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  卷  調  查  分  析 

台灣癌症基金會副執行長 

蔡麗娟 

家庭飲食行為與父母備餐型態 



• 目      的 :瞭解家庭飲食習慣與家長備餐行為對於兒童肥胖的 影響 

• 調查方式 

 調查時間：102年6月1日~6月15日 

 受測對象：國小學童家長 

 有效樣本數： 

     BMI值過重或肥胖學童家長 230人 

     BMI值標準學童之家長 260人 

 調查方式：郵寄問卷 

調查樣本說明 



請問您的家庭是否為雙薪家庭？ 

32.8% 

67.2% 69.1% 

29.5% 

是 否 

BMI正常 

BMI過重 

較常加班者通常為：（一週加班2天以上） 

35.4% 

16.9% 
18.5% 

29.2% 

.0% 

28.4% 

17.6% 

35.1% 

16.2% 

2.7% 

12.3% 

35.4% 

27.7% 
23.1% 

1.5% 

12.2% 

23.8% 
20.3% 

42.4% 

1.4% 

４點～５點 ５點～６點 ６點～７點 ７點過後 未填寫 

• 雙薪家庭之過重學童將近七成,且高達三成五
為父母皆常加班者,尤其下班時間偏晚的比例亦
高於BMI標準組學童. 
• 從調查數據發現,雙薪家庭胖小孩居多,因此 雙
薪家庭是否有共同的問題存在值得探討. 

請問您與您的另外一半下班時間平均為
下午幾點? 



家 長 觀 念 



您認為維持孩子「不要太瘦或不要太
胖」的體態，其重要程度為何？ 

79.7% 

17.9% 

.8% 1.6% 

69.7% 

25.4% 

2.1% 2.8%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未填寫 

BMI正常 
BMI過重 

兩組家長多數都認知到維持健康的體態是重要的 



您認為孩子時期的肥胖是?(可複選) 

61.0% 

43.9% 

27.6% 

7.3% 

.8% 4.1% 

52.1% 
47.2% 

21.8% 

8.5% 
4.2% 6.3% 

BMI正常 

BMI過重 

• 兩組家長皆超過五成認為胖代表不健康,而且也都有近五成的家長認知到,小
時候胖長大還是容易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仍有2成的過重組家長認為,孩子小時候胖不是胖,容易因此
放任孩子. 



您認為您的孩子ＢＭＩ（身體質量指數）標準嗎？ 

17.9% 

44.7% 

20.3% 

5.7% 

11.4% 

.7% 

9.2% 

.0% 

76.8% 

13.4% 

BMI正常 

BMI過重 

超過7成過重組兒童的父母,有意識到孩子屬過重狀態,但也有2成標準組
的父母認為孩子體位過輕,需要再增重. 



家長正確認知孩子每天所需攝取熱量 

21.10% 

38.20% 
40.70% 

7.10% 

50% 

42.90% 

答對者 答錯者 不知道 
BMI正常 

BMI過重 

18.2% 

59.8% 

3.3% 1.6% 

17.1% 17.3% 

56.6% 

2.1% .0% 

23.9% 

３份 ５份 ７份 ９份 不知道 

BMI正常 

BMI過重 

在孩子的熱量攝取方面,家長們普遍觀念錯誤或不知道孩子應攝取多少熱量. 
在蔬果攝取量上,有一半以上的父母正確了解孩子一天應至少攝取五份. 

您知道您孩子一天應攝取多少份的蔬菜
水果？ 



家庭飲食行為 



請問您會留意孩子的餐點是否符合營養需求？ 

23.6% 

42.3% 

26.8% 

5.7% 

.8% .8% 

14.1% 

50.7% 

25.4% 

8.5% 

.7% .7% 

總是 經常 偶而 很少 從不 未填寫 

BMI正常 
BMI過重 

調查發現標準組與過重組的父母們,有超過5成及6成的比例表示很重視孩子的營養攝取
需求.但反觀觀念部分,卻不具熱量攝取基本知識,容易導致錯誤的飲食供給與錯誤的飲
食攝取. 

家長正確認知孩子每天所需攝取熱量 

21.10% 

38.20% 40.70% 

7.10% 

50% 42.90% 

答對者 答錯者 不知道 



請問您不准孩子在接近吃飯
前吃零食嗎？ 

31.7% 

48.8% 

13.8% 

2.4% 2.4% .8% 

20.3% 

30.8% 

24.8% 

19.2% 

4.2% 
.7% 

總是 經常 偶而 很少 從不 未填寫 

BMI正常 
BMI過重 

請問您會避免讓孩子經常喝含糖飲
料嗎? 

