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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菸檳防制推廣計畫成果報告 

壹、 背景 

一、研究背景 

    青少年吸菸危害身體甚鉅，吸菸造成的危害來自於尼古丁、一氧化碳和焦油。（賴

志冠，2015）尼古丁容易使吸食者產生依賴，如突然停止吸菸，將會產生戒斷症狀。

吸菸者內長期存在著一氧化碳，缺乏足夠氧氣而影響人體的氧氣交換機制。而焦油附

著手、口、呼吸道與肺部，容易產生癌症發生。而近期吸引青少年廣泛使用的電子

煙，以有助戒菸為號召蔚為風潮。（吳彥霖、唐憶淨、朱為民，2021）但電子煙的危害

不亞於一般紙菸，其成分包含尼古丁、丙二醇、丁二酮，呼出氣體內含多環芳香烴、

亞硝胺等有害物質，不僅對吸食者自身健康造成危害，產生的二手菸亦戕害他人身

體。此外電子煙製造商良莠不齊，煙油、鋰電池皆有可能造成其他的危害。在檳榔危

害的部分，（林安乙、黃育萱、吳岱穎、郭冠良、賴鴻毅、李孟澤，2020）依據 2003

年 IARC(International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已確認檳榔為第 1

類致癌物。口腔癌、口腔黏膜下纖維化、口腔白斑症等癌前病變、咽癌、喉癌、食道

癌、胃癌與肝癌也與檳榔有關。荖花、荖藤含有黃樟素(Safrole)，為第 2 類致癌物

(Group 2B)，對人類及動物皆可能有致癌性。此外檳榔亦會引發氣喘、心悸、磨損牙

齒、口腔造成相關病變。。 

    菸檳防制成為中央、地方政府與各級學校健康促進的重要課題。依據衛生福利部

在民國 108 年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結果顯示，國中學生吸菸率由 97 年的 7.8%降至 107

年的 3.0%，已經降低超過一半；另，高中職學生吸菸率由 96 年的 14.8%降至 108 年的

8.4%，已有大幅下降。但新興菸品的使用率國中學生使用率從 103 年的 1.98％升至

108 年的 2.5％；高中生使用率從 103 年的 2.08％升至 108 年的 5.60％皆有顯著增加。

依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統計新北市無論在國高中生吸菸率、電子煙使用率皆高於全國

數據，且本校近期亦查獲學生使用菸品案件時，不乏有使用新興菸品的案例，顯見菸

檳防制議題無論在新北市或本校皆是重要課題。 

二、本校背景 

    本校為一所完全中學，有高中部 39 班及國中部 22 班，特教班 1 班，進修部 3

班，並附設有幼兒園 3 班，現有教職員工 195 人，學生共 1963 人。本校目前經查獲有

吸菸（含電子煙）的學生共 20 人，嚼食檳榔人數 0 人。探究學校背景因素，本校位於

三重的鬧區附近，但鄰近臺北市，在交通便利的因素下，許多社經背景較佳的學生跨

區至臺北市就讀。因此入學學生的家長社經地位普遍趨於弱勢，家庭功能也較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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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陳琬菁、李景美，2012）依據研究指出子女知覺家長在家執行預防吸菸措施的情

況會與其父母的職業、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意即父母親的職業

專業性愈低、教育程度愈低、及父母分居、離婚或單親的子女，則其知覺家長預防吸

菸措施做得愈差、愈少；而子女知覺家長預防吸菸措施做得愈差、愈少，則其吸菸行

為可能性愈高、未來吸菸意向也愈高。因此學生生活在單親或父母社經地位愈低的家

庭中，對其吸菸行為與吸菸意向皆具影響。此顯見弱勢家庭比例偏高亦產生學生吸

菸、吃檳榔的風險。再者，三重宮廟超過 300 間，密度居於全國之冠， 學校附近有數

個宮廟，邀集學生加入陣頭，時常提供菸、檳作為誘因。總括上列因素皆是校園菸害

防制的潛在危機。 

 

（表 1）各部別人數 

國中部 國中七年級 國中八年級 國中九年級 國中總數 

班級數 7 7 9 23 班 

人數 160 151 195 506 人 

高中部 高中一年級 高中二年級 高中三年級 高中總數 

班級數 13 13 13 39 班 

人數 444 442 436 1322 人 

幼兒園 草莓班 蘋果班 櫻桃班 幼兒園總數 

班級數 1 1 1 3 班 

人數 27 27 28 82 人 

進修部 進修部一年級 進修部二年級 進修部三年級 進修部總數 

班級數 1 1 1 3 班 

人數 17 18 18 53 人 

 

 

 

（表 1-1）弱勢家庭學生比例 

 低收入戶 
中低 

收入戶 
原住民 新住民 弱勢兒少 

身心 

障礙戶 
單親 隔代教養 

國中 6.72% 2.96% 1.58% 17.00% 6.32% 7.11% 26.28% 2.37% 

高中 2.34% 1.29% 1.51% 10.21% 0.91% 3.56% 13.99%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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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本校 SWOT分析 

六大範疇 S優勢（校內） W劣勢（校內） O機會（校外） T威脅（校外） 

學校衛

生政策 

校長與全校教師重

視學生健康，積極

推展各項活動，並

落實於生活中 

學校中學部班級數高

達 62 班，人數眾

多，年齡層分布廣，

不利於活動推行 

家長會積極參與學 

校活動，也全力支 

持學校重大政策  

家長對健康政策關

心度不高 

學校物

質環境 

校地活動空間多，有

多種運動設施，並定

期進行維護 

校內部分運動設施

老舊亟需改善 

開放校園空間，提 

供社區民眾運動場 

所，營造良好關係 

學校周邊公園容易

聚集吸菸的民眾 

學校社

會環境 

塑造溫馨和諧無菸

無檳的校園風氣，

使學生能夠快樂而

有效的學習 

弱勢家庭學生比例

高，家長對學生管

教較不關心 

形塑社區高中之新 

意識，支持社區高 

中發展 

學校附近有數個宮

廟，邀集學生加入 

陣頭，時常提供

菸、檳作為誘因 

健康生

活技能

教學及

活動 

以 12 年國教課程

融入為導向，將菸

檳防制題融入課程

中 

學校健促議題傾向主

題宣導，較欠缺將健

康促進觀念融入其他

領域之教學活動 

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衛生局辦理多 

元研習，增進專業 

知識 

社區民眾及家長不良

習慣難以改變，不易

以身作則，致健康生

活習慣難以居家落實 

社區 

關係 

家長會積極配合學 

校各項健康促進活 

動 

大多數家長屬勞 

工階層，對健康 

議題較不重視 

里辦公室協助推動 

校園周邊禁菸及相 

關綠美化工作 

學區附近商店與攤

商以賺錢為的，對

菸品、檳榔等違禁

商品販售予青少年 

健康 

服務 

吸菸的學生列冊管 

理，提供相關衛

教，並辦理管理及

追蹤輔導 

校內學生眾多，可

供諮詢的戒菸種子

教師人數略顯不足 

衛生所及新北市 

立聯合醫院距學 

校近，醫療資源 

豐富 

弱勢家庭比例偏 

高，家長對追蹤矯 

治工作常忽略 

 

貳、實施目的 

一、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精神，將菸檳防制融入學校課程，以符膺啟發生命 

    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等課程目標。 

二、建立無菸、無檳校園清新好校園。 

三、將菸檳防制結合生活情境，使學生從做中學，進而落實於校園與家庭生活。 

四、強化菸檳第二、三級防護工作，使成癮與高風險學生進行戒治與從事正向活動。 

五、本校尚無吃檳榔學生，但有吸菸學生。期盼降低學生實際吸菸人數與吸菸意圖， 

    以達「無」時無刻 「菸」檳防制 「三」人成眾 「重」展笑容，「無菸三重」的 

    最終目標。 



        「無」時無刻 「菸」檳防制 「三」人成眾 「重」展笑容                     

4 

 

