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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題題題目目目目::::    

休閒活動作為社會參與機制與生活滿意度的關聯探討─以社區退休老人為例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民國 99 年之統計，受雇員工的平均退休年齡約為 57 歲，加上同

年統計我國兩性零歲平均餘命約為 79 歲；換句話說，一個人從退休到其死亡的時間

超過二十二年之久。因此退休之後的生活如何安排對老年生活品質之維持非常重

要。根據內政部統計處民國 98 年老人狀況調查，發現 65 歲以上老人日常生活最主

要的活動項目，以「從事休閒娛樂活動」、「與朋友聚會聊天」、「從事養生保健」為

主，可見退休老人之生活需要適當的休閒活動以增加其社會參與，提供其社會支持，

維持退休後的社會關係，重建社會角色，增加生活樂趣，以提升其生活之滿意度。

研究採立意取樣，以結構式問卷施測，共回收 135 份社區退休老人的問卷。研究發

現退休老人個人的基本背景因素影響休閒活動的參與，如教育程度、月收入、自覺

經濟狀況、自覺健康狀況。教育程度和退休後月收入越高的退休老人，參與一般型

休閒活動的頻率愈高，如閱讀書籍、報紙、寫書法和繪畫。另外，退休老人自覺的

健康狀況越好，其戶外型休閒活動的參與度越高，如外出唱歌。參加一般型和社團

型休閒活動的退休老人，其生活滿意度比沒有參加的老人要高，而自覺對參與的休

閒活動覺得有意義的退休老人其生活滿意度亦比較高。。。。。而自覺對參與的休閒活動

覺得有意義的退休老人其生滿意度亦比較高。退休老人藉由參與休閒活動安排其退

休後的生活，提升其生活品質，而退休老人的社會背景影響退休者活動的參與，依

其個人基本背景參加適合的休閒活動、鼓勵退休人口多參與休閒活動、並選擇其認

為有意義的休閒活動，讓退休老人的退休生活活得有品質。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退休人口、休閒、休閒活動參與、社會參與、生活滿意度 

 

 

 



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動機與研究動機與研究動機與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一個國家中，超過 65 歲以上的人口數佔全國總人

口比例達百分之七以上時，就稱之為「高齡化國家」，我國早在民國 82 年即進入高

齡化社會。由於醫療衛生技術的進步，使得各年齡層生存機率上升、死亡機率下降，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99 年我國國民兩性「零歲平均餘命」為 79.18 歲，其中男性為

76.13 歲，女性為 82.55 歲，我國的平均餘命續創新高。行政院經建會推估我國在

民國 106 年將進入高齡社會(即老年人口佔總人口之 14％)、民國 114 年進入超高齡

社會(即老年人口佔總人口之 20％)。至民國 100 年 6 月底止，我國戶籍登記人口之

65 歲以上老人計有 249 萬 3,644 人，佔總人口比例達 10.76％，老化指數 69.97％，

老化指數是衡量一個地區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且此老化程度將逐年快速增加。據

經建會推估 2015 年台灣老化指數將接近 100%；之後，老年人口數將超過幼年人口

數，至 2060 年，老化指數將高達 441.8%，即老年人口約為幼年人口之 4 倍，老年

人口增加的速度實為驚人。 

    行政院主計處受雇員工動向調查，民國 99 年平均退休年齡約 56.6 歲，若以零

歲平均餘命與平均退休年齡來計算，兩者之間相差約二十餘年，這個數字代表退休

人口從其退休到死亡的時間，隨著零歲平均餘命的提高而增多。探討老人對政府福

利措施需求的研究發現，老人對休閒活動的需要占百分之五十二(侯穎蕙、林慧芬，

2003)，顯示休閒活動對老人晚年生活的滿足相當重要。依內政部統計處 98 年的老

人狀況調查亦顯示，65 歲以上老人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活動項目，以「從事休閒娛樂

活動」、「與朋友聚會聊天」、「從事養生保健」為主。由此可看出休閒活動參與對維

持高齡者的活力，促進成功老化重要性。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討， 

1. 影響退休老人參與休閒活動之相關因素 

2. 退休老人參與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度的相關性 

3. 有、無參加休閒活動和參加休閒活動的頻率、類型與生活滿意度的相關性 

4. 退休老人對其參與之休閒活動的主觀感受和生活滿意度的相關性 



 

貳貳貳貳、、、、文獻回顧與探討文獻回顧與探討文獻回顧與探討文獻回顧與探討     

高齡化社會帶來的不僅是人口結構的變遷，更會改變人們未來的生活模式 (范

光中、許永河，2010)。高齡人口藉由高度社區參與，能務實地面對自己的生命，並

實踐自己的「老年生命意義」─「安排退休舞台」、「維持身心健康」、「社會互動」、

「回饋社會」是支持老人參與團體或社區的核心概念與支柱(何思儀，2007)。 

 

   一一一一、、、、退休退休退休退休與退休老人與退休老人與退休老人與退休老人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退休是指個體離開與不再從事全職工作，轉換全新角色的重要轉捩點，也是重