40.7% 

32.5% 

12.2% 

4.9% 
8.9% 

.8% 

16.2% 
18.2% 

35.1% 

23.5% 

4.9% 
2.1% 

總是 經常 偶而 很少 從不 未填寫 

調查發現,BMI正常組的父母有8成會限制孩子吃零食,而相較過重組的父母雖然也有一半的
比例會限制孩子吃零食,但仍低於正常組3成之多. 
再比較含糖飲料部分,過重組父母對於含糖飲料的警覺性較零食低很多,有超過6成的父母僅
偶爾或很少限制孩子. 

80.5% 
51.1% 63.5% 



請問您較常以何種方式準備餐點 

71.1% 

25.5% 

.0% .8% 2.4% 

51.3% 

45.2% 

1.4% .0% 2.1% 

自行烹煮 外食 速食/宅配 由長輩準備 其他 

BMI正常 
BMI過重 

調查顯示,過重組家庭有4成5的比例較常外食,而正常組家庭則僅有2成5.而不自己烹煮的
原因,較高比例兩組皆不外乎返家時間不定或太忙碌,但是兩組也各有2成比例為不太會
烹調.另外過重組學童家庭亦發現另一問題為,孩子本身就喜愛吃外食. 

請問您不自己烹煮的原因，可能
為?(可複選) 

57.0% 

37.6% 

20.5% 

12.9% 13.2% 

8.6% 

.2% 1.1% 
3.4% 

50.9% 

34.2% 

21.9% 

26.7% 

16.1% 17.9% 

.5% 

11.2% 

1.2% 



請問您家中最常儲存或出現的食物是? (可複選) 

77.2% 

76.4% 

76.4% 

69.1% 

32.5% 

13.8% 

26.0% 

22.8% 

10.6% 

9.8% 

4.9% 

2.4% 

.0% 

74.6% 

47.6% 

44.8% 

20.4% 

49.6% 

36.1% 

15.5% 

15.5% 

12.0% 

50.7% 

14.1% 

22.7% 

3.5% 

肉魚、蛋豆類 

水果類 

蔬菜類 

乳製品 

各式餅乾、糖果類 

泡麵 

蛋糕、麵包、甜湯類 

堅果╱乾果類 

手搖飲料∕茶 

寶特瓶∕鋁箔裝飲料 

微波∕冷凍食品 

罐頭製品 

其他 BMI過重 BMI正常 

BMI過重組學童家庭
儲存蔬果類食物明
顯比正常組學童低
約3成 

•過重組學童家中常出現食物為:肉魚蛋豆類.罐裝飲料及餅乾 
•正常組學童家中常出現食物為:肉魚蛋豆類.蔬果類及乳製品 

1 

2 

3 

1 

2 

3 

高達62.7%過重組學童家庭常出現
含糖飲料,亦再次驗證確實對於含
糖飲料警覺性較低. 



請問您認為您和孩子共同的飲食習慣有那些？ (可複選) 

33.3% 

16.1% 

26.0% 

16.3% 16.2% 

6.3% 7.1% 

13.8% 
18.6% 

4.9% 

59.9% 

47.2% 
43.0% 

35.2% 

24.4% 
18.3% 18.4% 

9.2% 

.0% 2.1% 

BMI正常 
BMI過重 

1 
2 

3 

調查發現在父母與孩子共同的飲食壞習慣中,過重組學童明顯高於正常組
學童,尤其喜歡吃肉勝於青菜將近6成的比例,其次為對食物來者不拒,第三
名為都喜歡喝含糖飲料,而吃飯快速也高達3成. 



請問您在準備餐點時，通常以哪一個訴求為優先？ 
                                                                                   (可複選) 

55.3% 
60.2% 

32.5% 
35.9% 

29.3% 

13.0% 

.0% 

59.9% 

45.1% 

19.6% 

29.6% 

51.2% 

9.2% 
2.8% 

BMI正常 
BMI過重 

兩組學童家長在為孩子備餐時,通常家人愛吃會是主要因素之一,而衛生安全也是優
先訴求.但也觀察到,過重組的學童家長明顯高於正常組的訴求為快速方便,由此分
析,家長們為了備餐上的快速方便,而是否容易造成孩子飲食上的問題值得探討. 



