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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2021)

政府
增進親師生與社區身心健康與福祉

增能學校
增進親師生健康
素養、健康行為

學校結盟家庭社區
增進健康服務資源
增進社會資產連結



標準1：政府政策和資源
標準2：學校政策和資源
標準3：學校治理和領導
標準4：學校與社區的伙伴關係

標準5：學校課程支持健康與福祉
標準6：學校社會情緒環境
標準7：學校物質環境
標準8：學校健康服務

(WHO, 2020)





(Schools for Health in Europe Network Foundation, 2019)



美國提出整體學校、社區、孩童全人學校衛生模式

9

Whole School, Whole Community, Whole Child



美國健康教育能力指標

一、學生將能瞭解健康促進與疾能預防的概念

二、學生將能分析家庭、同儕、文化、媒體、科技等

對健康行為影響

三、學生將展現取得健康促進有效訊息、產品與服務

四、學生將展現人際溝通的技能來促進健康與降低危

險因子

五、學生將展現作決定的技能來促進健康

六、學生將展現設定目標的技能來促進健康

七、學生將展現實踐健康行為與避免健康風險能力

八、學生將展現倡議個人、家庭與社區健康能力



第 5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遴聘學者、專家、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組成學校衛生委員會，其任務如
下：
一、提供學校衛生政策及法規興革之諮詢指導意見。
二、提供學校衛生之計畫、方案、措施及評鑑事項之諮詢指導意見。
三、提供學校衛生教育與活動之規劃及研發事項之諮詢指導意見。
四、提供學校健康保健服務之規劃及研發事項之諮詢指導意見。
五、提供學校環境衛生管理之規劃及研發事項之諮詢指導意見。
六、協調相關機關、團體推展學校衛生事項。
七、其他推展學校衛生之諮詢事項。

第 16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健康相關課程，專科以上學校得視需要開設健康相關之課程。
健康相關課程、教材及教法，應適合學生生長發育特性及需要，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

第 17 條
健康相關課程教師，應參與專業在職進修，以改進教學方法，提升健康相關教學效果。
主管機關或學校得視實際需要，薦送教師參加衛生課程進修。

第 19 條 學校應加強辦理健康促進及建立健康生活行為等活動。

第 20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結合家庭與社區之人力及資源，共同辦理社區健康飲食教育及環境
保護活動。專科以上學校亦得辦理之。

第 24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全面禁菸；並不得供售菸、酒、檳榔及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疫情與數位加劇健康風險
• 疫情效應學童視力不良率破45% 2022/07/24 自由時報

• 小四學童遠距上課未定期就醫 2個月近視暴增200度 2022-07-08 聯合報

• 疫情讓國中小學生長胖了！中市統計去年達高峰 2022-08-22 聯合報

• 驚！疫情「逼」小孩網路成癮加劇 2021-6-19三立新聞網

• 上網成癮嚴重13.9%受訪學生每日上網逾7小時逾65%曾與家人衝突 2022-06-25香港01

• 嚴格封控遏制疫情中國年輕人心理健康卻受創 2022-08-30 12:19 中央社

• 「手機」是科技時代的貧民標誌，矽谷工程師正將自己的孩子送到無科技學校！2019/07/04 科技報橘



1.家長：怕輸在起跑點上，課後安親班
2.學校：生生用平板，班班有冷氣，大校活動空間受限
3.社會：疫情影響，數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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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地方指標問卷題目

視
力
保
健

 50.96%的學生不知道「近距離用眼就如同鬥雞眼，會使眼睛持續用力」
 36.97%學生不知道「近視已經是台灣人失明的主要原因，有近視要就醫來控制度數加深」
 26.9%的學生不知道「近視是一種疾病，戴眼鏡或近視雷射手術無法解決」
 22.46%的學生不知道「每日戶外活動120分鐘」及「定期就醫」是延緩近視發生有效的方

法。」

口
腔
保
健

 52.34%的學生不知道「使用含氟量達1000ppm以上之牙膏才能有效預防齲齒」
 25.55%的學生不知道「每六個月要定期去看牙醫」
 19.05%的學生不知道「牙線是清潔牙縫與牙齒鄰接面最好的工具」

