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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根據教育部環境教育與健康與體育領域的教學目標，藉由相關文獻的探討，發展一套樂活教學課程，以國小高

年級學童為對象，實施教學，進行教學成效評鑑。進行教學之後，學生的樂活知識、樂活態度與樂活行為等三內涵有明顯

的進步；在樂活知識、態度與行為三內涵的分項能力之間，都有顯著正相關；男、女生對樂活的態度無顯著差異，但在樂

活的知識和行為方面，則是男生優於女生；五、六年級對樂活的行為無顯著差異，但在樂活的知識和態度方面，則是五年

級優於六年級；參加巧固球隊與每週運動3次以上的學童在樂活行為上顯著優於其他學童，在樂活的認知、態度上則無顯

著差異。

關鍵詞 : 樂活、運動習慣、巧固球、國小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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