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東區崇明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一、 計畫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 

(二)臺南市 112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三)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8月 14日南市教安(二)字第 1090974007 號函 

二、 計畫摘要： 

配合臺南市政府衛生政策「視力保健、口腔衛生、健康體位、菸檳防制、全民健保(含

正確用藥)、性教育（含愛滋病防制）、正向心理健康促進」等 7項議題為主題，並

以「安全教育與急救」為本校自選議題，發展出有效的策略及行動方案，以建立更

為健康友善的校園環境，並於過程中不斷進行檢討及修正，期盼能提供學生更完善

的健康服務。 

    本校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於 110學年度至 111學年度從 61.60%下降至

57.00%。顯示視力保健方面有顯著的成效。齲齒率方面，一、四年級從 110學

年度的 18.64%及 8.660%至 111學年度下降為 11.39%及持平的 8.96%，可見本

校長期推動口腔保健宣導，並積極推動餐後潔牙與使用含氟漱口水等活動，以

漸能呈現相當的成效。健康體位方面，學生過重及肥胖的比例差異不大，約佔

一成，將持續推動健康體位宣導，推動 85210活動-每天睡滿 8小時，天天五

蔬果，每天使用電子產品少於 2小時，天天運動 30分鐘。 

 

背景說明： 

   (一)學校背景分析 

本校位於臺南市中心學校，校園面積 2.7 公頃，班級數共 79 班，學生數

約 2100人，校舍採中式建築，環境優美，另設有田徑場、籃球場、桌球教室、

羽球場、淋浴間及戶外體能遊戲區，隸屬都會型學校。學校社區含巴克禮公園、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台糖園區、市立醫院及新住宅區，視野相當遼闊，且大致

上來說，家長整體社經地位頗高。學校教職員工對學校推行活動配合度極高，

與家長間互動狀況相當良好，校園氣氛極為融洽。本校校區平時早晚提供社區

民眾運動，亦是社區民眾休閒之最佳場所，對社區居民健康促進及社區資源的

應用助益良多。 

本校教職員工無人抽菸及食用檳榔，學生亦無發現此狀況;多數家長為上

班族，兒童居家照顧或課後安置工作大部分交由祖父母或安親班取代父母照養



功能。上安親班的學生大多待在室內做功課寫考卷，時間有時持續 2-3小時以

上，導致學童視力保健及體能活動嚴重缺乏。 

 

(二)問題分析： 

1.視力保健議題脈絡與問題分析 : 由本校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逐年折線圖中可

發現，109學年度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為 62.75%，110學年度下降至 62.75%，

至 111學年度時則明顯下降至 58.10%。可看出明顯下降的趨勢本校於 106學年

度為視力保健種子學校，對於視力保健概念並落實於生活中的推動不遺餘力，

良好護眼習慣的種子已在學生及家長心中種下，本年度除了繼續推動護眼相關

活動，對於家長的宣導仍會不斷努力。另外，針對裸視不良的學生持續追蹤與

輔導就醫，以達成 100%為目標，確保孩子們視力的健康。 

 

 

 

 

 

 

 

 

 

 

 

 

 

2.口腔保健議題脈絡與問題分析:由下圖一、四年級齲齒盛行率趨勢圖中可看 

  出，一、四年級的齲齒率在 109學年度至 110學年乃至於到 111 學年度，呈現 

  逐漸下降的趨勢，可見本校長期推動口腔保健，並積極推動餐後潔牙與含氟漱 

  口水等活動，效果已漸顯現。因此 112學年度於口腔保健議題仍會持續加強推 

  動，期盼於新學年度的規畫能讓成效更顯著。 

 

 

 

 

 

 

 

 

 



3.健康體位議題脈絡與問題分析: 現代父母工作家庭忙碌，外食機率相對增加， 

  且大多數以速食品及重口味的外食、含糖飲料及冰品替代營養健康的新鮮食  

品，讓學童的飲食營養出現危機，導致不良體位學生比例攀升。由下圖歷年學

生體重檢測結果可看出，體重及肥胖比率雖有下降趨勢，體重過輕也維持一定

比率，仍須繼續推動健康飲食觀念，實施學生體適能 SH150計畫宣導鼓勵學生

多運動為重要的推動策略。有鑑於孩子體重過重與肥胖，除了可能造成慢性疾

病的發生，如:糖尿病、心臟病…等。對生長發育及情緒也可能造成不良影響。

所以新學年度開始，學校方面會持續積極宣導及推動健康均衡飲食的相關概

念，期待孩子們都能健康吃，快樂動，培養良好的飲食及運動習慣。 

 

