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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彰化地區高中生在人口統計變項、課業壓力及身心健康、休閒活動相關之情形，並比較不同人口統計變

項在課業壓力及身心健康、休閒活動之差異。本研究以508位彰化地區公私立高中生為研究對象，回收有效問卷經描述性

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法事後檢定統計後，本研究發現： 1.本研究從調查結果中發現，不同人口統計變

項在性別方面，以男性居多，佔61.2％；學校類別以公立高中居多，佔65.6％；年級方面以高三居多，佔43.7％；家中排行

方面以排行老大居多，佔36％；課業負擔方面以感到還好者居多，佔39％。 2.在課業壓力研究發現，在學杖類別、年級及

家中排行及目前課業負擔上較有顯著差異水準。 3.就各層面身心健康而言，身心健康的狀況構面偏向非常同意程度的是「

無法充分利用時間」，非常不同意程度的是「有尋死的念頭」。 4.在課業壓力與休閒活動所選擇上有相關性的探討：就結

果顯示證明高中生從事的休閒活動，多數因課業壓力及時間不足而影響參與休閒活動的主要原因。 根據分析之結果，本研

究不僅對高中生課業壓力及身心健康、休閒活動上，提出建議，亦可未來研究提供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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