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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08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3:3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亭心 

四、出席人員：何玉菁主秘(王怡文組長代)、陳清漂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

魏子昆總務長、林祝君研發長、謝麗華主任、張智銘主任、 

江玉君主任、謝依蓓主任、謝易達館長、李家琦主任 

(簡子超組長代)、朱芳瑩國際長、牛河山主任、蔡宗宏院長、

陳翰霖主任、宋惠娟所長、洪茂欽所長、張紀萍主任、 

藍毓莉主任、游崑慈主任、湯麗君主任、辜美安副主任、

王怡文組長、葉秀品組長、蔡芳玲組長、戴國峯組長、 

吳晋暉組長、王承斌組長、郭又銘組長、郭曉晴主任、 

孫明堂組長、李佩穎組長、高夏子主任、李洛涵組長、 

陳玉娟組長、莊銘忠組長、潘筱雯組長、賴蓎諼組長、 

蔡詠倫組長、陳玫君組長、張玉婷主任、楊嬿組長、 

黎依文組長、邱雪媜組長、陳韻如組長、林信漳組長、 

陳駿閎組長、呂家誠組長、簡子超組長、楊之瑜組長、 

王寶琳組長、蔡欣晏組長、賴玫瑾組長、翁銘聰組長、 

張玉瓊組長、陳立仁組長、楊珍慧組長、胡凱揚組長、 

洪明玄主任、李姿瑩組長、吳宏蘭組長 

五、列席人員：無 

六、請假人員：吳榮源組長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修正「慈濟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校曆」。110.7.21公告。 

(二)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清寒助學金實施辦法」。110.7.30

公告。 

(三)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職員工請假規則」。110.7.30公

告。 

 

八、主席報告： 

(一)新學年開始，藉此會議頒發 110學年度主管聘書，行政工作繁鎖、辛苦，

感恩新接任主管及資深主管的勇於承擔及付出。本學年招生率約 90.3%，

但因今年境外生還沒進來、去年生源少了近 8,600名，相較之下仍比預期

理想，感恩各位同仁的努力，在艱困的招生環境下，今年學校招生註冊率

仍維持往年的水準。 

(二)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之「普及提升學校」計畫經教育部核

定通過，計畫辦公室主任由全人教育中心羅珮瑄老師擔任，後續相關空間

規劃及軟硬體設置相關事宜請健管學院、總務處及全人教育中心討論。 

(三)教育部來文「學校現職校內之專業技術人員及編制外專任教師（如專案教

師）不得依校內規定及程序逕改聘為編制內專任教師；學校新聘編制內專

任教師，皆須依大學法第 18條規定對外公開招聘」。各教學單位的約聘教

師，如需轉任為編制內專任教師，請依規定投遞履歷公開甄選，完備相關

程序。 

(四)今年受教育部請託，共有 123名臺灣觀光學院學生轉學至本校，轉學生視

同本校一份子，請各同仁主動積極關心及協助。 

 

九、各處室院所系科重點業務及工作報告/討論： 

(一)重點業務報告/討論： 

1.國際處教育組楊之瑜組長： 



 

 

今年共有 13位境外新生，預計來台時間為 110年 9月底，隔離完到校

約 10月底，請各教學單位協助境外生遠距教學事宜。 

國際處朱芳瑩國際長： 

因境外生是新生，請系主任及導師關心與叮嚀，如老師有群組 LINE請

將境外生拉進群組，方便聯繫相關事宜。 

羅文瑞校長： 

請各相關單位協助境外生遠距教學相關事宜、國際處後續追蹤關懷。 

2.秘書室校務研究組蔡芳玲組長： 

2022年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資料，預計 9月底開始填寫相關資

料，敬請各單位依校務研究組公告期程協助繳交資料。 

羅文瑞校長： 

請校務研究組提供泰唔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 SDG1-17研究關鍵字，

鼓勵教師在發表論文時可以納入使用。 

3.總務處魏子昆總務長： 

(1)璨樹颱風周末來襲，請各單位確實檢查所屬空間及做好防颱準備工

作。 

(2)颱風過後星期一上班日，請同仁協助清掃校園。 

羅文瑞校長： 

(1)周末如果風雨很大，星期一上班日請同仁著休閒服協助清理打掃校

園。 

(2)請各單位再次檢視各所屬空間，做好防颱工作。 

 

(二)各處室院系所科工作報告：詳如期初校務會議 

 

十、提案討論： 

學生事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111-112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申請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0年 8月 26日臺教綜(五)字第 1100109917號辦理，提出 110

年度健康促進計畫成果報告，並提出 111及 112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申

請，計畫執行期間自 111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 

二、本計畫為部分補助，學校應提列配合款，惟地方政府所屬大專校院補助比

率不得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 90%。 

三、計畫書內容含 110年度健康促進計畫成果報告和 111及 112年度健康促進

學校申請計畫書如附件。 

 

 

 



 

 

 

111 及 112 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中華民國  110  年  0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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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10年 3月 15日校務基本資料庫) 壹、學校衛生基本資料 

一、 教職員數 308 人：教師 162 人、職員工 144 人、教官 2 人。 

二、 學生學籍總人數 3330 人，全校合計 80 班。 

三、 學校推動健康促進之相關處室及人員： 

 

一

級

主

管 

職稱 校長 主秘   

姓名 羅文瑞 何玉菁   

職稱 學務長 總務長 會計室主任 護理系主任 

姓名 牛江山 魏子昆 江玉君 張紀萍 

二

級

主

管 

職稱 衛保組組長 生輔組組長 課指組組長 學諮中心主任 

姓名 李洛涵 孫明堂 李佩穎 蔡群瑞 

職稱 事務組組長 原資中心主任 體育學科組長 文宣公關組長 

姓名 莊銘忠 高夏子 胡凱揚 葉秀品 

專

業

人

員 

職稱 專任護理師 專任護理師 兼任營養師 兼任藥師 

姓名 陳菱筑 方雅萱 孔慶聞 牛河山 

職稱 諮商輔導人員 諮商輔導人員   

姓名 蘇偉閔 蔡梅君   

單

位

合

作 

職稱 宿舍服務股長 
Ho Hi Young

社指導老師 

幼獅社指導老

師 
 

姓名 歐陽君弘 陳菱筑 黃溥翔  

職稱 
Ho Hi Young

社長 
白服社社長   

姓名 左子璇 林凢琳   

四、 當學年度編列學校衛生保健經費：3,175,000 元 

五、 推動學校衛生及健康促進相關之學生社團: Ho Hi Young 社(11 人)、幼

獅社(36 人)、白衣青少年服務社 (43 人) 



 

 

