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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高三學生對休閒活動的知覺價值與休閒阻礙之關係，並進一步了解不同背景變項高三學生在休閒活

動知覺價值與休閒阻礙之差異情形。以彰化縣內的高中在學(籍)高三學生為研究對象，利用「高三學生休閒活動知覺價值

與休閒阻礙問卷」為研究工具，共發出700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664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4.9%，經統計分析後獲得

以下結論： 一、高三學生休閒活動知覺價值最高的構面為社交需求，而休閒阻礙的構面中，則以學業阻礙為最高。 二、

不同性別高三學生在知覺價值之「展現自我」與「社交需求」構面上有顯著差異，且男生明顯高於女生，但在「促進健康

」構面則無顯著差異；不同每週零用錢高三學生在知覺價值之「展現自我」構面上有顯著差異，但在「社交需求」與「促

進健康」構面則無顯著差異。 三、 不同性別高三學生在休閒阻礙之「環境阻礙」與「學業阻礙」構面上有顯著差異，且

女生感受的阻礙高於男生，但在「支持阻礙」與「認知阻礙」構面則無顯著差異；不同每週零用錢高三學生在休閒阻礙之

四個構面皆無顯著差異。 四、 高三學生的休閒活動知覺價值與休閒阻礙呈現負向關係，但並未達顯著水準。就各構面分

析，僅知覺價值與認知阻礙呈顯著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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