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臺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第三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專題研究報告 

 

                 

指導老師：蔡玉琴老師 

 

 

 

 

臺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賃居生生活型態之研究 

                           
 

 

 

 

 

 

 

 

學生：雷修瑋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 



 1

目錄 

致謝 

摘要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問題 

第三節 名詞界定 

  第四節 研究限制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青少年生活型態族群描述 

第二節 生活型態定義 

第三節 生活型態之研究步驟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流程 

第三節 研究對象 

第四節 研究工具設計 

第五節 資料分析方法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問卷回收 

第二節 樣本分析 

第三節 訪談分析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第二節 建議 

 

參考文獻 

附錄 

一、問卷 

二、訪談資料 



 2

致謝 

 

在這篇東零西落、尚不完整的粗糙研究報告被強制催生出來的同時，無論如何，不可抹

滅的是，這一年來的一切已成了我高中生涯最深刻的烙印，想起自高一開始學習研究方法，

到了高二繼承學長們的慣例，每個人獨立的撰寫各自的研究報告，一路走來，有太多太多值

得感謝的人，要不是你們在旁相扶持，當今的我怎可能佇立於此。 

 

首先，感謝爸爸、媽媽，要不是你們在背後供給我不虞匱乏的物質生活，我怎能放心專

注於課業及研究上，雖然我常因為時常熬夜的關係而與你們發生爭吵，但我瞭解你們都是為

了我的健康著想，你們是過來人，希望我能多留點本錢給自己，將來才能走更長遠的路，這

些我都懂，在此，除了感謝外還要與你們說聲對不起。 

 

接著，感謝蔡玉琴老師及沈容伊組長。謝謝蔡玉琴老師在每個禮拜一的下午總是不厭其

煩的點出研究問題及指引我方向，也謝謝您給我偌大的自主空間，當我無法按時交出研究進

度時，您總會寬容的再給予我時間完成，讓我的精神壓力減輕不少。謝謝容伊組長，不僅在

我設計問卷時給予我指引並點出問題，在之後繁雜的問卷統計時，更是幫了我大忙，當我站

在 SPSS 這套別說是高中生會感到陌生，就連許多大學生大概也不知其為何物的統計軟體面前

而不知如何是好時，是您挺身而出救了我，教我如何輸數據、跑圖表、分析其顯示因果，那

個您陪我、佑樺及冠均在星巴克從早上 9 點待到晚上 7 點的星期日我會永遠記得。 

 

當然還要感謝我身旁的一群戰友們－建中 224 班，遇見你們真的可以說是我的榮幸以及

驕傲，從高一至今，我們共同歷經的多少的大風大浪，再怎麼坎坷難行的道路，我們彼此的

團結讓我們一路稱了過來，我們已不是一個普通的班級了，幾乎可以稱得上是個生命共同體，

每個人都是不可或缺的，有你們的日子將是我在建中最快樂的時光。而在這次的研究中，我

要特別感謝某些人，感謝冠均在我用 SPSS 輸數據輸到一個頭兩個大時跳出來幫我忙，否則可

能就算我想用 SPSS 跑數據也力不從心，也感謝家源、威棣、權修透過人脈關係私底下幫我發

放問卷，讓我能多出幾份樣本參考，如果沒有你們，我的專題之路走起來想必會更加坎坷吧！ 

 

最後，要感謝那些幫我填寫問卷的人，讓我有珍貴的樣本可以分析進行研究。至今，我

的專題研究雖然未臻完美，但背後有這麼多人的幫助與鼓勵，將成為我不斷前進的原動力，

在此獻上萬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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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代社會龐大的升學壓力下，進入前幾志願的高中就讀已成了許多當今學子的目標，

舉建國中學為例，在上述的心理因素下，不僅僅是臺北縣市成績優良的學生，許多具有相當

實力的外縣市學生也寧可捨棄離家較近的高中，而選擇到建中就讀。 

 

基於此緣故，不少外縣市學生會選擇在學校附近租屋以節省通車來回時間（當然，亦會

有少部分雖是住在北縣市的學生但基於某些緣故而選擇賃居），如此一來，勢必會對學生的生

活有所影響，其生活型態的改變（時間分配、生活習慣、嗜好、租屋環境等皆為影響因素）

將會影響學生於課業或是其餘的生活作息的表現，而在現代學生多具有較強烈的主觀意識以

及眾多的外在因素影響下，賃居對於其生活改變究竟會造成何種改變，令筆者好奇。 

 

因此，筆者以建中一、二、三年級賃居生為對象，以問卷調查及個案訪談來比較三個年

級賃居生的生活是否有所不同，同時也歸納賃居生於賃居前後作息上所產生的差異，藉此瞭

解影響當今建中賃居生生活的因素以及造成之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 

 

1. 不同年級的賃居生在賃居動機及目的上並無顯著差異，皆以節省通車時間為前提。 

 

2. 賃居生多透過親友得知租屋訊息，在租屋形式的選擇上會以自由、隱私及是否有他人可照

應為考量因素，但選屋的前提多以離學校進為主要因素。 

 

