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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 

111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一、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促進學校定義為「學校能持續的增強它的能力，成為一個有益

於生活、學習與工作的健康場所」。我國於 2002 年起由衛生福利部（前衛生署）與教育

部簽署「學校健康促進計畫聲明書」宣誓共同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本計畫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由校內健康促進委員會，依據本校師生之健康狀況，

結合現有與健康有關的人力、物力及資源進行評估，共同訂定目標及健康議題的優先順

序。第二階段則依據所訂定之目標及議題，發展系列活動，並提供充分的環境支持與服

務，以增進學校成員產生健康行為並建立健康的生活型態，進而提升健康品質；此外亦

進行過程評價，以期適時回饋修正計畫。第三階段則根據實施過後的成果作資料分析，

藉由數據做統整並進行成效評價來評估計畫實施之效果，以期增進學校成員之健康知覺、

知識、態度、價值觀、技能並建立良好之健康行為及生活習慣，進而提升身體、心理、

情緒及社會之全人健康狀態。 

二、計畫依據：依據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6 日桃教體字第 1110083404 號函辦理。 

三、背景說明： 

本校校址位於桃園市楊梅區高山里，鄰近幼獅交流道，與楊梅火車站步行約 15 分

鐘，但校區位於高山頂步行相當辛苦；在桃園市學區中屬於南區學校，是個典型的社區

高中，學制為普通高中附設職業類科，男女合班共 51 班（每個年級各 17 個班，其中 13

個班為普通科、1 班為體育班、2 班為資訊科、1 班為電子科），本學年度學生共 1722 人，

全校教職員工約 161 人。學生大部分來自南桃園及新屋、觀音等沿海地區，學生家長社

經地位落差較明顯，普遍缺乏健康意識。近年來社區變遷快速，家庭結構複雜化，本校

低收入戶、單親、原住民、新住民、身障學生及隔代教養家庭的學童，佔有相當的比率，

在在需求強化宣導與教育。 

由於升學制度的因素，學生、家長、老師長期皆處在高壓力的環境中，3C 產品的普

及化，大家很容易透過網路尋求資源，但如果不是向專業人員詢問，往往可能在網路上

找到的是錯誤的資訊，老師與行政同仁也因為 e 化作業的要求下，面對電腦的時間都更

長，在使用 3C 產品的時間過長的情況下，帶來許多健康方面的問題。 

在以上的前提下，本校過去長期在運動健康的議題推動上著力不少，就是希望學校

教職員工開始注重自己的身體健康，同時也為學生辦理各項的運動類型比賽，及透過入

班宣導以及活動的方式，為全校的職員工生帶來健康的良好知能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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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SWOT 分析： 

