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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華 大 學 旅 遊 管 理 學 系 休 閒 環 境 管 理 碩 士 班 

1 0 5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碩 士 論 文 摘 要 

論文題目：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及幸福   

           感之研究 

研究生：徐碧璣                   指導教授：趙家民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

與幸福感的現況及其相互之關係並比較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休閒

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的差異性。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彰化市

之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在 2016 年 12 月 01 日至 12 月 30 日止共發出問

卷 330 份，回收有效問卷 302 份，有效問卷率達 91.52%。問卷採用「休

閒活動選擇量表」、「休閒滿意度量表」及「幸福感量表」，所得資料

依研究目的及驗證假設之需，以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Scheffé 事

後比較、積差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及分析，獲得下列之結

果：(一)在休閒活動選擇的參與程度尚佳；(二)休閒滿意度就整體而言屬

中等偏高程度；(三)幸福感就整體而言屬中等偏高程度；(四)在參與休閒

活動選擇上會受背景變項之影響，如性別、年齡、教學年資、擔任職務

及有無子女等；(五)休閒滿意度僅受「性別」與「有無子女」影響；(六)

幸福感僅受「性別」與「年齡」影響；(七)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及

幸福感三者之間關係密切，除休閒活動選擇與幸福感之「身心健康」構

面未具顯著相關外其餘皆具有顯著的相關。 

關鍵字：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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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aim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oice of 

leisure activities,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and how and what certain background 

variables make them different i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anghua city.This study used 

quantitative questionnaire method. From December 1st to 30th 2016,We sent 330 

questionnaires to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anghua city and a total number of 302 

teachers responded (Valid questionnaire: 91.52%). This study used Leisure activity 

selection Scale, Leisure Satisfaction Scale and Happiness Scale as research tool and use 

t-test, ANOVA, Scheffé post hoc test, PPMCC to do data processing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 (1)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activities is good; (2) As a whole, the 

degree of leisure satisfaction is moderately high; (3) The sense of well-being is moderately 

high in general; (4) The level of leisure activities is affected by gender, age, teaching years, 

position and children; (5) Leisure satisfaction is only affected by “sex” and “having 

children”; (6) The feeling of happiness is only affected by “sex” and “age”; (7) leisure 

activities selection,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are closely related. All of them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to the aspec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well-being except the 

choice of leisure activities.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leisure activities, leisure satisfaction,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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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對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及幸福感

之研究。本章共分四節，1.1 研究背景與動機；1.2 研究目的；1.3 研究流

程；1.4 研究範圍與對象。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來台灣因工商業發達，經濟水平提高，致使經濟的進步與繁榮，

國民所得也跟著提高，人民生活豐衣足食。且從民國 90 年週休二日實施

後，因為工時的縮短、閒暇時間的增加，人們在「有錢」與「有閒」之

後，生活方式也跟著產生了重大的改變。從觀光旅遊業及休閒產業不斷

成長的現象中，我們可以發現休閒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已非僅是

生活的點綴，而是追尋與實踐幸福人生的重要途徑。如今「休閒」不僅

已成為現代人所共同追求的一種現象(李明榮，1997)，更是人類生活中非

常重要的一環，也符合亞理斯多德曾說的：「人們戰爭是為了和平，工

作是為了休閒」。 

教育事業攸關著一個國家的競爭力，而教師教學效能更是教育品質

之關鍵。我國教師普遍工作挫折感高，加上近年來少子化趨勢的影響，

班級數縮減，超額教師增加等因素。使得教師工作壓力高之外，還需擔

心工作權受影響，加劇了心理負擔。 

教師若能夠透過休閒活動的選擇參與，來釋放壓力，緩和工作中的

緊張情緒，產生正向情緒的滿意度，增加其幸福感，進而創造出更高的

教學品質，增加教師教學效能，進而增加國家的競爭力。此正是想進一

步探討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現況與關係

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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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和幸福

感的現況與關係，茲將擬達成之目的，具體分述如下： 

一、探討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的現況及其不同背景變項差

異情形為何？ 

二、探討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的現況及其不同背景變項差異

情形為何？ 

三、探討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的現況及其不同背景變項差異情形

為何？  

四、探討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之相關情

形為何？ 

依據研究目的歸納研究結果，提出結論並做成建議，以供教育行政

及國小教師參考。 

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據研究的背景與動機，進行蒐集分析與彙整相關文獻後，

確立研究的主題與研究目的，進而建立研究架構並選定研究的對象，從

事問卷編製與修改，最後形成問卷，接著實施預試並回收修訂問卷，完

成正式的問卷，並將正式問卷發放與回收，利用統計的方法給予資料處

理，並對結果加以分析與討論，提出有用且可行之建議，作為論文的總

結，今將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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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

蒐集分析與彙總相關文獻

確立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

建立研究架構

選定研究對象

問卷編製與修改、形成問卷

預試問卷發放、回收、修訂問卷

完成正式問卷

正式問卷發放施測與回收

資料處理、結果分析與討論

完成論文
 

圖 1.1 研究流程圖 

1.4 研究範圍與對象 

1.4.1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範圍係以 105 學年度彰化市公立國小之教師為研

究範圍。 

1.4.2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以行政職務之主任或組長(含兼任)，級任及科任教師，不包

含校長、職工、會計、人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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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以往的研究與文獻整理分析，做為本研究理論基礎，共分

為四節。2.1 休閒活動選擇與分類；2.2 休閒滿意度；2.3 幸福感；2.4 休

閒活動選擇參與、休閒滿意度及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2.1 休閒活動選擇與分類 

本節主要就休閒活動選擇與分類的相關論述與研究的探討，共分成

四個部分：2.1.1休閒的概念；2.1.2休閒的定義；2.1.3休閒的功能；2.1.4

休閒的類型。 

2.1.1 休閒的概念 

休閒指的是工作後的自由時間，也就是一個人在工作後可支配的自

由時間、為擺脫生產勞動後的自由時間或自由活動。 

古希臘人把休閒當成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情形，只有少數的貴族享有

休閒。另外，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認為休閒為自由自在，追求自我、

實現美好人生，其與工作或有目的的行動是迥然不同的，強調應該屬於

自己的休閒活動或休閒行為。 

2.1.2 休閒的定義 

有關休閒的定義，國內外學者各有不同的看法，本研究整理如表2.1，

以期對休閒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表 2.1 休閒的定義 
研究者/年代 定         義 

Bammel & 
Burrus-Bammel 

（1992） 

以「時間、活動、心理」三種觀點來說明休閒的本質。

休閒的三個基本觀念是：休閒是剩餘時間所從事的活

動；休閒是一種心靈狀態或態度；休閒就是：只要人

們認為是休閒的，就是休閒。 
Russell（1996） 認為休閒是扣除義務責任之自由時間、休閒是非工作

性的活動、休閒是知覺生活上的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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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休閒的定義(續) 
研究者/年代 定         義 
Sharma, N. 
（2016） 

認為休閒是指一個人在沒有任何工作，社會或家庭責

任時自願從事的活動。 
李文題（2001） 休閒不僅需要時間，是一種動態或靜態的活動，也需

要經驗和學習，具有其多面性，也可說是人們不可或

缺的生活要素。 
鄧建中（2002） 休閒活動是一種生活方式，人們可藉由閒暇時所從事

不同類型的活動而獲得愉悅或滿足，及美好的經驗累

積，來使人生更美好 
陳文長（2004） 認為休閒之始是為了放鬆， 人們為了要解除工作上

的緊張、壓力、焦慮和負擔， 為了克服身心疲憊，

所以從事休閒行為， 投入休閒活動， 目的即在放鬆

自己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所述，將休閒定義為休閒是在所謂有空的閒暇時間下，自

我選擇從事非物質性的生產活動，且具有娛樂、放鬆、個人發展之功能。

其為一種心靈狀態或態度,是在自由的時間所從事非工作、非義務的事。

也就是扣除生活及生存所需的時間後，個人所從事依自己自由意願所選

擇的活動，是知覺生活上的自我實現，並能夠帶給人愉悅自在感受與體

驗者，都稱之為休閒活動。 

2.1.3 休閒的功能 

休閒與工作是生活的兩面，一直是密不可分的（陳彰儀，1989；許

義雄、陳皆榮，1992），當工作疲倦時就需要藉由從事休閒活動，來紓

解與降低身心之壓力， 

而休閒活動的有效運用，對於人格發展、工作效率、人生目標、社

會文明的提升，均有密切的關係與影響（高俊雄，1996） 

就個人而言，不僅可促進身心健康、調劑身心、擴大生活視野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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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際關係、豐富精神生活、均衡生活體驗、健全生活內涵、提昇生活

品質，它可以減輕壓力所造成的影響，並帶給個體心理的愉悅及生理的

放鬆等；對社會而言，可促進經濟進步，改善社會風氣，創造和諧的社

會（Bammel＆Burrus-Bammel,1992；中華民國造園學會、台灣大學園藝

系，1998；朱明謙，2001）。 

2.1.4 休閒的類型 

若以內容來做區分，從以往的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休閒活動的分

類大多採用主觀分類法（ Subjectivity Analysis ） 、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及多元尺度評定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MDS）此三種分

類方式（陳彰儀，1989；張坤鄉，1991；孫孟君，1998；朱立夫，2009） 

1.主觀分類法（Subjectivity Analysis）： 

依據研究者個人主觀的看法及概念將對休閒活動進行整理、歸納、

分類及命名。其大都皆參考相關文獻後並依研究主題特性以及休閒活動

的特性來做分類，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型態多樣且項目繁多，為便於

分類，學者常採用群集（cluster）的方式，將休閒分為數個領域或類型，

並加以整理歸納並將其命名，其優點為可以排除互斥，可將所有活動之

目的及特性加以整理歸納，缺點方面填答上較不方便。  

在國內，學者對於休閒活動類型的用語雖有不同，但離不開一些特

定的範疇，像是社交性、身體性、康樂性及藝文性的休閒活動。也有學

者再加上宗教性、服務性、文化性及嗜好性的休閒活動。國外學者也陸

續加入不同類型的活動，像社會服務、自我增進/教育、適能、旅遊等（許

建民，1999）。 

Maslow（1970）需求層次理論，將休閒活動類型依其動機分成七類：

知識類、休憩類、社交類、感官刺激類、健康促進類、自我實現類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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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類。交通部觀光局（1995）將國人的休閒活動分為視聽活動（看電視