新改變生活方式的一種過程(吳瓊，2010；歐鏸黛，2009)，進而開啟人生不同階段

的社會關係與角色轉變的歷程與時期(林東龍等，2011；歐鏸黛，2009)。對退休老

人而言，從職場退出後，閒暇時間增加，對其未必是一種幸福，因越來越少參與社

會組織結構，與社會的連結較少，使其有與社會隔離脫節的感覺(鍾國文，1998)，

該如何安排退休後的生活，成為退休老人必須慎重面對的議題(李維靈等，2007)。 

    退休者是指老人嗎？如前所述，民國 99 年受雇員工平均退休年齡約為 57 歲，

而國內高齡學習機構的招生對象，為年滿 55 歲以上的高齡者，且一般在學術研究

上，亦皆將 55 歲以上者，將之劃入高齡的範圍(黃富順，2008)。而本研究的對象亦

以 55 歲以上的退休人口為主。 

 

二二二二、、、、休閒與休閒與休閒與休閒與休閒活動休閒活動休閒活動休閒活動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休閒是一種內在心理的滿足，強調個人從行為獲得主觀內心感受與經驗而較不

重視個人行為本身所具備的意義，也具有時間和選擇上的自由性(鄭喜文，2005)。

休閒活動參與是指在個人在閒暇的時間內，經由評估、決定、選擇參與或不參與休

閒活動，這種參與行為是對休閒整體的表現，而參與的活動為非工作性質的活動(黃

淑貞、林春鳳，2010；歐鏸黛 2009)。 

    退休成人與休閒之間關係，為退休成人作為社會行動者，會選擇有價值且能獲

得滿足的休閒參與，當老年人參與休閒活動時，會將焦點放在活動與他們的關係上，

如選擇參與有助於他們生活的活動，而通常滿意於自己老年生活的人是一直持續參

與自己認為有意義和維持一定關係的活動(Kelly & Haworth,1997)。   

         

三三三三、、、、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定義與定義與定義與定義與影響影響影響影響之之之之相關因素相關因素相關因素相關因素            

  生活滿意度是評估生活品質一個重要的指標，或對整體生活的主觀評價，特別

是心理和身體健康(Han & Hong ,2011)。受試者自己對一般性與理想生活間其適合

性的感受或評估(林佳蓉，2001)。生活滿意度是一個人對自己的生活，做整體主觀

性的評估及判斷之概念，包括個人對自己目前在物質生活與精神層面上，感受到滿

足及快樂的情況，並透過個人內在的感受及主觀的評估，對自我期望與實際成就之

間的距離，作為決定自己對生活的滿意程度(黃淑貞、林春鳳，2010)。 

    影響生活滿意度的相關因素為退休、休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時間、活動多寡、

社交活動與關係、休閒滿意、經濟收入狀況、教育、年齡、性別、婚姻狀況、職業、



知覺健康狀況、生理健康、籍貫、宗教等等(陳肇男，2003；林佳蓉，2001；蔡長清

等，2001；盧俊吉等，2003；Han & Hong ,2011)。  

    研究發現個人的生活滿意度低，與憂鬱症、焦慮、身心問題、健康危險因素─

死亡率、自殺與精神發病率有關聯(Han & Hong ,2011)。而參與休閒活動可作為一

種預防性措施，可延緩因老化所產生的疾病，且又能提高中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

(Thang,2005)。 

 

            四四四四、、、、休閒活動參與的頻率休閒活動參與的頻率休閒活動參與的頻率休閒活動參與的頻率、、、、類型與生活滿意度類型與生活滿意度類型與生活滿意度類型與生活滿意度        

  參與休閒活動的類型、參與程度及休閒滿意度等都會影響老人的生活滿意(林佳

蓉，2001)，所以可區分休閒活動為，參與程度即參與頻率的高低、不同活動類型的

參與，影響生活滿意度的程度皆不相同。 

    Horowitz & Vanner (2010)在研究紐約老人住宅的居民發現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不但能維持住民的社會功能，對他們的生活滿意度亦有正面的影響。另外，以高雄

退休人口為主，探討受試者的生活滿意度和休閒參與總量之間相關性的研究發現，

擁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的老人，其休閒參與量也明顯地較高；在各種類型的參與中，

參與量越高，生活滿意也越高(蔡長清等，2001)。黃淑貞、林春鳳(2010)在綜合不

同學者的相關研究後，得知休閒活動的參與有助於提高生活滿意的感受。研究土耳

其退休的男性老人，發現影響其生活滿意度的主要因素為參與休閒活動的頻率，這

個結果強調積極參與休閒活動的重要性，對於晚年成功的老齡化和積極的心理健康

是有助益的(Sener, et al. 2007)。 

    綜觀休閒活動的研究，將活動區分為以下幾種不同類型與影響，Fitzpatrick et 

al,(2001)的研究將男性老人區分為喪失與無喪失家庭或朋友兩類，在休閒活動參與

的三種類型為單獨型、社交型和前兩者皆有的混合型中，以混合型的活動對這兩類

男性老人的生理健康，有較正面的影響；在高雄退休的公教人員參與休閒的選擇項

目裡，有社交類、運動健身類、觀賞類、個人興趣/嗜好類，以社交類的參與度最高

(蔡長清等，2001)；在控制人格變項與主觀健康變項後，影響高雄老年退休老人幸

福感的類型為消遣性及社交型，其他三類嗜好性、健身型、學習型的休閒活動與研

究對象之間沒有顯著影響，並且其參與程度也不高(李維靈等，2007)；盧俊吉等(2003)

在研究鄉村老人參與休閒活動的類型與心理健康的相關性發現消遣娛樂型的活動較

多人參與，與心理健康存在正相關；相較於觀賞類、運動健身類、個人嗜好類，研

究發現參與社交類的活動比較高(蔡長清等2001)；在研究英國的50到74歲的人口，

P. Warr(2004)將活動類型分六類，相較於參加教會和做慈善公益、裝飾家或是園

藝、思考或者學習、音樂演奏或戲劇與運動，其中家庭與社會關係和生活滿意度相

關最高。綜觀休閒的分類型態與影響，發現當參與的休閒活動中存在社會互動的類

型，其參與休閒活動度較高，就如傅仰止(2009)的研究中，台灣民眾的休閒的確遵

循「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原則。另外，陳肇男(2003)對老人休閒活動的研究發現台

