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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休閒參與、知覺壓力與身心健康關係之研究，並分析國小高年級學生休閒參與對身心健康

是否受到知覺壓力之中介。 本研究透過問卷方式，總計發出問卷430份，回收問卷430份，扣除作答不完全及無效問卷37份

，有效問卷共計393份，有效回收率為91%。 研究結果顯示： 1. 部分休閒參與類別對國小高年級學生身心健康具顯著差異

2. 國小高年級學生休閒參與頻率與身心健康無顯著相關。 3. 國小高年級學生休閒參與頻率與知覺壓力程度無顯著相關。 4.

知覺壓力程度愈低，身心愈健康。 5. 休閒參與及身心健康間並未受知覺壓力的中介效果。

關鍵詞 : 休閒參與、知覺壓力、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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