及DVD、聽音樂）、戶外健身活動（爬山、健行）、藝文活動（看展覽

及表演）、娛樂活動（逛街）、怡情活動（編織、手工藝品）及其他活

動等。教育部於（1989）所訂頒「休閒教育實施計畫」將休閒活動項目

歸納為體能、知識、娛樂、藝術、服務五大類。 

黃中科（1990）依主觀分類法將休閒活動類型分為消遣性、嗜好性、

社交性、體能性、益智性及服務性；鄭順聰（2001）參考Ragheb（1980）

主觀分類法所提出的休閒參與構面為架構，可分為「大眾媒體」、「文

化活動」、「運動」、「社交活動」、「戶外活動」、「個人嗜好」六

大構面。林清崎（2002）則是分為戶外遊憩性、體育性、知識性、技藝/

嗜好性、娛樂性及社交性；而梁玉芳（2004）則是分為運動健身型、嗜

好休憩型、家庭社交型、戶外遊憩型、進修友誼型、視聽娛樂型、消遣

閒逸型等幾大類。其分類雖有些許不同，但皆包含生活的動態和靜態面。 

2.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 

此種分類法是利用因素分析的統計方法來進行分類，並萃取出具代

表性的因素，依受試者參與活動頻率之相當或近似性，利用電腦統計而

予以歸類，這方法使用最普遍，也是較為客觀的方法。 

文崇一（1981）依因素分析法將休閒活動分類為知識性、社交性、

運動性、消遣性及玩樂性；陳彰儀（1985）則將之分為知識性、體育性、

藝術性、作業性、社交服務性、娛樂性、休憩性及與小孩有關之活動； 

梁坤茂（2000）則分為運動型、技藝作業型、娛樂休憩型、知識型

及社交型；而李文題（2001）則是分為家庭型、消遣型、休憩型、進修

型、社交型、遊逛型及運動型等幾類。 

3.多元尺度評定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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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是將所列之休閒活動歸為兩兩成對的多組相對項目，由受試者

依自己對此兩種活動相似性的感覺加以評定結果，並由受試者說明其相

似處（張坤鄉，1991）。雖然分類方法較為簡單，通常類型都不多，如

主動/被動；戶內/戶外；個人/團體等（Grazia, 1962；Brent,1975），但問

卷卻較為複雜。Brent （1975） 採多元尺度法將休閒活動類型分為主動/

被動、個人/團體、心智/非心智及戶內/戶外；張宮熊（2002）則將之分為

山岳休閒活動類型、濱海休閒活動及文化休閒活動幾類。 

依據各學者對於休閒活動參與的見解，比較國內教師休閒活動參與

類型的相關文獻比較發現，國內教師對於休閒活動的參與類型偏向以家

庭為主的休閒活動（朱俶儀，2003；李文題，2001；鄧建中，2002），

而活動型態則以靜態休閒活動為主。由於休閒活動的分類方式眾多，各

種分類法各有其優缺點。而因統計、分析方法的不同也會有不同的休閒

型態產生，加上休閒活動項目本身的屬性也有著某種程度的差異，以致

分類的結果也不盡相同。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休閒活動類型上的分類，主要是依據國內學者

（凌德麟，1998，郭肇元，2003；劉虹樺，2014；蔡秀卿，2012）對於

休閒活動之分類，較符合國內的風土民情和文化背景。在休閒活動項目

上，彙整並歸納專家及學者的意見後，並配合現代社會趨勢將休閒活動

類型依主觀分類法區分為以下六種分類型態，共 31 個細項，做為本研究

之休閒活動類型之依據。 

今將本研究之類型內容分述如下： 

（1）健體運動型：雕塑體型、增進健康體適能、舒展身心 

（2）社交公益型：促進和諧關係、體貼別人，分享心靈感受、得到

別人的信賴、建立互信、增進親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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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戶外活動型：鍛鍊身體、強筋健骨、強健體魄 

（4）知識文化型：提升知能、增廣見聞、充實知識 

（5）娛樂遊憩型：陶冶身心、怡情養性、舒壓解勞 

（6）嗜好怡情型：修身養性、豐富心靈生活 

本研究量表之細項內容參考資料來源（郭肇元，2003；劉虹樺，2014；

蔡秀卿，2012）。  

2.2 休閒滿意度 

本節主要就休閒滿意度的相關論述與研究的探討，共分成五個部分：

2.2.1休閒滿意度之概念；2.2.2休閒滿意度之定義；2.2.3休閒滿意度理論；

2.2.4 休閒滿意度之量測；2.2.5 休閒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2.2.1 休閒滿意度的概念 

休閒活動：指在自由、自願的情況下，離開工作與義務，從事之非

危害他人、社會及自我沈溺的活動。 

滿意：在活動中感到自由、愉悅、享受、滿足、成就與放鬆的感受。 

度量：對活動的感覺（分項或總體）進行比較、評價、量測、度量。 

依西方學者 Beard and Ragheb （1980）的見解，可由六個構面來進

行科學的多面向評量；分別為心理（Psychological）、教育（Educational）、

社會（Social）、放鬆（Relaxation）、生理（Physiological）、美感層面

（Aesthetic）。本研究依此精神對休閒滿意度進行探討與研究。 

綜合以上所述，認為休閒滿意度：是在自由、自願的情況下，離開

工作與義務，從事之非危害他人、社會及自我沈溺的休閒活動；並從活

動中感到自由、愉悅、享受、滿足、成就與放鬆，進而對休閒活動所獲

得的滿意感受，進行多面向的比較、評價、量測與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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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休閒滿意度之定義 

Beard & Ragheb（1980）：休閒滿意度是個體知覺的經驗，對情境感

到滿意或滿足的程度。Riddick(1986)：滿意度是一種相對的概念，有相對

標準，標準包含過去的經驗與期待、參與的成就感或從活動中意識到的

滿意度是一種相對的指標，被界定為期待與現實間的差異，當實際情況

未滿足期待時則產生不滿；當實際情況符合個體期待時，則產生滿意。

Mannell and Kleiber （1997）指出滿意度非無來由的，是與動機相伴而生

的，是對動機下行為結果的科學衡量。Whisman, S. & Hollenhorst, S. 

（1998） 休閒滿意度會在休閒活動中直接受到人們主觀評價和間接受到

活動情境面向的影響。 

周文慶（2009）認為休閒滿意度是一種個體經由參與休閒活動所得

到的正向感受以及在休閒情境中所經驗到的品質及內涵。張惟剴（2014）

休閒滿意度是個體從事休閒活動所引導即獲得的正面看法及感受。對於

休閒滿意度定義為一種積極的看法或感受的個別形式、誘因或作為從事

休閒活動的結果的選擇效益。黃梅芳（2014） 個體從休閒活動中得到的

需求滿意程度，且為一種正向的感受，用來檢視認真性休閒參與者的休

閒滿意度，個體在參與休閒活動時感受到的滿足程度，滿足程度越高，

滿意度越高。 

綜合以上所述，將休閒滿意度定義為從事休閒活動的效益，是一種

積極的看法，含有主觀評價，間接受到活動情境面向的影響，不是無來

由的；他是與動機相伴而生的喜好、需求或期待的具體實現，包含了心

理、教育、社會、放鬆、生理、美感等六個層面之知覺體驗。是個體在

參與休閒活動時獲得的正面看法、正向的感受，也是身心感受到的滿足

程度。有相對標準，標準包含過去的經驗與期待，它從參與的成就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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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活動中意識到的滿意度，是個體知覺的經驗，對情境感到滿意或滿足

的程度。 

2.2.3 休閒滿意度之理論 

休閒滿意度的理論基礎，Beard ＆ Ragheb（1980）綜合各學者的研

究彙整後所提出，共有六個方面，分別是心理、教育、社會、放鬆、生

理、審美。 

1.心理方面（Psychological） 

休閒滿意的心理要素，是基於個人的「內在動機」，心理上感覺很

有趣有吸引力的，經由「自由選擇」的活動參與過程來達到自我實現的

目的。此外，個體從事活動使用不同技能來挑戰自己的「能力」與「才

智」，從中獲得成就感，並能展現其個別性與獨特性顯露自我並尋求自

我成就感。 

2.教育方面（Educational） 

個體在休閒活動當中不斷的追尋新的刺激，增長知識，以瞭解自己

與週遭環境的關係，在其當中會去嘗試新事物的機會，學到更加認識與

了解自己。而個體在從事休閒活動的過程中除了可增加對自我及環境的

互動外，也滿足了個體的好奇心與求知慾，使其有機會學習新的事物，

使經驗更寬廣進而增進個人的生活經驗與人生閱歷。 

3.社會方面（Social） 

個體在休閒活動中自願參與具有服務性質的團體或組織，提供社交

取得團體的認同、注意或承認，發展人際關係，此將有助於個體取得社

會尊重與他人的尊敬以維持或發展自由選擇的社會關係，如此將有助於

適應社會。其自然形成的人際關係有助於：（1）擁有良好的情誼；（2）

提供認識朋友的機會；（3）達成社會互動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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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放鬆方面（Relaxation） 

依此理論認為休閒活動可以幫助個體放鬆使其獲得休息、幫助壓力

適放(消除壓力)，此外工作閒暇的遊戲或運動能具有恢復元氣的作用。

例如跑步快走，不在於走了或跑了多久多遠，而是在享受汗水淋漓的痛

快感覺，達到身心的舒暢與放鬆。 

5.生理方面（Physiological） 

從休閒參與的功能來說，個體參與的活動中，有些具有「生理上的

自我挑戰」或「讓身體(能)健康、強化肌耐力及心臟功能」，並「防止

肥胖」，藉由控制體重增強精力，進而達到健康促進的目的。近幾年來，

運動休閒中心如雨後春筍般的增加，就是為了想達到這些功能。所以休

閒活動能發展體適能、控制體重、保持健康等，廣受民眾的喜愛。 

6.審美方面（Aesthetic） 

若從事休閒活動的場所有經過良好的規劃，場地令人感興趣(有意思、

引人入勝)且環境優美、清潔，就會使得整個休閒體驗的品質更為愉悅、

有趣。當個體在視覺與外在感覺上獲得相當的美感經驗，也會帶動其對

於休閒滿意的高度認同。例如運動休閒中心、享受美食的餐廳或是度假

飯店，無不佈置的讓人心曠神怡，美輪美奐，就算再累的身心，在美的

事物環抱下，也會消失的無影無蹤。 

綜合上述，休閒滿意度為個體於休閒活動中所獲得的滿足、滿意的

正向感受，其大致可分為心理、教育、社會、放鬆、生理及美感六個層

面，然而休閒滿意感亦受到休閒參與者個人動機需求、情感、認知及人

格特質等因素交織影響，而呈現不一樣的滿足結果。 

2.2.4 休閒滿意度之量測 

Beard & Ragheb（1980）建立「休閒滿意」之研究架構，並發展出「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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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滿意量表」（Leisure Satisfaction scale ,LSS），用以測量個體透過參與

