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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3學年度學生視力不良改善實施計畫成果 

學校名稱：桃園市同德國民小學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3年 7月 2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30080352號函。 

    (二)桃園縣政府 103.08.29桃教體字第 1030060412號函。 

(三)本校 103 學年度視力保健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減緩學童近視上升趨勢，預期逹成目標為國小一年級不高於 38%；國小六年級不高於

78%。 

(二)提高視力不良學童複檢及矯治比例，提升至 90%以上。 

(三)提升教師視力保健相關知能。 

 

三、學生視力不良率： 

 

100學年

度上學期 

100學年

度下學期 

101學年

度上學期 

101學年

度下學期 

102學年

度上學期 

102學年

度下學期 

103學年

度上學期 

103學年

度下學期 
平均 

一年級 23.60% 55.60% 29.30% 29.20% 51.50% 42.20% 28.60% 25.70% 35.71% 

二年級 46.50% 48.40% 45.60% 44.30% 44.20% 38.90% 45.70% 52.00% 45.70% 

三年級 55.30% 65% 58.10% 56.30% 56.10% 53.10% 46.00% 47.20% 54.64% 

四年級 58.00% 64.30% 68.70% 69.50% 72.30% 67.40% 51.90% 56.50% 63.58% 

五年級 75.10% 79.10% 71.30% 69% 76.40% 73.90% 67.70% 67.20% 72.46% 

六年級 77.10% 80.80% 77% 77% 77.80% 78.40% 77.70% 77.30% 77.89% 

全校 

55.93% 65.50% 58.33% 57.55% 63.05% 58.98% 53.60% 55.10% 58.51% 
平均 

資料來源：學生健康資訊管理系統 



四、SWOT分析： 

因
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整

體

政

策 

1.e化校園，有全校

聯播影音設備，另

班班有電腦、網

路、單槍、投影設

備、視聽器材、教

學及行政業務均能

提昇行政效率，掌

握最新資訊與方

法。 

1. 全校共 64 班，

共 1890人，為智類

大型學校。 

3.結合各處室推行  

各項宣導活動，如

海報、書法、漫畫、

作文競賽、有獎徵

答…，利用多元化

宣導衛生教育活

動，提高學生學習

動機，並養成良好

衛生習慣，更讓各

項活動能互相整

合。 

4.親師互動佳，定

期辦理全校及班級

親師活動，宣導學

校各項政策。 

5.班級家長會組織

運作良好，能適時

提供學校各項行政

及教學支援。 

6.學校志工團隊素

質齊、能力佳、配

合度高。 

 

1.全校由於學校規模

大，各項調查與統計

工作較困難，花費時

間多。 

2.由於規模過大，校

內各類專科教室大部

挪為普通教室，缺少

適合各項推行工作之

空間。 

3.教師對健康促進活

動，因課業上壓力與

進度會顯得心有餘而

力不足。 

4.家長自我意識高，

對傳染病之相關政策

觀念混洧，增加學校

推動上之困擾。 

1.本校自民國 87 年創校至

今，校齡年輕、教職員平均

年齡 36歲，年輕有活力、敬

業有創意，能接受教育改革

的新觀念。 

2.強化行政對教學整合互動

機制，整 

合各項活動及課程發展，結

合教師規畫健康促進活動於

各領域課程。 

3.利用家長座談會活動加強

宣導"健康學校促進計劃"以

爭取家長認同並協助執行。 

 

1.教師課程

較緊湊，因學

校規模大，行

政業務量也

大。 

2.學校以九

年一貫 

課程為學生

發展目標，健

康促進較容

易受忽略，課

程進度常會

影響非主科 

之正常進度。 

3.家長較偏

重智育，易忽

略學童其它

向度之發展。 

4.家長隱匿

病情，造成

防疫漏洞。 

5.學校無可

避免之例行

性大型活動

或課程，易造

成各類傳染

病之群聚感

染。 

健

康

1.健康中心設有專

職校護，定期實施

身高體重等測量，

數據資料完整，隨

1.學校活動多，影響

教學進度及受課間，

進而影響成效。 

2.學童大多偏愛攝取

1.利用家長會及社區資源,

提供家長相關教育研習的機

會。 

2.在校園門口及各處張貼愛

1.鄰近有二

所國中，中輟

生之性教育

不當行為易



因
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服

務 

時提供家長參考。 

2.健康中心支援各

項健康教學資源。

3.健康中心協同志

工醫護組，定期為

學童測量視力，資

料完整；各班導師

隨時利用時間進行

望凝視，讓學童眼

睛有放鬆之機會，

有助於視力保健之

提昇。 

4.學校團隊能互相

支援，極力改善校

園環境，減少安全

死角，共同建立安

全之校園。 

5.健全的健康服務

團隊，針對不同需

求提供支持性服務 

 

