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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一、瞭解親子參與戶外休閒活動的現況。二、比較不同背景變項

的親子參與戶外休閒活動在參與動機、參與效益、參與阻礙及參與行為的差異。三、親子

戶外休閒活動的參與動機、參與效益及參與阻礙對參與戶外休閒活動行為的預測。本研究

是以就讀國小低年級（一、二年級）的學童之父母為研究對象。所有參與研究的學童父母

均需施測「戶外休閒活動參與動機量表」、「戶外休閒活動參與效益量表」及「戶外休閒

活動參與阻礙量表」。所得資料以獨立樣本 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多元逐步迴歸分

析進行各項統計考驗。本研究的重要結果為：一、親子參與戶外休閒活動中，家人一起參

與的次數是最高的，其次是母親，最少的是父親。二、在戶外休閒活動中，父母一起的較

只有母親一人有較高的親子關係需求。三、當父母一起時，能預測子女休閒參與行為的只

有個體阻礙一項，但其預測力只有 2％。本研究的結論是父母一起參與子女的戶外休閒活

動是最好的一種方式，子女的休閒參與行為也會提高。 

關鍵詞：心理健康、家庭休閒、休閒生活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研究背景為臺灣於 2003年 1月 7日三讀通過「家庭教

育法」中，特別強調休閒生活的規劃與學習，是提升家庭品

質的重要途徑，透過家庭休閒參與活動，可以增加互動機會，

進而增進彼此關係的緊密，使親子依附因而提升。然而週休

二日於民國 90年 1月 6日開始實施以來對於國人的休閒時間

也增加了，這項政策實施以來許多家長們也多了假期來陪伴

孩子，許多的休閒產業也積極推出許多親子能參與的休閒活

動，國外學者 Kelly (1978) 研究指出有三分之二的休閒活動

是從家庭開始的，Iso-Ahola (1985) 曾經提到：未來的家庭會

越來越依靠休閒來創造家庭凝聚力，因此美國遊憩協會 

(AALR) 從 2000年起，即積極推動全國家庭休閒參與周的活

動 (National Family Recreation Week, NFRW)。由此可見親子

參與休閒活動的參與度是越來越被重視，這也正是本研究想

要瞭解親子參與戶外休閒遊憩活動的現況為何，進而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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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親子休閒產業以及戶外休閒活動的專家學者提供相關參考

