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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婦女知多少？初次懷孕婦女之營養詞彙 
可讀性研究初探

How Much Do Pregnant Women Know?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Readability of Frequently-used Nutrition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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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有二，其一為探索初次懷孕婦女的營養詞彙理解，其二根據前者將詞彙難

度分類，進行以讀者為導向的詞彙可讀性評估。研究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對網路營養資

訊進行內容分析，從孕產婦關懷網站找出實際使用的營養詞彙，並根據結果設計測驗；第

二階段則對58位受試者進行測驗，分數高低代表對104個營養詞彙的熟悉程度、概念理解
程度。結果顯示，初孕婦女對詞彙的熟悉程度趨近中間值（3.52 ± 0.68），概念理解程度
則屬精熟程度（86%），但是兩者並不完全相關。根據兩者差異可以將詞彙分為四類。本
研究建議，未來專業人士在選用營養詞彙時，應根據不同的詞彙特性而有不同的應對方

式；且不應採用單一詞庫進行專業名詞判斷，應加入更多詞庫，確保詞庫的完整。

關鍵字： 可讀性分析、內容分析、網路營養資訊、初次懷孕婦女

Abstract
People easily access nutrition information just by typing the keywords into the search engine. 

However, pas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opular health information websites that are addressed to 
everyday users tend to be easy to use, while the information quality is questionable. Researchers 
attempt to increase the readability of nutrition education material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nutrition 
terminology used in government nutrition websites by n-gram cutter and nutrition dictionary. The 
results of the generated nutrition terminology list were presented to 58 women of first pregnancy, 
who has the highest demand of nutrition information.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in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content analysis of online nutrition information, which attempted to identify the nutrition 
terms that have been used. The second stage was the glossary comprehension test on the 58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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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Information on nutrition is easily accessible 

through search engines; howeve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validity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popular nutrition websites is dubious. To 
max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udy, we 
focused on women during their first pregnancy 
for their importance in household and to increase 
the health wellbeing of both the mother and child. 
Nutrition education is important for mothers: 
most mothers are the food decision makers in 
their household (Silk et al., 2008), and nutritional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during pregnancy 
has been shown to increase fetal birth weigh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od consumed by pregnant 
women, and reduce the risks of late-term anemia 
and preterm labor (Girard & Olude, 2012). 
Consequently, many support progra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worldwide, such as Early Head 
Start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men’s 
groups in Inquisivi, Bolivia that provide nutritional 
information to pregnant women. Local studies in 
Taiwan have also demonstrated that the transition 
into parenthood is especially challenging for 
women during their first pregnancy (Chen, Huang, 
Chang, & Lee, 2012; Wan, 2010; Ye, 2001). Thus, 
we tested the knowledge pregnant women have 
of nutrition terminology to identify methods of 
making nutritional education materials more 
readable for women during their first pregnancy.

2.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involved two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we performed a content analysis of online 
nutrition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commonly 

participants toward 104 nutrition terms used in the tex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first pregnancy women towards nutrition terms and categorize terms by the result. 
Outcome of the comprehension test shown that self-cognition was highly related to real-cogni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excep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lf-reported-cognition and actual-
cognition, terms can be categorized as “familiarized words,” “incomprehensible words,” “overrated 
vocabulary” and “low confidence word.” In the future professionals are advised to use these terms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different level of comprehens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ethod of 
analyzing terms and identifying a list of nutrition terminologies that is accurate and appropriate,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different field of professions.

Keywords: Readability; Content Analysis; Online Nutrition Information; Women of First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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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nutrition terminology. In the second stage, 
we tested how well participants understood the 
terminology identified in the first stage. We 
used an n-gram parser to analyze the nutrition 
terminology used in a government-built website 
on nutrition; we then matched the identified terms 
to a professional nutrition dictionary. The n-gram 
method—a statistical method used to determine 
the frequency of a term in a text with n words—
was required because the test was conducted in 
Chinese. Specifically, in Chinese, spaces do not 
separate words and one word can be represented 
by one or more characters. For example, if the 
input is a line of text that reads “營養資訊使用詞
彙與可讀性” (nutrition information terminology 
and readability), an n-gram parser outputs the 
terms “營養 (nutrition),” “養資 (meaningless),” 
“資訊 (information),” “可讀性 (readability),” “使
用詞 (meaningless),” “營養資 (meaningless),” 
“營養資訊 (nutrition information),” “使用詞彙 
(terminology),” and “與可讀性 (and readability).” 
These terms are output because “營養 (nutrition)” 
and “資訊 (information)”, being specialized terms, 
appear more than other meaningless combinations 
do. We constructed a program that matches 
the n-gram results to terms in the “Essentials of 
Nutrition” dictionary (containing 1,466 Chinese-
language nutritional terms). The program was run in 
Python (version 2.7).

3. Results
An n-gram parser was run on nine texts 

retrieved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website, and 
our constructed program subsequently identified 
153 terms after analysis of the n-gram results. 
Polysemic Chinese-language terms were removed 
(e.g., 酸 “acid”), and 108 terms remained. These 

term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a test of how well 
participants understood these nutritional terms. 
The test had a two-tiered design that measured 
both the real and self-reported cognition of 
participants in relation to each term. Self-reported 
cognition was measured by asking how familiar 
the participant was with a term (with phrasing 
such as “Is the term ‘proteins’ familiar to you?”) 
Participants scored their responses on a 5-point 
Likert scale. Real cognition was measured by how 
well participants knew the meaning of a term. 
This was measured with factual questions, such a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proteins 
is true?” Participants were scored not on the basis 
of their ability to determine whether a statement 
was true or false but rather on their ability to tie 
the correct terms definition to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ssentials of Nutrition” dictionary). This 
two-tiered design allowed us to measure whether a 
participant understood a term in addition to being 
acquainted with it. A term’s readability was then 
defined as the product of self-reported cognition 
score times real cognition score. We tested the 
content validity of measures in a pilot study, and 
the results were used to refine the test into a final 
version. The final version tested 104 nutritional 
terms in the “Essentials of Nutrition” dictionary.

We recruited 58 participants in November 
2015, and the test was administered as an online 
survey. Among the 58 participants, 44 had a 
college-equivalent degree and 14 had attained 
or were studying for a postgraduate degree. 
The participants had such high educational 
qualif icat ions because most of them were 
users of PTT, the largest forum in Taiwan, 
where PTT requires users to have a .edu email 
address to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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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reported cognition had a mean of 3.52 
(standard deviation [SD] = 1.16, Cronbach’s α = 
0.99), real cognition had a mean 86% accuracy 
(Cronbach’s α = 0.83), and readability had a mean 
of 3.14 (SD = 1.62; maximum possible score: 5).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elf-reported cognition 
and real cognition were highly related, except in 
relation to some terms. 

