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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左鎮區左鎮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一、計畫依據: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7日南市教安(二)字第

1121063489號函  

二、計畫摘要： 

  本學年度（112）健康促進實施計畫，旨在針對本校之內外在資

源、現況分析及需求。藉由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的推動，培養學

生正確的衛生知識及習慣，以鍛鍊健康的身心，減少日後健康問題

之發生。 

  本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之主推議題為「健康體位」，另配合「視

力保健、口腔保健、菸（檳）防制、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及性

教育(含愛滋病防制)」等六項必選議題，自選議題為安全教育與急

救。依據所訂定之目標及議題，發展有效的策略及計畫，亦針對執

行過程的成效進行檢核評估，以期適時回饋修正計畫，並進行成效

評估。 

    本校規畫之實施方式包含：（1）舉辦各類健康議題宣導（2）成

立以健康為導向的相關社團（3）布置各式文宣、海報於校園情境當

中（4）結合各領域教學活動，例如：將健康議題融入健康與體育領

域教學，辦理體育競賽與體適能測驗……（5）結合校內外人士和團

體，如本校護理師、本區衛生所等，利用親職活動辦理健康促進議

題增能講座。 

三、背景說明： 

（一）學校及社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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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位處臺南市左鎮區，全校班級數共三班，學生數共 49

人，教職員工 15人。學區家長大部分屬於自耕農及勞工藍領階級，

社經地位較低落，普遍缺乏健康生活型態的相關知識。家長中許多

有抽菸嚼檳榔的習慣，讓小朋友在身心健康及身教上造成影響。再

加上由於近年來社會變遷快速，人口嚴重老化，家庭結構改變，本

校低收入戶、單親家庭、寄親及隔代教養學生比例高達 43%，學生

的飲食習慣令人擔憂，且錯誤的飲食習慣若搭配不良的口腔衛生習

慣，將使問題更形嚴重，學生之生活、學習與成長頗值得關切。 

近年來，性開放所導致日益增多的愛滋患者及未婚生子案例，雖

在本區極少發生，但仍值得我們去防患未然。透過反毒、防愛滋、

兩性平等的課程融入，及各項宣導與藝文競賽的活動，期能增進學

童的健康觀念。 

 

（二）現階段健康問題： 

  1.社區家庭中有人抽菸吃檳榔比率高。 

  2.根據 111學年度體位統計(如下表)，本校學生過重的比例約

莫 42%。分析原因後得到，本項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日益增

多，普遍缺乏健康飲食觀念。部分家長忙於生計，常讓子女

外食。學生飲食習慣不良，家長對養成學生不喝飲料習慣常

無法拒絕孩子要求。在學校午餐中，常發現學生可能因為只

有此餐正常，所以常常食用過量，才會形成多數學生過重的

情形。 

111學年度 

年級/性別 

體位判讀 

過輕 適中 過重 超重 合計 

總計 人數 1 31 7 16 55 

比率 1.9 56.4 12.7 2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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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據 111學年度口腔檢查結果而言，本校一年級新生齲齒率

達 44.5%，但因本校為偏鄉學校，特定牙醫診所每年皆提供

巡迴診療服務，故多數學生皆有完成治療。但本區無較大型

醫療機構和設施，鄰近村落沒有牙醫診所，較令人憂心。 

 

    4.由 111學年度的檢查結果顯示，1/3(55人中有 36人)以上的

學生皆屬「裸視視力不良」，主要跟現代資訊科技進步，3C

產品發達有關，加上本區課後家長疏於照顧，學生看電視、

玩電腦、玩手機時間過長所導致。但因學校皆以通知單通知

家長需矯正學生視力，所以視力不良的學生皆有就診的紀

錄。 

  5.家長對傳染病防治及正確用藥普遍認知不足。 

    6.學生對於兩性間的互動問題，以及性行為的觀念不足。 

    7.學生、家長對於全民健保知識的不足。 

為使本計畫可行，針對必選「視力保健、口腔保健、健康

體位、菸(檳)防制、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性教育(含愛滋病

防治）」六項議題與學校現狀進行 SWOTS分析，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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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推動健康促進計畫現況分析： 

