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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110學年度 

   

計畫名稱：健康促進學校卓溪校群健康體位議題計畫 

 

申請學校：花蓮縣立山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校群中心學校：□是        ■否 

重點議題：健康體位 

其他議題（7項）：口腔衛生、視力保健、菸害防制、檳榔防制、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 

心理健康促進。 

 

 

計畫主持人：川夏蓮校長 

 

填報日期：111年01月06日 

 

 

承辦人：蔡雅玲       單位主管：蔡雅玲       機關首長：川夏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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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 110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健康體位議題計畫 

申請機關 花蓮縣立山國民小學 

校長 川夏蓮 

統一編號 08176179 

聯絡地址 982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 9鄰 90號 

計畫主持人 川夏蓮 

職稱：校長 電話：03-8841358 

傳真：03-8841930 手機：0910-552312 

E-mail：h570320lily@gmail.com 

計畫聯絡人 蔡雅玲 

職稱：教導主任 電話：03-8841358 

傳真：03-8841930 手機：0925063718 

E-mail：yalinjade@hlc.edu.tw 

全程計畫期程 民國  110年 08月 01日 至 111年 7月 31 日 止 

全程計畫經費  陸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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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背景分析及學校概況： 

一、學校教職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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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學生人數： 
     

年 
級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五 
年 
級 

六 
年 
級 

幼 
兒 
園 

合 
計 

人 
數 

 
10 

 
15 

 
7 

 
10 

 
3 

 
7 

 
20 

 
72 

 

 

三、背景說明：  

        本校位處偏遠地區，學生 98％為原住民，國小學生為太魯閣族群（27人，52％）、賽德克 

   族群（19人，36％）、泰雅族（2人，4％）、布農族（2人，4％）、阿美族人（1人，2％）、閩南 

   人（1人，2％），原鄉居民以務農勞工階層為主，且中低收入戶（33％）和單親家庭（37％）、隔 

   代教養學生（29％）比率偏高及文化刺激不足，家長普遍缺乏對健康生活型態的相關知識認知不   

   足，因此學生的基本健康需求易受忽略。  

       分析本校師生 109學年度健康資料、評估學生、教職員、學校、社區之健康現況及需求後， 

   亟需積極宣導並改善目前不利之文化環境，工作內容為「政策、教育、環境、技術」等層面，同 

   時配合校本課程的實施，融入相關議題，並將上述議題納入課程計畫，融入相關領域課程或利用 

   彈性課程時間實施。 

       實施引導學生、教職員、社區民眾及結合衛生單位，將健康促進工作擴及全部落等建立健 

   康管理，共同營造「健康校園」，進而落實「健康幸福部落」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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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體位狀況概述： 

  （一）學生之健康體位狀況概述及有待改善之處： 

       1.109學年度一～六年級體位不良：體位適中 70％、體重過輕 8％ 、過重 14％ 、超重 8％。         

       2.學生在家愛吃甜食及愛喝飲料，學生大都數為單親及隔代教養，家長無法有效監督。 

  （二）教師健康體位狀況概述及有待改善之處： 

       1.部分老師身體 BMI值過高，仍須努力減重運動。 

  （三）目前推動方式： 

       1.落實體育課正常化教學。 

       2.利用健康與體育課程讓師生了解落實運動的重要性。   

       3.進行學生體適能檢測運動，檢視學生體適能狀態。  

       4.推動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210分鐘。 

       5.每週一室外升旗後，鼓勵全校學生慢跑操場。 

       6.實施每週四課間體育活動(原住民健身操、全校大隊接力、趣味體育活動)。   

       7.配合學校特色原住民傳統射箭教學、田徑訓練時間安排身體活動。 

       8.利用共同體育課時間辦理路跑活動，培養學生有氧運動。 

       9.體位不良 85210教育宣導－校護。   

       10.營養教育宣導－營養師 

       11.針對體位不良學童發送異常通知單告知家長及學生，並針對學生的改善情形進行追蹤。 

       12.配合校內國語文競賽及校內學習 SPA時間朗讀計畫融入課程活動。 

       13.配合卓溪鄉健促策略聯盟藝文競賽活動。 

五、口腔衛生狀況概述： 

   （一）學生之口腔衛生狀況概述及有待改善之處： 

       1.109學年度一～六年級齲齒 80％，一年級新生齲齒 100％，顯示學生之口腔衛生習慣非常 

         不佳，雖經過校內每學期牙醫師駐診、齲齒填補矯治，但校內牙醫駐診醫師無法做齲齒根 

         管治療，需仰賴學生家人帶至牙科醫療院所進一步追蹤矯治完成。 

       2.返家後的潔牙習慣無法監督及家長無習慣叮嚀，未實際完全做到晚餐後及睡前潔牙。 

       3.愛吃甜食及飲品後未做到立即潔牙漱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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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口腔檢查異常通知單，經追蹤後常有未再次矯治就醫完成情況。 

