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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高度近視及學期近視度數高度增加

學生 

人數 50人(男:22 

女:28 ) 

執行策略摘

要 

1. 衛生政策：推動點亮美麗新視界計畫、聯合醫院教育合作

計畫

2. 物質環境：營造護眼學習環境(黑板水平距離、照度檢核)

3. 社會環境：運用視力保健中心學校資源、落實每週在校運

動 150 分鐘方案

4. 生活技能教學：落實生活技能教學、健體領域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強化「校園外」護眼生活技能

5. 社區關係：結合社區關懷弱勢族群、多元化戶外活動、辦

理健康講座/視力保健知能研習(家長、學生、教師)

6. 健康服務：個別衛教健康服務(就醫散瞳眼底檢查、掌握視

力變化情形)、高危險群個案管理(視力檢測、視力不良通知

就醫、追蹤就醫結果、篩檢高危險群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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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106 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知能調

查問卷 

前後測時距:一個月 

變項名

稱 

前測值 

M(SD) 或 

% 

後測值 

M(SD) 或 

% 

t值 P值 結果簡述 備註 

視力保

健知識 9.18(1.101) 9.44(.787) -1.521 .135 

視力保健知識雖未

達顯著水準，但平

均表現呈現進步 

配對
t 檢
定 

校

外

生

活

用

眼

情

形 

3電

<1 
52% 76% +24% 

眼睛注視螢幕，1

天不超過 1小時、

看電視時、每天晚

上九點前上床睡

覺、放學後，會到

戶外活動至少半小

時增加率最多 

次
數、
百分
比 9點

前睡 
38% 62% +24% 

戶外

活動 78% 92% +14% 

視

力

狀

況

與

矯

治

情

到醫

師處

檢查 

44% 62% +18% 

到眼科醫師處檢查

眼睛、知道眼科醫

師檢查結果表現進

步 

次
數、
百分
比 

知道

檢查

結果 

54% 6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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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視力保

健行為 2.52(.555) 2.75(.680) -3.135 .003 

視力保健行為平均

表現進步，其中 3

項達顯著水準 

配對
t 檢
定 

視力不

良率 
102學年 

77.1% 

106學年 

70.2% 
降低 6.9% 

視力不良率降低

6.9% 

描述

性統

計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若無則不需填寫) 

研究工具: 臺北市 106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知能調查問卷 

成效： 

一、視力不良率降低： 

1-1 學生裸視不良率五年來，從 77.1%降低至 70.2%，減少 6.9% 

1-2 裸視篩檢視力不良就醫複檢率提升 1% 

1-2 規律用眼 3010 達成率提升 2% 

1-3 戶外活動 120 達成率提升 2% 

1-4 高危險群個案管理達成率維持 100% 

1-5 未就醫追蹤關懷達成率維持原幅度 

1-6 高危險群衛生教育宣導達成率維持 100% 

二、高關懷學生視力保健知識及行為有進步 

2-1高關懷學生視力保健知識之表現經教育介入能獲得進步 

2-2高關懷學生校外生活用眼情形之表現經教育介入能獲得進步 

2-3高關懷學生視力狀況與矯治情形之表現經教育介入能獲得進步 

2-4高關懷學生視力保健行為之表現經教育介入能獲得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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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點亮美麗新視界-「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推動經驗對

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教育介入之成效研究 

摘要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本校榮獲於 105 學年度榮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視力保健績優學

校」，希望藉由「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推動經驗擬定教育介入措施，具體幫助視

力保健高關懷群學生，讓其能積極就醫避免視力惡化，指導學生正確用眼的知

識以延緩近視加深，維護個人視力健康。最後，並評估介入措施成效，以驗證

並發展視力保健高關懷群學生有效介入方案。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高度近視」(達 500度)及「學期近視度數高度增加」(增加 100

度以上)兩類視力保健高關懷群學生為研究對象，經由「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推

動經驗掌握研究對象需求，發展教育介入措施，以「臺北市 106學年度學童視

力保健知能調查問卷」研究工具，經由前測、後測評估教育介入措施成效。 

三、研究發現： 

    以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推動經驗為基礎，針對本校視力保健高關懷群學生進

行教育介入措施進行問卷成效評價分析，茲將研究結果摘述如下： 

(一) 「點亮美麗新視界」教育介入有助改善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視力保健知

識，學生平均答對率增加 0.26%。視力保健知識答對率增加前名 3之項目

為「睡前點散瞳劑可以鬆弛睫狀肌，減緩近視度數增加」(+10%)、「使用電

腦和手機，避免長時間、近距離用眼，才能保護眼睛」(+8%)、「充足的睡

眠可以減緩眼軸拉長，比較不會近視」(+6%)。 

(二) 「點亮美麗新視界」教育介入有助於改善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校外生活用

眼情形，學生從事課後動態活動比率增加 16%。 

(三) 「點亮美麗新視界」教育介入有助於改善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就醫行為

(+18%)，並提升個人掌握視力狀況(+10%)。 

(四) 「點亮美麗新視界」教育介入有效改善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視力保健行

為，尤其是三項生活護眼技能，二項達到顯著差異： 

1.「一整天，眼睛注視螢幕（電腦、電視、手機）的累積總時數，不超過 1

小時(P=.000)」 

2.「看電視時，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P=.007)」 

3.「每天晚上九點前上床睡覺(P=.021)」 

(五) 對照高關懷學生校外生活用眼情形(過半數放學後未前往安親班或補習班)

及視力保健行為(最未落實的項目為使用 3C 產品，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

鐘)，可發現視力惡化主因為「長時間近距離用眼(3C產品)」。 

關鍵字：視力保健績優學校、高度近視、學期近視度數增加 

聯絡人姓名：徐世杰     e-mail：ncuegc@lsjh.tp.edu.tw 

地址：(10849)臺北市萬華區南寧路 46號 

mailto:ncuegc@lsj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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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點亮美麗新視界」健康促進策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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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本校為一中小型學校，位居臺北市萬華區，四周商店林立，學

區內有著名的龍山寺、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紅樓、華西街觀光夜

市、廣州街夜市、西昌街夜市等。家長職業以藍領階級居多，對孩

子的照護常因忙於家庭生計而疏於管教，視力的矯正家長往往無法

配合。因此學校除了提供知識的傳授外也常常須扮演生活的照護與

管教。 

    學區內多數家長社經地位較不理想，對於小孩的視力健康較不

重視，對於視力檢查結果不良的就醫情況較不理想，有的家長甚至

以「沒有時間」或「經濟困難」為由，而拒絕帶小孩到醫院給醫生

複檢，任由其視力惡化。希望透過健康促進介入措施來幫助視力保

健高危險群學生，指導學生正確用眼的知識以延緩近視的加深，保

護自己的視力健康。 

二、 現況分析 

(一) 當前視力保健現況分析 

    眼睛俗稱「靈魂之窗」，為不可或缺之重要感官，其中，視

力健康更是具有不可逆之特質。惟受升生活環境都市化、升學主

義充斥及 3C產品普及之影響，學生視力保健面臨嚴峻挑戰！綜

觀 101-105學年度全國國中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統計資料，不難

發現國中生視力不良比率普遍偏高，並且呈現每年段更以 5%的

比率加劇。 

 

 

 

 

 

 

 

 

 

 

 

 

 

 

 

 

   圖 2：101-105學年度全國國中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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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臺北市國中學生視力保健現況，臺北市為高度都會化

城市，高層建築物密集，綠地及戶外活動空間較少，學生長時

間、近距離用時間居高不下，學生視力保健策略因而難以有

效、持久介入，更遑得到論顯著改善。近年來，國中學生視力

不良率明顯呈現惡化趨勢，臺北市的情況更是超越全國平均，

臺北市每 4名國中學生就有 3名裸視視力不良，學生視力保健

現況令人憂心。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教育統計資訊服務網」分析，105學年

度臺北市國中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中檢查總人數為 68714人，

視力不良人數為 52903 人，視力不良率為 76.99%，自 103學年

度起，裸視視力不良率雖逐年下降，且較 104學年度 77.42%下

降 0.43%，但比率卻為全國最高(圖 3)。另統計 101至 105學年

度全國國中學生視力不良率發現，全國國中學生視力不良狀況

居高不下，並呈現隨年級上升之趨勢(圖 2)。近年來，國中學生

視力不良率明顯有逐年攀升之趨勢，其中臺北市國中學生視力

不良率 76.99%高於全國 73.04%，視力保健係屬迫切改善之健康

議題。 

 

 

 

 

 

 

 

 

 

 

 

 

 

 

 

 

圖 3：101-105學年度台北市國中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統計 

 

(二) 社區概況 

    本校周圍有許多古蹟和歷史建物，社區商業經濟盛，鄰近民

生草藥供應之青草巷。商業活動多元而具文化特色，尤其艋舺電

影之拍攝場域每日觀光人潮相當多，新舊的飲食文化在本學區內

蓬勃發展，地靈人傑擁有豐富的傳統文化和豐富的在地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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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學生家長多數從商，部分為夜市生意行業，晚出早歸晝息夜

出，為生計勞動在巷弄鄰里間生活。 

(三) 視力保健 SWOT分析 

    本校依據學校環境、家長參與、學生態度、教學與活動、健

康服務、社區關係六大項目進行 SWOT分析，供作擬定視力保

健計畫重要參考。 

 

表 1：校本視力保健 SWOT分析表 

項目 
內部分析 外部分析 

優勢(S) 劣勢(W) 機會(O) 威脅(T) 

學校環

境 

環境優美、

綠色植物多

有益眼睛健

康 

學校建築格

局採『日』

字型較不利

於戶外遠眺 

附近生活機

能齊全，就

醫配鏡皆方

便 

週遭商店多

有時學生會

沉迷於網咖 

家長參

與 

家長會全力

支持學校重

大政策 

單親家庭、

低收入家庭

比例偏高、

較不重視視

力檢查結果 

家長配合度

尚高，願意

配合協助就

診計畫 

部分家長因

工作關係疏

於照顧學

生，矯治不

積極 

學生態

度 

學生單純，

可塑性高 

視力檢查回

條回收態度

不積極，造

成行政處理

上的困擾 

學務處強力

介入學生態

度轉趨積極 

1. 在家看電

視用電腦

時間過長 

2. 無法將視

力保健觀

念內化為

自動自發

行為 

教學與

活動 

1. 辦理各項

活動能力

強 

2. 健教老師

教學經驗

豐富 

1. 業務繁多

無法樣樣

照顧 

2. 升學觀念

影響 

教學、活動

多樣化、活

潑化提高學

生學習興趣 

升學壓力造

成用眼過度

無法好好休

息 

健康服

務 

每學期視力

檢查讓學生

立即掌握自

身視力變化 

學生視力不

良率偏高 

與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和

平婦幼院區

合作密切 

矯治率偏

低，需再提

高 

社區關 校長與學區 社區老舊環 學校社區互 社區配合度



4 

 

係 內里長聯繫

頻繁關係密

切 

境較不優

美、綠地少 

動良好積極

參與社區活

動 

較被動無法

主動宣導視

力保健觀念 

 

(四) 校本視力保健推動策略及成效 

    本校 97-105學年度擔任臺北市健康促進－視力保健議題群

組中心學校長達 9年時間，99-103學年度期間，更與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簽訂教育合作計畫－眼科部到校精密視

力篩檢(眼壓、眼底、黃斑、眼軸、角膜、晶體厚度)及門診免費

複診。近年，視力不良率獲得良好控制，呈現逐年下降情況。 

 

 

 

 

 

 

 

 

 

 

 

 

 

 

 

     圖 4：龍山國中 102-106學年度學生視力不良率 

 

    本校長期耕耘視力保健工作，每學年更訂定預定達成指標

及擬定實施策略，具體推動視力保健工作，茲將方案內容與執

行成效說明如下： 

1. 績效指標 

   1-1 學生裸視不良率五年來，從 77.1%降低至 70.2%  

   1-2 裸視篩檢視力不良就醫複檢率提升 1% 

   1-2 規律用眼 3010達成率提升 2% 

   1-3 戶外活動 120達成率提升 2% 

   1-4 高危險群個案管理達成率維持原幅度(100%) 

   1-5 未就醫追蹤關懷達成率維持原幅度 

   1-6 高危險群衛生教育宣導達成率維持原幅度(100%) 

2-1高關懷學生視力保健知識之表現經教育介入能獲得進步 

2-2高關懷學生校外生活用眼情形之表現經教育介入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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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 

