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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社會中，父母工作忙碌，導致國小學童外食族增多，學童自行前往消費行為比例偏

高，加上街道上眾多便利商店與冷飲店林立，所以學童肥胖比例漸增。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

高年級孩童購買含糖飲料對身體健康影響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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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 緒論 

由於社會的富足，國人的飲食不僅豐盛且漸趨歐美化，在動物性食物增多而熱量的攝取

也增多，這種「吃得多」加上「動得少」的生活型態，使得國人罹患肥胖的情形漸趨普遍。

以國民小學學童而言，依據調查顯示有肥胖傾向約 15─20%(教育部，1999)，近年來衛生署

對國小學童成立減重班，對於身體質量指數(BMI)超過標準的兒童進行健康運動，並且健康瘦

身和飲食控制。 

孩童的習慣並非是與生俱來的而是可透過後天父母及師長糾正，小時候就把健康觀念的

種子種植在他們的心裡，教導他們分辨食物的智慧，知道什麼是對自己身體有益的，那麼健

康的身體將是他們這一輩子最受用不盡的禮物。 

根據國外的研究報導，含糖飲料的攝取更是造成肥胖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台灣街上佇足

半小時，仔細觀察來往的行人，你會看見什麼現象--超過三分之二比例的人（尤其是在學學

生），人手一杯含糖飲料。含糖飲料的普通化已為學童的健康帶來莫大的威脅。值得有關單位

投入財力、物力研究，並早日尋求解決之道，以避免日後付出龐大的社會醫療成本。 

 

2. 研究動機與目的 
2.1 研究動機 

根據衛生署近年來的營養調查結果顯著，目前國內兒童肥胖的比例逐漸增加，維生素及

礦物質攝取不足，在 91 年董氏基金會推廣「把握黃金比例 321 的飲食原則」教導孩童正確飲

食會比禁止飲食來得有意義多，並且教育孩童以白開水取代含糖飲料的正確健康觀念。 

兒童在年齡愈小所養成的消費行為及習慣，常對日後成年造成莫大的影響。不管是好的

行為或是壞的行為，一旦成為習慣，日後想要改變必須投入數倍的心力，才能有機會改變。

可見「兒童時期」絕對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期。 

本研究以台南縣小學高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從學童父母態度以及學校態度及有、無設



立合作社三方面進行。探討國小高年級學童含糖飲料之消費狀況，進而分析影響國小學童含

糖飲料的消費因素。希望能發現其影響行為的相關因子，並據此提出相關建議，期望對未來

主人翁的健康能有所貢獻。 

2.2 研究目的 

(1)了解高年級學童對含糖飲料的消費狀況。 

(2)了解高年級學童零用錢與含糖飲料的關係。 

(3)探討父母與師長的態度對高年級學童含糖飲料的消費狀況有無影響。 

(4)探討校園內設立合作社對高年級學童含糖飲料的消費狀況的有無影響。 

 

3.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以國小高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對有合作社學校--台南縣白河國小、新民國

小，與無合作社學校—台南縣內角國小、大竹國小、新泰國小高年級學童進行研究調查。 

3.2 研究方法 

1.文獻探討 

(1)蒐集含糖飲料之消費習慣相關的書籍、報章、雜誌以及網路各種資料，加以閱讀整理後，

統整出含糖飲料消費習慣的各項相關成因及影響健康的關鍵。 

(2)蒐集國小學童消費行為相關的書籍、報章、雜誌及網路各種資料，並分析養成習慣的成因。 

2.問卷調查 

以「國小學童飲料消費狀況」，對有合作社學校--台南縣白河國小、新民國小，與無合作社
學校--內角國小、大竹國小、新泰國小高年級學童進行抽樣調查。 

3.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將問卷調查原始資料，運用 Excel 軟體試算表，依父母親師長態度、消費習慣、

購買行為製作相關的統計圖表，加以解釋、分析並提出結論與建議。 

3.3 研究流程 

 

 

 

 

圖 1研究流程圖 

3.4 研究架構 

表 1研究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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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獻探討 