六、 學校衛生特色： 

(一)健康環境： 

1.本校為無菸校園，未設置吸菸區；校園無福利社和販賣機。 

2.校園定期進行環境衛生與安全稽查；寒暑假全校班級照明噪音檢

測，每週進行登革熱自我檢查，每月進行校園環境衛生調查，以

及每三個月進行校區、宿舍飲水機消毒及清潔。 

3.健康中心和護理系提供學生衛教相關設施設備借用，如衛教海

報、齒模、食物模型、安妮、AED、安全性教育模型…等。 

4.設置健康實做中心，每星期二提供教職員生免費健康檢測服務，

包含體脂、血壓、血糖、膽固醇、肌力、骨質密度、自主神經測

量和起坐測試，加強教職員生自我健康管理和重視。 

5.校區和宿舍區出入口設置洗手台或乾洗手液，加強教職員生手部

清潔；校區和教室環境皆由各班級學生執行清潔工作，藉此提升

服務學習精神；以及總務處定期環境消毒，配合傳染病個案接觸

環境的漂白水消毒工作，健康中心和宿舍設置紫外線消毒燈，有

利於完備環境消毒工作。 

(二)健康服務 

1.結合花蓮慈濟醫院資源，提供完善醫療服務 

(1)每週ㄧ、三及四支援健康中心家醫科醫師提供免費診療服務。 

(2)與感染控制室合作，掌握教職員生傳染病控制情形。 

(3)每兩個月由慈濟醫院職業醫學科醫師到校進行職場健康管理

服務。 

2.結合本校教師專業技能，提供健康知能 

(1)與藥理學、營養學和護理科系教師合作，提供藥品、性教育、

菸害和疾病健康諮詢與服務。 

(2)善用醫護學生專業能力和創意，將衛生教育帶進社區和中小學

進行衛教服務。 

3.與花蓮縣衛生局和花蓮市衛生所合作，進行傳染病控制和篩檢服

務 

(1)提供愛滋自我篩檢試劑索取服務。 



 

 

(2)提供免費胃癌篩檢及醫療追蹤服務。 

(3)提供教職員生流感疫苗注射服務。 

(4)與衛生所建立肺部 X 光異常追蹤管理機制，進行傳染病風險管

理。 

4.建置傳染病個案管理系統，對疑似或確診教職員生進行健康關懷

並紀錄。 

(三)急救教育推廣 

1.定期舉辦急救教育推廣活動 

(1)與護理系和紅十字會急救教育講師辦理教職員急救教育訓練。 

(2)健康中心協助進行宿舍地震逃生演練急救教育宣導。 

2.與進修推廣部合作推廣急救教育 

(四)與學生社團合作，評估偏鄉地區健康問題，並進行帶動中小學暨社

區服務，提升民眾健康知能。 

七、本計畫辦理議題: 

■健康體位     ■菸害防制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自選議題：■校本健康生活型態 ■其他：_健康飲食___ 

貳、計畫依據 

一、 依據教育部 110 年 8 月 26 日臺教綜(五)字第 1100109917 號提出 111-112 年度健康

促進計畫申請及 110 年度健康促進計畫成果報告。 

二、 本計畫於 110 年 5 月 31 日經學校衛生委員會審議，於 9 月 10 日期初行政會議提

案通過。 



 

 

參、111-112年度健促計畫 

一、前言 

家庭是奠定健康的基石，兒童和青少年除了家庭外，有更多時間在

學校環境中，因此學校是建立健康意識和改善健康的重要場所。青少年

時期對社會環境敏感並充滿新奇，對他們的影響不僅是未來志向，還會

為健康和福祉帶來威脅，若在青少年階段未介入預防保健措施，不僅影

響健康，人力資源和醫療財政支出，將對國家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2017)訂定全球青少年健康加速行動做為各國實施指

南，強調重視青少年健康需求，規劃監督和評估青少年健康，作為改善

青少年健康衡量的依據，並指出青少年健康問題包含暴力傷害、傳染性

和非傳染性疾病、營養和身體活動、心理健康和物質濫用，應優先處理。

顯示青少年健康問題亟待重視和改善。我國為促進學生健康，1920年推

動學校健康服務，2002年制定「學校衛生法」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以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範疇為主要推動方向延續至今，推動議題包括性教

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體位、菸害防制、口腔衛生、視力保健等（國

民健康署，2015；台灣健康促進學校，2021)。各級學校以學生健康問

題為主軸，透過學校衛生團隊和夥伴關係組織，積極推動校園健康促

進，共同創造健促校園的核心價值。 

Shah(2021)學校教育及早培養健康素養，能讓個人有較好的健康選

擇，對終身健康和福祉至關重要。透過校園健康促進提升健康素養，有

利於健康知識與技能的提升，讓教職員生能做出較好的健康選擇。

Bennett和 Burns (2020)校園健康促進計畫，除了以學生為中心外，還需

要包含教職員，讓校園延續健康的熱情，創造有利於校園健康促進的氛

圍和動力。本校以學生健康問題和需求為基礎，教職員需求為輔，推動

校園健康促進計畫，議題包含健康體位、健康飲食、菸害防制、性教育

(含愛滋病防治) 、傳染病防治和其他健康問題，訂定健康促進推動方



 

 

向，達到預防保健促進健康目的，教職員生間以健康為目標，在互動分

享過程中延續熱情，能達到加乘效果。 

二、現況說明 

(一)健康問題評估與需求 

1.健康體重管理 

WHO(2003)肥胖已成為全球流行病，不健康飲食和身體活動量減少

是引發肥胖的風險，是慢性病和殘疾的主要因素；發達國家肥胖症的醫

療費用佔總支出 2-6%，面對兒童和青少年肥胖比率不斷攀升，需要有

效的體重管理和列長期策略，否則將加重個人和政府醫療費用負擔。 

臺灣2013-2016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成人過重及肥胖

(BMI≧25)盛行率男性為43.7%，女性為30.8%，我國成人盛行率位居亞

洲中段班(國民健康署，2019)。成人肥胖多半與兒童或青少年時期肥胖

有關聯，青少年階段積極控制體重，才能有效改善肥胖問題。依據大專

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109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體位過重和肥胖比率

為14.23%和14.79%，血壓異常(高血壓前期和血壓過高)佔54.71%，沒有

運動習慣者佔59.1%，早餐習慣都不吃或有時吃佔52.33%。顯示大專校

院學生超過半數的生活型態有問題，改善生活型態可能會有助於提升健

康。 

本校體位過重和肥胖比率為14.67%和17.69%，皆高於全國大專校院

學生，且肥胖比率更高出2.9%；比較108學年度過重和肥胖比率為12.47%

和15.89%，顯示學生體位過重和肥胖比率有上升趨勢。血壓異常(高血

壓前期和血壓過高)佔37.27%，沒有運動習慣者佔28.31%，雖低於全國

比率，但仍需要完整健康促進的介入措施，提升健康生活型態；有許多

研究指出學生的健康除了預防慢性病外，也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體位

控制的介入措施包括控制體重、合併症管理、健康飲食和定期體育活動

的環境支持等。本校每年舉辦校園減重活動，110年3至5月校園減重活

動結合我的體重日記、肌力訓練、健走萬步、多喝白開水和健康飲食活



 

 