健
康
體
位

 27.49%的學生不知道「天天五蔬果是指三拳頭大小的蔬菜、兩拳頭大小的水果」
 26.01%的學生不知道「每天至少需要60分鐘的活動與運動時間」
 22.13%的學生不知道「每天需要的飲水量為30cc乘以體重」

全
民
健
保

 70.16%的學生不知道「不論富有或貧窮，每個人繳交的健保費都不一樣」
 66.03%的學生不知道「自己繳的保費，不只能用來付自己生病時醫療費用，也可以給別人用的」
 52.09%的學生不知道「若沒有經過轉診就到大醫院看病，需要繳交更多的部分負擔」



議題 地方指標問卷題目

正
確
用
藥

 52.19%的學生不知道「吃藥搭配制酸劑(胃藥)一起服用才不會傷胃」是錯誤
 45.4%成的學生不知道「國內藥品依照風險區分為處方藥、指示藥及成藥等三級」
 41.12%的學生不知道「服用大量解熱鎮痛藥(如普拿疼)會產生肝臟毒性」

菸
害
防
制

 31.09%的國高中學生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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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6%的國高中學生不知道「二手菸沒有安全劑量值，暴露於二手菸可能會造成肺癌、心臟
病、氣喘等疾病」

 17.31%的國高中學生不知道「電子煙也有二手煙的問題」

檳
榔
防
制

 28.87%的國高中學生不知道「檳榔子(不含添加物紅灰、白灰及荖葉）本身就是致癌物質」
 16.28%的國高中學生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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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教
育

 55.82%的國高中學生不知道「愛滋病不會透過被蚊蟲叮咬而傳染」
 36.97的國高中學生不知道「只在射精前戴上保險套，無法避免懷孕或感染性傳染病」
 31.01%的國高中學生不知道「女生月經來潮後，就表示她應該已具有生小孩的能力」



議題 地方指標問卷題目

視
力
保
健

 13.31%學生一週「一整天到戶外活動的總時數達到120分鐘(2小時)」。
 16.29%學生經常「讀書寫字或使用3C等近距離工作時，每30分鐘就休息10分鐘的情形」。
 49.02%學生一週「一天內看螢幕（電腦、電視、手機、電動）的累積總時間不超過1小時」。

口
腔
保
健

 22.09%學生一週會每天「使用牙線清潔牙縫」。
 43.33%學生會用含氟牙膏來刷牙。

健
康
體
位

 23.44%學生一週會做到「一天累積60分鐘對身體有益的身體活動」。
 23.44%學生一週會完全做到「一天當中吃到3個拳頭的蔬菜」。
 32.36%學生「會喝足每日建議量白開水(30cc乘以體重)或不含糖的茶飲。
 34.96%學生一週每日「睡足8小時」。

