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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

對象 

例:九年級 4個班 人

數 

例:135人(男:67 女:68 ) 

執行

策略

摘要 

以106學年度東港國中九年級學生為對象，結合學校相關處室、行政資源、跨領域協同

舉辦「檳榔防制」教學介入及系列活動 

1. 學校政策:「檳榔防制教育」實施計畫擬定。 

2. 教師增能學習社群: 

(1)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模式「檳榔防制」系列教學活動。 

(2)設計生活技能『檳榔防制』課程教學模組。 

(3)教學實務分享。 

3. 課程與教學: 

   (1)『健康教育課』進行以生活技能為基礎之「檳榔防制」教育課程。 

   (2)『綜合領域課』課堂短劇進行「拒絕技能」演練。 

   (3)『表演藝術課』，製作「檳榔防制」創意微電影，舉辦班級最佳影片票選活動。 

4. 家長/社區參與: 

   (1)學生進行社區訪談，宣導檳榔對健康之危害。 

   (2)舉辦「檳榔防制教育」宣導講座。 

5. 學校環境；營造無檳校園環境，張貼禁檳海報與標語。 

量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 (寫出所測之變項與相關數據，重點為主。若有推論統計，則請寫出推論統計

t值、卡方值、備註使用之統計方法…等，若無則無須填)  

研究工具: 健康促進學校檳榔防制議題評量工具問卷 前後測時距: 例: 2個月 

變項名稱 
前測 
值 M 

後測 
值 M  

t值 P值 結果簡述 備註 

檳榔防制知識 5.60 5.80 -4.685
***

 ＜.001   
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
測。教學介入有顯著成
效。 

例:配對

t檢定 

檳榔防制態度 34.02 34.84 -10.584
***

 ＜.001   

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
測。教學介入有顯著成
效。 

拒絕檳榔效能 23.04 23.27 -3.629
***

 ＜.001 

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
測。教學介入有顯著成
效。 

變項名稱 
前測 後測 

結果簡述 備註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嚼食檳榔行為 1 0.9% 0 0% 
教學介入後，嚼食檳榔

的學生人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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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若無則不需填寫) 

研究工具:課後檢核表、學生學習單、學生訪談 

成效: 

1. 100％的學生得到更多有關檳榔的知識。 

2. 100％的學生比以前更懂得如何運用拒絕的技巧。 

3. 98％學生願意告訴親朋好友檳榔對健康的危害。 

4. 100％的學生認為這些課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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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健康促進學校模式之『檳榔防制』課程介入成效探討 

摘要 

一、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吸菸、嚼食檳榔是口腔疾病的危險因子，台灣每年有超過 7,000位民眾被診斷出口腔癌、

近 3,000人死於口腔癌，9成的口腔癌患者都有嚼檳榔習慣，且口腔癌的死亡高峰年齡為 52

歲，位居十大癌症死亡年齡高峰之首，意即罹患口腔癌後死亡年齡最早，遠低於退休年齡 65

歲，而口腔癌好發中年男性，因此口腔癌造成無形的社會成本支出及醫療資源的嚴重耗損。 

    根據國民健康署最新統計資料顯示，104年國中生嚼檳率為 0.8%、高中職生嚼檳率為

2.51%；研究調查發現，青少年嚼檳率受家人影響、居住在檳榔產地、次文化影響等有關。國

健署 103年針對國、高中職生嚼檳榔行為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家人及朋友是影響青少年嚼檳榔與

否的重要因素，再者屏東是台灣檳榔第二大產地，本校位居東港，居民多是農漁民，且宗教活

動盛行，嚼食檳榔的成年人不在少數，有鑒於此，檳榔防制教育在本校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本研究利用以健康促進學校模式來推動「檳榔防制」教育課程及系列活動，課程中以生活

技能為基礎，來幫助學生加強「檳榔防制」的正確知識、態度與拒絕的效能，期學生能在生活

中落實無檳生活且活用拒絕技能，幫助自己及家人拒絕檳榔的邀約。運用健康促進學校模式來

推動，發展學校本位的校園檳榔防制教育方案，凝聚教職員工生、家長共識，進而提升學生「檳

榔防制」的知識、態度與生活技能。 

二、 研究方法 

    以106學年度東港國中九年級學生為對象，利用『健康教育課』進行以生活技能為基礎之

「檳榔防制」課程；『綜合領域課』針對「拒絕技能」，製造情境進行學生討論與課堂小短劇

演練；『表演藝術課』，製作「檳榔防制」創意微電影，舉辦班級最佳影片票選活動。所有對

象皆於介入前完成前測問卷，介入期為6週，課程介入完成後進行後測。 

三、 研究發現 

在「檳榔防制」課程與相關活動介入後，進行質化與量化問卷成效評價分，研究結果摘述

如下 ：(1)接受本教學計畫的學生，大多數給予正向的回饋，並對此教學活動給予高度的評價。

(2)教學活動的介入對「檳榔防制」之知識、態度、生活技能的提升均有顯著效果。(3)系統化

且內容完整的教學活動與教學技巧引導能改變學生較深層的行為意向。(4)跨領域的大單元教

學課程配合學校健康促進相關活動對學生影響更顯著。整體而言，6週的教學介入與活動具有

可行性且有良好的成效。 

校園「檳榔防制」教育的積極推動，能有效降低及延緩青少年嚼食檳榔的行為與提高對檳

榔危害之認知，並有助於青少年利用有效的拒絕方法來拒絕他人的檳榔邀約，此研究值得做為

未來執行國中健康促進之檳榔防制教育議題的重要參考工具。 

 

關鍵字：行動研究、檳榔防制、生活技能(life skill) 

聯絡人：東港高中 顏君瑜(whale1917@gmail.com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路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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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研究是以檳榔防制為主題的校園行動研究，藉由健康促進學校模式的運作，凝聚團隊共

識、進行焦點對話、探討文獻，進行學校現況分析，研擬出適合本校的檳榔防制課程與活動，

進行教學介入之研究，之後評估成效，驗證健康促進學校模式的教學活動。前言有四節，包含

研究動機、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文獻探討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動機 

