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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參與課外活動滋養正向少年發展：

潛在剖面分析及都市化脈絡的觀察

王淑貞

摘　要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檢測少年參與課外活動的頻率及樣態與正向發展

的關聯性。以正向發展理論及零和理論為基礎，檢視活動參與樣貌、

活動超載假設及都市或鄉村脈絡的交互作用。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以全國範圍抽樣之 1,214位國中 8年級學生樣本，採自填式問卷

填答，應用潛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及多元線性

迴歸分析模型，控制家庭資本及人口變項檢驗變項之相關性。

研究發現或結論

研究結果支持活動超載假設，少年參與課外活動之參與時間頻

率愈高，有較高的正向發展分數，但參與過多的少年正向發展程度

開始下降。少年參與課外活動的潛在剖面組有三：「低度參與組」、

「高度參與活動組」、和「中度參與組」。進一步檢驗顯示「高度

參與活動組」及「中度參與組」，相較於「低度參與組」都有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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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發展分數，同時也發現具都市化脈絡的調節作用，住在城鎮

區的少年若屬於高度參與活動組，在正向發展的程度之作用反而呈

現拉低的樣態。

研究原創性／價值

本研究是國內首度以潛在剖面分析了解國中生的課外活動參與

樣貌，並檢測都市化程度的調節作用，不但補充國內實證研究之不

足，也對國內發展少年課外活動之政策、方案或資源之佈建帶來啟

示。

關鍵詞：正向少年發展、課外活動、活動超載假設、潛在剖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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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TURING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ATENT 
PROFILES ANALYSIS AND INSIGHTS WITHIN 

AN URBAN CONTEXT

Shu-Chen Wang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requency and patterns of youth par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 Drawing upon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zero-sum theory, the patterns of activity 
involvement, and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within an urban and rural 
context were examined.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A total sample of 1,214 eighth graders was selected using 
a national-level random sampling approach.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Th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s were applied 
while controlling for family capital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variables. 

Findings/results

The result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of activity overload: those who 
participate in mo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have a higher positiv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has declined as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is over the threshold. Three 
subgroups of extracurricular participation were also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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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 displayed “high participation group” and “moderate 
participation group” had higher positive development scores compared 
to the “low participation group”. The relation was moderated by urban 
and township areas. 

Originality/value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examine the profile of par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using a nationwid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ample in 
Taiwan. This study not only fills the gap due to the 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in Taiwan but also brings out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Keywords: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verscheduling hypothesis,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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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少年的發展包括正向的心理素質及未來成為獨立個體所需具備之各項

能力，在國際社會的公共政策議程當中，考量少年能力建構與發展之政策

或介入方案已成為趨勢（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 United Nations, 

2018）。國內於 2015年 11月 20日施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宣示

維護「健康發展權」之少年權益，另外，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揭示，培育自主行動者應具備之心理特質及能力為教育目標（教

育部，2021）。隨著當代科技社會的快速變遷，促進少年能力發展不能僅

靠傳統學校資源（例如教材、課程設計、考試制度、師資培訓等）的投注，

家庭或社區等資源及其共同參與亦扮演著重要角色（Fullan, 2007）。

少年參與課外活動（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可促進正向發展已受

到許多研究關注（Mueller et al., 2011）。國外研究顯示，少年參與課外

方案及活動有助於促進個人的認知、情緒、道德及利社會行為之正向發

展，也有助於提升課業成績、社交技巧、減少風險行為等（Eccles et al., 

2003; Feldman & Matjasko, 2012; Schwartz et al., 2015; O’Donnell & Tharp, 

2012）。除了內在能力的成長之外，少年因為參與課外活動而增加與家

外的其他成人之互動機會，也帶來社會資本的累積，長期下來有助於在

心理上經驗到支持感及增權感、學習設定界線，顯現出正向發展的趨勢

效果（Fredricks & Eccles, 2008;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nd Institute of 

Medicine, 2002; Scales et al., 2000）。因此，少年參與課外活動帶來的好

處，已獲得許多實證研究支持其效用及重要地位。

在國內，雖然正處國中階段的少年多數的時間花在學校課堂之內的

學習活動，但在學校課堂之外的各項活動（簡稱「課外活動」）亦為少年

生活的重要場域，提供促進個人發展的機會，在個人發展的歷程中扮演

關鍵角色。隨著進入少年期，個人生活範圍之活動與接觸之社會環境日

漸擴大，時間重心逐漸偏向在社區、或者是活動場域與同儕團體互動，

家庭外的社會關係對於少年生活愈顯重要（Anderson et al., 2018; Oberle et 

al., 2011）。我國教育部已將學校社團之課外活動視為教育政策的重要一

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更將學生社團活動納入課程綱要規定（教育部，

2021）。即使是在繁重的國中課業學習階段，在升高中之多元入學方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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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下，學生們參與課外活動及學習才藝的行為卻日益增加（劉家樺等人，

2017）。儘管課外社團的參與及發展日漸普及，但國內在課外活動或社團

參與之研究，對象仍以集中在大學生居多，探討少年參與課外活動及其能

力發展的議題相當稀少，亟待相關研究補足此缺口。

有鑑於鄉村偏遠地區之幅員廣闊，居住在鄉村的少年，通常意味交通

不便利、距離活動場館較遠，不利於外出活動，相對資源也較少，經常成

為政策或方案補助的對象。例如，教育部 2019年發布「補助偏遠地區學

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明訂補助辦理有助於學生基本學

力及多元試探之活動，將促進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的學校資源議題納入政

策。然而，對於鄉村少年而言，參與課外活動的對其正向發展的助益程度

是否大於都會地區，也就是在資源相對不足地區，投注資源後是否能帶來

相對於都市地區更大的作用？目前文獻在都市化背景因素對於少年參與活

動的關聯及其發展的交互影響之研究仍然不足。正因為缺乏實證研究資料

了解都市化背景對少年發展的差異影響，國內在政策或公共資源的布建方

面，多預設居住在都市的少年有足夠資源，而將資源投向偏鄉，但缺乏足

夠的數據基礎了解相關教育政策規劃與資源，在都市化差異的內涵所發揮

的作用，仍多停留在視其為理所當然的初探階段，實有必要進一步補足相

關研究缺口。

本研究應用具全國性的調查樣本，提供第一手的資料觀察，旨在探討

少年整體課外活動參與的樣貌、類型與其正向發展之間的關聯，並透過探

討在都市化脈絡下的調節作用，提供實證基礎，以補充國內相關研究之不

足，進一步作為課外活動參與之教育政策及實務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課外活動參與促進正向少年發展的機制

