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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台灣國小學童營養健康狀況調查 2001-2002」之年滿 6 歲且小於

13 歲之國小學童，共 2417 名之資料進行分析。以自編之量表評估學童之飲食營

養知識、態度與行為，研究結果經由加權處理以代表全國國小學童，以百分比、

平均數、標準誤、t-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相關分析等方法進行分析。結果

發現：學童的營養知識尚可，但對「各類食物的功能」及「飲食與疾病的關係」

知識欠佳，高年級段學童對每日飲食需要量瞭解不足；在態度方面，部分學童的

選食態度不夠正向，傾向不同意「因為飲食可能影響健康，所以在選食時應以健

康為首要考量，在口味或享受上做一些犧牲」；在行為方面，學童之外因及情緒

性進食情形不嚴重，但是選食及關心營養行為不夠積極，許多學童不會以食物成

分或其對健康的影響做選擇食物的考量。整體看臺灣地區 4-6 年級學童節制飲食

行為情形並不嚴重，但有相當比例的學童已經怕胖，且因為怕胖而採取一些節制

行為，只是出現頻率尚不高。在一般飲食習慣方面，1-3 及 4-6 年級學童每天吃

午餐和晚餐的比例均在九成以上，但是每天吃早餐只有八成左右。學童的早餐和

晚餐多是由家人準備，午餐則大多由學校供應或外訂便當，值得注意的是在 1-3

年級學童已有 1/10 是自己準備早餐，4-6 年級則有 1/4 自己準備早餐。本研究探

討了不同年級、性別及居住地者飲食營養知識、態度和行為的差異，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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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年級學童比 1-3 年級學童在營養知識、態度、行為的表現好；男女生在飲食

營養知識和態度的得分上無差異，只有飲食行為女童略優於男童；山地地區學童

在營養知識、態度及行為的表現明顯地較其他地區差，在飲食行為的表現，在低

年級段東部及澎湖地區學童也有比其他地區稍差的傾向，但是在節制飲食行為卻

是澎湖地區的 4-6 年級學童比其他地區學童最不常表現此種行為。現學童飲食營

養知識、態度與行為間具有正相關性。 

 
關鍵字：學童、營養知識、營養態度、飲食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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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隨著社會變遷，國人的飲食習慣、飲食行為逐漸改變，外食、速食、非傳統

性食品及飲食方式漸趨增加，以往所遭遇到的營養不足、飲食衛生不佳等問題，

已漸轉變成營養不均衡、飲食習慣不佳等問題。在國內外的調查發現，隨著兒童

的年齡增加，每天吃早餐的比例隨之降低，且多獨自吃早餐(1, 2, 3)，不吃早餐對

兒童的學習注意力可能造成影響(3, 4)。兒童在各類食物的攝取方面，蔬果(2, 4, 5, 6, 7, 

8)及奶類食物(1, 4, 9)的攝取未達建議值，但在零食、速食、甜飲料的攝取比例增加

(1, 5, 9,10)，這類高熱量、低營養價值食物的攝取除了會取代其他富含營養素食物的

攝取外(9)，長期攝取也可能造成肥胖、高血脂、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4, 11, 12)。

各國的調查研究結果也已顯示，兒童的過重情形正顯著的上升，肥胖的盛行率也

以令人擔憂的速度增加(13, 14, 15, 16)，兒童的飲食營養健康問題已不容忽視。 

兒童期階段正是飲食行為建立的時期，不良的飲食行為可能導致不利於健康

的後果，飲食行為的形成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飲食營養知識與態度的狀況是重

要影響因素，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為探討國小學童的飲食營養知識、態度及行為

的現況，期能提供兒童飲食行為影響因素的相關資訊，以作為營養教育政策制訂

的參考。 

 

材料與方法 

 

壹、研究樣本 

本研究是以民國九十年九月至九十一年六月止在台灣地區進行的「台灣國小

學童營養健康狀況調查 2001-2002」(17)資料進行分析。該研究以分層多段隨機集

束抽樣法進行取樣，將台灣以特殊族群、地理位置分出客家、山地、東部、澎湖

四層，再將台灣其他地區分成北中南三地區，北中南地區再以人口密度各分三

層，共分得 13 層。每一層抽出 8 所學校，共得 104 個學校，在各抽中學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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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簡單隨機法於每一年級隨機抽樣 4 人，每校抽出 24 名學生，共抽樣 2496

名學生。共完成 1-3 年級學童 1199 名，男生 654、女生 545 名，4-6 年級學童 1218

名，男生 642 名，女生 576 名，合計共 2417 名個案。 

 

貳、調查工具與測量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之調查工具為「飲食營養知識、態度與行為問卷」。以下分別

介紹該問卷中的「飲食營養知識量表」、「飲食營養態度量表」、「飲食行為量表」

及「節制飲食行為量表」，及「一般進食習慣」，並針對本研究調查工具之信度檢

定加以說明。 

 

一、飲食營養知識量表 

飲食營養知識量表共分為「食物含有的營養素」、「各類食物的功能」、「飲食

與疾病的關係」、「食物營養含量比較」、「均衡飲食—選食技巧、食物的需要性、

一般概念」等七個主題，但「食物含有的營養素」和「均衡飲食—食物的需要性

及需要量」中有關「六大類食物每日需要量」的問題，僅評估 4-6 年級之學童。

計分方式為每答對一題得 1 分，答錯或不知道、不願答則為 0 分。 

「食物含有的營養素」共計 5 題，評量學童對於食物中所含有的營養素之認

知程度，僅用於國小 4-6 年級。得分介於 0-5 分。 

「各類食物的功能」共計 5 題，分別評量國小學童對於六大類食物之主要功

能的認知，得分介於 0-5 分。 

「飲食與疾病的關係」共計 5 題，主要為評量對脂肪、纖維、鹽、鈣質與心

臟病、肥胖、大腸癌、高血壓、骨質疏鬆間之關係的瞭解，得分介於 0-5 分。 

「食物營養含量比較」共計 13 題，分別評量對食物中各營養素含量的瞭解，

包括脂肪、纖維、鈣質、熱量、鹽分等項目，得分介於 0-13 分。 

「均衡飲食—選食技巧」共計 6 題，以三個小朋友攝取的食物內容為例，評

估國小學童對於較健康的飲食內容組成以及選食技巧的瞭解程度，得分介於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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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均衡飲食—食物的需要性及需要量」，此部分問題在 1-3 學童卷及 4-6 學

童卷中有些許的差異，1-3 年級的問題中只包含六大類食物及糖和營養補充劑的

需要性問題，共 8 題，評估學童對於上述食物是否需要每日攝取的認知；4-6 年

級學童卷增加了「食物的需要量」的題目，評估對於六大類食物每日建議攝取量

的認知程度，共 6 題。故此部分 1-3 年級卷得分介於 0-8 分，4-6 年級卷得分介

於 0-14 分。 

「均衡飲食—一般概念」共計 6 題，評估學童對於均衡攝取三餐、零食和飲

料的攝取、均衡飲食與營養、健康間關係的認知，得分介於 0-6 分。 

將以上各大題的得分加總後，為營養知識總分，1-3 年級卷得分介於 0-43 分，

4-6 年級卷得分介於 0-54 分，得分愈高表營養知識愈佳。 

 

二、飲食營養態度量表 

營養態度量表共計 18 題，為三點量表，選項分為「贊成」，「不一定」，「不

贊成」，分別給 1 至 3 分，第 1、7、18 題採反向計分。回答「不知道」和「不願

答」者亦視為中立答案，得 2 分。 

因素分析飲食營養態度量表得到兩個面向，分別是「均衡飲食態度」和「選

食態度」，共可解釋 18.7%的變異量。「均衡飲食態度」分量表共計 13 題，得分

介於 13-39 分，得分愈高，代表對愈肯定均衡飲食。「選食態度」分量表共計 5

題，得分介於 5-15 分，得分愈高，代表選食態度愈正向。  

 

三、飲食行為量表 

飲食行為量表共計 16 題，為三點量表，回答「常常」得 1 分，「有時候」得

2 分，「很少或從不」得 3 分，第 2、3、4、13、14、15 題採反向計分。回答「不

知道」和「不願答」者均視為中立答案，得 2 分。 

因素分析得到兩個面向，分別是「選食與關心營養行為」和「外因及情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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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食行為」，共可解釋 19.8%的變異量。「選食與關心營養行為」分量表共計 6 題，

得分介於 6-18 分，得分愈高代表愈關心飲食營養對健康的影響。「外因及情緒性

進食行為」分量表共計 10 題，得分介於 10-30 分，得分愈高，代表愈不常因外

在或情緒因素的影響而進食。 

 

四、節制飲食行為量表 

節制飲食行為量表共計 10 題，僅評估 4-6 年級學童。為三點量表，回答「常

常」得 3 分，「有時候」得 2 分，「很少或從不」得 1 分，得分愈高表示愈會擔心

自己變胖、常採用一些節制飲食行為避免肥胖或有失控行為。 

 

五、一般進食習慣 

（一）餐點攝取 

為瞭解國小學童是否規律用餐，以及是否有吃點心及宵夜的習慣，詢問學童

早餐、早點、午餐、午點、晚餐和宵夜的攝取頻率，回答選項為「每天吃」、「常

常吃」、「有時吃」、「很少吃」、「不吃」五項。 

 

（二）餐點來源 

為瞭解國小學童飲食來源，詢問學童早餐、早點、午餐、午點、晚餐及宵夜

是誰準備的，回答的選項包括「自己準備」、「家人準備」、「學校廚房做的」、「學

校外包訂便當」、「安親班」、「不吃」及「其他」等七項。 

 

六、飲食營養知識、態度、行為、節制飲食行為量表之信度檢定 

為了衡量本研究所使用之飲食營養知識、飲食營養態度、飲食行為、節制飲

食行為量表之信度，以 Cronbach α分析求得量表之內部一致性，並以部分樣本

進行重複測試，由兩次測試之相關求得重測信度。重複測試的間隔時間為二至四

星期，有效樣本數共有 92 人。各量表之 Cronbach α係數及重測信度結果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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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示，除選食態度分量表之α係數和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為分量表之重測信度

