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s://www.tsos.org.tw/web/page/bsrs 

心情溫度計除了紙本版面，有網路行動版嗎? 
目前「心情溫度計APP」IOS及Android系統之已正式上線並
提供免費下載，歡迎擁有智慧型手機、平板的用戶踴躍下
載，並協助轉發推廣。APP版本不只提供心情的檢測及分析

建議，更提供了全國心理衛生資源及心理健康
秘笈(系列電子書)，掃描QR Code就可以下載，敬請

詳見「APP下載說明」 

https://www.tsos.org.tw/web/page/b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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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審查 



  

  

  

學校衛生政策 

【指標一】學校能規劃及執行心理健康促進工作的組織及政策 

◆學校領導者及學校成員支持及參與心理健康促進工作的推動 

◆確保學校成員都有平等的參與心理健康促進工作決策及獲得學校資源 

學校 正向心理健康促進 

推動策略(1) 





  

  

  

學校物質環境 

【指標二】學校能提供心理健康促進的物質環境 

◆學校創造與支持有益於心理健康促進的安全環境 

◆鼓勵學生妥善使用學校心理健康促進相關設施 

正向心理健康促進 

推動策略(2) 





  

  

  

學校社會環境 

【指標三】學校能提供心理健康促進的社會心理環境 

◆重視心理健康及師生的社會需求 

◆創造關懷、信任與友善的教育氣氛來鼓勵學生參與及投入 

正向心理健康促進 

推動策略(3) 





  

  

  

健康教學 

與活動 

【指標四】學校提供素養導向、健康生活技能為基礎的心理健
康促進課程與活動 

◆學校課程活動適切地結合心理健康促進議題 

◆學校的課程與活動設計能增進學生的心理健康促進相關知能 

◆教師在心理健康促進課程與活動中扮演適當的角色，有充分的準備 

正向心理健康促進 

推動策略(4) 







  

  

  

健康服務 

【指標五】學校提供心理健康促進健康服務增進學校成員健康 

◆學校對師生提供心理健康基本的健康服務 

◆健康服務人員協助學校的心理健康促進工作計畫 

正向心理健康促進 

推動策略(5) 





  

  

  

社區關係 

【指標六】學校能結合社區、家長一起為心理健康促進而努力 

◆鼓勵家庭與社區參校園心理健康促進工作 

◆致力於與社區建立聯繫、結盟關係 

◆關心家長、社區人士的心理健康促進需求以增進學生的福祉 

正向心理健康促進 

推動策略(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