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臺南市112學年度麻豆區港尾國民小學健康促進主推議題成
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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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8%，過輕4.8%，過

重17.07%，肥胖26.82%%.高於市平均。 

二、背景成因及現況分析： 

(一)背景成因： 

 1. 本校位於臺南市麻豆區外圍農村，居民多以務農為主。全校

只有6班，學生數共41，教職員工15人。周圍社區資源缺乏，學區家

長大部分屬於勞動階層，社經地位較低落，學生缺乏照顧比率相當

高。加上近年來社會快速變遷、年輕人口外移、家庭結構改變，本

校學童家庭結構中單親及中低收入戶等弱勢家庭比例高達40%；學童

之生活、學習與成長需要學校付出更多時間與心力加以關切。 

依照目前的家庭飲食狀況調查，以及學生身體活動，發覺我們

的孩子沒有吃得更健康，也沒有動得更多。孩子們面對垃圾食物攝

取的誘惑，實在超乎以往的生活經驗；同時，孩子對於自己身體的

健康狀況並不關心。 

  2.放學後運動量少，多往補習班安親班。 

(二)現況分析 

109-111學年度體位狀況統計 

學年度 過輕 適中 過重 肥胖 

109 5.71% 74.28% 8.57% 11.42% 

110 7.5% 55% 22.5% 15% 

111 5.12% 56.4% 17.9% 17.9% 

   1.109-111 學年度體位狀況統計如上圖可知，學童體位不良比率

有些許下降，本校參與健康促進推動與各項衛生教育活動多年，在

學校與家長、社區共同努力下，已經形成一股學區健康的運動風

氣。在112 學年度，除了希望藉由健康體位的推行，建立學生三大

家族制度,藉由團隊凝聚力量，加深、加廣的推動健康體能及健康飲

食，減少3C 使用時間，建立學童生活中健康飲食及無毒食物的認知



概念，更希望推動學童除了認知外能夠以行動拒絕對身體不健康的

食物，並藉由每天在校跑走活動養成目標設定、自我監控與管理及

自我覺察等健康自主管理技能。 

    另一方面，學校在體能部份，規劃多元健康促進社團，安排運

動類競賽，鼓勵學生戶外活動，並適時補充水份；在與家長聯絡部

份，發放身高體重測量結果通知單，提醒家長目前學生體位狀態與

改善的建議，透過 85210 宣導活動，積極宣導健康理念減少學童含

糖飲料飲用，期望家長能一同來關心孩童健康，所以學校提出相因

應措施，並宣導父母特別留意小孩是否多吃、少動，飲食不均衡，

將健康的概念由學校擴展到家庭及社區中。 

參、實施過程：(可依六大範疇條列說明並檢附佐證照片) 

一、衛生政策 

1. 擬定健康促進學校工作計畫 並定期召開會議 。 

2. 將健康體位納入學校行事曆並排定「85210」主題。 

3. 配合政策與家長宣導衛生議題。 

二、學校物質環境 

1. 飲用水設備充足並定期更換相關設備。 

2. 推行環保-一人一水壺並鼓勵在校喝白開水 1500c.c。 

3. 張貼海報宣導 



三、學校社會環境 

1.辦理教職員工生健康促進相關活動:(1)寒期活動(2)戶外教學(3) 

教職員工健康活動。 

2.校慶嘉年華-運動會暨闖關活動。 

3.多元運動學校社團—蛇板隊、舞蹈課、棒球、獨輪車。 

4.全校律動課程、舞蹈活動，邀請社區民眾家長一起參加校慶運動 

5.全校使用健康護照及大跑步記錄，每天將跑步公里數記錄(中低年

級由導師協助記錄)，提醒學生自我管理。 

6.寒暑假結合外聘老師辦理運動營活動。 

7. 家長座談會宣導，請家長協助居家運動及飲食管理，並針對體位

超重過重過輕個案管理。 

  

教職員工健康活動 校外教學 

  

教職員工健康活動 辦理戶外教育活動-大地藝術季 

  

辦理戶外教育-參觀劉明星書法館 辦理戶外教育-社區踏查 



  

規劃運動項目-棒球社團 參加三人制棒球比賽，獲得第三名 

  

規劃運動項目:獨輪車社團 學生參加樹人盃獨輪車比賽 

  

規劃運動項目-蛇板社團  規劃運動項目-舞蹈社團 



 

 

規劃運動項目-跳繩 參加普及化跳繩接力比賽， 

獲得第三名 

 

 

寒暑假結合外聘老師辦理運動營活

動。 

跑步自主管理紀錄表 

 

 

校慶嘉年華-運動會暨闖關活動。 個案管理 

 

 



