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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宗教信仰與休閒活動之關聯性 

研究生：周怡伶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宗教信仰與休閒活動的關聯性，以期對台 

灣的休閒政策、休閒產業、宗教團體及教育界能提出助益性的建議。 

    本研究以「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中的第八波(有關休閒)

及第九波(有關宗教)的問卷內容為實證研究依據，所得資料以描述 

性統計法及二維表列分析法，將其統計結果加以分析探討。研究結果

發現： 

1.不同的宗教信念或虔誠度與休閒活動的參與情況並無直接且明顯 

  的因果關聯性。 

2.有 47.09%的受訪者是無宗教信仰，而在有宗教信仰者中，比例最 

  高為民間信仰者(26.78%)，其次為佛教信徒(12.74%)，第三高則 

  為信奉道教者(7.60%)。 

3.在休閒活動的參與度方面，「聽音樂」占最高比例(56.23%)，其次 

  為「閱讀」(20.57%)，第三高則是「運動休閒」(16.46%)。 

4.受訪者對神靈的信念是有高贊同度，而對宗教信仰、休閒活動的重 

  要性，亦有相當程度的同意度，所以研究者覺得：嘗試使用更多不 

  同的宗教與休閒參與變數和指標，或有助於進一步釐清兩者之關 

  聯。故本研究議題仍值得繼續探討。 

關鍵字詞：宗教信仰、休閒活動、描述性統計法、二維表列分析法、 

          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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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religious belief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and gives some helpful 

suggestion to the leisure policies, leisure industry,religious groups, and 

educators.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data in Taiwan Youth 

Project: J1W9S and J1W8S,and analyze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 and binary logistic.In conclusion, the 

researcher finds: 

1. There is no obvious and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2. 47.09% objects of the project have no religious beliefs. Of all the 

objects with religious belief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is folklore religions, 

and the second is Buddhism, and the third is Taoism. 

3. Ab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leisure activities, the highest one is listening 

to music, the second one is reading, and the third is playing sports.  

4. However, most objects of the study agree with not only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belief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but also the existence of souls. 

The researcher thinks perhaps trying to use more different religion and 

leisure variables and indexes can help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h them. So the issue of the research is worth keeping studying. 

 

Keywords: religious beliefs,  leisure activities,  Taiwan Youth Project,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  binary log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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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從工業革命到現今的高科技時代，人們物質生活的便利性及多 

樣性日益提升，惟生活型態的改變卻也衍生出越來越疏離的社會， 

且因人們精神層面的需求未能與物質生活成正比的成長，導致現代 

人的生活更空虛且單調，這引起「休閒」的概念與活動日益受重視，

此乃本研究的第一個背景動機。 

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類所有的行為皆由需求所引起，他提出 

五大需求論，由低層次至高層次依序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 

與被愛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及自我實現的需求，若依此理論，就更 

可理解人類會逐漸從事休閒活動的原因。馬斯洛的前三項需求大都 

可由豐裕的物質生活所滿足，惟後兩項較屬於精神心靈或社會層面，

學者專家建議可藉由參與文化知性、精神靈修或社會性之類的休閒 

活動來達成自我實現或受人尊重。上述的休閒活動有時會與宗教信 

仰結合，因為台灣素有「宗教寶庫」之稱，台灣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是世界級的特色，若此優勢能與休閒活動產生關聯性進而結合運用，

不僅可以更豐富台灣人文素養的觀光特色，也能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及穩定社會風氣。 

Rinschede (1992)和盧雲亭(1993)等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從事宗 

教性休閒活動者其目的並非是對宗教的虔誠，而是對其相關的文化 

或活動有好奇心或興趣，很多人類學家也比較強調宗教是一種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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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現象，故宗教信仰的功能及它與休閒活動的關聯性是本研究 

的第二個背景動機。 

 

1.2 研究目的 

美國 Pew Research Center 在 2014 年曾指出:台灣的宗教多樣性 

指數排名高居世界第二，而內政部也運用台灣宗教資源，規劃出「 

台灣宗教百景」，此舉除了有助人民在參與宗教性休閒活動時沉澱 

心靈、緩解因社會變遷所造成的壓力與痛苦之外，亦能提升台灣的 

宗教休閒產業。像葉海煙(2010)所提到的：在台灣人的宗教生活裡，

一直更迭出現很多多元化的崇拜行為，這些行為引出了許多儀式化 

與非儀式化的慶典，以及具有娛樂和休閒作用的活動，而他也認為 

台灣宗教活動可視為一種人文活動，它所引發的休閒生活及相關意 

義價值，是值得重視及發展的。所以本研究的目的為：研究宗教信 

仰與休閒活動之間的關聯性。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採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台灣青少年成長歷 

程研究」中的第八、九波問卷，本資料是從 2000 年至 2009 年的年 

度追蹤調查訪問，對象為台北市、台北縣和宜蘭縣圈選中的國一生，

總共蒐集九波資料，是一個有系統且連貫的紀錄，有裨益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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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台灣青少年由少年進入成年初期的生命成長歷程。本資料中的 

第八波問卷中有跟休閒有關的問題，而第九波問卷中有與宗教信仰 

有關的問題，故本論文研究就以這些相關問題的各個答項之平均值 

作為實證數據，然後利用描述性統計法(descriptive statistics)中的次 

數分配、百分比及平均數等方式，亦使用二維表列分析法來探討分 

析宗教信仰與休閒活動之間的關聯性。 

 

1.4 研究架構 

本論文的研究流程和架構共五章，內容如下：第一章為緒論， 

主要是說明本論文研究的動機背景、目的、方法和架構；第二章是 

文獻探討，主要是在探討與休閒及宗教信仰有關的理論或研究資料；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及相關資料的介紹描述；第四章為實證結果與分 

析；第五章則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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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目的在探討國內外學者專家對宗教信仰、休閒活動、宗教

與休閒活動之關聯性的研究，進行相關的文獻分析與整理，以做為本

研究的理論架構。全章分為四大部分，第一節：休閒概念的演變及休

閒活動的重要性，第二節：休閒活動的定義及其範疇，第三節：宗教

信仰的定義，第四節：宗教的功能及世界幾大宗教的介紹。 

 

2.1.休閒概念的演變及休閒活動的重要性 

1769 年英國人瓦特改良蒸汽機之後，很多以往需靠人力或畜力

的產業漸漸被機械化生產所取代，人類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 

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變革，俗稱“工業革命”。因機器加入人類的

生產行列，造成了富裕的物質生活，但卻日與劇增人與人之間的疏離

感。尤其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科技文明日益發達，造成人類又跨進

了資訊社會，物質生活方面又更豐裕與便利了，但工業化、都市化、

資訊化除了衍生出更疏離的社會之外，也產生種種文化、政治、經濟

等方面的問題，這個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現代社會使得農業社會的一 

切和諧關係變得淡薄了，而且也由於在勞動市場中，人類需配合的是

機器和電子的速度，工作時間也因此變更長且單調，導致人們在精神

生活層面上，未能與物質生活成正比的成長，反而更感到空虛和枯燥

了。 

柴松林先生在飛訊第 52 期中曾提到：在公元 1924 年國際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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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有關發展工人閒暇設施」的勸告案時，特別指出：「國際勞 

工局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舉行第一次大會時，曾通過有關勞動時 

間的決議。其目的在於除睡眠所必需的時間外，確保工人有適當的 

自由時間，各依能力與興趣，發展其智、德、體等多方面能力的機 

會。這些能力的發展，大有裨益於文明的進步。」的確，在長時間 

的經濟性規制下，生活讓人們更覺醒到自己的自主性日漸被剝奪， 

所以更加渴望休閒時間。 

另外，產業結構也由初級農業產業發展到次級的工業產業，更 

進而演變到第三級的服務業產業，服務業產業即是因應人類的休閒 

活動而興起的產業，因此可見，產業結構和休閒也隨著時代變遷越 

來越有關連了。休閒產業活動所帶來的整體經濟效益深受現代國家 

的重視，而與休閒活動產業有關的產業也蓬勃發展起來了。 

而在社會型態及文化方面，也面臨了劇烈的變遷，因更富裕的 

生活條件除了提供人們更充足且均衡的營養，各國也更開始注重公 

共衛生設施、醫療設備與藥物精進等方面的研發改良，讓以往被視 

為不治之症的傳染病不再危害人類，進而提高人們的健康水準及平 

均壽命。再加上如：生育的控制、教育的普及、簡化家事的便利設 

備相繼問世、資訊的日趨發達、交通的便利、通訊傳播工具的普遍、

民主政治對人權的影響等社會變遷，不僅提高生產力，也使人們有 

更多時間去提升對休閒活動的品味，進而去滿足自己更高層次的需 

求。 

整體來說，社會的變遷確實對人類的休閒概念、活動有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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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影響。就以台灣來說，因逐漸邁入現代化國家之列，國民所得 

