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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運動/活動與休閒教育在國內大專校院

學生之關連性探究

李森源/美和技術學院

摘 要

本文將探究休閒活動與休閒教育對大專校院青年學子之影響，瞭解休閒活動

對大專青年之相關性，及現今大專青年之休閒態度與休閒教育其需求。本文先蒐

集相關理論、議題、趨勢與過去相關學者研究的成果和文獻，並將所蒐集的資料

文獻加以整理、歸納、分析、解釋，作為本文推論之依據。結果發現：休閒運動/

活動的好與壞，取決於個體休閒態度與價值觀。休閒教育是一種教育，可以幫助

大專校院青年學子形塑優質的休閒態度與價值觀；大專校院相關單位應加強學生

及教職員工休閒教育，引導學生及教職員工走上健康大道，提供一個生命教育工

場。另外，因此積極推展休閒教育與運動 /活動的實施，達到全人教育的目的，並

提供規劃高品質的未來生活。

關鍵詞：休閒運動、休閒活動、休閒教育、大專校院

主要聯絡人：李森源 912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 23號(體育室)

TEL：08-7799821#8232 E-Mail：x3120@email.meiho.edu.tw

壹、緒論

謝義雄(1985)、劉興漢(1992)與行政院主計處（1998）之調查，歸納出年輕人

休閒內涵及趨勢是：一、社會富庶繁榮，經濟不虞匱乏，形成消費休閒文化；二、

反抗形式，標新立異，形成官能休閒文化；三、追求個人表現，好逸惡勞，形成

逸樂休閒文化。因此，電玩、KTV、PUB、舞廳、飆車、觀看晃色書刊影帶、深

夜遊蕩成為許多青年追逐的休閒新寵。在這種休閒型態之下，產生許多社會問題。

歸究其原因，年輕人之所以追逐此種休閒型態，顯現出：一、對現有的休閒不滿；

二、缺乏正確的休閒態度與觀念。瞿海源(1995)指出，根據調查，民眾對休閒生活

的滿意程度之下降是所有生活各方面最嚴重。由於以上學者的研究可看出，對於

休閒生活不滿的情形逐漸增加，使青少年常感到無聊煩悶，於是尋求刺激甚至偏

差行為。其次，在休閒觀念與態度方面，莊慧秋(1994)指出，有許多心理和社會學

家們紛紛提出警告，現在的社會最缺乏的不是休閒活動，也不是休閒場所，而是

正確的休閒觀念與態度。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999)指出，運動的種類項目眾多，休閒運動應較競技運動

更符合時代潮流與需要，大專青年若能培養休閒運動 /活動的興趣，並養成休閒運

動/活動習慣，相信對建立全民終身運動習慣，提升全民體能與體力實應具有正面

的意義。隨著國人有越來越多的時間與金錢及參與休閒活動，休閒產業乃因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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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需要而發展，休閒服務業並被預測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重要行業，休閒生活亦

將成為人類生活的主要部分 (蔡長啟，1993)。誠然，全民健保的實施、尖端科技的

創新突破，在在都需要健康進取的國民配合，因此積極推展休閒運動 /活動，紓解

精神壓力，規劃高品質的生活，為國家與社會明天會更好將不遠矣之態勢（鄭芳

梵，1993）。余嬪（2000）指出休閒是現代人生活品質的主要指標之一，隨著時代

的改變，對休閒的需求也有不同，以前的人談休閒主要是在追求休閒、放鬆，而

現代人則更希望休閒中能得到生理、心理、社會與精神方面的全方健康

（wellness）。由以上可知，目前台灣社會上之休閒風氣明顯產生了若干偏差與扭

曲，僅空有閒暇卻無閒情，其中又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種現象（黃致傑、游志青，

2004）：一、庸俗化：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00）之「八十九年台灣地區社會發展

