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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大專院校體育相關系所班級數                                         單位：班

類 別
大學院
校總計

公    立 私    立

博士班 碩 士 班 大 學 本 科 碩 士 班 大 學 本 科

日間部 日間部 在職班 日間部 夜間部 日間部 在職班 日間部 夜間部

體 育 411 8 61 36 171 19 6 3 78 29

資料來源：教育部（民95）。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臺北市：作者。

表11-3　大專院校體育相關系所學生人數                                       單位：人

設
立
別

大學及研究所總計 博  士 碩  士
大 學 本 科

日  間 夜  間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體育
公立 11,393 6,764 4,629 126 35 1,401 772 4,797 3,570 440 252

私立 5,068 2,875 2,193 0 0 147 100 2,197 1,510 531 583

資料來源：教育部（民95）。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臺北市：作者。

表11-4　大專院校體育相關系所畢業人數                                      單位：人

設
立
別

大學及研究所總計 博  士 碩  士
大 學 本 科

日  間 夜  間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體育
公立 2,152 1,313 839 24 02 270 191 908 584 111 62

私立 583 321 262 0 0 44 17 225 183 52 62

資料來源：教育部（民95）。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臺北市：作者。

貳、上課時數

94學年度高中以下各級學校健康與體育每週上課時數基本上與93學年度並

無不同，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校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95年的調查顯示，目

前高中以下各級學校每週上體育課時數以兩節最多，顯示各級學校在教學時數

上仍屬正常，茲分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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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計畢業學分
校    數 總    數

