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12學年度海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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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2%，過輕10.95%，過重12.96%，肥胖13.72%。 

健康飲食與身體活動是預防慢性疾病的主要二項措施，同時可以降低發展成為肥胖及

有關疾病的風險。 WHO 已設定 9 項 2025 年非傳染病防治之目標，其中包括遏阻

成人過重及肥胖盛行率上升趨勢，故肥胖防治工作應從小札根，而推動學校健康體位

工作，有助學童從小培養健康飲食規律運動之良好生活習慣。 

海佃國小是安南區商業集中區。學校南北緊鄰鹽水溪及嘉南大圳河堤，校門口前

雖有二座社區公園提供學生日常活動空間，但因家長的學習成績至上之傳統觀念仍根

深蒂固，紙筆練習抄寫要求要多,學生接觸電視電腦手機等資訊產品普及頻繁，造成長

時間使用3C 產品，身體活動量減少，間接造成不正確的觀念與認知．現今家庭組織

狀況，有家庭三餐外食，坊間美食誘惑多，造成學生營養攝取不均；或三代同堂，爺

爺奶奶過度呵護學生，造成學生營養攝取過多，導致學生體位不良。 

  國小兒童正處於具體運思期，而兒童的社會文化環境與家庭系統會影響其認知發

展，所以家庭環境可能影響學童行為表現，但因大部份的家長工作繁忙，因此學生除

了在學校外，放學後仍需前往安親班或課輔班，造成親子互動行為變少。我們希望透

過學校教育增加學童的健康體位認知，讓他們能夠做到自己管理體位、攝取適量的營

養及養成運動習慣。 

  



二、背景成因及現況分析： 

(一)背景成因： 

1.雙薪家庭家長每日早出晚歸，導致飲食習慣常有外食情形。 

2.三代同堂，爺爺奶奶過度呵護學生，造成學生營養攝取過多。 

3.位居商業集中區，坊間美食誘惑多。 

(二)現況分析 

表一:109-111學年度體位狀況統計 

項    目 
109學年度 
第1學期 

110學年度 
第1學期 

111學年度 
第1學期 

學生體位適中比率 62.7% 62.91% 62.36% 

學生體位過輕比率 9.1% 7.92% 10.95% 

學生體位過重比率 13.5% 14.13% 12.96% 

學生體位超重(肥胖)比率 14.8% 15.04% 13.72% 

 

 

 

 

 

 

 

 

 

 

 

 

 

圖一：台南市安南區海佃國小109~111學年度學生體位分析圖 

 

 



表二: 健康診斷與需求評估（SWOT 分析） 

  

 學校環境 學生狀況 教學資源 行政資源 

優

勢 

1.校園中設有運動

設施及遊樂設施，

供學生活動用。 

1.學生健康情況普遍

良好。 

1.有經驗之教師願意

提供經驗與突破困難

方法的解決之道。 

2.資訊化教學設備提

供教學需要。 

3.健體領域教師願意

將融入課程中。 

1.行政團隊默契佳兼具

經驗與活力。 

2.各項學生健康管理資

訊化，能隨時掌握學生

健康資料。 

3.提供各項健康飲食教

學參考資料。 

劣

勢 

1.學生數多，學生

活動空間不足 

2.家長大多忙於生 

計，親子關係較疏 

離。 

1.學生體位過重比例

偏高。 

2.家長無法有效約束

學生。 

1.面對教育新時代，

教師需配合多項與教

學無關活動心力交

瘁，影響配合動力。 

2.聯繫不足導致融入

課程教學設計不易。 

1.行政人員工作繁忙，

多屬兼職而非專任性

質。 

2.行政團隊與教師認知

有落差。 

機

會 

1.學校於江南大圳

旁，多一個空間可

以規劃活動。 

1.學生本性乖巧聽

話，配合度高。 

2.學校安排多元的健

康議題活動，彌補課

程的不足。 

1.課發會要求建立教

師教學檔案。 

2.尋求社會資源，辦

理教師各項進修，提

供交流機會。 

3.體適能活動的提倡 

與實施。 

1.透過家長座談會宣導

健康體位議題，取得家

長認同，並促其提供各

項資源。 

威

脅 

1.冬季空汙嚴重，

室內活動空間不

足。 

1.飲食習慣不良，偏

愛零食。 

2.3C誘惑多，使靜態

活動多於動態活動。 

1.部分家長無暇督促

學生在家吃早餐。 

2.家長無法督促學生

養成運動習慣。 

1.學校各處室因業務繁

忙，無法做有效的橫向

溝通。 



參、實施過程： 

 

 

 

 

 

 

 

 

 

 

 

  



表三、學校健康促進相關推動小組之成員與分工 

 

 

 

 

 

 

 

 

 

 

 

 

 

 

 

 

 

 

 

 

  

計畫職稱 所屬單位及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主任委員 校長 綜理健康促進學校督導事宜 

