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國中學生的課業壓力、休閒參與及休閒態度之研究

張雅婷、賴?民

E-mail: 374857@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論文之目的在探討彰化縣國中學生課業壓力、休閒參與及休閒態度之狀況，期能將研究結果提供相關單位日後能推

展國中學生休閒活動時之參考，藉此喚起國中學生對休閒活動能更加重視，透過教育的力量，將正確觀念融入教學或生活

中，讓國中學生也能感受休閒活動與參與之重要。本研究以彰化縣縣立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採取隨機取樣，共抽取有效

樣本410 人，回收有效問卷394 份，問卷內容包含了個人基本資料、休閒?與、課業壓力、休閒態??表四個部分。問卷分析

以SPSS12.0套裝軟體為研究工具，並以描述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課業壓力來自

父母因素層面最高；學生每週參與休閒活動次數，五次以上居多；每次參與時間為二小時以上最多；最常參與的休閒活動

為娛樂性（上網、聽音樂）及運動性（騎自行車、球類運動）；就休閒態度層面顯示，彰化縣學生在休閒態度傾向正面積

極，且願意身體力行實踐。

關鍵詞 : 課業壓力、休閒參與、休閒態?、國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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