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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聯姻家庭幼兒營養狀況及飲食環境調查
一、外籍聯姻家庭中幼兒之營養狀況調查

二、外籍聯姻家庭母親及主要照顧者之幼兒飲食知識、態度及行為調查

摘 要

台灣地區外籍新娘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國際「通婚」婚後所面臨的生活適應、婚姻
與家人關係、工作、衛生醫療、法律、子女教養…等現實生活中，所必需面對的問題。而且
隨著外籍新娘子女的出生，新型態的多元族裔家庭似乎已揭露出未來台灣將成為一個多元文
化的社會，由於外籍新娘對台灣語言及教育的陌生，再加上台灣先生常疏於教導，他們的下
一代在教育、語言、生活學習或人格形成上，會因母親的適應狀況和父親的疏於照顧而有所
延誤，在各項研究中也發現，幼兒的健康狀況亦跟父母親的教導習習相關，因此本研究台灣
的外籍新娘，家庭中幼兒、幼兒母親及主要照顧者為研究樣本，收案樣本數為外籍聯姻家庭
60 戶。研究計畫主要調查分為兩個部份：（1）外籍聯姻家庭幼兒之營養狀況及幼兒之飲食
行為調查（2）外籍聯姻家庭幼而的母親及主要照顧者之幼兒飲食知識、態度及行為調查。
結果顯示外籍聯姻家庭出生幼兒的主要照顧者 80% 為其母親，專科畢業以上教育程度約為
33.3%；父親國籍 100% 為台灣閩南人，母親平均在台灣有 6.9 年；60% 的受訪者覺得錢剛
好足夠使用，沒有困難，但有 40% 的受訪者自覺經濟狀況有困難；外籍聯姻家庭晚餐自行
料理的百分比高於其他餐次；只有 13.3% 外籍聯姻家庭的幼兒攝取營養補充劑；73.3% 的受
訪者認為自己的幼兒體位相當正常；受訪者飲食知識不足，但有較正向的飲食態度和行為；
外籍聯姻家庭應減少家畜類食品及增加水果與豆腐及黃豆製品的食用頻率；幼稚園用餐應減
少家畜類食品、含糖飲料 （如: 奶茶、純喫茶、檸檬紅茶等）及增加水果、豆腐及黃豆製品
與魚類的食用頻率，並建議烹調應謹守少油的原則；依據 24 小時回憶法評估幼兒營養素攝
取量，平均一天熱量攝取似乎不足幼兒成長所需，脂質攝取量約佔總熱量的 40.9% 顯示脂肪
攝取量過高，應調整脂肪與醣類的攝取比例；其他營養素攝取量較低的包括膳食纖維、鈣
質、鐵質、維生素 A，營養素攝取量較高的是磷的攝取。研究結果可提供相關單位規劃外籍
聯姻家庭醫療保健政策，進一步提昇幼兒健康及保健狀況，使我們的下一代皆能擁有健康的
身體。

關鍵字：外籍聯姻家庭、營養狀況、飲食知識、飲食態度、飲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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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背景、重要性、動機：

台灣地區外籍新娘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國際「通婚」婚後所面臨的生活適應、婚姻與家
人關係、工作、衛生醫療、法律、子女教養…等現實生活中，所必需面對的問題。而且隨著
外籍新娘子女的出生，新型態的多元族裔家庭似乎已揭露出未來台灣將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
社會，由於外籍新娘對台灣語言及教育的陌生，再加上台灣先生常疏於教導，他們的下一代
在教育、語言、生活學習或人格形成上，會因母親的適應狀況和父親的疏於照顧而有所延
誤，幼兒的健康及生長發育與營養狀況息息相關，而幼兒的飲食習慣受父母親飲食習慣影響
很深，因此，本研究以外籍聯姻家庭對象，針對定居高雄縣市育有 2-6 歲幼兒之外籍聯姻家
庭，先了解幼兒的營養狀況及飲食行為，並包含幼兒母親或主要照顧的知識、態度及行為調
查，及居家飲食環境衛生，希望在對幼兒營養狀況及相關影響因素有了全面性了解後，再將
調查之結果進行分析，找出問題及需求，以作為對外籍聯姻家庭中之母親或主要照顧者進行
衛教介入計畫之根據。

本研究對高雄市 2-6 歲外籍聯姻家庭出生幼兒為實驗組進行調查，研究分為兩部份：

1、 外籍聯姻家庭中幼兒之營養狀況及飲食行為調查
2、 外籍聯姻家庭母親及主要照顧者之幼兒健康知識、態度及行為調查

文獻探討：

外籍新娘的狀況

近年來我國結婚登記中跨國聯姻的情形日益增加趨勢，根據內政部統計（內政部戶政
司），台灣地區近年來外籍結婚登記數每年都超過一萬人，在民國90年有42,184名外籍新娘
和國人結婚，佔當年台灣總結婚中新娘人數之比率為25.24﹪，其中外籍新娘來自東南亞地
區的占9.31％；91及92年外籍新娘持續增加為44843人及48400人，佔台灣總結婚中新娘人數
的25.87％及27.97％，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外籍新娘占總結婚新娘人數9.66％及9.59％；為有效
遏止假結婚來臺，內政部及外交部分別於92年底及94年起實施大陸配偶入境面談及外籍配偶
境外訪談制度，93年外籍新娘驟減至29428人，仍佔台灣總結婚中新娘人數的22.76％，來自
東南亞地區的外籍新娘更高達13.3％；2005及2006年外籍新娘持續減少為24596人及20434
人，佔台灣總結婚中新娘人數的17.31％及14.31％，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外籍新娘更減為7.2％
及4.8％；96年外籍新娘微增至21559人，佔台灣總結婚新娘人數的15.96％。按其國籍別觀
察，新娘人數以大陸、港澳地區14,595人最多，越南4,770人次之。按縣市別分：96年結婚登
記之外籍新娘人數24,700人中，以臺北縣4,222人占17.09％最多，臺北市3,130人占12.67％次
之，桃園縣2,651人占10.73％居第三（內內政政統統計計通通報報，，九十七年第三週。）。

觀察台灣的東南亞新娘及大陸新娘現象，以在台灣婚姻市場中居於相對弱勢的男子為主
（如社經地位較差、年紀偏高或身心障礙者），因而，需仲介業穿針引線下挑老婆完成終
身大事，而東南亞新娘則多因本國之家庭經濟條件差而選擇嫁到台灣。移民入台灣家庭後，
她們擔負起生育、照顧老公、侍候公婆或照料全家的工作，面對著需克服語言問題及文化與
生活上的適應落差，在照顧與養育下一代之品質上，逐漸被視為潛在社會問題。