菸
檳
防
制

 3.60%國高中學生在過去30天中有吸過菸。
 2.69%國高中學生在過去30天中有使用過電子煙。
 2.29%的國高中學生在過去30天中有嚼食過檳榔。





市長+教育局+衛生局+公會+輔導委員+校群=學校健康紅利
 跨域資源創新健促：新北校園通APP，家長透過手機可查看孩子基礎健康記錄

 多元策略精進措施：與衛生局合作推動「護眼專案」、「健康小學堂」，運用各式資源落實健促政策推動

 系統輔導健促網絡：組織學校協助全市健康促進，用系統化方式落實健促政策

全市國小生健康識能競賽 學生健康資訊數位轉型「寶貝i健康」 自製潔牙大書融入課程之教學觀摩

各議題績優學校分享，交流觀摩推動成果 各議題校群輔導，每學年3次。 防制菸檳害，小五與國七全面入班宣導



縣長+處長+科長+校長+師長+家長=創新教育健康+1
 跳出好體位繩出全方位：推動校園跳繩運動，挹注經費送跳繩當學生健康禮

 校本健康政策：強化遠視儲備、窩溝封填、健康吃快樂動，開發全縣健康素養課程等

 偏鄉學校巡迴醫療：結盟牙醫師公會與醫療資源，提供學生口腔視力保健

聘專家學者組成學校衛生委員會開會 校園運動會以口腔保健創意進場各級學校健康促進共識會議暨增能活動

結合體育署活動辦理健走，推廣健康生活 健康富伴達(foodpanda) 送愛到高關懷學校校園護眼eye健康到校宣導



市長+教育局+衛生局+公會+輔導委員+校群=健康實踐力
 強化校際策略聯盟：邀請專家協助輔導，以議題中心學校為推動脈絡

 善用民間社團資源：結盟各界資源，從學校至家庭社區共創健康府城

 廣納衛生醫療資源：推動口腔保健巡迴車入校服務、反菸拒檳等活動

與千禧之愛合作健康出動到校園活動 健康促進學校成果觀摩暨增能研習

與董氏合作推動全市國小健康吃快樂動計畫 健康促進逗陣行答喙鼓比賽 專家與輔導委員、教育局及學校

臺南囡仔正向宣言-心理健康績優作品



教育處+衛生局+公會+輔導委員+校群=健康倡議

 發放視力存摺：運用存摺形式將正確用眼觀念推廣至國小學童，並舉辦視力保健海報創意競賽。

 口罩卡套創意競賽：將全民健保、性教育結合防疫辦理口罩卡套繪畫創意競賽。

 將健促融入戲劇表演及微電影：於全國潔牙微電影比賽獲佳績，辦理反菸行動劇表演活動

全國潔牙微電影-七堵國小銀牌獎 公告校園及附連人行道禁菸基隆市視力存摺健康教育

性教育口罩繪畫創意競賽 反菸行動劇-中和國小 視力保健海報繪畫創意競賽



跨局處合作+學校增能+幼兒+永續發展目標=珍食共享食安樂
 跨局處與社區夥伴關係：推動剩食減量政策，並延伸至幼兒園健康服務

 引進民間團體入校倡議月經教育：與小紅帽協會合作，推動月經平權與性平教育

 結合校本課程永續指標：推動「田園綠活食農趣」提升學生均衡飲食珍食

護眼護照與護眼學習單 視力保健活動—線上講座 小紅帽入校帶領月經教育活動

舉辦菸檳防制AR體驗活動 學校示範指導學童督導式潔牙 舉辦績優學校增能工作坊



市長+教育局+衛生局+公會+輔導委員+校群=神農小學堂

 結盟產官學資源：結盟各界資源辦理健康促進活動如「神農小學堂」

 組成校際聯盟：成立各議題校際健康聯盟，邀請輔導團輔導訪視

 辦理健康藝文競賽：辦理多元藝文競賽系列活動，增進親師生健康素養

幼兒園性教育課程—身體紅綠燈 至高雄分享營造健康促進學校經驗 「向下扎根」幼兒園教師視力保健增能研習

健康體位師資增能研習 與藥師做朋友，參觀藥局 進行戒菸教育並進行相關課程



縣長+教育局+衛生局+公會+輔導委員+校群=健康攻略王3.0
 健康促進醫師論壇：與在地醫師結盟，由專業醫師線上直播分享分享個議題醫學知識。

 研發創新教具：開發「健康攻略王」3.0，搭配冒險遊戲寓教於樂。

 自創護眼健康操：本縣自創「eye眼睛健康操-啾咪啾咪動一動」，由縣長帶領融入各議題健康概念。

健康促進醫師論壇

推動議題深根教學，扎實學生健促認知清大課程研究所取經健康攻略王教具本縣自創啾咪啾咪護眼操，守護學生健康

健康攻略王教具寓教於樂參賽亮點學校經驗交流座談會



市長+教育局+衛生局+公會+輔導委員+校群=健康親子
 健康議題校群輔導機制，分析學生健康狀況，邀請委員輔導

 結盟各界資源，辦理多元健康促進活動，增進親師生健康素養

 建置安全校園環境：辦理健康議題增能研習，師生急救訓練

水源國小-健促社團口腔保健課程 西門國小-遊具改善下課淨空活動 青草湖國小-全校教職員CPR&AED訓練

南華國中-校慶園遊會健促議題宣導 建功國小-全市教師運動傷害研習 茄苳國小-全校課間戶外活動



縣長+教育局+衛生局+公會+輔導委員+校群=減糖校園
 減糖校園自我檢核：推動「含糖飲料禁入校園」、發展鼓勵多喝白開水策略

 縣府舉辦的大型親子日活動：增加家長觸及率，提升家長對學童健康的重視

