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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瞭解外籍配偶子女體適能發展與身體自我概念之現況，並藉由健康體適能及身體自我概念量表檢測，

以了解外籍配偶子女與一般學童之差異與相關。研究工具是健康體育護照(教育部，2007)與「兒童身體自我概念量表為施

測量表」(莊鵬輝，1996)。所得資料採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的描述

、分析與考驗。 研究結果歸納：ㄧ、新住民子女的健康體適能表現以BMI和仰臥起坐的健康體適能最佳，以八百公尺的健

康體適能最差。二、新住民子女的身體自我概念，對「肥胖」及「力量」的概念最明顯，對「耐力」的概念較不明顯。三

、新住民子女的性別在健康體適能方面之「立定跳遠」與「坐姿體前彎」、及在身體自我概念之「力量」與「耐力」皆有

顯著差異。四、新住民子女之家庭社經地位在健康體適能表現與身體自我概念上皆無顯著差異。五、新住民子女的健康體

適能與身體自我概念間有顯著的相關。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對教育行政單位及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具體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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