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臺南市 112學年度玉井國民小學健康促進主推議題成效 
 

壹、主推議題：健康體位 
 

貳、主推原因、背景成因及現況分析說明： 
 

一、 主推原因： 
本校學生體位不良比率達 40.62%，過輕 8.17%，過重 10.82，超重 21.63% 

 

二、背景成因及現況分析： 
 

1.背景成因： 
 

(1)學童喜愛喝飲料，不喜歡喝白開水。 
 

(2)校園周邊商店林立，紅燈食物容易取得。 

(3)早、晚餐多由學生自行購買，購買高熱量食物為常態。 

(4)課後參加安親班比例偏高，運動時間相對減少。 
 

2.現況分析 
 

109-111 學年度體位狀況統計(以下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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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改善策略及實施過程：(可依六大範疇條列說明並檢附佐證照片) 
 

 

1.各班健康教育—健康體位課程 

   

指導學生認識含糖飲料 
透過海報教學．讓學生了解

含糖飲料的使用頻率 
介紹六大類食物 

   

宣導「吃全榖，顧健康」的
飲食概念 

減少含糖飲料的攝取 認識：飲料紅綠燈 

 

2.營養教育 

   

透過實作認識各類食物 以遊戲方式達到學習效果 定期實施營養教育 

   

經由闖關活動來認識營養分
類-1 

經由闖關活動來認識營養分
類-2 

經由闖關活動來認識營養分
類-3 

 



3.各班晨間活動 

   

每日跳跳樂 1 每日跳跳樂 2 每日跳跳樂 3 

   

每日跳跳樂 4 無限暢跑 1 無限暢跑 2 

   

快樂健身操 1 快樂健身操 2 快樂健身操 3 

 

4.體適能與 85210宣導 

   

落實 85210 健康目標 認識體適能各項標準 健康體位 85210宣導 

 

 

 



5.各班宣導海報 

   

各班情境教育布置 透過海報宣導營養教育 列為每日宣導工作 

 
6.健康教學與活動 

 
  

營養師依低中高年段加強營
養教育 

健康體位於課程中融入教學 營養師上理想體重於體控 

   

康體位於學校運動會時加強
宣導 

運動會中進行健康操樂活運
動 

週三下午八極拳社團 

 
 

 
成立壘球隊相關訓練及比賽
更有校內班際球類比賽 

各班依體位進行拔河比賽 
健康體位於體控班中課程中
融入教學 

 



 

7.學校衛生政策 

  
 

召開健康體位計畫會議及擬
定相關校內執行方針 

召開健康體位各組會議及班
級協商 

健康體位計畫列入行事曆，
依計畫行事 

 
 

8.健康服務 

   

請廠商進行體重計校正工作 健康體位於體重測量 
成立體重超重同學進行相關
衛教 

 
  

開放校園提供樂齡及曾文社
大上課及民眾運動 

午餐每日提供蔬菜每週有一
日蔬食日及星期一有機蔬菜
及在地食材提供 

公佈欄每周菜色公佈 

 

 

 

 

 

 

 



 

9.學校物質環境 

  

 
廚房衛生環境監督 飲用水定期檢驗濾心 飲水機提供學童及來賓使用 

 
  

廚房提供各班煮沸開水 提供各項運動器材及場地 定期清理水塔及更換濾心 

 

10.校園社會環境 

   

健康促進之戶外生活教育 1 健康促進之戶外生活教育 2 教職員工親近大自然活動 

   

志工團及家長會戶外活動 課後社團之一-生態觀察社 課後社團之一-熱舞社 



 

11.社區關係 

 
  

衛生局辦理兒童健康篩檢活
動 

衛生所辦理健康全民健檢活
動 

配合文化局辦理南瀛藝術節
之表演場地活動 

 
 

 

台南市第 12場區里座談會
於玉井國小舉行 

與衛生所辦理聯合義診 
參加玉井衛生所舉辦社區健
康體位研討會 

 
 

肆、成效： 
 

一、 學生體位過輕比率下降 0.3％。 

二、 學生養成每日運動習慣。 

三、 認識日常食物熱量，學會挑選合適的餐點。 

四、 減少含糖飲料的攝取，認識綠黃紅燈各式飲品。 

五、 認識肥胖的後遺症，學會改變生活與飲食習慣。 
 

伍、分析改進： 
 
(一) 玉井國小 SWOT分析與需求： 

   1.學校衛生政策方面 

        2.健康服務方面 

        3.健康教育課程及活動方面 

        4.學校物質環境方面 

        5.學校社會環境方 

        6.學校社區關係與合作方面 

 



 

1.學校衛生政策方面 

 

2.健康服務方面 

 

 

 

 

 

