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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彰化縣溪州鄉國小學童之外籍母親為研究對象，探 討外籍母親之休閒活動需求、參與及生活滿意度的現況。研究

採 普查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得有效問卷130 份，研究結果顯示： 研究樣本的休閒活動需求及參與程度皆以「閒逸型」活

動中 的「看電視」為最高，總體而言，外籍母親偏向期望從事靜態性 的休閒活動，且休閒參與情形並不熱絡；而生活滿

意度現況，除 了經濟滿意度偏低，其餘子構面皆趨近於高滿意度。 在差異分析中發現，高教育程度且有工作之大陸地區

外籍母 親在休閒活動需求及參與上顯著高於東南亞籍母親；來臺年數在 10 年(含)以下，家庭月總收入較高及子女數較少者

參與休閒活動 的頻率較高；而有固定工作，家庭月總收入較高及生活適應良好 者有較高之生活滿意度。 在相關分析中發

現，休閒活動需求愈高的外籍母親，其休閒 活動參與亦愈高；而休閒活動的參與對「婚姻滿意」、「人際滿意」 及「經

濟滿意」有顯著正相關。 最後對外籍母親、政府單位、民間及社教相關機構提出建議。

關鍵詞 : 外籍母親，休閒活動需求，休閒活動參與，生活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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