 41.0%

34.1% 32.9%

15.7% 9.8%

0%

20%

40%

60%

80%

100%

男 女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7 

 

（五）具備自我評價健康的能力 

在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自我評價健康能力的比率上，國小學生傾向同意的比率（包含

同意與非常同意）有 54.4%、國中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44.5%、高中職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47.4%、

大專校院學生傾向同意上體育課的有 60.9%。 

以性別來看，男生多數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52.5%，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8.8%），而

女生也持相同的意見，多數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49.7%，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8.5%）。 

 

 
圖3-45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自我評價健康的能力比率 

 

 
圖3-46  不同性別學生自覺具備自我評價健康的能力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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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交技能 

在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社交技能的比率上，國小學生傾向同意的比率（包含同意與非

常同意）有 58.5%、國中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49.6%、高中職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44.6%、大專校

院學生傾向同意上體育課的有 52.7%。 

以性別來看，男生多數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51.3%，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12.4%），

而女生也持相同的意見，多數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49.9%，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13.6%）。 

 

 
圖3-47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社交技能比率 

 

 
圖3-48  不同性別學生自覺具備社交技能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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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具戶外求生的信心 

在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戶外求生的信心比率上，國小學生傾向同意的比率（包含同意

與非常同意）有 40.2%、國中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31.8%、高中職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27.1%、大

專校院學生傾向同意上體育課的有 33.2%。 

以性別來看，男生多數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37.3%，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24.0%），

而女生持相反的意見，多數表示不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27.0%，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32.5%）。 

 

 
圖3-49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具備戶外求生的信心比率 

 

 
圖3-50  不同性別學生自覺具備戶外求生的信心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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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懂得處理困難 

在各級學校學生自覺懂得處理困難的比率上，國小學生傾向同意的比率（包含同意與非

常同意）有 50.8%、國中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43.1%、高中職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46.5%、大專校

院學生傾向同意上體育課的有 58.3%。 

以性別來看，男生多數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49.7%，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9.6%），而

女生也持相同的意見，多數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48.5%，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9.8%）。 

 

 
圖3-51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懂得處理困難的比率 

 

 
圖3-52  不同性別學生自覺懂得處理困難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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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認知運動對健康的好處 

在各級學校學生認知運動對健康的好處比率上，國小學生傾向同意的比率（包含同意與

非常同意）有 74.9%、國中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66.8%、高中職學生傾向同意的有 73.2%、大專

校院學生傾向同意上體育課的有 83.1%。 

以性別來看，男生多數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73.0%，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2.7%），而

女生也持相同的意見，多數表示同意（認為同意的比率 75.1%，認為不同意的比率 2.2%）。 

 

 
圖3-53  各級學校學生認知運動對健康的好處比率 

 

 
圖3-54  不同性別學生認知運動對健康的好處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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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運動參與相關調查數據 

（一）影響學生參與運動的主要原因 

本次（110 學年度）問卷調查，為能夠了解同一個人在參與運動原因的差異性，是否會對

於運動時間等有所影響，因此將影響學生參與運動的數個因素(家長、場地、時間、社交、技

術、成就感、健康因素、經費)等，蒐集填答結果。 

支持國小學生運動的最主要原因是經費（18.7%），其次是時間（17.5%）、健康因素（10.7%）、

成就感（7.5%）、技術（6.9%）、場地（6.3%）、社交（3.6%）、家長（1.5%）；支持國中學生運

動的最主要原因亦為健康因素（30.6%），其次是成就感（17.5%）、家長（13.3%）、社交（12.1%）、

時間（9.0%）、技術（7.4%）、場地（4.2%）、經費（0.7%）；到了高中職階段，影響學生參與

運動的主要原因同樣也是健康因素（36.1%），其次是成就感（15.6%）、社交（13.5%）、時間

（10.9%）、技術（6.9%）、家長（5.9%）、場地（5.7%）、經費（0.5%）；大專校院生亦是健康

因素（43.6%），其次是成就感（15.4%）、社交（11.4%）、時間（9.4%）、技術（5.6%）、場地

（5.0%）、家長（2.8%）、經費（0.5%）。 

另一方面，阻礙國小學生運動的最主要原因是時間（52.3%），其次是挫折感（10.1%）、

場地（7.3%）、技術（6.0%）、家長（5.5%）、健康因素（3.6%）、經費（2.9%）、社交（2.2%）；

阻礙國中學生運動的最主要原因亦為時間（51.6%），其次是挫折感（10.3%）、場地（9.0%）、

技術（6.6%）、家長（6.3%）、健康因素（3.7%）、社交（2.4%）、經費（2.3%）；到了高中職階

段，阻礙學生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同樣也是時間（55.1%），其次是場地（11.9%）、挫折感（9.4%）、

技術（5.4%）、健康因素（4.2%）、家長（3.2%）、經費（2.8%）、社交（2.3%）；大專校院生亦

是時間（61.4%），其次是場地（11.3%）、經費（5.6%）、健康因素（4.6%）、技術（3.5%）、社

交（2.6%）、挫折感（2.4%）、家長（1.5%）。 

比較影響男女參與及阻礙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在「參與原因」方面，男女生最主要的

原因都是健康因素及成就感；在「阻礙參與原因」方面，男、女生皆以時間及場地為主要原

因，約占了六至七成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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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5  各級學校影響學生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比率 

 

 

 
圖3-56  影響男女學生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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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7  各級學校阻礙學生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比率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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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大專校院 

 

圖 3-57   各級學校阻礙學生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比率(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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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女 

 

圖3-58  阻礙男女學生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比率 

（二）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健康狀態 

根據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健康狀態情形的比率上，國小學生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態為健康者

（包含健康與非常健康）的比率為 46.8%、而傾向認為不健康者（包含不健康與非常不健康）

的比率是 7.9%；國中生認為健康與不健康的比率分別是 32.4%與 14.3%；高中職生則為 24.0%

與 22.0%；大專校院生是 29.3%與 18.8%，而整體平均為 31.8%與 16.4%。此結果顯示在所有

階段，學生皆認為自己健康狀態為健康的比率較高。 

另一方面，在不同性別對於自身健康狀態的感受上，則可發現男生認為自己健康的百分

比為 34.9%，女生則為 28.5%，而男生認為不健康的百分比為 16.2%，女生則為 16.7%；男女

在自身健康狀態的感受上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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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9  各級學校學生自覺健康狀態情形比率 

 

 
圖3-60  不同性別學生自覺健康狀態情形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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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對於各級學校學生身體活動時間的影響程度 

