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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學校
前後測成效評估報告



一、前言
1.研究動機

根據本校107學年度上學期統計資料顯示：

學生體位過輕佔11.8%、體位適中占55.9%、

體位過重佔14.7%及體位超重佔17.6%，體

位不良合計為44.1%。由於學生體位不良

情況嚴重，為了提高學生體位適中比率，

因此，進行以「加強運動改善學生體位不

良」的行動研究方案，期望透過此方案來

改善學生不良體位，增進學生適中體位的

比率。



2.現況分析

本校位於桃園市大園區，目前全校有十

四班，學生數304人。由於位處工業區，

學區內家長社經地位普遍低落，對於健

康生活型態的知識也較缺乏。



(1)健康體位教學與活動策略介入後，提高學生體

位適中率2%（含）以上。

(2)健康體位教學與活動策略介入後，降低學生過

重肥胖比率1%（含）以上。

(3)探討加強運動策略介入後，對學生健康體位的

影響。

(4)探討飲食教育策略介入後，對學生健康體位的

影響。

3.前後測成效評價目的



1.前後測成效評價對象：本校五、六年級

學生，男生12人，女生4人，共16人。

2.前後測成效評價工具：學生體位紀錄表：

紀錄學生體位之變化。

二、前後測成效評價方法：



a.針對體位過重、超重學生，成立簡易體重減重

班(109.11.20開始實施)，為避免學生被標籤

化，改稱健康樂活班。

3.前後測成效評價過程或介入方法：
(1)測驗過程方案如下：



b.每週一至五 8：30-8：45，固定
時間推行晨間運動-全校進行慢
跑400至600公尺。



c.進行全校健康體位宣導。



d.定期測量體重，要求學生注意
自身體重增減狀況。



e.請導師協助與家長聯繫協助控制
學生飲食，避免零食、飲料以及
宵夜。



f.依下表-本校健康促進組織成員分工，執行任務

健康促進委員會議

職稱 姓名 職稱 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林文勝 校長 綜理並主持計畫

協同主持人 薛錫鴻 學務主任 督導計畫執行、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劉佳惠 總務主任 配合計畫執行，支援實施所需物品

執行秘書 黃蕙玲 衛生組長
計畫主持人處理有關事務，協調有關處室配合執行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各項教育活動。

執行秘書 林淑珍 護理師
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
價。

執行秘書 曾筱棻 訓育組長
心理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
價。

執行秘書 徐興權 體育組長 幫助不良體位或體位問題之學生規劃活動

委員 游庚霖 午餐執秘 營養午餐之菜單設計，配合健康體位之目標

委員
各班導
師

導師 指導學生日常衛生習慣及宣導健康生活知識

委員 陳順龍 家長代表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團人力協助推展健康
服務



(2)修正過程

a.原定每週三健康樂活班安排呼拉圈、跳繩活
動，因11、12月天氣狀況不佳，原活動場地
有躲避球隊練習，故調整至專科教室進行瘦
瘦拳及新式健康操。
b.每週一、週三、週五上午8：30-8：45晨間
活動時間安排全校操場跑走，由於未強制要
求各班導師配合此項活動，仍有部分班級於
教室進行教學活動。
c.在學校學生的飲食、運動和生活作息都可以
控制，唯回家後無法控管，於是，增加利用
通知單或宣導單加強對家長的營養教育宣導，
並使家長了解學生的身體健康狀況。



(3)實際行動或介入方法

a.針對教師部份：利用週三下午舉辦教師研習，
講題針對健康體位意涵(包括體位適重率、過
輕、過重及肥胖)、BMI教學、飲食與健康、運
動和飲食與熱量之間的關係。



b.對家長部份：利用新生家長座談會、親師座談會
、運動會、親職教育日進行健康促進宣導，強調
體位與健康的關係及控制健康體位的方法。



c.每月測量學生的身高體重與BMI



d.營養午餐的控制：減少油炸食物，
每週一天(星期五)蔬食日，控制每天
食物的熱量。



e.學生的運動：除體育課
正常化之外，每週5次晨
間活動時間15分鐘，進
行體能訓練。另外制定
校園running man實施計
畫，每班發予校園路跑
紀錄卡，學生每跑操場5
圈紀錄一次，每個年級
每月選取路跑次數累積
最多之學生三名進行表
揚，並給予獎品以資鼓
勵。



三、前後測成效評價結果：
1.量性結果



2.質性結果：

1.學生體位適中人數由0人變為2人，過重人數由
6人變為6人，超重人數由10人變為8人，其中有
2人體位由過重變適中，2人體位由超重變過重。
2.體位適中率提高12.5%；體位超重降低12.5%。

3.由此可見，學校介入4個月後

(109.11.20~110.3.31)，健康體位介入策略有

效降低了學生的BMI值。體位適中率與超重肥胖

比率，均有達到本研究目的，但從表格中明顯

看出，寒假期間學生體位明顯增加，開學後又

慢慢獲得控制。

4.仍有部分學生沒有改善還惡化，顯現仍需要更

多家庭或其他力量的介入。



感 謝 您 的 聆 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