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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2020年初開始在全世界迅速擴散的新冠疫情，著實影響全球人類的日常生活，在

許多國家的大城市，從極具規模的封城行動乃至在各方面限制人民的活動，出門必戴

口罩已是生活的習慣，限制外出用餐，規定人與人的距離，許多學生因而無法到學校

上課，這些都是這段時間的常態。 

         

        而在疫苗問世後且大量施打的今日，面對著後疫情時代，本組想從幾個大家所關

心的層面去探討新冠疫情所造成的改變，包括消費習慣、教育方式與飲食習慣上的改

變。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各年齡層消費習慣在疫情前後的改變 

      （二）探討飲食習慣在疫情前後的改變 

      （三）探討教育方式（線上/實體）在疫情前後的改變 

 

貳、文獻探討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為全球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

的改變，在消費習慣上，除了購買的商品會因為疫情而有所改變，人們的購買方式也

從以前的菜市場漸漸的轉變為網路購物， PChome24h流量較同期成長了2.14倍，家樂

福線上購物更是成長了8.55倍(今周刊，2021/08/10)，此外，在消費的物品上，因為疫

情，也讓覆熱熟食、生鮮食品一舉取代了美妝保養品，成為疫情下的熱門商品，除此

之外，消費者在網路上購物的時間也發生了改變，不少公司採取在家工作的防疫措

施，也使得消費者的下單時間由原本的夜間時段轉移至中午12點至下午2點(科技時

報，2021/07/05)，另外，人們在消費時所使用的支付工具也不僅僅只是現今鈔票，越

來越多的民眾選擇使用線上支付，目前行動支付的使用率提升了三成(常春月刊，第4

63期)，這是因為疫情期間大家都害怕會被傳染，所以導致民眾不想和店員之間有太

多互動，才會使得線上支付越來越普遍，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 

 

        在飲食習慣上，因為新冠肺炎所帶來的衝擊，讓人人都害怕自己被感染，因此大

家開始重視飲食，調整自己的飲食習慣，究竟該如何吃，才能讓我們免於遭受新冠病

毒的攻擊？以下為台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所提出的五大點:吃新鮮且未經過加工的

食物、每天喝足夠的水、吃適量的油、減少攝取鹽分及糖、避免外出用餐（台北市北

投健康管理醫院，潘富子營養師提出），另外，除了飲食習慣上的變化，人們的飲食

方式也發生了改變，不再像以前總是外出用餐，越來越多的民眾選擇使用外送平台，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導可以得知 foodpanda 外送單量成長三成，除了點外賣，也有許多

人開始在家自煮，因此經濟日報也提到熊貓超市生鮮食材類訂單數成長五倍之多，而

許多餐廳近期紛紛加入外送行列，使得整體合作店家新增逾兩成。(經濟日報，2021/0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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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上，為了防止疫情的嚴重擴散，教育部在今年五月便提出了停課不停學的

措施，讓高中以下的學生在家裡自主學習並上線上課程，我們的教育方式因而從傳統

的實體課程轉變成了以科技產品進行的線上課程，就算現在已經可以重返校園上課，

各個學校還是有在使用手機、電腦等產品來搭配著實體課程，這場嚴峻的疾病雖然造

成了許多人死亡，但也就此改變了國人一直以來所維持的教學方式，但是利用科技產

品進行線上課程也使得許多家長進而抱怨自己的孩子近視，雖然長期使用科技產品是

造成孩子近視的原因之一，但「時間」、「距離」以及「光線」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不管是看書，還是看科技產品，只要長時間近距離用眼就有可能會近視，因為會使得

睫狀肌收縮過度，進而造成近視。所以如果要讓孩子遠離近視，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孩

子在光線明亮的房間，每上完一節課，就讓眼睛休息。基隆長庚院長賴旗俊提到20-20

-20-20護眼口訣：減少近距離、長時間用眼，每看電腦20分鐘就眨眼20秒、視線離開

螢幕20秒並注視20呎外景物。(自由時報，2021/03/22) 

 

參、研究方法 

 

         針對討論的議題，本組想利用以下兩種方式分析疫情下所造成的各種改變 

 

         一、文獻分析法：蒐集目前根據疫情影響探討的文獻資料，包括市場資訊、 

                 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找出疫情對於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實例 

 

         二、問卷調查法：設計問卷收集大眾對於疫情影響的看法 

 

圖3-1：研究流程圖（研究者自行繪製）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圖4-1：疫情前12～18歲最常去消費地點 

 

