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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博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健康研究所副教授
	 	陳俐蓉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運動健康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更衣淋浴間計畫的緣起與推動成效 

發展背景

地處亞熱帶高溫炎熱、潮濕多雨的台灣，

上體育課常是令學校師生困擾的問題。譬如：

許多學生一早在家著好體育服迎接當天的體育

課，整天就此一套服裝，體育課後教室裡常瀰

漫著學生散發出的汗水味，相信對於下一節

課共同上課的師生，不會是令人愉快的教學體

驗；且穿著溼透的運動服上課，不論是吹電扇

或是冷氣都易讓人感冒。即便學生可以課前

（後）換裝，但在校內更衣，不論是在教室或

廁所，似乎仍未是十分合適或合乎衛生條件的

場所，這對於女生尤為不便。上述這些情形對

於家中小孩是學校運動團隊的家長而言，想必

有更深的體會。有鑒於此，教育部於99年度3

月公布「教育部補助學校設置淋浴間試辦實施

計畫」，正是期望透過輔助學校運用校內閒置

室內空間，設置盥洗、更衣及淋浴設施，提供

學生運動後之淋浴梳理設備，營造舒適與健康

之校園運動環境，以進一步邁向教育精緻化的

目標。本計畫於99年度進行試辦，並於100

年度正式推動。本文旨在介紹本計畫之規劃理

念、辦理方式、初步成效以及檢討應如何調整

推動方式，俾讓未來達成更高的計畫成效。

規劃理念

一、生活小事教育大事

建置學校更衣淋浴設施，其功能相當多元

化，除與健康體育課程實施直接相關外，針對

校內有運動團隊者，亦可提供其訓練後進行梳

洗及更衣；此外，對於在寒暑假或週末假日經

常舉辦營隊住宿活動之學校，盥洗、更衣及淋

浴等設施當可提供極大的便利；而對於低年級

學童以及附設托兒所之學校，常面對學童腸胃

不適，造成衣物髒污，需要盥洗及更衣，這些

設施對於學校教職員工、學生以及家長均應有

其助益。淋浴更衣看似校園生活中的小事，但

其背後所展現對於個人健康的關懷、人際彼此

的尊重、生活教育的體現，以及對於教育精緻

化目標的重視，確實是不言可喻。

二、更衣重於淋浴空間

學校淋浴設施中更衣扮演著比淋浴設施更

為重要的角色，這亦是為何本計畫的實施要點

於100年度正式推動時，將名稱修正為「教

育部補助學校設置更衣淋浴間實施要點」。畢

竟不是每位學生流汗的程度都需要或想要課

後淋浴，因此讓每位學生能夠簡單梳洗與適當

更衣，顯然更為重要。尤其，對於中大型規模

的學校，囿於淋浴間所設置的數量可能不敷使

用、同時間上體育課的班級數較多以及課間休

閒時間相當短等諸多因素，不見得每位學生都

能夠淋浴。因此，有關更衣空間所佔比率宜適

度提升，以符實際所需。

軟體硬體相輔相成

學校更衣淋浴設施的硬體規劃固然重要，

然而，軟體配套更是它能否順

利營運與發揮功能的關鍵。例

如：對於中大型學校，體育課

的編排，是否能適當錯開以避

免擁擠；如何運用其他各類課

程及宣導活動，培養學生盥

洗、更衣甚至淋浴的習慣，培

養其健康自主管理的意識，甚

至爭取家長的認同、支持與協

助，這都有賴學校逐步推動。此外，相關教

育理念與措施，如：校園人權教育（尊重隱

私權、性別平等教育）、訓輔措施，型塑精緻

化、卓越化之健康校園文化等，亦須學校細心

規劃與融入。

辦理方式

一、申請資格

本計畫補助對象為國民中小學能提供一

間以上之空餘教室，或學校其他室內場所尚有

可利用之適當空間，靠近運動場地、體育場館

並便於將淋浴污水納入學校既有汙水排放設施

者。此外，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優先提出

申請：體育重點發展學校、辦理體育班績優學

校、辦理寒暑假育樂營隊、校舍配置適宜與使

用率較高之學校，以及成立運動團隊之學校。

圖1 規劃學校更衣淋浴間概念架構

 資料來源：古博文、王宗進、

 陳俐蓉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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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標準

每座更衣淋浴間，男女合計面積應為60

平方公尺以上（約為一間普通教室之大小），

補助上限為新台幣70萬元。每校至多補助兩

座，補助上限為新台幣140萬元，超過部分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學校自籌。規劃空