由內政部統計資料可看出（內內政政統統計計通通報報，，九十六年第四十二週），外籍新娘生育子女
數年年上升，其增加速度將遠快於我國女性之子女生育數。尤其，就外籍新娘的生育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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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般都高過於本地婦女，在生育總數上，民國 89 年外籍新娘所生嬰兒數占台閩地區嬰
兒出生數的比例為 7.61﹪（23239 人），至民國 91 至 95 年外籍新娘所生嬰兒數已經快速增
加（內內政政統統計計通通報報，，九十六年第四十二週），比例分別達到 12.46％、13.37％、13.25％、
12.88％（出生數分別為 30833、30348、28666、26509、23903 人）。也可以說台灣出生之
100 個嬰兒中，有 12~13 個嬰兒是外籍新娘所生；相關政策需求引發關注。

歸納分析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普遍引起關注的議題包括：

（一）社會適應、文化調適問題：台灣的弱勢男子和東南亞的弱勢女子所共同組成的
跨國婚姻家庭，不僅須面對婚姻調適、子女生養等問題，更需要面對跨文化適應所帶來如
風俗民情、生活價值觀差異、和語言溝通隔閡等衝擊，加上「買賣婚姻」烙印、雙方結婚動
機不同，台灣男子為解決延續後代的壓力，東南亞女子則以經濟為最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跨國婚姻必然會比同國同種族結合之婚姻家庭容易產生婚姻不協調、夫妻關係衝突及養育小
孩等問題。

（二）家庭婚姻問題：非以感情為基礎的婚姻，短段時期可能基於經濟的因素未被當
事者所重視，但長時間對婚姻及家庭產生的效應，實待觀察、輔導。

（三）親子教育問題：就東南亞新娘普遍教育水平差，語言能力不足，無論父職或母
職部分，同樣限於夫妻社經地位或身心障礙困難，在提供下一代教育產生障礙。

（四）優生保健：外籍新娘初到台灣，通常就會有「馬上要懷孕、生子」的壓力。相
對於台灣婦女平均結婚十二個月才懷孕，外籍新娘平均結婚六個月就懷孕；而由政府統計資
料（內內政政統統計計通通報報，，九十六年第四十二週）可看出，外籍新娘生育子女數年年上升，其增
加速度將遠快於其他類型家庭之子女生育數。

外籍新娘子女的狀況

跨國婚姻如同國際移民是一種生活的壓力事件，移民者面對新文化及新環境時，將會造
成人際關係、個人角色、語言以及生活型態等的改變，在影響外籍配偶健康因素包含國際移
民適應壓力、適應環境對個人及幼兒健康深受影響、語言與文化隔閡與取得相關醫療資訊與
健康照護利用困難 2-6。台灣政府有鑑於女性外籍配偶急遽增加因應之需求而積極辦理各項生
活適應之課程，以 2003 年由內政部所訂定的「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其內容分
別以「生活適應輔導」、「優生保健」、「保障就業權益」、「人身安全保護」、「健全法
令制度」等五大重點為主（內政部）。

在 2005 年的衛生政策已全面建置新婚之外籍配偶及未滿二歲子女生育健康管理卡以
達優生保健之目的，而幼教師是第一線接觸外籍配偶家庭子女的保育人員。跨文化的差異
與語言溝通障礙，不易了解她們真正的需求，加上相關教材不足與人員缺乏跨文化的訓練，
難以具體的評值執行成效，造成實務工作者執行其業務的困境（王秀紅、楊詠梅，2002；孫
麗娟，2003；吳美菁，2003）。目前一內政部統計 2002 年台灣地區每一百個新生兒，有八
個是她們所生，產後期在婦女生命中乃一關鍵時刻，身體和心理都需因應新生兒的加入家庭
作許多方面的調適和改變，除此之外 2005 年世界衛生日的口號「重視每位母親與兒童」
("Make Every Mother and Child Count")為主題，反映出此時此刻各國政府與國際社會關注婦
女與兒童的健康（行政院衛生署）。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小家庭的盛
行，婦幼生活、教育水準的提高，婦幼健康議題也成為健康專業人員研究的重點。有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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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保育人員需要擁有跨文化的照護能力，除了協助她們適應環境及幫助身心恆定狀態之
外，也使她們在照護幼兒過程中之可以受到關懷和尊重。

母親的幼兒健康知識、態度、行為會影響幼兒健康

嫁來台灣的外籍新娘多半肩負著傳宗接代的包袱，因此年齡很輕便懷孕生子，例如台北
市有 20%的外籍配偶 20 歲以下生子，多缺乏嬰兒照顧的常識（楊艾俐，2002）。

國內有關東南亞外籍配偶的研究中，鄭雅雯（1999）發現，東南亞外籍配偶在婚後常被
要求「婚後隨夫」，以及相當程度的在地化，以符合夫家的種種生活作息與台灣文化的習
慣，由於國際移民要比境內移民的過程更困難，因原住地和目的地的社會文化差異大，語言
不同，與家人分開、宗教、種族的歧視以及未確定的法律地位，這些都會加重生活適應的困
難（Thamer, Richard, Casebeer, & Ray，1997），加上有部分婚姻因雙方了解不足或彼此角色
期待的差異，而衍生如下現象：

1.生活適應不良：

透過婚姻仲介和短時間認識便 論及婚嫁者，感情基礎不甚穩固，來台前有不切實際的
期待或認識不清，加上文化差異、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不同及語言隔閡等問題，又無其他親
友依靠，社會網絡建立不易，當婚姻不順或生活發生問題時求助無門（.孫麗娟，2003；吳
美菁，2003；陳嘉誠，2000；王明輝，2004；Kraut，1990）。

2.個人健康的影響：

移民或跨國婚姻的婦女面對文化適應與壓力，若發生調適困難時，壓力就可能轉化成身
心健康的問題，包括憂鬱、精神分裂以及焦慮等相關的疾病，而使其成為移民國之高危險群
（.王秀紅、楊詠梅，2002；Trevino、 Moyer、 Valdez & Stroup-Benham，1991；
Ramakrishna & Weiss，1992）。

3.取得相關醫療資訊困難：

影響移民者使用健康照護系統的因素包括生活習慣、社會經濟因素及語言的文化隔閡，
使取得相關醫療資訊困難。而部分男性的年齡較大、社經地位較低或屬於身心障礙之弱勢
者，因上述因素造成子女的照護較差且易忽略，易對兒童之健康帶來影響（李慧珍、蘇秀
娟、許芷音，2004；孫麗娟，2003；王秀紅、楊詠梅，2002；呂旻瑾、康春玉、鍾明惠，
2002）。

