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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保健議題部頒指標及縣本指標

部訂指標 縣本指標

1.學生裸視視力不良率
2.學生裸視視力不良惡化率
3.視力不良就醫率

1.規律用眼3010達成率
2.戶外活動120達成率
3.三C小於一達成率
4.下課淨空率

指標收集:全縣學校
工具:開學後一個月檢查及複檢通知
單

指標收集:以校群學校為施測對象
工具:網路問卷

裸視視力不良惡化率=【本年度二至六年級個別之裸視視力不良率】分別減去
【上年度一至五年級之裸視視力不良率】之平均數。



106-108學年度各縣市國小學生
裸視視力不良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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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縣市別
視力不良率%

縣市別
視力不良率%

106年 107年 108年106年 107年 108年
全國總計' 45.44 44.82 44.35
新北市 48.13 47.54 46.75 雲林縣 43.46 42.88 42.37
臺北市 46.30 44.55 43.51 嘉義縣 41.57 41.41 40.12
桃園市 47.01 46.12 45.93 屏東縣 37.44 36.90 36.38
臺中市 47.77 47.54 47.43 臺東縣 26.04 25.22 25.32 
臺南市 44.72 44.03 44.12 花蓮縣 37.09 36.55 36.34 
高雄市 44.77 44.38 43.73 澎湖縣 42.31 40.88 40.38
宜蘭縣 38.17 38.37 38.81 基隆市 47.36 46.28 45.54
新竹縣 43.68 43.82 44.47 新竹市 44.72 43.70 41.83
苗栗縣 42.30 42.96 43.91 嘉義市 50.92 48.89 49.38
彰化縣 47.71 46.40 45.67 金門縣 38.83 35.52 34.03 
南投縣 38.97 39.00 38.24 連江縣 40.42 42.26 40.21 



106-108學年度各縣市國中學生
裸視視力不良率統計

縣市別
視力不良率%

縣市別
視力不良率%

106學年 107學年 108學年 106學年 107學年 108學年

全國統計 73.36 73.47 73.59
新北市 76.54 76.8 76.72 雲林縣 66.13 66.79 66.35 
臺北市 77.71 76.34 76.35 嘉義縣 67.92 68.5 68.82 
桃園市 73.65 73.61 73.84 屏東縣 60.92 61.93 62.18 
臺中市 75.99 75.79 76.41 臺東縣 51.94 51.79 51.93 
臺南市 73.41 73.42 73.83 花蓮縣 64.23 63.35 65.72 
高雄市 73.53 73.81 73.65 澎湖縣 67.56 70 68.95 
宜蘭縣 67.13 67.56 67.26 基隆市 74.93 76.51 76.72 
新竹縣 72.98 73.25 73.58 新竹市 75.61 76.62 76.73 
苗栗縣 69.43 69.79 70.41 嘉義市 75.84 77.61 77.94 
彰化縣 74.97 75.05 73.98 金門縣 68.56 69.7 64.16 
南投縣 65.94 66.87 66.77 連江縣 64.32 73.06 69.29 



108學年學生視力保健行為前後測成效

指標項目 對象
前測值 後測值

成效
108學年度
目標值

達成情
形

109學年
度目標值108年12月 109年4月

規律用眼
3010達成率

國小 52.55% 53.19%

略微
上升

≧55% 未達成 ≧55%
國中 35.68% 38.81% ≧50% 未達成 ≧40%

戶外活動120
達成率

國小 51.77% 55.48% ≧60% 未達成 ≧56%
國中 42.14% 49.94% ≧50% 未達成 ≧50%

下課淨空率
國小 57.08% 60.30% ≧60% 未達成 ≧60%
國中 46.12% 49.14% ≧60% 未達成 ≧50%

3C小於一
國小 45.32% 47.88% ≧60% 未達成 ≧50%
國中 23.98% 24.48% ≧50% 未達成 ≧30%



如何為孩子打造一個不近視得環境?

視力保健
核心概念

戶外活動
防好處多

3010好
法則

三C用演
好習慣

看書寫作
業有要領

燈光照明
要適當

定期檢查

控度防盲



視
力
保
健
推
動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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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輔導系統

地方教育局(處)

各級學校

教
育
部

衛
生
福
利
部

全
國
眼
科
科
醫

學
會

學校健康政策

學校物質環境

學校社會環境

健康教學
與活動

健康服務

社區關係

校長

學校行政参與

師生、家長



一.視力保健之健康政策重點

1.組織運作部分-視力推動小組、校務會議的推動情形及紀錄。

2.近視防治計畫-包括健康促進學校六大構面是否完備

3.視力專業成長-教師及家長視力保健研習及親職教育講座

4.近視是疾病-規劃親師生瞭解近視是疾病的衛教課程

5.戶外活動防近視-訂定下課教室淨空走出戶外實施辦法

6.3010眼安康-課程戶外化與回家作業活動化實施紀錄

7.控度來防盲-建立高度近視名冊追蹤關懷與衛教紀錄

8.學校設置課後安親班及課後戶外社團情形

9.訂定教室電子白板及3C產品使用規範 (參閱教育部規範)



