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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H150 and 

the effect on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in elementary school.  

In order to motivate the students’ interests in exercise, lots of homeroom teachers 

design award system, giving students some special gifts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if 

they do exercise and reach daily goal.  However,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 daily 

goal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one homeroom teacher who graduated from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o others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tudy are all the homeroom teachers in fifth grade in Shu 

Lin elementary school. The data of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activity of Roundabout 

Race in school,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of responsive evaluation from four 

aspects.  There are “appropriateness of program design”, “attitude of program 

executors”, “achievement of program targets” and “response of study subjects”.  

Through these four aspects, the aim is to investigate the content, process, and purpose of 

the program SH150.  

     Moreover, with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e feelings of study 

subjects, from principals, section chief of physical education, homeroom teachers, 

students, to students’ parents, can be investigated.  The collected data of the 

interview are classified for the researcher to find out program’s positive effects on 

students.  The results can be taken as references for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to 

implement related programs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Appropriateness of program design 

     Though the program itself had been properly designed, there are some points 

should be improved.  First, promotion of the program is inadequate.  Since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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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many students’ parents who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program, the more 

volunteers involve in the program, the better it will be.  Second, students do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exercise.  There are always too many activities in school for them to 

do the exercise.  Last, the sport area should be well-designed.  Students should have 

more spaces to exercise in school.  

 

2. Attitude of program executors 

     The executors, from principals, administrators, to homeroom teachers, all had 

highly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program.  From views of administrators, the 

activities had to be well-designed.  Also, award system should be well-prepared so 

that it can motivate students from time to time.  Still, the arrangement of time is the 

most difficult issue.  

 

3. Achievement of program targets 

     Students’ interests in exercise had been elevated.  Also, their confidence and 

physical fitness had been largely improved.  Furthermore,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on 

learning in classroom. 

 

4. Response of study subjects 

     The executors were all satisfied with the program.  However, schedule plan 

should be more well-arranged so that students could have more time to exercise. 

 

Keywords: SH150 program, physical fitness, Roundabout Race,respo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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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教育部 SH150方案執行成效，以新北市樹林區某國小「環

島競跑活動」為例，以了解此方案的執行成效及其相關問題。本章主要在說明本

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全章共分四節：第一節主要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為本研究相關文獻探討回顧；第三節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第

四節陳述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與限制。 

 

ಃ ࣴزᐒᆶҞޑ 

 

 人類自古以來，需徒手活動滿足生活所需，舉凡捕魚打獵、農耕採集…等

等，無不耗時費力，以維持日常生活所需，要活就要動，人與身體活動緊密結合，

個體生命得以延續。體適能，顧名思義是一切從事身體活動時持有適當之能力，

舉凡睡覺、走路、搬運、家務工作等等，皆有其必需之身體活動量 （林正常、

王順正、吳忠芳，2005：55-66）。 

隨著科技的進步，3C商品已成為生活不可或缺的隨身物品，經常可以看見

每個人拿著手機、平板電腦在手中滑動，缺少運動的結果就是一些所謂的現代文

明病，慢慢找上了身體，再加上現代人的飲食習慣，多油多糖的食物，助長了肥

胖人口逐年攀升。近年來運動流行病學研究發現，缺乏運動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

因子，運動不足者較容易罹患糖尿病、關節痛、骨質疏鬆症、下背痛等。運動不

足所引發疾病的年齡層逐漸年輕化，不但嚴重影響個人生活品質，增加社會醫療

成本負擔，也阻礙國家的整體發展（方進隆，1997；李文益，2000；Coldiz，1999）。 

身體機能變差並不是成年人的專有名詞，許多中學生，甚至是小學生都已經

出現體重過重、BMI值過高的情形，而肥胖改變的並不是只有型態，肥胖也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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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較差的體適能表現，當身體負荷過大時，進而影響身體的運動能力，對身體健

康也造成威脅，包括心血管疾病、高血壓、支氣管等許多疾病（丁文貞，2001；

Krombholz，2013；Woll、 Worth、Mündermann、Hölling、Jekauc & Bös,2013）。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示，全球每年超過兩百萬人死亡原因，都與身體活

動量不足有關（賴賢貴，2015），研究報告指出，缺乏身體活動已成為全球死亡

的第四位主要危險因素（佔全球死亡歸因的  6%）、僅次於高血壓（佔 13%）、

煙草使用（佔 9%）、和高血糖（6%）、超重和肥胖佔全球死因的 5%。2010年WHO

發表《關於身體活動有益健康的全球建議》從事 150分鐘的中等強度有氧身體活

動，可減少非傳染性疾病的風險，包含乳腺癌和直腸癌、糖尿病以及心臟病。對  

5-17歲的人來說，每天至少 60分鐘的中等強度到高強度身體活動可保護其健康，

從而減少這些疾病的風險（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0）。因而運動與體育發

展可以維持人的健康生活型態，防止肥胖相關疾病，促進一個國家社會公民福祉，

故發展全民運動是刻不容緩的事，學校體育更是全民運動的基石，兒童時期若能

夠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在成年後比較能繼續保持運動的習慣，因此從小培養良

好的運動習慣的確是件很重要的事。 

研究者是單親家庭，母親行動也不方便，在求學時，上放學都是自己走路，

每天放學後就參與跆拳道運動代表隊練習，反觀現在的孩子上放學都由父母接送，

放學後就留在安親班，一直到晚上七、八點才回家，因此失去了許多可以讓身體

活動的機會。現今是個科技化進步時代，3C產品充斥在生活中，很多孩子出生

後就接觸了這些科技產品，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不離手，甚至沉迷於網路虛擬

遊戲。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針對小學五、六年級學童暑假時間安排進行調查，在 

2011年公布的報告中指出，學童暑假最常做的活動前五名，依序為「看電視」

（79.31%）、「打電動、玩線上遊戲」 （59.91%）、「安親班、才藝班、補習班」

可見雖然兒童會去運動但花的時間顯然不及這些靜態的活動，顯示國內兒童的休

閒生活有「宅化」的現象。另外，根據「2012 年台灣兒童課後照顧概況調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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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發現台灣課後照顧環境普遍時間過長，近六成（57.7%）安親或補習的天數

為五天以上，近三成要上到晚上 7點後才回到家，甚至逾一成要到 8點。且課外

照顧主要內容以待在教室補習學科（62.2%），和寫作業（61.5%）或是學外語（34.4%）

和才藝（23.6%）等靜態學習為主（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2012）。學童參與課後

照顧降低了兒童動態活動的機會，這樣也造成兒童視力不良率及肥胖率有與日遽

增的情形，根據衛福部國民健康署 2015年 1月發佈的新聞指出國小一年級近視

盛行率為 17.9%，到了六年級則升高為 62%。另外在肥胖率方面國小學童的比率

為 28.6%，每 4個兒童就有一個體重肥胖或過重的問題，肥胖的兒童有二分之一

的機會變成肥胖成人，因而提早成為慢性病的候選人。可見視力不良和肥胖率是

兒童身體健康的兩大問題，而這又跟兒童長時間作靜態活動未能養成規律運動習

慣。 

因此，學校體育主管機關為提升學校體育與活動質與量，透過「行政法規」

以求法制面之建構，或專案計畫與方案推動，達成活絡校園體育活動，拓展學生

運動機會，培養運動參與習慣，促進健康與體適能之方案目標（劉照金，2015）。 

 因世界主要先進的國家對兒童的運動時間愈來愈重視，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 2013年公布的全世界學校體育調查報告指出，有高達 97%的國家體育課程在

大學前是義務必修課程，而全球小學每週體育課平均時數為 103分鐘。各國小學

每週上體育課時數如下表： 

表 1-1各國國小學生每周體育課上課時數表 

國家 每週體育課上課時數 

美國 每天都有體育課 

法國 200分鐘 

英國 127分鐘 

匈牙利 每天都有體育課(每週五節課) 

芬蘭 120分鐘 

加拿大 90~150分鐘 

澳洲 150分鐘 

日本 90~135分鐘 

韓國 1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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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150~250分鐘 

臺灣 80~90分鐘 

資料來源：（沈英生，2017：4） 

由上表可知我國國小學生的體育課時數明顯不及於世界其他國家。根據教育

部調查國小學生每週累積運動時間達 150 分鐘以上者的比率，在學期中有

30.2% ，寒假期間為 30.6% ，在暑假期間則為 37.6% ；顯示約三成以上的國小

學生有持續運動的習慣。100學年度國小體適能四項均達中等以上比率為 40.25%，

顯示有一半以上的人體適能未達標準，為了培養學生規律的運動習慣，提升體適

能，促進身心健康，教育部陸續於 1999年推動「提升學生體適能中程計畫（333

計畫）」、、2002年「運動人口倍增計畫」、2004年「中小學生健康體位五年計畫」、

2008年「快活計畫」等一連串的計畫，並在 2013年修訂國民體育法，其中第 6

條第 1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應安排學生在校期

間，除體育課程時數外，每日參與體育活動時間，每週應達 150分鐘以上」，也

就是「SH150方案」，正式將體育課外體育活動時間入法，Ｓ代表 Sports，Ｈ代表

Health，期望能提升學生運動風氣，最終的目的在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教育部

體育署，2013）。 

因此，各個學校也開始推動「SH150方案」，研究者的學校也於 105學年度

開始有完整的實施計畫，主要的內容大約可以概分成兩種：「全校環島競跑活動：

每週一、三的早自習及每天的下課時間」、「新式健康操： 每週二、四的第二節

下課」。希望能透過這樣的方式逐漸培養學生運動的習慣。 

有關 SH150方案推動，並不是每位教師都能配合，多元化的教育，學校被

視為推動方案最好的地方，如晨間閱讀、校園防災、友善校園、紫錐花運動、校

園法治等等，大部分都利用晨間時間進行，班級導師們則必須有所取捨，利用下

課時間又會壓縮到準備下一堂課程或休息時間，也是導師無法配合因素之一。另

外全校一起集中在操場跑步也會產生空間不足的問題，導師本身具有體育相關背

景或對運動感不感興趣是否也會影響配合方案的意願，所以探討研究學校教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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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150方案」參與的意願及遭遇到的阻礙為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雖然教育不斷強調多元發展，但臺灣還是一個以升學主義為主的社會，許多

父母還是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對於運動這件事總是認為較不

重要，是「有空閒時間」才做的事，少子化的社會加上經濟因素，大部分的家庭

父母都要外出工作，孩子都送往安親班或補習班，因此出現了沒有人陪伴的問題，

而許多父母認為課業較重要，對於課業的重視程度高於運動。許多研究發現父母

親的生活型態及對參與身體活動的支持程度，會大大影響青少年的行為及從事運

動的意願及傾向（方進隆、黃泰諭，2011：451-461）。家長的運動社會支持越高，

孩童從事規律運動的比率也越高，有學者建議，加強家長參與體適能推廣計畫，

家長會更加了解小孩的體適能狀況，進而支持及協助方案的推廣（施致平、李俞

麟、羅晨溦、謝靜瑜，2012）。所以探討研究學校家長對「SH150方案」的了解

與參與程度及對孩童運動習慣的支持與看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研究者目前為高年級導師，發現學生越高年級越不熱愛運動，除了體育課的

運動外，平時很少有運動的時候，也缺少了正確的運動態度與動機，態度是影響

運動的重要關鍵，運動可以改善身體狀況，而信念會影響了運動的態度，進而決

定了對運動活動的參與（周宏室、劉照金，2004）。根據蕭世原（2004）的研究

指出，學童體育態度與體育課學習成效成正相關，也就有較高的活動量。研究者

從相同學年導師中發現，具有體育相關背景與沒有體育相關背景的導師，在班級

經營上對於運動要求有所差異，由此研究可以知道學生參與運動動機及態度會影

響其是否願意運動，因此了解「環島競跑」是否能吸引學童有動機參與？或學童

對於運動的態度？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國民體育法第十四條已明訂了 SH150方案，要了解這項方案的執行成效如

何，不能只是請學校負責的行政人員每學期填寫相關報表，而需要深入的去了解

方案的利害關係人實際感受，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文獻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探

討「SH150方案」的執行成效以新北市樹林區某國小「環島競跑活動」為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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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由這個研究幫助方案的執行更加順利，故本研究依據 2013~2017有關 SH150

方案的文獻及 SH150方案本身的計畫，再加上研究者學校現場觀察的情況將歸

納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SH150方案」方案設計妥適性 

二、探究「SH150方案」方案執行者的意向態度 

三、了解「SH150方案」方案目標的達成度 

四、分析「SH150方案」方案回應性感受 

 

ಃΒ Ўӣ៝ 

 

本節旨在探討本研究的相關文獻，分三部分進行探討：壹、以 SH150方案

相關碩博士學位論文獻研究；貳、以 SH150方案相關期刊論文文獻研究；參、

以回應性評估相關論文文獻研究 

 

൘ǵ а SH150Бਢ࣬ᜢᅺറγᏢՏፕЎࣴز 

SH150方案從 2013年開始實施，至今約有 5年，經研究者蒐集、整理相關

學位論文，其內容如下表 

表 1-2國內和 SH150方案相關的學位論文文獻內容摘要 

序

號 

出版年 論文名稱 研究者 研究方式 研究結果 

1 2015 教育部 SH1

50活動執

行成效研究

~以雲林縣

仁德國小學

生為例 

黃文信 行動研究 一、坐姿體前彎測驗，

女學童優於男學童，但

表現不顯著。 

二、立定跳遠測驗，除

了五年級女童後測成績

低於前測，其餘後測皆

優於前測但不顯著。 



 

7 
 

三、仰臥起坐測驗，五

年級女生後測成績低於

前測，其餘後測皆優於

前測男生表現顯著，女

生表現依舊不顯著。 

四、800公尺跑走測驗，

四年級女生後測成績低

於前測，其餘後測皆優

於前測男生表現顯著，

女生表現依舊不顯著。 

2 2015 實施 SH150 

對國小學童

體適能與自

我概念相關

之研究 

劉秀英 行動研究 一、 學童體適能表現良

好。實施 SH150 後，學

童體適能前、後測沒有

顯著差異。 

二、 學童整體自我概念

良好，「家庭自我」構面

平均得分最高，「心理自

我」構面相對較低。 

三、 性別對體適能表現

和整體自我概念都沒有

顯著差異。 

四、 學童體適能表現與

「生理自我」、「心理自

我」、「整體自我概念」

這三個構面達顯著正相

關。 

五、 學童體適能表現分

別對「生理自我」、「心

理自我」、「整體自我概

念」這三個構面有正向

顯著影響關係，體適能

表現對整體自我概念之

解釋變異量達 22.7%。 

3 2015 實施 SH150 

對國小學童

體適能、學

業成就與情

緒管理關係 

黃朱儀 行動研究 一、 實施 SH150 方案前

後國小六年級學童的體

適能表現未達顯著差

異。 

二、 實施 SH150 方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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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 後國小六年級學童的學

業表現未達顯著差異。 

三、 不同背景變項的學

童在體適能表現上達顯

著差異的有父親教育程

度、母親教育程度及母

親運動習慣。 

四、 實施 SH150 方案後

體適能表現與學業成就

呈現正相關。 

五、 實施 SH150 方案後

體適能表現與情緒管理

未達顯著相關。 

4 2015 SH150方案

對國小學生

健康體適能

之影響－以

台中市某國 

民小學跳繩

運動為例 

洪文彬 行動研究 一、 兩組經單因子變因

數分析，前測值均無顯

著差異，故受試者具同

質性。 

二、 跳繩運動後對健康

體適能之差異，兩組經

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

肌耐力、肌力結果達顯

著。 

三、 實驗組前後測經相

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皆呈

現顯著；對照組只有肌

耐力結果達顯著。 

四、以相依樣本 t 檢定

分析兩組男女生前後測

的差異，實驗組男生皆

呈現顯著，實驗組女生

心肺適能、肌耐力、肌

力達顯著；對照組男生

只有肌耐力呈現顯著，

對照組女生心肺適能、

肌耐力達顯著。 

5 2016 SH150運動

方案介入對

國中生 健

曾意筑 行動研究 一、國中二年級學童，

除了身體質量指數以

外，柔軟度、瞬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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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適能之

影響 

肌耐力、心肺耐力等均

有顯著的進步。 

二、結果證實 SH150 運

動方案確實能夠有效增

進國中學生柔軟度、瞬

發力、肌耐力及心肺耐

力。 

三、建議各國中應積極

推行 SH150運動方案，

以改善學童的體能狀

況，使學童的身心均能

獲致健全的發展。 

6 2016 配合教育部

SH150 方

案以晨跑運

動介入對國

中學生健康

體適能之影

響－以高雄

市大社國中

為例 

李致毅 行動研究 晨跑運動的介入對國中

生健康體適能有正面提

升效果，建議學校可多

在晨間及課間安排校園

慢跑活動，藉此培養規

律運動習慣，並增進國

中生健康體適能。 

7 2016 《推動

SH150方案

對學生體適

能之影響-

以花蓮地區

國小城鄉 

學童為例 

梁哲瑋 行動研究 目前花蓮地區推動

SH150方案，偏遠地區山

地鄉及一般市區六年級

學童在柔軟度項目上有

顯著進步，一般市區六

年級學童在肌力項目表

現呈顯著提昇，與各區

域實施活動項目的差異

有關。 

實施方案前、後，各地

區分別對照並未達顯著

差異，代表各區域學童

體適能並無存在優勢。 

8 2016 規律運動對

國小學童體

適能影響之

研究―以高

張秀麗 行動研究 本研究採取教育部體育

署所頒佈的施測方法與

檢測工具為研究工具，

於活動前、後進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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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岡山區 

竹圍國小為

例 

體適能檢測，並對分析

結果提出建議。 

9 2017 SH150方案

之回應性評

估—以新北

市三多國小

為例 

沈英生 質性研究 一、在方案設計妥適性

方面：本方案立意良

好，但在對家長的宣導

上有點不足，應讓家長

有共充分的了解：而人

力方面則需要導入運動

志工，除了從旁協助的

人外，最好也能有專業

人士；時間則是這個方

案推動的問題，學校活

動太多會有排擠作用，

造成無法達成 150分

鐘；場地方面則需要妥

善規劃才不會造成全校

一起活動產生擁擠的狀

況。 

二、在執行者意向態度

方面：不論是導師或是

行政人員對這個方案都

是支持的，在導師方面

則需要以身作則方案的

推動效果會比較好；行

政人員則需要對活動有

完善的規劃並有好的獎

勵制度。面對的困難則

是時間和場地這兩個因 

素。 

三、目標的達成度方

面：學生普遍提高了運

動的興趣，從中獲得成

就感；學習方面則提高

了專注力；體適能方面

也都有提昇了。 

四、回應性感受方面：

執行者對方案實施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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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滿意的，但是對方

案推動的過程則認為需

要有更完善的配套措

施，例如多增加研習、

開發多元模組等；學生

則希望能多增加運動時

間，活動的內容也要多

樣；家長則對方案也是

滿意的，不過希望能讓

學生學得正確運動知

識，避免運動傷害。 

10 2017 臺中市執行

SH150方案

之個案探究 

謝旻修 質性研究 從方案執行前、方案的

過程發展以及方案後的

影響，對於行政人員、

級任老師與學童家長而

言，都有著不同程度的

影響以及在執行後所遇

到不同的問題。 

11 2017 臺北市公立

高中職學生

參與 SH150

方案現況與

影響因素之

探討》 

黃俞勛 行動研究 一、臺北市公立高中職

學生參與 SH150方案，

最常利用課後時段在室

外球場進行籃球運動，

惟整體參與僅佔全體學

生二成。 

二、影響學生參與 SH150

方案以行政規劃影響程

度最大，設施設備影響

程度最低。 

三、臺北市公立高中職

學生參與 SH150方案在

運動時段、運動項目、

運動場所、運動知覺強

度及每週在校運動 150

分鐘會因背景變項而有

所不同。 

四、不同背景變項之臺

北市公立高中職學生參

與 SH150方案受自我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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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行政規劃、社會支

持及自我能力而有所影

響。 

五、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150分鐘與性別、課後補

習或晚自習情形、有無

參加運動性社團、自我

滿足、社會支持及自我

能力有相關存在。 

12 2017 臺南市國民

中學 SH150

計畫實施對

學生體育課

學習態度與

規律運動習

慣之研究 

吳佳怡 行動研究 一、在體育課學習態度

上，達顯著差異；體育

教師性別、年級變項體

育課學習態度無顯著差

異；無實施 SH150學習

態度上僅「情意」構面

優於有實施 SH150者，

認知、行動意向，無顯

著差異。 

二、在規律運動習慣層

面上，達顯著差異；體

育教師性別、年級、學

校有無實施 SH150計畫

在規律運動習慣層面，

無顯著差異。 

三、臺南市國中學生體

育學習態度與規律運動

習慣，具有顯著正相關 

13 2017 學校體育課

外活動 150

分鐘

(SH150) 體

育方案對國

小體適能影

響之研究 

--以臺南市

仁德區德南

國小為例-- 

陳宥瑜 行動研究 一、不同學年度的男童

四項體適能成績表現逐

年有進步趨勢。但男童

的坐姿體前彎、立定跳

遠、一分鐘仰臥起坐、

心肺適能方面未達顯

著，進步幅度不大。 

二、不同學年度的女童

四項體適能成績表現逐

年有進步趨勢。女童四

項體適能檢測成績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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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優於男童，尤其在

坐姿體前彎、心肺適能

兩項成績達顯著水準。 

三、學童四項體適能成

績表現逐年有進步，其

中坐姿體前彎(柔軟

度)、心肺適能(心肺耐力)

兩項成績達顯著差異，

立定跳遠(肌力)、一分鐘

仰臥起坐(肌耐力)未達

顯著。 

資料來源：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研究者自行整理製表 

 

目前和 SH150方案相關論文有十三篇，研究的內容大部分都是實施 SH150

方案後，體適能有無提升或進步。研究方法除了沈英生（2017），《SH150方案之

回應性評估—以新北市三多國小為例》使用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及謝旻修

（2017），《臺中市執行 SH150方案之個案探究》使用質性研究，其餘皆使用行動

研究方法，利用體適能前後測來觀察實施 SH150後體適能變化。 

目前此議題質化研究較少，對於方案設計的妥適性、相關執行人員的意向態

度、方案目標的達成與否、相關人員的回應性感受，都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性。

因此本研究將採取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應用回應性評估觀點，了解 SH150方

案的執行成效。 

 

ມǵ а SH150Бਢ࣬ᜢයтፕЎЎࣴز 

和 SH150 方案相關的期刊論文經由研究者蒐集、整理，其內容如下表： 

表 1-3國內和 SH150方案相關的期刊文獻內容摘要表 

序

號 

出版

年(月) 

期

刊

名

稱 

期

(卷) 

研究者 主題 內容摘要 

1 2014 

（9） 

國 

民 

179 程瑞福 動動 150

～ 推動

依教育部 102 年調查之《學校體

育統計年報》指出，各級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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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季 

刊 

學生每

週身體

活動 150

分鐘之

方案意

義 

每天累積運動達 30 分鐘及每週運

動達 150 分鐘以上人數仍未臻理

想。體適能狀況國小學童待加強者

達 47.8%，國中為 46.9%，高中則

為 50.6%。規律運動習慣及體適能

已被公認為重要的國民健康指

標，若能在兒童及青少年時期從事

較多的身體活動，不但可以降低體

脂肪的比例，促進發育，有益大腦

神經的發展，更可以提升心肺功能

及體適能，對成年以後是否能維持

身體活動習慣，更有決定性的影響

力，因此 SH150方案的立法，此

方案值得期待。 

2 2014 

（11） 

學 

校 

體 

育 

143 周宏室 SH150 

方案的

緣起與

內涵 

SH150方案是為培育學生運動知

能，激發學生運動動機與興趣，養

成規律運動的習慣，奠定終身參與

身體活動的能力與態度，藉由法規

的修訂明訂學生在校除體育課

外，每週應運動 150分鐘以上。

SH150方案核心策略與支援體

系，具體作為包含人力支援、教材

設施、活動規劃、資訊宣導，並配

合外圍的支援體系如：設備補助、

家庭聯繫、運動志工、獎勵措施、

社區支持、民間資源、輔導團、統

合視導等，目的是讓學生能夠有更

多的身體活動機會。SH150 提供

可行規劃與具體範例供各級學校

參考，最後還是要依據各校狀況，

建立各校制度。 

3 2015 

（2） 

學 

校 

體 

育 

146 劉照金 我國學 

校體育 

課外活 

動 150 

分 

鐘方案 

推動脈 

我國學校體育課外活動方案推動

脈絡為：1986 年各級學校體育實

施辦法訂定；1998 年提升學生體

適能方案推動；1999 年學生體育

育樂營；2001 年提升學生游泳能

力中程計畫；2002年學生個人運

動與學校特色運動推動；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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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 快活計畫：促進學生身體活動計

畫；2009 年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

動推動；2012 年學生終身運動

331；2014年 SH150 方案。由這個

脈絡顯示 SH150 方案可說是推動

學生體育活動方案之大成。 

4 2015 

（3） 

師 

友 

月 

刊 

573 林均璉 你興動

了嗎？

談學校

推動

SH150 

針對 SH150 方案的推動，高雄市

正興國中結合學校特色，擬定的方

案如下：一、一日之計在於晨：分

年級每週進行一次三十分鐘的晨

跑。二、跳出健康與活力：利用課

間時間進行十分鐘跳繩活動。三、

跆拳道～力與美的結合：利用課餘

時間、空白課程進行跆拳道的品勢

動作練習。四、運動的探索與興趣

培養：廣設社團，在每週兩節的社

團課提供學生多樣性選擇。五、定

期辦理體育活動競賽：每學年辦理

多項體育競賽。六、定期進行體適

能檢測。 

5 2015 

（4） 

學 

校 

體 

育 

147 謝孟修 

姚閔懷 

以 SH150

方案為

基礎之

問題解

決導向

多元體

育活動

規劃～

以台東

縣瑞源

國小為

例 

瑞源國小雖是偏鄉學校，但是學生

的體適能卻未達到中等標準甚至

逐年下滑，針對惡化加以分析原因

而有以下幾項實施策略，一、問題

解決導向的行政規劃：培養學生與

他人分工合作的能力，以家族模式

規劃了校內體育時間。二、以現場

需求為前提的教師增能：讓教師透

過各式各樣的戶外及體能活動體

驗，了解何謂引導式反思技巧，以

及這些技巧的運用方式。三、激發

學生動機為目標的活動安排：為提

升學生課餘時間從事體育活動之

動機，規劃實施多項體育性社團及

多元的課間活動。其具體的行動方

案則有：一、以「瑞源小家族」為

基礎的體育活動規劃；二、發展以

品格教育為主軸的課後社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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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隊；三、以檢核成效為目標的校

外體育活動～鹿野馬拉松、大原路

跑。實施後學生體適能合格率顯著

提升，參與動機也增強。 

6 2015 

（4） 

學 

校 

體 

育 

147 劉芳遠 「六星

級」的運

動～ 新

竹市推

動 SH150

方案概

況 

新竹市建立「六星級」的運動亮點

如下：一、新竹市創意的課後運動

班：自 101 年度起鼓勵各學校成

立課後運動社團。二、教室外的

F4 學習課程：強調問題解決為中

心，統整課程為理念，結合知識與

活動。三、綠島騎跡探索。四、智

慧科技同心協作：設計 QR Code 

貼紙發放到各校轉貼到運動場。

五、Zero Hour PE。六、大家一起

練「五」功：學校規劃本位課程、

課間操、推行 I CARE卡、體育季、

多元運動社團。此為新竹市推動的

SH150 方案。 

7 2015 

（6）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182 梁焜珉 教育部

體育署

SH150方

案之緣

起與背

景 

教育部以「健康國民、卓越競技、

活力台灣」為主軸，提出體育運動

方案白皮書，其中學校體育為六項

子議題之一，以活絡校園體育增進

學生活力為目標。而根據「運動改

造大腦」一書，證實運動的確能有

效幫助學習，在對照先進國家體育

課的安排發現我們的體育課確實

太少，因此將學校體育課外活動時

間立法，保障學生身體活動的機

會，希望能落實學生學習運動技

能、提升體適能、養成終身運動的

習慣。 

8 2015 

（6）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182 周宏室 教育部

體育署

SH150方

案解析 

透過 SWOT 法來對 SH150 方案進

行解析，發現優勢（Strengths）方

面為：1.研究結果證實運動促進學

習；2.為活化法令鼓勵多元方案；

3.各校自主以發展特色；4. 養成運

動習慣學生健康久久；5.提供觀摩

會互相觀摩學習。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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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nesses）方面為：1.壓縮師

生既有休息時間；2.時間分散降低

運動效果；3.缺少吸引教師參與誘

因；4.部分學校空間設施不足。機

會（Opportunities）方面為：1.運動

健康概念可以深化落實；2.學生體

能表現可有效提升；3.運動志工結

合服務與學習；4.社區與運動中心

資源整合；5.補強學生運動時間之

不足；6.運動傳播媒體之協助推

廣。威脅（Threats）方面為：1.學

生在校可安排時間有限；2.校內非

正式課程活動頗多；3.學校行政管

理者相關規定。 

9 2015 

（6）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182 林安迪 SH150 

方案之

規劃與

策略分

析 

SH150 方案的規劃會面臨三大問

題，分別為時間、空間和人力，因

此藉由體育署的規劃與後勤支

援，縣市政府的協助輔導來克服這

些問題。而 SH150方案策略內涵

分為一、人力資源：除教師外希望

能有運動組織及校外志工入校協

助。二、教材設施：提供資訊交流

平台讓教師取得多樣化教材，設置

樂活運動站。三、活動規劃：各校

需對於本身特色進行整體活動規

劃。四、資訊宣導：邀請代言人配

合主題進行活動代言。 

10 2015 

（6）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182 許政順 SH150 

方案新

北市推

動實務

介紹 

一、運動樂活月：新北市教育局定

每年 3 月為運動樂活月，舉辦樂

樂足球和樂樂棒球比賽，新式健康

操比賽及大隊接力比賽。二、百班

大校推 SH150：百班大校面臨空間

問題，更需積極推動 SH150。三、

提升體育教師運動知能做法：規劃

校長優質體育特色學校經營與管

理研習，規劃教師增能研習。四、

結合健體輔導小組：結合國教輔導

團辦理工作坊、研討會、到校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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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分區輔導等。五、萬金石馬拉