正向少年發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簡稱 PYD）經常被採用

的定義為 5Cs，包括能力（competence）、 自信（confidence）、連結

（connection）、品格（character）和關愛（caring or compassion），並透

過研究實證為「正向少年發展」之組成面向（Jeličić et al., 2007）。Le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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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1）以少年正向發展為核心，在Bronfenbrenner（1979）生態理論（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基礎之下，彙整出「關係發展系統理論群

模型（relational developmental systems model, 簡稱 RDS）」，其概念顯示

透過課外活動的平台場域，提供互動及體驗，可視為有助促進少年成長

的生態脈絡資產（Agans et al., 2014; Durlak et al., 2010; Fredricks & Eccles, 

2008; Szapocznik & Coatsworth, 1999）。在例如美國 2002年啟動之 4-H研

究計畫（4-H Study of PYD），已透過實務數據印證對促進正向發展能力

的長期效果（Bowers et al., 2015）。

從「正向發展」的理論觀點，課外活動的場域可以視為一種社會場景

（social setting），透過包括（1）建設性地運用時間，透過有系統地、目

標式的安排學習，減少消極性的休閒活動例如看電視之負面影響；（2）

促進與學校、社區和社會之連結，培養參與感及團體歸屬感；（3）建立

支持型社會網絡，包括同儕或家外成人連結，提供協助及學習典範；（4）

熟悉社會規範、人際技巧、情緒管理、遵守規則及團隊合作；（5）學習

如何規劃、準備及實踐方案、同時處理各項挑戰，形成滋養少年能力發展

的機制（Blomfield & Barber, 2011; Eccles et al., 2003; Larson et al., 2006）。

以此正向發展理論為基礎，支持課外活動可以帶來學業成就之外的正面

價值，帶給少年在長期的社會及心理功能發展成果（Barber et al., 2009; 

Bohnert et al., 2010; Feldman & Matjadko, 2012; Zarrett et al., 2009）。因此，

課外活動本身提供少年和同儕之互動機會，加上結構性、有目標的活動安

排、導師帶領等而成為關鍵的外部資源，透過個人與脈絡的雙向互動關係

以增進多樣的正向能力發展（Agans et al., 2014）。

這些具組織性、各種型態的少年課外活動，包括例如體育類、藝術

表演類、追求學術表現為導向、社區導向的活動、服務類活動、以信仰為

基礎的團體活動等等類別，有些聚焦在任務的訓練及目標的達成、有些是

在增加應對或處理課業的技巧、有些則是增進人際互動、社會責任感或道

德感，同時也透過有結構的時間安排及規範、或主題性的設定等內涵，進

而對正向能力發展帶來影響（Fredricks & Eccles, 2006; Larson et al., 2006; 

Simpkins et al., 2008）。綜上，本研究從理論觀點出發，探究這些可能對

少年發展有意義的課外活動項目，並分別出由學校為場域的活動安排，

區分「以學校為基礎」和「社區為基礎」兩大類型（Fredricks & Eccles, 



48 王淑貞 :以參與課外活動滋養正向少年發展：潛在剖面分析及都市化脈絡的觀察

2006）。

二、活動超載假設的驗證

在正向發展理論的觀點下，將課外活動參與視為一種資源，暗示著

愈多愈好的線性關係。然而，在真實的生活中，活動參與需要個人付出時

間和精力等成本，由於有限資源的排擠作用，也可能影響在學校內的學習

（Fredricks & Eccles, 2006）。在 Coleman（1961）的零和模型（zero-sum 

model）就指出，因為個人的時間有限，當過度參與課外活動時反而容易

分心，進而影響學校正常課程的學習，同時，少年為了投入足夠的時間給

團體，往往形成內在壓力而阻礙發展（Feldman & Matjasko, 2012;  Marsh & 

Kleitman, 2002; Zarrett et al., 2009）。因此，在零和模型的假設之下，少年

參與課外活動與正向發展之間，可能不像正向發展理論所提的完全正相關

之線性關係，反而是存在負相關的作用。

為了折衷上述觀點，有些學者認為課外活動的參與存在一個產生負相

關的臨界點，這些臨界點理論（threshold model）」的學者們進而提出「活

動超載假設（overscheduling hypothesis）」，主張少年參與課外活動和正

向發展之間屬於曲線模型（curvilinear model），也就是兩者的正向相關性

具有轉折點，一開始活動參與有助於正向發展，但隨著參與頻率持續增加，

在正向發展程度卻開始平緩，最後略降，整體呈現倒 U型之非線性關係，

近年許多實證研究已支持活動超載假設，如果少年的活動安排太多將有

負面效果（Feldman & Matjadko, 2012; Fredricks, 2012; Knifsend & Graham, 

2012; Marsh & Kleitman, 2002; Mahoney et al., 2006）。不過，上述的研究

多基於國外的資料及情境，為了解此理論的跨文化適用性，並釐清在國內

少年課外活動與正向能力發展的相關特性，本研究將驗證活動超載假設，

探討少年在活動參與和正向能力之間的發展是否為倒 U型的非線性關係。

三、以個人為中心的分群途徑

在測量方法的討論上，過往文獻在課外活動的研究多採活動數量（廣

度）或參與頻率（時間深度）等測量方式，以掌握更多參與課外活動訊息。

然而，若是純粹以理論上的活動參與頻率加總分數或取平均值而成類型指

標，將忽略個體間的差異及內部自相關性等訊息而產生研究限制，也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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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多元參與的形式（Magnusson, 2003; Zarrett et al., 2009）。因此，近年