  （二）教師口腔衛生狀況概述及有待改善之處： 

       1.教師全部皆有中午餐後潔牙。 

       2.配合課程計畫持續宣導口腔衛生保健活動。 

       3.融入健康領域指導貝氏刷牙法及牙線使用。 

       4.目前牙醫駐診僅做學生之安排，教職員之健康服務僅實施衛教宣導、鼓勵定期健檢及參與 

         口腔衛生相關研習。 

  （三）目前推動方式： 

       1.口腔衛生保健教育宣導－校護、牙醫師及健體領域融入式教學。 

       2.學校內實施餐後潔牙活動，中午餐後撥放潔牙歌督促學生刷牙。 

       3.學校內實施含氟漱口水活動，每週二中午 12：40執行。 

       4.每班皆有潔牙衛生小天使督促同學潔牙及牙線使用。 

       5.配合每學期請牙醫師到校巡檢矯治齲齒、塗氟、全校臼齒窩溝封填及辦理口腔保健指導。 

       6.健康中心提供口腔檢查齲齒防治等健康服務及學生個別衛教，即時傷病服務與矯治追蹤。 

       7.學校透過親師座談會及親職教育活動，從家庭教育著手由校護向家長宣導口腔保健及菸酒 

         檳防制等議題。 

       8.辦理校內學生每月牙菌斑潔牙活動。 

       9.配合校內國語文競賽及校內學習 SPA時間朗讀計畫融入課程活動。 

       10.配合卓溪鄉健促策略聯盟藝文競賽活動。 

       11.加強學生齲齒複檢矯治牙之具體行動。 

 12.鼓勵教職員積極參加口腔衛生相關研習。 

六、視力保健狀況概述： 

  （一）學生之視力保健概況及有待改善之處： 

      1.109學年學童視力不良 4％，108學年度視力不良 15％。 

      2.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學生比率偏高，學童一般多托付於祖父母，只能照顧其基本日常生活及 

        課業寫作，無暇兼顧其它健康問題(如口腔衛生、視力保健等)，因而任由孩童從小養成看電 

        視或打電動、電腦習慣使眼睛無法達到適度休息與放鬆，而造成視力不良。 

   （二）目前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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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舉辦全校師生視力保健宣導。 

  2.實施戶外活動120分（下課淨空教室）及倡導規律用眼3010政策。 

  3.加強學童視力保健環境（燈光、電子）。 

      4.針對裸視不良學童發送異常通知單告知家長及學生，並針對學生的改善情形進行追蹤。 

      5.配合班親會、親職教育活動進行宣導。。 

七、菸害防制及檳榔防制狀況概述： 

  （一）學生之菸害防制、檳榔防制概況及有待改善之處： 

       1.目前雖未在校園內發現學童抽菸喝酒吃檳榔，但是以預防為前題，正確的反菸、酒、檳榔 

         防制活動依然繼續的執行下去。 

       2.原鄉居民以務農為主，家長普遍對健康知識認知不足，更因職業文化因素養成抽菸喝酒吃 

         檳榔等不良習慣，除對自身健康堪虞對學童而言更是影響生活的不良習慣。 

  （二）目前推動方式： 

  1.鼓勵孩子以親情方式針對家中長輩有吸菸喝酒吃檳榔習慣者進行委婉規勸（我家不吸菸）。 

  2.校內定期實施菸、酒、檳榔防制相關教育宣導。 

  3.辦理校內反菸酒檳防制相關藝文競賽。 

  4.參與衛生局四年級我家不吸菸（反菸小達人）課程活動。 

八、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狀況概述： 

  （一）學生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概況及有待改善之處： 

   1.繼續針對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為宣導主題，加強孩童更深的認識。 

  （二）教師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概況及有待改善之處： 

     1.加強教師對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的觀念，以客觀的角度教導孩子用正確的方式和愛滋病者