的提升及對生活環境、品質的要求提高，休閒就變成人們生活中越 

來越注重的思考與活動，而且政府與民間企業團體也同時發現跟休 

閒有關的活動與產業可帶來龐大的商機，因此政府就推動相關的公 

共政策，如：民國 91 年全面實施周休二日，此政策也大大地改變 

國人的休閒態度及生活型態。 

另外像在民國 99 年，行政院公布台灣的六大新興產業為：「生 

物科技產業、綠色能源產業、精緻農業產業、觀光旅遊產業、醫療 

照護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在這六大新興產業中就有三項與休閒 

有直接的關聯性，因此要討論休閒的歷史發展，也就是在討論社會 

變遷對休閒活動，以及休閒活動變化對社會雙向之間的影響。 

心理學家馬斯洛曾說：「人類的所有行為，都是需求所引起， 

眾多的需求同時存在；每當較低層次的需求目的獲得滿足時，較高 

一層的需求將隨之而生。這些需求，由低層次而高層次，依次為：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被愛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及自我實現的 

需求。」所以人類在獲得更多休閒時間之後，就會開始注重休閒活 

動層級的提昇以滿足需求的層次。 

柴松林先生(飛訊第 52 期)也將休閒活動的層級由低至高，分 

為三類：(1)用來滿足生理需求的休閒活動：大都屬於傳統的休閒 

觀念，其內容通常是休息和娛樂。人類可藉由休息而解除因工作 

所累積的勞苦和壓力，這是人類本能上的需求。(2)可以滿足心理 

需求的休閒活動：主要指的是知性的活動，像科學的研究、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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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探索真理、精神靈修、新知的追求、新技術的學習、藝術欣 

賞等皆是可以調劑且豐富人的生活，進而提升了人的素質和生產力。

(3)可以滿足社會需求的休閒活動：人會因感受到這個社會需要他 

(她)，而獲得人生的樂趣，例如為他人設想、對所居住的社區環境 

的關愛、對人類歷史與未來的使命感，換言之，最高層面的休閒活 

動就是奉獻自己。 

現代人的休閒活動安排或選擇已進入上述柴松林先生所提到的 

第二層─心理層面的需求，甚至於到更高境界的社會參與需求，如：

參加進修活動以學習新知或新技術；或來一趟文創之旅以期能更了 

解歷史文化；或出國旅遊而獲得一些國際觀；也可因個人的宗教信 

仰進而參與精神靈修，除了可以提升個人的心理健康之外，亦可藉 

由宗教的聚會活動而達到社會參與。 

宗教可說是與人類文化同時形成的，很多人類學家比較強調宗 

教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所以在現代人選擇滿足心理需求或社會 

需求的休閒活動時，若選和人類文化有關的休閒活動，幾乎是和宗 

教脫離不了關係的，像：人文藝術的參觀、天文地理的探索、生活 

習俗的尋根、或思想意識的研究。而對宗教信仰者來說，世界多數 

宗教都有到其發源地朝聖的習俗或終極使命感，朝聖是一種表達強 

烈宗教信仰熱誠的方式，像麥加是回教聖地，對有能力的穆斯林( 

回教徒)來說，前往麥加朝聖應是其最想從事的休閒活動，因此宗 

教信仰與休閒活動應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也曾有學者認為休閒的概念是與歷史和文化的背景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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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Rinschede (1992)和盧雲亭(1993)等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從事宗教

性 

休閒活動者的目的並非是對宗教的虔誠，而是對其相關的文化或活 

動有好奇心或興趣，例如與宗教文物有關的建築、雕塑、壁畫，像 

巴黎的聖母院、中國的九華山(李銘輝，1993)、台灣的龍山寺；或 

與宗教有關的節慶、祭祀活動，像每年台灣大甲鎮瀾宮媽祖在農曆 

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到嘉義新港奉天宮為期五天的遶境活動，除 

了虔誠的信徒一路跟隨進香之外，也常吸引很多國內外觀光客在這 

段期間安排與其相關的休閒活動。所以近年來政府也與一些民間團 

體致力於宗教性的休閒活動市場，像內政部於 2013 至 2016 年推動 

「迎向世界─台灣宗教文化創意沃土計畫」，以期能展現台灣多元 

宗教的文化特色，以上皆可證明宗教信仰是常與休閒活動結合的。 

2.2. 休閒活動的定義、功能及其範疇  

何謂「休閒」？以下介紹幾位學者專家對它的詮釋與定義：希 

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認為休閒應是在心無羈絆的狀態下，為自己而 

做的活動。而孔子也曾在《論語》裡提到休閒活動的精神與行為：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在馬斯洛(Maslow)的五大需求理論 

中提到人類皆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自尊需求及自 

我實現的需求」，所以若以人類需求動機來解釋“休閒”，就不難瞭 

解從事休閒活動是為實現休閒者的幸福感、自我價值的肯定及心理 

昇華。陳淑娟(2014 年)也介紹「休閒」一詞，英文為 leisure，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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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源自於拉丁文 licere，意思指的是免去辛苦的勞動及種種的操心 

後，進而在被允許的時間裡從事自由活動。蔡宏進(2004 年)則認為

休閒是一種自主性及自願性的活動，此種活動具有舒緩緊張與壓力 

的效果，因而可達成促進個人身心健康及社會健康的目的。 

再者，Bammel & Burrus-Bammel (1992 年)則認為休閒是一種解 

放性的活動，它能使個人從功利與現實中掙脫，給予個人時間與空 

間，以獲取及增加個人自身能力。綜合以上說法，學者專家大都強 

調：若從個人的功能面向來看，休閒活動應是可以回復活力、提高 

成長潛能、進而讓自己的生涯發展和幸福程度昇華的天性活動。 

在《休閒產業分析》(吳英偉，2009)一書中也提到休閒活動若 

從國家整體經濟價值的重要性來看，可歸類為以下幾點功能：「（一）

增加外匯，平衡國際收支。（二）擴大民間消費、穩定市場供給需求。 

(三）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改善產業結構。（四）增加國家稅收，提 

升國家實力。（五）發展地方經濟、縮小地區差別。（六）提供就業 

機會、實現社會穩定。」綜合以上休閒活動的功能，就不難理解吳 

英偉所強調的：休閒產業不僅攸關整體國家的休閒產業的吸引力， 

也具備了決定國民生活品質良窳的重要指標意義。 

最後提到休閒活動的範疇，由休閒活動衍生出來的產業大致的 

分類：(一)觀光休閒產業：大都是文化的、宗教的、運動的、商業 

等方面的多元結合，例如媽祖宗教季、桐花祭等。(二)生態休閒旅 

遊產業：此乃為了生態資源的永續發展，希望能藉由休閒活動進而 

對環境保育有所幫助，如：台中高美濕地生態旅遊。(三)休閒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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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是個結合購物、觀賞、遊憩等多功能的服務休閒產業，如： 

林口三井 Outlet。(四)主題式休閒遊樂園：係指在特定的主題空間 

中，以創造設施、營運作業、服務、商品、表演等型態來塑造有主 

題概念空間的遊樂園地，如：六福村主題樂園。(五)休閒度假產業：

建造休閒渡村、休閒農業區、休閒農場等，然後藉由它組織內部或 

周邊地區，來舉辦動態或靜態的活動，如：嘉義松田崗休閒渡假農 

場。(六)休閒運動產業：此係結合休閒、運動、健康、調養等經營 

型態的休閒產業，如：Fitness Factory 健身工廠。(七)宗教信仰休 

閒產業：參與此休閒活動的人，不僅可獲得宗教信仰的滿足感，而 

且也可從中得到知識性的學習、心靈療癒或休閒娛樂等體驗，如： 

高雄佛陀紀念館。(八)藝術文化休閒產業：此休閒乃是藉由文化、 

人文或藝術等活動來提升人們心理層面的涵養並進而紓解生活壓

力，如：宜蘭傳藝中心。(九)飲食文化休閒產業：此乃政府近年來一

直 

在推廣的六大新興產業之一，這是結合餐飲、藝術、文化、宗教特 

色功能的休閒產業，如：屏東黑鮪魚季。(十)寂寞遊戲休閒產業： 

現今多元 e 化的時代，線上遊戲、虛擬社群等休閒活動是可滿足部 

份人心裡的寂寞空虛感，對現今社會而言，具有高度吸引力。(十 

一)會議展覽休閒產業：藉由舉辦大型會議或展覽，來促進當地的 

觀光、航海空運輸、飯店等相關產業的成長，如：奧運、APEC 經 

濟領袖會議或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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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宗教信仰的定義 