 發展健康議題特色策略：如「安全教育與急救」及「慢性病健康管理」

補助偏遠學校學童潔牙器具 111年運動i配合母親節辦理「媽趣迷你馬拉松活動」 辦理校長研習-以巧推作為健促宣導新策略

校園辦理教職員CPR+AED研習 設攤宣導-健康宣導標語拼圖，親子共同學習 辦理大型活動設攤宣導



校長+教育處+衛生局+專家學者+護理師=雲林上場

 110全中運在雲林：以「雲林上場」為主軸，，期盼把愛運動、重視健康的概念落實於校園

 跨校跨局處整合推廣至社區：中心學校及協力學校以社群方式相互觀摩，並與衛生局密切合作

 成立地方健促學校輔導團：召集專家學者、校長、護理師等，進行健康促進計畫執行檢核及增能

口腔衛生宣導 教導正確潔牙方式視力保健向下紮根 鼓勵幼兒園戶外活動 健康體位家校宣導活動

推廣全民健保桌遊 菸害防制海報比賽評審 性教育及愛滋防治教師增能研習討論



市長+局長+科長+校長+師長+家長+醫院+社區=健康學園
 結盟健康學園：醫院─學校─社區結盟，使社區民眾及師生獲取健康新知

 偏鄉嘉年華：強化偏鄉學校對健康促進之重視，增強師生及家長健康觀念

 性教育創意桌游及月保安康試辦計畫：推廣使用精緻化性教育桌遊，試辦月保安康計畫提供生理用品

高雄市健康促進學校推動說明暨增能研習 與千禧之愛合作-OPEN小將出動到高雄校園 林園健康學園-建佑醫院醫療師資入校宣導

健康促進偏鄉嘉年華及原住民4校聯合運動會 性教育創意桌遊工作坊 提供生理用品之月保安康試辦計畫



二代健促 精進教學 社區結盟 家長參與 支持環境 素養導向 健康幸福 學生參與

99-100年
1. 實證導向
2. 行動研究

101-102年
1. 生活技能
2. 12年國教

103年
1. 結盟衛生
2. 社區資源

104-105年
1. 結盟家長
2. 親子共學

106-107年
1. 支持環境
2. 實證策略

108-109年
1. 校本課程
2. 健康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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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正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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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維持 制度化

領導機構
結盟成員

運作流程

領導與人力

組織架構

匯集資源

成員參與

評估與計畫

策略執行

社區改變成果

社區能力 健康/社會成果





他，是健康守門人
社區結盟/社會規範

你，是健康的貴人
教師教學/家長參與

我，是健康好主人

學生習得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
健康教學

社會環境
物質環境

親子共學
社區結盟

1. 每日戶外活動120分鐘

2. 拒含糖飲料，只喝白開水

3. 用眼30分鐘休息10分鐘

4. 用藥看標示

5. 天天5蔬果

1. 餐後含氟潔牙

2. 愛己尊重人

3. 睡眠八小時

4. 珍惜健保

5. 菸檳零容忍

健康素養

健康促進學校支持環境策略生態觀點社會規範策略



核心素養
社會參與
溝通互動
自主行動

素養導向教學活動
校本課程/技能教
學

健康星球
國際關懷/在地
行動

健康素養
批判性素養
溝通/互動性素養
基本/功能性素養

健康素養賦權
教育/素養/賦權

健康支持環境
學校/家庭/社區

健康融入政策
政經/生態/永續

健康促進學校
環境/家長/社區
結盟

學生

群體/環境

全球/社會

素養導向

支持環境

健康政策







動機
•自主感

•歸屬感

•能力感

參與

• 五正
四樂

幸福

• 身心
健康



無參與

教師帶
領參與

師生合
作參與

學生主
導參與

參與 公民參與



意見能具
有影響力

給予安全
時空環境

鼓勵學生
意見表達

意見能被
高層聽到

學生參與
行動研究

結盟學生
社團推動

健康資訊
媒體素養

學生賦能
倡議充權

(UNESCO, 2020)



學生倡議

健康政策
規定預算

世代對話

了解觀點
學生參與

支持環境

增能成人
支持倡議

參與平台

倡議平台
回饋管道

學生賦能

健康倡議
健促服務

(UNESCO, 2020)









