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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的性別角色特質、休閒態度與休閒參與之關係。本研究採簡單便利加叢集抽樣，並以

問卷調查法於民國94年4月進行資料蒐集，共計發放74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722份。之後以描述性統計、t 檢定、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和Pearson相關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之發現如下： 一、國小高年級學童之休閒態度傾向正面積極。 二、學童

之性別角色特質不同，在其休閒態度上有顯著差異。「中性化」特質者在三個構 面皆顯著高於「未分化」特質者。 三、

學童的家庭社經地位不同，在其休閒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 四、學童之性別不同，在其休閒參與上有顯著差異。男生在體

能性活動參與顯著高於女 生，女生在知識性、娛樂性、藝術性活動之參與則明顯高於男生。 五、學童之性別角色特質不

同，在其休閒參與上有顯著差異。「中性化」特質者在四個構 面皆顯著高於「未分化」特質者。 六、學童的家庭社經地

位不同，在其休閒參與上有顯著差異。「高社經」地位者在知識性 活動參與顯著高於「低社經」地位者。 七、學童之休

閒態度與休閒參與呈顯著線性相關，休閒態度愈積極正面，其休閒參與度則 愈高。 最後就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供具

體建議以作為相關單位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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