宗教，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和民族中都有存在，宗教可說是人類 

文化、藝術和心靈的結晶體，有時要了解一個國家或民族，可能須 

先從它的宗教探討起。那何謂宗教呢？關於「宗教」一詞是很難找 

到大家一致認同的定義，像根據維基百科上說：「宗教是對神明的 

信仰與崇敬，也可說，宗教就是一套信仰，是對宇宙存在的解釋。」 

最早「宗教」一詞是出現在佛經中：「吾住山久，無補宗教，敢以 

院事累君。」此句中的「宗教」只是著重於佛理及其對弟子的教誨， 

雖屬狹義卻是具體(維基百科)。但隨著西方宗教學的崛起及對中國 

學術文化的影響，後來很多中國學者便將「宗教」與英文「religion」

一詞畫上等號，進而成為更廣義性的宗教概念，但不置可否的是： 

宗教在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中是有不同的定義，大部分的定義都是 

試圖在很多極端的解釋和無法解釋的現象中找到平衡點。 

現代名僧人釋淨空給宗教下的定義是:「宗」的三種意義為「 

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的三大含意則為「教育、教學、 

教化」。而在《宗教百科全書》中給宗教下的定義是：「大致來說， 

每個存在的文化中都包含了或多或少的宗教信仰，它們或被明瞭或 

被疑惑地試圖完美解釋這個世界。而即便宗教在形式上、完整度、 

可信度等等都因不同文化而有不同的結果，但人在社會中還是不可 

避免要受到宗教的影響。」而印度當代學者和一些宗教家們，像甘 

地、泰戈爾，他們則是從宗教的社會學來解釋宗教，他們認為宗教 

即是一種生活方式，什麼樣的宗教，就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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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就沒有人可以生活。另外在《中華百科全書》中也提到泰戈爾 

的個人看法：「沒有形式的宗教即是真正的宗教，每個人要認知到他 

自己真正的性質，一定得透過宗教，宗教是人類最後的歸宿。」 

幾個西方著名的宗教學家也提出了對宗教的詮釋，如在《維基百

科》中也可找到德國比較宗教學家奧托(R.Otto)所說的：「宗教即是

對超自然之神聖體驗，表現為人對神聖既敬畏且嚮往的感情交織。」

另外范‧德‧列島則認為宗教是人與神秘力量的獨特關係；而麥克斯‧

謬勒(Max Müller)給宗教的定義則是：人對無限存在物的渴求、信仰

和愛慕；呂大吉(1993)的說法是：「宗教是把支配人類日常生活 

的外部力量幻想地反映為超人間、超自然力量的一種社會意識，進 

而對此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為，是綜合這種意識和行為並使之規範 

化的社會行為。」 

綜合以上各專家學者的定義可總結出一些結論：人對神的信仰 

才是一切宗教的根本；宗教信仰的對象被人視為一種超自然而又能 

控制自然的神祕、神聖力量，它可能被稱為「神力、精靈、眾神、 

至高一神」，或以「永恆者、至高無上者、自然擁有者、超越時空 

者」等抽象名詞出現。這種信仰被視為是萬物的起源和歸宿，以及 

一切萬事萬物存在的依據和根基。宗教雖然源自「死亡的恐懼」及 

「對宇宙的無知」(陳運星，2006)，但也有希臘哲學家認為有希望 

之處，才有宗教。而愛因斯坦則認為：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 

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 

無可否認的，人是宗教性的動物，宗教不只提供了人們心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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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託，也給予人們一種精神方向的指引。在人類發展史上，宗教無 

論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層面上均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便在 e 化 

的 21 世紀時代，宗教仍為人類精神層面和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環。 

 

2.4. 宗教的功能及世界幾大宗教的介紹 

宗教哲學家威廉‧詹姆士曾說：「宗教生活的整體乃是人類最重 

要的功能。」的確，科技日新月異的現今時代，人們的物質生活提升，

但精神層面的滿足才是人們最終的需求，宗教信仰就成為人類心靈 

的重要支柱。知名的台灣社會學者蔡文輝認為：「宗教信仰提供人們

一種解釋現世的觀點，因此對於生活周遭痛苦不好的經驗，宗教信仰

就可提供慰藉與開解。而宗教對來世的解釋與永生的觀念，也給人們

一種對比的解脫，給予人們超脫現世的希望。」李亦園(2004)也針對

宗教信仰對人類的重要功能，整理出三大功能：「(一)生存的功能

(adaptive function)：指的是透過宗教可以幫助人克服生活上的不安、

挫折、恐懼，進而找到安定的力量。(二)整合的功能 (integrative 

function)：是人們可以藉共同的宗教信仰鞏固團體的凝聚力。(三)認

知的功能(cognitive function)：是指宗教可以滿足人類對終極問題的

疑惑，像很多宗教信仰均有對人生、宇宙、存在的意義提出解答。」  

以宗教人類學來看，人類的宗教可分為兩大類別：第一類是制度

化的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指有組織、制度、經典的宗較教

系統，如基督宗教、佛教、回教等宗教；第二類是非制度化或擴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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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Diffused Religion）：則是指與一般風俗習慣混在一起的宗教信

仰，這些信仰是較沒有經典、制度或組織，它們是擴散及於日常生活

的各層面，一般通稱為「民間信仰」，如較具台灣本土色彩的道教。

我們現在就從目前世界三大宗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佛教)及道教

來探討它們的教義及目的，應可更具體了解宗教的功能。 

2.4.1 基督宗教(Christianity) 

此乃目前世界上三大宗教中最具影響力且流傳得最廣的宗教，截

至目前，信徒超過 20 億人，約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是當今信徒

最多的宗教。Huston Smith(1958)在《人的宗教》一書中說：「基督宗

教基本上是個歷史宗教，它並非是抽象的，而是築基於具體的事件、

真實的歷史上。」《百度百科》上也介紹：「基督宗教是對奉耶穌基督

為救世主的各教派統稱，該宗教公元一世紀，發源於羅馬的巴勒斯坦

省，建立的根基是耶穌基督的誕生、傳道、死亡與復活。」基督宗教

主要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即俗稱的基督教)三大教派。它的

信仰以耶穌基督為中心，以聖經為最高經典，核心思想為「福音」，

裡面充分彰顯了上帝對世人和宇宙捨己無私的大愛，神愛世人，甚至

將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賜給他們，信祂者得永生。基督宗教的三個

最具特色的教義為：「道成肉身、贖罪和三位一體」，Huston Smith 

(1958)認為基督乃是把人連結到神的橋樑，神變成人，使得人可以成

為神。而他也解釋贖罪的根本意思是「和解」或「恢復完整」，這就

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綜合來說，基督宗教的教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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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創造一切萬物，唯有服從耶穌新約聖經旨意，方能進入天國，而

其信仰終極目的即在「昇天」。 

2.4.2 伊斯蘭教(Islam,即回教) 

在阿拉伯語，「伊斯蘭」有順從、和平和安寧之意。此宗教產生

於公元 622 年，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年輕的，它的信徒遍布於亞、非

兩個大洲，它目前雖為世界第二大宗教，截至 2011 年，全球約有 16

億穆斯林(即伊斯蘭教信徒)，佔世界人口的 23%，但根據數據分析，

穆斯林在 2050 年將超過基督教徒，成為世界第一大宗教。維基百科

提到，穆斯林信仰無與倫比的「阿拉」，並認為人生唯一的目的是：「崇

拜或順從阿拉」；伊斯蘭教認為阿拉在人類歷史中派遣了眾多先知給

全人類，歷代很多民族都有先知，如：亞伯拉罕、摩西，而穆罕 

默德則是最後一位先知，在伊斯蘭教的主要經典《古蘭經》就記載 

了阿拉給穆罕默德的訊息。 

伊斯蘭教的基本五大功修為「念、禮、齋、課、朝」，這五功即

是穆斯林需要奉行的五個義務。此宗教還擁有自己的一套宗教法律，

該法律實際觸及生活和社會的每一個層面。伊斯蘭教是科學的宗教，

它鼓勵人們透過真科學對宇宙、世界進行認識和思考。Huston Smith

在《人的宗教》一書中也提到：「伊斯蘭教的一切都以其宗教的根本 

─神為中心。回教徒不僅視一神論為伊斯蘭教對阿拉伯人的貢獻，而

且是對宗教整體的貢獻。」他又強調伊斯蘭教徒把生命認為是創造主

的禮物，而生命的責任有兩項，第一項就是要對所接受的生命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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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是持續性的人類責任。《古蘭經》是一本強調行為重於觀念的

書。另外值得一提是：伊斯蘭教容許多妻制，這也是西方世界對此宗

教較有詬病之處，認為它貶低了婦女的地位。 

2.4.3 佛教(Buddhism) 