來在少年參與課外活動類型之研究，以變項為中心（variable-center）的資

料處理方式，轉移到以個人為中心的途徑（person-centered approaches），

藉以釐清不同的活動參與特徵帶給來的混合效應，提供豐富研究訊息。

以個人為中心的分群途徑，係指透過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或

潛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之統計技術，將具有類似傾向之參

與活動的類別及偏好的個人依照距離或機率概念加以群聚，區分出不同類

型，以進一步了解特定活動模式的參與者特徵，亦可檢視與正向發展或生

活適應的關聯研究（Feldman & Matjasko, 2012; Linver et al., 2009; Zarrett et 

al., 2009）。潛在剖面分析屬於個人導向（person-oriented）的分類方法，

依據個體在多個行為的表現或特徵，找出類似的模式並加以分組，避免以

人工方式的主觀判斷或是遭遇多樣活動參與分類的困難（Collins & Lanza, 

2009; Linver et al., 2009）。透過個人為分群的課外活動途徑，有助於研究

更了解課外活動的參與帶來的效果（Metzger et al., 2009）。例如，透過

分群了解少年在參與體育類、學校類、或宗教類等多樣化的課外活動，是

否與正向發展的面向有不同程度的關聯，以綜融性地真實反映少年活動參

與的樣態，讓課外活動參與的研究更貼近政策方案及實務應用（Linver et 

al., 2009）。在國外已有的分群研究，例如 Linver等（2009）以 2002-3年

之美國少年調查樣本資料，以類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分類出「運動

型」、「運動加其他」、「學校」、「宗教」及「低度參與」共五組；或

是Metzger等（2009）以紐約都會區少年為對象，以集群分析區分出「無

參與」、「學校或社區」、「社區或體育」、「體育」、「教會」、「綜

合參與」等六大類別。有鑑於國內在少年整體參與課外活動的樣貌甚少研

究，因此，本研究透過第一手的實證資料，以潛在剖面分析探討少年參與

課外活動有哪些多樣化的潛在類別？並分析與少年發展之間的關聯性。

四、都市化背景的調節作用

Bronfenbrenner（1979）的生態理論強調「脈絡」為個人的發展所帶

來的影響，從公共政策或資源配置的公平性角度，城鄉背景的差異也一直

是被關注的焦點，尤其在課外活動參與的議題中，涉及外部活動資源的可

得性，城市與鄉村的生活背景及資源差異，是否對少年參與課外活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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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向發展的關係帶來不同影響，便具有重要的實務意涵。根據 Urban等

（2009）一項針對 626位 5年級學生追蹤調查指出，社區內的場館（例如

圖書館、少年活動場館）和方案資源會調節少年課外活動的參與和正向發

展之間的關係，亦即居住在資源較差的鄰里少年，參與課外活動有加速促

進正向發展的作用，相反地，若是居住在資源豐富的鄰里少年，對於促進

正向發展之作用有限。可能的解釋為在鄉村地區活動及環境資源相對稀

缺，若能參與課外活動而取得場域內的豐富資源，可能在促進正向發展的

作用會更顯著；相反地，在城市地區脈絡下，由於資源可得性高，其與能

力促進的相關性可能較低。不過，在城市地區的少年，也有可能經歷比鄉

村地區更大的生活壓力、環境風險或社會孤立，在背景差異下可能導致相

關性效果的差異（Miller & Votruba Drzal, 2015）。在這樣的情況下加以推

論，都市少年若能參與課外活動，對能力促進的效果或許更大，因為有助

於抑制內部與外部的各項風險帶來的負面影響（Metzger et al., 2009）。由

於都市化背景的調節作用缺乏足夠的實證研究結論，從推論假設的角度，

僅能推論都市化脈絡有其重要性且可能帶來的差異效果，但具體的差異情

形仍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加以證實，因此，本研究將透過調節作用的檢

測，了解在城市與鄉村脈絡下，少年參與課外活動的類型、與正向發展程

度之間的關聯性，以期進一步回饋至政策意義探討。

五、關於本研究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國內少年的正向發展與課外活動參與之間的關係。

透過不同的課外活動測量方式，了解國內少年課外活動參與的多元樣貌並

驗證以下研究假設：（1）活動超載假設之存在性：少年參與課外活動與

正向少年發展之間為倒 U型之相關；（2）少年參與課外活動存在多樣化

的潛在類別；（3）參與課外活動的潛在類別與少年發展之間具備關聯性，

且存在都市化脈絡背景的調節作用。本研究目前為國內首度以全國性的樣

本之實證資料探討課外活動參與的多元樣貌及與正向發展之間的關聯，並

檢視都市化脈絡之調節作用，以補足國內現有研究之不足並提供實務及政

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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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國內就讀 8年級之學生 1，以「分層多階段叢集抽樣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方法選取樣本。首先將全國之鄉

鎮市區依都市化程度及地理區域劃分為 13層，計算各層內 8年級學生占

總人數的比例以決定各層應抽取的樣本總數後，按規模大小成比例抽樣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在每層抽出 1~4個鄉鎮市

區後，於每區抽 1校、每校抽 2班、每班學生全部施測之紙本自填問卷方

式，回收期間為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7月，共取得 26間公立國中合作，

每份問卷皆有學生參與同意書且無家長不同意的前提下方記為有效問卷。

本研究使用 1,214位有效樣本，其中男生佔 50.91%、女生 48.68%（0.41%

為遺漏值）；在縣市分布為雙北佔 27.59%、桃竹地區 21.42%、中彰地區

16.72%、雲嘉南地區 11.37%、雄屏宜花地區 22.90%。

為確保研究過程已周延考量倫理議題，本研究取得國立臺灣大學研究

倫理中心「微小風險研究倫理（IRB）審查」通過後才進行施測與執行，

且無提供酬賞予回卷者。

二、測量變項

（一）結果變項：正向少年發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採用美國 4-H之正向少年發展研究之極短版量表，涵括能力、連結、

自信、品格與關愛等五大面向（5Cs）共 17題之中文版本題目（Yang & 

McGinley, 2021），原始題目以李克特量表 5等量表（非常同意、同意、

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或 4等量表（很符合、符合、不符合、

很不符合）測量，資料處理時再將 5等量表轉換為 0、3、6、9、12分；

4等量表轉換為 0、4、8、12分，分數範圍皆在 0到 12分（Geldhof et al., 

2013; Lerner, 2010）。各面向的測量題目例如「我的課堂作業做得很好」

1　本研究礙於成本限制以選取一個年級為主，考量 7年級學生處於學習階段之轉銜期，
另 9年級學生以準備國中教育會考為重心，可能影響課外活動之安排，故以國中 8年
級學生為樣本觀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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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能力）共 3題、「在學校中我獲得許多鼓勵」等（連結）共 4題、「我

很滿意自己」等（自信）共 3題、「若知道一件事不該作就不會作」等

（品格）共 4題、「有人被利用時我會想幫助他」等（關愛）共 3題。五

個子面向題目之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Cronbach’s alpha值依序

為 0.48、0.76、0.8、0.59、0.83。總共 17題之總量表 Cronbach’s alpha值

為 0.85。接著，以理論結構檢驗量表內之正向少年發展之潛在變數因素結

構，遂採二階驗證式因素分析（second-orde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驗證由五大面向之潛在變數模型。模型結果顯示良好之適配度：x2（136）

