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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月到 1歲嬰幼兒的飲食社群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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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這忙碌的世代，大多數都是雙薪家庭，大人們外食為主的趨勢逐漸增長，對於寶寶們

的飲食方面，是自己動手做還是購買市面上的嬰幼兒副食品調理包呢？市售的調理包提供雙

薪家庭快速、方便與節省時間的優勢，但其新鮮度、食材成份相對需要考慮的，自己動手做

的優點在於食材自己挑選，寶寶的健康也都能顧及到，安心的食用。許多新手爸媽對於副食

品的認知一開始會認為過程繁瑣而退卻，但想親手製作副食品給寶寶吃，卻又不知從何下手。

網際網路的崛起也是讓新手爸媽多一個參考，因此，身為研究者的我們想為有嬰幼兒的家長

們建立有關於 4個月至一歲嬰幼兒飲食的社群媒體開發。 

本研究第一部分在蒐集文獻從中探討 0~1 歲嬰幼兒口腔發展、副食品和嬰幼兒發展、添

加理由、添加階段、社群媒體行銷，讓副食品與社群媒體做結合。 

 

第二部分概述研究架構、流程(發放、收回、分析問卷內容以及製作副食品的過程)、對

象(托嬰中心的家長)、工具(社群媒體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Line)。 

 

第三部分可分為實作、研究型 

(研究型)首先瞭解 4 個月至一歲幼兒的照顧者製作副食品的頻率及認知、對社群媒體的

創立比較想要獲得什麼；最後會再發放回饋問卷給有瀏覽過研究者創立的社群專業的使用者，

並分析使用成效；(實作型)進行副食品的實際操作及社群媒體的開發經營，我們也會詳細講

解製作副食品的食材、盛裝器具、製作方式；開發社群媒體會放上理念、LOGO、分別功能、

以及經營方式，最後研究者也會加上創立過程的困難。 

 

關鍵詞:副食品、社群媒體、糊、泥、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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