休閒活動知覺個人的需求而獲得滿足的程度。 

Beard & Ragheb 於 1977 年至 1978 年間，前後共實施兩次「休閒滿

意量表」的調查研究，以考驗其信、效度。量表第一次預試對象為 160

位休閒服務業專家以及 603 位受試者（包括大學生、專家、退休人員、

藍領階級）所組成。資料經因素分析後，原量表的整體信度（alpha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為 0.93），假設下之各子構面信度介於 0.76 至 0.86 之間。預

試題目經修正改善後，量表彙整出分屬六大構面的 51 道題，得分高者可

反映出其所擁有的休閒體驗較為豐富。 

Beard & Ragheb 第二次再針對 347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施測，以瞭解

量表的信度與修正後的因素結構，並測試此份量表是否適用於不同的樣

本群。研究結果顯示修正後的量表在信度與子構面的界定上略優於原量

表，休閒滿意量表（LSS）的信度為 0.96，六個構面分別為心理面向、教

育面向、社會面向、放鬆面向、生理面向及美感面向，信度範圍從 0.85 到

0.92，顯示「休閒滿意量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 

本研究參考的是 Beard & Ragheb（1980）的休閒滿意度量表（LSS），

共計 24 道題目，採五點量尺作答與計分。此量表於本研究所測信度為

Cronbach’s α .96，以往對於休閒滿意度所進行的研究，（謝智謀，1998；

陳南琦，2000；黃副殷，2002；鄭丞伸，2001；蘇瓊慧，2005；吳筱雯，

2005；張菁文，2006），亦引用或參考此量表進行研究。故本研究將參

考此內容進行施測，以瞭解目前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的情形。 

2.2.5 休閒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李貞芳（2016）可培養多元休閒技巧，養成從事規律休閒習慣，不

僅可提昇健康適能，亦可以帶來身心健康、生活滿意及個人成長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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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益。黃昌賢（2016）社會支持部份構面與持續涉入可顯著正向預測

休閒滿意度；其中以吸引力對休閒滿意度最具預測力。 

莊御祥（2014）認真休閒對於流暢體驗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構面

中「獨特精神」對流暢體驗的影響最大，其次為「生涯性」；認真休閒

對於休閒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構面中「獨特精神」對休閒滿意

度的影響最大，其次為「個人努力」；流暢體驗對於休閒滿意度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其構面中「自我成就」對休閒滿意度的影響最大，其次為

「明確的目標與回饋」。陳東燕（2014）休閒滿意度共有四個因素，其

中以「新奇性」的滿意度最高，其次為「安全舒適性」與「成就性」，

「情緒性」之滿意程度最低；呂金達（2014）休閒活動參與滿意度存有

顯著差異，在「心理構面滿意度」、「社會構面滿意度」、「放鬆構面

滿意度」及「美感構面滿意度」四個休閒滿意構面上，城鄉社區居民存

有差異。黃慶輝（2015）參與動機包括健康適能、紓壓放鬆、技術需求、

社會需求、成就需求的五個構面，以及價值認知包括功能性價值、體驗

性價值、象徵性價值三個因素加上運動表現皆與整體休閒滿意度呈現正

相關。 

Ragheb and Griffith（1982）研究休閒參與、休閒滿意及生活滿意指

出： 

1.休閒活動參與頻率高則生活滿意較高。 

2.休閒活動參與頻率高則休閒滿意較高。 

3.休閒的滿意度大則生活滿意也大。 

4.休閒參與和休閒滿意具有正向相關，也就是休閒參與程度越高則越

滿意。 

Dumazedier 學者提出，當休閒活動無法獲得滿足時，則在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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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過程中便會感到無趣，故休閒滿意度是休閒參與的主要條件，當

滿意度消失或降低，個體將中止類似活動的參與（陳南琦，2000）。 

吳珩潔（2002）在大台北地區民眾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之研究中，

針對在台北縣市活動之十五歲以上民眾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大台北

地區民眾休閒滿意度接近中等偏高的程度，其中在「放鬆」層面的滿意

度最高，其次為「教育」、「心理」、「美感」、「社會」層面的滿意，

最低為「生理」層面之滿意。陳艷麗（2003）研究台南縣市大專教師休

閒活動與休閒滿意度，其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服務年資、年收入

的大專教師其休閒活動參與項目滿意度差異達顯著水準。而休閒滿意度

不因休閒參與頻率的多寡而受到影響，所以休閒參與頻率高，不代表休

閒滿意度高。吳筱雯（2005）探討國中已婚女性教師生活壓力與休閒參

與、休閒滿意及幸福感之關係。已婚女性教師之休閒滿意屬中高滿意，

以「放鬆層面」的滿意度最高，「生理層面」的滿意度最低。 

綜觀以上文獻發現，國內外研究時廣泛使用休閒滿意度量表，很多

的研究說明休閒滿意度會因為性別、年齡、教育、婚姻、經濟等因素的

不同而有所差別。一般而言，受訪者多在「放鬆層面」的得分最高，男

性、經濟狀況較佳、教育程度較高、已婚或有固定伴侶者有較高之休閒

滿意。 

2.3 幸福感 

本節主要就幸福感的相關論述與研究的探討，共分成四個部分：2.3.1

幸福感之定義；2.3.2幸福感之相關理論；2.3.3幸福感量表 2.3.4 幸福感

之實證研究 

2.3.1 幸福感的定義 

幸福感是一個多維結構，包含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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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分（Albuquerque、Lima、Figueiredo & Matos, 2012），西方幸福感

的研究興起約始於1970年代，Wilson（1967）認為所謂幸福感就是快樂。 

國內學者陸洛（1998）則整理出主觀幸福感是「對生活品質的沉思

評鑑，是一種包括了高昂的正向情緒及對整體生活滿意的主觀感受」。 

黃春太（2010）認為幸福感是健康的最高境界，是心理、生理、社

會狀態層面的指標，是對整體狀況評估之結果，此處指的是個體心理感

受與滿意度的整體評價及個體快不快樂的整體感受。近來研究傾向是一

種個人主觀經驗，包括「情緒」、「認知」、「身心健康」三層面，共

通要素有「生活滿意」、「正向情感」、「身心健康」、「良好發展」、

「完整滿足感」。 

陸洛（1998）針對西方幸福感之定義及理論做過系統性整理，幸福

感起源於哲學家嘗試對 Well-Being（WB）提出解釋，幸福感的定義大致

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認為幸福感是一種外在的評量標準，尤其是一種道德的評

量標準，以社經地位、教育水準、年齡等因素，來推估幸福感的程度

（Andrews & Withey, 1976；Campbell & Rogers, 1976；陸洛，1998）。但

因為每個人的認知和解讀不同，很難找到一套客觀的外在標準。 

第二階段以主觀感受的角度來進行幸福感的分析，認為幸福感來自

於較多正向情緒及較少負向情緒的總和，焦點放在情緒面的測量，卻忽

略了認知活動對幸福感的影響。 

第三階段則認為幸福感來自於人類對過去一段生活時間的評估後所

得的整體感覺，著重於認知活動的影響，幸福感的概念接近生活滿意。 

第四階段幸福感研究進入整合的狀態。西方幸福感研究可以分為主

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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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傳統。在正向心理學的理念下，對幸福感有不同的概念，而發展出

幸福感的三個構面： 

1.「心理幸福感」（Ryff, 1989；Ryff & Keyes, 1995）：認為幸福不

只是獲得快樂或侷限在正向感受而已，還要能發揮潛能以達到完美的體

驗，探討的是個人內在所反應出自我心理調適與對生活宏觀的知覺。 

2.「社會幸福感」：透過大眾和社會來評量自我生活的機能（Keyes & 

Ryff, 2002）。 

3.「情緒幸福感」：融合前兩者，是個人對自我生活的滿意程度與正、

負向情緒的感受程度。 

幸福感是個人主觀的經驗，而非以外在客觀標準作為評斷的依據（施

建彬，1995）。正向情緒可反映個人的快樂程度，負向情緒則是個人主

觀的痛苦指標（Andrew & Withey, 1976；Emmons, 1999；Watson & Tellegen, 

1985）。近來研究傾向於幸福感應包含認知、情緒和身心健康三個層面，

幸福感可以讓個體發現自己，了解自己的意義和價值（陳騏龍，2001；

陳嬿竹，2002）。 

綜上所述，對幸福感的相關定義不少，但歸納整理後不難發現主軸

大致在於個體的認知、正向情緒、負向情緒、心理健康、生活滿意這幾

個方面。 

2.3.2 幸福感的相關理論 

有關幸福感的理論，由於學者源於不同的背景，分別從個人動機、

特質、經驗等不同的角度解釋其幸福感。各種不同背景、產生不同的界

定與論述，依據心理學家的看法，大致可以分成四種理論： 

1.需求滿足理論；2.特質理論；3.動力平衡理論；4.判斷理論（黃馨

萍，2003；陳嬿竹，2002；陳騏龍，2001；巫雅菁，2001；林子雯，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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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滿足理論（Need Satisfaction Theory） 

 馬斯洛 (Maslow）需求滿足理論的觀點，認為人類的需求有生理、

安全、愛與歸屬、自尊需求、自我實現等不同層次上的需求，實踐需求

便能得到滿足。認為幸福感來自於個人需求的滿足，當目標經常無法達

成或長期無法得到滿足將導致不幸福。由於著重的重點不同，需求理論

又可細分為目的（標）理論、活動理論、苦樂交雜理論，分別敘述如下： 

（1）目的（標）理論（Telic or Endpoint Theory） 

假設人都具有一個內隱的需求模式行為之基礎，個人理想的達成會

帶來幸福感，所以此類研究大多在探討個人目標達成與否，會影響一個

人的幸福感受（Holahan, 1988），又稱終點理論。理論假設每個人都具

有一個隱性的需求模式作為行為之基礎，個人的理想如果達成就會帶來

幸福感（陸洛，1998）。影響一個人幸福感之關鍵因素，是以個人之目

標是否達成為主，注重需求—目標（needs--goals）間之滿足，幸福感是

在個人達到目標後，所出現長期且穩定滿足的感受（Omodei＆Wearing，

1990），也就是當層次需求達成後，幸福感便會產生。 

（2）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 

人是群居合群的動物，當人類專注且主動的參與活動時，個人透過

健康的、有意義參與過程，經由人與人之間的分享，提供更多元的支持，

使人有成就感，幸福就伴隨而生。 

從社會整合的角度認為個人幸福感經由人際與社會網絡的互動，藉

由工作、休閒、運動、或人際互動的過程，發揮潛能並滿足個人需求。 

（3）苦樂交雜理論（Pleasure and pain Theory） 

Diener（1984）指出的，如果個體長期處於需求被剝奪的感受，一旦

需求獲得滿足時，隨之而來的幸福感也越強烈。也就是說，雖然成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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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幸福，失敗帶來痛苦，但若個體對於目標的達成不在意，就算失敗、