3. 三年級賃居生的生活較一、二年級為穩定，而一、二年級中又以二年級較為繁忙。 

 

4. 不分年級，建中賃居生於賃居後與同儕間的情誼普遍獲得改善，但課業成績與健康狀況卻

為變差項目的前二順位，且賃居後普遍出現上學遲到的情形。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看出，建中賃居生於賃居後雖可運用時間增多，但心態也

亦因此而容易變的較消極，因此有時會造成不規律的生活，進而使得課業成績及健康狀況下

滑，加強自我控管能力為建中賃居生所須自我要求的目標。 

 

 

關鍵字：賃居生、建國高中、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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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現代社會龐大的升學壓力下，所謂的「明星高中」儼然已成為了眾多家長的期望及學

子們心中的目標，而在全台眾多的高中裡，佔據了大多數家長及學生心中的第一志願首推當

今台灣的第一學府－臺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在此心理因素下，不僅僅是臺北縣市的學生，

許多具有相當實力的外縣市學生也寧可捨棄離家較近的高中，而選擇到建中就讀。 

 

但相較於大多數的臺北縣市的學生而言，外縣市學生要到達建中所花的時間自然會增加

許多，舉筆者本身住在北桃園為例，一天通車來回的時間至少要耗費三小時，而家住比筆者

更遠的外縣市學生所花的交通時間更是不在話下。 

 

基於此緣故，不少外縣市學生會選擇在學校附近租屋以節省通車來回的時間（當然，亦

會有少部分雖住在北縣市但家距學校相對較遠的學生會選擇賃居），在如此的選擇下，勢必會

對學生的生活有所影響，畢竟「賃居」對於學生來說可喻為一種較自由且獨立自主的表現，

其生活方式的改變（時間分配、生活習慣、嗜好、租屋環境等皆為影響因素）將會在決定學

生於課業或是在其餘的生活作息規劃上佔極大的比例，而在現代學生多具有較強烈的主觀意

識以及眾多的外在因素影響下，其生活方式的改變，會造成如何的影響著實令人好奇。 

 

而筆者於一年級時是以通勤方式上學，但考慮到課業加重，決定於二年級時改採賃居以

節省通車時間，本身即將經歷兩階段不同的生活方式，將會在實質生活上有什麼轉變，成為

本研究的動機；而在蒐集各項實例並分析比較之後，所衍生出的結論期能為往後學子們在面

臨如此問題時加以參考，成為本研究之目的。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賃居生的生活型態，基於此緣故，筆者將研究分兩個面向來討論，

第一：將研究對象分三個年級來討論，探討三個年級的賃居生在生活上是否有彼此所差別；

其次：探討賃居生於賃居前後生活的差異，瞭解賃居生於賃居前後的生活有何利弊關係。因

此，筆者將研究問題定為以下五點： 

 

1. 不同年級的賃居生的賃居動機表現是否有差別？ 

    2. 不同年級的賃居生的賃居目的表現是否有差別？ 

    3. 租屋環境與賃居生的關係為何? 

4. 不同年級對於賃居生在時間管理的表現是否有所影響？ 

5. 不同年級的賃居生賃居後所反映出的生活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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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界定 

 

生活型態（Life Style）： 

生活型態這個字第一次明顯地出現於 1939 年。在社會學中，生活型態一詞（或稱生活風

格、生活方式）代表一個人（或團體）生活的方式，這包括了社會關係模式、消費模式、娛

樂模式和穿著模式等等。而生活型態通常也反映了一個人的態度、價值觀或世界觀。一個人

擁有某種「生活型態」，這意味著他可能是有意識或無意識地從許多組行為當中選擇出其中之

一。 

而如今生活型態也在諸多學域受到重視，舉凡行銷、教育、社會學、女性學等，均對生

活型態進行探討或構念間聯結，舉例：在商業中，生活型態成為了商人鎖定消費者的方法，

他們會努力將產品去符合消費者的期待。 
尤其以生活型態作為外生變項，用以解釋消費行為、學習成就等內生變項，已成典型之

研究方法。 

 

賃居生： 

    基於原因而不以家為起居點的方式上下學，於是在外租屋並獨立於家人之外居住，將其

作為除家之外，另一作為平日生活起居之室者，稱賃居生。 

 

第四節 研究限制 

 

1. 相關文獻不足： 

          有關賃居生生活型態的相關研究著實不多，筆者所搜尋到的文獻大多非專注於研

究生活型態面項，而是以某日常用品為變因探討不同消費者生活上的差異，對於筆者的

需求並無完全契合，因此筆者在文獻的搜尋上並不順利。 

 

2. 研究對象的限制： 

首先，筆者最主要的研究對象為：賃居生，但賃居生在整個學校當中實屬少數族

群，又是處於散落各班的情況，因此在搜尋研究對象的層面上便已造成不便。其次為研

究對象的素質不一，儘管找到了研究對象，部分研究對象對於筆者的問卷填答意願並不

高，其中，又以三年級學長為最，因應筆者的發放問卷時間洽逢三年級學長們準備大考，

許多三年級學長並不將問卷當一回事，而就算願意填寫，也有部分的填答者心不在焉，

導致不少無效問卷，實屬遺憾。因此，此點造成了筆者在問卷取得上的困難。 

 

