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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教師低碳蔬食之認知、態度與行為之現況，並探討認知、態度、行為三者間的關係。採用問卷調查為

研究工具，以101學年度任教於彰化縣公立學校之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分層叢集抽樣，計回收有效調查問卷412份，

有效回收率為94.93％。所得資料以SPSS12.0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平均數、標準差、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及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如下： 一、國小教師對低碳蔬食的認知皆有中等程度瞭解。 二、國小教師

對低碳蔬食抱持著正向、積極的態度及行為。 三、國小教師因性別、年齡和低碳蔬食相關研習次數的不同，而在低碳蔬食

認知有顯著差異。 四、國小教師因性別、年齡、主修的學科、和家庭組成型態的不同、是否曾擔任過自然與生活科技或生

活領域的老師，而在低碳蔬食態度有顯著差異。 五、國小教師因年齡、參加低碳蔬食相關研習次數和家庭組成型態的不同

，而在低碳蔬食行為有顯著差異。 六、教師低碳蔬食認知、低碳蔬食態度、低碳蔬食行為三者間呈顯著正相關，且兩兩之

間呈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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