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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海墘國民小學 98 學年度健康促進學校實施成果 

（健康促進議題：視力保健） 

 

本校位處於大安鄉的一個農漁村，全校共 12 班，學生數共 261 人，教

職員工 22 人。學區家長大多數為勞工階層，社經地位較低落，對於健康生

活形態的觀念與養成健康生活形態對學童未來健康的重要性普遍缺乏；再

加上近年來社會變遷快速、年輕人口外移、家庭結構改變等因素，導致本

校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學童比例日益升高，學童之生活、學習與成長頗值

得關切。 

對台灣地區國小中年級以上的學生而言，「近視」已相當普遍，儼然成

為一項嚴重的問題，本校學童也有相同的問題。根據研究和調查指出，近

視除了極少數為先天性的遺傳外，大多與環境因素有關，如視覺空間太窄、

閱讀姿勢及照明不良、印刷字體不小或模糊、營養不均衡、用眼時間太久

等。加上各因素間還會互相影響，十分複雜；然而，造成學童近視首應歸

因「長時間、近距離，用眼不當」所致。 

 

組織運作及有效達成學校共識： 

本計畫旨在發展多元層面、多元策略、多元評量的整合型學校健康促

進計畫，以增進全校教職員工生的全人健康。團隊成員有校長、教導主任、

訓輔主任、健康與體育及科技與人文領域教師代表、各班導師、護理師等

人，共同研擬及推動健康促進活動。 

本計畫分二階段進行，第一階段成立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並組成健

康促進工作團隊，先診斷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健康狀況、現有與健康有關的

人力、物力及資源並進行健康之需求評估，進而確立學校成員共同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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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策略及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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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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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校學童的健康問題分析，以確定本校的健康促進議題： 

一、裸視視力不良比率持續增加，國小階段高度近視學生數持續增加中：

由本校九年來視力測量結果分析，入學前視力不良人數由 90 學年的

17.46%增加到 95 學年的 39.22%，約為五年前的 2 倍，顯示視力不良

問題不僅人數「多」，而且發生年齡亦提早；研究指出發生近視年齡越

小，近視惡化速度會越快，變成高度近視的比率也越高。 

二、家長對學童視力問題未能重視： 

(1) 接到視力不良通知單仍有少數家長未能立即帶子女就醫，甚至有家

長以詢問學童能否看到黑板的字，當作要不要帶學童就醫的依據，

顯示家長對視力不良的錯誤觀念，以致錯失及早矯治的良機。 

(2) 學童自認具有的視力保健常識，但日常生活中卻不會落實執行。 

(3) 學童閱讀及寫字坐姿不正確，影響學童視力的發育。 

三、生活形態改變： 

本校位居海邊，自然環境綠色稻田不少，然而學童放學後不喜歡從

事戶外活動，根據 98 學年度健康生活調查中發現，有大約六成五的學

童每天看電視超過一小時，另外每天沈迷電腦遊戲的學童約有一成，

亦是導致視力不良的重要因素之一。 

 

實施之合理、可行、創新性： 

一、學校針對教職員工辦理急救教育研習與健康檢查服務： 

♦ 急救教育：急救教育研習的目的是要減少某些緊急事件發生時傷害的程

度，加上政府也大力推廣「全民 CPR」，讓大家都能在最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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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時也能臨危不亂。 

 

 

 

 

 

 

 

 

 

♦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服務：教師的健康觀念會在潛移默化之間影響學童對

健康的認知與行為，另外，教師的健康狀況也和教學品質息息

相關；感謝本校同仁的熱情參與。 

 

 

 

 

 

 

 

 

 

 

二、提倡運動風氣：朝會後的全校運動及每學期會舉辦的班際盃運動競賽，

如跳繩、足壘、踢毽子等，除了能減少「長時間、近距離」用眼對眼

睛的傷害外，也能於無形中培養學童養成規律性的運動習慣及促進身

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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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期檢查視力、教室光度，發現問題給予就診單複診：每學期健康中

心固定的健康檢查是幫助發現學生問題的方法之一；一旦發現問題健

康中心會發出就診通知單，請家長儘速帶學童到專科醫師處做進一步

的診療，以增進學童的健康。 

四、教職員工不定期參加各項增能研習：老師利用各項研習中習得的健康

知能，身體力行並融入於教學活動中，讓學童的健康行為在日常生活

中一點一滴慢慢養成。 

 

 

 

 

 

 

 

 

 

 

 

五、良好的學校物質環境：本校雖然已經建校 81 年，因為校舍都是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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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加上遠近馳名的荷花池，處處充滿綠意盎然的氣息，當然也提

供全校師生有個舒適、健康、安全的學習與工作環境。 

 

 

 

 

 

 

 

 

 

 

 

六、利用辦理各項活動讓學童更能切身體會眼睛保健的重要性：現代人的

生活形態被電視與電腦束縛太多，學校利用各種管道讓學童及家長體

認接近大自然的好處，並實際辦理各項戶外教學活動。 

 

 

 

 

 

 

 

 

 

 

 

七、依規定對號配置入座：學童按照身高選擇適合自己的課桌椅，可減少

坐姿不良對眼睛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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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依照不同年級給予視力保健學習單：視力保健需要全面性與持續性的

落實在學童的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都要注意眼睛的保護，除了在學

校老師的叮囑外，當然家長的共同參與可讓視力保健的成效更有延續

性，因此，依照不同年級設計不同程度的視力保健學習單，讓學童與

家長都能一起重視視力保健的重要性。 

 

 

 

 

 

 

 

 

 

成效指標評價： 

一、由下圖中可看到學童視力不良率隨著生活的便利與型態的改變，學童

也不斷地對電視、電腦等產品產生依賴性，導致，學童每天看電視與

使用電腦的時間超過一小時以上，另外，學童也常因閱讀或寫字姿勢

不良，導致視力不良的情形增加，有鑑於此，藉由各種管道與家長溝

通，讓學童在家時家長也能持續性的注意視力的保健。 

我身高138公分 我選擇型號135

我身高127公分 我選擇型號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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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已趨減緩的視力不良率，因過年期間天候不佳加上寒假時間長達

32 天，因此，第二學期檢查時裸視視力不良率有稍稍增加趨勢；視力保健

宣導除了將持續在校園中進行外，也持續推展到家庭中也能落實視力保健

工作，以緩和視力不良學生視力逐年惡化的程度，及降低視力不良學生人

數比例。 

 

二、與全縣 97 學年度國民小學的裸視視力結果相比較，如下圖，本校學童

兩眼視力均達 0.9 者為 55.84％較全縣 51.7％為佳，而本校裸視視力不

良較多者落於任一眼視力 0.1-0.4 之間與全縣較多任一眼視力不良落於

0.5-0.8 之間稍顯不同，在整體視力問題而言本校對於視力保健的推行

仍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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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教職員工同樣有著健康行為並注意自己的健康管理，無形中會影

響學童對自身健康的重視，並養成健康的行為模式。 

 

最後，營造學校健康環境，須透過組織運作與需求評估的過程，凝聚

共識，並整合運用學校、家長及社區的人力、物力資源，同時著重認知與

行為習慣的培養，來改善健康問題及達到促進健康的人生。 

 

承辦人：            訓輔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