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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可維持良好血液品質，並對新陳代謝有其助

益性（黃子晏，2012）。根據台灣血液基金會於民國 102 年 6 月 14 日「世界捐血

人日」發表捐血年報數據得知，台灣人民去年總捐血人次為 183 萬 4521 人，每千

人口有高達 78.9 的捐血人次，是高所得國家每千人口 36.4 人次的 2 倍以上（陳清

芳，2013）。此外，台灣醫療用血可說是百分百由自願無償捐血來供應，是目前少

數全球 62 個國家或地區自願無償捐血供應的國家或地區之一員（陳清芳，2013）。

雖然從報導上證實台灣無論在捐血人口比率以及捐血人次，均勝過高所得國家！

但這樣的高人氣不見得推及於現今青少年的捐血熱誠。根據台中捐血中心於民國

101 年 4 月 22 日公布數據，證實目前血氣方剛的青少年，對於捐血熱誠正逐年減

少，由民國 91 年的 23.47%降至民國 100 年的 14.72%（蘇金鳳，2012）。青少年

耽溺於網路虛擬世界而睡眠不足，再加上過往忠誠捐血者也會因逐年身體老化而

無法捐血，呈現令人擔憂的捐血荒（蔡淑媛、陳建志，2013； 蘇金鳳，2012）。

相似地，台北捐血中心也證實青壯年（17 歲至 30 歲）在近五年（民國 98 年至民

國 102 年）捐血人數有下滑趨勢，已減少了 2.7%（黃文彥，2014）。這些如此反

差的捐血熱誠報導，讓我們這組嗜好捐血的專題成員想探詢現今身處教育圈的高

中職師生對於捐血的熱程度差異有多少？尤其望著我們學校本身舉辦的捐血活

動，總是吸引著眾多高中職師生來捐血，更想讓我們透過此次專題研究探詢高中

職師生的捐血動機，是贈品誘惑動機還是純粹利他因素？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次專題研究可分為底下三大研究目的進行探討： 

 

（一） 調查台南市高中職師生捐血經驗以及動機。  

（二） 探詢有捐血經驗的台南市高中職師生一年的捐血次數和捐血量。 

（三） 了解有捐血經驗的台南市高中職師生對於自我飲食健康的督促程度。  

  

三、研究方法  

      本次專題研究主要是採取「問卷調查」法。依據上述三大研究目的，將問卷

題目以底下三大類別進行設計：（1）師生捐血經驗以及動機（問卷題 1 至題 4，

題 7 至題 8，題 11）、（2）師生一年的捐血次數和捐血量（題 5 至題 6）、以及（3）

有捐血經驗的師生對於自我飲食健康的督促程度（題 9 至題 10）。本次問卷受試

學生，主要來自於台南市私立長榮女中應用外語科以及我們學校學生（崑山高中，

不分科）。總共發出 250 份問卷，實際回收到 210 份有效問卷，成功問卷回收率為

84%。至於受訪教師部份，我們雖力求能取得不同學校的教師協助。但受限於教



熱「血」師生愛心度調查 
 

2 

師的配合度，我們最終還是比較能完整地收取到我們自己學校教師的問卷書面意

見。教師問卷共發出 127 份，實際回收到 127 份有效問卷，成功問卷回收率為 100%。 

 

四、研究限制 

    本次專題，有幾項研究限制。首先，本次專題研究議題方向著重在師生捐血

經驗以及動機。對於其它議題如捐血者人格特質或是捐血者對於服務人員的滿意

度等，均不在我們此次專題討論的範圍內。由於捐血有年齡限制，考量低年級高

中職學生可能因年齡限制而未曾有捐血經驗，我們以高中職三年級學生為主要的

受訪對象。而尋求受訪教師的困難度，如前所述，可能有他校教師無法配合問卷

填寫的變數。因此受訪教師的來源，無法像受訪學生可以跨校參與。 

 

五、研究流程圖 

       

 

貳●正文 

 