偏低外，其他多在 0.6 以上。選食態度分量表α係數偏低但重測信度尚佳，顯示

此態度分量表的項目雖是經因素分析分出來屬於同一因素，但各個項目評估的內

容由心理層面看並不是一致的；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為分量表之α係數上加但重

測信度偏低，可能顯示學童此種行為並不穩定，會隨時間發生變化。 

 
表一  國小學童飲食營養知識、態度、行為量表之信度係數 

 1-3 年級 4-6 年級 

各總量表及其分量表名稱 重測信度

N=45 

Cronbach α

N=1199 

重測信度 

N=47 

Cronbach α

N=1218 

飲食營養知識總量表 0.62 0.72 0.86 0.76 
飲食營養態度總量表 0.65 0.68 0.73 0.65 

均衡飲食態度分量表 0.56 0.72 0.73 0.69 
選食態度分量表 0.60 0.27 0.67 0.29 

飲食行為總量表 0.58 0.63 0.67 0.64 
選食與關心營養行為分量表 0.63 0.62 0.61 0.65 
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為分量表 0.45 0.67 0.69 0.66 

節制飲食行為量表 - - 0.80 0.83 

 

參、資料處理 

在「台灣國小學童營養健康狀況調查 2001-2002」中，地區的分層共計 13

層，若以此分層進行資料分析較為繁複，因此本研究將客家、山地、東部、澎湖

以外的九個地區依人口密度予以合併縮減為「城市」及「鄉村」兩個層級，分別

為：將北部第一層、北部第二層、中部第一層、南部第一層及南部第二層合併為

「城市」；將北部第三層、中部第二層、中部第三層及南部第三層合併為「鄉村」。 

本研究之各項資料係採用 SAS 8.2 版套裝統計軟體進行分析，以百分比呈現

回答狀況，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法比較不同年級段、性別、地區別學童的差異性，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學童飲食營養知識、態度、行為間之相關性。為使研究資

料具有全國代表性，本研究除了積差相關結果以外的所有數據均針對各性別、年

齡層及地區層使用 SUDAAN 進行加權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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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本研究的結果分為六部份，依飲食營養知識現況、飲食營養態度現況、飲食

行為評量結果、節制飲食行為評量結果、其他飲食營養相關行為及飲食營養知

識、態度、行為間的相關性。因 1-3 年級學童之飲食營養知識問卷題目較 4-6 年

級學童少 11 題，且部分知識題目的主旨雖相同，但用詞較口語化，因此在結果

分析將 1-3 年級和 4-6 年級樣本分開呈現。 

 

壹、國小學童飲食營養知識現況 

一、依不同年級段樣本分析 

國小學童飲食營養知識得分情形如表二所示，從飲食營養知識總量表之平均

得分率來看，國小學童飲食營養知識尚可，不論是 1-3 或 4-6 年級學童的得分率

均約七成。分別看七個主題，1-3 年級學童在「飲食與疾病的關係」的表現最差，

其次是「各類食物的功能」；4-6 年級學童得分率最低的是「均衡飲食--食物的需

要量」，得分率僅 47.9%，其次是「各類食物的功能」，得分率 59.1%。 

    比較兩個年級段的平均得分，4-6 年級學童在總量表及「飲食與疾病的關

係」、「食物中營養含量的比較」、「均衡飲食--選食技巧」、「均衡飲食--食

物的需要性」、「均衡飲食--一般」等五個主題的得分顯著高於 1-3 年級學童，

但是在「各類食物的功能」這個主題，兩個年級段的得分並無顯著差異。 

以下就營養知識七個主題的評量結果作進一步的分析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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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國小學童飲食營養知識量表得分情形 
 1-3 年級（N=1199） 4-6 年級（N=1218） 

大題 總分 Mean±SE 得分率(%) 總分 Mean±SE 得分率(%)

學童營養知識總量表-1a 43 28.9± 0.3* 67.3 43 32.6±0.3* 75.8 
學童營養知識總量表-2a - - - 54 38.5± 0.3 71.4 
各類食物含有的營養素 - - - 5 3.1± 0.1 61.4 
各類食物的功能 5 3.0± 0.1 59.5 5 3.0± 0.1 59.1 
飲食與疾病的關係 5 2.7± 0.1* 53.2 5 3.2± 0.1* 64.8 
食物中營養含量的比較 13 8.8± 0.1* 67.5 13 10.4± 0.1* 79.6 
均衡飲食--選食技巧 6 4.1± 0.1* 67.4 6 4.6± 0.1* 76.2 
均衡飲食--食物的需要性 8 6.1± 0.1* 75.6 8 6.2± 0.0* 77.9 

--食物的需要量 - - - 6 2.9±0.1 47.9 
均衡飲食--一般 6 4.4± 0.1* 73.6 6 5.2± 0.0* 87.4 

a總量表-1 為兩個年級段均有的題目，總量表-2 為僅供評估 4-6 年級學童的題目 
*表示 1-3 年級與 4-6 年級學童的平均得分有顯著差異 

 

（一）「各類食物含有的營養素」 

表三為「各類食物含有的營養素」主題的得分情形，此主題只詢問 4-6 年級

學童。由表三看出學童對此主題各題目的答對率差異甚大，由 41.3%至 92.9 %。

答對率超過八成的題目為：雞蛋、豆腐、魚肉、猪肉等蛋豆魚肉類食物是哪一種

營養素的主要來源（79.7%）、蔬菜類和水果類是哪一種營養素的主要來源

（92.9%），但其他三題的答對率均不到一半，分別為：我們要怎樣才能獲得身體

需要的能量或熱量（48.6%）、下面哪一種營養素可以提供能量或熱量（41.3%）、

米飯、麵或饅頭等五穀根莖類食物是哪一種營養素的主要來源（44.3%）。 

由上可知，4-6 年級學童對於蛋豆魚肉類、蔬菜類、水果類所含的主要營養

素之認知佳，但對於五穀根莖類所含的主要營養素及身體能量來源的認知差。進

一步看學童選答錯誤的情況（資料未呈現），認為五穀根莖類的主要營養素是蛋

白質或脂肪分別有 29.7%和 22.0%。4-6 年級學童對於身體如何獲得能量以及提

供能量的營養素為何亦不甚瞭解，有高達四成九的 4-6 年級學童回答是由運動獲

得身體所需的能量，約四成的 4-6 年級學童則認為維生素是能量的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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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4-6 年級國小學童「各類食物含有的營養素」得分情形            N=1218 
題目 得分率(%) 

1.我們要怎樣才能獲得身體需要的能量或熱量？ 
(1)運動(2)穿衣服(3)吃東西 

48.6 

2.下面哪一種營養素可以提供能量或熱量？ 
(1)維生素(2)礦物質(3)醣類 

41.3 

3.雞蛋、豆腐、魚肉、猪肉等蛋豆魚肉類食物是哪一種營養素的主要來源？

(1)醣類(2)脂肪(3)蛋白質 
79.7 

4.米飯、麵或饅頭等五穀根莖類食物是哪一種營養素的主要來源？ 
(1)醣類(2)蛋白質(3)脂肪 

44.3 

5.蔬菜類和水果類是哪一種營養素的主要來源？ 
(1)脂肪(2)蛋白質(3)維生素 

92.9 

註：畫底線者為正確答案     

 

（二）「各類食物的功能」 

表四為「各類食物的功能」主題的得分情形。1-3 年級學童及 4-6 年級學童

對本主題的平均答對率均只接近 60%，在五個題目中，有二至三個題目的答對率

均不及 60%，顯示學童對這部分的知識欠佳。兩個年級段在此主題的五個題目中

只有兩題的得分有顯著差異，且其中一題是 1-3 年級得分高於 4-6 年級。 

1-3 及 4-6 年級學童答對率最低的題目為：沙拉油、奶油等油脂類食物的主

要功能（32.9%，39.8%），牛奶或羊奶等奶類食物的主要功能（49.3%，51.9%）。

分別有 17.1%、27.9%的 1-3 年級學童與 4-6 年級學童認為油脂類食物主要功能是

強壯體格，另各有 39.8%、25.7%的學童認為是製造血液，並分別有 10.3%、6.7%

的學童回答不知道。在奶類食物的主要功能，分別有 38.2%、41.7%的學童認為

是產生活動的體力。在此主題答對率最高的是蛋豆魚肉類食物的主要功能，是幫

助生長，不過令人不解的是 4-6 年級學童此題的得分（答對率 77.2%）顯著低於

1-3 年級學童（答對率 84.9%），有 19.4%的 4-6 年級學童認為其功能是強壯骨骼。 

 

（三）「飲食與疾病的關係」 

表五為「飲食與疾病的關係」主題的得分情形。在所有營養知識主題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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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學童對此主題的認知最差，平均答對率只有 53.2%，且在五個題目中，有三

題的答對率未達一半。4-6 年級學童對此主題的認知程度尚可，平均答對率為

64.8%，只有一題的答對率未及 50%。兩個年級段在此主題的五個題目中有三題

的得分達顯著差異，且均是 4-6 年級高於 1-3 年級。 

1-3 及 4-6 年級學童答對率最差的題目相同，是預防大腸癌的方法，答對率

分別只有 13.3%和 23.8%，此題答對率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學童根本不知道什麼 

是大腸癌，有高達 80.9 %的 1-3 年級學童和 62.7%的 4-6 年級學童表示未曾聽過

大腸癌。在此主題中，1-3 年級學童對於飲食與高血壓及骨骼健康的認知也不佳， 

 
表四 國小學童「各類食物的功能」得分情形                  N=1199、1218 

得分率(%) 題目 
（括號中為 1-3 年級學童卷之用詞） 1-3 年級 4-6 年級

1.米飯、麵或饅頭等五穀根莖類食物的主要功能是： 
(1)產生活動的體力(2)強壯骨骼(3)製造血液 
（我們吃米飯、麵麵或饅頭等五穀根莖類食物，對我們的主要

幫助是：(1)產生活動的體力(2)使牙齒、骨頭強壯(3)製造血液）

61.4 57.2 

2.牛奶或羊奶等奶類食物的主要功能是： 
(1)使呼吸順暢(2)使牙齒堅固(3)產生活動的體力 
（我們喝牛奶或羊奶等奶類食物，對我們的主要幫助是：(1)使
呼吸順暢(2)使牙齒、骨頭強壯(3)產生活動的體力） 

