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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為了解台中市閩中三年級學生的血清營養狀況營養知識、態

度及飲食行為的現況，以及探討各變數之間的相關性，自民國84

年12月起至85年 3 月悶，在台中市22所公立函中學校，逢機抽取

1 , 056 名學生，做血液中總膽自醇、三酸甘油路、鈣及鐵分析;

並以問卷對學生營養知識、態度及飲食行為作調查。結采發現:

函中三年級學生身體質量指數 (BMI) 超過24.2者為12% ;高膽固

醇血症有18.4% ;血鈣與血蟾回醇並無性別差異，但血鐵及三酸

甘油酪，男生顯著高於女生。營養知識及態度，函中三年級上學

期與函中一年級下學期同一母族群比較，無顯著改變;但性別有

顯著差異，女生優於男生 o 家庭職業及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對營養

知識有顯著差異?對營姜態度無顯著差異;父親不同教育程度對

營姜知識、態度均有顯著差異 O 且營養知識與營養態度呈顯著正

相關;營養態度與飲食行為呈顯著相關;營養知識與飲食正向行

為無顯著相關;與飲食負向行為呈顯著相關 o

研究結果顯示，同一母群體體重過重比率在一年半內由 6.7

%增至12% '增加速度頗為顯著;且營養知識及態度，未因受教

育及年齡增加而改善。



ABSTRACT 

One thousand and fifty six students of the third 

grade were randomly sampled from 22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chung Cit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ir nutri

tional status from December 1995 to March 1966. 在le

serum cholesterol , triglyceride , calcium , and iron were 

determined using an Autoanalyser , and nutritional knowl

edge , attitude , and practice were evaluated using ques

tionaires. Results showed that body mass i吋ex(BMI) of 

12% of th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24.2 , which was 

recognized as the upper limit of normal value. Seru血

cholesterol of 18.4% of th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value. Serum triglyceride and serum iron 

were higher in male students than those in female stu

dents , although the differnce of seru血 cholesterol and 

calcium between them were of no significance. Nutrition 

knowledge and attitude of the students at the present 

tim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same population when they were of first grade one and 

half year ago 、 However ， nutritional knowledge and atti 棚

tude of female student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boy 



student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nutrition 

know 1 edge and nu t r i t i on a t t i t ude we r e f ound . Some d i -

etary behavior s igni f i cant ly cor re 1 a ted to nut r i t iona 1 

knowledge where others didn't 

It was noticeable that ratio of overweight students 

of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chung City increased signif

icant ly whi le nut r i t ion knowl edge and a t t i tude did not 

improve significantly in one and half a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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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自光復以來，經濟迅速發展，國氏所得相對提高 o

同時由於醫療品質提升，國氏平均壽命亦隨著提高。行政院衛生

著(1997)指出，我國氏平均所得，民國65年為每人新台瞥紗， 599

元 T 至 85年已提高為321 ， 174元;同一文獻中，亦顯示我囡囡氏

平均餘命逐年延長，氏國40年男性為53.38歲，女性為56.33歲;

至氏國84年男性延長為71.85歲，女性延長為77.74歲。 2 ， 104kcal

伴隨著生活水準的提升，國氏的糧食消費也隨之變化，根據

調查民國75年到77年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日之熱量攝取量為

(李寧遠等1991) 。又根據行政院農委會調查資料顯示，我國民每

日熱量攝取量在1950年至1995年悶，呈幾近直線上升，顯見近年

來國人生活飲食日漸受盛?營養亦不虞慶乏。然而探討國人的營

養狀況卻可發現，台灣地區人民罹患與營接相關的疾病如生育年

齡女性缺鐵性貧血(蕭寧馨， 1991) ;骨質疏鬆症(行政院衛生署

, 1993) 、肥胖症、高血壓、腦血管阻塞、心肌梭塞以及糖尿病

、痛風(教育部體育司， 1996)等等，卻仍有相當高的比率，而與

飲食相關之慢性病，如惡性鐘瘤、腦血管疾病，心臟疾病、糖尿

病、腎臟病、高血壓性疾病等成為國人十大死亡函素之首要原因

，則是否國人飲食的品質有待進步提升，應有賴深入研究。細究

近年來國人飲食的內容，根據行政院農委會的資料指出，國人的

每日油脂消耗量明顯偏高，甚至超過RDNA建議量甚鉅;在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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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別動物性蛋白來源偏高?此亦可能導致膽固醇攝取通量。

又根據黃伯超等(1983)調查台灣地區的營養狀況?商人平均每人

每日熱量及營養攝取量有不均的現笨，鈣及維生素B2分別僅為建

議量之72%及75% 。李寧遠等(1991) 亦指出，國人在營養攝取上

蛋白質及脂肪之攝取百分比上升、再唐類減少、食鹽攝取量上升至

14.8克、膽固醇上升至318mg 、動物性食品重量增加38.2% 。五

仁澤( 1991 )亦指出，由國人頭髮分析Ca ' F e ' Ma ' N a資特發現

國人除鈣質缺乏之外，尚有鐵質，銀質亦有少量缺乏;鉤元素偏

高，足見，國人的飲食內容有待改善。而透通教育，改善麗人的

營養知識，進而改善營桑態度及飲食行為，在教育心理學上為已

確認的有效方法之一(張春興與林清山， 1985) 。

飲食習慣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大部份為慢性而長期作用，而

行為習慣常是在人生早期習得。所以Berenson(1993) 亦指出若能

使青少年期就對其飲食習慣予以注意糾正，貝Ij 成年後發生與心血

管相關慢性病的機率應會減少，因此對青少年及早實施適時適量

的營養教育應有助於提升函人的健康品質 o

本研究以民國八十四年台中市函中三年級學生為母群體調查

其營養知識?態度及行為，並作其各項血液生化分析，以探討該

母群體之營養狀況，並與同一母群體在函中一年級時之營養知識

與態度比較，以了解函中教育對函中學生之營養知識及態度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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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整理

第一節 我囡囡民營養現況

根據行政院農委會(1995) 的資料顯示，台灣地區自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國民營養狀況逐年改善。民國35年至84年問每人每日

可獲熱量由 1 ， 784大卡增至3 ， 101大卡;蛋白質每人每日可獲童白

35.8克，增至97.6丸，且其動物性蛋白質的來源所佔比例亦顯著

增加。雖然此項資料府以作為國民營美攝取之指標值仍嫌偏高(

黃伯超等， 1983) ，但根據這些連續性統計資料，仍可得知台灣

地區國民每日營養攝取不論在章或質的改善上都非常顯著。

然而營養攝取之改變是否已充分達到改善國氏營養狀況的目

的呢?根據洪建德(1994)的調奎指出，台北市士林北投區兒童及

青少年在營養攝取上有失衡的現象，在熱量攝取方面，函中組較

不足，只達建議量之91% 。三大營養素之分配，塘類攝取量僅佔

總熱量之55% '低於建議妻之63%達 8 個百分點;脂肪攝取佔總

熱量的31.8% '超過建議量25%達6.8個百分點;蛋白質攝取量

，國小組超過建議量35% '且亦有誤餐學生蛋白質攝食不足的現

象。礦物質攝食部份，鈣質攝取量普通僅為建議量的60% ;鐵質

攝取量圈中組與高中組普遍不足為建議量的75%及87% ;維生素

攝食部份，維生素A攝取量均未達建議章，其中又以高中組56%

最低，踐中組66% '國小組87% ;維生素B1 、 B2及菸鹼酸攝取量

令
叫



，圈中組普通較低，分別為建議量之82% ' 79% ' 70% 。此外，

函中小及高中學生高膽自醇血症盛行率達19% '而高量的攝取飽

和脂肪酸是造成高膽囡醇血症的因素之一(洪建德， 1994) 。

上述營養失衡現象不僅發生在特定區域，事實上台灣地區國

民普遍皆有營養失衡的現象。台灣地區膳食營養狀況調查報告指

出國民營養失衡現象較為顯著包括熱量攝取過量導致肥胖症狀;

動物性食品攝取通章，導致膽固醇血症;鈣質的攝取不足;鐵的

攝取不足;維生素的攝取不足及食鹽攝取過量等問題。

一、肥胖

肥胖與多種疾病如糖尿病、中風、心肌梭塞、痞症、高血壓

等都有顯著相關(陳偉德， 1996) ，而大部份的肥胖原因都是熱量

攝取失衡所導致 o 根據吳仁宇(1996)調查統計結泉，兒童及青少

年學生BMI 值有逐年增加之趨勢，成長幅度橫向大於縱向，體型

愈來愈胖，比現象在6至 15歲最為顯著;球偉德 (1996) 亦指出，

台灣地區兒童肥胖盛行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民國43年葷大成教

授等對園小學童健康檢查，並未發現有肥胖的個案報告。氏國59

年黃伯超教授調金發現城市國小兒童已有1.55--1.87%為肥胖;

鄉村則有0.42-0.69%為肥胖。氏囡66年對台灣北部地區中小學

生的調查顯示肥胖的盛行率約為1.96-2.09% 0 至民國69年肥胖

盛行率又上升為8.9-10% 。民國 72年黃伯超教授等再度調查，

函中、園小男性學童的肥胖盛行率已分別高達16%及15% '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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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學童也高達13% 。張仙平等 (1994)調查高雄市國小一年級男女

生體重，發現過重比例分別為13.6%與13.0% 。洪建德(1994)調

查台北市士林北投區國小及函中學生發現有25%肥胖率。鄭心嫻

等 (1995)調查指出，國小高年級學童肥胖盛行卒，台北市男學章

為21.4% 。女學童為18.9% ;高雄市男學章為19.4% '女學章為

15.9% 。張瑛沼等(1995)也指出，國人最高肥胖盛行率男性在35

--44歲為24.4% '女性在的--64歲為40.9% 0 張永宗 (1995) 亦指

出台中市向上國民中學學生超重者佔62.7% 。混豆彥等(1995)調

查指出國小五年級男女學童肥胖盛行率高雄市分別為20.6% 、

17.4% '雲林縣貝Ij 為 10.2% 、 11.1% 。葉文婷等(1996)發現肥胖

盛行率皆隨年齡層升高而增加。男女生都由4--6歲小於10%至13

--18歲則增為15% '由上調查資料顯示肥胖症已日益嚴重，潛在

威脅了現代國民的體能健康。

二、膽固醇

高膽固醇血症是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根據李寧遠等(1991)