高糖高熱量食物，飲

食習慣不佳。 

3.班級規模大，學生

數多，校護只有一

名，業務繁雜，服務

學生品質難以提昇到

更高境界。 

4.班級學生數已超過

規劃之理想人數，加

上校園空間有限，學

生活動量又大，易發

生碰撞而致意外傷害

比率增加。 

5.班級規模大，安全

教育資源大部分須自

籌。 

滋病防治標誌隨處提醒。 

3.有熱心或認同學校的志工

醫護夥伴，協助推動健康促

進學校相關活動，隨時提供

必要支援。 

4.各項活動結合於課程領域

中融合教學。 

5.鄰近之醫療院所專業支援

服務，並配合活動辦理相關

課程。 

6.每學期辦理親職教育日及

班親會，有暢通之宣導管道。 

造成引誘來

源。 

2.家庭性教

育觀念難以

防犯未然，對

孩子接受教

育宣導觀念

上易產生混

洧衝突。 

3.學區位居

市中心，緊鄰

藝文特區，上

學途中家長

接 送 比 例

高，交通複

雜，對走路上

學學童之安

全較堪慮。 

健

康

教

學 

1.學生素質單純可

塑性強，教育宣導

接受度高。 

2.教師學習意願

高，努力參加相關

研習，提高專業知

能。 

3.能結合健促議題

和學生需求，設計

學校總體課程 
4.能依實際需求評

估，以生活取向和

問題導向推動健促

議題 

6.定期辦理健體領

域觀摩教學，相互

學習成長。 

7.多元的健體活動

性社團，提供學生

探索學習發展機會 

1.學校活動多，影響

教學進度及受課間，

進而影響成效。 

2.新興教育議題眾

多，在融入教學時容

易產生排擠現象。 
3.家長安排的「認知」

課後才藝班學習取代

健促的學習活動。 

4.課程綱要的各領域

學習時數，規範和僵

化了學習內容。 

5.健體專長教師條件

限制嚴格，晉用新進

人員不易。 

6.健體課程設計在

「本土化」和「在地

化」方面亟待加強。 

7.社區的健康教育教

學活動不易得到家長

1.學生健康議題受到重視，

健促活動家長多能接受和鼓

勵。 
2.教師對健促議題的課程設

計觀念和能力日漸提昇。 

3.學校社團多元蓬勃發展，

學生也能依興趣專長選擇參

加。 

4.資訊科技發展迅速，教師

觀摩學習方式多元活潑。 

5.學習能力指標明確，教學

評鑑日益客觀和普遍。 

6.學生對健促議題的學習動

機強烈，學習興趣濃厚。 

1.認知學習

易教，技能、

情意和生活

實踐容易被

忽略。 
2.實證導向

的 證 明 數

據，不易在短

時間教學活

動取得。 

3.教師甄選

競爭激烈，健

體專長教師

嚴重不足。 

4.心理及社

會層面健促

議題不易設

計，影響推動

意願。 

5.學校健體



因
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9.103 學年度預計

推動 cpr 技術指導

員課程──希望提

高教師更專業知

能。 

10.有專業證照教

師比率高───本

校 教 職 員 工 105

人，通過 CPR 專業

認證取得合格證照

者共 85人，其餘未

參加者亦擁有 CPR

合格證照。 

11.教育行政單位

重視，大力推動性

教育(含愛滋病防

治)，教學資源及媒

體豐富。 

 

 

 

 

支持和配合。 領域的教學

設施和活動

空間仍嫌不

足。 

6.教師對健

促活動的團

隊合作和課

程省思待加

強。 

7.家長較偏

重智育，易忽

略學童其它

向度之發展。 

 

物

質

環

境 

1.全校師生吸菸吃

檳榔比率為零，可

望透過學生朝影響

家庭方向再努力。 

2.教育行政單位重

視，大力推動菸害

拒檳，教學資源及

媒體豐富。 

3.學校軟硬體設備

充實。 
4.門禁管制嚴謹，

校園安全無虞。 

5.器材設施採購能

做安全考量且能定

期檢查維修。 

6.緊急應變及防災

計畫完善。 

7.廁所、飲用水及

照明設備符合規

1.本校總班級數 64

班，學生約 1890 人，

佔地 18990 平方公

尺 ， 18990/3.30579

約 5745坪，每位學生

使用面積不到 3 坪，

活動空間非常 

有限，各年段常需 

協調時段進行協同教

學。 

2.未規劃室內體育空

間，影響雨天之體能

活動進行，僅能侷限

於教室內，體能發展

侷限於教室。 

3.學生人數眾多，活

動空間不足。 
4.缺少大型學生活動

中心，室內活動規劃

1.家長會組織健全，支持學

校推展健促。 
2.學校整體規劃，預留發展

空間和必要管線。 

3.社區、家長認同和支持學

校。 

1.鄰近有二

所國中，中輟

生之抽菸不

當行為易造

成引誘來源。 

2.家庭抽菸

嚼檳習 

慣難以防犯

未然，對孩子

接受教育宣

導觀念上易

產生混洧衝

突。 

3.校園開放期

間，人員管控

不易。 

4.新型流感

和傳染病頻

傳，考驗學校



因
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定。 

8.傳染病防治應變

計畫周延，防疫工

作落實。 

9.極力爭取各項經

費，加強環境的綠

化美化工作，讓學

童有更完善的學習

環境。 

不易。 

5.都市型學校，校園

綠化美化尚待加強。 

6.市中心區，綠化境

相對於學生數明顯不

足。 

7.校園，安全經費不

足，警衛及保全設施

不足。 

8.學校週邊道路交通

流量過大，上下學交

通安全勘慮。 

9.水電補助長年不足

排擠學校資源分配。 

 