動，搭配揪團參加和獎勵方式，參與者體重平均減少2.84公斤，每人體

脂率平均減少2.06%，運動效益提升16.4%，顯示校園減重活動，透過飲

食、運動和定期體重量測，以及團隊競賽活動，對激勵個人減重動機和

成效，具有較好的效益，也能提升對體位控制和健康的重視。因此，在

健康體位推動，將辦理校園減重活動、蒐集學生BMI資訊了解學生體位

變化、規劃運動課程以及與健康飲食活動結合方向執行。 

2.菸害防制 

國民健康署(2021) 108年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高中職紙菸吸菸率

8.4%，因好奇吸菸者佔53.4%；電子煙使用率5.6%，因「朋友都在吸」

佔26.1%；併用電子煙與紙菸佔3.4%；校園二手菸暴露情形為12.2%，

二手菸主要來源為吸菸同學佔62.4%。校園應為禁菸場所，從校園二手

菸暴露情形發現執行校園菸害防制措施，仍有其必要和重要性，透過菸

害防制法的規範和無菸校園的推動，近年來，青少年吸菸和校園二手菸

暴露情形，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吸食電子煙的比率增加，

青少年對電子煙的新奇感和錯誤迷思，讓他們覺得很酷，想嚐試使用或

替代紙菸情形，故電子煙對青少年的健康危害不可不慎。 

依據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109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過去一

個月每天有吸菸習慣者佔4.82%，本校為0.49%，低於全國平均，與去年

相較比率相同。本校為無菸校園且重視生活教育，為掌握學生菸害情

形，每年進行一氧化碳檢測(CO檢測)，109學年度全年學生宿舍區CO檢

測共2422人，CO值異常共13人次，異常率0.54%，顯示本校學生有吸菸

習慣者為少數，可能與本校為醫護學校有關。菸害教育除了提升學生對

菸害的認識外，也能建立正確的態度，避免受到同儕的誘惑；故持續推

動校園菸害防治計畫是必要的。受疫情影響，CO檢測脫口罩吹氣，有散

播病毒風險，故暫緩CO檢測，須視疫情現況調整。因此，在菸害防制推

動，將以衛教講座以及無菸生活宣導方式執行。 

3.性教育 



 

 

世界衛生組織在2017年全球青少年健康加速行動中，青少年健康問

題包含性和生殖健康，儘管目前青少年性活動或生育年齡有延後傾向，

且對性和生殖健康的知識有提升，但有些問題卻被忽略或逃避，如月經

仍是禁忌話題、青少年仍應遵守特定的性別規範、性暴力、不安全墮胎、

青少年愛滋病…等，這些性別方面的差異，都有可能導致青少年健康和

福祉的不平等(WHO，2020)。全球致力於促進青少年健康，但性和生殖

健康議題，仍須面臨社會文化的框架與約束，在台灣的我們也是，對性

議題保守，兒童與青少年性教育，過去常因父母不知如何啟口或學校課

業而被忽略，性議題仍經常被視為禁忌，但我們仍無法忽視對青少年健

康的重要影響。 

保險套品牌岡本2019年針對台灣16所大專院校學生進行性愛習慣

調查，結果顯示50%以上的大學生都曾有過性愛經驗，初次性經驗年齡

平均15 歲以下佔36.36%，同時有多位性伴侶的男性為15.02%高於女性

4.35%，而大學生獲得與保險套相關使用常識的主要來源來自學校教

育。根據疾管署統計資料，2020年本國籍HIV 感染者1392人，學生感

染者有107人在全年感染人數中佔7.69%，感染人數雖呈現逐年下降趨

勢，從歷年累計個案數發現，感染者的職業類別中學生為第三名占

8.37%。隨時代開放，青少年性觀念開放，性行為年齡下降，不安全性

行為讓性傳染病機率增加，令人感到耽憂，而學校教育更顯重要。本校

以跨處室合作方式，在情感面、性別平等、愛滋病防治教育和性生理建

構學生性健康認知，除了提升兩性間相互了解與尊重外，也加強安全性

行為宣導和性傳染病衛教，藉此縮短性別差距，擺脫社會文化的框架與

約束。因此，在性教育推動，將以講座和活動方式增進學生知識，並持

續進行性教育志工培訓以及關懷愛滋行動方向執行。 

4.健康飲食推動 

青春期的飲食很重要，食物的選擇與攝取，會對個人營養和健康造

成影響，此階段大部分時間在學校環境，食物大多以外食為主，錯誤的

飲食模式，如含糖飲、加工食品或美食，往往讓他們的健康存在潛在風



 

 

險。哈佛公共衛生學院(2021)透過學校基礎的預防保健計劃能有效地改

善肥胖，包括學校營養教育、膳食供應、供水和飲食環境。顯示健康環

境和飲食教育，是提升健康的關鍵。本校109年度隨機進行校內學生205

人健康調查，認為每日蔬菜和水果攝取不足者，分別占56%和79%，表

示不喝飲料只喝白開水占44%，會喝無糖飲占24%，有喝有糖飲者占

33%，顯示五成以上學生會喝飲料，且蔬果攝取不足情形嚴重，尤其是

水果。 

本校提倡蔬食僅一家餐廳業者，校門外有超商和少數餐飲店，且校

區未設置福利社或販賣機，但平均50公尺皆設置有飲水機，提供教職員

生健康的飲食環境。近年來校園健康飲食推動，與健康體位活動結合，

以多喝白開水、無糖飲和蔬食低脂健康餐，在體位控制上展現不錯成

果，也透過健康飲食知識和手做，提升教職員生對健康飲食選擇和攝取

的重視。在健康飲食推動，將與餐廳業者合作推動蔬食低脂健康餐、安

排講座與手做課程，以及愛喝白開水活動方向執行。 

5.健康生活 

Patwardhan等(2015)健康的決定因素包括營養、生活方式、環境和

遺傳，它們是健康基礎的核心。除遺傳因素外，營養、生活與環境都與

個人生活型態息息相關，因此維持健康生活型態是重要的，無論是體位

控制或生理、心理健康都有影響。學校支持性的健康環境，有助於學生

建立健康行為，能達到潛移默化作用；在學校生活規範下，和健康促進

的推動，能讓學生維持健康的生活。109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及生活型

態調查，全國大專校院近八成學生都有網路使用和近視問題，本校學生

有B型肝炎表面抗體占49.63%，有輕微或嚴重經痛占42.39%，異常情形

都高於全國平均；從調查結果中顯示學生早餐習慣、睡眠習慣、網路使

用和運動習慣都與生活作息有關，Pratima Gupta(2019)透過生活方式改

變和飲食可緩解經痛症狀。因此，建立生活規範可能有助引導學生生活

的規律性和正常化，因此，建立正確知識和生活健康行為，對提升個人

防護力是必須的，也能有助於維持生理平衡。 



 

 

本校重視學生生活教育，並提供支持性健康環境，包括訂定到校上

課時間、整潔工作規範、住宿生出入時間、宿舍夜間熄燈時間、不提供

販賣機、供應蔬食健康餐….等，讓學生建立正常規律的生活作息和飲

食習慣，以健康習慣的養成，影響從事健康行為來促進健康。本校109

年度隨機進行校內學生205人健康調查，早餐習慣都不吃 /有時吃占

12.2%，三餐習慣不固定占25.4%，每天會喝白開水超過1公升占85.9%，

但睡眠時間不足7小時占84.4%，認為睡眠品質不好占41%，睡前看手機

和玩手機遊戲時間超過1小時以上占87.3%，顯示學生三餐和飲水習慣，

都能有健康行為，但睡眠和網路使用問題值得重視和了解相互關係。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面對變化多端的未知病毒，做好邊境管