二.視力保健物質環境重點

1.戶外環境-規劃充足的戶外活動場地與空間

2.戶外環境-提供多元的運動設施及運動器材

3.教室環境-燈光照度不得低於桌面350LUX，黑板500LUX(不超過
1000LUX)，光線東照西曬有窗簾遮光，單槍流明度清晰

4.教室環境-桌椅高度適合學童身高、前排座位距離螢幕2公尺以上

5.健康中心-有符合標準的檢查場地、檢查儀器、遮眼板

6.健康中心-備有視力衛生教學教材、教具、設備

7.物質環境改善-有編列視力保健物質環境改善經費

8.定期檢測教室照度

新式課桌椅.pdf


三.視力保健社會環境重點
1.校外環境

(1)運用衛生與醫療資源推動近視防治情形

(2)結合安親班簽訂近視防治契約維護視力

(3)結合社區家長資源推動視力保健防治

2.校內環境

(1)營造視力保健靜態文宣情境佈置

(2)結合各處室行政規劃視力保健動態性之教學活動

(3)培訓視力種子教師及視力小天使

(4)建置視力保健教育網路平台

(5)班級建立視力健康生活守則及獎勵制度



四.視力保健健康技能推動重點

(一)教師

1.視力增能-辦理校內視力保健相關研習(時數紀錄)

2.教學技能-具備視力保健課程規畫與教案設計

3.班級經營-教師能關注燈光、桌椅高度、單槍、坐姿、握筆

4.下課淨空-訂定學童下課淨空守則及獎勵辦法



四.視力保健健康生活技能推動重點

(二)學生

1.養成戶外活動護眼戴帽、戴墨鏡習慣

2.能夠實踐3010.天天戶外戶外活動120情形

3.一天4電少於1，並能中斷近距離用眼習慣

4.養成正確握筆.端正坐姿的好習慣

(三)家長

(1)主動帶孩子回診就醫治療並關心近視度數變化

(2)能參與學校主辦的親職教育視力保健講座



學生一天的生活
□準備上學

□吃早餐

□是自己走路?或是家長接送到校門口?

□學校生活
□每堂下課有到教室外活動或讓眼睛望遠休息嗎?

□有參加運動性的社團活動嗎?

□有保持讀書寫字姿勢

□戶外活動時會保護眼睛(如帶帽子、墨鏡)

□ 放學後?

□有上安親班?這期間間有遵守3010原則嗎?

□放學後有到戶外活動嗎?

□能控制使用三C產品小於一小時

□ 幾點睡覺?共睡幾小時?LOGO

素養導向HPS檢核表.docx


健康是生活型態
(每一天在校與在家的行為)