We d iv ided te rms in to four quadran ts 
(constituted by the two axes of self-reported 
cognition and real cognition). These quadrants 
were “familiar” (high self-reported cognition, high 
real cognition), “overestimated understanding” 
(high self-reported cognition, low real cognition), 
“underestimated understanding” (low self-reported 
cognition, high real cognition), and “unfamiliar” 
(low self-reported cognition, low real cognition). 
For these quadrants, high and low for each 
dimension were defined as higher or lower than 
the mean. Among the 104 terms, 53 were familiar 
terms, 12 were accompanied by an overestimated 
unders tanding of what i t meant , 19 were 
accompanied by an underestimated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meant, and 20 were unfamiliar terms.

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can aid nutrition professionals 

in their provision of health education to women 
during their first pregnancy. Specifically, when 
giving nutritional advice, professionals should be 
mindful of how wide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ood 
each of the 104 terms is. Terms that fall under the 
“familiar” quadrant can be used without further 
explanation, as if they are part of the everyday 
lexicon. Terms that fall under the “overestimated 
understanding” quadrant, which are liable to being 
misunderstood, should be carefully defined by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Terms that fall under 
the “unfamiliar” quadrant should be eschewed 
by professionals in favor of already understood 
ones. Terms that fall under the “underestimated 
understanding” quadrant can be accompanied by 
cues that serve as reminders of what the term means.

Our method of analyzing terms with respect 
to these four quadrants by using a two-tier test 
design can be applied to a variety of fields. 
However, this study is only a preliminary one. 
Researchers can extend our method to analyzing 
the readability of other professional texts aimed 
at other subpopulations (e.g., patients with cancer,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or older adults).

壹、 研究背景

現今人們藉由網際網路，方便且快速的獲

取大量營養健康資訊，使得網際網路成為一個

有潛力能夠強化營養教育的新管道（許婉甄、

陳素鳳、何青蓉，2011），使得流通的營養資

訊，不再只是由醫師或營養師所提供，一般民

眾亦能有所貢獻。不可否認，這類集合群眾

智慧的資訊，有許多寶貴的個人經驗，有些

甚至具有專家背書，但其中也有許多未經過科

學方法驗證，或樣本數僅為「一」的經驗法則

所產生的迷思和謬誤（Sutherland, Wildemuth, 

Campbell, & Haines, 2005）。研究顯示，因為

資訊的良莠不齊，民眾希望專業的健康資訊，

應由國家最高的衛生主管機關主導品質管控

（李秀珍，2010；趙強，2014），且需由受

過專業訓練之人士，如營養師或醫師所撰寫

（魏米秀、洪文綺，2010）。然而，專業人

士所撰寫之資訊，因包含許多專有名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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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需要高中職以上的閱讀能力，才能完全理

解其涵義（Carbone & Zoellner, 2012），而

根據美國調查（Kutner, Greenberg, & Baer, 

2006），擁有高中學歷的民眾中，有兩成五

的民眾可視為功能性文盲，指雖能夠閱讀文

字，卻無法利用所獲得的資訊處理生活事務

者。由此可知讀者的學歷與其閱讀能力沒有

相關，因此即使如臺灣有近七成五的民眾持

有高中以上學歷（內政部統計處，2018），

其健康資訊的閱讀能力還是有可能不足。

一份於2007年執行的臺灣地區國民健

康素養調查研究指出，在包含公共衛生、一

般醫學、食品營養、藥學的四種健康素養

（health literacy）面向中，以食品營養題組

答對比例為最低（湯澡薰等人，2007），顯

示臺灣民眾在健康素養中的營養素養表現最

不盡人意，也代表著營養教育推廣的重要

性。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2016年3

月公告「食品添加物之通用名稱」（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6），規範食品標

示中，化學名詞將得以用通用名稱取代。例

如，以味精與小蘇打等常用俗名取代L-麩酸

鈉與碳酸氫鈉等化學式名。此舉目的在於採

用較為通俗的營養資訊內容，讓消費者更易

於理解，所購買食品的營養與安全資訊。由

此可知，若要對消費者進行高效率的營養素

養教育，瞭解文本對消費者的可讀性是首要

之務。

健康與營養資訊的可讀性分析在臺灣

仍處於發展之中。首先臺灣並沒有如美國

定期調查國民的閱讀能力（Kutner e t a l., 

2006），中文也不如英文環境有豐富的專

業文本可讀性分析工具可以使用（Colaco, 

Svider, Agarwal, Eloy, & Jackson, 2013; Kher, 

Johnson, & Griffith, 2017; Kicklighter & Stein, 

1993; Merritt, Gates, & Skiba, 1993）。雖然

早期研究建議（許麗齡，2004），評鑑健康

醫療網站時，網站內容應避免太多專業術

語，並提到孕／產網站內的資料，應該要以

一般用語撰寫，避免將最新國外研究報告結

果直接翻譯，或使用太多術語。然而研究仍

舊持續指出，許多受訪者對於閱讀理解國內

所使用的健康指導單張及醫療文件內容有困

難（張美娟、鄭雅君、呂基燕、章淑娟，

2015；蔡慈儀、蔡憶文、郭耿南，2010）。

目前臺灣用於分析專業文本可讀性的工具相當

稀少（陳郁盛、黃箴理、白敦文、王兆弘、 

劉敏慧，2018），也未有針對臺灣消費者的

健康資訊閱讀理解，或是詞彙理解程度的分

析或調查。鑑於詞彙是整體文章理解的基

礎，而多數的基本可讀性分析皆是源自於詞

彙的難度分類（曾厚強、陳柏琳、宋曜廷，

2017；陳郁盛等人，2018；Kicklighter & 

Stein, 1993; Merritt et al., 1993），因此本研

究也將從受試者對詞彙理解能力與詞彙難易

度分析著手，嘗試可適用在不同領域進行的

詞彙可讀性分析方法。

有鑑於上述營養素養教育的需求與實

務上的缺口，本研究試著探究研究對象詞

彙理解程度，分析詞彙對研究對象之可讀

性，期望未來幫助提升民眾之營養素養。

為鎖定最適合的營養教育對象，從過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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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疏理，找出營養資訊需求高且有利於營養

教育與傳播的族群。發現最適合的對象為懷

孕的女性，尤其是初次懷孕者，有著更高

的資訊需求（Shieh, McDaniel, & Ke, 2009; 

Singh, Newburn, Smith, & Wiggins, 2002）。

除了「母親」在家中扮演食物的決策者外

（Silk et al., 2008），在懷孕期間所提供的

營養教育和諮詢，已被證明能夠降低妊娠

晚期貧血、早產的風險，並增加胎兒的出

生體重以及提升孕婦的飲食品質（Girard & 

Olude, 2012）。因此有許多支持性計畫如

美國的Early Head Start（EHS）服務、玻利

維亞的Women’s Groups in Inquisivi、印尼的

The Perinatal Regionalization Project（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7;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2020），皆著重於提

