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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幼兒飲食行為習慣之調查 

--以台中市神岡區一所幼兒園為例 

郭懿珊 1 林信成 1 黃子芸 2 張佑安１ 

1.中州科技大學保健食品系 

2.私立一心幼兒園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建立一份進食行為檢核項目表，以了解學齡前二至六歲不同年齡幼兒的

進食行為發展狀況。採立意取樣，研究分兩部分進行，第一部份是以資深教師觀察 40 名園所

內二至六歲學齡前幼兒飲食中行為，根據觀察紀錄建立一份進食行為檢核項目表。第二部分是

以所建立的檢核項目表觀察紀錄園所內 40 名幼兒進食行為，研究發現超過 80% 的幼兒帶著

早餐到學校吃，到校吃早餐的比例隨年齡增加而增加，幼兒平均午、晚餐時間約 30 分，無論

食用固體或流體食物，湯匙是各年齡層幼兒於午、晚餐時主要使用的餐具，筷子的使用隨年齡

增加而增加。各年齡層幼兒進食時最常見與進食無關的行為是四處看。部份幼兒用餐時用手、

衣服擦嘴或舔手指頭。六歲幼兒比其他年齡小的幼兒更知道對照顧者表達不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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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社會急速變遷，造成了家庭結構已有所改變(邱清華等，1999)的 e 世代，父母本身忙碌

又生得少，沒有太多時間、耐力、體力和孩子相處，父母會習慣以物質來滿足孩子的需求，管

教及紀律上沒有嚴格規範，在品格教育上出現很大的挑戰(蘇益志，2003；吳耀明，2004)。然

而 Maccoby(1984)指出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父母無疑地扮演著最重要的影響者，蔡典謨

(1994)父母的教養方式影響著兒童的人格發展和生活適應，亦是學習行為發展的依據。有學者

從策略的觀點討論「教養」的意義(王鍾和，1993；吳承珊，2000；廖純雅，2005；鄭雅婷，

2007)，教養被視為父母在教養子女生活作息及行為時所採取的策略。 

每個人平日的飲食行為習慣，將會影響其往後慢性疾病的發生，Sanderson(2001)指出因此

在幼兒期建立正確良好的飲食習慣，將有助於個人一生健康的信念。所謂幼兒飲食行為習慣，

涵蓋的意義相當廣泛，因為幼兒期是每個人孩子生長發育，最快速也就是說最關鍵的時期。

Welch(1985)曾指出二~五歲是一個人養成飲食行為的一個關鍵時期。尤其幼兒期不良的飲食習

慣會延續至兒童及青少年，且其營養影響其生長發育，亦影響往後長大成人的健康因素(洪九

賢，1988)(Serdula et al，1933；Baranowski et al，2000)。 

研究發現，有攝取均衡早餐的幼童，上課時的精神、學習力、專注力等各方面都比沒有吃

早餐的幼童好。中國人常說：「病從口入」，認為所吃的食物與疾病是有所關聯。狹義的「病

從口入」，大都指在不良的衛生習慣和環境下，食物不清潔有微生物的污染，容易引發身體的

不適與疾病；若由廣義的概念來說，通指人體的新陳代謝和健康與我們終身每日飲食有密切相

關，西方人說：「you are what you eat！」東方與西方之觀念則不謀而合。 

研究者多著重在飲食、習慣、偏好及相關因素的探討。然飲食習慣除飲食偏好，即「喜歡

吃何種東西」外，及「怎麼吃」，即進食過程中與進食相關的一些行為，如吃一餐所花費多長

的時間、吃的量、速度及飲食的認知、經驗、態度、情境、動機等。這些與吃看似較無關的飲

食習慣之行為，與孩子健康的發展仍息息相關。 

台灣營養學會調查發現，2-3 成家長放任孩子自由選擇食物，不專心吃的問題是一般學童

的二倍，另外，有許多研究顯示，6-12 歲學童若總是偏食，專挑口感好的食物吃，容易導致營

養攝取不均衡，不僅影響發育，抵抗力下降，長期下來，易養成不正確的飲食習慣，甚至種下

日後罹患各種慢性病的危險因子。 

然而 2-6 歲是飲食習慣之養成的重要時期，孩子開始接觸各式各樣不同口味的食物-營養

和非營養、健康和非健康-，這時期幼兒飲食習慣、態度，一旦養成將會持續一輩子。此時期

家長所秉持的態度、觀念，幼兒園的正確飲食行為習慣、營養教育及幼師的教學態度更扮演著

影響幼兒飲食概念和習慣的重要角色，此乃興起研究者探討學齡前幼兒飲食行為習慣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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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學齡前幼兒飲食認知 