指出台灣地區1986--1989年與1980--1981年全國營養調查值相比

較，動物性食品重量增加38.2% '此可能導致膽固醇攝取量亦相

對增加 o 溫豆彥等(1994)調查發現高雄地區國小五年級學童血清

總膽回醇及LDL值皆有偏高的現象 o 洪建德 (1994) 亦指出，台北

市士林區兒童及青少年高膽茵醇血症盛行率為 19.2% 0 I來偉德(

1995) 檢查肥胖之兒童或青少年，發現血清膽固醇大於200時 /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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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佔 15.9% 0 Berenson(1993)指出，許多歐美和工業化國家經由

公共衛生之努力，成人心血管疾病目前已減少?但這比疾病在開

發中國家採用西式生活方式與文化的部份國家正逐漸增加，目前

台灣地區腦血管疾病、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均已列入十大主

要死亡原因之林，確值得重視。

三、鈣質

在嬰兒期及青春期，人的骨絡會快速生長，故年輕時足夠鈣

質攝取對維持適合的骨質量及大小是十分重要的 (Bronner ' 1994 

) ，而成年期鈣質之攝取，主要目的在維持骨俗之完整性(Renner

, 1994) 0 Weaver et a1. (1995)指出，在青春期更應攝取足夠

的鈣質，可有效的提高骨俗的重量，並減低日後骨折的危險性。

另根據邱清華(1988)指出動物實驗顯示鈣質的降血壓效應是以銷

質為依賴，換言之，在高鉤的狀態下，鈣質降血壓效果較能發揮

。台灣地區屬高針低鈣的飲食，如能調整多攝食鈣質，除能防止

骨絡疏鬆症，亦能降低高血壓的威脅。鈣質的攝取除了可防止骨

質疏鬆症及支持重要的化學反應外，亦有利於血壓之恆定且可能

還可防止結腸痞;另亦可減經婦女月經前身體之不過及降低膽固

醇之效采(Napier ' 1995) 。惟目前台灣地區鈣質每日攝取狀況，

根據黃伯起等 (1983) 調金顯示僅為建議受 72 % ;而李寧遠等(

1991) 又調查指出，雖已由72%提升為81.9%但仍嫌不足 o 另對

女性的調查，賴愛姬(1985)調查顯示大專女生每日鈣攝取量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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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量之68.3% '且張素王室 (1991)調查發現孕婦在懷孕期，鈣質

攝取量僅僅為建議量的29.6% '授乳期亦僅為建議量的46% 。黃

怠:模與高美了( 1994) 調查亦發現孕婦攝取量雖已提升為建議葷

的66.4% '但仍是嚴受缺乏的問題。洪建德(1994)針對青少年調

查發現有函小、函中、高中其攝取量分別為建議葷的67.9% 、

60.6% 、 66.2% 0 

四、鐵 f手lf
/、

鐵質攝取不足，已成為現今世界普遍的營養問題，問發中國

家發生率在26% 以上 ;0--4成的幼童甚至高至51% 。這些幼童入

學後可能會出現語言溝通問題，平均智商也偏低 (Scrimshaw ' 

1996) 。一般而言患缺鐵症的人比患其他任何營養缺乏症的人多(

Napier ' 1995) 。雖然大多數患缺鐵症的人不見得會嚴重的症狀

，諸如呼吸緊促、虛弱無力、臉色蒼白等等;但因缺鐵而導致疲

勞無力、頭為、易怒煩燥等症狀的現象，卻甚為普通 (Napier ' 

1995) 。人們已知一些抑制鐵吸收的食物包括咖啡、茶、波菜、

豆炙手口巧克力，尤其鈣也能抑制人體對鐵的吸收，因此，將飲食

中含鐵質高的食物與含鈣高的食物分悶在不同一餐進食?貝IJ 會改

善鐵質的吸收(Gleerup et aJ. , 1995) 0 蕭寧馨與洪正修(1989)

調查發現，孕婦缺鐵比例高達到%'尤以懷孕中、後期最為嚴重

，體內鐵儲存量顯著減少。高美丁與黃怠;反(1991)血液分析高雄

地區孕婦鐵營養狀況發現，僅57.7%正常，鐵貝宇存缺乏期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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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鐵被用盡影響造血功能有27.0% ;己產生缺鐵性貧血的有

13.8% 。高美丁等(1994)調查高雄地區孕婦的血液生化分析結果

顯示，鐵總缺乏率佔受測樣本37.4% '並隨懷孕時問增長，鐵的

缺乏越趨嚴重 o 蕭寧馨與海文涵(1995)實施國人鐵營養狀i咒調委

顯示，女性總缺鐵率為7.17% '而以19--44歲是旦發生率9.76%最

高;男性總缺鐵率為1.43% '以 13至18歲3.98%及64歲以上5.43

%發生率最高。

行政院衛生署(1993)指出，資料顯示圈人每日平均鐵攝取量

青年女子為12毫丸，不足以維持鐵平衡。

五、維生素B2

維生素B2(核黃素)一直高居台灣地區居民維生素缺乏症之榜

首，沒有核黃素，就不能釋放放存在於碳水化合物中的能量，也

不能形成健康的紅血細胞，此外皮層可能發乾成鱗片狀，眼睛可

能對光敏感 (Napi er , 1995) ，每日攝取量在 0.55毫克以下會有臨

床缺乏症狀出現 o 根據黃伯超等(1983)調查指出，國人B2攝取量
為建議量之75% 。行政院衛生署(1986)證實與鄉村地區口角炎罹

患率8-20%相符合。李寧遠等 (1991) 亦調金指出，國人B2攝取
量為建議量之84.4% '雖已提升，仍尚嫌不足。

六、針鹽

食用過多的鹽是產生高血壓的可能因素 (Napier ' 19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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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確地說，就是佐餐盤中的成份鍋，封血壓升高負有主要的責

任，食用更多的銷，還能夠造成人體失鈣，使人更有可能忘骨質

疏鬆症(Napier ' 1995) 。國人針之每日攝取量民國69--70年間為

13.6g至IJ75--77年問提升為14.8g ;從台灣地臣民國84年與83年主

要死亡原因之比較(行政院衛生署) ，高血壓性疾病死亡率年增加

工8.38% '在國人高鉤攝食狀況之下確值重視。

七、搔在豆

此外，長期營養失衡史與某些癌症有顯著相關。根據美盟國

家研究報告指出，攝取通量的脂肪和食鹽會促進痕症的發生(越

智宏倫， 1996) ，鹽本身就被證實具有胃為之促進作用( Tumor 

promot ion ). (林仁混， 1995) 。美國遺症學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 等學術團體，發表7項仿痞守則，其中五項均與飲食營

養攝取有關，顯示食品營蔡的重要性 o Walker et a1. (1995)提

出，低熱量的飲食，提高膳食纖維及單元不飽和脂肪的攝取量;

降低飽和脂肪的攝取，都是減低乳房癌罹志之方法。另據Shike

(1996)提出，男性若體重超過40% '其罹患大腸癌的危險可提高

1.73倍，而熱量攝取過量亦正是導致體重過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資料顯示，痞症已成為十大死亡原因

之首位，若能有效改善國氏飲食行為，當可降低癌症罹患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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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營養知識、態度及飲食行為部份

一、營養知識、態度及飲食行為之間的相關情形

如上所述，我國民營接狀況仍有多處拯待改善，而改善飲食

行為當為改善營養狀況是最直接的方法，故從影響飲食行為的因

素著手，庭、可有效地改善國氏營姜狀況。根據社會學習理論(

01 son et a1. , 1989; Contento et a1. , 1983) 指出，行為、

態度及知識有著互為相關; Piaget教授的教育學理論(黨士豪，

1987) 亦指出，正確的知識，將會影響其行為、態度的表現 o

Lewis et a1. (1989) 調查又指出營接知識可經由態度、行為而

直接影響到食物的攝取情形。 Schwartz(1975) 曾提出營接知識、

態度、行為三者之問可能的四種相關模式:

包括:

←)第一模式

l.營養知識與營養態度有相關。

2. 營養態度與飲食行為有相關。

3. 營養知識與飲食行為無相關。

4. 營養態度是營養知識與飲食行為之中間變項 o

(二)第二模式

營養知識與營養態度互相作用影響飲食行為 o

在)第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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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知識與營桑態度各獨立影響飲食行為。

(四)第四模式

1.營養知識與營養態度有相關。

2. 營養知識與飲食行為有相關。

3. 營養知識與飲食行為有直接或間接之相關性。

因此，營養行為的改善，可藉由改善知識間接或直接地達成

。而根據第一及第四模式，知識的改善亦可影響態度，進而強化

營養行為。

(→國外相關研究

在對於營養知識、態度及飲食行為在大多數的研究中是有

相關性的:

Schuwartz(1975) 以高中學業班學生研究，發現營養知識

與營養態度是正相關;一般營接態度與營養素攝取之飲食

行為亦為正相關，而飲食行為與營養知識無相關性。

Byrd-Bredbenner et a1. (1982) 針對函中學生調查結果

顯示，營養知識與營養對健康的影響之態度聞主正相關性

，但對營奏的關心;嚐試新食物;學習營養等態度均主無

相關性。上述四種營姜態度且與學生的飲食行為均無相關

性。

Byrd 咀 Bredbenner and Shear(1982) 以大專華業學生為對

象，研究其從事營展教育的意願?發現營養知識愈高者，

其意願愈強。

-11 一



Douglas and Douglas(1984) 以高中運動員為對象，以四

大類食物攝取狀況及其營養知識調金，係呈正相關 o

Mitchell(1990)針對大學基本營養課程?做教學前後之比

較，發現45%在飲食行為上有改善?唯對碳水化合物的營

裘知識上並未改善。

Rice(1990)研究函中生在日常需要的營養認知、營養的態

度和飲食習慣三者之關係，結果營養知識、營養態度及飲

食行為三者之間均有正相關。

Brillhurt(1990) 亦研究青少年的營養知識、營養態度及

營養資訊來源時發現，其營養知識與營養態度之問亦是正

相關。

Guldan et a1. (1993)針對中圓大陸醫學院學生營養教育

作評估，發現營桑教育之增加與營養知識、營養態度及飲

食行為均主正踢。

Freder i ck and Hawkins ( 1992 )探討停經後婦女、大學

無運動童女性、大學舞者、大學運動員，發現其營裘知識

與高鈣食物攝取行為有顯著正相關;高鈣食物攝取行為亦

與態度有顯著正相關性;但營養知識與態度之悶不具相關

。

(二)國內相關研究

巫雯雯(1986)針對台灣地區圈中學生之營發知識、營養態

度、飲食行為作調查，發現圈中學生的營養知識、態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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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行為三者之間均有顯著正相關 O

