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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目的之探討重點分別為(1)樂齡族群於休閒動機表現之描述、(2)樂齡

族群於休閒滿意度表現之描述、以及(3)建構樂齡族群休閒滿意度之迴歸模式。

研究對象以高雄屏東地區年齡介於 65歲至 75歲之退休教師為主，採橫斷式研究

設計進行問卷訪談，問卷內容包含人口學相關因素(如、性別、年齡層、與每月

休閒活動花費等)、休閒動機量表(LMS)與休閒滿意度量表(LSS)，總計收案資料

共 206人，其中女性退休教師有 109人且男性退休教師有 97人；然而年齡於 65

歲至 70歲者有 113人，71歲至 75歲者有 93人；至於每月平均休閒活動花費則

分類為新台幣 5000元(不含)以下者共 80人、新台幣 5000元(含)以下且 10000元

(不含)以下者 72 人、以及新台幣 10000 元(含)以上者共 54 人。統計方法以 t 檢

定、變異數分析與迴歸分析進行資料統計分析檢定。研究結果發現，在不同社會

背景變項上均有不同的差異情形。本研究也提出若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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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一一一一、、、、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幾十年來台灣社會人口的結構早已呈現嚴重老化的趨勢，老化指數在民國

99年已達 68.6%且 65歲以上人口比例更高達 10.7％，在亞洲地區的國家中人口

高齡化的指數都是名列前茅的(內政部統計處，2011)，其原因不僅是新生兒的生

育率逐年大幅下降所致，更可觀察到台灣醫療科技的卓越、全民健保政策的貢

獻、以及衛生教育政策的普及，進而改善國人的健康知識、態度與行為，更延長

了國人的平均壽命；但隨之而來人口結構嚴重老化的趨勢，確實造成台灣社會的

高齡化問題，雖然提昇生育率才是治本之法，但迫在眉梢的社會老化問題卻刻不

容緩，如何促進老年人的健康、體能與生活活力(秦毛漁、施仁興、吳美惠、施

秀慧、蔡娟秀，2007；秦毛漁、施仁興、陳安純、張筱筠、蔡娟秀，2007；張蓓

貞、吳麗貞、彭淑美，2003；陳凱華等，2003；陳嫣芬、林晉榮，2004；盧梅，

1999；蕭伃伶、劉淑娟，2004)，以及如何透過休閒活動的參與來增進其生活的

滿意度、幸福感與生活品質等(尚憶薇，2001；洪新來、李世昌、呂宇晴、葉齡

懃，2008；張蕙麟，2007；葉秀煌，2010；黃坤得、黃瓊慧，2001；Ragheb & Tate, 

1993)，來讓老人成功老化的相關議題，在許多專家學者的呼籲下，更促使政府

不得不直重視相關台灣社會的老化問題，相關老人計畫(如：大溫暖計畫等)與老

人社會福利政策愈來愈重視老人健康照護與福利制度，亦相當值得嘉許與讚賞。 

 

然而若能針對身處樂齡階段且身體活力許可參與合適之休閒活動者，培養其

休閒動機，探討其休閒滿意度，進而協助其養成良好之休閒型態與嗜好，相信不

只能為其帶來健康的生理與心理，更能增強其自身的體能與抵抗力來降低罹病的

風險(Riddick &  Stewart, 1994；Ruuskanen & Ruoppila, 1995)，定能減少醫療花

費及增進預防醫學之效果，甚至讓該族群達到延緩老化或是成功老化的境界，讓

其擁有獨立自主與自在的晚年美好生活。因此，本文的重要研究動機便是分析樂

齡族休閒動機影響休閒滿意度之情況，希望藉著評估其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度的

研究結果，能探索出影響此族群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度的因素，進而激發其休閒

動機與強化其休閒滿意度，更期望能透過此研究，讓該族群及早擬定符合自身的

休閒型態與運動，讓其增加休閒參與的頻率，為即將到來的老年生活作好體能與

活力的準備。 

 

二二二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一）不同社經背景樂齡族退休教師在休閒動機和滿意度之現況為何？ 