 

 

應變能力。 

5. 民 意 高

漲，家長對學

校設備標準

需求日益升

高。 

6.學生活動

空 間 被 壓

縮，意外事故

略多。 

社

會

環

境 

1.多樣化的社團組

織，學生身心有均

衡發展的機會。 

2.學校午餐由營養

師設計均衡的食

譜,兼顧孩子成長

的需要。 

3.辦理各項營養教

育講座及活動，提

供師生相關知識。 

4.學校設有輔導

組，提供學習弱勢

學生學習服務。 
5.「教育儲蓄專戶」

和「仁愛基金」提

供經濟弱勢學生補

助。 
6.學校組織氣氛和

諧，次級文化融

洽，親師生相互尊

重接納。 

7.家長認同支持學

校，熱心投入教育

志工服務工作。 

1.家長雙薪家庭較

多，親子互動和親師

溝通備受考驗2.弱勢

學生健康議題較嚴

重，支援系統仍嫌不

足。 
3.師資多元，但輔導

和特教專業能力有待

加強。 

4.社區對學校推動的

健促活動仍存觀望態

度。 

5.學區內國、高中學

生放學後或假日長到

校騷擾學生。 

6.「智育掛帥」仍存

在於許多家長的意識

形態中。 

7.班級規模大，正確

用藥資源大部分須自

籌。 

 

1.開放校園及鄰近藝文特

區，為社區民眾提共戶外運

動好去處，有助於學童及社

區民眾提昇體能。 

2.課後社團多為體育活動性

質—如:直排輪社、巧固球

社、籃球社，可增加學生的

選擇機會，提高學習動機。 

3.因家長生活水平 

較高，學生使用 3C產品情況

較多，學生的近視率不易降

低。 

4.社會公益團體重視教育問

題，社會資源較易爭取。 

5.服務學習蔚為風氣，更多

的人力願意投入志工行列。 

6.創校多年，重大事故應變

的配套措施運作圓融成熟。 

 

1.大多家長

習慣乘 

載學生上下

學，造成學生

的身體活動

率降低。 

2.地處商業

藝文特 

區，現代家庭

外 食 比 例

多，學生體位

健康 把關不

易。 

3.家庭成人

健康飲食觀

念待提昇， 

慣 難 以 改

變，影響學童

選擇。 

4. 新 設 學

校，校園文化

和校風傳承

有待持續發

展。 



因
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8.「同德榮譽制度」

績優學生獎勵制度

實施多年成效良

好。 

 

5.特殊兒童

個案和種類

逐年增多，考

驗學校特教

能力。 

6.外配子女

的特殊家庭

文化和學習

需求差異頗

大。 

7.媒體和廠

商的渲染，扭

曲和模糊健

促議題的訴

求。 

8.學區內眾

多安親班的

經濟利益和

管理方式不

當。 

9.家長自主

意識和學校

的教育訴求

仍有落差。 

社

區

關

係 

1.家長教育參與意

識高漲，願意參與

學校校務運作。 
2.家庭少子化，重

視子女健康議題，

親子願意共同參

與。 

3.學校開放校園，

鼓勵更多民眾走入

校園，支持學校。 

4.鄰近商家、社

區、警方共同形成

愛心導護站安全網

絡。 

5.地方社團組織關

心健促議題，熱心

支持學校推展活

1.學生人數眾多，緊

鄰道路交通量大，上

下學安全堪慮。 
2.社區工商活動頻

繁，動員民眾參與健

促活動不易。 

3.健促活動需配合家

長作息時間，設計多

有限制。 

4.學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在健促議題訴求仍

有落差。 

5.弱勢學生家長較不

願意參加學校健促活

動。 

6.學校對健促活動的

宣導，缺乏多元管

1.緊鄰藝文特區，可提供學

童及家長課後休閒放鬆場

所。 

2.學校擁有縝密的家長志工

團體，協助醫護、交通、輔

導、圖書等業務。 
3.每年舉辦的親職教育日、

運動會有助於學校、家長、

社區的連結。 

4.經過學校的精心設計，融

合健康促進議題於親職教育

日中。 

5.結合 E 化網路、書面校刊

通訊，全面促進社區參與。 

6.積極與社區內的健康飲食

店形成聯盟關係。 

7.善用社會資源，全面啟動

1.義務性的

家長志工，流

動性大，不利

傳承。 
2.學校附近

多為新興住

宅區，家長對

社區認同性

相對性低。 

3.家長重視

智育成績，對

於校內的活

動列為次要

選項。 

4.社會大眾

各式各樣之

傳播媒體，讓



因
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動。 

6.班班每週執行，

增強口腔保健效

果。 

7.每天中午飯後全

校播放潔牙歌，提

醒學童刷牙。 

8.無合作社販賣零

食飲料，在校時間

無機會接觸甜食，

減少齬齒機會。 

9.班級家長會組織

運作良好，能適時

提供學校各項行政

及教學支援。 

道。 

7.中低年級學童使用

餐點時間長(早餐)，

喜愛甜食，無形中增

加齬齒機率。 

8.孩子常喝含糖飲料

及偏食，影響牙齒骨

骼成長。 

健康促進學校。 

8.家長會有牙醫背景之委

員，可無條件提供諮詢及安

排相關檢查。 

9.利用家長會及社區資源，

提供家長  相關教育研習的

機會。 

學童對於垃

圾食品難以

抵抗誘惑。 

 

