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學甲國小112學年度健康促進主推議題『健康體位』成效說明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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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41%，過輕10%，過重12%，超重19%，

學生體位狀況明顯不佳，有須努力空間，因此將健康體位作為112學年度

健康促進學校的主要推動議題。 

 

二、背景原因- 

本校位處於台南市學甲區城鄉交界之地，民風純樸，是一所中

型學校，從幼兒園至六年級共有19個班（含二幼兒園、一特教

班），學生數約420人，教職員工約50人。 

學區家長大部分屬於勞工階層，社經地位較低落，普遍缺乏健

康生活型態的相關知識，不覺得學生自小健康生活會影響成長後的

健康情形。再加上由於近年來社會變遷快速，年輕人口外移，家庭

結構改變，少子化日益嚴重，使得校內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學童比

例逐漸增加，學童之生活、學習與成長問題日漸複雜且增加，推行

相關議題的難度亦隨之增加。 

多項因素加乘之下，學生體位問題日趨嚴峻，成為學校推動健

康促進活動下，刻不容緩的議題。 

 

二、現況分析- 

首先針對校內前三年學生健康體位情形進行分析，下方表格為學校 109

至 111學年度學生體位狀況統計表， 

從近三年的學生體位狀況統計數字來看，體位不良的學生占全體學生

的近四成，比例很高。分析其原因，除了學區家長對於體位健康的漠視，

隔代教養的家長更是不在乎，所以讓學童除在校活動外，在家活動大量減

學年度 超重(%) 過重(%) 適中(%) 過輕(%) 

109 16.94 13.44 61.29 8.33 

110 18.30 14.29 58.4 9.02 

111 18.91 12.19 59.2 9.7 



少。另外，前幾年來的因新冠肺炎的疫情更使得大家不敢出門，宅在家和

線上教學的情形，更使得學生活動機會頓減，造成學生更多體位上的問題

出現。目前疫情已大致穩定，學生也回歸正常作息，期待疫情過後，活動

正常化，配合學校的活動推展、宣導，讓更多學生擁有更健康的身體。 

 

貳、改善策略及實施內容： 

項目 改善/相關策略 實施內容 

參考佐證資料 
(後有紅色數字為指

標評選內容，不在

此重複放置) 

一
、
健
康
學
校
政
策 

■組成學校衛生委員會， 

並負責規劃、推動健康 

體位政策 

1.制定健康促進計畫，配  

 置各處室相關人員，推行 

 健康體位政策。 

2.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健 

 康體位政策相關議題。 

●活動辦法 2-2-1 

 (健康促進計畫) 

 

●會議紀錄 2-1-1 

(簽到表、照片) 

■制訂健康生活守則及獎 

     勵辦法，鼓勵學生實踐 

     健康體位行為 

1.推行減(增)脂活動辦  

 法，鼓勵體位不良學生減 

 (增)重換獎勵。 

2.3-6年級學生推行健康體 

 適能，以評分點數換獎勵 

3.請各班制定屬於自己的 

 健康守則，遵守執行。 

●減脂護照推行 

 辦法8-1-1 

 

●健康體適能護 

 照推行辦法6-2-1 

●各班健康守則- 

 【附件一】 

二
、 

學
校
物
質
與
社
會
環
境 

■提供健康體位之設備及 

  器材等硬體設施、並確 

  保設施保養與安全 

1.學校提供各項運動設施 

 供學生活動使用 

2.學校維護各種運動場  

  地，供學生活動使用 

●設施照片- 

【附件二】 

●場地照片- 

【附件三】 

■以健康體位為目的，擴 

  展或增設可及性的設備 

  或設施 

購買計次跳繩，供體位 

班學生課間活動使用。 

●計次跳繩及學

生使用情形- 

【附件四】 

■提供安全及衛生的飲用 

  水設備 

訂定飲用水設備管理辦

法、定期更換相關設備及

水質檢驗合格紀錄，維護

飲用水衛生 

●飲用水設備管

理辦法及檢驗

紀錄 4-1-1 



項目 改善/相關策略 實施內容 

參考佐證資料 
(後有紅色數字為指

標評選內容，不在

此重複放置) 

■學校提供營養午餐及食 

  材教育 

1.供應符合學校午餐食物 

 內容及營養基準相關規範  

 之膳食。 

2.實施時餐前五分鐘，認 

 識促進健康飲食行為、地 

 方小吃、季節性食材。 

●學校午餐菜單- 

【附件五】 

 