供孕婦在孕期內所需要的健康營養資訊。臺

灣本地的研究也顯示，初次懷孕除了帶給女

性保護胎兒的責任，更伴隨著親職轉換所產

生的重大影響（陳彥彤、黃美惠、張鴻耀、

李美雲，2012；萬美麗，2010；葉曉文，

2001）。

初次懷孕婦女對孕期健康、生活訊息、

產檢等資訊都有相當高的需求（陳彥彤等

人，2012；Romano, 2007; Singh et al., 2002），且

希望由專業人士提供資訊（魏米秀、洪文綺，

2010）。為了確保健康決策不受資訊品質的

負面影響，本研究分析詞彙對新手媽媽們難

易度，期望未來能為這些母親們，提供可

信、專業且易懂的資訊內容，使她們在可信

賴的資訊平台閱讀內容時，得以解決初次懷

孕時的焦慮與不安。本研究收集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孕產婦關懷網站（http://mammy.

hpa.gov.tw/），所刊登的營養相關文章，利

用Python程式語言製作網路爬蟲，進行文本

中營養專業術語分析，找出在文章中被使用

的104個營養詞彙，再設計雙階層的「營養

詞彙理解測驗」並給予初次懷孕婦女填答。

本研究目的有二，其一為探索初次懷孕婦女

的營養詞彙理解程度，其二根據初次懷孕婦女

對詞彙的理解程度，將詞彙難度進行分類，利

用以讀者為導向的詞彙可讀性評估方式，豐富

文本可讀性的分析方法。

貳、 文獻探討

為了降低專業人士和消費者之間在營

養知識傳播的溝通落差，本節著重中文專業

文本研究探討，試圖解決專業文本難度過高

的問題，並透過降低專業文本的難度讓消費

者有品質更好的營養資訊。目前網路流通的

營養資訊文本，品質較好的文本通常是由受

過專業訓練的人士所寫出，但是營養專業人

士所撰寫的文本與一般消費者的閱讀能力差

距頗大（Carbone & Zoellner, 2012）。且臺

灣目前的教育單張對於讀者來說也太過困難

（蔡慈儀等人，2010；張美娟等人，2015）

因此降低文本難度，亦即增加可讀性，對於

專業文本尤其重要。且為求本研究的最大效

益，希望未來簡化過的專業文本，能夠被最

有影響力的消費者閱讀，因此最終將研究

對象設定為初次懷孕的婦女，因其有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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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需求（Shieh et al., 2009; Singh et al., 