因

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S（行動策略） 

地

理

環

境 

1.本校自然景觀

優美，生態環境

豐富。 

2.無噪音污染空

氣清新。 

3.活動空間充

足。 

1.本校位於玉楠

公路入口，屬山

區偏遠學校。 

2.公共設施不足。 

3.學生家庭社

經地位低。 

4.地質屬白堊地

形，不利耕種。 

1.政府規劃西拉

亞國家風景區。 

2.草山月世界

觀光景點逐步

完成。 

3.不倒翁的奇

幻旅程成功行

銷左鎮。 

1.遇暴風雨，

道路有積水、

中斷或毀壞情

形。 

2.天氣狀況惡劣

時，澄山、草

山、岡林、左鎮

舊部落可能有封

村需要。 

1.請區公所編列

經費向市政府申

請便民公車，以

利學生上學。 

2.向區公所建

言，適時透過媒

體報導，戮力行

銷左鎮特殊的地

理環境。 

學

校

規

模 

1.全校三班，學生

數共 54人，教職

員工 13人，為標

準小班教學學校。 

2.平均每位學生

能享受較多教學資

源。 

3.得到教師較多

關注，行為較少

偏差。 

受少子化影響

學生人數逐漸

減少。 

左鎮區唯一國

中，近幾年辦

學績效獲得社

區家長認同。  

1.學生居住地

不集中，人口

外流嚴重。 

2.學生數日漸

減少。 

1.積極爭取補

助，改善校園環

境，提供學生優

質的教學設備。 

2.開辦多元社團

如：美語、國

樂、拔河、棒

球、桌球、本土

語言班提供學生

學習機會。 

硬

體

設

備 

教室三間，視聽教

室一間、多功能教

室一間、英語情境

教室一間、專科教

室六間，會議室一

間，辦公室四間。 

因地屬私人地，

校舍無法整建及

加蓋，原有校舍

老舊，又缺大型

室內活動空間。 

每個空間皆能

妥善規劃使用 

，無閒置教

室 。 

1.房舍漏水、

滲水，室內濕

氣重。 

2.雨季無風雨教

室可供學生從事

體育活動。 

1.規劃資源善

用之。 

2.經常粉刷清洗。 

3.申請經費施

做防水防漏工

程。 

教

師

資

源 

1.活潑、年輕，

具有教育愛。 

2.行動力強，肯

為學生付出。 

1.教師流動大，

造成學生學習銜

接有落差，常有

適應壓力。 

2.班級數少，

老師編制員額

有限，專任教

1.鼓勵在職進修、

進修意願強。 

2.部分教師頗具

才華與創意。 

3.辦理活動，提

升專業能力。 

4.學習意願

學校離住家

遠，教師需往

返奔波。 

1.和鄰近國中

策略聯盟經驗

分享，提升本

職學能。 

2.積極營造友善

校園氛圍，師生

如同家人，留住



5 
 

師無法各科皆

聘。 

高，研究風氣

日漸形成。 

優秀教育人才為

偏鄉服務。 

行

政

人

員 

1.具熱忱，有效

率。 

2.各司其職，善

盡職責，情同手

足。 

教師人數少，

承辦業務眾

多，教師需兼

辦多項行政工

作。 

分層負責、簡

化業務流程、

單一窗口、發

揮組織效能，

並實施績效責

任制。 

1.成長動力因

人而異。 

2.教師開會、研

習遺留之課程由

同仁代課，增加

負擔。 

配合教訓輔三

合一之進行，

各部門之分工

應明確並互相

合作追求卓

越。 

學

生 

1.純樸善良。 

2.活潑熱情。 

3.可塑性高，學

習能力強。 

1.文化刺激薄弱。 

2.人文素養不

足。 

3.被動，自治

能力不足。 

4.外籍配偶之子

女人數有越來越

多之趨勢。 

生活常規日漸

改善，校風漸

受肯定。 

1.家長工作不穩

定者漸多，子女

缺乏安全感及妥

善照顧。 

2.挫折容忍能

力低。 

3.不良次文化

污染。 

1.落實親師溝

通，暢通親師

溝通管道。 

2.辦理社區學

院，鼓勵家長

參與。 

3.提供家長參與

支援學校活動。 

家

長 

1.樸實。 

2.支持校務推

展。 

1.社經地位較低，

影響子女教養。 

2.教育理念仍

待溝通。 

3.隔代教養，

單親家庭多。 

4.多數家長對學

生課業不關心 

1.家長會大力

支援學校。 

2.親職諮商，

溝通理念，降

低歧異。 

1.生活壓力日

增，無法專注