2-3高關懷學生視力狀況與矯治情形之表現經教育介入能獲

得進步 

2-4高關懷學生視力保健行為之表現經教育介入能獲得進步 

2. 主要推動策略 

(1) 學校定期檢測教室燈光照度，每學期可請總務處至少檢

測 1次，並作成紀錄。 

(2) 召開或參與參與議題群組共識會議、成果發表會、教師

增能研習及教育宣導等。 

(3) 學期初進行學生視力篩檢，並在檢查後 1個月內通知家

長篩檢結果，並登錄學生視力初、複檢資料庫，及不定

期實施視力保健親職教育。 

(4) 加強綠化校園，指導學生確實下課至戶外活動，每天至

少戶外活動 120分鐘。 

(5) 學校依據課桌椅對號入座原則，訂定課桌椅更新及維修

計畫，按學生身高配置正確型號之課桌椅，班級張貼正

確課桌椅使用對照表。 

(6) 教師指導規律用眼 3010習慣。 

(7) 鼓勵學校於學生畢業前，視力篩檢結果維持良好學生，

頒發獎勵以資表揚。 

(8) 辦理成果發表會，分享各校推動經驗。 

3. 推動後學生具體行為改變 

(1) 學校視力保健宣導教育每月至少 1次校數比率達 100%。 

(2) 本市學校教室照明設備達標準照度校數 100%(不低於 500

米燭光)。 

(3) 學期初進行學生視力篩檢，在檢查後通知家長篩檢結果

並登錄學生視力初、複檢資料庫，及隨機實施視力保健

親職教育，本學年複檢就醫率達成 100%。 

(4) 優先追蹤學生視力不良 0.6-0.8之學生族群，矯治率提高

至 97%，以減緩高度近視之發生。 

(5) 學校依據新型課桌椅對號入座原則，訂定課桌椅更新及

維修計畫，按學生身高配置正確型號之課桌椅，班級張

貼正確新型課桌椅使用對照表。每位教師能實施機會教

育，指導正確用眼習慣，含正確握筆、維持適當閱讀距

離及坐姿（離課本至少 35公分）及檢視桌椅高度。 

(6) 學校辦理視力不良學生家長座談會，關懷並輔導接受眼

科藥物治療或配鏡矯治之學生 

(7) 鼓勵各級學校與醫療院所策略聯盟，提供必要諮詢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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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診療協助。 

(五) 需求評估 

    本校長年擔任臺北市視力保健中心學校，除熟稔行政業務工

作，對於推動視力保健工作推展亦小有成果。近年，更將教師之

能研習與環境教育、戶外活動結合，深獲好評！105學年度，蒙

教育局推薦，代表臺北市參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屬視力保健

績優學校遴選，獲評績優(全國唯一國中獲獎學校)！ 

    本校在參與評選過程發現既有工作面向之不足，在時任許珍

琳校長(健康教育本科系)全力支持下，有效整合校內外人力及資

源，完備校本視力保健內涵，工作成果並獲得教育部認可。在這

樣的準備與被肯定過程中，校內健康促進團隊深感被肯定是一種

使命感與責任感的提升，團隊的工作對象不應年年「侷限於全體

學生」，更應將校內資源及工作經驗積極關注於「視力不良高關

懷學生」，除了控度視力保健，同時也落實防盲預後工作。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量的研究法，以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推動經驗為內涵，

針對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進行教育介入，並評估改變情形，茲將研

究方法內容介紹如下。 
一、 研究對象 

(一) 取樣方式：立意取樣。 

(二) 取樣條件：高度近視(500度)以上或學期度數增加 100度以上之

學生，合計 50人。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之工具為「臺北市 106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知能調

查」問卷，問卷內容如下。 

(一) 基本資料：學制、就讀學校所在的行政區、年級、班級、座

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身高、體重、家中主要照顧者、父親

（或男性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母親（或女性主要照顧者）

教育程度等 14題。 

(二) 視力保健知識（是非題）：1-10題。 

(三) 校外生活用眼情形（選擇題）：11-12題。 

(四) 視力狀況與矯治情形（選擇題）：13-21題。 

(五) 視力保健行為(李克特式量表)：22-33題。 

三、 研究目的 

    運用視力保健績優學校經驗，除完備校本視力保健工作內涵，

提升親師生視力保健知能，更積極關注高關懷學生予以「再介入」，

為其點亮美麗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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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關懷學生視力保健知識之表現經教育介入能獲得進步 

(二) 高關懷學生校外生活用眼情形之表現經教育介入能獲得進步 

(三) 高關懷學生視力狀況與矯治情形之表現經教育介入能獲得進步 

(四) 高關懷學生視力保健行為之表現經教育介入能獲得進步 

四、 研究限制 

(一) 配合教育局健康促進問卷時程，介入時間受限 

    教育局前、後測問卷施測時間僅間隔約 1個月，學校介入時

間較為受限。學校若以「視力保健」為題進行評前後測成效評估

研究，建議應搭配學期視力檢查及通知單回收期程，確實與學校

視力保健作業時間連結，以完整且有效評估介入成效。 

(二) 配合教育局健康促進問卷內容，題項分析受限 

    106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知能調查包含基本資料、是非題、

選擇題、李克特式量表等反映類型，且未明訂分數轉換條件，部

分問題向度難以進行具體分析。 

(三) 樣本數較少，統計分析較為不易 

    本校為中小型學校，學生總數僅約 700人，又本研究以視

力保健高關懷學生為研究對象，符合條件者僅 50人。因樣本數

較少，統計分析較為困難。 

五、 研究過程 

    「防齲減度」現今已成全國性的重要衛生政策，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更是與衛生局攜手合作，辦理「臺北市國小學童高度近視防治

計畫」為國小學童製作「護眼護照」，補助並督促學童定期進行視力

檢查。近幾年視力不良比率有逐年下降趨勢，惟仍高於全國視力不

良平均，避免視力惡化成為另類「國安危機」！ 

(一)緣起：臺北市健康促進學校高關懷議題─視力保健 

    本校長期以來將視力保健列為健康促進首要工作，惟通識性教

育或宣導較難符合學生個別化教育需求，學生對視力保健態度方法

不一，有時較難改變行為態度，此外，3C產品盛行，更是不易引發

學生對視力不良的覺察，實務工作略感瓶頸！視力保健預防工作雖

已從國小低年級開始做起，「視力不良率雖有下降之趨勢，仍高於全

國平均」、「視力不良情況亦隨著年級增加，比率逐漸增加」卻是不

爭的兩項事實。 

 (二) 視力保健中心學校與視力保健績優學校評選 

    本校 97-105學年度連續 9年擔任視力保健議題中心學校工作，

因長年經營視力保健工作有成，視力保健工作均穩定超越全國及全

市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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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龍山國中 102-105學年度視力不良率與全國及臺北市對照圖 

 

    105學年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薦本校為績優學校參加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之「105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計畫」書面複審。

在參與評選過程中，視力保健團隊戮力依「視力保健績優學校遴選

自我檢核表」進行檢視，按照「學校衛生政策」、「學校物質環境」、

「學校社會環境」、「健康生活技能教學與行動」、「社區關係」及

「健康服務」等六大架構、21項標準，針對長久以來累積之工作資

料與經驗進行專業回顧，積極針對不足之處進行檢討與改進，透過

參與評選過程，確實完備校本視力保健工作內涵及體質，維護學生

視力健康。 

 

 
圖 6：美麗新視界發展與教育介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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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力保健績優學校與視力保健前後測成效評價 

經過書面複選，緊接著來到的是半天的實地訪視，由委員 2人

一組，於 106年 4月進行實地訪視工作，並與學校師生代表及家長

進行簡短晤談，以瞭解學校在視力保健工作上實際推動情況。經主

辦單位及評選委員針對書面複選及實地訪視結果進行綜合評估，本

校視力保健工作獲評為全國「績優」學校(國中唯一獲獎學校)。在

工作表現穩地之後，本校遂思索將工作對象與焦點轉移至控度防盲

以及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個案管理工作，以避免學生視力日趨惡

化。106學年度，更結合教育局「健康促進問卷前後測」作業，篩

選校內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具體評估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教育介入

成效，並探索高關懷學生視力保健潛在需求，作為未來工作方向。

視力保健團隊更具體將視力保健前後測成效評價撰寫成果報告，命

名為「點亮美麗新視界」，期能透過視力保健維護靈魂之窗健康，衛

生理、為未來都能夠開啟美麗新視野！ 

 

表 2：美麗新視界成果報告研究發展過程表 

發展階段 發展時間 發展內容 

問題診斷：臺北

市健康促進學

校高關懷議題

─視力保健 

105年 9月- 

106年 1月 

辦力或參與視力保健共識會議、

辦理教師/學生/家長視力保健知

能研習，並辦理成果發表會，長

期關注並追蹤視力保健問題。 

發展策略：視力

保健中心學校

與視力保健績

優學校評選 

106年 2月- 

106年 6月 

1. 97-105 學年度擔任臺北市健

康促進-視力保健議題(國高中

職群組)中心學校 

2. 受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薦，代

表參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104學年度視力保健績

優學校遴選」。 

3. 依「學校衛生政策」、「學校物

質環境」、「學校社會環境」、

「健康生活技能教學與行

動」、「社區關係」及「健康服

務」等六大標準，融入「生活

技能」、「社區結盟」以及「家

長參與」理念，發展視力保健

教育介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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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策略與評

估成效：視力保

健績優學校與

視力保健前後

測成效評價 

106年 8月- 

107年 3月 

1. 榮獲全國視力保健績優學校 

2. 視力保健團隊依教育部委員

到校實地訪視意見完備教育

介入措施。 

3. 實施視力保健知能調查前、後

測，並進行統計分析，撰寫前

後測成效評價果報告，分享視

力保健經驗，並提出相關修正

建議，造福學子。 

 

 

 

 

 

 

 

 

 

 

 

 

 

 

圖 7：美麗新視界成果報告研究流程(滾動式修正) 

 

六、 資源整合 

    本校因長年經營視力保健議題，特成立視力保健工作小組進行

資源統整並凝聚共識，跨處室、跨校內外分工合作，計劃、執行學

生視力保健工作，相關組織分工如下表。 

 

表 3：美麗新視界成果報告組織分工表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召集人 洪國峰校長 
1. 領導及推動視力保健計畫。 

2. 主持定期工作會議。 

副召集人 韋政宏學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

行政協調。 

執行秘書 徐世杰衛生組長 

1. 研究策劃，負責計畫執行視力保

健業務及活動，並協助行政協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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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行動研究問卷調查及分析。 

3. 撰寫行動研究報告。 

服務組 徐巾芠護理師 

1. 提供視力保健諮詢及個案管理。 

2. 辦理師生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

師生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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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組 

廖菁芬教務主任 

蔡季娟教學組長 

黃則緯體育組長 

蔡儀璇健康教育老

師 

1.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協助健康教學活動

推行。 

2. 促進學生生理及心理衛生，協助

辦理體育及衛生教育工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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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環境

組 
楊炳煌總務主任 

1. 研究策劃，負責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2. 協助造就健康物質環境。 

社會環境

組 

翁明珠輔導主任 

導師代表、學生代

表 

1. 學校健康社會環境營造，活動策

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研究策劃及

辦理相關活動，獎勵措施及獎品

設置。 

2. 協助辦理教師及學生需求評估與

活動及協助教師與行政單位之聯

繫。 

社區關係

組 
羅小娟家長會長 

1.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區

社團人力協助推展社區健康服

務。 

2. 提供家長視力保健衛教資訊。 

 

七、 教育介入 

    本研究之教育介入架構以六大架構、21項標準為本，搭配教育

局健康促進問卷前後測作業期程，針對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進行介

入措施，具體說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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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美麗新視界成果報告教育介入措施一覽表 

範疇 內涵 介入措施 

學校衛生

政策 

健康教育及

健康促進計

畫的定位 

1. 視力保健議題納入校務中長程教育

發展計畫，列為工作重點。 

2. 訂定校本視力保健實施計畫，成員

涵蓋學校多元代表。 

3. 每學期校務會議均將決議將視力保

健工作納入工作重點 

4. 本校自 97學年度起迄今，擔任北

市視力保健議題中心學校，常年關

注教育部重要政策。 

5. 視力保健議題群組學校推動計畫內

容均包含教育部重要政策，並逐年

修訂。 

6. 落實下課教室淨空提供學生戶外活

動，參加學生運動健康 150計畫典

範學校評選，榮獲臺北市國中組

「甲等」殊榮。 

7. 由健體老師、護理師督導學生強化

戶外活動時的護眼措施（如戴帽、

墨鏡等）。 

8. 依規定組織健康促進委員會 

9. 每學期均依規定召開會議 

學校對於所

訂立的健康

政策，定期

進行檢討 

1. 召開視力保健群組共識會議凝聚共

識。 

2. 擬定視力保健議題群組學校推動計

畫。 

3. 辦理視力保健議題群組學校參訪增

能研 

4. 辦理視力保健議題群組學校成果發

表會，促進校際交流，並進行執行

成效經驗分享與工作檢討。 

5. 針對執行成果進行評量，並提出改

善建議，並擬定策略。 

6. 連續三年視力不良率呈現穩定控

制，逐年下降。 

7. 連續三年複診率均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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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連續三年國中七年級升八年級視力