佛教的建立始於西元前六世紀的一個人 Siddhartha Gautama of 

the Sakyas，Siddhartha(悉達多)是他的名，Gautama(喬達摩)是他的姓 

，Sakyas(釋迦)是他家庭所屬的族名。當他的晚年時，他在印度已是

聲名大噪，王公諸侯及老百姓紛紛拜倒在他的面前，他們問他是屬於

什麼樣的存有層次？是代表了哪一種人？是神嗎？而他只回答：「我

醒轉來了。」這回答就變成他的頭銜，因為這就是佛的意思，所以佛

的意思就是「醒悟了的人」(Huston Smith)。經過了一連串的苦行修

練後，他創立了一個僧侶教團，教導他的信徒解脫生死和一切煩惱的

方法，並向當時死氣沉沉的婆羅門印度教挑戰。Huston Smith 在《人

的宗教》一書中提到：「佛陀所要傳揚的是一種沒有權威、沒有儀式、

沒有傳統、沒有超自然的宗教，祂要宣揚的是繞過玄想及高度自力的

宗教。」 

佛教大都盛行在亞洲，全世界信徒大約五億人信徒，亦為世界三

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基本教義是主張世間一切諸法的本質皆空，沒 

有實質「我」的存在，唯有「覺悟因緣、生滅法、法界空、解脫生死」，

亦可解釋為：一切的世間法都生存在「異滅」中，過去有的，現在 

會改變，現在有的，將來終歸於滅。佛教也認為世間一切是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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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而生的，任何事都有「前因後果」。《維基百科》對佛教基本教 

義提出以下的解釋：「佛教是從解脫苦難為出發點，有解脫道和菩 

薩道兩大教法。解脫道依據四聖諦、十二緣起為核心，要求僧侶信 

徒遵守五戒，修十善、四無量心，並教導以禪觀三界皆是無常、不 

安穩，斷除對三界所有的執著，脫離三界輪迴，證悟無漏的四果阿 

羅漢。菩薩道則是六度四攝為主。」簡單來說：佛教認為誰也逃不 

掉生老病死，這些苦難不會因人死而結束，會輪迴不息，為了脫離 

輪迴，就要進行修行，即是《戒、定、慧》三學，依八正道，就可 

達到涅槃成佛。 

2.4.4 道教(Taoism) 

它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大約發源於春秋戰國時的方仙道，

道教崇拜很多神明，相信萬物有靈，它主要是在追求長生不老、濟世

救人，進而得道成仙。道教把原為道家的主要哲學家「老子」神化了，

它雖奉老子為教主，莊子為祖師，但事實上，它的主張和老莊思想並

非一致的。道教演化到漢代時，張道陵以老子的《道德經》為主要經

典，以「道」和「德」為基本信仰。道教重生惡死，認為人可以為自

己的生命做主，只要善於修道養生就可長生不老，所以就出現一些修

煉方法，如煉丹、吐納、武術、氣功、經絡等。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名

人都是道教徒，如李白、唐太宗、唐高宗等。 

道教的理想世界不像佛教的涅槃，它的理想世界是一個沒有戰

爭、災難的和平世界，它認為人不一定要在死後才能到達仙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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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體是可藉由一些形式的鍛鍊而成仙得道，成仙後一樣可以生活 

在凡人世界裡，所以道教的「科儀及祭祀上天和祖先等行為」，應 

是與其教義有關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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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旨在說明本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及其研究方法，共分為 

兩大重點，第一個重點是介紹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台灣青少年成 

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J1)第八、九波，青少年問卷」，且以描述性 

統計法加以分析；第二重點則是介紹在本資料中，與本研究「宗教 

信仰與休閒活動之關聯性」有關的問卷內容。 

3.1 資料來源與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資料來源源自「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此資料乃中央研 

究院主題計畫經費補助的長期實地追蹤調查之資料，由伊慶春教授 

總策畫。本資料的初始概念與規劃是在 1999 年開始的，以台北市、

台北縣和宜蘭縣圈選中的國中學生為研究母體，採分層比例隨機抽

樣，於台北市抽取十六個國中、台北縣抽取十五個國中、宜蘭縣抽九

個國中，三個地區的抽樣是彼此獨立的。第一步驟先抽選學校，依據

各地區的都市發展特性區分出不同層級，第二步驟根據每個層級的學

生人數比例來決定該抽取的學校數量，第三步驟針對被抽中的學校

「一年級」的兩個班級學生進行測試。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研究：青

少年在成長歷程中受到家庭、學校和社區的交互影響為何？而此影響

對其個人在身心成長方面具有什麼意義。而為了確實找出造成青少年

不同成長歷程的可能因素，每個樣本均針對三方面：學生、其國中導

師和其家長做問卷調查。 

從 2000 年至 2009 年的年度追蹤調查中，總共蒐集九波資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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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1 年起，開始成年階段的後續追蹤，此國一樣本資料前三年完

成率均達 95%以上，但從第四年起，因升學分流因素，樣本追蹤調查

較不易取得，故完成率逐年降低。 

此調查資料中，第八波的有效樣本數為 1739 筆，大致是調查與

就學或就業有關的經驗或問題，如：對學校的滿意度、自我期許評價、

學費來源、工作性質滿意度、薪資與福利等。受訪者均須回答的問題

有三部份：(1)個人經驗：如生活收支、身心健康自評與壓力來源、 

休閒活動等；(2)家庭生活：如與家人的關係、父母教養方式等；(3)

社區活動的參與，如志工經驗等。在問卷中的休閒活動有十八項， 

本論文研究只取八項為因素分析，此八項休閒活動如下：閱讀、聽 

音樂、繪畫書法之類的藝文活動、下棋打牌、彈奏樂器、運動休閒 

活動、登山健行、參觀展覽表演等。 

第九波則是用生命歷程作為研究架構，有效樣本數為 1875 筆，

主旨在探討青少年進入成年初期的成長過程與生活經驗。由資料顯 

示家庭、學校與社區為青少年與成年初期之主要生活場域，這三者 

之間的交互作用被假定為影響青少年成長歷程的主要社會機制，所 

以在本計畫中特別強調社會階層、環境資源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 

具體來說，本主題計畫的特色較著重社會層面的分析，像探討受訪 

者的宗教參與度及虔誠度，並運用長期性、貫時性的固定樣本追蹤 

方式來探討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轉折機制和成長軌跡。而本研究因 

是探討宗教信仰與休閒活動之關聯性，故運用本計畫第八波的休閒 

活動資料與第九波宗教信仰資料應是相當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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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研究統計方法是將樣本運用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中的次數分配、百分比與平均數等方法，來描述樣本的 

特性及各變項的分配情形，以了解受訪者的休閒活動參與狀況， 

及其宗教信仰或相關的宗教信念和虔誠度；亦使用二維表列分析 

法，探討兩變項間之關聯，性質上與相關係數接近，但僅從列表 

上觀察兩變數之關聯性，而未計算類似相關係數之統計數字。 

 

3.2 相關資料問卷介紹 

第八波的資料問卷中與休閒活動有關的問題及其答項次數和 

比例呈現表 3-2-1 中，而其有效樣本數為 1739 筆。由此表中的百 

分比可知：在所有受訪者中，「經常」從事的前三名休閒活動依 

序為：聽音樂(56.00%)、閱讀(19.78%)，和運動類活動(16.16%)。 

「有時」從事的休閒活動前三名依序則為：閱讀(49.22%)、聽音 

樂(34.56%)、和運動類活動(31.28%)。「很少」從事的休閒活動前 

三名依序是：參觀藝文展覽表演(49.28%)、登山健行(48.76%)、 

和下棋打牌(38.64%)。而「從不」參與的休閒活動前三名依序是： 

彈奏樂器(62.97%)、藝文活動(如：繪畫、書法等，54.23%)、和 

下棋打牌(43.76%)。研究者推論：此結果應是跟受訪者的年紀、 

教育程度、社會參與等變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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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休閒參與頻率問題答項統計 

註：表示該答項百分比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 

           (頻率) 

(休閒活動） 

 

(1)經常 (2)有時 (3)很少 (4)從不 

 

閱  讀  人數 344人 856人 492人 47人 

 百分比 19.78% 49.22% 28.29% 2.70% 

 聽音樂 人數 947人 601人 150人 14人 

 百分比 56.00% 34.56% 8.63% 0.81% 

藝文活動 人數 43人 170人 583人 943人 

 百分比 0.81% 9.78% 33.52% 54.23% 

下棋打牌 人數 54人 252人 672人 761人 

 百分比 3.11% 14.49% 38.64% 43.76% 

彈奏樂器 人數 62人 134人 448人 1095人 

 百分比 3.57% 7.71% 25.76% 62.97% 

運動休閒 人數 281人 544人 656人 258人 

 百分比 16.16% 31.28% 37.72% 14.84% 

登山健行 人數 41人 261人 848人 589人 

 百分比 2.36% 15% 48.76% 33.87% 

參觀展覽 人數 35人 278人 857人 569人 

 百分比 2.01% 15.99% 49.28% 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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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波有效樣本數為 1875 筆，以下就分別列表呈現在第九波中

與宗教信仰有關的問卷內容，如宗教類別、信奉時間、參與度及相關

的信念或虔誠度等問題： 

表 3-2-2  信奉的宗教類別統計 

變項數值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1 民間信仰拜各種神明 498 26.6% 

2 佛教 252 13.4% 

3 道教 142 7.6% 

4 一貫道 25 1.3% 

5 回教 0 0% 

6 天主教 8 0.4% 

7 基督教 74 3.9% 

8 無宗教信仰 870 46.4% 

9 其它 6 0.3% 

  註：表示信奉該宗教人數最多，表示次多，表示第三多 

 
表 3-2-2 呈現的是：在 1875 名受訪者中，有 870 人是沒有宗教

信仰，佔 46.4%，而有 498 人是信奉民間信仰，如：民間的一些術數

行為(收驚、米卦...)，佔 26.6%。而佛教信奉者有 252 人，佔 13.4%， 

道教則有 142 人，佔 7.6%。而全世界信徒最多的前兩大宗教：基督

教和回教，因與台灣的歷史淵源較不如佛、道教來得久遠，所以在台

灣仍未有較普及的教義資訊，信奉者則較為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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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開始信奉宗教的時間統計 