子女教育 

2.觀念傳統，

無法跟上快速

變革之腳步。 

1.發展多元適

性教學活動、

鼓勵學習。 

2.加強生活道

德觀念養成。 

社

區

參

與 

1.義工制度，組

織健全，參與度

高。 

2.社區學校互動

性佳。 

1.未能有效整

合。 

2.社經地位不

利家庭，共識

難達成。 

1.社區家長對

學校正面評價

日益增高。 

2.學校社區化，

意識逐漸形成。 

學測成績未臻

理想，大部分

優秀學生仍外

流。 

學校社區化，

加強活動辦

理，建立資訊

聯絡網路。 

地

方

資

源 

1.家長會組織健

全，支持校務，

互動良好。 

2.地方政府支持

學校教育推動。 

1.原有社區，

潛藏豐富資源

未受重視。 

2.資源分散，

尚未整合。 

開辦第二屆校友

會（54年畢

業），獲得共

識，永續經營母

校並深耕之。 

地方特色尚未

建立，資源在

不知不覺中流

失。 

1.分工合作，

資源調查，有

效整合利用。 

2.利用地方資

源，發展學校

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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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內容： 

  本計畫依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六大範疇以及自選議題「健康體

位」，將工作內容敘述如下： 

(一)學校衛生政策： 

  1.成立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因本校教職員工數少，幾乎委員

會的成員即為工作團隊，其成員包括有校長、家長代表、行

政人員(各處室主任、教務組長、訓導組長、網管人員、護

理師)、各班導師等，並明列工作職責。 

  2.收集並分析現有健康檢查資料、相關的調查統計。 

  3.運用溝通及人際互動技巧訪談學校成員(教職員工生)的意

見，並徵同大多數人參與意願。 

  4.依 S.W.O.T.S做學校現況分析、需求、評估結果及健康議題

方案，排定議題優先順序，並藉由互動過程建立共識。 

  5.發展有效的策略及計畫，訂定落實衛生政策的策略及時間

表。 

  6.強化組織功能，增進各行政組織之運作功能、協調合作能

力。 

(二)健康教育課程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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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統整規劃，將菸害、檳榔危害及口腔

保健議題、性教育、安全急救融入各領域課程教學。 

  2.辦理菸害、檳榔危害及安全教育急救宣導活動，增進學校成

員之健康知能與行為。 

  3.辦理校內研習，增強教師健康知能及輔導技巧。 

  4.利用「友善校園週」實施演講、有獎徵答、常識測驗。 

  5.全校週會時間，安排各議題相關宣導。 

  6.充分利用視聽媒體教學，放映有關菸害、反檳榔錄影帶。 

  7.每學年實施班級測驗比賽乙次，普及菸害、反檳榔教育、性

教育觀念。 

  8.實施違規抽菸再教育，並寄發家長聯繫函─有關毒品識別、

吸食者精神狀態、異常行為表現等的認知，加強親職教育。 

  9.在社區商店成立「愛心服務站」，遇有抽菸、吃檳榔學生者，

通知學校，協助規勸。 

  10.架設健康網站，提供及傳播健康資訊。 

    11.安排本區衛生所人員，進行教職員工生 CPR及 AED使用課程

教學，並通過操作檢測。 

(三)健康服務： 

  1.實施視力和口腔檢測、複檢，追蹤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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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生入學 CO/COHb檢測，及早發現吸菸學生進行輔導。 