2002），且其對胎兒甚至未來幼兒的發展具

有影響力（Girard & Olude, 2012; Silk et al., 

2008）。

一、 可讀性分析

(一) 可讀性之定義

K l a r e（ 1 9 8 4）將可讀性定義為

易識別性（ l e g i b i l i t y）、易閱讀性

（ease of reading）、易理解性（ease of 

understanding）等關於閱讀材料的特徵；其

中，易識別性是指筆跡或版面的配置，易

閱讀性為材料的趣味性，而易理解性則指

寫作風格。Dale與Chall（1948）則認為可

讀性（readability）是作者的寫作風格與概

念組織容易被讀者瞭解的程度。但也有另

一說法認為，可讀性是由文章的易辨讀性

（legibility）、易讀性（easy to read）與引

起讀者的興趣（because interesting）三個層

面進行探討（荊溪昱、趙世範、翁凌志，

2007）。易辨讀性即為上文所提到之易識別

性，而荊溪昱等人所提出的易讀性是除了

Klare所提到的易閱讀性之外，更加上易理解

性的概念，講求讀者能從文本中獲得知識。

最後則研究讀者的興趣與閱讀之間的關係，

是以心理學、教育學等角度探討讀者的內在

心理因素。在本研究中因研究範圍限於網路

文本，並無手寫稿所會產生的易辨識性問

題，所以便將讀者的閱讀理解程度設定為本

研究所探討的可讀性。

(二) 專業文本可讀性分析

臺灣目前的領域性文本可讀性分析，

可以宋曜廷等人（2013）所開發的可讀性指

標自動化分析系統為例，該研究選用之分析

文本為教科書，在系統之內有一領域知識文

本分析服務，使用者將網頁連結複製到系統

後，電腦會分析其網頁的內容難度，並回傳

難度或回報無法分析。雖然可以將文本難度

初步分級，但結果呈現簡化，無法進行更進

一步的剖析。與此同時，回顧國外的專業文

本可讀性分析，因可讀性的公式研究已行之

有年，將可讀性套用在專業文本之分析研究

不在少數（Kicklighter & Stein, 1993; Merritt 

et al., 1993），亦有特別針對線上教育醫療

文件的可讀性分析（Colaco et al., 2013; Kher 

et al., 2017）。

目前營養資訊的文本分析在臺灣仍

屬於開拓中，若要用現存的系統進行營養

專業文本的分析，其效果並不甚理想。原

因可能源自目前用來建立可讀性分析模

型的文本。先前研究所使用的文本主要是

以教科書或文學作品為主（宋曜廷等人，

2013；曾厚強等人，2017）。最近亦有利用

心臟醫療照護文件進行自動化可讀性之研究 

（陳郁盛等人，2018），也有研究者進行衛

教「教材適用性評估（suitability assessment 

of materials, SAM）」的翻譯（Chang, Chen, 

Gau, & Tzeng, 2014），而以上的分析，都包

含了一般詞彙與專業術語判定。但可讀性分

析在進行跨領域文本分析時，可能有一般詞

彙與專業術語的誤判。不像英文環境，中文



146

圖書資訊學刊　　第18卷 第2期　（2020.12）

無法用音節來簡單分辨詞彙難度，研究亦指

出，採用音節這類語言特徵的可讀性模型，

並無法反映特定領域文本中專業術語的難度

（Yan, Song, & Li, 2006）。因此必須根據領

域建置專業術語難度鑑定，才能正確計算整

體文本可讀性。而利用句長、常用字比率和

文體（如文言文或詩歌體）來進行閱讀年級

分級的可讀性公式（荊溪昱等人，2007），

在本研究中並不可行，畢竟專業文本多採白

話文撰寫，需要的是根據詞彙難度來鑑定文

本可讀性。Borst、Gaudinat、Grabar與Boyer

（2008）曾將每個詞彙的「類別複雜度」與

「詞頻」作為詞表的兩個分數，並假設越少

使用的詞彙將越複雜且難。根據Borst等人的

經驗，首先建立詞庫（lexica）並分類專業

詞彙與一般詞彙。Bors t等人使用醫學圖書

館標題表（Medical Subject Headings）來作

為分類專業詞彙基準，但臺灣環境並沒有如

美國之控制詞彙可以比對，因此本研究利用

讀者對營養詞彙的理解程度與熟悉程度，進

行詞彙可讀性的評估。畢竟實務在進行衛教

時，難免會用到專業術語，但是專業術語中

是否有些已經被初次懷孕婦女所理解？對她

們來說，這些營養詞彙的可讀性究竟為何？

則是本研究的焦點。期望本研究加入新的詞

彙可讀性評估方式來豐富文本可讀性的分析

方法。

二、 初次懷孕婦女

懷孕是一個生命重要轉捩點，而研究

顯示無論是正在嘗試懷孕的婦女或是已經

懷孕的婦女，其對營養資訊的興趣都會提

升，營養察覺（Nutrition Awareness）亦然

（Szwajcer, Hiddink, Koelen, & van Woerkum, 

2005, 2007）。營養察覺為對營養知識的理

解，並產生對自身健康產生警覺、甚至影

響行為的動機（吳志康、陳品錄，2012；

van Dillen, Hiddink, Koelen, de Graaf, & van 

Woerkum, 2003）。Szwajcer、Hiddink、

Koelen與van Woerkum（2007）在研究中提

到，營養教育推行者應重視提升懷孕婦女

的營養察覺，因為營養察覺對產前、產後

的營養行為都有正面影響。而許多研究也

指出，母親的教育程度與營養素養對於產

後嬰兒甚至到學前的營養狀況有著顯著的

正面影響（Babar, Muzaffar, Khan, & Imdad, 

2010; Girard & Olude, 2012; Sandiford, Cassel, 

Montenegro, & Sanchez, 1995; Silk et al., 

2008）。

初次懷孕經驗又較其他經驗更具意義，

除了生理上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第一次

面對親職的轉變與責任（葉曉文，2001）。

Singh、Newburn、Smith與Wiggins（2002）

的研究也指出，有70%的初次懷孕婦女渴望

得知更多的資訊，且以低收入懷孕婦女為

調查對象的研究中，初次懷孕比起非初次懷

孕婦女更渴望獲得訊息（Shieh et al., 2009; 

Singh et al., 2002）。這些媽媽們對孕期健

康、生活訊息、產檢資訊都有很高的需求，

且希望是由具有公信力與專業人士或單位來

提供，以降低他們的焦慮與不安（陳彥彤等

人，2012；萬美麗，2010；葉曉文，2001）。



147

懷孕婦女知多少？初次懷孕婦女之營養詞彙可讀性研究初探

而Lucas、Charlton與Yeatman（2014）的跨

國文獻探討卻指出，懷孕婦女並未從醫生及

營養師等專業人士獲得足夠資訊，原因可能

包含：專業人士的時間不足、資源不足以及

缺乏相關教育訓練。因此替代性的知識傳播

方式，如網路資訊，勢必有存在需要，但要

如何確保資訊提供的品質，與確保傳遞的效

率是本研究的重點。為了進行有效的健康溝

通，Nutbeam（2008）曾提出，了解衛教對

象的先備知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研究也

針對研究對象之教育程度與學科背景進行分

析。期望未來能對此群體帶來正面的營養素

養影響，而此影響不僅可以提升母親、胎兒

與嬰兒的健康福祉，更能正面影響產後的營

養行為與狀態（Girard & Olude, 2012; Silk et 

al., 2008）。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初次懷孕婦女為研究對象。抽

樣方法採方便取樣，為一種非機率取樣，研

究者從可近母群體中找到容易、就近方便得

到的研究對象（吳麗珍、黃惠滿、李浩銑，

2014）。研究者於電子佈告欄系統，批踢踢

實業坊網站（PTT）的好孕版（https://www.

ptt.cc/bbs/GoodPregnan/index.htm）與媽媽寶

寶版（https://www.ptt.cc/bbs/BabyMother/）

以及研究者本人的人際網絡間，張貼研究參

與招募說明。受試者須同時符合兩個條件，

一為處於妊娠階段（俗稱懷孕）或是剛生產

完一個月內的婦女，二是此次懷孕／生產為

受試者之第一胎。由於PTT的使用介面以鍵

盤操作為主，使用門檻較高，且過去PTT的

使用者需要有.edu學術網域的電子郵件信箱

才能註冊，因而產生受試者的資訊素養較高

以及學歷較高的現象。本研究最終共徵得58

位受試者參與。每位受試者皆完成共104題

的線上「營養學詞彙理解測驗」，測驗於

2015年11月6日完成測試並正式上線開放受

試者填答，於同年11月29日資料搜集完成後

關閉測驗網站。58名受試者的年齡分佈大多

落在26至36歲之間（84%，n = 49），符合

2014年內政部戶政司（2020）統計之第一胎

生育年齡（30.5歲）。

圖一　初次懷孕婦女受試者之孕期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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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分析來源－孕產婦關懷網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蒐集懷孕婦女會

接觸到的網路營養資訊。立意取樣是研究者

從可近母群體精挑細選出來的，非任一母群

體的成員能夠取代，也並非是就近或容易找

到，並且當資料飽和即可停止收案（吳麗珍

等人，2014）。並使用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所架設的網站「孕產婦關懷網」

（http://www.hpa.gov.tw/Bhpnet/Web/Index/

Index.aspx）做為內容分析資料來源，並人

工篩選所有已發表的營養相關文章。「孕產

婦關懷網」內容包含孕產知識、就醫好幫

手、諮詢信箱、孕產會員四大服務。此網站

也是一個雲端服務平台，提供孕產婦及其家

屬各種資訊服務，以產前照護、母乳哺育、

新生兒照護的孕產知識瀏覽為主（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2019）網站內容多由國民健

康署孕產婦關懷中心撰寫，內容經由醫學專

家學者審核後發佈。

本研究收集孕產婦關懷網2014年之前

所發表之孕產婦營養相關文章，篩選條件必

須同時符合：(1)標題中出現補充營養素的教

學、飲食須知、飲食教學之相關文本；(2)

與懷孕時期相關的文本。研究者利用網站內

部搜尋引擎，以關鍵字搜尋「營養」、「食

物」、「如何吃」等營養飲食相關的文章常

見標題可能包含的用語。於2014年12月24日

共蒐集9篇撰寫給第一到第三期孕婦的營養

相關文章，共計達15,645字，達到資料的飽

和。標題如：「懷孕期間可以喝咖啡提神

嗎？」與「孕婦一般飲食原則」。

三、 N-gram斷詞系統與營養學字辭比對 

本研究對9篇於孕產婦關懷網所蒐集到

的文章，共15,645字的字辭比對分為兩步驟

進行，一是文本的斷詞處理，能夠得知文本

所用詞彙為何，並參考過去文獻與齊夫定律

（Zipf’s law），找出文本中實際常用之詞

彙。二是將這些詞彙與《營養學字辭精要》

（謝明哲等人，2002）進行比對，期望能夠

比對文本中哪些詞彙屬於《營養學字辭精

要》中的營養專業術語。

本研究首先利用N-gram將蒐集而來的

文本進行斷詞處理。N-gram斷詞是一種統

計式的斷詞判斷法，利用一個文本中以N個

字為單位收集詞，再直接計算其出現次數，

若出現次數少於兩次，通常非一有意義的詞

彙。例如將「營養資訊使用詞彙與可讀性」

利用N-gram來分析，將會得出「營養」、

「養資」、「資訊」、「可讀性」、「使用

詞」、「營養資」、「營養資訊」、「使

用詞彙」、「與可讀性」等結果。接續計

算各個詞組的出現頻率，正確且有意義的

詞，例如「營養」、「資訊」的頻率相較

會比不正確或無意義的詞彙（例如「營養

資」）高，排列之後即可萃取文章的常用

詞彙（Timdream, 2011）。本研究所使用的

N-gram斷詞演算法來源是為了製作中文文

字雲所改進的演算法，此演算法在搜尋詞彙

時不會有既定的詞長設定，也沒有利用任

何既有的詞庫來做切詞的根據（Timdream, 

2011）。根據齊夫定律，在詞語中詞彙的出

現次數排名會呈冪定律機率分布，表示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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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會大量的出現，但大多是代名詞等較無