灣老人從事靜態活動居多。其他相關研究亦同樣發現台灣老人多喜居家、消遣、靜

態的休閒活動(黃淑貞、林春鳳 2010；歐鏸黛，2009)。 

    



五五五五、、、、休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參與休閒活動參與作作作作為社會參與為社會參與為社會參與為社會參與和和和和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    

依據老年社會學的活動理論，高齡者的面對老年生活最好的方法就是不間斷的

社會參與、保持活動，獲得不同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角色，讓老年生活適應良好(陳燕

禎，2011)，因為社會網絡變項，即社會參與也是影響個人心理幸福之重要因素，一

個人的社會整合程度愈高，社會參與及互動愈多，愈有機會得到充份的社會支持，

進而提高心理快樂與健康(何思儀，2007)。傅仰止(2009)認為對退休老人而言，參

與休閒活動可以重建退休後失去的社會關係，因為從事相同休閒活動的一群人，透

過共同的興趣或生活方式形成同類社會群體，不但增強對於社群的認同、整合個人

與社會，更容易讓人覺得從中獲得樂趣、對所從事的休閒更加滿意。可見參與休閒

活動是一種維持退休老人與社會連結的方式，藉著包含著社會關係的休閒活動參

與，而獲得生活滿意而提升退休生活的品質。  

    

 



 

參參參參、、、、研究方法及步驟研究方法及步驟研究方法及步驟研究方法及步驟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對象與研究對象與研究對象與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本研究對象以居住在大台中的不同社區，且年為55歲(包含)以上之退休人

口為主。樣本蒐集範圍包括台中市西區、南、中、北、東和南屯區，以及烏日、

大里等之社區關懷據點、社區長青大學和樂齡中心。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方式，

並以面訪和郵寄方式取得退休老人的資料，共計發放問卷230份，回收數量213

份，回收率為93%。在剔除無效問卷後，以其餘135份有效樣本進行量化統計分

析。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架構如下: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研究測量工具與信效度研究測量工具與信效度研究測量工具與信效度研究測量工具與信效度    

 根據研究題目尋找相關的文獻資料，採用SPSS for Windows 14進行統計

分析。研究工具內容分三大部分：個人背景基本資料、生活滿意度量表和休閒

活動參與狀況，以下介紹生活滿意度量表和休閒生活參與狀況之測量工具。 

    

((((一一一一)))) 個人背景基本資料個人背景基本資料個人背景基本資料個人背景基本資料    

    參考文獻設計成的個人背景資料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

姻狀況、退休後每月的收入、自覺經濟狀況和自覺健康狀況等。在性

別方面，男性給零分，而女性給一分；年齡方面，55~64 歲給一分，

65~74 歲給兩分，75~84 歲給三分，85 歲~87 歲給四分；在教育程度方

面，不識字者給一分，小學程度給兩分，國初中程度給三分，高中職

程度給四分，大專(學)或二技程度給五分，研究所以上的教育給六分；

姻狀況方面，其他婚姻狀態者給零分，已婚者給一分；退休後每月的

收入 15000 元(包含)以下給一分，15001~30000 元(包含) 給兩分，

30001~55000 元(包含)以下給三分，55001 元(包含)以上給四分；在自

覺經濟狀況上，非常不滿意給一分，不滿意給兩分，尚可給三分，滿

個人基本背景資料： 

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退休後月收入、

自覺經濟狀況、自覺

健康狀況 

參加休閒活動的頻率、類型 

退休老人生活滿意度 
有、無參加休閒活動 

自覺對參加休閒活動的意義 



意給四分，非常滿意給五分；在自覺健康狀況上，很差的給一分，差

的給兩分，尚可給三分，好的給四分，很好的給五分。 

 

((((二二二二)))) 生活滿意度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之量表採用陳肇男(2003)台灣老人休閒生活與生活品質與

洪千雅(2009)高齡者休閒活動參與與生活滿意度關係之研究。量表內

含有：(1)你的人生和大多數的人相比，你的命是不是比他們都要好。 

(2)你是不是對你的人生感到滿意、 (3)你是不是對你做的事感覺有意

思、(4)這些年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好的日子、(5)即使可能(重新來過)

你是不是願意改變你過去的人生、(6)你是不是期待將來會有一些令人

高興(歡喜)的事發生、(7)你的日子是不是可以過得比現在好、(8)你

是不是感覺所做的事大多數都是單調枯燥(沒趣味)的、(9)你是不是感

覺老了，而且也有一些厭倦、(10)你這一生是不是可以說大部分都符

合你的希望、(11)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安全和有保障的環境

中、(12)你是不是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感到滿意（如汙染、氣候、噪音、

景色等），共十二項，依據答題者最適合的狀況答”是”與”不是”，

其中有正反項敘述題，正向敘述題答”是”給一分，若答”不是”給

零分，而負向敘述題為第五、七、八、九題，計分方式與正面敘述題

相反，將每一題分數加總後即為生活滿意度總分，所得範圍在 0~12

分，當分數越高，表示滿意度越高。Cronbach’s Alpha 係數是 0.64。    

 

