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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在的國中生，對於電子煙的認知到底是甚麼？媒體上有些說它能戒菸害，有些說它

會致病…因此，我們想研究，國中三個年級，對於電子煙有沒有不同的認知差異？如果有，

差異點是甚麼？希望知道何種宣導方式，對國中學生電子煙防治成效最好，讓教育部門得

以依照不同的年齡特性，施以適當的宣導，給予學校在未來實施反煙防治課程的建議。我

們決定以問卷方式，調查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對電子煙的認知狀況，流程如下圖： 

 

圖 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我們希望研究不同年級對不同認知因子與宣導方式，對於國中不同年級相關影響，所

以將研究架構繪製如下圖： 

 

 
圖 2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貳、正文 

一、研究目的 

 

1. 了解國中不同年級的國中生是否已具備電子菸相關知識。 

2. 了解國中不同年級的國中生經過宣導後是否產生實際效用。 

 

二、研究問題 

 

1. 國中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對電子煙相關知識認知是否存在差異？ 

2. 國中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對不同宣導方式是否存在效果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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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一) 電子煙的定義 

 

「電子煙為通過加熱通常含有尼古丁（會上癮）的液體、香料和其他化學藥品來

製造氣霧。使用者將這種氣霧劑吸入肺部。旁觀者會在使用者呼出氣霧到空氣時，吸

入這種氣溶膠。」(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2018) 

 

(二) 影響青少年的電子煙認知研究 

 

電子煙的普及，是這幾年的事。以下就本小組所能找到的關研究，整理如下表 1。 

 

表 1 

影響青少年的電子煙認知研究一覽表 

作者與出版年份 內容 

吳芳純等人(2010) 

 

1. 有 17.4%的青少年曾經吸過菸。 

2. 吸煙男比女多。 

3. 第一次抽菸以好奇為主要原因。 

4. 吸煙青少年的同住親友有 61.9%有吸菸。 

5. 吸煙低認知的學生較容易有吸菸經驗。 

賴靜儀 (2018) 1. 抽電子煙的消費者主要僅以抽電子煙為主。 

2. 抽電子煙的消費族群年齡層較抽香煙者為低，主因是

電子煙便宜。 

呂羿萱(2019) 1. 青少年的消費者通常不會因為電子煙消費而對生活

風格與自我的形塑產生影響。 

2. 電子煙消費的形象因與紙煙同為「煙品」而以負面形

象為主。 

蔡鈺君 (2019) 1. 預防吸菸青年使用電子煙措施之方向，首要幫助吸煙者

戒菸。 

2. 電子煙納入校園煙草相關的教育和戒煙諮詢中，可預防

青年吸煙且開始同時使用電子煙。 

薛光傑、郭斐然

(2019) 

1. 青少年若曾在 2 年內吸過電子煙，其嘗試一般菸品的

機會是非使用者的 6 倍。 

2. 青少年使用電子煙，也會增加酒精濫及大麻等物質。 

3. 英、美、加、日、韓研究顯示，青少年有 1/4 以上想嘗

試電子加熱菸品。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三) 編制問卷 

 

利用文獻分析後所得的結果整理編製，並邀請以下三位專家：專家 A，近 30 年

專業護理工作的年資，現任○○醫院急診部護理長。專家 B，在醫療院所與衛生所服

務超過 30 年的年資，現任○○國小校護。專家 C，臨床護理經驗逾 30 年，現任衛生

局技士，為煙害防制項目負責人。予以校正後，問卷內容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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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實施問卷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其中第 1~8，以及第 10 題是電子煙認知因子相關度題，且第 7、第 8 題是刻意設

計的相反題，如果受測者這兩題答案相同，我們將視為無效問卷。第 9、第 11~17 題

電子煙宣導影響力題。 

 

(四) 問卷調查 

 

1. 研究對象與限制：受限於時間，本研究選擇花蓮縣宜昌國中學生，每個年級兩個

班為研究對象，所以不能保證可以將研究結果推廣到全國的國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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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計與抽樣方式：以立意取樣方式，實施問卷調查。在宜昌國中三個年級隨機抽

出兩班學生施測後，利用 EXCEL 統計調查結果。 

 

(五) 調查實施與分析 

 

