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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的經濟成長快速，國民所得提高，周休二日的實施，改變了國人的生活型態及價值觀，

使得國人不再只是追求物質上的生活享受，這樣也直接帶動國民對生活品質的重視，以及對

休閒品質的追求(張佑慈，2014)。 

  因此在休閒活動逐步改善的同時，推動健康休閒參與及興趣的培養，以及休閒教育的往下

紮根，讓年輕學子在成長段階段就建立健康的休閒生活型態，確立休閒興趣與嗜好的養成，

當可避免讓休閒淪為感官逸樂的追逐，防止偏差行為的發生（陳美芬，1996）。 

 

  在這多元價值的社會中，雖然人們越來越重視休閒活動，但仍有眾多因素阻礙活動，如年

齡、性別、所得、職業、課業、場地、同伴等。阻礙是指個體受到抑制減少運動時間的參與，

即在活動中造成任何阻止或限制個人參與的運動次數及大持續性或參與後的體驗不佳的因素

(胡文琪，2010)。 

 

  高職生的生活上課佔了大部分的時間，所以從事休閒活動的時間也比較少，而高職生也因

人格特質、性別、年齡，和有關休閒生活的知識和技能及交通方便與否等，都大大影響高職

生休閒參與的意願(張佑慈，2014)，因此本研究試圖在探討高職生休閒參與的現況，以及參與

這些活動時會面臨到什麼組礙。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參考受試者其父母親休閒經驗、從目前就學情形、居住狀況時間運算，以及家庭社

會經濟地位，了解受試者休閒參與情形與休閒阻礙，希望獲得夠為深刻得休閒資料，可以提

供往後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高職生休閒參與現況。 

 （二）了解高職生之休閒阻礙之因素。 

 （三）根據本研究所得結果，提供高職生休閒行為輔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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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圖 1-3-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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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相關文獻 

 

 （一）休閒參與 

 

  許豐祺 (2009) 提出，休閒參與目的在於滿足休閒參與者個人身體、心理及社會需求，是

一種由目標導向，參與者依據個人需要，在不同時間與地點選擇從事參 與活動，以便個人的

休閒需求能獲得最高滿意的程度。休閒參與能使個人獲得內在滿足與外在樂趣外，對健康狀

態 (生理、心理、社會、精神、情緒) 具有正面 積極的意義 (王秀紅，2004)。 

 

  隨著休閒的普及和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休閒的效益下，休閒已成為個人追求生活品質不

可缺少的一種活動，如何利用休閒參與來提升生活的品質，應是國人目前最關心的議題 (鄭

三權，2010)。 

 

  本研究之休閒參與參考楊怡寧(2007)與陳艷麗(2005)的定義，包括：活動參與頻率與類型，

以過去一年內休閒參與情形， 分為「不曾參與」、「很少參與」、「偶爾參與」、「較常參與」、「時

常參與」。而在參與的類型分為：1.運動型;2.娛樂型;3.社交型;4.知識文化型;5.戶外遊憩型。 

 

 （二）休閒阻礙 

 

  Crawford and Godbey (1987) 將休閒阻礙分成三種型態: 

 

  1.個人內在阻礙(interpersonal constraint):指個人心理狀態或態度，直接間接影休閒參與之因

素，如壓力、憂鬱。 

 

  2.人際間的阻礙(interpersonal constraint):指個體因沒有適當的休閒夥伴而影響其休閒喜好

或參與因素。 

 

  3.結構性的阻礙(structural constraint):指影響個體參與的外在因素，如休閒資源、休閒設備、

時間、金錢及休閒機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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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分析 

 

 （一）基本資料 

 

1、性別 

 

圖 4-1-1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2、科別 

 

圖 4-1-2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二）休閒參與 

 

1. 戶外遊戲類 

 

圖 4-2-1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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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2% 

戶外遊戲類 根據圖 4-2-1  顯示，受訪者戶外遊戲類

參與是以逛街購物為最多，占 40％，其

次是國內旅遊，占 32％，而其他的最少，

僅占 2％。 

根據圖 4-1-1 顯示，受訪者以女性為最

多，佔 52%，男性僅佔 48%。 

根據圖 4-1-2 顯示，受訪者以餐飲科為最

多，佔 33%，其次是美容科，佔 19%，

而資處科和音樂班的最少，都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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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球類運動 

 

圖 4-2-2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3.水上運動 

 

圖 4-2-3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4.體適能運動 

 

圖 4-2-4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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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4-2-2 顯示，受訪者球類運動以籃

球為最多，占 30％，其次是羽球，占 27

％，而其他的最少，僅占 9％。 

根據圖 4-2-3 顯示，受訪者水上運動以游

泳為最多，占 54％，其次是潛水，占 29

％，而拖曳傘的最少，僅占 4％。 

根據圖 4-2-4 顯示，受訪者體適能運動以

慢跑為最多，占 52％，其次是登山，占

24％，而其他的最少，僅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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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知識文化類 

 