4.子女照護與教養上的能力限制：

嬰兒生母為東南亞籍者，年齡以20-24歲者占53.20％最多，25-29歲者占30.10％次之；
再按教育程度分，以20-24歲國中程度者占23.29％最多，20-24歲國小以下者占20.09％次
之，25-29歲國中程度者占11.99％居第三。顯見多數外籍母親年輕且低教育程度，又面臨文
化、生活適應的壓力，提供子女適宜之健康照護與家庭教育的能力較差，長期也可能造成子
女健康障礙及心性發展限制（內內政政統統計計通通報報，，九十六年第二十）。

幼兒營養影響其生長發育，也影響日後長大成人的健康。幼年養成的飲食習慣將影響日
後飲食型態的建立。因此確保幼兒時期之良好營養與正確的飲食習慣實為促進國人健康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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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之一。大部份成年人的良好生活習慣源自於幼年時代所培養的，因此幼年良好飲食習
慣及健康行為極有可能維持至成年，也將有助於預防一生中慢性疾病的發生。研究發現營養
素的攝取型態自幼兒三至四歲即已固定，幼小的兒童比年紀大的兒童容易改變幼兒飲食行為
及幼兒對食物的選擇，因此飲食習慣的建立愈早愈好。

外籍聯姻家庭的幼兒處於弱勢環境，其營養狀況更需關懷協助，因此本研究主要在找出
外籍聯姻家庭的幼兒營養問題，及外籍聯姻家庭母親或主要照顧者營養之知識、態度及行為
的不足之處，針對問題進行衛教之補強，當問題改善時，將能增加幼兒營養措施，進一步增
加幼兒的健康，使得健康弱勢族群不在是弱勢。

二、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研究步驟：

問卷設計－＞專家效度審查－＞問卷預試－＞籍聯姻家庭樣本問卷調查。

（二）名詞定義：

1、 外籍聯姻家庭：東南亞國家與大陸女性嫁到台灣所組成之家庭
2、 幼兒：指 2-6 歲之幼兒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台南與高雄縣市外籍聯姻家庭之幼兒、幼兒母親及主要照顧者(包含保
母、父親、祖父母、托兒所或幼稚園教師)。因限於語言限制，本研究先以大陸籍新娘為對
象，預計由台南與高雄縣市抽取 60 個家庭作為樣本，訪視幼兒母親及主要照顧者，若幼兒
入幼稚園或托兒所就讀，則教師列為訪視對象，若幼兒白天與夜間各有不同的照顧者，則訪
視兩名照顧者，每一家庭預計訪視人數為一至三人。

（四）調查項目及研究工具：

1、 基本資料問卷：包含父母親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母親來台時間、出生地、
適應上的困難處、飲食的差異、幼兒的健康狀況

2、 外籍聯姻家庭幼兒之營養狀況調查表及飲食行為檢核表：採用飲食紀錄法，指
派一名受訓學生前往受試者家庭，跟隨幼兒一日紀錄其飲食狀況（包含進食的
食物種類及份量、進食行為）。

3、 外籍聯姻家庭主要照顧者及母親之幼兒營養知識、態度及行為調查問卷：以問
卷調查幼兒主要照顧者對幼兒營養之知識、態度及行為

（五）調查方式

1、 基本資料問卷及外籍聯姻家庭主要照顧者及母親之幼兒營養知識、態度及行為調
查問卷：調查前以電話徵得托兒中心同意，約定時間，派員送問卷到該中心，
向研究對象說明問卷目的，請受試者當場填好問卷後，當場檢查是否完整，並
請受試者填補遺漏，以確保問卷的完整性與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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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籍聯姻家庭幼兒之營養狀況調查表及飲食行為檢核表：指派一名受訓觀察元
學生前往受試者跟隨幼兒一日紀錄其飲食狀況（包含進食的食物種類及份量、
進食行為）。

（六）觀察員訓練

對於外籍聯姻家庭中幼兒之營養狀況及飲食行為調查，訓練觀察員前往幼兒家中進行
觀察一日內幼兒所有進食的食物種類與量，及幼兒飲食行為，並觀察紀錄家庭飲食衛生設施
狀況調查。為確保觀察員觀察的一致性，研究者編訂觀察手冊，內容包括檢核表中觀察行為
的定義，由研究者一一為觀察員解說應了解及注意事項後，所有觀察員於訓練過程中：

1. 前往一間托兒所，觀察某特定幼兒，針對所觀察到的幼兒飲食行為有疑慮的部份再與
研究員討論。經過五次實地觀察訓練，直到各觀察員對檢核表內行為項目有清楚地瞭
解，並取得 70 %以上觀察員一致性後開始觀察紀錄工作。

2. 觀察員共同觀察某幼兒ㄧ日飲食狀況，詳細記錄所吃的食物種類及量，針對所觀察紀
錄的飲食狀況互相比較，並討論討論。經過五次實地觀察訓練，直到觀察員所觀察到
的食物種類能有 70％以上的一致性後，開始觀察紀錄工作。

三、結果與討論

60 位台南與高雄縣市 0-6 歲外籍聯姻家庭出生幼兒，其基本資料如表一，60% 為女
孩，66.7%家中排名第一，都有參加健保，所有小孩都在幼稚園上學 8 小時，80% 幼兒母親
有工作卻也有 73.3% 仍需照顧幼兒（表一）。外籍聯姻家庭出生幼兒的主要照顧者 80%為
其母親，專科畢業以上教育程度約為 33.3%（表二）。外籍聯姻家庭的父親教育程度有 40%
專科以上畢業，母親 33.3%；父親國籍 100%為台灣閩南人，母親國籍 93.3% 為中國大陸，
6.7% 為越南人，且平均在台灣已有 6.9 年（表三）。外籍聯姻家庭的父母每日固定上班佔
46.7%，其次 33.3% 參與家庭事業或經營個人事業，平均每日工作 8.4 小時，其中父親有全
職工作佔 66.7%，20.0% 為家庭事業工作；將近五成受訪者平均一個月的收入在 3-5 萬間，
28.6% 收入在 5-7 萬間；相似的結果也顯示 60% 的受訪者覺得錢剛好足夠使用，沒有困難，
但有 40% 的受訪者自覺經濟狀況有困難；53.3% 的受訪者擁有自有住宅，20.0 % 為租用，
26.7% 親人借住，不付房租；住屋型態 80.0% 為樓中樓/別墅式/透天厝（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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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幼兒基本資料
百分比

1.性別
男性
女性

40.0
60.0

2.在家排行
一
二
三

66.7
20.0
13.3

3.參加健保 100.0
4.母親有無工作
有
無

80.0
20.0

5 有上學 100.0
6.在幼稚園上學 8 小時 100.0
7.主要照顧者
母親
父親
父母親共同照顧
母親與其他親人共同照顧

73.3
13.3
6.7
6.7

表二：主要照顧者基本資料
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

1.照顧者教育程度
小學畢業
國（初）中畢業
高中畢業
專科畢業（含軍校專修班）
大學/技術學院畢業（含軍官學校正期班）

26.7
26.7
13.3
20.0
13.3

2.照顧者稱謂
爸爸
媽媽
爺爺

13.3
80.0
6.6

3.身高 162±4.3

4.體重 53.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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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父母基本資料
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