參、實施策略 

（表 2）本校菸檳防制實施策略 

主題範疇 活動內容（策略） 工作團隊 活動對象 實施日期 

整體政策 1.擬定菸、檳危害防制年度工作計畫並定

期召開會議 
學務處 全校師生 全學年 

2.成立菸、檳危害防制校園推動小組，以利

計畫推動 

學務處 

 

全校師生 全學年 

3.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家庭抽菸及嚼

檳榔的概況，並進行「前後測成效評價」

分析 

學務處 全校學生 109.12.8-

110.3.31 

4.菸、檳危害防制計畫成果彙整 學務處 全校學生 110.4.10 

物質環境 1.校內全面實施禁菸，並於校門口張貼防菸

拒檳標誌 
學務處 全校師生 全學年 

2.健康中心菸、檳危害防制相關教材的申請

與購置。 

學務處 全校師生 109.10.1-

110.4.1 

3.學校健康促進專欄張貼菸、檳危害防制相

關海報 
學務處 全校師生 全學年 

社會環境 1.落實防菸、拒檳健康校園政策，並請教

職員工以身作則，禁止於校內吸菸及嚼食

檳榔 

學務處 全校教師 全學年 

2.辦理菸、檳危害防制宣導週 
教務處 全校教師 開學週、

校慶週 

3.菸檳防制觀念透過週會講座進行宣導、班

會自治時間進行方法研討 
學務處 全校教師 全學年 

4.辦理防菸、拒檳教育學藝、運動競賽 學務處 全校學生 全學年 

健康技能 1.推動菸、檳校園防制計畫種子教師培訓 學務處 全校學生 第一學期 

2.菸、檳危害防制教材的彙整與開發 教務處 全校學生 第一學期 

3.透過生活技能的融入，落實防菸、拒檳

講座、課程與教學 
教務處 全校學生 全學年 

社區關係 1.辦理社區菸檳防制宣導 學務處 家長社區 全學年 

2.推動菸、檳議題防制社區倡議 學務處 家長社區 全學年 

3.進行社區環境與健康服務活動 學務處 家長社區 全學年 

健康服務 

 
1.辦理學生 CO檢測及高關懷對象列冊輔導 學務處 全校學生 全學年 

2.辦理菸、檳特殊個案高關懷輔導 輔導處 全校學生 全學年 

3.辦理戒菸班進行戒菸教育 學務處 全校學生 全學年 

4.推行菸檳防制融入環境教育戶外活動課

程 
學務處 全校學生 全學年 

5.組織訓練菸、檳危害防制志工 學務處 社團學生 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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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施成果 

一、學校衛生政策 

    本校成立健康促進委員會，研擬年度健康促進計畫，並經由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作為學校健康保健政策的綱領。在菸檳防制上，由健康促進委員會下轄「菸檳防制小

組」，統合各處室人力研擬、執行各項菸檳防制課程、活動。使菸檳防制能過融入於有

形、無形的課程中，並透過行政、導師以及專任教師的力量全方位的推動。學務處衛

保組於學務週報進行菸檳防制與認識新興菸品宣導，使全校師生可以更瞭解學校整體

菸檳防制政策與資訊。 

 

（表 3）菸檳防制委員會組織執掌表 

職稱 單位職務 姓名 工作項目 

主任委員 校長 莫恒中 主持計畫，並通盤督導防制計畫進行。 

副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王可杰 協助督導計畫執行 

執行秘書 衛保組長 余慶俊 研究策劃，並進行計畫執行及成果彙整。 

管理組 主任教官 陳孝盈 1.協助執行校園菸檳防制工作 

2.管制列管人員名單 生輔組長 李忠諭 

教學組 教務主任 張庭軒 1.菸檳防制課程規劃及實施 

2.協助宣導活動及提供健康服務 健教教師 單文珍 

護理師 蔡莉蓉 

護理師 陳維希 

輔導組 輔導主任 王曹晏婷 1.協助推動菸檳防制工作 

2.有吸菸之虞（含已吸菸）學生輔導工作 輔導組長 李芳淇 

社區組 家長會長 余庭妤 協助整合社區人力，協助推展菸檳防制的宣導活動 

 

 

 

 

 

 

 

 

 

 

 

 

◈（圖 1）校務會議通過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 ◈（圖 1-1）友善校園週活動宣示反霸凌、反藥物

濫用、反菸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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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菸檳防制委員會定期會議 ◈（圖 1-3）利用導師會報宣導校園禁菸拒檳政策 

 

 

 

 

 

 

 

 

 

 

 

 

 

◈（圖 1-4）校網設置「菸檳防制」專區提供相關

防制資訊 

◈（圖 1-5）衛保組於學務週報進行電子煙防制專

題報導 

 

 

 

 

 

 

 

 

 

 

◈（圖 1-6）學生填寫菸檳防制認知問卷(前測) ◈（圖 1-7）學生填寫菸檳防制認知問卷(追蹤期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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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校園物質、社會支持環境 

    為建構校園全面禁菸、禁檳的環境，在大門口、校園人潮密集點及死角地區皆布

置「禁菸、禁檳」標誌，提醒教職員、學生及社區民眾校園為全面禁菸場所，如在校

吸菸將違反〈菸害防制法〉，最高可處新臺幣 10,000元罰鍰。本校亦在大門跑馬燈宣

導校園內與周邊人行道皆為禁菸場域，請勿在此吸菸，以免觸法。由於校園廣闊，過

往學生易在死角處吸菸，因此積極建置校園監視系統，除維護校園安全外，亦減少學

生於死角處吸菸。 

    為使學校成為禁菸、禁檳友善環境，學務處於校園健康促進布告欄張貼菸檳防制

海報，並將菸檳防制海報設計比賽優秀作品張貼於布告欄上，使教職員生可觀賞，以

潛移默化功能宣導菸檳防制。在校園中加強維護校園運動設施，使教職員生可以每日

運動，藉此遠離菸檳危害。 

    菸檳防制宣導融入各項競賽活動，除了可增進學生參與興趣，更可以藉由融入使

學生更加瞭解菸檳防制的真諦與意義。本校先後辦理菸檳海報防制海報競賽、菸檳防

制籃球比賽、「主角就是你」菸檳防制宣導短片拍攝競賽，並將優秀作品薦報參加教育

部國教署校園菸、檳危害防制教育「網紅就是你」活動。 

    此外，為提供菸檳防制融入生活情境，在班會題綱中加入菸檳防制討論，藉由同

學集思廣益研討具體且深入的菸檳防制方法。 

 

 

 

 

 

 

 

 

 

◈（圖 2）校門口張貼校園禁菸公告 ◈（圖 2-1）校門跑馬燈告示校園周邊人行道全面

禁菸 

 

 

 

 

 

 

 

 

 

◈（圖 2-2）校園人潮往來密集處張貼禁菸告示 ◈（圖 2-3）廁所等可能的抽菸熱點張貼禁菸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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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建置校園監視系統杜絕校園死角 ◈（圖 2-5）充實重訓室設備以提供學生良好的運

動環境 

 

 

 

 

 

 

 

 

 

 

 

◈（圖 2-6）不定期於校內電視廣播系統播放菸檳

防制宣導 

◈（圖 2-7）學務處外健康促進專區菸檳防制衛教

宣導 

 

 

 

 

 

 

 

 

 

 

 

◈（圖 2-8）設計班會題綱讓學生進行菸檳防制策

略討論 

◈（圖 2-9）菸檳防制海報設計競賽優秀作品佈置

於校園布告欄作為柔性宣導與創造社會性支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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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0）菸檳防制海報設計競賽第一名作品 ◈（圖 2-11）朝會公開頒獎予菸檳防制海報競賽

得獎作者 

 

 

 

 

 

 

 

 

 

 

◈（圖 2-12）舉行反菸拒檳籃球賽 ◈（圖 2-13）舉行反菸拒檳排球賽 

 

 

 

 

 

 

 

 

 

