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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12週拔河運動訓練對中、重度智能障礙高中生的體適能影響情形。研究對象為15名自願參加的彰化啟智學

校學生，研究方法為施以正統拔河訓練，每週一次，一次兩節課，一節課45分鐘，再收集訓練前後體適能數據做分析。結

果只有仰臥起坐及坐姿體前彎有達顯著水準，12分鐘跑走、左右手握力及BMI值皆未達顯著水準。結論是：對智能障礙生

施以12週拔河運動訓練後，仰臥起坐及坐姿體前彎有正面影響，12分鐘跑走、左右手握力及BMI值影響的值不夠大。若能

長時間推行拔河運動，智能障礙學生健康體適能狀況的改善程度會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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