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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榮獲全縣特色認證重健康學校



壹、學校簡介
景山國小創立於民國 27 年，時為布袋公學校前

東港分校；民國 29 年 4 月 29 日獨立為前東港國民

學校，民國 39 年更名為嘉義縣布袋鎮景山國民學校。

普通班：12班（本校6班、分校6班） 幼兒園：1班

學生人數：86人 教職員工：25人

校地面積：32318平方公尺

本校屬於偏遠海區學校，位處於嘉義縣布袋鎮中心位置

弱勢家庭比例佔34.6%，學童之生活、學習與成長值得

關切。

嘉義縣110年度特色認證掛牌學校（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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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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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績優事項



標準一學校衛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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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1-1-1  依學校需求制定健康促進計畫

標準1-1-2  學校衛生委員會負責規劃、推動、協
調及檢討學校的視力保健政策

標準1-2-1  學校依部頒或縣定的視力保健議題，
並按照實證導向的精神推動及檢討



標準1-1-1 依學校需求制定健康促進計畫

依需求制定健康促進計畫

分析107-109學年度學生各項健康議
題數據，擬定改善策略



標準1-1-1-1 視力保健計畫包含教育部重要政策

戶外活動防近視
實施辦法

兒少近視病宣導
實施辦法

控度來防盲
實施辦法

3010眼安康
實施辦法

遠視儲備足
實施辦法



標準1-2-1-2 推動並提出健康促進具體成果

108〜110學年度視力不良率逐年
下降趨勢 110學年度低於全縣、全國

109-110學年度視力不良
惡化率 低於全縣、全國108〜110學年度視力複檢率皆達100%



標準1-2-1-2 推動並提出健康促進具體成果

105〜110學年度執行視力不良率 成效顯著
109〜110學年度視力不良率

低於全國平均



標準二學校物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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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2-1-1  學校確保設施及器材之安全，
及使用人員瞭解正確的使用方法。

標準2-2-1  學校設置合適之設備及設施



標準2-1-1  學校確保設施及器材之安全，及使用人員瞭解正確的使用方法

2-1-1-1 學校設施及器材進行檢查與改善：全校教室（含黑板）照度檢核表且符合教室照明標準原則。

檢測教室（含黑板）照度辦法
每學期開學前測量教室照度
，確認符合教室照明標準



標準2-1-1  學校確保設施及器材之安全，及使用人員瞭解正確的使用方法
2-1-1-1 學校設施及器材進行檢查與改善：全校教室（含黑板）照度檢核表且符合教室照明標準原則。

全校教室上下學期皆定期檢測一次且
桌面照度達500米燭光、黑板照度達
750米燭光標準，均符合規定。



標準2-2-1  學校設置合適之設備及設施
2-2-1-2 教室第一排課桌前沿與黑板的水平距離不少於2公尺。

訂定管理辦法 距離黑板的水平距離2公尺處貼上視力保健線



標準三學校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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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標準3-1 學校有能力符合心理健康促進
及社會福祉的學習環境

3-1-1學校營造友善及支持之學習氛圍

3-1-2學校制訂健康生活守則或透過獎勵
辦法，鼓勵健康行為實踐。



標準3-1-1-1 學校營造友善及支持的學習氛圍─

營造視力保健學習氛圍的環境佈置

教室設立視力保健專區班級導師指導學生生活中實踐

健促走廊張貼標語時時提醒 布告欄張貼視力保健相關訊息

布告欄張貼視力保健相關訊息

樓梯轉角設置視力保健專區



標準3-1-1-2  學校營造支持性的環境以推動校園內多元化戶外活動

晨光時間 班級跑步運動學生集會 護眼操活動

幸福校園 景山運動地圖 下課時間 學生飛盤遊戲課間活動 學生戶外跳繩

社團活動 學生足球練習



標準3-1-2 學校制訂健康生活守則或透過獎勵辦法，鼓勵健康行為實踐

校長表揚健康好兒童

班級健康生活守則

班級導師指導健康好行為實踐

兩眼視力進步名單健康生活守則及獎勵制度辦法



標準四健康教學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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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標準4-1 提供全面性的健康教育課程，讓學生獲
得健康生活技能
4-1-1視力保健教學融入素養導向之設計