    吸菸、嚼食檳榔是口腔疾病的危險因子，台灣每年有超過 7,000位民眾被診斷出口腔癌、

近 3,000人死於口腔癌，而 9成的口腔癌患者都有嚼檳榔習慣，葛應欽教授 94年研究指出嚼

檳榔者罹患口腔癌的機率是一般人的 28倍。而研究指出近 10年來，青少年嚼檳率持續攀升，

這可能與家人影響、居住在檳榔產地、次文化影響等有關。 

   青春期是人生發展過程中身心重大改變的時期，且由於好奇心的驅使與同儕的影響，容易

受到成癮物質的誘惑，國健署 103年針對國、高中職生嚼檳榔行為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生

的第一口檳榔大多來自家人及長輩（佔 42.7%）、來自同學及朋友（佔 35.8%），從調查結果可

看出，家人及朋友是影響青少年嚼檳榔與否的重要因素。 

    檳榔對健康的傷害是漸進且緩慢的，口腔癌好發於青壯年，是近年來國人男性增加最快速

的癌症，且死亡高峰年齡為 52歲，因此無形中付出相當龐大的社會成本，預防甚於治療，身

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我們，在第一時間給予學生正確的防檳知識，加強學生拒絕的生活技能，

為青少年撐起一把保護傘，更顯得刻不容緩。 

(一) 本校位於屏東縣東港鎮，學生從小與檳榔為伍 

    根據台灣檳榔防制暨口腔癌防治聯盟「106年縣市口腔癌防治力調查報告」結果，屏東縣

位居各縣市成人嚼食檳榔率前 10名之列，成人嚼食檳榔率屏東縣是 9.4% ，而嚼食檳榔率較

高的可能因素包括當地居民生活習慣，也和檳榔產地有正相關。(台灣檳榔防制暨口腔癌防治

聯盟，2017)。教育部兒童、青少年檳榔防制工作計畫中(102)也指出縣市種植檳榔面積愈高，

其縣市之國中、高中職嚼檳率也較高。根據農委會(2016)所做的農業統計資料中顯示，屏東縣

種植檳榔的面積與產值皆位居全台第二，僅次於南投；另外檳榔產業中另外兩個要角：荖花與

荖葉，屏東的產量也是分別位居第三與第四名，顯示出屏東縣的居民與檳榔產業的關係密不可

分。 

    根據台灣地區 2002年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研究數據顯示嚼食檳榔盛行率

與行業別的關係中，農林漁牧狩獵業嚼食檳榔的盛行率 21. 67％最高(李靜芬，2008)。本校

位居東港，東港是個漁村，居民多是農漁民，且宗教活動盛行，嚼食檳榔的成年人不在少數。

本校地處屏東縣，為檳榔產業重鎮，又居於漁村，宗教活動多，嚼檳榔已然為次文化之ㄧ，青

少年深受影響，但檳榔對健康的危害甚鉅，不僅會致癌而影響健康，甚至危及生命而影響家庭

的幸福，為保護青少年的健康，實施檳榔防制教育在本校更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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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口檳榔多來自親朋好友 

    2017年適逢檳榔防制日 20週年，調查雖顯示台灣的成人嚼檳率已降至 8.4%，檳榔子致癌

認知率也提升至 55.9%，但口腔癌死亡率和男性口腔癌發生率仍高，2016年十大癌症死因中，

口腔癌高居第 5名。國民健康署最新統計資料顯示，104年國中生嚼檳率仍有 0.8%、高中職生

嚼檳率為 2.51%，離「無檳校園」還有努力與進步的空間，另外國健署 102-103年針對國、高

中職生嚼檳榔行為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生的第一口檳榔大多來自家人及長輩（佔 42.7%）、

來自同學及朋友（佔 35.8%），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家人及朋友是影響青少年嚼檳榔與否的重

要因素(國健署，2016)。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國際癌症研究總署（IARC）研究也顯示，每天

10顆檳榔且長達 10年以上的人，就算戒檳榔，罹患口腔癌的高風險恐持續長達 10年。因此

檳榔防制教育需及早開始，因青少年的健康行為對於健康成年人有轉移價值，透過在學校進行

檳榔防制正式課程教育，使學校及附近的社區能夠提昇防制檳榔的知識、態度，進而能產生拒

絕食用檳榔的意向，是非常具有正向意義及效果的。 

二、 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 

(一) 學生層面 

本校是完全中學，國中部學生人數是屏東縣第三大校，近幾年在各部會檳榔防制積極推動下，

成人嚼檳率已大幅下降至 8.4%，國中生嚼檳率 0.8%，但由於本校位處屏東縣，屬於中嚼檳率

城市，據調查 102年屏東縣國中生的嚼檳率是 1.4％(教育部，2013)。而研究者課堂隨意調查

訪談，每班約有三分之ㄧ的學生家中有同住的長輩嚼食檳榔，且普遍對妤罹患口腔癌這件事較

無警覺性。 

另外由於東港是漁村，宗教活動盛行，其中最盛大的就是每三年ㄧ次的「王船祭」，是東港人

的大事，東港大大小小的廟宇皆會出動「神轎」來參與這場盛會，許多青少年也樂於參與抬神

轎等其他廟宇活動，然而這當中不少成年人都是邊嚼檳榔，邊抬神轎!青少年常都會受到「吃

檳榔」的邀請，上課時只要談到「吃檳榔」，研究者所任教的每一班的學生都會眼光同時飄到

「某位」或「幾位」學生身上，ㄧ班學生平均 30位，可猜想出本校學生接觸檳榔的人數大於

教育部的 1.4％。  

   今年又適逢東港三年一度的王船祭，廟宇活動更趨頻繁，學生雖不會在學校嚼食檳榔，但

是離開校園又是另外一回事，在校外發現學生嚼食檳榔，單一面向的懲罰與勸導，並無法改變

學生的想法與態度，只能改變學生一時的行為，屬於較消極的處理方式。如何建立學生正確的

知識，改變其態度與行為，利用生活技能教學讓學生有做決定與拒絕的能力，在真實情境中可

以有效的保護自己，並提升家人對檳榔及口腔癌的認知，讓學生產生深遠的影響，撐起學生的

保護傘，成為本校檳榔防制的重要課題。 

(二) 學校層面 SWOT分析 

   根據健康促進學校中，政策組織、健康活動、健康服務、社區關係、學校物質與社會環境

六大範疇，進行 SWOT 分析與探討，了解背景與現況的優勢Ｓ、劣勢Ｗ、機會點Ｏ與威脅點

Ｔ，作為擬定本教學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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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內部條件 外部環境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1. 政策組織 