意見，做為日後在休閒產業上的推動盡一份心力，此惟本研

究最主要的動機。 

由此可見在家庭親子休閒的重視度，國內外親子休閒產

業這一區塊還是有許多商機能發展，然而參與親子休閒能達

到何種的效益也越來越多人重視了，從事適當的家庭休閒活

動尤其是必要的，在環境的提供過程中，父母扮演著不可或

缺的重要任務，因為家庭中父母是幼兒的第一位老師，也是

幼兒主要的模仿學習的對象，除了父母本身所表現出來的行

為言語、態度、教養方式外，父母要不要給予小孩子刺激，

這對於未來學習歷程有很大的影響力，也會影響到幼兒利社

會行為、道德行為及人格發展，可見家長對幼兒生長過程的

重要性是無可取代的。 

蔡守浦（2002）就曾指出，小孩子對於父母親休閒活動

的影響極大，因為家長會從事與小孩有關的活動最多。在閒

暇時刻，常常可以看到家長帶著幼兒在學校操場、公園內共

同運動、嬉戲玩耍，但家長在平日辛勤工作之餘，仍能於閒

暇時間和幼兒共同參與休閒運動，由此可見孩子的休閒活動

也影響了家長參與休閒活動的選擇及動機，所以瞭解家長參

與的動機傾向是很大的關鍵，也才能依其需求來提供適合的

休閒運動，以吸引更多親子共同來參與，也能對於辦理親子

活動及推廣全民運動提供一項初步的參考方向。因此本研究

提出以下兩點研究假設，一為不同背景變項的親子參與戶外

休閒活動在參與動機、參與效益及參與阻礙上有顯著差異存

在，其主要能更細部的去了解不同的家人陪伴從事休閒活動

的情形。二為親子的戶外休閒遊憩參與動機、參與效益及參

與阻礙能有效預測參與戶外休閒活動行為，其主要為透過預

測參加戶外休閒活動上的行為，可以了解其主要的影響因素

為何？ 

此外，在幼童肥胖這個議題上，也是許多家長關注的議

題，國外學者 Taras (1992) 研究指出有將近 50％的美國幼兒

沒有足夠的運動量；林晏惠（1999）研究指出國內幼兒園的

幼兒肥胖盛行率達 10％，且幼兒體能幾乎全面落後日本。為

了改善孩童的身體素質，積極發展的第一面是指身體狀況缺

乏其他相關的病症，然而一個人的體重是評估現在和未來身

體健康狀況很好的指標。我們知道，兒童肥胖問題在所有西

方社會迅速增加。表現兒童肥胖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風險因

素，隨後演變 II型糖尿病和各種其他疾病，如心血管疾病。

積極發展的第二面是指心理健康。大量的研究已經表明，心

理健康是現在和未來能力良好的指標，以及具有尊重社會的

規則行為表現，這些尤其是跟孩童童年的關係有關。所以不

管在心理或是身體方面的健康，對於成長中的孩子都是很重

要的，因此幼兒能積極的參與休閒活動與其生、心理的健康

有正面的相關性。 

另外學者蔡特龍（2000）認為休閒運動是一種動態性的

身體活動，對於個人的身心健康、生活情趣以及人際關係的

建立，較其他靜態的休閒活動更具有功能性。所以兒應該多

多增加活動性較多的戶外休閒活動，倘若較少從事運動性的

戶外活動，兒童肥胖的問題仍是無法改善，所以兒童應該多

增加活動性較多的戶外休閒活動為主，並減少坐式的休閒活

動、降低兒童身體脂肪、增加肌肉體積、提升新陳代謝，以

達成體適能的提升。 

就謝筑虹（2005）對 243 位幼兒家長之研究結果得知，

家長平均每週和幼兒從事親子休閒運動之頻率在每週 1 次

（含）以下者，佔了 68.8%就此結果也顯示了，家長陪伴孩

子參與休閒活動比率較低。另外謝筑虹的研究發現在 243 份

問卷分析出，主要參與幼兒親子休閒運動的家長中，以母親

的人數居多，計有 132人（54.3％）；父親為 111人（45.7％）。

因此，本研究想進一步了解父親、母親或是父母親一起參與

休閒活動的情況。 

此外國內外針對親子休閒活動的相關研究其實並不多，

本篇研究則是對於國小一年級及二年級跟父母親參與休閒活

動進行探討，期望能為親子參與休閒活動做一些貢獻，也可

做為學校對於未來規劃休閒活動體驗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列出下列各項

研究目的： 

（一）瞭解親子參與戶外休閒活動的現況。 

（二）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的親子分別在戶外休閒活動參與動

機、參與效益、參與阻礙及參與行為的差異。 

（三）探討親子的戶外休閒活動參與動機、參與效益及參與

阻礙對參與休閒活動行為的預測。 

三、名詞解釋 

（一）背景變項：在本研究中是指帶領子女參與戶外休閒遊

憩活動的是父親、母親或是父母一起帶領，共分為三

種類型。 

（二）戶外休閒活動參與動機：本研究是指個人參與休閒活

動是為了「親子關係」及「健康適能」的追求。在本

研究中是以受試者在「戶外休閒活動參與動機量表」

上的得分表示之，分數越高者表示其參與動機越高。 

（三）戶外休閒活動參與效益：本研究是指在參與休閒活動

的過程中，可以幫助參與者獲得「休閒效益」及「學

習效益」。在本研究中是以受試者在「戶外休閒活動

參與效益量表」上的得分表示之，分數越高者表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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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動機越高。 

