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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發，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各面受到影響，我國

許多產業也受到衝擊。當我們在與同學聊天的過程中，發現疫情發生之前，放學後去補習班

或咖啡廳自習的同學不在少數；然而，疫情蔓延之後，許多同學因為擔心自己會在不知情的

情況下與被感染者接觸，因此回家用餐與自習。這時，我們不禁出現了一個想法：疫情的出

現，是否會影響高中生的日常的消費、學習與生活？因此，我們想藉由小論文的研究，探討

此次疫情對高中生的影響，並提出相應的建議策略。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新冠疫情對高中生消費行為的影響。 

(二)探討新冠疫情對高中生學習模式的影響。 

(三)探討新冠疫情對高中生生活型態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一）文獻分析：查閱相關期刊文獻以瞭解新冠疫情對經濟、學習模式與生活型態的影響，

並參閱相關報導與評論作為研究的基礎。  

（二）問卷調查：根據文獻分析之結果，編擬「新冠疫情對高中生活之影響」問卷，請指導

老師檢視修正後，正式施測，調查新冠疫情對高中生的影響，再歸納本研究之結論。  

 

 

 

 

 

 

 

 

 

 

圖(一)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四、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 地區範圍：本研究主要以本校高中生作為研究範圍。 

(二) 時間範圍：本研究之調查時間，以新冠疫情爆發（109 年 1 月）左右作為分界，探究   

    爆發前後對高中生的影響。 

(三) 研究對象：本研究以本校高一、高二學生為研究對象。 

研究概念發想－初步

蒐集資料，討論與聚

焦研究問題與方向 

文獻分析－新冠疫情

對經濟、學習與生活

型態的影響 綜合分析兩者結果，

總結論並提出建議 

 

問卷調查與分析－從

高中生的實際經驗進

行驗證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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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新冠疫情背景概述 

 

    2019 年 12 月中國大陸武漢市爆發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WHO 在 2 月 11 日將

之命名為 COVID-19。「世界衛生組織統計，COVID-19 影響 188 個國家和地區；霍普金斯大

學統計，全球確診人數突破 900 萬，近 50 萬人死亡」 (2020，行政院) 。此外，「美國聯邦

銀行於 2020 年 3 月調降了利率，許多消費者也擔心嚴重通貨膨脹與失業率問題」(Binder, 

2020)。關於新冠疫情對台灣的影響，主要因應措施包括防疫、紓困及振興措施等。「防疫

工作不只仰賴公務同仁和醫療人員，更仰賴所有人共同參與」(唐鳳，2020)，而疫情也對我

們的生活的各面向產生衝擊 

 

二、 新冠疫情對消費行為的影響 

 

(一)購物面向 

 

    此次疫情使得「過去依賴傳統買賣的農漁民紛紛改為線上交易，並聯合外送服務，避免

疫情帶來的損失」(蘇麗娜， 2020)。傳統買賣使得人與人之間有接觸，讓病毒有機會藉此途

徑蔓延，故改為線上交易，可以避免親自接觸，也阻斷病毒傳染的機會；而使用聯合外送服

務，不僅增加其方便性，也是因應疫情衝擊，農漁民最好的面臨之道。「因疫情而產生的無

接觸式服務需求，可能使機器人和自助貨架的使用增加」 (李大任，2020) 。進而降低人事成

本，以更好因應疫情帶來的困境，此舉導致「傳統門市的原有價值與定義，將被改寫。未來

門市，將從原有的展示和提供商品功能，轉變為取貨點。」 (李雅筑，2020a)。疫情對產業

造成衝擊，但也因此促進人們做出改變，以適應不同的消費環境及習慣。如：「影子商店的

崛起，能降低開設實體店的成本，加上消費者從線上購物，將能提供個人化的消費體驗」 

(李雅筑，2020a) 。除此之外，「支付方式將於短期內大量轉向無現金和感應支付」 (李大任，

2020) 。此種付費方式除了避免疫情的傳播，還使得付費更加迅速，具有方便性。 

 