（二）樂齡族退休教師在休閒動機和滿意度之關聯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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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問卷問卷問卷問卷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研究工具之內容除人口學相關題項(包含性別、年齡與每月休閒消費金額

等因素)外，更依據 Ragheb和 Beard兩位學者分別在 1980年與 1983年聯合編訂

之休閒滿意度量表 (Leisure Satisfaction Scale, LSS)及休閒動機量表 (Leisure 

Motivation Scale, LMS)來進行問卷之訪談，皆採李克特六點尺度，分數愈高表滿

意度愈高或動機傾向愈積極，該兩份量表由於信效度良好，故深受國內許多學者

的喜愛，更進行問卷之翻譯與編修，並用於相關研究之引用與參考的施測工具(李

德仁、莊國上、黃雅陵，2008；洪新來、李世昌、呂宇晴、葉齡懃，2008；黃世

明、傅建三、傅家輝，2007；黃孟立，2005)；在休閒動機方面，共包含智力動

機、社會動機、能力勝任動機與刺激避免動機等四大構面合計三十二項題

目，而在休閒滿意度方面，共包含心理滿意度、教育滿意度、社交滿意度、

放鬆滿意度、生理滿意度與美學滿意度等六大構面合計二十四項題目。 

 

二二二二、、、、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為了提升選取研究樣本的族群同質性，並降低干擾因素對研究推論的偏誤與

風險，本文之研究對象以身處樂齡階段(年齡介於 65歲至 75歲間)並居住屏東與

高雄地區之退休教師為主，採橫斷式研究設計並透過問卷訪談進行研究樣本之收

案，收案期間為民國 2010年 7月起至 12月止，總計完成問卷訪談之人數共 206

人，且皆為有效資料；其中，女性有 109人、男性有 97人，且 65歲至 70歲者

有 113 人、71 歲至 75 歲者有 93 人，而過去一年平均每月休閒消費金額不足新

台幣 5000元者 80人、新台幣 5000至 10000元者 72人且新台幣 10000元以上者

有 54人。 

 

參參參參、、、、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一一一一、、、、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動機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動機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動機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動機和滿意度和滿意度和滿意度和滿意度於不同人口學變項之分析於不同人口學變項之分析於不同人口學變項之分析於不同人口學變項之分析 

（一）休閒動機之分析 

    依據樂齡族退休教師於性別、年齡層與每月休閒消費金額等因素，進行其休

閒動機之差異性分析，其中更分別針對智力動機、社會動機、能力勝任動機、

刺激避免動機與整體休閒動機之表現進行探討，統計方法以獨立樣本 t 檢定(T 

test)、變異數分析(ANOVA)與事後檢定薛費氏法(Scheffé's Method)為主。 

    在性別因素方面，研究結果發現男女性樂齡族退休教師於能力勝任動機部

份不具統計顯著意義外，在智力動機、社會動機、能力勝任動機與整體休

閒動機之表現都是女性較男性來的積極與活耀，且達統計顯著差異(P值<0.05)；

其中，男性在智力動機、社會動機、能力勝任動機、刺激避免動機與整體休

閒動機的平均得分為 4.92(標準差 0.32)、5.02(標準差 0.41)、4.81(標準差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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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標準差 0.35)與 4.96(標準差 0.36)，而女性則為 5.10(標準差 0.29)、5.17(標準

