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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二林偏鄉地區青少年休閒活動參與、休閒態度、休閒阻礙及家長管教態度之關係，以彰化二林偏鄉

地區國中生為研究對象，採量化研究，正式問卷合計發放600份，回收588份，刪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共487份，回收

問卷有效率為83%，並以SPSS12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假設驗證，獲得以下研究結果： 一、背景變項不同之青少年在休閒

活動參與上有顯著差異。 二、背景變項不同之青少年在休閒阻礙上有顯著差異。 三、背景變項不同之青少年在休閒態度

上有顯著差異。 四、青少年之休閒態度、家長管教態度、休閒阻礙對其休閒活動參與具有影響力。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

究對政府、學校、青少年、家庭及後續研究者提出具體建議： 一、政府：興建多元化的休閒場館設施、建立完善的聯外交

通與舉辦多元化的休閒活動競賽。 二、學校：加強偏鄉地區青少年休閒教育、協助偏鄉地區青少年參與休閒活動、舉辦多

樣化的休閒活動研習或比賽。 三、青少年：建立正確的休閒態度、培養多元化的休閒興趣。 四、家庭：支持青少年從事

正當休閒活動、全家共同參與休閒。 五、後續研究者：若能輔以質性研究，並擴大研究對象到全國各縣市，則研究結果將

更具代表性。

關鍵詞 : 休閒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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