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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壹、調查摘述 

    依據《兒童少年及權益保障法》第 13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每四

年對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社會參與、生活及需求現況進行調查、統

計及分析，並公布結果。民國 110年再次進行本縣兒童及少年生活狀

況與福利需求調查，蒐集嘉義縣未滿 18歲兒童及少年及之基本資料、

家庭狀況、生活狀況、經濟狀況、休閒活動及社會參與狀況、對兒童

及少年福利措施的瞭解與使用及期望政府或民間團體應加強提供的

服務措施等資料。調查資料經統計分析後，提供嘉義縣政府制定兒童

及少年福利政策、社會福利服務措施之重要參考，以適時規劃與調整

相關福利措施。 

    本研究調查區域範圍：嘉義縣 18 鄉鎮市。調查資料時期：以民

國 110 年 7 月 31 日為調查標準日，凡屬靜態資料以該標準日情況為

準；動態資料以民國 110年 10月 1日至 111年 3月 31日止。 

    依照嘉義縣政府民政處人口統計結果，嘉義縣截至民國 110年 7

月底止，0-未滿 18歲人口數為 62,514人，本次調查預計面訪 600位

兒童家長與 400位少年，合計問卷數達 1,000份，約占母體人口數的

1.6%。實際調訪結果，0-未滿 6 歲幼兒問卷共計 316 份、6-未滿 12

歲兒童問卷計 313份、12至未滿 18歲少年問卷共計 409份，本次調

查總問卷數達 1,038份。 

    調查問卷編修：參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全國兒童及少年

生活狀況調查」問卷，編擬「嘉義縣 110年度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與

福利需求調查」0-未滿 6 歲幼兒家長問卷、6-未滿 12 歲兒童家長問

卷、12-未滿 18歲少年問卷。 

 

貳、專家焦點團體 

    計畫於 111 年 5 月 25 日邀請社會福利與社工相關科系專家學者

參與焦點團體討論，針對計畫所提的政策進行討論。因疫情影響，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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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焦點團體採取視訊會議方式進行。出席的專家學者包含：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鄭清霞教授、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馬財專教授、東海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呂朝賢教授、南台科技大學高齡福祉服務系彭巧珍

教授。嘉義縣社會局戴綵屏副局長、宋玉菁承辦人共同列席。 

    焦點團體重要決議如下： 

1.p.701至 p.710表格中的百分比數字標註數據來源。 

2.分析報告比照中央兒少調查撰寫方式：統計數據表格拿掉卡方檢

定，僅呈現絕對值、百分比，撰寫方式前面頁數專寫分析，後面

放表格。 

3.p.702表格政策建議「提升托育照顧品質」的「具體做法」中提

到的 500元需說明此金額的推估來源以及提供金額的頻率。 

4.p.702說明家長帶 0-3歲幼兒出門與「嗡嗡行動遊戲屋」的關聯

性，如：家長在忙其他事務時，在社區設置多個據點讓幼兒能等

待家長期間在遊戲屋遊玩。 

5.擴建親子館政策考慮經費預估。 

6.三少健康飲食：孩子經常接觸的社會場域，如幼兒園、國小中可

以加入飲食教育的課程設計，不單是家長負責。 

7.p.706窩溝封填加上名稱註解、解釋名詞。 

8.p.707政策建議「提升閱讀力」具體做法若要考量普及化，可考

慮增設提供圖書服務據點於一般民眾平時可接近的地點，如：學

校、村里公所、便利商店，並搭配循環借書活動、服務。 

9.p.707政策建議「來嘉義‧好𨑨迌」中的具體做法，考量家長的

社經地位，建議增加 6 歲以下孩子經常接觸的公共場所設置社區

小公園、遊樂設施，如：民雄演藝廳及鄰近的森林公園中設置兒

童遊樂場所。 

10.p.708政策建議「少年家庭教育與親子輔導~愛要好好說」，可由

教育處去推廣親職教育課程，如：父母子女溝通術課程。 

11.p.708至 p.709政策建議「多元展能」可加入非競賽性的活動。 

12.牙醫在各村落較沒那麼普及，可考慮於各村落、國小停放「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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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於車內放置牙醫設備，請牙醫師公會提供人力資源。 

