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成果報告與未來推動方向

109學年度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計畫成果
110學年度校園性教育推動方向

執行機構：杏陵基金會

計畫主持人：家庭生活與性教育中心鄭其嘉主任



1. 維護及充實性教育資源之相關網站並提供電話諮
詢

2. 提升中小學教師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相關知
能

3. 協助各級學校推動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相關活動並提供性教育資源

4. 增進中小學生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知能及相
關促進健康行為

109學年度推動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
治)計畫 計畫目標



推動理念與架構

提升縣市政府、學校教育人員暨
學生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知能

縣市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含愛滋
病防治)實地輔導訪視

(中心學校、種子/校群學校)

提升教育人員性教
育(含愛滋病防治)

教學知能

提升學生性教育(

含愛滋病防治)知
能

開發融入健康促
進學校之教材

1. 辦理性教育(含愛滋
病防治)相關研習

2. 辦理教育人員性教
育(含愛滋病防治)
相關競賽

3. 充實並維護﹤台灣
健康促進學校網站﹥

1. 辦理學生性教育(
含愛滋病防治)相
關競賽

2. 提供青少年「性
教育諮詢專線」

1. 開發學校性教育(
含愛滋病防治)宣
導教材並結合校
園活動



1.性教育未落實推動

2.欠缺理念與深度

3.性教育、性平教育分不清

1.國教署補助縣市

辦健促學校
2.性教育為必選議

題

1.承辦主管與人員欠缺理
念與策略

2.專才輔導委員人數少

1.強大的健康促進學校輔
導網絡

2.社會對性教育重視提
升

1.經費有限

2.時間有限

校園性教育目前問
題及SWOTS分析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補助辦理經費
協助問卷統計
協助課程教材

辦理增能共識會
辦理具體策略會

利用5-6年協助各縣市
建立推動內涵與模式

連結已存在的輔
導體系
辦理增能活動



利用6年協助全國22縣市推動校園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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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學校：
國中/高中

種子學
校-國小

種子學
校-國中

種子學
校-高中

種子學
校-高職

縣市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動小組
(縣市政府承辦單位主管、本計畫輔

導訪視委員、縣市委員）

重點縣市增能
共識研習

課程教學與自
評表工作坊

實地輔導訪視3
次

愛滋病防治師
資成長研習

健康促進學校模
式推動

參加全國相關競賽

納入行事曆

教師增能

課程教學

性教育週/學生活動

親職講座

社區夥伴關係

參加全國成果觀摩

重點縣市之
推動運作模式

重點縣市教學
觀摩

前後測成效評量



成果報告



重點縣市輔導訪視：
高雄市、屏東縣、連江縣、花蓮縣

1.增能共識會之校群會議
花蓮 屏東

高雄 連江



2.實地輔導訪視

花蓮 屏東

高雄 連江



3.教學觀摩(請各縣市放一張照片)

花蓮 屏東

高雄 連江



4.課室教學與校園活動



5.課程教材與自評表工作坊



愛滋病防治教育師資專業成長(北、中、
南3場研討會)

 北區：於110年4月30日(星期五)於新北市中信會館
舉辦，報名人數56人，實際與會人數44人

 中區：於110年5月7日(星期五)於台中維他露會館舉
辦，報名74人，實際與會人數64人

 南區：預計於110年7月20日線上研習



北
區
議
程
表

鄭其嘉教授專題演講

愛滋帶原者分享親身經驗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9:00 ~ 9:20 (20) 報到

9:20 ~ 9:30 (10) 【始業式】開幕與歡迎
教育部國教署長官
杏陵醫學基金會

9:30 ~ 11:00 (90)
【專題演講】

性教育與愛滋防治教育概論

鄭其嘉
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長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11:00 ~ 11:10 (10) 中場休息

11:10 ~ 12:00 (50)

【專題演講】

◎性教育與愛滋防治教育概論（續）

◎臺灣健康促進學校網站之「性教育(含愛滋

病防治 )」教學資源介紹

鄭其嘉

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長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12:00 ~ 13:00 (60) 午餐、休息

13:00 ~ 13:50 (50)

【愛滋關懷座談】

◎愛滋病防治政策與新知

◎愛滋帶原者現身說法

主持人：高松景

杏陵基金會執行長/臺灣師範大學師

資培育學院助理教授

主講者：

◎疾病管制署黃薰瑩科長

◎紅絲帶基金會蔡國煌

13:50 ~ 14:00 (10) 中場休息

14:00 ~ 16:20 (140)

【用影片教性教育】

─108 學年度微電影績優作品及其教學活動

討論

龍芝寧
新北市積穗國中主任

16:20 ~ 16:30 (10)