林薇等(1986)對我函中等學校營養課程教師營養知識、態

度、行為之研究發現，其營養知識、一般營桑態度、營養

教學態度、一般營養行為、營養教學行為及飲食狀況彼此

間均有顯著的正相關。

李蕙蓉(1987)調查營養教育對國人營養行為、知識的影響

發現營暴行為與食物營養知識、疾病營養知識並無顯著之

相關。

黃如慧等(1987)調查台灣農漁山村兒童營養知識、態度、

行為結果發現:農漁山村函中學生、國小學童其營養知識

、態度、行為三者問呈顯著相關 o

林薇及周麗端等(1989)運用營養午餐之營養教學對國小營

養課程教學效果之研究，亦發現經過營養教學後，其學生

之營養知識有顯著改善，且學生之營養知識有顯著改善，

且學生之營養知識、態度和飲食行為間均有顯著之正相關

。

玉士或(1993)調查台北市圈小學童營泰知識、態度及飲食

行為研究發現，國小學童營養知識、與營裘態度呈正相關

性;營姜知識與飲食行為亦呈正相關性;而營養態度及飲

食行為悶不具相關性。

!來肅霖與劉俊昌 (1995)針對台灣地區大學生營養通識教育

需求調查與課程發展研究中指出，營養知識、飲食行為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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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營接態度有顯著正相關 o

黃春雄等(1996)對台中市幼稚函、保育人員及學童家長營

養知識、態度及行為之研究發現:不論家長或幼教老師營

養知識與營接態度呈顯著相關性且營養知識愈豐富，其行

為表現愈正向。

由上述文獻可看出，營養知識愈堂富者一般營養態度確實

愈正確，而一般營養態度愈正確者，其飲食行為也愈恰當

，但營養知識和飲食行為是否有直接的關係，尚未能下定

論，而營養態度部份則因探討之態度不同和知識與行為闊

的關偉、也就不悶。

二、影響營養知識、態度及飲食行為的因素

如上所述，營餐知識的提升，應可有效改善飲食行為，而現

階段營養知識之獲取以學校營養教育為主。而影響學童營養知識

之相關因素有營養教育、家庭社經、個體差異等。

(→營姜教育

ROberts-Grays(1987) 對美國德州營養教育訓練計畫中的

五個有關兒童參與的營裘知識、態度、行為的改變做評估

，結果皆呈正向影響。

林薇、周震端等(1989)運用營養午餐之營養教學對圈小學

童營暴課程教學效果之研究發現:接受運用營發午餐之營

接教學的學童，其營姜知識、態度及行為上均有進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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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營養課程教學的學章，貝lj 僅在營養知識上有顯著的進步

。

Albright(1990)對幼稚園幼童進行口語教學及口語教學加

上教學活動二種營養教學方法發現:院童的營養知識、態

度及行為皆有顯著提升 o

Hertzler and Frary(1992) 比較大學生外食情形與飲食行

為發現，應確立飲食指標;三丁定飲食原則，貝11 營養教育應

該比較會成功。

蕭寧馨(1994)針對營養通識課程封大專學生營養知識、態

度與行為之影響探討，發現「食品營養概論J 課程之教學

可以有效增進營養知識水準，但對營姜信念與行為則沒有

改善之效果 o

許秀珍等(1994)指出營養教育對肥胖兒童營美知識、態度

、行為等有實質改善效泉。

Gates et a1. (1994)利用郵寄，系統抽樣調查美國Mis -

sourl 州學校營養教育狀況結果發現，營是各教育尚須整合

生命科學，健康教育，家庭經濟及物理教育等領域方能完

整。

陳肅霖等(1996)在改善台中市國小學童知識、態度與行為

之研究中發現，利用影帶輔助教學方式，對學童營養知識

有顯著的改善 o

(二)家庭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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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嫻與洪久賢(1985)指出學齡前兒童家長營養知識、態度

及飲食行為，因職業不同而有差異，專業性或高級行政人

員得分最高。

Eppright et a1. (1970)發現，學齡前兒童家長收入與兒童

飲食狀況無正相關性 'Eppright et a1. , (1970)' Sims( 

1978) , Yetley and Roderuck (1980)指出職業等級愈高

及收入愈堂的人營養知識愈好。

巫雯雯(1986)指出國中生的營姜知識、態度、行為與家庭

社經呈正相關。

許美瑞與洪久賢(1990)探討函中生飲食消費影響因素之研

究發現:不同個人、家庭、學校背景及食物營房色消費資訊

與飲食行為有顯著差異 o

Toomim(1989)指出學齡前兒童的營養知識與父母親教育程

度、母親營桑知識、飲食行為及家庭收入之間並無顯著相

關性。

玉世氓(1993)調查台北市圈小學生營養知識態度及飲食行

為發現國小六年級受試學童之營養知識、態度及飲食行為

平均得分比三年級學章為高。

因此由上述之研究結采可以發現學齡前兒童其家庭社經與

個人營養知識、態度及飲食行為無顯著相關外，但入學後

家庭社經均與個人之營養知識、態度及飲食行為有正相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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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建德、(1994)在台北市士林北投區兒童青及青少年飲食習

慣、高瞻自醇血症及膳食營養狀況調查發現，兒童與青少

年與父母親共進晚餐，從飲食記錄中顯示會吃進較多的動

物性脂肪的食物 o

黃春雄等(1995)辦理都市及鄉村地區兒童營養及健康狀況

之研究結果發現在都市與鄉村，不同社經水準的兒童，其

受試有不同表現。

Onyango et a1 (1994)在肯豆豆西部針對兒童營養教育與家

長影響調查發現係呈負面影響。

(-)個體差異

包含性別及體型自覺

1.性別

Byrd “ Bredbenner et a1. ( 1982) 以閣中學生為對象所

做研究發現性別會影響營養知識，以女性營桑知識較佳

，在營養態度方面，性別會影響國一及國三學生的營養

態度，但對國二學生的營接態度卻無影響。

Douglas(1984) 以高中運動員為對象，研究發現亦相同

以女性營養知識較佳;惟飲食行為男性高中運動員比女

性更正確。

Brenman(1989) 亦指出影響兒童、青少年飲食行為選擇

點心會其性別是因素之一。

Brillhurt(1990)發現青少年的營養知識、態度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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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相關性。

在國內之研究方面，巫雯雯(1986)在函中學生營養知識

、態度、行為之研究也發現性別是構成圈中學生營養態

度及行為差異之四素;在營桑知識方面，男女沒有差異

;在「選擇食物與進食J 的態度分量表得分，女生比男

生好;在營養行為總分則男生較女生為佳。

彭田與郭憲文(1994)發現在一般營養知識或是速食營養

知識上，女性其營養知識得分較高。

許耕榮等(1995) 亦發現改善圈中生之營養知識及營養態

度，性別亦是重要因素之一，女性之改善效果優於男性

o 

2.體型自覺

Searles et a1. (1986)探討青少年女生對自身身材滿

意度與體重控制相闋的營養知識之關係，結果發現二者

之間並無顯著相關柱。

Shannon et a1. ( 1987) 針對自顧參加體重控制課程者

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參加減重訓練者顯然認為自己體

型過絆，且參與體控課程後經問卷調查其營養知識、態

度及飲食行為皆有正面的改善。

蔡季蓉(1990)研究台北市函中生體型意識滿意度與健康

知識、健康行為相關性，結果發現圈中學生的體型意識

滿意度與健康知識得分悶不呈有意義的相關。惟函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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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體型意識滿意度與飲食、營養等健康行為呈顯著相

關。

(的其他:

Skinner and Woodburn(1983)評估青少年學生營養教育與

營養教師相關性之研究指出，教師的營姜知識、對營養價

值的肯定及對營養教育的興趣、營暴行為彈性度與學生營

養知識、營養行為的改變呈正相關性。

Guldan et a1. (1991)調查發現在台灣，都市中有的%的

人，鄉村中有3%的人，對如何利用飲食預防痞症及心血

管疾病發生有正確認識，且鄉村與都市飲食行為有顯著差

異性。飲食內容，鄉村多米飯、蔬菜且食物種類多;而都

市貝lj 食物種類少。

Fischer et a1. (1991) 針對鄉村地區中老年人之營養知

識、態度、行為調查發現60-70歲組比75-85歲組其營養

知識、營姜態度、對脂肪及鹽攝取之行為亦較正確。

黃春雄等(1995)研究發現，都市兒童在營養知識、態度及

飲食行為，都比鄉村小學的兒童好。

另外，巫雯雯(1986) 、 Evans(1981) 、 Brillhart(1990)對

青少年的調查研究也發現，年級越高的學生，其營養知識

、態度及飲食行為越好。而一般而言，高年級學生其所受

營養教育的學程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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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囡囡民中學營養教育實施情形

目前台灣地區學校營養教育的實施係從國民小學問始，主要

是(1) r 生活與倫理及健康教育」針對一至六年級每日二十分鐘授

課，唯該時間大多為教師所彈性運用。 (2) r健康教育 j 科目之教

科書共分為六冊，供國民小學四至六年級學生使用，故狀況顯示

國內營養教育實際應係從國小四年級闊始。

國民中學「健康教育 J 科目之教科書分為上下二冊，內容部

份列有與營義教育相闋的教材要自(表2.于 1) ，係依據民國七十

四年四月教育部公布之國民健康教育科課程標準，並配合七十八

學年度改編之函氏中學健康教育教科書上刪編而成，於函中一年

級上學期授課，另並有 r 1蜀中家政 J 科目，依民國七十四年四月

教育部修訂公布國民中學家政科課程標準編輯而成，其內容亦列

有與營養教育相關的教材要自(表2.3-2) 0 於圈中一年級下學期

及三年級上學期授課，唯男女分班之學校僅女性學生授課，男女

合班之學校貝IJ 男、女學生均有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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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國立編譯館出版之圈氏中學「健康教育」科目中與營養相關內容搞要表

冊次 篇 ~'l 章別 課 名

上 食物營養和健康

食物中的營暴素(一)

食物中的營養素(二)

四 均衡膳食

π 消化和飲食習慣

一 21 一

單元目標

1.了解營養的意義。

2.認識食物中所含的各種營養素。

3. 了解營養和健康的關係。

1.認識日常生活中含有轉類、脂肪

和蛋白質等營養素的食物。

2. 了解塘類、脂肪、蛋白質的主要

功能。

1.了解體內主要礦物質的功能和來

源。

2.認識各種維生素的性質、功能及

食物來源。

3. 培養攝取維生素的正確觀念和方

法。

4. 了解水的功能和需要量。

1.認識六大類基本食物。

2. 知道選擇均銜的膳食。

3. 了解一日三餐如何定量分配。

3. 糾正不良的飲食觀念。

4.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



表2.3 個2 教育部審定康和出版公司出版之國民中學「園中家政」科目中與營養相關內容摘

要表

冊次 章別 課

d 

一

五

甸，

一

營養與食物

均衡的膳食

π 飲食與疾病

名

一 22一

單元目標

1.了解各種營養素對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2.認識食物的分類及各類食物所含的主