（四）戶外休閒活動參與阻礙：本研究是指任何抑制個人參

與某種類型的休閒活動、減少參與的時間及妨礙個人

獲得愉悅感之所有原因，共分為「人際阻礙」、「結

構阻礙」及「個體阻礙」。在本研究中是以受試者在

「戶外休閒活動參與阻礙量表」上的得分表示之，分

數越高者表示其參與動機越高。 

（五）參與戶外休閒活動行為：在本研究中是指父母每週帶

領學童參與戶外休閒活動的行為，其計算公式為：參

與戶外休閒活動行為＝戶外休閒活動的平均次數  ×

（戶外休閒活動的平均強度＋戶外休閒活動的平均時

間）。得分越高者，表示參與戶外休閒活動越多；得

分越低，則反之。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方式，以南投縣市國小低年級（一、

二年級）學童的父母為研究對象，有關國小家長樣本部份，

委請國小一、二年級的導師協助發放問卷給幼童家長填寫，

填寫問卷的人是以帶領子女參與戶外休閒遊憩活動的父母

（父親、母親、父母一起）。假如主要帶領的是父親，本研究

的問卷就由父親作答，若是主要由母親帶領子女參與戶外休

閒活動，則由母親填答，若大部份都由父母一起帶領時，則

由父母共同討論後作答，共計發放 500 份問卷，回收數量扣

除無效問卷後，共得 400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80%。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要用的研究工具有「戶外休閒活動參與動機量

表」、「戶外休閒活動參與效益量表」及「戶外休閒活動參與

阻礙量表」，並以李克特五等量表以 (1~5) 的認同程度，分

數越高表示認同的程度越高，題項內容如下： 

（一）戶外休閒活動參與動機量表 

本量表是參考謝筑虹（2005）編製的親子休閒運動動機

量表，此量表分為四個部分：1.親子關係需求：係指家長主

觀地認知參與親子戶外休閒遊憩，對於個體本身和幼兒之間

在增進親子互動、情感及成長經驗等的評估。2.社會需求：

係指家長主觀地認知參與親子戶外休閒遊憩，是受到社會性

理由影響或欲培養幼兒適應群體生活等內容的評估程度。3.

健康適能需求：係指家長主觀地認知參與親子戶外休閒遊

憩，對於個體本身或是幼兒在增進身體健康、體能及紓解壓

力等利益的評估程度。4.智力需求：係指家長主觀地認知參

與親子戶外休閒遊憩，對於個體本身或是幼兒在獲得學習、

創造、興趣、自信心等經驗的評估程度。原始題目共有 43

題。採李克特的五點量尺型式，5非常同意、4同意、3沒意

見、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本研究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各構面的考驗，以主軸法