  3.生長遲緩學生追蹤矯治。 

 (四)學校物質環境： 

  1.張貼反菸拒檳布條、標語，營造支持性環境及氣氛。 

  2.佈置教學環境─繪製菸毒術語小常識、圖片、麻醉物品管理

條例、毒害案例，展示文化走廊；在各班教室前懸掛標語、

警語，讓反毒教育結合生活教育之中。 

  3.鼓勵學生對報章雜誌刊物「重大菸毒違害身心事件」剪報，

製作案例，供全校師生閱讀。 

    4.購置本校專用 AED，以備不時之需。 

(五)學校社會環境： 

  1.配合教育局、校外會定期實施尿液篩檢；校外會提供檢試

劑，對危險群者，隨時做個別檢驗。 

  2.對全校學生做菸害、反檳榔教育測驗，灌輸其正確教育常

識。 

  3.建立吸菸、食檳榔輔導名冊，並由導師、訓輔人員及家長共

同組成小組實施追蹤及輔導。 

  4.以獎勵方式來表揚行為表現良好或進步之教職員工生，正向

增強其健康行為。 



9 
 

(六)社區關係： 

  1.藉由班親會、親職教育活動、校慶運動會活動宣導反菸、拒

檳榔等健康概念，將健康促進觀念推展至社區、家庭。 

  2.與家長會、愛心商店結盟，輔導學校周遭商店拒賣菸品及檳

榔給未滿十八歲的學生。 

  3.推動家長及校外來賓至校不吸菸運動。 

 

五、人力配置： 

  計畫之主要人力為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及工作團隊之成員及社

會資源。各成員之職稱及工作項目見下表。 

編制 職   稱 姓名 職      掌 

召集人 校長 曾育鼎 督導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各項事宜。 

副召集人 家長會長 楊茂堂 

協助推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工作，並喚

起家長對健康之重視，進而擴大至社

區。 

社會資源 成功大學、臺南市立新化分院、奇美醫院、左鎮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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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秘書 教導主任 盧家揚 

1.負責策畫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推動及

行政協調。 

2.督導各項執行達成預期指標或進度。 

3.計畫對內、對外之聯絡窗口。 

教學組 教務組長 鄭慧美 

1.負責推動各領域融入相關課程實施教 

及教材設計。 

2.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活動組 訓導組長 胡心如 

1.負責支持性環境之營造及佈置。 

2.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並辦理健

康促進學校相關活動，如藝文競賽。 

3.吸菸、嚼檳榔學生的追蹤及輔導。 

資訊組 網管人員 盧家揚 健康網路網頁製作及維護。 

健康 

服務組 

護理師 薛涵億 

1.提供學生、教職員工相關健康諮詢宣

導教育。 

2.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 

3.協助安全教育急救推動。 

4.戒菸班學生的追蹤、矯治。 

庶務組 總務主任 曾振儀 

1.協助專題演講、會場布置。 

2.負責活動所需之採購及經費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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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輔導主任 吳亞柔 

1.學生之心理輔導、協助及追蹤。 

2.指導班級學生配合健康促進學校活動

之進行及事宜。 

導師 顏以婷 

導師 翁君菱 

導師 沈孟樺 

  

 

六、預定進度： 

     月

次 

工作項目 

112

年 

8月 

112

年 

9月 

112

年 

10月 

112

年 

11月 

112

年 

12月 

113

年 

01月 

113

年 

02月 

113

年 

03月 

113

年 

04月 

113

年 

05月 

113

年 

06月 

1.成立學校健

康促進委員會 
          

 

2.組成健康促

進工作團隊 
          

 

3.進行現況分

析及需求評估 
          

 

4.決定目標及

健康議題 
          

 

5.擬定學校健

康促進計畫 
          

 

6.編製教材及

教學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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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立健康網

站與維護 
          

 