要營養素。

3. 熱悉五大類食物的選購原則，及時存

方法。

4. 熱悉每日飲食攝取量及食物熱量計算

方法。

1.了解國人的飲食問題。

2. 了解青少年飲食的重要性。

3. 了解均衡膳食的重要性。

4.認識正確的素食。

5. 了解家庭膳食設計的原則。

6. 懿悉簡化膳食的技巧。

1.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2.認識飲食與疾病之間的關係。

3. 了解各種疾病之飲食治療原貝11 。



第四節、營養知識、態度與行為之調查與評量

一、調查

營養知識、態度與行為之調查，屬於社會調查之範籌。根據

林振春(1992)之分類，社會調查的種類，依蒐集資料的方法可分

為直接調查及間接調查二種。後者的分析內容並非研者自行蒐集

之資料，故往往不敷研究所需。而直接調查又分訪問調查、集體

調查、郵寄問卷調查及電話訪談調查四種;其中集體調查具有問

卷的回收率及有效率高，樣本量大與作業成本低的優點，適宜用

於學校學生及特定場合參與者的意見調查等;集體調查(收集資

料)亦適用於營養知識、態度、行為的調查。

二、評量

若以調查內容區分，營裘知識、態度與行為的調查包括營美

知識、營養態度及飲食行為三部份的調查;其各有不同的評量方

式。

在營養知識的評量方面，一般多用結構型向卷(豆豆雯雯 7

1986 ;林薇等， 1989 ;學j嫻等1985 ; Byrd咀Bredbenner et a1. , 

1980 ; Byrd-Bredbenner et a1. , 1982; Evans , 1981; 

Schwar 紹， 1975)為調查及評量依據。

在學養態度的評量方面，貝Ij 包括總加法 (Method of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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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a t ed Ra t i ng) ;累積法 (Method of Cumulative Scale) 及等距

法 (Method of Equal Appearing intervals) 等三種(吳聰賢，

1992) 0 總加法量表亦稱Likert 量表，即假設每一態度項目具有

同等的態度數值，通掌使用五個等級表示強弱度，根據受測者反

應用意與不同意的程序給予分數，所有項目分數的總合即個人態

度分數。累積量表一般稱之為 Guttman量表，即一個人對一件強

烈行為表示贊同，其Ij他的態度一定先由贊成較弱的行為、贊成中

庸行為所累加而成的，依此理論來編製態度量表。等距量表又稱

Thurstone 量表，此態度量表包含許多項目及句子?受測者僅就

各項目中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即可，計分時，將每一位受測者同意

之量表項目依分數高低排列?選擇居中之項目分數或計算各同意

項目之平均數當作受測者之態度分數。其中總加法最為常用(劉

嫻等 1985 ;巫雯雯， 1986 ;林薇等 1989 ; Byrd-Bredbenner et 

a 1. , 1982; Evans , 1981a; Evans , 1981b) 。

營養行為的評量方法，包括二十四小時飲食回憶法、飲食頻

率法、飲食史調查法及食物秤重法等。其中二十四小時飲食回憶

法可評估一個群體的能量和營養素攝取組平均值( Group 說eans)

，且可以量化 (Quantifying) 飲食攝取，並較為省時、三昌、力 o 營

養行為評量常被採用二十四小時回憶法在應用於做大規模的群體

調查時，仍是最佳選擇(Pan et a1. 1993; Frank et a1. , 1977 

)。而飲食頻率法，乃是調查較長時闊的飲食攝取平均章，可獲

得有關日常飲食消費型態的描述性資料(Gibson ， 1990) 。營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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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評量常被採用二十四小時飲食回憶法為主，飲食頻率法為輔的

飲食行為的評量方法 o

一 25一



第三章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台中市函中三年級學生之營養知識、態

度、行為、血清生化及此四項變數之悶的相關性。期能在台中市

閣中學生之衛生保健及營養教育上，提供相關教育之參考。

第一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包含學生營養知識、態度、行為調查及學生之血清生

化分析兩部份 o 進行步驟如下:

一、血清生化分析

自台中市二十二所公立路民中學逢機取樣三年級學生1200位

，其中同收之樣本為 1056位，於八十四年十二月至八十五年三月

間，測量身高體重並做血清分析 o 並身高及體重資料以個人電腦

(80486-25 , Tweenhead Corp. , Taiwan) 配合統計軟體 (SPSS ，

Ver , 6; SPSS Inc. ， IL ， USA.) 計算身體質量指數 (Body 起ass

Index , B的)值。

受試學生於採血前一天被告知次日(即採血當天)早上空肢，

採血時數於上午 7 日守開始至9時止，以採血針筒採上臂靜脈血5cc

左右，隨即送至實驗室將血液離心( 3000r阱， 10分鐘) ，取上

清液置於 4 OC~表境中保存，在伯特內以血液自動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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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tachem 500 Analyzer~ JJCD , NY , USA) 配合該公司生產之試

劑進行血鈣、血鐵、三酸甘油酪及總膽固醇之分析，所使用的試

劑分別為Vitros slide 一Ca (JJCD , NY , USA) 0 Vi tros Slide -

Fe (JJCD , NY , USA) 0 Vitros Slide-TG (JJCD ， NY ， USÄ) 。

Vitros Slide-TCHO(JJCD NY , USA) 0 

二、營養知識、態度及行為問卷調查

使用之間卷係採球肅霖等(1996) 對台中市園中一年級學生之

間卷略加修正而得(附錄一) 0 問卷之內容包括營養知識、營養

態度量表、飲食頻度清單及基本資料四部份 o

(一)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附錄一)包括學生個人資料及家庭社經資料

二部份。

1. 學生資料

包括年級、性別、年齡、用餐時恨、多久受一次體重。

2. 家庭社經資特

包括父母親的教育背景、家庭主要職業、每夭零用錢。

(斗營養態度量表

營養態度量表的目的，主要在了解受試學生的營養態度

，量表編製偉、配合營養知識量表內容訂定，內容包括

1. 蹋心營養的態度。

2. 選擇營養與進食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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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營養的態度。

營養態度量表分正向題目及反向題目兩類，每題都有

完全贊成、贊成、不贊成也不反對、反對、及完全反對五

等第 o 正向題目的評分方式為「完全贊成 J 得是分， r 贊

成 J 得 3 分， r 不贊成也不反對 J 得 2 分， r反對 J 得 1

分， r 完全反對 J 得 O 分 o 反向題目的詩分方式為「完全

贊成 J 得 0 分， r 贊成 J 得 1 分， r 不贊成也不反對 J

得 2 分， r反對 J 得 3 分， r 完全反對 J 得是分 o 態度共

25題最高得分100分，最低得分為 0 分。

(=)營養知識量表

營養知識量表的目的，主要在測量受試學生對於營養知

識了解的程度量表的架構分為: (1)一殼營養知識、 (2)營養素

來源及(3)疾病與營養 o 其中一般營養知識係在了解學生對營

裘素的基本知識，共有 11題。營裘素來源在測量學生對食物

與營養的了解程度共有 8 題 o 疾病與營養在了解受測學生對

營養及疾病的相關之認識，共有 7 題 o 題目採用選擇題的型

式，分別從每一題的四個選項中退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共26

題計分方式係答對一題給予一分，未填答者或答錯者該題以

零分三十，最後計算其答對率，以答對百分率表示之 o

倆個人飲食行為調查表

飲食行為調查表的目的，主要在了解受試學生個人的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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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狀況，其內容研究者自縮，問卷分2是小時飲食回憶法及一

過飲食回憶法兩類;內容區分為包括正向行為問題，反向行

為 10題，及16類空熱量食物攝取頻率調查表 o

三、預試

為了明瞭問卷內容的通切性與否，乃對100位函中一年級學

生進行預試工作，填答時間為30分鐘 o 于頁試後， SPSS套裝軟體於

個人電腦進行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 。

四、信度

本量表的信度採用 Cronbach所創的α 仿、數，于頁試的α 係數為

0.711 ;正式施測的α 靜、數為 0.66哇。

五、效度評估

本量表的效度採周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 ty) 。量表內

容經預試整理後，題目計88題，諸國內七位營養、公共衛生等相

關之學者專家(附錄二)進行內容效度處理，處理方式乃請專家

根據「題目是否適當」、「是否需要修正 J 、「建議修正 J 三個

方式，逐題給予評分，再綜合評分結果及專家意見予以修正，結

裂成正式向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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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分析

問卷施測完畢，隨即將所得資料加以整理編號，直接登錄於

電腦磁片上，再利用社會科學、統計程式(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 SPSS.Ver 6.0) ，以微電腦

進行資料統計分析。本研究採用之統計方法如下:

一、平均數、標準差

瞭解受試者之營養知識、態度及飲食行為的現況 o

二、平均數差異考驗

包括學生氏 t 一按驗 (Student I s t-test) ，及，哥哥對 t 一撿驗

(Paired t-test) 。

考驗受試者其營桑知識、態度及飲食行為量表之分量表平均

得分之差異。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考驗不周年級之不同性別、家庭社經、在營養知識、態度及

飲食行為之差異，並府 LSD(Least-Singnificant Difference) 法

以p 豆0.05之顯著水準進行事後比較 o

四、皮爾遜積差相關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 tion) 

分析營養知識、態度、飲食行為與各血液生化值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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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家庭及基本資料

本研究之間卷共回故樣本1.056份進行資料分析，根據樣本

的家庭主要職業、父母親教育背景及身高、體委等資料統計情形

如下說明:

一、受測樣本家庭資料表:

(一)家庭主要職業

由表 (ι1一1)資抖得知，全部受試樣本中，男生樣本有

5是8人，女生有508人;其中樣本數以家庭職業為寫 (417人)

及工 (266人)最多 o

的父親教育背景

全部樣本其分配情形，依序多高中 319人 (30.2%) ，大

專以上28是人 (26.9%) ，小學238人 (22.5%) ，初中 167人(

15.8%) (表4.1-2)

的母親教育背景

表4. 卜3資料顯示，全部受試樣本中母親教育背景依序

為高中 303人 (28.7%) ，小學 301人 (28.5%) ，大專以上228

人 (21.6%) ，初中 177人(16.8%) 。

一 31 一



表(4. 卜1) 國三學生受測樣本家庭主要職業統計表

另 女 小計

軍 14 2 16 
公 60 74 13是

教 11 14 25 
農 12 19 31 
工 159 107 266 
高 195 222 417 
自由業 73 57 130 
無效樣本 2是 13 37 

A口、 三十 5是8 508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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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 .1-2) 國三學生受測樣本父親教育背景統計表

