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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心視見」—學生健康體位行動研究 

摘要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本校學生家庭為弱勢家庭、單親家庭、外配家庭、原住民家庭等的比例佔非常高，家庭

教育方面大多缺乏對健康生活型態的相關知能，對於孩子的營養飲食照顧及運動保健疏於關

注。 

    本校裸視視力不良率 109學年度上學期為 70.9%，七年級新生視力不良率即高達

63.5%，因此，視力保健宣導與加強應為本校健康促進重點工作之一。本研究目的是透過行

動研究的歷程，探討龜山國中學生視力保健方面的知識與行為現況，並探究學生在視力保健

多元介入後，是否能對於視力保健的知識及行為改變有所提升，並引導師生對於視力保健議

題的關注與重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單一實驗組前、後測方式設計，以 109學年度桃園市龜山國中七年級 2班，共

50人為研究對象。量性研究工具為改編「教師版校園視力保健知識與行為調查問卷」之

「國中學生視力保健知識與行為調查問卷」，在實施後測前，有請健康教育老師播放國教署

製作的近視防治影片，學生觀看完影片後老師進行問卷上第一部分「視力保健知識」13題

題目的解說，學生聆聽解說後立即進行後測。故學生的後測答對率都有顯著提升，顯示教師

傳遞正確視力保健知識的重要性。 

 

三、研究發現： 

    本校學生在視力保健行為問卷在知識面向，後測平均數高於前測平均數，顯示在視力保

健教學與活動多元策略介入後，對於提升學生視力保健知識的能力是具有成效的。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期望屬於龜山國中的資料，可幫助學校層面、相關

單位了解影響國中生視力不良的相關因素，並作為日後學校推廣視力保健政策時的參考。  

 

關鍵字：行動研究、視力保健 

 

聯絡人：何甜夢、gs211@mail.gsjh.tyc.edu.tw、桃園市龜山區自強西路 66號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龜山國中改善學生視力不良問題的有效策略之歷程與結果，本章共分為

四節，第一節為研究的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現況分析，第三節為國內視力保健介入之相關

研究，第四節為研究目的。 

第一節  研究的背景與動機 

    科技在二十一世紀的大爆發，數位電子化的設備與產品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與使用方

式，也改變了人們運用各種生活必需品的習慣。無數的 3C產品充斥著我們的生活周遭，舉

凡電視、電腦、以及各式各樣智慧行動載具等，但是伴隨而來最直接的影響便是造成使用者

過度長時間且近距離使用雙眼，甚至部分家長為了貪圖自身方便，便讓孩子無限制地的使用

這些科技產品，導致近年來視力不良發生的年齡逐漸下降。 

    國教署指出，視力不良最大宗的疾病便是「近視病」，根據統計，近視併發症近年來已

成為臺灣及東亞失明原因之首，其為不可逆之疾病，學童一旦發生近視，近視度數往往會節

節上升，眼鏡及雷射手術都僅僅矯正而並非徹底治療，然而大多數家長對於近視的觀念仍止

於配戴眼鏡，卻不知其眼球已經產生病理變化，兒少時期近視若未控制度數，每年平均可增

加100度，已達世界衛生組織警告的失明風險。視力保健工作的落實以及視力保健知識的宣

導已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綜合上述，本研究期能幫助國中七年級學生能遠離視力不良之風險，持續維護眼睛健

康，預防高度近視發生，更藉以喚醒親、師、生三方面對視力保健議題之重視，以期提供學

校與家長未來在推行視力保健相關工作時作為參考。 

 

第二節 現況分析 

    視力不良是臺灣地區學生十分嚴重的健康問題，其中又以「近視」為甚，且其具有三大

特徵「人數多、年齡早、度數深」，學童近視盛行率一直居高不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兒童視力篩檢及矯正指引，2016）。其中年齡 7至 8歲以及 13至 14歲分別是國內學童發生

近視的兩個尖峰時段。愈早產生近視，將來變成高度近視的機會也就愈大（陳政友，2013） 

    根據國民健康署委託台大醫院團隊於 106年執行之「兒童青少年視力監測調查」結果顯

示，國中各年級近視盛行率（表 2-1）均呈現上升趨勢，而在高度近視比率（度數＞500

度）方面，國三更是高達 28％。 

表 1-1我國 106年青少年近視盛行率 

年級  近視 (≧ 50 度 ) 高度近視 (≧ 500 度 ) 