  

◈（圖 2-14）高中部學生拍攝「迷惘」參加「網

紅就是你」菸檳防制宣導短片競賽 

◈（圖 2-15）國中部學生拍攝「理科姊妹說檳

榔」參加「網紅就是你」菸檳防制宣導短片競賽 

 

 



        「無」時無刻 「菸」檳防制 「三」人成眾 「重」展笑容                     

10 

 

三、健康生活技能教學 

    菸檳防制教育中除了外在政策、環境建構外，如何將正確的菸檳防制知識傳予校

內每位師生更是重要的課題。因此本校在「健康生活技能教學」設計 4個面向的教學

活動，期盼藉此能使將菸檳防制知識與核心精神深植於每位教職員生。 

 

（圖 3）本校健康生活技能教學實施策略 

 

 

 

 

 

 

 

 

 

 

 

 

 

 

 

（一）年級性宣導課程 

1、七年級菸檳防制入班宣導 

    本校今年針對國中部七年級與世界和平婦女會合作辦理入班宣導，由婦女會派遣

講師進入七年級各班進行菸害宣導並書寫學習單，使剛由國小進入國中的學生能廣泛

瞭解菸害相關知識。 

 

2、八年級口腔癌友心路歷程分享 

    八年級學生因有七年級時積累菸、檳相關知識，因此此次邀請因陽光基金會與嚼

食檳榔導致口腔癌的病友。除介紹檳榔造成口腔的危害外，也透過癌友的心路歷程分

享因食用檳榔造成對身體的危害與對人生轉變，透過分享使學生實際瞭解檳榔的危與

抗癌的生命教育。 

 

3、九年級新型菸品面面觀 

    九年級學生對於菸檳防制有一定的基礎觀念，因此為強化其對新型菸品的瞭解，

由本校主任教官針對新型菸品進行宣導。除透過圖片、新聞報導影片外，主任教官亦

以查獲的電子煙讓現場同學觀看外型，並聞其散發的味道，使學生未來可以明確分辨

電子煙。 

菸檳防制
健康生活
技能教學

年級性
宣導課程

班級型
課程融
入

教職員
增能研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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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七年級菸檳防制入班宣導 ◈（圖 3-2）七年級菸檳防制入班宣導學生踴躍發

言 

 

 

 

 

 

 

 

 

 

 

 

◈（圖 3-3）八年級聆聽陽光基金會介紹檳榔對口

腔的危害 

◈（圖 3-4）藉由口腔癌病友分享自身經歷惕勵學

生遠離檳榔 

 

 

 

 

 

 

 

 

 

 

 

 

◈（圖 3-5）主任教官於九年級週會進行電子煙防

制宣導 

◈（圖 3-6）以電子煙實體讓學生瞭解其型態與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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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級型課程融入 

    本校為完全中學，有國、高中部學生合計近 2000人，考量學生年紀橫跨 6歲，對

於菸檳防制的先備知識與學科知識有差異性，因此在課程融入部分分為全校性班級課

程、高中部課程、國中部課程三個方面進行。希望透過分齡，結合該年段所學的學

科，以 12年國教著重的探究與實作課程模式進行，將知識與生活經驗結合以強化學生

對於菸檳防制的認識。 

（圖 4）菸檳防制課程融入類別 

 

 

 

 

 

 

 

 

 

 

 

 

1、每日一句防菸檳學英文 

    本校「國際」、「科學」、「藝術」為發展主軸，其中國際力部分尤著重於英語情境

教學。為使學生能在英語學習的過程中瞭解菸檳防制，因此製作「每日一句防菸檳學

英文」課程。 

    課程以每日一句菸檳防制的英文句子搭配中文解釋，當中會呈現一個單字或片語

作為每日學習重點。因應校內國、高中部學生在英文程度上的差異，因此由校內英文

老師依據各年段學習的單字、文法設計國中版、高中版二個版本，並輔以時下學生最

喜歡的梗圖做搭配，成為圖卡，於每日中午午餐時間進行播放。學生可以在輕鬆的方

式下學習英文單字、文法，並瞭解菸檳防制相關資訊。加上學習單設計不僅讓學生可

以記下每日所學，更提供學習後的發想創作。 

 

 

 

 

 

 

 

 

◈（圖 4-1）每日一句防菸檳學英文「高中版」內容 ◈（圖 4-2）每日一句防菸檳學英文「國中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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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每日一句防菸檳學英文介紹電子煙相

關單字 

◈（圖 4-4）學生於午餐時間收看每日一句防菸檳

學英文 

 

 

 

 

 

 

 

 

 

 

 

◈（圖 4-5）國中部學生填寫每日一句防菸檳學英文學習單 

 

 

 

 

 

 

 

 

 

 

  

◈（圖 4-6）課程最終的彩蛋題以菸檳防制融入英文、文學、歷史

學科知識 

◈（圖 4-7）配合彩蛋題學習單

融入英文、文學、歷史學科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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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中部菸檳防制融入英文課程 

 

 

 

 

 

 

 

 

 

 

 

◈（圖 4-8）英文老師教授菸檳防制相關單字與文

法 

◈（圖 4-9）菸檳防制融入英文課學習單 

 

 

 

 

 

 

 

 

 

 

 

◈（圖 4-10）學生創作英文反菸標語並繪製宣導圖像 

 

 

認識菸檳防
制英文單字

•教師介紹菸檳防制危害與相關疾病單字

•學生透過網路查詢菸害相關同義詞

菸檳防制標
語英文創作

•教師舉例英文菸檳防制標語例句

•學生透過學習過的英文單字創作菸檳防制的標語

繪製菸檳防
制宣導圖像

•透過學生創意進行菸檳防制圖像繪製並搭配標語共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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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中部菸檳防制融入公民課程 

 

 

 

 

 

 

 

 

 

 

 

◈（圖 4-11）公民老師教授菸害防制法相關條文 ◈（圖 4-12）學生撰寫菸檳防制融入公民課學習

單 

 

 

 

 

 

 

 

 

 

 

 

 

◈（圖 4-13）配合新課綱學習單以素養題型式激發學生思考 

 

菸害防制法
探討

•介紹菸害防制法相關條文，探討立法依據與背景

•認識菸害防制法中有關青少年條文

菸害防制政
策現況探討

•閱讀相關報導、投書探討菸害防制政策現況

•各方對於電子煙的論點探討

吸菸倫理學
探討

•以倫理學的角度探究菸品販售對人體危害與對國家財政收
入重要性，何者應為優先考量

•抽菸產生二手菸合法但合不合理的倫理學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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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中部菸檳防制融入化學課程 

 
 

 

 

 

 

 

 

 

 

 

  

◈（圖 4-14）搗碎檳榔壓榨取汁 ◈（圖 4-15）以酸鹼指示劑測試

檳榔酸鹼度 

◈（圖 4-16）實驗不同種類檳榔

變紅的狀況與原理 

 

 

 

 

 

 

 

 

 

  

◈（圖 4-17）教師講解菸品結構

與致癌物質 

◈（圖 4-18）進行菸品及火柴棒

乾餾實驗 

◈ （圖 4-19）乾餾後的殘留物，

並區分焦油所留的有害物質 

 

檳榔酸嗎

•配合高中化學酸鹼課程

•將檳榔搗碎以酸鹼指示劑測試，檳榔PH值呈現中性偏酸

•檳榔中含有許多鞣酸，添加石灰主要是中和其酸味

檳榔「紅」
原理

•實驗包葉檳榔在不用石灰的狀況下，荖葉可以讓檳榔汁液變色

•剖半檳榔，荖花不足以讓檳榔汁液變色，故添加紅石灰並且改良其
口感

焦油何處來

•仿造木棒的乾餾進行操作實驗，以菸品與火柴棒進行比較

•實驗得到產物為氣體（可燃性與不可燃性）、固體（木炭）及液體（焦油）

•分析焦油含有主要成分有稠環芳烴化合物、 酚及芳香類化合物，確認為致癌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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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中部菸檳防制融入健康教育課程 