 

 

 

 

 

 

 

 

 

 

 

 

 

 

 

 

 

 

 

 

 

 

 

 

 

 

4.菸(檳)防制議題脈絡與問題分析:本校學區家庭社經背景頗高，因此學生方面 

  少有抽菸、喝酒及吃檳榔等案例，有鑑於學生進入國中青春期後，往往容易因 



  為交友或課業壓力等因素而有出現吸菸行為，因此，本校特別對高年級學生加 

  強菸(檳)害宣導且建立從小開始拒絕二手菸及檳榔之觀念，期望藉由學生正確 

  觀念的導入並間接影響家人，建立一個無菸(檳)害的校園及社區生活環境。 

5.全民健保 (含正確用藥) 議題脈絡與問題分析: 為了建立學生全民健保資源 

  有限，要善用醫療資源不浪費的概念，本校由擔任健康科任老師融入課程教 

  學，加強推動全民健保教育宣導，另一方面也藉助社區資源，聘請衛生局護理 

  師到校宣導全民健保相關概念；對於正確用藥及藥物濫用議題方面，本校配合 

  生教組進行反毒宣導活動，並邀請專家學者及聘請社區藥局專業藥師進行正確 

  用藥宣導，建立學生能正確用藥及勿藥物濫用之正確觀念，藉以提升全校全體 

  師生健康知能。 

6.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議題脈絡與問題分析: 在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方 

  面，由擔任健康科任老師融入課程教學，本校也委請區域醫院專業講師針對高 

  年級進行相關防制宣導，期望藉由專家的說明，彌補健康科任老師在性教育及 

  愛滋病防治教學知識上之不足。 

7.正向心理健康促進議題脈絡與問題分析: 在當代社會中，越來越多的學齡兒童

面臨壓力、焦慮、自尊心下降、孤獨感和其他心理問題。這些問題可能來自

於學業壓力、家庭壓力、人際關係困擾等因素。因此，針對這些問題，建立

正向心理健康促進措施變得至關重要。學校透過減輕學業壓力、提供家庭支

持、應對社交問題以及提供正向心理教育等，讓學生的心理健康得到有效的

促進。 

 8.安全與急救教育脈絡與問題分析: 在安全教育與急救方面，本校於平時將安

全 

  及急救教育融入班級教學活動，除每年對全校師生進行防災、防火及防震演 

  練，並於學生戶外教學前也先進行逃生演練，且邀請消防局專業人員針對高年 

  級學生進行 CPR心肺復甦術急救與安全訓練課程，藉以建立起學生安全與急救 

  的基本概念，確保安全無虞的生活學習環境。 

 

    綜合上述並依學校健康問題訂定合適的「健康議題」推動策略，包括視力

保健、口腔衛生、健康體位、菸(檳)防制、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性教育（含

愛滋病防治）、正向心理健康促進」等 7項必選議題，本校自選議題為「安全

急救教育」。再者，由於體重過重與肥胖比率方面，109學年度至 111學年度數

據顯示肥胖比率略增，因此 112學年度於 6項必選議題中擇「健康體位」列為

主推議題加強推動。 

 

 

 

 