四、健康教育課程及活動 

1.配合董氏基金會推動飲食營養教育，設計以生活技能取向及以學

生為中心的健康教學教材。 

2.申請癌症福利熊課本融入教學教材 

3.將健康體位議題融入讀報發表並繪製心智圖(5 年級)。 

4.融入各領域課程，並發展 85210 教案於彈性課程教學 

5.辦理健康教育課程與生活經驗相連結之議題-柚子園體驗 

6.推動餐前 5 分鐘飲食教育 

7.食農教育、在地食材--營養教育(配合社區挖地瓜體驗)。 

8. 蛇 板 隊 、 舞 蹈 課 、 獨 輪 車 隊 技 能 。 

9.藉由多元化運動學習，養成學童的固定運動習慣 

10.學生每年參加臺南市普及化跳繩接力比賽、台南市三人制棒球運

動競賽及樹人盃獨輪車比賽。 

11. 推動 SH150活動，鼓勵學生戶外活動~依據學校現有體育器材，

及學生喜好運動項目的程度，規劃運動項目有蛇板、跳繩、獨輪車、

球類運動(三人制棒球.藍球.羽球)等。蛇板、跳繩、跑走活動場地

如下:蛇板:廣場及籃球場、跳繩:廣場、跑走:操場、球類運動:廣場、

操場、籃球場。 

(1)時間：每日上學的下課時間及第二節課間活動時間 

(2)場地：廣場、操場。 

(3)實施：學生於上述規定運動時間，先行至體育器材室拿運動器材

之後，再到運動規劃區域進行運動。另外課間活動跑走時間由護

理師發放棒子統一管理學生跑走圈數並自主登記於記錄表，確實

執行學生運動行為。 

12.將體適能檢測項目(仰臥起坐、立定跳遠、跑步)列為體育課暖身

活動，5分鐘築底。 

 

 

 

 

 



  

第二大節下課:跑走活動 第二大節下課:健康操 

 

 

 

 

 

 

體適能檢測-仰臥起坐訓練  體適能檢測-跳遠 

 

 

 

 

 

 

 

 

 

 

飲食教育融入課程 飲食教育闖關 

 

 

 

 

 

 

 

 

 

 



 

 

參訪在地柚子園 餐前 5 分鐘飲食教育 

 

 

食農教育 健康議題融入讀報發表並繪製心

智圖 

 

 

在地食材-營養教育挖地瓜體驗 健康課程議題教學 

  

 

 

 

 

游泳教學課程 游泳教學課程 



五、社區關係 

1.利用班親會、親職講座宣導健康體位重要性。 

2.健促親子闖關活動 

3.結合衛生單位(衛生所、新樓醫院、健檢團隊…等)推動健康體

位。 

4.蛇板隊及跳舞隊、獨輪車隊表演活動。 

5. 每學年舉辦校慶聯合運動會及母親節親職活動結合成果發表會， 

鼓勵家長與學童參與，一起養成運動習慣。 

班親會宣導健康體位重要性 

 

 

 

新樓醫院到校健康體位闖關活動 家長座談會宣導 

  

邀請社區民眾參加校慶運動 邀請家長一起參加校慶運動 



 

 

 

 

 

 

 

學生身體檢查-健檢團隊入校 牙醫口腔入校檢查 

   

直笛隊邀社區民眾到校 烏克麗麗樂隊邀社區民眾到校 

 

 

母親節親職活動成果發表會 舞蹈表演 



 

獨輪車隊社區表演 校慶邀社區民眾健促闖關 

  

校慶聯合運動會 申請董氏基金會親子運動計畫 

 

 

邀請社區民眾參加校慶大隊接力 邀請社區民眾參加校慶大隊接力 

  

 



肆、成效： 
 

學年度 過輕 適中 過重 肥胖 

112上 3(7.3%) 20(48.7%) 7(17%) 11(26.8%) 

112下 1(2.4%) 26(63.4%) 7(17%) 7(17%) 

112 4.85% 56.05% 17% 21.9% 

 

  一、學生體位過輕比率下降4.9％，體位適中率上升14.7％， 

  體重過重比率持平，肥胖比率下降9.8%。 

 

伍、分析改進： 

一、112 學年下學期相較 112 學年上學期體位不良比率下降，  

    正常體位比率由48.7%上升至63.4%，分析原因: 

乃因學校持續推廣健康體位的重要性，活動如下: 
（一）組織健康體位計劃工作團隊並定時召開會議：規劃之始，即召

集行政人員、家長及社區代表組成工作執行團隊，並於每月第1

個星期一定期會議，擬訂策略檢核成效，並隨時回饋改進。 

（二）健康跑步走：為讓學童每天有充足運動，漸漸使其養成運動習慣，

每天上午10:10~10:30為「超慢跑活動」。 

（三）贈送學童水壺，鼓勵多喝白開水：為使學童每天充足攝取1500cc 

      的白開水 

（四）融入各領域課程，並發展健康促進教案於彈性課程教學：除每週

排定1主題倡導融入教學外，並鼓勵教師創新發展健康體位相關教

案，於健體領域或彈性課程時間實施教學。 

（五）除鼓勵教師自行發展健康體位相關教學活動外，持續外聘專業師

資，推廣舞蹈、蛇板及獨輪車教學，讓學童均衡肢體發展，提升

健康體質。 

（六）與體位不佳學生家長充分溝通：透過班親會、親職講座、家長通

知單等各類方式，與體位不佳學生之家長充分溝通，取得家長共

識與合作。 

 

二、改進策略： 

 (一)與家長合作，協助控制飲食。 

 (二) 飲食教育落實於生活中，持續加強學生觀念 

 (三) 提供體重過輕學童飲用豆漿：根據醫學研究報告，優質蛋白質有 



       助於 BMI體位過瘦學童改善身體狀況。故本校於樂活時間運動後 

     免費每天提供有機無糖豆漿予體重過輕學童，協助其改善體位。 
 （四）增加學生檢視自己體能的機會：體育課將體適能檢測項目納 

     入體育課程中。 

 

  (五)增強學生個人健康技能： 

    1.教導學生食物熱量計算：利用午休或共同彈性課程時間，護理師 

      教導學生食物熱量計算。 

    2.制定體重控制實施計畫：針對體重過重及肥胖學童，每週一進行 

      體重身高測量，並透過個人記錄表瞭解學生的身材變化，隨時於 

      學生檢討該週健康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