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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童之休閒運動生活型態與親子互動之相關研究，本研究採立意調查，以溪湖鎮湖東國小中高年級學

生為研究對象，總計發放500份，刪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480份，有效問卷率為96%。以spss 18.0版統計軟體作為分

析，經描述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與典型相關等分析，發現結論如后： 一、六年級學童在休閒運動生活型

態之「獨自享樂型」、「人際關係型」、「學習精進型」、「疏壓釋放型」等皆為六年級學童高於四年級學童。 二、女童

在與父親親子互動的「心理親密度」、「互動頻率」、程度皆高於男童，五年級學童在感受父親「權威管教」高於三年級

學童，不同家庭管教態度在「心理親密度」、「互動頻率」父母親均以關懷為最高，在「權威管教」父母親均以非常嚴格

為最高。 三、國小學童休閒運動生活型態與父親的親子互動有兩個典型相關存在，國小學童休閒運動生活型態與母親的親

子互動有一個典型相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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