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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苗栗縣國小學童健康體適能現況，以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在籍之國小普通班六年級學童為抽樣母群，有

效樣本1087位學童，研究結論如下： 一、不同性別學童健康體適能之差異：男童在身體質量指數、立定跳遠、一分鐘屈膝

仰臥起坐、800公尺跑走顯著優於女童；女童在坐姿體前彎顯著優於男童。 二、不同規模學校學童健康體適能之差異：身

體質量指數、立定跳遠、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達顯著差異；整體而言檢測結果以小型學校表現較佳。 少子化是個趨勢，本

研究發現小班小校的體適能較佳，期望未來教育當局能以體適能為優先考量，朝小班小校邁進，也給當前教育師資過剩提

供專業人才的適用。

關鍵詞 : 苗栗縣國小學童、健康體適能、不同規模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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