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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台北地區大學生參與戲劇表演活動的 態度、涉入與休閒效益間之關係。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法進行問

卷 調查，共發放165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40 份。分析方法包含 信度檢定、描述性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Scheffe 事 後比較、Pearson 相關分析及.歸分析等，並輔以質化訪談之內 容來說明量化分析之結果。研究結果如下： 一

、因素分析部份 本研究量表經因素分析後，研究變項可細分為以下之構 面：態度(認知及情感構面)；社會心理涉入(重要價

值及愉 悅價值構面)；休閒效益(放鬆、教育及情緒管理效益構面) 二、假設檢定部份 (1)每週參與次數、參與年數與認知、

重要價值、愉悅價值、 放鬆效益、教育效益及情緒管理效益有顯著差異。(2)每週參 與次數、參與年數與重要價值、愉悅

價值呈反向之關係。(3) 重要價值為有效預測教育效益之因子；愉悅價值為有效預測 放鬆效益、情緒管理效益之因子。 最

後就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對戲劇社團及後續研究者提 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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