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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近年來，許多青少年因不正常的飲食習慣與日夜顛倒的生活作息，而造成

生理與心理上的疾病。例如：肥胖、膽固醇過高、心血管疾病、癌症等。不久前我

們三人在新聞報導上看到了有關青少年罹患癌症的機率越來越高，報章雜誌內容提

及青少年因為生活上的壓力引發身體機能的衰退，並且對健康的議題有許多的感

觸。因為過度的飲食、不當的生活習慣，都會引發身體疾病，嚴重者甚至造成身體

器官衰竭。現今的醫療技術堪稱發達，許多人在享受物質的同時，往往忽略了飲食

對我們的健康造成威脅，畢竟身體是自己的，需要靠自己好好保護，並且努力的維

護身邊所有人的生命。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次專題研究目的如下： 

（一）調查不同年級高中職學生食用各類食物天數頻率比較。 

（二）探詢不同年級高中職學生少食用各類食物原因。 
 
（三）了解不同年級高中職學生挑選食物著重健康的程度。 
 

三、研究方法 

  本次專題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法」，探詢上述三大專題研究目的設計相關研究

問題。因此，本次專題調查問卷設計方式，可見於底下範例： 
1. （所有問卷參與者均必須填寫） 

請問您單週食用燒烤食物（如油炸排骨、油炸薯條）的頻率為何？（單選） 

 □每天  □5 至 6 天  □3 至 4 天  □1 至 2 天 

 （選擇上述選項之一者，請跳至第 3 題繼續作答） 

 □我都不食用燒烤食物（請繼續填寫第 2 題） 

2. （限第 1 題選「不食用燒烤食物」者填答） 

請問您不食用燒烤食物的主要原因為何？（單選） 

 □我本身是素食主義者，不食用燒烤食物。 

 □我因為健康因素考量（如過量會罹癌等），不食用少烤食物。 

 □我因為個人經濟因素考量（無多餘零用錢），不食用燒烤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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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嚴禁我食用燒烤食物。 

 □吃燒烤食物會讓我的身材走樣，皮膚也會變差。 

 □其它原因（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問卷設計後，我們邀請高中職中高年級學生進行問卷訪查。受訪的高中職

學生來自底下三所台南市學校，共計 133 位：（1）光華高中、（2）長榮女中、以及

（3）我們學校（崑山高中）。接下來，我們根據學生問卷受訪結果，運用 Excel 2010
版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此外，我們也會運用 SPSS17.0 版本進行較為基礎的獨立

樣本 T 檢定，分析此次兩大受訪群組（高中職中高年級學生）在相關研究問題看法

上差異（例如中高年級學生對於「食用各類食物天數頻率差異性」）。而皮爾森績差

相關統計分析則是分析問卷當中某兩選項之間的相關性（例如中高年級學生對於「學

生食用燒烤食物和油炸食物頻率之間相關性」）。 

 

四、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正常飲食 

1. 給食物恰當的消化時間。重點是多樣均衡而節制的飲食。除了「吃飯皇帝大」，

要專心、細嚼慢嚥外，吃飯之後也不要馬上趴睡或工作；睡前三小時也盡量不

要吃東西。 

2. 少吃高脂肪與高油炸的食物。過油或過高脂肪的食物，會刺激胃酸分泌增多，

且在胃部停留時間延長，提高得到胃食道逆流的機會。 

二、何謂癌症 

「癌症」已連續32年是國人十大死因之首！每五分四十秒就有一人因癌症而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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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癌症流行病學調查發現，80％的癌症可能與我們的生活環境有關，其中飲食占