(一)、楊梅高中競爭力分析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地 

理 

環 

境 

1. 鄰近幼獅交流道

與楊梅火車站，

交通方便順暢。 

2. 學校位處楊梅台

地之上環境優美

安靜，有良好的

學習環境。 

1. 附近較無文教區，

文化刺激較少。 

2. 位於楊梅區高地

且校門附近無站

牌及公車僅行駛

於高獅路。 

3. 位處桃園南區普

遍家長社經地位

不高。 

1. 區公所距離學校

不遠，能共同辦

理活動。 

2. 楊梅區衛生所、

怡仁醫院、天成

醫院鄰近本校，

能 成 為 本 校 資

源。 

3. 本校位於客家文

化、生態環境豐

富之學區。 

4. 鄰 近 幼 獅 工 業

區，產業資源豐

富，並與社區內

社區營造委員會

合作推動環境教

育。 

1. 鄰近之國、市、私

立學校數多，選

擇多，競爭激烈。 

2. 家長、社區的社

經地位不高，協

助本校教育投入

少。 

3. 學生有很高的比

例前往中壢、內

壢、桃園等市區

學校，且近年桃

園新設大溪、觀

音等校，學生來

源更少。 

學 

校 

規 

模 

1. 本 校 為 中 型 學

校，設有普通科，

培養語文、數理、

美術、體育班、資

訊 電 子 專 才 學

生，有利於提升

國立大學之錄取

率。 

2. 本校歷史悠久，

具有許多傳統與

特色。 

1. 目前正處於新舊

大樓銜接狀態，設

備暫不足。 

1. 本校於 108 學年

度召收體育班，

項目有柔道、角

力、田徑，提供較

多 元 的 發 展 平

台。 

2. 未來配合市府將

新成立餐飲科，

讓學生有更多元

學習。 

1. 學校科班較多，

教育經費及資源

稀釋。 



3 
 

硬 

體 

設 

備 

1. 本校環境優美，

校 園 綠 地 面 積

大，有利於發揮

境教的功效。 

2. 本校全面 e 化資

訊網路有專人維

護。 

3. 本校設有多個專

業教室，如音樂、

電腦、英語情境

及生物、化學、物

理實驗室，且皆

有完善的設備。 

1. 本校專業教室使

用率高，因此故障

率相對提高。 

2. 目前正處於新舊

大樓銜接狀態，設

備暫不足。 

1. 待 補 助 款 下 來

後，可以即刻更

新新大樓的硬體

設施。 

1. 因 本 校 歷 史 悠

遠，部分校舍老

舊，教室空間小

且 結 構 安 全 不

足，但經費有限，

影響師生教學安

全。 

師 

資 

及 

人 

力 

1. 教職員工積極輔

導學生給予高度

穩定的指導與陪

伴。 

2. 同仁關懷學生，

照顧學生，學生

常受此正向感動

而 增 進 學 習 效

率。 

3. 老師年輕、學歷

高、有衝勁，與學

生互動良好，班

級經營容易。 

4. 除定期召開學務

會議外，每月召

開 導 師 會 報 …

等，經驗交流，意

見溝通，有利於

學生生活管理及

輔導。  

5. 重視學生午餐，

聘用午餐秘書，

為全校師生營養

衛生均衡飲食把

關。 

1. 新進與資深教師

亟待建立共識與

默契。 

2. 多數教師不願兼

任行政，業務接續

問題不斷。 

1. 獲教育部多項專

案補助，透過優

質化、均質化補

助經費研發新課

程，增進教師專

業素質。 

2. 以新課綱課程為

課程創新發展方

向，鼓勵教師進

修研習，提升專

業能力。 

1. 因應新課綱多元

課程發展，造成

教師及行政人員

在教學及行政業

務量的增加。 

2. 優良教師易因非

本地人，而想遷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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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1. 學生建議管道暢

通，透過班會、班

聯會、社聯會、班

長座談會、週記、

學 校 網 頁 等 方

式，廣納學生意

見以為學校政策

施行之參考。  

2. 積極規劃多樣新

增社團，提供學

生多元適性之體

驗。  

1. 本校之學生有相

當高的比例自律

性不佳，在生活和

學習上都要老師

們加倍用心指導。 

2. 學校社團活動參

與熱烈，略有輕

忽，急需輔導。 

3. 升學氣息濃厚，課

業繁重，學生漸缺

乏運動時間，舉辦

活動之質與量難 

以兼顧。 

4. 3C 產品充斥，影

響學生作息。 

1. 推動多元課程與

活動，增加學生

學習機會與學習

負責態度。 

2. 學生活潑熱情，

對各項活動與競

賽 均 有 濃 厚 興

趣。 

1. 社會價值觀日趨

淺薄，學生自我

意識高，不易導

正。 

2. 升學主義掛帥，

給予學生更多壓

力，運動時間減

少，五育難以均

衡發展。 

3. 主動學習意願與

風氣有待提升，

易受外界誘惑影

響學習 

4. 弱勢家庭學生課

業 落 後 情 況 頗

多。 

家  

長  

參 

與  

1. 依法成立家長會

組織，各項法定

會議均能派員出

席，扮好家長與

學 校 溝 通 的 橋

樑。 

2. 本校定位為社區

高中，家長多為

鄰近子弟，對學

校信任。  

3. 家長與教師在社

區的地位與聲望

高。有利於學校

與社區建立良好

公共關係。  

1. 地處偏遠，不利家

長擔任志工或是

擔任家長委員的

意願。 

2. 家長平日難以到

校參與。 

1. 家 長 會 運 作 積

極，參與學校各

校校務發展。 

2. 家長會對學校在

人力及物力上皆

能大力支援 。 

1. 部分家長不願意

配合學校業務。 

2. 單親、低收入戶、

清寒學生、原住

民生家庭多，不

少學生半工半讀

影響學習。 

社

區

參

與 

1. 本校學生社團、

管樂、儀隊及美

術作品，經常性

的協助社區及展

出。 

2. 本校每年辦理校

1. 本校即須增能與

努力增進社區之

認同與助力。 

1. 本校歷史悠久，

地方上對學校的

認同度高。 

2. 新任校長積極督

導各項業務，包

含新課綱、爭取

1. 典型之社區型學

校長期協助推展

教育活動影響學

校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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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或是地方人士

作品展。 

3. 場地經常性外借

社區辦理各項活

動 建 立 良 好 關

係。 

4. 本校長期與幼獅

污水廠、地方鄰

里成立河川巡守

隊，不定期辦理

相關研息活動。 

新 大 樓 改 建 工

程，使地方社區

更認同本校。 

3. 楊梅區衛生所、

怡仁醫院、天成

醫院鄰近本校，

能 成 為 本 校 資

源。 

社

區

資

源 

1. 與鄰近大學有固

定之合作關係。 

2. 與 鄰 近 怡 仁 醫

院 、天成醫院有

長期合作關係。 

3. 與楊梅區衛生所

有 長 期 合 作 關

係。 

4. 本校校齡悠久，

擁有眾多校長。 

1. 校門附近無站牌，

不易辦理活動。 

2. 位處桃園南區普

遍家長社經地位

不高。 

1. 整合各領域、年

齡層之校友。 

2. 退休聯誼會、文

教基金會強力支

援 

3. 校友提供各項獎

學金。 

4. 楊梅區衛生所、

怡仁醫院、天成

醫院鄰近本校，

能 成 為 本 校 資

源。 

1. 學校旁社區腹地

小，人員有限。 

 