= 5019.8、CFI = 0.94、RESMA = .05、SRMR = 0.04。因此，考量本量表

的二階因素結構特性，以及能夠進一步以多元線性迴歸模型驗證本研究假

設，本研究變項先分別取五大面向項下之題目平均值，接著再加總五大面

向之數值，以得到正向少年發展之總分數，分數愈高代表少年的正向發展

程度愈高。

（二）解釋變項及控制變項

1.課外活動參與：題目參考自 Simpkins等（2008）之研究內所臚

列之項目並加以精簡，問卷內容詢問學生最近一年內從事的課外

活動，分為以學校為基礎及社區為基礎兩大種類型共 8個題目，

包括學校體育類或球隊隊員；學校課後活動例如社團或學生會；

社區類服務性質的社團或童軍團；有組織的暑期或休閒營隊；家

教班或輔導班；志願服務活動；權利倡議有關的活動；宗教服務

或活動。在暑期或課後營隊、家教班對應在追求學術表現導向的

活動，權利倡議活動則關乎於公民參與的意識展現，故此納入題

目。每項活動測量級距以 0為無參與、1為每月不到一次、2為

每月至少一次、3為一週一次、4為一週二次以上或活動期間每

天。為利於觀察少年課外活動參與行為，重新編碼兩個變項如

下：

（1）活動參與項目數：反映學生有參與之課外活動項目數量，範

圍為 0~8項，0分者代表沒有參與任何一項活動，共佔研究樣本

之 21.99%。

（2）活動參與時間頻率：學生參與每項活動的時間頻率，每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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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從 0分至 4分，加總 8題之參與頻率，分數範圍在 0至 32分，

數字愈高代表參與的時間愈多。

2.家庭資本：考量家庭資本是影響正向發展的重要資源，本研究

以財務和內部關係來作為本模型內的控制變項（Bowers et al., 

2011; Park, 2004）。家庭財務之題目為「您有多擔心家裡的錢

不夠用？」，採李克特量表 4等量表（從來沒有、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總是如此），此題經反向計分後之範圍為 1~4分，

分數愈高代表愈不需要擔心家庭經濟狀況。家庭內部關係之題目

為「您滿不滿意您和主要照顧者之間的關係？」，李克特量表 5

等量表，從很不滿意到很滿意，範圍為 1~5分，分數愈高代表

少年與主要照顧者之關係滿意度愈高。

3.居住鄰里凝聚力：由於少年的正向發展會受到鄰里 -社區之環境

影響，在此納入鄰里的凝聚力作為控制環境因子的變項（Ahlin 

& Lobo Antunes, 2015; García-moya et al., 2013）。在題目參考

自 Earls等學者（1994）之鄰里凝聚力量表，包括「這是一個緊

密的社區」、「這邊的人都很樂意協助鄰居」、「居住在這邊

的人大多是可以信賴」共三題，採李克特量表 5等量表（非常

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本量表之信度

Cronbach’s alpha值為 0.8。本研究加總量表分數，愈高代表個

人感受到的鄰里凝聚力愈高。

4.都市化程度：係以學校所在地區之鄉鎮市區為主，依據中央研究

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2014）之 7大分

層結果先行串接，再考量鄉鎮市區特性及樣本數分布之分析需求

（本研究並未納入北中南東等地理區域之考量），加以劃分為 3

個類別變項，分別為都會區（層 1和層 2）、城鎮區（層 3及層

4）及鄉村區（層 5至層 7）。本研究樣本經劃分後，41.85%屬

都會區、30.31%為城鎮區、27.84%為鄉村區。

三、分析步驟

本研究主要有三個探討：（1）活動超載假設之存在性：少年參與課

外活動與正向少年發展之間是否呈現倒 U型之相關？（2）少年參與課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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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有哪些多樣化的潛在類別？是否與少年發展之間具備關聯性？（3）

都市化背景是否存在脈絡化的差異作用？有三個主要分析階段：（1）區

分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的潛在剖面組別樣態；（2）建置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模型，以表列刪除法（list-wise deletion）排除變項遺漏值，共有 1,187位

納入模型；（3）採用 F-test檢驗法，比較具有巢狀結構之多元線性迴歸

模型之差異性，用於了解新增變項對於迴歸模型的解釋力提升程度的有效

性，另外，以Wald 檢驗法檢定類別變項迴歸係數之間的差異是否達統計

顯著度。

本研究以統計軟體 Stata 15.1版本進行資料清理、統計模型及繪圖。

接著，採用軟體 Mplus 8.0進行潛在剖面分析，透過學生參與的各項活

動類型及時間頻率之資訊，以強韌最大概似估計法（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MLR）進行運算。首先指定分為 2組，觀察分群品質之後再

決定繼續分為 3、4組或更多，並依據評價指標決定最終分類。決定模型

之適配度指標包括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及 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值，較低的數值代表該組模型偏向愈適配；同時，

搭配檢視 Vuong-Lo-Mendlell-Rubin概率檢定（Vuong-Lo-Mendl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和 Lo-Mendell-Rubin Adjusted 概率檢定（Lo-Mendell-

Rubin Adjusted likelihood ratio test）結果，比較分組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

一直分組到不顯著的結果出現（p > .05），建議應選擇分組數較少的模型

（Lo et al., 2001; Nylund et al., 2007），同時以熵值（entropy）確認模型分

類的品質，範圍為 0至 1，愈接近 1代表分類品質愈好，可接受的判準值

為 0.7（Masyn, 2013）。最後，檢視分組之觀察個數以及在各題目上之分

布情形，決定具較佳解釋意義之組別並給予命名。

找出潛在剖面類別之後，再採取逐步多元線性迴歸模型檢驗課外活動

與正向少年發展的關連性，透過階段式放置背景變項、不同的課外活動測

量方式、活動參與組別及調節作用等項，觀察迴歸係數及顯著度的變化並

加以討論。值得說明的是，經檢測正向少年發展分數具有分布的常態性，

可以應用多元線性迴歸模型，然而，因應本研究抽樣架構為各學校為單位

之巢狀結構，為能夠搭配對應之統計模型，首先以多層次線性迴歸分析之

零模型，檢視組內相關係數值 ICC值（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此也代表正向少年發展分數總變異可以被各學校間差異的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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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之百分比，結果顯示資料之 ICC值為 0.02，低於一般常見之判準值

