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 112學年度港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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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學生體位不良比率達41.18%，其中過輕5.04%，過

重15.13，肥胖21.01%，為促使學生有健康生活習慣進而影響健康體位，雇主推健

康體位議題。 

二、背景成因及現況分析： 

(一)背景成因：就以下幾點作分析： 

1.生活型態： 

◼ 缺乏運動：學生可能因為學業壓力、沉迷網路遊戲或缺乏家長帶領適當的

休閒活動而缺乏運動。 

◼ 交通方式：如果學生主要依賴汽車或其他非活動型的交通方式，則可能影

響其體能和健康。 

2.商家影響： 

◼ 便利店和快餐店：如果西港區附近的商家主要是提供高熱量、低營養價值

的食品，學生可能更容易受到不良飲食習慣的影響。 

◼ 飲料店：提供高糖飲料的普遍性可能會導致學生攝取過多的糖分。 

◼ 夜市：主要生活圈中有兩天有夜市，飲食的不正常機率出線機率偏高。 

3.家長態度： 

◼ 飲食習慣：家長的飲食習慣可能會影響孩子，飲食以高熱量、高糖分、高

油脂，並且少蛋白質的食物為主，孩子也可能會跟隨。 

◼ 家庭生活節奏：如果家庭生活忙碌、家庭結構複雜，也可能會導致便利食

品的消費增加，而這些食品往往營養不良。 

◼ 控管態度：家長對於孩子時用垃圾食物的管控較為寬鬆，亦導致孩子常有

過度食用的狀況。 

4.固有飲食習慣： 



◼ 飲食結構：飲食中過多的高熱量、高糖分、高油脂食物可能導致學生肥

胖；此外，攝取過多的醣類亦是此區問題。 

◼ 餐食規律性：不規律的餐食時間可能導致過度進食或者食物選擇不當。 

(二)現況分析 

1.學生狀況： 

(1)體位狀況 

108-111學年度體

位狀況統計  

過輕  適中  過重  肥胖  

108 6.3% 61.8% 16.4% 15.5% 

109 7.3% 62.4% 15.2% 15.1% 

110 5.5% 57.6% 16.4% 20.6% 

111 5.9% 58.4% 15.1% 20.6% 

 

(2)運動狀態：校內運動風氣較不盛行，缺乏運動器材供學生使用；地處非山

非市聘用專業體育師或運動社團教練較為困難。 

(3)飲食狀態：學生多受家庭習慣影響，以米飯為主食，營養餐食觀念較弱；

社區內多數家庭為外食，增加了不當飲食的機率。 

2.教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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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動狀態：全校正式教職員工共17人，其中有2位固定每週運動至少3次，3

位每週運動至少1次，9位每個月至少運動1次，3位很少運動。 

(2)飲食狀態：在校時鮮少看到老師吃垃圾食物。 

3.家長：因工作關係，近半數家長多已外食為主，忙於生計，運動時間較少。 

 參、實施過程：  

一、學校衛生政策 

(一)健康體適能校內闖關大會：學校推動健康體適能闖關活動，結合運動與飲食

教育，培養學生良好的生活習慣，促進身心健康，建立健全的學習環境。 

 

 

(二) 港東「跳神」選拔：期末將舉辦跳繩高手選拔，激勵學生參與運動，提升體

適能水平，促進全校學生活力與健康成長。 



 

(三)週三全校運動日： 每週三升旗結束，各班導師帶領學生進行操場跑步，促進

身心健康，培養學生運動習慣，活化校園氣氛。 

 

(四)港東運動之星：學校落實健康護照中的運動紀錄，鼓勵學生每週在校運動達

150分鐘，培養健康生活習慣，促進身心健康成長。 

 



 

(五)下課播放運動音樂：播放運動音樂，激勵學生淨空教室，前往操場運動，培

養健康生活習慣，活化校園運動氛圍。 

 

 

(六)兒童節宣導活動：舉辦營養教育宣導活動，啟發孩子關注飲食健康，培養良

好飲食習慣，促進兒童全面發展；舉辦投籃大賽，營造良好運動氣氛的友善校

園。 



 

 

 

(七)提供多元運動器材、完善運動場地。 



 

(八)校慶運動會：結合健康飲食、健康知識、體適能護照等相關健康知識，進行

親子闖關答題活動。 

 

 

(九)衛教活動：利用全校朝會、開學典禮、結業式、班親會、新生訓練、聯絡簿

親師宣導單、布告欄等各種場合進行衛教宣導。 



 

 