松～局長校長領頭跑。六、體適能

訪視暨積極之獎勵作為：體適能訪 

視、績優學校表揚、體育有功人

員、辦理典範學校遴選觀摩。 

11 2015 

（6）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182 張俊一 

  

SH150 

方案典

範學校

推動策

略分析 

依據 SH150 方案推動精神，在 102 

學年度試辦的學校中選出 5所優

等學校及 8 所甲等學校，分別從

推動理念、組織架構與人力資源、

時間運用及活動內容、場地規劃及

運用策略、社會資源運用及營造學

校特色等六個向度來評估。這些學

校成功的因素為：擬定明確可行的

推動架構、校長及教師以身作則投

入參與運動、著重學生體適能提

升、成立網路運動社群、成立多元

的運動社團、巧妙引用社區資源，

以及致力於在學校特有條件下，打

造獨特的 SH150 方案推動計畫。 

12 2015 

(9) 

大

專

體

育 

134 翁悅

珍、陳

五洲 

臺灣中

小學培

養運動

習慣與

落實體

適能方

案之初

探 

健康的身體源自於健康的生活習

慣，習慣的養成需要從小做起。本

文之目的為分析我國目前中小學

學生之運動參與情形，探討體適能

方案之成效及國民體育法第六條

修正案的落實所面臨的問題，並提

出改善之作法與建議。研究方法使

用文獻回顧法，結果顯示教育部推

動體適能方案行之多年，雖有成效

但仍有改善空間；在體適能發展、

運動時間及習慣養成的部分都需

要更有效的作法。教育部體育署推

動「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150分鐘方

案」，希望由晨間、課間、空白課

程及課後時間增加身體活動，帶給

學生活力、健康與智慧，但應如何

落實仍是一大挑戰。其主要面臨之

問題，可分為運動時間、運動空

間、人力需求及運動內容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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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評估我國目前的教育現況

及學生參與運動情形，且考量運動

後帶來的正面效益，建議可善加利

用晨間時間進行活動，配合體育專

業，讓晨間運動不只是花時間活

動，更使得運動強度與內容更正

確、多元，以確實達到增進體適能

的目的。 

12 2015 

（10） 

學 

校 

體 

育 

150 楊宗文 SH150 

方 

案推動 

社會資 

源 

各級學校在推動 SH150 方案時， 

面臨各種資源短缺的困境，而人

力、財力及物力等社會資源的取得

若妥適應用，足以解決這些問題。

人力方面可找專業人士、社區領袖

及熱心人士或是學生家長幫忙。在

財力資源方面可以申請政府部門

補助、民間組織捐款或贊助及使用

者付費等方面進行。社會資源是無

所不在在推動 SH150方案若能妥

善的應用這些社會資源，將使方案

推動的更順利。 

13 2015 

（12） 

學 

校 

體 

育 

151 劉先翔 以統整 

策略深 

化 SH150 

運動方 

案 

少子化造成學校編制逐年下降，但

需要推動的業務及計畫卻未減少

增加教師的負擔及影響 SH150 方

案推動，因此應思考人力與業務整

合，將不同的業務統整在一起，例

如與閱讀統整，與其他活動統整或

與課後照顧方案結合。甚至從學校

推展到家庭， 讓親子一起活動，

這樣才能讓 SH150 方案在學校生

根，並與家庭以及社會作連結，運

動的習慣才能深化。 

14 2017 

(12) 

台

灣

體

育

學

術

研

63 謝孟

珊、楊

宗文 

學校執

行「學生

每週在

校運動

150分鐘

方案」之

個案研

本研究目的為研究學校執行「學生

每週在校運動 150分鐘方案」的現

況、成果與影響因素等。為此目

的，研究方法採個案研究的方式，

以半結構式訪談個案學校的計畫

負責人，以蒐集相關資料。研究結

果顯示：(一)SH150方案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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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究 不夠完整且目標的明確及可行性

仍有進步空間；(二)國中以上層級

的學校在安排 150分鐘的運動時

間上面臨很大的困難，且學校執行

計畫意願不高；(三)校內非正式課

程活動很多，需做好溝通與配合、

執行人員的專業知能為一大問

號、標的團體多數願意順服、地方

政府對執行過程提供協助及監督

執行成果均未採取積極的作為；

(四)個案會根據實施結果修正計

畫而繼續實施且預計未來實施普

遍率會持續提高。研究結論為：

(一)方案特性、方案本身所具條

件、方案本身以外的條件均會影響

學校執行結果；(二)SH150方案執

行受先天限制；(三)「溝通」為學

校執行計畫中重要的要素；(四)在

學校執行方案上，標的團體的順服

為最大優勢，時間資源為劣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製表 

 

目前 SH150相關期刊文章大多刊在關的期刊文章大多刊在《學校體育》和

《國民體育季刊》兩本期刊中，而這兩本刊物都是由教育部體育署所出版的，內

容大部分都是為 SH150方案做宣導，針對 SH150方案各個面向加以分析、討論，

再加上一些介紹典範學校的方式，期望能讓大家對這個方案有更深層的認識及瞭

解，並使 SH150方案的推行能更加的順利。 

 

 

ୖǵ аӣᔈ܄ຑ࣬ᜢፕЎЎࣴز 

本研究以回應性評估理論為基礎，目前僅有二篇與體育方案回應性評估相關

文獻，觀點取決於方案利害關係人和方案評估指標，因此也參考了其他領域個案

所結合的方案評估，尋找可供本研究參考之處，相關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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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國內以回應性評估相關研究博碩士論文摘要表 

序 

號 

研 

究 

者 

出 

版 

年 

研究 

主題 

研究 

方法 

利害 

關係人 

評估 

指標 

研究 

重點 

1 尚 

靜 

琦 

2007 敬老福 

利生活 

津貼政 

策之回 

應性評 

估 

文件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可領敬 

老津貼 

之老人 

效能性、 

效率性、 

公平性、 

適當性、 

回應性、 

充分性 

本研究的研究焦點，為

民國九十一年中央政府

所開始發放的全國性的

「敬老津貼」，並以領取

敬老津貼人數最多的台

北縣作為實證研究的範

圍，評估指標去評估敬

老津貼方案的現況，匯

整及建構出敬老津貼方

案評估指標下利害關係

19人的相關主張、關切

與議題。 

2 李

美

雲 

2007 我國客

語方案

之回應

性評估 

文獻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方案受

惠者、

方案執

行單

位、客

家社團

學會 

「方案執

行力」配

合條件，

包括溝

通、資

源、執行

者意向及

官僚結構 

本研究的目的希望藉由

方案執行與回應性評估

之角度，研究客語方案

實施之問題與對策，提

出其他國家的語言方案

執行情形，以期透過相

關理論提出台灣合理可

行之客語方案方向。 

3 宋

美

瑤 

2008 苗栗縣

「攜手

計畫課

後扶助」

方案執

行成效

評估之

研究- 以

回應性

評估觀

點 

文件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教育處

科員、

學校行

政人

員、教

學人

員、學

生、家

長 

目標計畫

達成度、

方案設計

的妥適

性、執行

者的態度

與意向、

回應性的

感受 

本研究旨在對苗栗縣

「攜手計畫課後扶助」

方案執行成效進行回應

性評估，並依據研究結

果，對教育行政機關、

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學人

員提出執行與修正的具

體建議。 

4 劉 2010 身心障 深度 行政院 目標達成 本研究針對臺北市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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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蓉 

礙者定

額進用

方案之

回應性

評估~以

臺北市

公立國

民小學

為例 

訪談

法、

文獻

分析

法、

焦點

團體

法 

勞工委

員會職

業訓練

局、臺

北市政

府勞工

局、臺

北市公

立國民

小學、

學校身

心障礙

職工、

尚未僱

用殘障

團體 

度、方案

適當性、

執行者意

向、身障

者滿意度 

國民小學實施身心障礙

者「定額進用」方案的

個案進行探討，從利害

關係人角度，對定額進

用方案進行回應性評

估，以瞭解主要利害關

係人對身心障礙定額進

用方案主張與關切的議 

題，建構具有共識之項

目及歸納缺乏共識與猶

待討論的題議。 

5 江

嘉

慧 

2011 臺灣身

心障礙

者經銷

電腦型

彩券之

回應性

評估 

參與

觀察

法、

深度

訪談

法 

財政部

國庫

署、中

國信託

商業銀

行、身

心障礙

者經銷

商 

彩券發行

制度、發

行管理、

經銷管理 

本研究以此方案目的的

達成為依變項，應用回

應性評估理論探究方案

標的團體身心障礙者，

經營銷售電腦型彩券的

生活體驗、真實心聲，

以其回應為研究議題，

分析我國電腦型彩券發

行對照顧弱勢身心障礙

者就業方案執行之績

效。 

6 李

仁

灝 

2011 大台北

地區河

濱自行

車道之

回應性

評估 

參與

觀察

法、

深度

訪談

法 

政府單

位、自

行車道

使用者 

主張、關 

切、議題 

瞭解及探究以下幾個面

向：一、大台北河濱自

行車道方案發展的現

況；二、使用者對於該

項方案的關切之處，以

及對於未來發展的期

望；三、政府相關單位

對於使用者所提出之建

議所抱持的態度與回

應。 

7 陳 2011 國民小 文獻 方案規 目標達成 研究旨在運用回應性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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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峻 

學教育

實習與

教師資

格檢定

制度回

應性評

估之研

究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劃者、

方案執

行者、

方案輔

導執行

者、方

案標的

人口 

度、方案

內容適當

性、執行

能力 

估觀點，利用文獻分析

法分析出我國目前國民

小學教育實習與教師資

格檢定制度的運作現況

以及所存在的各項問

題，並匯集利害關係人

意見，了解方案規劃者

的回應程度，以及方案

規劃者與利害關係人意

見之間所產生的落差。 

8 周

靜

華 

2012 子女姓

氏權之

研究－

民法親

屬編修

正實施

之回應

性評估 

文獻

分

析、

焦點

團體

法、

深度

訪談 

方案執

行機關

（戶政

事務

所、法

院）、民

眾（新

生兒父

母、成

年改姓

者）、婦

權團

體、專

家學者 

在「社會 

環境

面」、「法

制規範

面」、「方

案執行

面」之訴

求、關

切、議題 

本研究以回應性評估為

研究途徑，特舉辦一場

焦點團體座談，並對利

害關係人進行深度訪

談，並分析國內之統計

數據，評估「子女姓氏

約定」及「成年後姓氏

自主」方案之法制改革

與執行情況，以作為日

後落實子女姓氏自主權

之參考。 

9 劉

玉

鳳 

2012 花蓮縣

新移民

生活適

應輔導

班執行

成效之

研究-回

應性評

估方法

之應用 

問卷

調查

法、

訪談

法 

東南亞

國家居

住在花

蓮縣的

新移民

婦女 

目標達成

度、方案

公平性、

方案設計

妥適性、

回應性 

本研究以花蓮縣新移民

生活適應輔導班執行成

效為研究主軸，應用回

應性評估的方式，來探

討新移民內心的想法與

意見，以瞭解中央政府

制定的外籍配偶生活適

應輔導方案對於她們在

台生活適應的影響，以

及其對此方案的滿意支

持度如何。 

10 徐

郁

峰 

2012 高雄市

公共腳

踏車租

文獻

分析

法、

規劃單

位、營

運單

方案設計

適切性、

方案行銷

研究以回應性評估的理

論觀點，採用文獻分析

法及回應性評估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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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計畫

之回應

性評估

研究 

深度

訪談

法 

位、社

會團

體、高

雄市議

員、學

者、騎

乘者 

能力、計

畫目標達

成度、顧

客滿意度 

法。透過四個方案評估

指標，分析出高雄市公

共腳踏車租賃計畫的現

況發展與問題。 

11 林

明

德 

2012 台南市

流浪犬

方案之

回應性

評估 

個案

研究

法、

深度

訪談

法 

政府、

代議

士、動

物保護

團體、

學者專

家、獸

醫師、

寵物業

者、民

意 

效能性、

效率性、

充分性、

公正性、

回應性、

適當性 

本文以台南市流浪犬方

案為研究個案，目的在

於從方案利害關係人的

觀點瞭解方案的執行成

效，以及探討各方利害

關係人互動以及對方案

執行成效的影響。 

12 劉

錦

燕 

2013 護照親

辦方案

之回應

性評估

─以新

北市為

例。 

文獻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戶政事

務所、

辦理護

照民眾 

方案設計

妥適性、

方案執行

力、目標

達成性、

顧客滿意

度 

本研究以新北市辦理護

照親辦方案為例，採回

應性評估觀點探討護照

親辦方案的利害關係人

主張、關切(concerns與

議題，分析新北市護照

親辦方案的執行現況與

問題。 

13 洪

誌

吟 

2013 臺北市

生育獎

勵金方

案回應

性評估

之研究- 

以臺北

市內湖

區為例 

文獻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主辦機

關、執

行機

關、民

眾 

方案設計

妥適性、

方案行銷

能力、目

標達成

性、顧客

滿意度 

本研究以臺北市內湖區

為例，採回應性評估觀

點探討臺北市生育獎勵

金方案的利害關係人主

張、關切( concerns )與議

題，分析臺北市生育獎

勵金方案的執行現況與

問題。 

14 吳

季

娟 

2014 公務員

廉政倫

理規範

文獻

回顧

與分

交通部

公路總

局內之

方案適當

性、目標

達成度、

為瞭解公務員廉政倫理

規範用對象、執行人

員、承攬廠商等利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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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回應

性評估

研究--以

交通部

公路總

局為例 

析、

深度

訪談

法、

問卷

調查

法 

公務員

( 包含

業務人

員與政

風人

員)、廠

商 

執行者意

向、適用

對象滿意

度 

係人，對規範之推動方

式、法規內容瞭解程

度、適用過程有無疑

義、規範本身是否窒礙

難行、法之位階是否恰

當等意見之看法，進行

資料蒐集，藉此對規範

提出方案建議。 

15 凃

孟

妤 

2014 婦女議

題溝通

平台計

畫之回

應性評

估 

深度

訪談

法、

次級

資料

分

法、

觀察

法、

問卷

調查

法 

地方婦

權委

員、性

平委

員、學

者、政

府官

員、基

層女性 

團體間的

網絡連

結、委員

與團體的

連結關

係、方案

連結機 

制、申請

規定與經

費核銷、

城鄉差距 

本研究以第三者的角

度，運用回應性評估方

式來檢視此計畫之實施

成效，該途徑的特色為

強調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以及他們對計畫成敗的

意見與態度，透過建構

主義的方法來評估各利

害相關人的主張、關切

與議題。 

16 彭

佳

穎 

2015 我國合

宜住宅

方案回

應性評

估之研

究 

文獻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學者專

家、承

購者、

第三部

門 

方案目標

達成度、

方案設計

適切性、

利害關係

人回應性 

本研究以回應性評估提

倡的方案利害關係人為

核心面向，瞭解目前我

國合宜住宅方案執行的

成果與共識，得到改善

方案執行的依據。 

17 邱

情

余 

2015 我國公

職人員

財產申

報制度

之回應

性評估 

文獻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適用對

象、受

理機關

人員、

受處分

人 

法規妥適

性、目標

達成度、

執行者意

向方案配

合度 

本研究探討我國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實施迄今，

利害關係人之認知與看

法，推論各項執行要素

與方案缺失的聯結關

係，分析結果作彙整歸

納的陳述，以提供未來

方案修正或實施的參

考。 

18 張

玉

琴 

2016 臺北市

政府設

置發包

文獻

分析

法、

洽辦機

關、發

包中

公開透

明、效能

品質、方

臺北市政府設置統一發

包中心機制之目標在:

「強化公開、透明的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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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機

制之回

應性評

估- 以臺

北市區

公所為

例 

回應

性研

究法 

心、區

公所 

案適當性

與洽辦機

關滿意度 

購制度」、「落實採購人

員輪調學習」以及「確

保採購效能與品質」。本

研究探討此機制目標是

否達成。 

19 許

雯

琳 

2016 台北市

公共自

行車

YouBik 

e 收費

制之方

案回性

評估 

文獻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主辦單

位（台

北市政

府交通

局）、執

行單位

（微笑

單車股

份有限

公

司 ）、

使用者 

方案適妥

性、方案

設計效能

性「法令

規章執行

能力、顧

客滿意度 

本研究透過回應性評估

理論為研究方法，據以

瞭解利害關係人對於台

北市公共自行車

YouBike 發展情形與執

行現況回應，分析出台

北市公共自行車

YouBike 之現狀與建

議，期能提供未來公共

自行車發展之參考。 

20 黃

伃

君 

2016 客家特

色產業

發展之

回應性

評估 

文獻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客委

會、客

家事務

局、企

業、民

間社團 

方案效

益、行銷

效益、經

濟效益、

客家文化

效益、社

會效益 

本研究擬以回應性評估

為研究方法，著重方案

利害關係人的內心感

受，即方案利害關係人

的訴求、關切、爭議等

回應性觀點，以客家文

化特色產業方案為主軸

研究，藉由利害關係人

不同意見之發現，希冀

以方案盤點面的角度去

思考，瞭解客家文化特

色產業發展過程與目前

執行情況為何，檢視政

府賦權方案推動客家特

色產業績效 

21 卓

敏

惠 

2016 閱讀磐

石計畫

之回應

性評

文獻

分析

法、

深度

申請

者、執

行者、

受益者 

充分性、

公平性、

效能性、

回應性 

本研究主要以回應性方

案評估之質性研究方

法，探討閱讀磐石計畫

的內容、宗旨與目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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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以台

中市三

所國民

小學為

例 

訪談

法 

推動過程、策略與成

效，瞭解利害關係人之

內心感受，最後整理分

析結果作彙整歸納的陳

述，以提供未來方案修

正或實施的參考，及後

續相關研究之建議。 

22 林

文

瑛 

2016 教育服

務役方

案執行

成效之

回應性

評估－

以臺中

市二所

國民小

學為例 

文獻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申請教

育服務

役的國

民小學

之校

長、行

政人

員、教

師、現

任教育

服務役

役男 

目標達成

度、執行

能力、回

應性感受 

本研究旨在對臺中市國

民小學教育服務役方案

執行成效進行回應性評

估，藉由深度訪談，以

瞭解利害關係人之內心

感受，分別對教育服務

役主管機關、需用機

關、服勤處所提出具體

建議，以提供未來教育

服務役方案執行之參

考。 

23 夏

筠

庭 

2016 新北市

國民小

學「提升

游泳與

自救能

力」政策

之回應

性評估 

文件

分

析、

深度

訪談

法 

政策利

害關係

人 

效能性、

效率性、

適當性、

回應性 

本研究以回應性評估為

研究途徑，採文件分析

及深度訪談法，從效能

性、效率性、適當性、

回應性等四大評估指

標，蒐集分析政策利害

關係人的多元觀點以探

討新北市國民小學「提

升游泳與自救能力」政

策執行成效並對政策實

施相關議題提出建議。 

24 沈

英

生 

2016 SH150方

案之回

應性評

估－以

新北市

三多國

小為例 

文獻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校長、

體育組

長、導

師、學

生和家

長 

政策設計

妥適性、

政策執行

者的意向

態度、政

策目標的

達成度、

政策回應

本研究主要以回應性政

策評估之質性研究方

法，從「政策設計妥適

性」、「政策執行者的意

向態度」、「政策目標的

達成度」、「政策回應性

感受」這四項評估指標

去探討 SH150方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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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受 的內容、立意與目的，

及推動的過程與成效，

透過文獻分析法及深度

訪談法，訪談新北市三

多國小的校長、體育組

長、導師、學生和家長

等利害關係人之內心感 

受，最後整理分析結果

作彙整歸納的陳述，以

提供未來政策修正或實

施的參考，及後續相關

研究之建議。 

25 陳

文

祥 

2016 我國公

務人員

專業加

給政策

回應性

評估：以

地政職

系、戶政

職系、人

事行政

職系為

例 

深度

訪談

法 

地政職

系兼辦

人事業

務、 

戶政職

系兼辦

人事業

務、 

人事行

政職系

專任人

事人員 

專業程

度、 

繁簡難

易、 

所需資格

條件、 

憲法「平

等原則」 

本研究係以回應性評估

為理論，以公務人員加

給給與辦法第 4條所揭

之「專業程度」、「繁簡

難易」、「所需資格條件」

及憲法「平等原則」等

為評估變項，以地政職

系兼辦人事業務、戶政

職系兼辦人事業務、人

事行政職系專任人事人

員為利害關係人，探究

我國公務人員地政職

系、戶政職系、人事行

政職系專業加給不同待

遇之合理性，期能提供

政府日後簡併或調整專

業加給政策之參考。 

26 曾

淑

芳 

2016 十二年

國民基

本教育

103學年

免試入

學方案

之回應

性評

估—以

文獻

分

析、

回應

性研

究法 

政策利

害關係

人 

政策規

劃、 

執行者意

向、 

政策便利

性、 

目標達成

度 

本論文採文獻分析與回

應性研究法，針對 103

學年免試入學方案在政

策執行後，進行分析其

政策規劃、執行者意

向、政策便利性與目標

達成度，瞭解其政策利

害關係人之主張、關切

與議題；發現：1.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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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公立中

學為例 

入學方案施行過程中，

國中會考成績仍佔有一

定比例，有其重要性。

2.免試升學方案的法規

命令對政策執行人員作

出過度的引導與規範，

不能因應各種不同狀

況，導致執行僵化。3.

完全中學的直升入學方

式，趨向學區制的入學

方案。4.入學方式齊一

樣式，雖然符合一致性

的公平要求，但面對數

目龐大的競爭人數，升

學壓力仍無法獲得適度

紓解。 

27 陳

祥

睿 

2017 歷史城

區的文

化資產

治理－

新竹市

舊城區

再生運

動的回

應性評

估 

 

文獻

分析

法、

深度

訪談

法 

兩位前

市長、

兩位議

員、一

位執行

者、四

位民間

具有代

表性的

商家或

藝術工

作者、

兩位住

民代表 

文化方案

的妥適

性、舊城

區居民

（利害關

係人）對

文化活動

的回應

性、文化

治理結果

對地方文

化的推廣

力、方案

制定是否

落實審議

民主 

本研究的目的為試圖瞭

解這個城市文化治理的

歷程及將來推行文化治

理的方向。 

資料來源：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研究者自行整理製表 

從上述回應性評估論文整理可以發現，目前國內利用回應性評估角度進行研

究為數不少，且研究主題日漸豐富。在利害關係人中，可歸類為方案規畫者、方

案執行者和方案相關人員。研究方面，因為以回應性評估為理論，所以以質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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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為主，文獻回顧和深度訪談最普遍。評估指標方面，方案評估的指標會因研究

主題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評估指標，大多採用 Nakamuraand Smallwood (1980)

提出的指標：目標達到的程度、效率、人民的滿意度、利害關係人的反應、系統

的穩定性，和 Dunn(1994)提出的指標：效能性、效率性、充分性、公平性、回應

性、適當性。 

ಃΟ ࣴࢎزᄬᆶകӼ௨ 

 

൘ǵ ࣴࢎزᄬ 

本研究以回應性評估理論為基礎，針對 SH150方案進行計畫性評估，以方

案利害關係人探討 SH150方案設計的妥適度、執行者的意向態度、方案目標的

達成度及方案的回應性感受等四個面向做分析與討論。方案利害關係人包含執行

者及受益者，以目前研究者服務的學校的校長、體育組長、導師、家長和學生為

研究對象，採用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進行分析，建構出問題的核心

所在，來評估方案執行成效，最後針對研究之結果給予結論與建議。 

 

 

 

 

 

 

 

 

 

 

 

 

 

              კ  ᄬკࢎ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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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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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者意向態度 

方案目標達成度 

方案回應性感受 

收集資

料分析 

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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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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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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ມǵ കӼ௨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擬定五個章節，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架構、章節安排與研

究方法。其中文獻回顧部分則是藉由檢閱與 SH150 方案相關之論文和期刊，與

回應性評估相關論文研究，分析相關資料，建立本研究基本架構。 

第二章為理論探討，包含學校本位教學、體適能及探究回應性評估理論，以

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分析基礎。 

第三章為台灣中小學生體適能方案發展沿革，介紹台灣地區中小學生體適能

發展的各個階段方案，包含提升學生體適能中程計畫（333 計畫）、推動中小學

生健康體位五年計畫、快活計畫、樂活運動站、SH150 方案、大樂跑計畫。 

第四章為「SH150 方案」之回應性評估，以方案評估指標----方案設計妥適

度、執行者意向態度、方案目標達成度、回應性感受做討論分析。 

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由前一章方案評估指標的分析結果，整理出 SH150

方案之回應性評估並提出建議，供未來推動中小學生體適能方案之參考。 

 

ಃѤ ࣴزБݤᆶज़ڋ 

 

本研究使用之研究方法分成兩類，第一類為使用一般的文獻分析法，並採用

深度訪談方法對相關利害關係人進行訪談，以瞭解利害關係人內心真正的感受，

經過資料的蒐集、分析，再依據研究所得的結果，做為對 SH150 方案實施的參

考建議，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൘ǵ Ўϩݤ 

蒐集「SH150方案」之相關資料，包含國內相關學術論文、期刊、政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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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關網站等，其蒐集主要來源為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Airiti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教育部體育署網站等。透過文獻資料蒐集，將相關資料加以整

理、歸納和分析，以期能更完整瞭解「SH150方案」的實際執行狀況。 

 

ມǵ ుࡋೖፋ 

訪談是一種研究性交談，是創造一種情境，讓研究者可以透過口語相向溝通

的過程，研究者從被研究者那裡蒐集第一手資料的一種研究方法，是一種特定目

的和一定規則的研究性交談。深度訪談是社會科學常用的一種方法，更是質化研

究中發現被研究者心中想法的重要途徑（陳向明，2010：221）。而依據訪談問題

設計的嚴謹度，可以分成三類： 

一、結構式訪談：結構式訪談又稱為標準化或正式訪談。研究者以預先安排

好的問題，去瞭解受訪者的想法、意見和態度，並透過這種預先安排好的結構式

問題及訪問標準化程序，降低可能的偏誤，故其彈性較低。 

二、無結構式訪談：又稱為非標準化或開放式訪談。研究者在進行訪談過程

中，無須預先準備一套標準化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引導指南，重視如何在自然情

境中瞭解複雜現象或背後意義，通常使用於相同問題，受訪者對其意義有不同理

解時。 

三、半結構式訪談：又稱為半標準化訪談或引導式訪談。研究者在訪談進行

之前，必須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不過，實

際訪談時不必完全依據訪談的大綱順序來進行訪問，可做彈性調整。半結構式訪

談具有以下優點：（一）對特定議題往往可採取較開放的態度。（二）當受訪者在

訪談過程中受到較少限制時，往往會採取較開放的態度來反思自己的經驗。（三）

研究者較有機會深入瞭解受訪者個人的生活經驗（潘淑滿，2003：135-145）。除

了按結構分類外，訪談還可以依照正式程度、接觸方式、受訪者的人數及訪談的

次數進行分類。首先，按照正式程度可分為正規型和非正規型，本研究屬於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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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雙方事先約好時間地點，就一定問題的範圍進行交談。其

次，根據雙方接觸方式，還可以進一步分為直接訪談和間接訪談兩種類型，本研

究屬於直接訪談，研究者和受訪者一起坐下來進行面對面的訪談。 

 

ୖǵ ࣴزज़ڋ 

本研究在研究架構上力求周延、嚴謹，但基於主客觀因素，仍存有若干制，

茲分別描述如下： 

一、就研究對象限制而言： 

因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國民小學實施 SH150方案的成效，再加上人力、時

間、經費等客觀因素限制，因此本研究之利害關係人僅選擇研究者任職學校之校

長、體育組長、導師、學生及家長，難以包括方案制定者及其它學校的執行者及

受益者，此為本研究對象限制之一。 

二、就研究資料而言： 

在文獻探討上最主要採用有關 SH150方案及回應性評估的相關理論，分析其

利害關係人的要求、關切與議題。然而在理論的立意與取樣上及深度訪談過程中，

或多或少會受到人力與時間限制及研究者個人主觀判斷與背景經驗影響，難免有

失客觀。 

三、就研究範圍而言： 

本研究所選取的樣本，受限於人力、時間與區域性之限制，所選取的樣本數

代表性仍有不足，本研究所訪談之利害關係人所歸納之結果。並無法類推至其它

未受訪之利害關係人，對於要反應全面性之問題所在仍有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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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ക ፕ 

本研究依據所蒐集的資料，分成以下三節來討論。第一節探討學校本位教學

法，第二節探討體適能，第三節探究回應性評估理論，為本研究的理論及分析基

礎 

 

ಃ ᏢਠҁՏ௲Ꮲݤ 

SH150方案是推動每週在校運動 150分鐘策略，體育是學校教育重要的一環，

以下針對學校本位教學進行說明： 

 

൘ǵ ᏢਠҁՏ௲Ꮲޑཀက 

學校本位課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SBC）是以學校的教學理念為目標，

以學生需要為核心，以學校的教育人員為主體，以學校的情境及資源為基礎，以

校外社區的特色及大眾的期望為後盾，規劃、設計、實施與評鑑學校課程，以及

符應中央及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法定與政府的規範。 

學校本位教學所依據的是史克北（Skilbeck）的情境模式（Situation）理論，

課程情境分析主要步驟為：1.分析情境與評估需求。2.確立課程目標。3建構課

程方案。4.實施課程。5.回饋與修正。因此，在進行學校本位教學時必須依據上

述過程進行課程設計。進行體育的學校本位教學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主軸之

一，並以「成就每一個孩子」為願景架構。（蔡俊傑，2015：30-31） 

 

