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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職生的休閒參與、休閒態度及休閒滿意度之 關係，以台中縣某私立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採隨機抽樣方

式，選 取540 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得有效問卷504 份，以「休閒參與量 表問卷」與「休閒態度量表問卷」、「休閒滿意

度量表問卷」為工具， 進行資料蒐集整理，並利用SPSS Windows12.0 中文版本，以描述 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 積 差相關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 一、休閒參與類型男女生前四項相同且均和「電」

有關，只是排序 不同，分別為聽廣播、看電視、上網、聊天（電話）。 二、休閒態度上在不同背景變項下，只有在年級

的「行為」構面上 存有差異。 三、在休閒滿意度上，在不同背景變項下只有不同年級間在「心 理」、「社交」、「體能

」、「審美」等構面有顯著差異。 四、測者個體特性：舉凡休閒參與均有高程度的參與，而態度趨向 高度正向認同且可

獲得高滿意度。這可能意味著受測者因為是 高職學生且學有一技之長，較無升學壓力，就業機會較大；因 此呈現出來的

也是積極、熱情洋溢；樂觀、活潑開朗的人生哲 學。 最後就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做為後續研究者、相關單位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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