 

 

 

 

 

 

 

 

 

 

 

  

◈（圖 4-20）健康教育課教師講

授吸菸造成的身體危害 

◈（圖 4-21）學生撰寫菸檳防制

融入健康教育課學習單 

◈（圖 4-22）學生繪製吸菸造成

的危害 

 

 

 

 

 

 

 

 

 

  

◈（圖 4-23）桌遊東斯孟克融入健康教育菸檳防制教育課程 ◈（圖 4-24）學生分享玩東斯孟

克後的心得與拒菸拒檳方法 

 

認識菸檳

危害

•介紹菸品、檳榔的成分與可能產生的疾病

•認識新型菸品的種類與危害

如何拒絕

菸害

•讓學生模擬當有人邀請吸菸時應當的拒菸態度與方法

•讓學生模擬家人、朋友吸菸時該如何勸導

從桌遊學

菸檳防制

•以桌遊「東斯孟克」讓學生從遊戲情境中學習拒絕菸檳愛
護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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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中部菸檳防制融入生活科技課程 

 

 

 

 

 

 

 

 

 

 

  

◈（圖 4-25）教師解說電流急急

棒製作原理 

◈（圖 4-26）學生繪製設計圖 ◈（圖 4-27）學生組裝 3D 列印

切割的模型木板 

 

 

 

 

 

 

 

 

 

  

◈（圖 4-28）學生使用熱熔膠固

定電池裝置 

◈（圖 4-29）教師進行焊接教學 ◈（圖 4-30）作品完成電流碰撞

產生燈光 

 

電流急急棒
原理

•配合生活科技課程，教師講解電流急急棒的設計與電流
運作原理

•認識3D列印切割應用，切割出所需的模型木板

設計菸檳防
制電流急急

棒

•學生繪製電路圖並實際裝設

•設計組裝菸檳防制電流急急棒主體

運用操作

•實際操作電流急急棒

•放置家中可做禁菸擺設，或如有想抽菸者可玩，亮紅燈
以作為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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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國中部菸檳防制融入生物課程 

 

 

 

 

 

 

 

 

 

  

◈（圖 4-31）教師介紹檳榔的種

類 

◈（圖 4-32）學生觀察檳榔型態

與纖維 

◈（圖 4-33）學生觀察椰子型態

與纖維 

 

 

 

 

 

 

 

 

 

 

  

◈（圖 4-34）進行椰子、檳榔氧

化實驗 

◈（圖 4-35）搗碎檳榔模擬體驗

咀嚼檳榔的硬度 

◈（圖 4-36）學生針對觀察、實

驗的結果進行報告 

 

認識檳榔

•教師介紹檳榔的種類如：菁仔、包葉、紅灰、白灰等

•觀察檳榔、椰子剖面纖維並進行比較

檳榔一定會
紅嗎

•觀察檳榔、椰子浸泡淡水、食鹽水前後的現象

•探討植物氧化變紅的因素

檳榔的危害

•模擬嚼檳榔的硬度體驗，以缽杵搗碎檳榔

•模擬紅色檳榔渣在口腔的殘留，清洗缽杵後，觀察紅色
殘渣留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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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職員增能研習 

1、新興菸品增能研習 

    由於新型菸品的種類繁多且多變性，身為第一線菸檳防制的教職員需強化對電子

煙、加熱煙、加味菸等菸品的總類、型態、危害、法規進行增能。因應防疫，不能群

聚 50人以上集會，但新興菸品防制刻不容緩，因此於全校備課日開設線上研習，使每

位教職員仍可透過線上研習增能相關知識。 

 

2、精進校安人員菸檳防制知能研習 

    因應教官退出校園，校園安全工作將由校安人員（生活輔導員）接手負責，因此

校安人員對於菸檳防制知能需更勝校內教職員。辦理精進校安人員菸檳防制知能研習

使新進校安人員可以瞭解學校菸檳防制概況並更加認識新型菸品的種類與查驗方式。 

 

 

 

 

 

 

 

 

 

 

 

 

  

◈（圖 5）主任教官進行「認識新興菸品」線上教師增能研習 

 

 

 

 

 

 

 

 

 

 

 

◈（圖 5-1）主任教官進行精進校安人員菸檳防制知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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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服務 

    學校中雖然絕大部分的學生都是不抽菸與嚼檳榔，但仍有少部分學生會接觸菸

品。學校要針對這些學生提供適度的輔導與健康服務，因此，這方面本校對有吸菸的

學生會進行造冊列管。為落實二、三級防護，本校進行以下健康服務： 

（一）開設戒菸班 

    吸菸的學生成癮後，往往無法找尋正確的戒菸方式，因此本校今年度與新北市政

府衛生局合作，由衛生局媒合市立聯合醫院的戒菸門診醫生到校對於吸菸學生開設戒

菸班。期盼運用醫生的專業使學生遠離吸菸的危害。此次參加戒菸班學生 15人，都為

吸菸遭查獲人員。 

（二）定期 CO檢測 

   對於列管學生，學務處為掌握是否有持續吸菸，將不定期對其進行 CO檢測，對於

CO超標的學生將進行後續追蹤輔導。 

（三）結合戶外環境教育課程 

    許多會吸菸的學生往往是沒有正當的休閒活動，因此學校辦理戶外環境教育課

程，亦會帶領吸菸高關懷的學生一同參與。此為本年度學校特別著重的二三級防護的

措施，帶領高關懷學生走訪關渡、野柳、北海岸等區期盼藉由戶外活動的參與，讓吸

菸學生多接觸大自然，調劑身心並培養正當的興趣。 

（四）列管學生進行團輔活動 

    多數吸菸學生是為了追求快感與展現自我而選擇了不正確的方式呈現，為落實菸

檳防制二三及防護，本校透過輔導老師、教官針對吸菸高關懷學生進行課程團輔，希

望透過關懷與輔導能矯正學生偏差行為。 

（五）培訓拒菸反檳志工 

    以高中扶少團、國中向陽社成員為骨幹，培訓拒菸反檳志工。透過培訓學生志工

作為校園菸檳防制宣導的基層核心，期盼藉以同儕的力量影響，使其他學生都能遠離

菸檳的危害。也希望藉由學生的力量進而影響家長參與戒菸檳、反菸檳活動。 

 

 

 

 

 

 

 

 

 

  

◈（圖 6）新北市聯合醫院戒菸門診醫師蒞校開設戒菸班 ◈（圖 6-1）戒菸班同學表現優

秀獲頒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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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針對吸菸列管學生定期進行 CO檢測 

 

 

 

 

 

 

 

 

 

 

 

 

◈（圖 6-3）帶領部分吸菸高關懷學生參加結合環

境教育至關渡自然公園 

◈（圖 6-4）在關渡自然公園體驗釣螃蟹 

 

 

 

 

 

 

 

 

 

 

 

 

◈（圖 6-5）帶領部分吸菸高關懷學生參加結合環

境教育至野柳地質公園 

◈（圖 6-6）吸菸高關懷學生參與環境教育進行淨

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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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吸菸高關懷學生參與環境教育進行海上獨木舟體驗活動 

 

 

 

 

 

 

 

 

 

 

 

 

◈（圖 6-8）針對吸菸學生進行個別晤談輔導 ◈（圖 6-9）吸菸學生由輔導老師帶領進行小團輔活動 

 

 

 

 

 

 

 

 

 

 

 

 

◈（圖 6-10）反菸拒檳學生志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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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區關係 