相處，並鼓勵健康與體育教師於相關課程中，宣導正確的性觀念及健康的性教育知識。 

  （三）目前推動方式： 

   1.每學期做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一次。 

   2.融入高年級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之教學課程。 

   3.融入性別課程〈外聘-合家歡協會講師〉 

九、正確用藥概況： 

  （一）學生之正確用藥概況及有待改善之處： 

       1.學生普遍對於所謂的正確用藥觀念較模糊，校內宣導以影片、文宣或網路搜尋的知識為主。 

  （二）目前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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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辦理正確用藥教育宣導，推廣培養親師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之「說明白、看清楚、用正   

     確、愛自己、和醫師藥師作朋友」。 

   2.鼓勵教師多參與衛生局舉辦正確用藥研習活動，建立「藥物濫用防制」的種子教師。 

十、全民健保： 

  （一）學生之全民健保有待改善之處  

       1.本校學生皆有全民健保卡。 

  （二）目前推動方式： 

       1.辦理全民健保教育宣導，保障社會每個成員不論貧富都可一律平等獲得所需的醫療服務。 

十一、安全教育與急救概況： 

  （一）學生安全教育與急救概況及有待改善之處： 

       1.學校每學期推動防震防災及急難救護演練，學生對於自然災害的防範措施已經有了基本的 

         概念，可是對於意外事件的預防和急救觀念卻不甚清楚了解。 

   (二)教師安全教育與急救概況及有待改善之處： 

       1.積極讓本校教職員取得 CPR的認證，對於意外事件的急救都有了基本認知；且在防震防災 

         與急難救護的教學活動，亦都能配合實施。 

  （三）目前推動方式： 

       1.每學期配合辦理防震防災及緊急傷病演練活動。 

    2.遊戲器材暨運動設施檢查及使用宣導，定期檢查維修校園建築設備。 

    3.辦理高年級學生 CPR教學活動 

    4.加強交通安全教育與管理措施。 

    5.實施游泳教學加強自救能力。 

十二、心理健康促進概況： 

   （一）心理健康促進及有待改善之處： 

       1.學校每學期期初推動學生在校及居家安全教育宣導，讓學生對於身心安全有正確的認知， 

         並實踐身心安全教育的作為，期望學生對於人身與他人安全有正確的認識與互相包容與同 

         理心。 

       2.學校每學期進行校園霸凌防制的宣導及課程，學生對於反霸凌的防治有認知，但是，發現 

         班級學生偶有出現同學之間欺負或相處不愉快的事件，仍要加強處理人際相處的和諧。 

       3.學校每學期針對發生的災難心理衛生做全校學生的輔導與處遇，加強師生對災難心理衛生 

         的重建。 

       4.學校需推動 1925安心專線（依舊愛我）的認識與宣導，讓學生對安心專線有了解，需要時 

         使用。 

       5.學校推動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學生，幫助學生能適應學校生活及居家社會環境。 

   （二）目前推動方式： 

       1.學校輔導業務每學期辦理每月乙次的校長室小客人，讓學生有被古禮與關懷的機會。 

       2.學校每學期辦理期初期末特殊教育 IEP會議，針對特殊教育兒童研商輔助的措施。 

       3.學校每學期辦理期初期末輔導工作會議，研商需要輔導的學生個案，給於班級導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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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校有特教巡迴輔導老師每週到本校進行一位特殊教育學生的課程教學及學生教育。 

      5.學校課程計畫校訂課程之全校宣導課程，每學期第一堂全校宣導課程安排友善校園宣導，並 

        且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宣導週之系列宣導期活動。 

 