萃取因素，並以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每題的因素負荷

量至少要達 0.4 才予以保留。若有跨因素的題目就予以刪除

（在兩個因素其因素負荷量都達 0.4 以上者）。其次，若有題

目跑到其他的構面，本研究亦將這些題目刪除，所得結果變

成兩個分量表：健康適能需求（5 題）及親子關係需求（5

題），全量表解釋的變異量為 62.87％。健康適能需求的內部

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為 0.79，親子關係需求的 Cronbach’s 

α 則為 0.89。 

（二）戶外休閒活動參與效益量表 

本研究參考呂惠富（2008）所編製的「休閒效益關係量

表」及鮑敦瑗、張允熙、陳銘嘉（2011）編製的「親子活動

參與效益量表」，將效益的部分共分為五個構面來進行研究：

1.休閒性效益：係指親子參與戶外休閒活動所得到的休閒性

效益。2.健康性效益：係指親子參與戶外休閒活動所得到的

健康性效益。3.學習性效益：係指親子參與戶外活動所得到

的學習性效益。4.情感性效益：係指親子參與戶外休閒活動

所得到的情感性效益。5.交流性效益：係指親子參與戶外休

閒活動所得到的交流性效益。本量表採李克特的五點量尺型

式，5 是非常同意、4 是同意、3 是沒意見、2 是不同意、1

為非常不同意。 

本量表仍然採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各構面的考驗，以主

軸法萃取因素，並以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最後得到兩

個因素：學習性效益（6 題）及休閒性效益（4 題）。全量表

解釋的變異量為 69.17％。學習性效益的 Cronbach’s α 為

0.92，休閒性效益的 Cronbach α 則為 0.80。 

（三）戶外休閒活動參與阻礙量表 

本研究參考謝虹筑（2007）編製的「親子休閒運動阻礙

因素量表」，此量表分為： 1.人際阻礙：係指家長參與親子

戶外休閒活動，是受到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的結果。2.結構

阻礙：係指影響家長參與親子休閒活動的外在因素。3.個體

阻礙：係指由於家長個人本身的態度與狀況而影響其參與親

子戶外休閒活動的因素。本量表也是採李克特的五點量尺型

式，5 是非常同意、4 是同意、3 是沒意見、2 是不同意、1

為非常不同意。 

本研究仍然採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各構面的考驗，以主

軸法萃取因素，並以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所得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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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構阻礙（6題）；2.人際阻礙（3題）。3.個體阻礙（3 題）。