五、計畫內容： 

(一)視力保健議題具體實施內容 

背景說明 

 本校位處都會區，家長教育程度相較他校為高，因此家長對 

學童課業也極為重視，學童視力問題不容忽視，故本學年度除維

持各項宣導及活動融入外，並期望藉由加強對家長的觀念導正，

逐年降低學童視力不良率。 

追蹤過程 通知追蹤就醫情形，並繳交就醫回條。 

實施目的 藉由就醫二次追蹤及宣導，改善學童視力不良率。 

推動策略 

改善相關硬體設施、宣導活動及課程教學： 

(一)改善學校硬體設施 

1.配合總務處作業，定期實施班級照明檢查。 

2.配合總務處作業，每學期調整學生課桌椅，並依對號入座表來

實施調整，保持坐姿能優良正確。 

(二)議題宣導活動 

1.邀請衛生所護理師到校進行視力保健常識宣導。 

2.透過學校新生訓練、每學期班親會及朝會時間，向學生及其家

長宣導視力保健的重要性。 

3.學生聯絡簿印製視力保健宣導文宣，強化學童視力保健正確知

識。 

4.製作相關學習步道及文宣於班級，讓學童了解視力保健之重要。 

5.透過學校穿堂跑馬燈宣導視力保健要訣。 

6.配合校慶及兒童節活動時間，進行視力保健議題有獎徵答闖關

活動。 

7.透過相關藝文競賽宣導視力保健常識，並藉此增強學生對視力

保健的正確認知。 

(三)課程教學活動 

1.進行視力保健相關課程，視力保健教案主題名稱為：  

「eyes 眼保衛戰」，課程設計乃利用「親身體驗」、「分享收集資

料」、「分享經驗」等方式，讓學童透過此經驗學習的策略，帶領

學童深入視力保健議題的核心。 

2.邀請營養師到班級進行營養教育教學，讓學童了解更多攝取對

眼睛健康有益之食物，確保眼睛健康。 

3.實施學生晨間活動，鼓勵老師帶學生多從事戶外教學，讓學童

眼睛能有適當休息機會。 

4.定期舉辦體育活動競賽。 

  一、三年級:健身操比賽；二年級:跳繩比賽；四年級: 

  障礙接力賽；五、六年級:越野賽、班際籃球賽。 



 

 

(二)口腔保健議題具體實施內容 

 

 

(三)健康體位議題具體實施內容 

預期效益 

針對學生視力保健知識進行前後測，期盼 85%以上學童都能有正

確的認知，並積極落實下課淨空、規律用眼 3010及天天戶外活動

120，期盼視力不良率能逐年下降。 

背景說明 

    本校一、四年級健檢學生齲齒率呈現逐漸下降趨勢，故本年

度仍持續加強推動相關課程知識與宣導，確保學童對口腔保健的

正確認知能深植心中。 

追蹤過程 通知追蹤就醫情形，並繳交就醫回條。 

實施目的 經由確實檢查矯治，發現改正學童齲齒率。 

推動策略 

宣導活動及課程教學： 

(一)議題宣導活動 

1.邀請市立醫院衛教師到校對學生進行口腔保健宣導活動。 

2.落實班級學生潔牙紀錄及含氟漱口水措施，減少學童齲齒機率。 

3.配合學校大型活動，透過口腔保健有獎闖關遊戲，讓學生對口

腔保健知識有更深層的認知。 

4.分發相關口腔保健宣導文宣至班級並於朝會時間宣導。 

5.辦理學生口腔保健教育藝文繪畫競賽，藉此增強學生對口腔保

健的正確認知。 

(二)課程教學活動 

1.配合親子說故事義工，請故事媽媽藉由故事的引導，讓學生了

解口腔保健之重要性。 

2.護理師教導貝氏刷牙法，培訓種子學生，對學弟妹教導正確刷

牙方式，強化口腔保健。 

預期效益 
全校學童對口腔保健都有正確的認知，且每天刷牙達 2 次以上執

行率 98%。 

背景說明 

          本校家長多為上班族，因此外食者相當多，目前本校學生體

重過重約 11.87%與體重超重約 13.68%，因此針對學童肥胖進行成

因了解，並對全校學童宣導如何正確飲食及養成運動習慣，期望

降低學童肥胖率。而針對學生體重過輕的狀況，學校方面也會積

極宣導及推動健康均衡飲食的相關概念；另一方面，也積極建立

學生們「小時候胖，長大也容易胖」的觀念，期待孩子們都能有

正確的概念及健康的體態。 



 

 

