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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健康體適能促進計畫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7年 6月 3日教中（四）學第 0970508209號函辦理 

101年 4月 9日學務會議修訂 

104年 3月 2日學務會議修訂 

 

壹、 計畫摘要       

    本計畫以「健康體適能」，為健康促進執行之重要策略。期

望在這逐漸走向坐式生活型態的社會中，藉由了解學生健康狀

況加以課程之安排，發展有效健康促進之環境，將學生、教師、

家長及社區共同結合，落實體適能促進之目標，以有效預防疾

病而改善生活品質。 

貳、背景說明 

     在台灣升學主義的主導下，青少年將學業成績置於第一要

務，莘莘學子無不以第一學府為追尋目標，所有時間幾乎都花

於課業上，相形之下身體活動量更為不足，身心健康狀況極易

發生問題。國立嘉義高中學生在此環境下，也在為自己未來升

學之路打拼，因此體適能計畫之施行更為本校當務之急。 

參、計畫目的 

   一、立學校體適能委員會，推動學校教職員工暨學生體適能   

       相關活動。 

   二、學校能訂立教職員工生健康體能促進之策略，提供環境及研  

       習課程鼓勵參與，使學校師生藉由體適能的增進而提升整體  

    生活品質。 

   三、學校能針對教師及學生安排課餘時間進行體適能活動與參與  

       ，使體適能融入生活中。 

四、結合學校及社區力量，共同推動體適能促進計畫，使健康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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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的概念深植民心。 

五、依據計畫的內容，透過過程及成果評估成效。 

肆、計畫內容 

工 作 重 點 項 目 內 容 執行單位 協 辦 單 位 

（一）成立

「體適能委

員會」。 

成立「體適

能委員

會」。 

推動學校教

職員工暨學

生體適能相

關活動。 

學務處 校長 

各處室主任 

健體領域教師 

（二）制定

「健康體適

能 實 施 要

點」。 

制定「健康

體適能實施

要點」。 

邀請相關人

員參與制定

「健康體適

能 實 施 要

點」。 

學務處 健體領域教師 

（三）體適能

融入健康與

體育領域教

學。 

體適能融入

健康與體育

領域教學。 

1.鼓勵健體

領域教師參

與體適能相

關研習。 

2.將體適能

活動融入現

有課程中。 

教務處 學務處 

健體領域教師 

（四）健康體

適能教育。 

1.建立體適

能護照。 

建立學生體

適能護照。 

學務處 體育教師 

2.成立健康

體適能相關

社團。 

邀請擁有體

適能專業教

師成立相關

社團。 

學務處 教務處 

社團指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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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健康

體適能資訊

諮詢站。 

透過健康中

心及專業體

適能教師提

供關資訊予

學校成員。 

學務處 健康中心 

健體領域教師 

4.設置體適

能網頁。 

透過學校首

頁連結體適

能網頁。 

資訊中心 學務處 

（五）校園體

適能活動。 

1.假日泳池

及室外球場

開放使用。 

鼓勵全校教

職員工學生

參與。 

學務處 健體領域教師 

救生管理員 

2.安排體育

課進行體適

能教學。 

增進學生對

體適能之瞭

解。 

學務處 體育教師 

3.實施學生

體 適 能 檢

測。 

全面實施並

確實登記於

體適能護照

中。 

學務處 體育教師 

4.鼓勵全校

教職員工參

與體適能檢

測。 

全面實施並

確實登記於

體適能護照

中。 

學務處 全校教職員工 

5.校慶運動

會及游泳比

賽。 

鼓勵全校師

生共同參與

運動競賽。 

學務處 全校各處室 

6. 班 際 球 推展各項班 學務處 各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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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際球賽，增進

班級情誼提

升運動技術

及體適能。 

體育教師 

（六）家長參

與。 

鼓勵家長參

與體適能活

動。 

鼓勵學生與

家長共同參

與，增進體適

能。 

學務處 

家長會 

輔導室 

（七）社區結

盟。 

1.開放學校

室外運動場

所。 

提供社區民

眾休閒運動

場所 

學務處 家長會 

總務處 

2. 策 略 聯

盟。 

推廣如社區

健行活動，連

結社區與學

校。 

學務處 教務處 

總務處 

體育教師 

（八）成果展

示。 

期末體適能

成果展示。 

將體適能活

動推廣成效

加以評估及

改進。 

學務處 全校各處室 

伍、計畫預期成效 

一、 成立學校體適能委員會，訂定明確章程及組織成員以推行體

育相關活動。 

二、 教導學生完善的體適能知識，訂定明確的體適能實施要點並 

公布實施，以增進學生體魄及整體生活品質。 

三、 增進全體教職員工學生體適能力，養成規律運動習慣，提高

工作效率及全體之向心力，建立活潑、和善的校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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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學校為為推廣中心，向外提升家長及社區對健康體適能的

