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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了解高雄縣仁武鄉社區發展協會及所屬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和長壽俱樂部的老人，參與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取向在不同背景變項下的相關

情形。本研究以立意取樣的方式，及自編「老年人參與休閒活動滿意取向調查問

卷」量表為研究工具，調查高雄縣仁武鄉社區發展協會及所屬社區關懷據點、長

壽俱樂部等據點的老人，共120名老人進行調查問卷。研究結論，整體而言，老

年受試者參與休閒活動與生活滿意度的構面表現，受試程度相當滿意；也顯示參

與受試全體老人會積極與持續參與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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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隨著台灣人口急速老化，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各種老人社會福利措施，老人

福利也逐漸提升，不斷累積經驗與智慧，不斷提昇老人的生活品質；透過自我價

值感覺、經驗累積與智慧，尋找自己的悠閒、快樂、舒放的理想生活。 

老化既然不可避免，如何讓老年生活更健康、更有尊嚴，營造彩色的老年生

活才是重點。面對高齡化社會，因老化所衍生的問題接踵而至，有鑑於此它涵盖

保健、養生、休閒、紓解壓力及安養等。要如何成為健康快樂的老人？（一）減

少疾病危險因子和失能（二）強化身體生理及心理能力（三）積極從事休閒運動

及社會服務等。 

貳貳貳貳、、、、問題背景與重要性問題背景與重要性問題背景與重要性問題背景與重要性 

「休閒」是需要學習與開發的，鼓勵老人多多參與休閒活動具體結合社區健

康總體營造，尤其多數退休老人健康狀況還良好、尚佳，活動力強，素質整齊更

是社會不可多得的人力資源。研究顯示「休閒」時代來臨了，加上退休年齡不斷

提早，人類的生命不斷延長；工作時間越來越短，休閒時間的比率就越來越多，

由此可以看出休閒在人類生命歴程中佔極重要的角色。本團隊認為「休閒活動」

對老年人既然如此重要而產生相當濃厚的興趣，透過文獻探討可發現專家學者的

研究，「休閒活動」有促進身心健康，延緩機能老化，亦可降低高齡化社會所帶

來的醫療及社會成本，多以正向的研究探討。未來「社區據點」如能將舉辦休閒

活動養生、健身、休閒教育、休閒學習融入社區服務的課程方案，讓社區服務型

態也進入更高層次的服務；「社區據點」將成為老年人打發時間與休閒的主要場

所；休閒活動的設計與安排，更是老年人參與的關鍵所在據點，由此顯示社區據

點的日益吃重。 

參參參參、、、、重要名詞重要名詞重要名詞重要名詞 

一一一一、休閒 

「休閒」本文指個人離開勞動工作時間外，去從事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

所發展或學習而產生的動作行為，籍由自己的主觀意識去親身體驗的身心體

能活動，能促進身心體能與生活壓力的釋放的象徵活動，稱之休閒。 

二、休閒需求 

藉由親身體能去體驗設施或活動，在沒有壓力下隨著自己的興趣、經

濟、生理負担的範圍內，積極選擇參與認為可促進或滿足獲得個體生理上、

心理上的需求，達到自我價值與幸福滿足需要。 

三、參與休閒（leisure Parti-cipation） 

「參與」指去從事一種體驗行為或態度的概念，由自己的主觀決定與



否。「參與休閒」指去從事由自己的主觀意識去從事親身體驗的身心體能活

動。 

(一)重要性：由平常生活體驗關聯到個人行為是否必要的決策。 

(二)風格表現：由平常對自己生活體驗的態度給別人的觀感或評論特色。 

四、生活滿意度( life satisfaction )  