失去美好的東西，也不會產生不幸福的感受。 

幸福與痛苦是同源的且相伴隨而生的，當一個人的生命中失去某種

東西時，個體才會有目的與需求；當失去的越大，達成目標時所獲得的

幸福感就越大。且只有在受到痛苦後才能體會及珍惜幸福。（施建彬，

1995；涂秀文，1999；謝青儒，2002；黃國城，2003；蕭惠文，2009）。 

綜上所述，此理論的主要論點則是認為幸福與不幸福（痛苦）是伴

隨在一起的，來自同一根源是一體兩面無法分割的；沒有經歷過痛苦者

就不能體會真正的幸福，只有長期體會需求被剝奪的不幸福感，在達成

目標時，才會有強烈的幸福感出現。 

2.特質理論（Trait Theory） 

（1）人格特質理論（Trait Theory） 

 Argyle ＆ Lu （1990）的人格研究中發現，個人越傾向外向性格

時，幸福感也越高；個人越傾向神經特質時，其幸福感也越低。 

陸洛 （1998）研究顯示，外向和內控在快樂、幸福感上呈正相關，

顯示了外向型的人格特質或是愈內控的人，愈覺得快樂、幸福，對生活

感到滿意；而神經質的人格者剛好相反，其在快樂幸福感上呈負相關，

表示神經質人格愈高，愈覺得不快樂、不幸福。陳鈺萍（2004）的研究

也指出，外向性、和善性、嚴謹自律性、聰穎開放性等人格特質傾向與

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而神經質特質與幸福感呈顯著負相關。 

（2）連結理論（Associationistic Theory） 

認為生活事件本身應該是中性的，經過認知、記憶及刺激反應的制

約與連結的觀點，來說明、解釋為何有些人特別容易感到幸福的原因。

Diener  (1984）認為當個人以正向的認知、態度、角度來看待、解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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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較能夠促進正向幸福感的產生。而Stone & Kozma (1985）從認知、

記憶及刺激反應的制約連結，來說明為何有些人特別容易感到幸福的原

因。蕭惠文 (2009）認為因價值觀與人生觀不同，面對相同的事件，有些

人採悲觀消極，某些人則可能會採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面對，而正向思考

與主觀幸福感有相關，若個體願意避免不快樂的想法，多想些快樂的事

情，則會提升自我的幸福感。 

在目前相關的研究中也指出擁有以幸福感為核心的記憶網路的人，

相對幸福感受度比較高，也較易以正向的認知來解釋發生的事件，故較

容易產生幸福感。 

3.動力平衡理論（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認為幸福感的獲得除受到穩定的人格因素影響外，也會受到短期正、

負向生活事件變動的影響，當生活中發生特別的事件或不同於以往的經

驗時，個人的幸福感將隨之改變。 

4.判斷理論（Judgement Theory） 

認為幸福是一種相對的、比較標準與實際狀況後所得到的結果。基

本的假設：幸福感是來自比較後的結果，比較的參照標準會依情境而改

變，此標準是由個體自己所選取與建構的。當所面臨的事件比參照標準

感覺好時，就會產生幸福感；反之，則將引起不幸福的感覺。 

由於判斷理論的參照標準不同，其中較重要的理論有期望水平理論、

社會比較理論、適應理論，分述如下： 

（1）期望水平理論（aspiration level theory）：認為幸福感取決於個

人理想的狀況與目前實際的狀況相互比較後所得到的結果。成就現況與

期望達到的水準之間的差距越大，則幸福感越低。反之，則幸福感越高。 

 施建彬 (1995）認為人會依照過去的經驗來設定一個期待目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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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與現實的目標比較時，其評斷的差距及結果，就會決定個體所感受

到的幸福程度。 

（2）社會比較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社會比較理論認為

幸福感是來自與他人比較後所得的結果，若優於對方，則獲得幸福的感

受，反之，則有不幸福的感覺。參照的標準是來自他人，如家人、同事、

朋友，甚至不認識的人，不過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與自己社經地位相近

的人，來作為比較參照的標準Argyle (1987）。 

（3）適應理論（adaptation theory）：所判斷參照的標準是來自於個

體本身透過和先前個人發生之內在經驗相比較後，若現況比以前感覺更

好，便會有幸福感產生，若比過去經驗差，幸福感就會降低。然而當個

體對好的消息或好的事物漸漸形成習慣以後，對這種刺激、快樂或興奮

的感覺也就會漸漸遲鈍，沒有那麼的強烈感受了。 

綜合以上的論點，認為幸福感是個人需求的滿足；個人看待事情的

心態；是一種相對的、比較標準與實際狀況後所得到的結果；個人認知、

記憶及刺激反應的制約與連結；受到穩定的人格因素影響外，也會受到

短期正、負向生活事件變動的影響；當生活發生特別的事件或不同於以

往的經驗時，個人的幸福感將隨之改變。因此依上列所述特徵來對幸福

感進行研究。 

2.3.3 幸福感量表 

綜觀國內外學者之研究，大致將幸福感之測量分為兩大部分：一是

整體滿意度的測量；二是個人正負情緒出現頻率的測量。而用來測量幸

福感的主要研究工具為問卷調查法，研究者因研究對象與目的的不同，

所設計的量表其重點也不同。 

1.牛津幸福量表（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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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量表是 Argyle（1987）依據「貝克的憂鬱量表」加以反向編寫，

再加上十一題幸福感的題目而來。此量表之信效度均非常良好，採用正

偏態量尺，能充分反應出幸福感正向的特質，在幸福感的測量中廣為使

用。 

2.中國人幸福感量表（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 

陸洛與施建彬等人（1995）譯自牛津幸福量表的28題，加上依質性

訪談資料彙整後，根據九大本土幸福感向度（自尊的滿足、人際關係的

和諧、金錢的追求、工作成就、樂天知命、活得好、自我控制與理想的

實現、短暫的快樂及對健康的需求），另增編了20題，新編成共48 題的

「中國人幸福感量表」。 

3.生活滿意度量表 

Diener, Emmons, Larsen &Griffin（1985）基於當時很多生活滿意度量

表只限於特定年齡層使用，且問項子題裡可能藏著心理測量上的問題，

於是在1985年設計出此生活滿意度量表，以綜觀性評價來估測生活滿意，

兼具簡明、適用各年齡層之優點。 

4.幸福感量表 

林子雯（1996）依據「牛津幸福量表」加以修訂所編製而成，包括：

自我肯定、人際關係、生活滿意以及身心健康四個分量表，採用正偏態

量尺，四點計分的方式。 

5.抑鬱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由 Zung 於1965 年編製而成。能全面、迅速、確實地反映受試者抑

鬱狀態的有關症狀及其嚴重程度。為短程自評量表，容易掌握，操作方

便，應用範圍頗廣，適用於各種文化階層、不同職業及年齡層的正常人。 

本研究所使用之「幸福感量表」，乃參考Argyle（1987）「牛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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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陸洛與施建彬（1995）「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林子雯（1996）

「幸福感量表」、侯辰宜（2007）「教師幸福感量表」及陳鈺萍（2004）

「國小教師幸福感調查問卷」再加以修訂而成。問卷內容由下列三份問

卷所構成： 

（1）自我肯定人際和諧：黃惠惠（1996）「自我與人際溝通」，張

老師出版社 

（2）生活滿意（臨床心理中心） 

（3）身心健康（心情溫度）： 明道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2.3.4 幸福感之實證研究 

幸福感高低所代表的涵義雖是一種主觀的評估，卻代表了個人目前

生活現況整體的滿意和愉悅的程度，因而可視為國民生活品質的重要心

理指標（楊國樞，1980）。Berger & McIuman（1993）也指出幸福感在

生活品質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幸福感可以降低壓力、焦慮、沮喪

以及生氣的負面情緒。陳鈺萍（2004）在國小教師的幸福感及其相關因

素之研究中發現，國小教師的主觀幸福感受現況屬中等程度，主要的幸

福表現是人際關係的和諧，其次是自主性、物質滿足、事業成就。性別、

任教年資、婚姻狀態、健康狀態不同的國小教師在幸福感各層面上均有

顯著差異，而自主性、事業成就、神經質等變項，對國小教師主觀幸福

感受則具顯著預測力。 

詹美珍（2010）的研究則發現，國民小學教師幸福感現況達高等程

度，其中男性、年齡較長、服務年資21年以上、擔任主任的教師對幸福

感的知覺程度較高。而林萃芃（2010）的研究結果顯示，臺北市國民小

學教師具備良好幸福感，且不同性別、年齡、任教年資及教育程度的臺

北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上有顯著差異。 



 
 
 
 
 
 
 
 
 
 
 
 

 

 

24 

 

李春嫣（2011）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教師幸福感各構面中以「樂觀

表現」最高，「生活滿意」最低。而男性、服務年資較長、學歷較高、

擔任主任、學校規模較小且已婚之教師，其幸福感較高。 

曾艾岑（2008）教師之幸福感受“良好”。不同婚姻狀況、教學年

資、教育程度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幸福感有顯著差異；不同性別、學校

地區和擔任職務之教師在幸福感無顯著差異。 

劉香伶（2015）國民小學教師幸福感之概況為中上程度，以正向情

緒層面最高。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教師幸福感方面的研究，發現在不

同的服務年資、不同的現任職務變項上有顯著差異：但在性別、年齡、

婚姻狀況、最高學歷、學校規模及學區類型並沒有顯著差異。 

綜上所述，得知背景變項為影響幸福感之相關因素，在性別、年齡、

年資、職務與婚姻及子女狀況，尚無一致性的看法，值得進一步探討，

而上述研究也因時代背景及研究範圍有所差異，為深入了解彰化市國小

教師幸福感的現況，實有必要將上述變項納入本研究當中，作一個較廣

泛、周延的研究。故本研究選取國小教師之「性別」、「年齡」、「職

務」、「子女狀況」、「教育程度」及「服務年資」作為研究的個人變

項，以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幸福感方面之差異情形。 

2.4 休閒活動選擇參與、休閒滿意度及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整理國內有關休閒類型、休閒滿意度和幸福感的研究，按照