49.3 51.9 

3.沙拉油、奶油等油脂類食物的主要功能是： 
(1)強壯骨骼(2)產生活動的體力(3)製造血液 
（我們吃沙拉油、奶油等油脂類食物，對我們的主要幫助是：

(1)使牙齒、骨頭強壯(2)產生活動的體力(3)製造血液） 

32.9* 39.8* 

4.蔬菜類和水果類食物的主要功能是： 
(1)調節身體的功能(2)產生活動的體力(3)強壯骨骼 
（我們吃蔬菜和水果對我們的主要幫助是：(1)使身體各種功能

正常(2)產生活動的體力(3)使牙齒、骨頭強壯） 

69.1 69.3 

5.雞蛋、豆腐、魚肉、猪肉等蛋豆魚肉類食物的主要功能是： 
(1)幫助生長(2)使呼吸順暢(3)強壯骨骼 
（我們吃蛋、豆、魚、肉類食物對我們的主要幫助是：(1)幫助

長大(2)使呼吸順暢(3)使牙齒、骨頭強壯） 

84.9* 77.2* 

註：畫底線者為正確答案    
*表示 1-3 年級與 4-6 年級學童平均得分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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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率分別為 49.6%和 48.3%。在飲食與高血壓的問題中，有 31.9%的 1-3 年級

學童表示未聽過高血壓，13.8%者回答吃太多維他命丸容易得高血壓。4-6 年級

學童雖有 63.7%答對此題，但也有 7.3%表示沒聽過高血壓，10.3%回答是因吃太

多維他命。值得注意的是，4-6 年級學童有 15.5%回答高血壓是因吃太多食物纖

維，1-3 年級學童只有 1.2%回答是因吃太多青菜（1-3 年級卷在該選項以青菜取

代食物纖維），由此可推測大部分學童應瞭解青菜是對身體有益的食物，所以不

會認為他是導致疾病的原因，但當以食物纖維選項呈現時，學童可能因沒聽過食

物纖維或不認識食物纖維的功能，而猜選此答案。在飲食與骨頭強壯方面，兩個

年級段的答對率差異最大，1-3 年級學童只有 48.3%答對，但有 82.1%的 4-6 年級

答對。有 13.3%的 4-6 年級學童回答骨骼不強壯是因吃太少食物纖維，有高達

35.4%的 1-3 年級學童回答是因為吃太少青菜，14.2%則回答是吃太少鹽。飲食與

心臟病的關係，兩個年級段的得分沒有顯著差異，答對率均約六成五。在飲食與 

 

表五  國小學童「飲食與疾病的關係」得分情形                 N=1199、1218 
得分率(%) 題目 

（括號中為 1-3 年級學童卷之用詞） 1-3 年級 4-6 年級

1.下面哪一種情形，容易得心臟病？ 
(1)吃太多脂肪(吃太多肥肉)(2)吃太多食物纖維(吃太多水果)(3)
吃太多維他命(吃太多飯)(4)沒聽過 

64.6 63.8 

2.下面哪一種情形，可以預防大腸癌？ 
(1)多吃一點鈣質(多吃一點維他命丸)(2)多吃一點食物纖維(多
吃一點青菜)(3)多吃一點糖(多吃一點飯)(4)沒聽過 

13.3* 23.8* 

3.下面哪一種情形，容易得高血壓？ 
(1)吃太多食物纖維(吃太多青菜) (2)吃太多維他命(3)吃太多鹽

(吃太多鹹的東西)(4)沒聽過 

49.6* 63.7* 

4.下面哪一種情形，容易變胖？ 
(1)吃太多鹽(2)吃太多食物纖維(吃太多青菜) (3)吃太多脂肪(吃
太多薯條) 

90.2 90.5 

5.下面哪一種情形，容易使骨頭不強壯？ 
(1)吃太少鈣質(吃太少牛奶)(2)吃太少鹽(3)吃太少食物纖維(吃
太少青菜) 

48.3* 82.1* 

註：畫底線者為正確答案    *表示 1-3 年級與 4-6 年級學童平均得分有顯著差異 



台灣國小學童飲食營養知識、態度與行為調查 

 

83 

疾病主題中，學童答對率最高的是肥胖問題，兩個年級段學童均有 90%左右能正

確選出吃太多脂肪是造成肥胖的原因。 

 

（四）「食物營養含量比較」 

表六為「食物營養含量比較」主題之得分情形，整體來看學童對此主題的認

知尚佳，1-3 年級學童平均答對率為 67.5%，4-6 年級學童為 79.6%。進一步看此

主題各題目，發現 1-3 年級學童對各題的答對率差異甚大，為 22.8%至 86.6%，

4-6 年級的各題答對率差異較小，為 66.7%-95.6%。兩個年級段在此主題十三個

題目中有十一題的得分有顯著差異，除其中有一題是 1-3 年級得分高於 4-6 年級

外，其他題目均是 4-6 年級高於 1-3 年級。 

在 1-3 年級答對率最低的題目是糙米飯、白米飯、稀飯哪一種可以幫助大便

（22.8%），脫脂牛奶、全脂牛奶、巧克力牛奶哪一種含的脂肪最少（34.5%），

學童在這二題回答不知道的比例也比較高，分別有 7.4%、5.1%。4-6 年級在此主

題的各題目答對率幾乎都高於 70%，顯示他們能比較出各類食物營養的差異。4-6

年級學童有二題題目的答對率顯著低於 1-3 年級學童，分別為比較養樂多、優酪

乳、純鮮奶，以及豆花、果凍、蒸蛋的營養價值，由於此二題在兩個年級段的用

詞不同，4-6 年級是問「哪一種食物提供很多熱量，可是其他營養比較少？」，1-3

年級則是問「哪一種食物吃了對身體健康幫助比較小？」，可能因此使 4-6 年級

之題目變難，故答對率反而比較低。其中有 21.5%和 8.7%的 4-6 年級學童認為優

酪乳或純鮮奶的營養不及養樂多，10.4%和 11.7%者認為豆花或蒸蛋的營養不及

果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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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國小學童「食物營養含量比較」得分情形                  N=1199、1218 
得分率(%) 題目 

（括號中為 1-3 年級學童卷之用詞） 1-3 年級 4-6 年級

1.下面哪一種食物含的脂肪或油最多？ 
(1)烤雞腿(2)炸雞腿(3)滷雞腿 

62.0* 86.3* 

2.下面哪一種食物含的脂肪或油最多？ 
(1)烤魚(2)蒸魚(3)煎魚 

61.1* 78.1* 

3.下面哪一種食物含的脂肪或油最少？ 
(1)全脂牛奶(2)脫脂牛奶(3)巧克力牛奶 

34.5* 66.7* 

4.下面哪一種食物含的脂肪或油最少？ 
(1)洋芋片(2)蘇打餅乾(3)鮮奶油蛋糕 

56.9* 82.0* 

5.下面哪一種食物含的脂肪或油最少？ 
(1)饅頭(2)水煎包(3)蔥油餅 

85.9* 95.6* 

6.下面哪一種食物含的食物纖維最多？(下面哪一種食物最可以幫

助大便？) 
(1)肉(2)蛋(3)蔬菜 

78.9* 84.2* 

7.下面哪一種食物含的食物纖維最多？(下面哪一種食物最可以幫

助大便？) 
(1)糙米飯(2)白米飯(3)稀飯 

22.8* 70.9* 

8.下面哪一種食物含的食物纖維最多？(下面哪一種食物最可以幫

助大便？) 
(1)橘子汁(2)橘子(3)橘子汽水 

73.2 76.1 

9.下面哪一種食物含的鈣質最多？(下面哪一種食物最可以使牙齒

和骨頭堅固？) 
(1)蛋(2)純鮮奶(3)牛肉 

67.9* 73.8* 

10.下面哪一種食物提供很多熱量，可是其他營養比較少？(下面哪

一種食物吃了對身體幫助比較小？) 
(1)養樂多(2)優酪乳(3)純鮮奶 

82.0* 68.4* 

11.下面哪一種食物提供很多熱量，可是其他營養比較少？(下面哪

一種食物吃了對身體幫助比較小？) 
(1)豆漿(2)可樂(3)純果汁 

86.6 84.5 

12.下面哪一種食物提供很多熱量，可是其他營養比較少？(下面哪

一種食物吃了對身體幫助比較小？) 
(1)豆花(2)果凍(3)蒸蛋 

83.4* 76.7* 

13.下面哪一種食物含的鹽最多？ 
(1)巧克力餅乾(2)小泡芙(3)洋芋片 

81.8* 92.0* 

註：畫底線者為正確答案    *表示 1-3 年級與 4-6 年級學童平均得分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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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均衡飲食—選食技巧」 

表七為「均衡飲食—選食技巧」主題之得分情形。整體來看學童對此主題的

認知尚佳，兩個年級段的學童在本主題的平均答對率為 1-3 年級 67.4%和 4-6 年

級 76.2%。在本主題六個題目中兩個年級段在相同的兩個題目的答對率偏低。兩

個年級段在此主題六個題目中有四題的得分有顯著差異，均是 4-6 年級高於 1-3

年級。 

在學童答對率偏低的題目，「小明要怎麼改會更健康」答對率最低，兩個年

級段都約為五成，且分別有高達 46.7%與 44.1%的 1-3 年級及 4-6 年級學童認為

要加一碗飯才會更健康，可能學童認為吃泡麵是不健康的，所以應該改成吃飯才

是健康的，所以選擇加一碗飯。另外答對率很低的是「小玉要怎麼改會更健康」，

分別有 49.0%、36.8%的 1-3 年級及 4-6 年級學童認為加一粒蛋會更健康，在「食

物營養含量比較」部分看出學童並不瞭解糙米飯的營養價值，可能也不瞭解蛋豆

魚肉類也只要適量即可，只是因為知道蛋是很好的食物，所以就選擇加一個蛋這

個答案。整體而言，學童們多可分辨出三個人物中較健康的飲食型態（答對率各

為 94.4%，99.0%），對較健康的食物替換上也有相當的認知，但對於再進一步的

選食技巧以及六大類食物均衡攝取的概念略嫌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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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國小學童「均衡飲食—選食技巧」得分情形             N=1199、1218 
選食技巧回答例題 
小明、小華、小玉三個人，昨天分別在以下的地點吃了他們的午餐： 

小明：在家裡吃了：泡麵一碗＋紅茶一杯＋果凍＋芭樂半個 
小華：在速食店吃了：炸雞一塊＋薯條一包＋玉米一條＋汽水一杯 
小玉：在自助餐店吃了：白飯一碗＋肉絲炒青菜＋蕃茄炒蛋＋蘋果一粒 