13.推廣孩子閱讀習慣養成，有兩成 0-3歲幼兒由祖父母照顧，可於

老年人常去的場所，如：提供「行動書屋車」，可結合老人的文

康車，可到各村落的信仰中心、廟停放，提供營養餅乾給孩子、

可舉辦家長、小孩說故事活動。以及提供「圖書包」或採取「漂

流書」的概念，讓家長借書回去，鼓勵家長與幼兒分享閱讀心

得。各鄉鎮圖書館扮演重要角色，建議可參考土庫圖書館的做

法，提供兒少閱讀相關活動。(土庫圖書館臉書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search/top?q=%E5%9C%9F%E5%BA%

AB%E9%8E%AE%E7%AB%8B%E5%9C%96%E6%9B%B8%E9%

A4%A8) 

14.社區公園或國小設置夜光照明鼓勵家庭能在晚上外出活動，因夜

間照明經費較高，可搭配與學校合作。 

15.育兒資訊傳遞管道，建立鄉鎮社團 FB、LINE 群組傳遞育兒概

念、鄉鎮內育兒社區資源、飲食健康、提供孩子玩樂區域、給予

家長提問管道，掃 QR code 加入育兒社團家長可領取新生兒大禮

包，同時凝聚民眾對鄉鎮的凝聚力。 

16.p.704健康部分以教育、學校推廣教育為切入點，如：推廣食農

教育、設計公私立幼兒園上下午點心餐點清單、學校午餐時間供

應奶製品，如：奶粉沖調、保久乳（成本一人 12元，以輔助公

立幼兒園優先，可改善公幼招生不足問題且公幼多為偏鄉或弱勢

家庭，優先補助較無爭議），建議課後照顧班、小衛星宣傳健康

飲食，盤點安親班的下午點心是否符合營養、健康。 

17.家庭高鹽油食物、含糖飲料飲食比例高，以學校為核心做推廣飲

食較有效率，如：學校呼籲推廣健康飲食教育、學校周邊一公里

的店家的餐點與飲食與學校做健康飲食合作執行試辦計畫、加強

家長營養教育。 

18.由小衛星提供強化觀念健康飲食、補助牛奶，與提供社團物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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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可建議捐贈健康飲食，如：統一超商捐贈飲料可替換為保久

乳。 

19.本研究針對嘉義縣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所進行的研

究。研究中針對幼兒、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向度，以及 0 至三歲

幼兒的福利及托育需求，以及兒少的福利需求進行大量樣本的調

查。問卷發放之前亦透過專家問卷審查建構問卷效度，各項細目

的調查及測量都提供相當清楚的數據分析。透過本研究報告實際

了解嘉義縣目前兒少生活狀況及福利之需求勾勒出相當請處的圖

像，也透過變遷分析掌握十幾年來相關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的脈

動與變遷，對於精準掌握兒少各層面的狀況與福利需求。提出良

好及周延的結論與建議。 

20. 針對「托育政策有關融合社區照顧據點進行分齡化托育照顧」，

這建議相當良好。然嘉義縣目前照顧據點的照顧專業及能量是否

得以具體承載這樣的規劃。目前接近 20%的隔代教養更需要這部

分活動設計及資源的導入。因此，在前一階段應積極著重於活化

及強化社區照顧據點的人力及專業量能將是更加重要之政策規

劃。 

21. 有關育兒知識的推廣上，及需要有更為完整性及可近性的親職

網站，傳達正確知識，甚至可以建構一些個別家庭成功及良好的

案例，進行影片及資訊之連結。讓家長可簡易透過手機及筆電接

觸到上述訊息。 

22. 托育服務政策是國家重要的政策發展重點。尤其是 2022 年台灣

家戶子女數 1.02，全球最低。地方政府因財政上的限制，往往無

法提供相當完整的托育服務政策。但從國家角度，積極協助願意

生育的家庭及婦女照顧上是責無旁貸的。 

23. 有關擴建親子館應積極導入更高密度的軟性及活潑化的親子活

動及家庭共同參與設計的休閒教育政策，更需要鼓勵新住民家庭

整體的參與及使用。否則積極擴張可能會淪為建置更大蚊子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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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 

