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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健康飲食學習者型態與成效關聯分析-以大葉大學的學生為例。在2011年5月13日以前進行前測問卷發放並

且在2011年5月26日之後進行後測問卷回收，以便利抽樣的方式，在大葉大學校園為抽樣地點，觀察值為200位學生，來參

與健康飲食講座。在資料蒐集整理，經描述統計、因素分析與推論統計進行，主要獲得以下研究結果： 一、 參與者為大

一到大四延畢生，男性佔58.5%，女性佔41.5%。參與者就學管理學院佔69.5%、外語學院佔11.5%、設計學院佔8%、工學

院佔6.5%和生物科技學院佔4.5%。學生住校佔23.1%、校外租屋佔60.3%和住家裡佔16.6%。 二、 經因素分析研究發現大

葉學生的學習型態分為三種類型，分別為「視聽覺型態者」、「閱讀形態參與者」和「互動型態參與者」。在視聽覺型態

者，進步百分比最多為71%，其次為互動型態參與者，進步百分比為56%，最後是閱讀形態，進步百分比為51%。 三、 學

生參與健康飲食講座的態度、知識與行為認知前後比較，在演講活動前後上有明顯改變。其中發現視聽覺型態參與者的學

習成效最好，在飲食攝取的態度方面上進步最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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