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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夜市、路邊攤、或港口旁的流動攤販，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都可以買

到章魚燒。基於本身對章魚燒的偏愛，又想知道身為外語科的高中職學生，是否

會因為自己目前所學的外語（英語以及日語），而愛屋及烏地喜好他國的飲食文

化？於是，我們決定以章魚燒調查為例，來解一此惑。 

 

二、研究目的 

    

（一） 瞭解南部高中職學生對於章魚燒的接受度以及原因。 

    

（二） 調查南部高中職學生最常購買章魚燒的地點以及可以接受的價格。 

    

（三） 探詢南部高中職生喜好的章魚燒口味以及相關原因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為調查工具。我們先到網路各搜尋引擎搜索文獻資料以及相

關章魚燒的圖片，為問卷設計做準備。接下來，我們依據上述的研究目的，設計

相關問卷題目：（1）學生接受日式章魚燒的程度（問卷第 1 到第 5 題）、（2）最

常購買章魚燒的地點以及可以接受的章魚燒價格（問卷第 6 及第 7 題）、以及（3）

喜好的章魚燒口味以及原因（問卷第 8 到 10 題）。我們此次的研究受試對象，除

了崑山高中外語科的學生，我們也邀請長榮女中以及光華女中外語科的學生一起

參與問卷受訪。之後，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我們藉由平均百分比以及 Excel 的統

計圖，來呈現相關數據結果以及敘述。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問卷為調查法，主要的調查對象為高中/職學生。因為我們的研究動機

來自於外語學習對於他國飲食的移情程度，所以我們的受試對象僅限於應用外語

科的學生。此外，我們曾想請章魚燒店家幫忙，讓我們拍些不同的章魚燒口味，

來設計問卷題目（請見問卷題 8）。但店家以商業機密為由婉拒，於是我們只好

抄下店家目前有販賣的章魚燒口味，再去網路搜尋得相關圖片，來做一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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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流程 

確定本次主題後，開始著手進行問卷題目設計。如前所述，問卷題目的設計，

源自於我們早先所提出的研究目的，把問卷內容方向設定好。而問卷統計，則以

百分比例，進行論述。底下呈現我們這次的專題研究流程圖： 

 

確認主題(2012.12.05) 

↓ 

做問卷與老師討論確認(2012.12.12) 

↓ 

發問卷(2012.12.14) 

↓ 

統計問卷資料(2012.12.19) 

↓ 

PPT 專題製作討論(2012.12.26-2013.01.02) 

↓ 

報告發表(2013.01.09) 

 

貳●正文  

 

一、語言與生活 

 「語言」這項傳遞人心裡意象的溝通工具，除了聲音與文字符號的傳遞外，

也融入了不同語言社區（speech community）的生活文化。也就是說，語言表達

了我們的生活經驗，加強與各生活社區物資與精神生活串接關聯性，當然也有可

能僵化了語言在某些情境的彈性使用（例如制式化的問候語）（林維杰，1990）。

語言對於生活文化的融入性，可從目前的巴拉圭生活文化兼具傳統印地安瓜拉尼

族與後期（約 16 世紀）西班牙殖民文化印證，反應在民俗、藝術和文學領域等

這種雙重的淵源（楊琇椀，2007）。因此，在現今外語學習上，不單只是文法知

識的串聯運用，也著重在生活上的表達。基於「所學所用」原則，外語學習者也

會利用長假，進行遊學或是打工度假計畫（鄧夙惠，2005）。藉由跨文化課程、

與當地母語人士交談、以及基本外語技巧訓練，讓外語學習者親臨當地異國語言

表達方式與文化生活。也基於「語言反應文化」理念，我們以章魚燒這類日式平

價美食，來探索現今的高中職外語科學生將外語學習移情投注在他國飲食文化的

程度。會以飲食這個案來探討外語學習轉移議題，主要源自於美國著名猶太裔人

本主義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語言需求層次理論

（Need-hierarchy theory）。根據該理論所述，食物需求為最初階層級的生理需求

之一。若尚未滿足基本生理需求，人們將無慾於其它更高層次的需求（廖柏森等，

2007）。因此，我們假設，如果外語科學生對於異國文化飲食尚未產生極大興趣

的話，也反應他們在外語學習的生活移情轉移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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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的章魚燒演變簡述 