(四) 菸(檳)防制議題具體實施內容 

追蹤過程 
針對校內體重超重、過重的學生，進行飲食指導及體能活動；並

針對體重過輕的學生，進行健康均衡飲食正確認知的宣導。 

實施目的 藉由相關課程活動宣導，提升學童對健康飲食及健康體位的認知。 

推動策略 

宣導活動及課程教學： 

(一)議題宣導活動 

1.邀請市立醫院衛教師到校進行健康體位相關概念宣導活動。 

2.製作相關文宣張貼班級，健康飲食相關學習步道宣導，建立學

童健康飲食觀念。 

3.於晨會及班親會時間，向孩子們及家長宣導健康體位相關概念。 

4.利用學校跑馬燈宣導健康飲食與體位之重要性。 

5.配合學校大型活動，進行健康體位議題闖關活動宣導。 

6.辦理學生健康體位藝文繪畫競賽，藉此增強學生對健康飲食與

體位的認知。 

(二)課程教學活動 

1.邀請營養師到班上進行健康飲食教學。 

2.學生參加「健康吃，快樂動」活動，落實均衡飲食天天五蔬果

及每天 2份奶的好習慣。 

3.結合體育組規劃全校性體育競賽活動，如校慶運動會、越野賽

與健身操等，確保學童健康體能與體位。 

4.鼓勵班級利用晨光時間進行體能活動。 

預期效益 
1.學生正確飲食觀念知識後測正確率 90﹪以上。 

2.學生正確飲食觀念態度後測正確率 90﹪以上。 

背景說明 

           本校學生目前無抽菸及嚼食檳榔習慣者，但因高年級即將進

入青春期，隨著年齡成長，多少會接觸同儕有抽菸或嚼檳榔者，

因此藉由相關宣導活動，期望使學生養成拒菸(檳)之習慣，進而

影響家人，營造無菸(檳)之生活環境。 

實施目的 藉由相關課程活動宣導，提升學童對菸害的認知。 

推動策略 

宣導活動及課程教學。 

(一)議題宣導活動 

1.邀請市立醫院衛教師到校進行菸害、檳榔防制相關課程宣導。 

2.邀請東區衛生所護理師到校進行菸(檳)防制課程宣導。 

3.辦理學生檳榔菸害防制教育藝文繪畫競賽，藉此建立學生正確

觀念。 

4.走廊樓梯間設立菸(檳)防制宣導學習步道，並於重要據點張貼

禁菸(檳)標誌。 



 

 

(五)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議題具體實施內容 

5.於朝會時間進行全校禁菸禁檳宣導。 

6.利用跑馬燈及海報製作進行菸害、檳榔防制相關宣導。 

7.學期初印製檳榔菸害防制議題宣導單至各班進行宣導。 

8.配合全校大型活動時間，進行菸害檳榔防制議題宣導及闖關活

動。 

 (二)課程教學活動 

1.依學習領域擬教學計畫表將菸(檳)防制教育融入教學。 

2.教師透過課程教學，讓學童了解菸(檳)如何造成人體危害。 

預期效益 
學童對於菸(檳)防制教育知識後測有 90%以上的正確認知，並能

力行於實際生活中。 

背景說明 

         全民健保實施已逾 20 年，雖對提供國人身體就醫有相當大

的幫助，但仍存在諸多尚待改進的地方，有鑑於全民健保經費年

年虧損，仍有許多困境有賴於全民共同解決，因此必須對學童從

小建立正確的全民健保知識與觀念，政府良好政策實施的美意也

才能永續經營。此外，由於現代人皆有濫用藥物的習慣，進而造

成對身體的危害，為強化本校學童與家長對正確用藥認知，衛生

組與生教組配合實施相關宣導與課程活動，提升學童知能與認

知。 

實施目的 

    透過各項教育與宣導活動，提升學童對於全民健保及二代健

保相關知識與正確觀念。藉由各項教育、清查與輔導等措施，達

到防制學生「濫用藥物」的目標。 

推動策略 

宣導活動及課程教學： 

(一)議題宣導活動 

1.結合社區藥局藥師進行學生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宣導，並聘

請社區藥局專業藥師為本校專業諮詢藥師。 

2.邀請東區衛生所護理師到校進行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的知識

宣導。 

3.辦理學生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藝文繪畫競賽，藉此增強學生對

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的認知。 

4.透過學校前庭跑馬燈宣導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之相關概念。 

5.學期初印製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宣導單給各班進行環境布置

與宣導。 

7.於校內張貼相關宣導海報，進行學習步道布置。 

8.配合全校大型活動，進行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議題宣導。 

(二)課程教學活動 

1.提供相關教學資訊與教學媒體，列於學校網站，讓各班老師得

以對學生進行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教學。 



(六)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議題具體實施內容 

 