一、影響捐血支持度相關因素 

    本項文獻簡述主要是為本次專題研究目的（一）「捐血經驗以及動機」以及（二）

「一年的捐血次數和捐血量」預作分析準備。台灣人捐血熱情不落人後！誠如前項「研

究動機」所述，台灣人民於民國 102 年每千人口的捐血人次，是高所得國家每千人口

人次的 2 倍以上（陳清芳，2013）。「熱血」人士，無論是健康益處鼓勵，或是曾受到

無名英雄捐血而重生的感召，均響應捐血助人義行（翁順利，2013）。在一群熱血人士

的義助下，究竟是具備哪種特質，而更加有捐血動機？大致來說，底下的變數與捐血

忠誠度有其關係（陳伊純，2012）： 

1. 教育程度：雖然熱血人士不乏學歷在高中職以下，但就忠誠捐血人士（也就是捐 

血間隔一到就會捐血者）來說，五專以及大學以上教育程度的捐血動機較高。而 

綜合高中職生比普通高中生更有其強烈的捐血動機（王明嶔，2010）。不過，若有

適當的衛教知識傳遞，將會增強高中職生的捐血動機（王明嶔，2010），也有可能

彌平了教育程度落差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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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業：各行各業對於捐血活動均有不等程度的熱烈響應（如長期停放在新光摩天 

大樓廣場的捐血車），甚至也會有企業主管（如高雄大林煉油廠廠長）帶頭率領員

工挽袖捐血。但根據相關論文研究指出，學生比起服務業或是工業，忠誠捐血者

的意願性較低，反映出學子對於捐血的意識性尚待提升（陳伊純，2012）。 

3. 性別：捐血義行不分男女，也有女性已累積達 900 次捐血義行！然就研究論文調 

查得知，男性捐血者意願較女性高。也許女性本身生理因素，對捐血義行的可行 

性也必須要有體能配合（陳伊純，2012）！ 

雖然上述三項變數對於捐血義行頻率度有其影響，不過捐血動機和捐血人本身的

人格特質還是重於教育程度、職業、以及性別（陳伊純，2012）！既然談到捐血動機，

就會有利他或是利己因素之分（黃中韻，2012）。對於熱衷於捐血人士來說，具有利他

個人特質更有實際意願捐血，也較能激發最深層的同理心（黃中韻，2012）。而較為淺

層的同理心，有可能會衍伸出利己或是外在動機因素（王明嶔，2010）。至於宗教信仰

對於捐血動機的影響性較不顯著（王明嶔，2010）。 

 

二、捐血應注意的事項 

 此項文獻整理簡述主要是為本次專題研究目的（三）預作分析準備：「捐血高

中職師生對於自我飲食健康的督促程度。」 

 捐血人士雖有其熱誠，但若平日不著重飲食健康，恐捐出乳糜血，無法推己

善行於需求人士。尤其是具有高膽固醇、高三酸甘油酯血症、代謝症候群患者，

不但較易產生乳糜血，也會導致腦中風以及心血管疾病（千禧之愛健康基金會，

無日期；台北捐血中心）。既然健康飲食也是捐血意行之鑰，哪種類型的飲食對平

日健康有益呢？表一根據「千禧之愛健康基金會」所提供的「捐血與健康飲食」

手冊資訊，重新整理如下： 

 

表一  對捐血人士有益的健康飲食特性 

飲食種類 特性 

麵包/穀片/穀物 (1)碳水化合物、（2）膳食纖維、（3）低飽和脂肪酸 

蔬菜/豆類/大豆 （1）重要維生素、（2）膳食纖維、（3）植物性化學因子 

水果 （1）重要維生素、（2）膳食纖維、（3）植物性化學因子 

低脂乳製品 （1）鈣質、（2）蛋白質、（3）低飽和脂肪酸 

瘦肉、火雞肉、魚 （1）低飽和脂肪酸（火雞肉、魚）；（2）蛋白質及鐵質（瘦

肉） 

堅果類及種子 （1）多為不飽和脂肪酸、（2）降低壞的膽固醇 

（整理自：千禧之愛健康基金會，無日期） 

 從表一飲食類別以及特性可知，對於捐血有益的健康飲食，大多富膳食纖維、

維生素、植物性化學因子、低飽和脂肪酸等。而脂肪的攝取量，更是適度控制好。 

此外，捐血人必須是年滿 17 歲以上，65 歲以下，男生體重應到達 5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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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生應到達 45 公斤(女生如遇生理期、懷孕不適合捐血)。一年內無危險性行為、

無特殊疾病(如：B 肝)，捐血前 8 小時不能飲酒，且必須飲食正常、有充足睡眠。 
完成捐血後應至少休息十分鐘，如遇頭暈或不適應立即放低頭部及多保持水 

分。捐血 250c.c 者，下次捐血應間隔 2 個月以上；捐血 500c.c 者，下次捐血應間

隔 3 個月以上。 

 

三、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一）受試者基本資料 

1. 性別 

圖 1 受訪教師性別比 

 