根據疫情對於各級學校學生身體活動時間的影響程度的比率上，國小學生於疫情停課期

間身體活動時間減少的比率是 58.4%、於疫情停課期間身體活動時間不變的比率是 31.9%、而

於疫情停課期間身體活動時間增加的比率是 9.7%；國中生身體活動時間減少、不變與增加的

比率分別是 67.7%、26.3%與 6.0%；高中職生則為 68.2%、25.1%與 6.7%；大專校院生是 59.9%、

32.2%與 7.9%，而整體平均為 63.3%、29.2%與 7.5%。此結果顯示各教育階段的學生對於疫情

停課間身體活動時間的影響程度皆顯示為減少。 

另一方面，在不同性別學生於疫情停課間身體活動時間之情形比率上，則可發現男生於

疫情停課期間身體活動時間減少的百分比為 62.8%，女生則為 63.9%，男生於疫情停課期間身

體活動時間不變的百分比為 29.8%，女生則為 28.6%，而男生於疫情停課期間身體活動時間增

加的百分比為 7.4%，女生則為 7.5%；由此可知男女在疫情對於各級學校學生身體活動時間的

影響程度上沒有差異。 

 
圖3-61  各級學校學生於疫情停課間身體活動時間之情形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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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2  不同性別學生於疫情停課間身體活動時間之情形比率 

進一步檢視各級學校學生於疫情停課間身體活動時間減少比例發現，國小學生身體活動

時間減少比例以 21~40%最高，占 28.7%；國中則以減少 0~20%比例最多，占 25.0%；而高中

職及大專院校則皆是以減少 41~60%比例最多，分別占 23.2%以及 29.8％；整體平均以減少

21~40%比例最多，占 25.2%。 

此外透過不同性別學生於疫情停課期間身體活動時間減少比例，可發現男生於疫情停課

期間身體活動時間以減少 21~40%比例最多，占 24.9%；女生同樣也是以減少 21~40%比例最

多，占 25.6%；因此，男女在疫情對於各級學校學生身體活動時間減少比例的影響程度上沒

有差異。 

 

 
圖3-63  各級學校學生於疫情停課間身體活動時間減少比例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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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4  不同性別學生於疫情停課間身體活動時間減少比例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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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檢視各級學校學生於疫情停課間身體活動時間增加比例，可發現國小、國中及

高中職學生身體活動時間增加比例皆以 0~20%最高，分別占 50.5%、62.9%以及 62.1%；而大

專院校則是以增加 21~40%比例最多，占 28.6%；整體平均以增加 0~20%比例最多，占 55.8%。 

此外透過不同性別學生於疫情停課期間身體活動時間增加比例，可發現男生於疫情停課

期間身體活動時間以增加 0~20%比例最多，占 53.4%；女生同樣也是以增加 0~20%比例最多，

占 58.5%；因此，男女在疫情對於各級學校學生身體活動時間增加比例的影響程度上沒有差

異。 

 

 
圖3-65  各級學校學生於疫情停課間身體活動時間增加比例之比率 

 

 

 
圖3-66  不同性別學生於疫情停課間身體活動時間增加比例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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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級學校學生從事運動的種類 

根據各級學校學生從事運動種類的比率上，國小學生從事運動的種類最主要的種類是球

類運動（46.0%），其次是陸上運動類（11.1%）、無從事任何運動（7.5%）、戶外運動類（7.3%）、

舞蹈類（6.6%）、水上運動類（6.5%）、民俗體育類（6.2%）、其他類（3.4%）、技擊運動類（3.1%）、

棋藝、橋藝類（2.3%）；國中學生從事運動的種類最主要的種類是球類運動（53.7%），其次是

無從事任何運動（10.0%）、陸上運動類（9.2%）、舞蹈類（6.2%）、戶外運動類（5.0%）、水上

運動類（3.8%）、民俗體育類（3.7%）、其他類（3.6%）、技擊運動類（2.9%）、棋藝、橋藝類

（1.9%）；高中職學生從事運動的種類最主要的種類是球類運動（59.4%），其次是無從事任何

運動（10.4%）、陸上運動類（7.9%）、舞蹈類（6.7%）、戶外運動類（4.5%）、水上運動類（3.7%）、

民俗體育類（2.6%）、技擊運動類（2.4%）、棋藝、橋藝類（2.3%）、其他類（0.1%）；大專院

校學生從事運動的種類最主要得種類是球類運動（53.8%），其次是其他類（10.4%）、無從事

任何運動（9.9%）、陸上運動類（6.6%）、舞蹈類（5.9%）、水上運動類（4.8%）、戶外運動類

（4.5%）、技擊運動類（2.0%）、棋藝、橋藝類（1.2%）、民俗體育類（0.9%）。 

以全體來看，學生從事運動的種類最主要的種類是球類運動（53.9%），其次為無從事任

何運動（9.6%）、陸上運動類（8.5%）、舞蹈類（6.3%）、戶外運動類（5.2%）、水上運動類（4.5%）、

其他類（4.3%）、民俗體育類（3.2%）、技擊運動類（2.6%）、棋藝、橋藝類（1.9%）。 

另一方面，在不同性別學生從事運動種類的比率，男生主要從事的運動種類為球類運動

（63.9%）、無從事任何運動（7.9%）以及陸上運動類（7.6%），約占了七至八成的比率；女生

主要從事的運動種類為球類運動（43.3%）、舞蹈類（11.5%）以及無從事任何運動（11.4%），

約占了六至七成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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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7  各級學校學生從事運動的種類比率 

 

 

 
圖3-68  不同性別學生從事運動的種類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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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建議 

回顧學生運動參與調查，乃於 2005 年為配合「快活計畫」之發展要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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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縣市間觀察各級學校學生運動情形的客觀資料，

係當初進行此項調查始料未及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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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作為我國學校體育推展的重要參考資料。因此，資

料蒐集的方式亦即格外重要，此調查業務自 100 學年度起由國立中山大學承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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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隨機抽樣。自 101 學年度起，依不同縣市學生數的比例，為能將縣

市別資料回推至各縣市母體，開始採行加權計算。每縣市抽樣問卷數在統計上至少都能回推

至該縣市的學生人數。 

 

民國 102 學年度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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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部分修訂。值得一提的是，此項調查自 2018 年 3 月已收錄於【中

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The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SRDA)】，

刪除可標示學校或個人資料後，同步開放原始檔案與問卷資料，供各界賢達檢視及研究我國

學生之運動參與情形。自 108 學年度起，更增加「樣本代表性檢定」，研究團隊經過相關理論

與統計方法，將回收後問卷進行適配度考驗，增加研究數據之信效度。 

 

2022 年逢行政院主計總處重新核定 3 年期的問卷調查題項，研究團隊將在歷年調查的

基礎上，重新規劃問卷架構，配合各項學校體育政策研擬新版題項，納入體育素養、游泳與

自救能力等題目，以更符應新世代的學生運動參與現況資料，本期(110 學年)為新版問卷調查

的第一年。衷心期待能透過一年比一年精緻、具信效度的調查報告，具體呈現各級學校學生

的運動參與情形。另外，目前也評估將運動參與調查結合學生體適能檢測的可行性，減少紙

本問卷的寄送，橫向彙整各項體育運動資料進行分析，鼓勵學者與國外的學生運動參與情形、

體育素養等資料進行跨國比較，以做為政府推行政策的參考指標。 

 



 

 

6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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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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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26.3% 22.5% 24.3% 26.2% 23.9% 22.2% 15.0% 25.2% 