ມǵ ᡏػၮᏢਠҁՏ௲Ꮲচ߾ 

體育運動學校本位教學是以四大方向為出發點，分別是學生、學校體育教師、

社區資源及在地紮根為原則，其內容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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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學生需要為訴求 

教學的主體是學生，學校本位教學亦是如此，因此在進行學校本位課程設計

時，必須考慮到學生。 

二、以學校體育教師專業為考量 

體育運動的學校本位教學應以學校體育教師專業為考量，如果學校沒有該項

專業師資，又要以該專項為學校本位教學主軸，猶如「緣木求魚」，因此，必須

以校內體育教師的專長為考量。 

三、以社區資源為後盾 

學校本位教學的理念是結合社區文化，因此能結合社區資源，運用社區資源，

並與社會文化相互結合。 

四、以發揮在地紮根為目標 

「在地紮根」是文化的落實，教育的目標是在建立文化、發揮文化、傳承文

化，讓學校與社區充分結合。（蔡俊傑，2015：30-31） 

 

參、體育運動學校本位教學的步驟 

學校體育運動教學分成四個階段，其內容概述如下： 

一、分析情境與評估需求 

包含師資、場地、經費，在師資方面，分析學校體育教師專長，在其他學科

是否有體育專長，社區是否有家長有相關體育專長。在場地方面，除了校內體育

場館、空地、空餘教室，社區中是否有活動中心，其餘開闊場地可供使用。在經

費方面，學校經費有限，家長費的使用，社區人士的贊助等。 

二、確立支援課程與項目 

體育學校本位教學除了學校應有的體育教學外，主要在於體育社團、代表隊

的籌組，因此，除了現有體育教學目標達成外，在於補足多元項目的體育社團之

組成。若家長可支持參與，亦能發揮體育運動的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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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課程方案 

體育運動學校本位教學與其他課目相同，必須建立課程方案，並且建立檔案。

不論是原有課程或是社團、代表隊，均需訴諸書面檔案，以供日後參考修正。 

四、回饋與修正 

教學實施時，必須進行檢討，在檢討過程後必須回饋與修正，使課程能更深

入精進。（蔡俊傑，2015：30-31） 

 

ಃΒ ᡏૈ 

 

൘ǵ ᡏૈۓޑက 

體適能的定義是指：是身體適應生活與環境（例如：溫度、氣候變化、病毒）

的綜合能力。體適能較好的人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從事體力性或運動皆有較佳

的活力與適應能力，而且不容易產生疲勞或力不從心的感覺。在科技進步的文明

社會中，人體身體活動的機會越來越少，營養攝取越來越高，工作與生活壓力與

休閒時間相對增加，每個人更加感受到良好體適能和規律運動的重要性。體適能

好的人，能擁有比實際年齡較年輕的生理年齡，可減緩因為身體機能衰退所導致

的疾病。相反的，體適能不好，適應溫度、抵抗病毒的能力也會比較差，容易導

致生病。體適能依性質和需要的不同，可分為健康體適能和運動體適能(又稱競

技體適能)。（教育部體育署，2014） 

一、健康體適能 

指與健康有密切關係的心肺血管及肌肉組織的功能，促進健康體適能可提供

保護身體，避免因坐式生活型態所引起的慢性疾病，如心臟病、腦中風、高血壓

及糖尿病等，包括以下四個要素： 

(一)身體組成：即身體質量指數，指人體身高與體重的組合比例。 

(二)肌力、肌耐力：肌群在非最大阻力負荷下收縮的持續時間或重複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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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柔軟度：指關節的活動範圍以及關節周圍的韌帶和肌肉的延展能力。 

(四)心肺耐力：指人體在某一特定運動強度下持續活動的能力。（教育部體育署，

2014） 

二、運動體適能(競技體適能)  

運動體適能是指身體從事和運動有關的體適能，又稱為競技體適能，具備以

下六項能力的人，除了會有較好的運動表現外，也能較有效率地執行日常活動，

享受運動遊戲及比賽的樂趣。 

(一)敏捷性：指身體快速改變身體位置和方向的能力和效率。 

(二)協調性：指身體統合神經肌肉系統產生正確、和諧優雅的活動能力。 

(三)反應時間：係指身體對刺激的反應能力。 

(四)速度：指身體在最短時間內移動的快慢能力。 

(五)瞬發力：指身體在最短的時間內產生力的能力，包含兩個因素：速度和力量。 

(六)平衡性：指身體維持平衡的能力。（教育部體育署，2014） 

 

ມǵ ଼நᡏૈޑҞᆶෳໆ 

教育部體適能網站將健康體適能分成以下五大類，分別是 BMI、肌力、肌耐

力、柔軟度及心肺適能。檢測內容如下： 

1. BMI （body mass indes） 

身體是由肌肉、骨骼、脂肪及其他組織所構成，而所謂身體組成是指各組織

佔全身的比例。包括身高、體重、體脂肪重、體脂肪百分比。在教育部網站中，

評估方法有適用於青少年的「重高指數法」、行政院衛生署公布成年國人標準體

重計算法及身體質量指數等。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以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來衡量肥胖程度，其計算公式是以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

的平方。 國民健康署建議我國成人 BMI應維持在 18.5（kg/m2）及 24（kg/m2）

之間，太瘦、過重或太胖皆有礙健康。 研究顯示，體重過重或是肥胖（BMI≧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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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惡性腫瘤等慢性疾病的主要風險因素；而過瘦的健康問

題，則會有營養不良、骨質疏鬆、猝死等健康問題。 

2. 柔軟度 （fiexibility） 

任何可以屈、轉、彎、扭，而不使姿勢破壞的能力。柔軟度是人體各關節所

能伸展活動的最大範圍。可以分為：靜性與動性兩種。靜性柔軟度是以關節為支

點運動的活動範圍。動性柔軟度為一關節對於動作的抵抗或阻力，例如排球殺球

時，攻擊之手臂在人跳起後所能伸展的最大範圍。 

3. 肌力 （muscular strength） 

根據教育部體適能網站定義，指肌肉對抗某種阻力時所發出的力量，一般而

言是指肌肉在一次收縮時所能產生的最大力量。 

4. 肌耐力 （muscular endurance） 

根據教育部體適能網站定義，指肌肉維持使用某種肌力時，能持續用力的時

間或反覆次數。 

5. 心肺適能 （cardiovascular fitness） 

根據教育部體適能網站定義，也可以稱為心肺耐力，是指個人的肺臟與心臟，

從空氣中攜帶氧氣，並將氧氣輸送到組織細胞加以使用的能力。因此心肺適能可

以說是個人的心臟、肺臟、血管、與組織細胞有氧能力的指標。 

 

ୖǵ ଼நᡏૈᆶၮᡏૈϐКၨ 

林正常（1997）則將健康體適能與運動體適能區分為目標、對象、屬性、要

求、時間、收穫來做比較，如表 2-1 

表 2-1 健康體適能與運動體適能之比較表 

 健康體適能 運動體適能 

目標 健康 獲勝 

對象 大眾 選手 

屬性 一般 特殊 

要求 普通 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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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終身 短暫 

收穫 容易 困難 

資料來源：（林正常，1997） 

 

陳樹屏（2003）將健康體適能及運動體適能以目標、對象、運動項目、態度、

要求來細分，如表 2-2 

表 2-2 健康體適能及運動體適能比較表 

項目 健康體適能 運動體適能 

目標 個人健康 獲得獎牌 

對象 不分老少 比賽選手 

運動項目 沒有限定，只要動就好 有專門比賽項目 

態度 輕鬆、自我的 訓練嚴格 

要求 沒有目標，不做比較 設定目標，需和他人比較 

資料來源：（陳樹屏，2003） 

 

謝錦成（1998）將體適能及運動體適能分為目的、對象、要素、訓練量及感

受來做分析，如表 2-3 

表 2-3 健康體適能與運動體適能比較表 

項

目 

健康體適能 運動體適能 

目

的 

促進檢康與預防疾病 體適能提升與比賽獲獎 

對

象 

學生及大眾 比賽選手 

要

素 

1.心肺適能 

2.身體組成 

3.肌力 

4.肌耐力 

5.柔軟度 

除了心肺適能、身體組成、肌力、

肌耐力及柔軟度，還包括速度、動

力、平衡、協調、敏捷性、反應時

間等 

訓

練

量 

1.質量較低 

2.偏低強度的有氧訓練 

1.質量較高 

2.有氧、無氧性與高低強度之交互

訓練 

感

受 

1.感覺自在愉快舒暢，無壓力 

2.肌肉不會痠痛，呼吸不會困難，

無乳酸堆積 

1.呼吸常感困難、急促 

2.肌肉常會痠痛，會有乳酸堆積 

資料來源：（謝錦城，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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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學者資料得知，健康體適能與運動體適能的關係密不可分，健康體適

能是運動體適能的基礎，運動體適能則是健康體適能的延伸，有好的健康體適能

才有好的運動體適能，然而好的運動體適能則要先從健康體適能開始。 

 

ಃΟ ӣᔈ܄ຑፕ 

 

൘ǵ ӣᔈ܄ຑБਢᄽ 

首次提出質化評估的學者 Stake（1975）認為：實驗評估無法有用而真實評

估資訊，須採取回應性評估途徑（Responsive Approach），才能有效的的反應訊息。

回應性評估途徑的特色是：（一）計畫過程評估遠勝於計畫目的的評估，（二）強

調對於利害關係人資訊需求的回應是評估的重點，（三）利用利害關係人之價值

觀來表達關係人之間對計畫成敗的意見與態度，（四）加強利用利害關係人的參

與來進行對評估的掌控能力，（五）強調主張運用個案研究法（丘昌泰，2008：

404）。 

根據 Guba 和 Lincoln兩位學者，將方案評估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其發展

階段內容概述如下： 

一、第一代評估（191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強調測量(measurement) 

第一代評估的特色是實驗室的評估，評估方法是採科學的量化方式，透過各

種實驗，測量出其中差異，以了解方案對社會的影響。評估者的角色是屬於技術

性（technical）的，必須熟知所有的可能性測量工具，才能針對評估的內容找出

適合的工具。不過此時的方式過於強調測量角色，容易產生無效率或以實驗室的

評估結果，是否能應用現實生活，遭受到須多質疑。 

二、第二代評估（第二次世界大戰～1963年）：著重描述（description） 

第二代評估維持原有的測量方式，也著重描述功能發揮，認為測量只是評估

的手段以外，評估者除更應具備同理心須扮演描述角色，試著站在描述者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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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二代評估主張「方案評估即實地實驗」，強調現實生活實地調查的重要

性。 

三、第三代評估（1963年～1975年）：重視判斷（judgment） 

60年代行為科學主義發展的影響下，二代描述功能取向的評估深受質疑，

第三代評估研究躍然而起。第三代評估維持過去測量、描述功能的評估特性外，

更將重點著重在社會公平性的議題上，因此「評估者即判斷者」與「方案評估即

社會實驗」是本階段特別強調的要求。 

四、第四代評估（1975年～迄今）：主張建設性的評估回應（the responsuve construcitv 

evaluation） 

第四代評估以建構典範為主軸，主張在自然環境下進行研究。建構者並不會

去假設他們已對於時間與脈絡有所了解，亦即不會宣稱他所明確知道的事物，而

是置於脈絡中，同時面對已知與未知的事物。 

將以上四代評估的演進與差異，以表 2-2做說明： 

表 2-4方案評估演進表 

區分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評估結

果產生

的方式 
 

測量 描述 判斷 協商 

時期 1910年~二次

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

後~1963年 

1963年~1975

年 

1975年~迄今 

典範基礎 實證理論 實證理論 實證理論 自然理論 

活動實施

內容 

工具導向： 

運用適當工具

有系統的蒐集

個別資料。如

學校對學生所

作的考試、智

力 

目的導向： 

對已執行之方

案方案，依預

期的特定目的

描述其結果的

優劣。 

暫時性的決策

導向： 

依被評估者之

內在本質、外

在前因後果二

價值來判斷被

評估者之優

劣。強調判斷

乃評估不可或

缺的一部分。 

整合性的決策

導向： 

考慮到人類全

體，並綜合考量

政治的、社會

的、文化的和前

因後果相關之

所有因素。強調

結合評估者和

利害關係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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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此互動、協

商中進行評

估。重視評估公

平性與公正

性。研究方式量

化的實驗室 

量化實驗、個人

描述量化實

驗、個人描述和

判斷質化的個

案研究 
 

評估者扮 

演的角色 

技術人員 描述者 判斷者 技術人員、描述 

者、調停人、協 

力者、變革推動 

者 

資料來源：（吳定，2001：590） 

 

ມǵ Бਢճ্ᜢ߯Γ 

回應性評估主要觀念在於有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任何方案都涉及到利害關係，

與這方案有關係的人，可通稱為利害關係人。每一位利害關係人對於方案皆會有

不同的看法，希望能在方案與本身之間達成平衡點。 

 

ୖǵ ӣᔈ܄ຑޑჴࡼำׇ 

回應性評估已成為近年來方案評估的主要方法之一，方案評估已經大量使用 

質化評估方法，其實施程序如下： 

一、認定承受風險的方案利害關係人為何： 

任何方案都必然涉及或多或少的方案利害關係人，有些人是受益者（policy 

beneficiary），有些人則是犧牲者（policy victim），進行質化評估時，必須注意那

些浮出舞台或潛在的犧牲者。 

二、界定出方案利害關係人所提出的「主張」、「關切」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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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方案利害關係人所提出之「主張」、「關切」與「議題」時，我們必須採

取內在者觀點（insider’sview），以「將心比心」的態度，針對利害關係人內心

的需求與痛苦界定出來，同時，基本態度上必須是開放性的，不能存在有任何偏

見。 

三、建構質化評估的系絡與方法論： 

利用人性關懷與社會互動的對話方式，關心承受風險之方案利害關係人的內

心需求，建構一個適用於質化評估的系絡環境與方法論。 

四、建構利害關係人的共識： 

建構出共識性的項目，以作為評估建議之參考；換言之，我們必須找出「最

大公約數」，使得要求和需求能夠趨於共識。 

五、設定妥協的時刻表： 

無法達到彼此共識時，為求問題能解決，必須於談判妥協中設定時刻表。 

六、蒐集有關妥協議程的訊息： 

相關訊息，無論文獻上或實務上的，都應該盡量蒐集。 

七、建立方案論壇以進行妥協： 

提供一個可以讓利害關係人自由討論與自由發言的空間，讓他們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真正能夠掌握他們的要求、關切與議題。 

八、將已具共識的妥協事項做成報告： 

如有某些要求、關切、與議題具共識應該做成報告，要求主管機關立刻解決。 

九、未獲取共識者繼續前面的順序重新建構一次： 

在方案的評估未達到方案關係人之要求、關切與議題的共識時，應用永恆的

耐心繼續前項的順序再次做建構，直到解決與滿足所有的要求、關切與議題為止。

（李允傑、丘昌泰，2003：283-284） 

 

စǵ ӣᔈ܄БਢຑޑБݤ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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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性評估採用質化評估途徑，也稱為自然論典範，在方法論上與量化評估

途徑之實驗論典範，亦即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為基礎是截然不同的。學者吳瓊恩

認為質化與量化評估途徑在方法上有顯著的差異，其重點摘要如下（吳瓊恩，2008：

256-264）： 

（一）資料選取： 

1.使用質化研究途徑，會以自己的角度和自然的方法來捕捉生活、經驗及互

動的意義為何。 

2.適於獲取深刻詳盡的資料，詳細研究所選擇的題目。 

3.資料來源包含情境、事件、人們、交互行動和被觀察的行為之詳盡描述，

並可直接引述有關人員的經驗、態度、信念與思想。 

（二）評估研究因果關係： 

於自然情況下進行，避免操控研究情境，對結果也不先加以臆測。 

（三）演繹與歸納途徑： 

對於研究對象賦予意義的詮釋，沒有事先設定的期望，先從事一些特殊觀察，

然後再逐步建立起一般性的類型。 

（四）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爭辯： 

自然論典範被實驗論典範所批評的，是太具有主觀濃厚意味，但是以自然論

典範為出發的質化研究者認為，它們會假定多元、考慮多方觀點、重視互動、平

衡測量信實度。 

（五）對方案採取接近的程度： 

特別強調接近研究對象未必造成偏見或喪失觀點，保持距離也難保達到客

觀。 

（六）變數與整體交互運用： 

評估過程應該要發覺任何一個系絡中相關部分，以便未來能夠勾勒出完整的

圖象，也就是進行資料蒐集要體認到每一個個案、事件都是獨特實體，與其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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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又有其主要指明的方向。 

（七）立意抽樣邏輯： 

透過有目的性的選擇個案，來產生豐富的個案研究，不太相信通則的建立，

因為每一個樣本都有其時空上的意義。 

丘昌泰引述 Patton的觀點，認為質化評估的特質包含：自然調查

（naturalisticinquiry）、歸納分析（inductive analysis）、直接個人接觸（direct personal 

contact）、全體論的觀點（a holistic perspective）、動態發展的觀點（a dynamic,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丘昌泰，2009：285-289）。 

 

Ҵǵ ӣᔈ܄ຑࡰϐࡌᄬ 

方案評估採用的指標，會因研究的主題和研究方法而有所不同而有不同的指

標，較常見的指標有以下：效率、效能、適切、公平、充分、回應和產出等。依

據學者的研究動機、目的和切入的角度，而有不同的評估指標，其內容如下表

2-3： 

表 2-5 國外學者主張之方案評估指標表 

學者（時間） 論著 方案評估指標 

Nakamura & 

Smallwood(1980) 

The Politic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方案目標達成（policy goal attainment） 

效率（efficiency） 

顧客支持度（clientele support） 

系統持續性（system maintenance） 

Starling(1988) Strategies for Policy 

Making 

產出（output）、外部性（externalities）、

效率（efficiency）、策略（strategy）、

順服（compliance）、公平（justice）、

介入效果（intervention effect） 

Dunn(1994) Public Policy 

Analysis : A 

Introduction 

效能（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

充分（adequacy）、公平性（equity）、

適切性（appropriateness）、回應性

（responsiveness） 

Vedung(1997) Public Policy and 

Program Evaluation 

效能（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

生產力（productivity）、成本效益

（cost-benefit）、成本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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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effectiveness） 

Owen & 

Patricia(1999) 

Program 

Evaluation-Form 

and Approaches 

效用性（utility）、可能性（feasibility）、

適當性（propriety）、正確性（accuracy） 

Daft(2001)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Design 

效能（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

適切性（appropriateness）、產出（output） 

資料來源：轉引自卓敏惠（2016） 

 

回應性評估重視客觀性的標準，利害關係人利益的關切、對話與協調，是回

應性評估最重要的價值所在。 

回應性評估標準依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而有所差異。本研究針對 SH150方

案之研究，採回應性評估觀點，以方案利害關係人探討 SH150方案內容、宗旨、

目的、推動過程和成效，以方案設計妥適性、方案執行者的意向態度、方案目標

的達成性、方案回應性感受作為本研究的方案評估指標。評估對象為方案利害關

係人：學生、家長、教師、行政人員和校長，原本評估對象應包含方案制定者，

但限於研究者人力及時間，無法訪談方案制定者。主要運用的方法為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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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ക ՉᏢਠᡏػБਢวݮॠ 

 

教育部體育署從 2000年至今，依序推動的計畫為「333計畫」、「推動中學小

學生健康體位五年計畫」、「快活計畫」、「樂活運動站」、 「教育部泳起來專案計

畫」、「SH150方案」、「大跑步計畫~樂跑方案」，以下針對各項計畫說明： 

 

ಃ   333ीฝȐගϲᏢғᡏૈύำीฝȑ 

 

本計畫有三個向度分別為：第一個“3”為每週至少運動三天，每天至少三

十分鐘而其運動強度達每分鐘心跳 130次左右；第二個“3”為改進學生體適能

知識、態度與行為；第三個“3”為結合學生、學校與家長共同營造有利之運動

環境。 

 

൘ǵ ीฝҞ 

一、總目標 

（一）提高學生體適能的知能，學生體適能認知於五年內提昇 30%。 

（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學生規律運動人口比率於五年內提昇 10%。 

（三）提升學生體適能，學生體適能於五年內提昇 10%。 

二、策略目標 

本計畫的主要目標是營造全方位的運動環境和文化，強化學生體適能社會支

持體系，使學生易於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增加運動保健與體適能的知能，進而享

受運動歡樂提昇體適能。策略目標在於： 

（一）提昇學生體適能認知與技能。 

（二）改善學生、教師與家長體適能的態度。 

（三）增加學生參與體育活動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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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加學生參與體育活動之強度。 

（五）拓展學生參與運動之機會。 

（六）改善學校的運動設施與環境文化。 

（七）活絡學校與社區體適能教育互動。 

（八）研發學生體適能的基本資料與教材。 

（九）建立體適能教育網路資訊。 

 

ມǵ ीฝයำ 

自 2000年會計年度起至 2004年會計年度止，為期五年。 

 

ୖǵ ीฝҞ 

（一）強化學生體適能教育。 

（二）拓展學生參與運動機會。 

（三）活絡學校與社區體適能教育活動。 

（四）改善學校運動設施環境。 

（五）建立學生體適能獎章制度。 

（六）加強學生體適能研究與發展。 

 

စǵ Ⴃයਏ݀Ϸቹៜ 

一、預期效果 

（一）學生規律運動人口比率增加，改善社會休閒文化。 

（二）學生體適能提昇，身心合理發展，也改善生活品質，提高學習效率。 

（三）學生體適能認知與態度改善，能體會欣賞運動的樂趣與價值。 

 

二、計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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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與學校的互動增加，促進運動文化提昇，有助社區整體營造。 

（二）學生於學校更健康更快樂地學習與成長。 

（三）學生及早養成運動習慣與態度。 

（四）國民更健康，醫療保險與負擔減少，社會更和諧並富活力(教育部，1999)。 

 

ಃΒ   ύλᏢғ଼நᡏՏϖԃीฝ 

 

333計畫後，普遍獲得學校、社會、教師與學生的認同，但仍然未達成的預

期目標，因此再推動中小學生健康體位五年計畫。 

 

൘ǵ ीฝයำ 

自 2004年 1月 1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為期五年。 

 

ມǵ ीฝҞ 

營造健康體位優質環境，提升正確體型意識，借動態生活、均衡飲食，提升學生

體適能，逐年降低學生過輕及過重（肥胖）之比率，以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其分

項目標如下： 

一、營造學生健康體位環境。 

二、營造學生健康體型意識價值觀。 

三、推動學生健康飲食。 

四、增加學生活動及提昇體適能。 

五、建立學生健康體位推展模式。 

 

ୖǵ ीฝჴࡼౣ 

策略一：營造學生健康體位環境 

一、建立學生健康體位明確的方案 

（一）對健康體位、體型意識、動態生活、健康飲食形成專家共識，提出具體建

議指標，建立分期的行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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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健康體位、體型意識、動態生活、健康飲食的行為指標於學生的生活

中。 

（三）了解影響動態生活的環境因素。 

二、結合學校、家庭、社區資源建構健康體位的支持環境 

（一）建立健康體位角色典範（role model），引領健康體位的風潮。 

（二）建立學校、家庭、社區推動健康體位的夥伴關係。 

（三）鼓勵社區推動健康飲食環境，推動食品營養或份量標示。 

（四）規劃具社區特性之動態生活環境。 

三、協調相關單位規劃興建動態生活的環境建設。 

四、推動結合社會資源之健康體位方案。 

策略二：營造學生健康體位價值觀 

一、加強學生健康體型意識之宣導 

（一）健康體型意識教育宣導 

（二）透過（媒體、場域）多元管道引發社會關心健康體位議題(如何謂健康體

位、正確體型意識、正確體重控制方法…等)。 

二、研製學生健康體型意識之教材。 

策略三：推動學生健康飲食 

一、研擬及推動有利之校園健康飲食環境方案 

（一）修訂並落實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 

（二）輔導推動校園食品規範。 

二、創新學生健康飲食教育活動 

（一）發展多元適性的健康飲食教育性媒體。 

（二）建構健康飲食 e化教育資源網絡。 

（三）培育學校健康飲食教育活動團隊師資。 

策略四：強化學生身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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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造推動家庭動態生活環境。 

二、營造推動校園動態生活環境 

（一）增加學生身體活動時間。 

（二）營造規劃有利於身體活動之環境。 

（三）推動走路上下學方案。 

策略五：推展學生體適能活動 

一、增強學生體適能認知與行為能力 

（一）擬訂各級學校學生運動處方。 

（二）全面實施學生健康與體育護照（含體適能及健康飲食學習資料）。 

（三）建構障礙類學生體適能檢測方法與教材。 

二、強化教師體適能教學知能 

（一）舉辦體適能種子師資研習營。 

（二）教師體適能護照全面實施。 

策略六：建立學生健康體位推展機制 

一、研究發展學生健康體位推展模式 

（一）建立學生健康體位教育執行機制。 

（二）建立各單位間學生健康體位教育溝通網絡。 

（三）建立學生健康體位教育評估機制。 

二、推展學生健康體位執行機制 

（一）執行學生健康體位學校試辦計畫。 

（二）辦理學生健康體位教育方案。 

 

Ҵǵ ႣයᕮਏϷቹៜ 

一、預期績效 

（一）自辦午餐學校依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供餐比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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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縣市政府訂定校園食品規範，學校依校園食品規範供售食品。 

（三）開發學生、教師及家長多面向的健康飲食教育學習管道，提昇健康飲食的

教與學成效。 

（四）發展具由下而上動員策略之多元且適性的學生健康體位教育執行方案。 

（五）編撰學生健康體位教育推展手冊，作為各級機關、學校辦理健康體位教育

之參考。 

（六）培育各類推動學生健康體位教育推廣人才，各縣市至少成立一支種子教育

師資團隊。 

（七）灌輸學生健康體位正確觀念，並培養學生健康體位知識與技能，降低國小

學生體重過重盛行率至 12%（九十三年為 14.0%），及降低國小學生體重過輕盛

行率至 11%（九十三年為 12.9%）。 

（八）國中小學生體育課程教學一周至少需達 2小時。 

（九）學生每天規律活動時間至少 30分鐘以上，逐年提昇 10分鐘。 

（十）學生規律運動人口每年增加 2%。 

（十一）50%的學生每週至少有三次費力的活動一次達 30分鐘以上（九十一年

國小學童 34%達成）。 

（十二）降低學生假日從事靜態活動時間超過六小時比率降為 30%以下（九十一

年約有 36%國小學童）。 

（十三）提升學生體適能水準，增進身心合理發展，提高學習效率。 

二、計畫影響 

（一）學生擁有健康與活力，能夠快樂地學習與成長。 

（二）學校和社區的互動熱絡，打造優質運動環境（教育部，2007）。 

 

ಃΟ   ࢲזीฝ 

 

2007年推動「快活計畫」，喊出「出去運動取代進去寫功課」口號，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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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做起，讓學生從小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找回國家未來的競爭力。 

 

൘ǵ ीฝයำ 

自 2007年起至 2011年，為期 5年。 

 

ມǵ ჴࡼۺ 

快樂運動、活出健康，讓運動帶給學生健康與智慧。 

一、建構適性運動環境，提升學生運動動機及成就。 

二、養成規律運動，增進學習效率並活出健康。 

三、建立校園運動文化，強化以運動為核心的人際關係。 

四、促進學生動態生活，帶動社區運動發展。 

五、結合社會資源，輔導開發新興體育活動。 

 

ୖǵ ीฝҞ 

一、高中及大專校院學生身體活動每天至少累積 30分鐘，且每週累積 210分鐘

的比率，每年提升 10%至 15%；國中小學生於 2008年達到 80%。 

二、學生參加體適能檢測的比率每年提昇 20%，學生通過體適能標準的比率每年

提升。 

三、學生參與運動社團的比率每年提升 4%至 6%。 

四、以班際為核心舉辦班際及參加校際運動競賽的學校比率每年提升 20%。 

 

စǵ ڀᡏբݤ 

一、督導各級學校訂定完備的運動推展措施 

（一）學校將體育運動及健康納入學校校務發展及行政運作管理之核心議題。 

（二）學校應訂有完備的運動教育措施，鼓勵學生運動，對於未養成規律運動習

慣的學生，應給予適當的教育與輔導。 

（三）學校應提升導師及體育教師之體育及運動相關能力，並將鼓勵學生運動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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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班級經營管理重點及輔導學生運動納入體育教學重點 

（四）學校應訂有年度班際、系際、校際、區域比賽計畫，以競賽提升校園運動

風氣，增加學生運動機會。 

二、鼓勵與輔導各級學校增加體育運動時間 

（一）中等以下學校利用上下學、晨間、課間、綜合活動及課後時間提供學生多

元化的活動機會。 

（二）中小學全面辦理課間 15至 30分鐘身體活動時間。 

（三）中等以下學校推廣課後活動 1至 2節之身體活動，並得外聘運動志工及具

運動專長人員等進行運動指導。 

（四）國中小學生辦理課外活動時，應適當安排體育活動。 

（五）大專校院推廣有關身體活動課程選修課程並增加運動社團及其他運動組織

的活動時間。 

三、鼓勵輔導各級學校加強教育學生規劃假日及寒暑假之運動休閒活動 

（一）鼓勵與輔導各級學校利用學校及社區之場館設施，並得外聘運動志工及具

運動專長人員等指導學生之運動休閒活動。 

（二）宣導家長協助安排或參與孩子之假日及寒暑假運動休閒。 

（三）支援與輔導學生運動社團或其他運動組織利用假期辦理社團相關活動。 

四、推動團體運動種類，增加學生參與運動機會、擴展學生參與運動人數 

（一）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劃下列運動種類，並依學生身心發展的條件，規

劃適性體育材料、編印教材、設計運動規則及培訓種子師資。 

（二）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調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推動團體運動種類之競