 

 因為我們此次的專題以日式章魚燒為「外語學習移情於他國飲食文化」議題

調查個案。因此我們也來簡述章魚燒在台灣的發展。章魚燒原稱之為明石燒，由

大阪「會津屋」老闆遠藤留吉於 1933 年所創造出來的庶民小吃 （兵庫觀光導覽，

2011）。原先的章魚燒作法是先利用蛋白，再蒸成很軟的圓形糕。當時的章魚燒

也會添加牛肉、蒟蒻和醬油口味。但因當時曾有客人不滿地表示：「明石燒可是

有加章魚的耶！」也因為客人這句抱怨，章魚燒就此誕生。當初的吃法較單純，

不講究醬料的使用，所以沒有濃郁的醬汁搭配，只有沾點淡味醋醬油來調味而

已。不過這種重視原味的吃法，反而可以吃到麵糊和著章魚和天婦羅的原滋味，

也頗受人們喜愛的。 

 在台灣，章魚燒小丸子則是於 1994 年代，由湯明彬先生引進到台北市中興

百貨旁小巷內販售。湯並委請友人呂昭宏先生申請商標註冊後，取名為「章魚小

丸子」，並共同發展連鎖加盟體系。現今台灣各地攤販大多以呂昭宏先生命名的

「章魚小丸子」來進行販售。而自日本引進台灣的「章魚小丸子」，則是以美乃

滋當沾醬，並灑上柴魚片，成為目前最耳熟能詳的大眾基本口味（伊莉百科全書，

2010）。 

 

三、日式章魚燒與台灣章魚燒口味比較 

 

 上段文末,我們點出了引進台灣後的章魚燒基本口味。之後，台灣章魚燒口

味也因時因地而獨創品牌。我們接下來簡述台日兩國章魚商燒口味的比較。一般

來說，日式章魚燒口感較為黏糊，且味道偏鹹。內餡除了章魚外，有些店家會加

上天婦羅，或是高麗菜、胡蘿蔔等青菜。並輔以當地合適的材料和醬汁做各式的

變化。而台灣的章魚燒口感則是較為扎實，口味較甜且多樣化。有些店家則更是

加入許多台灣當地食材如：香腸或豬肉等等，以吸引台灣人的口味，使得章魚燒

的口味越來越多，而消費者也可以因此選擇自己喜歡的章魚燒口味。而也基於台

式章魚燒口味越來越多元化，我們才想以此做專題研究方向之一，來探尋應用外

語科學生是否會因為對外語的偏好而「固守」日式章魚燒口味。或是「脫下外語

專業的外衣」，大方地接受台式本土研發的章魚燒口味。 

 

四、過去相關議題的中學生小論文之研究特色 

 

 在進行專題報告時, 我們試圖尋找過去相關的中學生小論文文獻，來做一比

較與回顧。但是，我們發現，過去的中學生小論文在飲食的主要研究方向多集中

於當地獨特美食簡介，甚少對章魚燒美食做一調查（吳怜蓉等，2011；曾靖宜等，

2011）。當然更少中學生論文會從飲食偏好與外語學習相關性做一探討。於是我

們決定朝向此一專題邁進，來試圖驗證我們相關研究目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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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卷調查結果 

 

（一）受訪者背景資料說明 

 

本研究以外語科學生對章魚燒的喜好程度，來進行調查。我們總共發出 250

份問卷，經過篩選後，有 10 份無效問卷，而有 78 份問卷無法收回。所以我們這

次實收 172 份有效問卷。 

 