作者及年代、研究題目、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研究結果整理成整理做

摘要如表 2.2。以了解影響休閒類型、休閒滿意度和幸福感之因素，進而

提供本研究做進一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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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休閒類型、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相關研究摘要表 
研究者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摘要） 

李志恭 

陳欣宏 

（2009） 

大學生休

閒滿意與

幸福感之

相關研究 

東方技術學院 

學生 

問卷調查 1.幸福感之構面與休閒滿意均

達顯著之正相關。 

2.休閒滿意與幸福感二者變項

之間有正相關存在。 

張惟剴

（2014） 

高雄餐旅

大學學生

休閒參與

動機、休

閒滿意度

與幸福感

關係之研

究 

高雄餐旅大學

學生 

問卷調查 1.休閒參與動機各構面均能正

向預測休閒滿意度。 

2.休閒滿意度各構面均能正向

預測幸福感。 

3.休閒參與動機各構面均能正

向預測幸福感。 

黃梅芳

（2014） 

國營企業

員工休閒

參與動機

與幸福感

之關係研

究—以休

閒滿意度

為中介 

國營企業員工 問卷調查 1、社交性、勝任/熟練性及刺激

/逃避性休閒動機與休閒滿意度

呈正相關關係。 

2、社交性、勝任/熟練性休閒動

機與幸福感呈正相關關係。 

3、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存在正

向相關關係。 

4、休閒滿意度對於社交性、勝

任/熟練性休閒動機與幸福感具

有中介效果。 

陳欣怡

（2014） 

國小教師

休閒參

與、休閒

滿意度及

幸福感之

相關研究 

臺南市國小教

師 

問卷調查 1.國小教師其休閒活動參與對

休閒滿意度具有正向之影響。 

2.國小教師其休閒滿意對幸福

感具有正向之影響。 

3.國小教師其休閒參與對幸福

感具有正向之影響。 

盧瑞娥

（2016） 

行政機關

人員人格

特質、休

閒參與、

休閒滿意

度對幸福

感影響之

研究 

行政機關人員 問卷調查 1.休閒參與與幸福感達顯著正

相關； 

2.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達顯著

正相關。 

3.休閒參與中的社交活動、大眾

媒體類、文化活動對幸福感具正

向影響。 

4.休閒滿意度中的心理、教育、

社會、放鬆及生理均顯著且正向

影響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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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休閒參與頻率越高則休閒滿意

度越高，反之，休閒參與越低，則休閒滿意度越低；且休閒滿意度也與

幸福感間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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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3.1 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

度與幸福感的現況及其相互之關係。問卷調查以彰化市 16 所國民小學教

師為母群體，因考量受訪者的區域分布，採東西南北中五區各一所學校

為調查對象。而本研究抽樣方法是以標的學校老師有意願填寫問卷者，

屬於便利抽樣方法。 

問卷內容係整理相關理論文獻後所擬定。題項確定後，先實施前測

問卷 40 份，於 2016 年 11 月 20 日到 2016 年 11 月 30 日發放完成，去除

1 份無效問卷後，將有效問卷 39 份，進行資料分析，刪減不適合之題項，

修正問卷之後，立即進行正式問卷的發放，正式問卷發放時間與回收時

間為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止，發出 330 份，回收有效問卷 302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91.52%。 

3.2 研究架構  

綜合前述研究背景、動機與國內外相關文獻之探討得知，本研究主

要目的在於探討彰化市國小教師對於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與幸福

感的相關性構面之關係來作探討，依此建立本研究之理論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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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變項

性別
年齡

教學年資
教育程度
擔任職務
婚姻狀況

休閒活動選擇

健體運動型
社交公益型
戶外活動型
知識文化型
娛樂遊憩型
嗜好怡情型

休閒滿意度

心理面向
教育面向
社會面向
放鬆面向
生理面向
美感面向

幸福感

生活滿意
自我肯定、
人際關係
身心健康

H1 H3

H4 H5

H6

H2

 
圖 3.1 研究架構圖 

3.3 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探討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下列研究假說，希望能透過調

查所蒐集的資料，運用敘述性統計分析、信效度分析、單因子變異分析

及 t 檢定、相關分析，驗證這些假設的成立與否。並探討不同教師特性在

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之關係。 

綜合研究背景、動機、目的與國內外文獻之理論基礎進而建立本研

究之假設，假設分別為： 

H1.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其休閒活動選擇有顯著差異。 

H2.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其休閒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H3.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其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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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休閒活動選擇對休閒滿意度達顯著影響。 

H5.休閒滿意度對幸福感達顯著影響。 

H6.休閒活動選擇對幸福感達顯著影響。 

3.4 研究變項的衡量  

本研究之研究模型中，包含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等

變項，各變項所使用的操作型定義是根據相關文獻探討，並配合本研究

目的加以發展而得。各項變項操作型定義、計分方式、構面與題項，分

別敘述如下： 

3.4.1 個人基本資料問卷設計  

本研究將個人基本資料定義為彰化市國小教師的個人基本資料。包

含性別、年齡、教學年資、教育程度、擔任職務、婚姻狀況等六個題項。

問卷設計分述如表3.1。 

表 3.1 個人基本資料構面與問項 
一、性  別： □(1) 男    □(2) 女 

二、年   齡： □(1) 未滿 30 歲  □(2) 30-39 歲  □(3) 40-49 歲  
□(4) 50 歲以上 

三、教學年資： □(1) 5 年以下   □(2) 6-10 年   □(3) 11-20 年 
□(4) 21 年以上 

四、教育程度： 
□(1) 研究所畢業(含碩、博士、四十學分班)  
□(2) 師範大學(含師大、師院、師專、師範) 畢業     
□(3) 一般大學(學院) 畢業 

五、擔任職務： □(1)主任 □(2)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六、婚姻狀況： □(1)未婚 □(2)已婚，沒有子女 □(3)已婚，有子女   
□(4)其他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3.4.2 休閒活動選擇量表設計  

1.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將休閒活動選擇操作型定義為教師在從事休閒參與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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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休閒活動類型的選擇參與來實現休閒活動。藉由休閒活動選擇的類

型可以了解教師從事休閒活動的目的，亦可作為推估教師從事休閒活動

的內在行為動機。 

2.計分方式  

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尺度(Likert 5-point scale)作為評分基礎，由填表

對象對問卷中的休閒活動類型，就實際參與的情形，依「從未參與」、

「極少參與」、「偶而參與」、「經常參與」、「總是參與」進行勾選，

並依序給予1至5分，藉以了解實際休閒參與的現況。 

3.構面與問項  

本研究關於休閒活動問項名稱的主要部份參考凌德麟(1998) 休閒理

論與遊憩行為（8-10頁）臺北市：田園城市，除此之外的由研究者，根據

資訊生活與社會發展的現況，對休閒活動項目進行新增。 

量表構面的組成綜合參考蔡秀卿(2012) 臺中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類

型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劉虹樺(2014)新北市板橋區國小教師休閒參與類

型及休閒阻礙因素之調查研究與郭肇元(2003)休閒心流經驗、休閒體驗與

身心健康之關係探討而成。 

本研究將休閒活動選擇之構面分成健體運動型、社交公益型、戶外

活動型、知識文化型、娛樂遊憩型、嗜好怡情型六個構面，每個構面各

有4到7個問項，共計三十一題，問卷設計分述如表3.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65KF1/search?q=auc=%22%E8%94%A1%E7%A7%80%E5%8D%BF%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65KF1/search?q=auc=%22%E5%8A%89%E8%99%B9%E6%A8%B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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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休閒活動選擇的構面與問項 

構面 參考資料

1 籃球、網球、羽球、桌球、其它球類運動

2 游泳、潛水、其它親水運動

3 瑜珈、韻律操、有氧舞蹈、太極拳、其它律動

4 慢跑、其它田徑運動

5 聚餐、泡茶、訪友、聚會

6 參與社群、網路交友

7 參與聯誼活動、社團活動、康樂活動等

8 參加宗教活動、靈修、靜坐等

9 參與公益活動、社區服務、擔任志（義）工等

10 散步、競走、溜冰、溜滑板

11 登山、健行

12 旅遊、度假

13 野炊、露營、郊遊、烤肉

14 賞鳥、釣魚

15 騎自行車、騎重機、兜風

16 看書、讀報、閱讀雜誌、小說、看新聞報導

17 參加研習、參與進修課程、聽演講

18 學習電腦技能、學習外語

19 參觀展覽

20 逛街購物、逛夜市

21 看電視及影片、收聽廣播、看電影

22 看球賽、唱歌、看表演、聽演唱

23 下棋、打撲克牌、打麻將、橋牌、桌遊

24 休息小睡

25 吃零食、發呆

26 上網、玩線上遊戲、玩電動遊戲等

27 園藝(種植盆栽、花草樹木)

28 插花、手工藝、收藏、剪報

29 書法、繪畫、攝影、寫作、彈奏樂器

30 居家布置、飼養寵物、研究命理

31 泡湯、SPA

嗜好怡情型

問項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凌德麟

(1998)、

郭肇元

(2003)、

蔡秀卿

(2012)、

劉虹樺

(2014)

健體運動型

社交公益型

戶外活動型

知識文化型

娛樂遊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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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休閒滿意度量表設計  

1.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將休閒滿意度操作型定義為教師從事休閒活動時對休閒情境

中經驗到的品質及內涵。它導引獲致正向看法或感受，它是休閒經驗及

情境感到滿意或滿足的程度。 

2.計分方式  

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尺度(Likert 5-point scale)作為評分基礎，由填表

對象對問卷中的休閒滿意度，就實際感受到的情形，依「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不確定」、「滿意」、「非常滿意」進行勾選，並依序

給予1至5分，藉以了解休閒滿意度的現況。 

3.構面與問項  

本研究採用 Beard & Ragheb(1980)所發展出的「休閒滿意度量表」

(Leisure Satisfaction Scale，LSS)為國外學者編訂測量「民眾之休閒滿意程

度」。該量表亦經多位學者轉譯回國使用，幾經內容效度、構念效度及

效標關聯效度之檢驗，該量表廣受各界之支持與應用。本研究參考原文

與國內學者編譯之量表經研究者編修而成。 

本研究將休閒滿意度之構面分成心理構面、社會構面、教育構面、

放鬆構面、生理構面、美感構面六個構面。每個構面各有4個問項，共計

二十四題，問卷設計分述如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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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休閒滿意度的構面與問項 

 
3.4.4 幸福感量表設計  

1.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將幸福感操作型定義為教師對整體生活滿意程度的認知、自