【綜合座談與結業式】

◎問卷評量

◎提問與討論

教育部國教署長官
杏陵醫學基金會



微
電
影
比
賽

「珍視自己，珍愛他人」微電影創作比賽得獎名單

獎項 作品名稱 獲獎單位及參賽人員

國小組

特優 愛滋魔的逆襲 高雄市竹後國小

優勝 疑神遺鬼 彰化縣鹿東國小

優良 小心狼友 花蓮縣北埔國小

佳作

青春．修煉 金門縣中正國小

天使筆記本 宜蘭縣南安國小

我在廁所的那些事 臺北市長安國小

國中組

特優 少女的迷「網」 屏東縣萬新國中

優勝 天空之戀 新北市大觀國中

優良 晴雯 桃園市內壢國中

佳作

就在我身邊 宜蘭縣三星國中

我的普拉斯人生 臺南市忠孝國中

不一樣？都一樣。 基隆市武崙國中

高中職
組

特優 禮物Gift 臺北市金甌女中

優勝 什麼是愛 新北市復興商工

優良 病不孤單─一段高中生的愛滋紀實訪談新北市林口高中

佳作

破鏡 臺中市臺中第一高中

異男忘 臺中市臺中第一高中

何壁何必 新北市明德高中





性教育電話諮詢專線

接線時間：每週二晚上（18：00 - 21：00）
及每週六下午（13：30 - 17：30）

印製專線電話貼紙（圖1、圖2）於所辦理的各
項研習與活動中發送及宣傳。透過網站公告諮
詢服務時段。

圖1 青少年性教育諮詢專線宣傳貼紙



110年 110年 110年 110年 110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小計

接線時數 24 15 27 21 27 240

諮詢人次 11 10 14 17 14 153

諮詢者年齡分佈情形

10-15歲 16-18歲 19-25歲 26歲以上 不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9/12-

110/3
1 0 23 0 9 0 5 1 6 0

四月份總計 1 0 9 1 1 1 1 0 2 0

五月份總計 1 0 6 0 2 0 1 1 3 0

3 0 38 1 12 1 7 2 11 0

諮詢者問題類型分佈情形

青春期生理
發展

青春期心理
發展

性行為、懷
孕與避孕

色情、性騷
擾、性侵害

性相關疾病
人際交往與

互動
其它

109/12-110/3 18 21 11 2 0 10 1

四月份總計 4 5 6 0 0 1 3

五月份總計 3 4 8 0 0 3 3

25 30 25 2 0 14 7



為

規劃之未來推動方向：
110學年度~



校園性教育2.0

 1.強化縣市推動力道並精緻化

 2.強調學校本位&素養導向，接軌12年國教

 3.強化實證導向

 4.強調全人全學校全社區之整全推動模式，

接軌國際



規劃推動項目

一、重點縣市推動&輔導訪視(含追蹤輔導)

二、績優學校評選(每兩年)

三、師資成長研習

四、相關競賽

五、性教育協助資源：教案教材、諮詢專線、
健康促進學校網站



四年期協助全國22縣市推動校園性教育

北

中

南

東

北

中

南

東

北

中

南

東

北

中

南

東

110學年

健康促進學校輔導網絡平台



規劃推動方式

1.重點縣市推動&輔導訪視(含追蹤輔導)

每年5-6重點縣市，分佈北中南東。分四年。

 中心學校/校群學校(含括各教育階段)，基於健康促進學校
推動架構，擴大推動，每校都推動整全之學校性教育。

 擴大辦理重點縣市增能共識研習。校長參加，之前大部分
校長參加過之縣市，則調訓學務主任。

 擴大並落實中心與校群學校增能共識研討，探討校本需求。
校長、主任、組長、健教教師、輔導活動教師、導師、校
護、家長團隊參加。

 學校本位整全推動模式：整合健康教育課程、輔導活動課
程與導師時間，並辦理延伸性校園活動、親職教育活動



 輔導訪視：計畫中央輔導委員連結在地委員辦理，帶起在
地校園性教育地方輔導委員。

在地輔導委員需參與增能共識研習

 結合在地輔導團辦理性教育教學觀摩

 縣市追蹤輔導訪視：

協助縣市增能活動、校群輔導訪視、強化校群之各項增能
活動(含研習、競賽、績優學校評選)



2.校園性教育績優學校評選

基於校本精神、素養導向，結合國際認證，以
訂定指標

隔年辦理評選，獲獎者獎金鼓勵。

3.師資成長研習

北中南三場性教育主題教學師資成長研習



4.相關競賽：

辦理學校本位跨領域統整健康教育、輔導活動、
導師活動、延伸性親職活動之課程與教學模組競
賽。

5.性教育協助資源：教案教材、諮詢專線、健康促
進學校網站

規劃性教育主題課程與教學媒材

辦理青少年諮詢專線

維運健康促進學校網站



心理健康

健康體位

視力健康

運動
戶外休閒

充足睡眠

遠離菸檳毒

情緒/情感
辨識/表達
壓力調適

人際關係
服務參與

求助

社會關係技巧
(友善、溝通、同理、拒絕、協商)心理健康與

生理健康同
等重要

從心理健康
打造健康促
進議題之整
合策略

(製圖：鄭其嘉)

抵擋同儕/

社群壓力

擁有關係與
性健康

性教育的核心，
乃是教導我們成
為一個心理健康
的人，知道如何
愛與被愛

校園性教育與心理健康促進

口腔保健
健康飲食

個人衛生



性教育包含
每一個元素



報告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