((((三三三三)))) 有有有有、、、、無參與休閒活動無參與休閒活動無參與休閒活動無參與休閒活動，，，，參與參與參與參與頻率和頻率和頻率和頻率和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此部分之問卷設計參考鄭喜文(2005)獨居老人休閒活動與社會關

係對其心理狀態影響之研究─以宜蘭列冊之獨居老人為例，刪增符合

本研究目的之題項，在問卷內容中有三類型：一般型休閒活動項目、

戶外型休閒活動項目和社團型休閒活動項目。有參加者給一分、沒有

參加者給零分；以上三項不同類型的活動，參與的頻率是一兩個月一

次給一分、每週一次給兩分、每週三至四次給三分和幾乎每天都有給

四分，分數越高代表參與的頻率越高。Cronbach’s Alpha係數是0.79。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研究統計分析方法研究統計分析方法研究統計分析方法研究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回收之問卷資料先運用 Excel 軟體進行資料建檔，再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4 進行統計資料分析。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如下：(１) 

描述性統計求得各變項的次數、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 (２)再進行各

變項之皮爾森相關分析，(3)最後以單因子變異數(one-way ANOVA)探討影

響因素與生活滿意度之顯著性。 

 

    

肆肆肆肆、、、、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與分析與分析與分析與分析    



    

    針對蒐集到的 135 份退休老人之問卷資料，進行描述性和推論性統計分析兩部

份，在描述性統計分析方面，見於表一至表六的各變項的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

值、標準差；而推論性統計在表七至表十二，含有變項之相關性統計分析。 

    

一一一一、、、、    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一一一))))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退休老人退休老人退休老人退休老人之個人之個人之個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的次數基本背景資料的次數基本背景資料的次數基本背景資料的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見表一見表一見表一見表一))))    

從表一顯示從表一顯示從表一顯示從表一顯示社區退休老人個人的背景資料共有九項社區退休老人個人的背景資料共有九項社區退休老人個人的背景資料共有九項社區退休老人個人的背景資料共有九項、、、、樣本數有樣本數有樣本數有樣本數有 135135135135 份份份份，，，，以以以以

下分點說明下分點說明下分點說明下分點說明::::    

1. 在性別方面：性別有男性和女性共 135 位，其中男性有 43 位(31.9%)，

女性有 92 位(68.1%)，女性較男性多且佔了半數以上，以女性為多數。 

2. 年齡方面：將年齡每十年分一組，總共分四組，第一組是 55~64 歲，

有 59 位(43.7%)，接著是 65~74 歲有 47 位(34.8%)，75~84 歲有 26 位

(19.3%)，最後一組是 85 歲~87 歲，有 3 位(2.2%)。平均年齡為 67.73 

歲，以 55~74 歲佔多數，有 106 位(78.5%)。 

3. 在居住地與區域上：依照大台中的行政區域劃分，蒐集到的樣本較多

分佈在西區、南區和大里區，分別佔約 21%、20%和 13%。 

4. 在教育程度上：不識字人口佔 5.9%(8 位)，受教育至小學程度有

14.8%(20 位)，國初中和高中職程度分別約為 16.3 %(22 位)、 20.7 

%(28 位)，大專(學)或二技程度佔了約 36.3%(49 位)，研究所以上約

有 5.9%(8 位) 。受過大專(學)或二技教育程度的人口最多，佔了總數

的三分之一以上。 

5. 在婚姻狀況中：112 位的婚姻狀態為已婚，約佔 83%，其他部份有從未

結婚的人 4 位(3.0%)、與人同居者有 1 人(0.7%)、喪偶者有 18 位(13.3 

%)。多數人的婚姻狀態仍是已婚為主。 

6. 居住狀況方面：三代同堂有 34 人(25.2%)、僅與配偶同住有 31 人

(23%)、僅與子女同住的為 26 人(19.3%)、與配偶與其子女同住者有

23 人(17%)、獨居 13 人(9.6%)、輪流在子女家住有 3 人(2.2%)、其他

居住狀況有 3 人(2.2%)。在居住狀況方面，以三代同堂的人數最多，

其次是僅與配偶同住。 

7. 在退休後每月的收入中：退休老人的每月收入的情況，分別為 15000

元(包含)以下佔 48.1%(65 人)、15001~30000 元(包含)佔 11.1%(15

人)、30001~55000 元(包含)以下佔 14.1%(19 人)、55001 元(包含)以

上佔 14.8%(20 人)。幾乎近半數退休老人的經濟收入為 15000 元以下。 

8. 在自覺經濟狀況上：退休人口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感受可分成五等量

表：非常不滿意 4.4%(6 人)、不滿意 8.1% (11 人)、尚可 50.4% (68

人)、滿意 28.1% (38 人)、非常滿意 8.9% (12 人)。有半數以上退休

老人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感受到尚可。 

9. 在自覺健康狀況上：退休老人自覺健康狀況有很差 1.5%(2 人)、差



12.6%(17 人)、尚可 41.5%(56 人)、好 27.4%(37 人)、很好 17 %(23

人)。統合來說，退休老人對自己健康狀況感覺差(包含很差)的有

14.1%(19 人)，對健康感覺尚可的有 41.5%(56 人)，排名次之，而最

高的是對健康感覺好(包含很好)，有 44.4%(60 人)。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N=135)(N=135)(N=135)(N=135)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個數個數個數個數

(N)(N)(N)(N)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M)(M)(M)(M)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SDSDSDSD))))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    43     31.9   

