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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目的

瞭解國中學生健康危害行為盛行狀況

比較不同背景特徵學生健康行為差異

探討國中學生不同健康危害行為同時存在之
關係（co-occurrence）
建立國中學生健康危害行為盛行率基線資
料，為本局與相關單位後續監測與評價青少
年健康促進工作及介入效益，提供比較基礎



參與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衛生署

主辦單位：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協辦單位：台北市教育局、衛生局

高雄市教育局、衛生局

台灣省及福建省各縣市教育局、衛生局



抽樣設計

抽樣母體

台閩地區各縣市國民中學95學年度在校學生

抽樣方法

以教育部94學年國中教育統計資料為抽樣架構

將全國國中按行政區分為區、市、鄉、鎮四層

採PPS等機率抽樣方法抽出樣本學校及樣本班級

以中選樣本班級全體學生均為調查對象

樣本數

60樣本學校，134樣本班級， 4,713樣本學生



調查工具：無記名自填問卷

問卷初稿

參考國內外相關問卷，包括：

美國CDC青少年危害健康行為調查

WHO全球青少年健康行為調查

國衛院兒童及青少年健康行為長期追蹤調查

本局民國84、89年性知識態度行為調查問卷

修編定稿

衛生署各局處及本局各業務單位業務參考需要

專家意見徵詢並經多次討論與預試



資料品質管控

目的作法

強化問卷資料保密性

直接掃瞄加速資料處理

避免文字書寫，統一以HB
鉛筆在答案紙上塗記

調查作業標準化

降低填答錯誤

使受測學生願意據實填答

問卷填答主持人訓練

問卷填答標準化說明

請教師或學校人員離開受
測班級現場

避免樣本學生相互討論影
響調查結果準確性

樣本學校所有樣本班級統
一時間施測



問卷內容

項 目類 別

色情媒體接觸、約會、網路交友及性行為等男女交往

抽菸、喝酒、使用毒品及嚼食檳榔危害健康行為

失眠、傷心絕望、自殺、自我價值感心理健康

暴力、打架、翹課、逃家、事故受傷個人安全

刷牙、洗手、睡眠、憋尿習慣衛生習慣

身高(自述)、體重(自述)、飲食習慣、活動情
形、運動習慣、身型滿意度

肥胖、飲食與
身體活動

父母婚姻、教育程度、父母感情、親子關係家庭狀況

年齡、性別、年級、自覺健康、學業成就基本資料



完成狀況

調查時間

95年9月至12月

完成案數與完成率

4,491位學生完成問卷填答

完成率95.29%
扣除無效填答47人，有效樣本共4,444人



樣本特性分布



國中學生健康行為調查
Taiwan Youth Health Survey

調調 查查 結結 果果



本項簡報分析重點

體重體型及運動

玩電腦或打電動、看電視

睡前刷牙

交通安全

暴力及事故傷害

色情媒體

約會、網路交友及性行為

嚼食檳榔

☆本局已另針對吸菸議題發布調查結果，故未列入



體重
★ 1/4學生BMI為過重或肥胖
★ 男性學生過重或肥胖比例較高
★ 女性學生正常或過輕比例較高

☆ BMI係按學生自述身高、體重換算

24.218.229.3



身型滿意度
★ 逾4成學生對自己的身材或體型不滿意
★ 女性對自己身型滿意度較差，不滿意自己身型者逾半數

43.2

52.634.5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體重滿意度

  體重太輕 62 2.6 3 0.6 11 2.0 200 20.9

  有點輕 193 8.2 7 1.4 8 1.6 313 32.7

  適中 1119 47.2 93 17.4 16 3.1 349 36.4

  有點重 858 36.2 323 60.3 222 42.2 80 8.4

  太重 139 5.9 109 20.4 269 51.2 15 1.6

註：各分項下之人數及百分比(%)為經加權處理之樣本人數及百分比(%)。

正常 過重 肥胖 過輕

BMI分佈狀況

實際體重與自覺體重
★ BMI正常學生：逾四成認為自己體重偏重
★ BMI過重學生：近兩成認為自己體重適中或偏輕
★ BMI過輕學生：近半數認為自己體重適中或偏重