 

圖4-2：疫情後12～18歲最常去消費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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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圖4-1顯示，可以得知在疫情爆發以前12～18歲的民眾中，有51.4%人選擇去便

利商店，其次42.9%去大賣場，最少的則有5.7%選擇網路購物，而圖4-2的資料顯示，在

疫情爆發以後12～18歲的民眾中，有54.3%的人選擇了線上購物，其次有28.6%去便利商

店，再來則是14.3%去大賣場，最少的是去傳統菜市場有2.9%。 

 

        本組觀察到12～18歲選擇線上購物的人數明顯增長，從5.7%增長到54.3%。再來前

往大賣場和便利商店的人數下降，分別下降了28.6%和22.8%。大賣場的人數下降的較

多，分析發現原先選擇大賣場的最後多數改使用線上購物，小部份則是選擇前往分布較

廣的便利商店，減少移動距離。 

 

圖4-3：疫情前19～30歲最常去消費地點 

 

 

圖4-4：疫情後19～30歲最常去消費地點 

 

 

 

        根據圖4-3，可以得知在疫情爆發以前19～30歲的民眾中有85.7%選擇去便利商店，

其次有14.3%去大賣場，而圖4-4的資料發現，在疫情爆發以後19～30歲的民眾中有71.4

%的人選擇去便利商店，其次28.6%在網路上購物。 

 

        根據圖4-3和圖4-4的資料比較，本組觀察發現選擇大賣場的19～30歲全部改選便利

商店或是網路購物。而多數選擇便利商店的人在疫情爆發後並沒有改變消費地點，因

為比例並無發生太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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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疫情前31～44歲最常去消費地點 

 

圖4-6：疫情後31～44歲最常去消費地點  

       
 

    根據圖4-5顯示，可以發現在疫情爆發以前31～44歲的民眾中有41.7%的人選擇去大

賣場，其次有33.3%去便利商店，再來則是20.8%去傳統菜市場，最少的是網路上購物

有4.2%，而圖4-6的資料顯示，在疫情爆發以後31～44歲中有33.3%去便利商店，而和

便利商店並列的是網路購物也是33.3%，其次有29.2%是去大賣場，最少的是傳統菜市

場占了4.2%。 

 

        根據圖4-5 和圖4-6 的資料比較，31～44歲去傳統菜市場的比例在疫情爆發後大幅

下降，從20.8%驟降成4.2%。大賣場減少了12.5%，便利商店的比例無變動，但是可以

看到網路購物的人數增長，增長了29.1%。 

 

圖4-7：疫情前45～64歲最常去消費地點 

 

圖4-8：疫情後45～64歲最常去消費地點  

             

        根據圖4-7可以知道疫情前45～64歲最常去消費地點：大賣場佔54.4%，傳統菜市場

佔22.8%，便利商店佔19%，網路則佔3.8%。根據圖4-8可以知道後疫情時期45～64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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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去消費地點：大賣場佔39.2%，網路佔25.3%，便利商店佔20.3%，傳統菜市場則佔15.

2%。 

 

       由以上資料的比較，本組觀察到45～64歲在後疫情時期去菜市場的比例減少了16.6

%，但是多數還是保持原來的消費地點，而在網路上消費的明顯增多，增加了29.1%，

便利商店因多數原先習慣在傳統菜市場或是大賣場的人受到疫情的影響，而轉往便利

商店消費，以致增多。 

 

圖4-9：疫情前64歲以上最常去的消費地點 

 

圖4-10：疫情後64歲以上最常去消費地點 

 

 

        根據圖4-9可以知道64歲以上最常去的消費地點，傳統菜市場佔了100%。根據圖

4-10可以知道傳統菜市場和大賣場則各佔了50%。 

 

        根據圖4-9和圖4-10的資料比較，原先所有的人都是選擇傳統菜市場消費，但經

過疫情影響，一半的人選擇去大賣場購物。也可以發現64歲以上的不太使用網路購

物，和不常在便利超商消費。 

 

圖4-11：疫情後人們的飲食習慣是否發生變化 

 

        
 

       根據圖4-11資料顯示，可以得知約

有55%的人因為疫情而使他們一成不變

的飲食習慣出現了改變，但約有45%的

人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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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疫情前人們主要的飲食習慣 

 
 

        根據圖4-12可以知道在家自煮佔了

50%，外食佔了30.7%，點外賣佔了 15

%，兩者都有和其他則佔了2.1%。 

         

