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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ffecting adolescent leisure activities, in both urban area and rural area. The

major resurch questions included: 1.to understand the adolescents, leisure activities; 2.to investigate the adolescents’ choice of

leisure setting; 3.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leisure activit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adulescents. The sample was selected

from the National Yuanlin Vocational Agricultural Senior High School and National Ren-Ai Vocational Agricultural Senior High

School, base on purposive sampling, with a total of 442 questionnaires from which 356 valid ones obtained that makes a 80.5％

validity rat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or adulescents the most common in-door leisure activities were taken at home or dormitory,

the designated store street, cybercafe, for out-door leisure activities, night market out-door sport-field, park were the most comman

setting for adolescents’ out-door leisure activities. The findings also renealed that significant differience existed on their choice of

leisure place between two school students during various leisure-time. Furthermore, the companion for leisure activity, time-lenth

and money-spending on leisure activity were also different between city and rural area students. Peer and span-time were two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adolescents’ choice of leisure avtivities. For students living at dormintory, both transportation and peer were

considered as the prominent factors while taking leisure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irst, providing aviable space, such as open compus utilities, for adolescents’ leisure activities; second, offering leisure

education for adolescents’; third, offering leisure activites for adolescents’; forth, to build the proper leisure-settings for this

particular age-group; five, abridge the gap both urban area and ru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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