（二）問卷結果分析 

 

1. 青少年對章魚燒的喜愛度 

 

圖一 青少年對於章魚燒的喜愛度比較

(問卷題 1) 

 

根據圖一得知，接近八成五受訪的高中

職外語科學生喜愛章魚燒。這樣的高數

據比例，是否與他們本身修讀英日語有

關？我們從下一研究項目來進一步探

詢。基本上，我們假設，越投入學習他

國語言，也應越喜愛他國道地的飲食文

化口味。 

2. 外語學習對他國飲食口味忠貞度相關性 

（1）對他國飲食文化的嚮往度 

 

圖二 學生嚐試日式章魚燒的動機 

（問卷題 3） 

 

圖二的數據來自於圖一 84%喜愛章魚

燒口味的外語科學生進一步的調查結

果。我們發現，因受到目前學習日語的

影響，有接近六成的外語科學生表示有

興趣嚐試日式章魚燒（57%）。但我們

也不容小覷 43%負面的聲音（不考慮

嘗試）。這樣的結果，僅能推論外語學

習與他國飲食文化嚮往度存在著中度

關係，而非高度相關。 

(3)喜愛章魚燒口味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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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青少年喜愛吃章魚燒的原因 

（問卷題 5） 

根據圖三，我們發現，圖一 84%喜愛

吃章魚燒的外語科學生，主因是對章魚

燒食品本身的好感（佔 53%）。這好感，

不是來自於日式章魚燒，而是來自於目

前改良的台式章魚燒。這推論可從第二

名僅 19%「對日系食品有興趣」間接

證實。而這 19%對日系食品的偏愛也

呼應了我們在圖二的結論：外語學習與

他國飲食文化嚮往度並沒有高度相關。

 

(4)青少年不喜愛吃章魚燒的原因 

 

表一 青少年不喜歡章魚燒原因 

（問卷題 2） 

根據圖一到圖三，高達 84%受訪外語

科學生對章魚燒有興趣。這興趣，並非

主要來自於日本飲食文化的嚮往，而是

來自於台式章魚燒口味的喜好。至於 

圖一 16%學生不喜歡章魚燒口味的原

因，我們於表一也發現，對日語喜好並

進而移情傳統日本章魚燒口味的學生

比例偏低（僅 4%）。大多也是取決於

學生個人飲食口味的主觀喜好程度（如

單純排斥章魚燒食品或是不喜歡海鮮

口味的章魚燒）。 

排名 原因 比例 

1 不排斥海鮮食品，但不

喜歡章魚燒食品。 

25% 

2 不喜歡海鮮類食品 18% 

2 怕胖不敢吃 18% 

4 價格太貴 14% 

5 只吃日本章魚燒口味 4% 

 

3. 青少年一週享用章魚燒的頻率 

 

圖四 一週吃章魚燒的頻率統計 

（問卷題 4） 

基於圖一有高達近八成五的學生喜愛

吃章魚燒，我們更想從單週享用章魚燒

的天數來更進一步地了解他們喜好的

程度。從圖四結果來看，這些八成五表

示喜好章魚燒的學生，實際上有 86%

單週僅一兩天享用章魚燒。換句話說，

受訪的外語科學生僅把章魚燒當休閒

食品，而非主食。 

4. 最常購買章魚燒的地點以及價格 

 

（1）最常購買章魚燒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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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外語科學生最常購買章魚燒地點

（問卷題 6） 

根據圖五，有超過八成的外語科學生

（83%）選擇在夜市購買章魚燒。摒除

價格因素，此次受訪者就讀的學校都鄰

近夜市（崑山高中：花園夜市；長榮女

中：大東夜市）。基於交通便利之故，

再加上這兩校的學生通常會留到夜

輔，可以趕上「夜市」營業時間，一解

朵頤之快。 

(2)可接受的章魚燒價格 

 