得分率(%) 題目 

1-3 年級 4-6 年級

1.這三位小朋友中，誰吃的最健康？ 
(1)小明(2)小華(3)小玉 

94.4* 99.0* 

2.a.小明要怎麼改會更健康？ 
(1)加一個蛋(2)加一碗飯(3)加一個麵包 

46.3 50.3 

2.b.紅茶換成：(1)奶茶(2)鮮奶(3)柳橙汁 85.8 87.0 
3.a.小華要怎麼改會更健康？ 
汽水換成：(1)奶昔(2)紅茶(3)柳橙汁 

65.1* 79.2* 

3.b.炸雞換成：(1)漢堡(2)生菜沙拉(3)蘋果派 67.4* 81.4* 
4.小玉要怎麼改會更健康？ 

(1)加一塊炸雞(2)加一粒蛋(3)白飯改成糙米飯 
45.7* 60.6* 

註：畫底線者為正確答案    *表示 1-3 年級與 4-6 年級學童平均得分有顯著差異 

 

（六）「均衡飲食—食物的需要性及需要量」 

表八為「均衡飲食—食物的需要性及需要量」主題的得分情形。此主題分為

兩個部分，第一部份是關於五穀根莖類食物、奶類食物、蛋豆魚肉類食物、油脂

類食物、蔬菜類食物、水果類食物、糖、營養補充劑的每日需要性問題，共計 8

題，第二部分是關於六大類食物每日攝取需要量的問題，共計 6 題，第二部分的

問題只詢問 4-6 年級學童。 

1.「均衡飲食—食物的需要性」 

在第一部份關於食物的每日需要性問題，1-3 及 4-6 年級學童的平均答對率

均在七成五以上，對此主題的大多數題目的答對率也在八成以上，顯示學童多數

已瞭解各類食物的需要性。兩個年級段在八個題目中有五個題目的平均得分有顯

著差異，除其中有一題是 1-3 年級得分高於 4-6 年級外，其他題目均是 4-6 年級

高於 1-3 年級。 

以各類食物來看，學童最清楚的是每天都要攝取蔬菜類和水果類，兩個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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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對此二題的答對率均在九成以上；其次是五穀根莖類、奶類和蛋豆魚肉類，答

對率也多有八成。在六大類食物中學童唯一答對率低的題目為油脂類食物的需要

性，分別只有 27.9%的 1-3 年級學童，26.4%的 4-6 年級學童認為每天需要吃此類

食物，且分別有 70.3%、72.7%的 1-3 年級學童與 4-6 年級學童認為不需每天攝取

油脂類食物。這可能是因一般大眾傳媒所傳播的訊息多強調高油脂或脂肪食物是

不健康的，鮮少提及脂肪對人體的功能，導致學童認為油脂類食物不是每天必須

的食物。 

在營養補充劑的需要性方面，1-3 年級與 4-6 年級答對率分別是 52.7%、

61.1%，另有 44.0%、37.3%的學童認為每天應攝取營養補充劑。可能因為近來健

康意識抬頭，健康食品、保健食品等產品充斥，一些家長也會要兒童吃營養補充

劑，所以使得學童認為每天應該攝取營養補充劑。另外較特別的是，有一成以上

學童認為每天都應該吃一些糖，且 4-6 年級學童（18.5%）明顯高於 1-3 年級學

童（10.4%）。 

2.「均衡飲食—食物的需要量」 

針對 4-6 年級學童對每日食物攝取需要量的問題，結果顯示學童對此部分的

瞭解甚差，在六個題目中，只有二個題目的答對率高於或近 60%，分別是水果類

（69.0%）和奶類（57.5%）。正確回答有關五穀根莖類、蛋豆魚肉類、蔬菜類和

油脂類每日需要量問題的僅約四成左右。為了避免題目設計影響回答，在這部分

題目的設計均採用每日建議份量，故正確答案均是「剛剛好」。進一步看學童的

選答狀況，發現除了蔬菜類和水果類，學童認為題目中所敘寫的食用量是不足的

外，對於其他各類食物大部分 4-6 年級學童所認知的需要量均低於衛生署的建議

量，不知道是否因經常強調要多吃蔬菜水果使然。有 54.4%及 24.1%的學童認為

一天吃 2 份蔬菜和水果是不夠的，有 60.1%的學童認為一天吃 2 大匙油脂類是太

多了，41.9%的學童認為一天吃 4 碗五穀根莖類是太多，38.2%的學童認為一天

吃 3 份蛋豆魚肉類是太多的，34.4%的學童認為一天吃 2 份奶類太多了。 

 



林薇、楊小淇、杭極敏、潘文涵 

88 

表八 國小學童「均衡飲食—食物的需要性」得分情形           N=1199、1218 
得分率(%) 題目 

1-3 年級 4-6 年級

1.你覺得小朋友每天都應該吃五穀根莖類食物嗎？ 84.2* 88.8* 
2.你覺得小朋友每天都應該吃奶類食物嗎？ 83.2 82.3 
3.你覺得小朋友每天都應該吃蛋、豆、魚或肉類食物嗎？ 77.6* 88.2* 
4.你覺得小朋友每天都應該吃油脂類食物嗎？ 27.9 26.4 
5.你覺得小朋友每天都應該吃蔬菜嗎？ 97.4 98.5 
6.你覺得小朋友每天都應該吃水果嗎？ 92.8* 97.3* 
7.你覺得小朋友每天都應該吃一些糖嗎？ 89.1* 80.7* 
8.你覺得小朋友每天都應該吃營養補充劑嗎？ 52.7* 61.1* 
9.小強一天中吃的五穀根莖類：飯 2 碗、饅頭 1 個、麵包 1 個是

否足夠？(1)太少 (2)剛剛好(3)太多 
- 44.2 

10.小強一天中吃的蛋豆魚肉類：荷包蛋 1 個、棒棒腿 1 隻、猪

排 1 片是否足夠？(1)太少(2)剛剛好(3)太多 
- 41.0 

11.小強一天中吃的蔬菜：炒青菜 1 碗是否足夠？ 
(1)太少(2)剛剛好(3)太多 

- 39.8 

12.小強一天中吃的水果：蘋果 1 個、柳丁 1 個是否足夠？(1)太
少(2)剛剛好(3)太多 

- 69.0 

13.小強一天中吃的奶類：牛奶 1 盒、小瓶優酪乳 2 瓶是否足夠？

(1)太少(2)剛剛好(3)太多 
- 57.5 

14.小強一天中吃的油脂類：從炒的菜裡面吃到 2 大匙的油是否

足夠？(1)太少(2)剛剛好(3)太多 
- 36.2 

註：畫底線者為正確答案    *表示 1-3 年級與 4-6 年級學童平均得分有顯著差異 

 

（七）「均衡飲食—一般概念」 

表九為「均衡飲食—一般概念」主題的得分情形，1-3 年級與 4-6 年級學童

對一般的飲食概念認知尚佳，平均答對率各在 73.6%、87.4%。分別有 83.5%和

97.0%的學童知道早餐的重要性，是不能由其他餐次補過來。有七成至九成左右

的學童知道零食和可樂、汽水、珍珠奶茶等飲料不利於健康，另有六至七成的

1-3 年級學童及八成以上的 4-6 年級學童知道身體健康與飲食營養間具有關係。 

 

二、依不同性別、地區別比較 

表十為不同性別、地區別國小學童之飲食營養知識總量表的平均得分及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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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結果，不同性別之 1-3 年級學童和 4-6 年級學童其飲食營養知識總量表得

分皆無顯著差異，但不同地區者則有顯著差異。居住在城市、鄉村、客家、東部

和澎湖地區的學童，飲食營養知識的得分均較居住於山地地區的學童得分高；在

1-3 年級，城市地區學童也比澎湖地區要高，而 4-6 年級則無此差異。 

 

表九  國小學童「均衡飲食—一般概念」得分情形              N=1199、1218 
得分率(%) 題目 

1-3 年級 4-6 年級

1.早餐沒吃沒關係，從其他餐補過來就可以了。 83.5* 97.0* 
2.一個人只要三餐都照常吃，吃零食並不會影響他的健康。 70.0* 82.8* 
3.喝可樂、汽水、珍珠奶茶等飲料來解渴，比喝白開水解渴更有

益健康。 
85.3* 94.8* 

4.一個人只要吃得飽，就不會有營養的問題。 63.3* 82.5* 
5.一個人會不會生病，和他平常吃的東西並沒有關係。 71.1* 86.3* 
6.一個人將來身體健不健康，和他小時候吃東西的習慣有關係。 68.7* 81.2* 
*表示 1-3 年級與 4-6 年級學童平均得分有顯著差異 
 
表十  國小學童飲食營養知識得分與個人背景變項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項目 1-3 年級 N=1199 4-6 年級 N=1218 

 N Mean ± SE N Mean ± SE 
性別     
  (1)男 654 28.9±0.4 642 38.7±0.4 
  (2)女 545 28.9±0.4 576 38.4±0.4 
  n.s.  n.s. 
居住地     
  (1)城市 455 29.4±0.5 461 38.9±0.4 
  (2)鄉村 370 28.3±0.5 375 38.0±0.6 

(3)客家 95 29.2±1.4 94 39.0±1.4 
(4)山地 92 24.9±0.8 95 33.9±0.6 
(5)東部 96 28.0±1.0 95 38.0±0.8 
(6)澎湖 91 27.2±0.6 98 37.5±1.1 
  (1)>(6)>(4) 

(2)(3)(5)>(4) 
 (1)(2)(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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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小學童飲食營養態度現況 

一、依不同年級段樣本分析 

國小學童飲食營養態度各分量表得分及填答情形如表十一、表十二所示。由

飲食營養態度總量表之平均得分率來看，1-3 年級與 4-6 年級分別為 73.1%和

80.0%，若就各分量表看，1-3 年級及 4-6 年級學童在「均衡飲食態度」分量表的

平均得分率各為 79.2%、88.3%，故國小學童整體飲食營養態度及均衡飲食態度

和選食態度兩個面向均相當正向。但在選食態度之得分率分別是 60.8%和

63.3%，顯示學童的選食態度比較不夠積極正向。比較平均得分，均是 4-6 年級

學童得分顯著高於 1-3 年級學童，即高年級段學童比低年級段者更為正向。 

 

表十一  國小學童飲食營養態度量表得分情形 
 1-3 年級 N=1199 4-6 年級 N=1218 

量表 總分 Mean±SE 得分率
a(%) 總分 Mean±SE 得分率

a (%)