1.父親的教育程度
小學畢業
國（初）中畢業
高中畢業
高職畢業（含士官學校）
大學/技術學院畢業（含軍官學校正期班）

13.3
13.3
33.3
26.7
13.3

2.母親的教育程度
小學畢業
國（初）中畢業
高中肄業
高中畢業
專科畢業（含軍校專修班）
大學/技術學院畢業（含軍官學校正期班）

26.7
13.3
6.7

20.0
20.0
13.3

3.父親的籍貫
台灣閩南人 100.0

4.母親的國籍
中國大陸(省)
越南

93.3
6.7

5.婚姻狀況
已婚有偶 100.0

6.媽媽來台灣幾年 6.9±2.2
7.媽媽的出生地
山東省
四川省
江西省
河南省
重慶
海南省
湖南省
越南
雲南
福建省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13.3
33.3

8.父親的身高 167.5±5.1
9.父親的體重 68.3±9.4
10.母親的身高 160.9±4.5
11.母親的體重 5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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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父母社經狀況
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

1.工作狀況
每日固定上班
沒有每日上班
參與家庭事業或經營個人事業
打零工

46.7
6.7

33.3
13.3

2.每日工作幾小時 8.4±1.7
3.平均一個月的收入

5 千～1 萬元以下
1 萬～2 萬元以下
2 萬～3 萬元以下
3 萬～4 萬元以下
4 萬～5 萬元以下
5 萬～6 萬元以下
6 萬～7 萬元以下

7.1
7.1
7.1

21.4
28.6
14.3
14.3

4.錢足不足夠
足夠，還有多餘的錢
剛好足夠，沒有困難
有些困難
很困難

6.7
53.3
33.3
6.7

5.住的房子
自有
租的
親人借住，不付房租

53.3
20.0
26.7

6.住屋型態
公寓無電梯
樓中樓/別墅式/透天厝
自行搭建

13.3
80.0
6.7

7.父親工作
有全職工作
不固定（打零工）
為家庭事業工作
目前沒有工作

66.7
6.7

20.0
6.7

外籍聯姻家庭 33.3% 早餐家裡自行料理，53.3% 午餐家裡自行料理，73.3% 晚餐家裡自
行料理，整體而言，晚餐自行料理的百分比高於其他餐次（表五）。只有 13.3% 外籍聯姻家
庭的幼兒攝取營養補充劑，服用營養補充劑最主要的原因有 50% 為預防重於治療，並且全
由幼兒母親決定服用與否，服用最主要的資訊來源一半來自營養方面的書籍與一半來自親友
的建議（表六）。40% 外籍聯姻家庭的幼兒有食物以外的過敏；如過敏部位 60.0% 為皮
膚，其他主要為鼻子，50.0% 主要過敏原為塵蹣。13.3% 外籍聯姻家庭的幼兒為食物過敏，
常見流鼻涕、皮膚癢的過敏症狀，只有一半的受訪者會去求醫，以及一半的受訪者要求食物
過敏試驗（表七）。73.3% 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幼兒體位相當正常，似乎對幼兒體位也無過
多注意與關照（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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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父母飲食狀況（百分比）
家裡煮的頻率 每天 每週大於 3 次 每週小於 3 次 沒有

早餐 33.3 13.3 0.0 53.3
午餐 53.3 6.7 13.3 26.7
晚餐 73.3 20.0 0.0 6.7

大部分是誰煮的
自己
爸媽公婆等長輩

86.7
13.3

外面買的頻率 每天 每週大於 3 次 每週小於 3 次 沒有
早餐 53.3 6.7 13.3 26.7
午餐 26.7 26.7 0.0 46.7
晚餐 6.7 26.7 0.0 66.7

大部分食物是誰買的
自己
先生
爸媽公婆等長輩

66.7
13.3
20.0

表六：幼兒營養補充劑的攝取
百分比

1.是否正在服用營養補充劑
是
否

13.3
86.7

2.服用營養補充劑
（1.1）食用頻率

3 次以上/每週
2 次以下/每週

（1.2）媽媽決定服用營養補充劑
（1.3）服用營養補充劑最主要的原因

預防重於治療
其他

（1.4）最主要的資訊來源
營養方面的書籍
親友的建議

50.0
50.0

100.0

50.0
5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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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幼兒疾病相關問題
百分比

1.是否有食物外的過敏
是
否

40.0
60.0

2.是有食物外的過敏
（2.1）過敏部位

皮膚
鼻子
鼻子、支氣管

（2.2）哪些東西過敏
塵蹣
其他
不知道

（2.3）過敏如何治療
求醫診治

60.0
20.0
20.0

50.0
16.7
33.3

100.0

3.是否曾發生過食物過敏
是
否

13.3
86.7

是曾發生過食物過敏
（3.1）曾經發生二次食物過敏疾病
（3.2）有哪些症狀

流鼻涕
皮膚癢

（3.3）是否曾求醫
否
是

（3.4）求醫檢查方式
抽血測試
食物試驗

（3.5）過敏如何治療
症狀輕微，無須求醫
求醫診治

10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4.是否經常排便困難
是
否

13.3
86.7

5.是經常排便困難
（4.1）排便困難的次數多久發生一次

1 次/月
（4.2）處理排便困難之方式

多吃水果蔬菜

100.0

100.0



 
 
 
 
 
 
 
 
 
 
 
 

     

13

6.您認為您孩子的體位
太胖
有點胖
剛好
有點瘦
太瘦

6.7
6.7

73.3
6.7
6.7

7.認為過重或肥胖的處理方式
很可愛，順其自然
偶爾讓他（她）少吃點，沒有嚴格限制

50.0
50.0

8.體重過輕的處理方式為
很可愛，順其自然 100.0

嫁來台灣的外籍新娘多半肩負著傳宗接代的包袱，因此年齡很輕便懷孕生子，例如台北
市有 20%的外籍配偶 20 歲以下生子，多缺乏嬰兒照顧的常識（楊艾俐，2002）。表八顯示
幼兒飲食知識成績百分比，結果顯示下列各題所有受訪者回答正確的內容，如：3.太鹹的食
物吃多對幼兒的身體不好 10.幼兒口渴時，給他喝白開水比喝汽水等含糖飲料好 13.幼兒多吃
蔬菜水果，可預防便秘 16.給幼兒每天吃各種不同的食物是獲得營養最好的方法；但下列各
題是超過一半受訪者回答錯誤的內容，如：1.幼兒吃的越多，生長發育越好 2.只要給幼兒吃
了維他命丸就不用擔心營養不良 4.只要吃飽，幼兒吃何種食物都無所謂 7.零食吃不飽，所以
讓幼兒多吃沒有關係 8.電視廣告中播出的零食都有營養 12.幼兒常吃甜食對身體沒有害處，
顯示飲食知識仍相當不足。

