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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疾病管制局（以下簡稱本局）「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1】於民國 93 年

2 月與教育部「學生健康資訊管理系統」【2】合作，通報方式由紙本傳真改為電

腦網路通報。參與本局此通報系統之學校涵蓋全省各鄉鎮 452 所公立國小，大

部分學校配合本局傳染病通報政策已有 2 年之久，為瞭解通報方式改變對通報學

校之影響及定期舉辦之教育訓練等雙方互動模式之滿意度，特進行「九十三年度

疾病管制局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滿意度評估調查」。 
此次問卷調查針對網路通報學校傳染病資料之順利度及方便性皆高達 90％

以上，表示推行網路通報確實提高效率及帶給通報學校相當之便利性。至於本局

93 年 4 月中旬始發行「學校監視週報」【3】，也有 76.2％對週報內容表示滿意，

78.8％受訪者表示對其工作有助益。配合本局學校傳染病通報之意願從原本 70.9
％上升至 83.3％，顯示經過網路通報、發行學校監視週報及平時建立良好互動

關係之政策下，已經大幅提昇校護參與本局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之意願。 

前言 
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可早期監視傳染病的流行，即時採取適當的防疫措

施，避免傳染病在學校蔓延以及配合學校的衛生教育，達到傳染病防治目標，保

障學童的健康。 
本局以 90 年 2 月至 90 年 6 月，台南縣及高雄市實施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

統試辦計畫為基礎，於 91 年 2 月至 91 年 6 月擴大至北、中、南、東四區，各

選 5 所小學，實施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4】。91 年 9 月至 92 年 1 月，擴

大至 25 縣市，共 134 所小學。92 年 2 月起，經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推薦各鄉鎮

市區至少一所公立國小參與該系統，共 452 所公立國小參加。由於教育部「學

生健康資訊管理系統」日前已推廣至全國所有國小，進行學童之健康資料通報及

管理，本局為節省網路建置所耗費資源浪費及考慮通報使用者可近性等因素，再

加上 92 年問卷調查得知大多校護希冀通報管道單一化，經由教育部及本局相互

溝通協調後，故於 93 年 2 月起，本局「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與教育部「學

生健康資訊管理系統」相互合作，由原來紙本傳真通報改成網路通報。 
為瞭解參與學校對本局自 93 年 2 月起由紙本傳真改成網路通報及參與教育

訓練課程內容滿意度等，以作為將來進一步改善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擴大至國

高中監視通報及爾後教育訓練，故進行本問卷調查。  



材料及方法 
93 年 8 月間北、中、南、東四區共舉辦 6 場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教育訓練，

於教育訓練會場發送問卷調查表，填寫問卷人員為本局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

監視學校校護或相關衛生人員，教育訓練會後立即回收問卷。 
將問卷所收集的資料，以 Excell 做資料統計處理分析。 

結果及分析 
依教育訓練會場回收之問卷調查資料分析如下：本局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

統共 452 所公立國小參加（北區 100 所，中區 117 所，南區 202 所，東區 33
所），此次發出問卷共 385 份（北區 89 所，中區 91 所，南區 180 所，東區 25
所），回收共 269 份（北區 58 所，中區 67 所，南區 120 所，東區 24 所），回

收率 69.9％。 
通報方式由紙本傳真改為網路通報對參與學校之影響為：35.3％受訪者表示

上傳時間小於 10 分鐘，47.6％受訪者表示上傳時間約 10-30 分鐘，僅 2.6％表

示上傳時間大於 60 分鐘（表一）。至於每週上傳通報資料之順利度，有 94.1％
受訪者表示通報順利，僅 5％表示不順利（表二）。通報不順利之原因據回覆多

為網路不通，傳輸有時會受阻。至於現行網路通報之操作完整性及改進方向：55.4
％受訪者表示沒有疑問，尚可佔 43.5％，僅有 0.7％表示有疑問，有疑問者多為

新進校護，尚未使用過教育部學生健康資訊管理系統之緣故，顯示經過本局先前

對於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網路通報之教育訓練已達到一定之成效。96.3％受

訪者對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網路通報覺得方便，3.4％受訪者感到不方便（表

三）。 
為建立本局與參與學校溝通管道及隨時提供最新傳染病相關防疫資訊，特於

93 年第 17 週開始發送「學校監視週報」（94 年 7 月後改為定點監視週報），通

報期間每週發刊一次，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教育部、各參與學校、各縣市教育局、

各縣市衛生局及相關單位供參，若遇寒暑假期間原則上不出刊，遇緊急疫情則機

動出刊。對於「學校監視週報」此新政策是否帶給使用者幫助，76.2％受訪者表

示對學校監視週報內容滿意，3.7％受訪者表示不滿意（表四）。並有 61.7％受訪

者表示學校監視週報內容應加強小兒科醫學知識，其次為公共衛生及傳染病學知

識。78.8％受訪者表示學校監視週報對工作或增長知識有助益。 
本局自 91 年 9 月為擴大至全國每鄉鎮各一所公立國小參與，於寒暑假期間

進行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教育訓練及說明會，進行政策說明及補強學校校護

之專業知識。為瞭解每半年舉辦一次之教育訓練課程內容安排滿意程度，以作為

下次教育訓練之參考，資料顯示 93.7％受訪者對教育訓練課程內容表示滿意。 
針對通報學校與本局合作之相關指標，93％受訪者表示與本局通報模式感到

方便（表五），比起 92 年調查中之 73.7％明顯高出許多，顯示改成網路通報對

於學校校護有實際上之幫助。另一指標為配合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的意願中，

83.3％受訪者對於配合本局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通報的意願高（表六），比

92 年多出 12.4％，僅 13.4％受訪者表示意願低，據瞭解通報意願教低之學校多



集中於南區，尤其是屏東縣。91 年底因應登革熱大流行疫情【5】，為有效監控

疫情，首先選擇屏東縣為通報發燒項目之縣市，擴大至該縣 62 所國小參加本系

統，由於部分學校非自願參加，故可能影響其通報意願。 

結論與討論 
本局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自 90 年推動以來，多以紙本傳真進行資料通