幸福校園 快樂共學



幸福校園 快樂共學













註：*p<.05，**p<.01，***p<.001

議
題

110學年度新北市指標 題目 正向心理健康 生活品質及健康

國小
Pearson

國中
Pearson

高中
Pearson

國小
Pearson

國中
Pearson

高中
Pearson

視
力
保
健

規律用眼3010達成率
(含教室淨空)

讀書寫字或使用3C等近距離
工作時，你每30分鐘就休息

10分鐘的情形？
0.303** 0.232** 0.221** 0.333** 0.251** 0.220**

戶外活動120達成率
過去七天中，你有幾天，一
整天到戶外活動的總時數達

到120分鐘(2小時)？
0.305** 0.216** 0.239** 0.266** 0.221** 0.236**

3C少於2成達成率
(國小小於1)

過去七天內，你一天內看螢
幕（電腦、電視、手機、電
動）的累積總時間不超過1小

時的天數有幾天?

0.129** 0.092** 0.115** 0.147** 0.143** 0.143**

健
康
體
位

睡眠時數達成率
過去七天中，你有幾天睡足8小時

?
0.309** 0.284** 0.340** 0.297** 0.297** 0.294**

運動量達成率
過去七天中，你有幾天做到至少
「一天累積60分鐘」對身體有益
的身體活動？

0.310** 0.262** 0.278** 0.305** 0.275** 0.290**



題目
正向心理健康

M SD Pearson 

1.過去七天中，你有幾天，一整天到戶外活動的總時數達到 120 分鐘？ 3.95 2.189 .214**

2.使用 3C 等近距離工作時，你每 30 分鐘就休息 10 分鐘的情形？ 2.82 .975 .195**

3.過去一個月來，您對自己的睡眠品質整體評價如何? 2.73 .726 .316**

4.過去七天中，你有幾天會吃到 3個拳頭大的蔬菜？ 5.56 1.932 .241**

5.過去七天中，你有幾天會吃到 2 個拳頭大的水果? 5.00 2.111 .191**

6.過去 7 天內，你進行 30 分鐘以上中等強度以上(活動時仍可交談，但無法
唱歌)的運動活動有幾天?

3.76 2.10 .225**

7.過去七天中，你有幾天在一天當中喝足每日建議量白開水或不含糖的茶飲(
有添加物的瓶裝水、含糖飲料、牛奶和豆漿都不算)?

5.80 2.131 .192**

8.過去七天內，你喝過幾次罐裝或瓶裝的含糖飲料以及手搖飲料，如可口可
樂、奶茶和雪碧？

2.13 1.139 -.091*



• 112年10月中央輔導委員及縣市教育局共識會

• 健康促進相關領域師資專業成長增能(本年度辦理2場)

