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縣 102學年度健康促進 

「健康體位」重點學校實施計畫 

學校名稱：桃園縣觀音鄉樹林國民小學 

一、依據： 

1. 教育部 102年度健康促進計畫。 

2.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102年 8月 30日桃教體字第 1020052209號函辦理。 
3. 102學年度教導處工作計畫。 

二、目的： 

        1.建置學校學童體位監測系統及追蹤管理專案。 

        2.提昇學童正常體位之比率達 60％。 

        3.建立學生正確營養知識和飲食運動習慣，使學童能有效的控制體重。 

        4.提高師生的健康體位知能，培養健康的習慣與態度。 

 
三、學生體位評估： 
 

 學生 

總人數 

體位過輕 體位適中 體位過重 體位肥胖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99 學年度 88 12 13.6% 55 62.5% 8 9.1% 13 14.8% 

100 學年度 89 6 6.7% 48 53.9% 19 21.3% 16 18% 

101 學年度 83 5 6.0% 46 55.14% 14 16.9% 18 21.7% 

預期目標 78 4 5.1% 47 60% 11 14.1% 16 20.5% 

 

四、SWOT分析： 

 

因

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整

體

政

策 

1.定期健康檢測 

2.舉辦多元體育競

賽活動，培養運動

習慣。  

3.定期主管、行政及

1. 教師雖多數能配

合健康促進活動

計畫之推行，但少

主動提出建言。 

2.學童家庭社經背

1.利用班親會、親職

講座提供家長健

康體位相關資

訊。 

2.以健康體位議題

1.每個人健康理念習性不

同，需先有一致目標，

互相提醒督促較容易全

面推展。 

2.大部份家長忽略運動對



因

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導師會報，處室

縱、橫聯繫溝通。 

 

景差異大，孩子的學

習與健康成雙峰分

配。 

 

 

計畫專款加強宣

導，增強父母教

養知智能講座。 

3. 配合健康促進議

題辦理宣導，社區

衛生所及醫院資

源融入。 

健康之重要，注重智育

學業成績，故推行健康

促進活動須考量與學業

課程相結合。 

3家長忙於生計、對學童身

體健康較難兼。 

健

康

服

務 

1.敦請護理師辦理

健康體宣導。 

2.學校無提供及販

賣含糖飲料、零食。 

3.結合觀音鄉衛生

所辦理公共衛生宣

導活動。 

 

1.隔代教養預防保

健觀念低，造成各項

健康飲食、健康體位

之配合度也低。 

2.學生家長常常對

學生疏於管教,而使

得學生不容易養成

良好的飲食、運習

慣。 

 

1.上級主管機關對

於學校健康促進業

務，態度積極並要求

有成果。 

2.志工隊常協助辦

理多樣化衛生教育

活動，社區理事長亦

協助校園環境工作

整理、利用家長會宣

導各種健康觀念。 

 

1.上級機關對於健康促進

經費補助有限，不易大規

模及持續推動。 

2.家長對於健康體位的概

念不足，成為推動時的較

難掌控的部份。 

 

健

康

教

學 

1.健康與體育領域

課程由科任老師擔

任，有利教學正常

化。 

2.專業護理師針對

健康促進議題，辦理

健康保健小天使。 

3.每年委請衛生所

到校進行宣講，並請

大醫院醫師至學校

進行健康檢查。 

1.學生在校上課時

數固定，教師除了

課本內進度外又

要配合推健康促

進學校議題，教師

配合度可能會以

正規課程為優先

考量。 

 

1.加強健康飲食教

學。 

 

1.健康促進活動常因課業

進度壓力與而有所延宕造

成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

規劃相關活動需隨時考量

年級行事與班級經營。 

 

物

質

環

境 

1.校內無販賣部，附

近少有商店、雜貨

店，不易取得零食。 

 

1.學區家長社經、知

識水平不高，少主動

實施正確健康體位

教育，且忙於工作，

甚少與孩子討論「健

康體位」相關知識。

1.加強健康體位衛

生教育宣導。 

2.辦理體重紀錄表。 

3.持續發下異常體

位表提醒家長注意 

1.早餐店參差不齊，販賣高

油高熱量食物。 

 



因

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多數家長預防疾病

之觀念較薄弱更無

健康生活型態之理

念，並提供健康飲

食。 

 

 

社

會

環

境 

1. 學校校地充足，

有標準運動場，學

生的活動空間足

夠。 

。 

 