國一  81.8 15.3 

國二  85.3 19.5 

國三  89.3 28.0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這些數據顯示臺灣國一學生每 10人就有 8人近視，而國三學生每 10人更將近有 9人近

視。另外，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的國情統計通報（2020）顯示，國中學生 108學年度的

視力不良率為 73.59％，相較於 107學年度的資料 73.49％、106學年度的資料 73.35％，目

前國中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已有逐年上升趨勢。 

    本校透過行動研究計畫，以文獻探討、改善策略的擬定與活動實施、前後測資料分析

比較，謀求全方位及系統性的改善措施，並建立學生正確的護眼觀念與行為，以解決改善本

校學生視力不良的問題 

第三節 國內視力保健之相關研究 

    有鑒於視力不良以近視為主，台灣近視盛行率近十年未見減緩，因此教育及衛生單位積

極推動視力保健。本節透過文獻資料之整理與蒐集，針對視力保健的相關研究整理如表1-

2，以利於後續研究目的之達成。 

表1-2國中視力保健研究之成果內容 

作者（年代） 研究篇名 研究對象／方法 研究結果 

黃敏澤(2002)  台南市國民中學

一年級學生近視

預防的知識態度

與其相關因素之

研究 

1.台南市公私立國中

一年級學生 

2.問卷調查 

 

1.「女生」、「學業成績高」和

「有升學意願」的學生，其近

視預防知識和態度都較好；而

在近視預防行為方面，但未發

現是那兩種社經地位彼此間有

差異。 

2.「學業成績」是預測近視預防

知識最主要的變項；「近視預

防知識」是預測近視預防態度

最主要的變項；而預測近視預

防行為最主要的變項則是「近

視預防態度」。 

洪梅君(2007) 應用計畫行為理

論探討台北市國

中生視力保健行

為意向 

1.台北市7-9年級學生 

2.問卷調查法 

1.約四成的研究對象在未來兩個

月內有進行視力保健之意向 

2.研究對象對進行視力保健的

態度、主觀規範可以有效地解

釋行為意向21.6%， 

3.知覺行為控制後，此三變項的

總變異量達27.4%，顯著增加

了5.8％，其中態度對視力保

健意向的影響性最大。 

王凱申(2016) 國中生近視防治

知識、視力活動

及其相關因素研

究-以台中市某

1.台中市某國中學生 

2.問卷調查法 

1.社經地位愈佳，年級越高，越

容易近視。 

2.一週戶外活動時間越多，越不

容易近視，學業成績越低。 



國中為例 3.成績越好，近視度數增加越

大。 

黃明耀(2016) 影響高度近視國

中學生視力保健

行為相關因素之

探討 

1.北市立國民中學

七、八、九年級高

度近視學生 

2.問卷調查法 

1.高度近視以女生居多且大多於

7歲跟8歲被診斷近視。 

2.視力保健行為對其視力健康的

幫助有限。且學生左眼近視度

數(r = .194)、自覺高度近視

威脅性(r = .204)、自覺視力

保健行為嚴重性(r = .205)以

及自覺視力保健行為利益性(r 

= .306)與視力保健行為呈顯

著正相關(p<.05)。 

3.課業枯燥壓力與視力保健行為

呈顯著負相關(r = -.273、

p<.05)。 

楊凱雁(2016) 台南市某國中學

生視力保健知

識、態度及行為

與視力相關之研

究 

1.台南市某國中學生 

2.問卷調查法 

1.台南市某國中學生近視比率

79.4％高於台南市國中學生平

均值 

2.背景資料中，年級、性別、父

母親與兄弟姊妹有近視、家庭

社經地位和近視有統計上顯著

性相關( p < 0.05 )。 

3.視力保健知識方面，視力狀況

與視力保健知識達統計上顯著

差異( p < 0.05 )，近視學生

知識優於未近視學生 

4.視力保健態度方面，視力狀況

與視力保健態度達統計上顯著

差異( p < 0.05 )，近視學生

之視力保健態度較未近視學生

正向 

 

    由上述各項行動研究結論得知，在校園中實施視力保健知識、態度、行為的教育介入，

的確有助於提升學童的視力保健態度，但是視力狀況的改善效益並非短時間就能立竿見影，

必須持之以恆。從學校發展課程教學及相關的介入活動，再配合家長共同監督學生在家用眼

行為，將能有效增進學生視力保健知識、態度與行為，以預防近視的發生與惡化。因此，本

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研究對象在視力保健多元教學介入後，在國中學生視力保健知識、