「生活滿意度」指對自己的生活的品質或要求及對整體生活體驗的主觀

評估，包含目前與過去的生前後活、主觀的感受、及期盼與目標之間的差距

比較。 

五、休閒種類： 

本研究根據參考一般最常見的休閒活動類型及己訪問過地方首長

（村長）、士紳（理事長、總幹事）及社區發展協會、長壽俱樂部的會

員長者加以修正自編而成，以因素、環境、動作分析，將休閒活動的性

質型態分類，如戶外型活動、室內型活動、養生型活動、運動型活動等，

本研究認為「休閒種類」也是影響參與休閒的因素之一。 

表 1-3-1    休閒類型表 

類    型 類              別                      

1.戶外型活

動          

散步、爬山、健走、慢跑 

2.室內型活

動 

卡拉 ok、唱歌、跳舞、玩牌 看電視、藝文欣賞、參加社團 、

書法、繪畫、攝影、上網等 

3.養生型活

動 

太極拳、元極舞、土風舞、香功、氣功、內外丹功、法輪功 

4.運動型活

動    

水上運動、健身房運動、泡溫泉、 伸展運動、民俗運動、

技擊運動等 

肆肆肆肆、、、、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老化相關理論老化相關理論老化相關理論老化相關理論    

袁緝輝與張鍾汝（1994）認為引起老人心理失調的角色轉換有幾個原因： 

(一)心理的影響： 

首先應破除對老人老化負面恐懼，或思想上的錯誤觀念，或存在老化有

害的刻板印象，或自我預言而劃地受限。 

(二)身份的改變： 

由父母轉換成祖父母，有人感到榮貴驕傲，也有人手足無措；或喪偶、

或子女另立門户、或獨居，身份、地位轉換，一時不能調適可能引起心理失

調或誘發種種疾病加上生理上加速衰老，容易產生消極心理而感覺孤獨或抑

鬱或瀕死感。 

(三)社會角色改變： 



甴社會勞動者的角色撤退下來移位到被供養的角色，原有權威的影響力

的角色突然被降低或消失，因退休轉變成生命殘存的日子，或突然被社會或

家庭冷落，而產生自卑或空虛。  

(四)如何成功的老化 

根據艾力克森（Erikson）生命週期最重要的發展說法，老年期產生新的

心理精神症狀，常是由現有壓力觸發所致，一旦經驗到壓力，老人會覺得對

環境無法掌控，而增加了無助感和對依賴的矛盾心理；無助，它會引發害怕、

對自己、對他人、或現況的憤怒、與失落及無自尊的傷害。 

二二二二、、、、參與休閒參與休閒參與休閒參與休閒    

行政院體委會（2006）指出老人參與休閒活動，大致分靜態休閒活動（如看

電視、下棋、聊天…），及動態的休閒運動（如走路、太極、體操、跳舞…等健

身運動）。一般老人較偏向於靜態的休閒活動，動態的休閒運動較可強化體能，

確保健康。一般大眾的休閒觀，以為從事遊憩活動或非工作性活動才算是休閒，

常將「休閒活動」一詞來概括整個休閒現象，結果休閒變成負擔，不但花了大批

金錢與精力，且許多時間是在負面情況下渡過。休閒它應該有三個相互貫通的功

能：放鬆、娛樂及自我實現。當選擇一個活動，且活動本身即是目的時，這個活

動應可視為休閒。 

三、、、、老人休閒需求老人休閒需求老人休閒需求老人休閒需求    

高俊雄（1996）認為一個人參與從事休閒活動的過程中，所感受到滿意程度，

會隨著他的體驗是流暢、刺激……而異。老人會隨着當下身體的健康狀況，或生

理反應接受程度，對活動體驗直接產生反應。往往老人參與過程由他的言行舉止

或心理直接反應來看，體驗之後如符合多數參與者認為是流暢、刺激或掌控之

下，老人往往會大呼過癮，獲得極高的滿足印象深刻，經常回憶並且願意繼續參

與。如果老人在無聊或無趣的休閒活動體驗下，那老人參與過程會顯得沒有精

神，索然無味，乏善可陳，對於繼續參與意願則是興趣缺缺。或在焦慮或極度不

安的心路歷程參與休閒活動體驗下，老人可能對此體驗留下深刻印象，擔心缺乏

信心，往往從此不願意再參與活動。 

四、、、、生活滿意取向生活滿意取向生活滿意取向生活滿意取向    

林麗惠（2002）生活滿意度指個人的生活品質好，生活愉快，生活型態穩定，

有幸福感。諸如：家庭婚姻生活、休閒養生活動、居住環境、健康指標、鄰里關

係、朋友情誼…等生活適應。種種因素綜合表現稱之生活滿意度。本研究認為生

活滿意度，是指個人對自己生活的主觀意識判斷及生活層面的自我概念，與現實

的生活層面相比較所產生的行為評估表現。 

張明旺（2004）認為整體環境生活滿意會受到各個領域滿意的影響，構成的元素

如個人健康、工作、家庭和休閒。然而各個領域的滿意度亦來自於個體元素滿意