優勢 S 

1.定期行政會議，探討學校衛生政策優缺點。  

2.學校團隊、家長會和志工皆能支持學校衛生計畫，協助辦理學校健康促進活

動。  

3.學校衛生委員會能負責健康促進計畫的制定與推動。  

4.健康促進學校推行多年已漸在學校形成共識。 

劣勢 W 

1.學校衛生政策雖能獲家長會與志工的支持，但參與會議討論的出席率仍不

高。  

2.部分的衛生政策為學期中修正討論，造成課程統整上的困難。 

轉機 O 

1.配合各處室，合宜修正計畫案，達到可行性與變通性。 

2.設計之健康促進活動配合課程和行事曆，以不影響學校正常作息為原則。 

3.強化行政對教學整合互動機制。 

限制 T 教師對健康促進活動，因課業上壓力與進度會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 

行動 A 
1.利用學生朝會，健康相關課程進行相關政策宣導與課程活動 

2.配合行政單位進行研習相關活動的協助。 

優勢 S 

1.護理師與學童關係良好，學童學習意願尚高。  

2.健康中心一般醫療設施和緊急救護設備齊全。  

3.校長和行政團隊重視健康服務計畫之推動。 

劣勢 W 
1.社區醫療資源較不足，學區內只有衛生所和私人診所。缺少大型醫療機構。  

2.社區能提供之醫療資源非常有限。 

轉機 O 
1.設計多元活動，提高學生參與動機。增加學童自我照顧能力之策略。  

2.校長及各處室支持，衛生經費之運用尚能自如。 

限制 T 
1.醫療資源缺乏，故較難推行健康促進活動。  

2.大型醫療院所離學區較遠，家長帶學生就診需要花較長的時間。 

行動 A 配合衛生所活動，推廣行動醫院 



3.健康教育課程及活動方面 

 

4.學校物質環境方面 

 

5.學校社會環境方面 

優勢 S 

1.鄰近地區有圖書館。  

2.校內有一間圖書館、DOC數位學習中心即能容納 40位學生電腦教室。  

3.教師能進行隨機教學、聯絡教學、縱橫交叉課程。  

4.事先規畫之相關活動與需求，教師均能配合執行。  

5.有關健康課程教師會向專業人員尋求支援與協助，或聯合教學。 

劣勢 W 
除了健康與體育課程之外的健康活動，多由學務處規劃，各年級尚無法自行

規劃相關的健康促進活動。 

轉機 O 

1.擬增加教師進修課程。  

2.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機制，實施健康教學。  

3.學生可塑性強，提供兒童多元課程，實施適性教學，以達自我實現。  

限制 T 教師非衛生教育專業人員，在落實上有困難，故無法一貫作業達成目標。 

行動 A 請營養師到校進行年段的營養教育 

優勢 S 

1.午餐由廚房供應，經營養師檢查通過，校方要求每週油炸物不能超過兩

次，每天要有綠色蔬菜，每週供應一次水果。  

2.飲水機設備皆依飲用水設備管理條例辦理，並依規定保養。  

3.洗手台 28座，皆是使用自來水，無地下水。  

4.廁所 11間，男生小便斗 72個，女用廁所 66間。 

劣勢 W 鄰近學校的雜貨店，多販賣零食或含糖飲料。學生喜愛外帶飲料。 

轉機 O 
1.班級老師協助督導學生務必食用綠色蔬菜，不讓學生養成偏食習慣。  

2.護理師不定時抽查各班級學生刷牙及含氟漱口水情形。 

限制 T 學生離校後情形不明。  

行動 A 裁撤學校福利社，並在校園內設置飲水機，鼓勵學童多喝白開水 

優勢 S 
1.健康中心隨時提供各項諮詢活動。  

2.有關健康課程教師會向專業人員尋求支援與協助或聯合教學。 

劣勢 W 能到健康中心尋求諮詢的學生不多。 

轉機 O 班級教師願意自行指導自班學生。 

限制 T 教師多居住外地，課後無法完全配合。 

行動 A 將資訊公告於學校網站上，協助學童增加學習機會 



 

6.學校社區關係與合作方面 

 

(二)改進方向: 
 

  1.體位不良比率略升，正常體位比率由 57.70%降至 54.30%，分析原因乃因放

學之後的時間無法控制。   
        2.與當地衛生單位合作，加強社區衛教宣導。 

        3.透過學校親職教育，向家長宣導健康體位的相關正確觀念。 

        4.透過學校的教育，教小朋友認識食物，能夠自己挑選合適的食物。 

        5.增加運動時間，培養學生建立運動習慣。

優勢 S 

1.家長會尊重學校辦學及專業自主權。  

2.志工能接受號召加入健康促進活動並提供人力支援。  

3.衛生所願意配合支持相關活動。 

劣勢 W 家長因為農忙，少有機會參與活動。  

轉機 O 
1.藉由家長會提供經費協助辦理各項活動。  

2.結合社區資源，充實學校人力、物力不足。 

限制 T 部分家長參與校務意願高，惟時間無法配合。 

行動 A 避開農忙季節，請家長利用寒假帶學生至診所進行追踪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