圖 2 受訪學生性別比 

 根據圖 1，本次的受訪教師問卷書面意見，有可能稍偏向女老師。因為女老

師的受訪比例接近六成（59.38%），高於近四成一男老師（40.63%）。至於受訪學

生部分，男學生受訪人數比女學生多（「男學生」：55.71%；「女學生」：44.29%）。

因此我們推論學生問卷書面回應結果有可能稍偏向男學生的看法。 

 

2. 教師年資以及學生年級比例 

根據下列圖 3 以及圖 4，有將近六成八受訪教師（67.65%）教學年資在 10 年

以上。其中，以教學年資 10 至 14 年為相對多數（26.47%）。其次為 15 至 19 年

（23.53%）。此外，本次多數三年級學生（76.19%）接受我們的問卷調查。基於

捐血人年齡必須在年滿 17 歲以上，我們傾向三年級學生進行本次的問卷填答。 

     圖 3 受訪教師年資比       圖 4 受訪學生年級比 

  

3. 受試學生就讀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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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受訪學生科別 

   承襲上圖 4，本次半數受訪學生，多

來自應用外語科（50.00%），其次為電

機科（18.10%）。綜合上圖 1 至圖 5，本

次受訪的教師，有可能多為教學資歷在

10 年以上的女性教師。而本次雖受訪學

生多為男生（圖 2，55.71%），但他們來

自於不同科別。其中以電機科和資訊科

男學生占相對多數。 

 

（二）師生捐血經驗以及動機 

1. 捐血經驗 

圖 6 教師捐血經驗（師版題 1） 圖 7 學生捐血經驗（生版題 1） 

根據圖 6 以及圖 7 所示，近五成三的受訪教師曾有捐血經驗（52.94%），而

有近八成三的受訪高中職學生未曾捐過血（82.38%）。這樣的數據結果，證實了

前述文獻所述的高學歷者捐血動機較為踴躍（王明嶔，2010），且學子捐血意識普

遍尚待提升（陳伊純，2012）。但嚴格來說，此次受訪教師捐血比例也僅過半一點，

低於我們原先的預期。可能此次受訪的女老師比重較高（請見圖 1），就前述文獻

來說（陳伊純，2012），女性教師恐有生理因素考量，較無法常熱衷於捐血義行！ 

 

2. 未曾捐血的原因 

圖 8 教師未捐血原因（師版題 2） 圖 9 學生未捐血原因（生版題 2） 

    為了要再次驗證我們於前列圖 6 以及圖 7 的推論，我們針對未曾捐過血的師

生（教師：47.06%；學生：82.38%）進行深度調查。根據圖 8 以及圖 9 所示，未

曾捐過血的受訪教師中，有接近五成（47.06%）因患有特殊疾病，甚至有教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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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17.65%），而無法捐血。也許如圖 1 所示，本次受訪的女教師較多，因此她

們恐因自我生理因素，難以捐血。而未捐過血的學生，接近三成沒有捐血動機

（29.27%）。而實際因為自我身體因素而無法捐血者僅佔二成多（「貧血」：17.07%+

「患有特殊疾病」：1.95%）。因此學生利他動機較為薄弱（尤其本次多為男學生

受訪），而無捐血意願。 

 

3. 未曾捐血的師生對於捐血贈品的誘惑性 

圖 10 捐血贈品對教師誘惑（師版題 3） 圖 11 捐血贈品對學生誘惑（生版題 3）

為了要再次驗證上列圖 7 以及圖 8 未曾捐血的師生動機，我們以「贈品」因

素為誘餌來進行調查。結果圖 10 證實，即便贈品豐厚，僅一成三位曾捐血教師會

去捐血，再次證實教師的確因生理因素無法有此義行。相對地，若有贈品誘惑，

則會吸引了近六成未捐過血的學生加入此善行（「可能會」：37.79%+「當然會」：

20.93%）。因此，本次未曾捐血的受訪學生，多數偏向利己因素，才會考慮捐血。 

 