42.1

19.4

46.4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身型滿意度

  很滿意 245 10.3 27 5.1 17 3.2 125 13.1

  還算滿意 883 37.3 132 24.6 79 14.9 449 46.9

  無所謂 275 11.6 73 13.6 77 14.5 114 11.9

  不太滿意 820 34.6 238 44.4 235 44.5 244 25.4

  很不滿意 148 6.2 66 12.4 121 22.9 26 2.8

註：各分項下之人數及百分比(%)為經加權處理之樣本人數及百分比(%)。

BMI分佈狀況

正常 過重 肥胖 過輕

實際體重與身型滿意度
★ BMI正常學生：逾四成不滿意自己的身型
★ BMI過重學生：逾四成對自己身型感到無所謂或滿意
★ BMI過輕學生：逾七成對自己身型感到無所謂或滿意

40.8

44.3 71.9



運動
★ 94.3%的學生在過去一週內曾做中等程度運動
★ 男性每週運動日數較多，每次運動時間較長

94.3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一天之內，連續玩

電腦或打電動超過

2小時

  都沒有 671 29.1 977 46.2 1652 37.2

  有過一兩天 924 40.1 782 37.0 1713 38.6

  很多天 352 15.3 189 8.9 541 12.2

  每天都有 358 15.5 168 7.9 530 11.9

註：各分項下之人數及百分比(%)為經加權處理之樣本人數及百分比(%)。

民國95年國中學生健康行為調查完訪樣本玩電腦或打電動的情形

男性 女性 Total 

玩電腦或打電動
過去一星期內
★ 逾6成學生曾在一天內連續玩電腦或打電動超過兩小時
★ 近1/4學生每天或經常連續玩電腦或打電動超過兩小時

62.7

24.1



多變項分析結果
★男性、居住在鄉
或學業表現較差，
連續玩電腦或打
電動超過兩小時
的比例較高

OR 95%CI

性別

女性/男性 0.44 (0.38, 0.52)***

居住地區

鄉/區 1.47 (1.20, 1.81)**

學業成績

普通/優異 1.40 (0.98, 1.99)*

不佳/優異 2.60 (1.78, 3.79)***

很差/優異 3.01 (1.95, 4.65)***

註1：樣本經加權處理。

註2：多變項分析之調整變項包括：性別、年級、居住地區、

          健康狀況、學業成績、父母親婚姻狀況、父母親教育程度、

          父母親感情、和父母親近程度，本表僅呈現顯著之變項。

註2：*為點估計之顯著性，*p<0.05, ** p<0.01, ***p<0.001

以多變項邏輯式回歸分析影響國中生玩電腦或打電動之因素

是否連續玩電腦或打電動超過兩個小時

玩電腦或打電動(續)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一天之內，連續

看電視超過兩小

時

  都沒有 503 21.9 435 20.7 942 21.3

  有過一兩天 811 35.3 905 43.0 1720 38.9

  很多天 474 20.6 370 17.6 844 19.1

  每天都有 511 22.2 395 18.7 912 20.7

民國95年國中學生健康行為調查完訪樣本看電視的情形

男性 女性 Total 

註：各分項下之人數及百分比(%)為經加權處理之樣本人數及百分比(%)。

看電視
過去一星期內
★ 近8成學生曾在一天內連續看電視超過兩小時
★ 4成左右每天或經常連續看電視超過兩小時

78.7

39.8



多變項分析結果
★男性、居住在鄉或
學業表現較差，
連續看電視超過
兩小時的比例較高

OR 95%CI

性別

女性/男性 0.77 (0.68, 0.88)**

居住地區

鄉/區 1.72 (1.43, 2.06)***

學業成績

普通/優異 1.70 (1.26, 2.29)**

不佳/優異 2.56 (1.84, 3.56)***

很差/優異 3.14 (2.11, 4.67)***

註1：樣本經加權處理。

註2：多變項分析之調整變項包括：性別、年級、居住地區、

          健康狀況、學業成績、父母親婚姻狀況、父母親教育程度

          父母親感情、和父母親近程度，本表僅呈現顯著之變項。

是否連續看電視超過兩個小時

以多變項邏輯式回歸分析影響國中生看電視之因素

註2：*為點估計之顯著性，*p<0.05, ** p<0.01, ***p<0.001

看電視(續)