理、防疫措施和個人防疫作為是目前唯一的方法，而個人對疾病的認識

和防疫作為，更是防疫過程最重要的關鍵；而注射B型肝炎疫苗則能誘

發產生B型肝炎表面抗體，能保護學生實習從事醫療行為的安全性；因

此，在健康生活推動，將辦理新冠肺炎防疫講座或活動、注射B型肝炎

疫苗、增進正確網路使用觀念或其他維持生活作息相關活動等方向執

行。 

 109學年度健康檢查及生活型態調查 全國 本校 

生

活

型

態 

每天除課業外，網路使用時間超過2小時以上 79.25 64.56 

有輕微/嚴重經痛現象 36.35 42.39 

沒有運動習慣 56.53 28.14 

早餐習慣都不吃/有時吃 50.51 22.50 

睡眠習慣不足7小時/時常失眠 33.85 13.15 

健

康

檢

查 

雙眼近視 78.12 75.92 

具有B型肝炎表面抗體 57.12 49.63 

高血壓前期 39.49 28.97 

腰圍異常 12.20 18.09 

體位肥胖 14.79 17.97 

體位過重 14.23 14.67 



 

 

(二)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健
康
體
重
管
理 

1. 教職員生對健康促

進活動重視並支持，

且熱情參與 

2. 設置 inbody，有利於

蒐集 BMI資料 

3. 校園舉辦許多室內

外運動型活動 

4. 各處室會舉辦健促

相關講座活動 

5. 兼任營養師可提供

營養諮詢服務和建議 

6. 健促經費有助於活

動增加誘因和成效 

1. 學校活動提供

餐盒和飲料 

2. 鄰近手搖杯店

家多提供外送 

3. 校園沒有室內

運動館，雨天

會降低運動動

機 

4. 校園周邊戶外

運動空間可近

性差 

5. 學校聯外交通

不便 

1. 大家對體位

問題重視 

2. 校內運動課

程多且有重

訓室 

3. 校園內未設

置販賣部，減

少購買飲料

零食機會 

4. 餐廳業者每

日提供蔬食

健康餐 

1.使用手機

成癮且久

坐和運動

量少 

2.外食和精

緻加工食

品多 

3.外送業者

讓餐點取

得更加便

利 

菸

害

防

制 

1.本校為無菸校園 

2.校長和主管支持菸

害防制 

3.校內有高階戒菸衛

教師可提供戒菸諮

詢 

4.與醫院戒菸個管師

合作，能提供資源和

服務 

5.校園有明確菸害防

治規定 

6.本校有 CO檢測儀 

7.教 職 員 生 吸 菸 率

低，易掌握個案 

1.學生戒菸動

機低，不願接

受諮詢和輔

導 

2.吸菸者會在

校內外死角

吸菸 

3.吸菸者會逃

避 CO檢測 

4.吸菸成為紓

壓的藉口 

5.CO 檢測有疫

情破口風險 

1. 菸品貴，提

高戒菸動機 

2. 菸害宣導資

源多 

3. 生輔組會轉

介學生輔導 

4. 與處室和社

團合作，增

加活動參與

度和活潑性 

1. 學生易取

得菸品 

2. 學生容易

被同儕影

響，影響

戒菸動機 

3. 新興菸品

和選擇多 

4.戒菸動機

影響成功

率 

5.疫情影響

減菸活動

措施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性

教

育

防

治 

1. 有海報專區進行宣

導，可獲得學生立即

性回饋和反應 

2. 學校教師和諮商輔

導人員將性教育融

入課程和活動中 

3. 健康中心設有性教

育教具 

4. 與捐血中心合作，宣

導愛滋防治 

5. 與衛生局合作，設置

愛滋快篩試劑 

1. 學生性觀念

開放和媒體

資源，容易有

錯誤觀念 

2. 教職員生對

愛滋病仍有

錯誤迷思 

3. 校風保守且

傳統，不易推

展 

 

1.護理課程中

有教授泌尿

生殖系統 

2.學生社團會

執行社區服

務和帶動中

小學 

3.網路學習平

台，提供多元

學習 

1.教職員生

對性教育

議題保守 

2.社會存在

性別刻板

觀念 

3.校內資源

不易整合 

健

康

飲

食

推

動 

1. 餐廳提供蔬食，中餐

都會提供水果，餐點

便宜且營養 

2. 學校營養師協助監

督餐廳衛生和營養

均衡，並提供諮詢服

務與餐食建議 

3. 本校有營養教室，可

提供手做料理課程 

4. 校園無販賣部或販

賣機 

5. 教職員生對無糖飲

和喝白開水接受度

較高 

1. 學生會為特

殊 原 因 節

食，造成營養

不均衡情形 

2. 營養教室只

能容納 50人 

3. 學生喜歡喝

飲料且不喜

歡帶環保杯 

4. 學生每日蔬

果攝取不足 

1. 校園經常推

廣蔬食飲食 

2. 護理科系營

養學課程為

必修課程 

3. 校園飲水機

數量多 

4. 校內活動會

以水果當獎

勵 

1. 學生不會

注意蔬果

攝取情形 

2. 校門口有

便利商店 

3. 偏好重口

味或高油

脂食物 

4. 社會對美

食的追求 

健

康

生

1.學校宿舍有規範夜

熄燈和門禁時間 

2.與慈濟醫院合作，提

1.學生對手機

依賴程度大 

2.手機使用習

1.課程安排有

早 8課程 

2.學生實習須

1.新冠疫情

不確定性 

2.疫情對網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活 供 B 肝衛教和疫苗

注射 

3.學校有照度計和水

質檢測儀 

4.疫情提升個人對衛

生和防護的重視 

慣不好 

3.疫情改變生

活習慣 

出示 B 肝抗

體檢驗報告 

3.學校供應蔬

食 

4.護理科系學

生重視防疫 

路需求高 

3.學生遠距

教學機會

增加 

 

三、111及 112年度計畫目標 

(一)111年度計畫目標 

1.以身體組成分析儀檢測參與者體重平均下降 1.5公斤、體脂肪

率下降 1.5%，體位不良率減少 10% 

2.運動課程參與人數達 200人 

3.「體位異常講座」參與人數 200人，知識提升 10%，滿意度達

4分 

4.「菸害防制講座」參與人數 500人，知識提升 10%，滿意度達

4分 

5.「無菸生活宣導」參與人數 100人 

6.「愛知識大會考」參與人數達 500人，及格率達 50% 

7.性教育志工培訓及衛教活動，參與人數達 80 人，滿意度達 4

分 

8.「愛滋關懷」活動參與人數達 100 人，70%參與者同意關懷接

納愛滋病毒感染者 

9.「健康飲食暨運動講座」參與人數 50 人，知識提升 10%，滿

意度達 4分 

10.健康手做課程人數達 40人，滿意度達 4分 

11.「水果週」及「蔬食低脂健康餐」參與人數 150人 

12.愛喝白開水及減糖活動參與人數 100人 



 

 