子標準4-2 教職員有充分準備，以擔當健康教學的工作

4-2-1健康教育授課教師近二學年（109-110）曾參與視力
保健相關研習。

4-2-2教師知道目前「視力保健」主流政策及相關作法。



標準4-1-1  視力保健教學融入素養導向之設計

各年級健康教育授課教師（含幼兒園）皆設計視力保健
生活技能素養導向教案進行課程教學



標準五社區關係

06
標準5-1-1  學校舉辦並邀請家長及社區人士參與健康
促進相關活動

標準5-1-2  學校學區內有安全維護網絡及友善安全輔
助措施

標準5-2-1  學校連結社區資源推行學校健康促進活動



標準5-1-1  學校舉辦並邀請家長及社區人士參與健康促進相關活動

家長視力保健增能研習計畫 家長視力保健增能研習合影 校慶親子視力保健活動優勝

聘請中央輔導委員黃俊豪校長
擔任家長視力保健增能研習講師

校慶親子視力保健活動



標準5-1-2  學校學區內有安全維護網絡及友善安全輔導措施

中央輔導委員黃俊豪校長
見證安親機構簽訂結盟合作

與社區安親機構簽訂結盟合作與社區安親機構推動結盟合作計畫 與安親機構簽訂合作計畫



標準5-2-1-1 學校和政府衛生單位合作辦理視力保健活動，並運用衛生單位所提供的
各項資源

與布袋鎮衛生所簽訂合作計畫 衛生所護理師蒞校視力保健宣導

運用衛生所提供的單張進行張貼宣導
與衛生單位合作辦理視力保健
活動及運用資源實施辦法 衛生所護理師宣導實況



標準5-2-1-2 學校和民間非營利組織，合作辦理「視力保健」活動

與東港社區發展協會合作辦理
視力保健講座 學生至東港社區視力保健表演

參加社區聖誕踩街活動
學校與民間非營利組織合作
辦理視力保健實施計畫 師生參加社區聖誕踩街活動實況



標準六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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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6-1-1  學校學生健康檢查機制之管理

標準6-1-2  學校提供教職員工健康服務

標準6-2-1 學校健康中心視力保健檢查工作符合教
育部訂定



標準6-1-1 學校學生健康檢查機制之管理
6-1-1-1 學生視力檢查複檢完成率

學生視力檢查完成率達100% 學生視力就醫率達100%



標準6-1-1 學校學生健康檢查機制之管理
6-1-1-3 持續關懷高度近視的學生，並有定期追蹤紀錄

護理師關懷高度近視的學生並定期衛教與追蹤學生視力不良個案關懷紀錄



標準6-1-2 學校提供教職員工健康服務
提供親師生「視力保健」的諮詢、關懷及宣導

教職員工視力檢查名冊 教職員諮詢服務

教職員工視力保健諮詢紀錄表
護理師為教職員視力檢查服務

衛生所蘇主任蒞校為教職員諮詢服務



特色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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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視力保健為目的，學校設置特殊的設備設施。
2.學校如何營造適合戶外活動的環境。
3.推動提升下課教室淨空或天天戶外120有特色作法及佐證資料。
4.防疫期間有推動視力保健之特色作法。
5.遠視儲備推動策略。
6.低年級減少紙本抄寫作業。
7.其他具有發展性特色之策略與規劃與執行。
8.附設幼兒園同步進行視力保健工作。
9.針對生生用平板有因應措施。



特 1 以視力保健為目的，學校設置特殊的設備設施

教室燈光照明符合色溫≦4000k燈管

設置視力保健教學區改善操場 PU 跑道

改善戶外遊戲器材 設置視力保健教學廊道

佈置浸潤式學習教學環境



特 2 學校如何營造適合戶外活動的環境

設置景山國小運動地圖

申請縣府游泳體驗課程規劃適合學生運動區域

落實天天戶外活動120 結合校本課程-走讀社區

結合校慶健康促進運動會



特 3 推動提升下課教室淨空或天天戶外120有特色作法及佐證資料

校長贈送每位新生一顆足球

班級擺放各式體育設備迎新活動致贈新生足球開心合影

每班教室擺放體育設備

落實天天戶外活動120 達100%

落實下課教室淨空達100%



特 4 防疫期間有推動視力保健之特色作法

討論疫情停課不停學機制

防疫停課居家線上學習補授課計畫 防疫期間召開課發會研議線上授課紀錄 討論疫情停課不停學機制



特 5 遠視儲備推動策略

學童遠視儲備宣導專注聆聽 教師課程安排戶外化

護理師視力遠視儲備宣導
戶外活動戴帽 養成好習慣 營養午餐菜單設計提供護眼食材

聯絡簿張貼遠視儲備足宣傳資料



特 6  低年級減少紙本抄寫作業

減少抄寫作業從事家事體驗 減少抄寫作業從事美術創作

假日全家參加路跑活動 假日家中學習種植植物 低年級課後學習多元展能

低年級課後學習從事多元活動



特 7 其他具有發展性特色之策略與規劃與執行

與布袋國中健康促進策略聯盟 榮獲全縣特色認證〜重健康學校黃俊豪校長指導教師視力保健教學策略

親師視力保健增能研習合影 與嘉義女中健康促進策略聯盟 教育處李美華處長頒發特色認證學校



特 8  附設幼兒園同步進行視力保健工作

護理師幼兒園護眼行動宣導 幼兒園視力保健繪畫比賽頒獎幼兒園視力保健教學活動

幼兒體驗視力不良需旁人攙扶 幼兒每日戶外大肌肉活動 幼兒園戶外教學走向大自然



特 9  針對生生用平板有因應措施

使用平板注意姿勢不躺在床上使用

校園學習載具使用管理辦法 載具使用學習遵守視力保健守則
使用智慧手機/平板電腦時，
距離至少在35-40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