意義之詞彙，因此使用次數中等的詞，才是

較重要的詞彙（Croft, Metzler, & Strohman, 

2010），因此本研究在比較常用詞彙時，也

將最高出現頻率與最低出現頻率的字去除，

再進行下一步的分析。

第二步驟係根據《營養學字辭精要》作

為詞庫的分析工具，比對N-gram所辨識出之

文本常用詞彙與《營養學字辭精要》詞彙的

符合情況。本研究之第一作者為具有我國考

選部核定資格之專業營養師，依據華杏出版

機構所發行之《營養學字辭精要》作為詞庫

的來源，建構一詞庫式斷詞工具。《營養學

字辭精要》總校閱為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

學系名譽教授謝明哲，辭典本身是一本英翻

中的查找型字典，並附有每個詞的定義，收

錄營養學詞彙近3,000條。本研究將《營養學

字辭精要》中1,466個中文辭彙作為詞庫，

利用Python2.7版與os、re等套件設計詞庫式

斷詞工具。Python程式語言的特色在於能精

準處理文字資料，善於執行自然語言處理、

網路爬蟲、機器學習等任務，並且有許多開

放原始碼可以利用，亦可整合其他底層程式

語言，入門門檻較低，初學者也能夠進行一

定程度的分析。藉由本研究所建立之斷詞工

具，比對詞庫的詞彙在孕產婦關懷網站文本

中是否曾經出現，並記錄其使用頻率。本研

究參考陳光華與莊雅蓁（2001）之研究結

果，採用部分字串來代替較長的完整字串，

能夠提高資訊檢索系統的效果，進而將此

發現套用於研究工具的設計中。舉例而言，

在本研究中《營養學字辭精要》內的「高生

物價蛋白質」一詞，是用部分字串「生物

價」、「高生物價」及「蛋白質」來代替，

讓系統能更容易找到特定詞彙，使詞彙在維

持其原意義的前提下，被研究者縮短與拆

解。經工具比對後發現有153個詞彙，曾出

現在孕產婦關懷網的9篇文本中。去除在不

同脈絡可能有異義之字詞，如「酸」之後，

共有108個詞彙，可以設計成營養學詞彙理

解測驗題目。

四、 營養學詞彙理解測驗

「營養學詞彙理解測驗」，採雙階層設

計。雙階層測驗是一種常見的學習評量與診

斷工具，可以確定受試者對某一概念是否真

正暸解，在此類測驗中實驗者不需實際進行

晤談，即可以確認受試者對於概念是否真正

瞭解（林靜雯、吳育倫、林燕青，2011）。

本研究設計透過第一階層題目瞭解受試者對

於目標概念的理解程度，第二階層則用以

瞭解受試者對目標概念的理解是否正確。

此研究方法常用在科學性教育中對於迷思

概念與認知衝突的判斷（Chou, Chan, &Wu, 

2007）。而雙階層測驗的限制如其他的選擇

題限制，無法區別受試者答錯時，究竟是

因為缺乏知識，或是根深蒂固的既有概念導

致答題錯誤；當受試者答題正確時，亦無

法區別究竟是真實理解還是猜題（Caleon & 

Subramaniam, 2010），但透過對同樣概念兩

階段的確認，隨意猜題而答對的機率還是較

一般單選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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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設計雙階層問卷，第一階層

詢問受試者對於目標詞彙的熟悉程度，第二

階層測試受試者對於目標詞彙的概念理解程

度。第一階層中，受試者被要求對各營養詞

彙進行熟悉程度判斷，根據李克特氏五點量

表設計之(1)沒聽過、(2)聽過但不知其代表

意義、(3)聽過且略知其代表意義、(4)字面

涵義稍瞭解，和(5)完全瞭解等五級分，給予

詞彙評分。第二階層的題項為四選一的單選

題，測驗受試者能否選出詞彙的正確定義，

答題正確得1分，錯誤則為0分。題目設計中

的正解定義皆出自《營養學字辭精要》的詞

彙解釋，其他選項則是其他詞彙的定義。如

此一來，受試者只需將詞彙與正確定義連

結，不需要判斷選項敘述本身的真偽。根據

此得分，研究者能評斷受試者對於此概念的

理解程度。題目設計的宗旨為盡量保持(1)

題目清晰易懂、(2)一個題目只有一個中心

主題、(3)避免模糊的陳述、(4)避免雙重否

定、(5)用詞簡短扼要，避免太冗長、與(6)

盡量避免使用負向字等原則（蘇哲能等人，

2008）。以下分別利用「營養學詞彙理解測

驗」中的詞彙，「蛋白質」之測驗題項作為

範例說明。

本測驗首先進行五位專業受試者及一名

普通預試者的營養學詞彙理解測驗預試，測

驗以紙本呈現，共給予五位教育程度與背景

專業不同之專業受試者測試，其中一位為營

養背景、兩位為圖書資訊學背景，因其了解

控制詞彙之概念；一位為生命科學背景，因

測驗中有許多生命科學相關詞彙，還有一位

在婦幼醫院服務的現職護士作為專家效度。

另外還有一名普通預試者為非相關科系，並

請其提供非相關專業者對題目之意見。在施

測之後更改題目內容，與預試之108個詞彙

相比，減少答題上有困擾的題目如：攝食。

保留88個詞彙的題目後，加入16個《營養學

字辭精要》內的同義詞，如：維生素B12曾

出現於文本中，但在字辭精要中「鈷胺」是

維生素B12的同義詞。因此加入鈷胺進行評

第二部分、營養學詞彙理解測驗
詞彙理解測驗分為兩階段，第一是對專有名詞的熟悉程度，第二是敘述的正確性判斷，意

即對於詞彙的概念理解程度。以下會有104個營養專業術語，請依照您對每一個詞彙的熟悉程度
為其評分。

18-1. 請問您對下列營養詞彙的熟悉程度為何？1~5分（單選）
（1~5分代表如下：1：沒聽過；2：聽過但不知其代表意義；3：聽過略知其代表意義；4：字
面與涵義稍瞭解；5：完全瞭解）