   「因爲愛儲蓄、宅在家、消費往線上移動，這三大改變，已重塑市場版圖」 (蔡靚萱，

2020) 。所以身為百貨公司龍頭，新光三越也因應疫情做出相對應的行銷策略，「為了打造

安心的購物空間，也加速數位轉型腳步，推起宅配、美食街外送服務，讓消費者宅在家也能

逛街」(王一芝，2020)。正如《老子》所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疫情帶來危

機，但相同的，各大產業也藉此危機，創造轉機及商機。「在行動、網路、雲端、大數據、

與新媒體的多方影響下，致各種商業應用蓬勃發展，消費方式開始出現改變」 (李世珍，

2020) 。 

 

    由於疫情時間，大量民眾減少外出，使得整個城市形成空城般的景象，街道上人流量

稀少，大型賣場或小型店家，顧客寥寥無幾，但「疫情的封閉生活讓中國電商需求大增，然

而，實體消費仍無法完全被取代」 (沈朋達 ，2020) 。疫情為電商帶來前所未有的商機，電

商的方便性及簡易性，將成為最大的優勢，但仍然要思考該如何與實體店面競爭，保留客源

與維持銷售量。「疫情影響各行各業及生活的各個層面，全能到府服務成為支撐社會繼續運

轉、滿足民眾基本需求的重要機制。」 (石秀娟 ，2020) 

 

 

(二)餐飲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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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網路外送平台蓬勃發展，「因住家太小無法自行烹調，或著不願意天天煮飯的人

們，對於線上訂餐更加依賴」 (康世人 ，2020) 。對於不想出門的現代人來說，線上訂餐無

疑是最好的選擇，現在又剛好遇上了疫情爆發的時代，外送平台的市場日漸壯碩，而私廚到

府服務的部分更是如此，「疫情爆發以來，聘請私廚到府服務的訂單不減反增，滿足那些不

想上館子、又不想將就外賣的客戶」 (柳定亞，2020) 。此一消費行為看出疫情的影響，導致

待在家的人數上升許多，倘若是剛從國外回來的旅客或台商，那更是要居家隔離十四天，因

此，三餐也成了問題，但是，有了線上訂餐系統，就再也不需要思考這些煩惱，「新冠疫情

所提倡的社交疏離 (Social-Distancing)，因「新零售」而發展出的超市到家、生鮮到家也蓬勃

發展」(黃尚婷，2020) ，既可以選擇無接觸外送服務，也可以在隔離時享用到美味的餐點，

總體而言，「無論是因隔離而需要民生物資，或是消費者日漸習慣外賣，外送市場將持續擴

張」 (李大任，2020) 。 

 

(三)休閒娛樂面向 

 

  疫情改變現代人的生活，當然，休閒娛樂也是如此，以前都將錢花在出門才用的到的東

西上，而現在，我們逐漸意識到「既然花很多時間在家裡，就投資在全家都用得上的東西」 

(周世惠 ，2020)，因此，家中用品的市場規模也越來越大，例如:switch、ps5 等休閒娛樂工具，

當然不只如此，「像健身房開始賣起家用健身器材、線上培訓課程，新服務的興起帶動『宅

經濟』」（陳亦偉， 2020）。 

 

  因為時代的改變，休閒方式也勢必有所更動，疫情的影響，造成宅經濟的蓬勃發展，

「後疫情時代的宅經濟，讓使用者線上線下、虛擬實體互涉，但也需要填補現實群體無法數

位化、不可取代的部分」（梁世佑， 2020）。故網路對現代人，特別是宅在家裡的人們來

說，早已成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這些人，也在不知不覺中，對國家的經濟帶來了

影響。待在家裡的時間變長，代表著需要用到的產品也越來越多，那麼，對商人來說，無疑

是件好事，又多了一個全新且尚未開發完全的市場，「但對於更多的企業而言，經濟上的損

失和影響仍相對巨大，宅居模式無法長久持續」（陳亦偉， 2020）。 

 