態度與行為之具體成效，期冀以此研究結果提供國內實施視力保健工作之參考。 

 



第四節 研究目的 

    本節旨在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首先說明本研究目的，其次說明本研究

問題，分別敘述如下：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透過行動研究的歷程，探討學生在視力保健方面的知識與行為現況，並探究

學生在視力保健多元策略介入後，是否能對於視力保健的知識及行為改變有所提升。本研究

的主要目的如下：  

貳、研究問題 

    本研究欲研究問題，分別敘述如下：  

一、學生在視力保健多元策略實施後，視力保健的知識改變情形為何？ 

二、學生在視力保健多元策略實施後，視力保健的行為改變情形為何？ 

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透過行動研究的歷程，藉由課程融入、視力保健宣導、護眼行動等策略的實

施，不斷反省，修正改善策略，目的在研究對象在視力保健知識與視力保健行為上之變化。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學校 SWOTS分析與研究對象，第二節為研究方法與架構，第三節為

前後測實施方式，第四節為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第一節為學校 SWOTS分析與研究對象 

    本節就學校改善學生視力不良問題行動研究SWOTS分析、研究對象分別敘述如下： 

壹、學校改善學生視力不良行動研究SWOTS分析  

    研究者以 WHO所言健康促進學校之六大範疇做一參考點，進行龜山國中改善學生視力不

良行動研究之背景 SWOTS分析如表 2-1。 

表 2-1學校改善學生視力不良行動研究之背景 SWOTS分析 

因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A(行動) 

學校

環境  

1.已成立學校衛

生委員會(或視

力保健工作小

組)，且合併於

校務會議或視

需要召開會

議。 

2.將視力保健融

入教學活動。 

3.推廣課間活動

及下課時間，

學生到戶外休

1.學校執行衛生

政策教育經費

不足。 

2.學校因整體課

程安排，學生

衛生教育宣導

工作未能有效

融入課程，易

流於形式化。 

3.導師事務繁忙

無法掌握每位

學生狀況。 

1.中央及地方政

府積極推動健

康促進衛教觀

念。 

2.本校組織氣候

佳，有良好的

組織文化，教

職員彼此凝具

力強，配合學

校衛生政策意

願度高。 

3.把握班親會、

1.各級單位交辦

政策繁雜。 

2.教師因課程較 

緊湊之故，行

政繁重，配合

度恐受影響。 

3.追蹤視力不良

學童輔導人力

不足。 

 

 

 

1.持續以議題，

申請及辦理健

康促計學校計

畫。 

2.結合社區資源

辦理親職相關

衛生健康教育

講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桃園市龜山國中七年級 2班，共 53名學生為研究對象。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節就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分別敘述如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實施團隊為校長、學務主任、衛生組長、學校護理師，午餐秘書。問卷前測實

施時間為109年11月初，之後進行為期8週的課程融入與宣導活動，並於110年3月初進行問卷

後測。藉由前測瞭解本校學生視力保健行為現況，依據本校109學年學童視力保健改善策略

積極措施介入，於3月初進行後測，根據後測的填答結果評估學生對於視力保健知識、視力

息的好習慣。 

4.校園多處植栽

綠色植物。 

 

 

家長會、校慶

等活動向家長

傳達學校視力

保健議題。 

家庭

環境  

1.家長尊重學校

辦學及教師專

業自主權。 

2.家長志工熱衷

支援學校活

動。  

1.家長因忙碌與

學生接觸時間

不多。  

2.學校政策宣導

並無強制力，

對於無法配合

之家長難以改

變其行為及認

知。 

3.家長大部分屬

於勞工階層，社

經地  位較低

落，普遍缺乏健

康生活型態相

關知識，影響學

生健康甚劇。  

1.社區家長參與

學校活動踴

躍。  

2.親職講座出席

率佳。  

1.家長較重智

育，衛生健康

教育觀念需加

強。 

2.家庭飲食生活

習慣與學校教

育健康概念有

落差 

3.學生家長不一

定了解學校衛

生政策議題。 

1.建立學生、家

長、社區正確

生活習慣及觀

念。 

2.結合家長與學

校建構學童安

全衛生健康的

生活環境。  

 

社區

環境  

  