4. 有捐血經驗的師生想捐血的主要原因 

上列圖 10 以及圖 11 推論未曾捐血師生不同捐血動機（教師：身體因素；學

生：利己動機）。而曾有捐過血的師生（教師：52.94%；學生：17.62%），其動機

為何？結果呈現於下圖 12。 

圖 12 教師想捐血的主因（師版題 7） 圖 13 學生想捐血的主因（生版題 7） 

 根據圖 12 所示，近七成二的受訪教師秉持想救他人一命的理念（71.43%），

其次才是個人健康因素（19.05%）或是免費健檢因素（4.76%）。因此本次曾有捐

血的教師多屬利他動機。至於曾有捐過血的學生，近三成七也屬於救他人一命的

理念（36.30%），但遠比受訪教師低。多數受訪學生因利己的健康因素或是外在

因素（如免費贈品或是美食誘惑）才有捐血動機。也再次證實本次受訪學生多為

利己因素才進行捐血義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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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師生開始捐血的年齡 

接下來的議題，也是間接推論目前台灣進行捐血衛教的成效。由於過往台灣

對於捐血衛教較為缺乏，因此多數有捐血的教師（52.94%）在成年後才開始有捐

血的意識。而對於捐血學生而言，有近六成三（62.16%）開始在 17 歲時進行捐

血。這項結果也間接證實台灣目前的捐血衛教成效，也許再加上學校教育的推波

助瀾，使學生開始捐血的年齡越年輕化。 

圖 14 教師開始捐血年齡（師版題 4） 圖 15 學生開始捐血年齡（生版題 4）

6. 家人的支持度 

圖 16 教師家人支持度（師版題 8） 圖 17 學生家人支持度（生版題 8） 

根據圖 16 以及圖 17 所示，此次有捐血經驗的教師獲得九成的家人繼續支持

此熱血義行（「非常支持」：30%+「支持」：60%）。雖然本次有捐血的學生也獲得

近八成一的家人支持（「非常支持」：20.38%+「支持」：60.31%），不過有負面意

象的家長比例稍高。也許學生家長心疼子女平日課業繁重，時常熬夜挑燈夜戰，

因此希望子女的捐血義行量力而為就好。 

7. 師生推薦親友捐血的熱衷度 

圖 18 教師推薦親友捐血度（師版題 11） 圖 19 學生推薦親友捐血度（生版題 11）

圖 18 以及圖 19 也再次上列圖 8 至圖 13 師生的捐血動機。根據前述相關文獻，具

有利他個人特質的捐血人士不但更有實際意願捐血，也較能激發最深層的同理心（黃

中韻，2012）。而較為淺層的同理心，有可能會衍伸出利己或是外在動機因素（王明嶔，

2010）。以圖 18 來觀察推論，本次有捐過血的受訪教師，近九成四願意將捐血義行推



熱「血」師生愛心度調查 
 

8 

薦給親友（「絕對會」：43.33%+「應該會」：50%），願意推薦的動機屬於中上級強度。

若再推敲教師捐血主因（圖 8，圖 10，以及圖 12），證實此次受訪教師多屬於利他的捐

血動機。相較之下，雖然此次有捐血的學生，近七成四也願意將捐血義行推薦給親友

（「絕對會」：57.21%+「應該會」：16.22%），也是多屬於中上級的推薦強度。但學生的

推薦比例還是比起教師低一些。若再搭配前列圖示學生捐血的主因（圖 9，圖 11，以

及圖 13），利己或是贈品有或動機還是比教師強烈。既然淺層捐血動機比例較高，學生

推薦捐血義行給親友的比例也就相對較低了。 

   

（三）師生單次捐血量以及一年的捐血次數 

1. 師生單次捐血量 

圖 20 教師單次捐血量（師版題 5） 圖 21 學生單次捐血量（生版題 5） 

前項議題主要是探討本次受訪的高中職師生捐血動機以及相關原因，但尚未

進一步探究他們一年的捐血總次數以及單次的捐血量。量化數據也在此提供參

考。根據圖 20 以及圖 21 所示，有近六成二的受訪教師單次捐血量為 250c.c。也

許受訪教師多為女老師，且考量個人身體因素，不敢貿然單次捐多量血。相較之

下，高達近九成五的學生（94.44%）單次僅捐 250c.c 血量。搭配前列圖示提及學

生的利己以及贈品誘惑動機，不難得知多數學生僅願意捐少許血量的原因。 

 

2. 師生一年的捐血次數 

圖 22 教師一年捐血次數（師版題 6） 圖 23 學生一年捐血次數（生版題 6） 

圖 22 以及圖 23 則是更進一步的了解此次受訪師生單年可能的總捐血量。本

次有近六成五的受訪教師單年僅捐一次血（圖 22）。若再搭配前圖 20 的單次捐血

量結果來計算（也是近六成二單次捐 250c.c.的血量），幾可確定本次多數受訪教

師單年共捐 250c.c.的血量。若再反推圖 12「捐血主因」以及圖 18「推薦親友程

度」，可間接推論多數教師的利他捐血動機以及推薦他人的捐血義行強度不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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烈。同樣地，近八成受訪學生（78.38%）單年也僅捐一次血（圖 23）。若再搭配