(二)、菸害防制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菸

害

防

制 

1. 學校配合公共

場所禁菸，抽菸

老師不多。  

2. 學校無菸校園

政策全校配合

度高。 

1. 部分教師仍有

抽煙的習慣。 

2. 施工工人在校

期間有抽煙情

形。 

1. 禁菸法令趨嚴，

有效推動是項

業務。  

2. 健康觀念逐漸

落實，新一代孩

子能了解菸品

的危害。  

1. 家長配合學校

政策意願普遍

低落。  

2. 隨著科技進步，

電子煙的出現

讓孩子充滿好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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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體位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健

康

體

位 

1. 健康中心學生

資料齊全，可支

援體位測量，以

及追蹤進步情

形。  

2. 學校午餐與合

作廠商控制午

餐內容及熱量。 

3. 學校福利社商

品販賣嚴格管

控高熱量商品

及甜分過高飲

料。 

4. 本校有午餐秘

書，可與護理師

配合開設健康

救護課程。 

1. 雨天體育教學

場地略顯不足。  

2. 學生上下樓梯

時間長。壓縮學

生運動時間。 

3. 升學壓力大，學

生運動時間壓

縮。 

1. 學生重視運動

表現，積極參與

各項體育競賽，

可帶動運動風

氣。 

2. 近年來健康風

氣盛行，放學後

師生運動率日

漸提高。 

3. 校園廣設飲水

機，鼓勵多喝

水。 

1. 學生愛喝含糖

飲料、油炸食

物。  

2. 少數學生未每

天吃早餐。 

3. 食物外送平台

興起，造成學生

過於容易取得

多糖、多鹽、高

油脂的食物。 

表一、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110 學年_體位統計圖 

年級 性別 
體位判讀 

體位過輕 體位適中 體位過重 體位肥胖 合計 

高一 

男 
人數 39 187 29 75 

330 
比率 11.82% 56.67% 8.79% 22.73% 

女 
人數 30 145 25 35 

235 
比率 12.77% 61.70% 10.64% 14.89% 

小計 
人數 69 332 54 110 

565 
比率 12.21% 58.76% 9.56% 19.47% 

高二 

男 
人數 35 155 42 75 

307 
比率 11.40% 50.49% 13.68% 24.43% 

女 
人數 32 144 32 33 

241 
比率 13.28% 59.75% 13.28% 13.69% 

小計 
人數 67 299 74 108 

548 
比率 12.23% 54.56% 13.50% 19.71% 

高三 男 
人數 43 165 36 69 

313 
比率 13.74% 52.72% 11.50%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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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人數 29 135 32 26 

222 
比率 13.06% 60.81% 14.41% 11.71% 

小計 
人數 72 300 68 95 

535 
比率 13.46% 56.07% 12.71% 17.76% 

全年級 小計 
人數 208 931 196 313 

1648 
比率 12.62% 56.49% 11.89% 18.99% 

如表所示，全校學生體重適中人數為 931 人，體重過重與體重肥胖比率合計高達 30.88%，過

輕的比率 12.62%亦不低，總計體位不良的比率為 43.5%，此表中可看出二年級的情況最為嚴

重，未來將修正過往方針多以運動的方式，促進學生邁向健康體位。 

 

 (四)、視力保健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視

力

保

健 

1. 健康中心學生

資料齊全，可追

蹤進步情形。  

2. 教師教學認真、

關心學生健康。  

1. 3C產品及資訊

充斥，用眼時間

過長。 

1. 學生可塑性強、

可敎性高。  

2. 本校校園綠地

附地大，地處高

地視野廣闊。 

1. 近年3C產品依

賴率提高，部分

家長也無法管

控。  

表二、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110 學年_視力統計表 

年級 性別 總計 
視力正常人數 

（兩眼均 0.9 以上） 

視力不良人數 

（一眼未達 0.9） 

總計 
 

1647 202 1445 

高一 

計 565 76 489 

男 330 44 286 

女 235 32 203 

高二 

計 547 65 482 

男 306 36 270 

女 241 29 212 

高三 

計 535 61 474 

男 313 42 271 

女 222 19 203 

如表所示，全校視力不良人數偏高，全校視力不良總數高達 1445 人，因此除了預防，必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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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的保健及矯治方面著手，以防致視力不良狀況加劇。 

 