（N=160）公立學校（N=54） 私立學校（N=106）

總　數
42 64 106

77.78％ 60.38％ 66.25％

二、高級中等學校部分

（一）體育教學節數分配

95年度各縣市高中職實施體育教學各校每週平均1.95節。一年級每週實施

體育教學平均1.98節、二年級平均1.94節，三年級平均1.91節。

（二）體育課必修情況

95年度高中職課程修課情況，其體育課修課規定以3年必修占最多數，共有

409所學校實施，占整體的90.49％。

表11-7　高中職體育課修課情形統計表

修  課  情  形 校     數 總   數（N＝452）

三 年 必 修 409 90.49％

二 年 必 修 12 2.65％

一 年 必 修 27 5.97％

三 年 選 修 4 0.88％

（三）開設體育班情形

95年度各縣市高中職開設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之體育班共113校，占整體

25％。

三、國民中學部分

（一）授課節數分配

95年度各縣市國中實施健體領域課程各校每週平均2.87節，當中實施體育

教學平均1.99節，約占整體69.28％。七年級每週實施健體領域課程平均2.91節、

八年級平均2.87節，九年級平均2.84節。當中，實施體育教學七年級每週2.01

節，約占69.03％，八年級平均1.99節，約占69.15％，九年級平均1.98 節，約占

69.68％。

表11-6（續）





376

叁、教育經費

教育部體育司95年度之施政主軸，學校體育方面之重點在於辦理學校各項

運動競賽、充實學校體育場館設備及提升學生體能。學校衛生方面在於加強學

生保健服務、改善學校環境設備、推動學校健康教育活動、維護與增進學生健

康。以期提高學校體育教學效果，培養國民規律運動習慣，提高學生體能，改

善學生健康服務，增進學生健康，奠定國民健康基礎。94年度執行各項分支計

畫的經費概況經常門與資本門合計為新臺幣788,716仟元，如表11-8所示。

表11-8　九十四年度體育衛生教育經費

工作
計畫
名稱

分支計畫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仟元）

一、學校體

育衛生行政

工作維持

本項係支應經常性行業務推展所需經費。
3,300

二、學校體

育活動及教

學發展

本項計畫需經費412,237,000元。其內容如下：

1.辦理校際運動競賽與活動201,100,000元

（1）輔導辦理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60,000,000元

（2）輔導辦理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30,000,000元

（3）辦理各級學校籃球、排球及女壘聯賽45,000,000元

（4）辦理各級學校棒球聯賽與活動36,000,000元

（5）輔導辦理各項學生體育活動30,100,000元

2.增進學生運動時間方案8,000,000元

（1）推展學校體育育樂營隊2,000,000元

（2）輔導各級學校成立運動社團及代表隊2,000,000元

（3）推動校園團體性班際體育活動及競賽2,000,000元

（4）加強辦理校際體育活動交流1,000,000元

（5）研發樂趣化體育教材、辦法及教具1,000,000元

3.加強學校體育推展59,137,000元

（1）培養優秀學生運動選手16,000,000元

（2）辦理學生水域運動方案20,000,000元

（3）辦理學生足球運動方案5,000,000元

（4）辦理幼兒運動遊戲方案2,000,000元

（5）辦理學校民俗體育活動1,500,000元

412,237

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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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計畫
名稱

分支計畫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仟元）

（3）辦理樂趣化體育教學研習會1,500,000元

2.活絡校內外體育活動競賽70,000,000元

（1）輔導辦理樂趣化籃、排、棒球活動12,000,000元

（2）輔導學校辦理運動社團活動3,000,000元

（3）輔導辦理學校啦啦隊比賽3,000,000元

（4）辦理學校大隊接力比賽4,000,000元

（5）辦理學校拔河比賽2,700,000元

（6）輔導辦理地區性校際體育活動3,000,000元

（7）輔導學校發展特色運動種類4,300,000元

（8）輔導學校辦理體育表演會3,000,000元

（9）辦理體育社團幹部研習營3,000,000元

（10）輔導大專校院發展運動社團及辦理跨校際比賽

          9,000,000元

（11）辦理學生參與運動及學校發展運動社區之調查

           2,000,000元

（12）辦理學生體育育樂營及體育活動18,000,000元

（13）辦理各級學校籃、排、棒球及女壘聯賽

           3,000,000元

3.補助學校充實運動社團體育器材10,000,000元

五、學校特

殊體育活動

及教學發展

本項計畫需經費29,318,000元。其內容如下：

1.培育身心障礙運動績優生19,318,000元

（1）輔導大專校院招收身心障礙運動績優生1,500,000元

（2）輔導各級學校培訓身心障礙運動選手2,000,000元

（3）輔導培育身心障礙運動選手績優學校出國比賽及移

          地訓練1,518,000元

（4）輔導辦理身心障礙運動績優升學輔導盃賽

          1,500,000元

（5）充實培育身心障礙運動選手績優學校體育設備器材

          12,800,000元

2.加強特殊體育活動之推展：6,000,000元

（1）推廣及辦理特殊體育活動3,000,000元

29,318

表11-8（續）

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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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會承辦學校申辦與遴選要點第五點規定，於95年4月12日訂定全國大專校院運

動會承辦學校遴選委員會，執行下列工作：

1.評審大運會申辦規劃書。

2.依事實需要親赴申辦單位實地訪視。

3.評估申辦單位所作之計畫簡報及說明。

4.依申辦流程及期限完成遴選作業。

5.評選承辦大運會之候選學校，報部核定。

6.若申辦學校條件不符，或無適當之申辦學校時，得提供候選學校參

考名單，報部酌參。

 （二）訂定「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承辦學校申辦與遴選要點」

於95年6月5日訂定發布，該要點規定全國各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大專校院

均可向教育部提出申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申辦單位應於大運會舉辦之二年

前，向教育部提出申辦規劃書，申辦規劃書內容包括：

1.學校體育實施情形（組織行政、課程教學、活動競賽、場館利

用等）。

2.大運會實施計畫（宗旨、競賽種類、組織規程等）。

3.各類活動所需之軟硬體設施（競賽、學術、藝文、展演等）。

4.承辦資源與能力（人力資源、社會資源及財務計畫等）。

5.環境條件報告（交通、住宿、餐飲、安全等）。

6.學校保證大運會舉行函（校務會議通過之正式公函，必要時得報請

教育部同意後限期補送）。

  （三）修正「教育部推展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獎勵評選要點」 

教育部為表揚致力推展學校體育有具體績效之團體及個人，獎勵其對學校

體育運動特殊貢獻，並客觀公正評選受獎團體及個人，特訂定本要點於95年7月

10日修正發布。其獎項類別如下：

1.團體獎項

（1）績優機關獎。

（2）績優學校獎。

（3）績優團體獎。

2.個人獎項

（1）教學傑出獎：就學校體育之教學，有卓越表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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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教育部核定為推展體育績優學校。