瞭解，達成全民健康體適能增進的目標。 

五、 建立完整有系統的體適能制度，提供全校師生充實且完善的

資訊。 

陸、預定進度 

工 作 重 點 項 目 完成日期 負責單位 

（一）成立「體適 

      能委員會」 

      。 

成立「體適能委員會」。 8月底 學務處 

（二）制定「健康  

     體適能實施 

     要點」。 

制定「健康體適能實施

要點」。 

8月底 學務處 

（三）體適能融入  

      健康與體育   

      領域教學。 

體適能融入健康與體育

領域教學。 

上課期間 教務處 

（四）健康體適能 

      教育。 

1.建立體適能護照。 8月底 學務處 

2.成立健康體適能相關

社團。 

10月中 學務處 

3.成立健康體適能資訊

諮詢站。 

9月初 學務處 

4.設置體適能網頁。 9月初 資訊中心 

（五）校園體適能 

      活動。 

1.鼓勵學生每週至少運

動三次，每次 30分鐘。 

9月中 學務處 

2.安排體育課進行體適

能教學。 

9月底 學務處 

3.實施學生體適能檢 10月底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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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4.鼓勵全校教職員工參

與體適能檢測。 

11月中 學務處 

5.校慶運動大會。 11月中 學務處 

6.班際球賽。 上、下學

期 

學務處 

7.校慶游泳比賽。 5月中 學務處 

（六）家長參與。 鼓勵家長參與體適能活

動。 

適時 學務處 

家長會 

（七）社區結盟。 1.非上課時間開放學校

運動室外場所。 

適時 學務處 

2.策略聯盟。 4月中 學務處 

（八）成果展示。 期末體適能成果展示。 6月初 學務處 

柒、人力配置 

職 稱 本 職 本 計 畫 之 工 作 項 目 

主任委員 校長 綜理健康體能促進與活動之相關

事宜。 

副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將健康體能促進與活動之課程教

學融入學校、社團與社區宣導活動

中。 

副主任委員 教務主任 協助有關體適能課程之安排。 

副主任委員 總務主任 負責校園各項健康體能促進之硬

體設施之規劃與安排。 

執行秘書 衛生組長 協助副主任委員處理各項有關健

康體適能促進活動，協調有關處室

配合執行健康體適能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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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執行秘書 社團活動組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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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幹事 體育組長 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及各項活動

之辦理執行。 

推動人員 校護 全校教職員生進行健康體能促進

相關的衛教活動。 

推動人員 健康與體育

領域教師 

體適能評估、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

評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

繫，活動之執行。 

捌、評價指標 

配合計畫執行及進行過程評量，並於計畫執行收集前後測資

料評估計畫成效，茲說明如下： 

一、 過程評價：進行有關個人、組織、社區、政策等各層面的計   

畫、決策、執行、考核等過程，根據這些過程評 

價的資料與結果，可作為改善的重要回饋，提升 

計畫執行與修正。 

（一）行政和政策因素：包括教育方面（課程、活動、訓 

                       練的規劃與執行）、政策方面（相   

                       關規定的修訂定、組織結構與配 

                       置）。 

（二）組織因素：包括師生互動、社團、志工等組織之支                      

持、行政人員之配合、組織運作功能。 

（三）資源因素：包括人力及物力資源使用效率、經費編 

                列、設備可利用性。 

二、 結果評價： 

  （一）健康狀況：包括生理指標（如體位、齲齒、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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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壓、血液尿液及各項生化理學檢查項  

                      目）、心理指標（如問題解決及抗壓性、  

                      家庭及人際關係、自信心及自尊、適應 

                      力）、體適能指標（身體質量指數、肌 

肉適能、柔軟度、心肺適能）。 

        （二）行為與生活型態：包括預防性健康行為（如預防接種、 

健康檢查）、增進健康行為（如運

動、均衡飲食、壓力管理）、危害健

康行為（如打架、酒精和藥物濫用、

吸菸、吃檳榔）。 

（三）環境因素：包括健康環境（如校園衛生污染防治、 

                綠色校園、健康飲食）、健康服務（有 

                完整的預防、篩檢、追蹤、矯治、輔 

導、諮商及轉介系統）、校園社會文化 

（如凝聚力、和諧性、認同感）。 

 （四）個人因素：包括健康知識、態度、價值觀、健康生    

                 活技能。 

玖、經費編列：依相關經費提出。 

拾、本實施要點經學務會議決議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