(五)、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性

教

育 

1. 有效利用健康

課程融入該議

題。 

2. 健康中心性教

育、衛教資料齊

全，可提供教師

性教育教材資

料。 

3. 學校有護理老

師易建立正確

性教育觀念。 

4. 輔導室產別平

第教育資料齊

全，且設有諮商

室，隨時提供學

生尋求諮詢。 

1. 兩性教育觀念

薄弱，正確交往

觀念待建立。 

2. 家長忽略性教

育之重要性。 

3. 家長社經地位

低者，不知如何

進行親職性教

育、性知識指

導。 

1. 老師皆樂於認

輔，達預防功

效。 

2. 可與品格教育

並行推展，藉以

提昇整體兩性

相處正當作為。 

3. 輔導室與諮商

師有合作關係，

諮商師可到校

輔導。 

1. 國人對於性議

題較為保守，不

喜歡在公開場

合討論。 

2. 獨生子或兒女 

多，多自我中心

或自利行為易

受到家庭或社

區不良影響。 

3. 媒體無孔不入

的報導或節目

的不良引導與

示範，恐引發學

生盲目效應。   

 

(六)、正確用藥(全民健保)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正

確

用

藥 

1. 學校有專任護

理師易建立正

確用藥觀念。 

2. 每學期均按時

辦理健康檢查。 

3. 常利用相關集

會（新生訓練、

友善校園週、校

務會議、親師座

談等時機）進行

1. 家長社經地位

低，用藥知識觀

念與習慣不良。 

2. 家長社經地位

差異大，參與活

動及提供協助

之歧異度大。  

1. 學生具可教性。  

2. 教師皆具相關

信念，認知到藥

品正確使用及

毒品遠離的重

要性。 

3. 學校、社區、社

會精神關注焦

點。 

1. 鄰近藥局多， 

易取得藥品。 

2. 網路上購買非

法藥品容易，且

常有不正確資

訊。 

3. 實施政策搖擺

不定，政府誠信

受威脅、質疑。 

4. 就醫方便，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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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宣導。 

4. 學校有專任護

理師易建立全

民健保的正確

觀念。 

5. 多數家長和老

師互動良好。 

6. 每學期均按時

辦理健康檢查 

成醫療資源浪

費。 

 

(七)、正向心理健康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全

民

健

保 

1. 輔導室老師師

資陣容堅強，專

業知識豐富。 

1. IEP 學生較多。 

2. 承辦組別未曾

辦過此項相關

業務， 

1. 新興的議題，可

開發跟可塑性

高。 

1. 疫情影響，難以

辦講座及活動。 

 

(八)、口腔衛生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口

腔

衛

生 

1. 學校有專任護

理師易建立正

確觀念。 

2. 多數家長和老

師互動良好。 

3. 每學期均按時

辦理健康檢查。 

1. 學生因在校嫌

麻煩，不願在校

做口腔衛生。 

2. 學生在校時間

緊迫，不易做到

在校刷牙。 

1. 許多老師在校

會以身作則，重

視口腔清潔與

衛生。  

2. 學校到處有洗

手台，可供師生

做口腔清潔。 

1. 輿論會對有清

潔習慣的同學

嘲笑。 

   

五、行動方案 

根據學校的現況分析，我們提出以下的行動方案：  

(一)、啟動健康促進組織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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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召開「健康促進暨學校衛生委員會」，訂定決策。 

2. 確認健康促進暨學校衛生的組織、工作內容，協調與執行。 

(二)、推廣理念建立共識： 

1. 行政及教師方面：充分掌握健康促進委員會議，以及校務、行政、教師、課程、領域

等會議時間。  

2. 利用研習進修、小組團隊、網站建置等方式宣揚理念。  

3. 辦理健康相關講座推展與宣導正確的健康觀念。 

4. 張貼文宣海報宣導健康觀念。 

5. 開設多元選修「健康自我管理」課程。 

6. 建置健康促進網站。 

(三)、學生方面： 

1. 利用學生朝會宣導、聘請校內外專家或教師演講 

2. 利用每週的「梅岡通訊」做為宣導基地。 

3. 櫥窗海報佈置宣導健康促進的觀念。 

4. 辦理廁所綠化比賽，提供師生良好的如廁環境。 

5. 辦理健康促進海報比賽，強化健康促進的觀念。 

6. 辦理各項運育活動與競賽，活化身體機能，注重健康概念。 

(四)、社區家長方面： 

1. 利用親師座談會，提供家長正確的觀念，並做好良好的溝通。 

2. 辦理健康主題講座，提升家長、學生、教職員工的健康正確知能。  

3. 結合家庭教育功能，落實學生健康管理之策略執行。  

(五)、統整行政業務： 

1. 將各處室原有業務，整合在每年度的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下。  

2. 校長統籌調度資源人力之運用。  

3. 各處組分別辦理相關活動；教務處負責議題融入、發展課程；訓導處負責管控進度、

彙整成果；總務處負責善用經費，改善環境。  

4. 各議題教育及活動推展以不影響行政單位原有分工為原則。  

 

六、計畫內容與實施策略： 

六大範疇 

六大 

範疇 

實施要點 實施內容 實施時間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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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衛 

