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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調查經過 

 

    本調查自 2021年 6月 15日至 2021年 7月 5日進行「青少

年疫情影響」調查問卷發放，針對全臺灣的國小高年級、國中

及高中職學生進行施測，內容為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對

青少年生活相關影響」，調查方式以網路問卷進行。 

 

    為提高問卷回收率，本會發放公文至全臺灣國小五至六年

級、國中及高中職學校，函請教師協助發放施測。 

 

  2021年 7月 5日總計回收網路問卷 18,265份有效問卷。

另外，本會於 2021年 4月疫情爆發前也曾施測青少年疫情問卷

調查。此次調查，部分題目有做疫情前後對照比較分析，正負

3%的抽樣誤差，信心水準為 97%，施測後資料以統計套裝軟體

進行統計分析。 

 

註： 

第三波段資料蒐集（三級警戒期間） 

2021年 6月 15日至 2021年 7月 5日 

 

第二波段資料蒐集 (疫情大爆發前) 

2021年 4月 16日至 2021年 5月 3日  

 

第一波段資料蒐集 

2020年 3月 25日至 2020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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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受訪者分析 
 

一、受訪者呈現男女比例男生(42.7%)、女生(57.3%)。 

 

 

 

 
     <Q1.請問您的性別？> 

 

 

二、受訪者年齡層為國小(21.3%)、國中(36.7%)及高中(42.0%) 

 

身份 國小 國中 高中 小計 

男(7794) 23.5% 34.7% 41.8% 100.0% 

女(10471) 19.7% 38.2% 42.1% 100.0% 

總計(18265) 21.3% 36.7% 42.0% 100.0% 

      <Q2.請問您的身份別是？> 

 

  

性別 男 女 小計 

人數 7794 10471 18265 

總計(18265) 42.7% 57.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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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訪者居住縣市分佈如下 

區住地點 樣本數 百分比 

台北市 677 3.7% 

新北市 1572 8.6% 

桃園市 858 4.7% 

台中市 2090 11.4% 

台南市 728 4.0% 

高雄市 1190 6.5% 

基隆市 202 1.1% 

新竹市 447 2.5% 

新竹縣 585 3.2% 

苗栗縣 630 3.5% 

彰化市 1435 7.9% 

南投縣 651 3.6% 

雲林縣 1571 8.6% 

嘉義市 265 1.5% 

嘉義縣 531 2.9% 

屏東縣 2324 12.7% 

宜蘭縣 740 4.1% 

花蓮縣 647 3.5% 

台東縣 347 1.9% 

澎湖縣 570 3.1% 

金門縣 127 0.7% 

連江縣 78 0.4% 

總計(18265) 18265 100.0% 

      <Q3.請問您的居住的縣市是？> 

 

4. 受訪者居住的地點分佈如下 

居住地點 鄉村 市鎮 都市 合計 

男(7794) 35.3% 36.0% 28.7% 100.0% 

女(10471) 34.7% 38.2% 27.1% 100.0% 

國小(3891) 41.3% 32.5% 26.2% 100.0% 

國中(6701) 38.4% 38.9% 22.7% 100.0% 

高中職(7673) 28.8% 38.2% 33.0% 100.0% 

總計(18265) 35.0% 37.2% 27.8% 100.0% 

    <Q4. 請問您居住的地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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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訪者的家庭結構如下 

家庭 單親 小家庭 隔代 三代 大家庭 合計 

男(7794) 13.7% 51.2% 4.1% 21.8% 9.2% 100.0% 

女(10471) 16.0% 49.4% 4.0% 21.3% 9.3% 100.0% 

國小(3891) 10.0% 52.2% 4.0% 22.0% 11.8% 100.0% 

國中(6701) 13.9% 47.8% 4.6% 23.8% 9.9% 100.0% 

高中職(7673) 18.6% 51.3% 3.5% 19.2% 7.4% 100.0% 

鄉村(6390) 15.8% 39.3% 6.1% 26.5% 12.3% 100.0% 

市鎮(6800) 14.6% 52.8% 3.6% 20.4% 8.6% 100.0% 

都市(5075) 14.7% 60.3% 2.2% 16.6% 6.2% 100.0% 

總計(18265) 15.0% 50.2% 4.0% 21.5% 9.3% 100.0% 

 <Q5. 請問您的家庭屬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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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重點整理 
 