3.原住民及特殊體育班學校。

4.支援教育部辦理各項體育活動學校。

5.經教育部遴選為重點培育運動績優選手學校。

6.經教育部訪視體育班績優學校。

二、訂定或修正學校衛生相關法規

（一）修正「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遴選要點」

教育部為鼓勵學校自行評估健康需求，結合社區資源，透過健康教育與活

動及健康服務之實施，引導學生、教職員工自發性及自主性地建立健康管理，

加上校園環境之配合，共同營造健康校園，特訂定本要點於95年4月12日修正發

布。本要點以大專校院為遴選對象，依評選條件進行審查，擇優錄取。評選條

件如下：

1.有意願成為健康促進學校，並願意積極推動健康促進相關工作者。

2.應於學校衛生委員會內成立本計畫推動之任務編組，專責辦理相關

業務之規劃及執行；任務編組應包括下列四類成員，每類至少各

   一名：

（1）校長或相關處室主管。

（2）健康與體育相關領域教師。

（3）校護或相關行政人員。

3.曾推展學校衛生工作並有顯著績效。

4.願意主動撰寫簡型計畫（少於20頁），並願意接受輔導、參觀、上

網展示成果、接受訪視者。

5.計畫案應經各校學校衛生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執行校園食品規範督導考核要點」

教育部為執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食品之販售，符合學校餐廳廚房員生

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第十三條及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之規定，並確保

校園食品規範之落實執行，特訂定本要點，於95年8月4日訂定發布，分別規範

地方政府及學校應依規定販售食品。

1.地方政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督學視導時，應將校園食品納入視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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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育是展現活力運動，奠定良好的健康基礎，為促進學校體育的發

展，教育部乃持續推動下列重要措施：

（一）體育教學正常化、增加學生運動時間、提升學生體適能

1.落實學校體育教學正常化。

2.辦理創新與適性教學活動。

3.推動校園團體性班際體育活動及競賽。

4.鼓勵學校發展學校體育特色。

5.充實改善運動場地設施。有效經營並開放運動場館場地，打造優質

運動環境。

6.實施訪視與輔導工作。

7.爭取社會資源推展學校體育工作。

8.落實政令執行與輔導。

9.加強活動開發與推廣。

10. 增進媒體宣導與溝通。

11.拓展學生參與運動機會。

12.聯結學校與社區體適能教育活動。

13.強化學生身體活動及提升體適能

（1）透過研習會辦理，落實基層體適能教育，進而影響學生養成規律運

動習慣。

（2）透過宣傳與行銷的方式，將體適能各類活動計畫包裝重整，達

到資訊公開化的成效。

（3）提供學校辦理各項體適能活動，增進教職員工及學生實際參與運動

的機會。

（4）舉辦國際會議，與各國體適能專家學者資訊交流。

（二）活絡校園體育健康活動、一人一運動、一校一團隊

1.輔導並鼓勵學校成立運動社團及代表隊。

2.鼓勵辦理學校體育趣味競賽及體育課餘活動。

3.辦理地區性和全國性體育活動，活絡校內外體育活動競賽，培養學

生參與運動習慣。

4.輔導無游泳池學校實施游泳教學之比例。

5.輔導有游泳池學校提升學生會游泳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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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發暨維護高中、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管理系統。