3. 知識上的不足： 

由於筆者仍處高中階段，在社會學科領域的知識淺薄，於研究方法層面亦非相當

熟悉，因此不論是相關的文獻分析還是統計方法的學習，皆為筆者所仍須精進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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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青少年生活型態族群描述 

 

根據別蓮蒂依 2002 年東方廣告公司 E-ICP(Eastern Integrated Consumer Profile)台灣消費者

行銷資料庫中，所抽取出的台灣地區 226 位 13 歲到 19 歲青少年為樣本，以因素分析與集群

分析歸納出青少年的生活型態與消費習慣後，界定出了四大生活型態族群：愛現的向日葵－

自信群居族、時尚的香水百合－流行活躍族、退縮的含羞草─保守沈默族、帶刺的仙人掌─

叛逆自我族。 

 

各族群比例： 

 

 

以下是這四大族群之特性： 

 

1. 愛現的向日葵－自信群居族： 

向日葵族對自己是頗具信心的，但同時也很重視同儕間的肯定；也就是說，他們講求

自我格調，認為自己具有獨特的風格，但前提是這種風格要受到朋友的認可，而不是刻意標

新立異行的特殊風格。 

由此可見，朋友是他們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他們就像一朵朵的向日葵，每一朵都

努力綻放著自我的光彩，卻又都仰望著陽光，有著共同的擺動方向」，因此當他們與朋友在一

起時，可以盡情的放鬆自己、享受樂趣，他們同時也需要周圍的親朋好友肯定他們在生活、

學業及工作上的表現。 

當然，他們的自信也表現在其他層面，對於自己的能力及健康相當有把握，比起一般

青少年，他們更不會去相信專家推薦及大量廣告的產品，而是寧願相信自己的判斷；他們亦

很注重品味，強調商店或餐廳等的氣氛、裝潢與佈置，並常參加文化藝術活動來提升生活品

質。 

所有的青少年感到最充實的時光便是與朋友在一起時，尤其是以這群「向日葵們」為

最，不過，他們現階段最想求得的是學歷、知識、技能，而非金錢財富。此外，他們對於健

康與時間的渴求也比其他青少年高，顯示出他們積極的一面。 

 

2. 時尚的香水百合－流行活躍族： 

追求商品美學與流行，展現個人的熱心與活躍，盡情的展現自我獨特風格，時尚的香

水百合們在朋友眼裡正是流行的表徵，他們平時就會刻意的打扮自己，假日出門時更會嘗試

變換造型。 

族群名稱 自信群居族 流行活躍族 保守沈默族 叛逆自我族 

比例 23.5％ 37.6％ 22.1％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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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喜歡購買貴一點但具有特殊風格的產品或是進口產品，使用進口產品時心理會有

滿足感，由於嚮往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生活方式，偏愛西方與日本的藝術文化和流行事

物，且很注意能讓他們更美、身材更好的產品，亦經常更換日常用品的品牌以追求新鮮感。 

相對於自信的向日葵族，他們認為知名品牌的產品品質比較有保障、專家推薦的商品

應該不會錯、有大量廣告的商品也較可靠，促銷時會比平常買更多的商品。因此，他們對流

行的掌握度不錯、擁有相當多的產品資訊，朋友們經常會請他們提供產品或購物的意見。 

香水百合們習於按時起居作息，飲食定時定量，在讀書與做事上比較有規律、有計畫，

對學校與社區的公共事務相當熱心，是屬於比較活躍的份子。在個性上，他們比較沒有突出

的特性，只是再飲食上相當投入，對於飲食的品質相當講究，在消費習慣上誠如前面所說，

他們喜歡挑選流行、知名的品牌，像飲料是可口可樂、牛仔褲則選 Levi’s、Edwin 等廣告量大

的牌子。 

生活中，最能令他們感到充實的的情況是與朋友、娛樂有關，像是與朋友一起從事休

閒活動、逛街購物等。而他們最想要的則是能幫助他們追求流行的金錢財富，此外，雖然他

們年紀輕輕，但根據統計，他們想要擁有青春活力的比率超過四成，應該是希望長保年輕、

青春永駐的心理吧！ 

 

