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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國中生其休閒態度和休閒教育需求之現況，並比較不同性別、年級、父母親休閒教養方式及社經地位

在休閒態度與休閒教育需求差異。 本研究係採用自填式的半結構式問卷蒐集資料，以立意與隨機抽樣法抽取九十一學年度

就讀於彰化縣立六所國中學生為樣本，共得581份有效問卷。並運用描述性統計、信度檢定、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皮爾遜積差相關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主要研究發現： (1)國中生的休閒態度傾向正面、積極。 (2)國中生具有高度的休閒

教育需求。 (3)國中生的休閒態度，因其性別、年級、父母親休閒教養方式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但社經地位不同，其休

閒態度並無顯著差異。 (4)國中生的休閒教育需求，因其年級、父母親休閒教養方式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但性別、社經

地位不同，其休閒教育需求並無顯著差異。 (5)休閒態度與休閒教育需求之間具有顯著相關。 最後，根據研究之發現，本

研究就重點進行討論，並分別對學校及教育行政機關、父母、休閒服務產業及未來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休閒

態度、休閒教育需求、父母親休閒教養方式、家庭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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