1.家長對於學生之

健康，除非達到生病

狀況，否則不易去運

用資源。 

 

1.運用海報加強宣

導。 

 

1 社區內商店大多以賺錢

為目的，無法完全提供健

康飲食給學生。 

 

社

區

關

係 

1.學校志工隊運作

良好，每年都超過

20人參與學校各項

活動。 

2.每兩年辦理社區

健檢活動，使得更多

老人家與社區民眾

願意到學校來。 

 

1.家長忙於工作對

於學生的健康狀況

掌握不清楚。 

2.新住民家庭愈來

愈多，對於下一代相

關健康教育之關

念，相形薄弱。 

3.社區內大多是住

宅及一般農舍，可布

置的衛生宣導設施

資源不多。 

 

1.午餐菜色公告於

學校網路上讓家長

了解。 

2.利用親師座談或

新生座談會宣導年

度健康促進計畫活

動，請家長共同參與

並協助孩子建立健

康行為。 

3.健康中心推出一

系列健康體位活

動，由熱心教師督促

家長參與健康促進

活動。 

3.藉由家長會協助

辦理各項活動。 

4.結合社區資源，充

實學校人力、物力不

足。 

5規畫健康促進計畫

取得家長認同，並提

1.少子化的影響，間接使

得學校家長會及愛心志工

招募不易。 

2.家長來參與活動均是固

定幾位人，而會來參與的

家長一般都是較能重視孩

子健康行為之建立，反而

健康行為較不良兒童的家

長都未出現。 

3.有些家長參與校務意願

高，惟時間無法配合。 

4外配家庭日漸增多。 

 



因

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供各項資源。 

 

 

 

 

五、改善策略：(請自行依需求填列或條列之) 

項目 實施重點 實施方法 執行單位 

健康教學 1.加強學生健康體型意 

識之教學。 

 2.配合現有生活教育等 

輔導機制，提醒學生落實 

動態生活、健康飲食。 

 

1.辦理社區與學校親子體 

適能活動系列，推動健康飲 

食環境，建構健康的社區。 

2.外聘講師專題演講。 

3.學校每天於晨間、課間與 

課外，安排學生累積至少 30 

分鐘的身體活動時間。 

6.推動「520」活動，養成每天

至少快走 5 

分鐘、每口食物咀嚼 20 

下以上之生活習慣。 

健康中心、教導

處、各班導師 

環境設施 1.健康體體位環境佈置。 

2.充實運動設備 

購置多元體育用品。 健康中心、教導

處、各班導師、

學生家長 

教育宣導 1.親師生健康宣導。 

 

1.透過聯絡簿、親師座談 

等機制，協助家長安排輔 

導這些學生在家飲食與 

運動計畫。 

2.在校進行飲食指導。 

3.擬定良好的運動計，訂 

定合理的減重或增重目 

標（如 1週 0.5公斤）。 

 4.加強學生動機 

部分（獎勵機制，心理上 

的鼓勵和表揚） 

健康中心、教導

處、各班導師、

總務處 

其他 體重控制班 1.測量學童身高、體重，計算其

身體質量指數，篩選 BMI值 26

以上之學童，經家長同意後，挑

健康中心、教導

處、各班導師 



選 10至 30名，成立體重控制班。 

2.調查過重之學童參加活 

動之意願。 

3.建立個案基本資 

料，並實施飲食狀況、身體 

活動、體適能評量之前測、 

後測調查。 

4.指導運動及體適能活 

動，每週 3次，每次 30 

－60分，以增強其體適能並 

培養其運動習慣。 

5.實施營養教育和飲食指 

導，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6.每月測量個案之身高和 

體重，並加強其正確體型意 

識和健康概念。 

 

六、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護理師            主任             校長 

  



桃園縣 102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 

補助經費概算表 

學校名稱: 桃園縣觀音鄉樹林國民小學 

  

申請類別 : ■重點學校  □中心學校        

項次 經費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1  講師費-營養師  800 節 4  3,200 

2 指導費-教學活動  800 節 4  3,200 

3 行政費-資料費 2,000 式 1  2,000 

4 獎品 1,600 式 1  1,600 

5           

總計  10,000 

   

 

承辦人              護理師            主任             校長 

 

備註: 

1.本案編列請以經常門(如:講師鐘點費、業務費、文具紙張、印刷費等)為主。 

2.請於 102年 12月 10日前將經費概算表逕送教育局體育保健科彙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