飲食營養態度總量表 54 44.3±0.3* 73.1 54 46.8±0.2* 80.0 
均衡飲食態度 36 31.0±0.2* 79.2 36 33.2±0.1* 88.3 
選食態度 18 13.3±0.1* 60.8 18 13.6±0.1* 63.3 

a
得分率經過調整，將各題計分 1、2、3 分調整為 0、1、2 分計算 

*表示 1-3 年級與 4-6 年級學童平均得分有顯著差異 
 

（一）均衡飲食態度 

表十二列出均衡飲食態度各題的選答情形，在十二個題目中，4-6 年級學童

除二題具有正向態度者略低外，其他各題均多在八成以上，1-3 年級學童也有逾

七成在十二個題目中有九題具有正向態度。1-3 年級及 4-6 年級學童具有正向態

度者共同偏低的題目是「吃得不正確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原因」，「廣告上的食物都

是好食物」，在 1-3 年級學童中，尚有一題是「食物好吃比健康重要」。在 1-3 年

級及 4-6 年級學童中均有二成不能確定「吃得不正確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原因」，

且分別有 18.1%及 7.2%不贊成這種說法。對於「廣告上的食物都是好食物」，多

數學童是不贊成或認為不一定，但也有近一成的 1-3 年級學童贊成這個說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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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五的 1-3 年級學童認為食物好吃比健康重要，但是 4-6 年級學童持這種想法

的就只有 11.2%。此外有一成以上 1-3 年級學童認為早餐沒吃可以由午或晚餐補

過來，小學生不用喝牛奶，喝可樂、汽水、奶茶等飲料解渴沒什麼不好，不過

4-6 年級學童贊成上述想法者多在 7%以下，顯示 4-6 年級學童在這方面的態度較

正向。 

 

（二）選食態度 

表十二列出選食態度六題的選答情形，就各題答題情形來看，學童在這個部

分的態度分歧性較高，各個題目選擇最正向的選項的人在 45%到 60%之間，且

都有約 20%者選擇中立選項－「不一定」，也有約 20%者選擇反向選項。有四成

左右的 1-3 年級及 4-6 年級學童不贊成「只要吃各種食物就足夠了，不需要另外

補充維他命或其他補品」，有二成五左右學童贊成太胖的人才需限制吃零食，另

有二成至三成的 1-3 年級學童以及一至二成的 4-6 年級學童贊成「吃東西時還要

想著怎麼吃才健康，是件麻煩的事」，「沒有必要為了健康而勉強吃不愛吃的東西

或把自己弄得不快樂」，「只要正常吃三餐，吃零食並不會影響健康」，顯示有四

成學童並不同意因為飲食可能影響健康，在選食時應以健康為首要考量，做一些

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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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國小學童飲食營養態度量表填答情形(%)        
  1-3 年級  N=1199 4-6 年級  N=1218 

 題目 贊成 不一定 不贊成 不知道 不願答 贊成 不一定 不贊成 不知道 不願答 

均衡飲食態度           

 1.吃得不正確，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原因。 58.3* 21.7 18.1 2.0 0 69.1* 23.3 7.2 0.3 0.1 

 3.只要吃飽就好了，吃什麼都沒關係。 16.7 15.8 66.7* 0.9 0 5.8 11.5 82.7* 0 0 

 4.吃東西時，好吃比營養重要！ 25.6 15.8 56.6* 2.0 0 11.2 13.1 75.6* 0.1 0 

 8.三餐有吃就好，有沒有吃蔬菜沒關係。 8.1 11.3 79.8* 0.7 0 2.3 7.8 89.9* 0 0.0 

 9.遇到不認識的食物，只管吃就好，不必知道它是什麼。 12.3 12.2 74.3* 1.2 0 3.4 9.4 87.1* 0.2 0 

 10.牛奶是給嬰兒喝的，所以小學生現在不用喝。 12.8 14.0 73.2* 0.1 0.0 3.1 8.1 88.9* 0 0 

 11.不想吃早餐就可以不要吃。 4.1 8.5 87.2* 0.2 0 1.7 6.6 91.6* 0.1 0.1 

 12.早餐沒吃沒關係，午餐或晚餐吃多一點就好了。 15.6 11.2 72.2* 1.1 0 5.6 7.0 87.4* 0.0 0.0 

 15.喝可樂、汽水、奶茶等飲料解渴，其實沒什麼不好。 11.0 14.8 73.0* 1.2 0 6.5 19.0 74.5* 0 0 

 16.廣告上的食物都是好食物。 9.9 35.6 52.4* 2.2 0 0.9 40.1 58.4* 0.6 0 

 17.水果不是三餐，所以不吃沒關係。 9.3 17.8 72.1* 0.8 0 3.3 14.7 82.0* 0 0 

 18.遇到不認識的食物，應該問別人它對健康好不好。 80.7* 8.6 8.2 2.5 0 87.4* 7.5 4.7 0.4 0 

選食態度           

 2.沒有必要為了健康，而勉強自己吃不愛吃的東西。 25.7 22.2 49.1* 3.0 0 17.8 22.6 58.9* 0.7 0 

 5.吃東西時，還要想著怎麼吃才健康，是件麻煩的事。 29.1 22.4 44.5* 4.1 0 17.4 22.5 59.5* 0.6 0 

 6.沒有必要為了吃得健康，而把自己弄得不快樂！ 20.4 19.2 58.0* 2.4 0 26.8 21.4 51.5* 0.3 0 

 7.只要吃了各種食物就足夠了，不必另外補充維他命或其他

補品。 

33.0* 21.6 43.0 2.4 0 27.2* 25.8 46.1 0.8 0.0 

 13.太胖的人，才需要被限制吃零食。 25.6 17.6 55.5* 1.3 0 24.3 27.3 48.3* 0.1 0 

 14.只要三餐正常吃，吃零食並不會影響自己的健康。 22.2 18.4 57.4* 2.1 0 13.7 21.4 65.0* 0.0 0 

*為計分 3 分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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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不同性別、地區別比較 

表十三是不同性別、居住地區之國小學童在飲食態度總量表及各分量表的得

分和差異性分析。不同性別之 1-3 年級或 4-6 年級學童，在飲食態度總量表及各

分量表的得分皆無顯著差異，但不同居住地者則有顯著差異。 

以飲食營養態度整體來看，無論是 1-3 年級或 4-6 年級學童，皆是居住於城

市、鄉村、客家以及澎湖等地區的學童比居住於山地地區的學童較為正向；而在

1-3 年級學童，城市及客家地區學童又比澎湖地區更為正向。 

以分量表看，均衡飲食態度也是居住於各地區的學童比居住於山地地區的學

童有較正向的態度；但是在選食態度方面，不同地區 4-6 年級學童並無顯著差異，

1-3 年級學童則只有城市、鄉村和客家地區學童比山地學童正向，東部和澎湖地

區學童和山地學童則無顯著差異。 

 

參、國小學童飲食行為評量結果 

一、依不同年級段樣本分析 

國小學童飲食行為總量表及各分量表得分及填答情形如表十四、表十五所

示。飲食行為總量表之平均得分率 1-3 年級與 4-6 年級學童分別為 57.5%和

59.7%，若就各分量表看，1-3 年級和 4-6 年級學童在「選食與關心營養行為」分

量表的平均得分率各為 40.8%、47.5%，在「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為」分量表的

平均得分率分別為 67.5%和 67.0%，因此學童選食與關心營養行為並不積極，在

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為並不嚴重。比較平均得分，4-6 年級學童在「飲食行為總

量表」及「選食與關心營養行為」分量表的得分顯著高於 1-3 年級學童，但在「外

因及情緒性進食行為」分量表則無差異。 

 

（一）選食與關心營養行為 

表十五列出選食與關心營養行為六題的選答情形，就各題答題情形來看，學

童在此部分的行為表現分歧，除了 4-6 年級學童在「遇到不知道的食物會問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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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行為表現尚積極外，學童們在其他題目選擇最正向選項的比例多在三成以

下，各有約三至四成者選擇中立選項－「有時候」或是反向選項。約六成 1-3 年

級與四成五 4-6 年級學童很少或從不因為自己的身材來決定吃不吃某種食物，五

成學童很少或從不注意報章雜誌傳媒裡有關食物和健康方面的資料，有五成 1-3

年級及三成 4-6 年級學童很少或從不看食品包裝上的說明來決定是否吃該食品，

三成左右者很少或從不問別人哪種食物對健康有幫助，或因食物是否有益健康來

決定吃不吃該食物，一至二成者很少或從不問不知道的食物的名字，顯示學童在

選食及關心營養行為不夠積極，多數學童不會以食物成分或其對健康的影響做選

擇食物的考量。 

 

（二）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為 

表十五列出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為的選答情形，十個題目中，學童有四題行為表

現尚稱正向，其他題目顯現正向行為者均在五成以下。學童行為表現比較正向

的，也就是比較少學童出現的行為是：不快樂的時候會吃東西，看到電視或廣告

中介紹好吃的東西會買，看到食物有贈品會買，有好表現時會要求食物做獎勵。

學童較常表現的行為是：把不喜歡吃的東西挑掉不吃、在看到或聞到好吃的東西

時會想要吃、會依自己的喜好來決定吃不吃某食物、當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時會

馬上吃它、看到別人吃東西時也會想吃、在無聊的時候會吃東西，顯示學童的進

食容易受到食物的出現及本身喜好、食物口味等因素的影響，而較少受到廣告、

贈品的影響；在情緒方面，無聊比不快樂容易引發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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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國小學童飲食營養態度得分與個人背景變項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N=1199 、1218 
項目  1-3 年級  Mean ± SE  4-6 年級  Mean ± SE 

 N 飲食營養態度 均衡飲食態度 選食態度 N 飲食營養態度 均衡飲食態度 選食態度 

性別         
  (1)男 654 44.1±0.3 30.9±0.2 13.2±0.1 642 46.7±0.2 33.2±0.1 13.5±0.1 
  (2)女 545 44.5±0.4 31.0±0.3 13.5±0.1 576 47.0±0.3 33.2±0.2 13.8±0.1 
  n.s. n.s. n.s.  n.s. n.s. n.s. 