另 女 小計

小學 119 119 238 
初中 9是 73 167 
高中 167 152 319 
大專 131 1 是4 275 

碩士以上 5 4 9 
無效樣本 32 16 48 

A口』 三十 5是8 508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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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 .1-3 國三學生受測樣本母親教育背景統計表

另 女 小計

小學 149 152 301 
初中 101 76 177 
高中 142 161 303 
大專 119 101 220 

碩士以上 5 3 8 
無效樣本 32 15 是7

力EZ』 計 548 508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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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體 位

一、身高及體重

本研究之調查樣本平均身高及禮堂，依男、女分別為:男生

平均身高 166 土 7公分，平均體重57.8士 12.2公斤;女生平均身高

158 土 5公分，平均體重51. 6 土 8.5公斤(表ι2-1)。男生身高與

七年前洪建德、 (1994) 研究相比， 50百分位數及 90百分位數均增

加了 5公分，于旦與五年前吳仁宇、黃奕清(1996) 研究相比，均略

減少 1 公分。女生身高與七年前洪建捷、 (1994) 研究相比， 50百分

數增加了 3 公分，但是在50百分位數之後各點，皆有逐漸減緩趨

勢。與五年前吳仁宇、黃奕情 (1996) 研究結泉則相同(表是.2-1)

。男生體重與七年前洪建德 (199是)研究相比， 50百分位數增如了

4 公斤，在90百分位數增加 9 公斤， 95百分位數增加了 13公斤;

與五年前吳仁宇、洪建德(1994)研究相比，在75百分位數之前各

點，體重皆普遍較輕，但在75百分位數之後各點，體重有逐漸增

加趨勢(表 4.2-3) 。女生體重與七年前洪建德(1994) 研究相比

, 50百分位數增加了 2 公斤， 90百分位數增加了 6 公斤;與五年

前吳仁宇、洪建德(1994) 研究相比別略同(表4.2-3) 。

二、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ox , BMI) 

依下列公式計算受測者之間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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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I == Wt (kg) /Ht2 (m) 

表是 .2-1 顯示閱I平均值為 20.65 '根據許耕榮等 (1995) 調查

閱一母族群，台中市函中一年級學生間I平均值為 19.65 '唯一年

半後已增加為 20.65 '增加一個指數 o 若以百分表與其他文獻比

較，則男生間I值與去了年前洪建德、(1 994) 研究相比， 50百分位數

值增加了。舟，之後各點皆逐逐漸持續增加趨勢， 90百分位數值

增加了 3.2 0 與五年前吳仁宇、黃奕清 (1996) 研究相比， 50百分

位數值增加了。 .2 ' 90百分位數值增加了 0.6(表4.2-4) 。女生BMI

值與七年前洪建德 (1994) 研究相比， 50百分位數值增加了。.4 ' 

持續增加至90百分位數值增加了 3.8 0 與五年前吳仁宇、黃奕清(

1996) 研究相比， 50百分位數值，增加了 0.3 '的百分位數值增加

了 0.1 (表ι2-4)

BMI增加之可能原因有@年齡差異@社會變遷。在年齡差異

方面，依吳仁宇與黃奕清(1996) 研究 13歲至 16歲之鉗工值增加一

個指數，此，現象與本調查相符，故在 13-16歲筒， BMI增加當為

生長之自然趨勢。然而細究其中 BMI超過24.2者佔 12% '若將本

研究所符之國三學生BMI分佈結構與許耕榮等 (1994) 對同一母群

體所做的問I分佈結構相比較(圖 4.2-1) ，則 BMI超過24.2的比卒

，較一年半前增加了 79.1% '顯見體重過重人數有大幅增加現象

o 而根據吳仁宇與黃奕清 (1996) 之調金，同一時段，不周年齡層

的蜀中學生，其B則超過 2ι2者， 16歲為 15%較13裁者的 10%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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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5% 。只Ij 此部份過了全學生之比率增加速度明顯偏高。此可能為

社會變遷所導致 o 根據洪建德(1994) 指出函中生外食與誤餐情形

嚴重，外食比較容易吃進過多的脂肪，誤餐不口乞會造成營養素不

足;且速食蔓延快速，脂肪攝取量增加;又圈內升學壓力嚴重等

造成園中生每日建議營養素攝取量不足(洪建德， 1994) ，這些社

會因素是否是導致體位變化的原因，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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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 .2-1 台中市國有三三年級學生之身高、體重及身體質量指數 (BMI) 、平均及範園統計表

身 高 (cm) 體 重性的 BMI 
有效樣本

範圓平均值標玄學差範圈 平均值標準差 範 囡 平均值 標玄學差

另 5是8 1 是2-185 166 7 30.3…119.0 57.8 12.2 1 是 .79-42.16 20.78 3.69 
。3
CD 

女 508 l 哇。一173 158 5 30.0-87.3 51. 6 8.5 12. 是9-34.89 20.52 3.08 

合計 1056 140-185 163 7 30.0-119 5是 .8 11. 0 12.49一是2.16 20.65 3.40 



表是.2-2 台中市國三學生之身高百分位值與其他文獻評估值之比較

，性 另 女

百 $IJ 

分

位值 A B C A B C 

5 l是8 158 15是 149 150 150 

10 151 160 158 151 152 152 

15 162 160 153 153 

25 159 165 162 153 155 155 

50 162 168 167 156 159 159 

75 167 172 171 160 162 162 

85 174 173 164 164 

90 170 176 175 165 165 165 

95 173 178 177 166 167 167 

(A) :淇建德1994-1989年台北市士林北投區函三學生身高值。

(B): 吳仁宇、黃奕清(1996)-1991年台灣省地區15歲學生身高值。

(D): 本調查一1995年台中市國三學生身高值。

nU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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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台中市屆三學生之體重百分位值與其他文獻評值值之比較

，性 另 女

百 )J1J 

分

位值 A B C A B C 

5 37 44 42 是O 40 40 

10 是2 47 是5 41 43 是2

15 是9 47 是4 44 

25 45 51 50 往5 46 是6

50 51 57 55 48 50 50 

75 60 63 63 52 55 56 

85 69 70 59 60 

90 65 73 74 56 61 62 

95 70 80 83 64 66 66 

(A) :洪建德(1994)-1989年台北市士林北投區國三學生體重值。

(B): 吳仁宇、黃奕清(1996)一1991年台灣省地區15歲學生體重值。

(D) :本調查-1995年台中市國三學生體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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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2一是 台中市國三學生之身體質量指數(B旺1)百分位值與其他文獻評桔值

之比較

，性 另 女

百 )5IJ 

分

位值 A B C A B C 

5 16.9 16.8 16. 是 18.0 16.6 16. 是

10 17.4 17.4 17.2 18.0 17.2 17.1 

15 17.7 17.6 17.7 17.7 

25 17.8 18. 是 18.2 19.2 18.4 18. 是

50 19. 是 19.8 20.0 19.7 19.8 20.1 

75 21. 5 21. 8 22.6 20.3 21. 6 22.1 

85 23.6 24.4 23.0 23.2 

90 22.5 25.1 25.7 20.6 24.3 24.4 

95 23.4 27.6 27.7 23.2 26.1 26.2 

一

(A) :洪建德(1994卜1989年台北市士林北投區國三學生BMI 值。

(B) :吳仁宇、黃奕清(1996)一1991年台灣省地區15歲學生B盯值。

(D): 本調查一1995年台中市國三學生B盯值。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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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血清生化值

表4.3-1為函三學生受測樣本之血清總膽固醇、鈣、鐵及三

酸甘油酪濃度統計表。根據JJCD公司提供的資料顯示，人體血清

中，血總膽固醇、三酸甘油醋、鈣及鐵之正常濃度範園分別為

130-176mg/dl ' 35一160mg/dl' 8.1…10.7mg/dl ' 70-200mg/dl 。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國三學生的血清總膽固醇、三酸甘油昌昌、鈣

及鐵之平均值皆在正常值範盟內。其中，除了總月學問醇及鈣外，

鐵及三酸甘油酪之含量，皆有顯著之性別差異，男生血清中鐵及

三酸甘油酪濃度顯著高於女生 D 總膽固醇濃度無性別差異，比現

象與洪建捷、 (1994) 所做調查有所差異，該項調查指出女生之總膽

固醇明顯高於男生。若將血清各項測佐依JJCD之參改值為準霞分

為偏低、正常、及偏高三級製作成表4.3-2之統計表 o 則可發現

大部份園中學生血液之鐵 (92.0%) 、鈣 (87.3%) 、三酸甘油酪(

81. 3%) 及總膽固醇 (70.0%) 皆合於正常值 o

女生血鐵濃度較男生為低，雖有生理自素，但女生對鐵的需

求又比男生為高，本研究結果顯示，女生對鐵的攝取量有必要予

以提升。蕭寧馨與港文涵 (1995) 調查 1993一1994 商人鐵營養狀況

發現，女性總缺鐵率為7.17% '而閣中三年級已屆青春期，鐵質

消耗將更增加，以目前調查之結果或將意謂台中 rfr 函中女生之鐵

質攝取狀況應予注意 o

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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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膽固醇過高是心肌枝塞了主要的致病因子 9 青少年血液中膽

固醇的濃度多少是正常，一直不容易芥定 o 本研究以美國小兒科

學會1989年提出之176mg/也為膽固醇正常值之上限 o 調查發現國

三女生之血液總膽固醇明顯高於男生(表4.3一1) 0 此外，女生膽

固醇高於176mg/dl之比率高達23% (表ι3一2) ，遠較男生的 14%

為高 o 而根據洪建德(199是)調奎台北市士林北投區兒童及青少年

血中擔自醇平均值另函中生為 147 土 31mg/缸，女圈中生為 152 士

34mg/缸，本研究顯示台中京國三男生血液總膽固醇乎均值為 1是9.16

土 25.09mg/缸，女生為 157.22土 26. 97mg/dl比洪建德之研究結果

略高，但均在參考值正常範圍內 o

鈣質是人體內含量最多的一種必需礦物質，約佔人體重1. 7

%'其中有99%存在骨略及牙齒內，使骨略與牙齒硬化的最主要

無機物成份之一。骨駱一直持續不斷的回收 (Resorption) 和生成

(Formation) 0 在孩童與青春期，骨路生成的速率大於回收。鈣

另 1%分散在軟體組織和體液中，在生命現象中扮演桂重要角色

o 控制神經的傳導、肌肉的興奮與收縮、血液凝固過程必須參與

，控制細胞膜和其他膜對物質穿透的選擇性，以及控制心肌的正

常功能和提供細胞內基質的完全性 o 血鈣濃度偏高時，會促使甲

狀腺分泌降血鈣素 (Thyrocalci tonin) ，幫助血漿中的鈣生存入

骨絡中?骨俗之生長需要正的鈣平衡。鈣能促使血管壁平滑肌細

胞的放悉，攝取高鈣有避免產生高血壓之趨勢 o 圈中學生適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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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期，體格迅速發育，鈣的積蓄受較大;但大量攝取鈣質會導致