五、改善策略：(請自行依需求填列或條列之) 

項目 實施重點 實施方法 執行單位 

追蹤矯治 統計全校學生視力篩檢與

矯治結果，利用健康檢查資

料系統製成報告書 (表、

圖)。將視力篩檢複檢及矯

治結果提交視力保健工作

小組會議中討論，並提出因

應計畫，提高學童矯治率。 

1. 每學期依標準化檢查方

法，進行學童視力篩檢，並

將檢查結果登錄於健康檢查

紀錄卡「視力狀況」欄位。 

2. 新生入學一個月內，以亂點

立體圖進行斜弱視篩檢，並

將檢查結果登錄於健康檢查

紀錄卡「立體圖檢查」適當

欄位。 

3. 視力檢查結果及亂點立體

圖異常者通知家長帶往眼科

醫師處複查，並提醒視力保

健相關注意事項 

4. 將視力不良學童接受複查

結果登錄於其健康檢查紀錄

卡「視力狀況」、健檢（一、

四年級）「眼科」項目欄位。 

5. 關懷且輔導接受眼科藥物

訓導處 

教務處 

衛生組長 

各導師 

總務處 



治療之學童。 

6. 關懷且輔導配戴眼鏡矯治

視力之學童。 

7. 統計全校學生視力篩檢與

矯治結果，利用健康檢查資

料系統製成報告書(表、圖)。 

8. 將視力篩檢複檢及矯治結

果提交校務會議中討論，並

提出因應計畫。 

健康教學 能降低學童近視比率，避免

學童過早近視，針對低年級

加強各項視力保健宣導並

融入課程中。 

1. 學童閱讀、做作業姿勢端

正，眼睛與書面保持 35 公分

以上的距離；對於姿勢不良

之學童教師須去探究原因並

給予正確的指導。 

2. 鼓勵學童下課時間進行動

態活動，讓眼睛休息，避免

近距離長時間用眼過度。 

3. 依國民小學學生作業簿規

格，正確使用作業簿。 

4. 教師多安排非近距離用眼

活動。 

5. 學童操作電腦時能遵守視

力保健 3010 原則，且保持眼

睛與螢幕距離 70-90 公分，

眼睛與螢幕內框上緣同高。 

6. 教師能適時進行視力保健

宣導。 

7. 擅用視力保健宣導資料。 

8. 公開獎勵視力保健生活習

慣正確之學生。 

訓導處 

衛生組長 

各導師 

 

環境設施 1.落實校園視力保健教育學

習環境，佈置視力保健學習

步道。 

2.持續進行校園綠美化，並

鼓勵學童下課時間能從事

戶外活動。 

1. 調整作息，每日規劃 15-30

分鐘，鼓勵學童離開教室到

外面運動及輕鬆遠眺。 

 

2. 將視力保健活動納入學校

校務計畫。 

訓導處 

衛生組長 

各導師 

總務處 



3. 落實視力保健工作小組工

作推展，且分工明確。 

4. 辦理校內視力保健研習會。 

5. 辦理學童視力保健教學觀

摩會。 

6. 每年至少辦理 1 次校內視力

保健活動。 

7.每學期依生身高調整課桌

椅，檢視桌椅使用之正確

性。 

8. 校園綠美化。 

9. 每學期初測量教室照度，教

室 桌 面 照 度 不 低 於

350LUX，且燈 光不閃爍；

黑板照度不低於 500LUX，

且黑板不反光。 

10.公開獎勵視力正常學生。 

11.獎勵推展視力保健熱心績

優教職員工及家長。 

教育宣導 提升國小學童、教師、家長

視力保健知能，辦理各項宣

導及講座，使學童能將視力

保健之實踐由自身延申至

家庭。 

1. 舉辦家長視力保健宣導座

談會。 

2. 成立學童視力保健家長義

工組織，推展各項視力保健

工作。 

3. 利用家庭連絡簿，聯繫學童

視力保健實施情形。 

4. 利用家長日或校慶活動

日，辦理學童視力保健有關

之宣導活動或加強溝通視力

不良學童追蹤矯治事宜。 

5. 發放視力保健單張或文宣

品給社區課後輔導機構。 

6. 與社區中眼科醫療院所合

作建構視力保健服務網絡。 

訓導處 

教務處 

衛生組長 

各導師 

 