報，乃因大多數國小校護對於電腦使用不熟悉，對於資訊化管理通報資料多持拒

絕及觀望之態度。然而，經過近幾年來教育部學童健康資訊管理系統之建置並推

廣至所有國小，使得國小校護漸漸接受以電腦管理學童健康資料。此外，本局與

教育部體育司經多次協調，將本局網路通報模式與該部學童健康資訊管理系統合

作，使得參與學校不需重新學習新系統，直接由熟悉的介面進入輸入資料，進而

提高校護對於本局通報之意願，實為本通報系統網路通報最佳之政策。 
次（94）年以類似之評估調查表再次針對參與學校之校護進行調查，結果與

93 年相去不遠，惟部分縣市通報意願稍降，乃因該縣市多為大型學校，學生數

眾多，老師及校護相對壓力較大，影響配合本系統之通報意願。 

未來努力方向 
為有效提昇通報學校對校園傳染病監視通報之意願及強化校園各項傳染病

工作之推動，本局將執行相關措施如下： 

(一) 加強與教育部之合作： 

1. 強化老師的配合度：部分老師認為疾病監測非其教學工作項目，對於通報資料填報

不積極，造成校護收集報表的困擾。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及學校健康法，建請教育部

加強教師對於學校傳染病衛生之重視。 

2. 爭取校長之支持：校長若能支持此通報政策，對於校護及老師收集資料及傳送資料

將有很大的幫助。故請教育部於全國性相關校長會議加強校園傳染病防治重要性之

觀念。 

3. 加強學校主管及教師傳染病知識：於教師或校長相關研習會加強學校傳染病監視通

報防治之觀念。 

4. 訂定獎勵措施：藉由獎勵措施鼓勵通報學校積極參與，提高通報意願。 

(二) 強化本局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 

1. 加強老師對於學童疾病之判斷：部分老師對於疾病歸類有疑義，需要多加強相關衛

教知識。擬培養熱心校護成為學校傳染病種子教師，針對有需要之學校進行教育訓

練。 

2. 校護工作繁重：部分校護不僅負責學校健康保健業務，甚至兼任行政、採購或營養

午餐業務等等，工作負擔過重。建議學校培養志工或防疫小天使（由高年級學童協

助收集相關報表），以減輕校護負擔。 

3. 強化衛教宣導：與通報學校合作，主動提供傳染病衛教資料並給予傳染病防治方面

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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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訪者每週上傳學校傳染病通報資料所需時間？ 

區別 小於 10 分鐘 10-30 分鐘 30-60 分鐘 大於 60 分鐘 未回答 總計 

北區 14 30 13 1 0 58 
中區 31 27 8 1 0 67 
南區 35 64 10 5 6 120 
東區 15 7 1 0 1 24 
總計 95 128 32 7 7 269 
百分比 35.3％ 47.6％ 11.9％ 2.6％ 2.6％ 100.0％ 

 
表二、受訪者每週上傳學校傳染病通報資料順利嗎？ 

區別 非常順利 順利 不順利 非常不順利 未回答 總計 

北區 14 43 1 0 0 58 
中區 21 42 2 0 2 67 
南區 20 90 8 1 1 120 
東區 10 13 1 0 0 24 
總計 65 188 12 1 3 269 
百分比 24.2％ 69.9％ 4.5％ 0.4％ 1.1％ 100.0％ 

 
表三、受訪者對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網路通報覺得方便嗎？ 

區別 非常方便 方便 不方便 非常不方便 未回答 總計 

北區 30 27 1 0 0 58 
中區 34 32 0 0 1 67 
南區 28 84 7 1 0 120 
東區 12 12 0 0 0 24 
總計 104 155 8 1 1 269 
百分比 38.7％ 57.6％ 3.0％ 0.4％ 0.4％ 100.0％ 

 



表四、受訪者對學校監視週報內容滿意嗎？ 

區別 非常滿意 滿意 不滿意 未回答 總計 

北區 8 37 1 12 58 
中區 10 47 1 9 67 
南區 7 76 8 29 120 
東區 3 17 0 4 24 
總計 28 177 10 54 269 
百分比 10.4％ 65.8％ 3.7％ 20.1％ 100.0％ 

 
表五、受訪者對於每週與本局通報模式方便嗎？ 

區別 非常方便 方便 不方便 未回答 總計 

北區 12 43 1 2 58 
中區 22 43 1 1 67 
南區 11 97 9 3 120 
東區 9 13 1 1 24 
總計 54 196 12 7 269 
百分比 20.1％ 72.9％ 4.5％ 2.6％ 100.0％ 

 
表六、受訪者對配合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的意願如何？ 

區別 非常高 高 低 非常低 未回答 總計 

北區 15 40 1  2 58 
中區 16 43 5 1 2 67 
南區 9 78 26 3 4 120 
東區 6 17   1 24 
總計 46 178 32 4 9 269 

百分比 17.1％ 66.2％ 11.9％ 1.5％ 3.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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