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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高職學生運動參與程度、健康體適能現況及運動參與程度對健康體適能之影響。本研究以台南縣

陽明工商1246位學生為研究對象，依年級、班級採集束抽樣方式，共計發出 530份問卷，回收有效樣本480份，回收

率90.5%。所有樣本學生均接受問卷調查及坐姿體前彎、立定跳遠、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男生1600百公尺跑走、女生800

公尺跑走等體適能檢測，檢測方式依教育部體育司所頒布之方法實施。所得資料運用描述性統計、交叉分析、卡方檢定、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本研究發現陽明工商學生的健康體適能與全國中小學體適能常模比較，其等級皆落在稍差的水準，顯示出高職學生在運動

參與程度的不足。因此，鼓勵學生多參與運動，提高健康體適能上的表現，乃刻不容緩的首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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