13.「網路成癮」講座參與人數 50人，態度提升 10% 

14.B型肝炎講座參與人數 200人，答題及格率 60%，滿意度 4分 

15.B型肝炎疫苗施打涵蓋率達 50% 

16.「新冠防疫講座」參與人數達 500人，滿意度達 4分 

17.教室照明度檢測合格率 90% 

18.校區和宿舍區飲水機水質檢測涵蓋率 80% 

(二)112年度計畫目標 

1.以身體組成分析儀檢測參與者體重平均下降 1.5公斤、體脂肪

率下降 1.5%，體位不良率減少 10%。 

2.運動課程參與人數達 200人 

3.「體位異常講座」參與人數 200人，知識提升 10%，滿意度達

4分 

4.「性教育講座(含愛滋病)」參與人數達 50人/年，前後測比較

知識提升 10%，滿意度達 4分 

5.「無菸生活宣導」參與人數 100人 

6.「愛知識大會考」參與人數達 500人，及格率達 60% 

7.性教育志工培訓及衛教活動，參與人數達 80 人，滿意度達 4

分 

8.「愛滋關懷」活動參與人數達 100 人，70%參與者同意關懷接

納愛滋病毒感染者 

9.「健康飲食暨運動講座」參與人數 50 人，知識提升 10%，滿

意度達 4分 

10.「水果週」及「蔬食低脂健康餐」參與人數 200 人，每週蔬

果攝取量提升 10% 

11.「網路成癮」講座參與人數 50人，態度提升 10% 

12.B型肝炎講座參與人數 200人，答題及格率 70%，滿意度 4分 

13.B型肝炎疫苗施打涵蓋率達 60% 

14.教室照明度檢測合格率 95% 

15.校區和宿舍區飲水機水質檢測涵蓋率 80% 



 

 

16.健康促進闖關活動參與人數 100人 

四、實施策略與執行工作 

(一)111 年度實施策略與執行工作 

A 健康體位管理 

1.結合校內相關資源，包括:體育學科運動課程、校內教師資源提

供營養諮詢服務、餐廳業者提供低卡健康餐。 

2.訂定獎勵方式，提升參與動機。 

3.搭配健康飲食推動中蔬食和減糖活動，達到加乘效果。 

B 菸害防制 

1. 持續和生輔組、學生社團合作，規劃並辦理菸害相關活動 

2. 與醫院菸害個管師合作，提供到校或電話戒菸諮詢服務和專業

輔導。 

C 性教育防治 

1.性教育環境建置，包括海報宣導專區、網頁性諮詢資訊、免費篩

檢資訊和保險套提供。 

2.結合網路學園辦理有獎徵答活動，並與博雅認證時數結合，提高

參與度。 

3.整合校內外資源規劃相關活動。 

D 健康飲食推動 

1.利用營養教室辦理手做課程，運用做中學學中做技巧，提升教

職員生飲食相關知識和手做樂趣。 

2.運用教育部相關教學資源規劃活動 

3.結合社區資源設置綠市集，藉由在地小農推廣蔬食，直接接觸

食材與認識，間接增進對食安的重視。 

E 健康生活 



 

 

(二)112 年度實施策略與執行工作 

A 健康體位管理 

1.結合校內相關資源，包括:體育學科運動課程、校內教師資源提

供營養諮詢服務、餐廳業者提供低卡健康餐。 

2.訂定獎勵方式，提升參與動機。 

3.搭配健康飲食推動中蔬食和減糖活動，達到加乘效果。 

B 菸害防制 

1.持續和生輔組、學生社團合作，規劃並辦理菸害相關活動 

2.與醫院菸害個管師合作，提供到校或電話戒菸諮詢服務和專業

輔導。 

C 性教育防治 

1.性教育環境建置，包括海報宣導專區、網頁性諮詢資訊、免費

篩檢資訊和保險套提供。 

2.結合網路學園辦理有獎徵答活動，並與博雅認證時數結合，提

高參與度。 

3.整合校內外資源規劃相關活動。 

D 健康飲食推動 

1.利用營養教室辦理手做課程，運用做中學學中做技巧，提升教

職員生飲食相關知識和手做樂趣。 

2.運用教育部相關教學資源規劃活動 

3.結合社區資源設置綠市集，藉由在地小農推廣蔬食，直接接觸

食材與認識，間接增進對食安的重視。 

E 健康生活 



 

 

五、人力配置 

111年度~112年度 

姓名 職稱 工作項目 

牛江山 學務長 
健促計畫之審核，統籌計畫內容，以及協助菸害

防制工作推展 

李洛涵 衛保組組長 
彙整教職員生健康問題，擬定並撰寫計劃，執行

並監控計劃進行進度，以及撰寫計畫成果報告 

陳菱筑 專任護理師 
教職員生健康問題資料收集，執行計畫內容，統

計計畫成果 

方雅萱 專任護理師 
教職員生健康問題資料收集，執行計畫內容，統

計計畫成果 

江玉君 會計主任 協助經費申請及結報事宜 

胡凱揚 體育學科組長 健康餐、校園超級馬拉松和十公里路跑活動 

孔慶聞 
全人教育中心

副教授 
協助規劃健康體位和健康飲食計畫與執行 

莊銘忠 事務組組長 執行菸害防治支持性環境之設置 

孫明堂 生輔組組長 協助菸害防制及愛滋病防治計劃 

歐陽君泓 宿舍服務股股長 協助菸害防制計劃和 CO檢測 

潘惠美 
軍訓室教官暨

紫錐花社指導

老師 

協助菸害防制和反毒計劃 

高夏子 護理系助理教授 協助提供性教育和性健康諮詢服務 

郭曉晴 
學生諮商暨生

涯輔導中心主

任 

協助性教育計劃執行 

黃溥翔 
體育學科暨幼獅

社指導老師 
協助規劃健康促進活動計劃 

學生社團 協助執行健康促進活動計劃 



 

 

六、實施步驟及進度 

(一)實施步驟與說明 

 主題 實施說明 

學

校

衛

生

政

策 

健促

推動

議題 

1.學校衛生政策由校長綜理健康促進計畫之相關事宜，學務長

審核並統籌計畫內容，經衛生委員會和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2.健促計畫結合校內外相關單位資源與分工，共同推動和執行。 

3.統整並檢討過去計畫執行成效和改善措施。 

4.規劃學校衛生工作計畫和健康促進計畫活動時程和內容。 

5.編列計畫推動所需經費和經費核銷事宜。 

健

康

教

育

與

活

動 

健康

體位 

1.藉由營養學課程，提升學生飲食營養概念。 

2.與體育學科合作，結合校園超級馬拉松和十公里路跑活動。 

3.辦理揪團減重活動，依個人減重和減脂比率，提供獎勵措施。 

4.辦理核心或有氧運動課程以及健走一萬步活動。 

5.提供個別性營養諮詢服務，達到個別化健康飲食指導目的。 

菸害

防制 

1.利用新生訓練結合生輔組辦理反菸拒毒宣導和聯署活動。 

2.辦理菸害防制講座，提升菸害認知。 

3.與慈濟醫院戒菸個管師合作，追蹤和輔導學生。 

4.藉由無菸生活宣導活動，提升健康生活意識。 

性教

育 

1.性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讓學生藉由課程學習認識自己、尊重

生命和情緒管理。 

2.辦理性教育(含愛滋病)講座。 

3.辦理愛知識大會考網路有獎徵答活動。 

4.配合世界愛滋病日辦理關懷愛滋活動。 

5.培訓性教育志工，性教育推廣課程並辦理社區衛教外展活動。 

健康

飲食 

1.運用大專校院蔬食和減糖教學資源，規劃飲食講座與活動。 

2.辦理健康飲食講座和健康飲食手作課程。 

3.舉辦愛喝白開水活動。 

4.舉辦健康蔬食低脂餐和水果週活動。 

健康服務 1.學校免費家醫科診療服務提供教職員生便利的醫療服務。 



 