一、六成四青少年想回到原本的學校生活，年齡愈小意願愈高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蔓延全球各國，臺灣 2021年 5月 19

日進入三級警戒，全臺啟動居家線上教學直至學期結束。六成四青少

年想回到原本的學校生活(非常想 36.4% 、有點想 27.6%)，其中以國

小學生最想回到原本的學校生活達 71.2%(非常想 46%、有點想 25.2%)，

年紀愈大的青少年，回學校的意願愈低（已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p<.00）。僅約一成不想回到原本的學校生活(不太想 6.8%、非常不想

3.4%)。 

 

學校生活 非常想 有點想 都可以 不太想 非常不想 合計 

國小(3891) 46.0% 25.2% 22.2% 3.8% 2.8% 100.0% 

國中(6701) 37.4% 27.4% 25.9% 6.3% 3.0% 100.0% 

高中職(7673) 30.6% 29.1% 27.6% 8.6% 4.1% 100.0% 

總計(18265) 36.4% 27.6% 25.8% 6.8% 3.4% 100.0% 

<Q9.您想要回到原本學校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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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成二青少年因疫情導致課業學習落後 

    近五成自認為在三級警戒期間學習較不認真 

    41.7%青少年(有些落後 37.2%、嚴重落後 4.5%)表示因受疫情影

響導致課業學習落後，尤其以國中生 45.8%最高(有些落後 41.5%、嚴

重落後 4.3%)。各年齡層的差異亦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5。 

47.7%青少年認為相較於傳統課堂學習方式，疫情期間的線上學

習模式較不認真(較不認真 39.0%、差很多 8.7%)，尤其女生比男生更

難專注於線上學習，女生有 51.5%、男生有 42.5%，相差約 9%。自認

為自己較傳統課堂學習不認真(皆具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5)。 

 

 
嚴重落後 有些落後 不受影響 有些超前 超前許多 合計 

國小(3891) 3.5% 29.7% 60.5% 4.7% 1.6% 100.0% 

國中(6701) 4.3% 41.5% 50.7% 2.9% 0.6% 100.0% 

高中職(7673) 5.2% 37.2% 53.9% 2.8% 0.9% 100.0% 

總計(18265) 4.5% 37.2% 54.1% 3.2% 1.0% 100.0% 

<Q6. 請問您是否因疫情進入三級警戒而影響學校課業學習？> 

 

 認真許多 認真一點 沒有差別 比較不認真 差很多 合計 

男(7794) 4.4% 11.1% 42.0% 33.6% 8.9% 100.0% 

女(10471) 3.0% 11.1% 34.4% 43.0% 8.5% 100.0% 

國小(3891) 5.0% 12.7% 44.0% 32.8% 5.5% 100.0% 

國中(6701) 2.5% 9.6% 34.7% 44.6% 8.6% 100.0% 

高中職(7673) 3.8% 11.6% 37.0% 37.3% 10.3% 100.0% 

鄉村(6390) 3.7% 11.7% 40.4% 36.2% 8.0% 100.0% 

市鎮(6800) 3.7% 10.9% 36.8% 40.1% 8.5% 100.0% 

都市(5075) 3.4% 10.6% 35.1% 41.1% 9.8% 100.0% 

總計(18265) 3.6% 11.1% 37.6% 39.0% 8.7% 100.0% 

<Q7.請問您覺得比起之前傳統課堂學習的方式，您的認真程度有無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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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成四青少年因疫情而取消活動無法社交感到遺憾鬱悶 

    三級警戒導致學校取消畢業旅行、畢業典禮及園遊會等大型活動，

高達 74.2%青少年感到遺憾(非常遺憾 52%、有點遺憾 22.2%)。 

    由於「居家遠距上課」加上防疫安全考量，影響青少年外出社交

及聚會活動，導致 72.2%青少年感到鬱悶(非常鬱悶 33.2%、有點鬱悶

39.0%)。 

 