癌症發生原因的35％。營養師建議，蔬果中植物化學物質的顏色有紅、黃、綠、白、

紫、橙，有如彩虹般色彩繽紛，營養價值也都不同，平時應均衡多樣攝取，藉由均

衡攝取六大類食物，幫助身體維持正常的運作來預防癌症發生。台灣癌症基金會建

議，全民應力行正確的蔬果攝取量，才能有足夠抗氧化營養素及植物化學物質，以

利消除自由基、增加免疫力，並預防癌症及其他文明病的發生；抗氧化營養素及植

物化學物質普遍存在於穀類、豆類、蔬菜、水果等天然植物中。 

一、常見的癌症：口腔癌、大腸癌、胃癌 

（一）口腔癌 
口腔癌的發生與口腔長期受到刺激，而產生細胞變性有密切的關係，其中以

嚼食檳榔為最主要的原因。其他如：吸菸、喝酒、梅毒、過度陽光照射、長期營養

缺陷、口腔衛生不良、長期食用過熱、太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尖銳的蛀牙、破損的

補綴物、製作不當的假牙與牙套，都是造成口腔癌的可能原因。尤其檳榔中所含的

檳榔鹼有促癌能力，是促進細胞變性的主要因子，約有 88%的口腔癌患者有長期嚼

食檳榔的習慣。抽菸也是造成口腔癌的元兇之一，更有報告顯示抽煙斗的人特別容

易罹患唇癌，且研究發現慢性及大量飲酒的習慣亦會增加罹患口腔癌的危險，因此

檳榔、菸、酒是誘發口腔癌的三大危險因子 

（二）大腸癌 

大腸癌的成因仍然是未知之數，這方面的研究仍全力在進行。根據統計，大腸

癌和我們的飲食習慣有關，高動物性脂肪、高蛋白質和低纖維的飲食習慣有可能增

加患腸癌的危險。家族中有人患過腸癌，得病的機會也比較大。 如果年齡在四十

五歲以下的父母親或兄弟姊妹得了大腸癌，或者同一家族中有幾個人患有大腸癌，

得腸癌的風險都會增加。大腸癌症狀包括： 

(1) 大便有血，或呈黑色 

(2) 沒有明顯的理由下，大便習慣改變 (譬如持續的便秘或腹瀉) 

(3) 體重下降 

(4) 腹部絞痛或結腸痛 

(5) 便後感覺腸內仍有糞便 

(6) 貧血症狀，如手腳冷、疲倦、容易心跳、氣喘、面色蒼白及頭暈 

 

（三）胃癌：胃癌確實的起因仍然未有定論，過去三十多年來，患得胃癌的人數顯 

著下降，可能與飲食習慣的改變有關。尤其冰箱普及後，一般人可以吃到更新

鮮的食物，同時也減少食用燻製或醃製的食品。男性患得胃癌的情況較為常見，

尤其是接近老年的年齡層。一些患有惡性貧血的人，因胃內壁受到影響，導致

缺乏維他命 B12，所以患上胃癌的情況也較為常見，近親患有胃癌的人，風險

也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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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一）問卷受訪者背景資料分析 
1. 性別 

圖 1 問卷受訪者性別比例分析 

  本次受訪學生，男性比女性多出兩倍

（男性：60.90%；女性：39.10%）。由於

性別人數差異過大，本次專題將不探討

性別因素議題。 

 
2. 年級 

圖 2 問卷受訪學生就讀年級比例 

   若我們轉而從年級因素探討，發現高

二以及高三人數比例就較為平均（高

二：54.21%；高三：45.79%）。因此，我

們本次專題最後選擇從年級因素探討相

關議題。 

 
 
3. 就讀科別 

圖 3 問卷受訪學生就讀科別比例 

  此次問卷受訪對象主要來自於應用外

語科學生（34.58%），其次為電機科學生

（30.84%）。因此，本次專題問卷結果比

較偏向這兩大受訪群的書面意見。 

 
（二）不同年級高中職學生食用各類食物天數頻率比較 
 
1.學生食用各類食物天數頻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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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學生食用各類食物天數頻率 

  根據圖 4，年級因素並未看出

特別差異。無論是二年級或是三

年級學生，單週食用蔬菜比重偏

高（一週平均為 4 天左右），其

次為高熱量低脂肪食物（一週約

三天）。 

 
2. 不同年級高中職學生食用各類食物天數頻率差異性 
 由於圖 4 中高年級學生對於食用各類食物的天數無過大差異，因此我們透過

獨立樣本 T 檢定，試探這兩大受訪群在哪一類食物食用天數有統計差異？表一呈現

結果如下： 
 

表一  學生食用各類食物天數頻率差異性 
 蔬菜 高熱量脂肪 燒烤 醃製類 檳榔 

F 值 .005 .785 .995 .000 .767 
t 值 

（顯著性） 
.942 .378 .321 1.00 .383 

 根據表一 t 值，上述食物無一項呈現統計結果差異（t<.05）。因此，年級因素

並未造成哪一類食物特別偏好。 
 
3. 高中職學生食用高熱量脂肪食物與燒烤食物頻率之間相關性 
  表二結果主要是探詢此次受訪的高中職學生食用高熱量脂肪食物與燒烤食物頻率

之間相關性。也就是說，食用燒烤食物越多，是否也代表食用高熱量脂肪食物越多？ 

表二  學生食用燒烤食物和油炸食物頻率差異比較摘要表 
配對變項 平均數 人數 標準差 t 值 
燒烤食物 22.43 107 11.96 -2.979 
油炸食物 26.64 107 10.81 
n.s. p<.05 