全量表解釋的變異量為 78.99％。結構阻礙的 Cronbach’s α為

0.93，人際阻礙的 Cronbach’s α 則為 0.91，個體阻礙的

Cronbach’s α為 0.89。 

三、研究步驟 

本研究首先是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了解研究背景，並

撰寫研究動機。依據相關文獻及研究動機提出本研究目的、

架構及擬出研究設計。其次是編製本研究所需的三個量表，

確認各項量表的信度與效度皆能符合各項指標後，即進行施

測。在施測前，先到預定要施測的班級請導師協助幫忙發放，

並由研究者統一說明作答的方式，減少施測時所造成的誤

差。這期間若是家長有不了解的地方，可請家長以電話聯繫。

等所有的資料都蒐集後，即建立資料檔並做各項的統計分

析。各項分析的結果編製統計摘要表，並對結果提出解釋與

討論。最後是針對本研究做出結論與建議。 

四、資料處理 

（一）以次數分配了解研究目的一的問題。 

（二）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研究目的二的問題。 

（三）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驗證研究目的三的問題。 

（四）本研究各項統計考驗之顯著水準均訂為 α=.05。 

參、結果 

一、親子參與戶外休閒活動的現況 

由於現代的家庭有不少是屬於雙薪家庭，是現代社會經

常有的現象。但也因為夫婦都要上班，平常忙於工作，假日

就想要好好休息。假如小孩適值就讀國小階段，正是精力充

沛，很想到戶外做一些活動，有的家庭就由父親、母親或是

父母一起陪同小孩出去做一些比較輕鬆的休閒活動。依照本

研究的調查發現，父母一起陪同孩子參與戶外休閒活動的次

數最多（214次），其次是母親（141 次），最少的是父親（45

次）。 

若是以次多陪同孩子參與戶外休閒活動的情形而言，母

親有 181次，其次是父母一起的有 125次，父親有 95次。最

少陪小孩參與戶外休閒活動的為父親是 260 次，母親是 78

次，父母一起是 61次。 

為何父親參與的情形是三者中最少的？雖然父親也想和

家人一起活動，但是因為工作上的關係，加班、應酬有時無

法讓父親有空餘的時間和家人在一起活動。在傳統上，常有

男主外，女主內的習慣。而且在服務機構中，男性擔任主管

的機會也比較多，因此投入在工作上的時間也就增加很多。

相對的，女性要擔任高階主管的機會較少，有時會因女性懷

孕、生產的關係，升遷的機會較少，因此可正常下班，因而

有較多機會陪小孩參與活動。 

王舒芸（1995）認為現代男性在扮演親職角色時雖然大

幅度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二分法之局面，但是他們在照顧

子女時仍然扮演「選擇性育兒角色」，多數父親可以選擇他什

麼時候「想」或「可以」照顧子女，可以選擇他想「幫忙」

的育兒活動，或「決定」他要參與的程度有多深。因此，育

兒、家務的工作多半還是落在女性身上。 

然而許多研究指出父親對子女的影響力相當深遠，在子

女的學習成就表現和幸福感更是舉足輕重（陳秀如，2001；

謝青儒，2002；謝明華，2003）。所以子女的教養問題應該要

父母一同來努力才能發揮最大效果，尤其是在成長中的孩

子，父母親陪伴參與休閒活動是子女在未來身心發展上都能

獲得較好的效果，依研究的結果發現父親參與次數最少，這

也是值得省思的問題。 

二、不同背景變項在戶外休閒活動參與動機的差異比較 

表一是父親、母親及父母一起在參與動機的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由結果得知，只有「親子關係需求」的差異達顯著

水準。進一步以薛費法 (Scheffe’ method) 進行事後比較，結

果發現父母一起較母親一人有較高的親子關係需求  (23.72 

vs. 23.08)。 

表一 父親、母親及父母一起在參與動機的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變項 組  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親子 

關係 

父  親  45 23.20 2.05 4.20* .016 

母  親 141 23.08 2.33   

父母一起 214 23.72 1.98   

健康 

適能 

父  親  45 20.27 2.77 2.75 .065 

母  親 141 21.28 2.98   

父母一起 214 21.33 2.71   

*p<.05 

Zabrike and Mcrmick (2001) 的研究顯示，經由家庭成員

共同參與的活動會帶來更多的家庭互動。從事家庭休閒活動

可以促進家庭凝聚、夫妻關係以及親子關係的發展。Wold and 

Anderssen (1992) 的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朋友與兄弟姐妹

若有參與身體活動，該學童會受其影響，也會積極地參與活

動，直到成年時期。這些研究結果都說明了經由家長一起帶

動參與的動機越強，對於影響兒童的未來學習或是家庭本身

都有很大的幫助。研究結果在「健康適能需求」參與動機需

求構面上無顯著差異，大概是因為本研究為國小一、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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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長，所以在此階段的學童較不需要特別關注所致。 

三、不同背景變項在戶外休閒活動參與效益的差異比較 

表二是父親、母親及父母一起在參與效益的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由結果得知，父母一起較母親一人有較高的休閒效

益，其餘各組之間則無差異存在。 

表二 父親、母親及父母一起在參與效益的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變項 組  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休閒 

效益 

父  親  45 17.96 2.10 3.70* .026 

母  親 141 18.25 1.86   

父母一起 214 18.63 1.61   

學習 

效益 

父  親  45 25.60 4.09 0.05 .954 

母  親 141 25.60 3.67   

父母一起 214 25.72 3.60   

*p<.05 

Carson (1994) 認為幼兒若是肢體活動能早一點接受刺

激，也是提供未來遊戲、運動甚至日常生活良好適應能力的

基礎。張孝銘（1998）在休閒與社會互動探討中提到，家庭

成員的親密互動關係，是其它團體無法取代的，也是個人社

會化過程最重要的因素。在家庭成員的互動上，親子參與戶

外休閒活動會增加家庭成員的互動性，相對的也是達到休閒

性效益的主要途徑。 

四、不同背景變項在戶外休閒活動參與阻礙的差異比較 

表三是父親、母親、父母一起在參與阻礙的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由結果得知，父親、母親、父母一起在參與阻礙的

差異比較方面，沒有任何兩組有差異存在。 

表三 父親、母親、父母一起在參與阻礙的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變項 組  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人際 

