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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學生休閒參與對自我概念之影響，並探討學業 成就、親子關係、同儕關係與自我概念之相關情形。以

彰化縣國中 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總計有效樣本數467份，根據所 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積差相關及多元迴歸等 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本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不同學業成就的國中學生在自我概念有顯著差異

。 二、親子關係及其各向度與自我概念皆為正相關。 三、同儕關係與自我概念及其各向度皆有正相關。 四、目前國中學

生參與的休閒活動以閱聽型、非競爭型、家庭型為 主。而觀賞型、自然型、宗教心靈型、刺激型休閒活動較少從事。 五

、休閒參與和自我概念有顯著正相關；在休閒參與各類型活動 中，除閱聽型休閒活動外，其餘活動皆與自我概念有正相關

。 六、學業成就、親子關係、同儕關係、休閒參與對國中學生的自我 概念有正向之影響。 七、最後，根據研究發現，對

教育單位、家長及未來研究者提出 具體建議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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