1.社區資源豐

富，如鄉公

所、診所、大

學等機構皆與

學校相距不

遠。 

2.學校與社區互

動良好，教育

政策執行容

易。  

1.高風險家庭漸

多，家庭健康

生活習慣的建

立有待加強。 

2.社區運動場所

較缺乏，學生

精力不易發

洩。  

1.距離林口長庚

醫院之大型教

學醫院近方便

醫療。 

2.千禧、陸光社

區發展協會發

展健全，與學

校關係密切。   

3.社區志工參與

社會服務熱誠

高。 

1.眷村國宅改建

致使外來人口

及新移民配偶

逐漸增加，衛

教觀念不足。 

2.改善環境需要

學校、家長、

社區相互配

合，但由於各

方認知不足，

實施不易。 

1.辦理親子衛生

教育講座，提

升衛生水準。 

2.加強衛生健康

教育宣導，建

立衛生健康教

育觀念。  



保健行為的改善成效。 

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2-1：  

 蒐集相關資料  

 ↓  

 實施前測 

國中版視力保健知識與行為調查問卷 

 

 ↓  

改善方案規劃 

行政規劃 校園環境 宣導活動 教學活動 

1.擬定本校行動研究

計畫書，分析視力

保健行動改善成

效。 

2.定期持續積極追蹤

視力不良的學生，

加強視力保健觀

念。 

3.提供健康營養午餐 

1.加強校園綠化，營

造護眼活動場域。 

2.提供營養均衡的午

餐，補充護眼所需

營養。 

3.隨時維修更新教室

照明設備。 

4.課桌椅依據學生身

高進行配置更換，

避免姿勢不良影響

視力。 

1.利用親職教育活

動，宣導護眼觀念。 

2.利用學校網站、刊

物、電子布告欄宣

導視力保健觀念。 

3.校園張貼視力保健

文宣、海報。 

1.利用健康與體育課

程時間，指導視力

保健方法及護眼行

動，進行自我檢核。 

2.每週兩次早自習時

間進行戶外活動。 

3.指導學生保持正確

坐姿，用眼時保持

良好距離。 

4.辦理視力保健講

座，提升相關知能。 

 ↓ 

 實施後測  

 ↓  

 前後測資料分析  

                                 

圖 2-1 研究架構圖 

第三節  前後測實施方式 

壹、前後測項目  

一、國中版視力保健知識與行為調查問卷及前、後測  

    本研究以「教師版校園視力保健知識與行為調查問卷」改編為國中學生視力保健知識與

行為調查問卷，進行前測，並於改善方案實施後進行後測，並做前後測的資料分析比較。 

貳、改善方案規劃 

一、辦理視力保健講座 

    邀請本身為健康教師的學務主任入班宣導介紹眼睛常見疾病及眼睛保健預防方法。     

二、加強校園綠化 

    本校有相當大片的草地，透過總務處定期修剪，讓學生可以在草皮上休閒，且於學生必

經之路旁，種植綠色植物，使校園更美化，也讓學生眼睛得以憩歇。 

 



三、改善學校物質環境  

    巡視校園檢視學校場地及設備做成紀錄，當作物質環境改善的依據。並協請總務處定期

更新教室照明設備，每學期依據學生身高進行課桌椅配置更換，避免姿勢不良影響視力。並

於校園及教室張貼視力保健文宣、海報，宣導正確的飲食及健康生活習慣。希望讓全校師生

擁有良好的運動環境及設備且擁有健康均衡的飲食環境，進而建立正確的健康生活觀念。 

四、規劃健康教育課程與活動   

    本研究健康教育教學層面，融入健康教育課程與活動如表2-2。 

表2-2 融入健康教育課程與活動表 

 單元名稱課程內容 

七上 單元1 健康加油「讚」 第一章 全能健康王 

                     第三章愛眼護齒保健康 

七上 單元3健康「食」行力  第一章吃出好「食」力 

                     第二章「食」在安心 

資料來源：南一課本 

五、提供優質健康服務 

    培養學生健康飲食觀念，進而改善學生錯誤的飲食生活習慣，並加強檢視學校營養午餐

菜單及烹調方式，減少加工品及油炸物，讓學生在校能享用健康及營養均衡的飲食。 

    結合校護每學年辦理新生健康檢查，並就檢查項目做資料分析，加以追蹤。以及結合校

外資源進行健康飲食主題教育課程，以達到改善學生視力不良的問題。 

第四節  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本節就研究者資料蒐集、資料分析分別敘述如下：  

壹、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的研究方法，行動研究的過程中，需蒐集證據來支持研究者的論點，