居住地         
  (1)城市 455 44.7±0.3 31.4±0.3 13.3±0.1 461 46.8±0.3 33.2±0.2 13.6±0.1 
  (2)鄉村 370 43.7±0.5 30.4±0.4 13.3±0.2 375 46.9±0.3 33.2±0.2 13.7±0.1 

(3)客家 95 44.9±0.9 31.3±0.7 13.6±0.3 94 47.5±0.6 33.7±0.4 13.7±0.2 
(4)山地 92 39.8±0.6 27.4±0.5 12.4±0.2 95 43.8±0.4 30.4±0.2 13.4±0.4 
(5)東部 96 42.7±1.6 29.8±1.1 12.9±0.6 95 45.0±1.5 31.7±1.2 13.2±0.3 
(6)澎湖 91 42.6±0.7 29.8±0.5 12.8±0.5 98 45.9±0.9 32.8±0.6 13.2±0.4 
  (1)(3)>(6)>(4) 

(2)>(4) 

(1)>(2)(6)>(4) 

(3)>(4) 

(1)(2)(3)>(4)  (1)(2)(3)(6)>(4) (1)(2)(3)(6)>(4)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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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國小學童飲食行為量表得分情形 
 1-3 年級 N=1199 4-6 年級 N=1218 

量表 總分 Mean±SE 得分率
a (%) 總分 Mean±SE 得分率

a (%)

飲食行為總量表 48 34.4±0.2* 57.5 48 35.1±0.2* 59.7 
選食與關心營養行為 18 10.9±0.1* 40.8 18 11.7±0.1* 47.5 
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為 30 23.5±0.1 67.5 30 23.4±0.1 67.0 

a
得分率經過調整，將各題計分 1、2、3 分調整為 0、1、2 分計算 

*表示 1-3 年級與 4-6 年級學童平均得分有顯著差異 

 

二、依不同性別、地區別比較 

表十六是不同性別、居住地區之國小學童在飲食行為總量表及各分量表的得

分和差異性分析。以整體飲食行為來看，不論是 1-3 及 4-6 年級學童，皆是女生

的表現比男生正向。在居住地區方面，1-3 年級學童，居住於城市、鄉村及客家

地區者比山地地區者要正向，而鄉村地區者又比東部和澎湖地區者正向。但 4-6

年級學童，則只有客家地區者比山地地區正向，其他地區間並無顯著差異。 

不同性別學童之選食與關心營養行為和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為結果略有不

同，但無顯著差異，只有 1-3 年級男學童比女學童較常出現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

為。 

比較不同地區學童之選食與關心營養行為分量表的結果，在 1-3 年級學童為

居住在城市、鄉村和客家地區者比澎湖地區者好，4-6 年級學童則是居住客家地

區者比鄉村、山地和澎湖地區者好，即較常注意食物與健康方面的訊息、較常因

食物是否有益健康、自己的身材或食品營養標示的說明來考量是否吃某食物。在

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為方面，1-3 年級學童為居住於山地地區較居住在城市、鄉

村、客家和澎湖地區者得分要低，4-6 年級學童為居住於山地和東部地區者較居

住在澎湖地區者得分要低，顯示他們較易受到情緒的影響或外在的因素（如看到

或聞到好吃的食物、食品廣告或附有贈品），而想吃或買某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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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國小學童飲食行為量表填答情形(%) 
 1-3 年級  N=1199 4-6 年級  N=1218 

題目 常常 有時候 很少或
從不 

不知道 不願答 常常 有時候 很少或
從不 

不知道 不願答 

選食與關心營養行為           

 2.你遇到不知道的食物，會問它的名字。 38.4* 37.4 23.4 0.7 0 50.5* 35.3 14.2 0.0 0 

 3.你會問別人哪種食物對健康有幫助。 28.9* 36.4 32.8 1.9 0.1 25.7* 45.1 29.0 0.2 0.0 

 4.你會特別注意報紙、電視、收音機或書裡面有關食物和健康

方面的資料。 

15.3* 35.1 47.5 2.2 0 13.3* 40.0 46.6 0.1 0 

 13.你會看食品包裝上說明它是用什麼做的，來決定吃不吃它。 18.2* 30.6 47.0 4.2 0 28.3* 40.5 31.0 0.2 0.0 

 14.你會因為自己的身材，來決定吃或不吃某種食物。 13.2* 25.0 58.3 3.5 0 16.4* 38.5 44.9 0.2 0 

 15.你會因為食物是不是有益健康，來決定吃或不吃它。 19.1* 41.2 36.2 3.4 0.0 26.4* 51.3 21.7 0.6 0 

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為           

 1.你吃東西的時候，會把不喜歡吃的東西挑掉不吃。 16.9 50.0 33.1* 0.0 0 14.7 64.9 20.5* 0 0 

 5.你看到或聞到好吃的東西時，會想要吃。 27.4 43.9 28.7* 0.1 0.0 27.0 51.7 21.3* 0 0 

 6.當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時，你會馬上吃它。 18.7 38.2 42.8* 0.3 0 17.4 45.9 36.7* 0 0 

 7.你看到別人吃東西時，也會想吃。 15.4 40.1 44.3* 0.2 0 12.0 43.7 44.3* 0 0 

 8.你無聊的時候，會吃東西。 16.5 32.9 49.9* 0.7 0 16.5 40.0 43.4* 0.1 0 

 9.當你有好的表現時（如：考試考 100 分），你會要求爸媽帶

你去吃大餐或買你喜歡吃的東西給你吃。 

12.9 27.1 59.6* 0.5 0 10.1 25.9 64.0* 0.1 0 

 10.你不快樂的時候，會吃東西。 5.9 18.8 74.6* 0.7 0 5.1 19.6 75.2* 0.1 0.0 

 11.你看到電視節目或廣告中介紹好吃的東西，會自己去買或

要求爸媽買來吃。 

7.0 25.7 67.1* 0.3 0 3.1 30.2 66.6* 0.1 0 

 12.你看到食品有贈品，就會去買。 7.7 24.1 66.6* 1.6 0 2.5 23.8 73.3* 0.4 0 

 16.你會依自己的喜好，來決定吃或不吃某種食物。 25.0 39.4 34.3* 1.3 0 26.8 47.4 25.8* 0.0 0 

*為計分 3 分之選項

 

  



林薇、楊小淇、杭極敏、潘文涵 

98 

表十六  國小學童飲食行為得分與個人背景變項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N=1199、1218 
項目  1-3 年級  Mean ± SE  4-6 年級  Mean ± SE 

 N 飲食行為總量表 選食與關心營養

行為 
外因及情緒性進食

行為 
N 飲食行為總量表 選食與關心營養

行為 
外因及情緒性進食

行為 

性別         
  (1)男 654 33.9±0.3 10.9±0.1 23.0±0.2 642 34.8±0.2 11.6±0.2 23.2±0.2 
  (2)女 545 34.8±0.2 10.9±0.1 24.0±0.2 576 35.4±0.2 11.9±0.2 23.5±0.2 
  (2)>(1) n.s. (2)>(1)  (2)>(1) n.s. n.s. 

居住地         
  (1)城市 455 34.3±0.2 10.8±0.2 23.5±0.2 461 35.0±0.2 11.7±0.2 23.3±0.2 
  (2)鄉村 370 34.7±0.3 11.1±0.2 23.6±0.3 375 35.0±0.3 11.6±0.2 23.4±0.2 

(3)客家 95 34.2±0.3 10.9±0.2 23.3±0.3 94 35.9±0.5 12.2±0.2 23.7±0.5 
(4)山地 92 32.4±0.3 10.4±0.4 22.0±0.3 95 34.1±0.5 11.5±0.2 22.7±0.4 
(5)東部 96 32.7±0.8 10.6±0.4 22.1±0.7 95 34.4±0.5 11.7±0.4 22.7±0.4 
(6)澎湖 91 33.2±0.6 9.8±0.4 23.4±0.5 98 34.6±0.5 10.8±0.5 23.7±0.4 
  (1)(2)(3)>(4) 

(2)>(5)(6) 

(1)(2)(3)>(6) (1)(2)(3)(6)>(4) 

(2)>(5) 

 (3)>(4) (3)>(2)(4)(6)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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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4-6 年級國小學童節制飲食行為評量結果 

一、全體樣本分析 

國小 4-6 年級學童節制飲食行為量表得分情形如表十七所示，由平均得分率

（20.5%）來看，學童因為怕胖而節制飲食或因而失控者並不多。表十八列出各

題的填答情形，十個題目中只有三題行為傾向比例稍高外，其他題目都在 10%

以下。行為傾向較高的題目，即學童常常有這種行為者也都沒有超過三成，分別

是：怕自己太胖（25.6%），想辦法讓自己變瘦（17.4%），因為怕胖而常常選擇

吃不會變胖的食物（10.7%），另一方面只有小部分學童常常為了怕胖而進行較激

烈的節制行為如想進行催吐、禁食或避免吃高澱粉、含糖食物，大吃大喝到停不

下來，或因為怕胖而出現後悔吃東西的現象；但是許多行為都有三成左右學童表

示「有時候」會發生，如：怕自己變胖、想辦法讓自己變瘦、選擇吃不會變胖的

食物、避免吃含糖的食物、克制吃他認為會變胖的食物，也有兩成表示有時候吃

完會後悔、大吃大喝到覺得停不下來。這個結果顯示，雖然整體看 4-6 年級學童

節制飲食行為情形尚不嚴重，但有相當比例的學童已經怕胖和出現因為怕胖而採

取的節制行為，只是出現頻率尚不頻繁。 

 
表十七  4-6 年級國小學童節制飲食行為量表得分情形 N=1218 

量表 總分 Mean±SE 得分率
a (%)

節制飲食行為量表 30 14.1± 0.1 20.5 
a
得分率經過調整，將各題計分 1、2、3 分調整為 0、1、2 分計算 

 

二、依不同性別、地區別比較 

表十九是不同性別、居住地區之 4-6 年級學童在節制飲食行為量表的得分及

比較結果，由表中結果可知，4-6 年級學童之節制飲食行為不因性別而有差異，

但不同居住地者則有顯著差異。居住在城市、鄉村、客家、山地和東部地區的

4-6 年級學童比居住在澎湖地區的學童得分要高，即他們較容易因為怕胖而表現

出飲食節制行為，如避免吃會發胖、高澱粉的食物、克制進食、在吃完食物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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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4-6 年級國小學童節制飲食行為量表填答情形(%)                  N=1218 
題目 常常* 有時