變項數值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0 跳答 870 46.4% 

    1 從小就信 836 44.6% 

    2 國小時期 72 3.8% 

3 國中時期 28 1.5% 

4 高中/職/專科時期 26 1.4% 

5 大學時期 34 1.8% 

6 其它 8 0.4% 

   註：表示該選項百分比數值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 

         

    表 3-2-3 呈現的是開始信奉宗教的時間，選「跳答」選項的受訪

者應大都為無宗教信仰者，而在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中，有 836 人是

從小就開始信奉，佔 44.6%；而有 72 人是從國小時期開始信奉此宗

教，佔 3.8%，由此結果，研究者推測：信奉宗教的起點時間越早，

應大都受父母或家族長輩的影響，所以宗教信仰應與家庭有很大關聯

性。而到了較有升學壓力的青春期，開始信奉宗教的人數相較要來得

少，但到了自主性較高的大學時期，或因同儕、社團的影響，與宗教

信仰的接受度又較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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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宗教活動的參與頻率統計 

變項數值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1 每星期數次 30      1.6% 

2 每星期一次 43      2.3% 

3 每個月數次 47      2.5% 

4 每個月一次 43      2.3% 

5 每年數次 162      8.6% 

6 大約一年一次 204     10.9% 

7 很少、幾乎沒有 547     29.2% 

8 從未參加 799     42.6% 

  註：表示該選項百分比數值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 
 

    表 3-2-4 呈現的是：受訪者對宗教活動的參與密集度，其中，從

未參加過任何宗教性活動的受訪者有 799 人，佔 42.6%，與表 3-2-2

中無信仰者的 46.4%是有 3.8%的差距，研究者推測：雖無宗教信仰，

但仍有可能因文化休閒、工作、朋友家人等因素的影響，近而參加宗

教活動(如：進香、禪修、做禮拜、靈修聚會...)。而在有參與宗教活

動者中，參與頻率較高的只佔 8.7% (包含：每星期數次、每星期一次、

每個月數次、每個月一次)，參與頻率較低的則為 19.5% (包含每年數

次和大約一年一次)，而很少或幾乎沒有參與則有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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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對「人死後靈魂仍然存在」的說法同意度統計 

變項數值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1 非常贊成 325 17.3% 

2 贊成 1245 66.4% 

3 不贊成 267 14.2% 

4 非常不贊成 37 2.0% 

  註：表示該選項百分比數值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 
 

表 3-2-5 顯示的是：受訪者對「人死後靈魂仍然存在」的同意度。

將近有 83.7%是同意此說法，這與本研究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所提到的

很多學者專家對宗教的詮釋是不謀而合的，如：Max Műller 認為宗教

的存在是因人對無限存在物的渴求、信仰和愛慕。也如德國比較宗教

學家奧托(R.Otto)對宗教的詮釋，他認為宗教即是對超自然之神聖體

驗，表現為人對神聖既敬畏且嚮往的感情交織。陳運星也提到：很多

宗教乃源自人類對死亡的恐懼、對宇宙的無知。研究者覺得這統計表

的結果與宗教起源及說法是有關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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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對「信神的人愈多，社會愈平安」此說法的同意度統計 

變項數值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1 非常贊成 103 5.5% 

2 贊成 580 30.9% 

3 不贊成 998 53.2% 

4 非常不贊成 192 10.2% 

7 不知道 2 0.1% 

   註：表示該選項百分比數值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 
 

表 3-2-6 呈現的是：受訪者對「信神的人愈多，社會愈平安」的

說法同意度。這是針對宗教功能的認知提出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有 63.4%的受訪者不贊成「信神的人越多，社會就會越平安」(包含 

53.2%的「不贊成」及 10.2%的「非常不贊成」)，研究者推論此結果

應與受訪者的年紀、社會參與度等變項因素有關，而且宗教信仰的功 

能是無形與抽象的，沒有既定的評量標準，故要評估出「信奉宗教的 

人愈多，社會愈平安」的因果關聯性是有難度的。但仍有 36.4%是贊

成宗教對社會的安定是有幫助的。這點表示宗教功能與社會的關聯性

仍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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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 對「只要自己肯努力，不一定靠神」此說法的同意度統計 

變項數值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1 非常贊成 527 28.1% 

2 贊成 1123 59.9% 

3 不贊成 193 10.3% 

4 非常不贊成 31 1.7% 

5 不知道 1 0.1% 

   註：表示該選項百分比數值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 
 

表 3-2-7 呈現的是：對「只要自己肯努力，不一定要靠神」此說

法的同意度調查，這是一個與宗教功能或虔誠度有關的問題，有 88%

的受訪者是同意(包含 28.1%的「非常贊成」和 59.9%的「贊成」)， 

研究者推測宗教對信奉者而言是較屬於心靈精神層面，而日常生活 

是現實的，需靠實際行動才能實現，宗教則屬於精神寄託，尤其受 

訪者皆是青少年或青年，應多數屬於有行動力的，若是年紀較年老 

者，可能會因體力之不足或健康情況較不佳，而較認同或注重精神 

層面的寄託與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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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對「宗教對你是重要的」此說法的同意度統計 

變項數值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1 非常贊成 82 4.4% 

2 贊成 657 35.0% 

3 不贊成 944 50.3% 

4 非常不贊成 191 10.2% 

5 不知道 1 0.1% 

  註：表示該選項百分比數值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 
 

表 3-2-8 亦屬於宗教功能的認知調查，它呈現了受訪者對「宗教

重要性」的同意度。有 39.4%的受訪者同意宗教是有其重要性，包含

4.4%的「非常贊成」和 35.0%的「贊成」；而有 60.5%的受訪者是否

定其重要性的，包含 50.3%的「不贊成」和 10.2%的「非常不贊成」。

這結果與表 3-2-6 和表 3-2-7(均是針對宗教功能)的調查統計結果是

大致相符合的。而研究者覺得：既還有 39.4%的受訪者肯定宗教的重

要性，那表示宗教對社會的功能仍是值得重視及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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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章主要是呈現與本研究有關的各項資料結果，並針對第一章的

研究目的進行分析，內容大致如下：第一節是針對不同宗教的休閒參

與密集度進行統計和分析；第二節是呈現有不同宗教虔誠度或信念之

受訪者，其休閒活動參與密集度平均值的統計及分析。 

 

4.1 不同宗教的休閒參與度 

依據本研究資料「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中的宗教，包含：「民

間信仰、佛教、道教、一貫道、天主教、基督教、及無宗教信仰」，

進行探討與分析不同宗教信仰是否和各項休閒參與有一定關聯性，因

要進行兩者平均值的交叉分析，故樣本數為 1531 筆。在本研究中，

可用來計算休閒參與度平均值的問卷回答選項中的「經常」參與程

度，設定數值為 1；參與程度為「有時」，設定數值為 2；參與程度為

「很少」，設定數值為 3，而參與程度為「從不」，設定數值為 4。從

「經常」到「從不」，代號值愈來愈大，故若平均值愈小，代表信奉

該宗教的人愈常從事此休閒活動，反之，若平均值愈大，代表此休閒

活動對於信奉該宗教的人是參與度愈低的。由此平均值的差異可探討

出：不同的宗教是否會對其信奉者造成休閒活動的選擇或參與度方面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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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1 「民間信仰」者的休閒參與平均值 

民間信仰(410人)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平均值 

閱讀 67 230 112 1 2.11 

聽音樂 232 153 24 1 1.50 

藝文活動 9 35 141 225 3.42 

下棋打牌 13 60 152 185 3.24 

彈奏樂器 5 28 102 275 ＊3.58 

運動休閒 53 136 165 56 2.55 

登山健行 4 73 201 132 3.12 

參觀展覽 7 58 221 124 3.13 

註：表示參與度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表示最低 
  「經常」設定值為 1，「有時」為 2，「很少」為 3，「從不」為 4   

 

表 4-1-1 呈現受訪者中，其宗教信仰為民間信仰者的休閒參與概況。

依本表結果可知在 410 個信奉「民間信仰」者中，其所最常從事的前

三項休閒活動(即休閒參與平均值前三低)依序為：(1)聽音樂 1.50，(2)