    女 92    68.1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55~64 歲 59 43.7   

    65~74 歲 47 34.8   

    75~84 歲 26 19.3   

    85~87 歲 3 2.2   

       2.80 0.827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不識字 8 5.9    

    小學 20 14.8   

    國(初)中 22 16.3   

    高中(職) 28 20.7   

    大專(學)或二技 49 36.3   

    研究所以上 8 5.9   

       3.84 1.371 

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    已婚 112 83.0   

    從未結婚 4 3.0   

    同居 1 0.7   

    喪偶 18 13.3   

         

居住狀況居住狀況居住狀況居住狀況    三代同堂 34 25.2   

    僅與配偶同住 31 23.0   

    與子女同住 26 19.3   

    與配偶和子女同住 23 17.0   

    獨居 13 9.6   

    輪流在子女家庭住 3 2.2   

    其他 3 2.2   

         

退休後每月收入退休後每月收入退休後每月收入退休後每月收入    15000 元以下 65 48.1   

    15001~30000 元 15 11.1   

    30001~55000 元 19 14.1   

    55001 元以上    20    14.8     

1.95 

 

1.178 



表表表表一一一一            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之之之之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基本基本基本基本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續續續續))))(N=13(N=13(N=13(N=135555))))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個數個數個數個數

(N)(N)(N)(N)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M)(M)(M)(M)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SD)(SD)(SD)(SD)    

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    非常不滿意    6 4.4   

    不滿意    11 8.1   

    尚可    68 50.4   

    滿意    38 28.1   

    非常滿意    12 8.9   

          3.29 0.905 

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    很差    2 1.5   

    差    17 12.6   

    尚可    56 41.5   

    好    37 27.4   

    很好    23    17.0            

       3.46 0.968 

    

    

 

 



((((二二二二)))) 社區退休老人之一般型社區退休老人之一般型社區退休老人之一般型社區退休老人之一般型、、、、戶外型和社團型休閒活動參與戶外型和社團型休閒活動參與戶外型和社團型休閒活動參與戶外型和社團型休閒活動參與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平平平平

均值均值均值均值、、、、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見表二見表二見表二見表二~~~~四四四四))))    

   根據表二，退休人口有參與一般型休閒活動的次數分配中，參與人數

最高的是看電視，佔 94.8%，次之是在住家附近散步，佔 88.1%，接著第

三、第四高的是在住家附近與親友聊天、閱讀書籍或報紙，兩者的參與皆

達 80%以上。而休閒參與度低的有棋藝或打牌和球類運動，各佔 0.4%和

9.6%，兩者皆在 10%以下。    

    

表表表表二二二二            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有參與有參與有參與有參與一般型一般型一般型一般型休閒活動休閒活動休閒活動休閒活動之次數分配表之次數分配表之次數分配表之次數分配表    (N=13(N=13(N=13(N=135555))))    

    

變項名稱變項名稱變項名稱變項名稱    有參加有參加有參加有參加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一般型休閒項目一般型休閒項目一般型休閒項目一般型休閒項目                

 看電視 128(94.8%) 3.75 1.020 

 聽收音機 67(49.6%) 1.64 1.790 

 泡茶 76(56.3%) 1.81 1.788 

 閱讀書籍與報紙 108(80.0%) 2.93 1.640 

 住家附近散步 119(88.1%) 3.13 1.418 

 住家附近與親友聊天 115(85.2%) 2.68 1.519 

 園藝 77(57.0%) 1.90 1.870 

 做手工藝 31(23.0%) 0.62 1.338 

 棋藝或打牌 10(0.4%) 0.16 0.671 

 書法繪畫寫作 41(30.4%) 0.85 1.509 

 收集嗜好品 44(32.6%) 0.73 1.415 

 養寵物 17(12.6%) 0.53 1.413 

 彈奏樂器 31(20.3%) 0.54 1.297 

 健身運動操 100(74.1%) 2.57 1.764 

 球類運動 13(9. 6%) 0.22 0.760 

 舞蹈運動 41(30.4%) 0.96 1.569 

       

 

 

 

 

 

 

 

 

 



   表三顯示退休老人有參與戶外型活動的情況，外出購物逛街是參與最

高的活動，佔 80.7%，接續的活動是佔 79.3%的郊遊旅行和佔 73.3%的拜

訪親友，相反的，參與最低的活動是外出看戲劇電影，佔 25.9%。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有參與有參與有參與有參與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之次數分配表之次數分配表之次數分配表之次數分配表    (N=135)(N=135)(N=135)(N=135) 

變項名稱變項名稱變項名稱變項名稱 有有有有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    

 拜訪親友 99(73.3%) 1.41 1.357 

 外出購物逛街 109(80.7%) 1.91 1.479 

 外出唱歌 81(60.0%) 1.47 1.530 

 參觀展覽表演、講座或比賽 74(54.8%) 0.94 1.303 

 郊遊旅行 107(79.3%) 1.33 1.303 

 參加宗教信仰活動 88(65.2%) 1.36 1.533 

 外出看戲劇電影    35(25.9%) 0.42 0.942 

 

 

 

   表四是退休老人有參與社團型休閒活動的情況，社團型活動中包含四

項活動：學習型社團、社會服務性社團、聯誼性社團和宗教性社團，分別

佔 71.1%、37.8%、61.5%和 27.4%。參與最高的和次高的是：學習型社團

和聯誼性社團。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            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有參與有參與有參與有參與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之次數分配表之次數分配表之次數分配表之次數分配表    (N=135)(N=135)(N=135)(N=135)    

 