三、新冠疫情對學習模式的影響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顯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停課措施導致全球 70%的

學生無法繼續學業，其他實施局部停課的國家有數百萬學生受到影響」(UNESCO, 2021)。以

教學方式而言，「受到疫情影響，教師不論是使用自行錄製的課程內容，或鼓勵學生使用線

上學習平臺的資源，皆增進學生自主學習可能性」 (蔡瑞君，2020) 。因應疫情，線上教學或

線上資源皆受到重視，畢竟學校教職員與學生眾多，不能輕易停課，但又有群聚感染的風險，

線上教學則可以解決此問題，甚至讓學生更自主性的學習新知識，而不是被動接受老師上課

所講述的內容。線上教育比線下教育，更無國界，也沒有時間及空間的問題，如 TutorABC

為英語學習機構，藉由真人互動教學，結合科技以線上教學為服務，提供給想提升英文能力

的學習者。「未來，知識面的學習將被線上課程取代，面對面的授課，則著重在合作學習」 

(李雅筑，2020b)。線上教育已然成為未來的趨勢，藉由線上及線下課程並重，或許能產生更

好、更快速及個人化的學習成果。這次疫情，身為高中生的我們，也得到許多線上課程的機

會，如：Google Meet，可以即時上課，沒有場地及設備問題，也讓我們的學習走向新的模式，

「復課後，懂得線上學習的學生，學習意識將更積極主動，迎來自學爆發時代。」 (李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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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線上課程無疑是幫想要學習更多知識的學生，開創一個更完整、更多樣化的學習渠道。

「鑒於應用數位科技進行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是未來教育重要的發展趨勢」(郭伯臣，

2020)，學生需要應用到的基礎資訊知識也將加廣，「未來將朝個人化、適性化與自主學習

等多元創新教學應用發展」 (郭伯臣，2020) 。線上課程如雙面刃，他的方便性及即時性，帶

給學習者及授課者更多便利，課程包羅萬象，滿足了學生的求知慾及增進自學能力，也具有

相當成效（如下表一），但是其利害也隨之浮現。「大學新鮮人 Grainger Rickenbaker 表示，

他接受的線上課程是教室學習的糟糕替代品，部分課程幾乎整堂都透過錄影傳授，沒有現場

討論」（中央社，2020) 。  

 

表（一）使用線上平台(因材網)進行學習扶助之教學成效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0) 

 

四、新冠疫情對生活模式的影響 

 

(一)休閒地點選擇 

 

    受到疫情影響，原本喜歡在悠閒的假日出門旅遊的人們，不管是去戶外場所或是室內場

館，都漸漸的轉為家中休閒娛樂活動，因此，為了迎合大眾需求，家中使用的產品層出不窮。

休閒娛樂場所也因此而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出去遊玩的旅客人數驟降，原本消費所帶來的經

濟效益也就沒有以往強烈，導致商家難以生存，這聽起來是一件壞事對吧?但相對來說，還

是有從這場疫情當中獲利的商人，那就是製造家用產品的商人，「像健身房開始賣起線上培

訓課程，新服務的興起帶動『宅經濟』」 (陳亦偉 ，2020) ，為健身房帶來了許多收入，

「但對於更多的企業而言，經濟上的損失和影響仍相對巨大，宅居模式無法長久持續」 (陳

亦偉 ，2020) 。 

 

(二)家人、朋友互動頻率 

 

    對於每天有九小時待在學校，並且放學之後還要去補習的高中生們，在平日和家人互

動、增進感情簡直是天方夜譚，這時的疫情爆發，無疑是給了我們一點喘息空間，也趁這段

時間修補了與家人的感情關係，畢竟在此之前，在家裡睜開眼睛的時數每天不超過三小時，

更不用說與家人互動了，因此，把握這段不能出門、只能乖乖在家躲避疫情的時間，好好的

與家人增進感情。 但是與朋友的相處時間可能就會減少許多了，因為出門的時間減少，待

在家的時間增加，理所當然地與朋友的見面次數減少，那麼，如何維持與朋友之間的感情，

那又將是另一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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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只是只有見面才能聯繫感情，也可以透過網路的方式，來見到在外地、無法