閱讀 2.11，(3)運動休閒 2.55，平均值最高(即最不常參與)之休閒活動

則為：彈奏樂器 3.58。研究者推論如此結果應是與受訪者的年紀及其

經濟能力有關，因青少年本來就較容易受流行趨勢影響，而平均值前

三低均屬潮流性的休閒活動，故青少年較會從事此三項休閒活動；反

觀平均值最高的「彈奏樂器」，若想從事本項休閒活動需購置樂器，

所需的費用成本亦是一大考慮。所以青少年對其接受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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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佛教」信仰者的休閒參與平均值 

佛教(195 人)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平均值 

閱讀 44 91 52 8 2.12 

聽音樂 115 61 17 2 1.52 

藝文活動 5 15 68 107 3.42 

下棋打牌 3 25 69 98 3.34 

彈奏樂器 5 7 52 131 ＊3.58 

運動休閒 36 49 79 31 2.54 

登山健行 6 29 97 63 3.11 

參觀展覽 1 30 89 75 3.22 

 註：表示參與度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表示最低 
  「經常」設定值為 1，「有時」為 2，「很少」為 3，「從不」為 4 

 

表 4-1-2 呈現的是：在受訪者中信奉佛教者的休閒參與概況。從本表

可知有 195 位受訪者是信奉「佛教」，而他們從事的休閒活動平均值

前三低(即最常從事的前三項休閒活動)依序為：(1)聽音樂 1.52，(2)

閱讀 2.12，(3)運動休閒 2.54，而平均值最高(即最不常從事的休閒活

動)則為：彈奏樂器 3.58。此結果與上表 4-1-1 民間信仰者的休閒參與

度平均值是大致相同的，這相同的結果代表可再繼續調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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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道教」信奉者的休閒參與平均值 

道教(121 人)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平均值 

閱讀 25 59 32 5 2.14 

聽音樂 61 43 16 1 1.64 

藝文活動 2 13 50 56 3.32 

下棋打牌 0 15 49 57 3.35 

彈奏樂器 2 7 35 77 ＊3.55 

運動休閒 16 46 39 20 2.52 

登山健行 3 15 56 47 3.21 

參觀展覽 2 18 60 41 3.16 

註：表示參與度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表示最低  
  「經常」設定值為 1，「有時」為 2，「很少」為 3，「從不」為 4 

 

表 4-1-3 呈現受訪者中宗教信仰為道教者，其休閒參與概況。由此表

可知有 121 受訪者是信奉「道教」，而其休閒參與平均值前三低(即最

常從事)之休閒活動依序為：(1)聽音樂 1.64，(2)閱讀 2.14，(3)運動休

閒 2.52，而休閒參與平均值最高(即最不常從事)的活動則是：彈奏樂

器 3.55。本宗教信奉者的休閒參與平均值結果與前兩種宗教的亦沒有

多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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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一貫道」信奉者的休閒參與平均值 

一貫道(18人)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平均值 

閱讀 6 4 8 0 2.11  

聽音樂 9 7 2 0 1.61  

藝文活動 1 2 3 12 ＊3.44  

下棋打牌 1 3 4 10 3.28  

彈奏樂器 1 3 5 9 3.22  

運動休閒 3 8 7 0 2.22  

登山健行 1 7 9 1 2.56  

參觀展覽 1 4 10 3 2.83  

 註：表示參與度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表示最低 
   「經常」設定值為 1，「有時」為 2，「很少」為 3，「從不」為 4 

 

表 4-1-4 呈現：在受訪者中，一貫道信奉者的休閒參與概況。從本表 

可知在所有受訪者中，只有 18 人信奉「一貫道」，而休閒參與平均值

前三低(即最常從事的前三項)的休閒活動依序為：(1)聽音樂 1.61，(2)

閱讀 2.11，(3)運動休閒 2.22，而其所從事的休閒活動平均值最高(即

最不常從事的休閒活動)則是：藝術活動 3.44。本宗教的休閒參與平

均值亦是與前幾個宗教呈現的結果大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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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天主教」信奉者之休閒參與平均值 

天主教(5人)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平均值 

閱讀 1 3 1 0 2.00  

聽音樂 2 1 2 0 2.00  

藝文活動 0 0 1 4 ＊3.80  

下棋打牌 2 0 2 1 2.40  

彈奏樂器 0 0 1 4 ＊3.80  

運動休閒 1 2 2 0 2.20  

登山健行 0 0 3 2 3.40  

參觀展覽 0 0 3 2 3.40  

  註：表示參與度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表示最低 
「經常」設定值為 1，「有時」為 2，「很少」為 3，「從不」為 4 

 

表 4-1-5 呈現的是：信奉天主教的受訪者，其休閒參與概況。由本表

可知在一千多位受訪者中只有 5 位信奉「天主教」，其休閒參與度平

均值前三低(即最常從事的前三項)的活動依序為：(1)聽音樂 2.00，(2)

閱讀 2.00，(3)運動休閒 2.20，至於參與的休閒活動平均值最高者(即

最不常從事的休閒活動)則是：彈奏樂器 3.80 及藝文活動 3.80。本宗

教信奉者雖只是少數，但其休閒參與概況及其平均值與前幾個宗教的

結果是大同小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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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基督教」信奉者之休閒參與平均值 

基督教(57人)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平均值 

閱讀 14 26 17 0 2.05  

聽音樂 30 23 4 0 1.54  

藝文活動 2 8 19 28 3.28  

下棋打牌 1 7 21 28 ＊3.33  

彈奏樂器 5 8 22 22 3.07  

運動休閒 16 14 20 7 2.32  

登山健行 2 13 24 18 3.02  

參觀展覽 3 16 24 14 2.86  

 註：表示參與度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表示最低 
   「經常」設定值為 1，「有時」為 2，「很少」為 3，「從不」為 4 

 

表 4-1-6 呈現在受訪者中，基督教信奉者的休閒參與概況。由本表得

知有 57 位受訪者信奉「基督教」，他們從事的休閒活動平均值前三低

(即最常從事的前三項)依序為：(1)聽音樂 1.54，(2)閱讀 2.05，(3)運動

休閒 2.32，而參與的休閒活動平均值最高者(即最不常參與的)則是：

下棋打牌 3.33。本宗教最不常從事的休閒活動和前四項宗教的結果不

太相同，研究者推論：此乃與中西文化、國情之不同有關，基督教是

屬西方的宗教，故其信奉者所從事的休閒活動可能與東方宗教信奉者

的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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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無宗教信仰」者之休閒參與平均值 

無宗教信仰(721人)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平均值 

閱讀 158 342 199 22 2.12  

聽音樂 409 242 64 6 1.54  

藝文活動 15 71 235 400 3.41  

下棋打牌 26 111 297 287 3.17  

彈奏樂器 32 64 174 451 ＊3.45  

運動休閒 126 229 255 111 2.49  

登山健行 19 89 356 257 3.18  

參觀展覽 17 122 353 229 3.10  

 註：表示參與度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表示最低 
   「經常」設定值為 1，「有時」為 2，「很少」為 3，「從不」為 4 
 

表 4-1-7 呈現的是：受訪者中是無宗教信仰的休閒參與概況。上表顯

示：受訪者中有 721 位是「無宗教信仰」者，其從事的休閒活動平均

值前三低(即最常參與的前三項休閒活動)依序為：(1)聽音樂 1.54，(2)

閱讀 2.12，(3)運動休閒 2.49，而平均值最高的休閒活動(即最不常參

與的休閒活動)則為：彈奏樂器 3.45。無宗教信仰者的休閒參與平均

值與前幾個宗教信奉者的休閒參與平均值亦大致相同，故可推知：宗

教信仰應是和休閒活動的參與或選擇並無直接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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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各宗教休閒參與平均值之統計表 

註：表示參與度最高，表示次高，表示第三高，＊表示最低  
「經常」設定值為 1，「有時」為 2，「很少」為 3，「從不」為 4 

 

表 4-1-8 呈現各宗教受訪者的休閒參與平均值之總統計概況。由此總

統計表可看出：各宗教受訪者在休閒活動的選擇及參與度上是大致相

同，即是他們最常從事的前三項休閒活動依序皆為：聽音樂、閱讀和

運動休閒；而他們最不常參與的休閒活動大都是：彈奏樂器和藝術活

動。更具體地來比較，有信奉宗教的受訪者中，人數最多的民間信仰

者(410 人)和無宗教信仰者(721 人)在各項休閒活動的參與平均值：閱

讀(2.11 : 2.12)，聽音樂(1.50 : 1.54)，藝文活動(3.42 : 3.41)，下棋打牌

(3.24 : 3.17)，彈奏樂器(3.58 : 3.45)，運動休閒(2.55 : 2.49)，登山健行

    休閒活動    

宗教信仰       
閱讀 聽音樂 

藝文 

活動 

下棋 

打牌 

彈奏 

樂器 

運動 

休閒 

登山 

健行 

參觀 

展覽 

民間信仰 2.11  1.50  3.42  3.24  ＊3.58  2.55  3.12  3.13  

佛教 2.12  1.52  3.42  3.34  ＊3.58  2.54  3.11  3.22  

道教 2.14  1.64  3.32  3.35  ＊3.55  2.52  3.21  3.16  

一貫道 2.11  1.61  ＊3.44  3.28  3.22  2.22  2.56  2.83  

天主教 2.00  2.00  ＊3.80  2.40  ＊3.80  2.20  3.40  3.40  

基督教 2.05  1.54  3.28  ＊3.33  3.07  2.32  3.02  2.86  

無宗教信仰 2.12  1.54  3.41  3.17  ＊3.45  2.49  3.18  3.10  

其他 2.25  1.25  3.25  3.25  ＊4.00  2.25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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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 3.18)，和參觀展覽(3.13 : 3.10)，這兩項不同的宗教類別在各 