間面積大小與經費額度密切相關。

三、評選配分

（一）設置地點（15%）：更衣淋浴間應依

性別分開設置，避免設於校園內偏僻

或有安全死角之空間，並評估是否有

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含變更）等問

題。

（二）動線規劃（15%）：應配合融入校園

配置，並靠近運動場所。

（三）規劃內容（25%）：設置地點與出入

動線規劃、室內空間規劃（包括盥

洗、更衣及淋浴等乾溼區域配置、等

候區、衣物保管區）、設備配置規

劃，如：休息座椅、置物櫃（架）、

止滑防滑措施、地面排水、加熱源、

安全警鈴、入口監視器等，與水電使

用安全及後續維修。

（四）使用維護及安全管理（20%）：應考

量設置效益與注意學生安全及健康，

並訂定使用管理辦法。

（五）配套措施（10%）：課程教學配套措

施及性別平等教育、隱私權宣導。

（六）地方自籌（5%）：直轄市、縣（市）

自訂之審酌條件及經費籌措情形。

（七）其他事項（10%）：節能減碳、污水

處理及其他環保相關議題之規劃。

四、示範學校

本案自民國99年度起開始試辦，由於當

時尚未有具體案例，部分地方政府與學校對本

案成效抱持觀望的態度。教育部為能提供第一

年申請學校有規劃參照的對象，自樂活運動

站計畫推動績優的學校中，先行補助三所學校

（北區：桃園縣立文昌國中、中區：台中縣立

吉峰國小、南區：台南市立進學國小）以建構

各區觀摩學校，提供各校汲取試辦及規劃的寶

貴經驗。這些示範學校也在後續辦理之講習說

明會中，發揮極大的引導示範作用。

五、作業程序

（一）公告要點：教育部於年初公告當年度的

「教育部補助學校設置更衣淋浴間實

施要點」。

（二）申請推薦：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徵

求所轄符合要點規定之學校，將通過

初審之學校計畫書向教育部薦送。

（三）書面初評：由教育部邀請學者專家組成

遴選輔導小組，主要協助辦理「書面

初評」。

（四）及早訪視：針對通過初評學校但計劃有

疑慮者進行實地訪視，以確認設置地

點是否適合，以及協助學校提升計畫

書內容的可行性（註：100年起採全

面訪視）。

（五）講習說明會：如前所述，通過初評之學

校必須參加由教育部辦理的講習說明

會，以汲取示範學校及其他已辦理學

校之成功經驗。

（六）簡報複評：申請學校依據講習說明會及

初評審查意見進行計畫書與預算之修

訂，並將修訂後之計畫向評審委員進

行面對面之簡報。

（七）核定經費：由教育部依據複評簡報的審

議結果，進行經費核定。

（八）追蹤覆核：各校於獲得教育部核定後，

必須將依據複評簡報委員意見修訂之

計畫送請「學校更衣淋浴間工作小

組」進行追蹤覆核，俾確認各校依實

施要點及委員之建議進行修正。每校

約經過1至4次不等的修正，方能通過

追蹤覆核。通過者始得辦理後續之招

標採購作業。

（九）成果訪視：各校於獲得補助經費約一學

期後，由輔導小組抽訪相關學校進行

第二階段之成果訪視，以了解各校實

際執行之成效。

（十）效益評估：透過對教職員與學生的問

卷評估，整體評估受補助學校設置更

衣淋浴設施的使用人次、使用滿意程

度，以及使用者在運動與健康方面之

態度及行為改變等效益。

初步成效

民國99年共補助26所國民中小學，100

年度共補助20所國民中小學，共計補助46

校。茲將初步成果臚列如下：

一、發揮實質使用效益

伴隨各受補助學校之更衣淋浴間逐漸完

工，該項設施業已逐步開放學校教職員生以及

社區民眾使用，其使用狀況良好（如表1）。

由下表可知本計畫除用於學校體育教學外，其

使用對象與時間也相當多元，尤其對於學校運

動團隊的訓練應該發揮極大效益。

二、改善學生運動態度

設置更衣淋浴間提供學生課後盥洗、更衣

與淋浴的服務，是否有助於校內體育課程的學

習？依據99年度受補助學校的調查結果，有

84 .2％的學校認為有助於學生體育課程的學

表1　99年度受補助學校更衣淋浴間的使用

項目 （平均每校每週）指標 實施成果

校隊訓練 每周學生使用人次 106.6人
體育教學 每周使用班級數 20.8班

課間（餘）時間 每周學生使用人次 98.3人
課間（餘）時間 每月使用人次 137.4人

非上班時間
每周教職員使用人次 9.3人
每周社區民眾使用人次 7.7人

  資料來源：古博文、王宗進、陳俐蓉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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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如圖2）。