差 0.31)、4.96(標準差 0.36)、5.16(標準差 0.29)與 5.10(標準差 0.30)。 

    在年齡層因素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年齡介於 65歲至 70歲者在智力動機、

社會動機、能力勝任動機與整體休閒動機之平均得分為 5.12(標準差 0.28)、

5.23(標準差 0.32)、5.00(標準差 0.33)、5.24(標準差 0.28)與 5.15(標準差 0.29)，且

年齡介於 71歲至 75歲者則分別為 4.89(標準差 0.32)、4.94(標準差 0.37)、4.76(標

準差 0.37)、4.99(標準差 0.31)與 4.89(標準差 0.34)，藉由 t 檢定之分析說明皆達

統計之顯著水準(P 值<0.05)，亦即年齡層愈高者其整體休閑動機、智力動機、

社會動機、能力勝任動機、與刺激避免動機方面都比較來的消極與低落。 

在每月平均休閒消費金額方面，透過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檢定薛費氏法進行差

異性比較，分析結果在智力動機、社會動機、能力勝任動機、刺激避免動機

與整體休閒動機平均得分的表現上，金額超過 10000 元者則為 5.30(標準差

0.13)、5.44(標準差 0.09)、5.29(標準差 0.15)、5.38(標準差 0.13)與 5.35(標準差

0.07)，金額為 5000元至 10000元間者 5.08(標準差 0.19)、5.17(標準差 0.24)、4.90(標

準差 0.18)、5.25(標準差 0.19)與 5.10(標準差 0.20)，且金額不足 5000元者為 4.76(標

準差 0.32)、4.80(標準差 0.34)、4.60(標準差 0.34)、4.85(標準差 0.29)與 4.76(標準

差 0.32)；亦即表現最優則為金額超過 10000元者、金額為 5000元至 10000元間

者次之、以及表現最差則為金額不足 5000 元者，亦皆達統計顯著意義(p 值

<0.05)，相關統計資料如表 1。 

 

表表表表 1  退休教師休閒動機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退休教師休閒動機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退休教師休閒動機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退休教師休閒動機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表表表表 

智力動機智力動機智力動機智力動機 社會動機社會動機社會動機社會動機 能力勝任動機能力勝任動機能力勝任動機能力勝任動機 
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女性(109人) 5.10  0.29 5.17 0.31 4.96  0.36 

男性(97人) 4.92 0.32 
<.001* 

5.02 0.41 
0.003* 

4.81 0.37  
0.002* 

年齡層年齡層年齡層年齡層          

65歲至 70歲(113人)  5.12 0.28  5.23 0.32  5.00 0.33  

71歲至 75歲(93人) 4.89 0.32 
<.001* 

4.94 0.37 
<.001* 

4.76 0.37 
<.001* 

每月休閒消費每月休閒消費每月休閒消費每月休閒消費          

5000元以下(80人)a 4.76 0.32 4.80  0.34 4.60 0.34 

5000元至 10000元(72人)b 5.08 0.19 
<.001* 

5.17 0.24 
<.001* 

4.90 0.18 
<.001* 

10000元以上(54人)c 5.30 0.13 c>b>a 5.44 0.09 c>b>a 5.29 0.15 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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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續續續表表表表 1  退休教師休閒動機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退休教師休閒動機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退休教師休閒動機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退休教師休閒動機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表表表表 

刺激避免動機刺激避免動機刺激避免動機刺激避免動機 整體休閒動機整體休閒動機整體休閒動機整體休閒動機 
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女性(109人) 5.16 0.29  5.10 0.30 

男性(97人) 5.09  0.35 
0.106 

4.96  0.36 
0.002* 

年齡層年齡層年齡層年齡層       

65歲至 70歲(113人)  5.24 0.28 5.15 0.29 

71歲至 75歲(93人) 4.99 0.31 
<.001* 

4.89 0.34 
<.001* 

每月休閒消費每月休閒消費每月休閒消費每月休閒消費       

5000元以下(80人)a 4.85 0.29  4.76 0.32 

5000元至 10000元(72人)b 5.25 0.19 
<.001* 

5.10 0.20 
<.001* 

10000元以上(54人)c 5.38  0.13 c>b>a 5.35 0.07 c>b>a 

 

（二）滿意度之分析 

分別探討樂齡族退休教師包含心理滿意度、教育滿意度、社交滿意度、放鬆

滿意度、生理滿意度與美學滿意度等六大休閒滿意度因素外，更將整體滿意度表

現納入並進行分析，針對退休教師之性別、年齡層以及每月休閒消費金額因素，

透過統計方法獨立樣本 t檢定、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檢定薛費氏法進行研究。在性