（3）實施校園環境相關規範。

（二）、推動中小學生健康體位

1.辦理健康體位相關活動並開發教學媒體

2.辦理「建立走路上學推廣模式與評核機制」。

3.辦理「健康吃快樂動-培養兒童良好飲食習慣系列計畫」。

4.辦理「天天五蔬果」校園巡迴講座。

5.補助辦理「全國國小學童健走計畫」。

貳、重要施政成效

一、學校體育

（一）體育教學正常化、增加學生運動時間、提升學生體適能

1.依95年度「學校運動團隊暨規律運動人口調查」報告分析結果：學

期中不含體育課每週運動天數3天以上整體平均為39.4％，含體育課

每週運動天數3天以上則達66％。運動持續時間達30分鐘以上者比例

為62.5％；若以運動時間累積30分鐘以上者比例推估可達75％。

2.舉辦學校體育創意教材教具競賽暨展覽；研發第二代幼兒新式健身

操，爭取Cartoon Network贊助教材2萬份，辦理全國中等以下學生第

二代健身操觀摩表演賽，計1,500隊。

3.擬定國民中小學實施自行車推廣教育計畫，辦理縣市推廣說明會、

種子教師研習會、自行車體驗隊、營及成果發表會、教學教材編

撰、應用技術等四項子計畫。自行車體驗營隊分臺北縣八里竹圍、

臺中縣后豐鐵馬道及東豐綠色走廊與高雄縣林園河濱公園自行車道

等3條最具代表性騎車路線，並辦理12梯隊自行車體驗活動及4梯隊

體驗營活動。

4.配合教育部高教司完成3所體育學院系所評鑑；辦理95年度綜合大學

類體育訪視，計訪視43所；訪視115所高中體育班學校。

5.補助各級學校修（整）建運動場地，購置體育器材設備經費225所，

總經費計1億9仟814萬元。

6.95年輔導大專校院運動社團辦理校際運動競賽總計補助46校、107個

社團、164萬3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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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校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之調查顯示，臺灣

地區各級學校推動之體育活動運動代表隊及運動社團情形如下：

（1）體育活動

95年度國小辦理體育活動情形，以「參與校際體育活動」之學

校最多，共2,518校辦理，占全國96.96％，其次是「健康體適能

推廣活動」，共2,517校辦理，占全國96.92％。就體育育樂營辦

理情形而言，以暑假辦理最多，共2,084校，占全國80.25％，而

週日辦理最少，僅194校，占全國7.47％。

95年度國中辦理體育活動情形，以「參與校際體育活動」之學

校最多，共701校辦理，占全國96.82％，其次是「健康體適能推

廣活動」，共687校辦理，占全國94.89％。就體育育樂營辦理情

形而言，以暑假辦理最多，共527校，占全國72.79％，而週日辦

理最少，僅73校，占全國10.08％。

95年度高中職辦理體育活動情形，以「參與校際體育活動」之

學校最多，共441校辦理，占全國97.57％，其次是「參與校際

體育活動」與「健康體適能推廣活動」，共435校辦理，占全

國96.24％。就體育育樂營辦理情形而言，以暑假辦理最多，

共294校，占全國65.04％，而週日辦理最少，僅97校，占全國

21.46％。

95年度大專校院辦理體育活動情形，以「參與校際體育活動」

之學校最多，共159校辦理，占全國99.38％，其次是「各類運動

競賽」，共158校辦理，占全國98.75％。就體育育樂營辦理情形

而言，以暑假辦理最多，共91校，占全國56.88％，而週日辦理

最少，共19校，占全國11.88％。

（2）運動代表隊

95年度國小運動代表隊總計16,403隊，平均每校設有6.32隊，男

生代表隊以設立「田徑隊」之學校最多，總計1,905隊，有1,807

所學校成立，占全國69.55％。女生代表隊以設立「田徑隊」之

學校最多，總計1,852隊，有1,763所學校成立，占全國67.86％。

綜合性代表隊以設立「民俗活動」之學校最多，總計699隊，有

579所學校成立，占全國22.29％。

95年度國中運動代表隊總計4,408隊，平均每校設有6.09隊，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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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各級學校運動聯賽：