趨勢調查」中指出國人自由時間活動以看電視為主，與家人相聚個人靜思等居次，

參加藝文活動頻率尚顯偏低。可知，國人從事的休閒活動類型相當有限，多數仍

侷限於室內、被動式與靜態式休閒活動，許多莘莘學子更因休閒能力的匱乏，無

法妥善規劃休閒活動與時間，流連於網咖、KTV 或電子遊樂場，往往投注大量的

時間、人力、金錢後卻無法達到休閒的真正目的。二、功利化：伴隨著物質文明

發達而來的急功好利、金錢萬能的偏差思想，使得大家參與休閒活動，往往僅為

了習得一技之長以便於賺取更多的金錢，不再是為了鬆弛、娛樂及自我實現等體

驗。而才藝教學者或休閒活動指導者亦往往過於重視知識的提供與技能的培養，

卻忽略了休閒真諦的啟發與涵養。三、縱慾化：休閒活動往往伴隨著感官的刺激，

如不知節制、深化或昇華則很容易流於放浪形骸或玩物喪志。尤其目前國人交際

應酬，每每涉及風月場所，有錢有閒的人常易耽於奢靡、頹廢的聲色犬馬之中，

甚至蔚為風尚。物質享受往往成為休閒品質的指標。四、利己化：現代人休閒活

動常常只強調個人感受、滿足或方便，而漠視他人及週遭環境的需求與容納能力。

過度的環境開發與自然資源的使用，再加上休閒業者短視近利，往往造成環境不

可彌補的傷害。據此，許建民、高俊雄（2000）認為現在社會最缺乏的不是休閒

活動，也不是休閒場所，而是休閒的正確觀念與態度。

有鑑於此，本文將探究休閒活動與休閒教育對大專校院青年學子之影響，瞭

解休閒活動對大專青年之相關性，及現今大專青年之休閒態度與休閒教育其需

求。本文先蒐集相關理論、議題、趨勢與過去相關學者研究的成果和文獻，並將

所蒐集的資料文獻加以整理、歸納、分析、解釋，作為本文推論之依據。

貳、大專校院學生之休閒運動/活動現況分析

由於教育部堆行多元化入學方案政策，逐漸擺脫升學主義掛帥的教育模式，

以培養學生朝向多樣化的全人發展邁進。傳統上業精於勤、荒於嬉及勤有功、戲

無益，影響家庭、學校、社會對休閒活動的態度至深，也隨時代變遷有所調整（鄒

宇翔，2003）。王美芬(1992)及高俊雄(1996)指出，休閒活動對心理適應及生活品質

有積極正面的意義，但在台灣社會中，由於太過重視課業成就的結果，學生對自

我評價多半來自學業成就的表現，雖然休閒佔青、少年日常生活中較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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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鮮少有人關注其休閒活動經驗與成就的重要性。舉凡人格特質、性別、年齡、

對休閒生活的知覺和態度，及有關的知識和技能、文化及次文化、住家環境、經

濟收入、空閒時間、社會責任、休閒場地與設施的有無和方便與否等，都影響大

學生參與休閒活動的質與量 (晏涵文，1993) 。

休閒活動對大學生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且推廣符合現代化及富知識性的

休閒活動，十分必要。應在觀念、時空及整體活動規劃上，把握其重要性，多創

造大學生的休閒學習機會，並在體育課程中充分利用且把握活動多樣化原則，激

發興趣，享受休閒，以達最高品質的生活目的（謝秀芳，2001）。Edginton and

Ford(1985)研究發現，許多大學生希望藉由大學教育而增加賺錢的技能，其目的在

於從事更好的休閒活動，顯然大學生覺得生活中最棒的事不再是擁有自由，而是

在工作中賺取可觀的收入以便享受休閒、不虞匱乏，這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目的。

許瓊文(1992)以 423台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休閒行為的概況，發現台大學

生只要覺得需要休憩時，便決定所要從事的休閒行為，缺少中間抉擇及思考的內

在歷程。顏映馨(1999)將大學生的生活型態分為休閒娛樂、社團參與、網路資訊、

流行時髦及熱衷交友等五大類進行調查，研究顯示大學生的生活風格以具有逸樂

取向的休閒娛樂為主，同時大學生的休閒娛樂對其人際親密和幸福感都有關係也

具預測力。

根據陳振貴、張火木(1996)的研究發現，目前的大專生的休閒價值觀，可分為

下列幾點敘述：

一、我們需要休閒

我們是許多人生命舞台中的重要角色，無論多忙，記得要保持輕鬆的心情，

如果可能，抽空作點自己真正開心的事。否則，一個人不懂得休閒的人，如何克

服人生成長過程的眾多挫折與生活壓力。

二、跨越休閒觀的代溝

我們對青年學生的印象經常在課堂、實驗室、辦公室或老師家中，一張張「平

淡」無表情的臉。在球場上、舞會中、郊遊時，說不定你赫然發現大專學生是那

麼的自主、鮮活與多才多藝。

三、澄清對休閒範圍的認定

許多人都經歷過「舞禁」、「撞球禁」的時代，目前又面臨視「PUB」、「搖頭

派對」為毒蛇猛獸的大環境。其實，許多休閒活動本身有益於身心，全看休閒者

把持的態度，投入合理的時間、金錢、心力和方式而定。

四、喚醒休閒人權的意識

休閒是天賦人權。聖經第一卷書創世紀就明示人類七日中要安息一日。「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更是我們祖先的生活規律。不少學生經過重重聯考的壓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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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知休閒的 K書族，我們應把大環境對學生層層束縛的休閒自由交還給他們。