●餐前五分鐘檢

核表及照片 

     3-3-1 

■於校園各角落張貼健康 

  體位訊息，增進健康社 

  會環境氛圍。 

1.在學校各個公佈欄張貼 

 健康體位相關訊息。 

2.在健康中心張貼訊息。 

3.在學校網站張貼健康體 

 位相關訊息。 

●公佈欄照 6-3-1 

 (玄關、廁所) 

●健康中心 2-1-1 

●網站內容截圖 

 4-3-1 

三
、
社
區
關
係 

■連結家長共同投入 

  辦理健康體位相關活動 

1.運動會舉辦健康體位闖 

 關活動，讓社區家長參與 

2.運動會舉辦親子趣味競 

 賽，讓家長參與體位活動 

 

●校慶活動計畫 

  及活動照片- 

【附件六-1、2】 

■連結社區資源合作，舉 

  辦健康體位活動，促進 

  學生健康，營造健康校    

  園 

與奇美醫院合作，辦理營

養衛教宣導 

●佳里奇美醫院 

 衛教宣導 6-1-1 

四
、
教
學
與
活
動 

■健康領域教學融入健康 

  體位議題活動 

結合餐前五分鐘，設計健

康教學教案，進行健康體

位的教學 

●健康教學教案  

   及活動照片 

  3-1-1 

■辦理學生運動社團、運 

  動競賽等競賽 

1.成立各項運動社團，增 

 加學生活動機會 

2.辦理各項校內體育競賽 

●社團規劃及照 

片【附件七 1.2】 

●運動競賽計畫 照

片【附件八1.2】 

■推行校內 SH150運動計畫 

推行 SH150計畫，結合大跑

步計畫，規畫學生課間及

課後運動時間，符合每週

運動150分鐘的目標。 

●SH150 計畫、

大跑步規劃、大

跑步紀錄表、照

片 2-4-1 



項目 改善/相關策略 實施內容 

參考佐證資料 
(後有紅色數字為指

標評選內容，不在

此重複放置) 

■健康議題融入各項活 

  動，以多元方式宣導 

規劃學生於成果展戲劇演

出時，融入健康體位等議

題。 

●戲劇表演劇本

及活動照片 3-2-1 

 

五
、
健
康
服
務 

■針對體位狀況不佳學 

  生，進行個案管理，並 

  給予協助與指導。 

1.掌握體位不良學生名 

 單，定期測量學生體重。 

2.針對體位不良的學生加 

 強課間活動時間 

●學生體位測  

 量情形  8-1-1 

   

■針對體位不良學生辦理 

 體位促進班，增加目標學 

 生的運動時間 

1.成立體位班，利用課間 

活動時間，以慢跑、跳 

繩等方式，增加學生活 

動時間。 

2.定期測量體重，獎勵 BMI 

  持平和下降的學生。 

●體位班名單及 

  活動照片 8-1-1 

■學校寒暑假期、週末針 

對學生的健康體位進行 

自主管理。 

透過紀錄表檢核學生寒假

健康情形，提醒學生自主

管理健康，表現佳者獲獎

勵。 

●寒假健康小達 

 人學生紀錄表 

 6-2-1 

※參考佐證資料，標示紅色部分，已為評選指標內容，不再重複呈現，附 

   件佐證資料只呈現指標所沒有的內容部分(綠色標示內容)~ 

 

參、具體成效： 

  一、學生體適能增強，近六成學生通過體適能的檢測： 

 

 

 

 

 

 

 

 

112 學年學校體適能測驗結果上傳教育部體適能網站截圖 



透過學校安排各項體育活動、社團活動，增強學生體適能，讓近六成

學生進行測驗時可以達標。 

 

  二、學生符合健康體位之比率提升至 63％以上： 

學期 過輕(%) 適中(%) 過重(%) 超重(%) 合計(%) 

第一學期 12.96 58.99 10.58 17.46 100 

第二學期 8.82 63.1 12.57 15.51 100 

 ↑4.14 ↑4.11 ↑1.99 ↓1.95  

    這學年度，從上下學期的體位分析來看，整體適中率由58.99％上升至

63.1％，上升率4.11％；過輕率由12.96％下降至8.82％，下降率4.14％；

過重率由10.58％上升至12.57％，上升了1.99％；超重率由17.46％下降至

15.51％，下降率1.95％。所以整體而言，學生體位狀況經由學校活動推展

後，是有進步情況，但進步幅度不夠明顯，還是有再努力空間。 

 