變項名稱變項名稱變項名稱變項名稱 有有有有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    

 學習性社團 96(71.1%) 1.96 1.577 

 社會服務性社團 51(37.8%) 0.99 1.484 

 聯誼性社團 83(61.5%) 1.47 1.535 

 宗教性社團 37(27.4%) 0.69 1.385 

    



    

((((三三三三)))) 社區退休老人之社區退休老人之社區退休老人之社區退休老人之自覺對參與的休閒活動覺得有意義自覺對參與的休閒活動覺得有意義自覺對參與的休閒活動覺得有意義自覺對參與的休閒活動覺得有意義((((見表五見表五見表五見表五))))    

    根據表五，社區退休老人自覺對參與的休閒活動之主觀意義可分為兩

種，一種是對其參與的休閒活動覺得有意義、滿意的，另一是對其參與的

休閒活動覺得沒有意義、不滿意的。有 124 位退休老人覺得對其參與的休

閒活動是有意義、滿意的，佔 91.9%，平均數為 0.95。 

 

表表表表五五五五        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社區退休老人之自覺之自覺之自覺之自覺對對對對參與的休閒參與的休閒參與的休閒參與的休閒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覺得覺得覺得覺得有有有有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N=135)N=135)N=135)N=135)    

變項名稱變項名稱變項名稱變項名稱 是是是是    

((((次數百分比次數百分比次數百分比次數百分比))))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對對對對參加參加參加參加的的的的休閒活動覺得有意義休閒活動覺得有意義休閒活動覺得有意義休閒活動覺得有意義 124 (91.9%) 0.95 0.211 

 

((((四四四四)))) 社區退休老人之生活滿意度量表社區退休老人之生活滿意度量表社區退休老人之生活滿意度量表社區退休老人之生活滿意度量表((((見表六見表六見表六見表六))))    

   由表六顯示，社區退休老人的生活滿意度的平均值是 8.49，標準差是

2.232。量表分數範圍介於零分到十二分，當分數越高表示生活滿意度越

高，而退休老人的生活滿意度得分數過半，表示生活滿意度佳。在生活滿

意度的題項中，最令社區退休老人滿意的是第三題「你是不是對你做的事

感覺有意思。」，平均數是 0.94(標準差為 0.237)，其次是第六題「你是

不是期待將來會有一些令人高興(歡喜)的事發生。」，平均數是 0.90(標

準差為 0.296)；而最令退休老人不滿意的項目為第七題「你的日子是不

是可以過得比現在好。」，平均數是 0.26(標準差為 0.440)，次之為平均

數是 0.47 (標準差為 0.501)的第五題「即使可能((((重新來過))))你是不是願

意改變你過去的人生。」。 

 

表六表六表六表六        社區退休老人生活滿意度量表社區退休老人生活滿意度量表社區退休老人生活滿意度量表社區退休老人生活滿意度量表    (N=1(N=1(N=1(N=133335)5)5)5)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1.    你的人生和大多數的人相比，你的命是不是比他們都要好。    .81    .396    

2.    你是不是對你的人生感到滿意。      .88    .324    

3.    你是不是對你做的事感覺有意思。        .94    .237    

4.    這些年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好的日子。    .77    .422    

5.    即使可能((((重新來過))))你是不是願意改變你過去的人生。    .47    .501    

6.    你是不是期待將來會有一些令人高興(歡喜)的事發生。    .90    .296    

7.    你的日子是不是可以過得比現在好。    .26    .440    

8.    你是不是感覺所做的事大多數都是單調枯燥(沒趣味)的。    .82    .384    

9.    你是不是感覺老了，而且也有一些厭倦。    .73    .444    

10.    你這一生是不是可以說大部分都符合你的希望。    .60    .492    

11.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安全和有保障的環境中。    .74    .440    

12.    你是不是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感到滿意。    .56    .498    

                            整體生活滿意度整體生活滿意度整體生活滿意度整體生活滿意度    8.498.498.498.49    2.2322.2322.2322.232    



二二二二、、、、    相關性統計分析相關性統計分析相關性統計分析相關性統計分析    

    在表七中，根據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資料與有、無參與休閒活動進行

Pearson 相關性統計分析，發現性別(p<0.05)、年齡(p<0.01)、教育程度

(p<0.05)、婚姻狀況(p<0.05)與參加休閒活動之間有顯著相關性，其他的基本

背景資料則與參與休閒活動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年齡和一般型休閒活動具有負

相關，就是當年齡越大，越可能不參加休閒活動；在教育程度方面，當教育程

度越高，則有參加一般型休閒活動越高；而在婚姻狀況中，已婚者參加一般型

休閒活動為多數，其他婚姻狀態就較少參與休閒活動。 

 

表七表七表七表七    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有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有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有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有、、、、無參與休閒活動之相關無參與休閒活動之相關無參與休閒活動之相關無參與休閒活動之相關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    

rrrr 值值值值((((PPPP))))    

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    

rrrr 值值值值(P)(P)(P)(P)    

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    

rrrr 值值值值(P)(P)(P)(P)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059 (.496) .179*(.037) -.026(.767)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231**(.007) -.030(.732) -.042(.625)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180*(.037) .031(.722) -.052(.550) 

居住狀況居住狀況居住狀況居住狀況    -.126(.147) .019 (.827) -.114(.190) 

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    .191* (.027) -.056 (.522) -.079 (.361) 

退休後每月收入退休後每月收入退休後每月收入退休後每月收入    .075(.420) .106(.252) -.007(.941) 

