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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是針對中部地區高中職聽覺障礙學生探討其休閒參與及休閒阻礙之現況。利用「高中職聽覺障礙學生休閒參與

及阻礙調查問卷」，並透過立意抽樣方式進行調查，共計發出180份問卷，回收之有效問卷為151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為83.9%，根據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後之結果如下：

一、中部地區高中職聽覺障礙學生休閒參與程度不高，而休閒阻礙感受偏低。

二、不同多重障礙情形之中部地區高中職聽覺障礙學生在整體休閒參與達顯著差異。

三、不同教育安置型態、聽障程度、多重障礙情形、溝通方式及交友狀況之中部地區高中職聽覺障礙學生在整體休閒阻礙

達顯著差異。

四、中部地區高中職聽覺障礙學生休閒參與與休閒阻礙間未達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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