圖 4-2-5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6.娛樂類 

 

圖 4-2-7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8.社交類 

 

圖 4-2-8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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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4-2-5 顯示，受訪者知識文化類以

閱讀報章雜誌為最多，占 37％，其次是

聽音樂會，占 28％，而其他的最少，僅

占 4％。 

根據圖 4-2-7 顯示，受訪者娛樂類以看電

影為最多，占 40％，其次是看電視，占

31％，而看體育競賽的最少，僅占 2％。 

根據圖 4-2-8 顯示，受訪者社交類以經營

FACEBOOK 為最多，占 67％，其次是唱

KTV/卡拉 ok，占 25％，而其他的最少，

僅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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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閒組礙 

 

1、本身不喜歡休閒活動 

 

圖 4-3-1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2、本身身體狀況不好 

 

圖 4-3-2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3、缺乏相同興趣的同伴 

     

   圖 4-3-3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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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4-3-1 得知，本身不喜歡休閒活動

感到不同意的受訪者最多，佔 37％，其

次為普通，佔 29％，最少為非常同意，

佔 10％:由此可知多數的受訪者對本身

不喜歡休閒活動感到不同意。 

根據圖 4-3-2 得知，對本身身體狀況不好

感到同意的受訪者最多，佔 45％，其次

為普通，佔 21％，最少為非常同意，佔

2％:由此可知多數的受訪者對本身身體

狀況不好感到同意。 

 

根據圖 4-3-3 得知，對缺乏相同興趣的同

伴感到同意的受訪者最多，佔 39％，其

次為普通，佔 25％，最少為非常同意，

佔 6％:由此可知多數的受訪者對缺乏相

同興趣的同伴感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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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乏足夠休閒活動資訊 

 

圖 4-3-4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5、休閒活動的資訊不容易取得 

 

圖 4-3-5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6、因休閒活動花費太多時間 

 

圖 4-3-6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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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4-3-4 得知，對缺乏足夠休閒活動

資訊感到同意的受訪者最多，佔 36％，

其次為普通，佔 32％，最少為非常同意，

佔 3％:由此可知多數的受訪者對缺乏足

夠休閒活動資訊感到同意。 

根據圖 4-3-5 得知，對休閒活動的資訊不

容易取得感到同意的受訪者最多，佔 36

％，其次為普通，佔 31％，最少為非常

同意，佔 7％:由此可知多數的受訪者對

休閒活動的資訊不容易取得感到同意。 

根據圖 4-3-6 得知，對因休閒活動花費太

多時間感到同意的受訪者最多，佔 43

％，其次為普通，佔 28％，最少為非常

同意，佔 5％:由此可知多數的受訪者對

因休閒活動花費太多時間感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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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休閒知識不足 

 

圖 4-3-7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8、我會因缺乏交通工具，而獨自參加休閒活動 

 

圖 4-3-8        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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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以樹德家商各科部分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對象採全面普查方式，由本組成員至各科班

級發放問卷。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可得知，受訪者以餐飲科女學生占最多，他們願意支出 500

元以上的金額，且每週花 2 至 5 小時的時間來從事休閒活動，受訪者的參與對象以和朋友一

起最多。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在休閒參與裡戶外遊戲類的逛街購物是最多受訪者喜歡參加的，球

類運動則以籃球為最多，水上運動則是游泳為最多，體適能運動則是以慢跑為最多，知識文

化類的則是閱讀書報雜誌為最多，記憶嗜好類的是以魔術為最多，接著娛樂類則是以看電視

為最多，而社交類是以經營 facebook 為最多，由此可見，現在的人因為有了周休二日所以多

了很多時間可以從事休閒活動，但大多事都是以室內休閒為主。而根據研究言果顯示，阻礙

受訪者們去從事休閒活的的最大原因以本身體狀況不好為最多，由此可知因為現在的人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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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4-3-7 得知，對因休閒知識不足感

到同意的受訪者最多，佔 40％，其次為

普通，佔 26％，最少為非常同意，佔 10

％:由此可知多數的受訪者對因休閒知識

不足感到同意。 

根據圖 4-3-8 得知，對因我會因缺乏交通

工具，而獨自參加休閒活動感到同意的

受訪者最多，佔 37％，其次為普通，佔

26％，最少為非常不同意，佔 8％:由此

可知多數的受訪者對因我會因缺乏交通

工具，而獨自參加休閒活動感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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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從事室內活動暫居多，很少到戶外走走看看或者是參加一些戶外休閒活動，再加上平時

上課完回家後根本沒時間去運動，平日和假日都沒有動，所以導致身體健康一天不如一天，

所以本小組認為這點可以再多多改善。 

 

二、建議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本小組提出了兩點建議: 

 

  （一）建議父母可以多帶領小孩到戶外參與一些戶外的休閒活動如:登山、路跑等等。  

 

  （二）學校社團課可以多開一些有關戶外活動的課程，讓學生們在上課期間也可以到戶

外從事一些室外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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