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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偏遠地區青少年的休閒參與、生活機能及生活滿意度現況之研究，並探究變項之間的相關性。本研究採

分層抽樣方式進行，將台灣分成北、中、南、東四大區，以中區與南區為抽樣範圍，再由區域中抽取12個偏遠鄉鎮，以國

小高年級、國中、高中及大專一、二年級作為調查對象；總共發出405 份問卷，有效問卷352 份，問卷有效率為86.9%。問

卷所得資料採敘述性統計、變異數分析、及相關係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偏遠地區青少年

對於生活機能多感到滿足，而在生活機能各構面中，以「住」、「食」、「樂」之滿足程度高於「衣」、「行」、「育」

等構面。 二、偏遠地區青少年之休閒參與程度不高，且在休閒參與各構面中，以「娛樂性」的參與程度高於「閒意性」、

「社交性」、「運動性」與「知識性」。 三、偏遠地區青少年之生活滿意，呈正向的感受，且以「休閒滿意」的滿意度最

高，「學習滿意」次之、「家庭滿意」最低。 四、偏遠地區?~少年之生活機能受其「學歷」與「父親教育程度」之影響

最深。 五、偏遠地區?~少年之休閒參與受其「學歷」、「母親教育程度」與「居住當地時間」之影響較大。 六、不同背

景偏遠地區青少年，其生活滿意無明顯差異，顯示不同背景之青少年，對其目前生活狀況的主觀感受無影響。 七、偏遠地

區?~少年生活機能、休閒參與與生活滿意等變項間，均呈正向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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