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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萬福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教授／譯

兒童的身體活動量與運動強度研究
回顧 

引言

從近年來的測驗統計或媒體的報導得知，

我國幼兒、兒童的體格、體型、體能、運動能

力、心態等有相當大幅度的變化。例如城市

兒童中，肥胖兒達四分之一，其體能每況愈

下、心態好靜、少有遊伴等。這種趨勢如繼續

發展，再過一、二十年後的我國青壯年國民的

身心健康層次會變成如何？實值得擔憂。為遏

止這種體格、體能、心態等繼續惡化，主政機

關、學校、家長等似應面對現實採取有效的政

策及方法以求改進。屬於教育領域的體育，有

改善上述問題的功效，為此，凡屬學校體育界

的同仁，應該重視這個嚴重的問題，並且探討

有效的解決方法。解決方法的第一步驟便是了

解現況與探討相關文獻，在此，不妨由學校體

育著手，進行實務性研究。意即以客觀的手續

調查、測驗、訪視幼兒、兒童們的身體狀況

（體格、體能、運動能力、心態等），同時並

參閱先進國家的研究資料以做參考。

譯者研閱日本體育學會編輯、杏林書院發

行的《體育之科學》（2008） 第58期時，

發現小林寬道教授所撰之〈有關孩子的身體活

動量與運動強度的研究一覽〉，值得我國體育

界同仁之參考而予以節譯。小林寬道教授介紹

自1970年至2002年由「財團法人體育科中

心（1970~2002）」新發行的《體育科學》

上所發表的論文。這些以幼兒、兒童的身體活

動量與運動強度為主題之論文，對促進幼兒、

兒童的身心健康有相當助益。後引之體育科學

的論文 （除去採用肌電圖或身體部分負荷的

研究報告）計91篇，研究均與全身性身體活

動量有關，並能回顧1970年至90年代的日

本體育學研究情形。由這些研究可探知「體育

的科學性研究」並非個人表現而是組成小組，

是有計劃的從事綜合性研究始能獲得成果的事

實。

撰譯本篇之用意是提供給我國體育行政機

關參考，並呼籲重視體育運動的科學研究，以

提升我國體育運動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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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依據步伐測驗時的心跳反應，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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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發生情形。體育科學，5，16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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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關於廣播體操第一的主觀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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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良一、冰海正行（1979）。耐力跑為中心

的體育教學的生理學性效果。體育科學，7，

30-36。

山岡誠一、豐須賀弘久、平川和文

（1979）。針對小學生的「韻律體操」的運

動強度。體育科學，7，44-50。

加賀谷淳子、前田利親（1979）。站在

心跳數來看小學體操教材的檢討。體育科學，

7，51。

星川保、豐島進太郎、池上康男、松井秀

治（1979）。針對小學3、6年級體育教學

有關孩子的身體活動量與運動強度的研究一覽（節譯）

小林寬道／日本東京大學特任教授

遊佐清有（1973）。檢討以國中學生為

對象的踏台上下測驗。體育科學，1，182 -

192。

山川純宮、原富喜子（1973）。針對小

學生態台上下運動的全身耐力的評價。體育科

學，1，193-203。

豬飼道夫、福永哲夫、山本高司、手塚

政孝、北川堇（1973）。站在脈拍反應及最

大攝氧量看步伐測驗的探討。體育科學，1，

204-208。 

石河利寬（1973）。小學低年級步伐測

驗的探討。體育科學，1，209-212。 

加賀谷凞彥（1 9 7 3）。針對低年齡者

的心跳反應的特徵：體育科學，1 ，2 1 3 -

214。

船川幡夫（1 9 7 4）。以評鑑學童耐力

為目的的步伐測驗的檢討。體育科學，2，

3-7。

石川利寬（1974）。作為耐力評鑑依據

的步伐測驗。體育科學，2，8-16。

加賀谷凞彥（1974）。小學高年級兒童

的步伐測驗得分與體格、耐力跑能力的關係。

體育科學，2，17-21。

松井秀治、三浦望慶、小林寬道、豐島進

大郎、後藤紗代子（1974）。有關小學生的

步伐測驗的研究（第2報），小學生的最大攝

氧量的發達與步伐測驗。體育科學，2，33-

孩子們在日常生活中活動身體時間與強度

有越來越減少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影響孩子們

的健全身心的發展。孩子們在一日、一周、一

個月、一年等單位中，需要多少身體活動的時

間與強度？這與學校體育教學與校外體育活動

的內容似有深切關係。

有關孩童們的運動研究，正處於逐漸增加

傾向中，但其研究並不充分。要推展研究時，

應先回顧過去與現在的研究成果。

日本財團法人「體育科學中心」設立

於昭和4 5（1 9 7 0）年，結束於平成1 4

（2002）年。日本人之所以設置「體育科學

中心」的用意是在對應日本體育人士有鑒於

「東京奧運」時發現必須加強青少年的體力的

見解而設立的。設立當初曾以下列主題為研究

課題：1.體育白皮書，2.中小學教育課程的改

善與體育教學時間的問題3.對保健體育審議會

的答申。

下列有關孩童們的運動量、運動強度，對

身心發展的影響研究論文題以供參考。

松井秀治、宮下充正、三浦望慶、小林寬

道、天野義裕、米田吉孝、豐島進大郎、後藤

紗代子（1973）。有關小學生的不乏測驗的

研究（第1報），由作業強度觀察小學生的步

伐測驗。體育科學，1，168-173。

阿久津邦男（1973）。步伐測驗負荷時

間的檢討。體育科學，1，17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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