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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工業快速發展與自動化技術愈趨成熟，許多人力已經逐漸被機器所 取代，在工作型態改 變的同時，人們對工作的看法也

產生了變化。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將民國84年的勞工工作意識 調查結果與民國80年的調 查結果比較，發現勞工對工作和生

活重要性的看法上，漸漸趨向以 生 活為中心，工作已不再是生活的全部。 韋端(民82)表示，透過世界各國受雇員工工作時

數比較，我國勞工的工作 時數在未來仍 有縮短的空間。如何利用這些多餘的時間，儲備工作的 精力，並獲取從工作中無

法得到的成 就感，是大家關心的話題，使得 休閒觀念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 嚴祖 弘、魏丕信(民78b)曾針對683位高中學

生與五專學生進行工作態度與休閒 態度的調 查，但經過多年的社會變遷，現在與從前的情形是否一致？ 因此，本研究的

第一個目的是探 討工作態度與休閒態度、以及社會疏 離感與內外控人格特質是否會因為社會發展而改變。 彭寶瑩( 民81)

認為，社會疏離感可能影響著個人對事情的態度與行為，但是在過 去對工 作與休閒的研究中，大多只是探討工作與休閒

的使用時間或種 類，而對態度的研究並不多。 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是探討工作 態度、休閒態度、社會疏離感、內

外控人格特質與人 口統計變項之間 的因果關係。 本研究使用大葉工學院事業經營研究所嚴祖弘教授提供的資料進行分析

， 資料收集於民 國八十四年一月間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對台北市一 所高中與一所五專實施調查，共取得 641個樣本

。問卷共分為五部份， 分別是休閒態度、工作態度、社會疏離感、內外控人格特 質與基本資 料，使用的各量表經過信度

分析後皆達到可接受的水準範圍。 本研究經過統計分析後的主要結果如下： 一、工作態度與民國78年的調查結果比較，

有明顯降低的現象。 二、五專學生的休閒態度相對於高中學生較為正面，女性的休閒態度高於 男性。而大多數的 人認為

，休閒可以鬆弛自己享受寧靜。 三、五專學生的社會疏離感相對於高中學生有較高的表現，社會疏離感與 民國78年的調

查結 果比較，呈現下降的趨勢。 四、男性內外控人格特質相對於女性較傾向內控，內外控人格特質與民 國78年的調查結

果比 較，有趨於外控傾向的現象。 五、工作態度可能受到社會疏離感與休閒態度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休閒態 度可能受到

父親學 歷與社會疏離感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社會疏離 感可能受到內外控人格特質一定程度的影 響力。 上述的研究結果在

管理上則具有下列的涵意： 一、工作態度出現下降的現象，學校單位與管理者應該透過教學設計與工 作設計的方式，掌 

握學生與員工的社會疏離感，才能有效控制學 生與員工的工作態度。 二、大部分的人表示休閒可 以鬆弛自己，減低工作

壓力，學校單位與管理者應該正視提高休 閒生活品質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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