「食物」對孩子來說，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幼兒期是開始接觸各類食物，是對食物

喜好的關鍵期，可能影響日後之飲食習慣，甚至一輩子維持之(謝淑貞，1993) ；對學齡前的孩

子而言，「食物」更是影響他們情緒，主導行為的關鍵。根據新編國語日報辭典－台北市.國語

日報（2009）對飲食之定義是：吃、喝。認知之定義是：本於自由意志而承認。Gorelick(1985)

發現，三至五歲幼兒能認識食物。Singleton(1992)指出四至七歲幼兒認為某些食物，對於身體

之健康是有幫助的，Michela(1984)發現，五至六歲幼兒對食物之分類，主要依據食物的外表，

或食物可見的功能，而非依據食物的營養之特性。可見幼兒對於飲食認知知識與常識比較弱

些，幼兒本身對於飲食認知能力，主要來自家庭中主要照顧者，平常日相處的模仿、學習或幼

兒園課程內進行所教導，幼兒該如何選擇對自己健康的食物。因不同年齡幼兒的思維，對飲食

的認知會有所差異，Lytle 等(1997)研究不同年齡層次之幼兒，對食物營養資訊的了解狀況指

出：幼兒園及低年級的小學生，有能力認識食物的好與壞之區分。黃幸美(1994)回顧 Goswami

和 Brown 關於兒童認知發展理論指出，只要在幼兒熟悉之領域範圍內，年幼的兒童也可能表

現出掌握事物間類比關係的認知能力。 

學齡前幼兒飲食態度 

俗話說：「三歲定終生」，由幼年時期的教育而決定。Martha(2004)指出兒童在家的環境因

素，包含家庭背景因素，兒童與家庭中成員之間的互動，此二者與兒童的技能學習與能力發展

具有強烈之關係。洪福財(2001)在家庭中父母不同的教養方式，對子女的心理、生理與社會等

各方面，產生直接又深遠的影響。Thornburg (1997)也指出早期照顧與學習經驗，將會影響兒

童往後的學習與生活經驗。 蔡淑桂等(2004)也說幼兒在家中透過父母的教導及其影響，因而

獲得最初的生活經驗、行為規範、社會知識等，由此可知，父母在家庭中的生活教育，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生命早期的生活經驗、環境、學習對孩子的成長發育極為重要；幼年的生活經

驗，不僅僅影響孩子將來的學業表現，慎甚至影響其一生(洪毓瑛譯，2005)。幼兒均衡的飲食

對於幼兒健康發育是必要的；如果沒有從小培養良好的飲食態度與習慣，就沒有均衡完整的營

養。不均衡的營養對於幼兒健康與發育是不夠的，因幼兒抵抗力較大人弱，抵抗力的強弱則與

均衡營養之攝取及飲食習慣有關(Veith(1998)、何成宜(2001))，如再加上衛生環境、飲食狀況不

佳，容易使得幼兒因疾病感染而死亡，所以均衡的營養，不但可以增加幼兒的抵抗力，更是使

幼兒健康成長發育的一個重要關鍵。 

學齡前幼兒飲食習慣 

根據統計，兒童常有脂肪攝取過多(謝明哲，2002)，常吃精緻糖的現象，全榖根莖、奶類、

蔬菜類普遍攝取不足，這樣的現象常因家長未能陪伴孩子作適當的選擇食物，任其自行隨意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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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喜好的的食物，長期吃含油量高的薯條、炸雞、洋芋片及過多糖分的巧克力、汽水等飲料吃

下肚後，肥胖與營養攝取不均油然而生。良好飲食習慣是健康的基礎，健康飲食需從小紮根，

落實正確健康的飲食習慣。(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根據衛生署 93 至 97 年「國人營養健

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發現，國人蔬果與奶類的每日攝取次數/份數都不及飲食指南建議份數，