0.05-0.15（Hedges & Hedberg, 2007），因此，無須採用多層次迴歸模型分

析，而以多元線性迴歸模型來探討即可。

肆、研究結果

一、描述統計與雙變項相關

本研究樣本之正向少年發展分數平均為 39.04分（SD = 8.7，最大值

60分，峰度 Kurtosis = 3.41，偏態值 Skewness = -0.32）、家庭的財務狀況

平均為 3.1分（SD = 0.8，最大值 4分）、家庭關係滿意度平均為 4.11分（SD 

= 0.91，最大值 5分）、居住地的鄰里凝聚力為 10.36分（SD = 2.39，最

大值 15分）。在課外活動的參與方面，平均參與 2.09項（SD = 1.93，最

大值 8項）。檢視活動參與頻率的 0~32分範圍內，平均為 5.81分（SD = 

5.57）。在這 8個活動題項當中，以頻率 0~4分範圍內之平均數在 1.63~0.15

之間，標準差在 1.72~0.62之間，平均而言，少年參與學校課後活動之時

間頻率最高、其次是學校體育類球隊、最低的是權益倡議活動。本研究之

變項描述統計及雙變項相關係數，請見表 1及表 2。

表 1

樣本參與課外活動項目之交叉分析

各類人口有參與

該項活動之比例

性別 都市化程度

男 女 卡方值 都會區 城鎮區 鄉村區 卡方值

學校體育類球隊

學校課後活動

服務性質社團

有組織的營隊

家教班或輔導班

志願服務活動

權益倡議活動

宗教類活動

43.99%
53.76%
23.86%
29.15%
15.03%
25.16%
9.62%
22.68%

30.17%
52.21%
25.51%
27.09%
14.85%
22.75%
4.58%
20.03%

24.64***

0.29
0.44
0.63
0.01
0.96

11.54**

1.25

34.39%
50.89%
21.10%
27.27%
17.82%
25.49%
6.90%
18.15%

36.41%
56.32%
27.20%
30.22%
14.79%
26.92%
7.38%
21.70%

42.43%
52.10%
27.25%
26.79%
10.51%
18.15%
7.16%
25.89%

5.76
2.62
5.92
1.27
8.47*

8.64*

0.07
7.25*

樣本數占百分比 50.91% 48.68% 41.85% 30.31% 27.84%

*p < .05,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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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皮爾森相關係數檢視兩兩變項之間的相關性，發現正向少年發展與

家庭財務狀況、家庭關係滿意度及居住鄰里凝聚力有顯著的正相關（r = 

0.13、0.39、0.44）；另與活動參與項目數及時間頻率亦有正相關，相關係

數分別為 0.17及 0.18。進一步觀察這 8項的課外活動項目之間皆有統計

上的顯著正相關，再細究個別活動的相關程度可以發現部分活動具有同質

性，例如志願服務活動與服務性質的社團（r = 0.36）、或與權益倡議活動

（r = 0.36）；權益倡議活動及宗教類活動（r = 0.35），相關性都較高。

但是，有些例如參與學校體育類活動與參與家教班或輔導班之相關性較低

（r = 0.07），顯示該活動吸引參與的對象可能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課外

活動參與的時間頻率，在家庭財務及家庭關係滿意度方面僅呈現不顯著的

低度相關（r = -0.03、r = 0.05），表示家庭資源在影響少年參與課外活動

的關聯性不高。

表 2 

樣本之描述性統計及雙變項相關係數

研究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正向少年發展

（2） 家庭財務狀況

（3） 家庭關係滿意度

（4） 居住鄰里凝聚力

（5） 學校體育類球隊

（6） 學校課後活動

（7） 服務性質社團

（8） 有組織的營隊

（9） 家教班或輔導班

（10） 志願服務活動

（11） 權益倡議活動

（12） 宗教類活動

（13） 活動參與項目數

（14） 活動參與時間頻率

1.00

0.13*

0.39*

0.44*

0.14*

0.10*

0.11*

0.16*

0.03

0.07*

0.05

0.08*

0.17*

0.18*

1.00

0.13*

0.10*

-0.01

-0.01

-0.09*

-0.02

0.08*

-0.03

-0.01

-0.04

-0.04

-0.03

 

1.00

0.24*

0.01

0.02

0.06*

0.01

0.04

0.03

0.03

0.05

0.05

0.05

 

1.00

0.06

0.07*

0.08*

0.10*

-0.01

0.07*

0.05

0.08*

0.12*

0.11*

 

1.00

0.20*

0.25*

0.27*

0.07*

0.19*

0.16*

0.15*

0.51*

0.58*

 

1.00

0.28*

0.24*

0.07*

0.17*

0.16*

0.14*

0.51*

0.57*

 

1.00

0.33*

0.16*

0.36*

0.32*

0.23*

0.61*

0.64*

 

1.00

0.20*

0.32*

0.27*

0.26*

0.59*

0.65*

 

1.00

0.21*

0.27*

0.12*

0.39*

0.43*

 

1.00

0.36*

0.31*

0.58*

0.58*

 

1.00

0.35*

0.51*

0.53*

 

1.00

0.50*

0.51*

 

1.00

0.92*

 

1.00

單題有效個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214

39.04

8.7

3.25

60

1194

3.1

0.8

1

4

1194

4.11

0.91

1

5

1214

10.36

2.39

0

15

1211

1.26

1.72

0

4

1205

1.63

1.67

0

4

1205

0.65

1.26

0

4

1206

0.73

1.36

0

4

1203

0.48

1.21

0

4

1206

0.48

1.01

0

4

1208

0.15

0.62

0

4

1207

0.47

1.04

0

4

1214

2.09

1.93

0

8

1214

5.81

5.57

0

32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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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年課外活動參與之潛在剖面組型分析

為了解少年參與課外活動的潛在類別組型，本研究採用潛在剖面分析

法，透過各項指標的判定加以適當分組。表 3顯示在課外活動參與的潛在

剖面類型之模型適配指標結果，以作為最適組數選擇的判斷依據。首先，

從分成 2組到 4組的模型熵值皆高於 0.98，可見分組之品質良好。接著，

觀察各組的 AIC及 BIC值，可見隨著分組數的增加，數值逐漸下降，顯

示當分愈多組時，模型的適配性愈好。再檢視 Vuong-Lo-Mendlell-Rubin及

Lo-Mendell-Rubin Adjusted 概率檢定結果，顯示分成 3組相較 2組而言，

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 < .001），然而分成 4組較 3組而言，並無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p = .101），同時，當分成 4組時（個數分別為 885，佔

72.9%；184，佔 15.2%；97，佔 8%；48，佔 3.9%），有 2群觀察值比例

低於 10%的個數過少問題。因此，綜合上述指標，決定選取 3組之結果。

表 3 

模型適配指標

模型組型 AIC BIC LMRT（p） Entropy

分成 2組
分成 3組
分成 4組

28551.88
27713.07
26062.60

28679.42
27886.52
26282.00

2107.71（< .001）
 843.62（< .001）
 377.84（= .101）

0.982
0.994
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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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潛在剖面 3組型學生課外活動參與頻率之單項平均數及差異性檢定