表八：幼兒飲食知識
正確
百分比

錯誤
百分比

未填答
百分比

1.幼兒吃的越多，生長發育越好 40.0 53.3 6.7
2.只要給幼兒吃了維他命丸就不用擔心營養不良 6.7 80.0 13.3
3.太鹹的食物吃多對幼兒的身體不好 100.0 0.0 0.0
4.只要吃飽，幼兒吃何種食物都無所謂 26.7 73.3 0.0
5.多用調味品對幼兒身體不好 80.0 20.0 0.0
6.幼兒不挑食是好的飲食習慣 93.3 6.7 0.0
7.零食吃不飽，所以讓幼兒多吃沒有關係 20.0 80.0 0.0
8.電視廣告中播出的零食都有營養 26.7 73.3 0.0
9 .幼兒不吃早餐對健康有不良影響 86.7 13.3 0.0
10.幼兒口渴時，給他喝白開水比喝汽水等含糖飲料好 100.0 0.0 0.0
11.常吃油炸的食物對幼兒身體有害 93.3 6.7 0.0
12.幼兒常吃甜食對身體沒有害處 6.7 93.3 0.0
13.幼兒多吃蔬菜水果，可預防便秘 100.0 0.0 0.0
14.奶類是供應幼兒鈣質最佳的食物來源 73.3 20.0 6.7
15.菠菜是供應幼兒鐵質最佳的食物來源 93.3 0.0 6.7
16.給幼兒每天吃各種不同的食物是獲得營養最好的方法 100.0 0.0 0.0
17.幼兒多喝牛奶才會有健康的骨骼與牙齒 86.7 13.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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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為主要照顧者依照自己的看法，表現出對幼兒的飲食態度，結果顯示各約一半受
訪者的幼兒若有良好行為表現，可以用食物作為獎賞，以及幼兒應多吃高蛋白質食物，才能
長得高又壯的看法持正反兩面意見；大部分受訪者的飲食態度皆傾向正面態度。

表九：幼兒飲食態度

表十（一）幼兒飲食行為結果顯示所有幼兒皆不需照顧者餵食，53.3% 受訪者的幼兒經
常乖乖的坐在餐桌前吃飯，53.3% 受訪者的幼兒邊看電視邊吃飯或 33.3% 邊玩邊吃飯。大部
分（大於 70%）的主要照顧者會經常或總是變化餐點內容，讓孩子嘗試吃各種食物、利用機
會藉機跟孩子介紹食物、口頭鼓勵讓孩子吃他不喜歡的食物、會詢問孩子在外面吃餐點的情
形、孩子要吃什麼點心或零食，必須經過同意才可以吃、限定孩子吃東西，以避免幼兒吃太
多垃圾食物、如果孩子不好好吃東西會詢問孩子原因，試著跟孩子溝通、用講理或溝通的方
式讓孩子知道挑食是不好的；大部分（大於 70%）的主要照顧者很少或從未用孩子喜歡吃的
零食或用禮物、給零用錢的方式作為交換條件，讓孩子吃他不喜歡的食物、採購或製備餐點
時會詢問孩子的意見並考量孩子的喜好；顯示大部分受訪者經常出現正向的上述飲食行為。
比較具有不同意見的飲食行為有孩子不好好吃東西會責罵或處罰他、孩子喜歡做的事（如：
看電視、打電動）作為交換條件，讓孩子吃他不喜歡的食物、到了用餐時間，即使孩子說他
不餓，也要他吃些東西、讓孩子自己決定吃或不吃哪些食物（表十（二））。依據最近一個
月內，幼兒的飲食攝食狀況分析攝食食物所佔的百分比，可以發現有 50% 以上受訪者幼兒
每天至少吃一次以上的食物包括：米食類（如:白飯、稀飯）、家畜類（如:牛、豬肉類）、
魚類、深與淺色蔬菜類、幼兒成長奶粉（如:桂格成長奶粉、雀巢成長奶粉等）；其次頻率
最高的食物（每週至少吃三次以上），包括：蛋類、蘋果、梨、柑橘類水果、乳酸飲料（如:
養樂多等）；其他表列食物內容則多為每週至少吃兩次以下的食物；依據飲食指南的建議應
有改善空間，如減少家畜類食品及增加水果與豆腐及黃豆製品的食用頻率（表十（三））。
若依據最近一個月內，幼兒在幼稚園用餐的飲食狀況所佔的百分比，則發現幼稚園用餐每週
至少吃 5-6 次家畜類（如:牛、豬肉類），每週至少吃 3-4 次蛋類、深與淺色蔬菜類、含糖
飲料（如: 奶茶、純喫茶、檸檬紅茶等），每週至少吃 1-2 次米食類（如:白飯、稀飯）、炒
飯、飯糰、肉粽、麥片、麥粉、白土司、饅頭、麵、米粉、三明治、漢堡、包子、水煎包、
水餃、紅豆、綠豆及其製品、玉米、家禽類（如:雞、鴨肉類）、熱狗、香腸、魚類、其他
水產類（如:蝦、蛤蜊等）、豆腐及黃豆製品、筍類、瓜類、豆類（如:四季豆、豆芽等）、
菇蕈類（如:香菇、草菇、金針菇等）、海菜、海藻類、全脂鮮奶、乳酸飲料（如:養樂多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幼兒如果不吃東西，可以用牛奶或幼兒成長奶粉
來代替

0.0 33.3 6.7 60.0 0.0

2.幼兒若有良好行為表現，可以用食物作為獎賞 0.0 53.3 0.0 46.7 0.0
3.幼兒一邊吃飯一邊看電視沒有什麼關係 6.7 0.0 0.0 60.0 33.3
4.幼兒只要有吃，進餐時間過長沒有關係 0.0 6.7 0.0 93.3 0.0
5.幼兒不應養成喝含糖飲料（如汽水、可樂）的習
慣

13.3 73.3 6.7 6.7 0.0

6.幼兒應多吃高蛋白質食物，才能長得高又壯 6.7 46.7 6.7 40.0 0.0
7.幼兒不喜歡吃蔬菜，就不要給他吃 0.0 6.7 0.0 80.0 13.3
8.為避免幼兒營養不良，應每天補充維他命、礦物
質等