圖六 外語科學生可接受的章魚燒價格

（問卷題 7） 

既然此次受訪的學生，多數選擇到夜市

購買章魚燒（尤其是夜輔下課後），我

們更想進一步地了解，他們願意花費在

章魚燒的價格範圍。根據圖六，有七成

五的學生至多願意花費新台幣 50 多元

（相當於一個便當價格）購買章魚燒。

畢竟高中職生尚無獨立的經濟能力，想

要食用更高檔的章魚燒，恐怕要算盤撥

幾下，才能「圓夢」。 

 

6.現今青少年喜愛的章魚燒口味以及原因 

（1）喜愛的章魚燒口味 

 從上述圖一到圖四，我們曾推論此次受訪的外語科學生對於目前正在學習日

文的熱愛程度並未高度轉移於日系章魚燒口味的喜好。再加上受訪學生多數僅願

意花費 50 多元於章魚燒食品（圖六）。我們再以學生喜愛的章魚燒口味一研究項

目來驗證我們推論的信效度。表二呈現結果如下： 

表二  外語科學生喜愛的章魚燒口味排行（問卷題 8） 

第一名：原味章魚燒

（38%） 

第二名：醬汁章魚燒

（27%） 

第三名：炸彈燒 

（12%） 

  

第四名：烏賊燒 

（10%） 

第五名：醬油章魚燒

（9%） 

第六名：明石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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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二，有近四成（38%）的外語科學生首選原味章魚燒或是醬汁章魚燒

（27%）。這兩種章魚燒都是從日本當地引進台灣的口味，這也再次印證了我們

的第一個結論（日語學習與日系食品偏好的中度相關）。而學生 50 多元台幣的預

算，也反應在他們偏愛的章魚燒口味。一般來說，像烏賊燒價格較高，所以僅獲

得 10%學生的青睞。 

 

(2)選擇章魚燒口味的原因 

圖七  外語科學生選擇章魚燒的原因 

（問卷題 9） 

除了外語轉移飲食文化的因素外，我們

也想了解還有哪些因素影響此次外語

科學生選擇的章魚燒口味。根據圖七，

有將近九成的學生表示，個人主觀的口

味選擇，才是他們選擇喜愛章魚燒口味

的主因。家人和朋友影響的程度有限。

這項結果也與表一相呼應。換句話說，

不論偏好章魚燒與否，「個人」主觀口

味才是選擇食品的主因。 

 

（3）未來期待的章魚燒口味 

 

 

圖八 外語科學生期待未來章魚燒口味

（問卷題 10） 

最後，我們從圖八發現，「融入本土化

並再次創新」，成為外語科學生期待的

章魚燒口味主要標竿（培根口味：

41%）。而融入麻糬這種仿似日系口味

的章魚燒，雖排名第二（20%），但與

首選的培根口味支持度，相距甚遠。其

他如西方人士（尤其是英國人）喜愛的

冰淇淋口味，也未如預期般地大受外語

科學生歡迎（僅占 18%）。顯然地，外

語學習熱誠未高度地轉移到偏好日或 

美系食品口味。此外，在 6%的「其他」

一項，我們也收到了外語科學生建議的新奇口味：如玉米、起司、白飯、沙茶、

鮪魚、燻雞等。但似乎僅少數外語科學生會偏好融入素食精神在章魚燒。 

 

參●結論 

 

 根據這次專題的研究目的與調查發現，我們將研究結論列點整理於下： 

 

1. 多數受訪的外語科學生可以接受章魚燒食品（圖一）。但無論是偏好的動機

（圖二）、原因（圖三）、甚至是喜好或期待的口味（表一、表二以及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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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未高度地將美日外語學習熱愛轉移到當地食品口味。「融入台灣本土口味

並再加以研發創新」，成為了主要圭臬。 

 

2. 地利之便（鄰近學校的夜市），成為此次受訪的外語科學生最常購買章魚燒 

的地點主因（圖五）。這並非表示專業的販賣章魚燒店家或是百貨公司口味 

不佳，而是它們都離受訪學生就讀的學校距離遠一些。 

 