施測問卷時間為 2019 年 9 月 25 日，共發放 151 份，其中 45 份為無效卷，有效問

卷數共 106 份，七年級 32 份，八年級 38 份，九年級 36 份。無效卷的份數偏高，是

因為第 7、8 題是相反題，研究小組把這兩個題目勾選狀況相同的問卷視為無效卷，

所以無效卷的比例高，七年級占了全部回收問卷的 43%，八年級 27%，九年級 16%。

就本次調查各題的答題狀況，依題號歸納結果於下。 

 

1. 我聽說過或見過電子煙：不分年級，絕大多數的學生自認為自己知道電子煙。 

 
圖 4  問卷第 1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2. 我相信電子煙不會成癮：七年級認為電子煙不會成癮的比例最高，八年級次之，九年

級最低。可見年級越高，越能知悉電子煙是會讓人上癮的產物。 

 

圖  問卷第 2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3. 含有尼古丁和香料的電子煙，對身體健康無害：七年級認為電子煙無害的比例最高，

有將近兩成的人認為有尼古丁和香料的電子煙無害，且高年級也有一定比例的人認同

此題。 

 

圖 6  問卷第 3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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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煙能協助紙煙成癮者成功戒菸：七年級的學生認為電子煙能協助戒菸的比例最高，

年級越高，比例依序下降。這有可能是學校宣傳造成的效果。 

 

圖 7  問卷第 4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5. 電子煙能降低全體吸煙者的總人數：各年級都有兩成左右的學生認為電子煙可以降低

吸煙者總人數，雖然贊成比例與年級成反比，表示學校宣導也許有一定的效果。 

 

圖 8  問卷第 5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6. 電子煙沒有二手煙問題，不會導致肺癌：絕大多數的學生都能把吸電子煙和肺癌產生

認知連結。但是九年級出現兩位受訪者認為吸電子煙不會有肺癌問題。 

 

圖 9  問卷第 6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7. 為了減低紙菸使用者死亡率，政府應開放電子煙：很高比例的受訪者不認同。但各年

級也有一成左右的人，認為可以開放販賣，其中八年級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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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問卷第 7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8. 政府應該完全禁止電子煙販賣使用：七年級的學生認為不該完全禁止販賣的比例最高。

整體學生平均說來約兩成。 

 

圖 11  問卷第 8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9. 我會因為朋友的鼓勵而去吸食電子煙：幾乎所有的受測學生，都認為自己不會受到朋

友飲響而去吸食電子煙。 

 
圖 12  問卷第 9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10. 我認為吸食電子煙會讓人看起來更有吸引力：幾乎所有的學生，都不認為吸食電子煙

是一件有吸引力的事情。 

 

圖 13  問卷第 10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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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對於電子煙的知識來源是學校宣導：七年級高達四成以上的人，對電子煙的知識來

源不是學校宣導。就算是八、九年級，自認為對電子煙的知識來源不是學校的也占了

兩到三成。 

 

圖 14  問卷第 11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12. 有機會我會販賣沒有尼古丁及焦油的電子煙：低年級的學生，有一成的人願意在未來

從事電子煙的買賣，但是八、九年級都只有 1~2 人願意。 

 

圖 15  問卷第 12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13. 若喜歡的偶像吸電子煙會讓我也想嘗試：這一題七年級的全體作答者都認為自己不會

因為偶像去吸電子煙就跟著做，但是八年級有一成的學生認為自己會因為偶像吸菸而

跟著學。 

 

圖 16  問卷第 13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14. 看到遠離毒害的海報能讓我拒絕接觸電子煙：每個年級都有約兩成的作答者，不認為

海報能對他們不接觸菸品造成影響，七年級有超過 30%覺得海報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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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問卷第 14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15. 我會因為專家的解說而不接觸電子煙：每個年級的受訪者，都有一成以上不相信專家

宣導，而且還呈現年級越低，越不相信專家的趨勢。 

 
圖 18  問卷第 15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16. 我會因為網路訊息而不接觸電子煙：八年級學生比其他年級依賴網路資訊，整體說來，

國中生會因為網路資訊而遠離菸品的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圖 19  問卷第 16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17. 我會因為新聞報導而不接觸電子煙：八年級的學生接受新聞報導遠離電子煙的比例高