4.1 含糖飲料的定義 

我國政府對飲料的分類有明確規定，但各研究者對於含糖飲料均有不同之定義。本研究

對於含糖飲料的定義為飲料中含有糖份，對身體健康有不好之影響者，如：加糖的茶類、碳

酸飲料、果汁、冷飲店販賣之含糖飲料、乳酸飲料等，只要有飲用的飲料當中含有糖分，皆

屬於我們定義中的含糖飲料。 

4.2 含糖飲料市場佔有率的影響 

在現今經濟發達的社會中，街上便利超商與冷飲店林立，便利超商所販買的含糖飲料比

比皆是，也多於白開水，大多孩童皆會選擇含糖飲料；而冷飲店所販賣的冷飲對身體健康而

言更是大打折扣，孩童多選擇含糖為主，只有少之又少的孩童會選擇不含糖。因此孩童對含

糖飲料的取得便是容易，而孩童要克制自己不飲用含糖飲料卻是相當不容易。 

4.3 家長給予孩童自行消費行為影響因素 

目前因外食族的增加，大多家長會讓家中孩童自行前往購買早餐，因此給予家中孩童零

用錢，但對於國小六年級的孩童而言，對於金錢之價值觀並無非常正確；對飲食方面的營養

價值也不全然的了解，當孩童前往購買早餐時，所搭配的皆為含糖飲料居多，剩餘的零用錢

大部分孩童會將此花費於飲食方面，且多以購買含糖飲料為主。 

圖 2 兒童消費行社會化模式 

資料來源：Robertson, T.S., J., & Ward, S,(1984) Consumer Behavior Scott, Foresman &Co.,144 

 

4.4 含糖飲料對孩童的健康影響因素 

兒童時期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發展階段，應該適當的攝取需要的營養，除了有助於身體

各方面的組織器官生長發育外，這也是對於日後良好建商及生活品質的投資。 

但近年來許多孩童有體重過重的問題，不少的孩童漸漸以含糖飲料來取代白開水，根據

國外研究指出，孩童若飲用含糖飲料過量將會因攝取過多熱量而導致肥胖之情形，且也會因

飲用過多的含糖飲料而造成營養均衡失調及齲齒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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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坊間的所謂「茶飲」，對孩童身體危害更大。董氏基金會指出，茶、咖啡、可樂等飲料

中，都含有咖啡因，孩童咖啡因的容許量每公斤體重約為 3 毫克，市售 600cc 飲料大約喝半

罐就算超量，容易出現心悸、頭痛、睡不好等症狀。 

4.5 含糖飲料取代白開水 

現在孩童多半不喜歡喝白開水，皆喜歡飲用「有味道」的飲料，而有味道的飲料大多是

含糖飲料，這些含糖飲料對人體而言都是多喝無益的。 

董氏基金會於民國 82 年開始就發起一系列的「體內環保活動」，而後又針對市售飲料與

白開水做調查，調查發現只有 13%的兒童口渴時會喝白開水，其餘皆喜歡喝含糖飲料。 

4.6 家長給予孩童自行消費行為影響因素 

目前因外食族的增加，大多家長讓家中孩童自行前往購買早餐，因此給予家中孩童零用

錢，對於國小六年級的孩童而言，對於金錢之價值觀並無非常正確；對飲食方面的營養價值

也不全然的了解，當孩童前往購買早餐時，所搭配的皆為含糖飲料居多，剩餘的零用錢大部

分孩童會將此花費於飲食方面，又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統計顯示，大多以購買含糖飲料為主。 

4.7 孩童零用錢多寡的影響力 

根據研究發現，國小六年級學童有 89.5%擁有零用錢，其中表示將零用錢主要用途花費

在零食飲料的學童有 37.1%。如果孩童擁有家中父母所給予的零用錢，用來購買含糖飲料的

學童占大多數，因此我們可以得知，父母所給予的零用錢對孩童消費購買亦有影響力。 

4.8 教育部對中小學校園的規範 

為了避免學童攝取過多垃圾食物，教育部於民國九十年初步擬定「國民中小學校園食品

管理規範」，限制加味飲料、高熱量食品進入校園，草案中並針對飲品、點心、糖類訂出定義

規範，教育部對飲料的定義包刮純天然果汁、鮮乳、保久乳、豆漿、優酪乳、礦泉水和包裝

飲用水等七種液態食品，其中豆漿所含粗蛋白質須在 2.6%以上，飲品添加糖類提供的熱量則

需低於總熱量 30%；而依此規定，可樂、沙士、紅茶、綠茶、奶茶、咖啡等，以後都將禁售。 

 