3. 由於學生經濟尚未獨立，因此能享用的章魚燒單週頻率（圖四）以及花費的 

價格（圖六）都相當有限。 

 

4. 此次受訪的外語科學生，在偏好的章魚燒口味中，並未受到家人或是朋友飲 

食偏好的影響（圖七）。而此次研究，僅極為少數的外語科學生會期待素食

或是清淡口味的章魚燒（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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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調查問卷設計 

親愛的回答者您好： 

我們是崑山高中的學生，為了要製作本學期專題研究報告「章魚燒類型調查」

研究，我們很需要您填答這份問卷。這份問卷採取不記名的方式，請您安心填

寫這份問卷。最後，感謝您撥空填寫這份問卷。 

崑山高中應外三 A 學生

呂念橋、何宜珍 敬上

                                                民國 101 年 12 月 05 日

1. 性別：□男     □女 

2. 科別： 

□ 應用外語科  □普通高中科 □資訊科 □電機科 □資電科 

□ 觀光科   □美工科   □其他(請填寫科別):______________ 

□ 3. 年級： 

□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 二、問卷題目 

□ 1. 請問您喜歡吃章魚燒嗎? （僅單選） 

□    □是 （請從第 4 題開始填寫）       □否 (請填寫第 2 以及第

3 題) 

□ 2. 請問您不喜歡吃章魚燒的原因為何？ （僅單選） 

□  □我本身不喜歡海鮮類食品（包含章魚）  

□  □我不排斥海鮮食品，但我不喜歡章魚燒食品的味道。 

□  □因為我怕胖（章魚燒熱量高），所以我不敢吃。 

□  □因為章魚燒價格太貴，我認為可以買其它更平價美味的食品。 

□  □我只接受日本當地口味的章魚燒，台灣口味的章魚燒我較不接受。 

□  □其它原因（請簡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 請問如果有一天您有機會到日本一遊，您會想嘗試當地的章魚燒食品

嗎？ 

□  （僅單選） 

□  □可以嘗試看看  □考慮不嘗試 □絕對不嘗試 

□ 4. 請問您一週吃章魚燒的頻率為何？（僅單選） 

□  □每天  □五至六天  □三至四天  □一至二天 

□ 5. 請問您為何喜歡吃章魚燒？（僅單選） 

□  □我本身就喜歡吃丸子類的食品。  

□  □我本身對日系食品就很有興趣。 

□  □只要有內含章魚的食品，我都很喜歡。 

□  □我本身就喜愛章魚燒的口味，其它口味則是看情況。 

□  □其它原因（請簡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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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請問您最常在哪裡購買章魚燒? （僅單選） 

□   □夜市   □路邊攤   □百貨公司  

□ □其它地方（請簡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7. 請問您可以接受的章魚燒價格大約是多少錢（以一盒 6 個章魚燒來計

算）？ 

□  （僅單選） 

□     □50 至 59 元  □60 至 69 元  □70 至 79 元 

□ □80 至 89 元  □90 至 99 元  □100 元以上 

□ 8. 你喜歡甚麼口味的章魚燒？（可複選，至多選兩樣） 

□ 原味章魚燒 □ 醬汁章魚燒 □ 醬油章魚燒 

  

□ 明石燒 □ 烏賊燒 □ 炸彈燒 

  

9. 承上題，您選擇這些喜愛的章魚燒口味有受到下列哪些因素的影響？ 

（僅單選） 

 □沒受到任何影響，純粹是我自己個人口味的喜愛。 

 □家人的喜愛口味的影響  □朋友的介紹 

 □其它因素（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請問您希望未來可以研發哪種另類新奇口味的章魚燒？ 

（可複選，至多選兩樣） 

 □培根/口味  □內含豆類  □素食口味 

 □麻糬口味  □冰淇淋  □水果口味 

 □其它口味（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