不良增加比率未達 5%。 

9. 連續三年全校視力不良率低於全國

平均。 

學校物質

環境 

提供安全環

境 

1. 教室第一排課桌前沿與黑板的水平

距離大於 2公尺 

2. 校舍安檢查小組依教育局函示，逐

年定期依校舍安全檢核表進行查核 

提供良好的

學習環境 

1. 每學期定期檢測 1次，結果均為合

格。 

2. 教室燈具如有損壞，即報即修。 

學校社會

環境 

學校支持推

行心理健康

並配合教職

員工生之需

求 

1. 教室座位配合段考期程，每學期輪

調至少 2次。 

2. 鼓勵學生從事多元化戶外活動，班

級戶外活動(如健康操、慢跑活動)

表現優良，或累積達獎勵標準者，

班級可穿便服到校以資鼓勵。 

3. 逐月出版保健特刊班級刊物，宣導

視力保健及相關健康守則，過程由

衛生/保健股長於班會時向全班師

生宣讀，以融入校園生活，擴大宣

導成效。 

4. 辦理研習：從中西醫護理談視力保

健之推動新思維－輔英科大陳靜修

助理教授(地點：本校) 。 

5. 辦理研習：戶外活動與視力保健－

龍潭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黃月錩導

覽員(地點：龍潭區三和社區農村

價值綠活圖體驗園區) 。 

6. 辦理研習：健康促進績優學校經驗

分享－龍潭區龍星國小陳秀惠校長

(地點：龍潭區龍星國小) 。 

7. 辦理研習：視力保健議題群組學校

成果發表會－群組學校代表(地

點：本校) 。 

學校提供家

長的教育需

求資源，以

1. 訂定認家長志工認輔儲備研習實施

計畫，並提供家庭教育中心作為訓

練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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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學生福

祉 

2. 家長志工協助辦理健康檢查、視力

檢查等工作。 

健康生活

技能教學

與行動 

提供全面性

的健康教育

課程 

1. 自 97學年度起迄今，擔任北市視

力保健議題中心學校，常年關注視

力保健議題，並納入健體領域各年

級課程計畫。 

2. 成立健體領域專業學習社群，並辦

理活化教學知能工作坊。 

3. 檢視教學成果，並製作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工作坊成效報告。 

4. 以愛(Eye)眼世界/光明未來/活化教

學/璀璨校園為主題，經由體驗/認

知/情意/表現四向度，促成學生自

我肯定，並培養尊重關懷精神，從

而圓滿視力保健工作。 

5. 參與教育部評量標準試辦學校，健

康教育科授課教師積極從事評量標

準教學與作業規畫。 

6. 教師能以學生為中心，資訊融入教

學，設計生活技能取向視力保健教

學教案。 

教職員有充

分準備，以

擔當健康教

學的工作 

1. 校園內多元化戶外活動包含：課間

健身運動、班級慢跑運動、公共服

務等。 

2. 正式課程戶外化包含：7年級校外

教學、8年級隔宿露營、9年級畢

業旅行、段考下午校外體驗學習活

動等。 

3. 活動形式家庭作業包含：104數理

資優資源班學習中心學生環境教育

研習、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等，並

包含心得撰寫。 

4.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參與教師均

製作個人教學檔案，健康教育授課

教師檔案內容並融入視力保健議

題。(因本校擔任視力保健議題中

心學校，未參與計畫之健教教師為

強化教學，均配合製作教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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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健康教育授課教師積極參與衛生相

關專業在職進修，研習時數中包含

視力保健相關研習，時數均符合標

準。 

社區關係 鼓勵家庭及

社區參與學

校的活動 

1. 學校自辦課後補救教學，授課教師

並融入學生視力保健知識融入教學

活動。 

2. 與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聯合會合

作，提供弱勢學生免費近視眼鏡申

請。 

3. 辦理護「眼小 eye將」活動，致贈

弱勢學生檯護眼燈，預防近視。 

4. 因學區內安親班學生來源不一(非

單純來自本校)，擬逐步邀請其共

同參與視力保健推動策略。 

5. 每學期辦理家長日、親職講座，融

入健康促進議題。 

6. 針對親職講座全勤獎予以頒獎，授

予家庭教育大使職稱，共同推 動

健康促進工作(含心理健康)。 

學校積極主

動與當地社

區聯繫 

1. 學區周邊環境設置有友善安全輔助

措施（通學步道、愛心家長導護志

工、愛心商店、製作愛心商店暨家

庭防災卡），以利學生上下學。 

2. 推廣交通安全，鼓勵學生步行上放

學，步行上學學生近四成，步行放

學學生近五成。 

連結當地社

區資源與學

校推行健康

促進活動 

1. 運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教育

局、衛生局資源，經由專刊製作或

海報張貼方式辦理健康促進宣導。 

2. 結合教育局軍訓室教官、健康服務

中心駐點人員、桶餐廠商營養師、

駐區社工/心理師等人員協助辦理

健康促進活動。 

3. 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眼科合作，提供到校免費視力篩檢

服務，並辦理教師、家長、學生視

力保健知能研習，此外，並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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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經驗進行兩岸交流。 

健康服務 教職員工生

基本的健康

服務 

1. 學生接受視力檢查的完成率

100%。 

2. 針對視力檢查不良學生，提供健康

檢查視力不良家長通知單。 

3. 定期針對視力檢查不良學生就醫率

進行統計，並發放導師追蹤學期體

重視力結果通知，共同督導。 

4. 定期於健促會議針對複診回收結果

進行報告，並研擬相關改善計畫。  

5. 針對罹患特殊疾病學生造冊管理，

製作高關懷個案學生名冊，並轉知

導師共同關懷督導。 

6. 針對高關懷個案學生家長進行電

訪，從事視力保健衛教宣導。 

7. 針對高關懷個案學生個人進行眼部

構造、視力變化及就醫保健解說。 

提升健康中

心功能 

依教育部函示訂定校本健康中心設施

基準(1000人以下)，各項視力檢查器

材及檢查環境設置查符規定。 

 

參、研究結果 

一、基本特性分析 

    本研究針對校內「高度近視」(達 500度)及「學期近視度數高

度增加」(增加 100度以上)學生進行立意抽樣，前測與後測抽樣學

生數分別為 50份，總計回收 50份有效配對樣本，以下將依序性

別、年齡、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家中主要照顧者、身

高、體重分析其基本特性。 

（一）性別 

女性比例(56.0%)高於男性比例(44.0%)。 

（二）年齡 

15歲學童年齡占比最高(48.0%)，次之為 14歲(34.0%)，再者

為 16歲(34.0%)，最低為 13歲(8.0%)。 

（三）身高 

1. 前測：以 160-169公分學童年齡占比最高(50.0%)，再者為

150-159公分(38.0%)，最低為 140-149公分(4.0%)。 

2. 後測：處於發育階段的學童會有身高增長，身高以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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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公分學童年齡占比最高(54.0%)，再者為 150-159公分

(34.0%)，最低為 140-149公分(2.0%)。 

（四）體重 

1. 前測：以 40-49公斤學童年齡占比最高(42.0%)，再者為

50-59公斤(22.0%)，最低為 80公斤以與 31-39公斤上

(8.0%)。 

2. 後測：因處於發育階段的學童會有體重的增減變化，體重

以 40-49公斤學童年齡占比最高(38.0%)，再者為 50-59公

斤(18.0%)，最低為 80公斤以上(8.0%)。 

（五）父親教育程度 

父親（或男性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占比最高

(38.0%)，再者為國中(22.0%)，最低為不識字(2.0%)。 

 
圖 8：父親（或男性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結構 

（六）母親教育程度 

以高中職占比最高(34.0%)，再者為國中(22.0%)，最低為不識

字(0.0%)。 

 
圖 9：母親（或女性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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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中主要照顧者 

主要照顧者以父母或繼父母為主(90.0%)，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6.0%)、其他(4.0%)。 

二、各項測驗與檢視項目調查結果 

    除了基本特徵分析以外，本研究另外針對「視力與保健知識」、

「校外生活用眼情形」、「視力狀況與矯治情形」及「視力保健行

為」四部分進行調查，分析結果如下所示： 

（一）視力與保健知識 

    視力與保健知識題目共計 10題，進步比率最高前名 3項目為：

「睡前點散瞳劑可以鬆弛睫狀肌，減緩近視度數增加」(增加

10%)、「使用電腦和手機，避免長時間、近距離用眼，才能保護眼

睛」(增加 8%)、「充足的睡眠可以減緩眼軸拉長，比較不會近視」

(增加 6%)，詳如表 5。 

 

表 5：視力與保健知識前測與後測答題結果 

項

目 
測驗內容 

前測 後測 答對增

加率 
是 非 正確率 是 非 正確率 

A1 
視力不好沒關係，戴眼鏡

就可以看清楚了。 
6.0% 94.0% 94.0% 4.0% 96.0% 96.0% +2% 

A2 

家庭作業若半小時內寫不

完，中途不可以休息，要

寫完再休息。 

4.0% 96.0% 96.0% 6.0% 94.0% 94.0% -2% 

A3 

當視力模糊、看不清楚

時，直接去眼鏡行配戴眼

鏡。 

22.0% 78.0% 78.0% 20.0% 80.0% 80.0% +2% 

A4 

多到戶外活動，讓眼睛在

寬廣的視野下放鬆休息，

可以預防近視。 

98.0% 2.0% 98.0% 100.0% 0.0% 100.0% +2% 

A5 

若能堅持做到規律用眼

3010，可以減緩近視度數

加深。 

94.0% 6.0% 94.0% 96.0% 4.0% 96.0% +2% 

A6 

看電視或用電腦時，螢幕

都會發光，不必另外增加

照明。 

4.0% 96.0% 96.0% 6.0% 94.0% 94.0% -2% 

A7 
充足的睡眠可以減緩眼軸

拉長，比較不會近視。 
86.0% 14.0% 86.0% 92.0% 8.0% 92.0% +6% 

A8 
長時間沒間斷的近距離用

眼，將危害眼睛，造成近
100.0% 0.0% 100.0% 98.0% 2.0% 98.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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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A9 

睡前點散瞳劑可以鬆弛睫

狀肌，減緩近視度數增

加。 

86.0% 14.0% 86.0% 96.0% 4.0% 96.0% +10% 

A10 

使用電腦和手機，避免長

時間、近距離用眼，才能

保護眼睛。 

90.0% 10.0% 90.0% 98.0% 2.0% 98.0% +8% 

 

（二）校外生活用眼情形 

1. 每週前往安親班或補習班 

不論是前測還是後測，以「都沒去」占比最高，分別為 52.0%及

50.0%。 

 
圖 10：每週有幾天要去安親班或補習班前後測結構 

 

2.每週放學後，有幾天去參加課後動態活動 

不論是前測還是後測，以「都沒去」占比最高，分別為 78.0%及

62.0%。 

 
圖 11：每週放學後，有幾天去參加課後動態活動前後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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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力狀況與矯治情形 

1. 眼睛與視力檢查 

    前測中，本學期「有」到眼科醫師處檢查眼睛占比為 44.0%；

後測則為 62.0%。前測中，本學期學校視力檢查的裸眼視力「不知

道」占比為 12.0；後測「不知道」占比為 6.0%。前測中，本學期眼

科醫師檢查結果「知道」占比為 54.0%；後測「知道」占比為

64.0%，餘如下列表格。 

 

表 6：本學期是否到眼科醫師處檢查眼睛 

前測 後測 

有 沒有 有 沒有 

44.0% 56.0% 62.0% 38.0% 

表 7：本學期學校視力檢查的裸眼視力 

前測 後測 

正常 視力不良 不知道 正常 視力不良 不知道 

0.0% 88.0% 12.0% 0.0% 94.0% 6.0% 

表 8：本學期眼科醫師檢查結果 

前測 後測 

知道 不知道 知道 不知道 

54.0% 46.0% 64.0% 36.0% 

 