 

2.設置教具作為衛教宣導輔助工具如女子選手應援包教具、食

物模型、陽具和保險套。 

3.健康中心提供康健雜誌或長春雜誌借閱服務。 

4.提供體位營養諮詢、戒菸諮詢與轉介和愛滋病匿名篩檢資源

管道與轉介服務。 

5.健康中心有健康促進相關衛教海報可提供學生衛教或辦理活

動時使用。 

6.評估與了解學生健康問題，提供諮詢、護理指導與建議。 

健康物質

與社會環

境 

1.設置健康保健監測儀器，如身高體重計、身體組成分析儀、

血壓計和血糖機，提供教職員生健康監測。 

2.學校辦理許多戶外運動活動。 

3.校區無福利社或販賣機，並結合餐廳業者提供低脂健康餐。 

4.校園未設置吸菸區，且多處張貼禁菸標示和標語。 

5.設置健康衛教專欄，利於進行健康促進議題相關衛教宣導。 

社區關係 1.與花蓮慈濟醫院家醫科和個管師合作，提供轉介服務。 

2.與花蓮市衛生所合作，到校進行菸害稽查工作。 

3.鼓勵參與花蓮市衛生局或吉安鄉路跑協助相關活動。 

4.與學生社團合作，將健康促進議題融入社區服務。 

5.與鄰近店家合作，辦理相關活動。 

 



 

 

(二)執行進度 

  計畫執行時程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執行進度表如下： 

 111 學年度 112 年度 

   月份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籌

備

期 

擬定校園健康計畫                     

課程籌備與宣傳                     

召集執行單位會議                     

統籌校內外資源                     

執

行

期 

健康減重活動                     

多元運動課程                     

菸害講座及聯署                     

性教育講座                     

B 型肝炎講座及疫苗注
射                     

愛知識大會考                     

性教育志工培訓                     

飲食暨運動講座                     

健康飲食手做                     

水果週活動                     

愛喝白開水活動                     

蔬食健康餐                     

愛滋關懷                     

網路成癮講座                     

健促闖關                     

照度及水質監測                     

結

束

期 

資料分析                     

報告彙整與書寫                     

 



 

 

七、經費編列 

表 1-1、111年度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111年度)       申請表 

申請單位：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計畫名稱：慈科 aw 運 

計畫期程：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214,000 元，向本部補(捐)助金額：190,000 元，自籌款：24,00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學校填列含自籌

款)(元) 

核定計畫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

額(教育部

填列(元) 

 

業務費 

214,000   
1.訂有固定標準給付對

象之費用，包含：（請

依實際編列情形增

刪） 

講座鐘點費、出席

費、臨時工作人員/

工讀費、     等。 

2.國內交通費依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

報支。（如未編列交通

費請刪除本項） 

3.其他計畫所需費用，

包含：（請依實際編列

情形增刪） 

印刷費、膳費、材料

費、全民健康保險補

充保費、臨時人員勞健

保及勞工退休金、雜

支、     、     等。 

4.業務費項目之自籌款

總計 24,000 元。 

設備及投資 

   
1.設備名稱   ；設

備及投資項目之自籌

款總計○○元。 

2.本項為購置耐用年限

2 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

1 萬元以上之設備。 

合  計 214,000    

補(捐)助方式： 餘款繳回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 2%，計 元(上限為 2 萬 5,000 

元)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

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

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

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

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

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

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

（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表 1-2、111年度計畫申請經費明細： 

（請依實際編列情形增刪，並確實核對以符合前表所列年度經費總額、說明欄位費用項目，各

經費項目編列規定請參考本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請簡述用途；欄位內文字勿刪) 

業務
費 

講座鐘點費 2,000 13 26,000 

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辦
理。 
辦理運動課程、性教育講座、性
教育培訓工作坊、健康飲食暨運
動講座、飲食手做講師鐘點費 

出席費 25,000 1 25,000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
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辦理。 
關懷愛滋執行業務費 25,000/場次 

臨時工作人員/
工讀費 

160 120 19,200 

依現行「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
工資規定辦理。 
學生協助健促活動或文書處理工
作，依實際工作時數支給工讀金 

全民健康保險補
充保費 

1-100 50 1,500 
費率 2.11% 

臨時人員勞健保
及勞工退休金 

1-100 50 2,000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勞工
保險條例」規定辦理 
勞保 10.5%勞退提撥 6% 

國內交通費 4,000 1 4,000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報
支。 
講師住宿和交通費 

印刷費 20-800 100 10,700 
活動海報、健促計畫書印刷及活
動看版或布條 

膳費 80 450 36,000 

午、晚餐每餐單價須於 80 元範圍
內供應。健促講座和各項活動餐
費 
健促之活動餐費或工作人員誤餐
費 

材料費 500-7,000 50 21,000 
性教育衛材(含衛生棉條)、女性陰
道模型、飲食手做材料、印表機
碳粉夾 

禮券 100-3000 40 29,000 

活動禮券 20600 元以學校自款支
應 
1.減重及體脂下降比率各取前六
名，分別獲得 3,000 元、2,200 元、
1,500 元、1,200 元、600 元和 500
元＝9,000 元×2 份＝18,000 元 
2.減重達陣獎 800 元×12 組=9,600
元 
3.愛知識大會考 1,400 元(14 人) 

獎品 100-500 300 30,000 

活動摸彩禮品，包括愛滋關懷、
愛喝白開水、蔬食低脂健康餐、
健康體位(提供自行車或其他等值
獎品) 

雜支   9,600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
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
耗材、資料夾、郵資等屬之。 



 

 

小計   214,000 
 

設備
及投
資 

   0  

小計 0 0 0  

合  計   214,000 
 

 

 

 



 

 

表 2-1、112年度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112年度)       申請表 

申請單位：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計畫名稱：慈科 aw 運 

計畫期程：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214,000   元，向本部補(捐)助金額：190,000     元，自籌款：24,00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學校填列含自籌

款)(元) 

核定計畫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

額(教育部

填列(元) 

 

業務費 

214,000   
1.訂有固定標準給付

對象之費用，包含：

（請依實際編列情

形增刪） 

講座鐘點費、出席

費、臨時工作人員/

工讀費、     等。 

2.國內交通費依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核實報支。（如未編

列交通費請刪除本

項） 

3.其他計畫所需費

用，包含：（請依實

際編列情形增刪） 

印刷費、膳費、材料

費、全民健康保險補

充保費、臨時人員勞健

保及勞工退休金、雜

支、     、     

等。 

4.業務費項目之自籌

款總計 24,000 元。 

設備及投資 

   
1.設備名稱   ；設

備及投資項目之自

籌款總計○○元。 

2.本項為購置耐用年

限 2 年以上且金額新

臺幣 1 萬元以上之設

備。 



 

