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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學童之健康體適能對學業成就的影響，並以運動參與行為作為干擾變項。研究對象以臺中市松竹

國民小學100學年度五、六年級學生為為母群體，採全面抽樣，共取得有效問卷543份。以Spss進行敘述統計、交叉分析、

皮爾森積差相關等方法，找出變項之間的關係；以階層多元迴歸分析體適能要素對學業成績的預測解釋力，並以運動參與

行為作為干擾變項的預測情形。 研究結果歸納：一、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童在健康體適能對學業成績具有部份預測能力。健

康體適能之BMI值能負向影響學童學業成績，表示學童之BMI值愈高，身體組成愈差，學業成績表現愈差。健康體適能之

坐姿體前彎能正向影響學童學業成績，坐姿體前彎成績愈好，愈能正向影響學童學業成績。二、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童運動

參與行為在健康體適能對學業成績具有部份干擾效果。學生參與運動頻率與運動持續時間愈長，學生學業成績的表現愈好

；學生之運動參與行為表現愈好，學生學業成績表現愈佳。 最後，依據本研究的結果與討論，對教育行政單位及未來研究

方向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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