我肯定與人際和諧以及身心健康狀況，以上述三項指標來衡量與評價生

活幸福感。 

2.計分方式  

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尺度(Likert 5-point scale)作為評分基礎，由填表

對象對問卷中的「生活滿意」、「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就實際感受到

問項 參考文獻

01 我從事的休閒活動，非常有趣又有吸引力。

02 我的休閒活動，讓我充滿自信。 

03 我從事的休閒活動，帶給我成就感。

04 在我的休閒活動，會用到多種不同的技巧(技能)、(手藝、本領)。 

05 我的休閒活動，讓我增長知識。 

06 我的休閒活動，給了我嘗試新事物的機會。

07 我的休閒活動，讓我更加瞭解(認識)自己。

08 我的休閒活動，讓我更加瞭解(認識)他人。

09 經由休閒活動，我與他人建立社交互動。

10 經由休閒活動，我與他人的人際關係更加親密。

11 在我的休閒活動裡，我所遇到的人都很友善。 

12 在休閒活動裡，我與他人進行很多交往互動。 

13 我的休閒活動，幫我放鬆身心。 

14 我的休閒活動，幫我釋放(減輕、消除)壓力。 

15 我的休閒活動，在情緒上帶給我幸福感。

16 我從事休閒活動，很單純只是因為我喜歡。

17 我的休閒活動挑戰我的體能。

18 我從事讓我身體健康的休閒活動 

19 我從事的休閒活動，讓我恢復體能。

20 我的休閒活動幫我保持健康。

21 我在乾淨清爽的區域(場所、地方)，從事休閒活動。 

22 我在有趣(快樂)的場所(地方)，從事休閒活動。

23 我在漂亮(美麗)的場所(地方)，從事休閒活動。

24 我在規劃設計良好的場所(地方)，從事休閒活動。

美

感

構

面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放

鬆

構

面

生

理

構

面

社

會

構

面

構面

心

理

構

面

資料來源：

J. G. Beard

and M. G.

Ragheb

(1980).

Measuring

leisure

satisfactio

n.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教

育

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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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依「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確定」、「同意」、「非

常同意」進行勾選，並依序給予1至5分，藉以了解幸福感構念下「生活

滿意」、「自我肯定人際和諧」構面的現況。 

另問卷中的「身心健康」由填表對象，就實際感受到的情形，依「非

常厲害」、「厲害」、「中等程度」、「輕微」、「完成沒有」進行勾

選，並依序給予1至5分，藉以了解幸福感構念下「身心健康」構面的現

況。 

3.構面與問項  

本研究將幸福感歸納為「生活滿意」引自台大臨床心理中心(生活滿

意)量測問卷、「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引自黃惠惠（1996）自我與人際溝

通張老師出版社、「身心健康」引自心情溫度 明道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三個構面，組合上述三項構成本研究幸福感量表。其中「生活滿意」有

五個問項、「自我肯定人際和諧」有七個問項、「身心健康」有五個問

項，總共 17 個題項。問卷設計分述如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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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幸福感的構面與問項 
構面 問項 參考文獻

在絕大部分情況裡，我的生活是接近我的理想狀態。

我的生活情況好極了。

我很滿意我的生活。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擁有生命裡我想要的重要事物了。

若是能夠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我幾乎不想改變什麼。

做自己，愛自己也愛別人

知道自己是誰，接納自己、喜愛自己。

做想做的、說想說的，但又不指責或詆毀他人。

勇敢但不衝動，有自信，不畏壓力與嘲笑。

關懷他人但不討好，重視別人的權益，重視別人的決定。

認為重要的，即使有壓力也不退卻。

對自己有信心，重視自己的價值。

感覺緊張不安

覺得容易苦惱或動怒

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覺得比不上別人

睡眠困難，譬如難以入睡、易醒或早醒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生活滿意

自我肯定

人際和諧

身心健康

台大臨床心理

中心「生活滿

意」量測問卷

黃惠惠（民

85）「自我與

人際溝通」，

張老師出版社

心情溫度： 明

道大學 諮商輔

導中心

 

3.5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問卷收回以後，利用IBM SPSS 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對資

料進行處理。使用的統計方法依研究目的之需要分別採用項目分析、效

度分析、信度分析、敘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對研究假設內容進行解釋/描述、驗證。 

以下茲將本研究所使用到的統計方法做簡單介紹： 

3.5.1 敘述性統計分析 

將收集的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分析，對樣本的樣本數、最小值、最大

值、平均數、標準差等進行描述，以了解彰化市國小教師的背景基本資

料及各研究構面的資料分布狀況，進而對樣本的組合特性有初步掌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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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 

3.5.2 項目分析 

本研究預試資料就量表題項中每一題目為對象，逐題採用項目與總

分積差相關法計算每一個題項與各構面總分的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 

(DeVellis, 2003)，本研究選擇題項的標準是項目與量表總分的積差相關係

數須達0.4 以上。 

3.5.3 效度分析 

效度是指問卷測量結果的正確性及有效程度，效度分析是檢測量表

是否正確衡量所欲測量對象的特質屬性。效度愈高，表示結果愈能表現

所欲測量對象的本質。本研究各構面所使用的問卷內容均參考引用相關

文獻之理論與量表，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定稿，因此問卷題項均具有一

定的內容效度。 

3.5.4 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問卷測量結果的可靠性與一致性。而 Cronbach’s α 係數是

目前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常用於判別信度的方法。以往有關信度相關的研

究均指出，Cronbach’s α 值係數介於 0 到 1 之間，α 值越大表示信度

越高，若α值大於 0.7 為「高信度」； 0.5～0.3 為「可接受信度」；0.3 

以下表示「低信度」；本研究最低之判斷基準引用學者Nunnally(1967)：

研究指出對編製預測測驗或測量某構念之初期研究，信度係數在 0.5 或 

0.6 已足夠。因此本研究以 0.5 做為最低判斷基準。 

3.5.5 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對自變項可獨立區分為二個「水準」的類別變項，其依變項

為等距尺度或等比尺度的連續變項，採用「獨立樣本t檢定」對樣本平均

數差異進行檢定，檢視其值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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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變項可獨立區分為三個或三個以上類別者，其依變項為等距尺

度或等比尺度的連續變項，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對樣本平均數差異進行檢定，檢視其值是否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使用上述二種方法，檢測個人變項、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

意度、幸福感各構面是否有顯著性差異。即檢定本研究假設H1、H2、H3。 

3.5.6 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旨在求兩變項間的相關程度。運算結果除呈現變數間的相

關外亦解釋了變數間的因果關係。過程先對自變數與依變數間的關係進

行檢定，再對潛在變數與其他潛在變數間的因果關係模式做假設檢定，

即檢定本研究假設 H4、H5、H6。 

3.6 前測預試結果 

本研究前測回收之有效問卷（39 份），整個資料收集齊全後做資料

分析及討論。 

3.6.1 休閒活動選擇量表 

本研究進行項目分析後題項與構面總分積差相關係數介於(0.516～

0.819、p< .01(雙尾)，相關顯著水準)，量表再以Cronbach’s α作信度分析，

經分析結果休閒活動選擇量表，各分量表Cronbach α係數值介於0.514

～0.818 之間，總量表的Cronbach’s α為0.883，本研究最低之判斷基準

引用學者Nunnally(1967)：研究指出對編製預測測驗或測量某構念之初期

研究，信度係數在 0.5 或 0.6 已足夠。因此本研究以 0.5 做為最低判斷

基準。此表示休閒活動選擇量表具有良好的同質性與內部一致性信度（如

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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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休閒活動選擇量表項目分析、信度分析摘要表  

構面 題數
題項與構面總分積

差相關係數
 Cronbach's α 值

健體運動型 4 0.516～0.751 0.514

社交公益型 5 0.638～0.808 0.746

戶外活動型 6 0.585～0.819 0.803

知識文化型 4 0.719～0.782 0.708

娛樂遊憩型 7 0.441～0.756 0.670

嗜好怡情型 5 0.710～0.812 0.818

總量表 0.883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3.6.2 休閒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進行項目分析後題項與構面總分積差相關係數介於(0.747～

0.960、p< .01(雙尾)，相關顯著水準)，量表再以Cronbach’s α作信度分析，

經分析結果休閒滿意度量表，各分量表Cronbachα係數值介於0.845～

0.936之間，總量表的Cronbach’s α 為0.960，此表示休閒滿意度量表具有

良好的同質性與內部一致性信度（如表3.6）。 

表 3.6 休閒滿意度量表項目分析、信度分析摘要表  

構面 題數
題項與構面總分積

差相關係數
 Cronbach's α 值

心理面向 4 0.873～0.950 0.913

教育面向 4 0.806～0.870 0.860

社會面向 4 0.747～0.924 0.895

放鬆面向 4 0.828～0.960 0.921

生理面向 4 0.866～0.952 0.936

美感面向 4 0.751～0.910 0.845

總量表 0.960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3.6.3 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進行項目分析後題項與構面總分積差相關係數介於(0.665～

0.874、p< .01(雙尾)，相關顯著水準)，量表再以Cronbach’s α作信度分

析，經分析結果幸福感量表，各分量表Cronbach’s α係數值介於0.859～

0.887 之間，總量表的Cronbach’s α為0.909，此表示幸福感量表具有良好

的同質性與內部一致性信度（如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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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幸福感量表項目分析、信度分析摘要表  

構面 題數
題項與構面總分積

差相關係數
 Cronbach's α 值

生活滿意 5 0.729～0.874 0.863

自我肯定人際和諧 7 0.665～0.859 0.887

身心健康 5 0.758～0.843 0.859

總量表 0.909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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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是根據問卷所蒐集到的資料， 並參照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採

用適當的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藉以瞭解目前彰化市國小教師

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之相關情況。 

全章共分為八節： 4.1 各量表資料現況分析；4.2 不同個人變項之

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之差異分析；4.3 不同個人變項之彰化市

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差異分析；4.4 不同個人變項之彰化市國小教師

幸福感之差異分析；4.5 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與休閒滿意度之相關分

析；4.6 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之相關分析；4.7 國小教師休閒

活動選擇與幸福感之相關分析；4.8本研究各項假設之驗證結果 

4.1 各量表資料現況分析 

4.1.1 教師基本現況分析 

根據回收問卷，將其整理，分析有效樣本的基本資料得到表 4.1。 

表 4.1 彰化市國小教師基本資料彙總分析表 

 

 