五、示範一次有品質的休閒

同樣是班上郊遊，我們只要多花時間和功夫，就可以享受一個知性和感性兼

備的難忘之旅。

六、多與良師益友偕行

抽個空和朋友們去享受一下青春吧！孔子的學生曾子，就最愛在暮春三月與

學生「浴乎沂，風乎舞雲，詠而歸。」

七、活用休閒專業資訊

後工業文明時代有關休閒生活、休閒活動、休閒資訊、休閒輔導、休閒教育

與休閒諮詢已經沛然匯成一種專業的知識與能力庫，我們可借重它來提昇生活的

品質、亦可幫助我們解決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

學者林東泰(1997)曾指出，休閒教育是促進個人在瞭解休閒價值、休閒態度及

休閒目標的過程。誠然，學校之休閒教育，不僅可以提升學生之休閒態度及確立

學生的休閒目標，甚至在休閒價值觀感上，都是可以由休閒教育中，得到不一樣

的啟發跟見解。

叁、休閒教育實施之探討

Neulinger（1981）認為休閒態度是個人對休閒的一種特殊想法、感覺與行為

的表現，他會影響一個人的休閒參與情形。Ragheb and Breard（1982）則將休閒態

度區分為認知、情意與行為三大層面。林東泰（1993）指出休閒態度即係指個人

對休閒活動所抱持的一種想法、感覺和行動的傾向。每個人的休閒行為大抵上是

休閒態度的外在行為表現，所以只要掌握其休閒態度就可以相當程度確認他可能

採行的休閒行為。並把休閒態度界定在情意層面，但是，並不排除有關休閒認知

和行為層面的成分，因為休閒態度的對象，有時是休閒活動本身，有時是對於休

閒活動的場所或設施，有時是參與休閒的人或事或物，有時則是對於休閒有關的

休閒政策或規劃等。李明榮（2000）則表示休閒態度是一種複雜的心理過程，它

通常包含了個體對於休閒的認知情形、情意表現與行為傾向等三個層面的總和。

顏妙桂(1994)認為休閒教育是指在教育過程中，提供個人休閒活動或課外活動

的機會，使學習者在活動的過程中，培養休閒的態度、價值觀及有效利用休閒的

能力。美國國家遊憩及公園協會 (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 in America)

在其提出的休閒教育促進方案中，將休閒教育定義為一種過程，經由此過程人們

確認休閒是達到個人滿足與充實的途徑，並熟悉休閒時機的安排，瞭解休閒對社

會的衝擊，以及能夠為自我的休閒行為做決定。張翠珠（2001）曾探討休閒態度

對休閒教育需求之預測力，並對休閒輔導提出概要性的建議，而真正的休閒教育

實施策略卻仍隻字未提，實為可惜。本研究提出相關學者對休閒態度，以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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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東泰（1993）：