其中僅有 20.7％的國人之蔬果攝取總次數/份數達建議量的 5 份。飲食習慣的形成，往往可追

溯於童年時的經驗累積。偏食易影響孩子的成長，面對食物選擇的拉鋸戰是許多幼兒園老師及

家長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常面臨的狀況，若一味迎合孩子的喜好，容易養成偏食習慣，造成營養

攝取不均衡的現象，進而影響孩子各項機能階段性的正常成長，如何為孩子打造頭好壯壯的黃

金成長環境，是家長們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 

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分兩大部分：1.學齡前幼兒飲食行為習慣調查表(家庭調查) → 幼兒飲食習慣、

幼兒偏食情形，家長對幼兒飲食的教養態度，由家長調查。2.幼兒飲食行為習慣檢核表 → 幼

兒飲食習慣、幼兒偏食情形，家長對幼兒飲食的教養態度、幼教師對幼兒的教導態度與方式，

由幼教師檢核。進行學齡前幼兒飲食行為習慣之調查；如圖 1 所示。 

分析方法 

(一)、以統計的方式表示幼兒飲食習慣、幼兒偏食情形、家長對幼兒飲食的教養態度，以次數

頻率表示飲食習慣、幼兒偏食情形、家長對幼兒飲食的教養態度由家長調查之結果。 

(二)、幼兒飲食行為習慣檢核表，(由幼教師)檢核，以統計的方式表示幼兒飲食習慣、幼兒偏

食情形、家長對幼兒飲食的教養態度、以幼教師對幼兒的教導態度與方式，以次數頻率表示幼

兒飲食習慣、幼兒偏食情形、家長對幼兒飲食的教養態度、以幼教師對幼兒的教導態度與方式，

由幼教師檢核之結果。 

 

 

 

 

 

 

 

 

 

圖 1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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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 

學齡前幼兒在家中與幼兒園內飲食習慣行為之分析 

幼兒在家中飲食習慣                N=40 

 題目 1沒有 2不常 3普通 4偶而 5總是 

幼 

兒 

飲 

食 

習 

慣 

1.幼兒進食時，專心吃東西。 0 6 14 7 12 

2.幼兒吃東西時，邊吃邊玩，邊看電

視。 
1 7 15 5 12 

3.幼兒可以在家人允許的吃飯時間

內，自行完成。 
2 8 8 8 14 

4.幼兒在家中會主動喝水。 1 4 10 5 20 

5.幼兒吃完東西，會主動擦嘴巴。 3 2 10 6 19 

6.幼兒在家中用餐時，會將食物含

在嘴裡。 
9 10 6 11 4 

7.幼兒在家中若不吃飯，就喝牛奶。 11 8 7 8 6 

8.幼兒在家中吃東西快速。 9 4 17 5 5 

9.幼兒在家中吃東西，都是大人餵

食。 
18 3 7 8 4 

10.幼兒不喜歡在家中用餐，喜歡外

面用餐。（餐廳） 
11 10 9 8 2 

註：N表示人數 

幼兒在家中飲食習慣，由家長檢核中，幼兒進食時，總是可以專心吃東西的，但還是有比

例很高的小朋友，邊吃邊玩，邊看電視。另外幼兒總是可以在家人允許的吃飯時間內，自行完

成。幼兒在家中總是會主動喝水，吃完東西，總是會主動擦嘴巴，幼兒在家中吃東西，不是大

人餵食。 

幼兒在幼兒園內飲食習慣          N=40 

 題目 1沒有 2不常 3普通 4 偶而 5總是 

幼 

兒 

飲 

食 

習 

慣 

1.幼兒進食時，專心吃東西。                        8 3 13 9 7 

2.幼兒吃東西時，將食物含在嘴

裡。 
12 9 5 10 4 

3.幼兒可以自行吃東西。 9 8 4 7 12 

4.幼兒吃東西時，囫圇吞棗。 6 3 7 6 18 

5.幼兒進食時，無法協調手部動

作操控餐具。例：手扶著碗，另

一手將湯匙握好。 

4 4 14 7 11 

6.幼兒吃飯時，邊吃邊玩，邊看電

視。 
3 2 5 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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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幼兒吃完食物，會主動擦嘴巴。 3 3 5 4 25 