1. 成立健康促進學校

推動小組 

1. 健促小組對組織工

作內涵認識不足 

2. 健促小組功能待加

強 

學校參與健康促進學

校行動研究評選，可

提升學校能見度與曝

光率，有益招生 

組織成員隨行政人

員替換更動，且以任

務為導向，難以形塑

共同願景與目標 

3. 健康教學

與活動 

1. 有 4位合格健康教育

教師，富有教學熱

忱。 

2. 能設計融入生活技

能之教學活動 

本校受升學主義影

響，各學科有進度壓

力，難以融入檳榔防

制議題 

健康教育老師主動研

發檳榔防制教育課程

與教學活動 

校園活動多，檳榔防

制活動能安排到的

時間與資源相對減

少 

3. 健康服務 

健康中心與健康教育

老師可做健康諮詢與

檳榔防制輔導 

導師檳榔防制知能不

足，有時無法做初級

的輔導與防護 

辦理檳榔防制教師增

能研習或講座 

檳榔對健康危害緩

慢漸進，學生無立即

性的感受與健康威

脅 

4. 社區關係 

與社區行政、衛生、醫

療機構關係密切，互相

配合支援 

家長多偏重智育成

績，忽略教育其他面

向 

家長會全力支持學校

辦學 

檳榔攤林立，業者並

無積極守法，販售檳

榔給青少年 

5. 學校物質

環境 

設置健促議題走廊，張

貼檳榔防制海報與標

語，營造無檳校園 

1. 無健康專科教

室，教學環境不佳 

2. 經費不足，軟硬體

設備不足 

1. 積極申請經費，更

新軟硬體設施 

2. 班級數逐年減

少，空餘教室可運

用 

校園大，死角多，管

理不易，校園安全問

題隱憂 

6. 學校社會

環境 

1. 全校為完全中學，

屬大型學校，人員

編制完整，各科師

資健全 

2. 教師大多願意與學

校配合施行相關政

策與計畫 

1. 因少子化，教師面

臨超額問題，教師

間形成隔閡。 

2. 部分學生學習意

願低落，缺乏目標 

1. 教師改變創新，充

實自我，積極增取

校外相關比賽，增

加視野 

1. 面臨減班超額，

教師流動率增加 

2. 單親、隔代教

養、外配子女、

中低收學生增加 

三、 文獻探討 

(一) 有效的生活技能（life skill）教學能改變學生健康行為表現 

   根據 2003 年WHO出版的「以技能為基礎的衛生教育」一書中指出國外已做過不少的

研究證實以技能為基礎的健康教育可以達到改善下列的行為包含減少可導致懷孕或 STI或

HIV感染的高危險性行為、推遲出現飲酒、吸菸、吸毒等行為的年齡、預防同伴拒絕和欺侮、

控制憤怒、減少情緒障礙、改善與健康有關的行為舉止和自尊、改善學業表現等。研究也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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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技能的訓練可使青少年學會技能後，能做有益健康的正向選擇，而減低危險的健康行為；

並且其適用在健康課程的各主題，而特別適用在預防未婚懷孕、愛滋病及其它性病之感 

染、藥物濫用(林怡君，2005)、暴力、性行為及自殺等課程上（AmericanMedical Association, 

1991）。而提高學生生活技能亦是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徑（蘇華，2004）。 

    根據 2003 年WHO出版「Skill for Health」書中指出，以生活技能為基礎的健康教育所採

取的方式是通過知識、態度尤其是技能的發展來創造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狀態，要有利於

行為改變的「生活技能」介入教學，在課堂上有幾個原則必須掌握：（1）足夠的時間：在學生

還未有不健康行為之前就要介入，至少需 8 小時的密集訓練，或至少 15小時的課室教學；（2）

多元策略：採取多元介入策略，可強化效果；（3）合適的教學方法：要讓學生學會生活技能，

最適合的教學策略為「互動式教學策略」，這是一種採用豐富學習手段的教育方式，同時注重

學生的參與性。生活技能之發展理念，由一開始的『概念與技能的形成』，漸漸提升至『概念

與技能的演練』，最後希望能夠達到『概念與技能的維持』，此理念著重在將生活技能融入學生

的日常生活中，不僅僅是觀念的傳授，而能更進一步成為學生之生活習慣（郭鐘隆，2007）。 

(二) 檳榔防制教育的實施與學生知識、態度及行為上的相關性 

    健康促進學校菸檳主題歷年的行動研究結果，101學年台南市安南國中實施檳榔防制教學

介入對檳榔防制的知識、態度方面有顯著的成效，但在行為改變上無顯著差異；102學年度宜

蘭縣大同國中，對七八年級學生進行兩節的檳榔防制教育，介入後，學生對檳榔防制的知識與

態度都有顯著提升，學生也更具備了拒檳的堅定意志。 

    學者研究指出敎育介入活動經證實確能顯著地增進實驗組學生檳榔的認知，加強反對嚼檳

榔的態度，而且經過三個月後，介入產生的效果仍持續存在；實驗組，檳榔認知後測得分之增

加量則愈大，內控傾向較強及朋友沒嚼檳榔者，其反對嚼檳榔態度後測得分之增加幅度較大(李

蘭等，1998)。對於增強對檳榔危害的認知、強化反對嚼食檳榔的態度、行為及提升拒絕嚼食

檳榔的自我效能等方面，介入檳榔防治教育後，皆有立即性、持續性的影響效果；但若無持續

性衛生教育介入，會因時間性而降低其效能(王素貞，2007)。青少年檳榔預防教育電腦輔助教

學課程，有助於將抽象化知識轉化為具體經驗或示範行為，引起學習動機，對學生檳榔預防教

育有顯著成效(吳紋如，2005)。綜合研究結果發現，檳榔防治以衛生教育介入的方式，對國中

生是有成效的。 

四、 研究目的 

    透過組織本課程計畫之研究團隊，凝聚教職員工生、家長共識，關心並瞭解檳榔防制議題，

探討「檳榔防制」課程計畫介入之成效，進而讓本校健康促進學校之發展方向聚焦，精進校園

檳榔防制教育之專業知能，全面推動校園檳榔防制教育課程計畫與相關活動，並期能永續推動

健康促進學校之工作。 

(一)量性目標 

1. 提升學生檳榔防制議題的知識與態度。 

2. 提高學生拒絕檳榔的自我效能。 

3. 降低學生嚼食檳榔的行為與意願。 

(二)質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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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瞭解學生生活技能之學習及運用情形，學生能有效運用生活技能於檳榔防制議題。 