 

合  計 214,000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 2%，計 元(上限為 2 萬 5,000 

元)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

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

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

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

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

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

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

關（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表 2-2、112年度計畫申請經費明細： 

（請依實際編列情形增刪，並確實核對以符合前表所列年度經費總額、說明欄位費用項目，各

經費項目編列規定請參考本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請簡述用途；欄位內文字勿刪) 

業務
費 

講座鐘點費 2,000 13 26,000 

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辦
理。 
辦理運動課程、性教育講座、性
教育培訓工作坊、健康飲食暨運
動講座、飲食手做講師鐘點費 

出席費 25,000 1 25,000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
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辦理。 
關懷愛滋執行業務費 25,000/場
次 

臨時工作人員/
工讀費 

160 120 20,320 

依現行「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
工資規定辦理。 
學生協助健促活動或文書處理
工作，依實際工作時數支給工讀
金 

全民健康保險補
充保費 

1-100 50 1,500 
費率 2.11% 

臨時人員勞健保
及勞工退休金 

1-100 50 2,000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勞工
保險條例」規定辦理 
勞保 10.5%勞退提撥 6% 

國內交通費 4,000 1 4,000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
報支。 
講師住宿和交通費 

印刷費 20-800 100 10,700 
活動海報、健促計畫書印刷及活
動看版或布條 

膳費 80 450 36,000 

午、晚餐每餐單價須於 80元範
圍內供應。健促講座和各項活動
餐費 
健促之活動餐費或工作人員誤
餐費 

材料費 500-7,000 50 20,000 
性教育衛材(含衛生棉條)、飲食
手做材料、印表機碳粉夾 

禮券 100-3000 40 29,000 

活動禮券 20600元以學校自款支
應 
1.減重及體脂下降比率各取前
六名，分別獲得 3,000元、2,200
元、1,500元、1,200元、600元
和 500元＝9,000元×2份＝
18,000元 
2.減重達陣獎 800元×12 組
=9,600元 
3.愛知識大會考1,400元(14人) 

獎品 100-500 300 30,000 

活動摸彩禮品，包括愛滋關懷、
愛喝白開水、蔬食低脂健康餐、
健康體位(提供自行車或其他等
值獎品) 



 

 

雜支   9,480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
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
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屬之。 

小計   214,000 
 

設備
及投
資 

   0  

小計 0 0 0  

合  計    2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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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案 

提案二：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境外學生(含外籍生、僑生、港澳生、

大陸學生及短期研修生)輔導機制作業要點」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境外生招生業務移轉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修正境外學生輔導機制作業

要點。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生活輔導 

(一)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協

助境外學生申請入學，

包含訂定招生簡章、接

受報名、審核考生資

料、成績核算、寄發通

知書和入學手冊、公

告，以及報到註冊。提

供入出境和簽證相關資

訊、協助短期研修生申

請入學、代辦入臺許可

證、境外新生接機到

校、辦理和更新居留

證、工作證、投保傷病

醫療保險、全民健康保

險加退保、金融開戶、

手機門號辦理、寒暑假

宿舍申請、學生動態資

料維護，相關業務宣導

和緊急國際聯絡。 

(二)學生事務處：負責境外

學生之生活輔導，包含

四、生活輔導 

(一)教務處：協助境外學生

申請入學，包含訂定招

生簡章、接受報名、審

核考生資料、成績核

算、寄發通知書和入學

手冊、公告，以及報到

註冊。 

(二)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

供入出境和簽證相關

資訊、協助短期研修生

申請入學、代辦入臺許

可證、境外新生接機到

校、辦理和更新居留

證、工作證、投保傷病

醫療保險、全民健康保

險納退保、寒暑假宿舍

申請、學生動態資料維

護、培訓國際學伴，相

關業務宣導和緊急國

際聯絡。 

(三)學生事務處：負責境外

1.修正

文字、

2.款次

調整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住宿規劃、生活輔導、

協助緊急事件處理、課

外活動及社團運作、機

車考照服務。學生諮商

暨生涯輔導中心提供心

理諮商輔導和受理學生

申訴。衛保組提供醫療

服務和健檢。 

(三)會計室：負責境外學生

學雜費及保費等之統計

核對。 

(四)人文室：辦理慈誠懿德

會和慈濟人文相關活

動，協助境外學生家訪

聯繫。 

(五)總務處：提供相關校園

硬體設施和維護修繕。

協助制服量身、領取與

繳費。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提供

網路資源服務，協助解

決資訊問題。 

(七)各系所：安排導師及學長

姊，提供生活輔導與協

助。 

學生之生活輔導，包含

住宿規劃、生活輔導、

協助緊急事件處理、課

外活動及社團運作、機

車考照服務。學生諮商

暨生涯輔導中心提供

心理諮商輔導和受理

學生申訴。衛保組提供

醫療服務和健檢。 

(四)會計室：負責境外學生

學雜費及保費等之統計

核對，以及協助境外學

生金融開戶。 

(五)人文室：辦理慈誠懿德

會和慈濟人文相關活

動，協助境外學生家訪

聯繫。 

(六)總務處：提供相關校園

硬體設施和維護修繕。

協助制服量身、領取與

繳費。提供境外生手機

門號辦理。 

(七)電子計算機中心：提供

網路資源服務，協助解

決資訊問題。 

(八)各系所：安排導師及學

長姊，提供生活輔導與

協助。 

五、學習輔導 

(二)全人教育中心：負責規畫

及安排境外學生通識課

程，並追蹤境外學生之學

習需求，使其在學業上或

五、學習輔導 

(二)全人教育中心：負責規

畫及安排境外學生通

識課程，並追蹤境外學

生之學習需求，使其在

增加文

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全人發展上有所俾益。境

外學生之中文能力欠佳

者，華語文中心依其語言

程度安排華語課程輔導

和華語學伴。 

學業上或全人發展上

有所俾益。境外學生之

中文能力欠佳者，依其

語言程度安排華語課

程輔導和華語學伴。 

十、節慶輔導 

境外學生安頓身心後，各行

政、教學單位自發辦理迎

新、節慶活動，安排相關適

當休閒活動。增加學生彼此

認識及早融入適應學校生

活。 

十、節慶輔導 

境外學生安頓身心後，各

教學單位自發辦理迎新、

節慶活動，安排相關適當

休閒活動。增加學生彼此

認識及早融入適應學校生

活。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一。 

 

十一、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16:20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生活輔導 

