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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台灣地區的幼教專家學者或從事相關教學活動之教師為主體，來探討體適能課程管理對幼兒參與樂趣影

響的相關問題。研究設計採結構式的方式進行訪談，訪談對象以中台灣地區的幼教專家學者或從事相關教學活動之8位受

訪者，訪談結果分析採「內容分析法」進行整理與分析。其所得結果發現：一、幼稚園與托兒所接受管轄之單位對幼兒體

適能課程是有影響的，分為以下3點：(1).教育局或教育處管理，在升國小時課程銜接會比較順暢(2).教育局資源比社會局

多(3).教育局較重視學生學習目標，社會局則重視幼兒福利。二、實施體適能課程管理無法有效提升幼兒參與樂趣。三、體

適能課程管理對不同年齡幼兒在參與樂趣上會有所影響，而對不同性別幼兒在參與樂趣上是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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