因此資料的型式與來源應多元，方便進行資料檢證，提高行動研究的效度。本研究蒐集的資

料包含學校書面資料、訪談記錄、研究者活動省思札記、學生前後測資料，藉由資料的蒐集

來了解實施情形與歷程。  

貳、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分析分成量性資料與質性質料。量性資料，包括國中版視力保健知識與行為

調查問卷，統計方法為描述性統計（百分比）；質性資料，包含研究者於研究歷程中所蒐集

的各項資料，如：心得單等。 

第三章 行動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本章將研究結果進行資料分析，目的在瞭解學生視力不良問題改善策略成效。本章共分

成四節：第一節探究學生視力保健知識改善成效；第二節探討學生視力保健行為改善成效；

第三節改善學生視力不良問題之行動實踐；第四節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學生視力保健知識改善成效 

    本研究針對七年級2班，共50名學生為研究對象，於2020年11月初進行國中學生視力保

健知識問卷前測，並於2021年3月初進行後測，分析資料如表3-1。 

表3-1 學生視力保健知識前後測答對率 

題號 題目 前測答對率 後測答對率 

1 戴眼鏡是控制近視加深的方法。 36% 98% 

2 近視能透過雷射近視手術治癒。 16% 98% 

3 課間下課教室淨空與視力保健有關。 20% 96% 

4 近視是一種疾病。 44% 92% 

5 「每日戶外活動 120 分鐘」是研究證實延緩近視

發生有效的方法。 

68% 94% 

6 過多的近距離用眼是導致近視的主因之一。 88% 92% 

7 學生矯正視力達 0.8 以上，就不需要再複診。 76% 96% 

8 學生至眼科醫療診所接受散瞳劑後屈光檢查才能

取得正確度數。 

60% 98% 

9 學童一旦有近視，每年加深平均約百度。 44% 90% 

10 缺乏戶外活動是導致近視的主因之一。 68 % 94% 

11 近視發生年齡越小，演變成高度近視的機會越

大。 

60% 90% 

12 近視會導致失明。 92% 96% 

     學生視力保健知識向度共計 12題，由表 3-1得知學生在前測單題表現上來看，答對

率在 16.3%到 92.2%之間。知識答對率最差的是「近視能透過雷射近視手術治癒。」、「課間

下課教室淨空與視力保健有關」；答對率較佳的題目是「近視會導致失明」。 

  經過本校健康促進學校視力保健活動介入後，知識向度答對率大幅提升，答對率均在

90%以上。 

第二節  學生視力保健行為改善成效 

    本研究針對七年級2班，共50名學生為研究對象，於2020年11月初進行國中學生視力保

健行為調查問卷前測，並於2021年3月初進行後測，分析資料如表3-2。 

表3-2 學生視力保健行為前後測答對率 

題號 題目 前測平均分數(%) 後測平均分數(%) 

 

 