臺北市 48.1% 33.3% 20.4% 38.3% 28.6% 23.4% 44.9% 28.2% 22.1% 

臺中市 33.6% 21.4% 27.7% 35.8% 29.4% 32.5% 29.8% 24.3% 31.3% 

臺南市 36.2% 42.8% 22.9% 48.6% 34.2% 31.8% 38.2% 38.5% 35.6% 

高雄市 24.6% 33.6% 28.9% 20.1% 31.2% 28.6% 30.1% 32.7% 25.4% 

宜蘭縣 23.9% 42.8% 19.9% 40.0% 37.4% 32.6% 35.3% 29.6% 26.6% 

桃園市 19.7% 27.4% 37.6% 25.5% 23.6% 25.6% 21.2% 44.5% 17.9% 

新竹縣 25.3% 30.9% 39.8% 28.8% 30.6% 19.9% 41.4% 31.1% 18.8% 

苗栗縣 40.6% 35.3% 26.0% 33.6% 29.8% 23.5% 39.1% 33.2% 18.3% 

彰化縣 41.2% 23.4% 30.1% 33.8% 18.4% 33.0% 45.0% 21.5% 28.8% 

南投縣 43.2% 36.3% 38.8% 49.3% 21.5% 34.6% 52.5% 34.7% 44.6% 

雲林縣 68.7% 41.4% 24.7% 62.2% 25.4% 39.3% 47.8% 48.9% 33.9% 

嘉義縣 47.3% 25.9% 34.3% 44.5% 48.0% 32.5% 52.0% 36.7% 37.7% 

屏東縣 58.2% 28.5% 28.3% 44.7% 28.3% 39.4% 42.7% 32.6% 40.6% 

臺東縣 56.5% 30.6% 53.5% 36.9% 31.4% 27.3% 46.7% 39.1% 36.0% 

花蓮縣 66.9% 29.5% 29.6% 48.1% 46.5% 28.6% 48.6% 40.4% 35.1% 

澎湖縣 48.0% 54.5% 19.5% 39.2% 55.2% 16.7% 66.3% 40.2% 28.6% 

基隆市 44.4% 23.4% 34.5% 33.0% 25.7% 24.4% 40.4% 26.9% 28.8% 

新竹市 33.1% 30.0% 24.2% 25.9% 34.2% 24.2% 21.8% 18.3% 20.5% 

嘉義市 44.2% 30.8% 32.7% 28.3% 27.9% 17.3% 37.3% 23.1% 23.7% 

金門縣 57.8% 29.4% 28.4% 58.4% 43.7% 31.3% 44.5% 40.3% 23.6% 

連江縣 42.8% 35.2% 43.3% 65.0% 39.0% 31.6% 65.7% 36.5% 28.6% 

全國 

平均 
34.8% 30.2% 27.7% 33.2% 28.8% 28.0% 33.6% 29.6%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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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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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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10.0% 5.8% 19.0% 9.5% 4.7% 12.4% 4.9% 6.6% 

臺北市 40.1% 19.3% 6.1% 21.7% 14.5% 9.4% 20.4% 10.4% 10.7% 

臺中市 25.3% 8.5% 6.2% 25.7% 9.4% 7.2% 21.6% 5.1% 3.4% 

臺南市 26.2% 16.8% 6.6% 25.4% 9.4% 8.7% 18.6% 18.6% 15.5% 

高雄市 24.7% 5.9% 9.0% 13.9% 11.5% 8.3% 23.3% 7.9% 4.5% 

宜蘭縣 14.8% 29.9% 6.7% 35.8% 22.2% 11.8% 23.6% 13.3% 8.4% 

桃園市 20.1% 6.2% 33.8% 15.5% 17.4% 11.7% 11.6% 22.8% 14.4% 

新竹縣 25.0% 13.7% 16.1% 22.8% 10.3% 5.2% 29.4% 9.6% 7.3% 

苗栗縣 27.0% 18.7% 4.0% 22.5% 14.6% 4.1% 24.1% 7.8% 2.7% 

彰化縣 17.9% 7.7% 12.7% 8.4% 2.5% 6.9% 26.0% 11.2% 16.3% 

南投縣 29.9% 12.3% 4.4% 23.2% 15.0% 4.8% 32.7% 8.2% 8.5% 

雲林縣 34.3% 23.6% 6.9% 38.4% 9.4% 5.8% 20.7% 21.4% 8.6% 

嘉義縣 28.1% 13.8% 4.3% 34.3% 11.8% 1.3% 22.8% 14.2% 13.7% 

屏東縣 36.6% 17.0% 7.9% 25.3% 15.0% 12.4% 29.0% 20.2% 4.3% 

臺東縣 31.9% 19.2% 12.2% 34.0% 20.8% 10.1% 39.6% 31.8% 21.9% 

花蓮縣 48.6% 15.7% 7.7% 20.2% 26.6% 16.2% 24.9% 31.0% 23.5% 

澎湖縣 44.4% 44.0% 6.3% 33.6% 44.8% 6.2% 54.9% 33.4% 8.1% 

基隆市 30.5% 10.5% 2.0% 27.0% 21.7% 11.2% 28.5% 15.3% 4.2% 

新竹市 24.6% 16.4% 6.5% 19.1% 17.6% 6.3% 15.9% 13.2% 7.8% 

嘉義市 33.0% 13.2% 9.9% 25.0% 13.7% 5.3% 27.4% 26.3% 7.9% 

金門縣 52.2% 25.8% 15.0% 48.4% 31.0% 19.8% 42.9% 32.3% 18.9% 

連江縣 55.1% 48.2% 26.2% 49.6% 33.3% 31.9% 67.3% 32.4% 19.8% 

全國 

平均 
25.8% 12.4% 10.1% 21.1% 12.4% 8.1% 20.2% 12.2%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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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各縣市國小學生自覺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率表 

縣市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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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40.0% 41.0% 21.3% 38.4% 40.3% 21.5% 43.1% 35.4% 

