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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cogn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participations of immigrants' children in

Changhua County, 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e got altogether 597 valid samples by questionaries.

Following is statistics the results: 1. To be engaged in recreation activities is the migrant brides' children's favorite, however the

athleticism is the least one. The top three activities are chatting, walking, rid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leisure participation are

displayed in diverse gender, grade, mothers' nation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2. The highest leisure constraints perceived while

children participating recreation activities are structure constraints, and the lowest are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 To prevent them

from participating recreation is without parents' or friends' company, or displeased their paren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leisure

constraints are displayed in diverse gender, grade, ages, mothers' nation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eisure participations and leisure constraints is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above, the

suggestions will be proposed to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follow-up researcher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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