5.問卷設計及統計分析 

5.1 問卷設計 

本研究總針對台南縣五間小學高年級學童發出 320 份問卷，其中分為設立合作社—新民

國小、白河國小兩間;及無設立合作社—內角國小、新泰國小、大竹國小三間，且並以班級為

單位以達到最完整的問卷樣本。回收問卷有效樣本為 295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92%。 

 

表 2問卷發放及回收統計表 

學校 發放問卷 收回問卷 問卷回收率 問卷說明 

有合

作社 

新民國小 80 76 95% 
一、 以班級為單位，班級發放

問卷方式回收率及正確性

較高。 

二、 高年級學童對於問卷內容

可具體回答。 

白河國小 80 75 94% 

無合

作社 

內角國小 30 27 90% 

新泰國小 80 74 93% 

大竹國小 50 43 86% 

合計 320 295 92% 

(資料來源：由本組自行統整) 

 



5.2 問卷統計結果 

(一)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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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有合作社學童個人背景統計圖                 3-2 無合作社學童個人背景統計圖 

分析:據資料顯示，有、無合作社的學童對於父、母親的教育程度較不熟悉。 

(二)父、母親的態度及師長態度 

(1) 父、母親對學童含糖飲料的限制 

表 3－1父、母親對學童含糖飲料的限制 

父母親會不會限制你

喝含糖飲料? 

 
從不限制 很少限制 經常限制 完全限制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39 71 57 8 151 

百分比 19% 40% 36% 5%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22 54 42 18 136 

百分比 16% 40% 31% 13% 100% 

分析：父、母親對學童含糖飲料的限制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從不限制及很少限

制二者合計大約 60%左右。 

(2) 學童覺得父、母親對含糖飲料的喜好程度 

表 3－2學童覺得父、母親對含糖飲料的喜好程度 

你覺得父母親常喝含糖飲料嗎  經常 不常 不知道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17 103 31 151 

百分比 11% 70% 19%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19 107 10 136 

百分比 14% 79% 7% 100% 

分析：學童覺得父、母親對含糖飲料的喜好程度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皆以不常(有

合作社 70%，無合作社 79%)為最多選項。 

(3) 父、母親對學童是否以含糖飲料的方式獎勵 

表 3－3父、母親對學童是否以含糖飲料的方式獎勵 

當你表現良好時，父母親會購買含糖作為鼓勵嗎  會 不會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28 123 151 

百分比 22% 78%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37 99 136 

百分比 27% 73% 100% 

 



分析：父、母親對學童是否以含糖飲料的方式獎勵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皆以不

會(有合作社 78%，無合作社 73%)為最多選項。 

 (4) 師長對學童含糖飲料的限制 

表 4－1師長對學童含糖飲料的限制 

師長會不會限制你

喝含糖飲料? 

 
從不限制 很少限制 經常限制 完全限制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60 58 22 11 151 

百分比 40% 39% 14% 7%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45 45 20 26 136 

百分比 33% 33% 15% 19% 100% 

分析：師長對學童含糖飲料的限制不受有、無合作學校型態影響，從不限制及很少限制二者

合計皆超過 60%以上，有合作社的學校更高達 79%，與父、母親相同師長對此問題是較不關心。 

(5)學童覺得師長對含糖飲料的喜好程度 

4－2學童覺得師長對含糖飲料的喜好程度 

你覺得師長常喝含糖飲料嗎  經常 不常 不知道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15 96 40 151 

百分比 9% 62% 29%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36 71 29 136 

百分比 26% 53% 21% 100% 

分析：學童覺得父、母親對含糖飲料的喜好程度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皆以不常(有

合作社 62%，無合作社 52%)為最多選項。 

(6)師長對學童是否以含糖飲料的方式獎勵 

表 4－3師長對學童是否以含糖飲料的方式獎勵 

當你表現良好時，父母親會購買含糖作為鼓勵嗎  會 不會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51 100 151 