（1）大專籃球229隊，大專排球190隊，大專棒球70隊，大專足球57隊

參加。

（2）高中籃球322隊，高中排球113隊，高中棒球55隊參加。

（3）國中籃球352隊，國中排球101隊，國中棒球軟式105隊，參賽隊

伍與人數部分持續成長，聯賽運動風氣蓬勃發展。

4.為讓學生於暑期充分運動，辦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暨大專院校熱舞

大賽，計80隊；啦啦隊錦標賽，計39隊；各級學校拔河比賽，計712

隊，另新增辦理各級學校足球運動及樂趣化體操活動。

5.辦理學生游泳體驗營子計畫、辦理4場無游泳池學校實施游泳教學觀

摩會及「學生游泳嘉年華」，加強北、中、東、南及離島區域學生

參與游泳機會。進行25縣市政府學生游泳能力檢測以及數據調查。

引進民間社會資源，累計協調整合達100家民間游泳業者與游泳池策

略聯盟，參與推動學校游泳運動。

6.辦理地區性水域推廣活動，計8場次、參加學生約1萬人；執行水域

運動指導人員培訓計畫；計辦理7場次、350人參加。落實海洋教育

政策，協助國立編譯館辦理海洋體育系列影帶製播，完成獨木舟、

風浪板、帆船、浮潛共4種運動影片拍攝。

（1）協調8所大專院校推動策略聯盟，結合國立體育學院、金門技術

學院、澎湖科技大學、真理大學、屏東科技大學、高雄海洋科

技大學、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大葉大學等水域相關系所協助推

動地方學生水域運動。

（2）辦理地區性水域推廣活動：包括金門海洋運動年全國獨木舟錦

標賽、屏東趴板衝浪體驗營、2006戀上冬流‧愛上方舟水域運

動、2006推動學生水域運動衝浪體驗營、金門帆船錦標賽、2006

推動學生水域運動風浪板體驗營、2006推動學生水域運動獨木

舟體驗營、大專院校95年度帆船錦標賽競賽，總計辦理8次推廣

活動、參加學生約1萬人。

（3）執行水域運動指導人員培訓計畫：包括C級帆船裁判研習會（澎

湖場次）、C級帆船教練研習會(澎湖場次)、C級帆船裁判研習

會（金門場次）、C級帆船教練研習會（金門場次）、海洋獨木

舟指導人員研習會（屏東場次）、休閒獨木舟指導員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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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訂「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替代役-體育役學校體育類役男服

勤及生活管理補充規定」及「體育替代役-學校體育類95年分發

作業原則」進行服勤管理與考核。

（3）規劃「95年度體育替代役-學校體育類專業訓練計畫」。

4.95年4月假新竹市舉辦9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計25縣市1,237隊，

8,084名隊職員參賽。另輔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95年全國大專校

院運動會，11項競賽種類，參賽隊職員高達1萬2仟位，破全國紀錄2

位、破大會紀錄90位，超越歷年大專運動會之舉辦績效。

5.落實運動績優生升學輔導組織專責化，建置「運動績優生升學輔導

網路作業系統」，推動運動績優生招生自主化，並健全運動績優生

法制規劃。將自95學年度起以行政協助方式委由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擔任運動績優生甄審、甄試及單獨招生之專責彙辦學校，改善過去

六校輪辦以致績效不彰之弊。另建置「運動績優生升學輔導網路作

業系統」（http://iss.ntcpe.edu.tw/true/），其功能包括「甄審甄試名額

填報系統、線上報名及分發作業系統」、「單獨招生試務資訊公告系

統、榜單填報系統」、「運動績優轉學加分錄取名單填報系統」等。

　　此外，在推動「運動績優生招生自主化」方面，亦有顯著成

效，如（1）大專校院部分：單獨招生（2,833名）＞甄審（1,533）

＋ 甄試（657）；（2）高中職部分：體育班或體優生「甄選入學」

（2,133）＞甄審（599）＋ 甄試（835）。另95年7月4日完成「中等

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之修法工作，使運動績

優生升學法制更為健全。

6.修正通過「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準則」及「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舉辦準則」。「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準則」經召開4場分區公

聽會及多場專家學者會議，廣納各界意見後，彙集完成「全國中等

學校運動會舉辦準則」草案後，經教育部第1228次及第1238次法規委

員會討論，並經教育部第1244次法規委員會確認通過，俟12月份部務

會議通過後，即可公布實施，於南投縣政府辦理97年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適用。

7.賡續辦理培育原住民學生運動人才計畫，辦理重點學校教練、指導

費、選手營養費及課業輔導費，計有學校37所及50位選手納入培訓

體系；辦理督訓及輔導實施計畫，計有10位委員分別至重點學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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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衛生

（一）推動健康促進學校

1.修（訂）定健康促進學校相關政策、規範及計畫

（1）95年4月12日臺體（二）字第0950044650C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

辦理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遴選要點」。

（2）95年5月11日臺體（二）字第0950060034C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