阻礙 

父  親  45 6.96 2.80 2.69 .069 

母  親 141 6.82 2.65   

父母一起 214 6.26 2.47   

結構 

阻礙 

父  親  45 18.42 4.64 2.39 .093 

母  親 141 17.27 5.64   

父母一起 214 16.56 5.53   

個體 

阻礙 

父  親  45 9.53 2.55 2.74 .066 

母  親 141 8.84 2.93   

父母一起 214 8.49 2.78   

江中皓、周靈山、吳運全、林秀橞（2000）在回顧文獻

探討的結果後，認為良好的親子互動休閒關係對孩童成長與

教育有正面的作用。陳鏡清（1997）認為家庭成員應把握共

有的閒暇時間來從事休閒活動，不僅能增進親子關係，加強

家庭成員間的團結，更可以透過活動灌輸正確的待人處事的

道理。Shaw (1999) 與 Shaw and Dawson (2001) 的研究發

現，對於父母來說，參與家庭休閒活動具有極高價值，因為

父母親利用家庭休閒參與活動，間接或直接增加家庭溝通協

調，並且認為可以藉此增進孩子的身體健康以及培養良好的

道德。Zabriskie and McCormick (2001) 的研究顯示，經由家

庭成員共同參與的活動會帶來更多的家庭互動；其更進一步

地指出，從事家庭休閒活動可以促進家庭凝聚、夫妻關係以

及親子關係的發展。本研究不管是父親、母親、父母一起在

休閒阻礙方面都沒有差異，這表示目前為止，孩童的成長還

沒有受到家裡長輩無法陪同參與休閒活動的不良影響。 

五、不同背景變項在戶外休閒活動參與行為的差異比較 

表四是父親、母親及父母一起在參與行為的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由結果得知，父親、母親、父母一起在參與行為上

是有差異的。進一步以薛費法做事後比較，結果顯示父母一

起的參與行為高於母親及父親的參與行為 (17.64 vs. 13.96, 

12.89)。而母親的參與行為和父親的參與行為則無差異。 

表四 父親、母親及父母一起在參與行為的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變項 組  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參與 

行為 

父  親  45 12.89 4.07 35.59* .001 

母  親 141 13.96 3.51   

父母一起 214 17.64 5.46   

*p<.05 

國內學者（王禎祥，2003；黃富順，1973）指出父母、

朋友是國小學童從事休閒活動時最重要的參考團體。國小學

童得到重要參考團體的支持度愈高，其休閒參與狀況愈好。

張君如、楊仁仁、李佳玲（2008）以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發現在主觀規範方面，依平均數來看以「家人」具

有最高的影響力，其次依序為「學校社團」、「大眾媒體」、「同

學或朋友」「老師」、「報章雜誌」。可見家人會影響國小學童

休閒參與行為的意向。因此，若學校想要提升學童的休閒參

與行為，應先建立父母正確的休閒觀念，或多舉辦親子互動

性的休閒活動，並鼓勵父母一同參與。 

六、戶外休閒活動參與動機、休閒效益及休閒阻礙對休

閒活動參與行為的預測 

由於父母一起參與孩童休閒活動的行為高於母親或父親

單獨參與孩童的休閒活動行為，因此在進行戶外休閒活動的

參與動機、休閒效益及休閒阻礙對參與行為的預測時，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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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兩組進行預測。也就是分成父母一起的為一組，另外就是