平均數

（SD）
1低度
參與組

2高度參
與活動組

3中度
參與組

F值 p值 事後比較

學校體育類球隊 0.96
（1.61）

2.21
（1.82）

1.75
（1.73）

51.25 < .001 1<2&3; 3<2

學校課後活動 1.37
（1.63）

2.45
（1.56）

2.13
（1.58）

43.26 < .001 1<2&3

服務性質社團 0.39
（1.03）

1.53
（1.65）

1.10
（1.28）

84.89 < .001 1<2&3; 3<2

有組織的營隊 0.00
（0.00）

3.71
（0.46）

1.31
（0.46）

18302.37 < .001 1<2&3; 3<2

家教班或輔導班 0.33
（1.04）

1.01
（1.62）

0.69
（1.31）

27.30 < .001 1<2&3

志願服務活動 0.27
（0.79）

1.15
（1.45）

0.80
（1.05）

76.42 < .001 1<2&3; 3<2

權益倡議活動 0.04
（0.30）

0.53
（1.18）

0.28
（0.73）

55.75 < .001 1<2&3; 3<2

宗教類活動 0.28
（0.82）

1.04
（1.48）

0.79
（1.19）

52.90 < .001 1<2&3

各組樣本數

占百分比

872
71.83%

189
15.57%

153
12.6%

表 4為潛在剖面 3組型在各項課外活動參與的時間頻率，以差異性檢

定及事後比較結果可見分類之有效性。接著繪製這 3組型在各項課外活動

參與的時間頻率之分布特徵，以給予有意義的命名，詳見圖 1。本研究將

第 1組命名為「低度參與組」，其在各項活動的參與時間頻率皆低，平均

值在 0~1.37之間，除了偶爾參與學校課後活動或體育類球隊之外，其他活

動幾乎無參與，共有 872個觀察值，佔 71.83%，為最大宗。第 2組為「高

度參與活動組」，參與時間頻率最高為有組織的營隊，其他各項的活動參

與時間頻率也相對較高，平均值在 0.53~3.71之間，共有 189個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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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15.57%。第 3組為「中度參與組」，該組少年在各種活動皆有中等時間

程度的參與，平均值在 0.28~2.13之間，有 153個觀察值，佔 12.6%。

圖 1 

潛在剖面類型在各活動參與時間頻率之平均值

進一步以關聯性檢定，探究潛在剖面 3組型與正向少年發展程度及其

他研究變項之相關性。從表 5結果顯示，潛在剖面 3組型在正向發展分數

及居住鄰里凝聚力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係以高度參與活動組在正向發展

分數、居住鄰里凝聚力兩項，顯著較其他兩組為高。另外，在活動參與項

目數及時間頻率有當然的顯著相關性，因為都來自於同樣的題組，反映著

類似的特徵。最後，潛在剖面 3組型在性別、學校所在地的都市化程度、

家庭財務狀況或關係滿意度等面向，皆無組型之間的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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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潛在剖面 3組型和本研究變項的相關性檢定

1低度
參與組

2高度參
與活動組

3中度
參與組

卡方值

或 F值
事後比較

正向少年發展平均分數

（SD）
性別

男

女

學校所在地都市化程度

都會區

城鎮區

鄉村區

家庭財務狀況

（SD）

家庭關係滿意度

（SD）

居住鄰里凝聚力

（SD）

活動參與項目數

（SD）

活動參與時間頻率

（SD）

38.15
（8.62）

50.40%
49.60%

42.20%
29.47%
28.33%

3.11
（0.78）

4.09
（0.91）

10.20
（2.38）

1.27
（1.2）

3.63
（3.51）

41.54
（8.55）

57.67%
42.33%

38.62%
37.04%
24.34%

3.06
（0.84）

4.11
（0.9）

10.83
（2.31）

4.22
（1.86）

13.45
（6.15）

40.99
（8.46）

47.06%
52.94%

43.79%
26.80%
29.41%

3.09
（0.87）

4.19
（0.93）

10.67
（2.44）

4.13
（1.84）

8.83
（4.61）

16.66
（p < .001）

4.43
（p = .109）

5.32
（p = .256）

0.33
（p = .153）

0.59
（p = .56）

6.97
（p = .001）

520.74
（p < .001）

476.87
（p < .001）

1<2&3

 

1<2

1<2

1<2&3;
3<2

三、正向少年發展與課外活動參與之多元迴歸分析

為驗證活動超載假設在國內之存在性，在表 6當中，模型 1僅放置控

制變項之多元迴歸模型，作為基礎模型。在模型 2放置活動參與時間頻率、

接著在模型3納入平方項，透過模型間的解釋力變化來檢驗活動超載假設。

根據模型 1結果，正向少年發展的程度與家庭內資源（家庭財務及家

庭關係滿意度）、鄰里凝聚力有統計上的顯著正相關（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В分別為 0.62、2.82、1.31），顯示家庭內資源較佳、居住在鄰里凝聚力較

高的少年，也有較高的正向發展程度。然而，在性別、學校所在地之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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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則無顯著相關，整體模型 1的解釋力（校正後的 R2值）達 28.2%。

接著，在模型 2納入活動參與時間頻率的變項，在控制相關變項下，結果

顯示少年參與課外活動的時間頻率愈高，正向發展的程度也愈高（В = 0.2, 

p < .001）。比較模型 1和 2的解釋力變化，ΔR2為 0.014，以 F檢定顯示

模型之間有顯著差異（F(1,1179)=25.43, p < .001），表示加入課外活動參與的

變項，有助於解釋個體的正向發展分數。最後，在模型 3納入平方項，檢

驗活動超載假設提到的臨界點作用，模型顯示，平方項具有統計顯著性（В 

= -0.01, p = .01），檢定模型 2和 3（線性和倒 U型假設）發現有顯著差異

（F(1,1178) = 6.52, p = .01）。本研究模型支持活動超載假設，活動參與的頻

率與正向發展之間呈現倒 U型相關，當活動參與的頻率過高，少年的正向

發展程度會進而下降。

四、活動參與潛在剖面組型及都市化背景之調節作用

為了解課外活動潛在剖面組型與正向少年發展的關連性，在表 6的模

型 4，同樣控制家庭和鄰里脈絡因素，再以課外活動潛在剖面組型的類別

變項檢驗正向少年發展程度之間的關聯性。模型結果同樣發現，高度營隊

參與組及中度參與組，在正向少年發展程度皆高於低度參與組（В = 2.59, 

p < .001; В = 2.02, p = .002），顯示參與課外活動或是有組織的營隊有助於

正向發展，此與文獻理論一致。最後，檢定模型 1和模型 4之間有顯著的

差異（F(2,1178) = 12.38, p < .001），表示在控制家庭和鄰里脈絡因素後，新

增的課外活動潛在剖面組型變項，有助於提高模型解釋力。整體而言，雖

然模型 2和 4在參與課外活動方面採用不同的作法，但是皆驗證理論所提，

參與課外活動對少年發展的實質重要性。

本研究顯示參與課外活動有助於正向少年發展，然而，其中是否存在

都市化背景的脈絡差異作用？例如，在鄉村區的 3個課外活動參與潛在剖

面組型，會否因為處於課外活動資源的相對缺乏的生活脈絡，而可能使得

高度參與活動組在正向發展上的程度相較於低度參與組更高？為此，本研

究在模型 5，置入交互作用項以觀察都市化脈絡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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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少年課外活動潛在剖面類型與都市化程度之交互作用（95%信賴區間）