(七) 正向心理健康促進 

背景說明 

在當今社會中，心理健康問題逐漸引起了廣泛關注。學校是培養

下一代領導者和社會成員的關鍵場所，因此，推動促進正向心理

健康的背景在教育環境中變得尤為重要。學校在培養學生全面發

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學生僅僅獲得知識的同時，也需要具備良

好的心理素質來應對壓力、逆境和挑戰。透過推動正向心理健

康，學校可以幫助學生培養正向的心態、情緒管理能力和自我調

節能力，提升他們的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這種全面發展的教育

2.配合班級健康課程進行正確用藥教學活動，提升學童對於藥物

濫用與正確用藥知識的認知。 

預期效益 

學生經由宣導對於正確用藥後測的正確認知達 90%以上，並能間

接影響家人有正確用藥之習慣。此外，對於全民健保及二代健保

都能有正確的認知，並珍惜健保資源。 

背景說明 

         有鑑於本校六年級學生已近青春期，對於相關性教育與愛滋

防治醫學要有一定的認知，為確保高年級學童有正確的觀念與認

知，特邀請專家進行教學宣導，期望藉由專家的介入教學，能補

足學童對兩性觀念的不足。 

實施目的 
透過各項教育與宣導活動，提升學童對於性教育與愛滋防治正確

觀念。 

推動策略 

宣導活動及課程教學： 

(一)議題宣導活動 

1.邀請市立醫院衛教師到校進行學生性教育愛滋防治宣導。 

2.利用學校朝會及晨會時間，針對教職員工及學生進行相關議題

宣導。 

3.結合班親會說明性教育愛滋防治重要性。 

4.舉辦性教育與愛滋病防治相關藝文競賽。 

5.於全校兒童節慶祝活動時間，進行性教育愛滋防治議題有獎徵

答闖關活動。 

6.透過學校前庭跑馬燈，對全校師生與社區民眾進行愛滋病防治

宣導。 

(二)課程教學活動 

1.透過班級教師融入式性教育及愛滋防治教學，建立學生對性愛

滋教育的認知。 

2.透過健康與體育課程融入相關議題，針對愛滋病防治等健康議

題及「預防勝於治療」等健康促進概念實施教學。 

3.結合輔導室編製兩性教育宣導課程並納入彈性課程實施。 

預期效益 
高年級學童對於性教育愛滋防治教育後測有 90%以上的認知，且

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能增至 80%以上。 



背景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應對當下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 

實施目的 

1. 增強學生的情感健康：小學生處於成長和發展的關鍵階段，

他們需要學習如何應對生活中的情緒和壓力。著重促進正向

心理健康可以幫助他們建立情感自覺，培養積極的情緒表達

和情緒調節的能力。 

2.培養學生的社交技能：正向心理健康的推廣有助於培養學生良

好的人際關係和社交技能。小學生在學習環境中需要與同學、

老師和其他成人交往，良好的社交技能有助於建立支持系統、

增強彼此合作和溝通的能力，並能應對衝突和挑戰。 

3.提高學業成就和學習表現：正向心理健康與學業成就有著密切

的關聯。當學生心理健康良好時，他們更能集中注意力、積極

參與學習活動，並更能克服挫折和困難。提升學生的正向心理

健康有助於改善學業成績和學習表現。 

4.風險行為的預防：正向心理健康的培養可以幫助學生預防和減

少各種風險行為，如毒品濫用、暴力和學校霸凌等。當學生具

備積極的心理素質和適應能力時，他們更易於選擇健康的生活

方式，避免不良行為的誘惑。 

綜上所述，促進正向心理健康在小學實施旨在幫助學生建立積極

的情緒表達能力、培養良好的社交技能、提高學業成就、預防風

險行為等，以促進他們全面的健康發展。 

推動策略 

宣導活動及課程教學： 

1. 正向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專輔老師擬訂計畫，入班教導學生

各項正向心理活動。 

2. 舉辦正向心理健康創意繪本比賽：舉辦以促進正向心理健康

為主題的繪畫比賽，鼓勵學生自由發揮創意，表達他們對正

向情緒和心理健康的理解。這不僅能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和想

像力，也能增強他們對正向心理健康的認識。 

預期效益 

促進正向心理健康計畫的實施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心理健康、學業

成就、社交技能和關係，預防問題行為和不適應，並建立健康的

心理環境。這將使學生能夠在學業和生活中更好地應對挑戰，並

促進他們的整體發展和幸福感。 

 