0.0 13.3 0.0 80.0 6.7

9.幼兒牙齒不多，不需要每次餐後刷牙 0.0 0.0 0.0 73.3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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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豆漿、米漿、茶、餅乾類、果凍、布丁、豆花、其他點心（如：米果、乖乖、蝦餅
等）、粉圓、西谷米類；雖然食用食物種類較具多樣化，但依據飲食指南的建議應減少家畜
類食品、含糖飲料（如: 奶茶、純喫茶、檸檬紅茶等）及增加水果、豆腐及黃豆製品與魚類
的食用頻率，並建議烹調應謹守少油的原則（表十（四））。

表十：幼兒飲食行為（一）
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

1.是否不用別人餵食
是
否

100.0
0.0

2.開始不用人餵食的月數 36.4±12.1
3.請問幼兒平日吃飯
（3.1）乖乖的坐在餐桌前吃飯

經常
偶爾
從未

（3.2）邊看電視邊吃飯
經常
偶爾
從未

（3.3）邊玩邊吃飯
經常
偶爾
從未

53.3
13.3
33.3

53.3
13.3
33.3

33.3
40.0
26.7

表十：幼兒飲食行為（二）
從未 很少 偶爾 常常 總是

1. 我變化餐點內容，讓孩子嘗試吃各種食物 0.0 13.3 6.7 66.7 13.3
2. 我利用機會（例如：買菜時、看到廣告或書籍時、購物

時），藉機跟孩子介紹食物
0.0 13.3 0.0 66.7 20.0

3. 我用孩子喜歡吃的零食（如：糖果、冰淇淋）作為交換
條件，讓孩子吃他不喜歡的食物

46.7 33.3 6.7 13.3 0.0

4. 我用孩子喜歡做的事（如：看電視、打電動），作為交
換條件，讓孩子吃他不喜歡的食物

46.7 13.3 6.7 33.3 0.0

5. 我用口頭鼓勵的方式（如：稱讚他很乖），讓孩子吃他
不喜歡的食物

0.0 13.3 13.3 73.3 0.0

6. 我會詢問孩子在外面（如別人家、幼稚園或托兒所）吃
餐點的情形（如:吃什麼，吃多少？）

0.0 13.3 0.0 66.7 20.0

7. 我給孩子吃的食物種類固定，不太改變 26.7 40.0 13.3 13.3 6.7
8. 到了用餐時間，即使孩子說他不餓，我也會要他吃些東

西
13.3 20.0 13.3 53.3 0.0

9. 如果孩子不好好吃東西，我會責罵或處罰他 20.0 20.0 20.0 33.3 6.7
10. 我讓孩子自己決定他吃或不吃哪些食物 26.7 20.0 13.3 40.0 0.0
11. 我讓孩子依他的胃口決定吃多少東西，我不會強迫他吃

完我給的份量
0.0 20.0 6.7 66.7 6.7

12. 我限定孩子吃零食（如：乖乖、仙貝、旺仔小饅頭等）
的次數、份量

0.0 20.0 13.3 66.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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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限定孩子吃甜食（如：糖果、蛋糕、巧克力等）的次
數、份量

0.0 20.0 13.3 66.7 0.0

14. 我限定孩子吃什麼東西，以避免他吃太多垃圾食物
（如：糖果、洋芋片、汽水）

0.0 20.0 6.7 60.0 13.3

15. 如果孩子有好的行為表現，我會用孩子喜歡的零食或甜
點獎勵他

20.0 26.7 40.0 6.7 6.7

16. 孩子要吃什麼點心、零食，必須經過我的同意才可以吃 0.0 13.3 13.3 53.3 20.0
17. 我用禮物、給零用錢作為交換條件，讓孩子吃他不喜歡

的食物
60.0 26.7 6.7 6.7 0.0

18. .採購、製備餐點時，我詢問孩子的意見、考量孩子的喜
好

60.0 26.7 6.7 6.7 0.0

19. 如果孩子不好好吃東西，我詢問孩子原因，試著跟孩子
溝通

0.0 0.0 0.0 80.0 20.0

20. 我用講理、溝通的方式讓孩子知道挑食是不好的 0.0 13.3 0.0 60.0 26.0

表十：幼兒飲食行為（三）
4+

/天
2-3

/天
1

/天
5-6

/週
3-4

/週
1-2

/週
1-3
/月

從
未

A.主食類

1. 米食類（如:白飯、稀飯） 0.0 33.3 40.0 13.3 6.7 6.7 0.0 0.0
2. 炒飯、飯糰、肉粽 0.0 0.0 0.0 6.7 6.7 20.0 46.7 20.0
3. 蘿蔔糕、米糕、豬血糕 0.0 0.0 0.0 0.0 0.0 33.3 26.7 40.0
4. 麥片、麥粉 0.0 0.0 13.3 0.0 0.0 13.3 13.3 60.0
5. 油條、燒餅、蛋餅 0.0 0.0 0.0 0.0 0.0 33.3 40.0 26.7
6. 白土司、饅頭 0.0 0.0 0.0 0.0 6.7 46.7 33.3 13.3
7. 麵、米粉 0.0 6.7 0.0 6.7 26.7 33.3 13.3 13.3
8. 三明治、漢堡 0.0 0.0 0.0 0.0 0.0 33.3 6.7 60.0
9. 麵包 0.0 0.0 0.0 0.0 20.0 40.0 26.7 13.3
10.包子、水煎包、水餃 0.0 0.0 0.0 0.0 13.3 46.7 13.3 26.7
11.甘薯、馬鈴薯 0.0 0.0 0.0 0.0 0.0 26.7 40.0 33.3
12.紅豆、綠豆及其製品 0.0 0.0 0.0 6.7 13.3 20.0 26.7 33.3
13.玉米 0.0 0.0 0.0 0.0 0.0 53.3 20.0 26.7
B. 肉類
1. 家畜類（如:牛、豬肉類） 0.0 13.3 40.0 6.7 20.0 20.0 0.0 0.0
2. 家禽類（如:雞、鴨肉類） 0.0 13.3 6.7 0.0 20.0 26.7 20.0 13.3
3. 熱狗、香腸 0.0 0.0 0.0 0.0 6.7 40.0 26.7 26.7
4. 貢丸、魚丸 0.0 0.0 0.0 0.0 6.7 46.7 26.7 20.0
5. 肉鬆、魚鬆 0.0 0.0 6.7 6.7 13.3 26.7 26.7 20.0
6. 魚類 0.0 26.7 46.7 6.7 13.3 6.7 0.0 0.0
7. 其他水產類（如:蝦、蛤蜊
等）