臺北市 19.1% 30.9% 50.0% 17.1% 36.6% 46.3% 17.7% 38.8% 43.5% 

臺中市 16.6% 31.0% 52.4% 15.9% 33.8% 50.3% 17.4% 38.3% 44.3% 

臺南市 16.3% 37.9% 45.8% 20.4% 34.9% 44.7% 11.7% 45.1% 43.2% 

高雄市 17.4% 38.0% 44.6% 22.3% 37.5% 40.2% 15.9% 41.6% 42.5% 

宜蘭縣 23.9% 32.2% 43.9% 15.5% 30.6% 53.9% 21.4% 36.1% 42.5% 

桃園市 23.4% 26.5% 50.1% 15.2% 36.7% 48.1% 19.1% 32.4% 48.5% 

新竹縣 18.0% 36.2% 45.8% 15.3% 32.7% 52.0% 18.3% 39.8% 41.9% 

苗栗縣 16.0% 32.2% 51.8% 17.2% 35.8% 47.0% 18.4% 41.6% 40.0% 

彰化縣 17.8% 33.3% 48.9% 16.2% 39.4% 44.4% 15.4% 39.0% 45.6% 

南投縣 14.1% 36.5% 49.4% 18.2% 32.7% 49.1% 13.0% 43.1% 43.9% 

雲林縣 14.8% 32.9% 52.3% 15.1% 45.1% 39.8% 17.0% 34.8% 48.2% 

嘉義縣 13.7% 30.0% 56.3% 12.5% 30.5% 57.0% 13.9% 39.3% 46.8% 

屏東縣 20.0% 26.6% 53.4% 16.1% 33.2% 50.7% 12.3% 36.4% 51.3% 

臺東縣 15.0% 29.1% 55.9% 16.0% 38.9% 45.1% 16.1% 39.6% 44.3% 

花蓮縣 12.2% 24.8% 63.0% 15.4% 35.0% 49.6% 15.6% 33.9% 50.5% 

澎湖縣 9.6% 35.6% 54.8% 14.5% 38.9% 46.6% 13.6% 33.7% 52.7% 

基隆市 22.0% 30.5% 47.5% 14.7% 44.7% 40.6% 26.3% 41.8% 31.9% 

新竹市 14.1% 33.0% 52.9% 16.4% 34.2% 49.4% 17.2% 47.7% 35.1% 

嘉義市 17.7% 36.7% 45.6% 23.8% 33.3% 42.9% 21.8% 38.4% 39.8% 

金門縣 10.1% 33.7% 56.2% 14.7% 32.3% 53.0% 13.6% 42.2% 44.2% 

連江縣 21.6% 29.0% 49.4% 10.8% 33.1% 56.1% 12.0% 31.2% 56.8% 

全國 

平均 
18.1% 33.7% 48.2% 18.0% 36.4% 45.6% 17.6% 39.7%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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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各縣市國中學生自覺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率表 

縣市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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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40.4% 35.6% 31.6% 40.7% 27.7% 27.7% 46.4% 25.9% 

臺北市 33.2% 35.7% 31.1% 25.6% 41.0% 33.4% 27.0% 42.4% 30.6% 

臺中市 26.3% 42.6% 31.1% 25.8% 42.3% 31.9% 22.2% 50.9% 26.9% 

臺南市 20.1% 39.3% 40.6% 18.1% 41.9% 40.0% 18.6% 43.8% 37.6% 

高雄市 23.1% 44.1% 32.8% 26.6% 42.0% 31.4% 25.3% 45.7% 29.0% 

宜蘭縣 20.7% 37.5% 41.8% 26.1% 39.6% 34.3% 26.7% 40.6% 32.7% 

桃園市 26.9% 40.8% 32.3% 28.5% 39.3% 32.2% 23.0% 37.5% 39.5% 

新竹縣 26.7% 42.7% 30.6% 30.6% 41.4% 28.0% 19.5% 50.6% 29.9% 

苗栗縣 23.0% 29.8% 47.2% 27.8% 47.3% 24.9% 25.2% 44.8% 30.0% 

彰化縣 18.4% 39.4% 42.2% 25.1% 42.3% 32.6% 17.4% 48.6% 34.0% 

南投縣 27.6% 35.1% 37.3% 26.0% 38.0% 36.0% 24.7% 45.7% 29.6% 

雲林縣 18.7% 42.3% 39.0% 28.5% 39.6% 31.9% 16.6% 47.9% 35.5% 

嘉義縣 19.7% 38.5% 41.8% 18.1% 37.7% 44.2% 15.5% 47.1% 37.4% 

屏東縣 33.1% 35.4% 31.5% 32.0% 35.2% 32.8% 21.0% 45.1% 33.9% 

臺東縣 21.4% 35.5% 43.1% 24.2% 38.6% 37.2% 19.8% 46.6% 33.6% 

花蓮縣 22.4% 37.3% 40.3% 21.4% 42.1% 36.5% 20.5% 41.3% 38.2% 

澎湖縣 18.3% 39.1% 42.6% 20.0% 39.6% 40.4% 19.5% 46.3% 34.2% 

基隆市 31.5% 40.8% 27.7% 27.3% 43.4% 29.3% 23.2% 51.0% 25.8% 

新竹市 25.7% 42.1% 32.2% 22.7% 43.2% 34.1% 22.3% 50.6% 27.1% 

嘉義市 30.9% 37.7% 31.4% 32.8% 42.2% 25.0% 23.3% 38.3% 38.4% 

金門縣 24.9% 42.5% 32.6% 17.9% 37.9% 44.2% 16.6% 41.4% 42.0% 

連江縣 31.4% 38.2% 30.4% 16.9% 43.4% 39.7% 22.9% 41.4% 35.7% 

全國 

平均 
25.2% 39.9% 34.9% 26.7% 41.1% 32.2% 23.3% 45.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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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各縣市高中職學生自覺運動時間足夠性的感知傾向比率表 

縣市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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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41.4% 24.0% 42.4% 36.5% 21.1% 34.0% 39.9% 26.1% 

臺北市 45.0% 37.2% 17.8% 40.0% 38.0% 22.0% 32.4% 40.9% 26.7% 

臺中市 35.0% 41.0% 24.0% 39.6% 38.4% 22.0% 31.2% 47.1% 21.7% 

臺南市 34.1% 43.0% 22.9% 35.1% 41.8% 23.1% 29.0% 40.9% 30.1% 

高雄市 34.4% 41.7% 23.9% 43.2% 35.4% 21.4% 35.2% 41.1% 23.7% 

宜蘭縣 34.6% 44.2% 21.2% 36.4% 44.5% 19.1% 32.6% 38.9% 28.5% 

桃園市 29.6% 32.9% 37.5% 42.5% 33.2% 24.3% 34.2% 39.5% 26.3% 

新竹縣 28.5% 39.5% 32.0% 51.5% 31.6% 16.9% 34.7% 41.5% 23.8% 

苗栗縣 33.1% 46.2% 20.7% 35.4% 40.3% 24.3% 25.8% 48.6% 25.6% 

彰化縣 31.8% 39.2% 29.0% 37.0% 41.0% 22.0% 20.3% 50.9% 28.8% 

南投縣 35.1% 40.3% 24.6% 43.1% 37.6% 19.3% 30.7% 44.4% 24.9% 

雲林縣 33.5% 44.0% 22.5% 32.4% 42.9% 24.7% 29.8% 42.2% 28.0% 

嘉義縣 40.1% 35.8% 24.1% 30.4% 41.9% 27.7% 29.0% 39.5% 31.5% 

屏東縣 36.5% 40.9% 22.6% 33.1% 41.8% 25.1% 36.5% 43.4% 20.1% 

臺東縣 37.6% 34.9% 27.5% 40.0% 36.8% 23.2% 32.8% 38.2% 29.0% 

花蓮縣 25.8% 51.2% 23.0% 35.4% 38.1% 26.5% 21.5% 35.6% 42.9% 

澎湖縣 38.3% 35.9% 25.8% 35.9% 39.4% 24.7% 30.3% 47.8% 21.9% 

基隆市 36.2% 44.1% 19.7% 35.0% 39.8% 25.2% 34.0% 42.0% 24.0% 

新竹市 39.2% 36.9% 23.9% 39.3% 36.8% 23.9% 32.9% 42.9% 24.2% 

嘉義市 38.0% 41.2% 20.8% 30.2% 42.5% 27.3% 22.3% 47.7% 30.0% 

金門縣 29.9% 46.8% 23.3% 22.8% 50.6% 26.6% 33.3% 41.4% 25.3% 

連江縣 25.4% 39.2% 35.4% 40.1% 32.0% 27.9% 24.8% 41.7% 33.5% 

全國 

平均 
35.5% 39.9% 24.6% 39.5% 38.0% 22.5% 31.5% 42.5%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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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各縣市國小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分布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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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32.3% 28.2% 41.6% 30.9% 27.5% 41.5% 34.8% 23.7% 