3. 退縮的含羞草─保守沈默族： 

如同含羞草一般一觸即封閉退縮的特性，保守沈默族的主要特徵就是缺乏自信、沈默

守舊、重視信仰，他們總覺得自己能力不如他人，對許多事物都沒有把握，也不認為自己具

有獨特的風格，使這群青少年顯的較為嚴謹拘束。 

傳統文化與信仰對保守沈默族來說是很重要的生活元素，這群青少年喜歡看傳統戲

劇、經常到廟裡拜拜或到教堂作禮拜，也會閱讀有關心靈及潛能開發的書籍，但並不會過度

迷信鬼神，簡單來說，他們的價值觀比較嚴肅、偏向傳統。 

另一方面，保守沈默族的青少年似乎常因待在家裡而對家中事物瞭若指掌，他們自己

會打理生活中的一些瑣事，參與並瞭解家中大小事務。而他們的消費量是四個族群當中最少

的，連買罐裝飲料的比例都不如其他族群。 

除了流行活躍族喜歡上網聊天以外，沈默保守族的青少年們也喜歡上網找網友抒發鬱

悶的心情，在現實社會中的朋友也許不多，但以虛擬的身分可以彌補現實中的不足。 

雖然含羞草族青少年比較難以輕鬆自在的交朋友，但在他們的生活中，最感到充實滿

足的情況還是與朋友在一起。此外，含羞草族群或許是希望能夠在金錢方面擁有更多的自主

性，或是在物質需求方面不太滿足，因而強烈的渴望擁有更多金錢財富。 

 

4. 帶刺的仙人掌─叛逆自我族： 

像帶刺的仙人掌般不與環境妥協，屬叛逆自我族的青少年們不太與外界互動，不喜歡

參與社會的流行時尚，不在乎他人眼中的自己，也較缺乏對人生的規劃與打算，他們認為只

要管好自己就好，不需要特別為社會復出什麼，所以他們對於學校或社區的公共事務較不熱

心，就連家中的事務都很少參與；宗教信仰在他們的生活中沒有什麼地位，因此他們不太會

去廟裡拜拜。 

在消費方面，他們對流行事物並不會感到太大興趣，他們幾乎是與流行活躍族呈現相

反的態度與習慣，對於具有特殊風格、大量暢銷、受專家推薦的商品，都表示沒有什麼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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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不會刻意去購買。不過，從他們的實際消費行為來看，他們雖然表示不會刻意打扮自

己，可是對品牌的選擇卻呈現出特立獨行的風味，例如選牛仔褲時，除了 Levi’s、Edwin 等大

眾品牌外，他們還會選擇 Big John、A＆D、Guess 等較少為人注意的品牌，倒是運動鞋品牌

則幾乎非 Nike 莫屬，Just Do It 的自我精神似乎與仙人掌青少年們相當符合。 

他們在價值觀與態度上相當反傳統觀念、反社會常規，但令一方面，他們並不見得是

已有自己的定見才反叛，從他們沒有規劃性的生活態度來看，他們的價值觀應該是仍處於發

展中的階段，因此對一切抱著存疑的態度。 

在個性上，他們則顯得情緒易波動與小心畏縮，並不如他們凡事不在乎的表面這般的

外放，且他們上網咖的比例最高，在網路上最常從事的活動就是打連線對戰遊戲，在虛擬世

界中偽裝自我、發洩不滿。 

如同所有的青少年一般，仙人掌族青少年認為最充實滿足的時刻還是與朋友在一起。

此外，他們對於經濟寬裕的重視程度高於其他青少年，對愛情與友情感到有所不足的比例也

比其他青少年族群高，看的出在他們封閉、帶刺的自我下，對情感交流的渴望。 

 

整體來說，台灣青少年的價值觀還有待建立，青少年對於自我價值的認知還不夠，所

以有時會需要靠物質、消費來證明自己，或者是需要親朋好友的認可，因而容易受到他人影

響。由於國中年齡的青少年，原本就處於價值觀發展階段，變化大、不穩定性是可預期的，

但若是高中、大專的青少年，則應該要有更成熟的價值觀與金錢觀。因此，由於青少年各方

面的價值觀都還不夠明確，時有矛盾，多少也影響了生活型態分析的穩定性。 

 

 

第二節 生活型態的定義 

 

引自李建臻－大學外宿生電器用品使用模式及生活型態之調查研究。生活型態一詞主要

起源於心理學及社會學，當今各學者對於其的定義並無一致的看法。以下列舉幾位外國學者

對生活型態的看法。 

 

1. William Lazer 的生活型態定義 

William Lazer【1963】認為生活型態為一系統概念，是某個社會或某個團體在生活上

所具有的特徵。此特徵與具體表現在一動態生活模式中。因此他是由文化、價值觀、資

源、信仰、法律等力量交互影響所生成的，而生活型態的表現，正可反映出該族群消費

者的消費行為。 

 

2. Alan R. Anderson 的生活型態定義 

Anderson【1967】認為生活型態是一門社會科學，是個人或群體獨特行為之統合，可

被視為配置的問題。在時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不同的群體如何去支配這些時間，如此

可作為預測其未來消費型態的基礎。 

 



 9

3. Reynolds 和 Darden 的生活型態定義 

Reynolds 和 Darden【1974】認為生活型態理論，是基於「認知構念論」（Theory of 

Constructs）。個人的內心世界是由個人的認知更構念組成，且並非一成不變的。每一個人

都會發展自己的內心世界，並根據這構念來解釋、預期各種情況來採取行動。因此，生

活型態的研究可以發覺個人的內心世界，來加以推測個人的行為或是發現個人的需求，

以達成滿足個人的目的。 

 