2. 眼藥水治療 

    前測中，「有」醫師建議你點睫狀肌麻痺劑眼藥水治療近視占比

為 52.0%；後測則為 50.0%。前測中，「有每天點」配合醫師建議點

眼藥水占比為 40.0%、「一週點幾天」占比為 24.0%；後測「有每天

點」占比為 46.0%、「一週點幾天」占比為 14.0%，餘如下列表格。 

 

表 9：醫師是否建議你點睫狀肌麻痺劑眼藥水治療近視   

前測 後測 

有 沒有 有 沒有 

52.0% 48.0% 50.0% 50.0% 

表 10：你是否配合醫師建議點眼藥水 

前測 後測 

有每天點 一週點幾天 都沒有 有每天點 一週點幾天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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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24.0% 36.0% 46.0% 14.0% 40.0% 

 

3. 眼鏡與隱形眼鏡 

   前測中，醫師「有」建議你配戴眼鏡占比為 90.0%；後測則為

78.0%。前測中，「有每天戴」醫師建議配戴之眼鏡占比為 72.0%、

「一週戴幾天」占比為 14.0%；後測「有每天戴」占比為 64.0%、

「一週戴幾天」占比為 16.0%。前測中「沒有」戴硬性隱形眼鏡睡

覺(角膜塑形)占比為 90.0%；後測「沒有」占比為 92.0%。前測中

「沒有」曾經因為戴硬性隱形眼鏡而眼睛疼痛、發炎占比為

96.0%；後測「沒有」占比為 96.0%，餘如下列表格。 

 

表 11：醫師是否建議你配戴眼鏡      

前測 後測 

有 沒有 有 沒有 

90.0% 10.0% 78.0% 22.0% 

表 12：你是否配合醫師建議配戴眼鏡 

前測 後測 

有每天戴 一週戴幾天 都沒有 有每天戴 一週戴幾天 都沒有 

72.0% 14.0% 14.0% 64.0% 16.0% 20.0% 

表 13：你目前是否有戴硬性隱形眼鏡睡覺(角膜塑形) 

前測 後測 

有 沒有 有 沒有 

10.0% 90.0% 8.0% 92.0% 

表 14：你是否曾經因為戴硬性隱形眼鏡而眼睛疼痛、發炎 

前測 後測 

有 沒有 有 沒有 

4.0% 96.0% 4.0% 96.0% 

 

（四）視力保健行為 

    視力保健行為題目共計 12題，進步比率前 3名項目為「每天晚

上九點前上床睡覺」(增加 24%)、「一整天，眼睛注視螢幕（電腦、

電視、手機）的累積總時數，不超過 1小時」(增加 24%)、「放學

後，會到戶外活動至少半小時」(增加 14%)，詳如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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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視力保健行為 

題目 
前測 後測 做到增

加率 做到 從未 做到 從未 

D1 
寫字時，能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

離約 35公分。 
86.00% 14.0% 90.00% 10.0% 4.00% 

D2 
看書或寫作業時會每 30分鐘就休

息 10分鐘。 
76.00% 24.0% 80.00% 20.0% 4.00% 

D3 
看電視時，每 30 分鐘就休息 10

分鐘。 
64.00% 36.0% 74.00% 26.0% 10.00% 

D4 
使用 3C 產品，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 
60.00% 40.0% 66.00% 34.0% 6.00% 

D5 
我會離開座位，看看遠方景物，

讓眼睛休息時。 
90.00% 10.0% 88.00% 12.0% -2.00% 

D6 每天晚上九點前上床睡覺。 38.00% 62.0% 62.00% 38.0% 24.00% 

D7 
看電視或用電腦時，會維持室內

光線充足。 
98.00% 2.0% 100.00% 0.0% 2.00% 

D8 

一整天，眼睛注視螢幕（電腦、

電視、手機）的累積總時數，不

超過 1小時。 

52.00% 48.0% 76.00% 24.0% 24.00% 

D9 
在學校上課，每節下課時間會到

教室外面活動。 
90.00% 10.0% 92.00% 8.0% 2.00% 

D10 
放學後，會到戶外活動至少半小

時。 
78.00% 22.0% 92.00% 8.0% 14.00% 

D11 
放假時，會到戶外活動至少 2小

時以上。 
90.00% 10.0% 90.00% 10.0% 0.00% 

D12 
到戶外活動時，我會戴遮陽帽或

太陽眼鏡。 
56.00% 44.0% 68.00% 32.0% 12.00% 

 

三、交叉分析 

    本研究將問卷視力保健行為與各基本特徵進行交叉分析，題項

包含視力保健行為共 12題。此外，由於前後測配對學生樣本數僅有

50份，進行卡方檢定時各組別期望次數幾乎皆低於 5，因此，不額

外進行卡方檢定作業。 

四、前後測分析 

（一）視力保健知識 

1. 整體保健知識 

    將視力與保健知識進行整體平均，再進行成對樣本 t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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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計算出前平均值與標準誤分別為 9.18(1.101)及 9.44(.787)，t值

為-1.521，p值為 0 .135，表示經過一段時間的課程訓練後，沒有足

夠證據顯示整體視力與保健知識有提升效果。 

 

表 16：視力保健行為之成對樣本 T檢定表(整體) 

項目 
前測平均數

(標準誤) 

後測平均數

(標準誤) 
t值 p 值 

整體視力與保健知識 9.18(1.101) 9.44(.787) -1.521 .135 

註 1：*表示經成對樣本 T檢定，該項變數的顯著性水準達 0.05的顯著水準；

**表示顯著水準達 0.01；***表示顯著水準達 0.001。 

 

2. 個別保健知識 

    為比較視力與保健知識經過前後測是否平均分數有顯著提高，

因此進行成對樣本 T檢定。作法將題項轉換為連續分數，答對 1題

則可得 10分，因此可以計算出每題項的平均分數，再進行檢定。整

體而言，在視力與保健知識部分，前測與後測平均分數是沒有太大

顯著差異。 

 

表 17：視力與保健知識之成對樣本 T檢定表(分項) 

項目 測驗內容 前測平均數 後測平均數 t值 p 值 

A1 
視力不好沒關係，戴眼鏡就可以看清

楚了。 
9.40(.339) 9.60(.280) -.444 .659 

A2 
家庭作業若半小時內寫不完，中途不

可以休息，要寫完再休息。 
9.60(.280) 9.40(.339) .444 .659 

A3 
當視力模糊、看不清楚時，直接去眼

鏡行配戴眼鏡。 
7.80(.592) 8.00(.571) -.375 .709 

A4 
多到戶外活動，讓眼睛在寬廣的視野

下放鬆休息，可以預防近視。 
9.80(.200) 10.00(0.00) -1.000 .322 

A5 
若能堅持做到規律用眼 3010，可以

減緩近視度數加深。 
9.40(.339) 9.60(.280) -.444 .659 

A6 
看電視或用電腦時，螢幕都會發光，

不必另外增加照明。 
9.60(.280) 9.40(.339) .444 .659 

A7 
充足的睡眠可以減緩眼軸拉長，比較

不會近視。 
8.60(.496) 9.20(.388) -.903 .371 

A8 
長時間沒間斷的近距離用眼，將危害

眼睛，造成近視。 
10.00(0.00) 9.80(.200) 1.000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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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睡前點散瞳劑可以鬆弛睫狀肌，減緩

近視度數增加。 
8.60(.496) 9.60(.280) -1.941 .058 

A10 
使用電腦和手機，避免長時間、近距

離用眼，才能保護眼睛。 
9.00(.429) 9.80(.200) -1.661 .103 

註 1：*表示經成對樣本 T檢定，該項變數的顯著性水準達 0.05的顯著水準；

**表示顯著水準達 0.01；***表示顯著水準達 0.001。 

 

（二）視力保健行為 

1.整體視力保健行為 

    將視力保健行為進行整體平均，再進行成對樣本 t檢定之後，

計算出前平均值與標準誤分別為 2.52(.555)及 2.75(.680)，t值為-

3.135，p值為 0.003，表示經過一段時間的課程訓練後，有足夠證據

顯示整體視力保健行為有提升效果。 

 

表 18：視力保健行為之成對樣本 T檢定表(整體) 

項目 
前測平均數

(標準誤) 

後測平均數

(標準誤) 
t值 p 值 

整體視力保健平均行為 2.52(.555) 2.75(.680) -3.135 .003 

註 1：*表示經成對樣本 T檢定，該項變數的顯著性水準達 0.05的顯著水準；

**表示顯著水準達 0.01；***表示顯著水準達 0.001。 

 

2.個別視力保健行為 

    為比較視力保健行為經過前後測是否平均分數有顯著提高，因

此進行成對樣本 T檢定。在 12項目中，以「看電視時，每 30分鐘

就休息 10分鐘」平均分數有顯著提升，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數 0.48

分，p值為 0.007；「每天晚上九點前上床睡覺」平均分數亦有顯著

提升，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數 0.38分，p值為 0.021；「一整天，眼

睛注視螢幕（電腦、電視、手機）的累積總時數，不超過 1小

時。」平均分數亦有顯著提升，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數 0.66分，p

值為 0.000，其餘項目並無顯著提升效果。 

 

表 19：視力保健行為之成對樣本 T檢定表(分項) 

項目  測驗內容 

前測平均

數(標準

誤) 

後測平均

數(標準

誤) 

t值 p 值 

D1 
寫字時，能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離約 35

公分。 
2.78(.146) 3.00(.143) -1.56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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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看書或寫作業時會每 30分鐘就休息 10 分

鐘。 
2.34(.168) 2.42(.157) -.531 .598 

D3** 看電視時，每 30分鐘就休息 10 分鐘。 2.12(.158) 2.60(.190) -2.791 .007 

D4 
使用 3C產品，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

鐘。 
1.80(.125) 2.00(.137) -1.460 .151 

D5 
我會離開座位，看看遠方景物，讓眼睛休

息時。 
2.74(.151) 2.92(.164) -1.040 .303 

D6* 每天晚上九點前上床睡覺。 1.66(.145) 2.04(.162) -2.393 .021 

D7 
看電視或用電腦時，會維持室內光線充

足。 
3.96(.156) 3.88(.136) .513 .611 

D8*** 
一整天，眼睛注視螢幕（電腦、電視、手

機）的累積總時數，不超過 1 小時。 
1.76(.133) 2.42(.172) -3.927 .000 

D9 
在學校上課，每節下課時間會到教室外面

活動。 
3.12(.171) 3.30(.167) -1.040 .303 

D10 放學後，會到戶外活動至少半小時。 2.78(.203) 3.00(.169) -1.170 .248 

D11 放假時，會到戶外活動至少 2 小時以上。 3.16(.195) 3.08(.178) .433 .667 

D12 
到戶外活動時，我會戴遮陽帽或太陽眼

鏡。 
2.04(.167) 2.36(.193) -1.855 .070 

註 1：*表示經成對樣本 T檢定，該項變數的顯著性水準達 0.05的顯著水準；

**表示顯著水準達 0.01；***表示顯著水準達 0.001 

 

肆、討論與建議 

    「近視疾病易失明、戶外活動防近視、定期就醫來防盲、3010

眼安康」不應淪為口號，本校期待能將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推動經驗

與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教育介入結合，具體將工作內容落實於校

園，並將推動經驗透過文字進行分享，提供他校學習與觀摩，造福

莘莘學子。 

一、討論 

    本研究以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推動經驗為架構，具體針對視力保

健高關懷學生進行教育介入措施，茲將前後測結果討論如下。 

(一) 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教育介入有助改善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視力

保健知識，主要集中在眼睛病理知識及 3C產品控管 

1. 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推動經驗為全體學生視力保健知識奠定良好基

礎。經選取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進行教育介入，有助於提升高關

懷學生視力保健知識，學生平均答題情形由前測 9.18(1.101)進步

至後測 9.44(.787)。 

2. 視力保健知識答對率增加前 3名之項目為：「睡前點散瞳劑可以

鬆弛睫狀肌，減緩近視度數增加」(增加 10%)、「使用電腦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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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避免長時間、近距離用眼，才能保護眼睛」(增加 8%)、「充

足的睡眠可以減緩眼軸拉長，比較不會近視」(增加 6%)。視力保

健知識成對樣本 T檢定雖未達顯水準，但相關教育教入措施有助

改善學生視力保健知識卻是不爭事實。 

(二) 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教育介入有助於改善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校

