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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簡介何謂身體素養及回顧其在國際社會的發展現狀，通過介紹身體素養的概念、起源、哲學基礎與要素，闡述身體

素養已逐漸成為國際體育界具有重大影響的理念。本文會詳細介紹身體素養在香港的現況與實踐進展，並將體育教育現狀與

身體素養發展相結合，概述其延伸至公共衛生領域中遇到的挑戰。最後，簡略以中國傳統的哲學觀點看西方的身體素養概念，

闡釋身體素養正是隱而無形地植根於香港地區的中國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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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身體素養（physical literacy）這一概念最初於 1884年由美國陸軍工程

兵團的工程師提出[1]。1938 年，《健康與體育雜誌》對其進一步解釋

並闡明這一概念，表明公立學校應肩負起培養學生身體素養和心理素

養的責任，這是該術語首次出現在教育研究文獻中（N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Service of the National Recreation Association, 1938）。從哲學

和教育的角度來看，我們經常使用以作描述具身維度的相關術語包括

體力活動、強壯、體能、 身體機能和體育教育等。但是，這些術語都

用作把身體作為運動與體力勞動的載體，從而引起身體和心理二元論

的誤解，並忽視個人的內在能力[2]。因此，Whitehead（2001）基於一

元論的哲學觀對身體素養概念展開了一場辯論，此後，身體素養這一

概念再次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受到了全世界研究人員的擁護並

得到了快速發展[3]。對於個人而言，身體素養可以廣泛被描述為重視

並承擔終身參與體力活動之責任的動機、信心 、身體能力及知識與

理解[4]。身體素養的內涵包括身體、認知和情感領域，可以表述為一

個隨著成長所塑造、形成的狀態、性格或態度。也可以說，不論年齡

的大小和身材稟賦的高低，身體素養均與每個個體都息息相關。 

 

身體素養的研究主要集中於適齡兒童與青少年，這是因為培養年輕人

的身體素養至關重要，且關乎到他們未來會否保持參與體力活動[4]。

英格蘭、威爾士和加拿大是早期採用身體素養作為指導概念及制定，

並為實施相關政策的國家，其年輕一代的身體素養，因此得到了顯著的提升（例如：英格蘭的頂級運動力（Top Sportsability）

計劃、威爾士的基礎階段（Foundation Phase）課程和加拿大的生命護照（Passport for Life）專案[5]。隨著 2014年國際身體素

養協會的成立，身體素養已成為全球體育教育和體育休閒領域的焦點，也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如香港）積極參與身體

素養的推廣活動。  

 

因此，本文將探討近年來身體素養在香港的發展。文章還將探討身體素養的影響力延伸到香港公共衛生領域的過程中遇到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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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身體素養的發展 
以往在香港，身體素養「這一術語很少在教育體系或體育教育課程中使用。與其他國家一樣，素養一詞在香港被狹義地定義

為讀、寫和計算等能力，僅在語言、數學等科目中廣泛使用。2015年，香港體育老師通過一項持續的專業發展計劃首先接觸

到身體素養的概念。此後，大學開展了具規模的研究活動，社區、大學、中學和小學也都相繼組織了身體素養的實踐活動。

儘管 Cairney 等人（2019）構建了一個循證概念模型，引證體力活動對健康與福祉產生的積極作用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 ，

但與此形成劇烈反差的是，在體育教育中提倡身體素養還沒有引起香港相關領域的重視（如公共衛生領域）[6]。 

 

為了應對全球趨勢，Sum等人（2016）構建並驗證了身體素養感知量表（Perceived Physical Literacy Instrument），供中小學體

育教師使用，並強調身體素養在指導學生參與體力活動中的重要性[7]。經過進一步驗證，該工具也可應用於青少年人群[8]。並

且，Sum等人 （2018） 使用經過驗證的身體素養感知量表來調查身體素養 的自我感知，及中小學體育教師的自我效能感，

並發現它們是體育教育中的主要決定因素，影響著學生的身體素養[8]。 

 

身體素養的感知在青少年中得到了進一步驗證[8]。Choi 等人（2018）指出，香港中學生的自感身體素養與身體活動水平之間

存在著正相關關係[8]。此外，Li等人（2019）還提出，實踐身體素養這一概念為訓練學生運動員時帶來了新的視角[9]。 

 

針對小學生，研究人員翻譯並採用了中文版的《加拿大體育素養評估-2》（CAPL-2）來衡量他們的實際身體素養水準。與此同

時，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於 2019年成功舉辦了"兒童身體素養測試領袖證書"課程，以培訓合格的兒童身體素養測試領袖[10]。

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通過使用身體素養感知量表和加拿大體育素養評估-2，兒童的自感身體素養和實際身體素養水平之間

存在顯著的關聯[11]。在一項大學生體育教育干預措施中也採用了身體素養感知量表。而身體素養所蘊含的身體領域在往後的

研究亦應受到重視[12]。 

 