• 網站優化、數位教材、成功案例、正向心理健康懶人包建置

增

能

• 每縣市5次中央輔導委員結合地方委員輔導

• 分析各縣市網路填報資料，提供改善建言

• 113年4-6月評價成果、前後測小主播競賽評選

• 113年4-6月健康體位績優學校遴選

輔

導

• 113年4-6月師生健康指標、縣市調查

• 綜整健康促進學校成果，發布新聞稿

• 113年6月(暫定)全國成果發表會，縣市、學校分享

成

果



縣市別 112學年中央輔導委員名單

基隆市
紀雪雲

1

郭紫薇

1

陳麗珠

2

吳仁宇

3

張鳳琴

3

臺北市
劉潔心

1

胡益進

1

鄭其嘉

1

李銘杰

1

劉影梅

1

陳麗珠

1

連盈如

1

郭鐘隆

2

余宗龍

2

郭紫薇

3

吳丕玉

3

張文琪

3

董貞吟

3

新北市

張晏蓉

1

陳志哲

1

吳文琪

1

龍芝寧

1

許愛玲

1

黃久美

1

吳仁宇

1

余宗龍

1

陳富莉

1

謝月香

2

李明憲

2

郭紫薇

2

劉影梅

2

李銘杰

2

邱詩揚

2

黃森芳

3

郭鐘隆

3

鄭麗媛

3

桃園市
郭鐘隆

1

謝月香

1

游月鈴

1

張文琪

1

吳文琪

2

紀雪雲

2

黃久美

2

鄭麗媛

2

李明憲

3

陳志哲

3

鄭其嘉

3

余坤煌

3

連盈如

3

新竹市
牛玉珍

1

蔡孟翰

1

葉若蘭

1

陳彥宇

1

黃詠愷

2

游月鈴

2

黃晴逸

2

鄭其嘉

2

謝月香

3

莊忠賢

3

許洲郎

3

新竹縣
鄭麗媛

1

黃晴逸

1

張鳳琴

2

陳彥宇

3

游月鈴

3

苗栗縣
莊忠賢

1

許洲郎

1

牛玉珍

2

吳丕玉

2

蔡孟翰

2

葉若蘭

2

陳彥宇

2

黃曉靈

3

黃晴逸

3

吳文琪

3

臺中市

林麗鳳

1

張彩秀

1

吳丕玉

1

曾娉妍

1

董貞吟

2

莊忠賢

2

許洲郎

2

劉佳鎮

2

劉秀枝

3

余宗龍

3

楊靜昀

3

陳慶盛

3

葉若蘭

3

張晏蓉

3

李銘杰

3

吳佩昌

3

陳富莉

3

彰化縣
劉秀枝

1

林麗鳳

2

蘇永裕

2

陳慶盛

2

曾娉妍

2

劉佳鎮

3

顏錦惠

3

顏娟娟

3

黃詠愷

3

南投縣
楊靜昀

1

劉佳鎮

1

劉秀枝

2

張彩秀

2

曾娉妍

3



縣市別 112學年中央輔導委員名單

雲林縣
余坤煌

1

吳景州

1

顏錦惠

1

劉麗吟

1

陳環辰

1

黃俊豪

2

蔡玉葉

2

楊靜昀

2

紀雪雲

3

吳文賢

3

余坤煌

1

嘉義市
葉郁菁

1

吳佩昌

1

魏慧美

1

顏錦惠

2

劉麗吟

2

羅凱暘

2

吳淑美

2

黃俊豪

3

陳環辰

3

嘉義縣
劉麗吟

1

黃俊豪

1

陳富莉

2

葉郁菁

2

吳文賢

2

陳環辰

2

劉影梅

3

吳淑美

3

張家臻

3

陳麗珠

3

臺南市
廖梨伶

1

蔡玉葉

1

吳淑美

1

吳文賢

1

黃曉靈

1

魏慧美

2

葉郁菁

3

高雄市
陳慶盛

1

李春明

1

黃詠愷

1

羅凱暘

1

傅楷傑

1

張晏蓉

2

廖梨伶

2

龍芝寧

2

吳佩昌

2

黃曉靈

2

魏慧美

3

屏東縣
林淑芳

1

黃志賢

1

李怡宏

2

顏娟娟

2

吳景州

2

龍芝寧

3

許愛玲

3

蔡玉葉

3

宜蘭縣
黃忠燦

1

李明憲

1

邱詩揚

1

黃森芳

2

余坤煌

2

傅楷傑

2

花蓮縣
黃森芳

1

張鳳琴

1

黃忠燦

2

邱詩揚

3

李怡宏

3

林淑芳

3

臺東縣
鄭惠美

1

李怡宏

1

張文琪

2

林淑芳

2

傅楷傑

3

李春明

3

牛玉珍

3

吳景州

3

蔡孟翰

3

澎湖縣
顏娟娟

1

張志明

1

李春明

2

黃忠燦

3

蘇永裕

3

金門縣
董貞吟

1

蘇永裕

1

何莉莉

1

張志明

3

連江縣
吳仁宇

2

張志明

2

陳志哲

2

許愛玲

2

劉潔心

2



健康促進學校績優縣市頒獎 健康促進學校輔導委員增能健康促進學校績優縣市頒獎

中央輔導委員與縣市討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學志院長致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劉潔心教授致詞