外生活用眼情形，學生願意從事課後動態活動 

1. 在每週前往安親班或補習班表現方面，學生過半數為「都沒

去」，可見「升學主義」因素並非造成該族群視力惡化之主因。

若將高關懷學生校外生活用眼情形對照視力保健行為(最未落實的

項目為使用 3C產品，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推估視力惡化

主因係為「長時間近距離用眼(3C產品)」所致。 

2. 在參加課後動態活動表現方面，學生高達 78%比例不參加。經教

育介入，有 16%比例學生獲得改善，願意從事課後動態活動。 

(三) 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教育介入有助於改善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掌

握視力狀況，但未能強化視力矯治行為 

1. 在到眼科醫師處檢查眼睛表現方面，學生經教育介入過後，能夠

了解「眼科醫師 VS眼科診所」與「驗光師 VS眼鏡行」之專業

分工差異，願意至醫療院所進行眼睛檢查，比率由前測 44%進步

至後測 62%，增加 18%。 

2. 在眼科醫師檢查結果表現方面，學生經教育介入過後，能喚起個

人視力健康意識，願意對於醫師檢查結果詳加了解，比率由前測

54%進步至後測 64%，增加 10%。 

3. 在配合醫師建議點眼藥水、配合醫師建議配戴眼鏡向度方面，學

生經教育介入過後，上述視力矯治行為不但未見改善，甚而有退

化現象，推測可能因學生未能有效分辨教育介入與醫療介入之差

異，逕自以為教育介入可取代醫療介入，以獲得視力保健所致。 

(四) 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教育介入有助於改善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視

力保健行為 

1. 視力保健行為最未落實項目為「使用 3C產品，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雖經教育介入，合計每次與經常兩項目之人數百分

比，均低於 10%。其中，前測為 6%，後測為 8%，顯見 3C產品

對於學生視力戕害之深。 

2. 視力保健行為最落實的項目為「看電視或用電腦時，會維持室內

光線充足」，在 12項視力保健行為當中，是唯一一項在前後測表

現均高於 60%的項目。可惜，室內光線照明無論在學校或家庭均

屬公共環境條件，非個別化視力保健措施，學生「個別化」視力

保健行為仍有待加強。 

3. 經成對樣本 T檢定，「一整天，眼睛注視螢幕（電腦、電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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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累積總時數，不超過 1小時」(顯著水準達 0.001)、「看電

視時，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顯著水準達 0.01)、「每天晚上

九點前上床睡覺」(顯著水準達 0.05)，三項視力保健行為經教育

介入後達顯著水準，主要展現於「校園外」之護眼生活技能。 

二、建議 

    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架構，具體完備校本視力保健內涵。學校若

能積極尋找校內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豐富並落實個案管理過程，

教導學生視力保健生活技能，提供社區資源協助，最後，並邀請家

長建立同盟關係，靈魂之窗才有望點亮美麗新視界。茲提供視力保

健高關懷學生實務工作及未來研究具體建議如下。 

(三) 實務工作建議 

1. 生活技能：強化視力保健高危險群學生戴帽、戴墨鏡、定期視力

點散瞳篩檢、就醫防盲等保護措施 

正規學校教育可與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相互彌補，學校健康促進

應教導高危險群學生戴帽、戴墨鏡，預防紫外線傷害，並強化個

人視力健康意識，將定期視力點散瞳篩檢、就醫防盲等觀念化為

具體行動，維護個人視力健康。 

2. 生活技能：搭配重大教育政策，推動視力保健遠眺休息 

當前重大教育政策如 SH150、環境教育、食農教育等，皆有益於

推廣視力保健工作。學校應透過健康促進委員會議進行橫向聯繫

與資源統整，培養學生多元視力保健技能，並落實於日常生活。 

3. 家長參與：提供家長校本縱貫式高關懷學生個案資料，協助家長

追蹤視力變化 

學校健康教育為能有效喚起家長視力健康意識，除將學生高度近

視度及學期度數高度增加之訊息傳達予家長知悉，並應建構校本

縱貫式視力保健高危險群學生視力不良率、複檢率數據，追蹤學

生七至九年級視力不良率控管情形資料，主動與家長溝通，強化

近視是疾病之概念，避免坊間似是而非之概念如嚴重一點再說、

以後再透過手術處理等說法混淆家長健康判斷。 

4. 家長參與：結合校本活動，培養家長視力保健知能 

本研究之高關懷學生家中照顧者 90%以上均為父母或繼父母，在

視力保健家庭教育介入方面，應以雙親為主要對象。建議可結合

校本活動如家長日、親職講座辦理家長視力保健增能研習，或於

家長刊物安排視力保健專刊(欄)，落實視力保健衛教工作。 

5. 社區結盟：開發課後動態活動社團，彌補戶外不足 

本研究發現，高達 78%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未參加課後動態活

動，建議學校可積極與社區機構尋求合作，開辦多元化動態或戶

外社團，避免學生長時間近距離用眼，同時增加戶外遠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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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區結盟：結合社區資源，提供經濟弱勢視力保健高危險群學生

免費護眼檯燈、免費配戴眼鏡以及安排視力檢查 

以本校視力保健推動經驗為例，積極尋求社區合作並導入社區資

源，提供視力保健高關懷經濟弱勢學生免費護眼燈，改善照明環

境；提供免費配戴眼鏡，避免視力惡化；安排教育合作醫院免費

視力檢查，了解並追蹤視力健康，相關措施均獲得社區認同。 

(四) 未來研究建議 

1. 探討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未參與安親班或補習班之原因，並了解

其課後活動內涵與視力惡化之關係 

傳統多認為國中階段屬於「競爭式」學習，升學主義、補習可能

為視力惡化重要元凶之一。有趣的是，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 50%

以上並未前往安親班或補習班，究竟是課後過度使用 3C產品？

家庭物理環境不利？抑或是主要照顧者缺乏視力保健知能？其箇

中原因令人玩味。 

2. 針對高度近視及學期度數高度增加學生進行質性訪談，歸納視力

惡化高危險因素 

本研究所指涉之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族群中，僅有 1位同時具有

高度近視及學期度數高度增加雙重身分，其視力狀況令人擔憂！

後續研究可針對是類學生進行質性深度訪談，歸納視力保健高危

險因子，以做為擬定健康促進工作內容之重要參考。 

3. 以雙親為對象研發專題式視力保健知能研習課程，提高就醫意識

及複診誘因 

本研究發現視力保健高關懷學生主要照顧者九成以上為父母親，

惟在教育程度方面，父母親教育程度均以高中職及國中為主，父

親為 60%、母親為 40%，推測視力健康知識及敏感度因此可能較

為薄弱，再加上本學區家長主要為藍領階級，平日為生活早晚忙

於生計、疏於照顧子女健康。家長視力保健知能研習之操作，除

搭配校本活動，建議可嘗試予以抽離授課，符應高關懷學生家長

個別化之需求。此外，可結合校內及社區資源籌措經費，提供參

與課程之經濟弱勢家庭眼科掛號費補助，增加就醫意願。 

 

 

參考資料 

教育部統計處「教育統計查詢網」https://stats.moe.gov.tw/  

 

 

 

 

 



29 

 

附件一：臺北市 106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知能調查(前、後測)問卷 

臺北市 106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知能調查(前、後測) 

 

 

 

 

基本資料 

A.你目前就讀的學制是 

□國小 

□國中(含完全中學國中部) 

□高中(含完全中學高中部、綜合高中、含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高職(技術型高中，不含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B.您就讀學校所在的行政區是：           區 

C.你目前就讀的年級：           年級 

D.你就讀的班級：           班 

E.你的座號：           號 

F.你的性別是 

□男 

□女 

G.你的生日-出生年：        年 

H.出生月：        月 

I.出生日：        日 

J.最近一次量的身高(公分)：        公分 

K.最近一次量的體重(公斤)：        公斤 

L.家中主要照顧者是 

□父母或繼父母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父系的親戚(如叔叔、伯父、姑姑、叔公、伯公、姑婆等) 

□母系的親戚(如舅舅、阿姨、舅公、姨婆等) 

□其他：         

M.父親（或男性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 

□不識字 

□國小或識字 

□國中 

親愛的同學，你好： 

    這份問卷是想知道你對保護眼睛的知識認識多少，做了哪些保護眼睛的行為，

將你填答的結果加以統計分析做為繼續推動視力保健工作的參考，你個人所填寫的

結果會保密，不會公開，不會算成績，也不會對學校造成影響，所以請你安心的依實

際的生活情形填寫。 

敬祝  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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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或博士 

□我不清楚 

N.母親（或女性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 

□不識字 

□國小或識字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或博士 

□我不清楚 

 

一、 視力保健知識（是非題） 

（  ） 1.視力不好沒關係，戴眼鏡就可以看清楚了。 

（  ） 2.家庭作業若半小時內寫不完，中途不可以休息，要寫

完再休息。 

（  ） 3.當視力模糊、看不清楚時，直接去眼鏡行配戴眼鏡。 

（  ） 4.多到戶外活動，讓眼睛在寬廣的視野下放鬆休息，可

以預防近視。 

（  ） 5.若能堅持做到規律用眼 3010，可以減緩近視度數加

深。 

（  ） 6.看電視或用電腦時，螢幕都會發光，不必另外增加照

明。 

（  ） 7.充足的睡眠可以減緩眼軸拉長，比較不會近視。 

（  ） 8.長時間沒間斷的近距離用眼，將危害眼睛，造成近

視。 

（  ） 9.睡前點散瞳劑可以鬆弛睫狀肌，減緩近視度數增加。 

（  ） 10.使用電腦和手機，避免長時間、近距離用眼，才能

保護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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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外生活用眼情形（選擇題） 

11.每週有幾天要去安親班或補習班？ 

□都沒去 

□每週去 1天 

□每週去 2天 

□每週去 3天  

□每週去 4天 

□每週去 5天 

□每週去 6天 

12.每週放學後，有幾天去參加課後動態活動？ 

□都沒去 

□每週去 1天 

□每週去 2天 

□每週去 3天  

□每週去 4天 

□每週去 5天 

□每週去 6天 

 

三、視力狀況與矯治情形（選擇題） 

13.本學期是否到眼科醫師處檢查眼睛 

□有            □沒有 

14.本學期學校視力檢查的裸眼視力是 

□正常          □視力不良          □不知道 

 

視力正常者不必填寫 15-21題 

15.本學期眼科醫師檢查結果？ 

□不知道        □知道  

16.醫師是否建議你點睫狀肌麻痺劑眼藥水治療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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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沒有 

17.你是否配合醫師建議點眼藥水？ 

□有每天點      □一週點幾天          □都沒有 

18.醫師是否建議你配戴眼鏡？ 

□有            □沒有 

19.你是否配合醫師建議配戴眼鏡？ 

□有每天戴        □一週戴幾天          □都沒有 

20.你目前是否有戴硬性隱形眼鏡睡覺(角膜塑形)？ 

□有          □沒有 

21.你是否曾經因為戴硬性隱形眼鏡而眼睛疼痛、發炎？ 

□有          □沒有 

 

四、視力保健行為 

最近這週，有做到下列的護眼行為嗎？請依照你有做到的程度勾

選。 

日常生活的用眼情境 

每
次
做
到 

經
常
做
到 

有
時
做
到 

很
少
做
到 

從
未
做
到 

22.寫字時，能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離約 35

公分。 
     

23.看書或寫作業時會每 30分鐘就休息 10

分鐘。 
     

24.看電視時，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      

25.使用 3C產品，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

鐘。 
     

26.我會離開座位，看看遠方景物，讓眼睛

休息時。 
     

27.每天晚上九點前上床睡覺。      

28.看電視或用電腦時，會維持室內光線充

足。 
     

29.一整天，眼睛注視螢幕（電腦、電視、

手機）的累積總時數，不超過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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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在學校上課，每節下課時間會到教室外

面活動。 
     

31.放學後，會到戶外活動至少半小時。      

32.放假時，會到戶外活動至少 2小時以

上。 
     

33.到戶外活動時，我會戴遮陽帽或太陽眼

鏡。 
     

填答完畢，謝謝! 請檢查是否有漏填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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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視力保健績優學校遴選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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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推動成果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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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視力保健績優學校活化教學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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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視力保健校醫教育合作計畫暨成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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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視力保健校醫教育合作計畫暨成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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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視力保健校醫教育合作計畫暨成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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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前測交叉分析 

附表 1-1 前測-寫字時，能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離約 35公分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31.8% 40.9% 27.3% 