六、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視力保健分析檢討： 

◎視力不良就醫率 

103 學年上學期（前測）99.69％ 

103 學年下學期（後測）98.27％  改善/增減情形 0 ＋1.42％ 

※ 視力不良指裸眼視力未達0.9 者【學生裸視視力不良人數】/【受檢學生人數】×100 

％ 

※視力不良就醫率為【接受眼科醫師檢查之學生數】/【經視力篩檢結果為視力不良的學 

生人數】×100％ 

◎前後測檢討： 

（一） 上學期，全校人數1803人，視力不良人數967 人，佔53.63％；下學期，全校人數1791

人，視力不良人數986 人，佔55.1％。增加1.42％，因為全校人數減少，而視力不良人數增

加19人，表示學校在防止學生視力不良實施策略仍具有進步空間。 

二、實施策略： 

（一） 每學期定期檢查學生視力，以預防及確保學生之視力健康。 

（二） 針對視力不良學生，加強追蹤及矯治，以其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緩和高度近視的趨勢。 

（三） 有鑑學生視力不良率的提升，加強宣導SH150，每天有150 分鐘的活動時間，加強視

力保健、到室外望遠凝視、增加室外活動時間，以維持良好的視力保健習慣。 

（四） 宣導學生在家庭中，減少看電視及打電動遊戲時間，多到戶外做休閒活動，以免過度

使用眼睛，出現視力衰退現象，造成各種眼睛疾病。 

（五） 發放視力檢查通知單，並針對視力不良之學生進行追踪，以期學生能及早獲得眼科醫

師檢查與治療。 

（六） 實施課間活動要求學生下課到教室外面活動，午休時間也要讓眼睛休息，維護眼睛健

康。 

（七） 辦理親職宣導活動，請家長注重家庭及安親班照明設備，避免過早罹患近視或近視的

加深。 

（八） 融入健體課程實施保護眼睛教學活動。 

（九） 學校照明設備總體檢，改善照明設備，依學生身高正確的使用課桌椅，並請教師注意

學生姿勢。 

（十） 改善校園環境設施及採光，加強校園綠美化工作，及採用亮度佳省電之燈具。 

◎省思：(含實施成效不佳或困難點之說明) 

（一） 現在學生使用3C 的年齡下降至3-4 歲，可能一上一年級就已經視力不良了，視力保

健應從更小的年紀開始實施。 

（二） 雖然學校可以規定學生在校使用 3C 產品的時間，但有些學生一回家就與電腦手機為

伍，或下課了到安親班上課，時間一久就容易近視。 

 

 

 



八、活動紀錄： 

壹、學校衛生政策 
五心級學校〜〜學生「開心」學習、行政「用心」領導、教師「盡心」教學 

家長「放心」交付、社區「熱心」投入 

 
校務會議  

健康促進會議 

 

仁愛基金會議 
 

傳染病防治會議 

級任導師會議 
 

家長會 

 
 
 
 
 
 
 

 
 

班親會 

 
 
 
 
 
 
 
 
 

環保小尖兵會議 
貳、學校物質環境 

打造活力、童趣、藝術的學習園地 

  
 
 
 
 
 
 
 
102年度教職員工環教研習 

 
 

 
 
 
 
 
 
103年度教職員工環教研習 

 
 
 
 
 
 
 
 

一期教室邊櫃整修 

 
 
 
 
 
 
 
 
平日落實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104年度教職員工環教研習 

 
 
 
 
 
 
 
 
 

校園安全監視設備 

 
 
 
 
 
 
 
 
 

校園環境消毒-廁所 

 
 
 
 
 
 
 

 
 

屋頂防水隔熱工程 

 

 

 

 

 

 

飲水機定期檢驗 

 
 
 
 
 
 

 
 

課桌椅定期更換 

 
 
 
 
 
 
 

百年節能減碳暨清淨家
園榮獲特優 

 
 
 
 
 
 

 
 

班級電腦汰舊換新 



 

 

 

 

 

水生植物池-海洋馬賽克 

 

 

 

 

 

練習擲準及足球的球牆 

 

 

 

 

 

遊戲區更新草皮鋪設 

 

 

 

 

 

遵守遊戲器材使用規則 

 
 
 
 
 
 

熱心家長捐贈廁所衛生紙 

 
 
 
 

 
 
學生高爾夫球練習場 

 
 
 
 

 
 

美麗的學習環境 

 
 
 
 

 
 
教室無聲廣播系統 

參、學校社會環境 
健康成長、快樂自主學習 

 
 
 
 
 
 
 
 
生命教育分享我的優點樹 

 
 
 
 
 
 
 

 

五年級性別平等教育 
大團輔活動 

 
 
 
 
 
 
 
 
避免使用拖拉式書包宣導 

 
 
 
 
 
 
 
 
大手牽小手祖孫學習趣 

 
 
 
 
 
 
 

 
設立營養專欄專區 

 
 
 
 
 
 
 

 
教師多元文化研習 

 
 
 
 
 
 
 
 

畢業生生涯座談輔導 

 
 
 
 
 
 
 

有益情緒的健康食物 
研習課程 

 
 
 
 
 
 
 

 
藝文蔬食書法比賽 

 
 
 
 
 
 
 
 
各班極力推廣健康蔬食 

 
 
 
 
 

 
 
 

有機蔬果概念融入課程 

 
 
 
 
 
 
 

 
特教班舞獅慶新年 

 
 
 
 
 
 
 

 
 