在模型 5的結果顯示，正向少年發展程度在課外活動潛在剖面組型之

間的差異，會隨著都市化地區的不同而不同，其中主要的差異點來自於城

鎮區少年，作為高度營隊組卻沒有像都會區少年組有較高的正向發展程度

作用，反而相對呈現顯著較低的結果（В = -3.64, p = .008）。經由圖 2顯

示調節作用的關聯，可見在都會區或鄉村區少年，高度參與活動組的正向

發展分數皆高於低度參與組，然而，對城鎮區的少年來說，高度參與活動

組在正向發展分數的作用卻沒有像其他地區有相對較高的樣態。最後比較

模型 4和 5，可見有微弱的顯著差異（F(4,1174) = 2.46, p = .04）。簡言之，

模型 5顯示不同都市化地區具有調節活動參與類型及正向發展關聯之作

用，惟值得注意的是，因交互作用項之各係數信賴區間略有重疊，在都市

化脈絡的調節作用效果尚須持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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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正向少年發展及活動參與之多元迴歸模型結果 (非標準化迴歸係數，N = 1187)

正向少年發展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性別（參照 -男生） -0.12
(0.43)

0.06
(0.43)

-0.031
(0.43)

-0.06
(0.43)

0.041
(0.43)

家庭財務狀況 0.62*

(0.27)
0.68*

(0.27)
0.68*

(0.27)
0.67*

(0.27)
0.61*

(0.27)

家庭關係滿意度 2.82***

(0.24)
2.78***

(0.24)
2.81***

(0.24)
2.82***

(0.24)
2.85***

(0.24)

居住鄰里凝聚力 1.31***

(0.09)
1.26***

(0.09)
1.26***

(0.09)
1.26***

(0.09)
1.25***

(0.09)

都市化程度（參照 -都會區）

城鎮區 -0.13
(0.51)

-0.25
(0.51)

-0.23
(0.51)

-0.21
(0.51)

0.21
(0.60)

鄉村區 0.60
(0.53)

0.56
(0.52)

0.64
(0.52)

0.66
(0.53)

1.02
(0.61)

活動參與時間頻率 0.20***

(0.04)
0.41***

(0.09)

活動參與頻率平方項 -0.01*

(0.00)

潛在剖面類型（參照 -低度參與組）

高度參與活動組 2.59***

(0.60)
4.47***

(0.94)

中度參與組 2.02**

(0.65)
1.64
(0.98)

交互作用

城鎮 X高度參與活動組 -3.64**

(1.37)

城鎮 X中度參與組 1.68
(1.58)

鄉村 X高度參與活動組 -2.24
(1.52)

鄉村 X中度參與組 -0.26
(1.56)

常數項 12.00***

(1.41)
11.27***

(1.41)
10.72***

(1.42)
11.66***

(1.40)
11.52***

(1.42)

R2

Adjusted R2

0.285
0.282

0.300
0.296

0.304
0.300

0.300
0.295

0.306
0.299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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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究正向少年發展與課外活動參與之間的關聯，藉由隨機

抽樣全國公立國中 8年級學生為樣本，探討國外理論所提之活動超載假設

之存在性，並釐清國內少年參與課外活動的潛在類別，再加以檢驗都市化

的都市化脈絡之調節作用。本研究是國內首度同時以多元化的方式檢驗課

外活動與正向發展之間的關聯，亦是首次以潛在剖面分析了解國中生的課

外活動參與樣貌，並檢測都市化程度的調節作用，不但補充國內實證研究

之不足，也對國內發展少年課外活動之政策、方案或資源之佈建帶來啟示。

一、課外活動測量之多元方法價值

本研究依據不同的理論基礎，包括正向發展理論、零和理論、臨界

點理論等，透過加總活動時間頻率、和以個人為中心（person-centered 

approach）的課外活動潛在剖面分析之兩種變項處理方式，分別建置 5個

多元線性迴歸模型，比較不同方式及研究結果之間的穩定性及模型解釋力

之變化，提供研究方法相關之訊息及經驗供未來研究者參考。早期文獻經

常使用以變項為中心之分類，例如採原始題項之個別活動參與的項目或時

間頻率為基準，例如體育類、志願服務類、或主題營隊等，但是此方法較

大的缺點在於忽略考量個人在跨項目參與的歧異性及其關連特性，導致只

能提供有資訊限制的活動參與圖像（Zarrett et al., 2009）。有鑑於此，本

研究以個人為中心的潛在剖面分析，檢視課外活動參與的次群體類型，結

果共區分出「低度參與組」、「高度參與活動組」、和「中度參與組」3

個組型。在本研究共 5個迴歸模型當中，雖然採用兩種測量方法，卻得到

一致性的結果，實證支持參與課外活動有助於正向的發展。由此可見，不

論用哪一種測量的方式，皆可支持理論所提的相關性，相信有益於實務應

用，提供教育政策或方案在推動課外活動類型的建議。

二、少年參與課外活動的現況普遍較低

本研究以個人為中心的潛在剖面分析，結果共區分出「低度參與組」、

「高度參與活動組」和「中度參與組」。而在國外的相關研究分組當中，

多可分出體育類活動或宗教參與活動，例如運動類、學校類、志願參與、

志工、高度參與、工作類、無參與（占一成九）等 6類（Bartko & Eccles, 



65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第三十一卷　第四期，2023年 12月，頁 041-074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1, No. 4