賽活動，包括班際、系院際、校際、區域競賽，以擴展學生參與運動人口，

提升校園運動風氣。 

五、支援及鼓勵各級學校發展學校本位的運動特色 

（一）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鼓勵及支援所屬學校依其學校場地設施、師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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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資源及學生需求，發展學校本位的運動特色。 

（二）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支援及輔導具相同特色之學校辦理聯校觀摩及比賽

交流。 

六、檢討現行入學制度納入學生運動績效與表現 

（一）研議高中職及大學入學將學生參與運動成就及體適能納入錄取條件之ㄧ。 

（二）試辦及推廣高中職及大學入學將學生參與運動成就及體適能納入錄取條件

之ㄧ。 

七、整合與擴充運動設施，提供足夠的運動空間 

（一）針對學校閒置教室，選擇適當區域地點補助設置簡易運動教室，規劃多功

能的運動場域，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學校實際需要給予經費補助。 

（二）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建置全國性、縣市區域性及社區性可租借的運動

場館資訊平台，提供有需求的運動團隊租借。 

（三）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針對租借運動場館績優之學校給予獎勵或補助。 

八、輔導創新校內及校外運動組織，協助學校推展運動。 

（一）輔導建置校內、跨校性、區域性的學生運動組織，由熱愛運動的學生引導

不愛運動學生參與運動，並強化學生運動次級文化。 

（二）遴選及輔導社會優質運動組織與學校建立運動夥伴關係，協助學校創新運

動教學與體育活動。 

（三）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加強培訓與組織運動志工，提供學校運動資源。 

（四）鼓勵各級學校建立區域性、校際性、全國性之運動夥伴關係。 

九、發展校園運動文化，進而提昇社會運動文化 

（一）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獎勵各級學校創新多元運動文化。 

（二）獎勵校園及社會各界創作及發展運動漫畫及運動文學。 

（三）規劃多元策略，透過多元媒介，全面宣導國家體育方案及運動價值。 

（四）培養學生觀賞運動賽事的知能，並輔導與鼓勵學生體驗觀賞運動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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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推動體育運動評鑑與獎勵 

（一）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訂定所屬學校體育運動發展指標，並納入學校評

鑑及訪視。 

（二）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 97學年度前將學校辦理體育運動績效納入教學

卓越計畫審查項目。 

（三）協調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將體育、運動辦理績效納入遴選學校校長之

參考。 

（四）針對各級學校執行績效良好者給予獎勵，並作為示範學校（教育部，2007）。 

 

ಃѤ  ࢲၮઠ 

 

近年來飽受少子化衝擊，而空餘出的學校閒置教室，拓展成為校園室內運動

空間。這對於地處亞熱帶高溫、多雨的台灣，體育課程或運動競賽與活動常受天

候影響，因此於 2007年-2009年度的 3年的「樂活運動站」計畫，此計畫的推動

有其必要性與方案價值。 

 

൘ǵБਢҞ 

一、提供學生更充足之室內運動空間與運動設施，舒緩學生運動空間不足問題，

及減少不良天候對於學生從事身體活動之影響。 

二、發揮學校創意與特色，建構多元及對學生有吸引力之運動設施，發展學生適

性體育教育，促進身體活動量，並培養其終身運動習慣。 

三、吸引身體活動能力較為弱勢學生加入運動行列並進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ມǵࢲၮઠೕჄচ߾ 

一、運動人口提升策略：擬訂具創意或特色之策略吸引校內尚未養成運動習慣或

體（技）能弱勢之學生，培養其終身運動習慣。 

二、規劃內容：依前款策略，規劃好玩、有吸引力，並具有身體活動教育意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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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三、課程與師資：依第一款策略，從適性化身體活動教育之觀點進行推廣，兼顧

年級、性別、身心障礙者之運動需求差異；國民小學並應重視中、低年級學

生專屬運動需求之發展。研擬充分運用樂活運動站設施之教學方案，如其有

虛擬科技或科技機械類運動器材者，應有銜接正規運動設施之課程規劃。師

資規劃除研究學校教師外，得包括運動義工、外聘專業運動團體或運動指導

員。 

四、營運管理與資源整合：敍明未來營運計畫，並提出如何整合社會資源（含接

受捐贈、認養、贊助等），以利未來之永續營運。 

五、設置維修：應經專業人士設計安置，注意安全，並能落實身體活動、體育教

學及學校特色（教育部體育署學校設置樂活運動站及更衣淋浴間資訊平台，

2014）。 

 

ಃϖ   ݚଆٰਢ 

基於學生溺水死亡率能高於先進國家，游泳池數量不足且分配不均、城鄉差

距大及游泳方案缺乏長期整理規劃乃設定 1.重視生命權與健康權。2.縮短游泳資

源的城鄉差距。3.保障弱勢學生學習游泳權益。預期民國 110年能達到以下五大

效益： 

(一)提升檢驗合格率，畢業生每年增加 3.25%學會游泳，到 110年達 80%學會率。 

(二)改善設施活化現有 455座游泳池，逐年改建及新建游泳池，預計 12年改建並

新建各 150座溫水游泳池，游泳池比率提升 15%。 

(三)每十萬名學生溺水率降至 0.5。 

(四)每年協助五萬名學生學習游泳。 

(五)每年調訓 900位學校游泳師資，提升教學知能。（教育部，2010） 

 

ಃϤ SH150Б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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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14條之規定推動「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150分鐘方案」。藉

由法規的修正，明訂學生在校期間應安排學生在校，SH150方案，S代表 Sports，

H代表 Health，除體育課程時數外，每日參與體育活動之時間，每週應達 150分

鐘以上。冀望由晨間、課間、空白課程及課後時間增加身體活動，帶給學生活力、

健康與智慧。 

 

൘ǵБਢጔଆ 

2013年 12月 11日，國民體育法第六條修正，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

學校五年制前三年並應安排學生在校期間，除體育課程時數外，每日參與體育活

動之時間，每週應達 150分鐘以上，正式將體育課外體育活動入法。 

 

ມǵಔᙃϩπᆶЍජᡏس 

組織分工的概念，分別由教育部、縣市政府及各級學校、教師。如表 3-1： 

表 3-1 SH150方案推動組織分工表 

組織

分工 

工作內容 實施方式 辦理單位 

成立中央 

推動小組 

1. 確立法規精神以及擬定原則。 

2. 規劃方案及考核獎勵機制。 

3. 將績效指標納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網
路填答系統。 

4. 納入統合視導項目 

教育部體育署國

教署 

成立縣市 

推動小組 

1. 提出計畫及考核機制。 

2. 監督並統合學校執行成果。 

3. 展現整體計畫績效數據。 

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 

成立學校 

執行小組 

1. 提出實施方式及自我評核標準。 

2. 提供第一線執行改善意見。 

高中職(含五專前

3年)以下各級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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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方案推動組織分工表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組 

 

而 SH150方案推動的輔助支援，則如圖 3-2所示: 

 

 

 

 

 

 

 

 

 

 

 

 

圖 3-2  SH150支援體系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組 

 

ୖǵౣπբϣ 

一、人力資源方面： 

（一）提升體育教師運動知能。 

（二）建置教師互動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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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典範學校觀摩。 

（四）校長、家長及運動志工增能。 

（五）結合民間組織資源。 

二、教材設施方面： 

（一）提供樂趣化教材。 

（二）提供運動套餐選單。 

（三）利用閒置空間設置樂活運動站。 

（四）支援課後運動社團教材。 

（五）結合網路多元學校平臺分享。 

三、活動規劃方面： 

（一）晨間、課間及課後運動。 

（二）彈性課程及綜合活動時間實施體育活動。 

（三）國中、小學普及化運動。 

（四）跳繩等多元化活動項目。 

（五）辦理校內班際運動聯賽。 

（六）運動社團協助辦理活動。 

四、資訊宣導方面： 

（一）利用媒體廣為宣傳。 

（二）提供運動資訊。 

 

စǵБਢҞϷႣයᕮਏ 

一、高中以下學校(含五專前三年)學生達到每週運動 150分鐘比率，預計每

年提升 15%。 

二、高中以下學校(含五專前三年)學生體適能上傳率每年均超過 90%。 

三、每年辦理各級典範學校觀摩或研討活動。 

四、每年參加教師增能之比例超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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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每年超過 140萬人參加各項普及化運動競賽。 

六、每年結合 2,000位運動志工投入運動指導及服務。 

七、國小學生畢業前每人至少學會一項運動技能。 

八、民國 110年各級學生體適能中等比率達 60%。 

九、民國 110 年學生規律運動習慣比例逐年提升至 90%。（教育部體育署，

2015） 

 

 

ಃΎ εາीฝɴາБਢȐrun for funȑ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6 條規定：｢各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有關法令規定，配合

國家體育方案，切實推動體育活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

並應安排學生在校期間，除體育課程時數外，每日參與體育活動之時間，每週應

達一百五十分鐘以上｣，擬定 SH150方案-推動每週在校運動 150分鐘策略。為推

動此方案，故擬訂「大跑步計畫」，以樂趣化方式引導學生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൘ǵБਢՅ 

一、健康效能：跑步對於維持或增進個人的心肺適能、下肢肌肉適能與心理耐力

等身體適應力有著顯著的效果。 

二、經濟性：只需穿著合適的運動鞋與運動服即可享受跑步的樂趣與益處。 

三、便利性：任何的環境只要是交通與人身安全無虞，個人條件許可，即可從事

慢跑。 

四、回真性：人要活就要動，跑步不但使人展現其與生俱來的本能，亦能改善身、

心健康狀態，是一項引領人們返璞歸真的好運動。 

五、時尚性：近年來臺灣人瘋路跑已成為一種趨勢，而成為了一種時下流行的社

會風潮。 

六、人文性：藉由跑步熟悉每條路線與人文景觀，提高與自身所在環境關聯的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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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性。 

 

ມǵჴࡼჹຝϷБԄ 

一、國小階段：以「本能啟發、樂趣培養」為實施原則，教導國小學生跑步基本

方法，培養慢跑樂趣。口號：生來就愛跑(born to run) 

二、國中階段：以「體能鍛鍊、習慣養成」為實施原則，期望以慢跑來鍛鍊學生

體魄，培養慢跑習慣。口號：跑出健康美(run for health) 

三、高中階段：以「自我挑戰、賽會參與」為實施原則，鼓勵學生挑戰並拓展慢

跑實力，建立自信心。口號：跑向巔峰(run to peak) 

四、大學階段：以「運動健康、終生休閒」為實施原則，培養學生以慢跑作為終

生運動項目，創造人生新價值。口號：跑向自我(run for self) 

五、全民階段：以「健體強身、樂活人生」為實施原則，鼓勵全民養成規律運動

習慣。口號：跑出自信(run for confidence) 

 

ୖǵౣ 

一、建立登錄機制 

（一）建置「跑步大撲滿」紀錄平臺。 

（二）研發行動版 APP程式。 

二、提供教學資源 

（一）建立專案網頁。 

（二）遴選與輔導創意跑步活動設計，以作為各校參考。 

（三）建立「跑步運動模組」。 

三、多元創意推動 

以簡單易行、樂趣化及創意化方式，引導學生投入跑步運動，由各校因地制

宜，自行設計推動方式，引導學生以零存整付方式累積里程數，培養學生終身運

動習慣，達時時運動處處運動之目標。 

四、建立即時回饋及獎勵機制 



 

65 
 

如結合企業贊助、召開記者會或頒獎典禮公開表揚，或建置學校排行榜、班

級排行榜、榮譽榜網站等方式(得配合榮譽卡、獎品、獎座、摸彩等)。 

 

စǵᜫඳȐӚ௲ػ໘ࢤಕᑈϦٚኧȑ 

一、就一年級新生即開始登錄里程者： 

（一）國小畢業：環臺一圈(累計 1,080公里以上)。 

（二）國中畢業：跑向東南亞(累計 2,232公里以上)。 

（三）高中畢業：跑向南亞(累計 3,384公里以上)。 

（四）大學畢業：挑戰西亞(累計 4,920公里以上)。 

二、各校得利用「跑步大撲滿」紀錄平臺，以全校或班級里程總和，自行設立分

階段挑戰目標。（教育部體育署，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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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ക   SH150Бਢϐӣᔈ܄ຑ 

 

本章節根據訪談所得到的資料進行分析，採用回應性評估，以方案利害關係

人，行政、導師、學生及家長角度，針對 SH150方案的內容、宗旨與推動過程

進行評估，以研究者學年體育相關背景導師班級及非體育相關背景導師班級為研

究對象，探討不同教育體系出身的教師，對於孩童在運動方面的要求差異及是否

能達成 SH150方案的推動。以研究者所任職的學校為例，分別對校長、體育組

長、導師、學生和家長進行訪談，以了解方案利害關係人之內心感受。 

 

ಃ ڙೖޣၗϷೖፋᚒҞी 

 

本研究是以研究者所任職的學校所實施的 SH150方案計畫為本，利用訪談

的方式來了解這個方案對於不同利害關係人的不同看法及意見。主要受訪著如下

表 4-1： 

表 4-1受訪者基本資料及訪談時間 

編號 身分類別 訪談日期 

A01 校長 2018/04/02 

B01 體育組長 2018/04/03 

C11 高年級導師 2018/04/02 

C21 高年級導師 2018/03/31 

D11 高年級學生 2018/03/28 

D12 高年級學生 2018/03/28 

D13 高年級學生 2018/03/28 

D14 高年級學生 2018/03/28 

D21 高年級學生 2018/03/29 

D22 高年級學生 2018/03/29 

D23 高年級學生 2018/03/29 

D24 高年級學生 2018/03/29 

E11 家長 2018/04/03 

E12 家長 2018/04/03 

E13 家長 2018/03/26 

E21 家長 2018/03/27 

E22 家長 2018/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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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3 家長 2018/04/04 

代號說明： 

英文：A-校長、B-體育組長、C-高年級導師、D-高年級學生、E-家長 

     第一位數字：1-有體育背景導師班級、2-無體育背景導師班級 

     第二位數字：代表不同學生及不同家長序號 

 

受訪題目大綱如表 4-2： 

表 4-2訪談大綱 

評估

指標 

對象 題號 題目 配對

內容 

方 

案 

設 

計 

妥 

適 

度 

校長 1 你對 SH150方案的看法是什麼？ 方案

立意 

體育

組長 

1 你對 SH150方案的看法是什麼？ 方案

立意 

導師 1 你對 SH150方案的看法是什麼？ 方案

立意 

學生 1 你覺得除了體育課以外要運動 150分鐘的方案如

何？ 

方案

立意 

家長 1 你知道 SH150方案嗎？你的看法是什麼？ 方案

立意 

校長 2 目前校內實施 SH150方案上人力是否足夠？需要

引進校外的人力資源嗎？ 

人力

資源 

體育

組長 

2 目前校內實施 SH150方案上人力是否足夠？需要

引進校外的人力資源嗎？ 

人力

資源 

導師 2 你覺得學校實施 SH150方案需要引進校外運動志

工嗎？ 

人力

資源 

校長 3 請問學生在校有足夠的時間達到體育課以外運

動 150分鐘的要求嗎？ 

時間

資源 

體育

組長 

3 請問學生在校有足夠的時間達到體育課以外運

動 150分鐘的要求嗎？ 

時間

資源 

導師 3 目前課程安排，要讓孩子達到每周在校體育課以

外運動 150分鐘，你覺得時間夠嗎？ 

時間

資源 

學生 2 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的方式，你

能達到每週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 分鐘嗎？ 

時間

資源 

家長 2 你覺得學校推動環島競跑及利用第二節下課實

施健康操活動時間恰當嗎？為什麼？ 

時間

資源 

校長 4 學校在實施 SH150方案上，場地及運動設施是否 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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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 設施 

體育

組長 

4 學校在實施 SH150方案上，場地及運動設施是否

足夠？ 

場地

設施 

導師 4 學校的場地及設施足夠實施 SH150方案嗎？若不

足的話還需要加強什麼地方？ 

場地

設施 

學生 3 你覺得學校的運動場地足夠嗎？全校實施環島

競跑及跳健康操時會覺得場地不足嗎？ 

場地

設施 

家長 3 你覺得學校運動場地足夠嗎？不足夠的話還可

以添加什麼？ 

場地

設施 

校長 5 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

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何？ 

家長

態度 

體育

組長 

5 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

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何？ 

家長

態度 

導師 5 SH150方案需要家長一起參與嗎？如果需要是以

什麼方式參與？ 

家長

態度 

學生 4 SH150方案需要家長一起參與嗎？如果需要是以

什麼方式參與？ 

家長

態度 

家長 4 SH150方案需要家長一起參與嗎？如果需要是以

什麼方式參與？ 

家長

態度 

方 

案 

執 

行 

者 

意 

向 

態 

度 

校長 6 你覺得校內老師對於這個方案的配合度如何？ 教師

態度 

體育

組長 

6 你覺得校內老師對於這個方案的配合度如何？ 教師

態度 

導師 6 你的班級有沒有參加學校規劃的環島競跑活

動？為什麼？ 

教師

態度 

導師 7 你的班級有沒有參加學校規劃的每週二、四第二

節的健康操活動？為什麼？ 

教師

態度 

導師 8 除了學校安排的活動外，你有沒有安排其他活動

來達到每週體育課外 150分鐘的運動？ 

教師

態度 

學生 5 老師會帶著你們一起環島競跑和跳健康操嗎？

你的感覺如何？ 

教師

態度 

校長 7 目前學校行政團隊在這個方案上所扮演的角色

為何？ 

行政

態度 

體育

組長 

7 目前學校行政團隊在這個方案上所扮演的角色

為何？ 

行政

態度 

導師 9 你覺得學校在推動 SH150方案上還可以給老師什

麼協助？ 

行政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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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6 你喜歡環島競跑的獎勵嗎？你覺得還可以增加

什麼？ 

行政

態度 

校長 8 你覺得目前執行 SH150方案所面臨困難是什麼？ 執行

困難 

體育

組長 

8 你覺得目前執行 SH150方案所面臨困難是什麼？ 執行

困難 

導師 10 你覺得執行 SH150方案有遇到了什麼困難？ 執行

困難 

方 

案 

目 

標 

達 

成 

性 

校長 9 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是否有增

進了學生運動的興趣？ 

提升

運動

興趣 

體育

組長 

9 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是否有增

進了學生運動的興趣？ 

提升

運動

興趣 

導師 11 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是否有增

進了學生運動的興趣？ 

提升

運動

興趣 

學生 7 你覺得學校的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提高

你的運動興趣嗎？ 

提升

運動

興趣 

家長 5 學校實施了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

子有增加了對運動的興趣嗎？ 

提升

運動

興趣 

導師 12 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對學

生的學習是否有幫助？提升？降低？ 

提升

學習

效果 

學生 8 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對你的課業學習是否

有幫助？提升？降低？ 

提升

學習

效果 

家長 6 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對你的

孩子在學習上有改變嗎？提升？降低？ 

提升

學習

效果 

校長 10 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學生體適

能是否提升了？ 

提升

體適

能 

體育

組長 

10 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學生體適

能是否提升了？ 

提升

體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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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導師 13 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學生體適

能是否提升了？ 

提升

體適

能 

學生 9 你覺得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讓你的體能

變好嗎？ 

提升

體適

能 

家長 7 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

的體能有提升嗎？ 

提升

體適

能 

方 

案 

回 

應 

性 

感 

受 

校長 11 學校目前實施 SH150方案的成效，你覺得滿意

嗎？ 

滿意

度 

體育

組長 

11 學校目前實施 SH150方案的成效，你覺得滿意

嗎？ 

滿意

度 

導師 14 你對學校實施的 SH150方案滿意嗎？ 滿意

度 

學生 10 你喜歡每天的環島競跑嗎？為什麼？ 滿意

度 

學生 11 你喜歡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嗎？為什

麼？ 

滿意

度 

家長 8 你對學校實施的環島競跑看法為何？ 滿意

度 

家長 9 你對學校利用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看

法為何？ 

滿意

度 

校長 12 你覺得上級對於這項方案可以在提供學校那些

協助？ 

內心

真正

需求 

體育

組長 

12 你覺得上級對於這項方案可以在提供學校那些

協助？ 

內心

真正

需求 

導師 15 你對於 SH150方案有什麼建議？ 內心

真正

需求 

學生 12 你希望除了環島競跑跟健康操外還增加什麼活

動？ 

內心

真正

需求 

學生 13 你覺得還需要增加運動時間嗎？希望是利用什 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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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時間？ 真正

需求 

家長 10 你覺得孩子在學校的運動時間足夠嗎？若不足

你的看法是什麼？ 

內心

真正

需求 

家長 11 你覺得學校運動活動只要身體就好還是要學得

運動技能？ 

內心

真正

需求 

 

ಃΒ Бਢीִ܄ຑ่݀ϩ 

 

方案要推動，必須從多方面的考量來評估，尤其對於這種從學校立場出發的

方案，應該考慮的也是從學校相關角色為出發點。 

本研究以「方案立意」、「人力資源」、「時間考量」、「場地設施」、「家長參與」

五個項目來評估方案設計的妥適度。 

 

壹、方案立意 

SH150方案主要在培養學生的運動知能，藉由規律的運動而養成運動習慣，

方案的設計主要在希望能藉由學生在校的時間有足夠的運動時間，所有的受訪者

對於此方案都保持著高度的肯定，也認為方案是立意良善，認為運動可以幫助促

進身體健康，也能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 

 

Ȩךள SH150ޑБਢࢂҥཀؼ๓ǴᡣᏢғёаӭБय़ޑၮǶȩ ȐA01ȑ 

 

ȨSH150Бਢךளόᒱࢂޑёаᡣৣғၨܰޑѐၲډ೭ঁҞǴа

 333ಃঁाၮ 30ϩដǴ൩ᡣࡐӭΓьӧ೭ঁӦБǴ150ࢂ߾ё

аճҔ႟࿗ਔ໔ֹԋǴၲԋ܄КၨܰၲԋǶȩȐB01ȑ 

 

Ȩךள೭ࢂঁόᒱޑБਢǴёаᡣᏢғନΑᡏػፐаѦᗋёаԖၮ

ਔ໔ǴᡣᏢғӧፐᓸΚΠԖঁόᒱקޑวᆅၰǶȩȐC11ȑ 

 

Ȩךள೭ࢂঁߚதӳޑБਢǴѬёаᡣᏢғޕၰڬԿϿाၮ

150ϩដǶȩȐC21ȑ 

 

ȨךளࡐӳǴёаቚуךჹၮޑᑫ፪ǶȩȐD11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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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ࡐӳǴёаᡣޑךᡏૈᡂӳǶȩȐD12ȑ 

 

Ȩךள೭ঁёаᡣךॺၮӭᗺǴёаቚуޑךᡏૈǶȩȐD13ȑ 

 

Ȩךள 150ϩដ೭ኬࡐӳǴӢࣁᡏػፐ൩ٗ٤ਔ໔Ǵቚу೭٤ਔ໔׳

ӳǶȩȐD14ȑ 

 

ȨךளࡐӳǴӢࣁ೭ኬёаᡣيޑךᡏ଼׳நǶȩȐD21ȑ 

 

ȨךளӳǴёаᡣךନΑᡏػፐаѦᗋёаၮǶȩȐD22ȑ 

 

ȨךளᗋӳǴ15ϩដᗋёаௗڙǶȩȐD23ȑ 

 

Ȩךளᗋ OKǴ150ϩដѳ֡ϺӳႽόϼӭǶȩȐD24ȑ 

 

受訪的六位家長在受訪時都表示之前不知道或不清楚這項方案，都是因為要

受訪，參考了相關資料，才稍微了解方案的內容，所以表示這項方案在對於家長

方面的宣導是不足夠的，如果要能讓家長也一同參與，方案的行銷宣導是必須要

納入考量的。 

 

ȨךόޕၰǴࢂϞϺाௗڙೖፋǴ࣮Α࣬ᜢޑၗωޕၰǶךள೭ঁ

БਢࡐࢂӳޑǴёаቚуλܻ϶يᡏ଼நǶȩȐE11ȑ 

 

Ȩךখখ࣮ډၗωޕၰǴӧ೭ϐךόޕၰǶךள೭ঁࢲӳޑǴ

ёаᝩុቶǶȩȐE12ȑ 

 

ȨךόమཱǴ࣮ךΑЋޑၗࡕǴךεཷΑှΑϣǶ೭ঁࢂঁࡐ

ӳޑБਢǴаӷय़ޑཀٰ࣮ࡘǴёаᡣᏢғӧፐϐᎩǴᡣᏢғޕၰ

ၮޑཀကаϷၮਔ໔Ǵ܌аࡐࢂӳޑБਢǶȩȐE13ȑ 

 

ȨԖ᠋λܻ϶ගၸǴՠόࡐࢂΑှǴϞϺ࣮Αೖፋၗࡕωޕၰ೭ࢂϙ

ሶܿՋǶךள೭ঁБਢᗋόᒱǴёаᡣλܻ϶Ԗ׳ӭޑၮਔ໔Ƕȩ

ȐE21ȑ 

 

ȨךόޕၰǴ࣮ࢂךΑ೭ҽၗךωεཷޕၰǶךளགྷ೭ঁБਢ

ा࡛ሶϩଛ೭ࢂӳǴՠࡐ 150ϩដǴሡाவߏीǶȩȐE22ȑ 

 

ȨךόޕၰǴ࣮Α೭ҽၗωКၨమཱǶךள೭ঁБਢᗋόᒱǴё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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ӧᡏػፐаѦၮᗋόᒱǶȩȐE23ȑ 

 

 

貳、人力資源 

SH150方案中有一項支援體系是運動志工，在研究學校有導護志工和故事媽

媽的安排，但研究學校並無運動志工的安排，受訪者大多認為若有相關專業的人

力資源當然是非常有幫助的。 

 

ȨҞЬाࢂՉࡹΓϷભԴৣکᡏػԴৣǴᆉࢂӭБϩѲǴӵ݀ૈ

ԖਠѦΓΚၗྍޑ၉Ǵёаᡣჴࡼ׳ಒጏǴ܌а୷ҁΓΚىࢂޑǴ

ӵ݀ૈЇਠѦΓΚǴёаᡣঁБਢჴ׳ࡼᙦǶȩȐA01ȑ 

 

ȨளԖӭϿΓΚӭϿ٣ǴаԖޑၗྍѐೕჄࢲǴӵ݀ԖਠѦ

ᏢਠԖزϩǴࣴޑΓΚၗྍǴωѐೕჄǴӵ݀ؒԖ൩Ծρૈޑ

ӭϡޑၮޗიǴ೭ࢂᡣᏢғૈԖ׳ӭޑᒧǴΨ׆ఈᏤৣёаճҔԐ

Ծಞਔ໔ǴନΑ᎙᠐аѦӵ݀ёрٰ௲࠻ѦၮǴ೭ࡐࢂӳޑǶȩȐB01ȑ 

 

ȨךளҞΓΚัԖόىǴҞЬाࢂаભᏤৣࣁЬाΓΚǴӵ

݀ᏤৣᜫཀଛӝǴٗᏢғၮଛӝࡋΨၨଯǴՠԴৣޑङඳϷۺΨࡐ

ख़ाǴӵ݀ᜫཀᑼΕၮ೭༧ǴٗᏢғΨКၨଛӝၮǶӧБਢύ

Ԗঁ༧ࢂၮדπǴӵ݀ૈԖӝޑΓΚӼ௨ǴёаڐշᏤৣޑ၉Ǵ

 ளёа၂ǶȩȐC11ȑך

 

受訪者 C21認為，要了解方案所要求的運動內容是什麼，如果只是希望學生

達到基本時數的運動，而不是達到運動強度的話，那就不需要有校外人力資源。 

 

Ȩךளᔈ၀ډרሡाၮޑமډࡋϙሶำࡋǴӵ݀ѝࢂ୷ҁाޑ

၉ǴؒԖΓΚୢޑᚒǶӣᘜډ SH150Бਢޑ၉Ǵӵ݀ѝൂࢂપा

ၮ 150ϩដǴԶό׆ࢂఈёаӧۓၮҞၮޑ၉Ǵٗѝࢂ୷ҁ

ၮޑ၉Ǵ൩όሡाЇਠѦΓΚၗྍǶȩȐC21ȑ 

 

 

參、時間方面 

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分鐘，這是 SH150方案所強調的部分，以目前國小課程

來看，每天在校的時間都被課程排得滿滿的，想要達到這個 150分鐘的要求，只

能利用早自習或者下課時間，但是受訪者中，大部分都認為是較難達到的，因為

早自習及下課時間都還會有許多外力因素干擾著，像是學生的補救教學、訂正作

業及走到科任教室等等，都會影響著運動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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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زᏢਠਔ໔ޑӼ௨ǴԐԾಞޑϩǺڬΒࢂᏢғරǵڬѤ

௲ৣఃǴऩԌନΑԐԾಞϷϱҶਔ໔ǴΠፐਔࢂϖڬભӅ᠐ǵࢂ

໔ӧեԃભޑϩԖ 285ϩដǵύԃભ 355 ϩដǵଯԃભ 390ϩដǴ

ӵ݀ԖᏢғӧΠፐਔ໔ሡाु҅բǵՉ଼நᏹǵᕉნዅѺϷा

གǴޑרԖᚈБࡋفޑፐӭ٣ǶӧᏤৣ࠻Һ௲ࣽډ

Бय़ፐाֹԋǴќБय़Ξ׆ఈёၲډ SH150Бਢਔ໔ޑाǴ܌а

ਔ໔ࢂόىޑǶȩȐA01ȑ 

 