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遴選要點」。

（3）95年9月19日發布修正「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示範直轄市縣(市)政

府遴選原則及審查規準」，鼓勵地方政府申請。

（4）訂定「小一及幼稚園學（幼）童視力保健計畫」，惟為整合資

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成立視力保健諮詢委員會，並已

參照及整合教育部計畫進行工作規劃。

2.編撰完成《視力保健實務工作手冊》、幼兒視力保健教案參考範

本、幼兒健康系列光碟、生活技能在健康教學上的運用國中版及國

小版等工作手冊或輔助教材；修正《國中生性教育學生手冊－青春

達人》內容。

3.辦理「臺灣地區健康促進學校及生活技能人員訓練計畫」，計16

場、4,200人次完成受訓；辦理12場健康促進學校生活技能教師暨家

長研習，計700名教師、900名家長接受訓練。

4.舉辦「第一屆亞太地區健康促進學校國際研討會」，計有6國專家學

者、學校及國內相關人員約220位參與。

5.補助各縣市辦理幼兒視力保健教師研習；結合愛爾康大藥廠臺灣分

公司舉辦「2006愛你眼睛健康 全民護眼樂活GO！」萬人護眼親山活

動，呼籲民眾親近自然以達護眼目的。

6.完成補助516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70所大專校院辦理健康促進學校

計畫，其中516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均以菸害與檳榔防制做為健康促

進學校推動之議題，263所學校推動健康體位議題，165所學校推動口

腔衛生保健議題，131所學校推動視力保健議題，70所學校推動性教

育（含愛滋病防治）議題；成立並執行健康促進學校5項支持系統。

7.辦理大專校院衛生保健組長行政及護理工作人員座談會；國民中小

學新進護理人員職前訓練研習會；國民中小學衛生組長14場次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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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25場國小健康資訊管理系統WEB版使用研習，計2,655名校護接

受訓練。

4.辦理「學生健康資訊管理系統研發暨維護」，研發暨維護高中、大

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管理系統。

5.完成教育部流感大流行應變計畫並公告；完成教育部因應流感大

流行校園防治手冊（學校篇）、因應流感大流行校園防治教材

（教師篇）。

6.召開「研商有效防堵校園登革熱疫情蔓延討論會」，邀集相關單位

討論以了解高雄縣市登革熱防治困難，給予鼓勵並研擬相關防治措

施；函送校園傳染病監控指引及成大校園登革熱防治方案，供學校

參酌並擬定各校校園登革熱防治措施。

7.督促地方政府督導學校定期清潔維護蓄水池、水塔及飲用水設備，

確保飲水安全。

第三節　問題與對策

教育部體育司業務向以培養活力青少年及促進學生健康為兩大主軸，一方

面發展學校體育教學，蓬勃校際體育活動，厚植全民體育，期能增加國內運動

人口，為所有國民鍛鍊出健康的身體與良好的體適能，並培養鑑賞運動的能

力與興趣，同時為我國優秀運動選手之長期培訓、競技水準提升打下深厚的基

礎。另一方面建立學生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制度、提升學校護理人員素質、加

強學生視力保健、改善學校飲用水衛生、推動學生健康促進教育等，期為學生

身體健康奠定良好的基礎。

壹、教育問題

一、大學體育發展面臨危機

我國大學體育之發展，自民國83年大學法公布以來，即面臨嚴峻之環境，不

論是體育行政組織或修課期間，均呈每況愈下之情形。依據民國95年之學校體育

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有3.5％的學校將體育列為四年選修，26.57％列為一年必修，

均較94年度小幅增加，顯示大學體育發展正面臨危機。而各大學（私立為主）逐

漸降低體育課程修業年限之考量因素，則以體育必修課程為零學分，耗費學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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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學校經營午餐面臨困擾。

四、青少年缺乏正確的健康體位觀念，體位不合格率偏高

在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校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調查94學年國小