於其他年級，七年級的學生比較相信新聞，九年級的學生比較相信網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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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問卷第 17 題施測結果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參、結論 

 

(一) 國中生的電子煙相關知識認知是否存在差異？ 

 

1. 絕大多數學生知道何謂電子煙。  

從第 1 題可以知道，絕大多數國中生自認為已經知悉電子煙。這應該是蔡鈺

君 (2019)、賴靜儀 (2018)的研究所述，台灣的戒菸教育從小時候就強調，能看出

巨大成效。 

 

2. 大多數國中生對於電子煙的觀感是負面的，九年級情況最明顯。  

第 10 題，各年級都有將近九成以上的人，不認為吸電子煙「很帥」，九年

級甚至達到 100%。加上其他的題目，例如第 6 題吸食電子煙會致肺癌等，都能

做到大比例的正確認知，所以可以斷言，施測對象對於電子煙的觀感以負面為大

宗。從數字看，第 10 題九年級對電子煙的負面印象最強烈，這可能是長時間宣

導，以及九年級學生開始獨立思考判斷後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和呂羿萱 (2019)

的研究結果類似。 

 

3. 大多數國中生對電子煙的知識是正確的，但七年級這部分表現明顯偏低。 

第 2、3、4、5、7、8 題，是有正確的研究結論的電子煙認知。雖然整體來

看，超過一半的受測學生都能準確的選擇正確的知識，但是七年級學生回答正確

率明顯偏低，國小的電子菸宣導手段，是不是有可能依照國小學生的認知能力，

設計新的宣導資料，而不是一體適用國高中、大眾版的宣導資料？ 

 

4. 七年級學生對於電子煙的販賣態度最寬鬆，八年級態度搖擺不定。  

第 7 與第 8 題，關於政府該不該禁止電子煙的販賣，七年級認為讓電子煙販

賣的態度最為正面。八年級的態度呈現矛盾，以第 7 題而言，為了減低紙菸的流

行，他們支持政府開放電子煙販賣的比例最高，但是在第 8 題對於「政府應該完

全禁止電子煙販賣使用」，他們的反對比例也是最低的。可以解釋成八年級的學

生只要動之以情，們就能改變原本的立場。所以在宣導設計上，針對八年級，做

出「有溫度」的宣傳方式，對八年級學生可能產生比較大的效果。這個結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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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光傑、郭斐然(2019)引用美國的電子煙使用狀況相反，美國的青少年是年級越

大越流行電子煙，可能與我國教育單位持續不懈的反煙毒宣導有關。 

 

(二) 國中生對不同宣導方式是否存在效果差異？ 

 

1. 國中生不會因為朋友、偶像影響而接觸電子煙。 

這和一般的認知有極具大的差異。根據指導老師所言，看到國中生開始抽煙

的案例，絕大多數都是朋友群一個拉一個形成的，這也是吳芳純等人(2010)和薛

光傑、郭斐然(2019)的研究結論。然而本調查顯示完全相反的結果，我們推測是

因為國中已經做過太多的類似問卷或考題，學生都知道「正確答案」應該要填甚

麼，或者是太輕視朋友與偶像對自己的影響力造成。 

 

2. 極少數的人接受為了賺錢去販賣電子煙，七年級為了錢賣電子煙的比例最高。 

網路上五花八門的電子煙販售，證明這個行業可能具有高報酬。國中生在持

續的反菸宣導下，認為自己不會為了錢去賣電子煙，比例極高。但是七年級承認

自己可以為了錢去販賣電子煙的比例稍高(13%)，這一點還有賴各方宣導。 

 

3. 對於傳統的學校、海報、專家宣導方式，學生不認同的比例高，越低年級越明顯。 

國中生對於傳統學校的反煙毒宣導方式，已經產生疲態。尤其是海報宣傳，

學生無感的程度不低。這值得教育單位思考，傳統的、單方向的反煙毒活動，是

不是成效不彰？該怎樣才能讓國中生樂於學習正確的電子煙知識？ 

 

4. 網路訊息與新聞對學生遠離煙品效果大過學校宣傳。 

和傳統的學校、海報、專家宣導方式相比，國中生比較相信新聞與網路訊息。

其中八年級學生相信的比例高過其他兩個年級，七年級較相信新聞，九年級較相

信網路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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