 根據表二，學生食用油炸頻率比燒烤食物高，而兩者之間透過皮爾森基差相

關性比對（表三），呈現低度相關性（.181）。換句話說，喜愛油食的人，並不代表

也喜愛燒烤食物。 
 

表三  學生食用燒烤食物和油炸食物頻率之間相關性 
配對變項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燒烤食物-油炸食物 107 .181 .063 
 

 
4. 學生食用燒烤食物與醃製類食物相關性 
 此外，根據上圖 4，受訪學生單週食用燒烤食物和醃製類食物的頻率很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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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者之間有相關性嗎？我們也是透過皮爾森基差相關性比對，呈現結果於表四 
 

表四  學生食用燒烤食物和醃製類食物頻率之間相關性 
配對變項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燒烤食物-醃製類食物 107 .540 .000 
 根據表四，我們有點意外地發現，喜愛燒烤食物的學生，有可能也喜愛醃製

類食物。因為這兩者之間呈現中度相關性（.540）。 

表五  學生食用燒烤食物和醃製類食物頻率差異比較摘要表 
配對變項 平均數 人數 標準差 t 值 
燒烤食物 22.43 107 11.96 .253 
醃製類食物 22.15 107 11.90 
n.s. p>.05 

5. 學生食用油炸食物和醃製類食物相關性 

 根據上圖2，此次受訪學生單週食用油炸食物和醃製食物的天數差距極小，我

們也想透過皮爾森基差相關性比對，了解學生對這兩類食物喜好度相關性。表六以

及表七呈現結果如下： 

 
表六  學生食用油炸食物和醃製類食物頻率之間相關性 

配對變項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燒烤食物-醃製類食物 107 .167 .086 
 

表七  學生食用油炸食物和醃製類食物頻率差異比較摘要表 
配對變項 平均數 人數 標準差 t 值 
油炸食物 26.64 107 10.81 3.16 
醃製類食物 22.15 107 11.90 
n.s. p<.05 

 根據表六以及表七，喜愛油炸食物的學生，不盡然也會喜愛醃製類食物，因

為這兩者之間呈現低度（.167） 

 
（三）高中職學生少食用各類食物原因 
 
1. 少享用各類食物學生人數比例 
 
 進行這項調查結果前，我們從表八得到相關數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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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高中職學生少食用各類食物人數比例 
 蔬菜 高熱量脂肪 燒烤 醃製類 檳榔 

百分比 3.00% 12.00% 31.78% 37.14% 97.00% 
 
 根據表八，甚少學生不喜愛蔬菜（僅 3.00%），但越往右越代表多數學生不喜

愛該食物。很明顯地，甚少學生喜愛檳榔。至於學生為何不喜愛檳榔或醃製類食物

為何？我們從圖 5 至圖 9 詳細呈現原因如下： 

 
2. 檳榔 

圖 5 學生不吃檳榔主要原因（題 10） 

   根據圖 5，此次受訪的學生

高達九成選擇「本身沒有吃檳

榔」這項，代表學生罹患口腔癌

的機率甚低。 

 
3. 醃製類食物 

圖 6 學生不吃醃製類食物主要原因（題 3） 

接下來，我們朝第二大不喜愛的

醃製類食物觀察。根據圖 6，「不

喜愛該食物味道」為主要原因。

但我們也發現選擇健康因素的

學生，回應率比上圖 5 高（僅

26.19%）。換句話說，利他動機

成為此次部分學生不吃醃製類

食物原因。 
 
4. 燒烤食物 

圖 7 學生不吃燒烤食物主要原因（題 2） 

  根據上表八，未食用燒烤食物

的學生人次比例比醃製類食物

低。而這批受訪群，主要也是選

健康因素為主要考量(45.95%)。

 
5.高熱量脂肪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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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學生不吃高熱量脂肪食物主要原因（題 8）

  承襲上圖 7，學生似乎對於燒

烤或是高熱量脂肪食物不感興

趣的主因均為健康因素。換句話

說，當個人健康意識越低，越有

可能選高熱量食物。 

 
6. 蔬菜類食物 

圖 9 學生不想吃蔬菜原因（題 12） 

  最後，我們探詢少數不喜愛蔬

菜的學生(3.00%)。這極少數的

學生，不吃蔬菜的主因為本身不

吃蔬菜(60.00%)。然而，若少食

用蔬菜恐造成大腸癌。 

 
（四）學生挑選食物著重健康的程度 
 
 健康的食物的確為生命來源，但學生挑選食物有著重健康嗎？表九呈現結果

如下： 
1. 挑選食物著重健康的程度 
 

表九  高中職學生挑選食物著重健康的程度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Levene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二年級 58 30.51 6.60 .867 2.674 .105 
三年級 49 30.81 7.86 1.123 
n.s. p>.05 