健康情形的資料中顯示，全國國小學生體位不合格率高達39.84％（含體位過

重、過輕、肥胖），全國國中學生體位不合格率高達40％（含體位過重、過

輕、肥胖），偏差的體位將影響學生的健康。

貳、因應對策

一、因應大學體育發展面臨危機策略

（一）將大學體育列入大學評鑑之項目

目前教育部規劃將四年一次之大學體育訪視與大學評鑑結合，列為評鑑

指標，占評鑑結果相當之比例，列為大學獎補助款之依據，一方面督促大學

體育教師不斷提升教學績效，一方面亦可鼓勵各校均能積極實施體育課程與

體育活動。

（二）推動「快樂運動、活出健康計畫」

為因應各級學校學生體能逐漸下降之趨勢，在大專校院方面，將請學校配

合規劃班際、系際、院際、校際體育活動及運動社團，並請各校結合社區整合

資源，辦理健康促進學校；另各校辦理績效也將納入大學評鑑及教學卓越計畫

審查，並將實施情形列為獎補款及校長遴選之依據。

二、因應學生體適能衰退影響學生健康對策

為使學生符合健康體位的標準達60％以上，未來執行策略：（一）透過政

策行銷方式帶動社會輿論，重視學生體適能不佳之問題，促使社會、學校及家

長能將學生健康促進列為重要議題。（二）鼓勵大學及高中將體（適）能檢測

或體育成績列入申請、推甄入學之參考依據。（三）規劃各縣市大學體育科系

成立體（適）能檢測中心。（四）成立體適能檢測專案規劃工作小組。（五）

擬客觀、公正及合理的體（適）能檢測項目（考試項目及計分標準），作為列

入升學依據之準備。（六）辦理學校社區體適能介入計畫，營造推動家庭動態

生活環境。（七）整合政府相關資源，對健走或慢跑環境之規劃與整理，以推

動全國性動態生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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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學生之最終責任，不會讓繳不起錢的學生沒有午餐吃。

（三）建議由政府編列預算供應全國國民中、小學生免費午餐者，但經評

估，以國中小學學生數280萬人計，乘以每人每年5,400元，計需新臺

幣151億2仟萬元，基於使用者付費暨考量國家財源有限，午餐費之補

助仍應以貧困學生為優先。

四、因應青少年缺乏正確的健康體位觀念，體位不合格率偏高策略

為輔導學生適當實施體重控制，實踐健康生活，並早期預防心血管疾病發

生，增進學生身心健康，建立青少年正確的健康體位觀念，為教育部首要工

作。教育部於民國82年訂定「學校輔導學生體重控制實施綱要」，88年續訂頒

「學校輔導學生體重控制實施方案」，除了關照肥胖學生的體重控制預防教育

外，期藉學校培養學生正確的健康體位觀念，依88學年度及90學年度執行成效

顯示，超重百分比分別減少了4.8％及3.4％。經專家研究發現，結構式督導下的

體重控制方案（例如「減重班」）之長期成效十分有限，因為人有一定的生活

型態，回歸原有生活時很容易故態復萌，因此合併行為修正的生活型態式的方

案之短期成效雖較不突出，然長期成效比較好。

（一）教育部自93年度起辦理「推動中小學生健康體位五年計畫」

以行政院衛生署所做兒童與青少年肥胖定義為衡量「健康體位」之標準，

採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來評量兒童與青少年肥胖、過重或過

輕；BMI＝體重（公斤）÷ 身高（公尺）÷ 身高（公尺），並以健康體型意識、

動態生活及健康飲食三面向為策略。

（二）95年度持續推動事項如下

1.95年度將學校辦理健康體位活動情形及推動個案管理狀況列入地方

訪視項目。

2.進行臺灣中小學生健康體位現況及促進行為指標監測：依據「身體

活動量」、「健康飲食」 及「體型意識」指標辦理監測。

（三）發展輔助教學媒體

1.開發國小版健康體位配適諮詢系統及完成國中版成效評估。

2.發展學生健康體位百寶箱：發展涵蓋健康體位三大主軸之國小學生

健康體位《親子百寶箱》與《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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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補助特優選手參加國外移地訓練暨國際比賽。

（八）提升學生體（適）能以及持續改善各級學校運動場地設施；建置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制度；建置優秀運動人才個人資料庫資訊系統；發

