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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健康促進計畫撰寫的要素成功健康促進計畫撰寫的要素

健康促進計畫審查常見問題健康促進計畫審查常見問題

常規性活動vs深化活動常規性活動vs深化活動

健康促進計畫成果撰寫健康促進計畫成果撰寫

• 本次研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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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健康促進計畫開始寫..

第一步—看清楚實施計畫

• 目的：評估需求、結合資源、教育與服務、
自主管理、環境改造 (106實施計畫)

• 計畫要包含的內容

• 工作項目表(策略與活動)

• 頁數限制(6頁/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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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學校架構

教學課程 學校環境

家長與社區



必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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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 健康體位 性教育
(含愛滋病防治)

必選議題
需求評估、資源、教育與服務、自主管理、環境改造

計畫目標 評價工具/方法
六大範疇(環境、個人技能、社

區、服務、精神)

工作項目表工作規劃建議 工作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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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所發現之問題

未依實施要點撰寫，如：所選議題未依據要點中
之規定。

計畫未依據健康促進學校精神之6大層面撰寫。

計畫內容多以單次活動和演講為主。

未充分運用有效策略，如健康體位應該運用運動、
飲食、身體意象等策略，且缺乏二代健促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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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所發現之問題

缺乏前、後測之敘述，以及未說明評價之方式。

仍流於衛生保健組單打獨鬥，缺乏跨處室之合作。

未依據自己學校的健康需求撰寫計畫。

計畫撰寫草率，未參考得獎學校之策略與方法。



健康促進實施計畫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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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

計畫依據二

背景說明三

問題分析四

計劃目標五

內容與實施策略六

實施步驟與進度七

七八 經費編列



成功健康促進計畫撰寫的要素

我的計畫與其他學校的計畫有
甚麼差別呢?



常規與深化的差異點：
1.需求評估怎麼做的?健康檢查、問卷、登錄資料、課程學習

2.如何擴大參與：招募、人數、人次、頻次、跨處室科系

3.成果資料整理：簽到、圖表化、分析

需求 目標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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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自主管理



計畫目的撰寫注意事項

需符合學校所選擇之健康議題

涵蓋層面需擴及不同對象

計畫目的需具體且與議題相關

計畫目的可轉化為具體且可測量的預期成效



健康生理指標的改變

行為的改變

健康技能的發展

態度的改變

知識的增加

警覺性的提高

衝擊評價

健康促進學校成效評價指標

活動參與人數/人次

每人至少一次



社會
環境

社區
關係

物質
環境

健康教學
與活動健康

服務

六大層面

健康體位常見的目標

1.以活動來訂：參加健走達XX人次

2.以團體總量來訂：共計減重(腰圍)XX公斤(公分)
3.以個人成果來訂：BMI下降2、體重下降X公斤。

4.以全校指標來訂：體位適中增加3%。



實例六

社會
環境

社區
關係

物質
環境

健康教學
與活動健康

服務

六大層面

菸害防制

1.以活動來訂：參加CO檢測(戒菸拒菸教育)達XX人(次)。
2.以認知來訂:參加課程、活動人員知能提升，前後差異能達顯著水準

3.以服務提供量：戒菸門診、禁菸區、禁菸宣傳車…。

4.以KAP來訂：問卷吸菸率降低。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1.以活動來訂：參加愛滋教育達XX人(次)。
2.以認知來訂:參加課程、活動人員知能提升，前後差異能達顯著水準

3.以服務提供量：兩性諮詢、檢驗、保險套設點…。

4.以KAP來訂：問卷安全性行為意向增加。

社會
環境

社區
關係

物質
環境

健康教學
與活動健康

服務

六大層面



計畫內容撰寫注意事項

避免只有制式化活動，如：文化走廊、演講
（介入強度較低）。

活動模式多元化、創意化。

以六大層面為架構。

融入各領域教學，落實健康促進精神。



服務服務 參與參與 改變改變

擴大參與的思考是…
• 活動串聯與分散

• 單點與滲入

• 傳統與E化

Back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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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配置



人力配置撰寫注意事項

明確指出執行單位及協助單位

人力運用多元化

時間安排有點狀式的活動或宣導，也有縱貫
式的長期活動支援

活動時程已排入學校行事曆（最重要）

合作模式多元化（家長、志工等）



實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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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體位

健康飲食環境

1.校內餐廳健康餐點在105
年5~6月間會議訂購健
康餐盒至少600份。

2.「健康餐點照片上傳」
活動上傳照片至少400
張

規律運動

1.建置校園健走路線圖告
示牌

2.參與校園健走活動至少
70人。

3.參與跑走團活動者至少
100人次。

健康體位

1.塑身隊參加人數至少100人。
代謝症候群隊至少40人。

2.塑身隊活動前後之BMI、體重
、體脂肪至少降低2％、健康
行為提升10％。

3.代謝症候群隊於活動前後之
BMI、體重、體脂肪至少降低
3％、健康行為得分提升10％。

範本：105計畫成果-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臉書(打卡按讚)、簡訊、line 餐盒補助、積點 活動區隔



綠能設備

i‐HEALTH

滲入

設站

– ThemeGallery is a Design Digital 
Content & Contents mall 
developed by Guild Design Inc. 
ThemeGallery is a Design Digital 
Content & Contents mall 
developed by Guild Design Inc. 

• ThemeGallery is a Design 
Digital Content & Contents 
mall developed by Guild 
Desig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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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105計畫成果-國立中央大學



• ThemeGallery is a Design Digital 
Content & Contents mall developed by 
Guild Design Inc.