高雄長庚醫院吳佩昌醫師演講 中央輔導致詞健康體位分組討論

性教育分組討論 綜合座談
新北積穗國中龍芝寧主任演講



國教署彭署長致詞 健康署吳署長致詞 兩位署長合影 110學年健康促進學校年度頒獎活動

110學年健康促進學校縣市教育局處及各健康議題、健康署擺攤花絮



教育部林明裕政務次長致詞 衛生福利部王必勝政務次長致詞 全體參與人員大合照 校園健康主播show

111學年健康促進學校縣市教育局處及各健康議題、健康署擺攤頒獎，花絮







獎項 縣市 報名學校 作品名稱

特優 嘉義縣 和興國民小學
新e點靈讓Eye延伸―幼兒園向下扎根幸福興「視」界
―四年級學童視力保健五年計畫之多元策略成效探究

特優 新竹市 龍山國民小學
桌遊介入口腔衛生主題課程之成效探究―以新竹市東區龍山國民小
學四年級為例

特優 新竹縣 鳳岡國民小學 「貓兒健客」多元策略運用對學童健康體位之影響

特優 臺北市 瑠公國民中學
『無菸無檳，瑠公好青年』運用數位傳播策略減緩菸檳防制知能
於假期失落之成效分析

特優 基隆市 武崙國民中學 正向思考訓練之成效探討―以基隆市武崙國民中學8年級學生為例

特優 屏東縣 餉潭國民小學
護愛活動、從心開始引領學生探索性教育旅程―對國民小學學童性
知識、性態度的影響―以餉潭國民小學為例

新竹市龍山國小
學童實際操作潔牙技

能課程

新竹縣鳳岡國小
寒假健康生活作業展

嘉義縣和興國小
每週校長入班營養加分 臺北市瑠公國中

菸害密碼教學活動

基隆市武崙國中
藉由親子共讀活動增

進親子關係

屏東縣餉潭國小
月經袋製作過程



獎項 縣市 報名學校 作品名稱

優良 彰化縣 鹿江國際中小學 國中學生視力保健教育介入成效研究

優良 嘉義縣 景山國小
「噫~囝仔！愛注意！阮ㄟ目睭愛家己顧喔！」—以生活技能素養導
向課程及整合社區系統介入之成效探究

優良 嘉義縣 興中國小
興中有愛從齒幸氟巧推策略推動口腔保健向下紮根計畫成效之探究
—以興中國民小學一年級學童為例

優良 新竹市 培英國中 健康體位教育介入對健康體位知識與行為成效之行動研究

優良 嘉義縣 竹村國小 美力竹村〜85110介入策略對學童健康體位影響之探究

優良 嘉義縣 新埤國小
有健保足好！乎你健康快樂免煩惱！―「正向心理健康促進全民健保
含正確用藥」以「支持性環境與素養導向課程」介入之成效探討

彰化縣鹿江國際中小學
辦理各式社團

嘉義縣景山國小
幼兒園小朋友吃出好眼力

嘉義縣興中國小
窩溝封填-新生防蛀

新竹市培英國中
綠園遊健康餐盤闖關活動

嘉義縣竹村國小
校園大使健康倡議

嘉義縣新埤國小
醫觸即發桌遊推廣



獎項 縣市 報名學校 作品名稱

優良 臺南市 復興國中 全民健保正確用藥與聰明就醫推廣成效探討―以臺南市立東區復興國民中學為例

優良 臺北市 金華國中 金華天龍八不出招，自創桌遊拒菸趣

優良 新北市 自強國中
健康快樂活―運用體驗學習、戒菸教育與戒菸職能螺旋架構策略融入菸害防制教育實施成

效

優良 苗栗縣 溪州國小 五正四樂（我們都要好好的）融入健康體位跨議題之成效探討

優良 嘉義縣 朴子國中
健康朴中、「性」福「璞」園：「情緒管理暨資訊科技」雙核心課程融入國民中學生性

教育之成效

優良 高雄市 中正高中 校園性教育行動研究－以高雄市中正高級中學為例

臺南市復興國中
醫拳超人桌遊輔助教學

臺北市金華國中
入班宣導菸害防制

新北市自強國中
拒菸反檳海報作品

苗栗縣溪州國小
我們都要好好的

嘉義縣朴子國中
情緒療育畫出心情寫照

高雄市中正高中
校園小主播影片



獎項 縣市 報名學校 作品名稱

第一名 屏東縣 高士國民小學 美齒王子公主養成記

第二名 新竹市 水源國民小學 樂動樂活好口腔

第三名 臺北市 古亭國民小學 古亭好新聞 Good Team News —口腔保健好簡單

第四名 新竹縣 錦屏國民小學 NARO晚間新聞—泰雅小學帶動部落重視生心理健康

第五名 臺南市 新化國民小學 Eye你更健康

屏東縣高士國小 新竹市水源國小 臺北市古亭國小 新竹縣錦屏國小 臺南市新化國小



獎項 縣市 報名學校 作品名稱

佳作 臺北市 幸安國小 幸福平安向前行

佳作 臺北市 東湖國小 東湖健康報

佳作 臺北市 富安國小 進擊的富安—護眼健體go go go !