候 

很少或

從不 

不知

道 

不願答或

遺漏值 

1.你怕自己太胖。 25.6 36.2 38.3 0 0 
2.因為怕胖，吃完東西後，你會後悔吃了它。 7.1 22.0 70.7 0.2 0 
3.因為怕胖，當你餓的時候，仍然不會去吃東西。 2.7 20.3 76.8 0.2 0 
4.因為怕胖，你會儘量避免吃米飯、麵、麵包、饅

頭等高澱粉的東西。 
3.0 14.4 82.4 0.3 0 

5.因為怕胖，在吃完食物後，你會想要把它再吐出

來（藥不算）。 
1.1 3.9 94.6 0.2 0.2 

6.因為怕胖，你會避開含糖的食物。 5.4 30.1 64.3 0.2 0 
7.因為怕胖，你會克制自己不去吃你認為吃了會胖

的東西。 
8.8 31.4 59.5 0.2 0.0 

8.你想辦法讓自己變瘦。 17.4 30.4 51.7 0.5 0 
9.你大吃大喝到覺得自己可能停不下來。 4.4 19.8 75.6 0.2 0 
10 因為怕胖，你會選擇吃不會變胖的食物。 10.7 35.0 53.9 0.4 0 

*為計分 3 分之選項 

 
表十九  4-6 年級學童節制飲食行為得分與個人背景變項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

要表  N=1218 
項目 N Mean ± SE 

性別   
  (1)男 642 14.2±0.2 
  (2)女 576 14.1±0.2 
  n.s. 
居住地   
  (1)城市 461 14.0±0.2 
  (2)鄉村 375 14.2±0.2 

(3)客家 94 14.7±0.4 
(4)山地 95 14.4±0.6 
(5)東部 95 14.7±0.5 
(6)澎湖 98 12.9±0.5 
  (1)(2)(3)(4)(5)>(6)

 



台灣國小學童飲食營養知識、態度與行為調查 

 

101 

伍、一般進食習慣 

一、餐點攝取情形 

國小學童的餐點攝取情形如表二十所示，大多數學童三餐攝取規律，但不常

吃點心或宵夜。由各攝取頻率的填答情形來看，九成以上的 1-3 及 4-6 年級學童

表示每天吃午餐和晚餐，但每天吃早餐者分別只有八成二與七成七；早中晚三餐

均規律食用者只有 76%和 72%，顯示四分之一的學童有略餐的情況，且多數是

早餐。 

在點心及宵夜的攝取方面，較多學童有吃午點的習慣，但是吃早點或宵夜者

較少。每天或經常吃早點的在 1-3 年級有 11.1%，4-6 年級有 5.9%，每天或經常

吃午點者約 41.8%和 21.2%，但是每天或經常吃宵夜者只有 5.4%和 6.5%。 

 

二、餐點來源 

國小學童餐點來源如表二十一所示。學童的早餐、晚餐、點心和宵夜多由家

人準備，午餐大多由學校方面提供。有 87.7%的 1-3 年級學童是由家人準備早餐，

但是在 4-6 年級學童則有 25.6%自己準備早餐。午餐的來源大多是由學校所供

應，分別有 65.2%的 1-3 年級學童及 88.0%的 4-6 年級學童是吃學校廚房製作的

午餐或是訂購學校外包便當，家人準備的比例只有 25.3%及 10.4 %，另外有 1-3

年級學童 8.6%是在安親班吃午餐。絕大部分學童的晚餐都是由家人準備

（97.4%，96.5%）。 

有吃早點、午點或宵夜的學童大多是自己或家人準備，但 4-6 年級學童也有

相當高的比例（30.0%）是自己準備午點。另外也可發現，由安親班準備午點者

比其他餐點多，兩個年級學童中分別佔 19.8%與 10.2%。 

 

陸、飲食營養知識、態度、行為間的相關性 

為瞭解國小學童的飲食營養知識、態度、行為之間的關係，以皮爾森積差相

關探討以上變項之間的相關情形，結果如表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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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二十二可知，除在 4-6 年級學童之飲食營養知識與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

為間並無顯著相關性外，國小學童的飲食營養知識、飲食營養態度、飲食行為總

量表得分以及各分量表得分兩兩間均呈顯著正相關性。即飲食營養知識較佳的學

童其飲食營養的態度越正向，飲食行為表現也越好。雖然 4-6 年級學童的飲食營

養知識與其是否會因外在或情緒因素進食並無相相關性，但學童的飲食營養態度

愈正向者，也較會關心飲食營養方面的資訊，較會因健康或身材等因素來攝食，

比較不會因外在的誘因或情緒的影響而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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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國小學童三餐及點心的用餐情形(%)                                              
 1-3 年級 N=1199 4-6 年級 N=1218 

 每天吃 常常吃 有時吃 很少吃 不吃 不知道 每天吃 常常吃 有時吃 很少吃 不吃 不知道 

早餐 82.4 8.7 6.0 2.3 0.6 0 77.2 12.3 7.4 3.0 0.2 0 
早點 4.8 6.3 15.9 15.9 56.5 0.6 1.9 4.0 18.3 17.1 58.5 0.2 
午餐 93.5 4.1 2.2 0.0 0.1 0 92.1 6.4 1.2 0.3 0 0 
午點 13.8 18.0 33.3 16.5 18.4 0.1 7.8 13.4 37.7 21.9 19.2 0 
晚餐 92.3 5.0 1.8 0.7 0.3 0 94.6 3.0 1.6 0.7 0.0 0 
宵夜 2.4 3.0 22.1 23.6 48.6 0.3 1.1 5.4 23.8 28.8 40.9 0 
             
三餐均規律者    75.9 三餐均規律者   72.4 

 
表二十一  國小學童三餐及點心來源(%)                                                                

 1-3 年級 N=1199 4-6 年級 N=1218 

 早餐 早點 午餐 午點 晚餐 宵夜 早餐 早點 午餐 午點 晚餐 宵夜 

自己準備 10.5 11.0 0.8 10.2 1.5 3.3 25.6 18.9 1.0 30.0 2.9 9.8 
家人準備 87.7 23.8 25.3 48.6 97.4 44.8 73.0 15.9 10.4 37.1 96.5 44.55 
學校廚房做的 0.4 2.5 51.7 1.2 0.3 0.0 0.5 1.4 58.5 0.9 0.4 0.2 
學校外包訂便當 0.7 2.6 13.5 0.4 0 0.1 0.5 0.9 29.5 0.1 0.1 0 
安親班 0 0.1 8.6 19.8 0.6 0.1 0 0.1 0.4 10.2 0.2 0 
不吃 0.6 58.4 0 19.1 0.2 50.7 0.2 61.4 0 20.9 0 44.4 
其他  同學 0.4  保姆 0.2  外買 0.2 自己或家人0.2 同學 0.5 家人或校廚 0.2 同學 0.2  外面買 0.67 

不知道、不願答或

漏答 

0.1 1.2 0.1 0.6 0.1 0.8 0.1 0.8 0 0.6 0.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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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  國小學童飲食營養知識、態度與行為之相關矩陣       N=1199、1218 
  營養 

知識 

營養 

態度 

均衡飲

食態度 

選食 

態度 

飲食 

行為 

選食與關心

營養行為 

外因及情緒性

進食行為 

營養知識 1.000 0.542*** 0.578*** 0.196*** 0.240*** 0.210*** 0.152*** 

營養態度  1.000 0.908*** 0.649*** 0.277*** 0.147*** 0.246*** 

均衡飲食態度   1.000 0.270*** 0.246*** 0.144*** 0.209*** 

選食態度    1.000 0.189*** 0.076** 0.186*** 

飲食行為     1.000 0.632*** 0.815*** 

選食與關心營

養行為 

     1.000 0.066* 

 

 

 

1-3

年

級 

外因及情緒性

進食行為 

      1.000 

         

營養知識 1.000 0.379*** 0.386*** 0.204*** 0.152*** 0.195*** 0.044 

營養態度  1.000 0.869*** 0.741*** 0.252*** 0.205*** 0.169*** 

均衡飲食態度   1.000 0.311*** 0.264*** 0.221*** 0.172*** 

選食態度    1.000 0.126*** 0.093** 0.092** 

飲食行為     1.000 0.659*** 0.792*** 

選食與關心營

養行為 

     1.000 0.063* 

 

 

4-6

年

級 

外因及情緒性

進食行為 

      1.000 

*** p<.001   **p<.01   *p<.05 

  

討  論 

 

壹、飲食營養知識、態度、行為概況 

本次的調查結果若以整體量表來看，學童的飲食營養知識尚佳，飲食態度相

當正向，由量表評估之飲食行為也稱正向。但若進一步看營養知識、態度及行為

的各個向度，在知識方面各年級段之學童的「各類食物的功能」及「飲食與疾病

的關係」知識偏低，高年級段學童對每日飲食需要量瞭解亦不足；在態度方面，

部分學童的選食態度不夠正向，傾向不同意因為飲食可能影響健康，所以在選食

時應以健康為首要考量，在口味或享受上做一些犧牲；在行為方面，學童之外因



台灣國小學童飲食營養知識、態度與行為調查 

 

105 

及情緒性進食情形不嚴重，但是選食及關心營養行為不夠積極，許多學童不會以

食物成分或其對健康的影響做選擇食物的考量；整體看臺灣地區 4-6 年級學童節

制飲食行為情形並不嚴重，但有相當比例的學童已經怕胖且因為怕胖而採取一些

節制行為，只是出現頻率尚不高。 

「各類食物的功能」應是最基本的營養知識，但此次調查及以前的研究均發

現，國小級學童在這方面瞭解不足(18)。另外學童對「飲食與疾病的關係」方面的

知識亦不足，4-6 年級學童有超過一半的人不清楚每天需吃多少的六大類食物

（1-3 年級學童未包含此部分題目），此和青少年調查(19)及 1999-2000 年老人營養

健康狀況調查(20)結果相似。顯示雖然近年來飲食與慢性疾病的關係受到學者重

視，但各年齡的民眾在這方面的知識仍不足，此次調查中許多 1-3 年級國小學童

由於並不知道什麼是大腸癌、高血壓等這些現代人的文明病，所以無法回答如何

由飲食來預防此類疾病，顯示我國學童醫學常識之不足。此外雖然可稱為營養教

育最基礎的「均衡飲食」，民眾雖知道其基本原則及肯定其重要性，但是由此次

調查與先前一些調查結果顯示，不論那個年齡層的民眾對於自己每天應攝取多少

份量的食物均不甚了解，對食物份量也沒有具體的概念，故未來在營養教育應配

合有效的食物份量的教學，實施各個年齡層均衡飲食各類食物需要量教育，才可

能真正落實均衡飲食。 

國小學童對於均衡飲食具有相當正向的態度，但在選食態度方面則不夠正

向，許多學童並不認同在吃東西時要想到怎麼吃才健康，或為了健康應吃一些不

愛吃的東西。可能是因年齡尙幼，故對健康的重視尙不敵食物口味和享受。 

學童在飲食行為的表現，學童之外因及情緒性進食情形不嚴重，大部分學童

不常因為情緒的影響或是因廣告或贈品的吸引而進食，但有部分學童較會因為有

好吃的東西或看到好吃的東西而想進食及吃東西時挑出不喜歡的東西。另一方

面，調查結果顯示學童之選食及關心營養行為不夠積極，許多學童不常以食物成

分或其對健康的影響做選擇食物的考量，也不會積極追求飲食營養資訊，這和前

述學童選食態度不甚正向的結果是一致的，可能如前所述，因年齡輕，尙不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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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健康的重要性，故在選擇食物時也較不會把健康考量放在其他因素之前。 