    防制菸檳如果只靠學校付出勢必無法盡善盡美，因此與家長、社區合作，是菸檳

防制工作中重要的一環，學校在社區關係上進行以下工作： 

（一）家長日宣導 

    學務處於家長日資料製作「樂活重中健康你我」宣導菸檳防制相關資訊。家長日

當天校護亦會至親師座談會現場宣導菸檳防制訊息，期盼每位家長都能共同推行。 

（二）社區反菸宣導講座 

    為使最新的反菸資訊能傳遞予社區民眾，學校聘請資深菸害防制講師並邀請社區

民眾於晚間到校參加講座。期盼藉由講師的指導可以讓社區民眾瞭解菸品危害及新興

菸品種類，落實親師一體共同防制。 

（三）校慶日宣導 

    校慶日學校開放社區民眾入校參與園遊會，健康中心設置菸檳防制宣導攤位。透

過 CO量測、小遊戲、文宣等物品推廣菸檳觀念，使社區民眾可以了解並一同推動。 

（四）社區結盟 

    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與國中部向陽社反菸檳小志工至學校鄰近超商，宣導不販售

菸品予未滿 18歲青少年，並與商家結盟為「菸品販售友善商店」。 

除了與商店結盟外，也結合學校附近的藥局，藉由向陽社同學拜訪，由藥師介紹戒菸

相關藥品與方法，拓展反菸志工的醫藥知能。 

（五）社區拒菸環境清潔 

    本校比鄰三重玫瑰公園，學校周圍人行道、公園雖為禁菸區域，但仍有不少民眾

會在公園區域的垃圾與煙蒂，希望透過這項活動可以潔淨公園環境與宣導無菸公園。 

（六）社區健康活動 

    抽菸容易導致心血管疾病，為宣導這項觀念，本校高中部扶少團學生於社團課時

間在校門口設置「重高血壓站」，並派遣機動人員巡迴玫瑰公園為有需要的民眾量測血

壓，並宣導拒菸的重要性。 

 

 

 

 

 

 

 

 

 

 

◈（圖 7）家長日護理師向家長宣導學校菸檳防制

政策 

◈（圖 7-1）「樂活重中健康你我」宣導菸檳防制

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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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辦理社區民眾反菸宣導講座 ◈（圖 7-3）校慶園遊會透過小

遊戲使民眾瞭解菸檳防制資訊 

 

 

 

 

 

 

 

  

◈（圖 7-4）校慶日宣導反菸、

拒檳活動 

◈（圖 7-5）高中部扶少團反菸檳志工為社區民眾量測血壓並宣導

反菸拒檳 

 

 

 

 

 

 

 

  

◈（圖 7-6）國中部向陽社反菸檳小志工

向店家宣導不販售菸品予未滿18歲青少年 

◈（圖 7-7）與鄰近超商結盟

「菸品販售友善商店」 

◈（圖 7-8）向陽社小志工拜訪

藥局拓展反菸知識 

 

 

 

 

 

 

 

  

◈（圖 7-9）向陽社小志工打掃公園環境 ◈（圖 7-10）向陽社小志工撿拾公

園內煙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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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子煙防制 

    本校今年推動菸檳防制課程中，特別著重新興菸品，如電子煙、加味菸等的防制

與宣導。 

（一）文宣宣導 

    本校透過校內布告欄張貼防制海報；校園電視廣播系統，定期播放電子煙防制資

訊。對於比較深入的報導，會將報導資料上傳校網「菸檳防制」專區供全校師生閱

讀。此外，衛保組在校內刊物學務週報亦撰寫一篇〈吸食煙子煙 B>Z〉的專文，宣導電

子煙的危害與防制方法。 

（二）課程融入與進修 

    在菸檳防制融入健康教育、公民、英文課程中都加入若干與電子煙防制相關資

訊，希望透過融入課程強化學生對電子煙在物質、法律的認識。 

鑑於電子煙與新興菸品多樣化，為強化校內教職員對電子菸等產品的瞭解，不僅辦理

全校性的線上研習；負責學生生活輔導管理的校安人員亦開設精進課程，希望藉此進

行增能，以防制日新月異的新型菸品問題。 

（三）社會宣導 

    本校在菸檳防制社區宣導講座，加入新興菸品議題，使社區民眾、家長可以更瞭

解電子煙等新興菸品的危害與型態。此外本校主任教官接受壹電視新聞深呼吸節目專

訪，討目前校園電子煙的問題與管理問題。透過電視放送希望可以把電子煙防制的觀

念傳播予社會民眾，使民眾可以更加瞭解電子煙對青少年學生的危害與氾濫。 

 

 

 

 

 

 

  

◈（圖 8）以電視廣播進行電子

煙防制宣導 

◈（圖 8-1）每日一句防菸檳學

英文融入電子煙危害 

◈（圖 8-2）主任教官於教師增

能研習進行電子煙防制宣導 

 

 

 

 

 

 

 

  

◈（圖 8-3）社區菸檳防制講座

宣導電子煙危害 

◈（圖 8-4）主任教官接受壹電

視專訪校園電子煙危害議題 

◈（圖 8-5）主任教官專訪影片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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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成效評價 

    本校為國、高中合校的完全中學，全校皆接受一般普遍性菸檳防制教育宣導（含

防制文宣、講座、競賽、全校性課程等）。為瞭解兩部學生對全校及班級性菸檳防制教

育的成效，本次研究選取高中部及國中部各一個班級參與研究，共有「高中實驗組」、

「高中對照組」、「國中實驗組」及「國中對照組」等四組。其中「高中實驗組」除了

接受全校性一般普遍性菸檳防制教育宣導外，並在 109年 12月至 110年 1月初額外進

行班級性菸檳防制教育融入英文、公民、化學課程（詳細課程請參閱 P14-16）；「國中

實驗組」除了接受全校性一般普遍性菸檳防制教育宣導外，並額外進行班級性菸檳防

制教育融入健康教育、生活科技、生物課程（詳細課程請參閱 P17-19）。所有組別在個

別課程結束後 1-2天內進行後測（後測），並於後測的 2個月後進行防制成效追蹤以評

估成效是否維持（追蹤）。以；「高中對照組」及「國中對照組」只接受全校性一般普

遍性菸檳防制教育宣導。對照組於實驗組追蹤期測驗期間，進行對照組追蹤期評量。

相關課程介入與成效評量時程如(表 4)。 

    此次研究採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黃久美教授發展的「菸檳防制(學生)感知問卷」

作為成效評價之工具，此問卷有 9個類別，分別是基本資料、無菸校園活動、學校課

程活動效果、菸檳暴露情形、感知程度、知識、態度、行為意圖、自我效能。下面表

格闡述感知程度、知識、態度、行為意圖、自我效能類別詳細之題目。 

    本次研究國、高中部實驗組採：（1）未進行班級性菸檳防制課程前之前測（2）實

施班級性菸檳防制課程後之後測（3）於後測後 2個月在持續接受一般性宣導的狀況下

防制認知成效，合計進行 3次問卷。國、高中對照組採：（1）未進行一般性菸檳防制

宣導進行前測（2）前測後的 2個月在持續接受一般性宣導的狀況下進行測後。希望藉

由不同年級，不同組別的比較，可以了解學校在實施菸檳防制教育下的差異性與成

果，做為未來課程規劃的依據。成效使用 t-test 統計分析各個組別前測與追蹤期的差

異，顯著水平定義為 p<0.05。 

（表 4）菸檳防制課程介入與成效評量時程表 

組別 時間 活動 

高中 
實驗組 

109.12.28；110.1.4；110.3.18 進行前測；後測；追蹤期測驗 

109.12.28、29、30 菸檳防制融入英文課程 

109.12.30、31 菸檳防制融入公民課程 

109.12.31 菸檳防制融入化學課程 

國中實

驗組 

109.12.21；110.1.11、110.3.22 前測；後測；追蹤期測驗 

109.12.24、31、110.1.7 國中實驗組進行菸檳防制融入生活科技課程 

109.12.28、110.1.4 國中實驗組進行菸檳防制融入健康教育課程 

110.1.6 國中實驗組進行融入生物課 

高中 
對照組 

110.1.15；3.18 前測；追蹤期測驗 

國中 
對照組 

110.1.12；3.16 前測；追蹤期測驗 

 110.1.4-15 每日一句防菸檳學英文（全校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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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表 5）各組別人數與性別比例 