8.幼兒會主動喝水。 2 2 9 10 17 

9.幼兒敢喝牛奶、優酪乳。 6 8 11 10 4 

10.幼兒會挑飯或麵。 9 11 9 6 5 

註：N表示人數 

幼兒在幼兒園內飲食習慣由老師檢核，在幼兒園內進食時，專心吃東西，是普通。而幼兒

在幼兒園內吃東西時，幼兒總是可以自行吃東西，但總是，囫圇吞棗。無法協調手部動作操控

餐具。例：手扶著碗，另一手將湯匙握好。在幼兒園內吃飯時，幼兒總是，邊吃邊玩，邊看電

視，吃完食物，幼兒總是會主動擦嘴巴，會主動喝水，在幼兒園內，幼兒普通敢喝牛奶、優酪

乳，不常會挑飯或麵。 

學齡前幼兒在家中與幼兒園內偏食情形之分析 

幼兒在家中偏食情形         N=40 

 題目 1沒有 2不常 3普通 4偶而 5總是 

幼

兒

偏

食

情

形 

1.幼兒堅持只吃熟悉的食物。 9 3 11 7 10 

2.對於沒吃過得食物，幼兒絕對

不吃。 
5 5 9 9 12 

3.幼兒比較喜歡甜食。 4 4 14 6 12 

4.幼兒比較喜歡鹹食。 3 2 23 5 7 

5.幼兒比較喜歡速食（薯條、炸

雞、飲料）。 
3 6 11 6 14 

6.幼兒喜歡喝含糖飲料。 3 6 12 2 17 

7.幼兒常吃零食。 2 4 14 7 13 

8.幼兒只吃肉，不吃青菜。 8 9 13 6 4 

9.幼兒只吃青菜，不吃肉。 9 13 11 3 4 

10.幼兒吃水果會挑。(例如:只

吃喜歡吃的) 
7 7 9 2 15 

註：N表示人數 

幼兒在家中偏食情形由家長檢核，幼兒堅持只吃熟悉的食物，選擇普通，對於沒吃過的食

物，幼兒總是絕對不吃，幼兒在家中比較喜歡甜食、鹹食、常吃零食，選擇普通。幼兒在家中

只吃肉，不吃青菜，選擇普通，不常只吃青菜，不吃肉，幼兒在家中吃水果總是會挑。(例如:

只吃喜歡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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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在幼兒園內偏食情形              N=40 

 題目 1沒有 2不常 3普通 4 偶而 5總是 

幼 

兒 

偏 

食 

情 

形 

1.幼兒堅持只吃熟悉的食物。 19 5 3 3 10 

2.對於沒吃過得食物，幼兒絕對不吃。 6 3 3 1 27 

3.幼兒比較喜歡甜食。 9 5 12 9 5 

4.幼兒比較喜歡鹹食。 8 4 9 10 9 

5.幼兒比較喜歡速食 

（薯條、炸雞、飲料）。 
5 3 11 8 13 

6.幼兒喜歡喝含糖飲料。 11 4 12 10 3 

7.幼兒常吃零食。 2 6 8 14 10 

8.幼兒只吃肉，不吃青菜。 12 5 11 6 6 

9.幼兒只吃青菜，不吃肉。 2 1 8 15 14 

10.幼兒吃水果會挑。 

(例如:只吃喜歡吃的) 
3 7 13 15 2 

註：N表示人數 

幼兒在幼兒園內由老師檢核，幼兒偏食情形，幼兒沒有堅持只吃熟悉的食物，但總是對於沒吃

過得食物，絕對不吃。幼兒普通比較喜歡甜食，偶而比較喜歡鹹食，而總是比較喜歡速食，偶

而喜歡喝含糖飲料，偶而常吃零食，在幼兒園內，幼兒沒有只吃肉，不吃青菜，偶而只吃青菜，

不吃肉。偶而吃水果會挑。(例如:只吃喜歡吃的)。 

學齡前幼兒父母對幼兒飲食行為習慣教養態度之分析 

幼兒父母對幼兒飲食行為習慣教養態度         N=40 

 題目 1沒有 2不常 3普通 4 偶而 5總是 

家

長

對

幼

兒

飲

食

的

教

養

態

度 

1.幼兒進食時，可自行完成。 
3 6 6 4 21 

2.主要照顧者（父、母）容許幼兒挑

食。 15 5 10 7 3 

3.對於幼兒不吃的食物，父母的態度

不勉強幼兒。 8 8 9 5 10 

4.對於幼兒不吃的食物，父母的態度

是鼓勵試幾口就好。 5 2 2 12 19 

5.為省麻煩，大人直接餵食幼兒進食，

速度較快、省時。 11 6 8 8 7 

6.會針對幼兒喜歡的食物為主。 
6 6 9 7 12 

7.家人不喜歡的食物，不會試著給孩

子嘗試。 12 3 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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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雖然食物很健康，但幼兒不喜歡，