臺北市 43.3% 29.1% 27.6% 34.1% 33.3% 32.6% 40.9% 29.8% 29.3% 

臺中市 32.7% 28.7% 38.6% 43.7% 30.0% 26.3% 32.5% 36.1% 31.4% 

臺南市 32.6% 32.6% 34.8% 43.8% 24.9% 31.3% 36.3% 35.8% 27.9% 

高雄市 42.5% 28.0% 29.5% 42.6% 28.9% 28.5% 35.2% 32.0% 32.8% 

宜蘭縣 46.7% 28.5% 24.8% 33.8% 34.1% 32.1% 45.5% 27.3% 27.2% 

桃園市 42.5% 25.8% 31.7% 32.6% 27.8% 39.6% 41.0% 27.1% 31.9% 

新竹縣 39.2% 31.9% 28.9% 43.0% 24.4% 32.6% 36.4% 31.9% 31.7% 

苗栗縣 47.2% 24.7% 28.1% 41.4% 25.6% 33.0% 37.3% 32.6% 30.1% 

彰化縣 38.7% 27.7% 33.6% 30.3% 30.7% 39.0% 33.3% 37.0% 29.7% 

南投縣 36.2% 36.7% 27.1% 32.6% 34.7% 32.7% 30.3% 36.0% 33.7% 

雲林縣 41.1% 24.6% 34.3% 41.2% 33.8% 25.0% 30.5% 33.6% 35.9% 

嘉義縣 38.1% 24.0% 37.9% 45.6% 28.0% 26.4% 37.2% 29.5% 33.3% 

屏東縣 49.5% 26.1% 24.4% 58.1% 22.9% 19.0% 42.9% 33.4% 23.7% 

臺東縣 40.4% 25.9% 33.7% 39.6% 25.4% 35.0% 41.4% 29.6% 29.0% 

花蓮縣 23.6% 31.9% 44.5% 32.5% 27.3% 40.2% 38.6% 30.5% 30.9% 

澎湖縣 34.1% 23.6% 42.3% 35.5% 25.7% 38.8% 38.4% 29.4% 32.2% 

基隆市 48.4% 27.7% 23.9% 44.8% 33.9% 21.3% 43.2% 23.8% 33.0% 

新竹市 36.5% 28.6% 34.9% 31.8% 36.3% 31.9% 40.2% 34.7% 25.1% 

嘉義市 48.6% 27.9% 23.5% 46.4% 32.0% 21.6% 43.5% 30.1% 26.4% 

金門縣 49.2% 22.8% 28.0% 37.4% 29.4% 33.2% 41.7% 32.6% 25.7% 

連江縣 50.1% 23.3% 26.6% 30.8% 24.6% 44.6% 34.0% 27.5% 38.5% 

全國 

平均 
39.6% 29.1% 31.3% 39.7% 29.7% 30.6% 37.9% 32.8% 29.3% 

 

  



 

 

74 

 

附表7  各縣市國中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分布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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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36.0% 35.4% 34.5% 36.8% 28.7% 31.5% 39.7% 28.8% 

臺北市 41.9% 31.2% 26.9% 34.3% 32.8% 32.9% 31.8% 40.4% 27.8% 

臺中市 34.1% 35.5% 30.4% 32.5% 35.1% 32.4% 25.5% 40.2% 34.3% 

臺南市 27.8% 36.2% 36.0% 25.0% 30.2% 44.8% 33.9% 32.7% 33.4% 

高雄市 29.8% 36.7% 33.5% 31.9% 32.5% 35.6% 30.4% 38.3% 31.3% 

宜蘭縣 43.2% 32.4% 24.4% 35.4% 31.6% 33.0% 35.2% 38.5% 26.3% 

桃園市 35.5% 37.8% 26.7% 27.3% 38.9% 33.8% 39.1% 35.5% 25.4% 

新竹縣 34.2% 36.0% 29.8% 36.3% 35.6% 28.1% 28.7% 44.0% 27.3% 

苗栗縣 39.3% 26.6% 34.1% 34.8% 35.7% 29.5% 27.9% 37.9% 34.2% 

彰化縣 26.0% 37.8% 36.2% 29.6% 37.4% 33.0% 26.8% 35.1% 38.1% 

南投縣 33.8% 38.4% 27.8% 30.0% 36.7% 33.3% 24.6% 42.3% 33.1% 

雲林縣 24.1% 34.3% 41.6% 26.4% 35.9% 37.7% 28.2% 40.9% 30.9% 

嘉義縣 27.7% 36.0% 36.3% 29.0% 34.8% 36.2% 28.4% 39.2% 32.4% 

屏東縣 39.5% 31.6% 28.9% 37.6% 36.9% 25.5% 31.9% 41.7% 26.4% 

臺東縣 36.3% 32.2% 31.5% 28.0% 40.3% 31.7% 35.9% 38.2% 25.9% 

花蓮縣 40.0% 26.6% 33.4% 29.3% 39.1% 31.6% 36.2% 33.8% 30.0% 

澎湖縣 30.5% 29.8% 39.7% 27.4% 33.7% 38.9% 32.8% 35.5% 31.7% 

基隆市 40.3% 35.9% 23.8% 36.7% 35.9% 27.4% 29.9% 44.1% 26.0% 

新竹市 25.2% 36.4% 38.4% 31.0% 31.7% 37.3% 23.0% 40.2% 36.8% 

嘉義市 44.9% 30.8% 24.3% 44.6% 34.1% 21.3% 35.2% 35.4% 29.4% 

金門縣 35.4% 40.6% 24.0% 34.3% 33.5% 32.2% 35.5% 35.4% 29.1% 

連江縣 30.7% 32.3% 37.0% 21.7% 40.1% 38.2% 37.8% 27.2% 35.0% 

全國 

平均 
33.0% 35.1% 31.9% 31.8% 35.1% 33.1% 31.0% 38.5%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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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對體育課上課時間的感受分布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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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34.7% 33.4% 31.4% 37.1% 31.5% 37.7% 36.4% 25.9% 