2. 利用課程評價問卷及學生訪談，瞭解學生課程滿意度。  

貳、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以班級為抽樣單位，介入對象為本校 106學年度下學期九年級學生四

個班，計有 106人。 

    研究期間扣除學生特殊狀況(比賽、資源班)、問卷填答不完整及施測當天請假者，完整接

受前後測施測的學生，共計 101人。 

二、 研究工具 

(一)量性問卷 

    本研究工具採用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與網站維護計畫-檳榔防制議題評量工具問卷，已具有

良好信效度，問卷分為三部分。 

1. 問卷內容 

 

2. 計分方式 

(1) 行為：統計前後測有無嚼食檳榔學生人數差異與百分比  

(2) 知識：答題正確得 1分，錯誤得 0分，共 6題，最高分 6分，最低分 0分，得分越高代

表檳榔防制知識越正確。 

(3) 態度：採 Likert-type 五等第量表的計分方式，由「非常不同意」1 分、「不同意」2 分、

「中立意見」3 分、「同意」4 分、「非常同意」5 分，反向題則反向計分，共 8題，最

低 8分，最高 40 分，得分越高代表檳榔防制態度越正向。 

(4) 拒絕檳榔自我效能：採 Likert-type 五等第量表的計分方式，由「非常沒有把握做到」

1 分、「三成把握做到」2 分、「五成把握做到」3 分、「七成把握做到」4 分、「非常有

把握做到」5 分，共 5題，最低 5分，最高 25 分，得分越高代表拒絕檳榔自我效能越

高。 

 向度(主題) 題號 題數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含性別、年齡、父母親職業等  共 10題 

第二部分：個人嚼食檳榔

行為、知識、態度量表 

嚼食檳榔行為 1 1 

嚼食檳榔知識 2-7 6 

嚼食檳榔態度 8-15 8 

第三部分：拒絕檳榔的自

我效能 

拒絕檳榔的自我效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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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工具 

1. 總課程回饋表：為半結構式問卷設計，針對單元教學內容、實用程度及生活技能學

習情形做評量，開放式問題則讓學生針對教學內容、上課方式及生活技能學習狀況

提出感想心得與建議。 

2. 學生學習單：設計學習單，讓學生有課間與課後練習與演練的機會 

3. 學生的訪談紀錄與心得：讓學生瞭解檳榔產業或對家中長輩宣導檳榔之危害。 

4. 學生拍攝的防制檳榔小短片：可從影片中瞭解學生在課堂上所學是否能實際運用。 

三、 研究過程或介入方法 

(一)研究過程 

1. 健康促進推動小組暨行動研究成員與分工 

職 稱 成員 職                 責 

指導教授 

郭鐘隆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暨衛生教

育系特聘教授 

提供專業諮詢 

召集人 校長 
1. 領導及核定各項健康促進計畫。 

2. 定期主持工作會議。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1. 籌組並規劃辦理健康促進相關計畫 

2. 規劃辦理本行動研究計畫 

行動研究召集

人 
衛生組長 

1. 規劃執行此行動研究計畫。 

2. 推動各項健康促進活動。 

3. 本研究問卷調查與分析 

健康活動組 衛生組長 配合學校行事曆，規劃辦理校園檳榔防制相關活動 

健康教學組 

教務主任 

健康教育老師 

藝術領域教師 

綜合領域教師 

1. 研發設計本校檳榔防制教學課程與教材 

2. 實施大單元跨領域檳榔防制課程與活動 

3. 評估學生學習成效、提出建議與檢討 

健康服務組 護理師 提供嚼食檳榔危害健康相關資訊與服務 

物質與社會環

境組 

總務主任 

衛生組長 
1. 辦理校園檳榔防制教育增能研習活動 

社區關係組 
總務主任 

家長會長 

1. 結合社區教育資源，進行策略聯盟 

2. 辦理親職教育活動 

3. 提供家長及社區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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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行動研究階段與重要活動內容 

階段 期程 內容 

診斷問題期 103年 9-10月 

配合「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理念，進行

校園學生健康現況分析，凝聚共識，發

展校園檳榔防制教學計畫基礎。 

發展策略期 103年 10-12月 
訂定整體性校園檳榔防制教學計畫，創

造支持環境，引發學生學習意願。 

執行方案期 104年 1-5月 

推動本校檳榔防制教學計畫與活動，包

含主題課程與教學、校園活動、問卷施

測、親職教育活動 

評估成效期 104年 5-6月 
進行評估與檢討，發展適合本校之推動

模式與特色，持續關注健康促進議題。 

 

(二)實際行動時間表 

時間 實施內容 

103年 9-10月 

1. 健康促進推動小組會議 

2. 配合「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理念，進行校園學生健康現況分析，

凝聚共識，發展校園檳榔防制教育教學計畫基礎。 

103年 11-12月 

1. 行動研究小組會議 

2. 校園檳榔防制教學行動研究計畫擬定 

3. 增能社群活動，相關領域增能研習、觀摩教學 

104年 12-1月 

1. 行動研究小組會議 

2. 擬定跨領域大單元檳榔防制教學活動與內容、教材設計 

3. 擬定檳榔防制問卷 

104年 1-2月 

1. 行動研究小組會議 

2. 實施問卷前測 

3. 舉辦親職教育講座 

104年 2-4月 

1. 實施檳榔防制主題課程單元教學 

2. 舉辦檳榔防制主題講座 

3. 辦理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104年 5-6月 

1. 行動研究小組會議 

2. 進行檳榔防制問卷後測，進行問卷統計與成效分析 

3. 評估與檢討本教學計畫之成效，撰寫行動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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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入方法 