家長會鼓勵嘗試。 3 2 5 14 16 

9.雖然食物很健康，但幼兒不喜歡，

家長尊重兒童，不勉強。 5 7 10 11 7 

10.幼兒會挑米飯或麵食，家長予以尊

重。 5 4 12 7 12 

註：N表示人數 

家長檢核，幼兒父母對幼兒飲食行為習慣教養態度，幼兒進食時，總是可自行完成，主要照顧

者（父、母）沒有容許幼兒挑食，對於幼兒不吃的食物，父母的態度總是不勉強幼兒，對於幼

兒不吃的食物，父母的態度總是鼓勵試幾口就好，家長沒有為省麻煩，大人直接餵食幼兒進食，

速度較快、省時，家長總是會針對幼兒喜歡的食物為主，家人不喜歡的食物，沒有不會試著給

孩子嘗試，雖然食物很健康，但幼兒不喜歡，家長總是會鼓勵嘗試，雖然食物很健康，但幼兒

不喜歡，家長偶而會尊重兒童，不勉強，幼兒會挑米飯或麵食，家長總是予以尊重。 

幼兒在幼兒園內家長對幼兒飲食的教養態度              N=40 

 題目 1沒有 2不常 3普通 4偶而 5總是 

家

長

對

幼

兒

飲

食

的

教

養

態

度 

1.幼兒進食時，可自行完成。 
6 3 13 11 7 

2.主要照顧者（父、母）容許幼兒挑

食。 18 1 1 15 5 

3.對於幼兒不吃的食物，父母的態度

不勉強幼兒。 4 0 1 6 29 

4.對於幼兒不吃的食物，父母的態度

是鼓勵試幾口就好。 4 0 3 20 13 

5.為省麻煩，大人直接餵食幼兒進食，

速度較快、省時。 4 0 3 10 23 

6.會針對幼兒喜歡的食物為主。 
10 16 8 3 3 

7.家人不喜歡的食物，不會試著給孩

子嘗試。 9 1 1 6 23 

8.雖然食物很健康，但幼兒不喜歡，

家長會鼓勵嘗試。 16 9 2 6 7 

9.雖然食物很健康，但幼兒不喜歡，

家長尊重兒童，不勉強。 22 3 1 3 11 

10.幼兒會挑米飯或麵食，家長予以尊

重。 6 4 11 13 6 

註：N表示人數 

幼兒在幼兒園內由老師檢核，幼兒進食時，普通可自行完成，主要照顧者（父、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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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幼兒挑食，對於幼兒不吃的食物，父母的態度總是不勉強幼兒。在幼兒園內對於幼兒不吃

