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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苗栗縣國中小已於97學年度開始全面實施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本研究旨在瞭解國民小學實施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教師之健康

狀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其健康狀況之差異，以及國小教師熟悉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與否，其健康狀況之差異。 本研

究是以苗栗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透過郵寄問卷(questionnaires survey)的方式，進行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與健康狀況的

調查，共得有效問卷為1361份。本研究問卷資料蒐集之後，透過描述統計、獨立樣本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

法，就所得資料加以探討。 本研究結果發現教師不同的性別、年齡、教學年資在健康的生理、心理、精神與整體健康各層

面皆達顯著差異。性別方面為男性教師在生理層面較佳，女性教師則在心理、精神與整體健康層面較佳；年齡方面為41歲

以上的國小教師身心健康狀況較佳；教學年資方面為21年以上的國小教師身心健康狀況較佳。有70.32%的苗栗縣國民小學

教師不清楚任教學校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議題為何，而認知任教學校「有執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國小教師，其身

心健康狀況在心理、精神與整體健康各層面顯示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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