探討台北都會地區青少年的休閒問題，研究台北都會地區青少年的認知與休

閒態度，並了解他們的休閒認知與休閒態度之間的關係。調查結果發現台北都會

地區青少年的休閒認知主要有：休閒的自主性、休閒的功利性、休閒與讀書的對

立性、休閒的閒逸性等四個層面的認知。在休閒需求態度方面，以獲得舒解、滿

足好奇、受到別人肯定和擁有寧靜等四個因素。在休閒涉入的態度方面，則為有

益健康、學習成長、自由自在、與學業成績相衝突對立等四個面向。在休閒體驗

態度方面，則是展現能力/表現自我、輕鬆有活力及負面的休閒經驗等三個層面。

並發現台北都會地區青少年的休閒認知深深影響了他們的休閒態度。

二、謝哲仁（1999）：

探討臺北縣市國中學生的休閒認知、休閒態度與休閒行為的調查研究，發現：

臺北縣市國中學生的休閒認知、休閒態度與休閒行為均是趨向積極正面的；休閒

認知、休閒態度與休閒行為均呈正相關；女生在休閒認知和休閒行為之間有顯著

正相關，男生則未達顯著水準；休閒認知較能有效預測休閒行為。

三、陳俊豪（2001）：

探討南投縣國小學童的休閒態度傾向、休閒教育需求，結果發現：南投縣國

民小學的學童普遍具有積極而正向的休閒態度；年級的不同在國小學童的休閒態

度上形成差異，其中六年級學童的休閒態度較五年級學童高；休閒態度與休閒教

育需求之間有著高度的相關性。

四、王鳳美（2003）：

探討屏東縣六年級學童在休閒參與、休閒態度、休閒時間量、休閒滿意度的

現況、差異與相關情形，結果發現：學童休閒態度為正面積極，休閒態度愈正面

積極，其休閒參與程度亦愈高；女童在認知及情意層面均優於男童，男童在行動

層面則優於女童；高社經地位家庭學童在認知、情意及行動層面均顯示高於中、

低社經地位家庭學童；學童的休閒參與、休閒態度、休閒時間量與休閒滿意度具

相關性；學童的休閒參與、休閒態度、休閒時間量對休閒滿意度具有聯合預測力。

五、李三煌（2004）：

探討臺北市內湖區國小高年級兒童休閒參與、休閒認知、休閒態度的現況、

差異及相關情形，結果發現：女童在休閒投入層面的休閒態度上優於男童；休閒

參與、休閒認知、休閒態度等三者，彼此之間都有相當顯著的正相關。其中，以

休閒認知與休閒態度間的相關最高。

綜觀上述所論，休閒教育具有積極正面的教育意義，如灌輸正確的休閒觀念，

將培養正確的休閒態度與正確的休閒運動 /活動型態。劉興漢(1992)的觀點則指

出，休閒教育乃是針對休閒與休閒活動而的教育。休閒教育的主要內容，在於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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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改變個體知識、情意及技術；換言之，休閒教育正是指導休閒活動知識，培

養休閒活動意願、興趣及增進休閒活動技能的教育。顏妙桂 (1998) 認為休閒教育

是一種統整性的教育，它同時也是價值的教育，生活的教育，行動的教育，個體

在不同的階段有其不同的休閒需求，因此休閒教育也是一種終身學習的教育！

休閒教育列為教育體系的一環，早見於教育學者的論著之中。英國教育學者

史賓塞提出，教育是完美生活的準備，包括利用休閒時間和滿足趣味的活動－即

休閒和娛樂 (顏妙桂，1994)。具體地說，休閒教育是協助人們認識休閒的意義，

善用休閒時間，學習休閒活動技巧，作出正確的休閒抉擇，建立休閒倫理，以促

進生活內涵之充實，與生活意義創造之教育 (呂建政，1994) 。劉子利(2001) 研究

所得闡述休閒教育的內涵 (一)休閒認知的灌輸；(二)休閒資訊的引介；(三)休閒活

動的提供；(四)休閒時間的規劃；(五)休閒技能的訓練；(六)休閒態度的陶治；(七)

休閒諮商與輔導；(八)休閒教育方案與實施；(九)休閒教育專業人才的培養；(十)

休閒教育理論研究與運用；(十一)休閒事業經營與管理策略；(十二)休閒教育政策

的討論與研析。

誠然，休閒教育之目的大多在發展參與者的內在動機與覺知能力，使其具備

積極的休閒態度，力求控制環境，並藉休閒參與達到社區適應，加以改善生活品

質(王素敏，1997) 。教育部推動休閒教育的實施方式，主要有三大途徑。第一、

是藉由電視台及廣播電台開闢休閒教育節目，透過生動活潑的畫面情節，以達到

寓教於樂的目的；第二、是有計劃地結合各社教機構、有關團體及各級學校，辦

理休閒教育宣導及推廣活動，並兼顧室內及戶外生動活潑型態；第三、是請交通

部觀光局輔導觀光旅遊事業單位，配合推展休閒教育活動。劉子利(2001)以為休閒

教育的實施，應從下列五個面向來著手：(一)從實施機構而言；(二)從實施時間而

言；(三)從實施對象而言；(四)從實施場地而言；(五)從實施內容而言。

肆、結語

休閒運動/活動的好與壞，取決於個體休閒態度與價值觀。休閒教育是一種教

育，可以幫助大專校院青年學子形塑優質的休閒態度與價值觀；大專校院相關單

位應加強學生及教職員工休閒教育，引導學生及教職員工走上健康大道，提供一

個生命教育工場。另外，因此積極推展休閒教育與運動 /活動的實施，達到全人教

育的目的，並提供規劃高品質的未來生活。筆者提出以下建議：學校應深入了解

青年學子之休閒態度、休閒能力與需求，適時輔導與建議；踴躍參加休閒教育相

關研習或學分班，吸收新知，增加休閒教育知能與技能；配合通識課程，落實休

閒教育教學，帶動全校師生休閒風氣。在休閒教育的課程設計上，應配合各領域

的特性，並加以適當的整合，使學生能在課程當中，對休閒運動/活動產生濃厚之

興趣，一方面寓教於樂；另一方面，從課程中不僅獲取知識，並得以發揮每個人

不一樣的專長，從中得到來自於內在之成就感，此實為休閒教育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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