百分比 30% 70%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84 52 136 

百分比 62% 38% 100% 

分析：師長對學童是否以含糖飲料的方式獎勵，顯示有、無合作社的學校型態有極大的差異，

有合作社之學校以不會(70%)居多，而無合作社之學校高達 62%會以含糖飲料方式獎勵學童。 

圖 4-1 有合作社父母及師長態度統計圖 圖 4-2 無合作社父母及師長態度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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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有、無合作社的父母及師長態度較為不同的項目為:父母會限制喝飲料(有合作社，經常

限制 40%；無合作社，很少限制 40%)及師長會以含糖飲料作為獎勵(以合作社，不會 67%；

無合作社，會 62%)，其餘項目較為相同。 

 (三)消費習慣 

(1)學童第一次消費含糖飲料的時間 

表 5-1 學童第一次消費含糖飲料的時間 

第一次喝含

糖飲料的時

間 

 
幼小

班 

幼中

班 

幼大

班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六 

從沒

喝過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43 19 29 19 10 14 17 0 0 0 151

百分比 32% 12% 18% 12% 6% 9% 11% 0% 0% 0%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51 19 16 23 11 10 4 2 0 0 136

百分比 38% 14% 12% 17% 8% 7% 3% 1% 0% 0% 100%

分析：學童第一次消費含糖飲料的時間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皆以幼稚園小班為

主，顯示其接觸含糖飲料的時間都非常的早。 

(2)學童每天飲用含糖飲料的次數 

 表 5-2 學童每天飲用含糖飲料的次數 

平均一天喝  1 次以下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5 次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17 99 26 4 3 2 151 

百分比 11% 67% 16% 3% 2% 1%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0 92 28 12 0 4 136 

百分比 0% 68% 21% 9% 0% 3% 100% 

分析：學童每天飲用含糖飲料次數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每天一次 67%以上為主，

僅有合作社之學校 11%學童飲用為 1次以下，顯示學童每天飲用含糖飲料的情況非常嚴重。 

(3)學童每天飲用含糖飲料的時段 

表 5-3 學童每天飲用含糖飲料的時段 

一星期內最常喝的時間  早上 中午 晚上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36 29 86 151 

百分比 26% 19% 55%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60 44 32 136 

百分比 42% 29% 29% 100% 

分析：學童每天飲用含糖飲料的時段顯示有、無合作社的學校型態有極大的差異， 

有合作社之學校以學童為晚上(55%)在家時間飲用居多，而無合作社之學校以早上(42%)在校

時間飲用居多。 



圖 5-1 有合作社學童飲用含糖飲料消費習慣統計圖 圖 5-2 無合作社學童飲用含糖飲料消費習慣統計圖 

分析: 有、無合作社的消費態度較為不同的項目為:最常飲用含糖飲料的時間(有合作社，晚

上六點 28%；無合作社，早上 42%)及最常飲用的包裝(有合作社，保麗龍包裝 24%；無合作

社，保特瓶包裝 29%)和曾經喝過的含糖飲料(有合作社，茶類 31%；無合作社，飲料店 32%)。 

 (四)消費行為 

(1)學童日常有無零用錢 

 表 6-1 學童日常有無零用錢 

家人有沒有給你零用錢?  有 沒有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106 45 151 

百分比 70% 30%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85 51 136 

百分比 63% 37% 100% 

分析：學童日常有無零用錢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皆以有居多。 

(2) 學童每月零用錢的額度(有零用錢之學童) 

表 6-2 學童每月零用錢的額度(有零用錢之學童) 

每個月零用錢多少  10-50 元 50-100 元 100 元以上 其他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54 31 46 20 151 

百分比 36% 23% 25% 16%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39 32 44 21 136 

百分比 29% 23% 33% 15% 100% 

分析：學童每月零用錢的額度(有零用錢之學童)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平均每月

約 100 元以內。 

(3) 零用錢的用途(有零用錢之學童) 

表 6-3 零用錢的用途(有零用錢之學童) 

零用錢的用途 
 

不花錢 文具用品 吃喝 
娛樂(玩

具等) 
其他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57 31 31 10 3 132 

百分比 36% 19% 18% 6% 2%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40 35 34 14 13 136 

