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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童運動涉入與人際關係之現況，並分析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童運動涉入與人際關係之

關係。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採集群抽樣方式，以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總計抽取縣立國民小學

10所學校，共發放540 份問卷，回收 512 份，剔除資料不全及無效之問卷，有效問卷共 492 份，回收有效率為94.8％。資

料處理以平均數、標準差、獨立樣本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本研

究所獲致的結論如下： 一、 學童之運動涉入、人際關係屬中上程度。 二、 男生學童之運動涉入高於女生。 三、 學童之

人際關係，會受到性別、家庭型態及父母教育程度的影響。 四、 學童之運動涉入愈高，人際關係愈好。 五、 學童之運動

涉入能有效預測人際關係。 最後，根據研究的結論，提出各項建議，以供實務應用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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