高血鈣、高尿鈣和對腎功能不反之影響(行政院衛生著， 1993) 0 

本研究顯示目前台中市函中學生在血液鈣濃度方面，不虞缺乏(

表是 .3-1)。

肝臟合成的內生性二甘油路是血液三酸甘油繭的主要來源(

在禁食的情況下)飯後 2-6 個小時，血液三酸油酪可達到高莓

, 1 。一12小時恢復正常，血清中三酸甘油路會增加一冠狀動脈硬

化、肝脾腫大、放臟炎等症狀(蔡秀玲等， 1989) 0 有關青少年

血波三酸甘油酪之正常濃度，目前台灣尚無相闋的調查報告 o 以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台中市圈中三年級學生之血液三段甘油路濃

度平均值在正常使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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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 有效樣本血清生化乎均值資料表

項目 男 女 Total 

Ca 10.04 士1.00 a 10.00 士1.05，a 10.02 士1. 02

Fe 135.15b 土45.93a 132.26a 士的 .62b 133.67 土43.44

TCHO 149.16 土25.09a 157.22+26.97a 152.92 土26.7是

TG 71. 60 土63.73a 70.96 土41. 23b 71.的主53.9是

正常參考值:“ (8.1~10.7 mg/dl) 'Fe(70~200mg/dl) 
了CHO (l 30'"'-'176mg/dl) ， TG(35~160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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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 有效樣本血?青生化值狀況統計表

偏低 正常 偏高 有效
項 目

另 女 另 女 另 女 樣本

總膽回醇(TCHO) 8是 48 388 3是2 77 117 1056 

三酸甘油脂 (TG) 112 68 427 432 9 8 1056 

鈣 (Ca) 8 9 471 是52 68 47 1055 

鐵(Fe) 32 16 是98 475 19 17 1057 

參考值:總膽固醇(l30-176mg/dl) ，三酸甘油路 (35一的Omg/dl) , 

鈣 (8.1一10.7mg/dl) ，鐵 (70一200mg/dl)
有效樣本係實際抽驗之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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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函中三年級學生營養知識、態度平

均答對率及得分結果

本節將討論圈中三年級營養知識平均答對率及營姜態度平均

得分之結果，以下分別敘述之 o

一、由表是.吐一l所示， (1)營養知識總答對率為 62.4 ;營養態度總

得分為77.8 '而一年半前對同一母群體，以相同之間卷檢測

結果營養知識總答對率為 61.1 (許耕榮等， 1995) ，營桑態度

總符分為79.0 '其中並無顯著差異性，顯示圈中一年級下學

期至園中三年級上學期之學生，營養知識、態度獲取之管道

並無顯著之成效 o

二、不同性別之函中三年級學生營養知識總答對卒，女生為“.2

;男生為 60.7有顯著差異:營養態度總得分女生為79.5 ;男

生為 76.6有顯著差異，資粹中得知女生營養知識、營義態度

均比男生佳 o 其中營發知識部份，一投營養知識答對率男女

生無顯著差異;營桑素來源答對率女生比男生住有顯著差異

;疾病與營桑亦女生比男生佳且有顯著差異。營接態度得分

部分，關心營養的態度得分男女生無顯著差異;選擇營養與

進食的態度得分女生比男生高且有顯著差異;學習營桑的態

度得分部份，亦女生優於男生且有顯著差異。與巫雯雯(

1986) 研究園中學生營養知識、態度、行為，性別差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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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營養知識方面，男女沒有差異;在營養態度得分方面

女生優於男女，顯然略有不同。

三、營養知識各分項答對率比較

以研對 t 一撿測對營養知識各分項答對率，進行兩兩比對分

析?根據表是.4-2顯示:成績依序為「營接素來源 j 、「疾病與

營養 J 、「一般營養知識 J '其得分均有顯著性差異。此與許耕

榮等( 1995 )之調查有相同之趨勢，即函中生對營養素來源的知

識優於疾病與營養，再優於一般營養知識 o 與陳肅霖與劉俊昌(

1995 )調查大學生的營養知識以一段營養知識優於疾病與營養之

知識略有不同。

四、營是怎態度各分項得分比較

表是 .4-3指出營養態度各項得分成績依序為「選擇營養與進

食的態度」、「關心營養的態度」、「學習營養的態度 J '其得

分均有顯著性差異。與王世成( 1993 )調查台北市國小學童營桑

態度以關心學養態度得分最高，學習營養態度次之，選擇食物與

進食態度最低，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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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1 營養知識、態度、答對率及得分統計表

Sample Kl K2 Ka Kr AI A2 A3' AT 

另 548 55.2 70.2 58.6 60:7 75. 是 79.3 73. 是 76.6 

女 508 58.3 73.2 63.4 6ι2 78.6 82.3 72.8 79.5 
顯著性a ** ** ** * * ** 

A口K 計

A 56.6 71. 6 60.9 62.4 77.0 80.9 73.1 77.8 

B 56.6 68.5 58.1 61. 1 79.0 
顯著性b

註:顯著性:一:不顯著; * : P<0.05 ; * * : P<O.Ol 
a 性別問差異性

b 冉一母群體相隔一年半測值之差異性

A : 84.年 12.月之測值

B : 83.年 6. 月之測佐

Kl 一般營養知識， K2 營養素來源， K3 疾為與營養

Kr" :總營養知識， Al 關心營養的態度， A2 選擇營接與進食的態度

的:學習營養的態度， Ar 總營接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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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是一2 以研對t一放測營桑知識各分項答對率(%)差異統計表

一般營養知識 營養素來源 疾病與營養

56.6 c 

P <0.001 

71.6 a 6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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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 .4-3 以輯對t一按測營養態度各分項得分差異統計表

關心營養態度 選擇營養與進食的態度學習營養的態度

77.0 b 

P <0.001 

8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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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人資料對營養知識、態度之差異

性分析

本研究以ANOVA配合LSD事後撿測，分別分析不同家庭職業、

父親不同教育程度、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受體重之頻率次數的圈

中三年級學生，在營養知識、態度方面是否有差異 o 結果如下:

一、家庭社經一家庭職業對營養知識、態度之差異

(→由表ι5-1 的結呆得知，不同家庭職業對學生營裘知識有顯

著性差異，答對率低序為 r教J 、「公 J 、「商 J 、「自

由業 J 、「工」、「軍 J 、「農 J 0 其中公與教無顯著差異

;商與軍無顯著差異;自由業與工與軍與農均無顯著差異 o

Eppright et al. , (1 970) , 泣的 (1978) ， Yetley an 

Ro“deruck (1 980) 均指出家庭職業等級與營養知識呈正尋相目鵑 .0

與本研究結呆相似 0

的不同家庭職業對學生營養態度得分率依序為 r教 J 、「公

J 、「商 J 、 f 自由業 J 、「農 J 、「竿」、 f工 J 。其詞

並無顯著差異 o 劉娥與洪久賢( 1985 )指出學齡前兒童家長

營養知識、態度，但兒童之營義態度則隨家庭職業之不同而

有差異，本研究結果亦有相同情形。

二、家庭社經一父親不同教育程度對營養知識、態度之差異

(一)由表4.5屯的結果得知，父親教育程度對揭三學生營接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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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分述如下:答對率依序為「大專 J 、「碩士以上」、

「高中 J 、「初中 j 、「小學」。其中大專與碩士以上教育

程度闊無顯著差異;碩士以上與大專與高中教育程度問均無

顯著差異;初中與碩士以上教育程度闊無顯著差異;小學與

初中與高中與碩士以上與大專教育程度問均無顯著差異。

(斗父親不同教育程度對學生營養態度，得分率依序為「大專 J

、「碩士以上 J 、「高中 J 、「小學 J 、 f初中 J 0 其中大

專與碩士以上教育程度闊無顯著性差異;碩士以上與高中小

學與初中悶均無顯著性差異。

三、家庭社經一母親不同教育程度贊營養知識、態度之差異

(一)由表4.5-3的結果得知，不同母親教育程度對學生營養知識

有顯著性差異，答對率依序為「碩士以土 J 、「大專 J 、「

高中 J 、「初中 J 、「小學 J 0 其中碩士以上與高中闊無顯

著性差異;大專與碩士以上闊無顯著性差異;高中與初中闊

無顯著性差異;初中與小學闊無均無顯著性差兵。

的母親不同教育程度對學生營接態度得分率並無顯著性差異 o

本研究發現父母親不同教育程度與國中學生營養知識有顯著

差異;且父親不同教育程度與國中學生營養態度有顯著差異

;母親不同教育程度與國中學生營桑態度無顯著差異，此與

Toomim (1989) 指出學齡前兒童的營養知識與父母親教育程度

無顯著相關性，確有不同之處 o

4.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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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型自覺一量體重之頻率次數對營養知識、態度之關係

量體重之頻率次數，係體型自覺象徵意義，但本研究結果得

知對國中三年級學生營養知識、態度無顯著性差異 o 此與蔡秀蓉

( 1990 )對台北市函中生體型滿意度與健康知識相關性調查，發

現函中學生的體型滿意度與健康知識悶不至有意義相關有相同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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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一1 以ANOVA配合LSD事後按測不同家庭職業對函中三年級學生

營養態度及營養知識差異性統計表

萃 公 教 農 工 商 自由業

營養知識 57.5 bc. 68.但 71.0a 56.5 c 58.7 c 63.5 b 60.9 c 

營養態度 77.1 79.7 80.1 77.9 76.1 78. 是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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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 .5-2 父親不同教育程度與國中三年級學生營養知識答對率

及營養態度得分率比較表

小學 初中 高中 大專 碩士以上

營養知識 57.4d 60.1 c, 63.1 b 67.6戶b 63. 7.abcd 

營養態度 77.0b 76.9b 77.7b 80.0 ,a 79.1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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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 .5…3 母親不同教育程度與函中三年級學生營養知

識答對率及營是各態度得分率比較表

小學 初中 高中 大專碩士以上

營養知識 58.9d 60.8 cd 63.1a,C 68. 是b 70. 2ab 

營義態度 77.4a 75.8 a 79.1 a. 79. 1 a 79.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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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圈中三年級學生營養知識、營養態