2. 主要教學活動-健康教育科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教學策略 應用之生活技能 

檳榔的聯想 

利用心智圖法，請學生寫出與檳榔有關

的人事物  

1. 小組討論 

2. 小組分享 

 

批判思考 

檳榔的前世

今生 

1. 瞭解檳榔的歷史，檳榔過去的用途 

2. 檳榔的現況 

3. 檳榔所造成的影響 

1. PPT 

2. 短片欣賞 

3. 小組討論 

4. 腦力激盪 

批判思考 

檳榔 

V.S 

口腔癌 

1. 瞭解檳榔與口腔癌的關係 

2. 台灣青壯年與口腔癌的關係 

3. 口腔癌的代價 

1. PPT 

2. 短片欣賞 

3. 新聞故事 

4. 價值澄清 

同理心、做決定 

天龍八『不』 

介紹八種常見的拒絕方法，教學生如何

運用，並給予學生實際演練的機會 

1. PPT 

2. 操作演練 

3. 角色扮演 

人際關係技能、拒

絕技巧 

檳榔的故鄉 

屏東 

4. 瞭解屏東與檳榔產業的關係，讓學

生討論檳榔產業對屏東的影響 

5. 請學生去社區訪談與檳榔相關產業

的人，藉此認識檳榔相關產業 

 

1. PPT 

2. 新聞故事 

3. 小組討論 

4. 價值澄清 

批判思考 

檳榔業的 

未來 

1. 檳榔產業現今的情形，對社會的影

響 

2. 學生討論檳榔產業如何轉型 

3. 請學生分享訪談結果與心得 

1. PPT 

2. 價值澄清 

3. 小組討論 

4. 小組分享 

批判思考、解決問

題 

 

3. 檳榔防制議題誇領域教學活動 

科目 單元名稱 主要活動內容 

綜合活動 拒絕的藝術 

-天龍八不 

設置情境題，利用各種常見的生活情境(不當邀約、成

癮物質等)，讓學生分組練習，熟練拒絕的技巧，並能

靈活運用 

表演藝術 問鼎奧斯卡 製作與檳榔有關的小短片，加深學生瞭解檳榔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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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影片) 健康的危害認知。賞析同學製作的短片，肯定學生多媒

體製作的能力。 

 

4. 校園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與目的 

校園檳榔防制講座 邀請專家學者對全校師生做檳榔防制宣導，加強學生了解檳榔對

健康危害的認知。 

檳榔防制專題中廊 設置檳榔防制專題走廊，張貼檳榔防制海報，張貼禁斌標語等，

營造無檳校園環境。 

健康大使選拔 八年級學生舉辦健康大使選拔，候選人需符合相關健康條件，讓

全校學生投票，藉以強調建立健康生活型態的重要性。 

健康促進班際球賽 團結班級凝聚力，並強調運動對健康的重要性。 

健康促進化妝遊行 發揮學生的創意，請學生自由聯想「健康」該如何展現，在校慶

運動會時化妝表演走秀進場。 

 

5. 家長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與目的 

檳榔防制親職講座 在每學期的親師座談，辦理檳榔防治講座，讓家長瞭解檳榔對口腔

的危害，提醒嚼檳榔的家長要定期做口腔篩檢。 

 

(四)修正過程 

問題ㄧ 在凝聚健康促進學校共識時，其實遇到不少阻力，其他處室與導師皆會說學生

已活動很多，為什麼還要「多此一舉」？ 

修正過程 學校舉辦的所有活動，很多都與學生的『健康促進』有關係，經過解釋與協調

後，導師會發現並沒有多此一舉，只是藉由這次，整合學校的資源與活動，將

健康促進與檳榔防制的議題融入。利用行政會報與導師會報時，不斷傳遞資訊

與溝通協調，讓全體教師有共識。 

問題二 這次教學介入對象原先設定是七年級學生，這是最「空白」的一群，介入效果

應該會最好，但健康教育科教師表示，本校健康教育課七八年級有進度壓力。 

修正過程 九年級健康教育課是健教老師自選主題，因此九年級學生就成為此次教學介入

對象，原本擔心介入可能效果有現，但調查結果發現學生反應良好，且皆達顯

著差異，表示經過設計的課程，即使是在九年級，也能達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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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結果 

一、 量性結果 

    本研究之研究樣本共 106 人，經前後測配對後，最後實際分析人數共 101人。 

(一) 個人基本資料分析：如表 3-1.1  

表 3-1.1 究對象基本資料分佈(N=101) 

 

 

 

 

 

 

 

 

 

 

 

 

學生基本資料分析，結果與結論如下，： 

1. 研究對象中，男生人數占 50.5%，女生人數占 49.5%。 

2. 家中有人嚼食檳榔的學生人數占 28.7%，將近三分之ㄧ的學生家中有人嚼食檳榔，顯

示出本校學生暴露在危險的環境中。 

3. 4%的學生家中有種植檳榔，雖然屏東縣是檳榔第二大產地，但因東港是漁村，因此家

中種植檳榔的學生人數稀少。 

 

(二) 計畫介入後成效分析 

1. 知識、態度、拒絕的自我效能之前後測變化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Paired-t)的差異檢定方法來探討檳榔防制教育教學計畫介入對學生在檳

榔防制包含知識、態度及拒絕的自我效能等結果變項的教學成效。 

   由表 3-1.2 可知各結果變項，學生在接受教學介入後，前後測得分差異情形，檳榔防制知識

高於前測 0.2分，檳榔防制態度後測得分高於前測 0.82分，拒絕檳榔的自我效能後測得分高於

前測 0.23分，各結果變項結果說明學生在接受教學介入後，後測得分均高於前測且全部達到

統計上顯著差異（p＜0.05）。 

    以上結果代表學生在教學介入後檳榔防制後測得分包含知識、態度、拒絕的自我效能等結

果變項後測得分皆明顯優於前測。 

      