別因素方面，研究結果發現男女性樂齡族退休教師於心理滿意度、教育滿意度、

社交滿意度、放鬆滿意度、生理滿意度、美學滿意度與整體休閒滿意度都達統計

顯著差異(p值<0.05)，且女性均較男性表現優秀與滿意，其中，女性在心理滿意

度、教育滿意度、社交滿意度、放鬆滿意度、生理滿意度、美學滿意度與整體休

閒滿意度的平均得分分別為 5.19(標準差 0.36)、4.87(標準差 0.34)、5.15(標準差

0.36)、4.91(標準差 0.36)、4.85(標準差 0.34)、4.71(標準差 0.34)與 4.95(標準差

0.34)，男性則為 4.98(標準差 0.38)、4.67(標準差 0.37)、4.95(標準差 0.39)、4.79(標

準差 0.35)、4.66(標準差 0.33)、4.95(標準差 0.33)與 4.77(標準差 0.35)。 

 

在年齡層因素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年齡介於 65歲至 70歲者在心理滿意度、

教育滿意度、社交滿意度、放鬆滿意度、生理滿意度、美學滿意度與整體休閒滿

意度的平均得分為 5.20(標準差 0.35)、4.91(標準差 0.35)、5.17(標準差 0.36) 、

4.97(標準差 0.35)、4.86(標準差 0.33)、4.76(標準差 0.29)與 4.98(標準差 0.33)，相

較於年齡介於 71 歲至 75 歲者的 4.96(標準差 0.38)、4.63(標準差 0.33)、4.92(標

準差 0.37)、4.71(標準差 0.34)、4.63(標準差 0.33)、4.53(標準差 0.32)與 4.73(標準

差 0.34)來的滿意且達統計顯著意義(p值<0.05)，說明了年齡層愈低者其在休閒活

動的滿意程度較佳。在每月休閒消費金額因素方面，藉由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檢定

薛費氏法進行差異性比較，分析結果發現在心理滿意度、教育滿意度、社交滿意

度、放鬆滿意度、生理滿意度、美學滿意度與整體休閒滿意度平均得分的表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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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存在統計顯著差異(p值<0.05)，其中金額超過 10000元者表現最為滿意平均得

分分別為 5.38(標準差 0.30)、5.07(標準差 0.25)、5.37(標準差 0.29)、5.14(標準差

0.27)、5.04(標準差 0.25)、4.91(標準差 0.24)與 5.15(標準差 0.26)，金額為 5000

元至 10000元間者滿意度居次)，至於金額不足 5000元者滿意度最差平均得分分

別為 4.84(標準差 0.37)、4.56(標準差 0.33)、4.80(標準差 0.37)、4.62(標準差 0.34)、

4.54(標準差 0.33)、4.45(標準差 0.31)與 4.63(標準差 0.34)，相關統計資料如表 2。 

 

表表表表 2  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表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表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表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表 

心理滿意度心理滿意度心理滿意度心理滿意度 教育滿意度教育滿意度教育滿意度教育滿意度 社交滿意度社交滿意度社交滿意度社交滿意度 放鬆滿意度放鬆滿意度放鬆滿意度放鬆滿意度 

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 平均

值 

標

準

差 

P 值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P 值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P 值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P 值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女性(109人) 5.19  0.36 4.87 0.34 5.15 0.36 4.91 0.36 

男性(97人) 4.98  0.38 

＜.0

01* 4.67 0.37 

＜.0

01* 4.95 0.39 

＜.0

01* 4.79 0.35 

0.01

3* 

年齡層年齡層年齡層年齡層             

65 歲至 70 歲

(113人) 
5.20  0.35 4.91 0.35 5.17 0.36 4.97 0.35 

71 歲至 75 歲

(93人) 
4.96  0.38 

＜.0

01* 
4.63 0.33 

＜.0

01* 
4.92 0.37 

＜.0

01* 
4.71 0.34 

＜.0

01* 

每月休閒消費每月休閒消費每月休閒消費每月休閒消費             

5000元以下(80

人)a 
4.84  0.37 4.56 0.33 4.80 0.37 4.62 0.34 

5000 元 至

10000 元 (72

人)b 

5.15  0.26 

＜.0

01* 
4.81 0.31 

＜.0

01* 
5.10 0.26 

＜.0

01* 
4.91 0.27 

＜.0

01* 

10000 元以上

(54人)c 
5.38  0.30 

c>b>

a 
5.07 0.25 

c>b>

a 
5.37 0.29 

c>b>

a 
5.14 0.27 

c>b>

a 

註：*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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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續續續表表表表 2  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表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表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表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各因素於人口學變項之分析表 