組別 高中實驗組 高中對照組 國中實驗組 國中對照組 

人數 25 33 21 19 

年齡 16-17 16-17 12-13 12-13 

男(%) 48 39.3 47.6 42 

 

 

    （圖 9）各組人數比例圖                    （圖 9-1）性別人數比例圖 

 

 

 

 

 

 

 

 

 

 

二、菸品、檳榔使用經驗 

（表 6）抽樣人員菸品、檳榔使用經驗人數表（單位：人） 

使用過菸品（檳榔）/組別 高中實驗組 高中對照組 國中實驗組 國中對照組 

前測前曾經使用過紙菸 3 2 2 0 

追蹤期測驗前 30 天內曾經使用過紙菸 1 1 0 0 

前測前曾經使用過加味菸 0 2 3 0 

追蹤期測驗前 30 天內曾經使用過加味菸 0 0 0 0 

前測前曾經使用過加熱式菸草產品 0 2 2 0 

追蹤期測驗前 30 天內曾經使用過加熱式菸草產品 0 1 0 0 

前測前曾經使用過電子煙 1 4 2 2 

追蹤期測驗前 30 天內曾經使用過電子煙 0 1 0 0 

前測前曾經使用過檳榔 0 0 0 0 

追蹤期測驗前 30 天內曾經使用過檳榔 0 0 0 0 

高中男生

26%

高中女生

34%

國中男生

18%

國中女生

22%

性別人數比例

高中男生

高中女生

國中男生

國中女生

高中實驗

組

26%

高中對照

組

34%

國中部實

驗組

21%

國中對照

組

19%

各組人數比例

高中實驗組

高中對照組

國中部實驗組

國中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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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為菸品、檳榔使用經驗調查，以問卷前測前菸品檳榔使用經驗與追蹤期測驗前

30天內菸品檳榔使用經驗比較。 

    由統計數據顯示各組在施測前皆有學生接觸過菸品，其中以高中對照組的人數最

多，共 10人次，而國中對照組最少，共 2人次。但在實施菸檳防制教育後，各組皆有

減少的趨勢。高中實驗、對照組有減少，但仍有學生在使用菸品。而國中部分無論是

實驗或對照組皆無人再使用菸品，顯見菸檳防制教育的成效在國中部優於高中部。 

 

三、菸、檳暴露情形 

（一）高中實驗組  

（表 7）高中實驗組菸檳暴露人數表 

變項 
 前測 後測  追蹤  

人數 n 百分比% 人數 n 百分比% 人數 n 百分比% 

校園二手菸暴露 2 8.0 2 8.0 0 0 

校園檳榔暴露 1 4.0 0 0.0 0 0 

家庭二手菸暴露 7 28.0 10 40.0 8 32.0 

家庭檳榔暴露 0 0.0 2 8.0 1 4.0 

1、根據數據顯示高中實驗組學生在校園的二手菸暴露率已有明顯下降。 

2、家庭仍為學生主要接觸到二手菸與檳榔的主要區域。 

 

 

（二）高中對照組 

（表 7-1）高中對照組菸檳暴露人數表 

變項 
 前測 追蹤  

人數 n 百分比% 人數 n 百分比% 

校園二手菸暴露 6 18.2 7 21.2 

校園檳榔暴露 0 0 0 0 

家庭二手菸暴露 20 60.6 14 42.4 

家庭檳榔暴露 4 12.1 2 6.1 

1、對照組在校園二手菸暴露並無顯著差異。 

2、家庭二手菸、檳榔暴露率已有明顯下降，但家庭二手菸暴露接觸的人數比率仍然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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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中實驗組 

（表 7-2）國中實驗組菸檳暴露人數表 

變項 
 前測 後測  追蹤  

人數 n 百分比% 人數 n 百分比% 人數 n 百分比% 

校園二手菸暴露 1 4.8 19 90.4 4 19.0 

校園檳榔暴露 1 4.8 0  0  

家庭二手菸暴露 12 57.1 13 61.2 12 57.1 

家庭檳榔暴露 4 19.0 2 9.5 3 14.3 

1、國中實驗組在後測時，在校園二手菸暴露人數大幅增加，經探究為該班學生在上完 

   菸檳防制融入健康教育個別課程後，在走廊上看見其他班的學生使用電子煙，並通 

   報學務處處理，因此暴露人數呈現此情形。 

2、家庭仍為學生主要接觸到二手菸與檳榔的主要區域，前測到追蹤期並無明顯差異。 

 

（四）國中對照組 

（表 7-3）國中對照組菸檳暴露人數表 

變項 
 前測 追蹤  

人數 n 百分比% 人數 n 百分比% 

校園二手菸暴露 7 36.8 0 0.0 

校園檳榔暴露 0 0.0 0 0.0 

家庭二手菸暴露 8 42.1 10 52.6 

家庭檳榔暴露 2 10.5 2 10.5 

1、根據數據顯示國中對照組學生在校園的二手菸暴露率已有明顯下降。 

2、家庭仍為學生主要接觸到二手菸與檳榔的主要區域。 

 

 

四、無菸校園活動 

（一）高中實驗組 

（表 7-4）高中實驗組無菸校園活動認知人數表 

變項 
 前測 後測  追蹤  

人數 n 百分比% 人數 n 百分比% 人數 n 百分比% 

前學期有推動[無菸校園]活動 18 72.0 25 100.0 25 100.0 

前學期有推動[無檳校園] 18 72.0 25 100.0 24 96.0 

前學期有調查過吸菸及嚼檳行為 15 60.0 23 92.0 25 100.0 

根據數據顯示高中實驗組在後測及追蹤期人數都較前測多。推測應為本學期進行個別

課程有，學生有感受到菸檳防制課程，故回想起過往應有類似的「無菸校園活動」、

「無檳校園活動」、「吸菸及嚼檳行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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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對照組 

（表 7-5）高中對照組無菸校園活動認知人數表 

變項 
 前測 追蹤  

人數 n 百分比% 人數 n 百分比% 

前學期有推動[無菸校園]活動 30 90.9 30 90.9 

前學期有推動[無檳校園] 28 84.8 30 90.9 

前學期有調查過吸菸及嚼檳行為 27 81.8 31 94.0 

根據數據顯示高中對照組前後測較無顯著差異性，僅在「無檳校園活動」、「前學期有

調查過吸菸及嚼檳行為」，認知的人數提升。 

 

 

 

（三）國中實驗組 

（表 7-6）國中實驗組無菸校園活動認知人數表 

變項 
 前測 後測  追蹤  

人數 n 百分比% 人數 n 百分比% 人數 n 百分比% 

前學期有推動[無菸校園]活動 19 90.5 21 100.0 21 100.0 

前學期有推動[無檳校園] 18 85.7 21 100.0 21 100.0 

前學期有調查過吸菸及嚼檳行為 20 95.2 21 100.0 21 100.0 

根據數據顯示國中實驗組在實施個別課程後，對於前學期推動「無菸校園」、「無檳校

園」及「有調查過吸菸及嚼檳行為」認知皆達 100％，顯見本學期課程喚起過往相關記

憶。 

 

 

（四）國中對照組 

（表 7-7）國中對照組無菸校園活動認知人數表 

變項 
 前測 追蹤  

人數 n 百分比% 人數 n 百分比% 

前學期有推動[無菸校園]活動 19 100.0 19 100.0 

前學期有推動[無檳校園] 19 100.0 19 100.0 

前學期有調查過吸菸及嚼檳行為 19 100.0 18 94.7 

根據數據顯示國中對照組對於「無菸校園」、「無檳校園」、「有調查過吸菸及嚼檳行

為」無明顯差異。惟後測「有調查過吸菸及嚼檳行為」1人填答不同，經研判應為誤

填。 

 

 

 

 



        「無」時無刻 「菸」檳防制 「三」人成眾 「重」展笑容                     

32 

 

