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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飲食習慣現況調查及改善計劃 
子計劃四：幼兒營養教材現況評估 

整合型計劃總主持人：嬰幼兒保育系 林佳蓉 

子計劃主持人：嬰幼兒保育系 陳瑤惠 

 
一、摘要 

 
本研究旨在了解幼兒營養教材現況，從營養教材內容及營養訊息傳達方式兩方面著

手，對目前台灣學前階段幼兒營養教材進行評估研究。研究資料蒐集為民間出版社所出

版提供幼兒園所使用之教材中，與幼兒營養教育有關之文字出版品，由研究者對這些資

料進行質性分析，以檢核表對這些營養教材所傳達飲食營養知識、行為與態度，及表達

方式進行評估。研究結果顯示，幼兒營養教材在知識內容方面，出現百分比最高的前幾

項訊息依序為：食物名稱、食物原料、食物內外觀特徵、食物製造、食物口味、食物來

源；營養教材內容中有關進食態度部分，對食物表現正向態度所佔百分比最高；教材內

容傳達方式則以兒歌唸謠方式比例最高，敘事方式次之。研究結果將對發展幼兒營養教

材內容及方法做建議。 

 

二、研究計劃背景與目的 
 
 飲食習慣的養成與個人營養攝取與身體健康息息相關，Alles-White和Welch（1）回顧

影響學前幼兒飲食行為相關因素文獻指出，二到五歲是孩子飲食行為養成的關鍵時期，

這時期幼兒飲食態度、習慣一旦形成將持續終生。可見學前階段幼兒健康飲食教育十分

重要。所謂飲食習慣，包括個人食物偏好，還有「如何吃」，即進食過程中與進食相關

的一些行為，如每吃一口的量、速度，以及對飲食的態度、情緒、認知等
（2）。其中食物

偏好，是「吃些什麼」的問題，與個人營養攝取內容有直接關係，因此也一直是幼兒營

養教育關注的課題。台灣地區營養調查
（3）發現，幼兒從一歲開始即有食用甜點的習慣，

幼兒飲用飲料量隨年齡增加而增加。Bryan和 Lowenberg (4)研究兒童食物偏好發現，蔬

菜是孩子最不喜歡的一類食物。進餐時行為，雖然與吃的內容無直接關係，然仍與孩子

健康息息相關。許多有關肥胖的研究顯示：似乎存在一種肥胖飲食型態，與肥胖相關的

兩項主要飲食型態，一為食物的選擇；二為進食頻率，肥胖者進食時傾向大口快速地吃，

所以平均一分鐘比非肥胖者吃的多
（2）。Nakao（5）等人以時間取樣法、縱貫研究搜集 11

位學前幼兒分別在 40、52、59 個月大時的進餐行為，研究發現，當幼兒開始能獨立進

食時（約四歲），其飲食行為與體重的增加也開始出現相關。可見無論是食物偏好或是

進食時行為，都應該為營養教育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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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營養教育工作者，致力於教導孩子在眾多食物中，選擇健康的食物來吃。少油、

