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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中市國小學童母親社會支持、休閒參與與生活滿意度之相關情形。採問卷調查方式，以升格改制前之台

中市國小學童母親為研究對象，總計發出正式問卷430份，回收之有效問卷398份，有效問卷之回收率為92.6%。樣本資料

以SPSS12.0統計軟體分析，進行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及Scheffe事後比對、Pearson積差相關、迴歸分析等。 本研究

結論： 一、不同「工作狀況」、「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扣除生活必需）」之國小學童母親在社會支持上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教育程度」、「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扣除生活必需）」之國小學童母親在休閒參與上有顯著差異； 三、社會

支持、休閒參與及生活滿意度三構面中，兩兩間具有顯著正相關； 四、社會支持和休閒參與對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預測力

。 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建議，供相關政府單位及後續研究者參考。

關鍵詞 : 社會支持、休閒參與、生活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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