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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台灣爆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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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2021年當中，有逐漸控制，但是在2022年1月3日，桃

園市再次爆發桃園機場確診個案，並拓及多個地點，本次變種主要病毒株為「Omicron變

種」BA.1。從4月1號的單日確診100例到7月8日的單日確診400萬例，Omicron導致台灣的確診

數不斷上升，將近有8318位兒童及成人在這波疫情喪失生命。 

五月初，我們學校新增了一例確診案例，隔天就實施了九宮格的停課政策，之後，班

上越來越多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確診。這時，我們不禁出現了一個想法：疫情的出現，是否

會影響國中生的日常的消費與生活？因此，我們想藉由小論文的研究，探討此次疫情對國中

生的影響，並提出相應的建議策略。 

 

二、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利用中央政策、花蓮縣政府政策、學校政策與蒐集「疫情」的相關政策   

         ，以瞭解政策對國中生的影響為何。 

     (二) 訪談法: 訪談同學確診心情及隔離狀況。 

     (三) 問卷調查: 調查花蓮南區國中生對疫情前後的消費方式及生活方式有何差別以及看法 

            ， 並提出相應的建議策略。 

 

                 

三、研究流程 

 

 

 

 

 

 
文獻探討 尋找文獻 確定研究動機及

目的 

 
訪談相關人物

員 

 

 

訪談問題設計 資料處理及分析 
 

問卷調查 
 

結論與建議 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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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目的 

(一) 探討新冠疫情對國中生消費行為的影響。 

(二) 探討新冠疫情對國中生學習模式的影響。 

(三) 探討新冠疫情對國中生生活型態的影響。 

 

 

貳 ●正文 

 

 一、疫情的背景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在台灣爆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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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2021年當中，有逐漸控制，但是在2022年1月3日，桃園市再次

爆發桃園機場確診個案，並拓及多個地點，本次變種主要病毒株為「Omicron變種」BA.1。

從4月1號的單日確診100例到7月8日的單日確診400萬例，Omicron導致台灣的確診數不斷上

升，將近有8318位兒童及成人在這波疫情喪失生命。 

    

 

                                          圖(一)花蓮COVID19疫情每日統計圖 

 

 
  從上圖可以看到:花蓮的疫情是在4月初的時候開始有案例，一直到五月中每天確診已超過1

000人，一直到六月七月疫情才逐漸穩定下來。 

 

   

  

 

圖(二):富北國中學區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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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圖可以看出富北在五月初開始有人自主隔離，5月5號出現第一位確診，而5月7日到5月

9號出現很多因為家人而自主隔離的人，確診的高峰在5月29到6月9號，之後都一直持續出現

確診者。 

                                                                                                              

   

  二、訪談調查: 

 

   受訪者：咍菽.拉法倞、陳衍皓 

 

   根據受訪者所述快篩檢驗為陽性時，心情非常錯愕又複雜，對自己竟然確診這件事感到非

常驚訝，因為害怕傳染給家人或者之前接觸過的親朋好友，所以心中充滿了自責。確診時的

症狀有發燒、喉嚨痛、流鼻水、咳嗽。而確診時的生活，根據受訪者所述，確診的幾天，主

要照顧者都是媽媽，在隔離期間做的事情也沒有甚麼選擇，生活只剩起床、吃飯、玩樂器、

看教科書、睡覺，每天過著重複性又不舒服的日子，隔離的日子裡，每天都很想出去走走、

運動，有時看到窗外的風景，就會想著出去之後要做什麼。而隔離結束後，就是開心的出門

吸新鮮空氣，看看好久不見的親戚，享受自由。 

 

 

 

 

 

 

 

 三、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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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疫情前的購物方式                                       圖四:疫情後的購物方式 

 

 
            

1. 疫情前後的購物方式 

 

        我們發現:在疫情前後，大部分的人四種購物方式(疫情前60.8%、疫情後35.3%)都有，但

疫情後網購(疫情前2%、疫情後25.5%)的人變多了，去大型賣場(疫情前11.8%、疫情後7.8%)

的人變少。 

 

 圖五:疫情前的用餐習慣                                      圖六:疫情後的用餐習慣   

 

 
                   

 2.疫情前後的用餐習慣圖  

 

        疫情前後在家煮的（前：54.9% 後：72.5%)明顯的機率變高，然而在外面買的機率下降

（ 前：19.6% 後：0%)外帶機率明顯增加( 前：15.7% 後：23.5%）學校用餐也是下降（前：9.

8% 後:4%) 

 

   圖七:疫情前假日去的休閒場所                         圖八:疫情後假日去的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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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疫情前後假日去休閒場所的改變 

 

        疫情前，大部分的人待在家或去戶外場所(49%)都會去，但疫情後多數人選擇待在家(76.

5%)，去戶外場所從19.6%到5.9%，明顯的變少。 

 

圖九:疫情前最常讀書的地方                           圖十:疫情後最常唸書的地方 

 

 
                                            

4.疫情前後讀書地點的選擇 

 

        疫情後的在學校校讀書明顯的下降（前：80.4%後：35.3%)而在另ㄧ方面居家上課的人

增加了很多（前：15.7% 後：64.7%）疫情後去咖啡廳和補習班的人都沒去了 

 

圖十一:疫情期間一天使用酒精消毒的次數          圖十二:疫情期間一天更換多少片口罩 

 

 
          

5.疫情時的防疫習慣 

 

我們發現：疫情期間大部分的人一天大概換1~2片口罩（80.4%），ㄧ天用酒精噴3~4次(31.4

%)，其實酒精用的次數是都是不一樣的，而且數字也是蠻平均的，可見大家都有不同的防疫

習慣。 

   

