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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城鄉地區青少年選擇休閒場所之因素，並比較都市青少年與鄉村青少年常去的休閒場所與休閒活動。主

要研究議題包括：一、了解現階段的青少年休閒活動現況。二、了解青少年休閒場所之選擇。三、分析城鄉地區青少年在

選擇休閒場所及影響選擇休閒場所之因素上是否有差異性。 本研究以員林農工及仁愛高農兩所學校依立意抽樣，發出442

份，有效問卷356份，問卷有效回收率80.5.％。 研究結果發現受訪學生最常去的室內休閒場所依序為家中或宿舍 、商店街

、餐飲店；最常去的室外場所為夜市、戶外運動場、公園。兩所學校在不同的休閒時間上所選擇的休閒場所有差異性、所

選擇的同伴也有差異，休閒的時間長短也會不同，所花金額也有差異。兩所學校學生認為同儕關係、沒有休閒時間影響最

大，住宿學生認為交通工具有無及同儕關係較重要。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一、提供休閒場所，開放校園

。二、辦理青少年休閒教育。三、為青少年辦理休閒活動。四、政府開放及興建正當休閒場所。五、縮短城鄉差距。

關鍵詞 : 城鄉地區 ; 青少年 ; 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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