(八) 安全急救教育議題具體實施內容 

背景說明 

           本校係 5 樓層建築，因校舍建築關係，學童上下樓梯極易奔

跑，因此常有學童因碰撞而受傷情形發生，因此與生教組配合執行

相關措施，宣導學童安全教育，期望降低學童受傷率，並定期實施

安全災害防護演練，且邀請消防局專業人員對學童進行 CPR 安全急

救訓練，以期建立學童對安全教育的基本認知。 



 

六、人力配置： 

臺南市東區崇明國小「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工作執掌表 

計畫職稱 姓名 
本校所屬單位

及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楊宗穎 校長 研擬並主持計畫，督導業務執行。 

協同主持人 李俊毅 學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高莉淑 教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陳冠伶 輔導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張培菁 總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諮詢指導 

人員 
許琇惠 

東區衛生所 

護理長 

提供健康相關資訊及協助辦理社區民眾健康

促進等業務。 

實施目的 
透過各項教育與宣導活動，營造安全的校園環境，強化學童對校園

安全的認知，減少學童意外傷病率，並達到自救與救人之目的。 

推動策略 

宣導活動及課程教學： 

(一)議題宣導活動 

1.宣導不在走廊奔跑，藉由秩序糾察隊的勸導，提醒學生勿於走廊

上奔跑，減少學生傷病率，達到相當大之成效。 

2.學生戶外教學前實施戶外教學行車逃生演練，定期全校實施校園

防震演練以建立學童正確安全逃生觀念。 

3.製作校園危險地圖與告示，提醒學生校園安全活動範圍，確保學

童校園活動安全。 

4.製作安全急救宣導文宣，張貼班上公布欄進行宣導並利用全校朝

會時間向學生宣導安全措施，減低學生受傷率。 

5.利用全校大型活動時間，進行安全急救教育議題宣導。 

6.定期檢查遊樂器材，並張貼遊樂器材使用法，確保學童使用安全。 

7.辦理學生安全急救教育藝文繪畫競賽，藉此增強學生對安全急救

的正確認知。 

(二)課程教學活動 

1.邀請消防局專業人員到校進行學生 CPR安全急救教育訓練及哈

姆立克法演練，學習相關知識落實學生安全急救教學。 

2.教師於健體課程時，適時融入學生安全教育及急救教學。 

3.學校裝設 AED，並針對教職員工進行兩小時急救訓練課程。 

預期效益 
學童對於急救安全教育與相關災害防治教育後測有 90%以上的認

知，並逐年能減少學童傷病率。 



諮詢指導 

人員 
胡怡芬 

臺南市立醫院 

衛教師 

提供健康相關資訊及協助辦理社區民眾健康

促進等業務。 

諮詢指導 

人員 
何賢茂 藥劑師 

提供健康相關資訊及協助辦理健康促進等業

務。 

諮詢指導 

人員 
林合鴻 醫師 

提供健康相關資訊及諮詢，擔任辦理健康促進

宣導及講座。 

研究人員 葉敬淳 家長會長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團人力協助推

展健康服務。 

研究人員 宋珮如 衛生組長 
心理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

果評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王可囷 生教組長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研究人員 劉智凱 體育組長 
體適能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

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盧麗珍 活動組長 
協助辦理學生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班級與

行政單位之聯繫。 

研究人員 林中惠 午餐部營養師 
協助辦理學生體重控制及健康飲食宣導減重

計畫之推動事務。 

研究人員 陳之農 資訊組長 健康網路網頁製作及維護。 

研究人員 
董慧卿 

王麗玲 
學校護理師 

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

果評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整合 

研究人員 

凃雅婷 

林素梅 

邱靖雅 

黃佳惠 

李岳弦 

陳頤馨 

陳珮瑄 

各學年主任 協助相關議題宣導融入教學與推動 

 

