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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菸害防制法》修正重點整理（2023 年 3 月 22 日修正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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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法》修正重點整理（2023 年 3 月 22 日修正施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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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健康促進學校校園菸害防制議題指標及定義 
部訂指標定義

無菸校園：

指校內全面禁菸，不論教職員工生或是家長、廠商、社區民眾，進入校園皆

不可吸菸。

地方指標 定義

學生吸菸率
【學生過去 30天曾經吸菸人數】/【學生總人數】
×100% 

學生電子煙使用率
【學生過去 30天曾經使用電子煙人數】/【學生總
人數】×100% 

學生參與菸害教育率
【過去一年中，在學校曾經上過有關「吸菸」危害

健康課程人數】/【學生總人數】×100% 

校園二手菸暴露率
【過去 7日在校時有人在面前吸菸的學生數】/【學
生總人數】×100% 

吸菸學生參與戒菸教育

率

吸菸學生參與戒菸教育：指「吸菸學生」曾參加學

校戒菸班、戒菸輔導，或參加校外醫療院所、衛生

單位辦理之戒菸教育活動(含戒菸班、戒菸專線、戒
菸門診、戒菸網站等) 
【吸菸學生參與戒菸教育人數】/【吸菸學生人數】
×100% 
學校調查

資料來源：臺灣健康促進學校。https://hps.hphe.ntnu.edu.tw/topic/body/measur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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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住民山地鄉及離島地區小一、二年級學童，在 2014 年 9 月全國國

小一、二年級全面實施國小學童窩溝封填補助服務，並於 2022年 9 月起擴大服

務對象為 6 歲至 12 歲兒童。較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2015 年學童口腔保健

計畫後，開始極力推動潔牙搭配含氟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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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心理儘管存在某些挑戰或症

狀，但仍可能會有正向積極的心理安適感受；相反的，沒有心理疾病者，未必

有著積極的心理安適感受（張珏等，2014）。由此可知，促進身心健康可從病

理或負向的角度來著手，亦可從正向或積極的角度切入（陳坤虎等，2015）。



近年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在全球不斷增加，世界各地的學生均面臨許多

心理健康問題。國外調查發現，受調查的大學生中， 感到很有壓力； 覺

得沒有生活動機、 感到焦慮。而導致他們有這些感受的，主要因為學業壓力

（如：功課的期限、考試壓力）、財務、學業與工作的平衡、人際關係壓力及社

交媒體的影響 ；臺灣六都國、高中（職）生中，約 感

受到壓力，而且影響到自身生活， 的學生覺察自己的情緒起伏不定（董氏

基金會， ）。針對大學生的調查發現， 大學生自評心理健康不佳

。







生活

型態方面，身體活動量與學生之心理安適呈正相關 。睡眠

品質不佳 、網路成癮、物質使用（酒精與香菸），則與其

壓力、沮喪，則與心理健康問題有關 。

。

    學校是青少年學習及社會化的主要機構，對學生的心理健康影響很大  
(Cavioni  et  a1.,2020；Scharpf  et  a1., 2021) 。課業考試為青少年學期當中最大

的壓力源 (葉雅馨等人，2022)，超過六成以上的中學生因「課業壓力」與「考試

壓力」而感到困擾 (Sung  et  a1., 2016)。另外，因升學或轉學而到新的學校就讀， 
亦常造成學生適應上的困難，與學生之焦慮或沮喪有關  (Scharpf  et  a1.,  2021)。良好

的在校人際關係，能提高學生的調適能力 (魏琦芳，2008) 及被學校老師和同學及被



行為、情緒失調和心理

困擾較少有關。若在校人際關係不良，較易受到教師或同儕歧視或甚至欺凌，

情節嚴重者，更可能使青少年產生自殺的想法或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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