        

變項 
人數  

254人 

百分比 

135人 n ％ 

性別   

男生 51 50.5% 

女生 50 49.5% 

同住ㄧ起的親友，是否有人嚼食檳榔   

沒有 72 71.3% 

有 29 28.7% 

家裡是否有種植檳榔   

沒有 97 96% 

有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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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2  各結果變項前、後測得分 Paired-t 檢定摘要表(N=101) 

結果變項 

前測 後測 

t 值 

Mean SD Mean SD 

知識 5.60 0.67 5.80 0.67 -4.685
***

 

態度 34.02 4.13 34.84 4.12 -10.584
***

 

拒絕效能 23.04 3.13 23.27 2.69 -3.629
***

 

＊＊＊
p＜0.001      

2. 嚼食檳榔行為 

由表 3-1.3結果發現教學介入前，樣本中雖只有ㄧ人嚼食檳榔，但百分比為 0.9％，代

表本校學生確實有嚼食檳榔的行為，但教學介入後，此位學生在過去 30天並無出現嚼食

檳榔的行為，表示教學介入能有效降低學生嚼食檳榔的行為或意願。 

 

    表 3-1.3 學生嚼食檳榔人數變化表(N=101) 

變項名稱 
前測 後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嚼食檳榔行為 1 0.9% 0 0% 

 

    根據以上學生對檳榔防制的知識、態度、拒絕自我效能及行為的比較結果，顯示這次的檳

榔防制教學計畫介入能有效提升學生對檳榔防制的知識、態度與拒絕自我效能的分數，且降低

學生嚼食檳榔的人數，即檳榔防制教學介入成效顯著。 

二、 質性結果 

本節將探討學生在檳榔防制教學計畫介入後之過程評價，依學生所填寫的回饋表進行本教

學計畫的過程評價。學生在課程結束時，需填寫教學回饋表，回饋表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封

閉式問題，針對單元教學課程內容所設計，來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與評價，第二部分為開放式

問答，讓學生自由填寫課後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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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介入課程的評價 

   由表 3-2.1 為學生整體教學介入的學習情形，結果發現檳榔防制教學介入後，整體而言學生

的反應多數為正向，結果摘要如下： 

1. 100％的學生得到更多有關檳榔的知識。 

2. 100％的學生比以前更懂得如何運用拒絕的技巧。 

3. 98％學生願意告訴親朋好友檳榔對健康的危害。 

4. 100％的學生認為這些課有所幫助。 

     表 3-2.1 學生對整體教學過程評價摘要表 

評價內容 人數 百分比(％) 

我得到更多有關檳榔的知識 
是 101 100  

否 0 0  

我比以前更懂得如何運用拒絕的技巧 
是 101 100  

否 0 0  

親朋好友有人吃檳榔時，我會告訴他檳榔對健康

的危害 

是 99 98  

否 2 2  

整體而言，這些課對我有所幫助。 
是 101 100  

否 0 0  

     

(二) 學生心得回饋整理 

表 3-2.2 根據學生在各單元回饋表上自由填寫的心得建議與回饋，以及課後學生的回饋整

理後，以正向回饋與負向回饋分別呈現。 

 

表 3-2.2學生心得整理摘要 

主要活動 正向回饋 負向回饋 

天龍八不 

拒絕的藝術 

S61：印象最深刻的是請同學輪流上台演天龍八不，每

個同學用自己最拿手的拒絕法搭配自己的演戲技巧，把

天龍八不顯現的無比好笑。 

S34：天龍八不的表演很好笑。 

S43、S21：伍 XX和王 XX同學的表演很會演、很好笑。 

S26：伍 XX和王 XX同學的表演雖然很好笑，但很有

意義，讓我更懂得如何拒絕他人。 

S27：班上同學演天龍八部讓我印象深刻。 

S04：最讓我深刻的是班上兩位男同學表演天龍八不。 

S02、S16：李 XX和陳 XX同學上台示範天龍八不，表

現很好。 

S26：透過演戲，讓我可以讓我更加深印象，記憶深刻。 

 

S32：麥克風嘰嘰叫，

有雜音，很吵 

 



 

 

 17 

問鼎奧斯卡 

(影片拍攝) 

S69：拍片讓同學有更多交流機會，拍完讓我知道我的

組員都是怪咖。 

S37：大家拍的影片都「笑」果十足，每個人都盡全力

拍來呈現檳榔帶來的壞處並懂得怎麼去拒絕。 

S59：有大家一起完成的成就感，很開心。 

S29：體驗寫劇本和拍片的感覺。 

S54：拍影片很有趣，是新體驗。 

S35、S22、S25：拍影片的時候很好笑，常常 NG，常

常笑場。 

S76：第 X組的影片讓我印象深刻，雖然剪接有點失敗，

但內容非常有趣。 

 

S59：很累，六、日要

空出時間完成，放學

還要留下來。 

整體課程 

S23：每一堂課印象都很深刻，老師不管怎麼上都很好

笑。 

S31：喜歡老師的上課方式，很有趣。 

S80：老師模仿蘇軾吃檳榔，發出嘖嘖的聲音，印象深

刻。 

S48：老師出的作業非常有趣，讓我們認識更多檳榔方

免得知識。 

S87：上完課讓我知道原來蘇軾會吃檳榔，海南島也有

種檳榔。 

S13：上課時老師讓我們看土石流的照片，想起國小畢

旅時在九族搭纜車有看到類似的場景。 

S74：假日去做檳榔訪談時，檳榔攤員工說現在錢越來

越難賺，讓我印象深刻。 

S08、S14、S32：瞭解檳榔對健康的危害，獲得更多有

關檳榔的知識。 

S03：熬夜畫文宣。 

S62：檳榔上很久。 

(三) 教學者省思 

    在製作教材時，知道屏東縣是檳榔第二大產地，也是生產荖葉荖花的重鎮時，心中不

免慌恐，且正逢媒體大肆報導『你知道被汙名的檳榔，養大多少台灣農村孩子嗎？』的相

關議題，在檳榔對健康的危害與檳榔對整個農村社會的重要性中，這當中的取捨與拿捏，

其實我也很掙扎，本人是土生土長的屏東東港人，親朋好友中不乏有人種植檳榔、荖花、

荖葉為業，個人無法忽視檳榔產業確實養活了許多我們這ㄧ代(約 20~40 歲)的青壯年，但

檳榔也確實對我們的健康造成危害，不要將檳榔妖魔化，但也不要將檳榔美化，本人在教

學中如何衡量與拿捏，會影響學生如何吸收與學習，如何思考與看待檳榔，學生的親朋好

友長輩中，也是不少人以檳榔維生，因此是批判思考與價值澄清是研究者重要的課題。  

    此次教學介入，運用了多種教學策略，請學生畫心智圖、畫檳榔防制創意文宣、訪談

與檳榔有關的人、拍攝影片，主要是讓學生能主動式的學習，打破以往課堂上單一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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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學生知識，讓學生能主動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思考問題，學生自覺受益良多，然