教師專業成長~ 
藝術治療工作坊- 

 
 
 
 
 
 
 

 
 

家庭教育成長工作坊 

 
 
 
 
 
 
 

 
 

性教育宣導 

 
 
 
 
 
 
 
 
 

自治市小市長選舉 
政見發表 



 
 
 
 
 

 
 
 

自治市團隊宣導 
『走廊不奔跑』 

 
 
 
 
 
 
 
 

開心接受祝福的小壽星 

 
 
 
 
 
 
 
 

頒發同德之星 

 
 
 
 
 
 
 
 

團輔活動-我是 EQ高手 

 
 
 
 
 
 

 
健康蔬食情境佈置 

 
 
 
 
 
 

 
推廣蔬食藝文活動 

 
 
 
 
 

 
將蔬食概念融入 
教室情境中 

 
 
 
 
 
 

 
輔導人員工作會議 

肆、社區關係 

結合家長、社區志工、以及公部門資源共同為同德孩子精心打造一個快樂的學習環境 

 
 
 
 
 
 
 
 
營養滿分教育講座(低) 

 
 
 
 
 
 
 

 
營養滿分教育講座(中) 

 
 
 
 
 
 
 
 

營養滿分教育講座(高) 

 
 
 
 
 
 
 
 

健康體位講座 
 
 
 
 
 
 
 
 

舉辦營養滿分講座， 
並全校 SNG 同步連播 

 
 
 
 

 
 
 
 
 

健康蔬食講座 

 
 
 
 
 
 
 
 
 

學生專心聆聽營養講座 

 
 
 
 
 
 
 
 
 

志工大隊親子淨灘活動 

 
 
 
 
 

 
 

 
志工大隊會議 

 
 
 
 
 
 

 
 

學校運動志工培訓 

 
 
 
 
 

 
    

 

反毒宣導 

 
 
 
 
 

 
 
 
友善校園-反毒、愛滋病暨
用藥安全宣導合唱明天會
更好 

 

 

 

 

 

交警協助路口指揮手勢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志工大隊成員 

 
 
 
 
 

 
 
 
元智大學童軍社蒞校示範 

友善校園有獎徵答 反毒宣導 



 
 
 
 
 
 

 
消防局防溺宣導 

 
 
 
 
 
 

 
校門兩側路段淨空，交通暢
通，讓孩子安全走路上學 

與志工叔叔、阿姨， 
大聲說早安道感謝 

友善校園有獎徵答 

 
 
 
 
 

 

社區環境改造計畫宣導活動 

 
 
 
 
 
 

用藥安全暨全民健保話劇宣導 

 
 
 
 
 
 

志工大隊親子淨山活動 

 
 
 
 
 
 

消防局教官講解 CPR課程 

伍、健康教學與活動 

「人文」、「活力」、「精緻」、「績效」--同心教化、品德樂群 

 
 
 
 
 

 
樂樂棒球社 

 
 
 
 
 

 
競速直排輪社 

 
 
 
 
 

 
籃球社 

 
 
 
 
 

 
學生完成學習單 

 
 
 
 
 
 
 

高爾夫球社 

 

 

 

 
 
 
 

會長盃躲避球賽 

 
 
 
 
 
 
 

餐前排隊洗手 

 
 
 
 
 
 
 

教師體適能檢測 

劍道社-1 劍道社-2 

 
 
 
 
 
 
 

營養教育融入課程 

 
 
 
 
 
 
 

性教育宣導 
 
 
 
 
 
 
 

精彩刺激的拔河大賽 

 
 
 
 
 
 
 

童軍團旗語創意進場 

 
 
 
 
 
 
 

大隊接力賽 

 
 
 
 
 
 
 

樂樂棒球錦標賽 
 
 
 
 
 
 
 

運動與大腦研習課程-健走 

 
 
 
 
 
 
 

衛教宣導藝文競賽 

 
 
 
 
 
 
 

教練指導學生正確動作 

 
 
 
 
 
 
 

學習正確打水動作    



 
 
 
 
 
 
 
 

依照學生能力分組教學 

 
 
 
 
 
 
 
 

蛟龍班~未來的游泳校隊 

 
 
 
 
 
 
 
 

籃球錦標賽 

 
 
 
 
 
 
 
 

菸害防治課程 
 
 
 
 
 
 
 
 
 

教師『傳統瑜珈』社團 

 
 
 
 
 
 
 
 
 

教師羽球社 

 
 
 
 
 
 
 
 
 

教師『有氧瑜珈』社團 

 
 
 
 
 
 

 
 

短跑競賽邁向終點 
「光榮勝利」 

 
 
 
 
 
 
 
 

勇奪 103學年度健康操比賽~
一個特優一個優等！ 

 
 
 
 
 
 
 
 

運動會聖火進場 

 
 
 
 
 
 
 
 

校外教學逃生演練 

 
 
 
 
 
 
 
 

運動會鼓樂隊進場 

 
 
 
 
 
 
 
 
 

學生 CPR 技術課程實測     

 
 
 
 
 
 
 
 
 

學生 CPR 學理課程 

 
 
 
 
 
 
 
 
 

性教育宣導 

 
 
 
 
 
 