少鹽、少糖是營養學者最常用來，教導孩子判斷食物健康與否的標準。然幼兒飲食行為

相關研究卻指出，孩子選擇食物時，並不是根據這些所謂的健康飲食指標，而是傾向於

從食物包裝、顏色、有無印上他們喜愛的角色、有無贈送玩具，或根據食物的造型、甜

度，來決定是否購買這些食物
（6-7）。Lytle et al.（8）在兒童對營養訊息了解的研究中也指出，

「營養」基本上是相當抽象的概念，食物中有多少糖、鹽、維他命、蛋白質，並不是具

體可見，兒童常受限於他們的認知能力，對什麼是少油、少鹽、少糖食物無法清楚辨識。

這些研究提醒我們，以成人對食物的知識，向幼兒傳達食物營養訊息時，幼兒是否能了

解、吸收、內化為飲食行為的一部份，效果值得再評估。 

從認知發展角度來看，學前幼兒認知能力，與成人不只在量，也在質上有所不同。

學前幼兒以自我中心方式思考，注意力只能局部集中，他們依據感官具體經驗來認識事

物，缺乏抽象思考、推理能力，也無能力了解事物轉換過程與結果間的關係
（9）。Contento

（10）探討五至十一歲兒童對食物及營養的認知即指出，幼兒因未能掌握事物轉變過程，

難以理解食物由營養素合成的觀念，因此不易了解 Basic Four或其他根據食物營養成分

的分類方式。Lytle et al.（8）研究指出，幼兒很難了解食品包裝上所標示營養成分的意義。

Rozin, Fallon和 Augustoni-Ziskind（11）也指出，幼兒無法了解食物在人體消化過程。由此

看來， 幼兒營養教育，在考慮幼兒這些認知思考限制下，如何以具體方式傳達營養訊

息，設計幼兒營養教育教材，將是提昇幼兒營養教育推廣效果應注意的一個課題。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幼兒營養教育教材的設計，除了在內容上應顧及教導幼兒營養攝取

相關知識外，考慮幼兒認知發展，營養教材傳達的方式也應配合幼兒經驗來設計。隨者

營養教育應從幼兒階段就開始進行的觀念愈受重視，無論是民間或政府機關，也陸續著

手出版提供給幼兒閱讀之營養教材。然而，對這些已出版之營養教材，仍缺少相關研究，

提供關心幼兒營養教育現況者全盤性了解。因 

此本研究將就幼教教材傳達營養教育訊息內容進行分析，研究結果除了可作為了解目前

學前幼兒普遍接受何種營養訊息之外，亦可提供致力於推動幼兒營養教育者，為幼兒設

計營養教材時參考。 

 

三、研究方法與進行步驟 
 
（一）資料蒐集 

研究者先查詢坊間出版幼教教材出版社名冊，電話洽詢其鄰近研究者所在地之出版

經銷處，研究者再至經銷處，凡是教材內容中涵蓋食物與營養訊息者，皆納入資料蒐集

範圍。資料蒐集時間從民國 94 年 3月至民國 94 年 8月，因此蒐集到的資料涵蓋幼兒園

93學年度下學期至 94 年度上學期所使用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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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料登錄與分析 

研究者初步閱讀所有蒐集之教材後，摘錄出教材中所傳達之食物、營養訊息，再根

據摘錄，製作一份檢核表。檢核表內容包括食物營養知識、進食態度、傳達方式三大部

分，其中食物營養知識有 30個檢核項目、進食態度 8項、傳達方式 5項。研究者再根

據檢核表，重新閱讀全部教材，以教材單元為單位，在檢核表中逐一登錄每一教材單元

所傳達之訊息。由於各單元中所傳達的訊息所涵蓋的層面不一，傳達的方式也不止一種

（如包括故事及操作），因此研究者在登錄資料時，每一單元檢核的項目可能不止一項。

整個研究資料從蒐集到閱讀、登錄及分析皆由本研究主持人一人獨自進行。研究結果即

根據檢核表中各項目所出現的頻率及分布百分比來呈現。 

 

四、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共蒐集到坊間十三所幼教出版社，四十八冊，二百七十一個與營養教育有關