見面的家人朋友面孔，而現在的外送平台非常發達，「外送平台可能會往滿足這種需求發展，

幫助在不同空間的朋友，為對方互相點餐，滿足社交上的需要」(宋世祥，2020)。現在的網

路及科技也發展的相當完全，「搭配即將來臨的 5G 時代、更及時的網路服務，能讓我們即

便被隔離在家，也能無時差地在家和想聚餐的朋友共享美食」 (宋世祥，2020) 。 

 

(三)防疫習慣面向 

 

    因應疫情，民眾出門會帶乾洗手、酒精等個人清潔用品，也會佩戴口罩，注意社交距

離。「台灣國家衛生研究院從一項社會行為研究發現，民眾用 Google 搜尋『洗手』的量愈

多，該國後續病例數也愈少」 (張靜慧， 2020) 。由此可知，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有利於控

制疫情。「搭配水利署統計數據顯示，疫情之後台灣平均日用水量成長 2.7%，透露出台灣

人民上網搜尋洗手資訊後，應也有乖乖落實」 (張靜慧， 2020) 。表示台灣人民對疫情的防

護措施做得相當充足。部分學者認為，勤洗手是目前台灣疫情控制最關鍵的因素之一。 

 

五、問卷結果分析 

      本研究施測期間為 109 年 12 月至 110 年 2 月，共計回收 443 份網路問卷，其中高一 244

份(佔 55.1%)，高二 199 份(佔 44.9%)，其中男性佔 21.2%，女性佔 78.6%，茲將問卷調查結果

說明如后： 

 

 (一)消費行為 

1.購物方式 

圖（二）疫情前：最常使用的購物方式            圖（三）疫情後：最常使用的購物方式 

 

       綜合以上兩張圖表可得知，疫情前前往小型店家購物的人有 49.2%，但疫情後，卻只剩

42%的人會去小型店家購物；再比較前往大型賣場購物的人，更是從原本的 23.7%掉到了

13.5%，而疫情後使用網路購物的比例增加了，從原本的 26.2%上升至 43.6%，進入實體店面

購物的人卻有減少的現象，表示高中生在家上網購物的情況越來越多，可能是因為嚴峻的疫

情而導致不常出門的情形。 

 

2.餐飲習慣 

https://www.twreporter.org/authors/5e952f3a4ffc4a06004e3a8d
https://www.twreporter.org/authors/5e952f3a4ffc4a06004e3a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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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疫情前：平日晚餐用餐習慣                 圖（五）疫情後：平日晚餐用餐習慣 

 

        根據圖(四)與圖(五)，疫情前後的平日晚餐模式為回家用餐/家裡自行烹調佔大多數，但

疫情前為 61.2%，疫情後則增長為 65%，而第二多數的用餐模式為在外用餐，疫情前為

33.6%，疫情後為 23.3％，由以上數據變化可知疫情造成高中生減少外出用餐的頻率。除此

之外，疫情前後使用外送平台的高中生從 3.2%變為 9.3%，疫情也帶動了外送平台的發展。 

 

3.休閒娛樂地點 

 
    圖（六）疫情前：假日常去的休閒場所 

 
    圖（七）疫情後：假日常去的休閒場所 

         

  綜合圖(六)與圖(七)的分析可以瞭解，高中生假日常去的休閒場所當中，戶外場所和室

內場館的比例都從原本的 30.9%與 40.4%下降至 16.9%與 16.5%，而待在家裡的人卻從 55.5%

上升 83%，表示踏出家門進入大眾休閒場所的人之比例有明顯的減少，相對的，待在家裡的

同學增加，顯示由於疫情的關係，造成高中生選擇在家從事休閒活動的比例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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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模式 