4. Engel、Blackwell 和 Kollart 的生活型態定義 

   Engel、Blackwell 和 Kollart【1978】認為生活型態是指個人價值觀及個人特質的綜合表

現，也表現於其本身對時間、金錢和精力的支配方式上。因此，個人價值觀深受本身文

化的影響，即使是同一個社會環境，個人的生活型態亦因人格差異而有所不同。因此，

生活型態可以說是個人價值觀與人格特質整合的結果。 

 

5. Philip Kolter 的生活型態定義 

 Philip Kolter【1991】認為，生活型態就是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其具體的表現顯現於活

動、興趣及意見上的行為觀點。 

 

總結以上五篇文獻，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八點影響生活型態的因素：文化、價值觀、資

源、信仰、法律、時間分配、認知構念、金錢，而其中又以文化、價值觀、時間分配、認知

構念、金錢五點屬於較為自主操控的因素，由於其他三點（信仰、法律、資源）普遍為外在

或先天加以制定而無法改變的因素，因此，筆者在研究時會主要從上述較主觀操控的五點切

入。而這八項因素據上述文獻表示，其中各項的差異性最終將會體現在人們的活動、興趣、

行為觀點及消費行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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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活型態之研究步驟 

 

引用自李建臻（1996）之碩士論文－大學外宿生電器用品使用模式及生活型態之調查研

究，採用 Wind 及 Green 於 1974 年所提出生活型態研究七步驟如下圖左表。而本研究以建

國高中賃居生為主體探討之生活型態，可與其所提出之架構圖相對應，如下： 

 

 

 

 

 

 

 

 

 

 

 

 

 

 

 

 

 

 

 

 

 

 

 

 

 

 

 

 

 

 

有關生活型態研究七步驟解釋如下： 

 

1. 決定研究目標：以建國中學賃居生為研究目標。 

生活型態研究七步驟 建中賃居生之生活型態研究 

決定研究目標 建中賃居生 

發展一個生活型態模式 

  ．決定主要購面 

．建立各購面與欲解釋行

為間之假設關係 

建中賃居生生活型態模式 

辨認並找出生活型態變數 
．時間、活動、嗜好租屋環境 

．人口統計變數 

設計研究工具 
．文獻探討 

．問卷調查 

．實例訪談 
蒐集資料 

獲取情報 

統計分析 

結論與建議 

分析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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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生活型態：發展建國中學賃居生的生活型態，利用時間管理、活動、生活習慣、

嗜好、租屋環境為衡量其生活型態之方式。 

 

3. 辨認並找出生活型態變數：根據時間管理、活動、生活習慣、嗜好、租屋環境等變數

來設計問卷，藉以瞭解賃居生的生活情況。 

 

4. 設計研究工具：採取問卷調查方式，對建國中學賃居生的生活型態進行調查研究。 

 

5. 蒐集資料：首先透過教官的協助，利用賃居生座談會議發放問卷給與會的賃居生，以

及另尋好友幫忙發放問卷給未與會的賃居生；訪談部分，則由筆者私下自行找尋對象。 

 

6. 分析資料：將問卷回收後統整並依三個年級分類，分析並了解建國中學賃居生生活型

態與其他變數之關係。 

 

7. 獲取情報：歸納出三個年級於生活型態上的不同及賃居前後生活上的作息差異，藉此

得出結論。 

 

以上所對應的七個研究步驟將會是筆者皆來所依循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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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探討賃居生生活型態，根據第二張文獻探討，從生活習慣、嗜好、時間管理、

租屋環境等面向來進行研究，並分年級作比較或是以賃居前後的差異分析利弊。詳細架構如

下圖所示： 

 

 

 

 

 

 

 

 

 

 

 

研究變數的部分分為： 

 

1.生活習慣、嗜好  2.租屋環境  3.時間管理 

 

而人口統計變數則依年級來做統計比較。 

 

 

 

賃居生生活 租屋環境 時間管理 

一年級 三年級 二年級 

生活習慣、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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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圖如下：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探討賃居生之生活型態，最初本想與通勤生作比較，但考量到樣本數及問卷族

群分析的問題，故將通勤生此一環節刪除，僅針對賃居生生活型態作討論，但接著筆者所要

面對的是，如何訂定賃居生的範圍？由於賃居生本屬少數且不易聯絡，因此筆者將一併研究

外校賃居生的念頭捨棄，僅將範圍限定於建國中學，最後，筆者發現，校方將居住於親戚家

的學生也納入賃居生的行列，此舉與筆者的研究概念有了出入，原因在於居住在親戚家的學

生將會受親人的影響，並不符合筆者所要探討的賃居生生活原意（獨立、自主），因此，筆者

將居住於親戚佳的學生排除於研究範圍外，僅針對獨立在外租屋生活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問卷調查 個案訪談 

統計各項結果與歸納 

討論與分析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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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及工具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分別以文獻分析、問卷抽樣調查及實例訪談為工具，分別如下： 

