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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童參與體適能提升計畫之態度與運動參與行為、健康體適能之關係。以臺中市某國小四到六年級學

童為研究對象，採普查方式取得樣本，問卷總共發放692份，回收692份，剔除無效問卷31份，共取得有效問卷661份，有

效問卷回收率 95.5%。資料分析以SPSS 12.0統計軟體處理，包含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因素分析、皮爾森相關分析、多元

迴歸分析等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參與體適能提升計畫之態度與運動參與行為呈現正向關係；二、參與體適能提

升計畫之態度顯著正向影響健康體適能；三、運動參與行為顯著正向影響健康體適能；四、運動參與行為對參與體適能提

升計畫之態度與健康體適能具部份中介效果。 以此研究結果供各國小及教育行政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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