三、培養良好衛生習慣

設置更衣淋浴間的主要目的之ㄧ在於從平

日生活中，培養學生良好的衛生習慣。而此項

目標也獲得超過9成以上設置更衣淋浴間學校

在使用後的肯定（如圖3）。

四、有助運動團隊培訓

表1的數據呈現出學校運動團隊是更衣淋

浴間的主要使用者之ㄧ，而設置此項設施也獲

已設置的全體學校一致肯定，咸表有助於學校

運動團體，甚至體育班的訓練（如圖4）。

五、展現使用者滿意度

如何能讓更衣淋浴間的使用者認同此項設

施的設置，進而持續喜歡使用它，這毋寧是相

當重要的一件事。可喜的是，第一年試辦學校

給了肯定的答案，將近9成的學校對此項設施

表達滿意（如圖5）。

檢討修正

本計畫經過99年度試辦與檢討後，有以

下建議提出：

一、提高經費140萬元

在99年度教育部的實施要點中補助經

費的上限為120萬元。然而經過實施後，發

現若以1 2 0萬元用於建構校內男女各一間

更衣淋浴間，經費確實有所不足。經考慮物

價上漲等因素，教育部於100年度將本計畫

之經費補助上限調整為140萬元（教育部，

2011）。

二、辦理模式更為嚴謹

在99年度的試辦模式中，通過評選的學

校在獲教育部核定前，僅有部分學校接受遴選

輔導小組的協助。然而，如此作法畢竟無法完

全了解學校所選擇設置的地點以及其週遭環境

是否適當。因此，自100年度起本計畫將通

過初評的學校全數列入訪視，務求在複評簡報

圖2 更衣淋浴間與學生體育課程的學習
 資料來源：古博文、王宗進、陳俐蓉等
 （2011）。

圖4 更衣淋浴間與學校運動團隊的訓練
 資料來源：古博文、王宗進、陳俐蓉等
 （2011）。

圖3 更衣淋浴間與學生衛生習慣的養成
 資料來源：古博文、王宗進、陳俐蓉等
 （2011）。

圖5 更衣淋浴間與學校使用滿意度
 資料來源：古博文、王宗進、陳俐蓉等
 （2011）。

前確認所有學校擬設置地點之適當性，或藉由

此作法在訪視時一併協助學校提升計畫內容的

可行性，透過其後的複評簡報再次確認學校計

畫是否完成修正。

三、協助編製參考手冊

為提供擬申請更衣淋浴間計畫的學校更

多的參考資源，遴選輔導小組結合具有學校更

衣淋浴間多年實務經驗的建築師共同撰擬「學

校設置更衣淋浴間參考手冊」（教育部更衣學

校淋浴間計畫遴選輔導小組，2011），並於

上述所提「講習說明會」中提供各校參考使用

（註：電子檔可從「更衣淋浴間資訊網」下

載）。目前已完成「申請規劃篇」以及「工程

設計篇」，獲得各校極高的評價；未來擬持續

完成「營運管理篇」。

四、將問題從源頭解決

以往學校進行校舍新建或整建並未將更

衣淋浴間正式納入，以致目前中小學既有校舍

中，多數學校並未設有更衣淋浴間；即便有設

置者，空間與數量均相當有限。為使此問題在

未來不再發生，建議教育部應修訂「國民中小

學設備基準」，將更衣淋浴間納入主建築之必

備項目中，未來新設校或有校舍新（整）建者

應一併要求其納入設置。

結語

有人說：學校更衣淋浴設施的設置早在

20年前就該做了。期盼在20年後的今天，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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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你我的共同努力仍猶未晚矣。更重要的是不

僅要做得比當年更好，而且要集合眾人的智慧

與努力，用更為前瞻、開放與多元的視野，讓

我們的下一代能在求知中得到快樂，在學習中

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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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學校更衣淋浴間一隅（左圖）
 資料來源：桃園縣立文昌國民中學

圖7 學生進行盥洗以及淋浴後吹乾頭髮（下圖）

 資料來源：台中縣立吉峰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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