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    .032(.713)  .045(.601) .065(.456) 

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    .037(.667) .053(.541) .076(.384) 

註：顯著性 ** =p< 0.01 (雙尾)。 

    顯著性 * =p< 0.05 (雙尾)。 

   

   從表八顯示，依據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資料與參加休閒活動頻率、類

型進行 Pearson 相關性統計分析，年齡(p<0.05)、教育程度(p<0.01)、退休後

每月收入(p<0.01) 、自覺經濟狀況(p<0.05)、自覺健康狀況(p<0.05)與參加

休閒活動之間有顯著相關性。在三種類型的休閒活動中，一般型與退休老人個

人基本背景資料：教育程度(p<0.01)、退休後每月收入(p<0.01)成正相關，而

與年齡(p<0.05)呈負相關。正相關代表休閒活動參與的頻率會隨著背景資料的

增加而提高，相反的，與年齡呈負相關則是隨著年齡的增加，參加一般型休閒

活動的頻率會減少。而戶外型休閒活動與自覺經濟狀況(p<0.05)有相關，如觀

賞電影。戶外型和社團型休閒活動與自覺健康狀況(p<0.05)呈現正相關，表示

退休老人自己覺得健康狀況越好，其參與戶外型和社團型休閒活動的頻率會隨

之增加，如出外唱歌和參加社會服務性社團。    



    

表八表八表八表八    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參與休閒活動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參與休閒活動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參與休閒活動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參與休閒活動頻率頻率頻率頻率、、、、類型類型類型類型之相關之相關之相關之相關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    

rrrr 值值值值(P)(P)(P)(P)    

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    

rrrr 值值值值(P)(P)(P)(P)    

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    

rrrr 值值值值(P)(P)(P)(P)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053(.540) -.035(.687) -.036 (.677)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173*(.045) .042 (.629) .023 (.792)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332**(.000) -.028 (.749) .005 (.957) 

居住狀況居住狀況居住狀況居住狀況    -.084 (.334) -.060 (.491) -.004 (.966) 

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    .070 (.418) -.023 (.795) .026 (.763) 

退休後每月收入退休後每月收入退休後每月收入退休後每月收入    .258**(.005) .126 (.172) -.078 (.400) 

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    .169 (.050)  .199* (.020) .089 (.307) 

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    .168 (.051) .213* (.013) .186* (.031) 

註：顯著性 ** =p< 0.01 (雙尾)。 

    顯著性 * =p< 0.05 (雙尾)。 

 

    見表九，在退休老人的基本背景資料中，自覺經濟狀況(p<0.05)、自覺健

康狀況(p<0.05)、自覺有意義(p<0.05)與生活滿意度之間有明顯的正相關存

在，亦即當基本背景資料的分數較高，退休老人的生活滿意度也會跟著提升。

自覺經濟狀況(p<0.01)與退休老人對其參加休閒活動的感覺有意義有顯著正

相關，當自覺經濟狀況較好，對其參加休閒活動感覺越有意義。 

 

表九表九表九表九    

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生活滿意度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生活滿意度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生活滿意度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生活滿意度、、、、自覺自覺自覺自覺對對對對參加休閒活動參加休閒活動參加休閒活動參加休閒活動的的的的意義意義意義意義之相關之相關之相關之相關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    

rrrr 值值值值(P)(P)(P)(P)    

自覺有意義自覺有意義自覺有意義自覺有意義    

rrrr 值值值值(P)(P)(P)(P)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014( .871) -.074(.405)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122 (.158) .034(.703)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087 (.315) -.071(.420) 

居住狀況居住狀況居住狀況居住狀況    -.124 (.152) -.119(.177) 

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    .055 (.524) .006 (.947) 

退休後每月收入退休後每月收入退休後每月收入退休後每月收入    .012 (.899) .076(.417) 

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    .210* (.014)  .259**(.003) 

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    .189* (.028) -.062(.483) 

自覺有意義自覺有意義自覺有意義自覺有意義    .187*(.033)  

註：顯著性 ** =p< 0.01 (雙尾)。 

    顯著性 * =p< 0.05 (雙尾)。 



   根據表十，一般型和社團型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度呈現正相關，即有參加

一般型和社團型休閒活動與沒有參加休閒活動的生活滿意度高。 

 

表表表表十十十十 有有有有、、、、無參與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度之相關無參與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度之相關無參與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度之相關無參與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度之相關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    

rrrr 值值值值(P)(P)(P)(P)    

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    

rrrr 值值值值(P)(P)(P)(P)    

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    

rrrr 值值值值(P)(P)(P)(P)    

生活滿意度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    .213* 

(.013) 

-.001 

(.994) 

.176* 

(.041) 

註：顯著性 ** =p< 0.01 (雙尾)。 

    顯著性 * =p< 0.05 (雙尾)。 

 

   在表十一中顯示，社區退休老人參與休閒活動頻率與其生活滿意度間的關

係呈現正相關，當退休老人參加戶外型(p<0.01)和社團型(p<0.05)休閒活動

時，其生活滿意度會隨參與休閒活動的頻率而提高。 

 

表十表十表十表十一一一一    社區退休老人之休閒社區退休老人之休閒社區退休老人之休閒社區退休老人之休閒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參與參與參與參與頻率頻率頻率頻率與生活滿意度之相關與生活滿意度之相關與生活滿意度之相關與生活滿意度之相關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    

rrrr 值值值值(P)(P)(P)(P)    

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    

rrrr 值值值值(P)(P)(P)(P)    

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    

rrrr 值值值值(P)(P)(P)(P)    