生理滿意度生理滿意度生理滿意度生理滿意度 美學滿意度美學滿意度美學滿意度美學滿意度 整體滿意度整體滿意度整體滿意度整體滿意度 

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 平均

值 

標準

差 
P 值 

平均

值 

標準

差 
P 值 

平均

值 

標準

差 
P 值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女性(109人) 4.85 0.34 4.71 0.31 4.95 0.34 

男性(97人) 4.66 0.33 

＜.00

1* 4.59 0.33 

0.006

* 4.77 0.35 

＜.00

1* 

年齡層年齡層年齡層年齡層          

65歲至 70歲(113人) 4.86 0.33 4.76 0.29 4.98 0.33 

71歲至 75歲(93人) 4.63 0.33 

＜.00

1* 4.53 0.32 

＜.00

1* 4.73 0.34 

＜.00

1* 

每月休閒消費每月休閒消費每月休閒消費每月休閒消費          

5000元以下(80人)a 4.54 0.33 4.45 0.31 4.63 0.34 

5000元至 10000元(72

人)b 
4.79 0.26 

＜.00

1* 4.69 0.25 

＜.00

1* 4.91 0.26 

＜.00

1* 

10000元以上(54人)c 5.04 0.25 c>b>a 4.91 0.24   5.15 0.26 c>b>a 

註：*p<.05。  

 

二二二二、、、、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動機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動機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動機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動機和滿意度關係和滿意度關係和滿意度關係和滿意度關係之分析之分析之分析之分析 

為探討休閒動機對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的影響程度，藉由迴歸分析方

法進行迴歸模式的建構，由於性別、年齡層與每月休閒消費金額因素分別於休閒

滿意度的差異性分析中存在實質的顯著效果，因此在表 3中的迴歸模式一，考慮

了性別、年齡層與每月休閒消費金額因素以及整體休閒動機做為解釋變項，模式

中共線性指標(VIF)均小於 10，雖然説明了各變項間的共線性問題不明顯，但性

別、年齡層與每月休閒消費金額因素對其休閒滿意度卻未達統計顯著影響意義(p

值>0.05)，僅整體休閒動機平均得分具實際的影響效果，且每增加 1分便能使整

體休閒滿意度的平均得分提升 0.92分(p值<0.05)，該模式整體模式的 R
2達 74%

且調整後的R
2亦達 73%(p值<0.05)，亦說明整體模式有著不錯的適配性(goodness 

of fit)。 

 

然而，為了選取最佳迴歸模式，模式中更利用逐步迴歸分析方法對上述模式

進行篩選，最後篩選出表 4之迴歸模式二，模式中保留了性別與整體休閒動機兩

個變項，模式發現男性的整體休閒滿意度平均得分較女性低了 0.5分且整體休閒

動機平均得分每增加 1 分能使休閒滿意度平均得分增加 0.89 分，皆達統計顯著

意義(p值<0.05)，至於整體模式的 R
2亦達 75%且調整後的 R

2達 74%(p值<0.05)，

說明模式二有著最佳的適配性，亦即此模式最為適合描述本研究資料特性，且整

體模式之解釋力也略高於模式一，共線性指標都相當接近 1，更無模式共線性之

疑慮，故模式二確實是本研究資料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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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樂齡族樂齡族樂齡族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之迴歸模式一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之迴歸模式一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之迴歸模式一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之迴歸模式一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標準誤標準誤標準誤標準誤 t值值值值 p值值值值 VIF值值值值 

常數常數常數常數 0.30 0.32 0.93 0.353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0.05 0.03 -1.71 0.089 1.13 