度、營養行為之相關性分析

一、本研究欲了解營養知識、營養態度、營養行為三者相關情形

，乃利用 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法進行分析，分析結呆由表4.6

-1所示:營姜知識及其各分項、營養態度之各分項與營養態

度及其各分項、營養知識之各分項問均主顯著正相關。

二、學養知識、態度與營養行為之間相關性

由表是 .6-2可得知，營養知識與吃飯時間呈顯著正相關:與

飲食負向行為揖取空熱量食物呈顯著負相路。營發態度與飲食正

向行為主顯著正相關;與吃飯時間呈正相關;與飲食負向行為及

攝取空熱愛食物呈顯著負相關。零用錢與飲食負向行為及攝取空

熱量食物主顯著正相關 o 飲食正向行為與飲食負向行為、攝取空

熱量食物呈顯著正相關。飲食負向行為與攝取空熱量食物主顯著

正相關。即園中三年級學生營養知識愈高，營養態度愈好;營養

態度愈好，只IJ飲食正向行為頻度愈高，飲食負向行為頻度愈低，

且攝取空熱量食物頑皮愈低 o 但營發知識與飲食正向行為無顯著

相關;而與飲食負向行為及攝取空熱愛食物之行為主顯著相關 o

此與林毅等( 1986) 對我函中等學校營養課程教師營養知識、態

度、行為研究發現，其間均有顯著正相協相似，與王世主氏( 1993 

)調金台北市國小學童營接知識、態度、行為發現，國小學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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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知識與營養態度呈正相關，營養知識與飲食行為亦呈正相關;

而營養態度與飲食行為闊無顯著相關性略有不同。

三、營養知識、態度、行為之相關性分析?綜上一、二由園是 .6一

1得知符合Schwartz (1 975) model 1 、 II 0 

四、由表4.6-3可得知函中學生血清中三段甘油酪 (TG) 與飲食負

向行為呈顯著正相關;而其他血液生化值與飲食行為頻度均

無顯著相關性。

五、由表是.6-4可得知，閣中三年級學生血清生化值總膽固與三

酸甘油面豈有顯著正相關 o 鈣與三酸甘油路亦主敲著正相關 o

六、營美知識、態度、行為各相關性分析綜上三、四由圖 4.6-2

可得知，圈中三年級營養知識、態度、行為與血清生化值相

關模式，營養知識與營養態度呈正相關:亦均與負向飲食行

為主負相關;負向飲食行為與血清三酸甘油路呈正相關;血

清三酸甘油酪與血清總膽固醇呈正相關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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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態度、行為之相關模式:

(1) Schwartz( 1975) model 1 

(五相關) (五相關)

營養知識←→營養態度←→正向飲食行為

(2) Schwartz(1975) model 11 

(正相關)

營發知識←→營養態度

(負相關)\ /(負相關)

\/ 
負向飲食行為

國4.6-1 知識、態度、行為之相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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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養知識、態度、行為與血清生化值
相關之模式:

(五相關)

等養知識←→營養態度

\/ 
(負相關)\ /(負相關)

負向飲食行為

I (五叫)

血清三酸甘油路

↑(正相關)

血清總膽固醇

圈是 .6-2 營眷知識、態度、行為與血清生化值相關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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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挂 .6一l 閩中三年級學生營養知識與營接態度各分項的相關係數

關心營萎的 選擇營接與學習營義的 一般營接
營養態度態度 進食的態度態度 知識
(NUAT) (NUA1) (NUA2) (NUA3) (NUKl) 

接營血
叭
叭
句

病
氓
、
疚
，
制

索養
源
仿

VA 

營
來
側

關態心營餐的 0.8738*** 
度(NUAl)

選進擇食營的接態度與 0.8766*** 0.632是***
(NUA2) 

學態度習營(NU養A3的) 0.5690*** 0.2761*** 0.3527*** 

σ3 

。3 一般營養 0.2023*** 0.1881*** 0.1906*** 0.0705* 
知識(自汰。

營養素來源 0.2是12*** 0.2183*** 0.2212*** 0.1059*** O. 是215***
(NUK2) 

疾病與營養 0.1670*** 0.1353*** 0.1729*** 0.0696* 0.4143*** 0.4302*** 
(NUK3) 

營發知識 0.2601*** 0.2326*** 0.2是80*** 0.1032*** 0.8396*** 0.7669*叫 0.732是***
(NUKT) 

草草 : * : p <0.05 * * : P <0.01 * * * : p <0.001 



σ3 
本泌

表4.6-2 園中三年級學生營養知識、態度與營養行為之間相關係數

營養知識
(NUKT) 

零用錢

(C01N) 

營養態度
(NUAT) 

0.2601*** 

ns 

量體重次級一0.0618*
(WE1GH) 
吃飯時閱

(T1ME) 

飲食正向行

為 (NUPP)

0.0725* 

0.1206*** 

營接知識

(NUKT) 

ns 

ns 

0.2133*** 

ns 

飲食負向行一0.1853*叫一0.1995叫*
為 (NUPN)

攝取空熱量 -0.1958*** -0.1437*** 
食物 (NUPSNACK)

在主 : * : P <0.05 * * : P <0.01 * * * : p <0.001 
的:不顯著 (~P>0.05)

零用錢

(C01N) 

一0.0363***

ns 

0.0661* 

0.1831*** 

0.1275*** 

量體重次級

(WE1GH) 

ns 

一0.1253***

ns 

ns 

吃飯時間

(T1虹E)

ns 

ns 

ns 

飲食正向

行為 (NUPP)

0.1231*叫

0.1225*** 

飲食負向

行為 (NUPN)

0.5239*** 



表4.6-3 函中三年級學生血清生化值與飲食行為頻皮之相關

係數統計表

生化值
一

面交 總膽固醇

飲食 相關 鈣 甘油酪 鐵

行為 係數 (Ca) (TG) (TCHO) (Fe) 

飲食正向行為 ns ns ns ns 
(NUPP) 

飲食負向行為 ns 0.0799** ns ns 
(NUPN) 

註* * : p <0.01 
ns =No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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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4 圈中三年級學生血清生化值之間相關係數

一
區支 總膽目醇

鈣 甘油路

(Ca) (TG) (TCHO) 

三酸甘油酪 0.0647* 
(TG) 

總膽固醇 ns O. 是368***

(rCHO) 

鐵 (Fe) ns ns ns 

言王 : * : p <0.05 

* * * P <0.001 
ns : No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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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一、八十六年度台中市函中三年級學生身體質受指數(即1 )起

過24.2者，由一年半諧的6.7%增至12% '增加率為79.10%

'增加趨勢頗為顯著，英雄端值增加趨勢可能與飲食習慣有

闕，必須加以注意。

二、圈中三年級學生血液生化佳，一般均在正常範圍之內，但血

清中膽固醇濃度超過176mg/dl者為 19是位佔 18.是%'值得探

討改進 o

三、函中三年級學生血鈣與血膽固醇並無性別差異，于旦男生的血

鐵與三萬愛甘油酪比女生高 o

四、閩中一年級下學期至函中三年級上學翔之學生其營養知識、

營養態度無顯著改變 o

五、函中三年級女生的營姜知識、營養態度較周年級男生之函中

三年級學生之營養知識，營姜態度有顯著差異，女生比男生

佳 o

六、函中三年級學生營養知識分項答對卒，依序為「營養素來源

j 、「疾病與營養J 、「一般營桑知識 J 營養態度分項答

對率依序為「選擇營養與進食的態度 j 、「關心學養的態度

」、「學習營養的態度 J 0 

七、不同家庭職業對圈中學生營養知識有顯著性差異;對營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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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則無顯著性差異;父親不同教育程度?對函中學生營養知

識、態度均有顯著性差異;母親不向教育程度對函中學生營

養知識有顯著性差異，對營接態度則無顯著性差異。

八、函中三年級學生，營業知識與營養態度呈顯著正相關;五營

養態度與飲食正向行為、飲食負向行為均主顯著相關性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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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總編號:

此處請同學不必填寫

合中本圈中學主營養知識是皮汗為用悉訊室表

各位同學:

本問卷的目的在於瞭解本市函中同學的營養知識、態度、與行

島的現況，以作為本市青少年均衡營養教育之參考。請你(妳)仔

細閔琦每個敘述，然後將答案依說明填兵。

本次向卷所有資料僅供團體分析用，你所投供的資料，本單位絕

對保密，敬請放心作答!

謝謝你的協助和合作!

qu QU 



能

隨
下列25個栽進，是超自學解用學們的趕活。請依你(j，月甸、)最真實的說如在每一1回教違法面

的主問方持中勾選最適當的一1函---

(1)如果它和你的趕浩完全一獸，語句第一格;

(2)如果它和你的超遠浪拍近， 1旦並不完全一致，語句第二三格:

(3) 女口果你i走來沒者注意E遍，設法君主丸，故不贊成也不反對，請勾第三格;

(4)如果它手。你的超法不同， 1旦立豆豆時色對的相反，語句萍的格:

(5)女口呆它手。你的建浩完全相反，請勾第五格。

1.多喝牛奶有益健康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臼 2口 3口 4口 5口

2. 只要吃米麵、肉類和蔬菜，苦養就足夠，吃不吃水果倒不是很重要

… 1口 2口 3臼 4口 5口

3. 喝白開水比喝其他飲料好-一一一一-一一一個甸甸鳴"“ 1口 2臼 3口 4口 5口

4. 只挑自己喜歡的食物吃，並不會有營養不均的問題- -1口 2口 3口 4口 5口

5. 市面上販售的食品中，很多都已經添加維他命，我只要選賀這些食品就不

必再擔心營養不均的問題了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司1臼 2口 3口 4口 5口

6. 早餐，在一天三餐當中，最不重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口 2臼 3日 4口 5口

7. 如果我有吃維他命丸，就不須再擔心一天的飲食是否

營養不均了………………一…………一一………一寸口 2口 3口 4口 5日

8. 選擇食物時應考慮它對我的健康是否有豆豆一一一一寸口 2口 3口 4口 5口

9. 只要爸螞有在注意學養的問題，我就不須去煩惱了一1口 2口 3口 4口 5口

10. 我不在意所吃的食物是不是會讓我變胖---呵呵，一…寸口 2口 3口 4口 5口

1 1.選擇食物時，要留意食物的營養價值…一個“一一一 --1口 2口 3口 4臼 5口

12. 隨時隨地學習營養知識是很重要的…一一…一一… -1口 2口 3口 4口 5口

13. 知道怎麼吃才營養，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事一…一 --1口 2臼 3口 4臼 5口

14. 學校的健康教育課程很重要，我很用心上課並努力

閱讀課本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寸口 2口 3口 4日 5口

15. 我對學校健康教育課程的內容都能記得很清楚……-1口 2口 3日 4口 5日

16. 適當的營養有助於預防系些疾病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臼 2口 3口 4日 5口

17. 不正確的飲食習慣會影響一個人的健康一一一……呵1日 2口 3口 4日 5口

18. 只要體委不變就不必去注意營養一……一一一一一 -1日 2口 3口 4口 5日

19. 只要汶有生病就表示我的飲食沒問題一一…一一… -1口 2口 3口 4口 5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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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吃維他命丸就能確係身體健康--一一-一- - - --一 -1 口 2口 3L

21.用餐時應該有醬油、食鹽、或辣椒醬佐味，菜備才

會夠味、好ut----- 一一一一一一呵呵呵呵呵-一一一…- -1口 2口 3口 4臼 5U

22. 為了避免浪費，吃飯時，應該把每一道菜都吃完一一 -1口 2臼 3口 4口 5口

23. 消夜、點心是造成肥胖的重要自素之一叮叮叮叮- --一呵呵 l口 2口 3口 4臼 5臼

24. 漢笠、炸雞、披薩一類的速食店所提供的食品，味

道鮮美，且富含蛋白質、油脂，可以常去用餐-一…咱也1口 2口 3口 4口 5口

25." 吃到飽"的餐廳所提供的食物種類繁多且極為豐

蠱，常去用餐可以避免學養不良的問題一一…一… --1口 2口 3口 4口 5臼

下列 Z61由敘述趕嗓解同學們對營養的嗓解程度，諸將你(如: )認為，最正確的

答索的號碼填寫在每一個敘述指茵的持線上苗。

一1.所謂必需氮基酸是指?