參、計畫工作內容： 

一、健康政策 工作內容 評價指標 

（一）.訂定學校衛生與健 

       康促進實施計畫 

於學期開始前擬定全學年度之學校衛生與健康

促進實施計畫。 

學校衛生與健康

促進實施計畫乙

式 

（二）成立學校推動小組 1.成立學校推動小組，並視推動情況不定期召開 

  會議。 

2.設置口腔保健工作小組，負責執行督導及檢 

  討改進保健工作。 

學校推動運作情

形 

二、健康教學工作內容 評價指標 

（一）進行全校之健康體位之推動： 

1.落實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教學。 教學活動照片 

2.辦理營養教育宣導及體位不良（85210）教育宣導活動。 宣導內容及照片 

3.進行學生體適能檢測運動，檢視學生體適能狀態。 活動照片 

4.每週一室外升旗後，鼓勵全校學生慢跑操場及實施每週四課間體育 

  活動(原住民健身操、全校大隊接力、趣味體育活動)。 
活動照片 

5.配合推動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210分鐘。。 活動照片 

6.配合學校特色原住民傳統射箭教學、田徑訓練時間安排身體活動。 活動照片 

      7.配合校內國語文競賽及校內學習 SPA時間朗讀計畫融入課程活動。 活動計畫及照片 

7.配合參加鄉內健康促進健康體位藝文競賽活動，建構學生多元及隊 

  友身體活動教育意義之運動概念，並藉由競賽活動，達到在運動、 

  知識、態度、行為等方面之改變。將學生製作之作品張貼於學校健 

  康促進公佈欄上公佈，增加宣導之機會及健康體位之情境。校園張 

  貼健康體位保健宣導海報。 

活動計畫及照片 

      8.利用共同體育課時間辦理路跑活動，培養學生有氧運動。 活動照片 

9.辦理體位不良學生健康減重班活動 活動計畫及照片 

（二）進行全校之口腔衛生之推動： 

1.落實口腔衛生保健課程教學。 教學活動照片 

2.辦理口腔衛生宣導活動（教導貝氏刷牙法及牙線操作法）。 宣導內容及照片 

      3.每天實施餐後潔牙活動－中午撥放潔牙歌。 活動照片 

4.培訓班上潔牙衛生小天使負責督促餐後潔牙及使用牙線。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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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每週二實施含氟漱口水使用。 活動計畫及照片 

      6.每學期邀請牙醫師（義診及塗氟）為學生做口腔檢查、矯治齲齒 

        及臼齒窩溝封填活動。 
活動計畫及照片 

      7.透過聯絡簿請家長配合督促學生晚餐後及睡前潔牙習慣記錄。 活動照片 

8.每月辦理以牙菌斑染色劑教導正確潔牙方式。 活動計畫及照片 

9.配合參加鄉內健康促進口腔衛生藝文競賽活動，將學生製作之作品 

  張貼於走廊及家中或健康促進公佈欄上公佈，增加宣導之機會及口 

  腔衛生之情境，校園張貼口腔衛生保健宣導海報。 

活動計畫及照片 

     10.配合校內國語文競賽及校內學習 SPA時間朗讀計畫融入課程活動。 活動計畫及照片 

     11.鼓勵教職員積極參加口腔衛生相關研習。 活動計畫及照片 

（三）進行全校之視力保健推動： 

      1.每學期視力測量，並針對不良者追蹤後續情形。 測量紀錄及照片 

      2.每學期教室採光測量，不定期更換不良燈管。 測量紀錄及照片 

      3.每學期視力保健教育宣導，實施下課教室淨空、規律用眼 3010、戶 

        外活動 120。 

活動照片 

      4.配合校內國語文競賽及校內學習 SPA時間朗讀計畫融入課程活動。 活動計畫及照片 

（四）進行全校之菸害防制及檳榔防制推動： 

1.每學期辦理全校性菸害防制及檳榔防制教育宣導 宣導內容及照片 

2.辦理校內反菸酒檳防制相關藝文競賽及校內學習 SPA時間朗讀計畫 

  融入課程活動。 
活動計畫及照片 

3.參與衛生局四年級我家不吸菸（反菸小達人）課程活動。 活動計畫及照片 

 (五)進行全校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動： 

      1.每學期至少 4小時性別平等教育。 教材及活動照片 

      2.每學期至少 2小時性侵害防治教育。 教材及活動照片 

      3.落實各領域內性別議題教學相關活動。 活動照片 

      4.每學期宣導愛滋病防治教育宣導。 活動照片 

      5.融入性別課程〈外聘-合家歡協會講師〉 活動照片 

      6.配合校內國語文競賽及校內學習 SPA時間朗讀計畫融入課程活動。 活動計畫及照片 

 (六)進行全校正確用藥之推動： 

      1.辦理校內正確用藥宣導活動。 活動照片 

      2.結合各項家長會議或活動，宣導正確用藥觀念。 活動照片 

      3.配合校內國語文競賽及校內學習 SPA時間朗讀計畫融入課程活動。 活動計畫及照片 

(七)進行全民健保之推動： 

     1.辦理全民健保教育宣導。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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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配合校內國語文競賽及校內學習 SPA時間朗讀計畫融入課程活動。  

