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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探討彰化縣國小國樂團學童參與現況及國樂團學童參與動機與社會支持之情形。本研究採問卷調查及訪談法。

問卷對象為彰化縣六所國小國樂團學童，共計220位。訪談對象選取三位國樂團團員、十位家長及三位指導老師。問卷所

得資料以SPSS 12.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彙整訪談資料，提出以下結論： 一、彰化縣國小國樂團團員以女生居多，四

年級最踴躍，以參加樂團1~2年人數最多。 二、彰化縣國小國樂團人數有減少的趨勢，大多數學校面臨招生不足的困境。 

三、彰化縣國小國樂團學童之參與動機以自我挑戰因素最為強烈。 四、彰化縣國小國樂團學童感受到的社會支持以物質支

持為最高。 五、畢業後是否繼續參加國樂團在整體參與動機達到顯著差異。畢業後願意繼續參加國樂團的學童學習國樂器

的主動性較強，表現出較強的參與動機。 六、年級對於整體社會支持方面有顯著差異，以四年級感受到的社會支持最強。

畢業後願意繼續參加國樂團的學童在參與演出、家人的關心與鼓勵及與團員的互動得到較高的支持度。 七、參與動機與社

會支持達顯著水準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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