臺北市 37.7% 35.1% 27.2% 29.5% 38.8% 31.7% 31.0% 39.8% 29.2% 

臺中市 33.5% 34.5% 32.0% 26.3% 37.1% 36.6% 37.1% 36.6% 26.3% 

臺南市 29.9% 35.3% 34.8% 27.2% 40.6% 32.2% 20.3% 44.7% 35.0% 

高雄市 27.9% 39.3% 32.8% 31.7% 34.6% 33.7% 31.4% 37.5% 31.1% 

宜蘭縣 36.6% 33.6% 29.8% 37.0% 37.5% 25.5% 39.3% 24.2% 36.5% 

桃園市 26.8% 36.4% 36.8% 25.2% 34.8% 40.0% 30.5% 37.6% 31.9% 

新竹縣 30.9% 37.1% 32.0% 26.2% 40.2% 33.6% 26.0% 36.3% 37.7% 

苗栗縣 31.0% 36.0% 33.0% 22.8% 38.5% 38.7% 24.4% 34.4% 41.2% 

彰化縣 39.0% 30.2% 30.8% 31.7% 36.7% 31.6% 26.1% 38.5% 35.4% 

南投縣 41.2% 36.1% 22.7% 24.3% 39.1% 36.6% 27.9% 39.5% 32.6% 

雲林縣 33.0% 38.8% 28.2% 30.7% 41.0% 28.3% 29.7% 43.6% 26.7% 

嘉義縣 42.5% 35.5% 22.0% 33.6% 36.1% 30.3% 24.1% 49.8% 26.1% 

屏東縣 36.0% 38.9% 25.1% 30.4% 34.2% 35.4% 33.0% 40.5% 26.5% 

臺東縣 32.6% 34.3% 33.1% 34.3% 37.5% 28.2% 36.4% 34.7% 28.9% 

花蓮縣 32.7% 37.6% 29.7% 26.3% 37.5% 36.2% 29.5% 39.8% 30.7% 

澎湖縣 31.2% 37.9% 30.9% 31.1% 42.5% 26.4% 27.3% 38.2% 34.5% 

基隆市 35.4% 36.1% 28.5% 24.7% 33.3% 42.0% 31.1% 41.5% 27.4% 

新竹市 24.6% 36.1% 39.3% 29.1% 31.9% 39.0% 23.0% 35.6% 41.4% 

嘉義市 44.9% 34.9% 20.2% 25.8% 36.2% 38.0% 25.0% 35.8% 39.2% 

金門縣 24.0% 40.8% 35.2% 24.9% 38.9% 36.2% 33.2% 40.1% 26.7% 

連江縣 34.2% 30.3% 35.5% 26.6% 29.4% 44.0% 15.7% 38.7% 45.6% 

全國 

平均 
32.9% 35.7% 31.4% 28.8% 37.0% 34.2% 30.9% 38.2%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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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各縣市國小學生對體育課喜歡程度分布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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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6.5% 68.5% 7.4% 27.1% 65.5% 4.3% 28.2% 67.5% 

臺北市 6.9% 28.4% 64.7% 8.3% 34.4% 57.3% 6.8% 29.1% 64.1% 

臺中市 5.7% 29.7% 64.6% 6.8% 24.5% 68.7% 5.9% 29.2% 64.9% 

臺南市 4.0% 20.7% 75.3% 2.9% 22.9% 74.2% 7.3% 30.5% 62.2% 

高雄市 5.9% 20.8% 73.3% 6.2% 27.0% 66.8% 3.4% 29.2% 67.4% 

宜蘭縣 4.3% 21.9% 73.8% 5.9% 33.8% 60.3% 5.7% 21.4% 72.9% 

桃園市 6.0% 22.5% 71.5% 9.0% 26.6% 64.4% 7.4% 24.8% 67.8% 

新竹縣 5.4% 23.1% 71.5% 6.7% 27.1% 66.2% 2.4% 25.9% 71.7% 

苗栗縣 6.6% 24.3% 69.1% 7.2% 25.4% 67.4% 5.1% 29.2% 65.7% 

彰化縣 5.3% 30.7% 64.0% 7.4% 23.4% 69.2% 3.8% 32.7% 63.5% 

南投縣 3.5% 24.6% 71.9% 6.4% 22.6% 71.0% 5.8% 28.9% 65.3% 

雲林縣 7.6% 32.7% 59.7% 6.6% 26.3% 67.1% 4.6% 33.6% 61.8% 

嘉義縣 2.8% 17.8% 79.4% 8.8% 24.5% 66.7% 6.3% 24.2% 69.5% 

屏東縣 5.0% 21.2% 73.8% 4.8% 24.8% 70.4% 3.8% 22.4% 73.8% 

臺東縣 1.9% 16.8% 81.3% 4.5% 13.4% 82.1% 4.0% 19.7% 76.3% 

花蓮縣 2.5% 14.6% 82.9% 5.0% 20.0% 75.0% 11.9% 23.0% 65.1% 

澎湖縣 5.7% 22.7% 71.6% 9.8% 26.2% 64.0% 3.3% 23.0% 73.7% 

基隆市 8.7% 23.6% 67.7% 5.4% 29.8% 64.8% 5.5% 30.8% 63.7% 

新竹市 5.0% 28.6% 66.4% 6.3% 34.5% 59.2% 6.3% 29.2% 64.5% 

嘉義市 6.0% 26.5% 67.5% 2.9% 23.3% 73.8% 5.4% 31.7% 62.9% 

金門縣 3.5% 19.2% 77.3% 5.0% 16.4% 78.6% 2.2% 21.2% 76.6% 

連江縣 8.1% 28.3% 63.6% 9.7% 23.6% 66.7% 8.1% 24.0% 67.9% 

全國 

平均 
5.5% 25.1% 69.4% 6.8% 26.7% 66.5% 5.4% 28.3%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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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0  各縣市國中學生對體育課喜歡程度分布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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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36.9% 54.4% 5.3% 36.7% 58.0% 5.8% 36.4% 57.8% 