 根據表九，多數學生未意識到健康因素（t 值= .105>.05）。他們對於挑選食物

或是享用食物的低健康意識程度，恐怕會造成食安問題。 
2. 吃飯場所聞到過濃的炒菜油煙態度 

表十  高中職學生吃飯場所聞到過濃的炒菜油煙態度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Levene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二年級 58 20.86 6.01 .789 2.216 .140 
三年級 49 17.55 6.30 .900 
n.s.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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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學生不喜愛油煙味，可從表十顯著性數據得知（t 值= .140>.05）。對照表

十平均數，二年級學生比三年級學生回應分數高，表示二年級學生更在意於吃飯場

所聞到過濃的炒菜油煙態度。至於原因為何，請見底下圖 6 結果。 
 
3. 不喜歡炒菜油煙味的主要原因 

圖 6 學生不喜歡炒菜油煙味原因（題 6） 

  承襲表十，學生不喜愛油煙味

主因為健康考量（也就是吸入過

多的油煙）（35.71%），或是油煙

味道停在衣服感到不自在而影

響個人用餐心情（35.71%）。這

兩大因素受訪比例勢均力敵，可

見影響學生程度之大。 

 
叁●結論 
 根據上述研究調查結果，我們再次列點簡述整理如下： 
1. 此次受訪的高中職學生多數單週喜愛食用蔬菜（圖 4 與表一）。 
 
2. 學生食用油炸食物與實用燒烤類食物之間呈現低度相關（表三），但學生食用燒

烤類食物與醃製類食物呈現中度相關（表四）。很顯然地，若學生喜愛燒烤食物，

很有可能也會喜歡醃製類食物。 
 
3. 此次受訪的學生個人健康意識越低，越有可能選高熱量食物或垃圾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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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次專題研究問卷設計部分摘錄 

1. （所有問卷參與者均必須填寫） 
請問您單週食用燒烤食物（如油炸排骨、油炸薯條）的頻率為何？（單選） 

 □每天  □5 至 6 天  □3 至 4 天  □1 至 2 天 

 （選擇上述選項之一者，請跳至第 3 題繼續作答） 

 □我都不食用燒烤食物（請繼續填寫第 2 題） 

2. （限第 1 題選「不食用燒烤食物」者填答） 

請問您不食用燒烤食物的主要原因為何？（單選） 

 □我本身是素食主義者，不食用燒烤食物。 

 □我因為健康因素考量（如過量會罹癌等），不食用少烤食物。 

 □我因為個人經濟因素考量（無多餘零用錢），不食用燒烤食物。 

 □家人嚴禁我食用燒烤食物。 

 □吃燒烤食物會讓我的身材走樣，皮膚也會變差。 

 □其它原因（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所有問卷參與者均必須填寫） 

請問您單週食用醃製類食物（如豆腐乳、豆瓣醬）的頻率為何？（單選） 

 □每天  □5 至 6 天  □3 至 4 天  □1 至 2 天 

 （選擇上述選項之一者，請跳至第 5 題繼續作答） 

 □我都不食醃製類食物（請繼續填寫第 4 題） 

4. （限第 3 題選「不食用醃製類食物」者填答）請問您不食用醃製類食物原因為何？  

 □我不喜歡醃製類食物的味道（例如豆腐乳酸臭般的嗅覺）。 

 □我因為健康因素考量（例如肝病），不能過量食用醃製類食物。 

 □我因為個人經濟因素考量（無多餘零用錢），不食用醃製類食物。 

 □家人嚴禁我食用醃製類食物。 

 □吃過量的醃製類食物會讓我口乾舌燥，感覺不舒服。 

 □其它原因（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所有問卷參與者均必須填寫） 

請問您在吃飯場所聞到過濃的炒菜油煙態度為何？（單選） 

□可以接受炒菜油煙味 □勉強接受炒菜油煙味 

（選擇上述選項之一者，請跳至第 7 題繼續作答） 

□十分排斥炒菜油煙味（請繼續填寫第 6 題） 

6. （限第 5 題選「十分排斥炒菜油煙味」者填答） 

請問您不喜歡炒菜油煙味的主要原因為何？（單選） 

 □炒菜油煙味降低吃飯場所的用餐品質，使我食不下嚥。 

 □我因為健康因素考量（例如吸過多油煙味對肺部有影響），不喜歡油煙味。 

 □過濃的炒菜油煙味會在我衣服揮之不去，穿著很不舒服。 

 □我本身吃素食，但過濃的炒菜油煙味讓我有間接吃到葷食的感覺。 

 □過濃的炒菜油煙味無法讓我聞到美食的味道。 

 □其它原因（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