從 

未 

0% 

很

少 

25

% 

有

時 

50

% 

時

常 

75

% 

總 

是 

100

% 

從 

未 

0% 

很

少 

25

% 

有

時 

50

% 

時

常 

75

% 

總 

是 

100

% 

1 每半年就醫確認眼睛狀況 28 36 24 4 8 2 6 26 58 8 



2 依照醫師指示規律檢查確

認度數 

28 16 16 16 24 8 16 10 36 30 

3 每天每節下課走出教室。 8 4 32 24 32 6 4 12 44 34 

4 使用 3C超過 30分鐘。 8 8 20 28 36 12 14 34 14 26 

5 睡前規律點長效散瞳劑。 16 8 20 4 20 8 10 26 16 24 

6 連續讀書寫功課合計超過

30分鐘。 

20 20 20 20 20 22 22 22 18 16 

7 假日戶外活動超過 2小

時。 

8 8 24 20 40 4 4 24 26 42 

8 戴眼鏡後視力達到 0.9以

上。 

20 8 16 4 12 10 14 20 20 16 

9 與家長溝通有關視力保健

的重要性。 

16 36 44 4 0 6 32 36 20 6 

    視力保健行為共計 9 題，在前測部分以「使用 3C 超過 30 分鐘」的行為表現最差，另以

「每天每節下課走出教室」行為表現最好。其中「睡前規律點長效散瞳劑」及「戴眼鏡後視

力達到 0.9以上」，因分別有 8名同學未近視及 10名同學未戴眼鏡，故百分率未達 100。 

    其中「使用 3C超過 30分鐘」為反向題，在健康促進學校視力保健活動之後介入，學生

使用 3C超過 30分鐘的比例有些微下降。 

第三節  改善學生視力不良問題之行動實踐 

    本節共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為視力保健教育宣導；第二部分為視力保健多元活動；

第三部分為改善學校物質環境；第四部分強化社會心理環境；第五部分為規劃保護視力相關

課程與活動。  

壹、視力保健教育宣導 

    透過校內課程教學、專題演講、藝文競賽、教育宣導等各項活動， 將視力保健知識傳

遞給學生，建立學生有正確的視力保健知識與觀念，進而將正確的視力保健行為落實於生

活。  

 一、七年級健康教育課程，教師於課堂上進行視力保健教學活動， 透過教學讓學生能瞭解

造成視力不良原因、視力保健方法。 

   

說明：七年級入班視力保健 

      課程 

說明：視力保健課程，影片 

      教學 

說明：七年級健康課程老師 

       說明健康飲食 

 



二、結合校內競賽活動，以視力保健為主題，宣導正確的視力保健觀念。 

  

 

說明：視力保健海報作品 1 說明：視力保健海報作品 2 說明：視力保健海報作品 3 

三、 八年級營養教育講座，鼓勵學生多攝取護眼食物與營養素。 

   

貳、視力保健多元活動  

透過多元活動讓學生在下課、放學等時間，走出教室或到戶外活動，因此學校定期舉辦

各項體育競賽、才藝表演等多元活動，以及成立各式社團，增加學生在教室以外的活動時

間，進而達到讓學生走出教室。  

一、定期舉辦各項體育競賽，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鼓勵學生利用下課時間走出教室，多到

戶外活動進行跑走運動。 

 

  

說明：七年級越野賽跑 



   

說明：八年級拔河比賽 

   

說明：九年級籃球比賽 

二、 舉辦多元化的活動，鼓勵學生利用下課時間走出教室。 

   

說明： 敬師活動 

   

說明：聖誕活動 



   

說明：植樹活動 

   

說明：下課時間到戶外活動，如跳繩、蹲馬步 

  

 

說明：超速迴龜迴力車大賽 

参、改善學校物質環境  

本校為維護學生活動安全，定期針對學生活動場地做定期的檢修。並透過校園綠美化，

提高學生離開教室的意願。  

一、校園綠美化 

   

說明：利用報廢的綠櫃及課桌椅美化校園 



   

說明：學生除草種花 

   

說明：園藝社開闢菜園，種植冬瓜、雜糧製成冬瓜露及餅乾 

肆、強化社會心理環境     

    本校定期召開健康促進委員會及每月定期午餐會議，宣導正確的生活及飲食觀念。另外

每學期定期訪視團膳公司及營養師協助學校菜單的檢視，對協助學生健康都是重大的影響。 

  

召開健康促進委員會 召開午餐會議，審核菜單，為學生午餐把關 

  

訪視團膳公司 營養師到校檢視菜單 



伍、規劃保護視力相關課程與活動   

    利用課程發展委員會開會時間，規劃許多與視力保健或飲食相關的課程。 

一、踏查南崁溪課程 

   

說明：帶學生走出校園，踏查南崁溪 

   

說明：檢測南崁溪水質、觀察水鳥及植物 

   

說明：順手整理社區環境 

二、魚菜共生課程 

   

說明：育苗及觀察魚的生長狀況 



三、參訪眷村故事館 

   

說明：導覽志工說明「苦酒滿杯」的故事由來、介紹眷村文物 

四、學生太陽日記卡及心得 

  



  

 

 

第四節結論與建議 

    研究發現各項視力保健的策略介入對於提升學生在視力保健的知識面向及行為面向都有

所幫助。 

  黃明耀（2016）的研究已經發現，教育部推廣之視力保健政策與學生實際執行有所落

差，學生雖有足夠的視力保健知識，了解高度近視的嚴重性與威脅性，但仍有困難感受到視

力保健行為的利益，而致缺乏行動力。另外也提到，國中學童視力保健受台灣教育體制與環

境所限制，短期內較難改變。 

  本校新生入學時，近視比率逐年增高，長久以來已養成錯誤的用眼習慣，根深蒂固不容

易改變，雖然已逐漸了解正確的用眼知識和態度，卻無法在行為方面落實改變。建議有關單

位應以家庭教育或低年級學童為優先對象，培養視力保健的正確態度與行為習慣，以提高促

進學生視力健康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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