Ȩӵ݀௲Ꮲ҅தϷᏢғ߄҅தǴӧΠፐਔ໔ૈၮǴाၲډ೭ঁा

ޑቹៜࢂ߾ࢲޑભᔼϷᏢਠӼ௨ޑՏᏤৣࢂǶՠޑܰࢂ

ӢનϐǴٯӵຼѤޑః໔᎙᠐Ϸຼϖޑ௲ৣఃǴคݤᡣ࠸η

рٰၮǴѳਔΠፐਔ໔ΨԖځдޑҺ୍ሡाᏢғֹԋǴ܌аΨѝૈ

ᅰໆाǶȩȐB01ȑ 

 

ȨךளࢂόޑǴЀࢂځӧଯԃભޑᏢғǴଯԃભፐᓸΚ࣬ჹၨଯǴ

ऩााՏᏢғૈၲډၮ 150ϩដޑाࢂၨόܰޑǴନߚ

ԴৣᜫཀஒၮયΕભᔼۺǴૈ ӭճҔ႟࿗ਔ໔ࢂ܈Ӽ௨࣬ᜢፐ

ำǴωԖᐒၲډǶȩȐC11ȑ 

 

ȨךளόǴᗨฅΠፐਔ໔Ԗ 10ϩដǴՠऩፐำԖั༾ۯᒨΠፐǴ

 Πፐਔ໔ǶȩȐC21ȑޑՏԴৣૈᡣᏢғԖֹߚǴନޑىόࢂ߾

 

受訪者中的學生若是對於運動有較高興趣，而導師也推廣運動的，認為自己

可以達到這樣的要求。 

 

ȨёаǴךճҔΠፐਔ໔ډᏹၮǶȩȐD11ȑ 

 

ȨঁΓόۓǴӢঁࣁΓӼ௨ޑਔ໔όኬǴՠךࢂᅰёૈёаճ

ҔΠፐਔ໔ၮǴ܌аᔈ၀ёаǶȩȐD12ȑ 

 

ȨёаǴӢךࣁाԾρΠፐाѐၮǴ܌аёаၲډǶȩȐD13ȑ 

 

ȨёаǴӢךࣁΠፐѐၮǴܫᏢၟࡕଷВΨǶȩȐD14ȑ 

 

若是對於運動較無興趣，而導師也沒有強制性的要求，都認為自己無法完

成。 

 



 

76 
 

ȨόՉǴӢךࣁள 150ϩដϼΦǴ܌аךόډǶȩȐD21ȑ 

 

ȨόՉόՉǴؒךԖٗሶӭਔ໔ǴӢࣁाቪբǶȩȐD22ȑ 

 

ȨךԖਔংёаǴӢࣁΠፐԖਔংाံբǶȩȐD23ȑ 

 

ȨόՉǴӢࣁΠፐԖਔংाቪբǴ܌ауଆٰёૈόǶȩȐD24ȑ 

 

受訪者中的家長大多認為運動其實是立意良善，但應該要慎選時間，環島競

跑時間不固定較能接受，但健康操實施的時間就不太適合，應該選在孩子剛到學

校第一堂課程前或是午休結束後，下午第一堂課前實施，這樣有醒腦的作用比較

好，但活動的安排是好的。 

 

Ȩךளό࡞ǴӢךࣁวёૈԖ٤λܻ϶ԐᓓᗋؒӞֹࢂ܈གྷा

൵܌Ǵ೭Πፐਔ໔ၨߏǴλܻ϶གྷԾρ٣ޑࡕࢂޣ܈൳ፐё

ૈԖԵ၂Ǵλܻ϶གྷճҔ೭٤ਔ໔ፄಞǴ܌аךளό࡞ǶȩȐE11ȑ 

 

Ȩךள೭ঁਔ໔ࢂόჹޑǴӢࣁ೭ঁࢂλޑ࠸ਔ໔ǴςΑ 40ϩ

ដޑፐำΑǴ೭ঁਔ໔ᔈ၀ᡣλ࠸ӳӳҶ৲ࢂ܈ၮǴၢ଼நᏹज़ڋΑ

λޑ࠸ਔ໔Ǵ܌аࢂό࡞ޑǶȩȐE12ȑ 

 

Ȩךள೭ࢂճҔΠፐਔ໔Ǵλܻ϶ӧΠፐёૈाӞԐᓓࢂ܈൵܌Ǵ

 ਔ໔КၨӳǶȩ ȐE21ȑޑۓڰᏢਠǴҔঁډளᔈ၀ճҔλܻ϶খך

 

Ȩךள೭ঁਔ໔Ԗᗺ܁ڻǴᔈ၀ࢂӼ௨ӧԐλܻ϶খᅵᒬډᏢਠǴ

Ҕٰԋගઓਏ Ǵ݀КၨӳǴ܌аךள೭ঁਔ໔ࢂό࡞ޑǶȩ ȐE22ȑ 

 

ȨךளࢲόᒱǴՠࢂӧಃΒΠፐ೭ঁਔ໔КၨόӝǴӢࣁቹៜ

Αλܻ϶ޑΠፐਔ໔Ǵӵ݀ёаӼ௨ӧԐಃፐࢂ܈ΠϱখϱҶ

 բҔǴКၨӳǶȩȐE23ȑޑഢಃፐਔǴٗਔংёаԖᒬတྗ״่

 

受訪者 E13認為，環島競跑活動可以兼顧運動及認識地理環境。健康操活動

不一定要安排在第二節下課時間，可以規劃在上午及下午，能有幫助學生提神的

效果。 

Ȩᕉᝡາ࣮ଆٰࢂঁࡐεޑၮБӛǴૈ ᡣᏢғճҔາٚޑำ

ኧǴٰΑှѠӚӦޑਓำϷຯᚆǴךགྷԖၲډঋ៝ၮᇡӦޕޑ

Ƕ଼நᏹޑϩǴךགྷόۓۓाӧಃΒΠፐਔ໔ǴёаೕჄӧ

நᏹǴϩձӧϱϷΠϱǴᡣᏢ଼ޑԛٿϺёаӼ௨܈дਔ໔Ǵ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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ғёаၸ଼நᏹගઓǴᡣፐૈ׳ЈǶȩȐE13ȑ 

 

肆、場地設施 

研究學校屬於大校，在場地上除了有操場外還有室內場館，環島競跑的部分

是在操場進行，健康操部分則是在教室及走廊居多，在場地的規劃下，若能夠錯

開運動時間，受訪者中大部分是覺得足夠的，但若是同一時間運動而造成擁擠，

則場地較稍嫌不足。 

 

ȨҞךॺᏢਠନΑԖঁ 200ϦЁޑᏹϐѦǴᗋԖԳౚᓔǵЕ݈௲

ሡाǶȩޑࢲᔈбᏢғىϺᗋߘࢂ܈නϺࢂаคፕ܌Ǵ࠻Ϸᆸᗂ௲࠻

ȐA01ȑ 

 

ȨؒԖىόىୢޑᚒǴکΓΚኬǴҔԖޑၗྍѐೕჄૈֹԋࢲޑ

ǶȩȐB01ȑ 

 

ȨךளᏢਠӦىࢂჴޑࡼǴӢࣁԖᏹϷ࠻ϣᓔǴҞᢀჸΠ

 ǶȩȐC11ȑޑىࢂٰ

 

ȨӦىࢂޑǴঁΓԖىޜޑ໔ǶȩȐC21ȑ 

 

ȨىǶՠࢂӧᕉᝡາၟၢ଼நᏹޑਔং൩ளόǴӢࣁεৎӧ

ٗঁਔ໔٬ҔǶȩȐD11ȑ 

 

ȨӦςىǴёаԖࡐӭӦБၮǶȩȐD13ȑ 

 

ȨǴΨىǶȩȐD21ȑ 

 

ȨىǴόόǶȩȐD22ȑ 

 

ȨךளӦǶȩȐD23ȑ 

 

ȨךளӦࡐǶȩȐD24ȑ 

 

受訪者中 D12及 D14認為學校因人數太多而造成感覺不足 

 

ȨόϼǴӢࣁΓኧϼӭǴၮଆٰ൩ளКၨᔒǶȩȐD12ȑ 

 

ȨόǴӢࣁᏢਠΓࡐӭǴޜ໔ளόǶȩȐD14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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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中的家長認為應該再多增加室內運動空間，讓學生能有更多運動選擇，

而並非只侷限在戶外場地。 

 

Ȩ൩ӧٰ࣮ᔈ၀ࢂόىޑǶёаӆቚу࠻ϣޜ໔ǶȩȐE11ȑ 

 

ȨךளؒᒤݤाϼӭǴҞᔈ၀ࢂޑǴӢࣁၮࢂჹλي࠸ᡏޑ

଼நाǴഖόࢂޑၮǴ൩ӧ࣮ଆٰᔈ၀ࢂҔޑǴՠࢂ

ёаቚу࠻٤ϣޜ໔Ǵᡣλܻ϶Ψёаӧ္य़ၮǶȩȐE12ȑ 

 

Ȩךள൩Ꮲਠޜޑ໔ǴঁךΓளόىǴӵ݀аᏢਠၮޑय़ᑈ

ٰඤᆉԋঁᏢғૈၮޜޑ໔ǴёૈঁΓޜޑ໔൩όىΑǴӵ݀ё

аճҔځдޜޑ໔Ǵቚу٤ၮᏔǴٯӵǺ०፺ǴૈӧԖज़ޜޑ໔

ቚу׳ӭޑഢǴᡣᏢғૈԖ׳ӭޑၮᒧǶȩȐE13ȑ 

 

ȨЊѦޑӦᗋёаǴ࠻ϣࢂόޑǴ܌аाӆቚу࠻ϣޑӦǶȩȐE21ȑ 

 

受訪者中 E22及 E23認為場地是足夠的，應該多增加水域方面的課程以

及能適當的分配班級使用較好。 

 

ȨךளҞ୯λགଆٰىࢂޑǶՠךளѠੇࢂ୯ৎǴᔈ၀

ёаӆӭቚуෞ࣬ݚᜢ࣬ࢩੇࢂ܈ᜢޑ௲ػǶȩȐE22ȑ 

 

ȨךளᏢਠӦεىޑǴӵ݀ӧӼ௨ፐำਔёаϩଛભǴ

೭ኬКၨӳǶȩȐE23ȑ 

 

 

伍、家長參與 

各項方案的推動並非學校單方面宣導就能有效，若家長方面也能一同配合參

與，對於方案的推動一定有更大的助益。SH150方案中在支援體系有包含到家長，

受訪者中都認為家長需要了解這個方案，但是平時若要實際參與運動較困難，因

為都要上班，因此能利用的時間多為下班後或者假日。 

 

ȨᗨฅᏢғԖ 8λਔޑਔ໔ӧᏢਠǴՠќѦԖ 16ঁλਔࢂӧਠѦޑ

ϩǴৎࢂߏሡाΑှޑǶӵ݀ৎߏёаΑှᡏػፐаѦၮ 150ϩដǴ

ٗёаճҔ࠸ηܫᏢࡕऩԖޜ໕ਔ໔ࢂ܈ଷВёа࠸ηӕډЊѦ

ၮǴךளࢂёՉޑǶȩȐA01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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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ৎߏฅाΑှǴӢၟࣁԾρ࠸ޑη࣬ᜢǶୖᆶޑ၉ǴSH150ᗨฅѝ

ਔ໔Ǵޑख़ाࡐࢂளଷВΨךፐаѦǴՠػϖӧਠਔ໔ᡏډᇥຼࢂ

 ಞᄍǶȩȐB01ȑޑाᎦԋᏢғၮࢂޑҞޑள೭ঁБਢനЬाך

 

ȨךளৎߚߏதሡाΑှǴӢࣁ೭ࢂঁکԾρ࠸η࣬ᜢޑБਢǴԶ

ЪৎΨ࠸ࢂηಃঁ௲ޑػ܌Ǵӵ݀ৎߏΨૈଆୖᆶǴჹ࠸ܭη

ǴऩᗋࡕΠߏǴৎࡕᏢܫη࠸ճҔࡌךεǶࡐۓࡋቹៜำޑ

ԖᡏΚϷਔ໔Ǵёаޑ߈ߕډϦ༜ၮǴࢂ܈ӧৎ՜ၮǴଷВ

ऩԖਔ໔Ψёа࠸ηډξࢂ܈ၮύЈଆၮǶȩȐC11ȑ 

 

ȨৎࢂߏሡाΑှϷୖᆶޑǴόᔈ၀ѝࢂᏢғࢲǴᔈ၀ࢂӄ҇ଆୖ

ᆶǶৎߏёаճҔΠࢂ܈ࡕଷВਔ໔ୖуǶȩȐC21ȑ 

 

ȨሡाΑှၟୖуǶёаճҔଷВޑਔ໔߈ߕډϦ༜ၮǶȩȐD11ȑ 

 

ȨৎߏሡाΑှǴՠࢂдॺΠਔ໔ࡐఁǴѳਔ൩คݤଆୖᆶǴѝૈ

ճҔଷВޑਔ໔ǶȩȐD12ȑ 

 

ȨдॺሡाΑှΨёаଆୖуǶёаҔᘶࡨϤ܈ᘶࡨВଆၮǶȩ

ȐD13ȑ 

 

ȨाΑှၟୖᆶǴӢࣁ೭ኬৎߏΨёаᔅշԾρيᡏ଼׳நǶճҔଷВ

ഉךॺѐၮǶȩȐD14ȑ 

 

Ȩৎߏᔈ၀ሡाΑှǴΨाୖуǶёаҔଷВޑਔংၟךଆၮǶȩ

ȐD24ȑ 

 

ȨৎߏฅۓाΑ Ǵှୖ ᆶޑ၉ёаӧৎଆୖᆶࢂ܈ѳਔؒޑ

၉ΨёаଛӝᏢਠᏼҺדπکλܻ϶ଆୖуǶȩȐE11ȑ 

 

ȨৎߏฅाޕၰǶךளεϩޑৎߏคکݤλ࠸ଆୖуǴՠϿ

ϩޑৎߏଆୖуǴӵ݀ޑךਔ໔Ϣޑ၉Ǵךۓഉλ࠸ଆ

ୖуǴךள೭ࢂനԖਏޑǴךӃ࣮λޑ࠸ᑫ፪Ǵฅࡕӧ೭ࢤਔ໔ӳ

ӳޑഉλ࠸Ǵଞჹλޑ࠸ᑫ፪Զഉλ࠸ǶȩȐE12ȑ 

 

Ȩךள೭ࢂঁࡐӳቶၮޑБਢǴৎߏԖሡाΑှǴаޑךཀᜫ

ߏଷВǴόૈᡣৎࢂ܈ѳВਔ໔ϢךᜫཀୖуǴѝाࡐך၉Ǵޑ

λ࠸ଆၮǴΨૈᎦؼӳޑᒃηᜢ Ǵ߯܌а೭ࢂԖߚதӭӳೀޑǶ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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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E13ȑ 

 

Ȩךளৎߏᔈ၀ाΑ Ǵှՠӵ݀ୖᆶޑ၉ѝԖଷВޑਔংഉλ࠸ଆ

ၮǶȩȐE21ȑ 

 

Ȩךளৎߏᔈ၀ाΑှǴόฅৎߏόޕၰǶୖᆶޑ၉ךளёаճ

ҔܫᏢࢂ܈ࡕଷВǶȩȐE22ȑ 

 

Ȩৎߏᔈ၀ाޕၰǴБਢךளᗋόᒱǴฅӵ݀ৎૈߏଆୖуࢂന

ӳޑǴ೭ࢂᡣৎᎦόᒱޑӛЈΚǴฅࡕৎߏΨёаၟ࠸ηӕೕฝ

ၮਔ໔ǴᡣৎᏉᆫΚ׳ӳǴճҔଷВӼ௨ǶȩȐE23ȑ 

受訪者 D21認為，家長平時工作忙碌，所以不用一起參加方案。 

 

ȨሡाΑှǴӢࣁπբࡐԆΑǴ܌аόҔଆୖуǶȩȐD21ȑ 

 

受訪者 D22及 D23認為，自己本身邀請家長運動較無說服力，需要老

師利用發通知單的方式邀請家長一起參加較有效用。 

 

ȨሡाΑှΨाୖуǴёаፎԴৣว೯ൂޕޕৎߏଆୖуǶȩ ȐD22ȑ 

 

ȨךளाΑှΨाୖуǴёૈёаፎԴৣว೯ൂޕޕৎߏǴКၨ

ԖҔǶȩȐD23ȑ 

 

 

ಃΟ БਢՉޑޣཀӛᄊࡋຑ่݀ϩ 

 

SH150方案在學校裡的執行者包含了行政人員及老師，若執行者對於方案是

認同且支持的，那推動方案的過程中會較順利，較容易推動成功，因此本研究以

「教師配合」、「行政態度」、「執行困難」三個面向來評估執行者的意向態度。 

 

壹、教師配合 

SH150方案的第一線執行者就是教師，教師的態度能影響這個方案的成功與

否，研究學校的行政人員對於教師的配合度是高度肯定的，老師們都盡可能安排

時間讓學生能達到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分鐘的要求。 

 

ȨεϩԴৣ׆ఈᏢғૈډ௲࠻ѦၮǴՠԖ٤Ꮲғӧፐ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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௱ǴٗԴৣૈճҔޑΨѝԖΠፐਔ໔Ǵ܌аதԖံ௱ϷၮٿБय़ޑ

ፂँǴՠࣴزᏢਠ௲ৣεϩࡐଛӝ SH150БਢޑाǶȩȐA01ȑ 

 

ȨୖᆶޑǴଛӝࡋ൩ࡐଯǴՠϿϩךॺ൩ѝૈᅰໆႴᓰǴவኧᏵ

൩ёаᢀჸډǴୖᆶޑભǴ൩ࡐոΚֹޑԋǴؒᒤݤଛӝࢂ܈ޑ

Ԗځдा୍ޑԴৣǴભୖᆶޑำࡋ൩ၨեǴ൩ךᢀჸǴԖᡏػङඳޑ

Դৣଛӝฅ൩ၨଯǴՠؒᡏػङඳޑԴৣԖ٤ΨࢂஒၮયΕભ

ᔼǴ൩ԖόᒱޑଛӝࡋǶȩȐB01ȑ 

 

受訪者中的學生認為教師若能一同參與運動，在運動時的動機會更強烈，參

與的程度也會提高。 

 

ȨǴךளࡐӳǴ೭ኬᡣ׳ךԖΚǶȩȐD11ȑ 

 

ȨԖǴᡣ׳ךགྷၮǶȩȐD12ȑ 

 

ȨǴךள೭ኬηᡣךຫາຫӭǶȩȐD13ȑ 

 

ȨǴԴৣёаᒿਔࡰᏤךॺၢ଼நᏹၟଆາǶȩȐD14ȑ 

 

受訪者中非體育相關背景導師偶而才會陪同學生一起運動，但學生都認

為若老師能一起運動感覺很好。 

 

ȨଽԶǴךளԖଆޑਔংགࡐӳǶȩȐD21ȑ 

 

ȨԖਔংǴଆޑਔংКၨӳǶȩȐD22ȑ 

 

ȨଽԶǴଆາၟଆၢޑਔংԖიᡏޑགǶȩȐD23ȑ 

 

ȨԖਔংǴགԖଆޑਔংྕࡐធǶȩȐD24ȑ 

 

班級導師對於環島競跑的參與程度，導師都願意讓學生走出教室運動。 

 

ȨޑךભԖୖуǴӢךࣁளᡣ࠸ηӭঁၮޑᐒǴӧΠፐޑၮ

ࡕǴፐਔǴ࠸ηޑࡋݙΨගϲΑǴჹܭፐᏢಞΨԖᔅշǶȩȐE11ȑ 

 

ȨԖୖуǴࣁΑଛӝᏢਠࢲǶȩȐE21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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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導師對於健康操活動的參與程度，導師也都願意讓學生參加。 

 

ȨޑךભԖୖуǴᗨฅޕךၰ࠸ηӧၢޑၸำࡐЈόӧోǴளࢂ

کηΠโମǴբύԖ࠸ၸ଼நᏹёаᡣࢂǴՠࢲޑคಠࡐ

дΓϕޑϩǴ೭٤ૈࢂᡣ࠸ηکӕᏆԖόᒱޑҬࢬǶȩȐC11ȑ 

 

ȨԖୖуǴΨࢂኬଛӝᏢਠࢲǶȩȐC21ȑ 

 

 

貳、行政態度 

行政對於上級交辦下來的方案執行，若是積極的態度，在執行效果上則會有

較好的成果，受訪者中的老師大多認為行政要積極規劃活動，讓學校從上到下都

能完成方案的要求，讓方案在研究學校推動有不錯的成效。 

 

ȨՉࡹი໗൩ࢂೕჄӭБय़ࢲޑᡣԴৣϷᏢғୖᆶǴБਢޑϩࢂЇ

ᏤԴৣᔅշᏢғǴᏢғࢂБਢޑЬفǴৣғ໔ࢂᅿЬ࠼ޑᜢ߯Ǵ܌

аՉࡹი໗൩ࢂೕჄӭБय़ࢲޑٰЇᇨᏢғوр௲࠻ၮǶȩȐA01ȑ 

 

ȨЬाࢂೕჄࢲǴᡣਠߏϷЬҺॺёаᓐǴᡣԴৣϷᏢғགྷၟ

ଆֹԋǶȩȐB01ȑ 

 

ȨךளёаӆӭӼ௨ځд࣬ᜢࢲǴࢂ܈ೕฝঁӄਠӅӕၮਔ໔Ǵ

ᡣঁભૈԖஒ࠸ηр௲ޑ࠻ᐒǶȩȐC11ȑ 

 

ȨךளёаගٮঁၨԖسϯޑೕჄǴӵ݀ѝࢂᡣᏢғԾЬޑ܄Ǵ

ၨคߏݤΦǴѝૈᙖҗᏤৣҔமॐޑБԄǴӵ݀ૈගٮԴৣϷᏢғԖ

سӈޑೕჄࢲǴ׳ӳǶȩȐC21ȑ 

 

活動中的獎勵事引起學生參與的最大動機，受訪者中的學生對於學校的獎勵

還算滿意，但也提出希望能有更好的獎勵方式，能讓學生維持較長久的運動動

機。 

 

受訪者中，大部分都喜歡目前的獎勵，但希望可以再增加有自己姓名的

獎狀及獎牌當為獎勵。 

 

Ȩ഻ǴՠᗋёаӆቚуǴٯӵวዛ٠ރቪӜӷǶȩȐD12ȑ 

 

Ȩ഻ǴךளёаӆঁΓวዛރǶȩȐD13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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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Ǵՠ׆ךఈёаӆ๏ԖӜӷޑዛރǶȩȐD14ȑ 

 

Ȩ഻ǴёаӆቚуӭᗺǴٯӵёаԖዛจǶȩȐD21ȑ 

 

Ȩ഻ǴёаቚуวዛจǶȩȐD22ȑ 

 

受訪者中 D11及 D23認為可以增加一些較實質的贈品 

 

Ȩ഻Ǵёаଌ٤ၟၮԖᜢޑዛࠔǴٯӵǺၮးഢǶȩȐD11ȑ 

 

Ȩ഻Ǵёаӆቚуዛࢂࠔ०ዬϐᜪޑǶȩȐD23ȑ 

 

受訪者 D24對於運動較無動機，所以運動獎勵較無興趣。 

 

ȨᗋӳǴӢؒךࣁԖ഻ࡐາǶȩȐD24ȑ 

 

 

參、執行困難 

方案的推動一定或多或少都會遇到一些阻礙，然而 SH150方案的推動，對

於研究學校的執行者來說，都認為最大的困難就是「時間」的問題，政府單位將

學校視為方案或政策最好推動的地方，過多的方案及政策就會造成排擠作用，然

而往往被犧牲掉的就是運動時間，因此要達到 150分鐘的要求困難度就提升了。 

 

Ȩךளᗋࢂኬࢂਔ໔ޑϩǴԖѦӧޑӭቹៜǴคፕࢂӦ

ਔ໔ǵံ௱ፐǴؒԖᒤֹݤӄၲډ 150ϩដޑाǶȩȐA01ȑ 

 

ȨךளᗋࢂӧભᏤৣୖᆶޑཀᜫǴךॺྗഢΑࢲǴऩᏤৣόᜫཀ

ୖᆶǴᡣךॺགԖ٤ԪЈǶȩȐB01ȑ 

 

Ȩךளࢂਔ໔ޑӼ௨ǴᗨฅགӳႽԖىޑΠፐਔ໔Ǵՠࢂத

ӭѦӢનቹៜǴ܌аךளाၲډ 150ϩដޑा࣬ό Ƕܰȩ

ȐC11ȑ 

 

ȨԴৣคܴݤዴޕၰᏢғࢂցԖዴჴၲډ 150 ϩដǴѝૈҔαᓐाǶȩ

ȐC21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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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 БਢҞၲԋ܄ຑ่݀ϩ 

 

根據許多研究顯示運動能增加身體健康及學習專注力，而 SH150方案主要

在培養學生運動知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養成運動習慣，期望能提升學

生體適能，因此本研究以「提高運動興趣」、「增進學習效果」、「提升體適能」三

個項目來評估方案目標達成性。 

 

壹、提高運動興趣 

要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首要先培養運動興趣，一個人有了運動興趣後，對於

運動就能不斷的保持。研究中的學校在實施環島競跑後，受訪者都有感受到學生

運動興趣提高了，主要還是導師若有要求，學生的動機都能提升許多。 

體育相關背景導師的班級學生每天平均大約固定跑五圈以上的操場，非體育

背景導師的班級學生每天大約跑三圈左右的操場。（詳見附錄二） 

 

受訪者 A01認為，透過導師的引導及每天的要求下，學生在養成運動習慣

後，大多能提升運動興趣。 

 

ȨךᢀჸԖ٤ભӧᏤৣޑЇᏤΠǴᕉᝡາٚޑำኧ൩ቚуΑӭǴ

ǴЍޑाԖԴৣࢂᗋޑǴନΑֹೕฝѦǴനख़ाޑࢲаঁ܌

ᏢғωѐǶၢ଼நᏹӧᏢғޑԼऐΚϷᡫࡋࢲڐکፓ܄Ԗόᒱ

ޑΨౢғΑ҅य़ډڙགޑਔΨԖܴᡉࢲдځηӧ࠸ܭᔅշǴჹޑ

ቹៜǴ܌аךளԖቚуᏢғޑၮᑫ፪ǶȩȐA01ȑ 

 

ȨךளԖቚᏢғၮᐒǴՠόԿܭፋޑᑫ፪Ǵаךॺλਔংٰ

ᇥǴΠፐ൩۳ࢂ௲࠻ѦາǴѺౚځࢂ܈дၮǴՠӧΠፐाӃஒ߈

10ϩដၢ଼நᏹǴᏤৣΞೕ࠸ۓηѸाጕາֹӭϿ୮ᏹǴϺΠ

ٰǴ࠸ηΨளόඍזǶᕉᝡາѝࢂགྷၲԋ SH150БਢࢲޑБԄ

ϐǴЬा׆ࢂఈᏢғΠፐёаوр௲࠻ǴՉҺՖࢲΨόज़ڋǴ

ѺౚޑၮໆϸԶКາଯǴךளᗋ׳ӳǴ܌аךளᕉᝡາϷ଼

ᏹᏹѝࢂቚуΑᏢғၮᐒǴᡣᏢғԖ׳ӭޑᒧǶȩȐB01ȑ 

 

受訪者 C11認為，環島競跑有增加學生運動興趣，健康操就無法有效的激發

學生動機。 

 

ȨךளԖቚᑫ፪ǴаךॺޑᏢғٰᇥǴԖ൳Տࢂύԃભਔၮໆ

ाၮΠǴᄌᄌςᎦԋၮޑமਗ਼ךǴӧࡕηǴϲΑଯԃભ࠸ޑϿ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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ಞᄍǴϸԶ໒ۈाךाдॺрѐၮǴ܌аךளᕉᝡາԖǴ

ՠ଼ࢂநᏹޑϩ߾൩ၨեǶȩȐC11ȑ 

 

受訪者 C21對於學生是否產生運動興趣較無關注，所以無法得知是否有

因此提升。 

 

ȨؒךԖᜢЈ೭ϩǴ܌аךόޕၰࢂցԖගϲǶȩȐC21ȑ 

 

受訪者中學生大部分跑步都有興趣，因此認為環島競跑有提升運動興趣，但

健康操則較低。 

 

ȨךளԖǴᕉᝡາᡣ഻׳ךາǶՠךό଼഻நᏹǶȩȐD11ȑ 

 

ȨԖǴᡣ׳ךགྷၮǶȩȐD12ȑ 

 

ȨԖǴӢࣁ೭ٿၮԖᡣࢲךډǶȩȐD13ȑ 

 

ȨԖǴӢࣁາາ൩ளيᡏࡐܺǴΨག଼ࡐநǶȩȐD14ȑ 

 

ȨԖǴᡣךКၨགྷၮǶȩȐD21ȑ 

 

ȨԖǴᡣךགྷၮǶȩȐD23ȑ 

 

受訪者 D22及 D24因個人體能較不佳，導致運動興趣較低，班級到師

對於運動耶較無強烈的要求，所以較無提升運動動機。 

 

ȨؒԖǴӢࡐࣁಕǴךό഻າǶȩȐD22ȑ 

 

ȨᗋӳǴӢؒךࣁԖ഻ࡐາǶȩȐD24ȑ 

 

受訪者中的家長大多認為這種固定的運動習慣是可以增加孩子的運動興趣

的，因此對於孩子如果能有良好的運動態度，都是以正向肯定的態度。 

ȨۓԖቚуǴךԖ࠸ঁٿηǴঁ഻ၮǴঁό഻ၮǴӵ

݀ёаᙖҗ೭ᅿமॐޑБԄǴᡣ࠸ηׯᡂғࢲಞᄍǴᎦၮᑫ፪Ǵך

ள೭ࡐࢂӳޑǶȩȐE11ȑ 

 