24. 有關建置眼科的配置及責任區是因應區域兒童視力日漸惡化的

發展趨勢，非常重要。此外，針對長期疫情發展的趨勢，有關兒

童及部分少年接種比例偏低的狀態，在接觸隔離及安全防疫上應

更加盡心盡力。 

25. 有關家庭育兒照顧責任之分工，在農業縣市都常多數都落在女

性的身上。因此，必須透過政策及家庭的積極宣導，重新分配及

調整家庭中男女的育兒照顧責任相當重要。甚至可透過性別工作

平等法之修訂，學習瑞典，規劃育嬰假及育嬰津貼的男女責任配

置(男性要肩負三分之一的照顧請假期間)之政策立法，協助突破

現有困境和障礙。 

26. 建構彈性課後照顧之多元化才藝課程，發展兒少之多元才能知

展現相當重要。目前農業縣市之兒少生活多為升學及補救性課程

為主，窄化了兒少多元才能的發展空間，需要透過制度的規劃及

導引，才能促使兒少的接觸空間及管道能取得相對擴張。 

 

研究團隊依據上述建議，一併修正政策建議。 

 

參、調查結果與政策建議 

一、托育政策 

政策建議 2022 年調查結果 具體做法 主責單位 

整合式的老

幼社區托育

照顧服務方

案 

0-未滿 3 歲幼兒除

了 由 母 親 照 顧

(29.2%)外，由祖輩

照 顧 的 比 例 為

19.2%，幾乎每五個

嬰幼兒就有一個由

祖父母照顧，比例

偏高。 

1.試辦實驗計畫：太

保與義竹的 C 據點

由照顧服務員帶領

老幼共融活動，建

議參照上述兩個據

點的經驗擴大試

辦，融合社區照顧

據點，提供照顧嬰

社會局兒

少科、老

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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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長輩將子女

帶至 C 據點，提供

分齡化的托育照

顧，並從活動設計

中，帶入長輩育兒

觀念。 

2. 提供「行動書屋

車」，可結合老人的

文康車，可到各村

落的信仰中心、廟

停放，提供營養餅

乾給孩子、可舉辦

家長、小孩說故事

活動。以及提供「圖

書包」或採取「漂流

書」的概念，讓家長

借書回去，鼓勵家

長與幼兒分享閱讀

心得。各鄉鎮圖書

館扮演重要角色，

建議可參考土庫圖

書館的做法，提供

兒少閱讀相關活

動。 

提升托育照

顧品質 

0-未滿 3 歲幼兒家

長重視的托育服務

因素以照顧品質、

環境條件分占一、

二位 

提供每位托育人員

500 元教玩具採購

費用(專家學者提供

建議的圖書和教玩

具清單)，提升學前

幼兒托育服務品

社會局兒

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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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嘉義縣 109 年

居家托育人員數

1,006 人，預估所需

經費約 50 萬元。 

育兒知識推

播 

家長育兒問題求助

對象以上網查詢最

多（占 31.3%） 

1.育兒指導服務、親

子館承接單位，連

結九九健康網、社

家署的育兒親職

網，建立鄉鎮社團

FB、LINE 群組傳遞

育兒概念、鄉鎮內

育兒社區資源、飲

食健康、提供孩子

玩樂區域，定期向

家長推播育兒相關

知識和轄內各種親

子活動。 

2.鼓勵家長透過手

機隨時接收親職教

養相關訊息的做

法，則建議透過發

放大禮包時，請家

長掃描 QR Code，加

入育兒社團。 

社會局兒

少科 

 