2003）；亦有運動型、運動加其他型、學校類、宗教類、及低度參與（約

占三成七）共 5組（Linver et al., 2009）；或者學校或社區、社區或體

育、體育、教會、綜合參與、無參與（約佔三成）等類別（Metzger et al., 

2009）。比較可知，本研究在潛在剖面分析的 3個組型結果與國外不同。

首先是類別較單一，較無多元組型的樣態；其次，本研究並無凸顯出運動

類、志工類等樣貌，而是較多學校社團或營隊，並搭配運動性質體育類學

校球隊的複合式型態；第三，國內低度參與的比例較高，雖然本研究與國

外文獻分類結果皆有分出「低度參與」或「無參與」的類別，但國外約占

二 ~三成比例，但本研究卻占七成，顯示國內少年課外參與的程度仍相對

較低。

在本研究的「低度參與組」當中，皆無參與有組織的營隊，有可能是

國內高中升學制度引導下，少年的生活重心以課業為主，花較多時間在自

修或學校課輔班，也有可能是國內在以少年為對象且具有組織化、有品質

的營隊、校外活動等選擇有限，因此觀察到沒有參與的現象，這些仍待未

來有更多的研究資料解答。

三、參與課外活動有助於正向發展，但不能超載

在控制重要的家庭及鄰里脈絡變項後，研究結果顯示少年參與課外活

動時間頻率較高者也有較高的正向發展程度，此點呼應文獻發現，課外活

動參與對正向少年發展有具體效用（Fredricks, & Eccles, 2006; Linver et al, 

2009）。此結果同時也是以實證數據支持教育政策將學生社團活動納入課

程綱要規定的方向。不過，本研究結果也支持活動超載假設在國內情境的

適用性，如果參與的課外活動時間頻率過高，反而不利於正向發展。回

應 Coleman的零和模型（zero-sum model）理論解釋，在時間有限之下，

過多的活動參與將排擠其他時間應用，例如家庭成員之間建立關係等，同

時個人作為社團成員，在投入一定的精力及社會互動過程亦容易帶來心理

壓力（Agans et al., 2014）。因此，少年參與活動並非愈多愈好，隨著活

動參與的頻率提高，正相關的趨勢逐漸持平，最後會略下降（Feldman & 

Matjasko, 2012; Fredricks & Eccles, 2006）。相對於國外文獻豐富的研究成

果，國內在探究課外活動超載的相關研究極少，或許是因為國內對於國中

教育階段學生的關注重心仍在課業表現，加上學校正式課程安排的時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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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排擠到課外活動的參與時間，因此在國內相關研究主題中，尚少關注

到活動時數過多的影響。然而，在十二年國教的升學制度下，不乏有部分

家長將參與課外活動當作軍備競賽，安排少年參與過多的活動，卻忽略此

或不利於他們的正向發展，造成不樂見的負面效果。因此，本研究驗證活

動超載帶來的負面影響，對於教育政策不啻是一個提醒，時間具有限制性，

雖然因應未來社會發展需要儲備各種能力，但是各種課程綱要或學習主

題，仍需要透過資源整合或整體調配的過程，才能在有限的時間資源內達

到教育成效。

四、高度參與活動組對正向發展助益及都市化脈絡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模型顯示「高度參與活動組」及「中度參與組」，相較於「低

度參與組」都有較高的正向發展分數，印證理論機制存在之效果，由於學

校之球隊、暑期營隊等傾向主題式、有結構安排、有成人導師或教練在特

定場域的帶領，展現促進的正向發展心理能量（Linver et al, 2009）。然而，

從都市化脈絡的調節作用來看，本研究結果與國外文獻略不一致，雖然同

樣發現都市化背景具有調節作用效果，但是差異僅出現在都會區與城鎮區

之間。本研究結果顯示，住在城鎮區的少年若屬於高度參與活動組，在正

向發展的程度不像其他區域少年相對較高，反而呈現較低的樣態。此發現

不同於國外研究認為在鄉村資源背景較低的脈絡下，少年參與活動有利於

更高的正向發展結果（Urban et al., 2009）。反思此結果與本研究預期並不

相符，可能導因於本研究在預設鄉村區的資源稀缺背景，在課外活動參與

的主題上並非恰當；抑或是各區域活動品質不一，而無法發揮促進正向發

展的效果。有鑑於此不一致研究結果，建議未來研究應該持續驗證都市化

脈絡的影響。透過釐清都市化背景的調節作用效果，將有利於教育相關單

位以不同的政策規劃角度，考慮都市化的脈絡之異同，投入有助於促進正

向少年發展的活動資源安排。

五、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本研究是國內首次以「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參與頻率」以及「活動參與

潛在剖面類型」，探究其與正向少年發展之相關性，然而有以下限制必須

注意。首先，最重要的限制存在於橫斷性資料本身，由於課外活動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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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有可能是正向發展程度較高的學生傾向

選擇參與課外活動（Linver et al, 2009; Marsh & Kleitman, 2002）。然而，

就資料本身因為缺乏足夠資訊而無法自內排除自我選擇效應之下，建議未

來研究需要採用貫時性的資料，控制課外活動參與及個人正向發展的程度

變化，以能進行因果推論。另外，本研究透過雙變項之相關係數觀察，雖

然正向少年發展與家庭財務、家庭關係滿意度之間有直接相關，但是上述

變項在與活動參與頻率上卻沒有顯著的相關，顯示本研究模型使用之解釋

變項之間較無內部的高度相關性議題；本研究也透過將人口解釋變項放進

模型內加以控制，以減少該問題的影響程度（Fauth et al., 2007; Marsh & 

Kleitman, 2002）。惟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家庭資本之控制變項，僅採學

生的主觀陳答及有限的題目數，建議未來研究搭配家長問卷，以能有更具

效度之家庭資本測量。最後，本研究在推論全體的國中生時會有限制。雖

然抽樣架構以全國為範圍，但本研究實際回覆樣本僅涵蓋公立學校及臺灣

本島。考量國內的公立及私立國中，無論是在招生方式、學生來源及其家

庭背景、編班方式或是教學安排等皆略有不同（宋曜廷等，2009），建議

未來研究應納入私立國中樣本，以增加涵蓋性。又，本研究在取樣方面以

國中 8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並非全體國中生，由於國中階段的學生處於

快速發展及變動期，建議未來研究採用貫時性設計，以進一步理解不同發

展階段的互動及影響性。

本研究以潛在剖面分析釐清少年多元的活動參與樣貌，並檢視期與正

向發展的關連性，對於教育政策及方案提供啟發。例如，課外活動超載的

學生是否具有那些特性或樣貌、超載的活動類型、性質或頻率時間分布為

何？進一步從理論的運作機制檢視，如何影響正向少年發展的效果？又或

是，那些活動類型的參與，雖然有助於少年能力之發展，但是可能有潛在

的負面效應值得注意？未來研究可持續剖析上開議題，對應在鼓勵學生社

團活動之課程發展綱領之實務運作現場，進一步精進教育政策和制度方案

設計。另外，學生在參與課外活動在都市化脈絡的差異性作用也值得關注，

對應在課外活動促進正向發展的資源佈建規劃上，城鎮區脈絡的特殊性應

納入考量。最後，未來研究可以將對象延伸至其他弱勢情境的正向少年發

展，例如安置機構少年或是特殊境遇家庭之少年，尤其關注在不同社區及

地理資源環境下的調節作用，或是透過趨勢研究關心參與課外活動對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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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期之後的能力作用，以細緻化理論並帶給實務方案具體可行的研究方

向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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