五、菸檳危害防制教育推廣成效 

（一）菸檳危害防制教育推廣成效-感知程度 

（表 8）感知程度成效數據表 (總分 13～65分) (*p<0.05) 

組別 前測 後測 追蹤 p值 （前測 vs追蹤） 

高中實驗組 45.48(±14.36) 55.67(±9.14) 56.88(±9.22) 0.001* 

高中對照組 44.85(±15.25) -- 50.88(±11.03) 0.003* 

國中實驗組 55.19(±8.74) 59.82(±7.58) 63.33(±3.04) <0.0001* 

國中對照組 58.89(±6.88) -- 55.37(±12.5) 0.14 

 

（圖 10-2）感知程度成效數據圖 

 

 

 

 

 

 

 

 

 

 

 

 

 

 

 

 

 

 

由統計數據顯示各範疇感知程度在不同組別呈現幾個現象。 

1、高中實驗組、高中對照組國中實驗組具顯著差異性(p<0.05)，這 3組於追蹤期感知 

分數都有顯著增加，國中對照組並無顯著差異。 

2、高中實驗組、高中對照組、國中實驗組分別進步幅度達 25％、13％、15％。 

3、國中學生對學校環境的感知能力較差，建議入班進行個別菸檳防制課程：高中、國 

   中實驗組皆接受班級菸檳防制個別課程，追蹤期皆有進步，符合預期。與國中對照 

   組相同條件的高中對照組亦只接受學校一般性菸檳防制宣導，但確有顯著進步，顯 

   見以文宣、多媒體宣導足以讓心智較成熟的高中生感知校園無菸檳環境，國中學生 

   仍需個別課程才能感知校園內被動無菸檳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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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菸檳危害防制教育推廣成效-知識 (總分 0～12分) (*p<0.05) 

（表 8-1）知識成效數據表 (總分 13～65分) (*p<0.05) 

組別 前測 後測 追蹤 p值（前測 vs追蹤） 

高中實驗組 7.28(±3.63) 9.11(±2.59) 10.92(±1.82) <0.0001* 

高中對照組 8.55(±1.52) -- 8.5(±3.61) 0.47 

國中實驗組 9.10(±3.25) 10.73(±2.14) 11.67(±1.11) 0.001* 

國中對照組 8.63(±2.59) -- 10.47(±1.43) 0.005* 

 

（圖 10-3）知識成效數據圖 

 

由統計數據顯示各範疇知識在不同組別呈現幾個現象。 

1、透過不同面向的菸檳防制課程及宣導，高中實驗組、國中實驗組、國中對照組對於 

菸檳防制知識皆有顯著提升。 

2、高中實驗組、國中實驗組、國中對照組分別進步幅度達 50％、28％、21％。 

3、高中學生對於被動的學習菸檳防制知識的動機較為不足：而高中對照組僅以文宣進

行知識宣導，顯見文宣對於高中生而言較無吸引力，故對菸檳防制知識無顯著進

步。然而，高中實驗組有深入的個別班級菸檳防制課程，於後測有進步的趨勢，而

追蹤期更有顯著進步，顯示個別班級菸檳防治課程顯著成效，個別班級菸檳防制課

程結束後學生可形成長期記憶，仍可持續進步。 

4、國中生於知識方面可塑性較高：國中實驗組、對照組皆有顯著進步，其中國中對照

組與高中對照組相較下，對於文宣宣導防制知識較能接受，因此對國中生而言，在

不進行個別班級課程下，僅以一般性宣導亦能提升其菸檳防制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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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菸檳危害防制教育推廣成效-態度 (總分 7～35分) (*p<0.05) 

（表 8-2）態度成效數據表 (總分 13～65分) (*p<0.05) 

組別 前測 後測 追蹤 p值 （前測 vs追蹤） 

高中實驗組 28.44(±7.82) 29.93(±6.28) 32.36(±4.29) 0.016* 

高中對照組 28.15(±5.30) -- 28.74(±5.8) 0.33 

國中實驗組 33.95(±2.80) 34.82(±0.85) 34.67(±0.97) 0.13 

國中對照組 14.32(±1.29) -- 13.89(±2.11) 0.2 

（圖 10-4）態度成效數據圖 

 

 

 

 

 

 

 

 

 

 

 

 

 

 

 

 

 

由統計數據顯示各範疇態度在不同組別呈現幾個現象。 

1、高中實驗組在菸檳防制態度有顯著進步，其他組別無顯著差異。 

2、高中實驗組進步幅度達 14％。 

3、相較於此國中實驗組無顯著差異，探究其因在實施班級個別課程中，高中融合英

文、公民、化學課；國中融合健康教育、生活科技、生物課。其中在高中公民課探

討菸害防制法的修訂、二手菸對他人影響以及菸品販售與國家稅收關係等社會、倫

理學議題，使學生進一步反思吸菸對他人危害與國家利弊等深層意義，促使對於菸

檳防制態度有較為積極的態度，此結果證實公民課程對菸檳教育態度的重要性，建

議公民課程應加入在國中及高中的菸檳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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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菸檳危害防制教育推廣成效-行為意圖 (總分 6～30分)  

（表 8-3）行為意圖成效數據表 (總分 13～65分) (*p<0.05) 

組別 前測 後測 追蹤 p值 （前測 vs追蹤） 

高中實驗組 25.80(±6.19) 26.37(±5.12) 27.2(±4.24) 0.18 

高中對照組 25.00(±5.66) -- 24.76(±5.29) 0.43 

國中實驗組 30.00(±0.00) 29.59(±1.33) 28.86(±5.24) 0.16 

國中對照組 28.53(±3.47) -- 26.63(±6.45) 0.13 

 

 

（圖 10-5）行為意圖成效數據圖 

 

 

 

 

 

 

 

 

 

 

 

 

 

 

 

由統計數據顯示各範疇行為意圖在不同組別呈現幾個現象。 

1、四組在行為意圖皆無顯著進步。 

2、此項目在前測時顯示大部分學生會對同儕提供菸品及檳榔不會使用，因此可能面臨 

   天花板效應，故無法呈現顯著差異。 

3、以全校性及個別班級課程介入都無法對行為意圖產生顯著進步，故未來推動菸檳防 

   制教育必須要發展新的方式，並加入人際關係等課程，藉以落實拒絕菸檳的行為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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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菸檳危害防制教育推廣成效-自我效能 (總分 3～15分) (*p<0.05) 

（表 8-4）自我效能成效數據表 (總分 13～65分) (*p<0.05) 

組別 前測 後測 追蹤 p值 （前測 vs追蹤） 

高中實驗組 13.52(±2.5) 13.67(±2.13) 13.44(±2.62) 0.46 

高中對照組 12.61(±2.56) -- 12.56(±2.57) 0.47 

國中實驗組 14.62(±0.92) 14.82(±0.66) 15(±0)* 0.03* 

國中對照組 14.32(±1.29) -- 13.89(±2.11) 0.23 

 

 

（圖 10-6）自我效能成效數據圖 

 

 

 

 

 

 

 

 

 

 

 

 

 

 

 

 

 

 

由統計數據顯示各範疇自我效能在不同組別呈現幾個現象。 

1、國中實驗組有顯著進步，其他組別無顯著差異。 

2、國中實驗組進步幅度達 2％。 

3、雖然國中實驗組有進步，但差異非常有限，可能無法達到臨床意義。 

4、此項目在前測時顯示大部分學生會對菸品及檳榔說不，因此可能面臨天花板效應，

故無法呈現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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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實施結論 