母親和父親合併為一組。 

表五是父母為一組進行親子關係、健康適能、休閒效益、

學習效益、人際阻礙、結構阻礙、個體阻礙預測參與行為的

結果。本研究是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來探討預測變項對效標

變項的預測情形。由結果得知，七個預測變項只有個體阻礙

可以有效預測參與行為，其累積決定係數只有 0.02，亦即個

體阻礙可以預測參與行為只有 2％。在應用的價值上，其意

義並不大。為何父母的親子關係、健康適能、休閒效益、學

習效益、人際阻礙、結構阻礙這幾個變項無法預測父母參與

子女的戶外休閒活動的行為，有可能是現代的父母都是雙薪

家庭，子女下課時通常父母都還在上班，因此就將子女送到

安親班，等父母下班後再去接子女回家。父母能和子女到戶

外做休閒活動的時間頂多是假日時才有空。但有的父母在假

日時也會有一些應酬活動，也無法都一直能陪子女參與戶外

休閒活動。因此，以上七個變項和參與行為的相關就偏低，

當然就無法預測其參與行為了。 

其次是將父親和母親的親子關係、健康適能、休閒效益、

學習效益、人際阻礙、結構阻礙、個體阻與進行合併，然後

預測其參與行為。由於父親與母親合併後的親子關係、健康

適能、休閒效益、學習效益、人際阻礙、結構阻礙、個體阻

礙與參與行為都是低相關，結果顯示沒有一個預測變項可以

有效預測參與行為。 

肆、結論 

一、本研究的結論 

國小一、二年級的學童與父母一同參與戶外休閒遊憩活

動的情形最多，其次是只有母親參與，最少的是只有父親參

與。 

比較父親、母親及父母一起參與孩子休閒活動的動機方

面，結果得知，父母一起較母親一人有較高的親子關係需求。

父親、母親和父母一起在參與效益的差異比較方面，結果顯

示只有休閒性效益一項有差異存在。再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

較，結果顯示沒有任何兩組有差異存在。在參與阻礙的差異

比較方面，結果得知，只有人際阻礙一項的差異達到顯著水

準。再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發現並沒有任何兩組有差異

存在。父母一起參與子女在戶外休閒活動行為的得分均高於

只有母親或父親的參與行為，由此可知，當父母能一起參與

子女的戶外休閒活動行為時，小孩的興緻就比較高，參與行

為也較投入。 

本研究分別以父親、母親及父母一起時的親子關係、健

康適能、休閒效益、學習效益、人際阻礙、結構阻礙、個體

阻礙對子女參與戶外休閒活動的行為進行預測。結果顯示父

母一起時，只有個體阻礙可以有效預測子女的參與行為，其

累積決定係數為 0.02，亦即個體阻礙預測參與行為只有 2％。

雖然此個體阻礙對參與行為的預測力在統計上達到顯著水

準，但在應用價值上其意義並不大。而父親和母親的親子關

係、健康適能、休閒效益、學習效益、人際阻礙、結構阻礙、

個體阻礙對子女的預測，沒有一個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 

二、研究結果應用的建議 

（一）學校方面可將親子關係需求納進休閒活動設計的參

考 

親子關係需求是家長參與兒童親子休閒活動運動主要的

動機因素構面，也是家長最重視的，因此未來如要辦理相關

活動之企劃時，可依此為規劃的主要參考方向，在活動設計

上也可以以親子關係需求為主要設計內容，比如運動會可以

以國小低年級為主，設計親子競賽項目，增加親子參與的機

會等等 

（二）親子相關業者可規劃適合全家人都能參與的親子休

閒活動 

本研究之調查顯示，參與親子戶外休閒活動的人，以父

母一起參與的比例最高。因此未來在從事戶外休閒活動的安

排上，可建議規劃多元化、樂趣化且適合全家人能一同參與

之戶外休閒活動體驗，進而達成父母所期望兒童學習體驗到

的休閒性效益及學習性效益。 

（三）政府可多加推廣家長參與親子戶外休閒活動運動的

風氣 

表五 親子關係、健康適能、休閒效益、學習效益、人際阻礙、 

結構阻礙、個體阻與參與行為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入 

順序 
預測變項 

原始分數 

迴歸係數 

標準分數 

迴歸係數 

累積決定 

係  數 
t 值 p值 

1 個體阻礙 -0.29 -0.15 0.02 16.92* .001 

2 截 距 20.1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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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政府在親子教育方面需要努力推廣，多宣導家長參

