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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結盟 
(Community Coalition) 

• a group of individuals representing diverse 
organizations, factions, or constituencies 
within the community who agree to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a common goal. 



社區結盟的功能 

Create collaborative capacity. 創造協力能力 

Build community capacity. 建立社區能力 

Foster change at the local level. 引發在地改變 



社區結盟行動理論 
(Community Coalition Action Theory; CCAT) 

• CCAT 是建立及評價結盟的重要架構。 

→有助於了解社區結盟及影響其成功與否的因素。 

→強調結盟的成效，包括社區能力的建立及健康與社會成效。 

→說明結盟必須反映社區需求且依社區情況調整協力模式。 

(Butterfoss & Kegl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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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學校的目標 

• 提供每個孩子刺激而且促進學習的環境 

• 發展提供一個均衡的課程，在教學方法的多樣化來提高
個人有效的學習 

• 學生，父母和職員之間的人際關係，在學校能產生認同
感，公平， 自豪和士氣 

• 促進在家庭、學校和廣大的社區有好的合作關係，以強
調對健康的正向態度對於工作、家庭和社會的相互影響 

• 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用促進健康的態度和教學方法，給
予全體教職員工生相同的機會成長 

• 提供機會給教職員發展學校和個別的需求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衛生局 
健康促進科 科長(綜理健康促進科業務) 

健康促進科 成人、中老年慢性病防治 

健康促進科 社區健康營造、兒童保健業務 

健康促進科 癌症防治主辦人 

健康促進科 癌症防治工作（大腸直腸癌、口腔癌） 

健康促進科 衛生教育、健康體能業務 

健康促進科 菸害稽查 

健康促進科 無菸校園 

健康促進科 菸害防制主辦人 

健康促進科 無菸社區 

健康促進科 新家庭計畫業務婦幼衛生與優生保健業務 

健康促進科 癌症防治工作（子宮頸癌、乳癌） 

健康促進科 職場衛生保健 

健康促進科 科長(綜理健康促進科業務) 





非營利組織 











台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a common goal 



發展階段 

LOGO 

交換或義務性的網絡 

(exchange or obligational networks) 

行動或促進性的網絡 

(action or promotional networks) 

系統性的網絡(systemic networks) 

 

-組織間連結鬆散 
-資源交換，共同活動少 
-僅靠幾位協調、整合組織間任務的成員維持 

-組織間共享資源及合力完成行動 
-行動可能是成員組織次要的目標 

-組織間經由正式的連結，長期經營共同的推動計畫 

鬆散 

緊密 



結盟 



結盟的步驟 

• 一個結盟可藉由以下的方式來推動健康的
議程或議題、預防疾病，或改善社區問題： 

1.分析議題或問題 

2.評估需求或資產(此社區的有利條件) 

3.發展行動計畫 

4.執行策略 

5.達到社區目標成果 

6.產生社會改變 



主要作法： 
1.研習： 
  餐飲衛生與安全 

  學童飲食原則 

  設計營養早餐 

2.接受營養師到店輔導 

3.搭配營養均衡早餐套餐 

 【台北縣深坑國小】推動健康飲食-結合當地早餐店 

社區
關係 



 

校內教學校外配合 
1.超商飯糰類、三明治類、麵包類、 

  飲料類、四大類產品營養分析。 

2.依據「學童飲食原則」搭配出適合 

   學童的早餐組合。 

3.辦理「均衡飲食」、「營養標示的 

   認識」、「優質早餐搭配技巧」活 

   動。 

社區
關係 

 【台北縣深坑國小】推動健康飲食-結合當地早餐店 



社區
關係 

【台北縣深坑國小】學校鄰近社區優質早餐與7-11的結盟 

 



LOGO 









中央輔導委員角色 

參與者 教育者 協調者 

增能者 倡導者 媒介者 



中央輔導委員任務 

1. 協助各縣市完成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書(包括規劃年度計畫、輔導策略、

完成自評)  

2. 協助各縣市完成行動研究之規劃與執行 

3. 協助各縣市辦理各項研習(如：成效指標工具說明會、行動研究增能

工作坊等)及交流、觀摩活動 

4. 協助完成學校衛生及健康檢查資料上傳與解讀 

5. 協助部定指標與地方指標之規劃、收集、分析、解讀（檢討現況再

修正！） 



本年度重點任務 

任務一、落實精進教學融入

健康促進學校概念 

任務二、擴大行動研究涵蓋

層面 

任務三、動員社區結盟行動 



健康促進學校＋精進教學＋社區結盟 

撰寫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與教務主任(組長)討論課程融入計畫的可行
性：3堂課，1-3及4-6年級兩個教學模組 

3堂課設計概念 

健康教育課程融入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並與
活動互相配合 

教學模組的設計 

 



3堂課設計概念 

體驗與覺察 

• 議題內涵重要性 

•  改變意願 

認知與實踐 

• 目標設定  

• 檢核助力阻力  

• 自我實踐的做法

內容 

檢討與省思 

• 如何能更好 

• 做不到的原因 

• 檢討執行困難 

• 加強確實執行 





年度計畫 

• 地方增能中同步辦理含括結盟之民間組織的講座，
並說明可提供學校的人力與資源。(上下) 

• 舉辦學校內外組織合作與結盟之整合性健康促進
方案徵選。(上) 

• 以縣市為單位，在中央輔導委員指導下，至少提
報2件作品參加徵選。(上) 

• 鼓勵學校使用校內外組織間健康促進方案進行現
場教學活動，以微電影形式繳交成果報告。(下) 

 



建議做法 

• 地方增能中同步辦理含括結盟之民間組織
的講座，並說明可提供學校的人力與資源 

作法: 
1. 協助縣市舉辦工作坊，邀請相關人員(衛

生局、衛生所、家長代表、牙醫、眼醫、
心理師、藥局、NGO等)進行資源介紹。 

2. 協助縣市建立合作模式。 



CCAT架構：結盟三個層級 

-召募盟友 

-簽定合約 

形成 

-彼此互惠 

-增能工作坊-

(產出型) 

維持 

-成為地方輔

導員 

-共同規劃與

推動方案 

-共享資源與

成果 

制度化 



建議做法 

• 舉辦學校內外組織合作與結盟之整合性健
康促進方案徵選。 

• 以縣市為單位，在中央輔導委員指導下，
至少提報2件作品參加徵選。(上) 

 作法: 
依徵選辦法與學校討論整體健康促進方案(課
程、活動、社區及家長的合作模式) 



Don’t forget it! 

• 有任何輔導的機會 

• 預約後、結束後 



若我們能培育年輕人有健康、希
望及技能，他們便有無限的潛能

去改變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