 
 
 

教師視力保健研習 
 
 
 
 
 
 
 
 
 

教師口腔研習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通過 

初階認證 

 
 
 
 
 
 
 
 

財團法人台灣高爾夫球國手培訓基

金會-104年培訓潛力選手計畫活動 

 
 
 
 
 
 

 
 

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 

宣導活動 

 
 
 
 
 
 
 
 

桃園市長杯足球錦標賽 

 

 

 

 

 

 

 

中華民國第 16屆躲避球
全國錦標賽 

 
 
 
 
 
 
 
 

美力閱讀體能美學 

 
 
 
 
 
 
 
 

桃園市長盃籃球錦標賽 



陸、健康服務 

翻轉 103超越新奇蹟 

 
 
 
 
 
 
 

「藥你安全 藥你健康」 
正確用藥五不原則 

 
 
 
 
 
 
 
 

視力宣導 

 
 
 
 
 
 
 
 

愛滋病宣導 

 
 
 
 
 
 
 

醫護組志工 

 
 
 
 
 
 
 
 

定期量身高體重健康檢查 

 
 
 
 
 
 
 
 

101年度教師 CPR研習 

 
 
 
 
 
 
 
 

教師 CPR 研習 

 
 
 
 
 
 
 
 

教師慶生會 
 
 
 
 
 
 
 

 
眼睛體操 

 
 
 
 
 
 
 

 
一、四年級口腔健康檢查 

 
 
 
 
 
 
 
 

預防針注射 

 
 
 
 
 
 
 
 

定期視力健康檢查-驗光檢查 
 
 
 
 
 
 
 

 
100%無菸校園 

 
 
 
 
 
 
 

 
醫護組小志工組訓 

 
 
 
 
 
 
 

 
洗手教育宣導   

 
 
 
 
 
 
 

 
學童受傷衛教宣導 

 
 
 
 
 
 
 
 
 

愛滋病及性教育宣導 

 
 
 
 
 
 
 
 

「用藥安全與全民健
保」話劇宣導 

 
 
 
 
 
 
 
 
 

午餐服務同學 

 
 
 
 
 
 
 
 
 

菸害防治宣導 
 
 
 
 
 
 
 
 

維護廁所整潔 

 
 
 
 
 

 
 
 

志工備課活動 

 
 
 
 
 
 
 
 

腸病毒宣導 

 
 
 
 
 
 
 
 

口腔宣導 



 
 
 
 
 
 
 
 
 
 
 
 
 
 
 
 
 
 
 
 
 
 
 
 
 
 
 
 
 
 
 

 
 
 
 
 
 
 
 
 
 
 

 
 
 
 
 
 
 
 
 
 
 
 
 
 
 
 
 
 



 
 
 
 
 
 
 
 
 
 
 
 
 
 
 
 
 
 
 
 
 
 
 
 
 
 

 
 
 
 
 
 
 
 
 
 
 
 
 
 
 
 
 
 
 
 
 
 
 
 
 
 
 
 
 
 
 
 
 
 



 
 
 
 
 
 
 
 
 
 
 
 
 
 
 
 
 
 
 
 
 
 
 
 
 
 
 
 
 
 
 
 
 
 
 
 
 
 
 
 
 
 
 
 
 
 
 
 
 
 
 
 
 
 
 
 
 
 
 
 



 
 
 
 
 
 
 
 
 
 
 
 
 
 
 
 
 
 
 
 
 
 
 
 
 
 
 
 
 
 
 
 
 
 
 
 
 
 
 
 
 
 
 
 
 
 
 
 
 
 
 
 
 
 
 
 
 
 
 
 



 
 
 
 
 
 
 
 
 
 
 
 
 
 
 
 
 
 
 
 
 
 
 
 
 
 
 
 
 
 
 
 
 
 
 
 
 
 
 
 
 
 
 
 
 
 
 
 
 
 
 
 
 
 
 
 
 
 
 
 



 
 
 
 
 
 
 
 
 
 
 
 
 
 
 
 
 
 
 
 
 
 
 
 
 
 
 
 
 
 
 
 
 
 
 
 
 
 
 
 
 
 
 
 
 
 
 
 
 
 
 
 
 
 
 
 
 
 
 
 



 
 
 
 
 
 
 
 
 
 
 
 
 
 
 
 
 
 
 
 
 
 
 
 

 
 
 
 
 
 
 
 
 
 
 
 
 
 
 
 
 
 
 
 
 
 
 
 
 
 
 
 
 
 
 
 
 
 

 



 
 
 
 
 
 
 
 
 
 
 
 
 
 
 
 
 
 
 
 
 
 
 
 
 
 
 
 
 
 
 
 
 
 
 
 
 
 
 
 
 
 
 
 
 
 
 
 
 
 
 
 
 
 
 
 
 
 
 
 



 
 
 
 
 
 
 
 
 
 
 
 
 
 
 
 
 
 
 
 
 
 
 
 
 
 
 
 
 
 
 
 
 
 
 
 
 
 
 
 
 
 
 
 
 
 
 
 
 
 
 
 
 
 
 
 
 
 
 
 



 
 
 
 
 
 
 
 