(一)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協助

境外學生申請入學，包含

訂定招生簡章、接受報

名、審核考生資料、成績

核算、寄發通知書和入學

手冊、公告，以及報到註

冊。提供入出境和簽證相

關資訊、協助短期研修生

申請入學、代辦入臺許可

證、境外新生接機到校、

辦理和更新居留證、工作

證、投保傷病醫療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加退保、金

融開戶、手機門號辦理、

寒暑假宿舍申請、學生動

態資料維護，相關業務宣

導和緊急國際聯絡。 

(二)學生事務處：負責境外學

生之生活輔導，包含住宿

規劃、生活輔導、協助緊

急事件處理、課外活動及

社團運作、機車考照服

務。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

中心提供心理諮商輔導

和受理學生申訴。衛保組

提供醫療服務和健檢。 

(三)會計室：負責境外學生學

雜費及保費等之統計核

對。 

(四)人文室：辦理慈誠懿德會

四、生活輔導 

(一)教務處：協助境外學生申請

入學，包含訂定招生簡章、

接受報名、審核考生資料、

成績核算、寄發通知書和入

學手冊、公告，以及報到註

冊。 

(二)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供入

出境和簽證相關資訊、協

助短期研修生申請入學、

代辦入臺許可證、境外新

生接機到校、辦理和更新

居留證、工作證、投保傷

病醫療保險、全民健康保

險納退保、寒暑假宿舍申

請、學生動態資料維護、

培訓國際學伴，相關業務

宣導和緊急國際聯絡。 

(三)學生事務處：負責境外學生

之生活輔導，包含住宿規

劃、生活輔導、協助緊急事

件處理、課外活動及社團運

作、機車考照服務。學生諮

商暨生涯輔導中心提供心理

諮商輔導和受理學生申訴。

衛保組提供醫療服務和健

檢。 

(四)會計室：負責境外學生學雜

費及保費等之統計核對，以

及協助境外學生金融開戶。 

(五)人文室：辦理慈誠懿德會和

1.修正

文字、

2.款次

調整 

附件一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和慈濟人文相關活動，協

助境外學生家訪聯繫。 

(五)總務處：提供相關校園硬

體設施和維護修繕。協助

制服量身、領取與繳費。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提供網

路資源服務，協助解決資

訊問題。 

(七)各系所：安排導師及學長

姊，提供生活輔導與協助。 

慈濟人文相關活動，協助境

外學生家訪聯繫。 

(六)總務處：提供相關校園硬體

設施和維護修繕。協助制服

量身、領取與繳費。提供境

外生手機門號辦理。 

(七)電子計算機中心：提供網路

資源服務，協助解決資訊問

題。 

(八 )各系所：安排導師及學長

姊，提供生活輔導與協助。 

五、學習輔導 

(二)全人教育中心：負責規畫

及安排境外學生通識課

程，並追蹤境外學生之學

習需求，使其在學業上或

全人發展上有所俾益。境

外學生之中文能力欠佳

者，華語文中心依其語言

程度安排華語課程輔導和

華語學伴。 

五、學習輔導 

(二)全人教育中心：負責規畫及

安排境外學生通識課程，並

追蹤境外學生之學習需

求，使其在學業上或全人發

展上有所俾益。境外學生之

中文能力欠佳者，依其語言

程度安排華語課程輔導和

華語學伴。 

增加文

字 

十、節慶輔導 

境外學生安頓身心後，各行

政、教學單位自發辦理迎新、

節慶活動，安排相關適當休閒

活動。增加學生彼此認識及早

融入適應學校生活。 

十、節慶輔導 

境外學生安頓身心後，各教學單

位自發辦理迎新、節慶活動，

安排相關適當休閒活動。增加

學生彼此認識及早融入適應學

校生活。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境外學生(含外籍生、僑生、港澳生、大陸學生及短期研修
生)輔導機制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7 日 

第 184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10日 

第 208次行政會議第 3 次修訂 

 

一、境外學生(含外籍生、僑生、港澳生、大陸學生及短期研修生)就讀本校期間，

考量其文化背景及特殊需求等，本校實施全方位輔導工作，結合導師、學輔人

員、教師、慈誠懿德會及同儕，五軌輔導機制，協助其及早適應校園生活，順

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境外學生(含外籍生、

僑生、港澳生、大陸學生及短期研修生)輔導機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校境外學生應遵守本國及本校規章，其輔導相關事務，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教務處，和所屬科系(所)共同負責，依下列要點辦理輔導業務。 

三、短期研修生(非學位學生)來校研修期間，導師應隨時掌握其學習狀況，如有特

殊狀況，通知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聯繫原就讀姊妹校。 

四、生活輔導 

(一)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協助境外學生申請入學，包含訂定招生簡章、接受報

名、審核考生資料、成績核算、寄發通知書和入學手冊、公告，以及報到

註冊。提供入出境和簽證相關資訊、協助短期研修生申請入學、代辦入臺

許可證、境外新生接機到校、辦理和更新居留證、工作證、投保傷病醫療

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加退保、金融開戶、手機門號辦理、寒暑假宿舍申請、

學生動態資料維護，相關業務宣導和緊急國際聯絡。 

(二)學生事務處：負責境外學生之生活輔導，包含住宿規劃、生活輔導、協助

緊急事件處理、課外活動及社團運作、機車考照服務。學生諮商暨生涯輔

導中心提供心理諮商輔導和受理學生申訴。衛保組提供醫療服務和健檢。 

(三)會計室：負責境外學生學雜費及保費等之統計核對。 

(四)人文室：辦理慈誠懿德會和慈濟人文相關活動，協助境外學生家訪聯繫。 

(五)總務處：提供相關校園硬體設施和維護修繕。協助制服量身、領取與繳費。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提供網路資源服務，協助解決資訊問題。 

(七)各系所：安排導師及學長姊，提供生活輔導與協助。 

五、學習輔導 

(一)教務處：提供境外學生在學之教務協助，包含課程選課、成績登錄查詢、



 

 

申請休學，退學，復學、學生證、畢業證書認證、短期研修生結業證書發

放等工作。 

(二)全人教育中心：負責規畫及安排境外學生通識課程，並追蹤境外學生之學

習需求，使其在學業上或全人發展上有所俾益。境外學生之中文能力欠佳

者，華語文中心依其語言程度安排華語課程輔導和華語學伴。 

(三)各系所：安排導師及學長姊，對境外學生進行學習之輔導與協助，並了解

境外學生之學習需求，而後回報相關行政單位，降低其學習障礙或無法適

應之風險發生。 

六、住宿輔導 

境外學生優先核配學生宿舍，於到校後簽署住宿同意〈切結〉書。並由宿舍幹

部、導師及輔導教官等共同關照，務使境外學生能儘早適應學校環境，餘依本

校學生住宿輔導辦法及賃居生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七、獎懲輔導 

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八、安全輔導 

(一)校內安全：著重校園安全維護及住宿安全，各學系均指派學長姊協助學習

及生活輔導，使其能安心就學。 

(二)校外安全：加強宣導無本國駕照者不得駕車或騎機車，乘機車時需戴安全

帽，以維自身安全；辦理校外教學參訪活動，依本校校外教學參訪活動申

請流程事前完成核備。 

(三)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悉依本校性別平等

委員會相關辦法辦理。 

九、請假輔導 

假單之家長簽章可由在臺監護人代理或逕由導師審簽核請假內容；餘依本校學

生請假規則辦理。 

十、節慶輔導 

境外學生安頓身心後，各行政、教學單位自發辦理迎新、節慶活動，安排相關

適當休閒活動。增加學生彼此認識及早融入適應學校生活。 

十一、社團輔導 

由社團幹部輔導境外學生參與各項社團活動，並藉由參與校際性活動，增強

社團之廣度與深度。 

十二、行政服務單位依學生學習及生活狀況視其必要得召開協調會議。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