使人們能表現出一特定行為的能力。

技能

skills

健康技能

healthy skills

生活技能

life skills

涉及實踐性的健康技巧和
需要技術性的能力

成就終身的軟實力

例如小明放學後電視卡通很好看→



使人們能正向解決、適應每天面對的生活需求及挑
戰的能力及機制。

有助於增進個人行為能力或增進人與他人或周圍環
境之共同行動能力，來改變周遭環境氛圍，使之有
利於健康的產出。

生活技能是隨處可見的一種應用工具。

生活技能

life skills
定義



生活技能

life skills
人與自己

適應和自我管理能力
【情緒健康】

自發
自我覺察 自我肯定 情緒調適

抗壓能力 目標設定
自我管理

與監控



生活技能

life skills
人與人

同理心 人際溝通

協商技能 有效拒絕
溝通與人際交往能力

【社會健康】

互動



生活技能

life skills
人與社會

批判性思考 解決問題

做決定 倡議宣導
決策與批判思維能力
【工作成就健康】

共好



五.視力保健社區關係推動重點

1.結合衛生單位、社區眼科醫師之資源推動視力保健

2.媒合社區眼鏡業者宣導正確配鏡，協助弱勢免費配鏡

3.強化家庭參與近視病防治之行為與活動

4.建立與安親班/補習班策略結盟，宣導視力保健作法

5.引進社會企業資源充實健康中心視力保健設備



六.視力保健健康服務推動重點

1.對學生進行例行性視力篩檢與通知家長

2.建立高危險群學生個案管理，並進行持續追蹤

3.定期召開高危險群學生管理會議，並研擬改善對策

4.健康中心定期辦理視力保健衛教活動建立正確觀念

5.統計全校學童視力就醫複檢率與未就醫關懷率紀錄

6.統計並建立全校學童歷年視力不良率走勢圖

7.提供親師生視力保健諮詢，辦理視力健康保健活動

01視力不良個案管理紀錄(彰化縣).doc


視力保健高危險群個案管理
(一)找出高危險群
國小:1.從小就近視

2.度數每學期增加超過50度
3.高度近視＞500度(世界衛生組織2016警告：近視500度

以上是高度近視,有失明風險)
國中:1.高度近視＞500度

2.度數每學期增加超過50度
3.未定期就醫

(二)管理方法
1.收案管理(附件管理紀錄卡)
2.給於衛教單張(高度近視、散瞳劑、角膜塑型….)
3.配合學校辦理高度近視防治座談會
4.每學期注意度數變化、提醒學生





近視孩童控制度數-防高度近視(>500度)

使用長效散瞳劑(Atropine 阿托品 0.125%)

實證醫學指出，使用長效型低濃度散瞳
劑(睫狀肌鬆弛劑)的近視孩童，每年近
視度數控制在<-0.50D(50度)之內，顯著
低於沒有使用的近視孩童(Lee, 2006 ; Chou, 

1997; 施永豐, ; Wu, 2011 )

散瞳劑治療防護
1.睡前使用避免早上畏光
2.勿直射太陽下，戴帽子與眼鏡

高度近視風險個案

近視度數

每年增加100度

每學期增加50度

104學年度學童視力保健團隊製作，版權所有，請註記出處。

2

學校護理專業-衛教(單)



26距離決定論—國中生秘笈

足度眼

鏡

全時間

配戴

下課走
出教室

低濃

度散瞳
劑

戶外
活動

1

2
3

4 5

控制度數

整天都在念書的國中生控度…

避
免
輕
鬆
看
近

拿
遠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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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中
斷
用
眼

中
斷
用
眼



27Cho P, Cheung SW, Mountford J, White P. Good clinical practice in orthokeratology. Contact lens & anterior eye : th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Contact Lens Association. 2008;31(1):17-28.

香港理工大學視光學系1.矯正度數 2.避免惡化



PROS(優點) CONS(缺點)

• 成功的配戴，視力可以維持一整天 • OK並非完全治癒近視，停止配戴，治療效
果逐漸停止。

• 晚上配戴讓白天不想戴眼鏡或隱形
眼鏡的人更方便

• OK的適應時間較隱形眼鏡長，使用後的諮
詢與就醫也較隱形眼鏡頻繁。

• 研究證實延緩近視惡化最有效的方
式

• 相較於白天使用的隱形眼鏡，OK接觸時間
長，危險也隨之增加

• 400度以內的人兩週內即可達到正
常視力(但個別差異還是存在)

• 與隱形眼鏡有關的問題，例如感染、角膜
上皮細胞損傷可能產生，與遵從性有關

• 避免隱形眼鏡配戴的異物感與乾燥
不適

• 不遵從造成的角膜損傷無法早期預測，也
無法避免可能傷害

• 治療可逆，一旦停止使用，眼睛即
可恢復正常狀態

• 治療效果隨個人差異，未必每個人都會達
到期望的效果

• 在治療過程，眼鏡可能是需要的
28

配角膜塑型前，你知道這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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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沒時間睡覺哪來時間
洗OK

滿滿的補習時間
眼科滿滿的人

新的方法有效又方
便喔!

我怎麼能放心給他
自己戴?

1 錢不是問題

7-11的陪伴2

3 趕緊睡才能幫你洗

4 人趕走才能掛到號

早知道愛護眼睛就好
了

煩

別
煩

你煩不煩

千金難買早知道5



視力保健成效---檢核省思

(一)手機的普及性對視力的傷害性要如何有效防範與因應?

(二)低年級一週4天下午，在課後安親班長時間近距離用眼，

對視力傷害要如何有效因應?

(三)下課教室淨空要如何有效貫徹執行，維護學童下課休
息的基本權力?



未來成果彙整

行動研究至少五篇

(五月底前完成)

每校成果海報展示(六月底
前完成)





敬請指教



檢查環境

(一)避免環境干擾
1.檢查環境適當照明＞350lux，不可關燈檢查。
2.檢查儀器背景(受檢者之視野內部要有窗戶或其他太亮之
光源)
3.注意檢查之遮眼板清潔與消毒
4.檢查秩序
5.檢查距離6公尺，不可擅自更動



檢查環境

(二)檢查技巧
1.應讓學生熟悉檢查步驟、不催促。
2.注意戴眼鏡、使用角膜塑型片學生之檢查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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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照度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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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室白板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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