而學生的表現，也讓我們驚艷，學生創意無限，潛力無窮，如學生拍攝的影片，學生運用

多媒體的能力，讓我們了解多元智慧學習的重要性，雖然我們是上課者，但我們其實是最

大的受益者。    

    另外天龍「八」不這系列課程最主要是生活技能-拒絕技能的練習，生活技能教學需

要長時間，持續性的加強學生觀念，並在課堂上給予學生不斷演練的機會，學生大部分生

性害羞，對於在台上演練，需要克服內心的畏懼，願意上台演練的同學，對生活技能的概

念與演練及課後維持，皆能達到較好的效果，營造學生願意主動演練的情境，是研究者需

努力的方向。 

        

(四)   學生作品 

創意文宣大使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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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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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程回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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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訪談嚼檳親友 學生訪談檳榔業者 

 

 

學生分享拍攝影片心得 欣賞學生自拍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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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簡述研究結果 

    接受本教學計畫的學生，大多數給予正向的回饋，在課堂上的反應都非常熱絡，期待每一

次的上課，由於有訪談與拍攝影片等作業，學生常需要在下課討論劇本或相關事宜，導師向研

究者反應，學生對於這樣的課程非常喜愛，每週在聯絡簿上津津樂道。整體而言，實驗組學生

對此教學感到滿意並給予高度的評價。 

    綜合研究結果發現，檳榔防制教學介入後，學生在檳榔防制的行為 、知識、態度與拒絕

的自我效能結果上，具有良好的教學成效，且大多數的學生認為以生活技能的課程教學對他們

有幫助，本研究的結果可以推論在國中推行檳榔防制介入教學確實是可行且有效的。 

(二) 此研究對學校的意義 

   本校確實有非常少數的學生嚼食檳榔，這次的教學介入後發現，學生能降低嚼食檳榔的意

願與行為，生活技能的教學能讓學生熟練拒絕技巧，讓學生能在實際情境中拒絕檳榔的邀約，

學生的行為改變，需要學校提供完整的課程與足夠時數的生活技能練習。 

    建議學校往後所有健康議題，若能在課發會先與相關領域配合教學，再搭配學校政策、學

校物質與社會環境、社區環境支持等，配合 HPS六大範疇設計完整教學計畫，學生在所有健

康議題的學習上，皆能獲得最大的教學效果。 

(三) 研究對本人的意義 

    研究者在這次實驗教學中化被動與主動，設計訪談與拍攝影片等作業，讓學生主動探索學

習，檳榔訪談與影片內容研究者並未限定，由學生成果可以發現，學生能把課堂上所學的知識

運用在影片中，研究者在課堂講過的故事或橋段學生也會運用在影片或訪談中，學生所呈現的

成果讓研究者有驚艷的感覺，代表這次的教學介入很有效果，這種共學的模式很值得推廣。 

    另外，每種生活技能配合的教學活動不同，例如拒絕與有效溝通適合力用角色扮演，戲劇

的方式呈現，事先的準備工作很重要，教師須設計多種教學活動，本研究發現，學生認為教學

活動的設計可以增進學習樂趣，實際演練過後，印象特別深刻。但若單靠教師個人設計教學活

動，能力有限。 

    綜合以上，若能在學校各領域能形成教學團隊，每個老師發揮所長，所有健教及相關科目

老師集思廣益，共同研發課程，討論過程可以激盪出更多火花，所設計的課程也更能符合學生

所需，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12年國教、98課綱，是一個契機，活化教學，

翻轉教育，樣樣都提醒教育現場的我們，「改變」是我們的使命。 

二、 建議 

(一) 未來修正方向 

1. 因研究者校園健康教育課程的考量，介入對像為九年級，但檳榔防制得知識與生活技能的

教學，越早介入，對學生能產生越大的保護效果。若針對檳榔防制議題，建議未來研究

者可以從較低年級開始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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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促進學校中社區關係是六大面向之ㄧ，本次介入，家長參與的部分，只有舉辦檳榔防

制教育講座，單一面向的宣導效果有限，若能爭取經費辦理更多互動式的活動，效果會

更顯著，而如何提高家長的參與度，是健康促進學校的重要課題 

3. 往後研究進行時，除學生課後自我心得筆記外，建議可以利用小組方式進行組員間互相觀

察，瞭解學生在課後生活技能運用與維持的情形。 

(二) 其他 

1. 生活技能的教學，可以增加學生的健康保護因子，屏東縣曾舉辦生活技能的相關研習，而

且講師與課程都非常的優秀與精采，但可惜的是主要參加對象規定為非本科專長教師，

研習時間多為週末時間，建議縣府是否能將研習時間排在全縣健體領域共同時間，可以

公差假出席，讓健康教育教師能到場參與這些研習，讓屏東縣健康教育老師增能學習，

也可以藉由研習，互相激盪教學火花。 

2. 培訓種子教師到各校輔導或示範教學，讓在職教師瞭解生活技能的概念，並且設計多樣的

教學活動，讓教師能在研習中多加學習與演練。 

3. 根據國外研究及近來國內對生活技能教學介入的研究結果顯示，教學成效良好，本研究結

果亦同，國內對於生活技能的教學介入仍屬於起步階段，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不同健

