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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瞭解一個營養教育介入對國小高年級學童的早餐飲食知識及早餐飲食行為的影響。研究以臺中市某國

小五年級的五個班級學生為對象，共127 人（男生68人，女生59人），隨機抽樣兩班為實驗組共51人，三班為對照組76人

。實驗組接受營養教育課程，內容包括選擇合適的飲食、知道不同的食物組合能提供均衡的飲食、能運用食品及營養標示

選擇加工食品、瞭解不同人生階段的家人營養需求之差異、瞭解可藉由營養的飲食與運動來促進個人健康、能夠知道外食

場所的優缺點、能夠運用資訊選擇符合健康的外食、瞭解營養標示的內容及意義、能運用營養標示的訊息選擇符合營養安

全的食物等議題，課程介入為期五週。研究工具為何英忠（2003）所編製的「國小高年級學生營養知識、態度和飲食行為

之現況調查問卷」加以修改為研究工具。本研究採用問卷之內容包括：「基本資料」、「早餐飲食知識量表」、「早餐飲

食行為量表」三個部份，收集的資料以SPSS統計軟體進行分析。 分析發現，營養教育的介入對國小高年級學童早餐飲食

知識有顯著增進，對早餐飲食行為則無顯著影響。國小高年級學童早餐飲食知識較好，但早餐飲食行為表現較差。早餐飲

食知識與早餐飲食型態、自覺學業成績有關，早餐飲食行為與早餐飲食型態、是否每天做早餐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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