(八)進行全校之安全教育與急救推動： 

     1.辦理校園安全教育宣導。 活動照片 

     2.隨時依校園環境狀況進行相關安全宣導。 活動照片 

     3.每學年辦理急救教育宣導 。 相關計畫及照片 

     4.每學期辦理緊急事件處理演練。 相關計畫及照片 

     5.鼓勵教師積極取得 CPR證書。 證書取得人數 

(八)進行全校之心理健康促進推動： 
1.學校輔導業務每學期辦理每月乙次的校長室小客人，讓學生有被古禮與關
懷的機會。  

2.學校每學期辦理期初期末特殊教育 IEP 會議，針對特殊教育兒童研商輔助
的措施。  

3.學校每學期辦理期初期末輔導工作會議，研商需要輔導的學生個案，給於
班級導師資源。 

 

4.本校有特教巡迴輔導老師每週到本校進行一位特殊教育學生的課程教學及
學生教育。 

 

5.學校課程計畫校訂課程之全校宣導課程，每學期第一堂全校宣導課程安排

友善校園宣導，並且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宣導週之系列宣導期活動 

 

三、社區面 工作內容 評價指標 

對社區或家長進行相

關議題宣導活動及 

進行健康體位和口腔

衛生相關聯繫或宣導 

1.結合班親會、家長大會、親職教育等活動，對於社 
  區或家長進行健康體位、口腔衛生、菸酒檳榔防 
  制、視力保健、性教育（愛滋病防治）、全民健保 
  、正確用藥、心理健康促進及安全教育與急救、等 
  相關聯繫及宣導。 
2.口腔篩檢：全校學生每學期定期檢查依排定時間為 
  每位學童口腔檢查。檢查結果通知家長，請家長帶 
  往就醫治療。 
3.結合社區醫療院所，提供口腔保健諮詢，共同推動 
  兒童口腔保健。 

宣導記錄或照片 

四、環境營造 工作內容 評價指標 

校園環境營造及 

針對健康體位和口腔

衛生進行學校相關海

報或標語布置 

1.於校園內不定期張貼議題相關之海報或標語。 

2.充實現有洗手檯設備及維修。 

3.禁止供給有害牙齒及健康的食品。 

4.提供營養有益口腔保健的午餐及安全方便的飲用 

  水。 

佈置成果照片 

五、健康服務 工作內容 評價指標 

進行健康體能狀況調

查 

1.辦理體適能測驗活動。 
2.保健室每學期進行各項檢查：身高、體重、視力及 
  頭蝨等檢查項目。 
3.每學期期初發學生特殊疾病的調查表，掌握學生身 
  體狀況。 
4.配合教育部辦理一、四年級健康檢查及新生疫苗預 
  防補接種服務。 

活動照片 

進行口腔衛生狀況調

查 

1.配合一、四年級健康檢查活動，進行口腔衛生檢查。 

2.聘請社區牙醫師到校為全校學生口腔義診並矯治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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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齲齒、塗氟及臼齒窩溝封填活動。 

進行視力狀況調查 1.每學期初測量視力，並追蹤裸視不良者後續情形。 

2.裸視不良學生發放就醫複檢家長通知單並追蹤。  
   活動照片 

提供拒菸酒檳榔防

制、性教育（愛滋病防

治）、校園安全教育與

急救、正確用藥等相關

文宣或文章 

1.辦理拒菸酒檳榔防制、性教育（愛滋病防治）、校 

   園安全與急救教育及正確用藥宣導活動。 

2.於學校公布欄或本校校刊張貼拒菸酒檳榔防制、性  

  教育（愛滋病防治）、校園安全教育與急救、正確 

  用藥等相關文宣或文章，以增進學生及社區家長正 

  確之觀念。 

活動照片 

進行全民健保狀況調

查 

1.調查全校學生皆享有全民健保的權力及福利。 
活動照片 

進行心理健康促進狀

況調查 

1.調查輔導個案的學生。 

2.調查特殊個案的學生 
 

六、健康技能 工作內容 評價指標 

進行培育學生健康運

動技能之相關推動工

作 

1.依據體適能測量結果，針對學生設計所需活動來提 

  升學生體能。 

2.培養學生的健康概念，鼓勵參加各項運動，養成多  

  運動的習慣。 

活動計畫及照片 

進行學生口腔衛生技

能的相關推動工作 

1. 口腔篩檢：全校學生每學期定期檢查依排定時間

為每位學童口腔檢查。 

2.檢查結果通知家長，請家長帶往就醫治療。 

3.整理統計矯治回條，以了解學校學生複檢狀況。 

4.統計分析全校學生口腔檢查結果，並將結果呈報校 

  長及相關人員。 

5.利用晨會時間，指導各班老師貝氏刷牙法及含氟水 

  漱口實施方法。 

6.配合健康與體育教學指導各班學生貝氏刷牙法及 

  牙線使用。 

7.每週二餐後潔牙後全校集體執行含氟漱口水牙齒 

  保健。 

8.訓練各班保健小天使協助班級實施餐後潔牙、牙線 

  操作及含氟水漱口，並確實登錄，做為獎勵的參考。 

9.以牙菌斑染色劑教導正確潔牙方式。 

10.參加口腔保健相關研習，增加有關知能。 

11.不定期抽查學生潔牙方式，並視情況加以督導。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進行拒菸酒檳榔防制