1.唸書地點 

        圖（八）疫情前：最常唸書的地方                        圖(九)疫情後：高中生最常念書的地方 

 

        由以上兩張圖表可得知，原本最常去圖書館、學校、補習班及咖啡廳自習的比例 58.7%

下降至 40.2%，而待在家裡讀書的比例卻大幅上升，問卷結果顯示出高中生待在家裡的時間

有上升的趨勢，那麼家裡必須的日用品的網路市場便有著相當大的商機。 

 

2.學校採用線上教學頻率 

       圖(十)疫情前：學校採用線上教學的頻率  圖(十一)疫情後：學校採用線上教學的頻率 

 

  由以上兩張圖表可得知，疫情前後學校使用線上教學的比例大幅增加，從不使用的頻率

從七成減少至五成，由此可知，學校因為疫情而增加線上教學的頻率，藉此達到教學的功用，

又可以降低群聚感染的風險。 

 

3.高中生使用線上學習資源的頻率 

 

 

 

 

 

 

 

 

 

圖(十二)疫情前：使用線上學習資源的頻率           圖(十三)疫情後：使用線上學習資源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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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十二)、圖(十三)可以得知，原本有三成的人在疫情前完全沒有使用過線上學習資

源，但在日漸嚴峻的疫情之下，只剩 25.5%的人從未使用過線上學習資源，總體而言，使用

線上教學的比例有上升的趨勢，代表高中生利用線上學習資源的意願增加了。 

 

4.高中生因應疫情，對學校教學方式的建議 

 

圖(十四)為高中生因應疫情，對學校教學方式的建議 

 

       由以上圖(十四)得知，因應疫情，高中生對學校教學方式的建議為:有 60.5%的受訪高中

生希望提供更豐富的線上學習資源;有 61.4%的高中生希望運用更多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如:

網路教學平台等)，由此可知，高中生對於線上教學普遍支持。 

 

(三)生活型態 

1.疫情前後與朋友及家人互動情形 

圖(十五)疫情前後，與朋友見面次數       圖(十六)疫情前後，與家人互動情況 

 

  從以上圖表得知，疫情的衝擊似乎並未對於高中生的人際關係互動有著太大影響，互動

時間沒有變化都佔了大約七成，但與朋友見面次數變少還是有著 25.7%的比例，而與家人互

動時間增加也佔了差不多 22.3%，可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待在家裡的時間較以往增加許多，

才導致這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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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中生疫情前後的防疫習慣 

 
圖(十七) 疫情前的個人防疫習慣 

 

 
圖(十八)疫情後的個人防疫習慣 

 

       由以上兩張圖表得知，疫情發生之後，學生出門在外會戴口罩的比例提升了 70.2%，會

隨身攜帶乾洗手/酒精以及會留意社交安全距離，皆有所提升，可知因疫情，高中生更注重

個人衛生習慣，除了保護自己，同時也在尊重他人。 

 

參、結論 

 

       根據上述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之結果，新冠疫情影響高中生的消費行為、學習模式與生

活型態，茲整理如下：新冠疫情對高中生消費行為的影響：(一)出門購物比例減少，網路購

物比例上升； (二)平日晚餐在家用餐的比例逐漸增加；新冠疫情對高中生學習型態的影響： 

 (一)唸書場所由外面場館轉為在家念書； (二)使用線上教學的比例增加；新冠疫情對高中生

生活型態的影響：(一)休閒場所從大眾休閒場所漸漸轉變為從事居家休閒活動；(二)更加注

重個人防疫習慣。 

        此外，因應疫情，本研究參考問卷調查結果，對學校教學方式的建議為：（一）希望校

方能提供更豐富的線上學習資源；(二)鼓勵教師更廣泛地運用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如：網路

教學平台、線上教學模式等)。未來若要進行相關研究，則可以進一步針對疫情對高中生參

與社團或人際互動情況，或對家長工作型態的影響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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