前圖 21 單次的捐血量（近九成五選 250c.c.血量），我們也可得知多數學生也是單

年僅捐一次血。不過，我們發現圖 21 學生「單次捐 250c.c 血量」百分比（94.44%）

與圖 23「一年總捐血次數」（78.38%）有 16.06%的數據差異，推論可能有一成五

左右的學生雖單次捐血量為 250c.c.，但單年捐血次數可能多於一次。再次結合圖

12「捐血主因」以及圖 18「推薦親友程度」，雖然多數學生屬於利己動機（含贈

品誘惑動機），但整體來說單次捐 250c.c.血量的學生，可能比單次捐 250c.c.血量

的教師一年捐血次數會多一些（至少兩次以上）。 

（四）有捐血經驗的師生對於自我飲食健康的督促程度 

1. 因為捐血而多加督促個人飲食健康的程度 

 根據下圖 24，有七成六的受訪教師會因為個人捐血義行而注意飲食健康（「絕

對會」 : 31.00% +「大致會注意」 : 45.00%）。若再搭配前列表一整理對捐血有

益的飲食類別，相信多數有捐血義行的教師應不會排斥食物中富膳食纖維、維生

素、植物性化學因子、以及低飽和脂肪酸等。而且教師個人脂肪的攝取量，也會

有適度地調適。至於受試學生，也有近六成四（63.55%）也會因為個人捐血而多

注重飲食健康（「絕對會」 : 10.22% +「大致會注意」: 53.33%）。不過整體來說，

此次有少數受訪的熱血學生個人捐血健康意識較低。 

圖 24 教師督促飲食健康（師版題 9） 圖 25 學生督促飲食健康（生版題 9）

2. 捐血對師生個人健康助益性 

圖 26 捐血對教師健康幫助（師版題 10） 圖 27 捐血對學生健康幫助（生版題 10）

圖 26 以及圖 27 再次驗證前項圖示結果（圖 25 以及圖 26）的信效度。根據

圖 26，有近九成四（93.34%）的受訪教師肯定捐血對個人健康的助益性，且該健

康意識性也影響了近七成六的教師會多注意個人的飲食健康（圖 24）。不過，還

是有近一成八肯定捐血對身體健康的受訪教師（17.74%）不見得在飲食上有付諸

同等的行動（圖 26「健康助益性」：93.34%-圖 24「個人督促飲食健康」：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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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也有近八成三（82.07%）學生肯定捐血帶來的健康效應，但僅近六成四

會身體力行（圖 25）。也是近一成九（18.52%）具有捐血健康意識的學生並未親

自身體力行（圖 27「健康助益性」：82.07%-圖 24「個人督促飲食健康」：63.55%）。 

参●結論

 我們根據此次調查結果重新整理，並將我們的研究發現列點如下： 

1. 本次有半數受訪教師曾捐過血（圖 6）。但多數受訪高中職學生較無捐血動機

（圖 7）。對未捐過血的老師（多為女老師），多因貧血以及生理因素而無法

捐血（圖 8）。即便有捐血贈品誘惑，也難以實行（圖 10）。而未捐過血的學

生，主要是缺乏捐血的利他動機（圖 9），而捐血贈品也的確會增加學生捐血

義行（圖 11）。 

2. 本次有捐血義行的師生，多秉持救人一命的理念（圖 12 和圖 13），也頗受家 

人支持（圖 16 和圖 17）。多數師生認同捐血對健康的助益性（圖 26 和圖 27）。 

教師多為成年後才開始捐血（圖 14），而學生多在 17 歲時就開始捐血（圖 15）。

就捐血動機來說，學生還是比較受到免費健檢服務（如驗膽固醇、尿酸等）

和贈品因素進行捐血（圖 13）。因此主動推薦親友捐血的動機，也就比教師

低（圖 18 和圖 19）。 

3. 本次多數受訪教師單年共捐 250c.c.的血量（圖 20 和圖 22）。而學生雖單次捐 

血量也為 250c.c.，但單年捐血次數可能比教師多一次（圖 21 和圖 23）。雖然

如此，教師還是比學生更因為捐血義行而注意飲食健康（圖 24 和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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