ȨךளԖǴךளՏλ࠸ᔈ၀ࢲࡐࢂዃޑǴӵ݀Ϻѝ֤ࢂӧ௲࠻

࣮ਜǴؒࢂԖᔅշޑǴՠࢂӵ݀ૈԖ೭ኬࢲޑёаᡣλو࠸р௲࠻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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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ǶȩȐE12ȑޑԖගϲࢂ

 

Ȩᑫ፪ࢂёаᎦޑǴךளᕉᝡາёаঋ៝ࡐډӭၮаѦޕޑ

ϷதǴόᆅࢂԴৣࢂ܈ৎߏᔈ၀ᑈཱུୖᆶǴᡣ࠸ηૈቚу׳ӭᑫ፪Ǵ

 ǶȩȐE13ȑޑԖࢂ࠸λޑךளךа܌

 

ȨךளᡏૈԖᡂளКၨӳǴ܌аԖගϲǶȩȐE21ȑ 

 

 

受訪者 E22認為，若是可以增加健康操的趣味性或是更多獎勵，對於孩

子運動興趣是有幫助的。 

 

ȨᕉᝡາԖᗺ፪܄ښǴ܌аԖቚуᑫ፪Ƕ଼நᏹёૈ൩КၨؒԖǶՠ

ӵ݀ёа଼עநᏹ׳፪ښϯࢂ܈ቚу׳ӭዛᓰǴ೭ኬ׳ӳǶȩȐE22ȑ 

 

E23認為沒有增加了興趣，但是有改變了習慣，如果能將健康操音樂改變成

流行音樂更貼近小孩，這樣才能提升興趣。 

 

ȨךளؒԖǴӢࣁλؒ࠸ԖӢࣁ೭ኬޑၮԶቚуᑫ፪ǴՠࢂԖׯᡂ

ΑಞᄍǶӵ݀ёаஒ଼நᏹׯᡂԋࢬՉॣǴωૈ׳ගϲᑫ፪ǶȩȐE23ȑ 

 

在導師方面，體育相關背景與非體育相關背景，在班級經營運動方面的要求

有明顯的差異，受訪者 C11對於學生運動興趣有較詳細的關注，認為在持續要求

下，學生會養成運動習慣，經由習慣後產生運動興趣而產生出較好的運動表現，

受訪者 C12對於學生是否有提升興趣則無關注。 

在學生方面，體育相關背景導師的班級，在導師強烈要求運動及每天漸進增

加跑步圈數，學生大部分都能夠接受較大的運動量，在非體育相關背景導師的班

級學生則因無強烈要求，反而呈現較無法接受再多一些的運動，只希望維持原本

運動量甚至希望再減少 

 

貳、增進學習效果 

體育教育是學校教育重要的一個環節，SH150方案的主軸是希望學生可以在

體育課程以外的時間能運動 150分鐘以上，冀望由晨間、課間、空白課程及課後

時間增加身體活動，帶給學生活力、健康與智慧。許多研究顯示，運動能提升學

生專注力，對於學習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受訪者中大多認為運動後對於學習是有

明顯的感受的。 

 

ȨךளჹܭᏢғޑᏢಞԖࡐεޑᔅշǴᏢಞԋ൩ΨගϲΑǴԖ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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ᔅշǴޑεࡐᆣΨԖޑᏢғܭΚǴჹݙߦᡉҢǴၮёаز

 ǶȩȐC11ȑޑԖᔅշࢂளךа܌

 

ȨԖᔅշǴӢࣁӧᏢғၮࡕᡏ Ǵૈ܌аፐ׳ЈǶȩȐC21ȑ 

 

ȨךளԖᔅշǴᡣךᏢಞёа׳ЈǶȩȐD11ȑ 

 

ȨԖᔅշǴӢךࣁၮֹჹךፐԖᔅշǶȩȐD12ȑ 

 

ȨךளԖගϲךॺޑᡏΚǴᡣךॺ׳གྷाၮǶךளၮໆΨখ

ӳǴ೭ኬჹךፐགԖᔅշǶȩȐD13ȑ 

 

ȨԖගϲǴӢࣁၮԖࢬԠǴёаᡣךፐޑਔং׳ݙǶȩȐD14ȑ 

 

ȨԖǴၮࡕፐԖКၨЈǶȩȐD21ȑ 

 

ȨԖᗺᗺǴၮֹளКၨԖࢲΚǴ׳ЈǶȩȐD23ȑ 

 

對於運動動機較低落的學生，認為運動並沒有明顯幫助自己在學習上的改

變。 

 

ȨؒԖᔅշǴӢࣁၮჹٰךᇥךளࡐಕǶȩȐD22ȑ 

 

ȨؒԖǴӢࣁၮֹ൩ளࡐᚷආǶȩȐD24ȑ 

 

受訪者中的家長大多認為運動對於學習是有明顯幫助的，也認為適量的運動

可以有效的提升孩子的專注力。 

 

Ȩྣᇥᔈ၀ࢂԖׯᡂǴՠӵ݀ၮၸࡋёૈ൩Ԗफ़եޑਏ݀Ǵӵ

݀ޑၮໆࢂ߾ԖගϲǴ٠Ԗόᒱޑਏ݀ǶȩȐE11ȑ 

 

ȨךளࢂගϲǴӢࣁԖၮǴ܌аӧᏢಞޑਔংКၨЈǴӢࣁԖ

ၮΑǴଆፐٰ׳ЈǶȩȐE12ȑ 

 

ȨࢂගϲޑǴᎦԋΑၮޑಞᄍǴ൩ૈගϲᡏૈǴԖӳޑᡏૈ൩ૈගϲ

ݙΚǴ܌аךளࢂόᒱׯޑᡂǶȩȐE13ȑ 

 

Ȩޑၮᡣλܻ϶ޑᡏૈКၨӳǴӧᏢಞΨࢂԖගϲޑǶȩȐE21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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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ךளࢂԖගϲޑǴӢࣁԖӼ௨ىޑၮϷҶ৲ਔ໔Ǵᡣλ࠸׳

ݙǶȩȐE22ȑ 

 

ȨࢲࢂόᒱǴՠؒךࢂԖག࠸ډڙηӧᏢಞׯޑᡂǴՠࢂӧᆒઓϷ

ᡏΚԖ൩όᒱޑගϲǶȩȐE23ȑ 

 

 

參、提升體適能 

SH150方案中各級學生體適能中等比率達 60%是方案目標及預期績效，因此

學生在體適能部分能不能提升是這個方案目標是否有達成的一個重要指標，受訪

者中大都認為只要能有持續性的抱持運動習慣，對於學生的體適能是有不錯的提

升效果，因此多給予學生運動的時間，對於體適能是有很明顯的幫助的。 

體育相關背景的導師，時常利用時間帶領學生養成固定運動的習慣，並不斷

的增加運動量，藉以提升學生的體適能，所以該班級在運動會上的表現也有不錯

的成績。（詳見附錄二） 

 

Ȩӵ݀ԖុၮբޑભǴ೭ϩᔈ၀ࢂගϲޑǴӧၮᡏػҞᝡ

ᖻǴભ߄ࢂόᒱޑǴ܌аࢂԖගϲޑǶȩȐA01ȑ 

 

Ȩаٰ࣮ךǴၢ଼நᏹၨؒԖշǴഗӭᡣᏢғЋᆶဌǴՠᕉᝡ

າ߾ԖቚуΑЈޤऐΚǶȩȐB01ȑ 

 

ȨךளԖගϲǴӢࣁᡣᏢғԖೕޑࡓၮಞᄍǴុाރޑᄊΠǴ

ჹܭᡏૈϩۓԖόᒱޑԋਏǶȩȐC11ȑ 

 

ȨؒךԖᜢЈ೭ϩǴ܌аךόޕၰࢂցԖගϲǶȩȐC21ȑ 

 

ȨԖǴᡣךёаቚуၮਔ໔ǶȩȐD11ȑ 

 

ȨԖǴӢࣁϺۓڰၮǴᡏૈ൩ᡂӳǶȩȐD12ȑ 

 

ȨԖᡂӳǴӢࣁϺԖុၮǶȩȐD13ȑ 

 

ȨԖᡂӳǴӢࣁϺԖӧၮǶȩȐD14ȑ 

 

ȨԖǴӢࣁԖޔӧၮǴКа׳ӳǶȩȐD21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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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ԖǴӢࣁϺԖၮǶȩȐD23ȑ 

 

ȨԖᡂӳǴӢࣁϺाၮǶȩȐD24ȑ 

 

ȨԖගϲǴӢࣁԖޑុၮǴ܌аԖǶȩȐE11ȑ 

 

ȨԖගϲǴΨࢂӢࣁԖၮǴ܌аۓԖගϲǶȩȐE12ȑ 

 

ȨԖǴᕉᝡາࢂाޑ܄ុǴѸಕᑈԾρٚޑำኧǴ೭ኬࢂԖ

ගϲޑǶȩȐE13ȑ 

 

ȨךளᡏૈԖᡂளКၨӳǴ܌аԖගϲǶȩȐE21ȑ 

 

ȨךளᕉᝡາۓගϲǴՠ଼நᏹ൩Ԗज़ΑǶȩȐE22ȑ 

 

ȨԖගϲǴךॺৎۓڰѐݽξǴλܻ϶ޑගૈԖډКৎߏᗋӳ

ΑǶȩ ȐE23ȑ 

 

受訪者 D22的運動動機較低落，認為運動並沒有幫助體適能提升。 

 

ȨؒԖᔅշǴӢࣁၮჹٰךᇥךளࡐಕǶȩȐD22ȑ 

 

受訪者 C21表示，沒有關心學生體適能狀況，所以無法得知使否有改

變。 

ȨؒךԖᜢЈ೭ϩǴ܌аךόޕၰࢂցԖගϲǶȩȐC21ȑ 

 

ಃϖ Бਢӣᔈ܄གڙຑ่݀ϩ 

 

方案的執行對於每一位參與的成員都非常重要，但也因為每個人都有個別差

異及自我感受，因此本研究以「滿意度」及「內心真正需求」兩個項目來評估回

應性感受。 

 

 

壹、滿意度 

在滿意度方面，方案執行者對於方案的評價都是不錯的，而在經過行政方面

活動的規劃與安排，導師的配合度高，導致學生有不錯的成效，大多來說都是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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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 

 

ȨεठᗋᅈཀǴՠѦӢનޑቹៜᏤठਔ໔ޑόىǴჹܭԋਏᗋ

 ԋਏᗋᆉόᒱǶȩȐA01ȑޑԌǴՠᡏٰᇥǴᏢਠБय़שѺΑࢂ

 

ȨҞࣁЗךளᗋόᒱǴόࢂѝԖ࠹ᏤԶςǴ۔ߏॺᒃԾᓐǴ

ᡣԴৣϷᏢғૈၟଆǶȩȐC11ȑ 

 

ȨᅈཀǴӢࣁᏢਠ܌ೕฝीࢲޑёаᡣᏢғوр௲࠻ǶȩȐC21ȑ 

 

受訪者 B01認為，每年都會針對活動進行檢討及改進，原本的獎勵因牽涉到

音樂版權的問題，所以也正在重新思考更適當的獎勵。 

 

Ȩךளᗋёа׳ӳǴՠऩԃҔӕኬޑኳԄ܈ዛᓰǴୖᆶޑԴৣϷᏢғ

ᅌᅌளค፪Ǵ܌аԃךଞჹ೭ࢲ٤ѐख़ཥࡘԵࢂցԖځдБԄࢂ܈

ΨวٰࡕᗺᄺዛᓰǴޑǴচҁׯӧុόᘐࢂӦБǴؒԖᅈཀǴՠΨޑׯ

 ύǶȩȐB01ȑׯុޑаόᘐ܌ᚒǴୢޑހԖډ

 

受訪者中的學生部分，主要是針對環島競跑及健康操兩項活動訪談，大多對

於環島競跑是喜歡的，因為可以提升自己的體能狀況，對運動表現也有提升。 

 

Ȩ഻ǴӢࣁёаᡣךᡏૈᡂӳǶȩȐD11ȑ 

 

Ȩ഻ǴӢࣁёаᡣךᡏૈ׳ӳǴӧᡏػෳᡍਔёаԖ׳ӳޑԋᕮ߄Ƕ

ჹၮКᖻΨࢂԖᔅշޑǶȩȐD12ȑ 

 

ȨԖᡂӳǴӢࣁϺԖុၮǶȩȐD13ȑ 

 

Ȩ഻ǴӢࣁϺາёаᡣԾρೲז׳ࡋǴऐΚΨ׳ӳǶȩȐD14ȑ 

 

Ȩ഻ǴӢࣁёаၟεৎଆາǶȩȐD21ȑ 

 

Ȩ഻ǴӢࣁёаາǶȩȐD23ȑ 

 

ȨӧԖᗺᗺ഻ǴӢࣁԖԋ൩གǶȩȐD24ȑ 

 

受訪者 D22對於運動較無興趣，動機也較低落，所以運動完後都覺得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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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Ԗ഻ࡐǴӢࣁາֹࡐಕǶȩȐD22ȑ 

 

在健康操的部分大多是呈現不喜歡的狀況，原因大多是不想利用下課時間，

且健康操讓學生感到無趣。對於運動動機較低落的學生而言，簡單的健康操反而

能使他們願意投入運動。 

 

Ȩό഻ǴӢੁࣁޑךΠፐਔ໔ǴךགྷӧΠፐਔ໔Ծρགྷ٣ޑǶȩ

ȐD11ȑ 

 

Ȩό഻ǴӢࣁֹፐࡐಕǴᡣךคݤӳӳೕჄΠፐਔ໔ǶȩȐD12ȑ 

 

Ȩό഻ǴӢࣁԖ٤Γ൩ၢǶȩȐD13ȑ 

 

Ȩךόϼ഻ǴӢࣁགคಠǶȩȐD14ȑ 

 

Ȩό഻ǴӢךࣁགྷΠፐǶȩȐD24ȑ 

 

受訪者中，運動動機較低落的學生，對於健康操這樣簡單運動的接納度較高，

因運動起來較無疲累感。 

 

Ȩ഻ǴӢࣁёаၟεৎଆၢǴԶЪΨόࡐಕǶȩȐD21ȑ 

 

Ȩ഻ǴӢࣁόࡐಕǶȩȐD22ȑ 

 

Ȩ഻ǴӢࣁёаቚуӕᏢϐ໔ޑགǶȩȐD23ȑ 

 

受訪者中的家長都認為環島競跑是一項不錯的活動，可以讓孩子每天除了運

動以外也能認識臺灣地理知識。 

 

ȨךளࢂόᒱǴՠ࡛ሶኬᡣλܻ϶ૈዴჴޑѐֹԋǴךள೭ঁࢂ

ёаԵቾޑӦБǶȩȐE11ȑ 

 

ȨךளӳޑǴ೭ঁࢲᡣλ࠸ёаϺᄌᄌಕᑈາຯᚆǴёаᔅ

շډλ࠸ǴΨёаᔅշډλޑ࠸ᏢಞǴ೭ঁࢲࢂ๏λޑ࠸ঁҞǴ

ԶЪ೭ঁҞёаᡣλ࠸ኬԋϺၮޑಞᄍǴၸ೭ঁࢲΨёаᡣ

λ࠸ቚΓሞᜢ߯ϷගϲԾρޑԋ൩གǶȩȐE12ȑ 

 

Ȩ೭ࢂঁࡐӳޑၮኳԄǴ܌ᒏޑᕉᝡາࢂᡣᏢғӧၮϐᎩ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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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ǶȩȐE13ȑޕᇡޑుΕ׳ΑှѠӚӦӜϷՅԖޑుΕ׳

 

ȨךளᗋόᒱǴёаၸಕᑈٚำኧΑှѠǶȩȐE23ȑ 

 

受訪者 E21認為，如果可以導入志工或是專業人力來帶領孩子運動，會有更

好的效果。 

 

ȨךளჴࢲࡼࢂόᒱǴՠ٠όࢂՏλܻ϶ૈډǴՠӵ݀ё

аԖדπޑϩࢂ܈ճҔᆕӝፐำӼ௨ޑΓٰሦλܻ϶ଆၮ

Ǵ೭ኬКၨӳǶȩȐE21ȑ 

 

受訪者 E22認為，環島競跑的精神指標很好，但如果再增加一些更具體的感

受或是增加更多趣味性，對於小孩會有更大的誘因，效果會更好。 

 

ȨךளᕉᝡາޑᆒઓࡐӳǴՠࢂӵ݀ёаቚуКၨڀᡏޑགࢂ܈ڙ

፪܄ښǴᡣλ࠸ёа׳ԖΚѐֹԋǴ׳ӳǶȩȐE22ȑ 

 

受訪者中的家長大多認為健康操是不錯的活動，但時間可以再調整一下，並

非侷限在第二節下課時間，可以調整為課堂前當作是醒腦活動會比較適當。 

 

Ȩךளၢ଼நᏹࢂёаǴՠࢂ೭ঁਔ໔ӵ݀ёаׯԋႽࢂӧᆕӝፐ

ፐǴࢂ܈Ԗځдਔ໔ёаඹжޑ၉Ǵ׳ӳǶȩȐE11ȑ 

 

ȨךளΨࢂόᒱǴჹܭλޑ࠸ၮԖᔅշǴՠਔ໔ёаӆԵቾΠǶȩ

ȐE12ȑ 

 

Ȩ೭ঁࢲ୷ҁࢂҥཀؼ๓Ǵՠךளόा߳ज़ӧ೭ኬޑਔ໔Ǵѝ

ाૈ௨рޜᎩޑਔ໔Ǵᔈ၀ࢂёаᒿਔᒿӦૈՉޑǶȩȐE13ȑ 

 

Ȩ଼நᏹࢂόᒱޑǴՠࢂёаόाӼ௨ӧΠፐਔ໔ǴёаճҔԐԾಞ܈

 ΓٰሦǴ೭ኬКၨӳǶȩȐE21ȑޑۓڰдਔ໔Ԗځࢂ

 

ȨךளᅰໆόाҔډ೭ঁਔ໔ǴёаၮҔӧፐǴᡣλܻ϶ԋᒬ

တࢲ׳ӳǶȩȐE22ȑ 

 

Ȩךள଼நᏹᗋόᒱǴёаਁᏟᆒઓǴՠਔ໔٠όҔۓज़ڋӧ೭ঁ

ਔ໔ǶȩȐE23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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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心真正需求 

方案的實施無法讓所有人都能滿意內容，在開始實施過後能夠對於受訪者中

了解執行者對於這個方案的真正需求 

 

受訪者中的方案執行者大多認為，執行方案的立意良善，但不應侷限一定要

在一個制式的時間上完成，對於方案的最初目標應該是培養良好的運動習慣，而

對於需要準備書面上的資料要求無法理解，期望能舉辦相關的研習及提供專業的

人力協助。 

 

ȨঁБਢޑჴࡼǴሡाঋ៝ᡏᏢਠၮբࢬޑำǴᏢਠၮբࢬำჹܭ

ցёаፓǴӵ݀ࢂΑǴ150ϩដ೭ঁाىਔ໔ςόޑηၮ࠸

ёа٩ྣᏢਠਔ໔ޑӼ௨Ǵόۓाۓज़ڋ 150ϩដǴԋਏ܈

 ӳǶȩȐA01ȑ׳

 

ȨόૈှࣁՖाቪीฝǴӵ݀ᛦҬԋ݀ךளࢂ OKޑǴࢲޑ

ЬाࢂᡣᏢғୖᆶǴՠόૈှࣁՖाቪीฝǴаډਠѦୖᆶӭ

࣬ᜢࢲޑว߄Ǵ൩วӭᏢਠࣁࢂΑ SH150Бਢӧၮਔ

໔Ǵ൩วӭीฝೕฝाၮӭϿਔ໔Ǵ܌ауଆٰ

൩ૈၲډाǴՠךٰࡕགྷǴΠፐഗӭ 10-20ϩដǴԌନ٤ਔ໔Ǵ

ुӭૈၮޑډਔ໔٠όֹǴ܌аךᇡࣁόाݝܥӧኧӷϷीฝǴ

ᇸၮǴ٠ؒԖமፓࢂᎦԋКၨख़ाǶSH150БਢགႽޑಞᄍࣁᇡך

ၮុਔ໔ϷၮமࡋǴՠऩ҅ाᔅշ߾ډᔈ၀ाԵቾډǴךள

150ЬाࢂঁߐᘖǴᡣΓёаᙁൂ፯ΕǴऩᎦԋόᒱޑಞᄍǴ߾Ծ

ρѐଓ׳ӳޑಞᄍǶȩȐB01ȑ 

 

ȨךளБਢޑрวᗺࣁࢂΑᏢғགྷǴ׆ఈёаᡣᏢғᎦԋၮޑ

ಞᄍǴՠჹܭёаόाѝࢂჹܭਔ໔ޑाǴӵ݀ૈԖځдޑଛ

ࡼᇶշǴႽࢂၮமࢂ܈ࡋёаႧวᜪ՟ ޑዛകǴගϲᏢғޑ333

ᐒǴ೭ኬӧΠ׳ճǶȩȐC11ȑ 

 

Ȩ׆ఈᏢਠёаග׳ٮޑΓω௲ᏤᏢғӳӳၮǴࢂ܈ᖐᒤ࣬ᜢࣴ

ಞǴᡣ೭ࢲ٤ёа׳ӭΓޕၰǶȩȐC21ȑ 

 

受訪者中的學生大多希望除了原本計畫的環島競跑及健康操活動外，能增加

其他活動活動，像是球類、飛盤、跳繩、跳舞及足球等，讓活動更多元化。 

 

ȨКၨԖ፪ࢲޑǴٯӵǺ०ዬࢂ܈ᝣౚޑიᡏၮǶȩȐD11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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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ёаቚуၢᛣࢲǶȩȐD12ȑ 

 

ȨёаቚуၢᆸࢲǶȩȐD13ȑ 

 

ȨёаቚуၢᛣࢲǶȩȐD14ȑ 

 

Ȩ഻ךၢᛣǴёаቚуǶȩȐD21ȑ 

 

ȨѺ०ዬࢲǶȩȐD22ȑ 

 

ȨёаଆၢᛣϐᜪޑǶȩȐD23ȑ 

 

Ȩ׆ఈёаԖ፮ىౚࢲޑǶȩȐD24ȑ 

 

受訪者中的學生大多希望能再增加運動時間，且是希望利用綜合活動課程及

在下午時段比較不會太熱的時間來安排。 

 

體育相關背景的導師，常會利用綜合活動課程帶著孩子到戶外運動，藉由課

程上的改變安排，讓學生對於運動也越來越產生興趣，導致這個班級的學生都認

為需要增加運動時間。 

 

ȨሡाǴճҔᆕӝፐٰၮǶȩȐD11ȑ 

 

ȨሡाǴճҔᆕӝࢲፐำǴຫௗܫ߈Ꮲਔ໔ຫӳǴ೭ኬКၨόϼǶȩ

ȐD12ȑ 

 

ȨሡाǴёаճҔᆕӝࢲፐٰၮǶȩȐD13ȑ 

 

ȨሡाǴճҔΠϱޑਔ໔ǶȩȐD14ȑ 

 

非體育背景的導師，平時對於學生的運動要求較無強制性，所以該班級

運動動機較低落的學生認為，目前安排的時數已足夠，不需要再增加其它時

間。 

 

ȨόሡाǴςΑǶȩȐD21ȑ 

 

ȨόሡाΑǶȩȐD22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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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ךளόҔΑǶȩȐD23ȑ 

 

Ȩךள೭ኬ൩ΑǶȩȐD24ȑ 

 

受訪者中的家長大多認為學校課程在體育課的安排上是不足的，需要再多增

加體育活動時間的安排，讓學生能有多一些的運動時間， 

 

ȨόǴҞଯԃભλ࠸ঁᘶࡨѝԖΟᡏػፐǴуଆٰޑਔ໔Ψѝ

Ԗ 120ϩដǴࡌ׆ࢂఈϺёаӼ௨ᡏࢲػǶȩȐE11ȑ 

 

ȨךளόǴ׆ఈёаԖޑԴৣёаλ࠸ଆၮǶȩȐE12ȑ 

 

ȨҞӧᏢਠޑၮਔ໔ѝԖΟѰѓޑᡏػፐǴךளࢂόޑǴЀ

ǴၮޑၮಞᄍޑӳؼǴሡाᎦࢤ໘ޑӧ୯λջஒᗌΕ୯ύࢂځ

ନΑࣁᇡךਔ໔ёаᡣᏢғโମǶޑىǴΨሡाԖޑሡाᎦࢂ

ᏢਠޑፐำӼ௨ǴᏢғΨाޑុᎦԋؼӳޑၮಞᄍǴ೭ኬωૈ҅

 ਏ݀ǶȩȐE13ȑޑၮډၲޑ

 

ȨҞڬѝԖΟᡏػፐǴ܌аࢂόޑǴӵ݀ϺԖޑۓڰਔ໔

׳ӳǶȩȐE21ȑ 

 

ȨךளόǴനӳΠϱΟᗺࡕ൩όाӼ௨҅ԄፐำǴᡣλ࠸ӧٗ٤ਔ

໔ѐၮǶȩȐE22ȑ 

 

受訪者 E23認為，孩子的運動量是否足夠，完全取決於導師對於運動課程的

安排，學校如果能給予導師依些實質上的獎勵，讓導師也可以有較強烈的動機帶

領學生一起運動。 

 

Ȩךளޑךλ࠸ၮىࢂӢࣁᏤৣޑᜢ Ǵ߯ՠӵ݀Ꮴৣୃख़ࢂޑፐ

Ǵ൩όىǶᏢਠΨёаႴᓰᏤৣǴ๏ϒᏤৣ٤ዛᓰǴᡣᏤৣё

аԖᐒёаᏢғଆѐၮǶȩȐE23ȑ 

 

SH150方案中有一項目標是國小學生在畢業前能學習一項運動技能，受訪者

中的家長大多認為國小階段在校運動只要身體健康就好，但若是因為有固定的運

動習慣而發展成運動技能也都能支持。 

 

ȨךளޣٿёаԵቾǴёૈӢࣁ೭ኬޑၮಞᄍᎦԋࡕǴёа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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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ၮૈמǴ೭Ψёૈࢂ୯ৎ҂ٰޑᡏػΓωǴ܌аךளيᡏ଼நࡐ

ख़ाǴՠӵ݀ёаวԋၮૈמΨόᒱǶȩȐE11ȑ 

 

Ȩךளӧ୯λ໘يࢤᡏ଼ந൩ӳǴᗋፋόǴՠࢂӵ݀ёаᡏᡍ

ӚᅿόӕၮǴவᡏᡍύډפԾρ഻ޑၮǴٗ׳ӳǶȩȐE12ȑ 

 

ȨךགྷၮޑҞޑ൩ࢂᡣيᡏ׳ம Ǵ֧ՠޑૈמ၉൩ा࣮࠸ঁηჹܭ

ၮޑᑫ፪ǴࡌךᏢਠёаቚу׳ӭၮҞޑᒧǴᡣᏢғёаԖ

ޜวޑᇡϷᒧǴΨӧ҂ٰӧ၀ၮሦୱԖόᒱޑӭϡϯ׳

໔ǶȩȐE13ȑ 

 

Ȩيᡏ଼நࣁЬǴՠӵ݀ૈᏢಞ࣬ډᜢૈמΨόᒱǶȩȐE21ȑ 

 

Ȩךளനޑ߃Ҟޑᔈ၀ࢂѝाيᡏ଼ந൩ӳǴՠӵ഻݀ࢂޑၮा

วԋၮૈמΨόϸჹǶȩȐE22ȑ 

 

Ȩ୷ҁךளيᡏ଼ந൩ӳǴՠࢂӵ݀ाᏢૈמډගيࢂᡏѸा

଼நǴ܌аӵ݀λܻ϶ჹ٤ࢌܭၮԖᑫ፪Ǵགྷวԋޑૈמ၉ǴךΨ

ЍǶȩȐE23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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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ക ่ፕᆶࡌ 

 

本研究採用質化分析的方式，對於利害關係人進行深度訪談，並針對訪談內

容採取回應性評估，有以下四個項目為評估標準，分別是「方案設計妥適度」、「方

案執行者意向態度」、「方案目標達成性」、「方案回應性感受」，在這四項評估標

準下另分設了多項評估項目，一、方案設計妥適度：方案立意、人力資源、時間

資源、場地設施、家長態度；二、方案執行者意向態度：教師態度、行政態度、

執行困難；三、方案目標達成性：提升運動興趣、提升學習效果、提升體適能；

四、方案回應性感受：滿意度、內心真正需求。本章根據前述研究結果進行總結，

並提出具體方案建議，提供 SH150方案參考，本研究之展望，提出未來的研究

與建議。 

 

ಃ ่ࣴزፕ 

 

൘ǵБਢीִ܄ 

一、方案立意 

SH150方案主要是希望藉由學校在校時間，體育課以外能運動 150分鐘以上，

藉由培育學生運動知能，激發學生運動興趣，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對於這個方

案的立意，所有的受訪者抱持著高度的肯定，認為運動可以改善身體健康，養成

良好運動習慣等。不過，受訪者中的家長大多不知道這個方案的內容，因此在方

案的宣導上需要再有更好的宣傳作為。 

 

二、人力資源 

SH150方案中有一項運動志工的支援體系，這項在目前學校的志工體系中較

少出現的，學校志工體系中大多是故事媽媽及導護志工，如果能夠再增加運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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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相信對於方案的推動是會有很大的助益的。受訪者大多認為，若有運動志工