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    .143( .098) .289** (.001) .202*(.019) 

註：顯著性 ** =p< 0.01 (雙尾)。 

    顯著性 * =p< 0.05 (雙尾)。 

   

    從表十二可看出，教育程度(p<0.05)、退休後每月的收入(p<0.05)和自覺

經濟狀況(p<0.05)對一般型休閒活動參與造成影響；自覺健康狀況(p<0.05)與

戶外型休閒活動有顯著性。 

 

表十表十表十表十二二二二    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參與休閒活動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參與休閒活動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參與休閒活動社區退休老人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與參與休閒活動之之之之 ANOVAANOVAANOVAANOVA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退休後退休後退休後退休後    

每月收入每月收入每月收入每月收入    

自覺自覺自覺自覺    

經濟狀況經濟狀況經濟狀況經濟狀況    

自覺自覺自覺自覺    

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    

FFFF 值值值值    PPPP 值值值值    FFFF 值值值值    PPPP 值值值值    FFFF 值值值值    PPPP 值值值值    FFFF 值值值值    PPPP 值值值值    FFFF 值值值值    PPPP 值值值值    

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    .992 .502 1.742 .013* 1.575 .042* 3.554 0.031* 2.535 0.083 

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    .761 .760 1.007 .461 1.191 .280 2.798 0.065 3.305 0.040* 

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    .548 .915 .671 .817 1.135 .334 0.524 0.593 2.942 0.056 

 

註：顯著性 ** =p< 0.01 (雙尾)。 

     顯著性 * =p< 0.05 (雙尾)。 

 



 

由表十三顯示，有參與一般型和社團型休閒活動對生活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在

退休老人基本背景資料方面，自覺經濟狀況(p<0.05)和自覺有意義(p<0.05)兩

項之個人基本背景資料，對生活滿意度造成顯著的影響。 

 

表十三表十三表十三表十三    有有有有、、、、無參與休閒活動和退休老人基本背景資料與生活滿意度之無參與休閒活動和退休老人基本背景資料與生活滿意度之無參與休閒活動和退休老人基本背景資料與生活滿意度之無參與休閒活動和退休老人基本背景資料與生活滿意度之 ANOVAANOVAANOVAANOVA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    

FFFF 值值值值    PPPP 值值值值    

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一般型休閒活動    6.334 0.013* 

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戶外型休閒活動    .000 0.994 

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社團型休閒活動    4.247 0.041* 

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自覺經濟狀況    3.492 0.033* 

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自覺健康狀況    2.924 0.057 

自覺有意義自覺有意義自覺有意義自覺有意義    4.638 0.033* 

註：顯著性 ** =p< 0.01 (雙尾)。 

     顯著性 * =p< 0.05 (雙尾)。 



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探討退休老人參加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之關聯，目的在瞭解與探討：影

響退休老人參與休閒活動之相關因素、退休老人參與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度的相關

性、休閒活動參與的頻率與類型和生活滿意度的相關性、退休老人對其參與之休閒

活動的主觀感受和生活滿意度的相關性等四大項。故研究假設就是：一、退休老人

的人口社會背景將影響其休閒活動的參與，二、有參與休閒活動之退休老人的生活

滿意度比沒參與休閒活動者的生活滿意度高，三、退休老人參加休閒活動的頻率多

和類型較其參加休閒活動的頻率少和類型的生活滿意度較高，四、退休老人對其所

參與之休閒活動之類型覺得有意義較其覺得無意義的生活滿意度要高。 

    在社區退休老人的基本背景資料中，影響退休老人參與休閒活動之相關因素有 

年齡、教育程度、退休後每月收入、自覺健康狀況，當退休老人的年齡低、教育程

度較高、退休後的收入較高、自覺健康狀況較好，其參加休閒活動相對較高。 

    社區退休老人基本背景資料與生活滿意度之間關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退休後每月收入、居住狀況與生活滿意度沒有顯著關係，而自覺健康狀

況、自覺經濟狀況與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相關性，而自覺健康和自覺經濟狀況好，生

活滿意度越高。生活滿意度是個人對自己的生活做整體的評估及判斷，對目前在物

質生活與精神層面上，感到滿足及快樂的情形，所以當退休老人自己覺得健康和經

濟狀況良好，其生活滿意度會提升。    

   有參加一般型和社團型休閒活動比沒有參加一般型和社團型休閒活動的生活滿

意度高。在休閒活動參與頻率方面，經統計分析得知，戶外型和社團型休閒活動的

參與頻率越高，生活滿意度也跟著提高，符合在研究假設三：退休老人參加休閒活

動的頻率多較其參加頻率少的生活滿意度較高。 

   研究結果發現在退休老人對其參與之休閒活動的主觀感受上，多數的退休老人對

參與休閒活動的主觀感受是有意義的，同樣的，其生活滿意度也高。退休老人對其

參加休閒活動感到有意義，有助於退休老人的生活滿意度的增加，他們會選擇參與

有助於生活的活動，而且對其生活滿意的人，會一直持續參加自己覺得有意義的活

動。    

   如文獻探討中所言，老年社會學的活動理論認為一個人面對老年生活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間斷的社會參與、保持活動，藉由參與休閒活動的安排，讓其退休後的生活

滿意度提高。社區退休老人的基本背景是影響參與休閒活動的因素，依其個人基本

背景參加適合的休閒活動、鼓勵退休人口多參與休閒活動、並選擇其認為有意義的

休閒活動，讓退休老人的退休生活活得有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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