生 

政 

策 

一 、 強 化

「 健 康 促

進 暨 學 校

衛 生 委 員

會」之功能  

(一) 由校長主持，定期

召開會議，研討本

校需求，訂定具體

可行之實施計畫，

隨時檢討與修正

實施項目。 

(二) 透過討論與分享

提升健康促進工

作團隊之健康專

業知能與行動能

力。 

111.08 

↓ 

112.07 

學務處 

教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會計室 

人事室 

二、全校教

職 員 工 健

康 資 料 檔

案 之 管 理

與運用  

(一) 健康中心定期進

行身高、體重與視

力之測量。 

(二) 定期與醫療院所

合作實施師生之

健康檢查，檢查後

個人資料須保密。 

(三) 將全校師生健康

狀況做出統計分

析，可做為學校推

動衛生保健工作

之參考與改進方

針。 

111.08 

↓ 

112.07 

學務處 人事室 

三、明訂緊

急 傷 病 處

理 流 程 與

傳 染 病 管

制流程  

(一) 經「健康促進暨

學 校 衛 生 委 員

會」充分討論工作

內容與各項管制

流程，讓全校師生

在健康照護上能

獲得最大的保障。 

(二) 經校務會議通過，

教師應確實瞭解

與掌握相關規定

與流程。 

111.08 學務處 

教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全校教師 

四、學校整

體 環 境 清

潔 之 維 護

與綠美化  

(一) 分配班級打掃區

域，共負全校環境

整潔衛生之責。 

(二) 規劃校園環境之

111.08 

↓ 

學務處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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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美化與布置，以

達境教之功能。 
112.07 

健 

康 

教 

學 

與 

活 

動 

一、融入學

習 領 域 課

程  

(一) 各學年與各領域

老師針對主體設

計相關課程或活

動。 

(二) 宣導健康的真正

含意 : 健康的環

境、健康的心理、

健康的心靈三合

一的重要性。 

(三) 舉辦各項藝文競

賽活動，公佈優秀

作品成果，提高學

生參與興趣。 

111.09 

↓ 

112.06 

教務處 

學務處 

全校教師 

二、主題活

動宣導  

(一) 利用朝會時，宣導

健康體位、健康飲

食、視力保健、正

確用藥、口腔衛

生、性別平等教育

及反菸拒檳的重

要性。 

(二) 衛生組隨時提供

健康促進之最新

資訊，讓老師做為

與學生分享的教

材。 

(三) 於學校明顯處設

立健康促進專欄，

定期張貼各項宣

導資料與健康資

訊，並定期舉辦活

動或競賽，提高學

生之興趣參與度。 

(四) 落實教學正常化，

並且下課時間鼓

勵學生到戶外進

行眼睛遠眺與體

能活動。 

111.09 

↓ 

112.06 

學務處 

輔導室 

全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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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利用教室電子佈

告欄健康促進之

宣導訊息。 

(六) 推行拒用免洗餐

具活動。 

三、校內各

項 體 育 競

賽與活動  

(一) 舉辦學校運動會，

增加學生運動次

數與時間。 

(二) 舉辦班際排球賽、

籃球賽、羽球賽、

桌球賽、水運會等

比賽。 

(三) 辦理水上運動研

習營。 

(四) 檢測體適能。 

(五) 成立棒球社(隊)、

羽球社、桌球社、

游泳社、籃球社

(隊)、排球社(隊)、

田徑隊、足球社等

運動性社團，強化

運動風氣。 

(六) 成立教師羽球社、

瑜珈課程、鼓勵教

師健走慢跑、或從

事各項運動活動。 

111.09 

↓ 

112.06 

學務處 全校教師 

四、安排教

師 進 修 活

動  

(一) 辦理健康促進相

關議題之校內研

習活動，促使老師

了解健康促進之

重要性與迫切性，

並能融入課程中

教學。 

(二) 鼓勵教師多多參

與相關研習，以增

進自身相關之專

業知能與能力。 

111.09 

↓ 

112.06 

學務處 全校教師 

五、加強行

動 面 的 執

(一) 每周升旗後執行

晨間運動。 111.09 學務處 全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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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二) 下課時，學生遠離

教室到戶外活動。 

(三) 辦理健康減重諮

詢營養教育，指導

學生計算熱量的

攝取與持續適當

的運動。 

↓ 

112.06 

輔導室 

學 

校 

物 

質 

環 

境 

一、教學情

境之布置  

(一) 舉辦藝文比賽活

動，將得獎作品張

貼布置於學校走

廊。 

(二) 設置教育宣導及

學生作品展示板。 

(三) 提供健康的學習

環境(課桌椅的調

整、通風、採光、

照明的充足、噪音

的防治)。 

(四) 落實無菸、無檳、

無毒的校園。 

(五) 營造永續校園環

境(垃圾分類、資

源回收、節約能源

等)。 

(六) 校園庭園及水溝

定期消毒。 

(七) 校園綠美化，花木

之維護與整理。 

(八) 建置健康促進網

頁，並定期更新。 

111.09 

↓ 

112.06 

學務處 

總務處 

全校教師 

二、營養   

   午餐  

(一) 每天之食譜經由

專業營養師之計

算與規劃，並由學

校監督執行。 

(二) 營養午餐符合衛

生標準。 

(三) 推廣含糖飲料、垃

圾食物禁入校園。 

111.08 

↓ 

112.07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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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購健