與親子休閒活動的好處。研究結果顯示父親參與子女活動程

度較低，可多加提倡相關親職課程免費參加，藉此也許能多

提倡鼓勵父親的參與意願。政府也可以親子戶外休閒活動為

主要宣導方向。比如南投地區每年都會舉辦「稻草文化節」

的系列活動設計，可讓親子休閒活動更加活絡。其所舉辦的

活動有滾泥巴比賽、做稻草人、推滾稻草等等。系列活動兼

顧到人文藝術，也活絡親子休閒，此類的休閒活動透過媒體

等宣導來增加民眾參與活動的意願，並提供民眾參與的相關

訊息，以增加其參與的頻率，如此一來既能推廣親子教育，

又能推展藝術人文休閒一舉兩得。 

（四）政府應積極設置或開放可供休閒活動的場地 

我們推論兒童較常進行戶外休閒遊憩的場所為學校、運

動公園、河堤公園為較常見，因此除了學校能配合民眾的需

求開放運動設施、場地及延長使用時間外，也希望政府基於

推動全民運動及親子教育的政策方向，增設社區公園簡易運

動場之遊戲設施之興建，讓民眾方便對於家長及兒童等參與

戶外休閒活動的提高，並投入實際參與的行列。 

（五）提升家長參與親子戶外休閒遊憩動機並降低阻礙因

素的干擾 

在本研究中，家長認為在參與親子休閒運動阻礙中以「結

構阻礙」及「個體阻礙」的影響最大，這或許可從增強家長

的參與動機來降低阻礙，由政府機關推動宣導及增設社區運

動計畫，接下來就是結合休閒、體育、運動等相關科系的學

生，設計兒童及家長能感興趣的活動，深入社區作親子戶外

休閒活動相關活動的指導，比如公園內設置小型攀岩場由專

業教練來開設推廣課程並且鼓勵家長陪伴，進而增加家長的

參與程度等，這些類似的活動可以推動家長參與親子戶外休

閒活動的興趣。 

三、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有關本研究中的背景變項只針對父親、母親或父母一起

參與的為研究對象，因此呈現結果有部份是沒差異存在，相

關文獻也較少，未來可以擴大到其他縣市進行研究，以擴大

研究的範圍。 

此外，研究結果也發現父親這個角色參與親子休閒活動

的次數最少，未來也可針對父親進行深入分析，或是針對單

親家庭及祖、以及新住民的孩童，進行戶外休閒參與的研究，

例如：可先針對樣南投地區國小一、二年級家長參與戶外休

閒活動有更完整性的瞭解，再擴大到別的縣市，但因為研究

文獻上較少，在蒐集參考資料上相對較為困難，這也是研究

上需要克服的地方。 

（二）研究限制方面 

本研究限於人力、時間，僅就 104年 4~5月間的親子參

與戶外休閒活動參與情形作調查，但隨著季節的不同，參與

的情形也會有所改變(如：如每年 4~5 月為霉雨季節可能會影

響那些想帶兒童從事戶外休閒遊憩家長的參與意願)。因此未

來可依不同季節的親子戶外休閒活動進行調查，以獲得更完

整的資料。 

（三）在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之量表在預測時，因素構面上的有些因素不足，

因此建議未來透過質性研究的方法進行資料的蒐集，以擴大

量表題目的內容，並以更多的樣本來進行施測，期使量表能

更加地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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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1.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parent-child 

participating outdoor recreation, 2.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participative motivation, 

participative benefits, participative constraints and participative behavior among the 

parent-child participating outdoor recreation activitie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and 

3. to explore the prediction of participative motivation, participative benefits, and participative 

constraints of parent-child participating outdoor recreation activities on participating outdoor 

recreation behaviors. The subjects were the parents whose children studying in the primary 

school (1st and 2nd.grade). All the subjects were administered by “the inventory of participative 

motivation in outdoor recreation activity”, “the inventory of participative benefits in outdoor 

recreation activity”, and “the inventory of participative constraints in outdoor recreation 

activity”.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t-test (independent), one-way ANOVA 

(independent),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as the following: 1. 

The percentage of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participating in outdoor recreation activities, the 

highest involvement was the whole families, followed by the mother, the least was the father. 2. 

There were more demands in outdoor recreation activities for couples than mother only. 3. 

There was only 2% power on individual constaints to predict the children outdoor particpation 

behaviors when their parents came in together.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was that parents 

participating children’s  outdoor recreation activities was the best way to increase children's 

participating in recreation behaviors. 

Keywords: mental health, family recreation, leisure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