 

1. 文獻分析： 

藉由閱讀和本研究相關的博碩士論文及期刊，了解各個名詞的定義，接著進行統整與

歸納，進而找出影響生活型態的因素，並藉由這些因素編訂問卷。 

 

2. 問卷抽樣調查： 

以建國中學賃居生為研究主體，發放問卷進行抽樣調查。 

 

3. 實例訪談： 

由三個年級的賃居生中，抽取數位賃居生進行訪談，深入了解賃居生的生活。 

 

二、問卷設計 

 

本次研究之問卷內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租屋事項，第二部分為賃居生活，第三

部分為基本資料，各部分所包含內容如下： 

 

1. 第一部分租屋事項共 8 題，探討賃居生選擇賃居處的各項訊息，包含管道、形式、租

金及選屋原因及租屋設備。 

 

2. 第二部分賃居生活共 18 題，探討賃居生於賃居前後的生活情形，包含時間管理、生活

費使用情形、日常生活習慣及賃居前後生活情形比較。 

 

3. 第三部分基本資料共 5 題，探討賃居生年級、原住家縣市、賃居的動機及目的。 

 

第五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於問卷回收後，先經由人工檢查，剔除填答內容極不完整或是隨意填寫、不符題

目要求及前後矛盾者後，將所剩的有效問卷內容予以編碼進行分析統計。接著，利用敘述性

統計將問卷內「租屋事項」、「賃居生活」、「基本資料」三部分的結果，計算其數目、算百分

比、平均數、標準差，進而了解樣本資料所反映出的賃居生活情形。 

訪談形式則是採取一對一的實地訪談，訪談內容則針對問卷內容或賃居生活相關事宜進

行深度訪談，並輔以照片為證，訪談資料將附在附錄第二部分以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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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料的整理與分析 

 

第一節 問卷回收 

 

此次的問卷抽樣調查共發放了 80 張問卷，回收 80 份，但剔除 10 張為居住在親戚家的學

生樣本後，剩餘 70 張符合筆者所需的樣本，70 張的樣本中分為：一年級 16 張，全為有效問

卷；二年級 31 張，有效問卷 29 張，無效問卷 2 張；三年級 23 張，有效問卷 18 張，無效問

卷 5 張。所有有效問卷共 63 張，無效問卷共 7 張，有效率為 90％。 

 

 樣本數目 所佔百分比（％） 

一年級 16 25％ 

二年級 29 46％ 

三年級 18 29％ 

總計 63 100％ 

 

 

第二節 樣本分析 

待補，此節為產出理論的重要過程，問卷數據皆已用 Excel 及 SPSS 軟體統計分析完，但

在 6 月 3 日前尚未能以 word 呈現，實感抱歉。 

 

第三節 訪談分析 

待補，訪談分析為映證結論的輔佐要件，而實例訪談也已完成，但在 6 月 3 日前尚未能

將訪談結果以 word 呈現，實感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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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1. 不同年級的賃居生在賃居動機及目的上無顯著差異，考量到節省通車時間的緣故，學生自

我賃居的意願及父母同意的比例皆相當高。 

 

2. 學生租屋資訊的管道普遍來自於親友，而選擇租屋形式的原因有兩項不同的因素：選擇雅

房單獨賃居者多是出自於考量到維護自身自由及隱私，而選擇與他人和租者則是出自於希

望當遇到麻煩時，有人可互相照應。而不論如何，以上兩者在選屋因素上大多仍以離學校

近為前提，與為了節省交通至校的時間互相契合。 

 

3. 在日常生活上，由於準備升學考試的緣故，三年級賃居生於時間分配上較為單純、活動較

少，花在課業上的時間普遍比一、二年級賃居生要來的高，而二年級賃居生在生活費花費

比例上比一、三年級賃居生要來的高，課外活動時間又較多，可推得二年級賃居生生活較

為繁忙。 

 

4. 不分年級，建中賃居生於賃居後與同學間的情誼獲得普遍改善，而健康狀況及課業情形則

居於變差的前二順位，且賃居後普遍出現上學遲到的情形。此點明顯的顯示，大多學生於

賃居後將時間多花在與同學共處，而非加諸於課業上，且因無人控管，生活上容易出現自

我安排不當的情形。 

 