康 促 進 教

育 相 關 教

材、教具與

設備  

(一) 購置健康促進教

育叢書、教材及其

他相關教學媒體，

充分支援教師教

學。 

(二) 體育器材定期更

新汰舊。 

111.08 

↓ 

112.07 

學務處 

圖書錧 

總務處 

學 

校 

社 

會 

心 

理 

環 

境 

建 立 友 善

校園  

(一) 設立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保障學

生申訴的權利。 

(二) 嚴禁教師體罰，辦

理教師研習，提昇

教師輔導管教能

力。 

(三) 落實自治市組織

功能，加強自治幹

部之培訓。 

(四) 對於有急難需求

之師生，提供緊急

之救助。 

(五) 隨時觀察注意孩

子的身心健康狀

態，必要時得立即

給予輔導與協助。 

111.09 

↓ 

112.06 

學務處 

輔導室 

全校教師 

社 

區 

關 

係 

建 立 社 區

夥伴關係  

(一) 鼓勵教職員工生

參與社區活動與

事務。 

(二) 課餘時間開放校

園，提供社區民眾

休閒場所。 

(三) 學校與社區資源

共享，建立友善的

夥伴關係。 

(四) 落實家長會支援

學校的功能，協助

學校推動各項校

內外活動。 

(五) 招募家長志工，並

辦理各項成長研

111.08 

↓ 

112.07 

學務處 

圖書館 

總務處 

全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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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與聯誼活動。 

(六) 結合家長會、志工

團體與社區里長，

輔導社區內之商

店禁賣菸品、酒

品、檳榔給未成年

之青少年。 

(七) 鼓勵社區家長戒

菸、戒檳。 

健 

康 

服 

務 

一、專題  

   講座  

(一) 邀請衛教專業人

士到校講習與指

導，並針對健康促

進主軸，對師生傳

授正確與健康的

飲食觀。 

(二) 辦理親師座談講

座，建立家庭之正

確健康觀念與行

為。 

(三) 利用親師座談、家

庭訪問或親職教

育日等宣導健康

促進觀念。 

(四) 全校所有員工、教

師、學生均每年參

加四小時環境教

育研習 

111.08 

↓ 

112.06 

學務處 

輔導室 

總務處 

二、實施師

生 健 康 檢

查  

(一) 定期為全校學生

量測身高、體重、

視力等，並統計分

析、追蹤矯治情

形。 

(二) 建立全校學生緊

急傷病聯絡資料，

並妥為保存與運

用。 

(三) 結合醫療院所資

源，辦理教職員工

之健康檢查，讓老

111.09 

↓ 

112.06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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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了解自己健康

狀況，能發揮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之

效。 

(四) 對於有特殊健康

需求的學生，列冊

管理，必要時給予

充分支持、照顧與

諮詢。  

三、成立多

樣 化 的 社

團  

(一) 成立桌球社、羽球

社、籃球社、熱舞

社 ...等運動性社

團，讓學生有更多

時間能投入不同

運動。 

(二) 成立管樂社、國樂

社，涵養學生之藝

術人文氣質。 

(三) 成立康輔社、戲劇

社...等社團，讓學

生適時的表現自

己，擁有自信又健

康的生活。 

(四) 期末舉行社團動

靜態成果發表。                 

111.09 

↓ 

112.06 

學務處  

四、落實健

康 中 心 的

功能  

(一) 提供全校師生健

康諮詢。 

(二) 讓學生了解健康

中心所提供服務

有哪些，必要時懂

得尋求協助。 

111.08 

↓ 

112.07 

學務處 全體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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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議題 