臺北市 4.4% 31.7% 63.9% 7.6% 35.9% 56.5% 6.0% 39.9% 54.1% 

臺中市 6.2% 39.7% 54.1% 6.4% 34.9% 58.7% 5.6% 42.7% 51.7% 

臺南市 5.5% 31.8% 62.7% 9.0% 37.5% 53.5% 3.3% 29.3% 67.4% 

高雄市 3.9% 38.9% 57.2% 7.1% 37.7% 55.2% 6.4% 37.6% 56.0% 

宜蘭縣 6.7% 28.2% 65.1% 6.8% 39.6% 53.6% 3.5% 45.5% 51.0% 

桃園市 6.1% 33.6% 60.3% 6.2% 34.8% 59.0% 6.7% 36.5% 56.8% 

新竹縣 6.5% 32.5% 61.0% 6.3% 40.2% 53.5% 5.5% 41.4% 53.1% 

苗栗縣 10.5% 31.2% 58.3% 5.4% 35.8% 58.8% 7.6% 36.9% 55.5% 

彰化縣 7.0% 38.7% 54.3% 3.9% 36.0% 60.1% 7.3% 40.2% 52.5% 

南投縣 5.3% 32.3% 62.4% 4.9% 31.9% 63.2% 4.0% 47.5% 48.5% 

雲林縣 5.4% 34.4% 60.2% 6.4% 39.4% 54.2% 3.8% 33.5% 62.7% 

嘉義縣 3.9% 35.2% 60.9% 4.3% 25.7% 70.0% 4.4% 29.2% 66.4% 

屏東縣 3.3% 34.5% 62.2% 8.2% 32.0% 59.8% 3.2% 32.1% 64.7% 

臺東縣 4.6% 25.2% 70.2% 4.0% 27.1% 68.9% 3.7% 25.2% 71.1% 

花蓮縣 3.8% 22.3% 73.9% 1.2% 30.0% 68.8% 3.6% 23.0% 73.4% 

澎湖縣 7.0% 31.3% 61.7% 6.1% 30.9% 63.0% 5.5% 37.6% 56.9% 

基隆市 6.8% 33.7% 59.5% 5.6% 29.9% 64.5% 3.3% 35.8% 60.9% 

新竹市 8.7% 39.9% 51.4% 7.3% 35.6% 57.1% 8.5% 43.9% 47.6% 

嘉義市 5.8% 35.0% 59.2% 11.0% 33.3% 55.7% 5.2% 38.5% 56.3% 

金門縣 6.9% 38.2% 54.9% 6.1% 30.2% 63.7% 7.7% 36.4% 55.9% 

連江縣 5.9% 31.4% 62.7% 5.9% 47.7% 46.4% 13.1% 30.7% 56.2% 

全國 

平均 
6.1% 35.2% 58.7% 6.5% 35.7% 57.8% 5.6% 37.5%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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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  各縣市高中職學生對體育課喜歡程度分布情形摘要表 

縣市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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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38.2% 57.0% 6.7% 37.8% 55.5% 6.8% 34.5% 58.7% 

臺北市 5.1% 35.8% 59.1% 8.5% 41.7% 49.8% 5.8% 43.1% 51.1% 

臺中市 7.8% 38.9% 53.3% 6.2% 40.0% 53.8% 3.0% 35.2% 61.8% 

臺南市 6.0% 36.9% 57.1% 5.0% 38.0% 57.0% 5.7% 42.7% 51.6% 

高雄市 6.0% 40.5% 53.5% 7.4% 37.5% 55.1% 4.7% 33.4% 61.9% 

宜蘭縣 6.4% 43.0% 50.6% 6.8% 35.6% 57.6% 4.1% 34.9% 61.0% 

桃園市 7.4% 43.4% 49.2% 7.0% 37.5% 55.5% 8.0% 39.7% 52.3% 

新竹縣 6.5% 39.9% 53.6% 7.4% 40.9% 51.7% 9.1% 41.7% 49.2% 

苗栗縣 6.8% 42.4% 50.8% 5.3% 44.6% 50.1% 5.7% 48.6% 45.7% 

彰化縣 4.2% 33.6% 62.2% 4.0% 39.9% 56.1% 4.8% 44.1% 51.1% 

南投縣 4.3% 34.8% 60.9% 5.4% 39.4% 55.2% 6.6% 45.1% 48.3% 

雲林縣 4.9% 40.0% 55.1% 3.6% 40.0% 56.4% 3.6% 45.9% 50.5% 

嘉義縣 4.2% 33.1% 62.7% 4.1% 28.3% 67.6% 4.9% 42.1% 53.0% 

屏東縣 5.9% 43.8% 50.3% 7.1% 36.0% 56.9% 4.1% 42.4% 53.5% 

臺東縣 6.1% 28.8% 65.1% 5.7% 33.9% 60.4% 7.8% 31.7% 60.5% 

花蓮縣 4.9% 36.0% 59.1% 3.1% 36.4% 60.5% 7.2% 37.7% 55.1% 

澎湖縣 4.2% 38.6% 57.2% 4.1% 34.2% 61.6% 4.2% 45.4% 50.4% 

基隆市 6.2% 40.8% 53.0% 7.2% 45.4% 47.4% 4.0% 42.2% 53.8% 

新竹市 6.9% 47.4% 45.7% 5.3% 40.2% 54.5% 7.8% 41.9% 50.3% 

嘉義市 5.5% 35.1% 59.4% 6.0% 40.4% 53.6% 7.4% 40.6% 51.8% 

金門縣 5.2% 45.9% 48.9% 7.3% 43.6% 49.1% 5.5% 38.6% 55.9% 

連江縣 1.9% 26.3% 71.8% 6.0% 40.2% 53.8% 8.4% 43.1% 48.5% 

全國 

平均 
6.0% 38.8% 55.2% 6.5% 39.0% 54.5% 5.7% 39.2%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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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  110 學年度無效問卷判斷規則 

項目 處理方式 

1.沒有問卷編號 標示為無效問卷 

2.問卷編號重複 移除重複編號的問卷，只保留一份 

3.該被跳答的題目，卻填寫資料 該跳答題資料則設為遺漏值 

4.判斷每週累積運動時間的數值應落在 700 以內 超過 700 分鐘則設為遺漏值 

5.該筆(學生)資料漏答情形過多。(超過 3 成欄位數) 
本年度超過 17 題為遺漏值者，標示為

無效問卷 

  

  



教育部 ooo學年度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問卷 

各位同學您好： 
本問卷的主要目的在於瞭解您過去一年運動參與的情形，以做為教育部研訂學校體育政策之參

考。本調查結果並不會影響您的體育成績，且填答資料絕對保密，請您依實際情形確實填寫，謝謝
您的合作與填答。 

國立中山大學運動健康產業研究中心  謹上 

填答說明：請依實際情形於下列各表格中畫記最符合現況的答案 (原子筆或鉛筆均可填寫，請塗●)： 

範 
例 

題 項 如果有請塗滿【是】 如果沒有請塗滿【否】 

請問您是否學習過游泳？ ●是  ○否 ○是  ●否

一、基本資料： 

1.性別： 生理男 生理女 2.就讀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3.身高：

(公分)

1 2   (百位數) 4.體重：

(公斤)

1                       (百位數) 

0 1 2 3 4 5 6 7 8 9 (十位數) 0 1 2 3 4 5 6 7 8 9 (十位數) 

0 1 2 3 4 5 6 7 8 9 (個位數) 0 1 2 3 4 5 6 7 8 9 (個位數) 

5.請問您認為您自己是？（可複選）閩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 新住民 臺灣人 大陸各省市人 外國人

6.是否就讀體育班(或為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管道入學之學生)： 是 否

二、運動參與現況 

題 項 

學校開設之 

運動社團 

運動社團係指學校正
式成立之運動性質社
團（包括課後社團），
在指導教師指導下進
行活動，與校內外團
隊進行區域性交流之
社團。 

1-1.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參加學校開設的運動社團？ 1  有(跳答第 1-3 題)  2  沒有(續答第 1-2 題) 

1-2.請問您沒有參加學校開設運動社團的原因為何？（複選）(跳答第 2-1 題)

