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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idea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sure activities and deviant

behaviors, and als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leasure activity, academic achievement, peer relationship, family

background and deviant behavior. Moreover, to explore the predictability of variables on deviant behavior.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by questionnaire method based on the students of five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chung country. The total of issued

questionnaires is 516, the vaid questionnaires are 477, the returning rate is 92 percent. The acquired data is analyzed by describabl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ing： 1. Some kinds of leisure activities and deviant behaviors are positive correlation. 2. There are

remark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deviant behaviors. 3. Deviant peer and deviant

behavior are positive correlation. 4. Parents’ discipline teaching mathods and deviant behaviors are positive correlation. 5.

Extreme deviant style activity and deviant peer possess predictability on male and femal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they can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parents, schools, related units and future research on leasure life

counselling and deviant behavior parca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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