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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童玩興與休閒教育效益之關係。研究主要採準實驗設計的方式，以同一所國小的三年級兩個班級學

生為研究對象，進行為期八週的自編休閒教育方案。資料分析方法包含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相依樣本t檢定及簡

單線性迴歸分析等。 經資料檢覈，有效樣本數實驗組為26人、對照組27人。假設驗證結果摘述如下：(1)經過多元化的休閒

教育方案實施後，學童個人玩興較實施前有顯著提升。(2)學童於實施休閒教育方案後，在休閒覺知上較實施前有顯著提升

。(3)多元化休閒教育方案較單一講述型能引起學童的玩興。(4)以多元化和單一講述型之休閒教育方案而言，學童的休閒教

育效益呈現部分顯著差異。(5)「玩興可以預測休閒教育效益」方面並未獲得有力支持。 本研究最後就結果進行討論與研究

意涵之陳述，並對教育政策、國小休閒教育之課程設計及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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