18-2. 關於蛋白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單選）
□(1)含三個苯環與一個戊烷的特定化學結構，如膽固醇及其衍生物。
□(2)由碳氫氧所組成的化合物，化學式為 (CH2O)n。
□(3)有六個碳的醣類，可由澱粉、肝醣等物分解而來。
□(4)由胺基酸所組成的有機分子。

圖二　營養學詞彙理解測驗題項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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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總計詞彙104個，製作成「營養學詞彙

理解測驗」給予受試者測驗。最後，公開的

線上「營養學詞彙理解測驗」為包含104題

的雙階層營養詞彙測驗，並蒐集孕婦基本資

料與受試者知情同意證明。在本研究中，第

一階層所得到的分數，將代表初次懷孕婦女

對營養詞彙的「熟悉程度」，得分1至5分。

而第二階層所代表的，是初次懷孕婦女對詞

彙的「概念理解程度」，若答對該題，則獲

得1分，答錯則為0分。

最後，本研究定義受試者詞彙的可讀

性評估，為「熟悉程度」加權「概念理解程

度」所得。此方式為本研究獨創，其意義為

分辨受試者對於詞彙的熟悉程度與理解程度

一致或不一致的狀況。得分根據其第一階段

的熟悉程度加權得分的結果，能夠將可讀性

的得分分成0到5分。0分代表的是因為概念

錯誤造成可讀性分數為零；5分代表受試者

熟悉程度高，且正確選擇答案。此一作法除

了分辨受試者是否實際理解營養詞彙，也減

少猜題正確而錯估了初次懷孕婦女的概念理

解程度。

五、 研究倫理

本研究牽涉到受試者的個人資訊隱私

與醫療隱私，在參與研究之前，每一位受試

者悉知自己正在參與研究及其目的與參與形

式，且所有資料將會作為學術用途，告知之

後所有受試者皆簽署研究同意書。研究期間

內，所有資料不會進行分享與複製或異地存

檔，研究後續任何學術發表與報告將刪除會

揭露、影射、直接指認任何個人資訊之資

料，以確保每一位受試者的資料隱私。

肆、 研究結果

一、 受試者分析

根據受試者之教育程度與學科背景進行

分析，58名受試者中，大學、專科，四技二

專者有44人，研究所以上學歷者則有14人，

教育程度偏高之原因，可能是因為受試者來

源多為PTT的使用者，而PTT的使用門檻較

高，並需要利用學校電子郵件信箱註冊，因

此造成受試者教育程度偏高。

比較教育程度、學科背景與孕期是否會

對詞彙測驗的成績有所影響，並以ANOVA

進行檢定，從表一可得知，教育程度對於測

驗成績的F值並不顯著，顯示受試者的實際

理解程度不因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差異。然

而學科背景則對實際理解程度則有顯著性的

影響（p < .01），利用Tukey HSD進行事後

比較發現，此顯著性的差異主要來自技職體

系與其他類組的測驗表現不同，此類組分類

是根據臺灣地區傳統高級中等學校的學習內

容分流而來，普通高中之第一類組除國英數

外加修地理、歷史為主，第二類組除國英數

外加修化學、物理為主，第三類組除國英數

外加修化學、物理與生物，技職體系則為技

術型職業訓練學校。技職體系與第一類組和

第三類組之間有顯著的分數差異（p < .05，

p < .01），和第二類組則無顯著的差異，而

其他類組之間互相則無太大差異。第三類組

的受試者表現最佳，與緊跟在後第一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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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試者表現並無差異，而這兩組皆顯著

的高於第二類組的受試者得分，最後則是技

職體系出身的受試者。造成此結果或許與詞

彙組成有關，在104個測驗的詞彙中，多以

生物相關的詞彙為主如臍帶、子宮。本研究

受試者的年齡分佈大多落在26至36歲之間，

此年齡段的受試者於成長背景時，適用88年

課程標準及部編版教科書，且延後分流之原

則尚未於各高中盛行，多數人高二進行文理

分科，且分科後鮮少跨科目就讀更高學歷 

（陳婉琪，2013），因此普通高中（第一、

二）類組的學生，最後的必修生物課將為基

礎生物（張永達，2004），而其包含的生殖

相關內容只有一章節。高二學生則在生命科

學、物理、化學與地球科學中，至少必選一

科（張永達，2004），因此多數二類組學生

會選擇物理、化學並放棄生命科學，因其不

包含在考科中，或相關科系不採計其分數。

而技職體系的課程在此期間則由各校發展，

並以培養專精職業訓練為主軸（林俊彥、 

王姿涵，2011），因此未包含生物或生命科學。

二、 初次懷孕婦女對營養詞彙的熟悉程度

受試者對104個詞彙的平均熟悉程度為

3.52，標準差為1.16。Cornbach’s α檢定，結

果為0.99。熟悉程度最低的10個詞彙中，有

3個都與蛋白質生物價有關（完全蛋白、高

生物價、蛋白質生物價），且實際在文本中

使用；有4個則是維生素的不同名稱如鈷胺

（維生素B12）、核黃素（維生素B2）、硫

胺（維生素B1）、菸鹼素（維生素B3），

其中菸鹼素是唯一曾出現在孕產婦關懷網站

的用字，而其他的關於維生素的不同名稱則

未曾被使用。

熟悉程度之標準差最大的5個詞彙分別

是空熱量食物（2.67±1.44）、胎兒酒精症

候群（3.02±1.41）、腮腺（2.59±1.32）、

子癇前症（3.24±1.29）、身體質量指數

表一　各變因對實際理解程度之ANOVA分析摘要表

受試者背景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教育程度

 大學、專科、
 四技二專

44 3.08 0.73 組間 0.69 1 0.69 0.23

 研究所以上 14 3.34 0.52 組內 26.11 56 0.47

總和 26.79 57

學科背景

 第一類組 28 3.24 0.66 組間 5.32 3 1.77 4.46**

 第二類組 8 2.93 0.59 組內 21.48 54 0.40

 第三類組 15 3.40 0.66 總和 26.793 57

 技職體系 7 2.42 0.43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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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1.29）。顯示這5個詞彙對於受試者