女 14.3% 46.4% 39.3% 

年齡    

13歲 25.0% 75.0% 0.0% 

14歲 23.5% 47.1% 29.4% 

15歲 25.0% 45.8% 29.2% 

16歲 0.0% 0.0% 100.0% 

身高    

140-149公分 50.0% 0.0% 50.0% 

150-159公分 5.3% 63.2% 31.6% 

160-169公分 28.0% 36.0% 36.0% 

170公分以上 50.0% 25.0% 25.0% 

體重    

31-39公斤 25.0% 25.0% 50.0% 

40-49公斤 19.0% 52.4% 28.6% 

50-59公斤 36.4% 36.4% 27.3% 

60-69公斤 0.0% 40.0% 60.0% 

70-79公斤 20.0% 40.0% 40.0% 

80公斤以上 25.0% 50.0% 25.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100.0% 0.0% 

國小或識字 25.0% 25.0% 50.0% 

國中 9.1% 45.5% 45.5% 

高中職 26.3% 47.4% 26.3% 

專科 0.0% 80.0% 20.0% 

大學 100.0% 0.0% 0.0% 

碩士或博士 100.0% 0.0% 0.0% 

我不清楚 14.3% 28.6% 57.1%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22.2% 22.2% 55.6% 

國中 66.7% 0.0% 33.3% 

高中職 11.8% 58.8% 29.4% 

專科 20.0% 6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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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60.0% 20.0% 2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9.1% 54.5% 36.4%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22.9% 41.7% 35.4%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100.0% 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1-2 前測-看書或寫作業時會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9.1% 18.2% 72.7% 

女 25.0% 10.7% 64.3% 

年齡    

13歲 0.0% 0.0% 100.0% 

14歲 35.3% 23.5% 41.2% 

15歲 12.5% 12.5% 75.0% 

16歲 0.0% 0.0% 100.0% 

身高    

140-149公分 0.0% 0.0% 100.0% 

150-159公分 26.3% 15.8% 57.9% 

160-169公分 16.0% 12.0% 72.0% 

170公分以上 0.0% 25.0% 75.0% 

體重    

31-39公斤 50.0% 0.0% 50.0% 

40-49公斤 19.0% 14.3% 66.7% 

50-59公斤 18.2% 9.1% 72.7% 

60-69公斤 0.0% 20.0% 80.0% 

70-79公斤 0.0% 20.0% 80.0% 

80公斤以上 25.0% 25.0% 5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100.0% 

國小或識字 25.0% 25.0% 50.0% 

國中 9.1% 18.2% 72.7% 

高中職 10.5% 10.5% 78.9% 

專科 40.0% 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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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100.0% 0.0% 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100.0% 

我不清楚 14.3% 28.6% 57.1%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11.1% 11.1% 77.8% 

國中 0.0% 0.0% 100.0% 

高中職 17.6% 11.8% 70.6% 

專科 0.0% 20.0% 80.0% 

大學 60.0% 0.0% 4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18.2% 27.3% 54.5%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18.8% 14.6% 66.7%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0.0% 10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1-3 前測-看電視時，每 30分鐘就休息 10 分鐘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13.6% 9.1% 77.3% 

女 17.9% 17.9% 64.3% 

年齡    

13歲 25.0% 0.0% 75.0% 

14歲 17.6% 29.4% 52.9% 

15歲 12.5% 8.3% 79.2% 

16歲 20.0% 0.0% 80.0% 

身高    

140-149公分 0.0% 0.0% 100.0% 

150-159公分 21.1% 15.8% 63.2% 

160-169公分 16.0% 16.0% 68.0% 

170公分以上 0.0% 0.0% 100.0% 

體重    

31-39公斤 25.0% 25.0% 50.0% 

40-49公斤 19.0% 23.8% 57.1% 

50-59公斤 27.3% 9.1%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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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9公斤 0.0% 0.0% 100.0% 

70-79公斤 0.0% 0.0% 100.0% 

80公斤以上 0.0% 0.0% 10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100.0% 

國小或識字 0.0% 25.0% 75.0% 

國中 9.1% 0.0% 90.9% 

高中職 21.1% 15.8% 63.2% 

專科 40.0% 0.0% 60.0% 

大學 0.0% 100.0% 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100.0% 

我不清楚 14.3% 14.3% 71.4%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11.1% 11.1% 77.8% 

國中 33.3% 0.0% 66.7% 

高中職 17.6% 11.8% 70.6% 

專科 40.0% 0.0% 60.0% 

大學 0.0% 60.0% 4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9.1% 9.1% 81.8%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16.7% 14.6% 68.8%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0.0% 10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1-4 前測-使用 3C 產品，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0.0% 4.5% 95.5% 

女 10.7% 7.1% 82.1% 

年齡    

13歲 0.0% 0.0% 100.0% 

14歲 17.6% 5.9% 76.5% 

15歲 0.0% 8.3% 91.7% 

16歲 0.0% 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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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    

140-149公分 0.0% 0.0% 100.0% 

150-159公分 15.8% 5.3% 78.9% 

160-169公分 0.0% 8.0% 92.0% 

170公分以上 0.0% 0.0% 100.0% 

體重    

31-39公斤 25.0% 0.0% 75.0% 

40-49公斤 9.5% 9.5% 81.0% 

50-59公斤 0.0% 9.1% 90.9% 

60-69公斤 0.0% 0.0% 100.0% 

70-79公斤 0.0% 0.0% 100.0% 

80公斤以上 0.0% 0.0% 10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100.0% 

國小或識字 0.0% 0.0% 100.0% 

國中 0.0% 0.0% 100.0% 

高中職 0.0% 5.3% 94.7% 

專科 20.0% 0.0% 80.0% 

大學 0.0% 100.0% 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100.0% 

我不清楚 28.6% 0.0% 71.4%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0.0% 100.0% 

國中 0.0% 0.0% 100.0% 

高中職 5.9% 5.9% 88.2% 

專科 0.0% 0.0% 100.0% 

大學 0.0% 40.0% 6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18.2% 0.0% 81.8%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6.3% 6.3% 87.5%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0.0% 10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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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 前測-我會離開座位，看看遠方景物，讓眼睛休息時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18.2% 40.9% 40.9% 

女 21.4% 32.1% 46.4% 

年齡    

13歲 25.0% 0.0% 75.0% 

14歲 23.5% 35.3% 41.2% 

15歲 20.8% 41.7% 37.5% 

16歲 0.0% 40.0% 60.0% 

身高    

140-149公分 0.0% 50.0% 50.0% 

150-159公分 26.3% 15.8% 57.9% 

160-169公分 20.0% 44.0% 36.0% 

170公分以上 0.0% 75.0% 25.0% 

體重    

31-39公斤 25.0% 0.0% 75.0% 

40-49公斤 28.6% 33.3% 38.1% 

50-59公斤 18.2% 27.3% 54.5% 

60-69公斤 0.0% 80.0% 20.0% 

70-79公斤 0.0% 40.0% 60.0% 

80公斤以上 25.0% 50.0% 25.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10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25.0% 75.0% 

國中 9.1% 36.4% 54.5% 

高中職 15.8% 52.6% 31.6% 

專科 20.0% 40.0% 40.0% 

大學 50.0% 0.0% 50.0% 

碩士或博士 0.0% 100.0% 0.0% 

我不清楚 42.9% 0.0% 57.1%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22.2% 44.4% 33.3% 

國中 0.0% 0.0% 100.0% 

高中職 17.6% 41.2% 41.2% 

專科 0.0% 60.0% 40.0% 

大學 20.0% 2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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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36.4% 27.3% 36.4%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20.8% 35.4% 43.8%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50.0% 5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1-6 前測-每天晚上九點前上床睡覺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18.2% 4.5% 77.3% 

女 0.0% 14.3% 85.7% 

年齡    

13歲 0.0% 0.0% 100.0% 

14歲 5.9% 11.8% 82.4% 

15歲 8.3% 12.5% 79.2% 

16歲 20.0% 0.0% 80.0% 

身高    

140-149公分 0.0% 0.0% 100.0% 

150-159公分 10.5% 10.5% 78.9% 

160-169公分 8.0% 12.0% 80.0% 

170公分以上 0.0% 0.0% 100.0% 

體重    

31-39公斤 0.0% 0.0% 100.0% 

40-49公斤 4.8% 9.5% 85.7% 

50-59公斤 0.0% 9.1% 90.9% 

60-69公斤 20.0% 20.0% 60.0% 

70-79公斤 0.0% 20.0% 80.0% 

80公斤以上 50.0% 0.0% 5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10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25.0% 0.0% 75.0% 

國中 9.1% 0.0% 90.9% 

高中職 5.3% 5.3% 89.5% 

專科 0.0% 20.0% 80.0% 

大學 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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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或博士 0.0% 0.0% 100.0% 

我不清楚 0.0% 28.6% 71.4%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11.1% 11.1% 77.8% 

國中 0.0% 0.0% 100.0% 

高中職 5.9% 0.0% 94.1% 

專科 0.0% 0.0% 100.0% 

大學 0.0% 20.0% 8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18.2% 27.3% 54.5%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6.3% 10.4% 83.3%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50.0% 0.0% 5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1-7 前測-看電視或用電腦時，會維持室內光線充足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59.1% 27.3% 13.6% 

女 82.1% 3.6% 14.3% 

年齡    

13歲 75.0% 0.0% 25.0% 

14歲 82.4% 0.0% 17.6% 

15歲 62.5% 25.0% 12.5% 

16歲 80.0% 20.0% 0.0% 

身高    

140-149公分 100.0% 0.0% 0.0% 

150-159公分 63.2% 21.1% 15.8% 

160-169公分 76.0% 12.0% 12.0% 

170公分以上 75.0% 0.0% 25.0% 

體重    

31-39公斤 100.0% 0.0% 0.0% 

40-49公斤 66.7% 14.3% 19.0% 

50-59公斤 63.6% 18.2% 18.2% 

60-69公斤 10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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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9公斤 80.0% 0.0% 20.0% 

80公斤以上 50.0% 50.0% 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10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50.0% 50.0% 0.0% 

國中 72.7% 9.1% 18.2% 

高中職 63.2% 10.5% 26.3% 

專科 100.0% 0.0% 0.0% 

大學 100.0% 0.0% 0.0% 

碩士或博士 100.0% 0.0% 0.0% 

我不清楚 71.4% 28.6% 0.0%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66.7% 22.2% 11.1% 

國中 66.7% 0.0% 33.3% 

高中職 70.6% 11.8% 17.6% 

專科 80.0% 20.0% 0.0% 

大學 80.0% 0.0% 2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72.7% 18.2% 9.1%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72.9% 12.5% 14.6%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50.0% 50.0% 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1-8 前測-一整天，眼睛注視螢幕（電腦、電視、手機）的累積總時數，不

超過 1小時。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0.0% 4.5% 95.5% 

女 10.7% 14.3% 75.0% 

年齡    

13歲 0.0% 25.0% 75.0% 

14歲 11.8% 11.8% 76.5% 

15歲 4.2% 8.3% 87.5% 

16歲 0.0% 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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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    

140-149公分 0.0% 0.0% 100.0% 

150-159公分 10.5% 15.8% 73.7% 

160-169公分 4.0% 8.0% 88.0% 

170公分以上 0.0% 0.0% 100.0% 

體重    

31-39公斤 0.0% 0.0% 100.0% 

40-49公斤 14.3% 14.3% 71.4% 

50-59公斤 0.0% 9.1% 90.9% 

60-69公斤 0.0% 20.0% 80.0% 

70-79公斤 0.0% 0.0% 100.0% 

80公斤以上 0.0% 0.0% 10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100.0% 

國小或識字 25.0% 0.0% 75.0% 

國中 0.0% 9.1% 90.9% 

高中職 0.0% 10.5% 89.5% 

專科 0.0% 20.0% 80.0% 

大學 50.0% 50.0% 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100.0% 

我不清楚 14.3% 0.0% 85.7%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11.1% 0.0% 88.9% 

國中 0.0% 0.0% 100.0% 

高中職 0.0% 17.6% 82.4% 

專科 0.0% 20.0% 80.0% 

大學 20.0% 20.0% 6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9.1% 0.0% 90.9%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6.3% 10.4% 83.3%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0.0% 10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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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9 前測-在學校上課，每節下課時間會到教室外面活動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36.4% 45.5% 18.2% 