單元。研究結果如表一可見，幼兒營養教材在知識內容方面，出現百分比最高的前幾項

訊息依序為：食物名稱（18.40%）、食物原料（10.40%）、食物內外觀特徵（9.76%）、食

物製造（6.72%）、食物口味（6.72%））、食物來源（5.76%）。其中食物名稱、食物內外

觀特徵及食物口味三項，都與食物營養概念無直接關係，僅止於認識食物基本層面。而

營養教育強調之概念如，食物金字塔、少油、糖、鹽、多吃蔬菜水果所佔百分比分別為

0.16%、0.32%、0.48%，在三十二項知識內容中排序排序最低。 

 
表一：營養教材內容（知識）次數分布表 

教材內容 次數 百分比 
1. 均衡的飲食 13 2.08% 
2. 多吃蔬菜、水果 3 0.48% 
3. 食物金字塔 1 0.16% 
4. 少油、糖、鹽 2 0.32% 
5. 認識六大類食物 13 2.08% 
6. 食物營養素（類別） 6 0.96% 
7. 食品安全與衛生 5 0.8% 
8. 飲食與身體健康疾病關係 30 4.8% 
9. 食品標示 3 0.48% 
10. 食物準備 10 1.6% 
11. 食物保存 6 0.96% 
12. 食物文化差異 7 1.12% 
13. 食物原料 65 10.4% 
14. 食物來源（生長） 34 5.44% 
15. 食物製程 42 6.72% 
16. 食物選擇 5 0.8% 
17. 食物名稱 115 18.4% 
18. 食物內、外觀特徵 61 9.76% 
19. 食物口味 42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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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早餐的重要性 5 0.8% 
21. 節慶食物 26 4.16% 
22. 辨識食物 23 3.68% 
23. 食物烹調方式 36 5.76% 
24. 食物添加物（調味等） 3 0.48% 
25. 食物量 17 2.72% 
26. 食物購買 15 2.4% 
27. 食物吃法 24 3.84% 
28. 食物消化 2 0.32% 
29. 早餐食物 4 0.64% 
30. 食物偏好 4 0.64% 
31. 季節食物 1 0.16% 
32. 其他 2 0.32% 
 
營養教材內容中有關進食態度部分，由表二可見，對食物表現正向態度，如喜愛、

讚美食物等所佔百分比最高（81.05%）；少吃零食百分比最低（0.65%）。研究者進一
步撿視「對食物表現正向態度」這項訊息，發現其中有 21次（13.73%）傳達的對蔬菜
水果喜愛或讚美蔬菜水果「好吃」、「香甜」項訊息，對鼓勵幼兒嘗試吃蔬菜、水果可

能具引導效果。至於營養教材內容傳達方式部分，以兒歌唸謠及敘事方式比例最高，分

別為 42.35%、34.9%。「其他」一項代表結合二種或兩種以上傳達方式之單元，約有

5.88%。 
 
表二：營養教材內容（進食態度）次數分布表 

進食態度 次數 百分比 
1. 對食物表現正向態度（喜愛、讚美食物等） 124 81.05% 
2. 喜歡嘗試各種食物 8 5.22% 
3. 少吃零食 1 0.65% 
4. 選擇健康食物 2 1.31% 
5. 健康進食習慣（如細嚼慢嚥、適量） 14 9.15% 
6. 其他 4 2.61% 
 
表三：營養教材內容（傳達方式）次數分布表 
傳達方式 次數 百分比 
1. 敘事 89 34.9% 
2. 故事 22 8.63% 
3. 兒歌、唸謠 108 42.35% 
4. 操作 12 4.71% 
5. 活動 9 3.53% 
6. 其他 15 5.88% 

 
發展任何教材都須經過評估過程，以確定其訊息對讀者的適切及正確性，本研究即

在評估幼兒園所使用之營養教材內容，其涵蓋哪些營養教育概念及傳達的方式。研究結

果顯示幼兒營養教材內容以食物名稱、食物原料、食物內外觀特徵、食物製造、食物口

味、對食物表現正向態度比例較高。Powers (12)等認為，適合幼稚園學童的營養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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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應包括，食用各種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及穀類食物。美國迎頭趕上官方營養教育建

議，學前兒童營養教育指標為，培養孩子對食物的正向態度、鼓勵孩子接受各項健康食

物、培育孩子發展健康飲食習慣、促進孩子對食物與健康之間關係的了解等(13)。美國政

府提供二至六歲學前兒童之每日飲食指南則強調，食物金字塔、每日五蔬果、均衡飲食

等營養概念(14)。臺灣董氏基金會為幼兒營養教育策劃的系列出版品(15)中亦強調，幼兒營

養教育內容主要應包括，認識六大類食物及其與人體健康之關係、認識食物金字塔中均

衡飲食及進食量。綜合上述學者及營養教育單位意見，可見目前幼兒園所使用之教材在

營養教育方面，除了培養孩子對食物的正向態度一項外，其餘重要營養教育內容如認識

六大類食物、食物金字塔概念之傳達仍顯不足。傳達以口頭敘述或唸謠方式進行。在課

程中結合各種不同教學法，以具體方式如食物準備、烹調、品嚐或設計營養餐點、為食

物進行分類活動等，對提升兒童營養知識態度將有進一步效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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