 非常遺憾 有點遺憾 還好 不太遺憾 沒有遺憾 合計 

總計(18265) 52.0% 22.2% 18.5% 2.8% 4.5% 100.0% 

<Q11.因為疫情進入三級警戒而取消您學校大型活動的舉辦 

    （如畢業旅行、畢業典禮、宿營郊遊、園遊會…），請問您是否會感到遺憾?> 

 

 

 
非常鬱悶 有點鬱悶 沒差 有點開心 非常開心 合計 

總計(18265) 33.2% 39.0% 25.7% 0.9% 1.2% 100.0% 

<Q12.因為疫情進入三級警戒，影響您和朋友的外出社交或聚會活動 

     （如去同學朋友家玩、逛街、打球或出遊…），請問您感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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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疫期間五成六青少年大幅增加與家人相處時間 

    3C產品的使用限制是居家相處最大衝突 

    因為疫情進入三級警戒，56.3%青少年表示因為有更多的相處時

間而增進家人關係，其次因 34.2%防疫措施配合度類似，但也有三分

之一覺得沒有改變(33.2%)。其中國小生最為明顯，可見與照顧者相

處時間愈長，年紀愈小愈與照顧者相處時間愈長，有助於增進與年紀

較小學童彼此之間的關係（p<.000）。 

    然而，因為相處時間增加，衝突也可能增多，主要原因以 3C產

品的限制使用(48.2%)最為明顯，其次是限制外出(34.7%)、再來是運

動休閒活動減少(31.9%)。 

   

 
更多時間 3C產品 運動習慣 防疫措施 未有改變 其他 

國小(3891) 63.9% 36.6% 30.9% 42.5% 23.9% 0.6% 

國中(6701) 57.0% 27.7% 21.1% 34.5% 32.1% 0.5% 

高中職(7673) 51.8% 23.8% 16.1% 29.8% 38.9% 0.4% 

總計(18265) 56.3% 28.0% 21.1% 34.2% 33.2% 0.5% 

<Q20.請問您覺得，疫情進入三級警戒增進您與家人關係的原因包含哪些？（複選）> 

 

 
造成干擾 3C產品 運動減少 零用錢少 限制外出 

總計(18265) 

22.6% 48.2% 31.9% 8.7% 34.7% 

不配合 不規律 未有改變 其他 

6.7% 30.1% 27.4% 1.4% 

<Q19.請問您覺得，疫情進入三級警戒造成您與家人衝突的原因包含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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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成擔心自己或家人染疫，七成五擔心社區確診增染疫風險 

    79.5%青少年擔心自己或家人染疫(非常擔心 47%、有點擔心

32.5%)，相較於今年 4月時國際疫情嚴峻，而台灣疫情尚未大爆發前

的 66.6%(非常擔心 35.9%、有點擔心 30.7%)，提高 13%。 

    同時，74.6%青少年(非常擔心 42.4%，有點擔心 32.2%)也會因社

區有確診狀況，而擔心自己或家人會增加感染的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女生、國小階段、住在鄉村以及單親家庭的兒少

對於染疫的擔心程度顯著大於其他族群（p<.000）。 

 

