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12學年度金城國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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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位過輕7.79%，過重11.24%，肥胖17.24%，體位不良比率達

36.27%。臺南市立金城國中屬於臺南市的中型學校，位處臺南市安平區，本

校周邊環境新商業區、飲料店、炸雞攤販、超商四處散布，這樣的社區環境

使得學生產生很大的引誘，下課後時常逗留超商或攤販，購買點心及飲料，

在體位管理上較不易受到控制。 

二、背景成因及現況分析： 

(一)背景成因： 

    1.學校位於市區，假日學生休閒活動傾向於靜態看電視、打電腦，較少 

      參與耗體力的活動如登山、健走。 

    2.因家長職業關係，部份需很早出門，沒有時間自己做早餐，以致常有 

      學童早餐為麵包、中式飯團等黃紅燈食物，或甚至未食用早餐。 

    3.升學競爭激烈，課後學生直接到課後輔導機構，並未在家中用餐，飲 

      食不均衡比例偏高。 

    4.學生常購買本校鄰近飲料店之飲料，長期飲用使得糖份攝取過高且不 

      健康。 

    5.學生飲食觀念偏差，中午營養午餐對於不愛吃的食物就不吃，寧可課 

      後到合作社購買果汁零食。 

    6.平時未建立運動習慣，又因氣候異常造成高溫日數較多，造成學生長 

      期不愛運動，或運動時間不足。 

    

(二)現況分析 

  109-112學年度體位狀況統計表如下： 

 

 

 

 

學年度 過輕 適中 過重 肥胖 

109 8.1% 63.7% 11.0% 17.1% 

110 7.93% 62.69% 12.22% 17.16% 

111 9.03% 60.37% 13.86% 16.74% 



        由上表可知本校學生111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合計佔30.6%，比110學 

    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29.38%上升1.22%。然而，理想體重的維持應從小開

始，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與持之以恆的運動是不二法門，期盼經由運動習

慣的培養，可讓學生們維持良好的理想體重，進而落實健康的生活型態。 

參、改善策略及實施過程： 

  一、學校衛生政策 

制定健康體位計畫 

 



二、學校物質環 

集會時運用看板張貼衛教資訊 學生測量身高體重時運用健康體位海報 

 

 

 

 

 

 

 

 

定期檢測飲用水保持水質 午餐園地公佈欄提供營養資訊 

 

 

 

 

學校提供健康體位設備器材 學校提供健康體位教材教具—大跳繩 

 

 

 

 

 

 

 

 

 

 

 

 

 



  三、學校社會環境 

班級訂定健康自主管理辦法 課間跑走活動養成運動習慣 

 

 

運動儲蓄卡養成運動習慣 校慶化妝進場結合議題 

  

校慶環境布置結合議題 班級環境布置結合議題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 

融入健康教育課程-健康數據觀測 健康九九-測量腰圍 

  

教導健康餐盤的概念 分組討論健康飲食規劃 

 

 

 

 

 

 

 

  

定期辦理班際體育競賽 每週一節運動社團 

  

 

 



  

增加第八節體適能課程 增加第八節體適能課程 

  

每年辦理四格漫畫比賽融入寒假作業 結合家政課程飲出食物真原味 

 

 

 

 

 

 

 

 

 

 

  五、學校社區關係 

     規劃3/11進行營養教育影片宣導並填寫學習單。 

      規劃 5/13與安平區衛生所合作健康體位宣導。 

 

 

 

 



七年級學生在教室同步影片直播 營養教育影片宣導學習單成果 

  

六、健康服務  

針對體位不良學生測量體重 針對體位不良學生測量體脂 

 

 

肆、成效： 

 體位過輕率 體位適中率 體位過重率 體位肥胖率 

112-1 7.79% 63.73% 11.24% 17.24% 

112-2 7.24% 62.13% 14.10% 16.52% 

增減 -0.55 -1.6 +2.86 -0.72 

一、學生體位過輕比率下降 0.55％。 

二、體位適中率下降 1.6％。 

三、體位過重比率上升 2.86％。 

四、體位肥胖率下降 0.72%。 

 
 



伍、分析改進： 

一、分析 

     1.雖然體位過重率偏高 2.86%，但體位過輕及體位肥胖皆下降，表示學校

介入策略是有效的。 

2.透過學生上課的學習單回饋可知學生吃進多餘的熱量，有時是來自於課 

    業的壓力，而導致情緒性的進食，在飲食控制可加以輔導學生辨識壓力  

    來源，而非只是一味地要求過胖的學生控制體重及運動。 

二、改進策略： 

1.學生飲食習慣與家庭息息相關，有時學生並未想吃消夜，但家長卻天天 

  買消夜回家，因此應與家長一同協助調整學生飲食習慣。 

2.善用 3C產品，學生現在幾乎離不開手機，可辦理運動 APP挑戰賽，提

升學生運動力。 

3.持續透過宣導講座、班親會、文宣品的運用，多方面強調健康體位的重 

  要性，以提升健康知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