人數(人)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男性 60 19.9 19.9

女性 242 80.1 100.0

未滿30歲 17 5.6 5.6

30-39歲 101 33.4 39.0

40-49歲 146 48.4 87.4

50歲以上 38 12.6 100.0

5年以下 27 8.9 8.9

6-10年 40 13.2 22.1

11-20年 139 46.1 68.2

21年以上 96 31.8 100.0

教學年資

背景變項

性別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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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彰化市國小教師基本資料彙總分析表(續) 

人數(人)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研究所畢業(含碩、博

士、四十學分班)
183 60.6 60.6

師範大學(含師大、師

院、師專、師範)
74 24.5 85.1

一般大學(學院)畢業 45 14.9 100.0

主任 12 4.0 4.0

組長 35 11.6 15.6

級任教師 190 62.9 78.5

科任教師 65 21.5 100.0

未婚 78 25.8 25.8

已婚，沒有子女 28 9.3 35.1

已婚，有子女 196 64.9 100.0

擔任職務

婚姻狀況

教育程度

背景變項

 
N=302 

根據表 4-1，茲說明如下： 

1.在教師性別方面 

本研究的教師性別分為男、女兩類。回收問卷經統計，受試教師中，

男性教師人數 60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19.9﹪；女性教師人數 242人，佔

全部樣本數的 80.1﹪，男女教師的比例約為 1：4，因此可知本研究受試

者以女性教師佔多數。 

2.在教師年齡方面 

本研究的教師年齡分為未滿 30歲、30-39歲、40-49歲及 50歲以上

四類。回收問卷經統計，受試教師中，未滿 30歲教師人數 17人，佔全

部樣本數的 5.6﹪；30-39歲教師人數 101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33.4﹪；

40-49歲教師人數 146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48.3﹪；50歲以上教師人數

有 38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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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數字顯示，受試者年齡以 40-49歲者所佔約 48.3﹪為最高；以

未滿 30歲者最低約為 5.6％。 

3.在教師教學年資方面 

本研究的教師教學年資分為 5年以下、6-10年、11-20年及 21年以

上四類。回收問卷經統計，受試教師中，5年以下教師人數共 27人，佔

全部樣本數的 8.9﹪；6-10年教師人數 40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13.2﹪；

11-20年教師人數 139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46﹪；21年以上教師人數 96

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31.8﹪。 

根據所得數字顯示，受試者的服務年資以 11-20年所佔樣本數的 46

﹪為最多；5年以下者，所佔比例 8.9﹪為最低。 

因 5年以下者，所佔比例 8.9﹪比例偏低，故本研究將 5年以下者，

與 6-10年合併為 10年以下。本研究在教師教學年資方面重新分配為三

種為 10年以下、11-20年及 21年以上三類，以利研究之代表性。 

4.在教師教育程度方面 

本研究的教師教育程度分為研究所畢業、師範大學畢業、一般大學

畢業三類。回收問卷經統計，受試教師中，研究所畢業人數 183人，佔

全部樣本數的 60.6﹪；師範大學畢業人數 74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24.5

﹪；一般大學畢業人數 45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14.9﹪。 

根據數字顯示，受試者的教育程度以研究所畢業所佔樣本數的 60.6

﹪為最多；最低則為一般大學畢業，所佔樣本數約 14.9﹪。 

5.在教師擔任職務方面 

本研究的教師擔任職務分為科任教師、級任導師、教師兼組長、教

師兼主任四類。回收問卷經統計，受試教師中，科任教師人數 65人，佔

全部樣本數的 21.5﹪；級任導師人數 190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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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兼組長人數 35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11.6﹪；教師兼主任人數 12人，

佔全部樣本數的 4﹪。 

根據數字顯示，受試者的工作職務以級任導師所佔樣本數的 62.9﹪

為最多；最低則為教師兼主任，所佔樣本數約 4﹪。 

因本研究是研究教師，且教師兼組長、教師兼主任人數比例偏低，

故與科任合併成一類。本研究在教師擔任職務方面分類為二即科任與級

任兩類。 

6.在教師婚姻狀況方面 

本研究的教師婚姻狀況分為未婚、已婚沒有子女、已婚有子女三類。

回收問卷經統計，受試教師中，未婚教師人數 78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25.8

﹪；已婚沒有子女教師人數 28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9.3﹪；已婚有子女

教師人數 196人，佔全部樣本數的 64.9﹪因此可知，本研究受試者以已

婚有子女教師佔多數。 

已婚沒有子女人數偏低，僅佔全部樣本數的 9.3﹪，故將其併入未婚

成一類為無子女者，故本研究將教師婚姻狀況方面，改為有無子女兩類，

使其更具研究價值。 

彙總上述 1.至 6.後，得到的重分類後之基本資料，在性別、年齡、

教學年資、教育程度、擔任職務、子女狀況修正後如列表 4.2。 

表 4.2 彰化市國小教師基本資料彙總分析表(重分類) 

 

人數(人)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男性 60 19.9 19.9

女性 242 80.1 100.0

未滿30歲 17 5.6 5.6

30-39歲 101 33.4 39.0

40-49歲 146 48.4 87.4

50歲以上 38 12.6 100.0

背景變項

性別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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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彰化市國小教師基本資料彙總分析表(重分類)(續) 

 
N=302 

4.1.2 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包含了健體運動、社交

公益、戶外活動、知識文化、娛樂遊憩、嗜好怡情等六大類型。六個分

量表的分數總和即為休閒活動選擇之總分。經整理填答者的分數之後，

將教師對教師休閒活動選擇量表的平均數及標準差之得分情形呈現如表

4.3。並以此數據作為分析討論的依據。 

表 4.3 彰化市國小教師教師休閒活動選擇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題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層面平均數

B01 籃球、網球、羽球、桌球、其它球類運動 2.13 .998

B02 游泳、潛水、其它親水運動 2.02 .898

B03 瑜珈、韻律操、有氧舞蹈、太極拳、其它律動 2.40 1.165

B04 慢跑、其它田徑運動 2.80 1.158

2.34健體運動

 

人數(人)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10年以下 67 22.1 22.1

11-20年 139 46.1 68.2

21年以上 96 31.8 100.0

研究所畢業(含碩、博

士、四十學分班)
183 60.6 60.6

師範大學(含師大、師

院、師專、師範)
74 24.5 85.1

一般大學(學院)畢業 45 14.9 100.0

級任教師 190 62.9 62.9

科任教師 112 37.1 100.0

沒有 106 35.1 35.1

有 196 64.9 100.0
子女狀況

教學年資

擔任職務

背景變項

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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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彰化市國小教師教師休閒活動選擇現況分析摘要表(續) 

層面 題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層面平均數

B05 聚餐、泡茶、訪友、聚會 3.41 .987

B06 參與社群、網路交友 2.94 1.204

B07 參與聯誼活動、社團活動、康樂活動等 2.40 1.041

B08 參加宗教活動、靈修、靜坐等 1.77 1.020

B09 參與公益活動、社區服務、擔任志（義）工等 2.17 1.046

B10 散步、競走、溜冰、溜滑板 3.31 1.134

B11 登山、健行 2.94 1.122

B12 旅遊、度假 3.21 .939

B13 野炊、露營、郊遊、烤肉 2.22 .980

B14 賞鳥、釣魚 1.80 .878

B15 騎自行車、騎重機、兜風 2.59 1.134

B16 看書、讀報、閱讀雜誌、小說、看新聞報導 4.04 .945

B17 參加研習、參與進修課程、聽演講 3.68 .881

B18 學習電腦技能、學習外語 2.68 1.075

B19 參觀展覽 3.03 .960

B20 逛街購物、逛夜市 3.32 1.030

B21 看電視及影片、收聽廣播、看電影 3.84 .974

B22 看球賽、唱歌、看表演、聽演唱 3.14 1.101

B23 下棋、打撲克牌、打麻將、橋牌、桌遊 2.30 1.084

B24 休息小睡 3.51 1.011

B25 吃零食、發呆 2.91 1.140

B26 上網、玩線上遊戲、玩電動遊戲等 2.97 1.243

B27 園藝(種植盆栽、花草樹木) 2.74 1.294

B28 插花、手工藝、收藏、剪報 2.37 1.145

B29 書法、繪畫、攝影、寫作、彈奏樂器 2.73 1.186

B30 居家布置、飼養寵物、研究命理 2.51 1.222

B31 泡湯、SPA 2.23 1.047

社交公益

戶外活動

知識文化

娛樂遊憩

N=302

嗜好怡情

2.54

2.68

3.36

3.14

2.52

 

本研究的問卷係採用 Liker式五點量表，3分即為其平均值，因此，

倘若得分高於平均值 3，即代表教師對類型選擇偏高；反之，倘若得分低

於平均值 3分，即代表教師對該類型選擇偏低。以下，茲就教師休閒類



 
 
 
 
 
 
 
 
 
 
 
 

 

 

46 

 

型選擇各類型及整體的得分情形與現況作分析： 

1.健體運動類 

健體運動類得分在 2.02至 2.80之間，標準差在 0.898至 1.165之

間，其中以第 4題「慢跑、其它田徑運動。」得分最高，為 2.80；以第

2題「游泳、潛水、其它親水運動。」得分最低，為 2.02。此層面的平

均得分為 2.34，因此教師休閒類型選擇之健體運動類層面趨於 2和 3之

間偏 2 極少參與。 

2.社交公益類 

社交公益類得分在 1.77至 3.41之間，標準差在 0.987至 1.204之

間，其中以第 5題「聚餐、泡茶、訪友、聚會。」得分最高，為 3.41；

以第 8題「參加宗教活動、靈修、靜坐等。」得分最低為 1.77。此層面

的平均得分為 2.54，因此教師休閒類型選擇之社交公益類層面趨於 2和

3之間偏 3偶爾參與。 

3.戶外活動類 

戶外活動類層面得分在 1.80至 3.31之間，標準差在 0.878至 1.134

之間，其中以第 10題「散步、競走、溜冰、溜滑板。」得分最高，為 3.31；

以第 14題「賞鳥、釣魚。」得分最低，為 1.80。此層面的平均得分為

2.68，因此教師休閒類型選擇之戶外活動類層面趨於 2和 3之間偏 3偶

爾參與。 

4.知識文化類 

知識文化類層面得分在 2.68至 4.04之間，標準差在 0.881至 1.075

之間，其中以第 16 題「看書、讀報、閱讀雜誌、小說、看新聞報導。」

得分最高，為 4.04；以第 18題「學習電腦技能、學習外語。」得分最低，

為 2.68。此層面的平均得分為 3.36，因此教師休閒類型選擇之知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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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層面趨於中上程度經常參與。 