 
非常 

擔心 

有點 

擔心 
普通 

不太 

擔心 

完全 

不擔心 
合計 

男(7794) 44.1% 31.4% 18.4% 3.5% 2.6% 100.0% 

女(10471) 49.1% 33.3% 14.1% 2.4% 1.1% 100.0% 

國小(3891) 52.4% 29.2% 13.9% 2.5% 2.0% 100.0% 

國中(6701) 45.4% 32.6% 17.1% 3.0% 1.9% 100.0% 

高中職(7673) 45.7% 34.0% 15.7% 3.0% 1.6% 100.0% 

鄉村(6390) 51.4% 30.5% 14.6% 2.2% 1.3% 100.0% 

市鎮(6800) 46.0% 33.2% 15.9% 3.1% 1.8% 100.0% 

都市(5075) 42.9% 33.9% 17.5% 3.4% 2.3% 100.0% 

2021年 6月

(18265) 
47.0% 32.5% 15.8% 2.9% 1.8% 100.0% 

2021年 4月

(17696) 
35.9% 30.7% 24.1% 4.4% 4.9% 100.0% 

2020年 3月 

(11205) 
47.2% *** 47.0% *** 5.8% 100.0% 

<Q21.請問您是否會擔心自己或家人得到 COVID-19?> 

 

 

 

非常 

擔心 

有點 

擔心 
普通 

不太 

擔心 

完全 

不擔心 
合計 

總計(18265) 42.4% 32.2% 19.9% 3.3% 2.2% 100.0% 

     <Q22.是否會因自己所住社區的確診狀況，而擔心自己或家人會增加感染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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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成四青少年因疫情而擔心影響父母收入，僅一成不擔心 

    新型冠狀病毒衝擊全球經濟，64%青少年擔心父母收入受到影響

(非常擔心 32.3%、有點擔心 31.7%)。不過也有 26.2%的兒少處於相對

平穩的狀態，雖然僅有 9.8%青少年表示不擔心(5.7%不太擔心、4.1%

完全不擔心)。同樣的，女生、國小階段、住在鄉村以及單親家庭的

兒少對於父母的收入有較大的擔心（p<.000）。 

 

 

非常 

擔心 

有點 

擔心 
普通 

不太 

擔心 

完全 

不擔心 
合計 

男(7794) 31.6% 30.7% 27.1% 5.9% 4.7% 100.0% 

女(10471) 32.7% 32.4% 25.7% 5.6% 3.6% 100.0% 

國小(3891) 35.7% 29.3% 25.1% 5.3% 4.6% 100.0% 

國中(6701) 28.8% 32.7% 28.7% 5.4% 4.4% 100.0% 

高中職(7673) 33.5% 32.0% 24.9% 6.1% 3.5% 100.0% 

鄉村(6390) 35.7% 29.3% 25.1% 5.3% 4.6% 100.0% 

市鎮(6800) 28.8% 32.7% 28.7% 5.4% 4.4% 100.0% 

都市(5075) 33.5% 32.0% 24.9% 6.1% 3.5% 100.0% 

總計(18265) 32.3% 31.7% 26.2% 5.7% 4.1% 100.0% 

<Q23.請問您是否會擔心疫情進入三級警戒影響家庭（父母）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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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疫情風暴下，76%青少年擔心臺灣高過全球狀況 

    從經濟到生活日常，疫情改變人類習以為常的運作模式，75.7%

青少年擔心全台疫情發展(非常擔心 33.2%、有點擔心 42.5%)，僅 1.2%

完全不擔心。國小階段兒少的擔心程度明顯高於國中與高中階段

（p<.000）。這或許與臺灣疫情發展直接連動家庭經濟狀態有關，而

國小高年級階段的學童，一方面已經夠大到理解家庭狀況，但同時又

太小到需要仰賴家庭提供支持與協助，因此，相較其他已經比較有能

力協助家庭經濟的大孩子們來說，有較高的擔心。 

    相較於國外疫情發展，60.7%青少年擔心疫情在其他國家發展(非

常擔心 22.8%、有點擔心 37.9%)，低於對國內疫情的關切程度。國中

階段的青少年對國外疫情的擔心又顯著低於國小與高中階段。或許可

以理解成國中階段的少年有許多發展上的議題正在自己體內劇烈變

化中，因此無暇將心思放在更遙遠的國際疫情狀態上。雖然低於對國

內疫情的關切程度，但也呈現青少年除關心國內疫情，同時也關心國

外狀況。 

 

 

