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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目的 

 瞭解大台北地區國、高中學生的 

   1.憂鬱現況 

   2.運動狀況 

   3.壓力源 

   4.運動與憂鬱情緒之相關 



調查方式、樣本及時間 

 依目的初擬之自編封閉式問卷，經專家效度評
估及預試後製成正式施測問卷。 

 

 採分層隨機抽樣法，在大台北地區（台北市、
台北縣）共抽取20所國、高中，共發出
2,000份問卷，回收1,953份問卷，有效問
卷為1,911份。 

 

 調查時間為2010年5~6月  



2010年國、高中生的憂鬱程度  

憂鬱程度低，情

緒狀態穩定

49.1%

情緒起伏，有煩

惱的事

31.1%

有明顯憂鬱情緒

，需求助專業

19.8%

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為施測工具 



與憂鬱程度相關的是~ 

  憂鬱程度   
項目 

次 數 百 分 比 

情緒穩定 
0-5分 

情緒起伏不定 
6-11分 

明顯憂鬱情緒 
12分以上 

在校成績滿意與否 
*** 
 

滿意 24.5 11.5 12.0 

不滿意 16.1 28.9 39.1 

普通 59.4 59.6 48.9 

除了體育課之外， 
您是否有固定運動 
的習慣***  

有 53.1 30.2 16.7 

無 45.0 32.0 23.0 

滿意在校成績者與有固定運動習慣者
有明顯憂鬱情緒的比例較低 

***p<.001  



國、高中生對運動的看法及參與狀況  

變項 選項 百分比 

認為運動是否重要 
(n=1,910) 

非常重要 40.3 

重要 40.5 

普通 17.7 

不重要 1.0 

非常不重要 0.5 

除了體育課之外，是 
否有固定運動的習慣

(n=1,911) 

有   50.9 

無 49.1 

80.8％的國、高
中生覺得運動重
要，但僅有50.9

％的學生有運動
習慣  



學校運動場所或設備是否足夠 

足夠, 21.8％

普通, 45.5％

不足, 18.4％

非常不足,

9.0％

非常足夠,

5.3％

僅27.1％覺得校
內運動場所與設施
足夠 



運動的時間充足嗎？ 

除了體育課外，覺得運動時間充足嗎

普通, 36.4％

充足, 14.8％

非常充足,

6.0％

不足, 29.6％

非常不足,

13.2％

只有20.8％覺得運動時間充足 



運動時間不足的主因 

變項 選項 百分比 

運動時間不足的主因 

不喜歡運動 12.3 

找不到人一起運動 22.7 

沒有合適的場地 12.8 

課業忙，沒時間 39.5 

不知做什麼運動 9.2 

其他 3.5 



是否喜歡上體育課 

變項 選項 百分比 

是否喜歡上體育課 

非常喜歡 27.7 

喜歡 35.3 

普通 30.6 

不喜歡 4.5 

非常不喜歡  1.9 

63.0％喜歡上體育課 



最喜歡體育課上的項目 

最喜歡體育課上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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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運動的主因 

變項 選項 百分比 

願意運動的主因是 

維持身體健康 32.2 

可以和同學朋友在一起  32.6 

紓解壓力 20.2 

挑戰自我，有成就感  11.1 

其他 3.9 

可以和同學朋友在一起是願意運動的主因 



國、高中生是否曾因情緒不佳而運動  

經常, 7.8％

總是如此,

3.9％從來沒有,

28.4％

偶而, 30％

有時候,

29.9％

在11.7％中，有72.6％在運
動後心情變好了 



結論與建議 

1.落實體育課程，鼓勵課閒時的「運動」。 

   增加校園的體育競賽及獎勵。 

2.增加運動相關時數，球類運動的場次。 

3.教育部門或校方應整體考量增加運動場所 

   及設備。 

4.力倡：把運動加入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