(一)、菸害防制  

1. 落實無菸校園。 

2. 營造無菸環境： 

(1).長期營造無菸環境。 

(2).下課期間利用廣播或跑馬燈傳達菸害防制訊息。 

3. 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或講座、海報比賽： 

4. 充分運用各種集會和場合（如週、班會）加強宣導。 

 (二)、健康體位 

1. 升旗後實施晨間運動。 

依校園場地分配，分別執行做操及慢跑運動。 

2. 辦理教職健康飲食講座活動。 

(1).請專業講師至學校教授正確健康飲食觀念。 

(2).配合講座內容與實作並行。 

3. 辦理班際運動競賽。 

(1).班際籃球比賽 

(2).班際羽球比賽 

(3).班際排球比賽 

(4).班際桌球比賽 

(5).水運賽 

4. 在護理課中加強學生對健康體位的正確觀念，並在體育課中增加學生的運動量。 

5. 實施體適能檢測:根據體適能檢測分析的數據，進行必要的體適能促進宣導。 

6. 成立健康大使，訓練後進行健康營養知識的入班宣導。 

7. 設立多元選修「健康生活管理」課程。 

8. 辦理梅岡迷你馬拉松，建立教職員工生的運動習慣。 

9. 成立各式運動性社團。 

 (三)、視力保健 

1. 利用朝會與全體師生宣導視力保健的重要性。 

2. 鼓勵同學下課多參與戶外活動。 

3. 鼓勵同學定期就醫檢測。 

4. 燈光定期檢驗及改善。 

5. 校園綠化美化。 

(四)、性教育  

1. 建立學生健全知性知識、態度及處理周遭課題之核心技能。 

2. 經由兩性之和諧關係，引導個人生理、心理等方面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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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落實愛滋防治觀念。 

4. 加強校園「性教育、性別教育」宣導，融入生活教育。 

5. 辦理演講或利用梅岡通訊宣導。 

(五)、正確用藥(全民健保) 

1. 利用相關集會（新生訓練、友善校園週、校務會議、親師座談等時機）進行「紫錐花

運動」及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2. 每學年至少辦理 1 次以家長或社區為對象之藥物濫用防制（含反毒宣導）宣導活動，

以達宣導成效。 

3. 教師課程研討融入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議題，並配合「健康與護理」課程內容施以 1 堂

課以上反毒認知教學。 

4. 教育人員透過觀察、晤談或家庭訪問，提供特定人員建議名冊，藉由關心學生生活、

學習狀況及密切親師聯絡，在學生疑似有藥物濫用異常行為時，即進行關懷、輔導

或實施尿液篩檢。 

5. 辦理宣導活動，建立全民健保之正確之觀念與行為態度。 

6. 利用朝會加強宣導全民健保的正確觀念。 

 

(六)、正向心理健康 

1. 結合社區資源及駐校心理師辦理講座，使學生有正向心理。 

2. 提醒教師們以鼓勵代替責罵，使學生減少挫折感。 

 

(七)、口腔衛生 

1. 利用朝會與全體師生宣導口腔衛生的重要性。 

2. 鼓勵同學在校刷牙清潔。 

3. 鼓勵同學定期就醫檢測。 

4. 改善全校洗手台的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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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定進度： 

    月  次 

              

工作項目 

111 年 

8、9 月 

111 年 

10 月 

111 年 

11 月 

111 年 

12 月 

112 年 

1 月 

112 年 

2 月 

112 年 

3 月 

112 年 

4 月 

112 年 

5 月 

112 年 

6 月 

1.成立學校健康促

進委員會 

          

 

2.組成健康促進工

作團隊 

          

 

3.進行現況分析及

需求評估 

          

 

4.決定目標及健康

議題 

          

 

5.擬定學校健康促

進計畫 

          

 

6.編製教材及教學

媒體 

          

     

7.建立健康網站與

維護 

          

         

8.擬定過程成效評

量工具 

          

    

9.成效評量前測 

 
 

     
  

  

     

10.執行健康促進計

畫 

          

        

11.過程評量 

 

          

      

12.成效評價  

    後測 

          

       

13.資料分析 

 

          

  

14.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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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健康促進學校人力配置：  

 (一)  設立健康促進委員會：本委員會共 21 人，設主任委員一人，執行長一人，執行秘

書一人，委員 18 人。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執行長由學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由

衛生組長擔任。委員由教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主任教官、會計主任、人

事主任、體育組長、訓育組長、活動組長、生輔組長、教學組長、庶務組長、春暉

社指導老師、午餐秘書及校護 2 人、學生代表 2 人擔任。 

(二)  工作內容 

組別 職稱 姓名 工  作  內  容 

主任委員 校長 鄒岳廷 
綜理健康促進與學校衛生工作，核定健康促進與學

校衛生工作計畫，並督導執行。 

執行長 學務主任 朱志欽 

1.協助主任委員籌組並主持有關全校健康促進與

衛生事務。 

2.協調相關處室配合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與學校衛

生工作及各項健康活動。 

執行秘書 衛生組長 賴文強 

1.擬定及執行健康促進與衛生保健工作計畫。 

2.主辦及協辦各項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保健工作

之相關事宜。 

3.協助推動校園環保工作及各項健康活動。 

健康營養組 午餐秘書 莊雅筑 

1.負責餐飲衛生安全維護及管理。 

2.餐飲營養之規劃。 

3.營養教育及營養衛生宣導工作。 

健康安全組 

主任教官 

生輔組長 

春 暉 社 指

導老師 

詹明蒼 

黃鈴芳 

賀華興 

1.營造健康安全的校園環境。 

2.協助校園緊急傷病處理事宜。 

3.辦理愛滋病、藥物濫用、菸害及檳榔等防治工作

事宜。 

會計組 會計主任 管瑞美 
執行學校健康促進計畫與學校衛生之各項經費編

制及核銷工作。 

人事組 人事主任 楊榮梓 執行學校健康促進計畫之人事動員。 

健康服務組 護理師 陳美妃 
1.健康檢查、視力保健、簡易急救、健康指導。 

2.辦理健康促進活動與保健資料之統計事宜。 

健康環境組 
總 務 主 任

庶務組長 

劉湘櫻 

柯閔淵 

1.建構安全的健康環境設備。 

2.美化、綠化校園環境。 

3.環境衛生設備的保護。 

4.維護校園生活的安全。 

健康教學組 教務主任 李榮彬 1.充實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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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組長 陳弘軒 2.設計健康促進教學活動。 