外出飲食或購買餐點，會讓您
的小孩自行決定餐點內容嗎？ 

3.3% 

20.9% 

51.2% 

20.6% 

2.4% 1.6% 

9.9% 

37.3% 

45.1% 

5.6% 
1.4% .7% 

一定會 經常會 偶爾會 不太會 完全不會 未填答 

BMI正常 
BMI過重 

對於您的小孩不喜歡的蔬菜水果，
您會強迫或誘導孩子進食嗎？ 

13.0% 

35.8% 
39.0% 

6.5% 
2.4% 3.3% 

11.3% 

16.8% 

43.0% 

24.8% 

3.5% 
.7% 

一定會 經常會 偶爾會 不太會 完全不會 未填答 

有47.2%的過重組學童家長會讓孩子自行決定餐點內容,相較於正常組學童24.2%的比例,高出1倍
之多.而對於孩子不喜歡吃的蔬菜水果,僅有28.1的過重組家長經常會誘導攝食,也明顯低於正常組
學童48.8%的比例達2成之多.由此分析,過重孩子的家長有較高比例順應孩子的盲從行為. 

28.1% 

48.8% 

47.2% 
24.2% 



結  論 

【雙薪家庭 胖小孩比例高】 
雙薪家庭胖小孩的比例高達7成，且有3成5的父母兩位都常加

班，尤其下班時間偏晚的比例亦高於BMI標準組學童。調查數據發現,

雙薪家庭胖小孩居多，因此雙薪家庭是否存有共同問題，值得探討。 

【普遍認知正確 ，熱量觀念需再強化】 
 BMI正常組學童家長及BMI過重組學童家長分別有近8成及近7成的比例，

認為維持健康的體態是重要的。 

 兩組家長皆超過五成認為胖代表不健康。 

 近五成的家長認知到,小時候胖長大還是容易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仍

有2成的過重組家長認為,孩子小時候胖不是胖，容易因此放任孩子。 

 過重組學童家長，在孩子的熱量攝取方面，超過9成普遍觀念錯

誤或不知道孩子應攝取多少熱量。 

 在蔬果攝取量上，父母們有將近6成正確了解孩子每天應至少攝

取五份。 



結  論 

 重視營養卻觀念錯誤--標準組與過重組的父母們，超過5成及6成的比例表

示很重視孩子的營養攝取需求，卻不具熱量攝取基本知識，容易導致錯誤

的飲食供給與孩子們錯誤的飲食攝取。 

 對於含糖飲料警覺性低--過重組的父母有一半的比例會限制孩子吃零食，

但是仍低於正常組3成之多。再比較含糖飲料部分，過重組父母對於含

糖飲料的警覺性較零食低很多，有超過6成的過重組父母

很少限制孩子攝食。尤其高達62.7%過重組學童家庭常出現含糖飲

料，亦再次驗證確實對於含糖飲料警覺性較低。（‧過重組學童家中常出

現食物為:肉魚蛋豆類.罐裝飲料及餅乾  ‧正常組學童家中常出現食物為:

肉魚蛋豆類.蔬果類及乳製品） 

 過重家庭易有共同飲食壞習慣--父母與孩子共同的飲食壞習慣中,過重組家

庭明顯高於正常組家庭,尤其喜歡吃肉勝於青菜有將近6成的比例,其次為對

食物來者不拒,第三名為共同喜歡喝含糖飲料,而吃飯快速也高達3成 。 

   正確認知＝正確落實【發現家庭飲食危機】 



 外食問題成因多--過重組家庭高達4成5的比例常外食。不自己烹煮的原因包
括： 

      --有5成比例為返家時間不定，超過3成表示太忙碌 
      --2成比例表示不太會烹調。 
      --發現另一問題為，有2成的孩子本身就喜愛吃外食。 
 
 備餐訴求「快速方便」--特別觀察到，過重組學童家長有高達5成，對於備餐

的優先訴求為快速方便。從家長忙碌的比例不難推論，家長們備餐對於快速
方便的需求日益增加，而是否容易造成孩子飲食上的問題？若此已成為重要

需求，則是否應該加強輔導及教育家長，如何可以兼具快速方便、備餐
容易又健康的料理。 
 

 家長盲從行為比例高--有47.2%的過重組學童家長會讓孩子自行決定餐點內
容，相較於正常組學童24.2%的比例,高出1倍之多。而對於孩子不喜歡吃的蔬
菜水果，僅有28.1的過重組家長經常會誘導攝食，也明顯低於正常組學童

48.8%的比例達2成之多。由此分析，過重孩子的家長有較高比例順應孩子
的盲從行為。 

【歸類  三大「ㄇㄤˊ」家長】 
結  論 

分析發現三『ㄇㄤˊ』家長—造成家庭飲食偏差： 
「工作忙  (忙碌)」、「技巧茫  (茫然)」、「順應盲  (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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