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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校大学生膳食营养知识现状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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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某高校的大学生在膳食营养知识了解方面的相关情况，同时客观分析其对于膳食营养知识的面对
态度以及行为状况，从而希望能够切实为大学生开展膳食营养知识宣传工作以及制定出科学的营养学教学计划奠定必要的基础
和参考。方法：本研究所选择的案例为 2018 级我校的 150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且利用统计学软件对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150 大学生分别来自于我校的临床医学专业、营养师专业以及预防医学专业。并且通过针对其获得饮食治疗疾病的相关
知识来源途径进行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即（p<0.05)。结论：在 150 名大学生当中，普遍存在着相对不科学不合理的
饮食行为习惯，但是营养师专业的学生面对膳食营养的态度以及饮食习惯明显优于临床医学专业以及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这
就说明在当前搞笑开展必要的营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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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在我国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显示出这样的

结果：膳食营养素往往和许多疾病的存在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都和饮食习惯以及膳食
结构有着很大的联系。所以做到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以及有
效进行膳食的平衡，对于切实预防这些疾病以及控制疾病的
发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所以现阶段要不断提高医学
专业学生对于相关膳食知识的认知程度，并且在营养知识了
解方面应该有更为正确的态度，这样才能积极培养学生形成
良好的饮食以及行为习惯。所以本研究通过客观分析以及了
解我校大学生在营养知识、态度了解以及行为现状方面的情
况，希望能够切实为后期我校的营养知识宣传与营养教学工
作开展方面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所选择的案例为2018级我校的150名大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并且利用统计学软件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其中临
床医学专业的学生有 40 名，营养师专业的学生有 40 名，预
防医学专业的学生有 70 名。通过对其进行问卷发放，一共发
放了 150 份问卷，同时收回了 150 份问卷，问卷的回收率为
100%。其中 150 名大学生当中男生数量为 85 例，女生数量为
65 例。 

1.2 方法 
通过由本校自己设计调查问卷并且向参与调查的 150 名

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涉及到的内容包括问卷开展的背
景资料、基础的营养知识习题、对于膳食营养的态度、饮食
行为与习惯、营养的相关知识五个方面的内容。 

1.3 观察指标 
客观分析不同专业学生在饮食治疗疾病知识获取途径方

面的差异、学生部分饮食行为情况对比的差异。 
1.4 统计学意义 
对本次研究的患者数据进行综合计算，用( sx  )进行表

达，用（n，%）表达，用 t 或卡方检验表进行计算，当研究
结果显示为 P<0.05，代表数据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本次研
究中采用的统计软件为 SPSS19.0 统计学软件。 

2 结果 
首先，针对 150 名不同专业的学生在饮食治疗疾病知识

获取途径方面的差异进行客观的分析，可以得出从营养学相
关选修课程中获得饮食治疗疾病知识最多的专业为营养师专
业，其占比为 55%，且不同专业学生在饮食治疗疾病知识的
获取途径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即（p<0.05)，具体如下
表 1所示： 

表 1 高校不同专业学生在饮食治疗疾病知识 
获取途径方面的差异对比 

专业 人数 营养学选修课程 医学课程 自学以及其他方法

营养师专业 40 4（10%） 12（30%） 24（60%） 

临床医学专业 40 22（55%） 10（25%） 8（20%） 

预防医学专业 70 8（11.4%） 35（50%） 27（38.6%） 

其次，在针对膳食营养态度方面，大部分学生的面对营
养知识态度都是比较积极的，并且营养师专业学生的营养态
度明显优于临床医学专业以及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其中150
名大学生中认为吃早餐很重要的学生数量占比约为 70%，并
且认为多吃肉以及垃圾食品不利于身体健康的人数占比约为
88%，不同专业大学生每天正餐必须有蔬菜的认知态度差异具
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即（p<0.05)。所以针对不同的问题得
出了不同的问卷调查结果。 

3 讨论 
从当前大学生的膳食结构角度来看，其普遍存在着膳食

结构相对传统的特点，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百姓的意识习惯就
是注重主食的摄入，也就是说更加抓中谷物类、畜禽类、肉
类、蛋白质类的摄入，为此长此以往就会造成饮食结构的严
重不合理，尤其是奶制品以及水果、蔬菜的摄入量严重减少，
所以这对于大学生的身体健康以及成长都是非常不利的。还
有一些大学生对奶类食品的营养价值情况缺乏客观的分析和
认识，一些大学生还存在着错误的认知，认为蔬菜和水果之
间具有相同的特点，所以许多时候蔬菜可以代替水果，或者
是水果可以代替蔬菜等等，这些都会导致学生的饮食结构存
在严重的不合理不科学现象。 

从诸多的调查问卷问题设置来看，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
符合现阶段高校大学生实际特点与实际情况的，因为许多大
学生都存在着不吃早餐的情况，而不吃早餐的对于身体的负
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科学合理的早餐可以为每日正常的生
活提供 30%以上的能量，并且早餐所能够为人体提供的营养
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真正注重早餐的摄入才能满足人体
正常的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的需要。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膳食营养知识现状进行
调查，确实表明大学生在膳食营养知识的获取途径、知识转
化、实际行为习惯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也就要求
未来高校能够切实意识到相关工作开展的重要性以及紧迫
性，切实提出相应的教学改革策略以及对学生的引导方案，
为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帮助其形成良好的营养观念作出
更多的努力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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