• ThemeGallery is a 
Design Digital Content & 
Contents mall 
developed by Guild 
Desig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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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 your text

範本：105計畫成果-國立台北藝術大學



• 計畫深化的好處

– 完整自主管理機制：檔案、行事曆、
業務分工。

– 從無到有，保有基礎。

– 呈現學校衛生工作的可見度。

Back to 
school



計畫預期成效撰寫注意事項

應包括是否已達到預期目標(如：至少應下
降10％)
應善用前測與後測結果寫出具體成效(以數
據呈現)
成果報告應以數據呈現，且應在20頁以下。



計畫成果呈現



成果報告格式

推
動
議
題

需求評估或健
康問題(前測)

績效指標 成效評估
(後測)

策略或
活動

受益
學生

所需
經費

其
他

健
康
體
位

○學年度本校
學生BMI值前測
時間為○年○
月，本校學生
體位不良率約
28.78%

本年度體
位不良率
至少降至
28.2%(降
低2%)

○學年度本
校學生BMI
值後測時間
為○年○月，
本校學生體
位不良率約
28.5%

○場 (男生
○人、
女生
○人)

共○
人

○○
○元

27

• 首頁應呈現以下表格：



健康促進指標
不僅是例行追
蹤，更應注重
健康介入措施
與健康狀態改
變之關係。 展現學校推動健康促進計畫的

具體效益，落實學生健康管理
於實務中

資料目的：呈現同一群學生
（目標群體）的改變

即計畫介入措施前、後相關健康指
標之改變程度（前、後測資料）



推動前

健促計畫

推動後推動前 推動後

具體成效



成果呈現方式

• 依照計畫目標(目的)提供數據(表格)或是
統計圖

• 分析統計差異：配對t值檢定 McNemar test
• 過程評量：人數統計與說明(照片)

• 分析困難與未來改善策略



檢核項目

學校衛生政策

健康促進學校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工作小組涵蓋不同層級與處室的成員

召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工作小組會議，執行且檢討工作

制訂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計畫並將其工作與活動排定於行事曆中

編列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計畫工作推動之經費

針對學生性教育相關知識、態度、行為進行調查分析

學生參與活動後進步狀況調查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工作項目進度自我檢核

健康教育與活動

學校通識課程與相關科系開設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相關課程

配合相關集會活動(如新生訓練)進行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宣導

辦理以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為主題之校園活動

辦理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週/月活動(配合世界愛滋病日)

健康服務

充實並提供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相關雜誌、單張、手冊等宣導品

健康中心設置服務專線/信箱/網頁，提供相關衛教諮詢與服務

提供愛滋病匿名篩檢資源管道與轉介服務
提供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之輔導與諮商

健康物質環境
設置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資訊校園佈告/專欄

設置保險套、衛生棉方便取得之設備，如：販賣機、便利商店或健康中心提供

健康社會環境
辦理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支持性小團輔

招募與培訓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志工服務隊

社區關係
引進教育、衛生單位或民間資源，協助學校性教育相關活動及服務的進行

舉辦社區中小學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活動（大手攜小手）

大專校院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廣學校工作項目表



主題 校園菸害防制策略

推動菸害防
制政策

1.成立跨處室之校級菸害防制推動小組（含相關社團
之學生代表）。

2.訂定年度校園菸害防制計畫，經校內相關（行政）
會議通過。

3.成立菸害防制稽查小組，巡查校園並勸導不吸菸。
4.由高階主管主持無菸校園宣誓活動。

營造無菸環
境

1.校園張貼禁菸標示及拒菸、反菸文宣。
2.減少或取消校內吸菸區之設置。
3.校園內禁止販售菸品。
4.不得接受菸商贊助活動。

辦理宣導活
動

1.辦理教職員工生之菸害防制相關活動。
2.鼓勵學生運用社團及社群網站，倡議無菸校園。

大專校院菸害防制（含無菸校園）推廣學校工作項目表



項目 說明

1 提出完整計畫
依據工作規劃提出106年度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本部將聘請專家學
者針對內容給予學校推動建議。

2 成立校內運作小組
學校應注重整體行政結構，由學校高層主管領導，運用學生社團、跨處室合
作等組織規劃，並納入社區、衛生單位等校外資源。

3 以創意有效策略提供學
生拒菸、戒菸技巧

學校可依自身有利條件及特色，以創意有效策略（如開設通識課程、同儕輔
導等）提供學生拒菸、戒菸技巧。推動主題及策略範例如下：
1.推動菸害防制政策：

(1)成立跨處室之校級菸害防制推動小組（含相關社團之學生代表）。
(2)訂定年度校園菸害防制計畫，經校內相關（行政）會議通過。
(3)成立菸害防制稽查小組，巡查校園並勸導不吸菸。
(4)由高階主管主持無菸校園宣誓活動。

2.營造無菸環境：
(1)校園張貼禁菸標示及拒菸、反菸文宣。
(2)減少或取消校內吸菸區之設置。
(3)校園內禁止販售菸品。
(4)不得接受菸商贊助活動。

3.辦理宣導活動：
(1)辦理教職員工生之菸害防制相關活動。
(2)鼓勵學生運用社團及社群網站，倡議無菸校園。

4 找出校內高關懷族群並
給予介入服務

運用如入學健康檢查、問卷調查等方式掌握校內吸菸人口，針對有意願者，
實施戒菸教育活動或提供轉介服務。

5 其它 指定校門口附近為禁菸區，如有困難，可用志工勸導等方式關心吸菸者。

件CC

大專校院菸害防制（含無菸校園）示範學校工作規劃建議



Wondershare softw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