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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近年來休閒時間與工作壓力的增加，讓人們開始注意休閒活動的品質與效益，但是對於休閒態度與休閒素養的培養卻未有

所提升。關於休閒態度及休閒素養的培養，與休閒教育的落實有關。因此，本研究藉由休閒教育課程的實施，探討休閒教

育成效與休閒滿意度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大葉大學與彰化師範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針對修習『休閒遊憩概論』、『社

會變遷與休閒發展』、『休閒與壓力紓解』、『綠色休閒』四門課程之161位學生進行調查。資料分析方法包括：敘述性

統計、相依樣本t檢定、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淨相關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在樣本特性部分：以女生居多，平均年齡22歲

，家庭居住地以北部與南部居多，雙親教育程度以高中職最多，雙親管教方式多屬於開明權威與寬鬆放任，家庭經濟壓力

多為中等。 在研究假設驗證部分：(1)學生於修課前後在休閒教育成效上有顯著差異；(2)學生於修課前後在休閒滿意度上沒

有顯著差異；(3)個人背景特性不同在休閒教育成效上有顯著差異；(4)個人背景特性不同在休閒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5)休

閒教育成效與休閒滿意度有顯著線性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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