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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s of themes 

1) Dining table design(form/shape/material) 

林羿汶 

       我們觀察到許多人有小孩的家庭會在家具的尖銳處包覆泡綿條，因為年紀

小的小孩常常在家中奔跑，考慮到家中可能有小孩以及年紀較大的長輩，在桌



子的四邊如果能採用圓滑邊角的設計，較可以避免小孩、長者經過時碰撞到桌

角尖銳處受傷。 

      現在居住在都市的許多人是小家庭，並且多住在大樓社區，在空間的規劃上

就顯得格外重要，而未來餐桌的趨勢為了節省空間，也做出摺疊收納、延伸式

餐桌的設計，拉開就能讓桌面變大，若有訪客到來也能增加桌面的面積，以符

合用餐的需求，不同人數用餐時可以變換。 

       家裡下廚的人通常是媽媽或是爸爸其一，煮好飯後總是要叫很久小孩才會

來吃飯，倘若讓餐廚合一，也就是餐桌與廚房的結合，流理台與飯桌一體成

型，讓飯桌可以成為親子教室，在準備晚餐時，小孩可以跟著大人一起下廚，

讓原本的獨立作業變成親子課題，藉由這個機會也增進親子關係，吃飽飯後，

也能教育孩子幫忙洗碗、收拾桌面，讓孩子從小培養做家事的責任感。 

      我們發現在學生餐廳，大部分的人會選擇高度適中的四人桌作為優先選擇的

座位，高度較高的餐桌比較沒有人去坐。採用木質和風餐桌，高度較低可以減

少帶給人的壓迫感，厚度較厚的桌面也能嵌入多功能智慧型螢幕，同時不妨礙

餐桌美觀。 

 

2) Dining environment  

(a)林羿汶 

        我們觀察到，現在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小家庭為主，組成結構落在3-4人左

右，也因為家裡人太少，吃飯時不像大家庭一樣吵吵鬧鬧，有時可能會覺得無

聊，覺得普通的吃飯時間太無趣，需要一點新的花樣，我們認為可以在餐桌上

增加一點互動性，像是互動式的遊戲，如此一來也可以邀請鄰居、親戚一起用

餐。 

      「時差」，也是造成用餐時一個蠻大的問題，爸爸、媽媽與孩子，上班、下

課時間都不一樣，家人間活動有「時差」，無法同時聚在一起吃飯，如果要一

起吃，就是小孩要等到很晚才能吃飯。 環境舒適與否，也會強烈影響到人是否

在飯桌吃飯的動機，像是交大之前的第一學生餐廳，因為環境油煙味重，環境

也相對其他餐廳來說較老舊，讓人不想待太久，吃飽飯就想離開，可見環境舒

適度能影響一個人待在那邊的時間。 



        無論是大人或是小孩，許多人都會到客廳吃飯，才能邊看電視邊吃飯，也

因為這樣餐桌上往往都會空出一些位置，少了一些溫度，倘若能將飯桌與多媒

體螢幕結合，便能大幅改善用餐空位的問題。 

 

(b)李安琪 

        我們透過網路上的數據調查顯示，了解到即便父母子女同住，仍有近4成家

庭，一周共同用餐次數少於2次，甚至35%家庭在餐桌上幾乎不溝通互動。 飯

桌時間是父母與子女 可能進行交流的時段，然而許多家庭同桌吃飯，家人卻

各自分心。缺少了親子之間的互動，在如此冰冷的用餐環境下，子女進而產生

「沒有必要與家人一起用餐」的想法。結果造成父母與子女之間彼此逃避、不

理解的隔閡逐漸拉大。 

       部分家庭成員因為工作忙碌、補習而無法團聚吃飯，能在家中用餐的成員

剩下一兩人。留在家中的人看到空蕩蕩的餐桌，認為沒有在餐桌用餐的必要

性，轉而把用餐地點改為客廳。另外留在家中的成員也可能因為人數少，覺得

不需要浪費煮飯的時間，所以直接改叫外送。平常因忙碌而不能一起吃飯的家

庭成員，看到家中的用餐環境轉為客廳，也就依照家人的用餐習慣轉而在客廳

吃飯。許多家庭一邊吃飯看電視，認為電視上的節目可以為用餐時間增添熱鬧

的氣氛，其實這種做法反而讓家人在飯桌時光更加失去溝通的機會。 

 

3) Habits 

李安琪 

1. 量血壓：  有長者的家庭可能有測量血壓的習慣，如果餐桌可以結合量血

壓的功能，不用特別為了量血壓而更換位置，可以為長者帶來許多便

利。如果家庭沒有量血壓的習慣，或者家中的長者沒有高血壓的問題，

也可以透過多功能餐桌在妹一次用餐時間檢查身體，確保身體的健康狀

況，讓全家人放心。 

2. 飯前洗手：  飯前洗手是大家呼籲的好習慣，不過有些人經常忘記洗手而

直接用餐。如果餐桌的設計可以結合廚房，讓煮飯與用餐的區域一體成



型，可以讓家庭在用餐地點直接洗手，同時也能讓其他家庭成員幫忙廚

房的工作。 

3. 吃飯吃到一半需要裝水：我們發現有人在用餐時會有想要裝水的需求，

所以會離開座位。如果家庭一起用餐的人數較多，中途離開去裝水的人

可能會被口渴的其他家庭成員要求幫忙裝水。若家庭吃飯的時間較長，

例如火鍋、過年的團圓餐，裝水的次數變會增加，一直離席裝水的動作

便會讓人感到厭煩。如果多功能餐桌可以具備裝水的功能，可以解決此

問題。另外如果湯的口味太重、太鹹，也可以直接加水稀釋，不用再把

湯端去廚房調味。 

 