項休閒活動的平均值是大致相同的，故研究者推論：宗教信仰與休 

閒活動的參與或選擇並無直接關聯性。 

 

4.2 宗教的虔誠度及信念與休閒活動的關聯性之分析 

      本單元欲藉由結合本研究的資料來源「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 

中的第八波與休閒活動有關的問題，及第九波與宗教虔誠度或信念 

有關的問題，進行他們平均值的交叉分析，進而探討休閒活動與宗 

教信仰之間的關聯性，因交叉分析之故，所以樣本人數為 1531。在

本研究中，要計算各項平均值之前，先設定問卷中的各答項的數值，

如：回答選項中的「經常」參與，設定為數值 1；「有時」參與，設

定數值為 2；「很少」參與，設定數值為 3；「從未」參與，設定數值 

為 4。從「經常」到「從不」，參與數值愈來愈大，故若平均值越小，

代表越常從事此休閒活動，反之，若平均值越大，則表示最不常從 

事此休閒活動。 

 

表 4-2-1 呈現的是：在受訪者中，不同的宗教參與頻率與其所從

事的休閒活動平均概況。由此表可知：雖是不同的宗教參與度，但其

所從事的休閒活動平均值大致相同，如：每星期數次參與宗教活動者

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聽音樂」─平均值為 1.62，而從未參加宗教

活動者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亦是「聽音樂」，平均值為 1.52，兩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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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之差異只有 0.1。而兩者不常從事的休閒活動─「藝文活動」，其

差異值亦只有 0.05(3.50：3.45)。故研究者推論：不同的宗教參與度

對休閒活動的參與或選擇是無直接影響的。 

表 4-2-1 不同宗教參與頻率群組之休閒活動參與度平均值 

註：休閒活動參與值為各頻率群組中所有人回答之平均值，回答 1 
    表示「經常」，回答 2 表示「有時」，回答 3 表示「很少」，回 
    答 4 表示「從未」。 

表中為該群組中參與度最高，為次高，為第三高，＊表 
參與度最低  

 

     頻率 

休閒活動 

每星期 

數次 

每星期 

一次 

每個月 

數次 

每個月 

一次 

每年 

數次 

一年 

一次 
很少 

從未 

參加 

閱讀 2.08  2.06  2.03  2.30  2.04  2.19  2.06  2.16  

聽音樂 1.62  1.51  1.55  1.73  1.54  1.54  1.54  1.52  

藝文活動 ＊3.50  3.31  3.34  ＊3.50  3.32  3.39  3.38  3.45  

打牌下棋 3.35  3.20  3.18  3.30  3.14  3.30  3.20  3.25  

彈奏樂器 3.00  ＊3.46  ＊3.55  3.33  ＊3.46  ＊3.53  ＊3.45  ＊3.54  

運動休閒 2.42  2.37  2.13  2.60  2.49  2.41  2.50  2.55  

登山健行 2.88  3.14  3.13  3.03  3.05  3.14  3.10  3.21  

參與展覽 3.00  3.14  2.92  3.23  2.90  3.05  3.07  3.22  

 人    數 26人 35人 38人 30人 135人 165人 450人 6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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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對「人死後是否有靈魂存在」的說法不同贊成度群組之 

休閒活動參與平均值 

       贊成度 

休閒活動 
非常贊成 贊成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閱讀 2.09 2.11 2.14 2.48 

聽音樂 1.49 1.54 1.54 1.79 

藝術活動 3.38 3.41 ＊3.41 ＊3.52 

下棋打牌 3.27 3.23 3.18 3.24 

彈奏樂器 ＊3.52 ＊3.51 3.40 3.41 

運動休閒 2.59 2.50 2.40 2.48 

登山健行 3.11 3.14 3.19 3.24 

參與展覽 3.12 3.12 3.07 3.17 

   人    數 265 1009 228 29 

 註：休閒活動參與值為各頻率群組中所有人回答之平均值，回答 
     1 表示「經常」，回答 2 表示「有時」，回答 3 表示「很少」， 
     回答 4 表示「從未」。 

 表中為該群組中參與度最高，為次高，為第三高，＊表 
 參與度最低  

 

表 4-2-2 呈現的是：針對「人死後靈魂是否存在」的問題，不同

贊成度的受訪者，其所從事的休閒活動之平均值概況。由本表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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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包含「非常贊成」和「贊成」)此信念的受訪者，其前三低平均

值(即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為：(1)聽音樂 1.49 及 1.49，(2)閱讀 2.09

及 2.11，(3)運動休閒 2.59 及 2.50；而其平均值最高(即最不常從事)

的休閒活動為：彈奏樂器 3.52 及 3.51。而不贊成(包含「不贊成」和 

「非常不贊成」)此信念的受訪者，其所參與的休閒活動平均值前三 

三低(即最常從事)為：(1)聽音樂 1.54 和 1.79，(2)閱讀 2.14 和 2.48， 

(3)運動休閒 2.40 和 2.48；而其平均值最高(即最不常從事)的休閒活 

動為：藝術活動 3.41 和 3.52。「人死後是否有靈魂存在」是一個與 

宗教有關的信念或想法，有些宗教的教義或目的即是與人死後的世 

界有關(見本研究的第二章)，而從上表的平均值顯示：贊成或不贊 

成此說法的受訪者，其休閒活動的選擇或參與平均值是大致相同的，

故可推論：宗教信念的不同對休閒活動的選擇或參與是無直接影響。 

     

    表 4-2-3 呈現的是：受訪者對「信神的人愈多，社會愈平安」的

贊成度與其所從事的休閒活動平均值概況。「非常贊成」此信念的受

訪者其平均值前三低(即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依序為：(1)聽音樂

1.52，(2)閱讀 2.09，(3)運動休閒 2.48，而其平均值最高(即最不常從

事)的休閒活動為：藝術活動 3.48。其次，「贊成」此信念者的平均值

前三低休閒活動依序為：(1)聽音樂 1.54，(2)閱讀 2.09，(3)運動休閒

2.47，而其平均值最高的休閒活動則為：彈奏樂器 3.49。再看「不贊

成」此信念的受訪者值前三低(即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依序為：(1)

聽音樂 1.53，(2)閱讀 2.15，(3)運動休閒 2.56，而其平均值最高(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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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從事)的休閒活動則為：彈奏樂器 3.51。最後，「非常不贊成」之

受訪者其平均值前三低(即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依序為：(1)聽音樂

1.54，(2)閱讀 2.05，(3)運動休閒 2.32，而其平均值最高(即最不常參

與)之休閒活動為：彈奏樂器及藝術活動 3.48。由上面平均值的分析

比較，研究者推論：此問題是與宗教功能有關，而不同宗教的受訪者

其宗教信念應不盡相同，但研究者發現：贊成或不贊成此信念的受訪

者，其休閒活動參與度的平均值或項目並沒有很明顯的差異，可見：

「信奉宗教會使社會平安」的信念與休閒參與並無直接關聯。 

表 4-2-3 對「信神的人愈多，社會愈平安」此說法各贊成度群組之休

閒活動參與度平均值 

      贊成度 

休閒活動  非常贊成  贊成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閱讀 2.09 2.09 2.15 2.05 

聽音樂 1.52 1.54 1.53 1.54 

藝術活動 ＊3.48 3.35 3.42 ＊3.48 

打牌下棋 3.33 3.18 3.27 3.15 

彈奏樂器 3.41 ＊3.49 ＊3.51 ＊3.48 

運動休閒 2.48 2.47 2.56 2.32 

登山健行 3.06 3.03 3.23 3.09 

參與展覽 3.00  3.08 3.16 3.10 

 人    數 79 479 817 155 

註：休閒活動參與值為各頻率群組中所有人回答之平均值，回答 1 表示「經常」，

回答 2 表示「有時」，回答 3 表示「很少」，回答 4 表示「從未」。 
表中為該群組中參與度最高，為次高，為第三高，＊表參與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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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對「只要自己肯努力，不一定要靠神」的說法各贊成度群組

之休閒活動參與度平均值 

        贊成度 

休閒活動 
非常贊成 贊成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閱讀 2.09  2.12  2.19  2.17  