綜合以上四點，筆者整理出以下結論： 

不分年級，賃居生賃居的主要目的就在於節省通車時間，如此一來，賃居生在各項活動

的時間分配上便較為充裕，但也肇因於此，許多學生賃居後認為自己所能運用的時間變多，

便常將自己喜歡的活動排在優先順位（例：打球、打電腦等），總覺得反正正事晚點在來做也

沒關係，導致自己該盡的義務卻不見得百分百去完成，且在處理事情的心態也隨之消極，可

謂人性本墮，使得各項事務的處理效率反而不如賃居前，然而，碰到事務多的時候，只要其

中一項被延遲了，之後的事情也隨之拖延，如此便會造成生活失序的情形，而賃居生們一人

在外，無大人在旁監督，並不見得知道如何去照顧自己的日常生活起居，若不能維持生活的

穩定度，將很容易導致健康狀況及課業成績下滑的情形。 

因此，若賃居生們在賃居後對於各項事務能保持積極的心態，加強自我的掌控，做任何

事皆全力以赴，賃居生們不僅能享受多出來的時間，生活亦能因此改善。且根據筆者研究後

建議，若非必要，可等二下或三上時再讓學生賃居，處於高中末期階段，因為接近升學考試，

學生們也較有心唸書，加上課外活動較少，生活較易維持穩定，也不容易出現生活失序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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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由於時間及人力上的限制，本次的研究有幾點不足的地方，以下幾點為建議後續發展之

方向： 

 

1.  改進樣本不足的問題： 

本次研究的族群僅侷限於建國中學的賃居生，未能擴張至連通勤生以及居住在親戚家

的學生，後續的發展建議可將另兩族群一併納入研究，如此一來，多族群的比對分析得到更

佳精闢的結論。 

 

2.  擴張研究的範圍： 

本次研究的範圍僅限定於建國中學，所研究出的結果並不能代表他校的情形，因此，

望後續的發展範圍能拓及他校，如此一來，研究出的結論將更具代表性。 

 

3.  進行族群分類： 

由於此次研究筆者並無採取李克特式量表，因此無法將樣本進行族群上的分類統整，

實為可惜，但其原因仍歸咎於樣本數量過少的問題，若往後的研究能將研究樣本的數量擴充

數倍，則進行族群分類統整勢必更能呈現出多元的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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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 

您好，首先感謝您百忙中撥冗填寫此份問卷，此份問卷的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影

響賃居生各項生活因素的原因，由於目前正在進行研究之故，因此需要借助您的一臂之力。

而您所填寫的相關資料一律僅做本研究用，絕不對外公開，請您安心填答，謝謝！ 

                                                           

指導老師：蔡玉琴  老師 

建國中學第三屆人文社會及科學資優班          

研究者：雷修瑋  敬上 

                                               E-mail：james_first2001@yahoo.com.tw 

 

請於□內打勾，若為■則請您依題意填答，謝謝！ 

 

以下為有關租屋事項之問題 

1. 請問您是透過何種管道得知租屋處所的消息？ 

□網路  □路邊廣告  □親友介紹  □師長或教官幫忙  ■其他：ˍˍˍˍˍˍˍˍ 

 

2. 請問您目前賃居每月所付之租金為多少？（若租金不包含水電，請再回答下一題） 

□4000 以下  □4001~5000  □5001~6000  □6001~7000  □7001 以上 

 

3. 請問您個人平均每個月所繳之水電費大約為？ˍˍˍˍˍ元 

 

4. 請問您的租屋型式為？（雅房：大家住在各自房間內；套房：單獨使用一整戶） 

□雅房  □套房  □與他人合租一戶  □與他人合租一個房間  ■其他：ˍˍˍˍˍ 

 

5. 請問您選擇單人居住或合租的原因為何？(例如單人可能較自由，雙人則較有安全感等) 

請自由回答：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6. 請問您目前賃居之處距學校路程之時間為？(步行或搭交通工具) 

步行：□5 分鐘以內  □6~10 分鐘  □11~15 分鐘  □更久：ˍˍˍˍ分鐘 

 

搭乘交通工具： 

□5 分鐘以內  □6~10 分鐘  □11~15 分鐘  □更久：ˍˍˍˍ分鐘 

請註明何種交通工具：ˍˍˍˍˍˍˍ 

 

7. 請問您會選擇目前賃居處的原因為何？(複選) 

□居家設備完善  □租金划算 □空間寬敞 □離學校較近 □交通極為方便 

□整體環境極佳  □與同學或朋友同住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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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問下列哪些是您目前賃居處之原附屬設備？(複選) 

□ 床鋪  □床墊  □書桌  □書櫃  □電扇  □冷氣  □冰箱  □衛浴設備  □衣櫥   

□電視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以下為有關賃居生活之問題 

9. 請問您於賃居後各項活動「平均」所花費時間的消長約為？(時間有改變的項目請先填寫原

本時間，再於後方表格填寫增加或減少之時間，請注意「時間單位」；若所花費時間不變則於

後方表格內打勾；若無參與該項活動者則畫 x ) 

時間增加之其他活動：（請自由填寫） 

ˍˍˍˍˍˍ（  ）小時 →（  ）小時   ˍˍˍˍˍˍ（  ）小時 →（  ）小時 

ˍˍˍˍˍˍ（  ）小時 →（  ）小時   ˍˍˍˍˍˍ（  ）小時 →（  ）小時 

時間減少之其他活動：（請自由填寫） 

ˍˍˍˍˍˍ（  ）小時 →（  ）小時   ˍˍˍˍˍˍ（  ）小時 →（  ）小時 

ˍˍˍˍˍˍ（  ）小時 →（  ）小時   ˍˍˍˍˍˍ（  ）小時 →（  ）小時 

 