度的組成，如休閒領域滿意的構成元素包含觀光旅遊滿意、在家的休閒滿意、遊

憩的滿意等元素。 



伍伍伍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有從事參與休閒活動，進行分析設計，就不同背景變項參與休閒

提出假設的研究變項；分析不同人口背景變項，以高雄縣仁武鄉社區發展協會、

灣內社區關懷據點、長壽俱樂部等 3 個社團場所，老年人在參與休閒與生活滿意

度差異情形；進一步探討參與休閒與生活滿意度两者相關情形。其中人口背景變

項有五項：性別、年齡、自覺健康狀況、休閒種類、休閒目的。至於參於休閒包

含重要性、及風格表現等两個構面；生活滿意度則包含情緒狀態、生活熱衷、自

我實現等三個構面。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個人背景變項 

 

1.性  別 

2.年  齡 

3.自覺健康狀況 

4.休閒種類 

5.休閒目的 

參與休閒 

1.重要性 

1-1 重要的 

1-2 壓力 

1-3 快樂 

1-4 喜歡 

1-5 瞭解 

1-6 討論 

2.風格表現 

2-7 展現自我 

2-8 息息相關 

2-9 判斷 

2-10 處事風格 

生活滿意度 

1.情緒狀態 

1-1 期望 

1-2 錯誤的決定 

1-3 依賴 

1-4 外界隔絕 

1-5 感到厭倦 

2.生活熱衷 

2-6 身邊的人 

2-7 勇氣 

2-8 樂觀 

2-9 體力 

3.自我實現 

3-10 未來計劃 



二二二二、、、、研究對象與抽樣研究對象與抽樣研究對象與抽樣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係以利用高雄縣仁武鄉社區發展協會、灣內社區關懷據點、長壽俱樂

部的老人等 3 個社團場所，有從事參與休閒之老人為預試問卷發放對象。由於本

研究屬於地區性的研究計發放 120 份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100％；也因此，

本研究之預試問卷總計發出 120 份問卷，回收之有效問卷 120 份，有效問卷回收

率為 100％。 

表 3-3-1 正式問卷施測地點與發放份數摘要表 

序號 問卷施測地點 發放份數 有效問卷數 

1 高雄縣仁武鄉社區發展協 會  55  55 

2 灣內社區關懷據點  42  42 

3 長壽俱樂部  23  23 

 總計份數 120 120 

三三三三、、、、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問卷「老年人參與休閒與生活滿意度問卷調查」編製： 

（一）「參與休閒」部份：依據相關文獻蒐集探討結果，參考依據林麗惠（2002）

「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與生活滿意度調查問卷」量表。主要參與行為以及社

會、心理等三個構面共 10 題，為參與休閒的重要性及風格表現。 

（二）「生活滿意度」部份：主要參考依據林麗惠（2002）「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

與生活滿意度調查問卷」，修改而成。主要參與行為以及社會、心理等三個

構面共 12 題，為生活滿意度，內容分為情緒狀態、生活熱衷、自我實現。 

(三)問卷預試與修正及正式問卷調查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老人參與休閒與生活滿意度問卷調查」進行，

感謝理事長許志成先生及總幹事李謁文先生，及巡守隊幹事林清海先生，加入專

題研究協助幫忙。於 2010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5：00－17：00，由研究團隊組員親

赴協會聯誼中心進行問卷，此次參與母群體取樣的對象會員計有 120 人（其中 8

人中風行動不便、25 人完全不識字及 9 人為少數原住民）。以口述或代筆方式完

成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完畢發一份小紀念品環保筷匙，並感謝協助作答，共計發

放 120 份問卷，最後，回收之有效問卷 120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100%，以作