4) Children’s Problem  

(a) 葉奕廷 

       根據觀察，我們發現從孩提到青少年，都各有不同的問題，造成家庭用餐

的不和諧。首先，小小孩童並不知曉餐桌禮儀，或是不願遵守，時常把餐桌弄

得一團亂，使得父母要幫忙善後。其次，通常青少年都會有相同的問題，例

如：他們認為父母不了解自己，或覺得與父母一起吃飯很不「酷」，於是逃避

便逃避和家人一同用餐，或者在吃飯時間不停滑手機、打電動、追劇等等，導

致雙方沒辦法在餐桌上交流， 終甚至影響家庭和睦，讓關係越發疏遠。

後，還有無論是小孩或青少年都會犯的通病，例如：並不感恩父母辛勤準備的

餐點，對於每樣菜色總是嫌東嫌西，使煮飯的家長感到難過，破壞用餐的心

情；此外，孩子吃晚飯過後時常忘記要幫忙收拾，使得父母除了煮菜還要洗

碗，家務本就是要分工完成的，孩子常常會忽略這點，久而久之，父母也會疲

憊，更有可能因此生氣，影響家庭氣氛。 

 

(b) 鍾思綺 

       小孩的問題是造成餐桌時光緊張的主因之一，我們發現有些小孩的飯桌禮

儀並不佳，例如吃飯時使用手機或是急著吃完去做自己的休閒娛樂之類的，如

果大家都心不在焉的吃飯，那麼餐桌時光將變得乏味且沒意義。 



       許多小孩將重心放在自己喜愛的娛樂上，狼吞虎嚥的吃完飯就跑走了，若

長期下來親子之間的關係也會僵化，沒人會喜歡聚在一塊兒吃飯了。而有些孩

子常常將食物吃得到處都是，影響吃飯時其他人的胃口，或許是年紀尚幼的緣

故，這時需要大人多包容並給予教導。 

        分工合作也是許多孩子不願意執行的，父母辛苦煮飯但孩子享受完飯菜後

便假裝沒事，不願幫忙收拾碗筷及清潔桌面，父母會覺得自己的好意被孩子視

為理所當然。有些時候小孩不賞臉，覺得飯菜很難吃，這時候如果言語不修

飾，很有可能會傷害到煮飯人的心靈，導致父母覺得餐桌時間很沒有意義，以

後就會減少花費在餐桌上的心思。 

       有時候孩子想跟父母分享一些事情，但是飯桌時間父母可能傾向於看電視

或是專注於飯菜之間，所以不會特別在乎子女說了甚麼，但是對於子女而言餐

桌時間可能是一天之內唯一能與父母好好聊天的機會，所以若被忽略，就會想

逃避餐桌時間。 

       有時青少年會覺得跟父母的吃飯時間很彆扭，尤其是父母可能會談論一些

青少年的敏感話題，例如成績及感情問題，若父母提及到這些對青少年而言很

想逃避的問題，那青少年有機率會直接跟朋友一起吃，因為他們在這個階段更

傾向於同儕而非父母。 

 

5) Mutual Problem 

鍾思綺 

       我們這組發現到，親子間的問題一直是造成用餐時段不愉快的主因之一。

有時責任歸屬是雙方都有的，並不一定是父母或是子女單方面的使氣氛緊張。 

與父母感情不好，產生這個問題的原因有很多種，但主因多半是價值觀不合或

是自己感受到不被重視、尊重：有時雙方會互相分享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但

其中一方常被敷衍了事，這時候被敷衍的一方有機率會產生不信任感及厭惡

感，長期下來親子間的鴻溝會劇烈加深。 

       用餐時段因其他事被打斷時，可額外安排一周內子女及父母都有空的時間

進行聚餐，彌補平日用餐時段所缺失的時光，可以盡量選擇在家裡用餐，環境

舒適度會提高且可以盡情的談心或分享趣事。 



在同一時段，家人想進行之娛樂都不同，容易因意見分歧而造成不快，節目的

時段剛好是同樣的、子女習慣回覆訊息而不關注父母喜歡的電視節目或是劇，

這種情況極可能是爭吵的開端。 

       子女的習慣與父母的習慣相差甚大，父母多半無法接受子女在用餐時段使

用手機，而子女多數會認為只是回覆一下訊息，沒有在用餐時段持續使用，覺

得父母大驚小怪，久而久之雙方即會產生厭煩感，對於維持用餐時光的平和也

就漸漸力不從心了。 

6) Parents’ Problem 

葉奕廷 

       我們觀察到，父母在用餐時經常會有一些問題，不但對小孩有負面作用，

甚至影響整個家庭。  首先，有些父母並不會教導孩子良好的用餐習慣，無論是

在家中亦或是餐廳，都過度放任不管，導致他們學不會飯桌禮儀。其次，父母

也淪於科技冷漠的藩籬，常常會低頭回訊息，也會在吃到一半的時候起身接公

司電話，不但不與孩子交流，還成為小孩的負面教材。再者，父母會進行所謂

的「飯桌教育」，以責備代替提醒，整頓飯下來，不時聽見「怎麼不趕快

吃？」、「怎麼只吃肉，都不多吃青菜！」這些熟悉的責罵語句。此行為導致

小孩產生反感，並且開始討厭與父母一同用餐。 後，也是小孩 為不悅的行

為，父母會運用用餐時光逼問兒女的成績，此行為容易造成孩子心理壓力大、

情緒低落、精神壓力緊張，食慾也跟著消退，長期如此容易會形成不良的條件

反射，長久容易產生厭食症，或者產生心理疾病，對於親子關係來說更是得不

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