非常 

擔心 

有點 

擔心 
普通 

不太 

擔心 

完全 

不擔心 
合計 

男(7794) 31.0% 38.5% 24.9% 3.5% 2.1% 100.0% 

女(10471) 34.8% 45.5% 17.1% 2.0% 0.6% 100.0% 

國小(3891) 39.8% 39.0% 17.9% 1.9% 1.4% 100.0% 

國中(6701) 30.6% 43.7% 21.9% 2.7% 1.1% 100.0% 

高中職(7673) 32.0% 43.4% 20.4% 2.9% 1.3% 100.0% 

總計(18265) 33.2% 42.5% 20.5% 2.6% 1.2% 100.0% 

<Q29.請問您是否會擔憂未來疫情在臺灣的狀況?> 

 

 

非常 

擔心 

有點 

擔心 
普通 

不太 

擔心 

完全 

不擔心 
合計 

總計(18265) 22.8% 37.9% 33.0% 3.7% 2.6% 100.0% 

<Q30.請問您是否會擔憂未來疫情在其他國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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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與結論 

一、全球化思維，平衡關注國內外發展 

    全球化經貿發展，導致各國間人與人的密切往來，然而「疫情無

國界」,但由於新冠病毒的潛伏期長短因人而異，及無症狀感染者不

易察覺，導致容易疫情一旦快速蔓延傳播，進而發展成「全球危機」。 

  從調查結果發現，青少年關注國內疫情發展高於對其他國家的疫

情發展，雖然可以理解對自身生活密切相關事務的關注原本就會高於

對與生活較遠的其他事務的關注。但可推論對於「全球化概念」較為

薄弱，國際素養需再提升努力，尤其在世界村的今天，更應具有「全

球化概念」，提升國際素養，畢竟，所有國家都更應廣納參考各國相

關資訊，因應在地思維才能做出更完善的決策。 

 

二、政府學校對弱勢家庭的關懷與支持 

    各國政府的抗疫政策，影響年輕人對她的信賴。調查顯示，在臺

灣疫情進入第三級警戒，必須遠距上課，取消各項活動後，仍有高達

70%的青少年看到政府之前對抗疫情，延緩疫情進入社區的成效，認

同政府的政策。 

  然而，面對疫情，相對白領階級可居家辦公，無法居家工作或藍

領階級仍需到現場工作，相對增加許多防疫產品的購買支出。加上，

若孩子在家遠距上課，伙食及水電等生活支出亦大幅增加，或因工廠

停工或停業，或必須請假在家照顧小孩，造成收入減少。對弱勢家庭

而言，身心及經濟負擔更加沉重。 

  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64%青少年因疫情而擔心影響父母收入，且

僅僅一成不擔心。對尚無經濟能力的青少年而言，一方面擔心可能失

業的爸媽，更要面對自己無法預知的未來，不知道何時可以回學校上

課，心情壓力可見一般，除建議政府或民間基金會對弱勢家庭提供緊

急經濟援助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更需要父母安撫，與學校、專業

機構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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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安住孩子的情緒，建立自律能力，再談課業 

    新冠疫情帶來對全臺青少年最深刻感受，莫過於在家上課、消

毒防疫次數增加、減少外出及運動等造成生活上的不便，以及自己

或家人可能染疫的擔心。尤其從去年初至今己超過 18個月，新聞媒

體及網路社群，每天充斥大量世界各地疫情消息，在瞭解最新情況

的同時似乎也無意間讓「焦慮」影響青少年心理。 

   80%青少年擔心自己或家人染疫，相較於今年 4月時國際疫情嚴

峻，而臺灣疫情尚未大爆發前的 67%，提高 13%，更比去年(2020年

3月)的 47%，大幅近增加 32.3%，顯示這一波進入社區感染階段的

疫情確實因為影響日常生活而對青少年心理造成巨大心理負擔。 

  42%青少年自認因疫情進入三級警戒而影響學校課業學習落後，

48%認為相較傳統課堂學習方式，疫情期間的線上學習較不認真，可

見青少年仍很在意自己的學習狀況。需關注因疫情而導致親子衝突

增多，主要原因以 3C產品的使用(48.2%)最為明顯。 

  72%的青少年承認因疫情在家,導致課外網路使用增長，難怪家

長認為因遠距教學導致 3C螢幕的時間已明顯變長，造成視力受損，

而上網難防有害身心的數位內容等擔憂，而精力旺盛的青少年，在

家能做的事情相對有限，若沒有好的指引與自制力，會無所事事。 

    建議強化親子溝通與青少年自律能力，擬定家庭可以相互彼此

協助的計畫，讓青少年除了擔心之外，可以有所行動，協助安穩青

少年的情緒，同時更能協助青少年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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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疫情後，學生期待實體與線上教學各半，學校準備好了嗎？ 