學術研究之用。 

陸陸陸陸、、、、    結果分析與討論結果分析與討論結果分析與討論結果分析與討論    

一一一一、、、、背景變項現況分析背景變項現況分析背景變項現況分析背景變項現況分析    

(一)性別方面：由受試分析的老人當中「男性」有 45 人，佔受訪者的 38％；「女

性」75 人，佔受訪者的 62％；「女性」大多於「男性」。 

(二)年齡方面：由受試分析的老人以「55～64 歲」歲者有 55 人，佔為受訪者的

46％佔多數；其次「65～74 歲」36 人，佔受訪者的 30％，依序「75 歲以上」



有 29 人，佔受訪者的 24％。 

(三)自覺健康狀況方面：由受試分析可知受試的老人以「健康」者最多有 49 人，

佔受訪者的 40％；其次「很健康」42 人，佔受訪者 35％，依序「普通」21

人，佔受訪者 18％，「行動不便」8 人，佔受訪者 7％。 

(四)休閒種類：由受試分析老人參與休閒活動可知受試的種類： 

1.戶外型活動：此休閒活動類型最多有 40 人佔受訪者的 33％。 

2.室內型活動：有 26 人佔受訪者的 22％。 

3.養生型活動：有 34 人佔受訪者的 28％。 

4.運動型活動：有 20 人佔受訪者的 17％。 

二二二二、、、、受試者參與休閒活動現況受試者參與休閒活動現況受試者參與休閒活動現況受試者參與休閒活動現況    

    表 4-1-6           「老人參與休閒與生活滿意度調查問卷」       n＝120 

 構  面          正式問卷題號、題目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M）  （SD） 

重要性：                                                3.64   .289 

1.參與休閒活動，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120     3.47   .819 

2.參與休閒活動，壓力來臨時，可以讓我感到放鬆     120     3.53   .710 

3.參與休閒活動，讓我感到最快樂的事情之一         120     3.88   .332 

4.參與休閒活動，是讓我最喜歡的休閒活動           120     3.76   .550 

5.參與休閒活動，可以幫助我更瞭解自己             120     3.55   .696 

6.我喜歡和朋友討論參與休閒活動有關的事情         120     3.66   .527 

風格表現：                                               3.60   .274 

7.我喜歡參與休閒活動，可以展現出真正的自我       120     3.55   .633 

8.我喜歡參與休閒活動，它和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120     3.89   .312 

9.我看別人參與何種休閒活動，就大概就可以判斷出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120     3.51   .698 

10 看我從事何種休閒活動，別人也大概能夠知道我的 

處事風格                                      120     3.47   .709 

參與休閒統計                                     120     3.62   .207 

三三三三、、、、受試者生活滿意度現況受試者生活滿意度現況受試者生活滿意度現況受試者生活滿意度現況    

   表 4-1-7            「老人參與休閒與生活滿意度調查問卷」       n＝120                                                      

 構  面          正式問卷題號、題目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M） （SD） 

情緒狀態情緒狀態情緒狀態情緒狀態：：：：                                                 2.51    .375 

1.我這一生大部分都能依照自己的期望來生活         120    2.90    .814 

2.我與同年齡的人比較，我這一生作了許多錯誤的決定 120    2.60    .771 

3.我自己能處理許多事情，不需要依賴別人           120    2.98    .864 



4.我常覺得我的生活好像與外界隔絕了，孤單、沒什 

麼樂趣可言                                       120    2.04   1.024 

5.我覺得自己老了，對許多事情也感到厭倦           120    2.03    .819 

生活熱衷生活熱衷生活熱衷生活熱衷：：：：                                              3.33    .255 

6.我對身邊的人來說，我是很重要的                 120    3.35    .669 

7.我現在年紀大了，生活難免有些不方便，但我有勇氣 

去克服，坦然面對                                 120    3.30    .460 

8.別人常說我看起來氣色不錯，我認為自己是樂觀的   120    3.31    .562 

9.我雖然現在體力較差，但我還經常參加一些活動， 

仍然過得快樂                                     120    3.36    .577 

自我實現自我實現自我實現自我實現：：：：                                                 3.08    .412 