副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規劃健康促進學校相關活動之推行 

副主任委員 教務主任 督導健康促進學校課程方面之推行 

副主任委員 總務主任 協助健康促進學校推動相關硬體設備之支援 

副主任委員 輔導主任 協助辦理健康促進學校師生教育輔導活動 

副主任委員 會計主任 負責健康促進學校經費之管控 

家長代表 家長會會長 負責健康促進學校家長方面之宣導及溝通，協助各項活

動之推展及整合社區人力 

總幹事 衛生組長 擬定和撰寫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並推動實施 

副總幹事 生教組長 負責健康促進學校活動之宣導與推行 

副總幹事 體育組長 負責健康促進學校運動課程之推行 

副總幹事 研發組長 負責健康促進學校課程規劃 

副總幹事 資訊組長 協助健康促進學校相關網站之建置 

執行秘書 護理師 計畫之執行及健康服務活動之進行 

執行委員 營養師 各項午餐營養宣導及需求評估、衛教等 

執行委員 一年級學年主任 協助健康促進學校相關教學活動之運作 

執行委員 二年級學年主任 協助班級支援健康促進學校活動之進行 

執行委員 三年級學年主任 協助班級支援健康促進學校活動之進行 

執行委員 四年級學年主任 協助班級支援健康促進學校活動之進行 

執行委員 五年級學年主任 協助班級支援健康促進學校活動之進行 

執行委員 六年級學年主任 協助班級支援健康促進學校活動之進行 



表四、以健康促進學校六大面向推廣健康體位議題之實施內容 

六大範疇 實施內容 

學校衛生政策 

1.制定健康體能實施計畫及策略。 

2.鼓勵學生走路上學。 

3.成立健康活力班，有效進行健康體位管理及進行成效分析。 

學校物質環境 

1.定期檢查學校各項體育器材與遊樂設備，並加強維護工作。 

2.監督水質檢測工作，確保學童飲用水安全。 

3.每週二為無肉日，提供全校師生低碳飲食午餐。 

學校社會環境 
1.鼓勵體位過重、過輕之學童多參與戶外活動。 

2.邀請社區民眾及家長舉版校慶盃羽球聯誼賽。 

社區關係 

1.舉辦社區運動會，宣導健康觀念。 

2.溫心園地校刊，向家長宣導正確健康飲食的觀念。 

3.本校小台江讀書會辦理愛鄉護水-嘉南大圳單車溯源之旅、青

春夜行、百里溪單車之旅等活動)。 

個人健康技能 

1.辦理學生體適能檢測活動。 

2.辦理班際合作盃競賽(跳繩、樂樂足球、樂樂棒球、躲避球)。 

3.辦理高年級路跑活動。 

4.自行設計運動表格，鼓勵學生記錄課後運動時間。 

5.辦理校內教師研習，透過研習讓老師學習到更多元的運動方法。 

6.辦理多元飲食課程，讓學生在日常飲食中能吃到該有的營養素。 

健康服務 

1.開學初進行全校學童體重測量。 

2.健康活力班體位進行前後測並作統計分析。 

3.定期檢驗午餐食材及餐廳廚房設備衛生。 

  



健康體位推動情形照片 

  

說明：健康活力班成立 說明：健康活力班成立 

  

說明：主任帶學生做開訓宣誓 說明：主任帶學生做開訓宣誓 

 

 

說明：健康活力班活動 說明：健康活力班活動 



 
 

說明：健康活力班活動 說明：營養師上課 

 

 

說明：營養師上課 說明：健康活力班結業式 

  

說明：邀請體育老師跟老師分享如何運動 說明：邀請體育老師跟老師分享如何運動 



 

說明：營養午餐每週有二天有水果 

 

說明：營養午餐每週有一天有乳品 



 

 

說明：班級午餐時會看餐前５分鐘 說明：導師每天以 line 知會廚房加減份量 

 

  



附件四、學校活動空間 

  

說明：南棟四樓 說明：南棟三樓 

 
 

說明：南棟地下一樓 說明：南棟二樓 

  

說明：中棟二樓 說明：中棟四樓 



  

說明：溜滑梯兩座 說明：生態植物園 

  

說明：籃球場 說明：操場 

  

說明：遊樂場 說明：童軍集合場 



  

說明：桌球場 說明：羽球場 

  

說明：體操場 說明：地板教室 

 

說明：韻律教室 

 

  



肆、成效： 

一、１．體位過輕比率：上升0.6％， 

２．體位適中率：上升2.42％ 

３．體位過重率：下降0.46％ 

４．體位肥胖率：下降2.56％ 

５．體位不良率：下降2.42％ 

伍、分析改進： 

一、體位不良比率下降，正常體位比率由62.47%上升至64.89%。 

二、策略分析： 

(一) 運動及營養教育策略的介入，讓學童了解運動並沒有想像中的難，且養 

成學童運動的習慣，幫助學童養成少喝含糖飲料，多喝白開水的習

慣，且三餐正常吃，天天五蔬果，並教導學生適度的飲食加上運動是

可以有效的控制體重。 

(二) 習慣的養成要從小做起，因此體重控制需要趁早介入。學童可達成的層 

面，如：充足的睡眠、天天五蔬果、3C產品使用時間、適當的身體活

動、喝足白開水等健康自主管理，將之融入學生個人生活中，協助學

生能有良好的健康觀念與態度，發展良好的健康行為，進而養成健康

習慣，最終期望學生能學會自己帶的走的健康知能與技能。 

(三) 體位過輕比率雖然上升0.6％，但比率不高，下學年將持續觀察並加強

學生均衡飲食的觀念和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