對參加運動社團沒有興趣  沒有時間  想參加，但沒有開設，期望的運動社團為

已經參加校外運動課程或社團其他原因

1-3.每週約進行幾天?（單選）(續答下題) 1  1 天  2  2 天  3  3 天  4  4 天  5  5 天 

1-4.在有從事運動社團的時間，平均每天運動幾分鐘?（單選）(續答下題)

1 0-60 分鐘  2  61-120 分鐘  3  121-180 分鐘  4  181 分鐘以上

1-5.請問您覺得學校開設的運動社團項目有符合您的需求嗎？（單選）(續答下題)

1非常不符合2不符合3普通4符合5非常符合

運動代表隊 

運動代表隊係指學校
正式成立之運動性質
團隊，由教練進行經
常性訓練，並代表學
校對外比賽。 

2-1.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參加學校運動代表隊(校隊)？ 1  有(續答第 2-2 題)2  沒有(跳答第 3-1 題) 

2-2.每週約進行幾天?（單選）(續答下題) 1  1 天  2  2 天  3  3 天  4  4 天  5  5 天 

2-3.在有從事運動代表隊練習的時間，平均每天運動幾分鐘?（單選）(續答下題)

1 0-60 分鐘  2  61-120 分鐘  3  121-180 分鐘  4 181 分鐘以上

假日運動情形 

3-1.有沒有在假日進行身體活動? 1  有(續答第 3-2 題)2  沒有(跳答第 4 題)

3-2.平均每週假日有幾天從事運動?（單選）(續答下題) 1  1 天  2  2 天 

3-3.假日每次平均運動幾分

鐘? （單選）(續答下題)

1 0-30 分鐘     2 31-60 分鐘  3  61-90 分鐘  4  91-120 分鐘

5 121-180 分鐘  6  181 分鐘以上

4.請問您覺得您每週的體育課上課的節數足夠嗎？（單選）(續答下題)

非常不足夠   不足夠   普通 足夠  非常足夠 

5.請問您對體育課的喜歡程度如何？（單選）(續答下題)

非常不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非常喜歡 

題 項 學期中 111 年寒假 111 年暑假 

6-1.您平均每週運動幾天？（一
天至少累積 30 分鐘以上才
算）（單選）（續答下題） 

0 天   4 天 

1 天   5 天 

2 天   6 天 

3 天   7 天 

0 天   4 天 

1 天   5 天 

2 天   6 天 

3 天   7 天 

0 天   4 天 

1 天   5 天 

2 天   6 天 

3 天   7 天 

6-2.請問您每次運動的強度會到什麼程度？會不會流汗？會不會喘？（以最常運動項目為準）（單選）(續答下題)

1會流汗也會喘 2會流汗但不會喘 3不會流汗但會喘 4不會喘不流汗 5不知道、拒答

7.請問您【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不含體育課)大約是多少分鐘？

（包含晨間、課間或課後健身運動、運動社團或班際競賽等時間）

（續答下題）

(百位)           

(十位)           分鐘

(個位)            

★ 請翻背面繼續填寫  ★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1110401112 號 

調查類別：一般統計調查 

有效期間：民國 113 年 12 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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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您覺得您自己目前每週的運動時間是否足夠？（單選）（續答下題）

1  非常不足夠 2  不足夠  3  普通 4  足夠 5  非常足夠 

9.請問支持您從事運動的主要原因為？（單選）（續答下題）

1 家長 2 場地 3 時間 4 社交 5 技術 6 成就感 7 健康因素 8 經費 9 其他

10.請問阻礙您從事運動的主要原因為？（單選）（續答下題）

1 家長 2 場地 3 時間 4 社交 5 技術 6 挫折感 7 健康因素 8 經費 9 其他

11.請問您最常從事的運動種類是

哪一種類型？

（單選）（續答下題） 

1無從事任何運動 

2球類運動（如籃球、羽球…） 

3技擊運動類（如跆拳道、武術…） 

4水域運動類（如游泳、潛水…） 

5陸域運動類（如田徑、射箭…） 

6舞蹈類（如現代舞、土風舞、國際標準舞…） 

7民俗體育類（如扯鈴、跳繩…） 

8戶外運動類（如登山、攀岩、滑輪運動…） 

9棋藝、橋藝類（如圍棋、橋牌…） 

)其他類

12.請問 110 學年第二學期因疫情停課期間，您的身體活動時間與一般正常上課期間的差異？（單選）（續答下題）

1疫情停課期間身體活動時間減少 2疫情停課期間身體活動時間不變 3疫情停課期間身體活動時間增加 

【減少比例】 

10 ~20%  221~40%   341~60% 

461~80%   581~100% 

 【增加比例】 

10 ~20%  221~40%   341~60% 

461~80%   581~100% 

13.請您回憶過去一年，您自覺健康狀態情形為何？（單選）(續答下題)

1非常不健康 2 不健康 3普通 4健康 5非常健康

14.請問您滿意自己最近的睡眠狀態嗎？（單選）(續答下題)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普通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15.請問您是否學習過游泳？（單選） 是 (續答第 16 題) 否（跳答第 18題）

16.請問您在哪邊學習過游泳？
（主要）（單選）（續答下題）

學校課程學校社團校外付費課程親友指導其他      

17.請問您在哪邊學習過游泳？
（次要）（單選）（續答下題）

學校課程學校社團校外付費課程親友指導其他      6 無

自救能力 級別 18.請勾選您自己覺得您
目前的自救與游泳能力
級別：
（單選）（續答下題） 

請分別評估「自救能
力」與「游泳能力」的
情形，分別各自圈選 

級別 游泳能力

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游泳

藉物漂浮 30 秒 第一級 第一級
水中閉氣拾物 3 次 

連續韻律呼吸 10 次 

水母漂（閉氣） 10 秒 第二級 第二級
蹬牆漂浮 3 公尺以上後站立 

打水前進 8 公尺 

水母漂 30 秒 

仰漂或立泳 15 秒（含） 以上 
第三級 第三級 游泳前進 15 公尺 

著衣仰漂或立泳 30 秒後游泳
前進 10 公尺以上上岸 

第四級 第四級 游泳前進 25 公尺 

著衣仰漂或立泳 60 秒後脫除衣
褲游泳前進 10 公尺以上上岸 

（救援能力）拋送漂浮物 3 至 

5 公尺 

第五級 第五級 游泳前進 50 公尺（含轉身） 

以下為體育素養調查，請針對以下各項描述，依據您對自己的了解，圈選符合的選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19.我能達到自己年齡標準的體適能水平。（單選）(續答下題)      

20.我具有正面的運動態度和興趣。（單選）(續答下題)      

21.我能欣賞自己或他人做運動。(單選)(續答下題)      

22.我具備自我健身管理的能力。（單選）(續答下題)      

23.我具備自我評價健康的能力。(單選)(續答下題)      

24.我有較好的社交技能。（單選）(續答下題)      

25.我對戶外求生具信心。（單選）(續答下題)      

26.我懂得處理困難。（單選）(續答下題)      

27.我能認知運動對健康的好處。（單選）(填答完畢)      

★請再檢查一遍有沒有漏答，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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