女 28.6% 35.7% 35.7% 

年齡    

13歲 25.0% 50.0% 25.0% 

14歲 58.8% 11.8% 29.4% 

15歲 20.8% 58.3% 20.8% 

16歲 0.0% 40.0% 60.0% 

身高    

140-149公分 50.0% 50.0% 0.0% 

150-159公分 15.8% 36.8% 47.4% 

160-169公分 44.0% 40.0% 16.0% 

170公分以上 25.0% 50.0% 25.0% 

體重    

31-39公斤 25.0% 50.0% 25.0% 

40-49公斤 33.3% 23.8% 42.9% 

50-59公斤 36.4% 45.5% 18.2% 

60-69公斤 20.0% 60.0% 20.0% 

70-79公斤 40.0% 40.0% 20.0% 

80公斤以上 25.0% 75.0% 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10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50.0% 50.0% 

國中 18.2% 45.5% 36.4% 

高中職 52.6% 26.3% 21.1% 

專科 0.0% 100.0% 0.0% 

大學 100.0% 0.0% 0.0% 

碩士或博士 0.0% 100.0% 0.0% 

我不清楚 14.3% 28.6% 57.1%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11.1% 33.3% 55.6% 

國中 0.0% 66.7% 33.3% 

高中職 41.2% 35.3% 23.5% 

專科 0.0% 100.0% 0.0% 

大學 10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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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27.3% 36.4% 36.4%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31.3% 39.6% 29.2%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50.0% 50.0% 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1-10 前測-放學後，會到戶外活動至少半小時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40.9% 18.2% 40.9% 

女 21.4% 21.4% 57.1% 

年齡    

13歲 25.0% 0.0% 75.0% 

14歲 41.2% 17.6% 41.2% 

15歲 25.0% 29.2% 45.8% 

16歲 20.0% 0.0% 80.0% 

身高    

140-149公分 0.0% 0.0% 100.0% 

150-159公分 21.1% 21.1% 57.9% 

160-169公分 36.0% 24.0% 40.0% 

170公分以上 50.0% 0.0% 50.0% 

體重    

31-39公斤 25.0% 0.0% 75.0% 

40-49公斤 33.3% 23.8% 42.9% 

50-59公斤 18.2% 27.3% 54.5% 

60-69公斤 20.0% 20.0% 60.0% 

70-79公斤 20.0% 0.0% 80.0% 

80公斤以上 75.0% 25.0% 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100.0% 

國小或識字 25.0% 50.0% 25.0% 

國中 18.2% 9.1% 72.7% 

高中職 42.1% 15.8% 42.1% 

專科 40.0% 40.0% 20.0% 

大學 50.0% 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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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或博士 0.0% 0.0% 100.0% 

我不清楚 14.3% 28.6% 57.1%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22.2% 22.2% 55.6% 

國中 0.0% 0.0% 100.0% 

高中職 41.2% 11.8% 47.1% 

專科 40.0% 20.0% 40.0% 

大學 40.0% 20.0% 4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18.2% 36.4% 45.5%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29.2% 18.8% 52.1%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50.0% 50.0% 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1-11 前測-放假時，會到戶外活動至少 2小時以上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36.4% 18.2% 45.5% 

女 42.9% 21.4% 35.7% 

年齡    

13歲 50.0% 25.0% 25.0% 

14歲 70.6% 5.9% 23.5% 

15歲 20.8% 33.3% 45.8% 

16歲 20.0% 0.0% 80.0% 

身高    

140-149公分 0.0% 0.0% 100.0% 

150-159公分 31.6% 31.6% 36.8% 

160-169公分 52.0% 12.0% 36.0% 

170公分以上 25.0% 25.0% 50.0% 

體重    

31-39公斤 50.0% 0.0% 50.0% 

40-49公斤 47.6% 23.8% 28.6% 

50-59公斤 27.3% 18.2% 54.5% 

60-69公斤 20.0%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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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9公斤 60.0% 20.0% 20.0% 

80公斤以上 25.0% 0.0% 75.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10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0.0% 100.0% 

國中 9.1% 36.4% 54.5% 

高中職 57.9% 10.5% 31.6% 

專科 40.0% 40.0% 20.0% 

大學 100.0% 0.0% 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100.0% 

我不清楚 57.1% 14.3% 28.6%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22.2% 11.1% 66.7% 

國中 33.3% 0.0% 66.7% 

高中職 41.2% 17.6% 41.2% 

專科 20.0% 40.0% 40.0% 

大學 80.0% 0.0% 2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45.5% 36.4% 18.2%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39.6% 20.8% 39.6%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50.0% 0.0% 5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1-12 前測-到戶外活動時，我會戴遮陽帽或太陽眼鏡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13.6% 13.6% 72.7% 

女 14.3% 17.9% 67.9% 

年齡    

13歲 25.0% 0.0% 75.0% 

14歲 11.8% 17.6% 70.6% 

15歲 8.3% 20.8% 70.8% 

16歲 40.0% 0.0% 60.0%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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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49公分 0.0% 0.0% 100.0% 

150-159公分 10.5% 0.0% 89.5% 

160-169公分 16.0% 28.0% 56.0% 

170公分以上 25.0% 25.0% 50.0% 

體重    

31-39公斤 0.0% 0.0% 100.0% 

40-49公斤 9.5% 23.8% 66.7% 

50-59公斤 18.2% 9.1% 72.7% 

60-69公斤 40.0% 0.0% 60.0% 

70-79公斤 20.0% 20.0% 60.0% 

80公斤以上 0.0% 25.0% 75.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100.0% 

國小或識字 25.0% 0.0% 75.0% 

國中 18.2% 0.0% 81.8% 

高中職 15.8% 21.1% 63.2% 

專科 0.0% 40.0% 60.0% 

大學 0.0% 50.0% 5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100.0% 

我不清楚 14.3% 14.3% 71.4%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22.2% 0.0% 77.8% 

國中 33.3% 0.0% 66.7% 

高中職 11.8% 11.8% 76.5% 

專科 0.0% 40.0% 60.0% 

大學 20.0% 40.0% 4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9.1% 18.2% 72.7%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14.6% 16.7% 68.8%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0.0% 10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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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後測交叉分析 

附表 2-1 前測-寫字時，能維持眼睛與簿本的距離約 35公分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36.4% 40.9% 22.7% 

女 21.4% 53.6% 25.0% 

年齡    

13歲 0.0% 100.0% 0.0% 

14歲 41.2% 47.1% 11.8% 

15歲 25.0% 45.8% 29.2% 

16歲 20.0% 20.0% 60.0% 

身高    

140-149公分 50.0% 50.0% 0.0% 

150-159公分 15.8% 52.6% 31.6% 

160-169公分 32.0% 44.0% 24.0% 

170公分以上 50.0% 50.0% 0.0% 

體重    

31-39公斤 25.0% 50.0% 25.0% 

40-49公斤 38.1% 47.6% 14.3% 

50-59公斤 36.4% 27.3% 36.4% 

60-69公斤 20.0% 60.0% 20.0% 

70-79公斤 0.0% 60.0% 40.0% 

80公斤以上 0.0% 75.0% 25.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10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50.0% 50.0% 

國中 18.2% 63.6% 18.2% 

高中職 31.6% 42.1% 26.3% 

專科 20.0% 80.0% 0.0% 

大學 100.0% 0.0% 0.0% 

碩士或博士 100.0% 0.0% 0.0% 

我不清楚 14.3% 42.9% 42.9%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66.7% 33.3% 

國中 33.3% 33.3% 33.3% 

高中職 35.3% 35.3%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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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20.0% 80.0% 0.0% 

大學 60.0% 40.0% 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27.3% 45.5% 27.3%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29.2% 47.9% 22.9%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50.0% 5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2-2 前測-看書或寫作業時會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22.7% 9.1% 68.2% 

女 17.9% 25.0% 57.1% 

年齡    

13歲 0.0% 0.0% 100.0% 

14歲 35.3% 23.5% 41.2% 

15歲 16.7% 16.7% 66.7% 

16歲 0.0% 20.0% 80.0% 

身高    

140-149公分 50.0% 0.0% 50.0% 

150-159公分 10.5% 31.6% 57.9% 

160-169公分 28.0% 8.0% 64.0% 

170公分以上 0.0% 25.0% 75.0% 

體重    

31-39公斤 25.0% 25.0% 50.0% 

40-49公斤 23.8% 33.3% 42.9% 

50-59公斤 18.2% 0.0% 81.8% 

60-69公斤 20.0% 20.0% 60.0% 

70-79公斤 0.0% 0.0% 100.0% 

80公斤以上 25.0% 0.0% 75.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100.0% 

國小或識字 0.0% 50.0% 50.0% 

國中 9.1% 27.3% 63.6% 

高中職 21.1% 5.3%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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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20.0% 20.0% 60.0% 

大學 100.0% 0.0% 0.0% 

碩士或博士 100.0% 0.0% 0.0% 

我不清楚 14.3% 28.6% 57.1%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33.3% 66.7% 

國中 0.0% 0.0% 100.0% 

高中職 17.6% 11.8% 70.6% 

專科 20.0% 40.0% 40.0% 

大學 60.0% 0.0% 4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27.3% 18.2% 54.5%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18.8% 18.8% 62.5%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50.0% 0.0% 5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2-3 前測-看電視時，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18.2% 22.7% 59.1% 

女 32.1% 21.4% 46.4% 

年齡    

13歲 0.0% 0.0% 100.0% 

14歲 29.4% 23.5% 47.1% 

15歲 25.0% 29.2% 45.8% 

16歲 40.0% 0.0% 60.0% 

身高    

140-149公分 0.0% 100.0% 0.0% 

150-159公分 26.3% 21.1% 52.6% 

160-169公分 24.0% 20.0% 56.0% 

170公分以上 50.0% 0.0% 50.0% 

體重    

31-39公斤 25.0% 75.0% 0.0% 

40-49公斤 33.3% 23.8%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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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9公斤 36.4% 18.2% 45.5% 

60-69公斤 20.0% 20.0% 60.0% 

70-79公斤 0.0% 0.0% 100.0% 

80公斤以上 0.0% 0.0% 10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100.0% 

國小或識字 0.0% 25.0% 75.0% 

國中 9.1% 36.4% 54.5% 

高中職 36.8% 5.3% 57.9% 

專科 40.0% 20.0% 40.0% 

大學 50.0% 50.0% 0.0% 

碩士或博士 0.0% 100.0% 0.0% 

我不清楚 28.6% 28.6% 42.9%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33.3% 66.7% 

國中 33.3% 0.0% 66.7% 

高中職 35.3% 5.9% 58.8% 

專科 20.0% 40.0% 40.0% 

大學 40.0% 40.0% 2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27.3% 27.3% 45.5%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27.1% 22.9% 50.0%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0.0% 10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2-4 前測-使用 3C產品，每 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9.1% 13.6% 77.3% 

女 7.1% 17.9% 75.0% 

年齡    

13歲 0.0% 0.0% 100.0% 

14歲 11.8% 17.6% 70.6% 

15歲 4.2% 20.8%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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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歲 20.0% 0.0% 80.0% 

身高    

140-149公分 0.0% 50.0% 50.0% 

150-159公分 5.3% 21.1% 73.7% 

160-169公分 8.0% 12.0% 80.0% 

170公分以上 25.0% 0.0% 75.0% 

體重    

31-39公斤 0.0% 25.0% 75.0% 

40-49公斤 14.3% 23.8% 61.9% 

50-59公斤 0.0% 18.2% 81.8% 

60-69公斤 20.0% 0.0% 80.0% 

70-79公斤 0.0% 0.0% 100.0% 

80公斤以上 0.0% 0.0% 10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100.0% 

國小或識字 0.0% 0.0% 100.0% 

國中 9.1% 18.2% 72.7% 

高中職 5.3% 10.5% 84.2% 

專科 0.0% 20.0% 80.0% 

大學 50.0% 50.0% 0.0% 

碩士或博士 0.0% 100.0% 0.0% 

我不清楚 14.3% 14.3% 71.4%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11.1% 88.9% 

國中 0.0% 0.0% 100.0% 

高中職 11.8% 11.8% 76.5% 

專科 0.0% 40.0% 60.0% 

大學 20.0% 20.0% 6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9.1% 18.2% 72.7%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8.3% 16.7% 75.0%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0.0% 10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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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5 前測-我會離開座位，看看遠方景物，讓眼睛休息時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13.6% 54.5% 31.8% 