而言，大部分人對於詞彙略有印象且略知其

代表意義，但是歧異度偏高，才會造成標準

差較大的現象。

三、 初次懷孕婦女對營養詞彙的概念理解程度

受試者對於104個詞彙的概念理解試題

平均答對率為86%，Cornbach’s α檢定，結果

為0.83，共有21個詞彙之定義能被所有受試

者正確回答，分別是染色體、心肌、創傷、

症候群、萎縮、高血壓、胎兒酒精症候群、

羊膜、小腸、妊娠毒血症、呼吸困難、咖啡

因、子宮、臍帶、腹瀉、胎盤、腎上腺素、

過敏原、大卡、麩皮，與維生素B1。正確

率偏高之原因或許在於辭典正確定義的敘述

中，直接使用或部分提到詞彙，如：「染色

體」之正確定義為：「DNA形成的染色質，

在進行細胞分裂時，會聚集成染色體。」此

外，受試者可能認為，測驗是以得到高分

為目標，因而努力判斷出正確答案。概念

理解最低的5個詞彙是核黃素（10%）、維

生素B12（19%）、鈷胺（19%）、生物價

（29%）和硫胺（31%）。從結果可以發

現，維生素的別名，在熟悉程度與概念理

解程度的低分組都重複出現，而原本屬於

熟悉程度低的「高生物價蛋白質」，在概

念理解程度測驗時的表現卻有81%的正確

率。此結果顯示，若給與一定程度的提示

資訊，可以增進理解專業術語與定義之間

的關聯。

四、 營養詞彙可讀性評估

本研究計算可讀性之方法為：概念理

解程度（答對為1分，答錯為0分）乘以熟

悉程度程度（1至5分）。104個營養詞彙

可讀性平均為3.14±1.62分。可讀性最高的

5個專業術語是臍帶（4.40±0.72）、子宮

（4.36±0.72）、維生素B1（4.24±0.86）、

胎盤（4.22±0.75）、腹瀉（4.21±0.79）；

而可讀性最低的 5個專業術語是核黃素

（0.24±0.86），鈷胺（0.34±0.95）、硫胺

（0.59±1.14）、維生素B12（0.67±1.46）、

生物價（0.69±1.22）。有部分詞彙在熟悉

程度表現不低，然而概念理解程度卻是不

正確的。如「維生素B12」熟悉程度得分為

3.30±0.88，表示受試者主觀認為自己理解

此詞彙，然而實際上受試者對於其意義不

熟悉，答對率僅20%。此結果除了顯示理解

與熟悉度的差異，亦顯示若為求權威而從辭

典中擷取定義作為測驗選項，或許不是最恰

當的題目設計方法，可能導致敘述難以被理

解。詞彙的可讀性低分組中，「核黃素」的

實際理解程度平均值小於1，表示受試者對

該詞彙的概念理解有誤且熟悉。

五、 初次懷孕婦女對營養詞彙的熟悉程度與

概念理解程度差異比較

從上一節的結果可以發現，初次懷孕婦

女對於各詞彙的熟悉程度與概念理解程度並

不一致，為了區分研究提出的營養詞彙是否

是初次懷孕婦女熟悉且理解的詞彙，或是不

熟悉無法理解的詞彙。研究者將概念理解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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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作為X軸、熟悉程度為Y軸，將詞彙的熟

悉程度與概念理解程度平均值作為原點製圖

（3.52±0.68）、（0.86±0.19），比較各詞彙的

熟悉程度與概念理解程度和平均值的關係。

營養詞彙因此被分為四個象限，每一

象限可被歸類為一類型的詞彙屬性（如表

二）。第一象限是熟悉程度與概念理解都高

於平均的「熟悉詞彙」，第二象限是熟悉程

度高於平均，概念程度卻低於平均的「自覺

理解高估詞彙」。第三象限是X軸及Y軸都

小於平均，也表示熟悉程度與概念理解都低

於平均的「艱澀詞彙」。第四象限則是熟悉

程度低於平均，概念理解程度卻高於平均的

「低自信詞彙」。在本次研究中共有53個

「熟悉詞彙」，代表多數人知道此詞彙且知

道其大致的涵義；19個「艱澀詞彙」，代表

多數人不僅對這類詞彙感到陌生，更難以理

解詞彙意義；12個「自覺理解高估詞彙」，

多數人表示對此詞彙感到熟悉，但在實際選

擇定義時卻不見得能夠回答正確，低於平均

水準；與20個「低自信詞彙」，表示受試者

在進行答題時雖不熟悉此詞彙，卻仍能正確

判斷詞彙之意涵。表三呈現104個營養專業

術語分布於四種詞彙屬性的完整列表。

從圖三可以清楚看出詞彙在不同象限的

分佈，原點（0.86，3.52），右上代表高於

平均的熟悉程度與概念理解程度，也就是熟

悉詞彙組，右下代表低自信組，左上代表自

覺理解高估詞彙組，左下代表的是艱澀詞彙

組。圖四則可以看出熟悉程度與概念理解程

度差值的變化，若受試者的理解能力與實際

能力表現一致，圖四的兩條線應呈現相同的

走勢，但從圖中可以觀察到諸多例外，且差

值相當大，係是因受試者自我認知（詞彙熟

悉程度）與答題表現（概念理解程度）不一

致所造成。針對如何在不同情境中使用不同

屬性之詞彙，將會在結論與建議提出更進一

步的說明。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研究貢獻可從兩方向探討，

一是營養學詞彙理解測驗的結果，二是基

於讀者角度的詞彙可讀性評估。參與本研

究的初次懷孕婦女，在104個營養詞彙熟悉

程度評估中，對所有詞彙的得分平均值為

（3.52±0.68），介於「聽過且略知其代表意

義」和「字面涵義稍瞭解」之間，表示此族

群對這104個字有基本以上的瞭解。藉由初

次懷孕婦女概念理解的得分，能夠判斷這樣

的熟悉程度具代表性，因為受試者在104個

概念理解試題之答對率高達86%，若參考一

般測驗以100分為滿分的傳統直觀精熟程度

表二　營養詞彙依據概念理解與概念熟悉程度之分類表

概念理解程度低（數量） 概念理解程度高（數量）

概念熟悉程度高 自覺理解高估詞彙（12個） 熟悉詞彙（53個）

概念熟悉程度低 艱澀詞彙（19個） 低自信詞彙（2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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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營養詞彙屬性列表

