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市 112學年度新化國民中學健康促進主推議題成效說明 

壹、主推議題 :視力保健 

貳、主推原因、背景成因及現況分析說明 : 

一、主推原因 : 

近年來科技產業日新月異，數位化產品如手機、平板與電腦深入每個家庭，產生生活習慣

上的極大改變。學生閱讀及課業的壓力未見減少，在科技產品及教科書籍交互使用之下，

導致學生用眼時間過長，視力不良率逐年增加。另外，市面上五花八門的遊戲不斷推出，

網路影音資訊眾多，學生常以 3C 產品進行遊戲、觀看影片與同學聊天等，也導致學生視

力不良率逐年攀升。 

國中階段正值青少年發展獨立自主生活型態的時期，若能在此階段建立學生愛護視力的信

念與行為，將有助於學生視力保健習慣的養成。國中時期除了視力不良率逐年攀升外，高

度近視比率偏高也是必須注意的。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 106年「兒童青少年視力

監測調查」結果，國中高度近視(≧500度 )盛行率國一 15.3%；國二 19.5%；國三 

28.0%，高度近視長期併發症包含白內障、青光眼、視網膜剝離、黃斑退化以及失明等。 

因此對已經近視學生進行介入，教導如何正確使用 3C產品、正確用眼時間等視力保健的相

關知能；運用多元化活動鼓勵學生能走出戶外，培養良好的用眼護眼習慣，期待學生有正

確的視力保健知識與觀念，進而將視力保健行為落實於生活。 

    二、背景成因及現況分析 : 

(一)背景成因 : 

本校地理位置處台南市郊區，距離台南市約 12公里。七年級至九年級共 22班，學生

數 511人，教職員工數 80人，是一所中型學校。 

學區家長大部分屬於務農、勞工階層，其次才是商業和公教。家長工作繁忙，大多忙

於生計，加上家庭單親比例、新住民家庭及隔代教養逐年增加，在家庭系統未能發揮

功能下，對子女的關心與照顧無法完全，大部分子女長時間使用電腦、手機等 3C產品

無法限制控管，且普遍缺乏健康生活型態的相關知識。 

            希望能夠利用學校教育的主導性及結合社區的資源，培養正確的衛生知識，養成良好 

            之健康行為，將健康概念由學校擴展至家庭及社區，共同營造「健康校園」，減少日後 

            疾病及健康問題發生，進而落實健康優質生活環境為願景。 

(二)現況分析 : 

109-112學年度新化國中學生視力統計表  
 

學年度 
109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11 學年度 112 學年度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第 1 學期 

裸視視力 

不良率 
70.36 % 68.56 % 64.65 % 67.39 % 67.19 % 67.57 % 67.12 % 

裸視視力 

不良就醫率 
88.19 % 73.54 % 87.29 % 67.82 % 89.03 % 74.26 % 83.97 % 

裸視視力 

不良惡化率 
20.03 % 13.88 % -0.92 % 5.28 % 4.17 % 2.23 % 0.57 % 

 



109-112學年度新化國中學生視力統計折線圖  
 

 
 

            新化國中 112 學年度學生健康資訊系統資料  

議題名稱 指標 臺南市平均值 本校(%) 達成指標情形 

視力保健 
裸視視力不良率 國中 71.53% 67.12%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須努力 

視力不良就醫率 國中 93.75% 83.97%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須努力 

 

參、實施過程 : 

六大 

範疇 
主要內涵 項          目 

一
、 

制
訂
學
校
衛
生
政
策 

(1)成立衛生委員會 
1.定期召開衛生委員會會議。 

2.評估師生健康狀況，決定健康議題 

(2)強化組織與人力 

1.組織健康促進小組。 

2.制訂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3.規劃實施內容及進行時間表。 

4.全校教職員工、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共同參與。 

二
、
健
康
教
學
活
動 

(1)教師健康知能 

促進及研擬 

1.辦理教師健康促進知能研習，著重健康主題的內涵

推展。 

2.健體領域教師研擬健康教育活動教案設計，以供教

師運用教學。 

3.其餘各科教學提供與健康議題相關之課程教案設

計，融入教學活動，定期展示各科融入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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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視力保健 