女 35.7% 28.6% 35.7% 

年齡    

13歲 0.0% 50.0% 50.0% 

14歲 47.1% 23.5% 29.4% 

15歲 16.7% 54.2% 29.2% 

16歲 20.0% 20.0% 60.0% 

身高    

140-149公分 50.0% 0.0% 50.0% 

150-159公分 26.3% 31.6% 42.1% 

160-169公分 24.0% 44.0% 32.0% 

170公分以上 25.0% 75.0% 0.0% 

體重    

31-39公斤 25.0% 0.0% 75.0% 

40-49公斤 47.6% 33.3% 19.0% 

50-59公斤 9.1% 36.4% 54.5% 

60-69公斤 20.0% 60.0% 20.0% 

70-79公斤 0.0% 60.0% 40.0% 

80公斤以上 0.0% 75.0% 25.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100.0% 0.0% 

國小或識字 25.0% 50.0% 25.0% 

國中 18.2% 45.5% 36.4% 

高中職 21.1% 47.4% 31.6% 

專科 40.0% 40.0% 20.0% 

大學 50.0% 0.0% 50.0% 

碩士或博士 100.0% 0.0% 0.0% 

我不清楚 28.6% 14.3% 57.1%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11.1% 66.7% 22.2% 

國中 0.0% 33.3% 66.7% 

高中職 41.2% 23.5% 35.3% 

專科 40.0% 40.0% 20.0% 

大學 20.0% 2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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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18.2% 54.5% 27.3%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25.0% 39.6% 35.4%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50.0% 50.0% 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2-6 前測-每天晚上九點前上床睡覺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27.3% 4.5% 68.2% 

女 7.1% 7.1% 85.7% 

年齡    

13歲 0.0% 0.0% 100.0% 

14歲 5.9% 11.8% 82.4% 

15歲 16.7% 4.2% 79.2% 

16歲 60.0% 0.0% 40.0% 

身高    

140-149公分 0.0% 0.0% 100.0% 

150-159公分 15.8% 10.5% 73.7% 

160-169公分 16.0% 4.0% 80.0% 

170公分以上 25.0% 0.0% 75.0% 

體重    

31-39公斤 0.0% 0.0% 100.0% 

40-49公斤 19.0% 4.8% 76.2% 

50-59公斤 9.1% 18.2% 72.7% 

60-69公斤 20.0% 0.0% 80.0% 

70-79公斤 0.0% 0.0% 100.0% 

80公斤以上 50.0% 0.0% 5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10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25.0% 0.0% 75.0% 

國中 18.2% 9.1% 72.7% 

高中職 10.5% 5.3% 84.2% 

專科 0.0% 0.0% 100.0% 

大學 50.0% 5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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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或博士 0.0% 0.0% 100.0% 

我不清楚 14.3% 0.0% 85.7%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11.1% 11.1% 77.8% 

國中 33.3% 0.0% 66.7% 

高中職 17.6% 5.9% 76.5% 

專科 0.0% 0.0% 100.0% 

大學 20.0% 20.0% 6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18.2% 0.0% 81.8%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16.7% 6.3% 77.1%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0.0% 10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2-7 前測-看電視或用電腦時，會維持室內光線充足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59.1% 31.8% 9.1% 

女 67.9% 25.0% 7.1% 

年齡    

13歲 0.0% 50.0% 50.0% 

14歲 64.7% 23.5% 11.8% 

15歲 75.0% 25.0% 0.0% 

16歲 60.0% 40.0% 0.0% 

身高    

140-149公分 50.0% 50.0% 0.0% 

150-159公分 68.4% 26.3% 5.3% 

160-169公分 68.0% 24.0% 8.0% 

170公分以上 25.0% 50.0% 25.0% 

體重    

31-39公斤 75.0% 25.0% 0.0% 

40-49公斤 76.2% 23.8% 0.0% 

50-59公斤 63.6% 18.2% 18.2% 

60-69公斤 40.0% 6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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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9公斤 40.0% 20.0% 40.0% 

80公斤以上 50.0% 50.0% 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10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100.0% 0.0% 0.0% 

國中 45.5% 45.5% 9.1% 

高中職 63.2% 26.3% 10.5% 

專科 80.0% 20.0% 0.0% 

大學 100.0% 0.0% 0.0% 

碩士或博士 100.0% 0.0% 0.0% 

我不清楚 42.9% 42.9% 14.3%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66.7% 22.2% 11.1% 

國中 33.3% 33.3% 33.3% 

高中職 76.5% 17.6% 5.9% 

專科 80.0% 20.0% 0.0% 

大學 40.0% 60.0% 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54.5% 36.4% 9.1%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64.6% 27.1% 8.3%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50.0% 50.0% 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2-8 前測-一整天，眼睛注視螢幕（電腦、電視、手機）的累積總時數，不超過 1小時。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9.1% 9.1% 81.8% 

女 21.4% 35.7% 42.9% 

年齡    

13歲 0.0% 0.0% 100.0% 

14歲 29.4% 11.8% 58.8% 

15歲 8.3% 29.2% 62.5% 

16歲 20.0% 60.0% 20.0%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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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49公分 0.0% 50.0% 50.0% 

150-159公分 26.3% 26.3% 47.4% 

160-169公分 8.0% 20.0% 72.0% 

170公分以上 25.0% 25.0% 50.0% 

體重    

31-39公斤 25.0% 25.0% 50.0% 

40-49公斤 23.8% 33.3% 42.9% 

50-59公斤 18.2% 18.2% 63.6% 

60-69公斤 0.0% 40.0% 60.0% 

70-79公斤 0.0% 0.0% 100.0% 

80公斤以上 0.0% 0.0% 10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100.0% 

國小或識字 25.0% 0.0% 75.0% 

國中 9.1% 18.2% 72.7% 

高中職 21.1% 21.1% 57.9% 

專科 0.0% 40.0% 60.0% 

大學 0.0% 50.0% 50.0% 

碩士或博士 0.0% 100.0% 0.0% 

我不清楚 28.6% 28.6% 42.9%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11.1% 22.2% 66.7% 

國中 0.0% 33.3% 66.7% 

高中職 29.4% 23.5% 47.1% 

專科 0.0% 20.0% 80.0% 

大學 0.0% 40.0% 6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18.2% 18.2% 63.6%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16.7% 25.0% 58.3%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0.0% 10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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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9 前測-在學校上課，每節下課時間會到教室外面活動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45.5% 31.8% 22.7% 

女 35.7% 42.9% 21.4% 

年齡    

13歲 75.0% 25.0% 0.0% 

14歲 70.6% 17.6% 11.8% 

15歲 20.8% 50.0% 29.2% 

16歲 0.0% 60.0% 40.0% 

身高    

140-149公分 50.0% 50.0% 0.0% 

150-159公分 15.8% 52.6% 31.6% 

160-169公分 52.0% 28.0% 20.0% 

170公分以上 75.0% 25.0% 0.0% 

體重    

31-39公斤 50.0% 0.0% 50.0% 

40-49公斤 28.6% 52.4% 19.0% 

50-59公斤 45.5% 27.3% 27.3% 

60-69公斤 60.0% 40.0% 0.0% 

70-79公斤 60.0% 20.0% 20.0% 

80公斤以上 25.0% 50.0% 25.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10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50.0% 50.0% 

國中 36.4% 54.5% 9.1% 

高中職 57.9% 21.1% 21.1% 

專科 20.0% 60.0% 20.0% 

大學 100.0% 0.0% 0.0% 

碩士或博士 0.0% 100.0% 0.0% 

我不清楚 28.6% 28.6% 42.9%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33.3% 22.2% 44.4% 

國中 33.3% 0.0% 66.7% 

高中職 47.1% 35.3% 17.6% 

專科 0.0% 100.0% 0.0% 

大學 100.0% 0.0% 0.0% 



 

 

 

66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27.3% 54.5% 18.2%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37.5% 39.6% 22.9%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100.0% 0.0% 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2-10 前測-放學後，會到戶外活動至少半小時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40.9% 31.8% 27.3% 

女 21.4% 32.1% 46.4% 

年齡    

13歲 0.0% 75.0% 25.0% 

14歲 47.1% 17.6% 35.3% 

15歲 25.0% 29.2% 45.8% 

16歲 20.0% 60.0% 20.0% 

身高    

140-149公分 0.0% 0.0% 100.0% 

150-159公分 31.6% 26.3% 42.1% 

160-169公分 32.0% 36.0% 32.0% 

170公分以上 25.0% 50.0% 25.0% 

體重    

31-39公斤 25.0% 0.0% 75.0% 

40-49公斤 38.1% 28.6% 33.3% 

50-59公斤 18.2% 45.5% 36.4% 

60-69公斤 20.0% 60.0% 20.0% 

70-79公斤 0.0% 20.0% 80.0% 

80公斤以上 75.0% 25.0% 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10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25.0% 75.0% 

國中 27.3% 54.5% 18.2% 

高中職 36.8% 21.1% 42.1% 

專科 20.0% 20.0% 60.0% 

大學 0.0% 1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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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或博士 0.0% 0.0% 100.0% 

我不清楚 42.9% 28.6% 28.6%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11.1% 44.4% 44.4% 

國中 66.7% 33.3% 0.0% 

高中職 47.1% 17.6% 35.3% 

專科 20.0% 0.0% 80.0% 

大學 0.0% 60.0% 4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27.3% 45.5% 27.3%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27.1% 33.3% 39.6%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100.0% 0.0% 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2-11 前測-放假時，會到戶外活動至少 2小時以上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31.8% 22.7% 45.5% 

女 39.3% 32.1% 28.6% 

年齡    

13歲 25.0% 0.0% 75.0% 

14歲 64.7% 11.8% 23.5% 

15歲 25.0% 33.3% 41.7% 

16歲 0.0% 80.0% 20.0% 

身高    

140-149公分 0.0% 0.0% 100.0% 

150-159公分 36.8% 31.6% 31.6% 

160-169公分 40.0% 28.0% 32.0% 

170公分以上 25.0% 25.0% 50.0% 

體重    

31-39公斤 50.0% 0.0% 50.0% 

40-49公斤 52.4% 23.8% 23.8% 

50-59公斤 18.2% 27.3% 54.5% 

60-69公斤 40.0% 4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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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9公斤 0.0% 40.0% 60.0% 

80公斤以上 25.0% 50.0% 25.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10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50.0% 50.0% 

國中 18.2% 36.4% 45.5% 

高中職 42.1% 10.5% 47.4% 

專科 60.0% 40.0% 0.0% 

大學 100.0% 0.0% 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100.0% 

我不清楚 28.6% 57.1% 14.3%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0.0% 22.2% 77.8% 

國中 33.3% 33.3% 33.3% 

高中職 47.1% 23.5% 29.4% 

專科 40.0% 20.0% 40.0% 

大學 60.0% 0.0% 4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36.4% 54.5% 9.1%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35.4% 29.2% 35.4%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50.0% 0.0% 5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附表 2-12 前測-到戶外活動時，我會戴遮陽帽或太陽眼鏡 

  有做到 有時做到 少做到 

性別    

男 22.7% 4.5% 72.7% 

女 17.9% 21.4% 60.7% 

年齡    

13歲 0.0% 25.0% 75.0% 

14歲 23.5% 17.6% 58.8% 

15歲 16.7% 8.3% 75.0% 

16歲 40.0% 20.0% 40.0%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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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49公分 50.0% 0.0% 50.0% 

150-159公分 15.8% 26.3% 57.9% 

160-169公分 20.0% 8.0% 72.0% 

170公分以上 25.0% 0.0% 75.0% 

體重 

31-39公斤 25.0% 25.0% 50.0% 

40-49公斤 23.8% 19.0% 57.1% 

50-59公斤 18.2% 9.1% 72.7% 

60-69公斤 40.0% 0.0% 60.0% 

70-79公斤 0.0% 20.0% 80.0% 

80公斤以上 0.0% 0.0% 100.0% 

父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100.0% 

國小或識字 0.0% 25.0% 75.0% 

國中 27.3% 18.2% 54.5% 

高中職 21.1% 10.5% 68.4% 

專科 20.0% 20.0% 60.0% 

大學 0.0% 0.0% 10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100.0% 

我不清楚 28.6% 14.3% 57.1% 

母親教育 

不識字 0.0% 0.0% 0.0% 

國小或識字 11.1% 22.2% 66.7% 

國中 33.3% 33.3% 33.3% 

高中職 23.5% 5.9% 70.6% 

專科 20.0% 0.0% 80.0% 

大學 20.0% 20.0% 60.0% 

碩士或博士 0.0% 0.0% 0.0% 

我不清楚 18.2% 18.2% 63.6% 

照顧者 

父母或繼父母 20.8% 14.6% 64.6%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0.0% 0.0% 100.0% 

父系的親戚 0.0% 0.0% 0.0% 

母系的親戚 0.0% 0.0% 0.0% 

其他 0.0% 0.0%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