10.我對於未來，還有一些計畫                      120    3.13    .528 

11.我完成了許多預定的目標                        120    2.90    .974 

12.我已獲得許多原先我想追求的東西                120    3.21    .408 

生活滿意度統計                                   120    2.97    .255 

四四四四、、、、不同背景變項參與休閒之差異性不同背景變項參與休閒之差異性不同背景變項參與休閒之差異性不同背景變項參與休閒之差異性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一)性別： 

本例發現分析結果得知不同性別不不不不因男性與女性參與休閒的意願有顯

著差異存在。本研究母群體分析的結果與體委會（2006）的研究報告相似；

不同性別會持續參與休閒的「樂趣」，並不會因為性別的不同而有所差異。    

(二)年齡： 

本例發現不同年齡層參與休閒並沒有顯著差異存在；並與體委會（2006）

的研究相呼應；所以應棄卻年齡背景變項老人對參與休閒有顯著差異存在之

虛無假設。故我們判定不同參與休閒種類的老人會持續參與休閒的「樂趣」，

並不會因為年齡背景變項不同而有所差異。 

(三)自覺健康狀況： 

本例發現不同受試者自覺健康狀況參與休閒沒有顯著差異存在；自覺健

康狀況為「健康」之受試者其參與休閒行為顯著高於自覺健康狀況之「很健

康」、「普通」以及「行動不便」等組別的受試者；並與體委會（2006）的研

究相呼應；所以應棄卻「自覺健康狀況」背景變項的老人參與休閒有顯著差

異存在之虛無假設。故我們判定不同參與休閒種類的老人會持續參與休閒的

「樂趣」，並不會因為自覺健康狀況的不同而有所差異。 

(四)休閒種類： 

本例發現不同受試者參與休閒種類與休閒意願沒有顯著差異存在；老年

人參與活動之項目以「戶外型活動」最多佔了 33%，明顯高於「養生型活動

（28%）及「室內型娛樂活動」（22%）兩組。即說明結果顯示與體委會（2006）

的研究相呼應。判斷檢定結果應棄卻不同參與「休閒種類」背景變項的老人



對參與休閒有顯著差異存在之虛無假設。故我們判定不同參與休閒種類的老

人會持續參與休閒的「樂趣」，並不會因為休閒種類的不同而有所差異。 

(五)休閒目的： 

本例發現不同受試者休閒目的與參與休閒意願有顯著差異存在；與內政

（ 2005）研究報告相似，對參與休閒有顯著差異存在之虛無假設。即說明

認為不同老年人之間的個別差異情形很大，其休閒意願的情形自然也會有顯

著的差異，都有可能影響其休閒選擇及參與。故我們判定不同受試者的老

人，會持續參與休閒的「樂趣」，會因為參與休閒的目的不同而有所差異而

影響参與休閒目的。                            

柒柒柒柒、、、、結論與建議結論與建議結論與建議結論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論結論結論結論    

