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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were to explor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eisure attitudes and leisure education needs, further,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se attitudes and needs vary with grade leve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arental styles of leisure education.

The research adopted survey method using purposive and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o collect data from the students of grades, 7,

8, and 9 at 6 public schools in Chang-hua county. The final sample was 58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were used for the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The students’ leisure

attitudes were positive and active. 2. The students’ leisure education needs tended to be high. 3. The students’ leisure attitud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among gender, grades, and parental styles of leisure education,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socio-economic status. 4. The students’ leisure education need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grades and

parental styles of leisure education. Yet gender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didn’t affect their needs. 5. There was posi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attitudes and leisure education needs. Finally, the study offered suggestions for parents, schools, leisure

service provider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based on the findings. Key words: leisure attitude, leisure education needs, parental styles of

leisure education, socio-economic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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