康議題配合生活技能的教學概念設計課程，探討其成效並推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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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ㄧ：學習單ㄧ 

『拒絕檳榔』創意文宣設計大使 

                    班級：   座號：   姓名：    

如何讓大家「拒絕檳榔的誘惑」請發揮你的想像力，設計一份海報、漫畫、文字…等

格式不拘，並簡述設計理念(50 字以內)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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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課程檢核表 

 

 

 

 

各位同學您好： 

    經過這幾週，你是否對『檳榔防制』有更清楚的認識呢？你是否能將課堂所

學的技巧運用在你的生活中？上完課後，請根據自己的情形勾選下列選項。  

題目 同意 不同意 

1. 我得到更多有關檳榔的知識   

2. 我比以前更懂得如何運用拒絕的技巧   

3. 親朋好友有人吃檳榔時，我會告訴他檳榔對健康的危害   

4. 整體而言，這些課對我有所幫助。   

的 
你還記得天龍八「不」嗎?哪一種拒絕技巧你最熟悉?為什麼? 

                                                                    

                                                                    

                                                                     

上完一系列與檳榔有關的課程，請畫出或寫出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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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學生作品 

907 第一組檳榔訪談 

問題 業者回答 
Q1:在從事賣檳榔以來，有沒有遇過得了口腔

還還來買檳榔的人? 

沒有 

Q2:當初為甚麼會選擇賣檳榔這一條路? 沒有想太多，一開始的工作就是賣檳榔了，

就一直賣到現在 
Q3:檳榔的來源地在哪裡? 台東的山上 
Q4:自家有沒有親戚也種檳榔? 沒有 

Q5:賣檳榔好不好賺? 

 

以前檳榔攤比較少，那時候比較好賺，現在

檳榔攤越來越多，競爭越來越大，越不好賺 

Q6:平均一個月可以賣出多少檳榔(普通)? 200包 

組員與業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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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組訪談心得與後記 

莊結達:近來的健教課，老師例行性的上課，這次的主題是檳榔防治，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個

課題，而有別於以往的是，這位老師不像一年級老師的輕鬆帶過，不像三上的老師專注於課

本的內容，她以影片播放的方式教課，帶有一點輕鬆又有一點專業的風格，而她讓我們自行

製作影片更是前所未見。 

在訪談過程中，我覺得很充實，也第一次嘗試了與陌生人訪談，令我覺得上了一堂課，非常

開心。在製作報告的過程中，我看到了團隊合作的重要也了解溝通的重要性。最後，謝謝厲

害的組員們。 

 

鄭全佑: 提到檳榔，多數人都會聯想到疾病，環境衛生等議題，檳榔子在醫療界更被列為一

級致癌物。然而我們都忽略了，在檳榔致病人數年年攀升，環境生態遭受破壞的同時，以此

為代價，它創造了又一項經濟奇蹟，台灣農業第二高的產值，養活了無數農家子弟與商人 農

人口中的“綠金”名不虛傳。訪問後，我發覺任何事物都是一體兩面，檳榔帶來的影響雖然

不全然是負面，但對健康之危害可用毒品形容。 

 

個人總結: 個人不太相信第六題的答案，認為這個數字是超級保守的數字，於是就上網查了

一下，若剛好遇到檳榔大產期，檳榔便宜很多時許多店家一天賣到 200~300包是沒有問題

的，拿檳榔大產期時的數量為例，一包普通的約有 18~20顆，一包 50元，保守估計一天賣

出 250包且一包有 18顆，一天可以賣出 4500顆檳榔，獲利 12500元，一個月可以賺 37.5萬

元(以每月 30天為基準，非淨賺)。針對這次健教作業，對於每個組員來說都是一種新的嘗

試，對話、快速整理重點、尋找訪問對象，無一不是新的學習!經過這次的經驗，也領悟到

了分工合作的重要性，訪問後、查過資料後，檳榔販賣的數量與危害性遠遠超出我們的估計，

在早期國民政府的三不政策下，檳榔仍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杜絕檳榔，需要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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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 健教第二組訪問報告 

調查對象:邱子菱的叔叔 

問題 回答 

(一)什麼時候開始吃檳榔? 國中 

(二)為什麼要吃檳榔?  

 

因為年輕的好奇心,當時看著別人吃檳榔,所以

也跟著一起吃 

(三)吃檳榔吃多久? 三十年 

(四)吃檳榔的感覺 嚼檳榔就像在嚼口香糖,結果吃就這麼多年了 

(五)吃檳榔的優點和缺點 

 

優點：覺得能提神,是工作的好夥伴 

缺點：唇紅不雅觀,傷了牙齒,製造環境髒亂,最

主   要會罹患口腔癌的機率 

(六)是否戒掉檳榔? 是。因為身旁的親友吃檳榔罹患口腔癌 

訪談心得 

吃檳榔是一件很危險的是,不僅吃了會上癮,還會危及到自身的性命,而且不

只如此,還會引想到環境及自身的人際關係,所以,我們不僅要倡導少資檳

榔,還要顧及自己身邊的人是否有嚼檳榔的習慣,要多多關心及提醒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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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相關活動照片 

  

健康促進化妝遊行 健康促進化妝遊行 

  

健康促進班際球賽 健康促進班際球賽 

  

健康促進班際球賽 健康促進班際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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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使宣傳海報 健康大使宣傳活動 

  

健康大使宣傳活動 健康大使宣傳活動 

  

學生檳榔防治宣導 學生檳榔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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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檳榔防治宣導 學生檳榔防治宣導 

  

檳榔防制議題走廊 檳榔防制議題走廊 

  

口腔保健衛教 口腔保健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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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檳榔防制宣導講座 家長檳榔防制宣導講座 

  

課程發展委員會-校長與各領域召集人討論

將檳榔防制行動研究融入現行課程的事宜 

課程發展委員會-學務主任提案討論行動研

究主題及相關實施內容 

  
教師增能研習 教師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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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處室會議-研擬行動研究之提案 學務處處室會議-研擬行動研究之提案 

  
行政會報-校長指示相關處室同仁配合檳榔

防治之宣導 

行政會報-校長指示相關處室同仁配合檳榔

防治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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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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