睡前刷牙
★近1/4學生睡前經常不刷牙
★男性刷牙狀況較女性差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睡前刷牙

  都沒有 222 9.6 147 6.9 371 8.4

  有過一兩次 367 15.9 293 13.8 662 14.9

  很多次 512 22.2 392 18.5 906 20.4

  每次都是 1207 52.3 1284 60.7 2499 56.3

註：各分項下之人數及百分比(%)為經加權處理之樣本人數及百分比(%)。

男性 女性 Total 

民國95年國中學生健康行為調查完訪樣本睡前刷牙的情況

23.3

74.5 79.2



OR 95%CI

性別

女性/男性 1.31 (1.13, 1.52)**

居住地區

鎮/區 0.71 (0.56, 0.89)**

鄉/區 0.64 (0.52, 0.78)***

父親教育程度

高中或高職畢業/小學畢業或沒讀書 1.58 (1.14, 2.19)**

專科或大學畢業/小學畢業或沒讀書 1.97 (1.35, 2.89)**

研究所畢業/小學畢業或沒讀書 2.53 (1.35, 4.75)**

母親教育程度

初中或國中畢業/小學畢業或沒讀書 1.39 (1.01, 1.91)*

高中或高職畢業/小學畢業或沒讀書 1.83 (1.34, 2.51)**

專科或大學畢業/小學畢業或沒讀書 1.99 (1.36, 2.92)**

研究所畢業/小學畢業或沒讀書 3.65 (1.53, 8.68)**

註1：樣本經加權處理。

註2：多變項分析之調整變項包括：性別、年級、居住地區、

          健康狀況、學業成績、父母親婚姻狀況、父母親教育程度、

          父母親感情、和父母親近程度，本表僅呈現顯著之變項。

是否刷牙

註2：*為點估計之顯著性，*p<0.05, ** p<0.01, ***p<0.001

以多變項邏輯式回歸分析影響國中生是否刷牙之因素

睡前刷牙

多變項分析結果
★男性、居住在鄉

或鎮、父母教育
程度較低者，
睡前較少刷牙



交通安全
★僅4成學生每次乘坐機車都有戴安全帽
★僅5成學生每次座在汽車前座都有繫安全帶
★僅1成學生每次騎腳踏車都有戴安全帽



暴力與打架
★近4成學生曾打過架
★男性曾打架比例高於女性 (48.6% VS 27.3%)
★逾1成學生曾被威脅恐嚇
★男性曾被威脅恐嚇的比例較高 (15.0% VS 8.2%)

38.4

11.7

27.4

8.3

48.6

15.1



事故傷害
★在過去一年內，近四成學生曾因事故傷害去就醫

★運動傷害為男女學生最主要事故傷害原因，其次為跌倒

36.7



接觸色情媒體
★逾5成的男性及近4成的女性曾接觸色情平面媒體
★逾4成的男性及近2成的女性曾接觸色情網站
★逾3成的男性及4成的女性曾網路交友



約會、接吻及性行為

★逾2成曾與異性約會
★逾1成5曾與異性接吻
★約2%曾有過性行為，
其中僅六成有避孕



嚼食檳榔
★ 5%的學生曾嚼食檳榔
★ 男性曾嚼檳榔比例高於女性(7.5% VS 2.5%)

2.57.5



嚼食檳榔
★初次嚼食之檳榔提供者：同學或朋友、父母親、父母以外長輩

★最常一起嚼檳榔者：同學或朋友、獨自一人、父母以外長輩、父親



嚼食檳榔
★南部地區學生檳榔嚼食率較高
★都市化程度越低檳榔嚼食率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