圖十三:關心疫情的情況                                      圖十四:如何得知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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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關心疫情 

 

        大部分的人只會偶爾(80.4%)關心疫情，而且超過一半的人都是從新聞上(52.9%)知道

的，還有一些人是上網搜尋(21.6%)和從身邊的人的口中(19.6%)知道的。 

   

圖十五:疫情前的防疫習慣                                     圖十六:疫情後的防疫習慣 

 

  
 

7.疫情前後的防疫習慣 

 

     在疫情發生之前，近一半的人回到家只會洗手，甚至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沒有任何的防疫

習慣。在疫情之後人們才開始重視自己的防疫習慣，幾乎所有人出門會戴口罩，而近四分之

三的人會攜帶乾洗手和酒精、留意社交距離、回到家會洗手。 

 

  圖十七:疫情後與朋友見面次數                        圖十八:疫情後與家人互動次數 

 

 
                                       

8.疫情後的社交狀況 

 

        在疫情發生之後，將近有70%的人減少了在外與朋友見面的次數，而大部分的人都選擇

待在家，減少與外人接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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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疫情期間的出遊情況 

 

 
                                          

        

9.疫情期間的出遊狀況 

 

        在疫情間，大部分的人都會去花蓮(51%)跟台東(33.3%)，不然就是都沒有去(31.4%)，可

知因為疫情，大部分的國中生都會去距離花蓮比較近的地方，不然就是待在家。 

        

        我們從前面幾個圖表觀察到：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待在家做防疫，除非真的逼不得

已，像是買一些網購訂不到的東西，還有一些吃的，而且想要見到朋友親人，都需透過打電

話或是傳訊息的方式來連絡。還有一些防疫習慣的改變，也有可能改善人們的衛生習慣。最

後就是讀書的方式，因為疫情肆虐，導致很多學生要使用一些線上教材的頻率變高，地點也

大部份選擇在家裡讀書。 

         

 

參 ●結論  

 

一、疫情背景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在台灣爆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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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2021年當中，有逐漸控制，但是在2022年1月3日，桃園市再

次爆發桃園機場確診個案，並拓及多個地點，本次變種主要病毒株為「Omicron變種」BA.

1。從4月1號的單日確診100例到7月8日的單日確診400萬例，Omicron導致台灣的確診數不斷

上升，將近有8318位兒童及成人在這波疫情喪失生命。4月11日花蓮出現首例，確診個案快

速增加，5月21日單日確診達到高峰，6月10號疫情開始趨緩，維持單日400例。我們學校5月4

日開始有家人確診，5月13日到6月27日開始有學生確診，主要是分布在東竹、古風、羅山等

聚落有疫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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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結果 

 

  根據受訪者所述快篩檢驗為陽性時，心情非常錯愕又複雜，對自己竟然確診這件事感到非

常驚訝，因為害怕傳染給家人或者之前接觸過的親朋好友，所以心中充滿了自責。確診時的

症狀有發燒、喉嚨痛、流鼻水、咳嗽。根據受訪者所述，確診的幾天，主要照顧者都是媽

媽，在隔離期間做的事情也沒有甚麼選擇，生活只剩起床、吃飯、玩樂器、看教科書、睡

覺，每天過著重複性又不舒服的日子，隔離的日子裡，每天都很想出去走走、運動，有時看

到窗外的風景，就會想著出去之後要做什麼。而隔離結束後，就是開心的出門吸新鮮空氣，

看看好久不見的親戚，享受自由。 

 

三、問卷調查結果 

 

  針對疫情我們做了問卷，分析後發現在疫情前後，大部分的人會外出購物，但疫情後網購

的人變多了，去大型賣場的人變少。疫情後在家煮的明顯的機率變高，在外購買的機率下

降，外帶和學校用餐機率明顯增加。疫情前，大部分的人都會待在家或去戶外場所，但疫情

後多數人選擇待在家，去戶外場所明顯的變少。疫情後，在學校讀書的人數明顯下降而在另

ㄧ方面居家上課的人增加了很多，疫情後，去咖啡廳和補習班的人也都沒去了。我們發現，

疫情期間大部分的人一天大概換1~2片口罩，ㄧ天用酒精噴3~4次，酒精用的次數都是不一樣

的，但數字也是蠻平均的，可見大家都有不同的防疫習慣。大部分的人只會偶爾關心疫情，

而且超過一半的人都是從新聞上知道的，還有一些人是上網搜尋和從身邊的人的口中知道

的。 

 

  在疫情發生之前，近一半的人回到家只會洗手，甚至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沒有任何的防疫習

慣。在疫情之後人們才開始重視自己的防疫習慣，幾乎所有人出門會戴口罩，而近四分之三

的人會攜帶乾洗手和酒精、留意社交距離並且回到家後的第一時間會洗手。在疫情發生之

後，將近有70%的人減少了在外與朋友見面的次數，而大部分的人都選擇待在家，減少與外

人接觸的機會。在疫情間，大部分的人都會去花蓮跟台東，不然就是都沒有去，可知因為疫

情，大部分的國中生都會去距離花蓮比較近的地方，不然就是待在家。 

 

四、如何在疫情下正常生活和學習 

 

  在疫情爆發後的生活，為了減少感染COVID-19的風險，減少人與人的接觸，以網購代替去

實體店面購物。而用餐習慣建議不要在餐廳內用，以外帶或自己料理來代替。則休閒活動減

少進出人多場所，如果要出門要戴口罩，並隨身攜帶酒精，且隨時注意政府的疫情政策。如

果放學後想找自習的地方，盡量不要去咖啡廳或是圖書館等等的公共場所，選擇在家自習，

並善用網路上的學習平台，才可以減少接觸到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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