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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將探討南投縣國民中學原住民學生自我概念之現況，分析有無參與原住民傳統舞蹈社團之差異，並探討其學業成就

、同儕關係、族群認同、休閒效益與自我概念之相關情形，進一步對自我概念的變項做預測力的探討。 本研究以南投縣設

有原住民傳統舞蹈社團四所國中為研究對象，針對參與學生採普查，另以雪球抽樣的方式取未參加學生做為差異研究之對

照樣本。共發出252份問卷，有效問卷216份，有效回收率86%。透過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及

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方式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有無參與原舞社原住民學生在原住民同儕關係上有差異

存在。 二、有無參與原舞社原住民學生在族群認同上有差異存在。 三、參與原舞社原住民學生其休閒效益在性別上有差

異存在。 四、南投縣原住民學生學業成就、同儕關係、族群認同、休閒效 益與自我概念有相關。 五、「非原住民同儕關

係」對未參與原舞社原住民學生自我概念具 預測力。 六、「非原住民同儕關係」、「學業成就」、「族群投入」對參與

原舞 社原住民學生自我概念具預測力。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供父母、學校、相關單位及未來研究做參考，並針對提升

原住民學生自我概念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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