佳作 臺北市 志清國小 吃的均衡，動的健康!

佳作 臺北市 懷生國小 再見菸地Farewell Ever After, Cigarette Butts!

佳作 臺北市 康寧國小 「5正4樂 BE HAPPY—正向心理」

佳作 臺北市 銘傳國小 我要EYE眼睛—銘傳國民小學視力保健專題報導

佳作 臺北市 北安國中 月經無礙 x 青春自在

臺北市幸安國小 臺北市東湖國小 臺北市富安國小 臺北市志清國小

臺北市懷生國小 臺北市康寧國小 臺北市銘傳國小 臺北市北安國中



獎項 縣市 報名學校 作品名稱

佳作 臺北市 福安國中 終極密碼

佳作 新北市 蘆洲高中 校園小主播－全民健保5知道8行動－校園採訪秀

佳作 新竹市 虎林國中 安全教育對你說，健康促進保障多

佳作 彰化縣 社頭國小 全民來運動~健康無病痛

佳作 彰化縣 國聖國小 國聖543、好康報恁知(台)

佳作 臺南市 新市國小 健康用眼，開創新市(視)野

佳作 高雄市 西門國小 西門小將出任務—85110健康體位校園樂生活

臺北市福安國中 新北市蘆洲高中 新竹市虎林國中 彰化縣社頭國小

彰化縣國聖國小 臺南市新市國小 高雄市西門國小





獎項 縣市 報名學校

特優 臺南市 日新國民小學

特優 高雄市 小港國民中學

特優 嘉義縣 竹村國民小學

高雄市小港國中臺南市日新國小 嘉義縣竹村國小



獎項 縣市 報名學校

優等 新北市 長安國小

優等 宜蘭縣 順安國小

優等 臺北市 南港高中

優等 臺南市 大灣高中

優等 新北市 橫山國小

優等 屏東縣 崎峰國小

獎項 縣市 報名學校

優良 臺北市 雙溪國小

優良 苗栗縣 溪州國小

優良 臺南市 大新國中

優良 彰化縣 潮洋國中

新北市長安國小 宜蘭˙縣順安國小 臺北市南港高中 臺南市大灣高中 新北市橫山國小 屏東縣崎峰國小



0.55 

3.10 2.21 2.28 
0.68 

3.37 2.87 3.10 

0.00

5.00

視力保健認知 視力保健態度 視力保健效能 一週戶外活動達2小時天數

沒上過 有上過視力保健課程活動

0.66 

3.14 2.92 2.75 

0.77 

3.38 3.48 3.87 

0.00

5.00

健康體位認知 健康體位態度 健康體位效能 上學日一天累積

60分鐘身體活動

沒上過 有上過健康體位課程活動

0.50 
3.33 2.74 

6.32 

0.71 
3.57 3.39 

6.51 

0.00

5.00

10.00

口腔保健認知 口腔保健態度 口腔保健效能 一週晚上睡前潔牙天數

沒上過 有上過口腔保健課程活動



0.68 

3.48 4.23 

0.81 

3.69 4.68 

0.00

5.00

菸害防制認知 菸害防制態度 菸害防制效能

沒上過 有上過菸害防制課程活動

0.68 

3.22 3.45 

0.76 

3.48 4.05 

0.00

5.00

性教育認知 性教育態度 性教育效能

沒上過 有上過保護自己、提升拒絕性行為能力的課程活動

0.68 

3.22 3.45 

0.76 

3.48 4.05 

0.00

5.00

心理健康認知 心理健康態度 心理健康效能

沒上過 有上過心理健康課程活動





計畫中央輔導委員輔導費用核銷注意事項

計畫提供每名中央輔導委員約2次

計畫提供各縣市約5次，若超過期末將依比例勻支

敬請縣市及委員於輔導後一個月內提供輔導單及領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