展學校重點及特色運動；推動中小學體操實施計畫以及推廣國小女子

壘球聯賽及各級學校足球聯賽。

（九）持續推動國民中小學實施自行車推廣教育計畫，除鼓勵國小學生在畢

業前學會騎自行車，更鼓勵偏遠地區國中生騎自行車上學，研擬將騎

自行車納入課程教學，俾以提升學生運動技能及推動綠色環保觀念。

二、營造健康校園，活出健康

（一）遴選516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立健康促進

學校5項支持系統：1.建立輔導支持系統，進行學校線上或到校輔導

服務及進行提升輔導教師知能培訓。2.成立教育訓練中心，進行師

資培訓、生活技能課程及教材研發，並辦理相關訓練活動，其中生

活技能教學觀摩會，計有300人參與。3.成立教材資源中心，進行國

內外衛生教育相關教材教案收集及研發。4.成立健康促進學校網路平

臺，進行線上相關資訊提供及互動教學。5.辦理健康促進學校相關宣

導活動。

（二）與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共同研議「學生健康檢查改革方案」，以

有效解決學生健康檢查低價搶標、品質堪慮及醫療院所提供偽造或不

實檢查報告等問題，藉以提升學生健康檢查品質。

（三）開發高中職、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管理系統暨整合既有之國中小學

生健康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庫，以建置完整之「全國各級學校學生健康

資訊管理系統」，提供各項統計彙整、圖表及報表產生功能，俾利教

育部及各級學校教育主管機關有效掌握學生健康狀況與學校衛生管理

成效，以作為研擬學校衛生政策之參考。

（四）執行「推動中小學生健康體位五年計畫」及「推廣走路上學計畫」。

（五）學校、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執行校園食品規範

督導考核要點辦理，期透過建立三級管理機制，讓高糖高鹽食品退

出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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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學生水域運動方案，發展帆船、獨木舟、潛水、浮潛及風浪板等水域運

動。

輔導學校成立重點及特色運動種類隊伍，培養重點運動種類各類人才。積

極推動學生健康體位，預期於民國97年提升學生健康體位比例達65％；提高學

生正確體型意識認知比例達80％，全面重視與落實提升學生體適能各項作法，

並建構運動促進健康校園。

（三）提升競技運動實力－研擬推動「學生運動員ABC育才計畫」

研擬學生運動員ABC英才供應鏈策略綱要，整合各項培訓運動員資源，推

動學校優秀運動人才培訓計畫，配合國家競技運動重點發展項目，從選才、育

才、成才三階段建立制度，

搭配小學、中學、體育班及大專校院整體學制，建置選手培訓體制，建立

體育班分類分級機制，並積極推動替代役擔任高中體育班助理教練方案，制訂

體育公費生制度，整合人力資源，使各階段人才能賡續培養；建立績優學校獎

勵制度；加強原住民優秀運動人才輔導措施。大專運動會、中等學校運動會及

各級單項運動聯賽等，將依據奧、亞運運動競賽種類特性，輔導各級學校賽事

建立符合國際模式之競賽制度，強化具奪牌潛能選手培訓體系，發掘優秀運動

人才，以賽代訓，提升選手參賽實力。另為保護選手預防運動傷害、延長運動

生命，將著手建立運動傷害防護體系，保障學生運動安全。積極強化學校專任

運動教練素質，落實在職訓練、換證制度；對於影響賽會審判之裁判更要求其

運動執法之公平、公正態度，落實教練與裁判三級制度實施辦法，整合教練與

裁判三級制度之授證辦法。 

（四）宏觀規劃高等體育教育

為整合及有效應用資源，肩負運動科學研究、培育體育專業與競技人才、

符應健康休閒產業之發展，以及迎合國家爭辦世大運與奧運等國際賽會，推動

體育校院整併成立體育大學。

國家體育園區整體規劃，考量未來體育大學整合規劃案辦理，以解決國家

運動選手訓練中心所面臨課業輔導及生活管理問題，並藉此降低園區營運成

本。評估具競爭實力之運動種類，將專案核送優秀選手至國外長期訓練或聘邀

優秀外籍教練來臺指導。依運動特性，分級分層篩選優秀選手施以培訓，規劃

設置訓練基地及專責研究之訓練機構，專責辦理專項運動訓練及科研支援相關

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