為加強大中華地區身體素養概念、實施計劃和評估工作的發展，在國際身體素養協會的支援下，大中華區身體素養研討會於

2019年 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此次會議邀請了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以及臺灣的 19名研究人員進行了主題演講、

口頭報告和圓桌討論，出席嘉賓共計有 66人。研討會還設置了學校參觀，參會者訪問了一所香港小學設有旨在提高身體素養

水準的活躍教室。此外，也開設了兩個針對香港身體素養的研究工作坊：中國小學生身體素養能力測試（介紹了《加拿大體

育素養評估-2》及其在香港的應用）以及 於大學必修體育課中，應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及相關教學法的流程和操作。此次會

議參會者就身體素養的概念及其操作和實施，在兩岸四地的發展狀況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對身體素養發展中遇到的難題與未

來的發展方向也做了探討，並致力於為區域內的身體素養教育提供資訊、指導以及方案的制定。 

 

以上對香港身體素養發展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學校和體育教育方法上。參照運動員長期發展（Long Term Athletic Development, 

LTAD）模型，在運動員體制中身體素養沒有得到明顯的發展或提高[13]。然而，身體素養的提高不僅與學校相關，也是一個人

一生努力的結果[2]。對於其他年齡組或有特殊需要的人群（例如：老年、殘疾）來說，發展身體素養不僅有價值，更是必要的，

這樣才有助於促進人類的茁壯成長[4]。 

 

 

香港身體素養的研究展望 
體育教育是否會被身體素養這個名字所取代，

這可能會使體育教育者感到困惑。他們主要的

擔憂是傳統的體育教育會否導致身體活動水準

和身體素質的明顯下降[14]。實際上，在 19-20世

紀期間，體育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由專門研

究健康和運動的醫生(Physcian)主導，這表明體

力活動和定期鍛練對公共衛生更為重要[15]。從

歷史角度來看，體力活動一直是預防醫學、慢

性病等公共衛生領域的熱點話題。隨著有氧運

動、騎自行車和跑步等生活方式的興起，人們

對體力活動甚至身體素養在健康方面的作用重

新產生了興趣。儘管目前的研究證明了體力活

動對健康的重要性（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0），以及身體素養與身體活

動水平息息相關，迄今為止，身體素養這一公

共衛生領域的決定性因素仍未列入香港的公共

衛生議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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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素養這一概念應向開展及研究與兒童早期發育有關的專家，照顧殘疾人和老人的護理人士，以及醫療專業人士作推廣[4]。

這樣做十分合理，因為身體素養這一概念有在公共衛生領域發展的潛能。自從 Cairney等人（2019）提出了「以循證為基礎的

身體素養、體力活動和健康概念模型」，相比於將身體素養定位為健康決定因素，其在促進積極的健康行為方面起著更大的作

用[6]。 

 

關於身體素養的推廣和政策，英格蘭、威爾士、加拿大（蒙特利爾）、加拿大（多倫多）、美國、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等七個地

區對身體素養進行了定義，而以華人身體素養作出文化的定義也即將面世，這意味著身體素養的重要性正在向公眾傳播[16]。

與此相符，針對香港兒童和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客觀測量出的身體素養水平較低，這與過去十年的數據整合得出的兒童和青

少年體育鍛練參與情況的報告相一致[17]。研究結果強烈建議將體育課程和身體素養正式納入公共衛生政策措施。 

 

沿著這條思路，布萊爾認為有證據表明，缺乏體力活動是 21世紀最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18]。在這方面，身體素養可以為

政策制訂者和公共衛生研究人員提供一個途徑或另一種觀點，以探討身體素養對香港乃至世界各地的影響。Topping等人（2019）

指出，蘇格蘭政府正在努力發展健康校園[19]。通過健康和幸福促進學習，以培養信心和理解力，從而發展心理、情感、社會

和身體健康"的課程（第 182頁）目前正在蘇格蘭進行中。這種發展公共衛生的方法非常符合身體素養的哲學，也值得香港的

公共衛生領域參考借鑒。 

 

本文最後想指出，香港文化深深紮根於中國哲學，儘管沒有正式的課程和政策來促進身體素養的普及，但以儒家和道家的觀

點，香港教育體制一直在含蓄地培育身體素養這一概念。孔子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20]。孔子的這句話與發展身體

素養不謀而合，這句話也得到廣泛教授，並逐漸滲透於香港的學校系統之中。道家所講的「修養」（一種提高整體素養"的方

法）也是一個養護身心健康的概念，這一概念貫通中國文化，自然也包括香港在內[11]。因此，香港人可以無形中對身體素養

有所瞭解。本文以其他身體素養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為參考，希望能夠為香港的政策制定者、教育者和研究人員提供參考，以

幫助他們作出有見地、有見識、且因地制宜的具體判斷，從而促進身體素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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