（一）參與休閒活動現況：受試者「參與休閒」活動現況，顯示受試老人對於休

閒有高度的參與興趣。生活滿意度現況：受試者「生活滿意度」現況，顯示

受試老人對於生活滿意度現況對於生活現況普遍感到滿意。 

（二）不同性別老人參與休閒意願有顯著差異存在，受試者會因為性別不同而有

所差異。受試者不會因為「年齡」不同而有所差異。受試者「自覺健康狀況」

對參與休閒沒有顯著差異存在。受試者休閒種類與休閒意願沒有顯著差異存

在。受試者休閒目的與參與休閒意願有顯著差異存在。 

（三）不同性別老人的生活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存在；不會因為性別不同有所差

異。受試者的不同年齡與「生活滿意度」並沒有顯著差異存在。受試者不會

因自覺健康狀況與生活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受試者參與不同休閒種

類與生活滿意沒有顯著差異存在。受試者的參與不同休閒目的與生活滿意沒

有顯著差異存在。 

以上經研究發現生活滿意度結果與林麗惠（2002）的研究相呼應。顯示在其

研究當中，老年人參與休閒活動對生活滿意度有顯著差異存。 

（四）參與休閒對生活滿意度整體相關值呈現出顯著的中度正相關聯。整體參與

休閒「重要性及風格表現」與生活滿意度「情緒狀態」呈現出顯著的低度正

相關聯。整體參與休閒「重要性及風格表現」與生活滿意度「生活熱衷」呈

現出顯著的中度正相關聯。 

（五）老年人參與休閒活動對生活滿意度有顯著差異存在，因為老年人參與的標

準不同，受試程度不影響其生活滿意度，所以老年人會持續參與休閒，得到

結果是滿意。 

（六）在研究中老年人生活滿意度與參與休閒構面，呈現出顯著為高度正相關

聯，受試程度不影響其生活滿意度，所以老年人會持續參與休閒，得到結果

是滿意。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社區據點（或政府相關單位）利用多元化 

建議：能利用社區據點做環保資源回收變成休閒運動，以宗教「功德」概念擴大

活動，鼓勵老人要活就要動，活動筋骨，增加人際關係；讓一些弱勢族群或

老人家，在沒有負擔、沒有壓力之下，無形中也參與團體活動，增加個人與

人群的人際關係互動，有人陪伴聊天，又可以做功德；讓社區運動成為休閒

活動的另類聚會。 

（二）提高老人對休閒活動的參與意願  

從研究中發現在社區據點的老人，對參與休閒與生活滿意度的相關性，

顯示有參與或從事休閒活動有接觸者，對參與休閒的滿意認同越高，則對生

活滿意度也會越高。 

建議：除了舉辦動態的運動休閒活動外，亦可搭配靜態（室內）的活動，如影片

欣賞、社團觀摩交流、心得分享、講習討論等，藉由這樣的活動使運動休閒

能夠溵發老人家內心的個人思緒，增加對運動休閒的認同感，進而增加日常

生活品質的提昇，提昇整體休閒活動為全民運動是需要努力的目標。 

（三）休閒活動應多樣化 

從研究中發現在社區據點的老人，主要休閒活動類型是「居家性活動」，

其次「娛樂性休閒活動」，依序為「運動性休閒活動」，「戶外性活動」，「藝

文性活動」，「社交性活動」為最少。對身體保健養生醫療常識相當貧瘠。 

建議：社區據點協會本身在安排休閒活動時，可考慮不同類型的休閒活動做多樣

化的安排，以增加老人對休閒活動的選擇機會。可以考慮安排介紹臨終關

懷、生死學、醫學保健養生、生活經驗分享或影片欣賞、音樂欣賞等較為溫

和靜態的休閒活動。其實社區據點長者和一般人一樣在生活上同樣有休閒的

需要，只要將心比心，任何一項用心為年長者安排的休閒活動，都會為他們

在生活上帶來深刻的感受。 

（四）規劃每日休閒活動時間表 

從研究中發現，老人從事休閒運動時的場所以居家附近的公園居多，所

需的路程時間多為 10 分鐘以內。在考量年長者的體力與作息習慣下，辦理

活動之時間、地點應考量族群的便捷性，增加參與的人數才能夠真正落實。

從休閒滿意的描述統計結果中，可見鄉下老人休閒滿意的原因在社會方面的

因素較為明顯，可以令他們滿意，由此可見老人對友誼的渴望。因此家人應

多多鼓勵老人家參與休閒活動以「結交朋友」，應有積極的態度主動邀約老

伴、鄰居或朋友共同參與休閒。 

建議：善用志工資源、結合民間慈善團體，重視社區據點老人休閒需求，提昇老

人自我效能；老人休閒需求是影響自我效能的另一項因素來源，因此如果能

提升對休閒治療需求的認知，將會對社區據點老人自我效能的提昇才有幫

助。 

（五）本研究認為未來「休閒治療」可運用的對象非常廣泛，如果將「休閒治療」

相關研究落實到老人這塊弱勢族群更加受益無窮。本研究僅僅就高雄縣仁武



社區據點的老人為研究對象，尚缺較廣泛或較細膩深層的資料。因此建議未

來可針對不同地區社區據點老人，或其他族群為研究對象，以休閒治療為主

題來進行研究，以期望能更加充實國內休閒治療領域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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