0.0 0.0 6.7 6.7 20.0 53.3 0.0 13.3

C. 其他蛋白質類
1. 蛋類 0.0 13.3 20.0 0.0 46.7 6.7 0.0 13.3
2. 豆腐及黃豆製品 0.0 0.0 20.0 6.7 6.7 33.3 13.3 20.0
D. 蔬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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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色蔬菜類 0.0 33.3 40.0 6.7 20.0 0.0 0.0 0.0
2. 淺色蔬菜類 0.0 26.7 33.3 13.3 26.7 0.0 0.0 0.0
3. 筍類 0.0 6.7 0.0 0.0 13.3 26.7 26.7 26.7
4. 瓜類 0.0 6.7 20.0 0.0 13.3 53.3 0.0 6.7
5. 豆類（如:四季豆、豆芽
等）

0.0 6.7 20.0 0.0 13.3 53.3 0.0 6.7

6. 菇蕈類（如:香菇、草菇、
金針菇等）

0.0 6.7 0.0 0.0 13.3 66.7 0.0 13.3

7. 海菜、海藻類 0.0 6.7 0.0 6.7 13.3 40.0 13.3 20.0
8. 醃菜類（如:榨菜、蘿蔔乾
等）

0.0 0.0 0.0 6.7 0.0 6.7 13.3 73.3

9. 番茄 0.0 0.0 0.0 6.7 6.7 40.0 20.0 26.7
E. 水果類
1. 蘋果、梨 0.0 0.0 20.0 0.0 33.3 26.7 13.3 6.7
2. 柑橘類（如:橘子、柳丁、
葡萄柚）

0.0 0.0 13.3 0.0 26.7 46.7 6.7 6.7

3. 西瓜 0.0 0.0 6.7 0.0 20.0 0.0 20.0 53.3
4. 木瓜、哈蜜瓜、香瓜 0.0 0.0 0.0 0.0 33.3 40.0 13.3 13.3
5. 棗子、桃子、李子 0.0 0.0 0.0 0.0 6.7 20.0 13.3 60.0
6. 葡萄 0.0 0.0 6.7 0.0 13.3 40.0 13.3 26.7
7. 香蕉 0.0 0.0 6.7 0.0 20.0 33.3 13.3 26.7
8. 番石榴 0.0 0.0 0.0 0.0 13.3 40.0 20.0 26.7
F. 乳品類
1. 全脂鮮奶 0.0 6.7 26.7 0.0 6.7 0.0 6.7 53.3
2. 低脂鮮奶 0.0 0.0 13.3 6.7 0.0 0.0 6.7 73.3

3. 全脂奶粉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4. 低脂奶粉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5. 幼兒成長奶粉（如:桂格成
長奶粉、雀巢成長奶粉
等）

0.0 13.3 40.0 0.0 6.7 0.0 0.0 40.0

6. 調味乳 0.0 0.0 0.0 0.0 0.0 13.3 20.0 6.7
7. 優酪乳 0.0 0.0 0.0 1..3 6.7 33.3 6.7 40.0
G. 飲料類
1. 乳酸飲料（如:養樂多等） 0.0 0.0 0.0 13.3 46.7 26.7 13.3 0.0
2. 碳酸飲料（如: 運動飲料、

汽水、可樂等）
0.0 0.0 0.0 0.0 20.0 13.3 33.3 33.3

3. 豆漿、米漿 0.0 0.0 13.3 6.7 20.0 40.0 13.3 6.7
4. 果汁 0.0 0.0 6.7 13.3 20.0 20.0 26.7 13.3
5. 含糖飲料（如: 奶茶、純喫

茶、檸檬紅茶等）
0.0 0.0 6.7 6.7 26.7 20.0 13.3 26.7

6. 茶 0.0 0.0 0.0 0.0 13.3 0.0 6.7 80.0

H. 點心零食類
1. 餅乾類 0.0 0.0 40.0 13.3 26.7 0.0 20.0 0.0
2. 蛋糕、西點 0.0 0.0 6.7 13.3 20.0 13.3 33.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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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巧克力、糖果 0.0 6.7 0.0 0.0 26.7 13.3 40.0 13.3
4. 蜜餞 0.0 0.0 0.0 0.0 0.0 13.3 20.0 66.7
5. 果凍、布丁、豆花 0.0 0.0 0.0 0.0 13.3 40.0 26.7 0.0

6. 冰棒、冰淇淋 0.0 0.0 0.0 0.0 0.0 13.3 40.0 46.7
7. 洋芋點心（如：洋芋片等） 0.0 0.0 0.0 0.0 6.7 13.3 26.7 53.3

8. 其他點心（如：米果、乖
乖、蝦餅等）

0.0 0.0 6.7 6.7 0.0 13.3 40.0 33.3

9. 乾果類（如：花生、開心
果、瓜子等）

0.0 0.0 0.0 0.0 6.7 6.7 60.0 26.7

10.粉圓、西谷米類 0.0 0.0 0.0 0.0 0.0 20.0 33.3 46.7

表十：幼兒飲食行為（四）
4+
/天

2-3
/天

1
/天

5-6
/週

3-4
/週

1-2
/週

1-3
/月

從
未

A.主食類

1. 米食類（如:白飯、稀飯）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2. 炒飯、飯糰、肉粽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3. 蘿蔔糕、米糕、豬血糕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4. 麥片、麥粉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5. 油條、燒餅、蛋餅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6. 白土司、饅頭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7. 麵、米粉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8. 三明治、漢堡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9. 麵包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10.包子、水煎包、水餃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11.甘薯、馬鈴薯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12.紅豆、綠豆及其製品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13.玉米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B. 肉類
1. 家畜類（如:牛、豬肉類） 0.0 0.0 0.0 100.0 0.0 0.0 0.0 0.0
2. 家禽類（如:雞、鴨肉類）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3. 熱狗、香腸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4. 貢丸、魚丸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5. 肉鬆、魚鬆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6. 魚類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7. 其他水產類（如:蝦、蛤蜊
等）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C. 其他蛋白質類
1. 蛋類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2. 豆腐及黃豆製品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D. 蔬菜類
1. 深色蔬菜類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2. 淺色蔬菜類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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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筍類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4. 瓜類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5. 豆類（如:四季豆、豆芽
等）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6. 菇蕈類（如:香菇、草菇、
金針菇等）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7. 海菜、海藻類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8. 醃菜類（如:榨菜、蘿蔔乾
等）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9. 番茄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E. 水果類
1. 蘋果、梨 0.0 0.0 0.0 0.0 40.0 60.0 0.0 0.0
2. 柑橘類（如:橘子、柳丁、
葡萄柚）