    五月份，台灣疫突如其來爆發，瞬間打亂了整個教學節奏。台

灣的教師應變能力也非常迅速，將實體課程搬到網路線上來做教學。

這段期間，學生似乎也不排斥線上學習。根據本會調查，近半數的

學生希望疫情結束後，教學模式能實體與線上課程的比例能各半進

行(43.0%)。 

    台灣疫情狀況較微趨緩，疫苗施打率也逐漸提升。六成四青少

年表示想回到原本的學校生活(64%)，尤其是國小學生超過七成

(71.2%)。 

    後疫情時代，不受時間與空間影響的線上教學必然是未來常態

的教學模式之一，需求甚至可能持續擴大。如何培養教師熟練運用

數位工具與生動有趣教學，才能達到學生有效的學習成效，將是未

來教師須面臨的重要課題與挑戰。 

 

 

 

 

 

 

 

 

 

 

 

 

 

 

 

 

 

 

 

 



15 

 

附件參考 

BBC新聞網列出新冠疫情精神健康 幫助少年兒童擺脫焦慮的八種方法 

根據對兒童焦慮的研究，以下八種方式可以幫助任何年齡段的孩子面對焦慮： 

1、認清焦慮 

首先，只有認識到孩子正處於焦慮狀態才能提供幫助。父母是辨認孩子情緒的專

家。他們的焦慮用什麼方式表達？是問問題還是大哭大鬧？是不舒服還是要求

抱？ 

2、營造談話空間 

讓孩子知道可以隨時找你談話，但不要強迫他們。兒童和青少年都認為一邊做其

他事情一邊談話更加容易，譬如畫畫時、烘烤糕點時或者玩遊戲時。不要在臨睡

前談焦慮，因為臨睡前的時間應該平靜。如果時間真的太晚，可以建議孩子把焦

慮寫下來，留待第二天再談。 

3 、榜樣的力量 

即便父母同樣對疫情感到焦慮，仍然可以為孩子樹立起沉著應對的榜樣。這將有

助於讓孩子放心：即便問題嚴重，但仍然沒有失控。 

4、認真傾聽 

花時間傾聽孩子說話，問問題，對他們看到的事物表示興趣。讓孩子知道他們的

想法和感受都是可以理解的。向孩子解釋：雖然焦慮時身體做出很不舒服的反應，

但這些都是正常的。 

5、憂慮與現實 

焦慮是一種情緒，但所憂慮的未必已成現實。仔細傾聽，理解孩子究竟在擔心焦

慮什麼。他們擔心的壞結果有多壞？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果真發生又會怎樣？

能否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幫助他們看到不會引起焦慮的結果。 

6、處理外部壓力 

要留意孩子看到、聽到、接觸到的新聞報道和社交媒體內容是否令他們不安。如

果孩子已經難以應付，不要再給他們更大的壓力。相反，向他們強調與人為善和

照顧好自己的重要性。 

7、自信心 

如果孩子相信自己有能力應對困難，焦慮將大為減輕。你可以向孩子顯示對他們

的信心，幫助孩子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時幫助他們了解有些焦慮你也無能為

力，他們必須自己面對，但可以通過分散注意力等方面加以調節。 

8、照顧好自己 

困難時期，每個人都面臨壓力，你需要照顧好自己才能最好地照顧孩子。 

以上各點適用於不同年齡段的孩子，也適用於在疫情中感到憂慮的每一個人。 

 

資料來源：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833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