熟悉詞彙 自覺理解高估詞彙 艱澀詞彙 低自信詞彙

妊娠毒血症 維生素 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 高生物價蛋白質 硬脂醇

心肌 貧血 子宮 賀爾蒙 完全蛋白 腮腺

缺鐵性貧血 咖啡因 脂肪組織 食品藥物管理局 BMI 游離

症候群 內分泌 細胞 荷爾蒙 免疫球蛋白 麩皮

逆流 出血 臍帶 維他命 球蛋白 固醇

酸鹼度 胰島素 素食者 纖維質 維生素B3 空熱量食物

羊膜 呼吸困難 懷孕期 胚胎 子癇前症 胎兒酒精症候群

腎上腺素 高血壓 糖尿病 胃 黃體素 維生素B6

萎縮 食道 腸胃道 葉酸 醣類 抗原

染色體 過敏原 消化道 血糖 硫胺 維生素B2

創傷 哺乳期 免疫力 鈣 類固醇 黏液

肝炎 葉綠素 分娩 礦物質 鹼 合成

小腸 腹瀉 生產 激素 缺乏症

葡萄糖 代謝 水腫 鈷胺 轉移

紅血球 胎盤 血小板 菸鹼素 子癇症

癲癇 維生素B1 營養素 生物價 腎炎

黃疸 血紅素 基因 酸 血清

大卡 妊娠 核黃素 絨毛

維生素B12 低血糖症

身體質量指數

標準，介於60分至70分是最恰當的基準數值

（謝進昌，2006）。因此受試者無論是在主觀

判斷的熟悉程度，或是客觀的概念理解上，營

養詞彙對這些初次懷孕婦女的可讀性高。

然而雖然讀者反應了營養詞彙的高可

讀性，但本研究卻發現讀者在熟悉程度與理

解程度的差異，且根據此差距，應將詞彙

可讀性歸納為四類，而非純粹區分一般詞彙

與專有詞彙。此分類流程無論是針對何種目

標族群與文本都可以施行。也就是說利用測

驗，分析受試者對於詞彙的「熟悉程度」與

「概念理解程度」，並且根據測驗結果和平

均值比較、分類，透過與平均得分差能將詞

彙分類成：兩結果都高於平均的「熟悉詞

彙」、兩結果都低於平均的「艱澀詞彙」、

熟悉程度高於平均但概念理解程度卻低於平

均的「自覺理解高估詞彙」與熟悉程度低於

平均但概念理解程度高於平均的「低自信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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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營養詞彙於四個象限之分布情形

圖四 詞彙熟悉程度與概念理解程度差值的變化情形

註：詞彙熟悉程度與概念理解差異比較係按照自我認知高到低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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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四種詞彙屬性，藉由分類來區別詞彙

使用的時機與方式。

根據四種詞彙屬性分類所得出營養詞

彙屬性列表，係本研究之首要研究結果之

一。若能將此詞彙分類表給予醫師或營養師

參考，在進行營養教育或醫病溝通訓練時，

使專業人士能照表確認與選擇專有名詞的分

類，以求符合初次懷孕婦女的閱讀理解程

度。由專業人士提供可信度高、內容充實、

完整正確又易於理解的營養資訊，就能讓初

次懷孕的婦女們在面對生命中的重要變化

時，不會感到徬徨迷惑。

一、 實務建議

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進一步提出以下

實務建議，供營養教育從業人員參考。

(一) 詞彙選擇策略 

本研究將詞彙劃分為四個象限並給予不

同的使用建議。若屬於第一象限的「熟悉詞

彙」，多為初次懷孕婦女已熟悉，並且真正

知曉其意義的詞彙，可直接使用不需多加解

釋。位於第二象限的詞彙，是所謂的「自覺

理解高估詞彙」，表示初次懷孕婦女對這些

詞彙已經有既定主觀印象，然而其中可能參

雜誤解，使用此詞彙時要避免再次誤導，且

要適時提供正確資訊，以供其釐清錯誤的現

有知識。第三象限代表「艱澀詞彙」，屬於

熟悉程度及概念理解皆低的詞彙，專業人士

在書寫文本時應盡量避免使用，且改以其他

的詞彙進行替換，倘若有無法替換之情況，

則需要採取簡明易懂的陳述方式加以說明註

解。第四象限為「低自信詞彙」，初次懷孕

婦女對此類詞彙的熟悉程度低，但概念理解

分數卻高於平均，顯示初次懷孕婦女雖然對

該類型詞彙不熟悉，但若給予適當的解釋或

線索，是可以判斷其正確定義的。

(二) 個人化營養教育實踐

營養專業人士在設計媽媽手冊或是舉辦

衛教課程時，應先針對較難理解的詞彙加以

著墨，包含加註名詞解釋，或利用改變陳述

與選詞的策略，提升文本內容的易理解性。

另外，亦可先進行簡易的營養素養評估，初

判新手媽媽的營養素養程度，針對不同營養

素養程度的懷孕婦女，提供適性營養教育，如

中文健康素養簡氏量表（李守義、蔡慈儀、

蔡憶文、郭耿南，2012）。或亦能詢問孕婦之

學科背景，瞭解其先備知識，因本研究發現來

自理工背景與技職體系背景的懷孕婦女，較

需要專業術語的相關提示與協助。且若先備

知識較多，無論是使用解構式的敘述，也就

是針對文中所提及的各科學概念進行說明，

或是一般科學敘述，也就是將所有科學概念

以專業詞彙呈現，都不會影響理解上的差異

（陳世文、楊文金，2006），因此對於先備

知識不足的初次懷孕婦女們，更需要多加著

墨，試著使用較為簡明易懂的解釋以幫助瞭

解生澀的術語。

二、 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本研究在進行時發現，受試者應答某些

被認為較不熟悉的困難詞彙題，在答對率上

卻表現得比簡單詞彙好的狀況。例如醣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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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受試者對於碳水化合物的答題

正確率比醣類高，但是熟悉程度之平均值卻

較醣類低。探究原因或許在於「營養學詞彙

理解測驗」的選項設計，係根據《營養學字

辭精要》之定義而來，而定義常會提到化學

結構，譬如醣類與碳水化合物是同義詞定義

是「由CnH2nOn所組成的化學分子」，受試

者在填答時可以輕易從化學式獲得提示，分

辨CnH2nOn與碳水化合物的關聯。但是對於

醣類實際上就是碳水化合物此一概念則因缺

乏引導或暗示無法直接得知，導致受試者能

夠答對碳水化合物的定義，卻無法答對醣類

就是碳水化合物。因此未來建議以功能化、實

用化的方向來設計選項，避免受試者就字面意

義進行猜測與解讀，使答題結果造成偏差。

本研究透過《營養學字辭精要》所設

計與建構的詞庫式斷詞系統與「營養學詞彙

理解測驗」，可以初步分析提供給初次懷孕

婦女的營養資訊是否符合她們的理解能力，

並將詞彙進行分類。然而本研究屬於初探性

質，後續若要能有效運用此斷詞系統於其他

專業文本可讀性的分析，則需要進一步從以

下兩個研究方向深究。其一，分析不同讀者

類型（如癌症病患、高齡者、慢性病患者

等）的營養資訊文本所使用的營養詞彙，

並記錄使用的頻率，透過分析所得到的結

果，能夠瞭解不同的讀者類型會接受到的營

養詞彙有哪些，進一步得知詞彙被使用的程

度。其二，則是針對不同類型文本的營養詞

彙，透過測驗來進行分析受試者對於詞彙的

「熟悉程度」與「概念理解程度」，且根據

其與平均的差異將詞彙歸納為四類：「熟悉

詞彙」、「艱澀詞彙」、「自覺理解高估詞

彙」以及「低自信詞彙」，非純粹區分一般

詞彙與專有詞彙。未來就能夠依據此詞彙可

讀性，針對整篇文本進行分析，促進有效健

康溝通。期望未來能有助於縮減專業人士與

民眾在醫療健康傳播之認知落差，降低因為

溝通障礙與誤解所產生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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