嗡嗡行動遊

戲屋 

55.3%的家長短暫

外出處理事情時需

要帶 0-3 歲幼兒一

同出門 

1.與嘉義大學木質

材料系合作，量身

訂製「嗡嗡行動遊

戲屋」附設滾輪，行

動遊戲屋打開後可

放置教玩具、幼兒

鄉鎮市公

所（擇點

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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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2.嗡嗡行動遊戲屋

放置地點：鄉鎮市

公所、社區柑仔店、

美容院、便利超商、

社區照顧據點、部

落健康站等，讓育

兒家長社區化近便

性的行動教玩具據

點，嗡嗡行動遊戲

屋的好處是，附設

滾輪行動方便可以

隨時移動據點。嗡

嗡行動遊戲屋可以

設置不同主題單

元，巡迴放置時可

以提供多元的教玩

具。 

3. 結合友善店家提

供宣傳行銷活動。 

無 家長希望增加的托

育服務政策包含：

育兒津貼補助、監

督托幼品質、增加

托育費用補助 

育兒津貼補助、增

加托育費用補助因

縣政財務或許無法

增加，且該項為中

央政策。幼托品質

則可參考第二項政

策建議。 

無 

擴建親子館 0-未滿 6 歲幼兒家

長有 10.6%希望增

加親子館 

若未來規劃增加親

子館，優先考慮布

袋、竹崎和中埔三

社會局兒

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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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二、兒少健康政策 

政策建議 研究發現 具體做法 主責單位 

尚「鈣」好 1.幼兒每星期攝取

奶製品量不足，僅

有 26.9%的幼兒每

天喝一次牛奶。 

17.9%的兒童每天

喝一次牛奶。17.4%

的少年每天喝一次

牛奶。 

2. 幼兒家長希望增

加的兒童健康政策

第一序位為:補助幼

兒每天一瓶牛奶

(44%) 

3.少年希望政府增

加的健康福利政策

第二序位為:補助每

天一瓶牛奶 

1.與嘉義縣酪農合

作，提供優質乳製

品給兒少（每週至

少一次）。學校午餐

時間供應奶製品，

如：奶粉沖調、保久

乳（成本一人 12元，

以輔助公立幼兒園

優先，可改善公幼

招生不足問題且公

幼多為偏鄉或弱勢

家庭，優先補助較

無爭議） 

2.小衛星提供弱勢

兒少牛奶補助，與

提供社團物資的廠

商可建議捐贈健康

飲食，如：統一超商

捐贈飲料可替換為

保久乳建議課後照

顧班。 

教育處、

農業處 

三少健康飲

食:少糖、少

油、少鹽 

1.未滿 6 歲幼兒一

週內吃高油脂食物

比例高達 62.2%。兒

童曾吃過高油脂食

物比例為 83.5%。

1.家長營養教育，透

過影片拍攝，教導

家長如何選擇健康

和營養均衡的餐

點。 

衛生局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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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的少年過去一

週曾吃過高油脂食

物。 

2. 45% 的 幼 兒 、

58.1% 的 兒 童 、

74.3%的少年過去

一週曾吃高鹽食

物。 

3. 63.5%的兒童過

去一週喝碳酸飲

料、61.2%的少年過

去一週曾喝碳酸飲

料；高達 89.7%兒

童、92.6%的少年一

週內曾喝過含糖飲

料 

2. 以學校為核心做

推廣飲食較有效

率，如：學校呼籲推

廣健康飲食教育、

學校周邊一公里的

店家的餐點與飲食

與學校做健康飲食

合作執行試辦計

畫、加強家長營養

教育。 

3. 以教育、學校推

廣教育為切入點，

如：推廣食農教育、

設計公私立幼兒園

上下午點心餐點清

單。 

4.課後照顧班、小

衛星宣傳健康飲

食，盤點安親班的

下午點心是否符合

營養、健康。 

建置牙醫資

源地圖、分

配牙醫責任

區 

1. 28.1%的幼兒有

齲齒、蛀牙、缺牙問

題，且近五成幼兒

沒有看牙醫做治

療。 

2. 20.5%的兒童過

去半年未曾看過牙

醫、近六成兒童有

蛀牙、缺牙、齒列不

1.由衛生局與教育

單位合作，媒合牙

醫師到校進行巡迴

服務。建議與嘉義

縣牙醫師公會持續

合作，轄內牙醫診

所分配責任區，提

供幼兒每半年塗氟

與後續治療服務。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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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問題。 