10. 請問您賃居一個月的生活費約為？(不包含房屋租金及補習費等雜費) 

□3000 以下  □3001~4000  □4001~5000  □5001~6000  □6000 以上 

 

11. 那請問您平均一個月的生活費會結餘多少呢？ 

□無  □1000 以下  □1001~2000  □2001~3000  □3000 以上 

活動項目        時間 原本時間 增加 減少 不變 

EX：睡眠休息 （ 6 ）小時/天 1 小時   

EX：運動 （ 2 ）小時/天   ˇ 

EX：約會 （ X ）小時/天    

讀書及寫作業 （   ）小時/天    

閱讀課外書籍 （   ）小時/天    

睡眠休息 （   ）小時/天    

參加社團活動 （   ）小時/天    

吃飯 （   ）小時/天    

打掃及整理房間 （   ）小時/天    

看電視 （   ）小時/天    

打電腦 （   ）小時/天    

運動 （   ）小時/天    

熬夜 （   ）小時/天    

逛街購物 （   ）小時/週    

補習 （   ）小時/週    

參加宗教或社區聚會 （   ）小時/週    

參與社會服務 （   ）小時/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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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請問您使用生活費於下列各項的比重為？(請填 1~6，1 為首要) 

（ ）食  （ ）衣  （ ）住  （ ）行  （ ）育  （ ）樂 

 

13. 請問您賃居後注重三餐的飲食品質嗎？ 

□相當注重  □普通  □不太注重 

 

14. 請問您賃居後是否有不規則飲食的現象發生？(例：三餐不照時吃或不吃某幾餐) 

□經常如此  □偶爾如此  □從未如此  

 

15. 那請問您三餐通常如何解決？ 

□三餐均在外吃                □偶爾自己煮食，一週約 1~2 次   

□經常自己煮食，一週約 3~4 次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 

 

16. 請問您賃居後通常如何清洗髒衣服？ 

□用洗衣機洗  □自行手洗  □送洗衣店洗  □帶回家洗  ■其他：ˍˍˍˍˍ 

 

17. 那請問您多久洗一次衣服？ 

□每天  □每兩天  □三~五天  □每週一次  □無固定頻率 

 

18. 請問您的成績在班上排名為？ 

□前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後三分之一 

 

19. 請問您在賃居後就下列選項而言是否有改善或變差的情形發生？(複選) 

改善： 

□課業成績，進步約ˍˍ名  □健康狀況        □與居家附近同儕間的情誼   

□與學校同儕間的情誼      □與家人間的感情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 

 

不變： 

□課業成績  □健康狀況  □與居家附近同儕間的情誼  □與學校同儕間的情誼   

□與家人間的感情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變差： 

□課業成績，退步約ˍˍ名  □健康狀況        □與居家附近同儕間的情誼   

□與學校同儕間的情誼      □與家人間的感情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 

 

20. 請問您賃居後「在上學以外的時間」是否會注重自身穿著？ 

□是，賃居前就相當注重自身打扮  □是，賃居後逐漸花心思在追逐流行 

□不一定，要視場合而定          □否，賃居前便不太在意自身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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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承上題，請問是哪些因素所造成？（複選） 

□受同儕影響  □受室友影響  □重視他人眼光  □天性使然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 

 

22. 請問您上學遲到的頻率為？ 

□經常遲到，一週約 3~4 次  □偶而遲到，一週約 1~2 次  □從未遲到 

 

23. 請問賃居後您與家人聯繫的頻率為？ 

□每天  □兩到三天  □不定期  □除非有要事，否則不會主動與家人聯繫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 

 

24. 請問您賃居後平均多久回原住家一次？ 

□一個禮拜一次  □半個月一次  □一個月一次  ■其他：ˍˍˍˍˍˍ 

 

25. 請問您與家人的互動情形如何？ 

□極為融洽  □普通  □有點冷漠  □相當疏離 

 

26. 請問您是否因賃居而與家人發生過衝突？（例：可能因不常返家而受父母責備） 

□是，請簡略說明為何種因素：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否，不曾有過 

基本資料  

27. 請問您目前就讀高中哪個年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28. 請問您是從幾年級開始賃居？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29. 請問您原住家位於哪個縣市鄉鎮及透過交通至學校所需的時間？ 

■縣（市）：ˍˍˍˍˍ  ■鄉（鎮、市、區）：ˍˍˍˍˍ  ■時間：ˍˍˍˍˍ 

 

30. 請問您賃居之動機是出自於？(複選) 

□自我意願  □父母同意  □親友建議  □師長建議  ■其他：ˍˍˍˍˍˍˍˍ                  

 

31. 請問您賃居的目的是？(複選) 

□節省通車時間  □補習方便  □想獨立生活  □可不受管束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 

本問卷到此結束，對於您的配合，在此呈上萬分感謝！ 

 



 24

 

 

 

 

 

 

 

 

 

 

 

 

 

 

 

 

 

 

 

附錄二、訪談資料（待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