技能的相關推動工作 

於相關宣導活動中教導學生學會拒菸酒檳的態度方 

法。 
活動照片 

進行學生視力保健技

能的相關推動工作 

1.於相關宣導活動中教導學生正確的視力保健方法。 

2.不定期抽查學生用眼狀況，並視情況加以督導。 
活動照片 

進行性教育（愛滋病防 於相關宣導活動中教導學生性教育（愛滋病防治）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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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技能的相關推動 技能，拒絕技巧訓練、同理心技巧訓練。 

進行正確用藥技能的

相關推動工作 

於宣導活動中教導學生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相 

關技能。 
活動照片 

進行全民健保技能的

相關推動工作 

於相關宣導活動中教導享有全民健保的權力及福利。 
活動照片 

進行安全教育與急救

技能的相關推動工作 

於每學期辦理一次校園安全教育、急救教育及防震防 

災演練。 
活動照片 

進行心理健康促進技

能的相關推動工作 

於每學期辦理學生輔導、特殊教育、友善校園及健康 

運動的活動及課程。 
活動照片 

 
 
 
 
 
肆、預定進度 請製作甘特圖 Gantt Chart（含各月份之工作項目）。 

   月   份 
 

工作項目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訂定學校健康促進推動實施辦法             

成立學校健康促進推動小組             

進行全校之健康體位推動             

進行全校之七大議題推動             

進行相關議題狀況調查             

對於社區或家長進行相關議題聯繫
或宣導             

針對推動議題進行學校相關海報或
標語布置             

推動議題進行學校相關學藝競賽             

資料分析與彙整             

伍、110學年度推動小組組織成員執掌表如下：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主  要  工  作  項  目 

計畫主持人 川夏蓮 校    長 主持計畫 

協同主持人 蔡雅玲 教導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並協助
行政協調，資料總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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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陳志偉 
卓溪鄉衛生
所主任 

提供相關資訊與諮詢 

委員 
邱志雄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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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林雪芬 教務組長 研究策劃，並協助行政協調 
協助社區及學校資源活動之執行 

委員 張正杰 訓導組長 研究策劃，協助行政協調，並彙整資料。 

委員 
 
  許曉芬 

 
總務主任 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協助社區及學校資源活動之執行 

委員 全體教師 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協助社區及學校資源活動之執行 

委員 李雅惠 國幼班教師 研究策劃，並協助行政協調 

委員 賴麗貞 校 護 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及活動
之執行，並彙整資料。 

學生推廣組 蘇若妍 學生代表 協助辦理學生需求評估與活動及協助班級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花蓮縣110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卓溪區校群學校-補助經費概算表 

申請學校：立山國小 

申請品項：□校群運用      □中心學校      ■重點學校 

          □行動研究學校 

                                                               111 年 01 月 06 日版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1 競賽用品 1 710元 710元 
健康體位、口腔衛生相關教育

競賽活動用品 

2 教材教具 52 50元 2600元 

辦理健康體位教育活動用教

具，共六班＝52人（跳繩、呼

拉圈等物） 

3 教材教具 52 35元 1820元 

辦理口腔衛生教育活動用教

具，共六班＝52人（牙線、潔

牙用鏡子等物） 

4 獎品 24 30元 720元 

辦理健康體位、口腔衛生相關

教育競賽活動用獎品， 

共六班 X2名 X2＝2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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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雜支 1 150元 150元  

6      

合計 6000元  

 

1. 經費概算請分成 4 類分開申請。 

2. 請學校將本表(經費概算表)1式 2 份填妥核章後逕寄送至校群中心學校處彙整。 

3. 請中心學校收齊各校經費概算(附件二)併經費分配彙整表各 1 式 2 份(附件一)逕寄送至教育處體

健科承辦人處彙辦。 

 

承辦人：蔡雅玲              主任：蔡雅玲              校長：川夏蓮 

聯絡電話(含分機)：03-8841358    

傳真：03-884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