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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一種兼具「工作」與「休閒」性質的度假方式，利用假期停留在某處，參與不同主題、形式的工

作內容，結識來自各地、不同文化、年齡的朋友。於國外已行之有年，是歐美及紐澳年輕人成長的重要體驗，對台灣的年

輕人而言，更是體驗異地生活、拓展視野及個人成長的好機會。 本研究主要探討大學生之人格特質、工作假期認知與投入

意願之關係為何。以大葉大學在學學生為調查對象發放問卷，共得有效問卷545 份。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

、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主要獲致以下研究結果：(1)大學生之人格特質傾向於友善

性；大學生具積極正向的工作假期認知與高度的投入意願。(2)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大學生在工作假期認知與投入意願上有

部份顯著差異。(3)不同人格特質分群之大學生在工作假期認知與投入意願上呈顯著差異。(4)大學生之工作假期認知與投入

意願呈顯著正相關。 工作假期在台灣雖尚屬新興的度假方式，但有愈來愈多參與者願加入工作假期的行列。本研究最後就

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提供政府相關單位、教育組織作為規劃青年休閒旅遊、實施休閒教育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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