        根據圖4-13可以知道在家自煮佔了

59.2%，點外賣佔了36.8%，外食佔了3.9

%。 

圖4-13：疫情後人們主要的飲食習慣

 

        根據圖4-12和圖4-13資料比較可以

知道成長幅度最大的是點外賣，由原本

的15%增加至36.8%，增加21.8%，而下

降幅度最多的則是外食，減少了26.8

%，因為疫情越來越嚴峻，導致原本在

外用餐的民眾改變了他們本來的飲食習

慣，使得外食的比例大幅增加。 

 

 

圖4-14：疫情前是否進行線上課程 

 

 

圖4-15：疫情後是否進行線上課程 

 

 

        根據圖4-14觀察到疫情前有23.6%會進行線上課程，76.4%不會。根據圖4-15觀察到

疫情後有78.6%會進行線上課程，21.4%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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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圖4-14本組觀察到約四分之三的學生沒有在疫情爆發前參加過線上課程，比較

圖4-15疫情爆發後，整體會進行線上課程的比例暴增的原因推測是配合各縣市的防疫政

策，學生必須實施遠距教學，以避免增加擴散疫情的風險。 

 

圖4-16：疫情爆發前進行線上課程，所使用資源 

 

圖4-17：疫情爆發後進行線上課程，所使用資源 

 

        根據圖4-16觀察到疫情爆發前進行線上課程，所使用資源以Google Meet為最多，

占比59.4%，其次Google Classroom占比15.6%，再來是酷課雲的12.5%。而根據圖4-17則

可觀察到疫情爆發後進行線上課程所使用的資源，也是以Google Meet為最多，占比73.

6%，其次Google Classroom占比45.3%，再來是酷課雲的12.3%。 

 

        根據圖4-16和圖4-17可觀察到學生所使用的資源最多的是Google Meet，第二名為G

oogle Classroom，與第三名的酷課雲。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新冠疫情影響全球人類的日常生活，從文獻探討與問卷分析中，本組觀察到在各個

年齡層的消費習慣有一定比例從實體商店轉移到網路商店。12-18 歲的族群有超過一半

比例會在後疫情時代選擇網路購物做為為主要購物的方式，說明年輕人比較容易接受網

路購物的方式，並且在配合現今更加成熟的物流與金流技術。本組認為所造就的網路購

物趨勢在後疫情時代更加明顯快速。依據結論回應本組的第一研究目的是年輕的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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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容易改變熟悉的消費習慣，從實體店面轉往虛擬店面來減少出門染疫的風險，但比

較年邁的年齡層還是會趨向於原本的消費習慣。 

 

        而就飲食習慣上的改變，這次問卷分析上選擇在家料理的比例在疫情開始後有著些

幅的增長。因應疫情在飲食方面所做的規劃，本組從問卷分析觀察到有超過三分之一的

比例因為疫情檢討選擇少油少脂的健康飲食，或是份量規劃，這也是疫情帶給人類省思

飲食的內容，此結論回應了本組的第二研究目的。 

 

        在教育方式上的偏好度選擇，從問卷數據分析上觀察到選擇線上課程或部分線上部

分實體的比例從疫情前的12.9% 大幅增長到疫情後的58.6% ，年齡層在這個題目上並沒有

顯著的影響差別。本組觀察到在後疫情時代選擇線上課程或是部分線上課程的比例有大

幅度提升，線上學習提供人們隨時隨地學習的方便性，不再受到場地時間的限制，線上

教學在後疫情時代將成為常態教學模式之一，反映本組的第三研究目的，疫情前後的教

育方式從主實體上課變成了主虛擬上課。 

 

        根據這次小論文的研究目的，本組依序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在後疫情世代，對於傳統商家與補教業者都需要順應時代，做出轉型配合這樣的

趨勢，實體商店可結合網路提供線上購物的選項，讓消費者有更方便的選擇。

補教業者則要考慮設計可線上教學的教材內容，與時俱進才能不必被這股洪流

給淘汰。 

 

二、經過這次的疫情，人們更加的重視健康飲食，也有越來越多人選擇在家料理，所

以食材的挑選與取得就越顯重要。如果可以結結結合提供人們容易的辨別及獲

取認證過的健康食材，或是提供更加簡便的烹飪方式，不外是未來可以研究發

展的方向。 

 

三、為了配合線上教學的趨勢，教師人員培養也是不容忽視的，學習如何使用網路工

具進行教學並能夠適時有效的與學員互動，因為我們不知何時疫會再次襲來，

所以這樣的能力培養更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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