3.推行健康促進融入教學課程。 

健康輔導組 輔導主任 金瑛 
1.推動健康心理與輔導。 

2.推動身心障礙輔導。 

健康體能組 體育組長 廖健順 推動健康體適能活動及有關健康促進運動。 

健康活動組 
訓育組長 

活動組長 

周珍璉 

邱逸華 

1.協助學校健康促進計畫之週會活動及文宣海報

出刊。 

2.成立健康促進相關社團，並協助推動健康促進相

關社團工作事宜。 

學生代表組 
班 聯 會 主

席 
 1.協助健康促進計畫與校方的溝通橋樑。 

九、成效指標及預期效益： 

(一) 學校整體衛生政策 

1. 建立永續經營團隊，提供充分的支持與服務。 

2. 發展有效之師生健康自主管理策略。 

3. 營造重視身心健康、無菸無檳，且充滿綠意之學校環境。 

4. 建置本校「健康促進學校網站」。 

5. 學校藉由辦理各項動、靜態研習與活動，鼓勵師生共同參與，以活化學生正確健康知

能，期能建構終身受用的健康生活。 

6. 學校能鼓勵教師在課程規劃納入健康議題，並進行融入教學，深耕學生正確健康理念。 

(二) 菸害防制  

1. 行銷無菸家庭概念，提高家長拒吸二手菸的觀念。 

2. 不吸菸的學生能達到 100%(亦吸菸率為 0%)  

(三) 視力保健  

1. 提升學生建立護眼能力及正確視力檢查及就醫觀念。 

2. 視力不良學生之矯治能達 91%以上。 

(四) 健康體位  

1. 預期達到每周累積達 210 分鐘運動量之學生達 91%以上。 

2. 達到每天五蔬果目標之學生達 91%以上。 

3. 落實健康飲食行為與適當身體活動，有效提昇學生健康體位 BMI 值趨於正常範圍。 

(五)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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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愛滋病防制的知識與技能。 

2. 落實兩性平等、正確性觀念與拒絕危險性行為。 

3. 在生理、心理、社會方面建立正確的性觀念。 

(六) 正確用藥（全民健保） 

1. 依照用藥指示服用、按時服用、不隨意混搭藥物。 

2. 節省健保資源、多運動提升免疫能力減少用藥。 

3. 不購買與服用未經醫師診斷的成藥。 

4. 媒體辨識與正常飲食取代健康類食品。 

5. 學校的課程中加入「用藥安全及藥物濫用防治」有關內容，並融入教學。 

6. 了解毒品的危害，拒絕毒品。 

7. 全校師生能認識全民健保開辦的目的與目前所遭遇之困境。 

8. 80%以上 學生建立正確觀念，珍惜這得來不易的制度，不浪費醫療資源。 

(七) 正向心理健康 

1. 建立學生正向心理，使身心靈都能健康。 

2. 透過講座宣導使學生的生活更充實富足。 

 (八) 口腔衛生 

1. 提升學生建立潔牙習慣及定期就醫保健觀念。 

2. 龋齒不良學生之矯治能達 91%以上。 

 

十、經費概算表：請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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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1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補助經費概算表 

學校名稱: 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   

申請類別 :  

█種子學校：編列 5,000元 

□協力學校：編列 10,000元(□由各中心學校邀請  □主動參與) 

 (議題：□視力  □口腔  □體位  □菸檳  □性教育  □正確用藥  

□正向心理健康促進) 

額外加選項目：(可複選) 

□行動研究：可增列 5,000元 (□待輔導學校  □自主參加學校) 

□「健康促進學校優良教學模組」觀課：可增列 5,000元 

項次 經費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1  學生獎品  100  份  10  1000 

2  講師鐘點費  2000  時  2  4000 

總計  5000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  校長: 

 

備註: 

1. 本案編列請參考「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經常門（如:講師鐘點費、

學生獎品、文具紙張、印刷費等）項目。 

2. 本局將進行計畫審查及分級補助（如:計畫優劣、策略運用、成效評價等），並考量教育部

國教署補助經費，保有刪減及核定貴校補助經費之權利。 

3. 請於 111年 9月 23日前連同計畫(紙本)1式 2份、概算表(正本)1份逕送潛龍國小彙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