0.0 0.0 0.0 0.0 40.0 60.0 0.0 0.0

3. 西瓜 0.0 0.0 0.0 0.0 40.0 60.0 0.0 0.0
4. 木瓜、哈蜜瓜、香瓜 0.0 0.0 0.0 0.0 40.0 60.0 0.0 0.0
5. 棗子、桃子、李子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6. 葡萄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7. 香蕉 0.0 0.0 0.0 0.0 33.3 66.7 0.0 0.0
8. 番石榴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F. 乳品類
1. 全脂鮮奶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2. 低脂鮮奶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3. 全脂奶粉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4. 低脂奶粉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5. 幼兒成長奶粉（如:桂格成
長奶粉、雀巢成長奶粉
等）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6. 調味乳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7. 優酪乳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G. 飲料類
1. 乳酸飲料（如:養樂多等）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2. 碳酸飲料（如: 運動飲料、

汽水、可樂等）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3. 豆漿、米漿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4. 果汁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5. 含糖飲料（如: 奶茶、純喫

茶、檸檬紅茶等）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6. 茶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H. 點心零食類
1. 餅乾類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2. 蛋糕、西點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3. 巧克力、糖果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4. 蜜餞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20

5. 果凍、布丁、豆花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6. 冰棒、冰淇淋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7. 洋芋點心（如：洋芋片等）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8. 其他點心（如：米果、乖
乖、蝦餅等）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9. 乾果類（如：花生、開心
果、瓜子等）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10.粉圓、西谷米類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依據 24 小時回憶法評估幼兒營養素攝取量，平均一天熱量攝取為 1269.9 大卡，似乎不
足幼兒成長所需，蛋白質攝取量約佔總熱量的 17.6% （56.0 克），脂質攝取量約佔總熱量的
40.9% （57.8 克），醣類攝取量約佔總熱量的 41.5% （137.7 克），顯示脂肪攝取量過高，
應調整脂肪與醣類的攝取比例；其他營養素攝取量較低的包括膳食纖維、鈣質、鐵質、維生
素 A，營養素攝取量較高的是磷的攝取。

表十一：24 小時回憶法評估幼兒營養素攝取量
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KCAL 1269.9 249.6
PROT 56.0 13.4
FAT 57.8 16.3
Carbohydrate 131.7 33.1
Fiber 2.0 0.7
Cacium 321.7 162.2
Phosphorus 777.4 167.2
ferric 6.5 1.2
VIT A 2639.9 1778.2
VIT B1 0.7 0.2
VIT B2 0.7 0.2
Niacin 10.3 4.3
VIT C 49.3 33.4
Saturated FA 21238.1 5955.1
Unsaturated FA 35174.2 10344.5
Oleic acid 17797.6 7428.9
cholesterol 296.2 181.5
VIT E 7160.9 3231.3
Sodium 2881.3 1405.4

表十二結果顯示受訪者接觸大眾媒體食品廣告的種類以廣播為主，市等食品廣告宣傳
單次之，電視只佔 20%；而平時幼兒最常看電視的時段傍晚四點到七點與晚上七點到九點，
且平時一天看 1-2 小時時間，種類以卡通動畫為主；幼兒很少從電視上或其他媒體看到有關
食品或餅乾、糖果、飲料等零食的廣告，以及要求購買，但常見邊吃零食邊看電視的飲食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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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大眾媒體食品廣告對幼兒飲食習慣的影響
百分比

1. 接觸大眾媒體的種類
電視
廣播
超市等食品廣告宣傳單

20.0
46.7
33.3

2. 平時幼兒最常看電視的時段
傍晚四點到七點
晚上七點到九點
晚上九點以後
幾乎不看
傍晚四點到七點、晚上九點以後

53.3
26.7
6.7
6.7
6.7

3. 幼兒平時一天看電視時間
少於 1 小時
1小時～2小時
2 小時～3 小時
3 小時～4 小時

26.7
53.3
13.3
6.7

4. 幼兒平日看電視節目的種類
兒童節目
卡通動畫

16.7
83.3

5. 幼兒曾經從電視上或其他媒體看到有關食品或餅乾、糖
果、飲料等零食的廣告嗎
有
沒有

100.0
0.0

6. 會要求您買廣告中的食品或零食嗎
經常
偶爾
不會

13.3
60.0
26.7

7.幼兒是否會因為看到廣告中的食品或零食有附贈玩具或贈品
而要求您購買嗎？
經常
偶爾
否

13.3
53.3
33.3

8.幼兒是否會一邊看電視一邊吃零食呢
經常
偶爾
否

20.0
46.7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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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1. 外籍聯姻家庭出生幼兒的主要照顧者 80% 為其母親，專科畢業以上教育程度約為
33.3%。

2. 父親國籍 100% 為台灣閩南人，母親平均在台灣有 6.9 年。
3. 60% 的受訪者覺得錢剛好足夠使用，沒有困難，但有 40% 的受訪者自覺經濟狀況有困

難。
4. 外籍聯姻家庭晚餐自行料理的百分比高於其他餐次。
5. 只有 13.3% 外籍聯姻家庭的幼兒攝取營養補充劑
6. 73.3% 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幼兒體位相當正常。
7. 受訪者飲食知識不足，但有較正向的飲食態度和行為，
8. 外籍聯姻家庭應減少家畜類食品及增加水果與豆腐及黃豆製品的食用頻率。
9. 幼稚園用餐應減少家畜類食品、含糖飲料 （如: 奶茶、純喫茶、檸檬紅茶等）及增加水

果、豆腐及黃豆製品與魚類的食用頻率，並建議烹調應謹守少油的原則。
10. 依據 24 小時回憶法評估幼兒營養素攝取量，平均一天熱量攝取似乎不足幼兒成長所

需，脂質攝取量約佔總熱量的 40.9% 顯示脂肪攝取量過高，應調整脂肪與醣類的攝取比
例；其他營養素攝取量較低的包括膳食纖維、鈣質、鐵質、維生素 A，營養素攝取量較
高的是磷的攝取。

五、研究限制

1. 本研究對象為台南與高雄縣市外籍聯姻家庭之幼兒、幼兒母親及主要照顧者(包含保母、
父親、祖父母、托兒所或幼稚園教師) ，不代表全國外籍聯姻家庭幼兒之營養狀況及家庭
主要照顧者及母親之幼兒營養知識、態度及行為的表現。。

2. 本研究由台南與高雄縣市作為收案地區，且無法完全隨機取樣，故也不能完全反映台南
與高雄縣市外籍聯姻家庭幼兒之營養狀況及家庭主要照顧者及母親之幼兒營養知識、態
度及行為的表現。

3. 因限於語言限制，本研究乃以大陸籍新娘為主要對象，結果僅能部分呈現大陸籍新娘的
家庭幼兒之營養狀況及其母親對幼兒營養知識、態度及行為的表現。

4. 本研究由台南與高雄縣市收案 60 個家庭作為樣本，樣本數如能提高或許更能真實反映台
南與高雄縣市外籍聯姻家庭幼兒之營養狀況及家庭主要照顧者及母親之幼兒營養知識、
態度及行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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