的參與，可以為方案的推動帶來更好的成效，也有受訪者表示，運動志工需要有

更專業的知能，不單單只是從旁協助，而是能對於方案活動的安排有詳細的規劃，

如此一來即可為方案活動帶來最大的成效。 

 

三、時間資源 

SH150方案所強調的就是運動時間，要在體育課程以外運動 150分鐘以上，

對於目前國小課程規畫及實施上，不太容易能夠去達成此目標。本研究的受訪者

大多認為讓學生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能運動的時間只有早自習及下課時間，但

在早自習時間有不同的活動規劃，而無法讓學生進行運動。而在下課時間也會有

許多因素干擾著，補救教學、訂正作業、更換科任教室等，都會壓縮到學生實際

上真正能運動的時間。學生也認為除非是導師有強烈要求或是能在教學正常的狀

態下，才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運動，大多的學生也都認為需要再增加體育課以外

的運動時間。 

受訪者中的家長都認為學校能推動運動活動是好的，環島競跑可以讓學生不

僅有運動的能力提升，也能增加對於台灣地理的認識，是不錯的活動。對於健康

操的實施時間第二節 20分鐘大下課的部分，就認為可以有再調整的空間，因為

家長們大多認為這一節下課時間較長，應該讓孩子決定自己想從事什麼樣的活動，

若先從事了健康操，會壓縮到孩子的下課時間，若能將健康操時間調整為上午第

一節課前或是下午第一節課前，當成是一項醒腦的活動，這樣的安排可能會比較

適當 

 

四、場地設施 

配合 SH150方案，學校行政單位會設計能讓所有人都一起運動的項目，而

若要全校一起運動，場地設施就是一個需要考量的項目。本研究的學校是一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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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活動安排上，跑步的地點是 200公尺的操場，健康操的地點則在各班教室及

走廊或是上完科任課後的地點，受訪者大多認為學校是有足夠的空間讓學生進行

運動。受訪者中的家長大多認為學校空間是不足夠的，需要再多增加室內空間及

運動設施，讓學生能夠有更多元化的運動選項。 

 

五、家長態度 

SH150方案雖然是要求學生在校運動時間，不過在支援體系中家長也包含在

內，是希望家長也能一同陪伴孩子參與此方案。受訪者中大多認為家長需要了解

此方案也需要一同進行，這樣對於方案推動是有幫助的，但普遍的家長平日都要

上班，能利用的時間只有在下班後或是假日，受訪者中的家長也都表示，若在平

日或是假日能撥出時間，一定都會陪伴孩子一起運動，不僅是能達到身體健康，

也是能增進家庭凝聚力的活動。 

受訪者中的學生觀點，大多認為家長也需要了解這項方案，也都希望家長能

利用時間一起運動，因此家長的參與對於孩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在方案設計妥適性方面：本方案立意良善，對於大多的家長宣導上略為不足，

應該讓家長能有更充分的資訊了解；在人力資源方面可以導入運動志工；時間是

方案執行上最大的問題，學校活動太多成為了影響運動的最大因素；場地方面須

妥善規劃，讓學生能有最多的運動空間。 

 

 

ມǵБਢՉޑޣཀӛᄊࡋ 

一、教師態度 

SH150方案的推動對於教師來說是第一線的推動人員，教師對於方案的態度，

能夠影響著方案是否能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因此教師的角色非常重要。 

研究中的學校對於教師的配合度是高度肯定的，教師本身願意帶領學生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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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是方案成功的最大關鍵之一，學生看見了教師也一同參與方案，會對於執行

上更有動機，且對於許多活動上的安排，導致能運動的時間減少，教師都能再運

用時間帶領學生運動，這是顯現出教師對於運動是看重的，對於方案是肯定的，

好的方案也會非常樂意配合的。 

 

二、行政態度 

學校行政在方案的推動上扮演著兩種角色，一方面是方案執行者，另一方面

又是學校制定實施計畫的制定者，因此若行政的態度是採取較積極的，那方案的

推動成效一定會比較好。受訪者中的老師對於學校的行政態度是高度肯定的，對

於活動的規劃及安排推動，都不會造成老師們額外的負擔，因次老師們都很能配

合行政單位的計畫。 

學校行政單位制定獎勵制度是希望能成為活動上的一個誘因，讓學生能夠又

持續運動的動機。受訪者中的學生，大多對於學校所提供的獎勵是滿意的，但如

果能夠有更實質的獎品，例如：獎狀、獎牌、運動用品、飛盤，會讓學生有維持

更長久的動機。 

 

三、執行困難 

SH150方案在執行上，幾乎所有的執行者都認為是時間上的問題，政府單位

將太多的各項政策往學校塞，導致無論任何課程、任何政策都安排到學校，如此

一來就會造成排擠作用，然而被犧牲掉的往往就是原本可以運動的時間，因此要

確實的每週達到 150分鐘的要求，的確有些困難。 

 

方案執行者的意向態度：從校長到行政人員及導師對於方案都是高度肯定的，

在導師方面，身教重於言教是最適當的；行政人員則需要對於活動有完善的規劃

並且有適當的獎勵制度才能維持學生高度的動機。面對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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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安排。 

 

 

ୖǵБਢҞၲԋ܄ 

一、提升運動興趣 

SH150方案主要的目標之一就是在激發學生的運動動機與興趣，而培養規律

的運動習慣。研究中的學校在實施環島競跑活動後，受訪者都明顯感受到學生運

動興趣提升了，而從訪談的學生中得知，運動讓他覺得愉快，從運動也找到了自

信心，因此養成了規律的運動。 

體育相關背景的導師，透過強烈要求運動的方式下，學生也開始養成了運動

的習慣，進而提升了運動興趣。非體育背景的導師對於學生是否有提升運動興趣

較無關注，所以也無法得知是否有因而提升興趣。 

 

二、提升學習效果 

體育教育是學校教育重要的一個環節之一，許多研究顯示，運動可以有效的

促進專注力，對於學習是有幫助的。受訪者中大多認為，在運動過後是能有效的

提升專注力，對於學習表現也有很大的幫助。 

但也有受訪者認為，要提升學習效果的因素太多，如果運動過度反而不增而

降，所以適度的運動量對於學習效果才是有最好的影響。 

無論是體育相關背景導師或非體育相關背景的導師都認為，運動後有提升學

生的學習效果，上課時專注力也有提升。 

 

三、提升體適能 

SH150方案中提升學生體適能中等比率達到 60%是主要目標之一，因此學生

體適能是否有提升是評估這個方案的重要指標之一。受訪者中大多認為讓學生有

固定的運動時間及有良好的運動習慣，在持續的要求下，學生體適能是有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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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也有受訪家長認為，不僅體適能方面提升，在精神與體力上也有不錯的提升，

整體的結果是非常滿意的。 

體育相關背景的導師認為，學生在規律的運動及持續要求下，體適能一定會

有不錯的成效。非體育相關背景的導師則無關心學生體適能的部分，所以無法得

知是否有因此而提升。 

 

方案目標的達成度：學生都提升了運動興趣，並從運動中獲得自信心；學習

方面也有提升了專注力，體適能表現也提升了。 

 

စǵБਢӣᔈ܄གڙ 

一、滿意度 

在滿意度方面，方案的執行者對於這個方案的立意大多覺得不錯，也因為在

實施過後，發現學生的體適能提升了，學習表現提升了，運動的興趣也提升了，

而行政單位也會給予老師們最大的空間，所以這部份是滿意的。 

但還是有不滿意的部分，可以在調整成更好的空間，例如在推動方案時應該

可以有更好的措施，而不是一昧的將方案塞到學校，若要全部執行，就會產生排

擠作用，所以時間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還有學生是否能確實達到體育可以外

150分鐘的運動要求，也沒有較明確的檢視方式。 

受訪者中的學生，主要是針對環島競跑及健康操兩項活動來做訪談，大部分

的學生對於環島競跑是滿意的，滿意的原因大多是可以增加自信心，體能狀態也

提升變好了，和同學一起完成的感覺很好。在健康操的部分則呈現出不滿意的狀

態，大多認為健康操是無趣的活動，也占用到了下課的時間。 

受訪者中的家長對於學校推動的活動都是高度肯定的，在環島競跑的部分，

不僅能讓學生體能的增加，也能搭配台灣地名去了解各地。在健康操的實施時間

上則可以再調整，可以安排在其他時間作為醒腦活動會比較合適，健康操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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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內容也可以更活潑化，更貼近學生的內心，這樣會有更好的運動效果。 

 

二、內心真正需求 

根據對於方案執行者的訪談後了解了他們對於方案的真正需求是：一、不要

太侷限在時間上的達成，應該關注的是學生是否真正運動到了。二、方案的推動

是希望學生能真正養成運動習慣，而無法理解繳交書面計畫的意義為何。三、可

以設計規畫更多元的活動，讓學生能有更多元的運動項目可以選擇。四、能有明

確記錄運動時間的方式，而不是只能靠學生自由心證。五、好的方案要實施，但

好的方案推廣也要能推廣到大眾，不只讓學校的人員感受，也要能讓大眾對於運

動風氣能明顯感受。 

受訪者學生的觀點來看，大多都認為需要增加運動時間，且可以利用綜合活

動課程安排體育活動，而在運動項目中也可以增加除了環島競跑跟健康操以外的

活動，讓運動能有更多元化的選擇，像是球類、跳繩、跳舞等運動。但也有運動

動機較低落的學生表示，目前規畫的運動時間已經足夠，不需要再增加了。 

受訪者家長的觀點來看，大多都認為需要再增加運動時間，目前規劃的體育

課時數太少，希望增加在下午的時間，讓學生運動狀態會比較舒適。而在單純身

體健康與習得運動技能方面，家長都認為，身體健康是首要的要求，若孩子對於

運動有興趣，想發展為運動技能也會選擇支持。 

 

方案回應性感受：方案執行者對於方案成效是滿意的，但對於時間上的安排

認為需要再多規劃；學生希望能增加多一些的運動時間。 

 

ಃΒ ࣴࡌز 

 

൘ǵჹЬᆅᐒᜢࡌ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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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整課程內容及時間 

SH150方案主要是要求學生在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分鐘，但在目前的課程安

排上已經將課表排得滿滿的，建議主管機關可以配合學校課程明確規定，利用正

課增加體育運動時間，讓學生可以藉由上課時有更多的時間運動，並可以利用綜

合活動或者彈性課程增加學生可以運動的時間，讓導師可以彈性運用課程，讓學

生可除了學科成績之外，也能透過運動排解學科壓力，增進學習表現。 

 

二、加強方案宣導 

SH150方案是一樣可以推廣至全民運動的方案，從訪談的過程中，除了學校

人員以外，家長們大多是不了解甚至不知道這項方案的，家庭是孩子第一個受教

育的場所，家長則是孩子第一位老師，如果家長能夠瞭解這項方案的好處，透過

家庭影響孩子，相信成效一定會大幅提升，因此，對於家長的宣導方面，還需要

再努力。 

 

三、增加多元化的運動選擇 

SH150方案的推動，大部分的學校都會選擇跑步、健康操等比較容易上手的

運動，但這些活動學生做久了就會缺乏新鮮感，缺乏變化性，因此建議主管機關

可以請專業運動人才或是舉辦相關研習活動，或者邀請學校老師設計多樣化的特

色課程，蒐集資料後，將活動推展到各個學校，讓學校的體育活動能夠有更多元

的變化，是方案可以持續推動。 

 

四、經費補助學校設置樂活站 

SH150方案推動至今，許多學校都有不錯的表現成效，但普遍學校所設置無

論是空間或是運動器材都略為不足，建議主管機關可以給予學校相關的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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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校可以妥善設置更多元化的運動空間及器材，讓孩子有更多元化的體驗，對

於推動方案也有很大的幫助。 

 

ມǵჹᏢਠՉࡌޑࡹ 

 

一、重新調整運動時間 

在訪談的過程中，大部分的學生及家長對於下課時間被強制規定大家要一起

做健康操活動是不能接受的，對學生來說，下課時間是非常珍貴的，對家長來說，

學生的下課時間應該要讓學生自己安排所要進行的活動，因此時間的安排上還可

以再重新調整，盡可能排除在下課時間，可以安排在上午或下午的第一堂課前，

當成是一項醒腦的活動。 

 

二、運動場的的規劃安排 

學校目前有 200公尺的標準操場、室內羽球館、室內木板教室、舞蹈教室等，

但有開放的只有操場及室內羽球館，木板教室及舞蹈教室需要教師登記才能使用，

若能夠將校內的空教室或是閒置空間規劃成室內運動場地，無論是向主管機關單

位爭取經費設置成樂活運動站，或是擺放簡單運動器材，讓學生能夠有更多運動

選擇，極容易運動的場地，對於推廣 SH150方案也會有很大的助益。 

 

參、對教師的建議 

 

一、身教重於言教 

教師的行為與態度意願，對於學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訪談過程中發現，若

教師對於運動是願意配合的，並且親自帶領學生運動，學生的運動動機及意願是

非常高的，因此建議教師可以以身作則，親自帶著學生一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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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妥善運用課程 

訪談中可以得知，大多學生都是希望教師可以帶學生到戶外運動，因此建議

教師，在課程規劃上，可以多設計戶外課程，並不一定每一節課都要在教室內上

課，可以讓運動結合其他課程，讓學生有更多元化的學習。 

 

ಃΟ ࣴزఈ 

 

本研究是採用文獻分析及深度訪談的質性研究，並以回應性評估針對 SH150

方案成效做研究，相關可參考的的研究有限，而本研究對方案作一完整評估有其

限制，因此提出幾點建議提供未來研究者可參考研究方向。 

 

൘ǵࣴزჹຝᆶጄൎБय़ 

本研究僅以新北市一所學校當作研究對象，樣本數較少，SH150方案在各校

實施的方式及內容也不盡相同，因此若能將研究範圍擴大至其他學校，或是不同

縣市的學校，對於 SH150方案的實施更能有助於評估成效。. 

 

本研究訪談的對象為校長、學校行政人員、高年級導師、高年級學生、高年

級學生家長，若能擴大訪談對象如，中、低年級導師，甚至是延伸到國中老師、

學生、家長，將較能夠或的更多更客觀的意見。本研究也並未設計安排訪談方案

制定者或是縣市政府方案負責單位，若能將這些意見列入內容，研究結果會更具

有完整性。 

 

ມǵࣴزБݤ 

本研究採取質性訪談研究，其內容必定有其限制，缺乏大量的數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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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追求能更接近問題的核心，建議可以利用大量的問卷方式進行調查，更能明

確瞭解方案實施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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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A01 ( 2018/04/02 ) 

Q1: 你對 SH150方案的看法是什麼？ 

A:我覺得 SH150的方案是立意良善，讓學生可以多方面的運動，但以目前學校時

間上的安排，在實施上時間有些不足夠，儘管已有體育課的安排，但要讓每位學

生都能達成的話，但課程上的時數還是有些無法達成。 

Q2: 目前校內實施 SH150方案上人力是否足夠？需要引進校外的人力資源嗎？ 

A:目前主要是行政人員及班級老師和體育老師，算是多方分布，如果能有校外人

力資院的話，可以讓實施上更細緻，所以基本人力是足夠的，如果能引進校外人

力，可以讓整個方案實施更豐富。. 

Q3: 請問學生在校有足夠的時間達到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分鐘的要求嗎？ 

A:研究學校時間的安排上，早自習的部分：每周二是學生朝會、每周四是班級共

讀、每周五是教師晨會，若扣除了早自習及午休時間，下課時間在低年級的部分

有 285分鐘、中年級 355 分鐘、高年級 390分鐘，如果有學生在下課時間需要訂

正作業、進行健康操、環境整潔打掃及要到科任教室上課等許多事情。在導師的

角度上會有雙方拉扯的感覺，一方面課要完成，另一方面又希望可達到 SH150

方案時間上的要求，所以時間上是不足夠的。 

Q4: 學校在實施 SH150方案上，場地及運動設施是否足夠？ 

A:目前我們學校除了有一個 200公尺的操場之外，還有羽球館、木板教室及舞蹈

教室，所以無論是晴天或是雨天還足夠應付學生活動的需要。 

Q5: 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雖然學生有 8小時的時間在學校，但另外有 16個小時是在校外的部分，家長

是需要了解的。如果家長可以了解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分鐘，那可以利用孩子放

學後若有空閒時間或是假日可以帶孩子一同到戶外運動，我覺得是可行的。 

Q6: 你覺得校內老師對於這個方案的配合度如何？ 

A:大部分老師都希望學生能到教室外運動，但有些學生在課業上需要補救，那老

師能利用的也只有下課時間，所以常會有補救及運動兩方面的衝突，但研究學校

教師大部分都很配合 SH150方案上的要求。 

Q7: 目前學校行政團隊在這個方案上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A:行政團隊就是規劃多方面的活動讓老師及學生參與，方案的部分是引導老師幫

助學生，學生是方案的主角，師生間是一種主客上的關係，所以行政團隊就是規

劃多方面的活動來引誘學生走出教室運動。 

Q8: 你覺得目前執行 SH150方案所面臨困難是什麼？ 

A:我覺得還是一樣是時間上的部分，會有外在的許多影響，無論是掃地時間、補

救課業等等，沒有辦法完全達到 150分鐘的要求。 

Q9: 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是否有增進了學生運動的興趣？ 

A:我觀察有些班級在導師的引導下，環島競跑的里程數就增加了許多，所以一個

活動的推動，除了完整規畫外，最重要的還是要有老師的支持，學生才會去做。

跳健康操在學生的肌耐力及靈活度上和協調性都有不錯的幫助，對於孩子在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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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活動時也會有明顯的感受到也產生了正面的影響，所以我覺得有增加學生的運

動興趣。 

Q10: 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學生體適能是否提升了？ 

A:如果有持續運作的班級，這部分應該是提升的，在運動會體育項目競賽上，班

級表現上是不錯的，所以是有提升的。 

Q11: 學校目前實施 SH150方案的成效，你覺得滿意嗎？ 

A:大致上還滿意，但外部因素的影響導致時間上的不足，對於成效上還是會打了

折扣，但整體來說，學校方面的成效還算不錯。 

Q12: 你覺得上級對於這項方案可以在提供學校那些協助？ 

A:一個方案的實施，需要兼顧整體學校運作的流程，學校運作流程對於孩子運動

的時間上已經不足了，150分鐘這個要求是否可以調整，如果可以依照學校時間

上的安排，不一定要依定限制 150分鐘，成效或許會更好。 

 

 

訪談對象：B01  ( 2018/04/03 ) 

Q1: 你對 SH150方案的看法是什麼？ 

A:這幾年一直不斷接收到上級給的許多政策，覺得好多政策，好多數字，在 SH150

之前是體適能 333後來還有所謂的 210，剛剛在衛生組長那了解以前是 85210的

活動，現在是 85110，內容都是提到需要讓學生運動。SH150方案我覺得不錯的

是可以讓師生較容易的去達到這個目標，以前 333第一個要運動 30分鐘，就讓

很多人卡在這個地方，150則是可以利用零碎時間完成，達成性會比較容易達成。 

Q2: 目前校內實施 SH150方案上人力是否足夠？需要引進校外的人力資源嗎？ 

A:覺得有多少人力做多少事情，以現有的資源去規劃活動，如果有校外的人力資

源，才會去規劃，如果沒有就做自己能做的部分，研究學校有多元的運動社團，

這是讓學生能有更多的選擇，也希望導師可以利用早自習時間，除了閱讀以外如

果可帶出來教室外運動，這是很好的。 

Q3: 請問學生在校有足夠的時間達到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分鐘的要求嗎？ 

A:如果教學正常及學生表現正常，在下課時間都能運動，要達到這個要求是蠻容

易的。但是每位導師的班級經營及學校安排的活動則是影響的因素之一，例如每

週四的晨間閱讀及每週五的教師晨會，都無法讓孩子出來運動，平時下課時間也

會有其他的任務需要學生完成，所以也只能盡量要求。 

Q4: 學校在實施 SH150方案上，場地及運動設施是否足夠？ 

A:沒有足不足夠的問題，和人力一樣，用現有的資源去規劃能完成的活動。 

Q5: 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家長當然要了解，因為跟自己的孩子相關。參與的話，SH150雖然只是說每週

一到五在校時間體育課以外，但我覺得假日也是很重要的時間，我覺得這個方案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養成學生運動的習慣。 

Q6: 你覺得校內老師對於這個方案的配合度如何？ 

A:會參與的，配合度就很高，但少部分我們就只能盡量鼓勵，從數據上就可以觀

察到，會參與的班級，就會很努力的完成，沒辦法配合的或是有其他要務的老師，

班級參與的程度就較低，就我觀察，有體育背景的老師配合當然就較高，但沒體

育背景的老師有些也是會將運動納入班級經營，就會有不錯的配合度。 

Q7: 目前學校行政團隊在這個方案上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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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要是規劃活動，讓校長及主任們可以帶頭做，讓老師及學生會想跟著一起完

成。 

Q8: 你覺得目前執行 SH150方案所面臨困難是什麼？ 

A:我覺得還是在班級導師參與的意願，我們準備了活動，若導師不願意參與，會

讓我們感覺有些灰心。 

Q9: 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是否有增進了學生運動的興趣？ 

A:我覺得有增進學生運動機會，但不至於談上的興趣，以我們小時候來說，下課

就是往教室外跑，打球或是其他運動，但現在下課要先花將近 10分鐘跳健康操,

導師又規定孩子必須要線跑完多少圈操場，整天下來，孩子也會覺得不愉快。環

島競跑只是想達成 SH150方案的活動方式之一，主要是希望學生下課可以走出

教室，進行任何活動也都不限制，打球的運動量反而比跑步高，我覺得還更好，

所以我覺得環島競跑及健操操只是增加了學生運動機會，讓學生有更多的選擇。 

Q10: 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學生體適能是否提升了？ 

A:以我來看，跳健康操較沒有助益，頂多讓學生動動手與腳，但環島競跑則有增

加了心肺耐力。 

Q11: 學校目前實施 SH150方案的成效，你覺得滿意嗎？ 

A:我覺得還可以更好，但若每一年都用同樣的模式或獎勵，參與的老師及學生會

漸漸覺得無趣，所以每一年我都會針對這些活動去重新思考是否有其他方式或是

改進的地方，沒有滿意，但也是不斷持續在改進，原本的點歌獎勵，後來也發現

到有版權的問題，所以不斷的持續改進中。 

Q12: 你覺得上級對於這項方案可以在提供學校那些協助？ 

A:不能理解為何要寫計畫，如果繳交成果我覺得是 OK的，活動的推動主要是讓

學生參與，但不能理解為何要寫計畫，以前會到校外參與許多相關活動的發表會，

就會發現許多學校都是為了 SH150方案在湊運動時間，就會發現許多計畫上都

會規畫每一節要運動多少時間，所以加起來就能達到要求，但後來我想，一節下

課頂多 10-20分鐘，扣除一些時間，訂多能運動到的時間並不完整，所以我認為

不要拘泥在數字上及計畫上，我認為習慣的養成比較重要。SH150方案感覺像是

輕運動，並沒有強調運動持續時間及運動強度，但若真正要幫助到則應該要考慮

到，我覺得 150主要是一個門檻，讓人可以簡單踏入，若養成不錯的習慣，則會

自己去追求更好的習慣。 

 

訪談對象：C11 (2018/04/02) 

Q1:你對 SH150方案的看法是什麼？ 

A: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案，可以讓學生除了體育課以外還可以有運動時間，

讓學生在課業壓力下有一個不錯的抒發管道。 

Q2:目前校內實施 SH150方案上人力是否足夠？需要引進校外的人力資源嗎？ 

A:我覺得目前人力上稍有不足，目前主要是以班級導師為主要人力，如果導師願

意配合，那學生運動配合度也較高，但老師的背景及理念也很重要，如果願意融

入運動這一塊，那學生也比較會配合運動。在方案中有一個區塊是運動志工，如

果能有適合的人力安排，可以協助導師的話，我覺得可以嘗試。 

Q3:目前課程安排，要讓孩子達到每周在校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分鐘，你覺得時

間夠嗎？ 

A:我覺得是不夠的，尤其是在高年級的學生，高年級課業壓力相對較高，若要要

求每一位學生都能達到運動 150分鐘的要求是較不容易的，除非老師願意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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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班級經營理念，能多利用零碎時間或是安排相關課程，才有機會達到。 

Q4:學校的場地及設施足夠實施 SH150方案嗎？若不足的話還需要加強什麼地

方？ 

A:我覺得學校場地是足夠實施的，因為有操場及室內場館，目前觀察下來是足夠

的。 

Q5: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我覺得家長非常需要了解，因為這是一個和自己孩子相關的方案，而且家庭也

是孩子第一個教育的場所，如果家長也能一起參與，對於孩子的影響程度一定會

很大。我會建議利用孩子放學後，家長下班後，若還有體力及時間，可以到附近

的公園運動，或是在家做做伸展運動，假日若有時間也可以帶孩子到山上或是運

動中心一起運動。 

Q6:你的班級有沒有參加學校規劃的環島競跑活動？為什麼？ 

A:我的班級有參加，因為我覺得讓孩子多一個運動的機會，在下課的運動後，上

課時，孩子的專注度也提升了，對於課堂學習也有幫助。 

Q7:你的班級有沒有參加學校規劃的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為什麼？ 

A:我的班級有參加，雖然我知道孩子在跳的過程都很心不在焉，覺得是很無聊的

活動，但是透過健康操可以讓孩子舒展一下筋骨，動作中有和他人互動的部分，

這些都是能讓孩子和同儕有不錯的交流。 

Q8:除了學校安排的活動外，你有沒有安排其他活動來達到每週體育課外 150分

鐘的運動？ 

A:有，我會利用早自習時間或是綜合活動課安排運動，盡可能地讓每一位孩子都

有達到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分鐘的要求。 

Q9:你覺得學校在推動 SH150方案上還可以給老師什麼協助？ 

A:我覺得可以再多安排其他相關活動，或是規畫一個全校共同運動時間，讓每個

班級都能有將孩子帶出教室的機會。 

Q10:你覺得執行 SH150方案所面臨困難是什麼？ 

A:我覺得是時間上的安排，雖然感覺好像有足夠的下課時間，但是常會被許多外

部因素影響，所以我覺得要達到 150分鐘的要求相當不容易。 

Q11: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是否有增進了學生運動的興趣？ 

A: 我覺得環島競跑不僅有可以讓學生里程數的累積，更能凝聚班級向心力，讓

班級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在環島競跑的部分是有提升的。健康操因為動作

較枯燥乏味，音樂也較無法引起學生興趣，所以在健康操部分是較沒有的。 

Q12: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對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幫助？提升？

降低？ 

A:我覺得對於學生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學習成就也提升了，有許多研究顯示，

運動可以促進專注力，對於學生的情緒等等也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覺得是有幫

助的。 

Q13: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學生體適能是否提升了？ 

A:我覺得有提升，因為讓學生有規律的運動習慣，持續要求的狀態下，對於體適

能部分一定會有不錯的成效。 

Q14:你對學校實施的 SH150方案滿意嗎？ 

A:目前為止我覺得還不錯，不是只有宣導而已，長官們都會親自帶頭，讓老師及

學生都能跟著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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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你對於 SH150方案有什麼建議？ 

A:我覺得方案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學生著想，希望可以讓學生養成運動的習慣，但

對於可以不要只是對於時間上的要求，如果能夠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輔助，像是運

動強度或是可以頒發類似 333的獎章，提升學生的動機，這樣在推動下會更順

利。 

 

 

訪談對象：C21 ( 2018/03/31 ) 

Q1:你對 SH150方案的看法是什麼？ 

A: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案，它可以讓學生知道每周至少要運動 150分鐘，

但有好也有壞，對於某些不喜歡運動的學生，就會說自己已經有達到 150分鐘，

因此而不繼續運動。 

Q2:目前校內實施 SH150方案上人力是否足夠？需要引進校外的人力資源嗎？ 

A:我覺得應該牽扯到需要運動的強度到什麼程度，如果只是基本要求的話，沒有

人力上的問題。回歸到 SH150方案上的話，如果只是單純要求運動 150分鐘，而

不是希望可以在特定運動項目運動的話，那只是基本運動的話，就不需要引進校

外人力資源。 

Q3:目前課程安排，要讓孩子達到每周在校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分鐘，你覺得時

間夠嗎？ 

A:我覺得不夠，雖然下課時間有 10分鐘，但若課程有稍微延遲下課，則是不足

的，除非每位老師都能讓學生有完整的下課時間。 

Q4:學校的場地及設施足夠實施 SH150方案嗎？若不足的話還需要加強什麼地

方？ 

A:場地是足夠的，每個人都有足夠的空間。 

Q5: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家長是需要了解及參與的，不應該只是學生活動，應該是全民一起參與。家長

可以利用下班後或是假日時間參加。 

Q6:你的班級有沒有參加學校規劃的環島競跑活動？為什麼？ 

A:有參加，為了配合學校活動。 

Q7:你的班級有沒有參加學校規劃的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為什麼？ 

A:有參加，也是一樣配合學校活動。 

Q8:除了學校安排的活動外，你有沒有安排其他活動來達到每週體育課外 150分

鐘的運動？ 

A:可能是在學生朝會後，要求學生跑步或是在綜合課的時候帶學生出去運動。 

Q9:你覺得學校在推動 SH150方案上還可以給老師什麼協助？ 

A:我覺得可以提供一個較有系統化的規劃，如果只是讓學生自主性的，較無法長

久，只能藉由導師用強迫的方式，如果能夠提供老師及學生有一系列的規劃活動，

會更好。 

Q10:你覺得執行 SH150方案所面臨困難是什麼？ 

A:老師無法明確知道學生是否有確實達到 150 分鐘，只能用口頭要求。 

Q11: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是否有增進了學生運動的興趣？ 

A:我覺得要看學生個人，環島競跑是有提升部分學生的運動興趣，但健康操則是

幾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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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對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幫助？提升？