的食物，父母的態度是偶而鼓勵試幾口就好，幼兒不吃的食物，父母的態度總是為省麻煩，大

人直接餵食幼兒進食，速度較快、省時，由老師檢核幼兒，在幼兒園內不常會針對幼兒喜歡的

食物為主，家人不喜歡的食物，總是不會試著給孩子嘗試。但幼兒不喜歡，家長沒有鼓勵嘗試，

雖然食物很健康，但幼兒不喜歡，家長沒有會鼓勵嘗試。由老師檢核幼兒，在幼兒園內雖然食

物很健康，但幼兒不喜歡，沒有家長尊重兒童，不勉強，幼兒會挑米飯或麵食，家長偶而予以

尊重。 

幼教師對幼兒園內幼兒飲食行為習慣教養態度之分析 

幼教師對幼兒園內幼兒飲食行為習慣教養態度之分析      N=40 

 
題目 

1 

沒有 

2 

不常 

3 

普通 

4 

偶而 

5 

總是 

幼 

教 

師 

對 

幼 

兒 

的 

教 

導 

態 

度 

與 

方 

式 

1.通常老師自身不喜歡的食物，就不會

勉強幼兒吃。 6 4 4 13 13 

2.遇到幼兒不喜歡吃的食物，老師會運

用技巧讓孩子試試。 6 4 2 8 20 

3.遇到幼兒不喜歡吃的食物，雖然家人

交代不要勉強，老師仍會運用技巧讓

孩子試試。 
3 2 3 6 26 

4.遇到幼兒不喜歡吃的食物，老師會融

入教學中，希望孩子嘗試。  11 15 3 5 6 

5.為省麻煩，只要孩子不吃，就不勉強。 
13 10 6 7 4 

註：N表示人數 

幼兒在幼兒園內由老師檢核，教師對幼兒飲食的教養態度與方式，在幼兒園內通常老師自身不

喜歡的食物，(偶而)(總是)不會勉強幼兒吃，遇到幼兒不喜歡吃的食物，老師總是會運用技巧

讓孩子試試，雖然家人交代不要勉強，老師仍會運用技巧，總是讓孩子試試，遇到幼兒不喜歡

吃的食物，老師(不常)會融入教學中，希望孩子嘗試，教師(沒有)為省麻煩，只要孩子不吃，

就不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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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結論 