 

貳、一般進食習慣 

1-3 及 4-6 年級學童每天吃午餐和晚餐的比例均在九成以上，但是每天吃早

餐只有八成左右，這個結果與 1993-1996 國民營養健康狀況變遷調查中 7-12 歲

兒童的比例相似，該調查結果顯示早、中、晚三餐每天都有吃的比例各為 82.0%、

96.2%、96.1%(10)。而每天都有吃早餐的比例，4-6 年級學童低於 1-3 年級學童，

顯示兒童年齡越大，每天吃早餐的比例降低，與我國 1993-1996 的調查(1)以及英

國利物浦的研究發現相同(2, 3)，林薇、周麗端、陳惠欣(19)所做的青少年調查更指

出每天吃早餐的青少年只有 45.4%。在點心及宵夜的攝取方面，我國飲食指南建

議學童在早午餐間和午晚餐間可以攝取點心，但本調查結果顯示學童吃早點及宵

夜者不多，常吃午點者較多，每天或經常吃午點者 1-3 年級 41.8%和 4-6 年級

21.2%，這可能和生活作息有關，例如午餐和晚餐的間隔時間比較長，放學後比

較容易獲得食物、以及學童較早睡覺。雖然學童常吃宵夜者不多，只有 5.4%和

6.5%，但與 1993-1996 的調查(1)比較有增加的現象，該次調查中只有 2% 以下的

學齡兒童會吃宵夜，是否和學童生活習慣改變有關，以及其所帶來的影響，例如

是否睡眠時間變短，是否因此增加熱量攝取和肥胖盛行率等，值得進一步的分析

探討。 

學童的早餐和晚餐多是由家人準備，午餐則大多由學校供應或外訂便當，值

得注意的是在 1-3 年級學童已有 1/10 是自己準備早餐，4-6 年級則有 1/4 自己準

備早餐。1993-1996 國民營養健康狀況變遷調查中也顯示，7-9 歲兒童有三成五

左右自己吃早餐、10-12 歲有四成六至五成五自己吃早餐(1)，美國的一個研究也

顯示，17.3% 的 2 年級兒童和 35.2% 的 5 年級兒童是由自己或其他兒童準備餐

點(7)，由以上可知，隨著學童年齡增加，除了吃早餐的比例下降外，自己吃早餐

的比例也增加了。早餐的攝取對兒童的成長很重要，調查顯示獨自吃早餐的兒童

選用清涼飲料的比例較其他兒童高(1)，每天有吃早餐的兒童整體營養狀況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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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的表現也有顯著的正相關(3, 4)，這些不吃早餐的學童以及自己準備早餐的

學童其早餐的攝取內容值得進一步分析。 

 

參、不同年級、性別及居住地者飲食營養知識、態度和行為的差異 

一、年級 

本研究探討了不同年級、性別及居住地者飲食營養知識、態度和行為的差

異，結果發現 4-6 年級學童比 1-3 年級學童在營養知識、態度、行為的表現好。

除了老年人外許多研究均顯示，年級（或年齡）愈高者，在飲食營養知識、態度、

行為的表現較好(18, 21, 22)。這可能是高年級學童較低年級學童有較成熟的心智，且

累積了較多的教育學習成果。不過，在本次研究結果中發現在四個題目 4-6 年級

學童的答對率比 1-3 年級學童顯著要差，有部分是因兩個年級段的題目措辭不同

因此難易度也不同，在排除這個因素後，有差異的兩個題目是：蛋豆魚肉類食物

的主要功能；小朋友每天都應該吃一些糖嗎，對於「蛋豆魚肉類食物的主要功能」

有近二成的 4-6 年級學童選答「強壯骨骼」，不知是否受到帶骨或殼之魚蝦類也

是鈣質來源，導致部分學童選此答案。關於「小朋友每天都應該吃一些糖嗎」，

有近二成 4-6 年級學童（18.5%）認為是，明顯高於 1-3 年級學童（10.4%），推

測是因為高年級學童有較高的自主性，在食物的攝取上較有自己的意見，所以會

有部分學童認為是應該每天吃一些糖，而低年級學童因為受到較多家長的限制，

所以多會認為不應該每天吃糖。對於以上的結果還是需要進一步的探討，以釐清

造成高年級學童答對率較低的真正因素。 

本研究發現四成五左右國小學童認為除了吃各種食物外，還需補充營養補充

劑，林薇等人(19)的研究也顯示，1/4 至 1/3 的青少年認為平常應補充營養補充劑。

王士珉和林薇(18)調查台北市國小 3、6 年級學童發現有 25.6%平時有服用營養補

充劑的習慣，1993-1996 的全國營養調查(23)也發現成人服用營養補充劑者有 20%

至 30%，青少年有 13%至 17%，1999-2000 老人營養健康狀況調查(24)中也顯示，

三成左右的老人會服用膳食補充品。近年來健康保健風氣極盛，市面上充斥各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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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品、保健食品產品，報章雜誌電台電視等傳媒中也大量傳播相關產品訊

息，學童吃營養補充劑可能並非自己的主動行為而是家人要求的，但學童可能受

到長輩、家人等及傳媒影響，因此也認為需要吃營養補充劑。 

 

二、性別 

此次調查發現不論是 1-3 或 4-6 年級段，男女生在飲食營養知識和態度的得

分上無差異，只有飲食行為女童略優於男童，但其差異主要是外因及情緒性進食

行為，而非一般飲食行為。其他國內國小學童或青少年學生的調查結果並不一

致，王士珉和林薇(18)針對台北市六年級學童的調查指出男女生在飲食營養知識、

態度和行為的得分上均無差異；但王文子(25)針對國小三年級學童所做的調查則顯

示，女生的營養知識、態度較男生佳，飲食行為無差異；巫雯雯(26)針對國中生的

研究結果指出國中男女生在飲食營養知識、態度的得分上無顯著差異差異，但國

中男生的飲食行為優於女生；林薇等人(19)針對國高中及五專青少年學生的調查則

發現女生的營養知識、態度較男生佳，但飲食行為無顯著差異。早期國內外的調

查研究多指出女性的營養知識較男性為佳，飲食行為則較無一致的結果(27, 28, 29, 30, 

31, 32, 33)。由於不同調查所評估的內容不盡相同，可能因此結果不同。發現性別有

差異的研究多是女性的營養知識態度優於男性，但飲食行為則相反。不同性別在

飲食營養知識和態度的差異性可能導因社會對不同性別角色期望上的差異，致使

女性較男性更注意飲食營養問題，而因此在年紀漸長後逐漸顯現差異。在我國老

人調查結果比較不同，是男性優於女性，極可能是因在 65 歲以上年齡層女性教

育程度比男性低所致。飲食行為以量表評估較常發現男性得分優於女性，雖然文

獻中各研究探討的飲食行為並不相同，但如以食物攝食種類或量來看時，較易因

男性食量大於女性而呈現得分高於女性的結果。在此次調查中，飲食行為部分沒

有涉及食物攝食種類或量，只有選食行為關心及注意營養問題的相關行為，和近

年來因為肥胖及異常飲食行為發生率增高而受到重視的外因及情緒性進食行

為，結果顯示 1-3 年級男童較女童容易受到外在或情緒的因素進食，但是關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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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食營養行為則無差異；4-6 年級女童在這兩個面向的表現都比男童略佳，雖然

兩個分量表得分均未達顯著差異，但兩者總和之飲食行為總量表得分顯示女童優

於男童。 

對於 4-6年級學童所評估的節制飲食行為結果顯示，雖然整體看臺灣地區 4-6

年級學童節制飲食行為情形並不嚴重，但有相當比例的學童已經怕胖且因為怕胖

而採取一些節制行為，只是出現頻率尚不高。男女生之間的節制飲食行為無顯著

差異。李靜慧(34)針對臺灣地區國小中高年級學童所做的研究顯示達到異常飲食行

為（其評估包括節制飲食、情緒性進食、外因性進食三個面向）的學童並不多。

由此來看目前國小高年級學童雖然還沒有過度的飲食節制行為，不過隨著學童年

齡增長進入青春期，通常會因為外在體型、追求清瘦的外表而產生節制或異常的

飲食行為，故需持續注意。 

 

三、居住地區 

山地地區學童在營養知識、態度及行為的表現明顯地較其他地區差，在飲食

行為的表現，在低年級段東部及澎湖地區學童也有比其他地區稍差的傾向，但是

在節制飲食行為卻是澎湖地區的4-6年級學童比其他地區學童最不常表現此種行

為。 

由此結果來看，山地地區學童是特別需要注意的一個族群。1993-1996 以及

1999-2000 的國民營養健康調查也發現無論在營養知識、態度及行為的表現上，

各年齡層的民眾均是山地地區最差，其次是東部及澎湖(21)。故在營養教育推廣

時，應特別注意山地地區民眾的資源及需求。 

 

肆、飲食營養知識、態度與行為的相關性 

本研究與許多研究結果一致(18, 19, 20, 25)，發現學童飲食營養知識、態度與行為

間具有正相關，即表示飲食營養知識較佳的學童較肯定飲食營養的重要性，認為

選食時應要注意營養而非口味或喜好，且為了健康應吃一些原本不吃的食物，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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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時較不會受視覺或味覺的刺激、情緒或廣告的吸引等因素影響，也較會關心飲

食營養的訊息，由此顯示營養知識的增進有助於學童飲食行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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