 
 
 
 
 
 
 
 
 
 
 
 
 
 
 
 
 
 
 
 
 
 
 
 
 
 
 
 
 
 
 
 
 
 
 
 
 
 
 
 
 
 
 
 
 
 
 
 
 
 
 
 



 
 
 
 
 
 
 
 
 
 
 
 
 
 
 
 
 
 
 
 
 
 
 
 
 
 
 
 
 
 
 
 
 
 
 
 
 
 
 
 
 
 
 
 
 
 
 
 
 
 
 
 
 
 
 
 
 
 
 
 



 
 
 
 
 
 
 
 
 
 
 
 
 
 
 
 
 
 
 
 
 
 
 
 
 
 
 
 
 
 
 
 
 
 
 
 
 
 
 
 
 
 
 
 
 
 
 
 
 
 
 
 
 
 
 
 
 
 
 
 



 
 
 
 
 
 
 
 
 
 
 
 
 
 
 
 
 
 
 
 
 
 
 
 
 
 
 
 
 
 
 
 
 
 
 
 
 
 
 
 
 
 
 
 
 
 
 
 
 
 
 
 
 
 
 
 
 
 
 
 



 
 
 
 
 
 
 
 
 
 
 
 
 
 
 
 
 
 
 
 
 
 
 
 
 
 
 
 
 
 
 
 
 
 
 
 
 
 
 
 
 
 
 
 
 
 
 
 
 
 
 
 
 
 
 
 
 
 
 

 



 
 
 
 
 
 
 
 
 
 
 
 
 
 
 
 
 
 
 
 
 
 
 
 
 
 
 
 
 
 
 
 
 
 
 
 
 
 
 
 
 
 
 
 
 
 
 
 
 
 
 
 
 
 

 
 
 
 
 
 



 
 
 
 
 
 
 
 
 
 
 
 
 
 
 
 
 
 
 
 
 
 
 
 
 
 
 
 
 
 
 
 
 
 
 
 
 
 
 
 
 
 
 
 
 
 
 
 
 
 
 
 
 
 
 
 
 

 
 
 



 
 
 
 
 
 
 
 
 
 
 
 
 
 
 
 
 
 
 
 
 
 
 
 
 
 
 
 
 
 
 
 
 
 
 
 
 
 
 
 
 
 
 
 
 
 
 
 
 
 
 
 
 
 
 
 
 
 
 
 



                       
 
 
 
 
 
 
 
 
 
 
 
 
 
 
 
 
 
 
 
 
 
 
 
 
 
 
 
 
 
 
 
 
 
 
 
 
 
 
 
 
 
 
 
 
 
 
 
 
 
 
 
 
 
 
 
 
 
 
 



 
 
 
 
 
 
 
 
 
 
 
 
 
 
 
 
 
 
 
 
 
 
 
 
 
 
 
 
 
 
 
 
 
 
 
 
 
 
 
 
 
 
 
 
 
 
 
 
 
 
 
 
 
 
 
 
 
 
 
 



 
 
 
 
 
 
 
 
 
 
 
 
 
 
 
 
 
 
 
 
 
 
 
 
 
 
 
 
 
 
 
 
 
 
 
 
 
 
 
 
 
 
 
 
 
 
 
 
 
 
 
 
 
 
 
 
 
 
 

 



 
 
 
 
 
 
 
 
 
 
 
 
 
 
 
 
 
 
 
 
 
 
 
 
 
 
 
 
 
 
 
 
 
 
 
 
 
 
 
 
 
 
 
 
 
 
 
 
 
 
 
 
 
 
 
 
 
 
 
 



 
 
 
 
 
 
 
 
 
 
 
 
 
 
 
 
 
 
 
 
 
 
 
 
 
 
 
 
 
 
 
 
 
 
 
 
 
 
 
 
 
 
 
 
 
 
 
 
 
 
 
 
 
 
 
 
 
 
 
 



 
 
 
 
 
 
 
 
 
 
 
 
 
 
 
 
 
 
 
 
 
 
 
 
 
 
 
 
 
 
 
 
 
 
 
 
 
 
 
 
 
 
 
 
 
 
 
 
 
 
 
 
 
 
 
 
 
 
 
 



 
 
 
 
 
 
 
 
 
 
 
 
 
 
 
 
 
 
 
 
 
 
 
 
 
 
 
 
 
 
 
 
 
 
 
 
 
 
 
 
 
 
 
 
 
 
 
 
 
 
 
 
 
 
 
 
 
 
 
 



桃園市同德國小四〜五年級游泳教學 

目的：提昇學生游泳能力，並具有水中自救的基本能力 

時間： 

＊四年級自 103年 9月 16日至 103年 10月 14日止；104年 5月 19日至 104年 6月

16日止，每週二 08：00~10：20，共計 20堂課，每次進行至少 80分鐘游泳教學。 

附註: 教育部游泳能力五級分級標準表 

 

 

 

 

 

 

 

 

 

 

 

 

 

 

 

 

 

 

 

         教練指導學生正確動作              蛟龍班~未來的游泳校 

  

 

 

 

 

 

 

 

           學習正確打水動作               依照學生能力分組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