二、學校物質環境 

(一)硬體設備：PU跑道、光電風雨球場完工啟用，兒童遊戲場攀爬架納入課程使

用，同時更換損壞球場設備，提升校園運動設施品質，促進學生運動健康成長。 

 



 

 

(二)器材部分：添購各式新運動器材，包括足球、排球、籃球、跳繩、樂樂棒

球、羽球網、瑜珈球等，豐富校園運動資源，促進學生多元運動參與與健康成

長。 



 

三、學校社會環境： 

學校致力提供友善的運動環境和氛圍，透過多元化的運動設施和活動，促進學生

的身心健康。除了提供常規的體育課程外，學校也安排各種運動競賽、課外活動

和社團，讓學生能夠選擇自己喜歡的運動項目並且持之以恆地參與。 

在運動中，學校重視培養學生的運動技能和體適能，但同時也注重運動的樂趣和

享受。校內教師致力於營造輕鬆愉悅的運動氛圍，鼓勵學生通過運動發現自己的

興趣和潛力，建立自信心和自尊心。 

此外，學校也注重健康飲食的教育。透過定期的健康飲食宣導和衛生教育，教導

學生選擇均衡營養的飲食，培養健康的飲食習慣，並提供學生相關的飲食指導和

建議，使他們能夠在學校和日常生活中選擇健康的食物。 

學校不僅關注學生的學術成就，也將全人發展視為重要目標之一。透過提供友善

的運動環境和健康飲食的教育，學校致力於培養學生的身心健康，幫助他們建立

自信、自尊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四、社區關係： 

在社區意識逐漸覺醒的情況下，學校積極與社區活動中心、店家、商圈、農會、

廟宇等合作，共同促進健康校園的建設。透過舉辦健康教育活動、提供健康飲食

指導以及舉辦運動和休閒活動等，學校與社區機構攜手合作，營造健康、安全且

充滿活力的校園環境，促進學生和社區居民的身心健康。 

 



 

 

 

五、個人健康技能： 

學校透過健康相關課程及訓練，教導學生認識健康促進的重要性，並鼓勵他們採

取積極的健康行為。這些議題融入各領域課程，並透過校內宣導活動強化，使學

生掌握健康技能，提升個人生活品質，培養全面健康素養。 



 

 

六、健康服務： 

學校建立完善的健康服務系統，包括定期進行健康觀察和調查，以及提供篩檢服

務，如視力檢查、健康檢測等。根據檢測結果，學校提供個別化的健康諮詢和指

導，組織健康教育活動，並協助學生和教職員採取適當的健康行為，以提升整體

健康水平。 

肆、成效： 

一、如下表顯示本校年度學生體位統計成果，由表可看出學生上學期體位適中為

57.26%，則體位不良比率為42.74%；下學期體位適中為58.40%，體位不良比率為

41.6%，下學期體位表現優於上學期，可以推論校內上學期持續宣導健康體位觀念已

漸漸影響學生落實於生活中。 

上下學期 過輕 適中 過重 超重 

112學年度上學期 8.06% 57.26% 12.10% 22.58% 

112學年度下學期 5.60% 58.40% 16.00% 20.00% 

平均  6.8% 57.8% 14.0% 21.3% 



二、依下圖顯示，學生體位過重者比率增加，體位超重者則為減少，推論體位過

重雖然增加，但體位超重是減少的，超重學生持續控制體重，朝著適中的方向趨

近。 

 
 

 伍、分析改進： 

一、體位不良比率略降，正常體位比率由57.26%增加至58.40%，學生飲食觀念趨

向正確、運動習慣亦逐漸培養；體位過重比率增加，比率從上學期的12.10%升到

16.00%，反觀超重學生比率是為下降，由22.58%降至20.00%，推論超重學生網過

重趨近為多數。 

二、改進策略： 

(一) 健康教育課程：學校可加強健康教育課程，向學童灌輸正確的體重觀念，教導

他們了解健康飲食、適量運動的重要性。 

(二)體重檢測與諮詢：學校定期進行體重檢測，並給予學童詳細的體重諮詢，包括

解釋BMI指數、制定健康飲食和運動計劃等。 

(三)家長參與：學校舉辦家長座談會或網上講座，讓家長了解孩子的體重狀況，並

提供家庭健康飲食和運動指導。 

(四)體育課與課外活動：增加體育課時數，鼓勵學童積極參與課外運動活動，培養

愛好運動的習慣。 

(五)正向鼓勵：學校師生應以正向的態度對待體重控制，避免以負面方式刺激學童，

鼓勵他們建立自信心並積極參與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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