(1)動物蛋白質所舍的氛基酸;

(2)蛋白質經分解後的小分子成分;

(3) 合成蛋白質所需要的所有氣基駿;

(4)人體不能合成只能由食物獲得的氯基酸。

2. 根據我闊 f每日飲食指南 J 常用的合物可分幾類?

(1)蹄類，蛋白質類，脂肪類，礦物質類，維生素類，水份;

(2) 五穀類，魚肉奶蛋豆類，油脂類，蔬菜類，水果類;

(3) 米食類，奶蛋類，畜產類，水產類，素食類;

(4)主食類，副食類，零食類，點心類，飲料類。

一 3. 所謂「學養不良 J 是指?

(1)食物所令營養素不足或過多;

(3) 人體內的營養素不足或過多;

(2) 所吃的食物份量不足或過多;

(4) 所吃的食物太過精製或粗糙。

_4. 下列哪一項是「空熱受 J (即除了熱量外，其他營養索含量很少)食物?

(1)麵包 (2) 冰淇淋 (3) 西瓜 (4) 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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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體所需要的苦養素如何分類?

(1)躇類，蛋白質類，脂肪類，礦物質類，維生素類，水份;

(2) 五穀類，魚肉奶蛋豆類，油脂類，蔬菜類，水泉類;

(3) 未食類，奶蛋類，畜產類，水產類，素食類;

(是)主食類，副食類，零食類，點心類，飲料類。

6. 下列哪一種食物含有最豐富的蛋白質?

(1)技菜 (2) 香蕉 (3) 魚肉 (4) 麵條。

7. 下列哪一種食物含油脂最多?

(1)土司 (2) 三層肉 (3) 去皮雞肉 (4)蝦子。

_8. 下列哪一種食物含維他命 C 最豐富?

(1)豬肉 (2) 攜手 (3) 高麗菜 (4) 牛奶。

9. 下列哪一種食物合鐵質最愛富?

(1)瘦肉 (2)柳丁 (3) 高麗菜 (4) 薯條。

一10. 下列哪一種食物含鈣質最豐富?

(1)水果 (2) 蛋 (3) 牛奶 (4)瘦肉。

一11.下封何者兮的熱量最高?

(1)葡萄糖 (2)脂肪 (3)蛋白質(心水。

_12. 下列飲食原則何者並不妥當?

(1)多選擇精製食品 (2)選擇食物多樣化;

(3) 多選令高纖維食品 (4) 少吃糖果點心。

一13. 以下哪些行為對體重的控制有幫助?

(1)邊吃邊聊天 (2) 多吃油炸食品;

(3) 不吃早餐; (4) 不吃宵夜。

_14. 下列哪一種疾病與肥胖較沒有相關?

(1)關節炎 (2) 盲腸炎 (3)糖尿病(的痞症。

一15. 下列哪一群人最易缺鐵?

(1)青春期的女生 (2) 青春期的男生 (3) 男幼童 (4)女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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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6. 下列哪一種行為最易導致肥胖?

(1)常吃零食 (2) 常看電視 (3) 會吃水果 (4) 常運動。

_17. 高血壓的人要限制聾的攝取，請問下列哪一種食物合最多鹽?

(1)洋芋片 (2) 高震菜 (3) 牛奶(哇)魚肉。

一18. 1.衷血病?皆是由於缺乏下列哪一種維生素所造成?

(1)維生素 A; (2) 維生素 B; (3)維生素 C; (4) 維生素 D 0 

_19. 下列那一種食物不合蟾閉醇?

(1)豬肉 (2)雞蛋 (3)鮮奶油 (4) 沙拉油。

20. 下列那種維他命最容易因為加熱而破球?

(1)維他命 A; (2)維他命 B6; (3) 維他命 C; (心維他命 D 。

21.下列那種維他命最易在水洗蔬呆時，自切口流失?

(1)維他命 D; (2) 維他命 E; (3) 維他命 B; (的維他命 A 。

22. 下列那一項不是膳食纖維素的功能?

(1)促進腸胃蟻動;

(3) 降低腸癌機率;

(2)提供活動熱量;

(4) 減少肥胖機率。

_23. 青少年每天所需的熱暈約為:

(1 )100。“ 160。大卡 (2)2200-2800 大卡;

(3)5000白白的大卡; “)500-560 大卡。

_24. 下列那一種蹄類食物最有豆豆健康?

(1)砂糖 (2)蜂蜜 (3)糖漿 (4) 澱粉。

25. 依據均衡營養的原則，飲食中睡類:蛋白質:脂肪的分配比例應為:

(1 )(58 自 68) : (20 司 30) : (1 0-14); (2)(20-30): (58吋8) : (1 0-14) ; 

(3)( 10 個 14) : (20-30) : (58-68); . (4)(58吋8) : (1 0 寸 4) : (20 帶30) 。

26. 所謂的肥胖是指:

(1)體重超過標準體葷的 5 %; (2) 男生體脂肪的比率超過 20 % ; 

(3)女生體脂肪的比率超過 20%; (4)體位指數(BMI)超過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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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敘述請同學仔細回去皂最近期鼎的進食狀況，且並在句子沒宙的“口"中

勾還與你(詞:)進食狀況最吻合的空格。

十1.昨天，你吃幾次水泉?…一一……咱可一一“叫“句 口。口1 口2 日3 口3次以上

十-2.昨天，你吃幾次綠色蔬菜?……一一……一一 口。口1 口2 日3 臼3次以上

+ 3. 昨天，你喝了多少杯的白開水? -…- -一…怕也干 口。口1-2 口3-5 口6杯以上

- 4. 昨天，你吃了幾次零食?一一一--一一切耐心- -- 口。口1 臼2 口3 臼3次以上

+ 5. 昨天，你吃過幾次豬牛肉、雞肉、或魚?…… 口。口1 口2 口3 口3次以上

- ..6.昨天，你吃過幾次炸薯條、洋芋片、炸蔬菜、炸雞等油炸食品?一一-

口。口1 臼2 口3 臼3次以上

+ 7. 昨天你喝了多少牛奶?一…鳴一一吵…一叫““一 口。口1 口2 口3 曰3杯以上

一 8. 昨天你吃了多少泡麵?一…一…一一一…- -- 口。口1 口2 日3 口3 色以上

十 9. 今天你有沒有吃早餐?一一一…一一切的一一“ 口有口沒有

十 10. 昨天你有沒有吃午餐?一一一一…一一…一 口有口沒有

+11.昨天你有沒有吃晚餐?一…一…一一一一一 口有口沒有

一 12. 昨天你有沒有吃消夜?…一…一…一------ 口有口沒有

一 13. 昨天你在餐處成路邊攤進餐共幾次?…一一 口。口1 口2 口3 口3次以上

十 14. 昨天你吃了幾餐家人說手玄誦的餐點?一 口。口1 口2 口3 口3餐以上

一 15. 昨天你共喝多少罐從自動販賣機買的飲料?φ 口0 日1 口2 口3 口3罐以上

-16. 昨天你共喝多少罐飲料?一一…一……一… 口。口1 口2 口3 日3罐以上

+17. 除了體育課以外，過去一週你一共做幾次運動?一

一口。次臼卜2次日小4次口5ω6次口7次以上

-18. 你有邊看電視邊吃求西的習慣嗎?一-…一- - ---口有 口沒有

- 19. 過去一過內你共幾次到漢笠、炸雞、或披薩一類的速食店進餐? -

口。口1 口2 口3 口3次以上

一 .20. 過去一過內你有幾次封"吃至1]飽"的餐廳進食?口。口1 口2 口3 03次以上

十:正向行為

一:負向1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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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屯最近的飲食狀已足，在合適的樹舟打勾

不吃 約一星期 約一星期 約一星期 幾乎
式很少吃 吃 1 ì.文 吃 2 -3 ì.欠 白色 4-5 欠 每天吃

巧克力

糖果

洋芋片

夾心餅乾

蛋捲、美乃滋等餅乾

乖乖、玉米餅、蠶豆

酥、金牛角等

奶油蛋糕、蘋果派

布T

汽水、可樂、沙士、茶

飲料等有甜味飲料

奶昔、冰淇淋、甜筒

調味乳

蜜錢

花生、瓜子、杏仁

呆醬

炸雞、鹹酥雞

炸薯條

下列基本資料為，本研究Z析的基績，同學務代詳細搏贊嘆疇。

卜就讀: 圈中

2.性別:口男臼女 3. 出生: 年 月;

是.你平均多久受一次體重? 個月

5. 你吃一餐飲所花的時間平均約為幾分鐘?一口<5 口 5 一 10 口 1。一 20

口> 20 
Gd no 



6. 父母親的教育背景:

小學初中 高中 專科大學碩士以上

母親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父親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7. 你每天的零用錢大約多少?

口小於十元口 10ω50 元口 5。一 100 元口 100-150 元口 150-200 元口 200 元

以上

8. 家庭主要職業:

口軍口去臼教口農口工口商白自由黨

n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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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效度委員名單

林薇 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系所教授

洪久賢 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系所副教授

高美了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系教授

翁玉青 中山醫學院營養學系講師

章樂綺 台北榮民總醫院營養部主任

蔡崇弘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病理科講師

顏慧負 桃園龍潭囡小教師

(本名單依姓氏筆畫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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