百分比 29% 26% 25% 10% 10% 100% 

分析：學童零用錢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皆以不花錢(存起來)為大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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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童最常購買的飲料 

表 6-4 學童最常購買的飲料 

最常購買的飲料  礦泉水 奶類 純果汁 含糖飲料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34 36 8 73 151 

百分比 22% 23% 4% 51%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22 27 10 77 136 

百分比 17% 20% 7% 56% 100% 

分析：學童最常購買的飲料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高達 51%以上的學童常購買含

糖飲料。 

(5) 學童購買含糖飲料頻率 

表 6-5 學童購買含糖飲料頻率 

購買含糖飲料

頻率 

 從不 

購買 

一星期 

1 次 

一星期

2~3 次 

一星期

4~5 次 

每天 

購買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7 52 42 21 15 151 

百分比 5% 38% 31% 15% 11%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9 32 44 18 33 136 

百分比 7% 24% 32% 13% 24% 100% 

分析：學童購買含糖飲料頻率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幾乎每星期至少購買一次以

上。而在無設立合作社下每天購買含糖飲料亦高達 24%。 

(6)學童最常購買含糖飲料的地點 

 表 6-6 學童最常購買含糖飲料的地點 

購買含糖飲

料地點 

 
合作社 

便利 

商店 
路邊攤 超市 夜市 其他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8 85 9 27 8 14 151 

百分比 5% 56% 5% 17% 5% 12%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0 86 13 16 0 21 136 

百分比 0% 63% 10% 12% 0% 15% 100% 

分析：學童最常購買含糖飲料的地點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超過 50%皆在便利商

店購買含糖飲料。 

(7)學童最常購買含糖飲料的品牌 

6-7 學童最常購買含糖飲料的品牌 

購買含糖
飲料地點 

 
統一 

古道 可口可
樂 

愛之味
味全 

飲料店 其他 合計 

有合作社 人數 41 11 14 3 10 60 12 151
百分比 28% 7% 9% 2% 6% 41% 7% 100%

無合作社 人數 35 6 15 1 7 64 8 136
百分比 26% 4% 11% 1% 5% 47% 6% 100%

分析：學童最常購買含糖飲料的品牌不受有、無合作的學校型態影響，約 40%~50%左右的學

童常購買飲料店(如清心‥等)的相關含糖飲料。 



圖 6-1 有合作社學童飲用含糖飲料消費行為統計圖 圖 6-2 有無作社學童飲用含糖飲料消費行為統計圖 

圖 6-3 有合作社學童飲用含糖飲料消費行為統計圖 圖 6-4 有無作社學童飲用含糖飲料消費行為統計圖 

分析: 有、無合作社的購買行為較為不同的項目為:一個月的零用錢(有合作社，10-50 元 

39%；無合作社，100 元以上 34%)及大約多久會購買含糖飲料(有合作社，一星期一次 38%；

無合作社，一星期 2-3 次 32%)和購買時會考慮品牌嘛?( 有合作社，會 54%；無合作社，不

會 60%)。 

 

6.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 

本研究依據統計結果，結論分析如下： 

(1)本研究對象以台南縣 5所國民小學高年級學生為主，其中新民國小與白河國小兩所校內設

有合作社，內角、新泰及大竹國小等三所校內未設立合作社。學生男女人數平均，大多數

孩童對於自己父母親之教育程度較不了解，約 33% 的父母親教育程度為高中職。父母親

每月給予家中孩童的零用錢之多寡與孩童自行前往消費的行為有極大關係。每月零用錢約

為 50~100 元，多數學童還同會將零用錢花費於飲食方面，又以含糖飲料為多數。 

(2)依問卷統計，學校內設有合作社及無合作社與學童早餐搭配含糖飲料有極大關係，學校中

有合作社的學童在於早上時段較少飲用含糖飲料，而是在晚上在於家中時較常飲用含糖飲

料。 

(3)依問卷統計，父母親及師長對學童飲用含糖飲料的限制不受學校有無設立合作社影響，很

少限制（含不受限制）皆高達 60%以上，顯示父母親及師長的態度在此方面是較不重視的。 

(4)依問卷統計，在無合作社的學校，師長會以含糖飲料方式鼓勵學童良好表現，此一現象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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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擔憂，但卻是可立即改善的現象。 