本研究之主要在探討學齡前幼兒飲食行為習慣於家庭與幼兒園內之相關與差異，其結果

歸納以下： 

一、發現大多數學齡前幼兒飲食行為習慣幼兒進食時，有 35%的幼兒是普通專心吃東西，有

38%的幼兒吃東西時，邊吃邊玩，邊看電視，有 35%的幼兒可以在家人允許的吃飯時間內，自

行完成，有 50%的幼兒在家中會主動喝水，有 48%的幼兒吃完東西，會主動擦嘴巴，有 28%

的幼兒在家中用餐時，會將食物含在嘴裡，有 28%的幼兒沒有因為不吃飯，就喝牛奶，有 43%

的幼兒在家中吃東西是普通的速度，有 45%的幼兒在家中吃東西沒有大人餵食，有 28%的幼

兒沒有不喜歡在家中用餐，喜外面用餐。 

二、幼兒飲食行為習慣檢核表中，幼兒在幼兒園內有 33%的幼兒進食時，專心吃東西，有 30%

的幼兒可以自行吃東西，有 45%的幼兒吃東西時，囫圇吞棗。有 28%的幼兒在進食時，無法

協調手部動作操控餐具，Ex：手扶著碗，另一手將湯匙握好，有 55%的幼兒吃飯時，邊吃邊

玩，邊看電視，有 63%的幼兒吃完食物，會主動擦嘴巴，有 43%的幼兒會主動喝水，有 28%

的幼兒敢喝牛奶喝優酪乳，有 28%的幼兒會不常會挑飯或麵，這顯示幼兒進食時會邊吃邊玩，

因看電視之情形，但也有很好之習慣是吃完食物，會主動擦嘴巴。 

三、學齡前幼兒飲食行為習慣調查表(家庭)中幼兒偏食情形，有 28%的幼兒堅持只吃熟悉的食

物，有 30%的幼兒對於沒有吃過得食物，幼兒絕對不吃，有 35%的幼兒(普通)喜歡甜食，有

58%的幼兒(普通)喜歡鹹食，有 35%的幼兒比較喜歡速食(薯條、炸 G、飲料)有 43%的幼兒(普

通)喜歡含糖飲料，有 33%的幼兒常吃零食，有 33%的幼兒(普通)只吃肉，不吃青菜，有 33%

的幼兒(不常)只吃青菜，不吃肉，有 38%的幼兒吃水果會挑，例如：只吃喜歡吃的。 

四、幼兒在幼兒園內偏食情形，有 48%的幼兒沒有堅持只吃熟悉的食物，有 68%的幼兒對於

沒有吃過的食物，總是絕對不吃，有 30%的幼兒普通喜歡甜食，有 25%的幼兒偶而比較喜歡

鹹食，有 33%的幼兒總是比較喜歡速食，有 30%的幼兒普通喜歡喝含有糖飲料，有 35%的幼

兒偶而常吃零食，有 30%的幼兒沒有只吃肉，不吃青菜，有 38%的幼兒偶而吃青菜，不吃肉。

有 38%的幼兒偶而吃水果會挑(例如：只吃喜歡吃的)，這顯示幼兒在幼兒園內比較不挑食。 

五、幼兒在家庭中家長對幼兒飲食的教養態度有 53%的幼兒進食時，總是可以自行完成，有

38%的主要照顧者(父、母)沒有容許幼兒挑食，有 25%對於幼兒不吃的食物，父母的態度總是

不勉強幼兒，有 48%對於幼兒不吃的食物，父母的態度總是鼓勵是幾口就好，有 28%的家長

(沒有)為省麻煩，大人直接餵食幼兒進食，速度較快、省時。有 30%的家長總是會針對幼兒喜

歡的食物為主。有 30%的家長沒有因家人不喜歡的食物，不會試著給孩子嘗試，有 40%的家

長雖然食物很健康，但幼兒不喜歡，家長總是會鼓勵嘗試。 

六、幼兒在幼兒園內，家長對幼兒飲食的教養態度中，有 33%幼兒進食，是普通可自行完成，

有 45%主要照顧者(父、母)沒有容許幼兒挑食，有 73%對於幼兒不吃的食物，父母的態度總是

不勉強幼兒，有 50%對於幼兒不吃的食物，父母的態度偶而是鼓勵是幾口就好，有 58%家長

為省麻煩，大人總是直接餵食幼兒進食，速度較快、省時。有 40%的家長不常會針對幼兒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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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為主，有 58%家人不喜歡的食物，總是不會嘗試給孩子嘗試，有 40%雖然食物很健康，

但幼兒不喜歡家長沒有會鼓勵嘗試，有 55%雖然食物很健康，但幼兒會挑米飯或麵食，家長

偶而予以尊重，這顯示幼兒在家庭與幼兒園內，家長對幼兒飲食的教養態度有所差別。 

七、幼兒在幼兒園內，幼教師對幼兒的教導態度與方式中，有 33%通常老師自己不喜歡的食

物(偶而)或(總是)，就不會勉強幼兒吃，有 50%的幼師，遇到幼兒不喜歡吃的食物，老師總是

會運用技巧讓孩子試試，有 65%的教師遇到幼兒不喜歡吃的食物，雖然家人交代不要勉強，

老師總是會運用技巧讓孩子試試。有 38%的教師遇到幼兒不喜歡吃的食物，老師(不常)融入教

學中，希望孩子嘗試，有 33%的教師沒有為省麻煩，只要孩子不吃，就不勉強，由以上表示教

師的教學態度與方式是合宜的。 

建議 

一、對幼兒照顧者(父、母)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對於沒吃過的食物，幼兒絕對不吃，而且雖然食很健康，但幼兒不喜歡，家長不

勉強幼兒，但是三歲左右的幼兒開始有自我獨立的感覺，四~六歲的幼兒，正處於幻想力及好

奇心增強的階段，他們只有很強的進取心，要了解世上美好的事物，因此可以教導幼兒與大人

在餐桌上一起用餐的習慣，像在幼兒園內和小朋友一起用餐的機會，可以提高進食的機會，另

方面亦可養成良好飲食習慣，不要為了麻煩，由大人餵食。 

二、對幼兒園教師的建議 

1.本研究發現幼教師對於兒童不喜歡的食物都會運用技巧，讓孩子試試，幼教師在幼兒心中，

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與影響，所以不要在幼兒面前批評食物好吃與不好吃，以免影響幼兒對食物

的偏見。 

2.對於幼兒不喜歡吃的食物，期盼老師能融入教學中，讓孩子嘗試，畢竟多層面的誘導，可以

改善孩子對食物更深的認識及喜愛。 

三、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1.若人力、時間、經費、物力上許可，應擴展資料之蒐集至全國幼兒園，以便了解所有學齡前

幼兒的飲食行為習慣在家庭中與幼兒園內之現況。 

2.未來若有研究者興趣，可針對幼兒飲食行為習慣運用於教學上，對於此方面的建立與養成其

效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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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found that more than eighty percent of the children brought their breakfast to preschool 

to eat. Th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that had breakfast at school increased with age. The average time 

children spent on lunch or dinner was approximately thirty minutes. For utensils, children mainly used 

spoons, sometimes hands, and chopsticks when they were older. Children of all ages tended to look 

around when eating. Some would wipe their mouths with hands or clothes or lick their fingers. Six-

year old children expressed themselves better in refusing foods than younger children. 

 

Keywork: preschool children, eating bahavior, development, obser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