三、六成目標學生有降低 BMI，平均降低 0.3： 

112學年度學校目標學生有79個，統計出有51個學生的 BMI數值降低，

約六成目標學生 BMI數值降低，整體 BMI降低23.9，平均降值有0.3。顯示

這學期透過各種運動方式或獎勵，讓部分學生有效活動，能達到體位健康

的目的。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總人數 

目標人數 16 28 15 20 79 

降低 BMI 

人數 
13 18 6 14 51 

降低 BMI 6.6 5.7 1.6 10 23.9 

 

肆、分析改進 

綜觀這學年推行各項健康體位活動及活動後成效，列出以下幾點建議

做為將來分析改進之處： 

一、減脂護照獎勵效用- 

健康體位的議題在學校推行已久，推行的各項體育活動也是實施多

年，減脂護照大概是其中的較新想法，是學校推行的第二次。當初會設計



減脂護照的目的是可以鼓勵體位不良的學生自主運動，降低 BMI值。而這

個設計讓目標學生除了為了自己的健康外，也可以多一個動力去積極重視

自己的 BMI值，達到健康體位的目的。未來，推行這項議題會繼續推行這

項活動，獎勵是學生願意運動的一項動力，又可以達到學生健康體位的目

標。 

 

二、體位班活動執行- 

體位班是為了目標學生降低體重而設立，但體位班學生除下課時間不

喜歡活動，而部分學生還會被班級教師留下，或學生找藉口不到，導致體

位班學生運動情形尚待加強。未來，會將體位班活動多元化，提高活動趣

味性，讓體位班學生願意離開教室，出來活動；此外分組管理，避免學生

找理由不活動，希望藉此增加體位班學生活動機會，讓體位班功能的效用

再提升。 

 

三、營養教育宣導- 

這學期因應學校大小活動，無法再有更多時間，針對目標學生進行營

養宣導，只能進行例行性的健康教學。未來，會在營養宣導上，特別加強

目標學生的營養宣導，挑選議題重點教學，增強目標學生的宣導效果，讓

目標學生意識營養對其體位的重要性。 
 

健康體位的目標不是一蹴可幾，期待更多人重視這個議題，一起活

動，達到健康的目的。 
 

 

 

 

 

 

 

 

 

 

 

 

 

 

  



附件一                                                         學甲國小班級健康守則 

 

說明：五年乙班健康守則 

 

說明：三年丙班健康守則 

 

  



附件二                                                           學甲國小運動設施 

  

照片說明：體育器材室內提供的器材 照片說明：體育館內提供器材 

  

照片說明：班級教室內提供的器材 照片說明：辦公室內提供的器材 

 

  



附件三                                                            學甲國小運動場地 

  

照片說明：體育館運動場地 照片說明：戶外操場運動場地-操場 

  

照片說明：戶外操場運動場地-跑道 照片說明：戶外籃球場地 

 

 



附件四                                                             體位班計次跳繩 

  

照片說明：體位班專用計次跳繩 照片說明：計次跳繩特色面板 

  

照片說明：體位班學生使用跳繩情形 照片說明:體位班學生使用跳繩情形 

 

  



附件五                                                         學甲國小營養午餐菜單 

 

說明：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週學校營養午餐菜單 

 

說明：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週學校營養午餐菜單 

  



附件六-1                                                       學甲國小運動會計畫 

 

說明：運動會舉辦各式運動賽事，供學生運動機會 

 

說明：運動會舉辦各式運動賽事，供學生運動機會 

  



附件六-2                                                       學甲國小運動會照片 

 

說明：運動會舉辦各式運動賽事，供學生運動機會(全員跑) 

 

說明：運動會舉辦各式運動賽事，供學生運動機會(趣味競賽) 

  



附件七-1                                                      學甲國小社團活動彙整 

 

 

  



附件七-2                                                                                        學生運動社團活動照 

  

說明：跳繩社團 說明：羽球社團 

  

說明：田徑社團 說明：排球社團 

  



附件八-1                                         112 學年度大隊、跳繩接力活動計畫 

 
 

 

  



附件八-2                                                                                             接力活動照片 

 

說明：大隊接力活動照片 

 

說明：跳繩接力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