1、為落實 12年國教新課綱精神，本校在菸檳防制教育積極融入課程，透過結合生活 

   以探究實作的方式讓學生從做中學，在成效評價中進行班級課程的實驗組前後測及 

   後續追蹤皆可看出學生對菸檳防制認知提升，並且能持續維持防制意識。 

2、學生對於新型菸品的認知大幅提升，以國中實驗組學生為例可以在個別課程後清楚

分辨有學生使用電子煙並通報學務處進行查處，此顯見防制教育已有及時成效。 

3、在社區連結上，透過講座、活動除減少校園周邊煙蒂、垃圾的產生，也讓家長瞭解 

新興菸品的危害，並關心子弟是否有接觸，達成學校、家庭共同防制菸檳危害。 

4、過往菸檳防制教育多為第一級宣導。本年度加強對已吸菸或吸菸高風險學生進行二 

   三級防護工作。透過戒菸班、小團輔、戶外教育等活動關懷這類學生，除給予戒治 

   教育外，更提供正當休閒活動，以結果看來成效是顯著的。定期檢測 CO的列管學 

   生驗出 CO殘留量以大幅減少。 

 

二、省思與建議 

1、由成效圖可看出高中實驗組在感知、知識、態度有顯著差異；國中實驗組在感知、 

   知識、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高中對照組僅在感知、國中對照組僅在知識有顯著差 

   異。四組在行為意圖上皆無差異在進行班級個別課程與全校一般宣導。這些數據可 

   作為未來學校規劃菸檳防制教育重要參考依據。 

2、現實上新興菸品日趨氾濫，學生取得越來越方便。但對於新興菸品的規範，行政、 

立法部分仍無具體政策，在妾身未明的狀態下，電子煙、加味煙、加熱煙等加速戕

害青少年健康。因此建議政府部門應儘速制訂禁止新興菸品政策。 

3、吸菸及高風險學生參加戒菸班的意願普遍薄弱，儘管講師試圖調整課程趨於生活 

   化，但上課狀況仍不甚理想。甚至戒菸班成效問卷施測，後測出現許多無效問卷。 

   因此如何提升吸菸學生參於戒菸班課程動機，是未來開設戒菸班重要的課題。 

4、 近年來學校受少子化衝擊，國中部教師面臨超額問題，菸檳防制種子師資流失造 

   成校內推動防制工作人力遇到困境。希望透過 12年國教新課綱鼓勵跨域融合實作 

   課程，以菸檳防制作為課題採學科模式建立跨校性的共備社群，藉由集思廣益激盪 

   出更多菸檳防制創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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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一、每日一句防菸檳學英文教材 

共同教材 

 

 

 

 

 

 

 

 

 

 

 

 

 

 

 

 

 

 

 

 

國中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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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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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菸檳危害防制教育(推廣學校)學生感知問卷 

無菸無檳校園活動 

無菸無檳校園活動 沒有 有 

1.過去一學期，你的學校是否有推動[無菸校園]活動。   

2.過去一學期，你的學校是否有推動[無檳校園]活動。   

3.過去一學期，學校有沒有讓你填答過吸菸及嚼檳行為

的問卷調查？  

 

 

菸、檳暴露情形 

菸、檳暴露情形 沒有 有 

1.在過去七天內，你在＂學校＂時，有沒有看過其他人

在你面前＂吸菸＂(所有菸品)?  

 

2.在過去七天內，你在＂學校＂時，有沒有看過其他人

在你面前嚼＂檳榔＂？  

 

３.在過去七天內，你在＂家裡＂時，有沒有看過其他人

在你面前＂吸菸＂(所有菸品)?  

 

4.在過去七天內，你在＂家裡＂時，有沒有看過其他人

在你面前嚼＂檳榔＂？  

 

 

感知程度 

感知程度-請根據你對以下菸檳危害防制教育的

感受程度等級，從「完全不知道」到「清楚知道」

勾選出一個你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0% 完全

不知道 

25% 稍

微知道 

50% 部

分知道 

75% 大部

分知道 

100% 清楚

知道 

1.學校訂有全面禁菸(含禁電子煙)及禁嚼檳榔的規定。      

2.學校用創新的方法例如運用媒體、電視牆、海報、標

語、宣導品、手冊等佈置來營造無菸校園或無檳校園環

境。  

   

 

3.在校園明顯處有張貼禁菸或禁檳標誌，推動校外來賓

(含家長)至校不吸菸、不嚼檳榔。  

   

 

4.學校能營造菸、檳危害防制友善之氛圍，例如：鼓勵

學校社團倡議無菸拒檳，鼓勵師生戒菸、戒檳等  

   

 

5.學校有教我在生活中反菸拒檳的技能。      

6.學校有辦理反菸拒檳的教學活動（如：宣導、課程、

競賽、講座、研習、訓練等）。  

   

 

7.不同的學習科目課程中有融入反菸拒檳教育，例如健

康教育、物理、化學、表演藝術等。  

   

 

8.學校有招募無菸拒檳學生志工，辦理培訓，協助無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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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檳活動 (例如：成立志工糾察隊、協助取締校園吸菸

行為) 

9.學校有辦理吸菸(或嚼檳)學生戒菸、戒檳教育輔導及

或轉介。例如:戒菸班。  

   

 

10.學校有與吸菸、嚼檳學生家長聯繫，共同監督戒菸、

戒檳情況。  

   

 

11.學校有和校外的社區資源及機構等單位結盟，共同協

助推動無菸、拒檳校園 (如：請附近商家拒賣菸品及檳

榔給學生；和衛生所醫療機構合作辦理宣導等)。  

   

 

12.學校有利用學校日、班親會、家長會或親職教育活動

(含講座、親子共學等)辦理菸、檳危害防制教育宣導。  

   

 

13.學校有辦理電子煙及加熱式菸品危害防制的宣導教

育。  

   

 

 

知識 

知識 - 以下說法你認為對或不對？ 對 不對 不知道 

1.菸品中的尼古丁是導致人們菸品成癮的主要原因。    

2.二手菸沒有安全劑量值，暴露二手菸與肺癌、心臟病、氣喘等疾病相關。    

3.「二手菸」是指菸熄滅後在環境中殘留的汙染物    

4.青少年新陳代謝快，在這時其吸菸對身體上的危害比較小。    

5.維他命 E醋酸脂為電子煙油的添加劑，是造成電子煙廢傷害的原因之一(維

他命 E醋酸脂是維他命 E的衍生物，常用於皮膚保養品，如乳液)。 

   

6.電子煙不會成癮，可以幫助人們戒菸。    

7.電子煙產生水蒸汽，沒有二手菸的問題。    

8.電子煙液(油)是合法添加物，對人體沒危害。    

9.我國菸害防制法規定高中職以下校園內全面禁止吸菸，違規吸菸最高罰一

萬元。 

   

10.電子煙在台灣使用是合法的。    

11.檳榔子(不含添加物紅灰、白灰及荖葉）本身就是致癌物質。    

12.嚼食檳榔的人，若在口腔黏膜上發現有白斑，可能是口腔癌的前兆。    

 

態度 

態度 -以下說法的同意程度  
完全 

不知道 

稍微 

知道 

部分 

知道 

大部分

知道 

清楚 

知道 

1.我認為自己不可以吸菸(含加熱菸)。      

2.我認為自己不可以吸<電子煙>。      

3.我認為自己吸菸或吸到二手菸都會危害我的健康。      

4.我認為吸菸會讓人看起來更有魅力。      

5.我認為自己不可以嚼檳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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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認為嚼檳榔會損害我的健康。      

7.我認為在社交場合嚼食檳榔可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行為意圖 

行為意圖-以下說法的同意程度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中立 

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1.如果好朋友給我菸品，我也不會使用。      

2.在未來的 1個月(30 天)，我不會使用菸品。       

3.如果好朋友給我電子煙，我也不會使用。      

4.在未來的 1 個月(30 天)，我不會使用電子煙。       

5.如果好朋友給我檳榔，我也不會使用。      

6.在未來的 1個月(30 天)，我不會使用檳榔。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以下說法的把握程度 
完全沒

把握 

有少許

把握 

有一半

把握 

很有 

把握 

完全有

把握 

1.當同學或朋友邀我吸菸時，我會說「不」。      

2.當同學或朋友邀我吸電子煙時，我會說「不」。      

3.當同學或朋友邀我嚼檳榔時，我會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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