七、 預定進度： 

112年 8月 1日至 113年 7月 31日。 

      月次 

 

112 

8月 

112 

9月 

112 

10月 

112 

11月 

112 

12月 

113 

1月 

113 

2月 

113 

3月 

113 

4月 

113 

5月 

113 

6月 

113 

7月 

1.成立學校健

康促進委員會 

            

2.組成健康促

進工作團隊 

            

工作項目 



3.進行現況分

析及需求評估 

            

4.決定目標及

健康議題 

            

5.擬定學校健

康促進計畫 

            

6.編製教材及

教學媒體 

            

7.擬定過程成

效評量工具 

            

8.成效評量前

測 
 

 
     

     

9.執行健康促

進計畫 

            

10.過程評量             

11.成效評價

後測  

            

12.資料分析             

13.報告撰寫             

 

八、 評價方法： 

（一）過程評價 

1.製作活動紀錄表，紀錄活動時間的控制、參與人數及反應熱烈程度。 

2.拍攝照片，做為過程評價依據。 

3.每單元活動後請學生填寫活動過程評量表或學習單，了解學生對活動的滿意

度及瞭解度。 

 

（二）結果評價 

1.活動後請學生填寫活動過程總評量表、學習單，了解學生對整體活動的自覺

幫助程度及認知行為的改變。 

2.召開活動總評值會議，檢討整體活動利弊得失。 

 

九、 預期效益： 

(一)訂定學校衛生政策 

    成立學校衛生委員會，依健康促進學校工作內容權責分工實施並依照需求評 

    估，制定實施方案且納入學校的校務發展計畫。 

 (二)健康服務 

配合營養師午餐食譜設計，精確地控制熱量供給，提供全校師生少油.少糖.少

鹽.多全榖高纖健康飲食。 



 (三)健康教學與活動 

    一、視力保健:全校師生每天在校期間能確實達成下課淨空，愛眼護眼，裸視視

力不良率 57%，已降至去年目標 60%以下，成效良好，希望能繼續維持。 

二、口腔衛生:全校學童對口腔保健知識與執行正確口腔保健正確認知達 90%以   

 上，且每天刷牙達 2 次以上，藉由每年度的檢測，確認學生齲齒率比例是否顯 

 著下降。 

    三、健康體位：學生「天天運動」比例可提升至 90%，體重肥胖學童比例從 

     11.78%下降至 10%;體重過重學童比例從 13.68%下降至 10%。 

     四、菸(檳)防制: 學童對於菸(檳)防制教育知識後測有 90%以上的正確認知，並 

      能力行於實際生活中。  

    五、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 學生經由宣導對於正確用藥後測的正確認知達 90%

以上，並能間接影響家人有正確用藥之習慣。此外，對於全民健保及二代健保

都能有正確的認知，並珍惜健保資源。 

    六、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高年級學童對於性教育愛滋防治教育後測有 90% 

     以上的認知，且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能增至 80% 以上。 

    七、正向心理健康促進: 提升學生的心理健康、學業成就、社交技能和關係，

預防問題行為和不適應，並建立健康的心理環境。使學生能夠在學業和生活中

更好地應對挑戰，並促進他們的整體發展和幸福感。 

    八、安全急救教育：學童對於急救安全教育與相關災害防治教育的正確認知達

90%以上，並逐年能減少學童傷病率 10%。 

(四)學校物質環境 

提供充足運動空間及運動設施，促使學生能隨時運動，保持身心舒適愉快，建

置健康安全之校園環境。統計本學年度學生傷病的比例，期盼比起上一學年度

能顯著下降。 

 (五)學校社會環境 

建立相互溝通、共同學習的友善校園環境，凝聚學校健康促進的共識，師生藉

由學校逐漸形成之環境氣氛產生共識，促使全校師生及家長能體認學校重視健

康之理念。 

(六)社區關係 

    建立學校與社區為共同夥伴關係，藉由平等互惠之關係，落實學校與社區健康 

    之互動，充分運用社區資源，挹注學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根本動力。 

 

 

承辦人: 

 

學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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