(5)學童接觸含糖飲料的年齡接非常早，顯示父母親扮演極其重要角色。另外學童喜歡購買含

糖飲料與街道上便利商店及冷飲店林立不無相關，而飲料頻率亦偏高的狀態。 

(6)綜合問卷統計有、無設立合作社之相同點及相異點 

相同點 

項目 結果 說明 

父母親會不會限制你喝

含糖飲料 

依資料顯示校園中有無合作社，

家中父母依然很少限制(40%)學

童喝含糖飲料。 

校園中有無合作社與父母親是

否限制孩童飲用含糖飲料並無

極大之影響。 

最常購買的飲料 
依資料顯示學童最常購買含糖飲

料約為(50%)以上。 

校園中有無合作社與學童購買

飲料的選擇無關係。 

購買含糖飲料地點 

依資料顯示約 50%學童都前往便

利商店購買含糖飲料。 

校園中有無合作社與學童購買

地點並無差異，因學童居多都前

往便利商店購買。 

相異點 

項目 
結果 

說明 
設立合作社 無設立合作社 

表現良好時師長會購

買含糖飲料作為鼓勵

嘛? 

依資料顯示，有設立

合作社之學校孩童以

不會(70%)居多。 

依資料顯示，無設立

合作社之學校孩童以

會(62%)居多。 

師長對學童是否以含

糖飲料的方式獎勵，顯

示有、無合作社的學校

型態有極大的差異。 

一星期內最常喝的時

間 

有合作社之學童均以

晚上(55%)在家飲用

居多。 

無合作社之學校學童

均以早上(42%)在校

時間居多。 

學童每天飲用含糖飲

料的時段顯示有、無

合作社的學校型態有

極大的差異。 

 

6.2 建議 

由本研究得知，孩童飲用含糖飲料的情況非常嚴重，尤其以年幼的學童而言，成長階段養成

飲用含糖飲料的習慣，其日後的健康問題令人擔憂，提出建議如下，希望相關單位及每個人

都能多注意，期待我們的下一代都能有個健康的身體。 

(1)家長方面 

a、家長需要購買含糖飲料時，必須挑選低糖或無糖的飲料，不該讓自己的小孩飲用甜度

過高的飲料。 

b、若家中家長的零用錢以買早餐為基準，每天給予孩童的零用錢應為 20~50 元為主，也

應告知孩子大多含糖飲料是對身體健康有影響的。家長盡可能不給予零用錢而自行前

往購買營養早餐給孩童食用。 

(2)學校方面 

a、學校所嚴禁含糖飲料進入校園(含合作社及自動眅賣機)，建立全校白開水及有營養價

值的校園環境，並藉由集合宣導不要喝過甜的飲料。 

b、教師勿以購買含糖飲料的方式鼓勵表現良好的學童，並建議課堂上教授學生營養成分，



讓校醫說明喝過甜的含糖飲料，會導致什麼疾病，加深孩童的健康觀念。 

c、學校可舉辦「喝白開水活動觀察與紀錄活動」,公開表揚喝白開水最多之學童。 

(3)政府方面 

a、政府限制飲料甜度的上限，如超過上限就必須處以罰金。 

b、對飲料廣告設立規範，尤其針對學童最常收看時段，限制或禁止播放。 

(4)媒體方面 

新聞適時的報導喝過多甜度的含糖飲料可能會引起什麼病症。 

6.3. 日後研究建議 

(1)本研究目前只進行 5所台南縣國小高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以有、無設立合作社進行高年

級學童含糖飲料的消費行為調查分析研究，希望未來能增加擴大研究範圍。 

(2)本研究僅針對父母親態度、師長態度及設立合作社對學童飲用含糖飲料以表列之敘述統計

方式陳列，將來宜以積、差相關係數分析及多因子廻歸分析，進行深入研究，以探求何者

為最主要相關係數，以利相關人員共謀良策。 

(3)本研究僅進行橫斷面的研究，日後可進行連續面的追踨研究，以此五班學生為基礎，在其

進入青少年探討含糖飲料的飲用是否有任何變化及其相關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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