3. 31%的少年有齲

齒、蛀牙、缺牙等問

題，約有 29.5%的少

年沒有做治療。 

4.民雄和中埔地區

幼兒塗氟率最低、

家長教育程度越

低、越不重視幼兒

口腔保健 

5. 幼兒家長希望增

加的兒童健康政策

第二序位為:補助牙

齒 檢 查 和 治 療

(24.6%) 

2.家長正確觀念極

為重要，嘉義縣家

長對於學校提供的

牙齒保健服務並不

清楚，建議應透過

學校和社區宣導、

提升家長對於口腔

保健的知能，落實

兒少口腔保健工

作。 

補助窩溝封

填1 

57.3%的兒童沒有

做過窩溝封填 

國民健康署自 103

年起全面補助國小

一年級學童窩溝封

填，建議衛生局應

做追蹤並每年掌握

學齡前幼兒塗氟、

小一新生窩溝封填

結果。 

衛生局 

建置眼科醫

師 資 源 地

圖、分配眼

科醫師責任

1.44.8%的國小學童

有近視問題，且

20.4%的兒童家長

在眼鏡行配眼鏡。 

1.與嘉義縣眼科醫

師公會合作，轄內

眼科診所分配責任

區，提供幼兒視力

衛生局 

                                                      
1 兒童的恆牙大多約在 6-7 歲時開始萌出，首先萌出的是第一大臼齒。在臼齒咬

合面上，有許多不易清潔的窩溝，容易堆積食物殘渣和細菌，使牙齒有齲齒的潛

在危險。窩溝封填是指在臼齒完全萌出且牙面窩溝還沒有被蛀蝕之前，使用窩溝

封劑填滿這些隙縫，就可以阻止食物殘渣和細菌的侵入，防止齲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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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2. 男性少年玩電動

和遊戲的比例最

高，但女性少年看

影片、追劇和使用

社群網站比例明顯

高於男性少年，女

性少年視力正常比

例比男性更低、且

女性少年擔憂視力

的程度明顯高於男

性。 

檢查、散瞳和治療

服務。 

2.社區宣導、提升家

長對於視力保健的

知能，落實幼兒視

力保健工作。 

 

三、兒少教育與休閒政策 

政策建議 研究發現 具體做法 主責單位 

陪孩子一起

玩 

兒童(0-12 歲)遊戲

時間嚴重不足且明

顯低於全國，家長

很少陪伴幼兒遊戲

(全國數據父母一起

陪玩比例為 54.5%

但 嘉 義 縣 僅 有

16.2%) 

1.親子館辦理親子

遊戲活動、透過影

片宣傳或社區親子

遊戲活動鼓勵家長

和幼兒一起玩遊

戲。 

2.教育處補助幼兒

園、托嬰中心提供

親子遊戲包，讓家

長週末可以借用。 

3.社區公園或國小

設置夜光照明鼓勵

家庭能在晚上外出

活動，因夜間照明

經費較高，可搭配

與學校合作。 

教育處特

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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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親職教