年齡層年齡層年齡層年齡層      

 0.02 0.03 0.52 0.607 1.42 

每月休閒消費金額每月休閒消費金額每月休閒消費金額每月休閒消費金額      

 0.04 0.04 4.01 0.259 2.01 

 0.03 0.05 8.54 0.486 3.12 

整體休閒動機平均整體休閒動機平均整體休閒動機平均整體休閒動機平均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0.92 0.07 13.47 <.001* 3.20 

註：R2=0.74；adj (R2)=0.73；*p<.05；模式選取方式為強迫進入法。 

 

表表表表 4  樂齡族樂齡族樂齡族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之迴歸模式二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之迴歸模式二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之迴歸模式二退休教師休閒滿意度之迴歸模式二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標準誤標準誤標準誤標準誤 t值值值值 p值值值值 VIF值值值值 

常數常數常數常數 0.45 0.21 0.93 0.034*  

性性性性別別別別      

 -0.05 0.02 -2.01 0.048* 1.04 

整體休閒動機平均得分整體休閒動機平均得分整體休閒動機平均得分整體休閒動機平均得分 0.89 0.04 22.88 <.001* 1.05 

註：R2=0.75；adj (R2)=0.74；*p<.05；模式選取方式為逐步迴歸模式。 

 

肆肆肆肆、、、、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ㄧㄧㄧㄧ、、、、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研究取樣設計以退休教師為主軸，來進行樂齡族群於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度

感受之探討，主要原因除了增加研究對象的同質性(如，經濟能力與教育程度等

因素)，減緩研究推論所遭受的干擾問題，更能降低收案樣本數而得到較具代表

性之研究推論。在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動機與滿意度方面，分別針對性別、年齡

層以及每月休閒消費金額因素進行分析，文中發現了休閒動機最積極且活耀，其

休閒滿意度亦最為具滿足感，此類族群為女性、年齡為 65歲至 70歲間、且每月

休閒消費金額超過 10000元之退休教師，反之若為男性、年齡為 71歲至 75歲間、

且每月休閒消費金額不足 5000 元者，其休閒動機與滿意度表現都是一致性的

差，如此結果亦呼應本文研究目的與動機，隱隱透漏了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度間

存在的關聯性線索。 

 

    為探索樂齡族退休教師休閒動機對其休閒滿意度的影響，迴歸模式中更統合

地將性別、年齡層以及每月休閒消費金額因素考慮進來，最後經逐步迴歸方法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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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且僅保留了性別與休閒動機兩個因素，結果說明了性別與休閒動機都是影響休

閒滿意度程度的重要因素，且都具備能獨自解釋休閒滿意度的能力，在影響程度

上休閒動機對休閒滿意度的影響最為強烈。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雖然探討樂齡族群休閒動機與滿意度的文獻並不多見，針對退休教師的研究

更是難以尋覓，亦造成在研究結果的比對上較難以執行，但退休教師確實是休閒

消費金字塔頂端的族群，故本文期盼能作為拋磚引玉的角色，為此類族群的休閒

相關研究提供貢獻。因此本文建議若要提升此類族群的休閒滿意度，應首重其自

身休閒動機的培養與啟發，特別是男性退休教師更應重視與規劃自身的休閒活動

與生活。許多文獻都提及老年人的生活品質與生活滿意度是培養成功老化的重要

關鍵，其生活品質與滿意度之感受，又與其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度間息息相關(葉

秀煌，2010；Kelly, 1990)，故根據研究結果建議樂齡族群應重視休閒生活之享受，

讓休閒運動與活動來保持自身之體能與活力，不僅能儲藏符合晚年生活活動所需

之能力，更能透過休閒活動的參與活絡人際關係與社會互動，減緩老年生活的孤

寂感受與無聊感(Bammel & Burrus-Bammel, 1992)。最後，期望藉由本文之研究

結果，能提供專家學者對樂齡族群休閒相關研究計畫的佐證，更能給予政府擬定

與規劃老年人休閒生活推廣活動方針之參考，讓國內的老年族群老年生活更加豐

富與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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