降低？ 

A:有幫助，因為在學生運動後會消耗體能，所以上課會更專心。 

Q13:你覺得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學生體適能是否提升了？ 

A:我沒有關心這一部分，所以我不知道是否有提升。 

Q14:你對學校實施的 SH150方案滿意嗎？ 

A:滿意，因為學校所規畫設計的活動可以讓學生走出教室。 

Q15:你對於 SH150方案有什麼建議？ 

A:希望學校可以提供更專業的人才教導學生好好運動，或是舉辦相關研習，讓這

些活動可以更多人知道。 

 

訪談對象：D11  (2018/03/28 ) 

Q1:你覺得除了體育課以外要運動 150分鐘的方案如何？ 

A:我覺得很好，可以增加我對運動的興趣。 

Q2: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的方式，你能達到每週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 分鐘嗎？ 

A:可以，我會利用下課時間到操場運動。 

Q3:你覺得學校的運動場地足夠嗎？全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時會覺得場地

不足嗎？ 

A:足夠。但是在環島競跑跟跳健康操的時候就覺得不夠，因為大家都在那個時間

使用。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需要了解根參加。可以利用假日的時間到附近公園運動。 

Q5:老師會帶著你們一起環島競跑和跳健康操嗎？你的感覺如何？ 

A:會，我覺得很好，這樣會讓我更有動力。 

Q6:你喜歡環島競跑的獎勵嗎？你覺得還可以增加什麼？ 

A:喜歡，可以送一些跟運動有關的獎品，例如：運動裝備。 

Q7:你覺得學校的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提高你的運動興趣嗎？ 

A:我覺得有，環島競跑讓我更喜歡跑步。但我不喜歡健康操。 

Q8: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對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幫助？提升？

降低？ 

A:我覺得有幫助，讓我學習可以更專心。 

Q9:你覺得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讓你的體能變好嗎？ 

A:有，讓我可以增加運動時間。 

Q10:你喜歡每天的環島競跑嗎？為什麼？ 

A:喜歡，因為可以讓我體能變好。 

Q11:你喜歡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嗎？為什麼？ 

A:不喜歡，因為浪費我的下課時間，我想在下課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Q12:你希望除了環島競跑跟健康操外還增加什麼活動？ 

A:比較有趣的活動，例如：飛盤或是籃球的團體運動。 

Q13:你覺得還需要增加運動時間嗎？希望是利用什麼時間？ 

A:需要，利用綜合課來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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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D12  (2018/03/28 ) 

Q1:你覺得除了體育課以外要運動 150分鐘的方案如何？ 

A:很好，可以讓我的體能變好。 

Q2: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的方式，你能達到每週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 分鐘嗎？ 

A:每個人不一定，因為每個人安排的時間不一樣，但是我盡可能可以利用下課時

間運動，所以應該可以。 

Q3:你覺得學校的運動場地足夠嗎？全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時會覺得場地

不足嗎？ 

A:不太夠，因為人數太多，運動起來就覺得比較擠。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家長需要了解，但是他們下班時間很晚，平時就無法一起參與，只能利用假日

的時間。 

Q5:老師會帶著你們一起環島競跑和跳健康操嗎？你的感覺如何？ 

A:會，有老師帶會讓我更有動力。 

Q6:你喜歡環島競跑的獎勵嗎？你覺得還可以增加什麼？ 

A:喜歡，但還可以再增加，例如發一張獎狀並寫上名字。 

Q7:你覺得學校的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提高你的運動興趣嗎？ 

A:有，會讓我更想運動。 

Q8: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對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幫助？提升？

降低？ 

A:有幫助，因為我運動完對我上課會有幫助。 

Q9:你覺得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讓你的體能變好嗎？ 

A:有，因為每天固定運動，體能就會變好。 

Q10:你喜歡每天的環島競跑嗎？為什麼？ 

A:喜歡，因為可以讓我體能更好，在體育測驗時可以有更好的成績表現。對運動

會比賽也是有幫助的。 

Q11:你喜歡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嗎？為什麼？ 

A:不喜歡，因為上完課很累，會讓我無法好好規劃下課時間。 

Q12:你希望除了環島競跑跟健康操外還增加什麼活動？ 

A:可以增加跳繩活動。 

Q13:你覺得還需要增加運動時間嗎？希望是利用什麼時間？ 

A:需要，利用綜合活動課程，越接近放學時間越好，這樣比較不會太熱。 

 

 

訪談對象：D13  (2018/03/28 ) 

Q1:你覺得除了體育課以外要運動 150分鐘的方案如何？ 

A:我覺得這個可以讓我們運動多一點，可以增加我的體能。 

Q2: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的方式，你能達到每週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 分鐘嗎？ 

A:可以，因為我都會要求自己下課要去運動，所以可以達到。 

Q3:你覺得學校的運動場地足夠嗎？全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時會覺得場地

不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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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場地已經足夠，可以有很多地方運動。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他們需要了解也可以一起參加。可以用禮拜六或禮拜日一起運動。 

Q5:老師會帶著你們一起環島競跑和跳健康操嗎？你的感覺如何？ 

A:會，我覺得這樣子會讓我越跑越多。 

Q6:你喜歡環島競跑的獎勵嗎？你覺得還可以增加什麼？ 

A:喜歡，我覺得可以再每個人都發一張獎狀。 

Q7:你覺得學校的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提高你的運動興趣嗎？ 

A:都有，因為這兩項運動都有讓我活動到。 

Q8: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對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幫助？提升？

降低？ 

A:我覺得都有提升我們的體力，讓我們更想要運動。我覺得運動量也剛好，這樣

對我上課感覺有幫助。 

Q9:你覺得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讓你的體能變好嗎？ 

A:有變好，因為每天都有持續運動。 

Q10:你喜歡每天的環島競跑嗎？為什麼？ 

A:我喜歡，因為可以訓練我們的耐力，每天可以越跑越多圈，都不會累。 

Q11:你喜歡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嗎？為什麼？ 

A:不喜歡，因為有些人就會亂跳。 

Q12:你希望除了環島競跑跟健康操外還增加什麼活動？ 

A:可以增加跳舞活動 

Q13:你覺得還需要增加運動時間嗎？希望是利用什麼時間？ 

A:需要，可以利用綜合活動課來運動。 

 

 

訪談對象：D14  (2018/03/28 ) 

Q1:你覺得除了體育課以外要運動 150分鐘的方案如何？ 

A:我覺得 150分鐘這樣很好，因為體育課就那些時間，增加這些時間更好。 

Q2: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的方式，你能達到每週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 分鐘嗎？ 

A:可以，因為我下課都會去運動，放學後跟假日也會。 

Q3:你覺得學校的運動場地足夠嗎？全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時會覺得場地

不足嗎？ 

A:不夠，因為學校人很多，空間覺得不夠。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要了解跟參與，因為這樣家長也可以幫助自己身體更健康。利用假日陪我們去

運動。 

Q5:老師會帶著你們一起環島競跑和跳健康操嗎？你的感覺如何？ 

A:會，老師可以隨時指導我們跳健康操跟一起跑步。 

Q6:你喜歡環島競跑的獎勵嗎？你覺得還可以增加什麼？ 

A:喜歡，但我希望可以再給一張有名字的獎狀。 

Q7:你覺得學校的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提高你的運動興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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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因為跑一跑就會覺得身體很舒服，也感覺很健康。 

Q8: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對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幫助？提升？

降低？ 

A:有提升，因為運動有流汗，可以讓我上課的時候更專注。 

Q9:你覺得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讓你的體能變好嗎？ 

A:有變好，因為每天都有在運動。 

Q10:你喜歡每天的環島競跑嗎？為什麼？ 

A:喜歡，因為每天跑可以讓自己速度更快，耐力也更好。 

Q11:你喜歡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嗎？為什麼？ 

A:我不太喜歡，因為感覺無聊。 

Q12:你希望除了環島競跑跟健康操外還增加什麼活動？ 

A:可以增加跳繩活動。 

Q13:你覺得還需要增加運動時間嗎？希望是利用什麼時間？ 

A:需要，利用下午的時間。 

 

 

訪談對象：D21  (2018/03/29) 

Q1:你覺得除了體育課以外要運動 150分鐘的方案如何？ 

A:我覺得很好，因為這樣可以讓我的身體更健康。 

Q2: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的方式，你能達到每週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 分鐘嗎？ 

A:不行，因為我覺得 150分鐘太久，所以我做不到。 

Q3:你覺得學校的運動場地足夠嗎？全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時會覺得場地

不足嗎？ 

A:夠，也足夠。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需要了解，因為工作很忙了，所以不用一起參加。 

Q5:老師會帶著你們一起環島競跑和跳健康操嗎？你的感覺如何？ 

A:偶而會，我覺得有一起的時候感覺很好。 

Q6:你喜歡環島競跑的獎勵嗎？你覺得還可以增加什麼？ 

A:喜歡，可以再增加多一點，例如可以有獎牌。 

Q7:你覺得學校的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提高你的運動興趣嗎？ 

A:有，會讓我比較想運動。 

Q8: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對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幫助？提升？

降低？ 

A:有，運動後上課有比較專心。 

Q9:你覺得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讓你的體能變好嗎？ 

A:有，因為有一直在運動，比以前更好。 

Q10:你喜歡每天的環島競跑嗎？為什麼？ 

A:喜歡，因為可以跟大家一起跑。 

Q11:你喜歡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嗎？為什麼？ 

A:喜歡，因為可以跟大家一起跳，而且也不會很累。 

Q12:你希望除了環島競跑跟健康操外還增加什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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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喜歡跳繩，可以增加。 

Q13:你覺得還需要增加運動時間嗎？希望是利用什麼時間？ 

A:不需要，已經夠了。 

 

 

訪談對象：D22  (2018/03/29) 

Q1:你覺得除了體育課以外要運動 150分鐘的方案如何？ 

A:我覺得好，可以讓我除了體育課以外還可以運動。 

Q2: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的方式，你能達到每週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 分鐘嗎？ 

A:不行不行，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因為要寫作業。 

Q3:你覺得學校的運動場地足夠嗎？全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時會覺得場地

不足嗎？ 

A:足夠，不會不夠。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需要了解也要參加，可以請老師發通知單告知家長一起參加。 

Q5:老師會帶著你們一起環島競跑和跳健康操嗎？你的感覺如何？ 

A:有時候會，一起的時候比較好。 

Q6:你喜歡環島競跑的獎勵嗎？你覺得還可以增加什麼？ 

A:喜歡，可以增加發獎牌。 

Q7:你覺得學校的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提高你的運動興趣嗎？ 

A:沒有，因為很累，我不喜歡跑步。 

Q8: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對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幫助？提升？

降低？ 

A:沒有幫助，因為運動對我來說我覺得很累。 

Q9:你覺得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讓你的體能變好嗎？ 

A:還好，沒什麼改變。 

Q10:你喜歡每天的環島競跑嗎？為什麼？ 

A:沒有很喜歡，因為跑完都很累。 

Q11:你喜歡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嗎？為什麼？ 

A:喜歡，因為不會很累。 

Q12:你希望除了環島競跑跟健康操外還增加什麼活動？ 

A:打飛盤活動。 

Q13:你覺得還需要增加運動時間嗎？希望是利用什麼時間？ 

A:不需要了。 

 

 

訪談對象：D23  (2018/03/29) 

Q1:你覺得除了體育課以外要運動 150分鐘的方案如何？ 

A:我覺得還好，150分鐘還可以接受。 

Q2: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的方式，你能達到每週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 分鐘嗎？ 

A:我有時候可以，因為下課有時候要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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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你覺得學校的運動場地足夠嗎？全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時會覺得場地

不足嗎？ 

A:我覺得場地夠。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我覺得要了解也要參加，可能可以請老師發通知單告知家長，會比較有用。 

Q5:老師會帶著你們一起環島競跑和跳健康操嗎？你的感覺如何？ 

A:偶而，一起跑跟一起跳的時候會有團體的感覺。 

Q6:你喜歡環島競跑的獎勵嗎？你覺得還可以增加什麼？ 

A:喜歡，可以再增加獎品是飛盤之類的。 

Q7:你覺得學校的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提高你的運動興趣嗎？ 

A:有，會讓我想運動。 

Q8: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對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幫助？提升？

降低？ 

A:有一點點，運動完會覺得比較有活力，會更專心。 

Q9:你覺得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讓你的體能變好嗎？ 

A:有，因為每天都有運動 

Q10:你喜歡每天的環島競跑嗎？為什麼？ 

A:喜歡，因為可以跑步。 

Q11:你喜歡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嗎？為什麼？ 

A:喜歡，因為可以增加同學之間的感情。 

Q12:你希望除了環島競跑跟健康操外還增加什麼活動？ 

A:可以一起跳繩之類的。 

Q13:你覺得還需要增加運動時間嗎？希望是利用什麼時間？ 

A:我覺得不用了。 

 

 

訪談對象：D24  (2018/03/29) 

Q1:你覺得除了體育課以外要運動 150分鐘的方案如何？ 

A:我覺得還 OK，150分鐘平均每天好像不會太多。 

Q2: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的方式，你能達到每週體育課以外運動

150 分鐘嗎？ 

A:不行，因為下課有時候要寫作業，所以加起來可能不夠。 

Q3:你覺得學校的運動場地足夠嗎？全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時會覺得場地

不足嗎？ 

A:我覺得場地很夠。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家長應該需要了解，也要參加。可以用假日的時候跟我一起運動。 

Q5:老師會帶著你們一起環島競跑和跳健康操嗎？你的感覺如何？ 

A:有時候會，感覺有一起的時候很溫馨。 

Q6:你喜歡環島競跑的獎勵嗎？你覺得還可以增加什麼？ 

A:還好，因為我沒有很喜歡跑步。 

Q7:你覺得學校的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提高你的運動興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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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因為我不喜歡運動，但是有一點點喜歡了。 

Q8:你覺得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對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幫助？提升？

降低？ 

A:沒有，因為運動完就覺得很懶惰。 

Q9:你覺得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有讓你的體能變好嗎？ 

A:有變好，因為每天都要運動。 

Q10:你喜歡每天的環島競跑嗎？為什麼？ 

A:現在有一點點喜歡，因為有成就感。 

Q11:你喜歡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嗎？為什麼？ 

A:不喜歡，因為我想下課。 

Q12:你希望除了環島競跑跟健康操外還增加什麼活動？ 

A:希望可以有踢足球的活動。 

Q13:你覺得還需要增加運動時間嗎？希望是利用什麼時間？ 

A: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訪談對象：E11 ( 2018/04/03 ) 

Q1:你知道 SH150方案嗎？你的看法是什麼？ 

A:我不知道，是今天要接受訪談，看了相關的資料才知道。我覺得這個方案是很

好的，可以增加小朋友身體健康。 

Q2:你覺得學校推動環島競跑及利用第二節下課實施健康操活動時間恰當嗎？為

什麼？ 

A:我覺得不恰當，因為我發現可能有些小朋友早餐還沒吃完或是想要上廁所，這

節下課時間較長，小朋友會想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後幾節課可能有考試，小朋友

想利用這些時間複習，所以我覺得不恰當。 

Q3:你覺得學校運動場地足夠嗎？不足夠的話還可以添加什麼？ 

A:就現在來看應該是不足夠的。可以再增加室內空間。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家長當然一定要了解，參與的話可以在家一起參與或是平時沒上班的話也可以

配合學校擔任志工和小朋友一起參加。 

Q5:學校實施了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有增加了對運動的興趣

嗎？ 

A:一定會有增加，我有兩個孩子，一個喜歡運動，一個不喜歡運動，如果可以藉

由這種強迫的方式，讓孩子改變生活習慣，培養運動興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Q6: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對你的孩子在學習上有改變嗎？提

升？降低？ 

A:照理說應該是會有改變，但如果運動過度可能就會有降低的效果，如果適當的

運動量則是會有提升，並有不錯的效果。 

Q7: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的體能有提升嗎？ 

A:有提升，因為有持續的運動，所以有。 

Q8:你對學校實施的環島競跑看法為何？ 

A:我覺得是不錯，但怎麼樣讓小朋友能夠確實的去完成，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考慮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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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你對學校利用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看法為何？ 

A:我覺得跳健康操是可以，但是這個時間如果可以改成像是在綜合課上課前，或

是有其他時間可以替代的話，會更好。 

Q10:你覺得孩子在學校的運動時間足夠嗎？若不足你的看法是什麼？ 

A:不夠，目前高年級小孩一個禮拜只有三節體育課，加起來的時間也只有 120分

鐘，建議是希望每天都可以安排體育活動。 

Q11:你覺得學校運動活動只要身體健康就好還是要學得運動技能？ 

A:我覺得兩者都可以考慮，可能因為這樣的運動習慣養成後，可以發展成運動技

能，這也可能是國家未來的體育人才，所以我覺得身體健康很重要，但如果可以

發展成運動技能也不錯。 

 

 

訪談對象：E12 (2018/04/03) 

Q1:你知道 SH150方案嗎？你的看法是什麼？ 

A:我剛剛看到資料才知道，在這之前我不知道。我覺得這個活動蠻好的，可以繼

續推廣。 

Q2:你覺得學校推動環島競跑及利用第二節下課實施健康操活動時間恰當嗎？為

什麼？ 

A:我覺得這個時間是不對的，因為這個是小孩的時間，已經上了 40分鐘的課程

了，這個時間應該讓小孩好好休息或是運動，跳健康操限制了小孩的時間，所以

是不恰當的。 

Q3:你覺得學校運動場地足夠嗎？不足夠的話還可以添加什麼？ 

A:我覺得沒辦法要求太多，目前應該是夠的，因為運動是對小孩身體的健康要求，

畢竟不是專業的運動員，就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夠用的，但是可以增加一些室內空

間，讓小朋友也可以在裡面運動。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家長當然要知道。我覺得大部分的家長都無法和小孩一起參加，但少部分的家

長會一起參加，如果我的時間允許的話，我一定會陪小孩一起參加，我覺得這是

最有效的，我會先看小孩的興趣，然後在這段時間好好的陪小孩，針對小孩的興

趣而陪小孩。 

Q5:學校實施了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有增加了對運動的興趣

嗎？ 

A:我覺得有，我覺得每位小孩應該是很活潑的，如果整天只是坐在教室看書，是

沒有幫助的，但是如果能有這樣的活動可以讓小孩走出教室，是有提升的。 

Q6: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對你的孩子在學習上有改變嗎？提

升？降低？ 

A:我覺得是提升，因為有運動，所以在學習的時候比較會專心，因為有運動了，

上起課來會更專心。 

Q7: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的體能有提升嗎？ 

A:有提升，也是因為有運動，所以一定會有提升。 

Q8:你對學校實施的環島競跑看法為何？ 

A:我覺得蠻好的，這個活動讓小孩可以每天慢慢累積跑步距離，可以幫助到小孩，

也可以幫助到小孩的學習，這個活動是給小孩的一個目標，而且這個目標可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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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樣成每天運動的習慣，透過這個活動也可以讓小孩增進人際關係及提升自己

的成就感。 

Q9:你對學校利用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看法為何？ 

A:我覺得也是不錯，對於小孩的運動有幫助。 

Q10:你覺得孩子在學校的運動時間足夠嗎？若不足你的看法是什麼？ 

A:我覺得不夠，希望可以有專業的老師可以帶著小孩一起運動。 

Q11:你覺得學校運動活動身體健康就好還是要學得運動技能？ 

A:我覺得在國小階段身體健康就好，還談不上專業，但是如果可以體驗各種不同

運動，從體驗中找到自己喜歡的運動，那會更好。 

 

 

訪談對象：E13 (2018/03/26) 

Q1:你知道 SH150方案嗎？你的看法是什麼？ 

A:我不清楚，我看了手上的資料後，我大概了解了內容。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案，

以字面上的意思來看，可以讓學生在課業之餘，讓學生知道運動的意義以及運動

時間，所以是很好的方案。 

Q2:你覺得學校推動環島競跑及利用第二節下課實施健康操活動時間恰當嗎？為

什麼？ 

A:環島競跑看起來是一個很大的運動方向，能夠讓學生利用跑步的里程數，來了

解台灣各地的旅程及距離，我想有達到兼顧運動認識地理的知識。健康操的部分，

我想不一定一定要在第二節下課時間，可以規劃在其他時間，或許一天可以安排

兩次的健康操，分別在上午及下午，讓學生可以透過健康操提神，讓上課能更專

心。 

Q3:你覺得學校運動場地足夠嗎？不足夠的話還可以添加什麼？ 

A:我覺得就學校的空間，我個人覺得不足夠，如果以學校運動場的面積來換算成

每個學生能運動的空間，可能每個人的空間就不足了，如果可以利用其他的空間，

增加一些運動器材，例如：飛輪，能在有限的空間增加更多的設備，讓學生能有

更多的運動選擇。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推廣運動的方案，家長有需要了解，以我的意願的話，我

很願意參加，只要我平日時間允許或是假日，不僅能讓家長帶著小孩一起運動，

也能培養良好的親子關係，所以這是有非常多好處的。 

Q5:學校實施了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有增加了對運動的興趣

嗎？ 

A:興趣是可以培養的，我覺得環島競跑可以兼顧到很多運動以外的知識及常識，

不管是老師或是家長都應該積極參與，讓孩子能增加更多興趣，所以我覺得我的

小孩是有的。 

Q6: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對你的孩子在學習上有改變嗎？提

升？降低？ 

A:是提升的，養成了運動的習慣，就能提升體能，有好的體能就能提升專注力，

所以我覺得是不錯的改變。 

Q7: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的體能有提升嗎？ 

A:會有，環島競跑是要持續性的，必須累積自己的里程數，這樣是會有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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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你對學校實施的環島競跑看法為何？ 

A:這是一個很好的運動模式，所謂的環島競跑是讓學生在運動之餘，能更深入的

了解台灣各地名及特色有更深入的認知。 

Q9:你對學校利用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看法為何？ 

A:這個活動基本上是立意良善，但我覺得不要侷限在這樣的時間上，只要能排出

空餘的時間，應該是可以隨時隨地都能夠執行的。 

Q10:你覺得孩子在學校的運動時間足夠嗎？若不足你的看法是什麼？ 

A:目前在學校的運動時間只有三堂左右的體育課，我覺得是不夠的，尤其是現在

國小即將邁入國中的階段，需要培養良好的運動習慣的，運動是需要培養的，也

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讓學生舒展筋骨。我認為除了學校的課程安排，學生也要

持續的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這樣才能真正的達到運動的效果。 

Q11:你覺得學校運動活動只要身體健康就好還是要學得運動技能？ 

A:我想運動的目的就是讓身體更強壯，但技能的話就要看每個孩子對於運動的興

趣，我建議學校可以增加更多運動項目的選擇，讓學生可以有更多元化的認識及

選擇，也許在未來會在該項運動領域有不錯的發展空間。 

 

 

訪談對象：E21 (2018/03/27) 

Q1:你知道 SH150方案嗎？你的看法是什麼？ 

A:有聽小朋友提過，但不是很了解，今天看了訪談資料後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方案還不錯，可以讓小朋友有更多的運動時間。 

Q2:你覺得學校推動環島競跑及利用第二節下課實施健康操活動時間恰當嗎？為

什麼？ 

A:我覺得這是利用下課時間，小朋友在下課可能要吃早餐或是上廁所，我覺得應

該利用小朋友剛到學校，用一個固定的時間會比較好。 

Q3:你覺得學校運動場地足夠嗎？不足夠的話還可以添加什麼？ 

A:戶外的場地還可以，室內是不夠的，所以要再增加室內的場地。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我覺得家長應該要了解，但如果參與的話只有假日的時候陪小孩一起運動。 

Q5:學校實施了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有增加了對運動的興趣

嗎？ 

A:可能要看小朋友本身，但我覺得實施這樣的活動很好的是，讓每個小朋友一定

要參加運動，因為每天運動對小朋友的成長及健康是有幫助的，所以我覺得有增

加。 

Q6: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對你的孩子在學習上有改變嗎？提

升？降低？ 

A:適當的運動讓小朋友的體能比較好，在學習上也是有提升的。 

Q7: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的體能有提升嗎？ 

A:我覺得體能有變得比較好，所以有提升。 

Q8:你對學校實施的環島競跑看法為何？ 

A:我覺得實施活動是不錯，但並不是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做到，但如果可以有志工

的部分或是利用綜合課程安排專業的人來帶領小朋友一起運動，這樣比較好。 

Q9:你對學校利用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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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健康操是不錯的，但是可以不要安排在下課時間，可以利用早自習或是其他時

間有固定的人來帶領，這樣會比較好。 

Q10:你覺得孩子在學校的運動時間足夠嗎？若不足你的看法是什麼？ 

A:目前一周只有三堂體育課，所以是不夠的，如果每天都有固定的時間會更好 

Q11:你覺得學校運動活動只要身體健康就好還是要學得運動技能？ 

A:身體健康為主，但如果能學習到相關技能也不錯。 

 

 

訪談對象：E22 (2018/03/27) 

Q1:你知道 SH150方案嗎？你的看法是什麼？ 

A:我不知道，我是看了這份資料我才大概知道。我覺得想推動這個方案很好，但

是要怎麼分配這 150分鐘，需要從長計議。 

Q2:你覺得學校推動環島競跑及利用第二節下課實施健康操活動時間恰當嗎？為

什麼？ 

A:我覺得這個時間有點奇怪，應該是安排在一早小朋友剛睡醒到學校，用來當成

提神效果，會比較好，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是不恰當的。 

Q3:你覺得學校運動場地足夠嗎？不足夠的話還可以添加什麼？ 

A:我覺得目前國小感覺起來是足夠的。但我覺得台灣是海島國家，應該可以再多

增加游泳相關或是海洋相關的教育。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我覺得家長應該要了解，不然家長都不知道。參與的話我覺得可以利用放學後

或是假日。 

Q5:學校實施了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有增加了對運動的興趣

嗎？ 

A:環島競跑有點趣味性，所以有增加興趣。健康操可能就比較沒有。但如果可以

把健康操更趣味化或是增加更多獎勵，這樣更好。 

Q6: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對你的孩子在學習上有改變嗎？提

升？降低？ 

A:我覺得是有提升的，因為有安排足夠的運動及休息時間，讓小孩會更專注。 

Q7: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的體能有提升嗎？ 

A:我覺得環島競跑一定會提升，但健康操就有限了。 

Q8:你對學校實施的環島競跑看法為何？ 

A:我覺得環島競跑的精神很好，但是如果可以增加比較具體的感受或是趣味性，

讓小孩可以更有動力去完成，會更好。 

Q9:你對學校利用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看法為何？ 

A:我覺得盡量不要用到這個時間，可以運用在課堂上，讓小朋友當成醒腦活動會

更好。 

Q10:你覺得孩子在學校的運動時間足夠嗎？若不足你的看法是什麼？ 

A:我覺得不夠，最好下午三點後就不要安排正式課程，讓小孩在那些時間去運

動。 

Q11:你覺得學校運動活動只要身體健康就好還是要學得運動技能？ 

A:我覺得最初的目的應該是只要身體健康就好，但如果是喜歡的運動要發展成運

動技能也不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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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E23 (2018/04/04) 

Q1:你知道 SH150方案嗎？你的看法是什麼？ 

A:我不知道，看了這份資料才比較清楚。我覺得這個方案還不錯，可以在體育課

以外運動還不錯。 

Q2:你覺得學校推動環島競跑及利用第二節下課實施健康操活動時間恰當嗎？為

什麼？ 

A:我覺得活動不錯，但是在第二節下課這個時間比較不適合，因為影響了小朋友

的下課時間，如果可以安排在早上第一節課前或是下午剛午休結束準備第一堂課

時，那時候可以有醒腦的作用，比較好。 

Q3:你覺得學校運動場地足夠嗎？不足夠的話還可以添加什麼？ 

A:我覺得學校場地蠻大蠻足夠的，如果在安排課程時可以適當分配班級，這樣會

比較好。 

Q4:你覺得家長是否需要了解及參與 SH150方案？如果要參與，參與的方式為

何？ 

A:家長應該要知道，方案我覺得還不錯，當然如果家長能一起參加是最好的，這

是讓家庭培養不錯的向心力，然後家長也可以跟孩子一同規畫運動時間，讓家庭

凝聚力更好，利用假日安排。 

Q5:學校實施了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有增加了對運動的興趣

嗎？ 

A:我覺得沒有，因為小孩沒有因為這樣的運動而增加興趣，但是有改變了習慣。

如果可以將健康操改變成流行音樂，才能更提升興趣。 

Q6: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對你的孩子在學習上有改變嗎？提

升？降低？ 

A:活動是不錯，但是我沒有感受到孩子在學習上的改變，但是在精神及體力上有

就不錯的提升。 

Q7:學校實施環島競跑及跳健康操活動，你覺得孩子的體能有提升嗎？ 

A:有提升，我們家都會固定去爬山，小朋友的提能有進步到比家長還好了。 

Q8:你對學校實施的環島競跑看法為何？ 

A:我覺得還不錯，可以透過累積里程數了解台灣。 

Q9:你對學校利用每週二、四第二節的健康操活動看法為何？ 

A:我覺得健康操還不錯，可以振奮精神，但時間並不用一定限制在這個時間。 

Q10:你覺得孩子在學校的運動時間足夠嗎？若不足你的看法是什麼？ 

A:我覺得我的小孩運動足夠是因為導師的關係，但如果導師偏重的是課業，就會

不足夠。學校也可以鼓勵導師，給予導師一些獎勵，讓導師可以有動機可以帶著

學生一起去運動。 

Q11:你覺得學校運動活動只要身體健康就好還是要學得運動技能？ 

A:基本上我覺得身體健康就好，但是如果要學到技能前提是身體必須要健康，所

以如果小朋友對於某些運動有興趣，想發展成技能的話，我也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