1.落實規律用眼 3010，戶外活動 120，3C小於 1。 

2.落實教室照度檢測及強化電子白板使用規範。 

3.落實視力不良異常個案追蹤矯治工作，提升學生裸 
  視視力不良複檢率。 

4.加強師生及家長正確視力保健觀念。 

5.舉辦戶外活動，減少近距離用眼，達到視力保健。 

6.於健康護照及班級資料宣導視力保健的重要訊息。 

三
、
健
康
服
務 

(1)視力保健 

1.每學期辦理學生視力檢查，對於視力不良學生，進 
  行複檢追蹤。 

2.統計近視學生，建檔追蹤改善情況。 

3.視力保健宣導之健康櫥窗。 

四
、
物
質
環
境 

(1)健康視力環境 

1.校園綠地覆蓋率高，可供學生望遠凝視，保健視力。 

2.健康中心設備資源完善，專門校護可供相關諮詢。 

3.校園公佈欄張貼視力保健海報與資訊。 

五
、
社
會
環
境 

(1)和諧校園文化 
1.對健康狀況不良的學生，施以關愛，給予鼓勵及需 
  要協助。 

(2)積極給予獎勵 

1.學校進行健康護照紀錄，學生表現優良者，敘獎鼓 
  勵。 

2.辦理相關文宣繪製比賽，學生表現優良者，敘獎鼓
勵。 

六 

、
社
區
關
係 

建立學校與社區的 

溝通管道 

1.結合新化衛生所，舉辦講座，宣導相關議題。 

2.邀請社區醫師或藥師支援辦理健康議題講座。 

3.舉辦親師座談會，提升家長了解健康促進議題的重 
  要性。 

4.舉辦社區活動，增進校園與社區的良好互動。 



佐證照片 

 

  

校務會議通過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112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112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落實健康與體育課程 

  

落實健康與體育課程 落實健康與體育課程 



佐證照片 

 

  

落實健康與體育課程 落實健康與體育課程 

  

學生課間及課後進行戶外活動 學生課間及課後進行戶外活動 

  

學生課間及課後進行戶外活動 學生課間及課後進行戶外活動 



佐證照片 

 

  

學校定期辦理戶外活動 學校定期辦理戶外活動 

  

學校定期辦理戶外活動 學校定期辦理戶外活動 

  

實施下課教室淨空 實施下課教室淨空 



佐證照片 

 

  

落實教室照度檢測 週會宣導，加強師生正確視力保健觀念 

  

週會宣導，加強師生正確視力保健觀念 親職教育宣導，加強家長正確視力保健觀念 

  

健康護照宣導視力保健 健康護照宣導視力保健 



佐證照片 

 

  

健康教育課程進行護眼操 健康教育課程進行護眼操 

  

每學期辦理學生視力檢查 每學期辦理學生視力檢查 

  

視力不良學生進行複檢追蹤 視力不良學生進行複檢追蹤 



佐證照片 

 

  

衛生保健資訊櫥窗 健康藝文比賽作品 

  

弱勢配鏡服務 弱勢配鏡服務 

  

校園綠地覆蓋率高，可供學生望遠凝視 校園綠地覆蓋率高，可供學生望遠凝視 



佐證照片 

 

  

舉辦運動會活動，減少近距離用眼 舉辦運動會活動，減少近距離用眼 

  

舉辦露營活動，走出教室，接近自然 舉辦露營活動，走出教室，接近自然 

  

舉辦露營活動，走出教室，接近自然 舉辦露營活動，走出教室，接近自然 



佐證照片 

 

  

多元參訪活動，走出教室 結合校本課程活動，走出教室 

  

結合校本課程活動，走出教室 結合校本課程活動，走出教室 

 
 

結合社區林場攀樹活動，接近自然 結合社區林場攀樹活動，接近自然 



肆、成效 :   

一、根據 112學年度全校學生視力檢查結果顯示，本校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雖低於台南市國中

市平均，但數值仍偏高；裸視視力不良就醫率則高於國中市平均仍須努力。 

在 110-112學年度，本校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推動視力保健議題有提升成效，裸視視力不良

率呈現平穩未上升，於裸視視力惡化率有逐漸降低。 

 

    新化國中 112學年度學生健康資訊系統資料  

議題名稱 指標 臺南市平均值 本校(%) 達成指標情形 

視力保健 
裸視視力不良率 國中 71.53% 67.12%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須努力 

視力不良就醫率 國中 93.75% 83.97% 
達市平均以下 
高於市平均仍須努力 

 

伍、分析改進 : 

一、裸視視力不良率低於台南市國中市平均，裸視視力惡化率亦有逐漸漸低，學校於視力保健

推動有明顯可見成效。而裸視視力不良就醫率低於國中市平均，因本區家長對於視力檢查

並不重視，認為視力不良已配戴眼鏡，看得到黑板即可，不需定期追蹤檢查。或因工作及

家庭因素無法控管子女使用手機、3C時間，導致學生每日過度近距離用眼。 

二、學校將持續推行視力保健工作，於校園推動各項視力保健措施，加強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於親職教育講座進行宣導，提升家長配合及正確認知。並加強視力不良學生追蹤矯治，期

能提高視力不良就醫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