聽音樂 1.48  1.55  1.56  1.61  

藝術活動 3.45  3.41  3.28  ＊3.39  

打牌下棋 3.20  3.24  3.27  3.30  

彈奏樂器 ＊3.48  ＊3.51  ＊3.48  3.04  

運動休閒 2.40  2.53  2.60  2.57  

登山健行 3.16  3.15  3.12  2.87  

參與展覽 3.13  3.13  3.04  2.61  

   人    數 434 923 151 23 

註：休閒活動參與值為各頻率群組中所有人回答之平均值，回答 
    1 表示「經常」，回答 2 表示「有時」，回答 3 表示「很少」， 

回答 4 表示「從未」。 表中為該群組中參與度最高，為次高，  
為第三高，＊表參與度最低  
 

    由上表可看出：受訪者對「只要自己肯努力，不一定靠神」此與

宗教信念有關的問題，「非常贊成」和「贊成」者最常從事的休閒活

動及其平均值依序為：(1)聽音樂 1.48、1.55，(2)閱讀 2.09、2.12，(3)

運動休閒 2.40、2.53，而最不常從事的休閒活動及其平均值依序為：

彈奏樂器 3.48、3.51。反觀「非常不贊成」和「不贊成」者最常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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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休閒活動及其平均值依序為：(1)聽音樂 1.61、1.56，(2)閱讀 2.17、

2.19，(3)運動休閒 2.57、2.60，而最不常從事的休閒活動及平均值依

序為：藝術活動 3.39、彈奏樂器 3.48。此問題亦是與宗教功能有關，

根據以上的平均值可見：不管贊成或不贊成此宗教功能信念，其所從

事的休閒活動之平均值是大致相同，故可推知「肯努力，可不用靠神」

的宗教信念對休閒活動的影響是不明顯的。 

表 4-2-5 對「宗教對你是重要的」此說法的認同度群組之休閒活動參

與度平均值 

      贊成度 

休閒活動 
非常贊成 贊成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閱讀 1.99  2.10  2.13  2.14  

聽音樂 1.48  1.52  1.55  1.55  

藝術活動 ＊3.28  3.36  3.42  3.50  

打牌下棋 3.24  3.27  3.22  3.15  

彈奏樂器 3.25  ＊3.51  ＊3.48  ＊3.60  

運動休閒 2.57  2.50  2.48  2.57  

登山健行 3.04  3.06  3.17  3.36  

參與展覽 2.97  3.10  3.12  3.23  

   人   數 67 523 782 159 

註：休閒活動參與值為各頻率群組中所有人回答之平均值，回答 1 表示「經常」，

回答 2 表示「有時」，回答 3 表示「很少」，回答 4 表示「從未」。 
表中為該群組中參與度最高，為次高，為第三高，＊表參與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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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顯示：非常贊成和贊成「宗教對你是重要」此說法的受訪者

其參與平均值前三低 (即最常從事的)的休閒活動及其平均值依序

為：(1)聽音樂 1.48、1.52，(2)閱讀 1.99、2.10，(3)運動休閒 2.57、2.50，

而平均值最高(即最不常從事)的休閒活動分別為：藝術活動 3.28 和彈

奏樂器 3.51。反觀非常不贊成和不贊成此信念的受訪者其參與平均值

前三低的休閒活動依序為：(1)聽音樂 1.55、1.55，(2)閱讀 2.14、2.13 

，(3)運動休閒 2.57、2.48，而其平均值最高則都為：彈奏樂器 3.60、

3.48。從平均值的分析比較可知：受訪者不管認同或不認同「宗教的

重要性」，其休閒參與項目及平均值並無顯著差異，是故，研究者推

論：不同的宗教信念或虔誠度與休閒活動的參與情況並無直接且明 

顯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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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宗教信仰與休閒活動之間的關聯性。為達

成研究目的，研究者先蒐集且研讀宗教信仰、休閒概論、休閒產業及

社會變遷等相關的理論及研究，以此作為本研究之架構理論。再採用

「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中的第八波(有關休閒)及第九波(有關宗

教)的問卷內容為實證研究依據，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法及二維表

列分析法，將其統計結果加以分析探討。本章將本研究的結果彙整如

下，且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政府、學校、宗教界、休閒產業者或未來研

究之參考。  

5.1  結論 

本研究的分析與探討之結論可分三方面：1、與休閒參與有關的

結論；2、與宗教信仰相關的結果；3、宗教信仰與休閒參與交叉的關

聯結論，各結論彙整如下： 

1. 根據資料中各項變數的數據統計顯示：受訪者最常參與的休閒活 

  動是「聽音樂」(56.23%)，其次是「閱讀」(20.57%)，再者為「運 

  動休閒」(16.46%)。而最少從事的休閒活動是「彈奏樂器」(63.55%) 

  ，其次是「藝術活動」(54.47%)，再者是「下棋打牌」(43.63%)。 

  針對以上結果，研究者發現： 

  (1) 「聽音樂」之所以成為參與度最高的休閒活動，除了因受訪者 

  的年紀因素外，音樂的好處亦是備受肯定的，在醫學研究中就發現  

  經常接觸音樂節奏、律動會對人體的腦波、心跳、腸胃蠕動、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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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應等方面產生作用，進而提升人的身心健康，音樂無形的力 

   量遠超乎我們的想像，所以聆聽音樂、鑑賞音樂，幾乎是現代 

   人極為普遍的生活休閒。但在本資料亦有與音樂有關的休閒活 

   動答項，如：「彈奏樂器」及「參觀展覽表演」，它們的參與頻 

   率卻較低，應是與經濟能力、時間、交通、個人天賦才能等因 

   素有關，故較不普及。 

   (2) 曾是教育部長的曾志朗先生一直很強調且推廣閱讀與創意 

   的關聯性，他認為閱讀帶來人類的好奇與創新並可活化人腦， 

   提高思考的能力，閱讀可以讓我們猶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醫學研究上也肯定閱讀對預防「阿茲海默症」是有相當程度的 

   幫助。而運動的普及性、便利性及功能性都足以肯定此項休閒 

   活動是值得從事且推廣的。基於以上的結論分析，讓人更可理 

   解此三項休閒活動是參與度平均值前三高的原因了。 

2.  宗教信仰類別的統計資料顯示：有 47.09%的受訪者是無宗教信 

   仰，而在有信奉宗教的受訪者中，比例最高的是「民間信仰」 

   (26.78%)，其次是「佛教」(12.74%)。由資料答項之平均值結 

   果可知： 

   (1) 宗教信仰大都從小就開始，且與家庭因素有很大的關聯，若 

   青少年和家庭的關係越緊密，則越有可能透過社會化而承繼家 

   庭的宗教信仰和價值。 

   (2) 因本資料的樣本為青少年或青年，因自我意識漸強，依據生 

   命歷程理論( life course theory )，青少年對宗教的認同度及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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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會較小，但對其他年齡層者就不一定是如此結果。 

   (3) 本研究發現不論受訪者的宗教信仰類別，或宗教信念、虔誠 

   度是否不同，其對「人死後的靈魂存在」的說法贊成度頗高 

   (83.7%)，而對宗教的重要性亦有將近 40%的贊成度，此結果更 

   可應證本研究第二章所引述的：宗教學家奧托(R.Otto)認為宗教 

   即是對超自然之神聖體驗，表現為人對神聖既敬畏且嚮往的感 

   情交織。 

3.  由宗教信仰和休閒活動交叉分析的統計資料，研究者發現：  

   不同的宗教信仰或不同的宗教信念贊成度的樣本群組，其休閒 

   活動參與度並無明顯的差異，顯見宗教信仰與休閒活動並沒有 

   因果關聯性。 

 

5.2 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論，研究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供未來研究者參

考： 

1.   因本研究對象侷限於台北及宜蘭地區的國、高中生和大學生， 

    樣本來源有限，所以對於研究結果之推論的有效參考度會有影 

    響。因此建議將來可擴大研究來源，應可使其結果更具有參考 

    價值。 

2.   本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對神靈的存在仍大都呈現認同態度， 

而對宗教的重要性亦有 40%認同度，基於此結論，研究者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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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嘗試使用更多不同的宗教與休閒參與變數和指標，會有助 

於進一步釐清兩者之關聯。所以本研究議題仍是值得繼續探討。  

3.   雖然本研究的結果是否定了宗教信仰和休閒活動的直接關聯性， 

但在研究過程中，藉由文獻探討及資料數據顯示：宗教對休閒 

的發展是有著間接但重要的影響，像在較古老的年代，一般的 

民眾只能在宗教場合(如：社祭、臘祭)，才能「合法」的休閒。 

    而誠如嚴長壽先生在《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一書中提 

到的：「一直以來，宗教都是台灣的優勢，是最有力量的軟實力，   

扮演著安定社會的重要力量。」他期盼政府及宗教團體能引領 

台灣人民，將宗教不僅視為一種休閒觀光產業，也能真正將宗 

教帶入人們休閒的心靈需求層面。 

    所以宗教信仰雖與休閒活動沒有直接的因果關聯性，但基 

於本研究上述之次要發現，仍可建議政府、宗教團體、教育界 

或休閒相關產業均可在此方面多加研議，進而將宗教信仰與休 

閒活動做結合性的運用，應是會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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