育、父母育

兒不缺席 

幼兒家長希望政府

加強的福利措施依

序為：育兒津貼、兒

童醫療補助、親職

教育 

育兒津貼、醫療補

助以本縣財政實施

較為困難，親職教

育推動可結合其他

資源。參見前述教

育與休閒政策。 

教育處 

社會局 

提升閱讀力 1.閱讀可以有助於

幼兒的腦神經發

展，但嘉義縣教育

程度較低的家長幾

乎很少和幼兒一起

共讀（幼兒父親教

育程度為國中者，

不曾與子女共讀比

例為 37.5%；幼兒母

親教育程度為國中

者，高達 42.9%的媽

媽不曾與子女共

讀）。 

2. 65.5%兒童家長

幾乎很少與兒童共

讀故事書 

1.親子館、鄉立圖書

館、家庭福利服務

中心辦理童書和繪

本借閱活動，設計

獎勵辦法、便民的

宅配措施，分層分

流（依據家長能力

提供不同程度的繪

本），鼓勵家長和幼

兒一起共讀。 

2.考慮增設提供圖

書服務據點於一般

民眾平時可接近的

地點，如：學校、村

里公所、便利商店，

並搭配循環借書活

動、服務。 

教育處 

來嘉義‧好

𨑨迌 

1.幼兒父母希望增

加的兒童遊戲設施

第一名為增加 6 歲

以下幼兒遊戲空

間、其次為觀光景

點增加親子活動設

施 

1.盤點嘉義縣公共

空間，於景點（如:

漁人碼頭、愛情打

草原等）設置共融

遊戲場，特別是 6歲

以下幼兒可使用。 

2.補助兒童家長遊

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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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兒童父母希望增

加的兒童遊戲設施

依序為：兒童遊戲

空間設施、觀光景

點增加親子活動設

施、門票優惠、增加

親子腳踏車道 

3.嘉義縣共融遊戲

場於 108 年設置於

圓崇國小內 

戲設施和觀光景點

親子套票優惠。 

3. 規劃增設親子腳

踏車道，提供親子

優惠措施、親子可

共同使用的車輛，

鼓勵假日親子活

動。 

4. 善用學校空間，

增設兒童遊具，鼓

勵兒童多戶外運

動。 

發展彈性課

後照顧與才

藝課程 

1.兒童到私人安親

班和補習班比例較

高。朴子、布袋、中

埔、水上地區的家

長希望學校提供課

後照顧。 

2.國小學童放學後

上安親班、補習或

才藝班的比例

(49.5%)有明顯增

加。 

1.兒童較常參加的

才藝課程包含：外

語、繪畫、音樂、直

排輪。建議各校發

展特色才藝課程，

使學生具備興趣專

長。 

2. 強化嘉義縣兒童

課後照顧的環境安

全措施、提升課後

照顧品質。教育處

對於課後安親班進

行環境檢視、課後

照顧人員的查對，

使兒童的課後托育

的確可以讓家長安

心。 

教育處 

培育嘉義國 兒童父母希望政府 1.招募外師、與國外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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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化人才 增加的教育措施第

一序位為發展雙語

課程(24.8%)、校園

安全(23.8%)、提供

課後照顧(21.5%)。 

大學合作，提供兒

童從小接觸國際

化、學習第二外語

的機會 

2.辦理英語夏令營

與營隊活動 

3.擴展國際姊妹校 

少年家庭教

育與親子輔

導 ~愛要好

好說 

少年表示對母親的

關心程度較高，有

事情也會主要徵詢

母親的看法，但是

當少年生氣的時

候，把母親當成情

緒出口的比例也比

較高。 

1.從小就要關心孩

子，否則孩子長大

之後也會跟父母越

來越疏離。 

2.教導青少年如何

與父母談情說愛。 

教育處 

多元展能 1.少年參加的才藝

活動以游泳、音樂、

球類比例最高 

2.少年希望政府增

加的教育福利措施

第一序位為發展學

生多元興趣(國中生

科展和競賽比例較

高、高中職生則是

藝術表演與才藝) 

3.少年希望政府增

加的健康福利政策

第一序位為:學校增

加戶外活動時間 

1.辦理青少年才藝

競賽、鼓勵展能。

例，與故宮南院合

作，辦理青少年的

藝術性社團和活

動。 

2.校際球隊聯盟和

區域型競賽（山海

區 NBA）。 

3.嘉義縣兒少代表

(排球校隊)，協助規

劃推動嘉義縣排球

青少年聯盟。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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