8.擬定過程成

效評量工具 
          

 

9.成效評量前

測 
          

 

10.執行健康促

進計畫 
          

 

11.過程評量            

12.成效評價後

測 
           

13.資料分析            

14.報告撰寫            

 

七、評價方法： 

（一）過程評量： 

  1.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能每個月開會一次，針對行政和政策因

素、組織因素、資源因素層面做檢討。 

  2.符合實施進度及預期成效，對整體計畫不斷做評價、回饋及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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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健康促進工作團隊能建立有系統、分工的合作模式。 

  4.戒菸班學生定期檢測實施狀況，立即輔導矯正。 

  5.安全急救教育由受傷包紮、水上急救、師生 CPR實施檢測驗

證通過、蛇毒的認識等。 

（二）成效評量：包括影響評價及結果評價。 

  1.影響評價： 

   （1）通過簡易急救包紮、加強師生 CPR通過率。 

   （2）降低學生零吸菸率、零嚼檳榔率。 

   （3）積極推動校園不吸菸運動。 

  2.結果評價： 

   （1）能提升對菸害、嚼檳榔及口腔保健相關知識的認知。  

   （2）結合社區資源及家長會共同營造無菸拒檳之學校環境。 

   （3）100﹪教職員工能遵守校園之禁菸、拒檳政策。 

   （4）學生可學會並演示拒菸、反二手菸、拒檳的技巧。 

   （5）學生能演示三種包紮方式，CPR通過率可達 95﹪。 

八、預期效益： 

視力保健 
1.提高視力不良學生的矯治率達 100％。 

2.增加學生的保健常識及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 

3.減少學生在家中使用 3C產品機會，多到戶外做休

閒活動，以免過度使用眼睛，出現視力不良情形。 

口腔保健 1.保持齲齒學生 100%的矯治率。 

2.持續推行午餐飯後潔牙運動。 

3.增加學生的口腔保健常識及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 

4.參與民眾獲得健康知能。 

健康體位 1.學生體適能檢測率達 100％。 

2.80%的學生有正確的健康飲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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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續推動「每周一蔬食」及「節能減碳」的環保教

育觀念。 

4.70％的教師有每日運動習慣；60％的學生能養成運

動習慣 

5.家長及社區對學校推動健康促進的認同及參與度達

70％。 

菸(檳)防制 1.80%的學生有正確的菸害與拒檳知識。 

2.80%的學生有正向的拒菸、反毒、拒檳態度。 

3.教職員工對職場無菸、無檳榔校園的認同與參與度

達 90％ 

4.建立無菸零檳榔的乾淨校園環境；降低抽菸吃檳榔

的學生比率。 

5.讓學生與家長了解菸檳對環境與健康的危害的認

知。 

全民健保 

(含正確用藥) 

1.提升「對全民健保有正確認知」比率 

2.提升「珍惜全民健保行為」比率 

3.提升「遵醫囑服藥率」比率 

4.提升「不過量使用止痛藥」比率 

5.80%以上，學生確實將本校藥師電話抄寫於家庭聯 

  絡簿，並知道用藥諮詢的重要性 

6.90％的七年級學生均參加「正確用藥」宣導活動 

性教育 

（含愛滋病防治） 

1.每位學生至少參加 4 小時以上的性別教育課程。 

2.90%的學生有正向的性別平等態度。 

3.90％的學生均參加愛滋病防治宣導活動。 

4.學生知道自己的身體構造，並懂得維護生理衛生。 

5.學生了解對異性生理構造，尊重性別之差別。 

6.培養學生性別平權觀念，教導學生正確的兩性交往

模式。 

7.學生明白愛滋病傳染途徑，學會尊重愛滋病患。 

安全教育與急救 1.教職員工 CPR持照率達 100％。 

2.新生參與 CPR學習活動達 80％以上。 

3.95％學生騎乘腳踏車上下學時能注意自身安全，並

配戴安全帽。 

4.100%教職員工生能使用 AED之操作方式。 

九、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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