5.娛樂遊憩類 

娛樂遊憩類層面得分在 2.30至 3.84之間，標準差在 0.974至 1.243

之間，其中以第 21題「看電視及影片、收聽廣播、看電影。」得分最高，

為 3.84；以第 23題「下棋、打撲克牌、打麻將、橋牌、桌遊。」得分最

低，為 2.30。此層面的平均得分為 3.14，因此教師休閒類型選擇之娛樂

遊憩類層面趨於中上程度經常參與。 

6.嗜好怡情類 

嗜好怡情類層面得分在 2.52至 2.74之間，標準差在 1.047至 1.294

之間，其中以第 27題「園藝(種植盆栽、花草樹木)。」得分最高，為 2.74；

以第 31題「泡湯、SPA。」得分最低，為 2.23。此層面的平均得分為 2.52，

因此教師休閒類型選擇之嗜好怡情類層面趨於2和3之間偏3偶爾參與。 

7.整體層面 

國小教師教師休閒類型選擇量表中，整體得分最高為第 16題「看書、

讀報、閱讀雜誌、小說、看新聞報導。」，平均得分為 4.04；最低為第

8題「參加宗教活動、靈修、靜坐等。」平均得分為 1.77。此與教師的

工作性質有關，教學需與時俱進，不斷吸收新知且教師知識程度較高，

心靈充實不空虛較理性不盲從，對參與宗教活動、靈修等較不熱衷，頻

率也較低有關。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整理如表 4.4，從表可得知教師休閒類型選擇

各層面平均得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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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類型選擇各層面平均得分摘要表 
層面 題數 總分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平均數)

健體運動 4 9.35 2.34 0.69 6

社交公益 5 12.70 2.54 0.69 4

戶外活動 6 16.06 2.68 0.70 3

知識文化 4 13.43 3.36 0.72 1

娛樂遊憩 7 21.99 3.14 0.68 2

嗜好怡情 5 12.59 2.52 0.86 5

整體層面 31 86.12 2.78

N=302  

由表 4.4可知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類型選擇各層面平均得分在 2.34

至 3.36之間，得分高低依序為「知識文化層面」、「娛樂遊憩層面」、

「戶外活動層面」、「社交公益層面」、「嗜好怡情層面」、「健體運

動層面」。 

另外也可發現，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類型選擇在「健體運動」層面

平均每題得分 2.34分，在「社交公益」層面平均每題得分 2.54分，在

「戶外活動」層面平均每題得分 2.68分，在「知識文化」層面平均每題

得分 3.36分，在「娛樂遊憩」層面平均每題得分 3.14分，在「嗜好怡

情」層面平均每題得分 2.52，整體教師休閒類型選擇平均得分 2.78分。

此與(黃文宗，2006；柯政利，2008) 所做研究相同，指出國小教師休閒

活動參屬中等偏低程度也與鄭育文(2016) 所做研究相同，皆以「體能運

動型」最低。由於本問卷是屬於五點量表，其平均得分為 3分，因此受

試者的得分高於 3分越多，表示受試者的教師休閒類型選擇越高。 

4.1.3 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之「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包含了心理的、教育的、社會的、

放鬆的、生理的、美感的等六大層面。六個分量表的分數總和即為休閒

滿意度之總分。經整理填答者的分數之後，將教師對休閒滿意度量表的

平均數及標準差之得分情形呈現如表 4.5。並以此數據作為分析討論的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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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題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層面平均數

C01
我從事的休閒活動，非常有趣又有吸引

力。
3.89 0.638

C02 我的休閒活動，讓我充滿自信。 3.90 0.639

C03 我從事的休閒活動，帶給我成就感。 3.93 0.620

C04
在我的休閒活動，會用到多種不同的技

巧(技能)、(手藝、本領)。
3.64 0.806

C05 我的休閒活動，讓我增長知識。 3.88 0.698

C06
我的休閒活動，給了我嘗試新事物的機

會。
3.92 0.687

C07
我的休閒活動，讓我更加瞭解(認識)自

己。
3.89 0.679

C08
我的休閒活動，讓我更加瞭解(認識)他

人。
3.80 0.717

C09
經由休閒活動，我與他人建立社交互

動。
3.86 0.746

C10
經由休閒活動，我與他人的人際關係更

加親密。
3.79 0.735

C11
在我的休閒活動裡，我所遇到的人都很

友善。
3.92 0.635

C12
在休閒活動裡，我與他人進行很多交往

互動。
3.72 0.762

C13 我的休閒活動，幫我放鬆身心。 4.17 0.624

C14
我的休閒活動，幫我釋放(減輕、消除)

壓力。
4.19 0.641

C15
我的休閒活動，在情緒上帶給我幸福

感。
4.12 0.627

C16
我從事休閒活動，很單純只是因為我喜

歡。
4.12 0.699

C17 我的休閒活動挑戰我的體能。 3.38 0.960

C18 我從事讓我身體健康的休閒活動 3.82 0.788

C19 我從事的休閒活動，讓我恢復體能。 3.67 0.797

C20 我的休閒活動幫我保持健康。 3.85 0.768

C21
我在乾淨清爽的區域(場所、地方)，從

事休閒活動。
4.13 0.608

C22
我在有趣(快樂)的場所(地方)，從事休

閒活動。
3.97 0.659

C23
我在漂亮(美麗)的場所(地方)，從事休

閒活動。
3.86 0.725

C24
我在規劃設計良好的場所(地方)，從事

休閒活動。
3.85 0.737

心理面向

N=302

教育面向

社會面向

放鬆面向

生理面向

美感面向

3.84

3.87

3.82

4.15

3.68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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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問卷係採用 Liker式五點量表，3分即為其平均值，因此，

倘若得分高於平均值 3，即代表教師對休閒滿意度偏高；反之，倘若得分

低於平均值 3分，即表示教師對休閒滿意度偏低。以下，茲就休閒滿意

度各層面及整體的得分情形與現況作分析： 

1.心理層面 

心理層面得分在 3.64至 3.93之間，標準差在.620至.806之間，其

中以第 3題「我從事的休閒活動，帶給我成就感。」得分最高，為 3.93；

以第 4題「在我的休閒活動，會用到多種不同的技巧(技能)、(手藝、本

領)。」得分最低，為 3.64。此層面的平均得分為 3.84，因此休閒滿意

度之心理層面趨於中上程度 3和 4之間偏 4滿意。 

2.教育層面 

教育層面得分在 3.80至 3.92之間，標準差在.679至.717之間，其

中以第 6題「我的休閒活動，給了我嘗試新事物的機會。」得分最高，

為 3.92；以第 8題「我的休閒活動，讓我更加瞭解(認識)他人。」得分

最低，為 3.80。此層面的平均得分為 3.87，因此休閒滿意度之教育層面

趨於中上程度 3和 4之間偏 4滿意。 

3.社會層面 

社會層面得分在 3.72至 3.92之間，標準差在.635至.762之間，其

中以第 11題「在我的休閒活動裡，我所遇到的人都很友善」得分最高，

為 3.92；以第 12題「在休閒活動裡，我與他人進行很多交往互動。」得

分最低，為 3.72。此層面的平均得分為 3.82，因此休閒滿意度之社會層

面趨於中上程度 3和 4之間偏 4滿意。 

4.放鬆層面 

放鬆層面得分在 4.12至 4.19之間，標準差在.624至.699之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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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第 14題「我的休閒活動，幫我釋放(減輕、消除)壓力。」得分最高，

為 4.19；以第 15題「我的休閒活動，在情緒上帶給我幸福感。」和第

16題「我從事休閒活動，很單純只是因為我喜歡。」得分最低，為 4.12。

此層面的平均得分為 4.15，因此休閒滿意度之放鬆層面趨於中上程度 4

和 5 之間偏 4 滿意。。 

5.生理層面 

生理層面得分在 3.38至 3.85之間，標準差在.768至.960之間，其

中以第 20題「我的休閒活動幫我保持健康。」得分最高，為 3.85；以第

17題「我的休閒活動挑戰我的體能。」得分最低，為 3.38。此層面的平

均得分為 3.68，因此休閒滿意度之生理層面趨於中上程度 3和 4之間偏

4滿意。 

6.美感層面 

美感層面得分在 3.85至 4.13之間，標準差在.608至.737之間，其

中以第 21題「我在乾淨清爽的區域(場所、地方)，從事休閒活動。」得

分最高，為 4.13；以第 24題「我在規劃設計良好的場所(地方)，從事休

閒活動。」得分最低，為 3.85。此層面的平均得分為 3.95，因此休閒滿

意度之美感層面趨於中上程度 3和 4之間偏 4滿意。 

7.整體層面 

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量表中，整體得分最高為第 14題「我的休閒活

動，幫我釋放(減輕、消除)壓力。」，平均得分為 4.19；最低為第 17題

「我的休閒活動挑戰我的體能。」平均得分為 3.38。此與教師平時工作

壓力大，必須與時俱進，且來自家長、學校、學生、社會多方面的期許

與要求，必須去適應與應對，故身心的壓力必須尋找適當的減壓管道，

教師從事休閒活動可以幫助釋放(減輕、消除)壓力。至於挑戰體能，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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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教師既勞心又勞力，休閒活動的選擇較不考慮挑戰體能方面。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整理如表 4.6，從表可得知休閒滿意度各層面

平均得分情形。 

表 4.6 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各層面平均得分摘要表 
層面 題數 總分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平均數)

心理面向 4 15.37 3.84 0.58 4

教育面向 4 15.49 3.87 0.61 3

社會面向 4 15.30 3.82 0.63 5

放鬆面向 4 16.60 4.15 0.57 1

生理面向 4 14.72 3.68 0.72 6

美感面向 4 15.81 3.95 0.58 2

整體層面 24 93.29 3.89

N=302  

由表 4.6可知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各層面平均得分在 3.68至

4.15之間，得分高低依序為「放鬆層面」、「美感層面」、「教育層面」、

「心理層面」、「社會層面」、「生理層面」。此與 Kaya, S. (2016) 和

鄭育文(2016) 所做研究相同，皆以「放鬆層面」最高。 

另外也可發現，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在「心理」層面平均每

題得分 3.84，在「教育」層面平均每題得分 3.87分，在「社會」層面平

均每題得分 3.82分，在「放鬆」層面平均每題得分 4.15分，在「生理」

層面平均每題得分 3.68分。在「美感」層面平均每題得分 3.95。整體休

閒滿意度平均得分 3.89分。由於本問卷是屬於五點量表，其平均得分為

3分，因此受試者的得分高於 3分越多，表示受試者的休閒滿意度越高。 

4.1.4 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包含了生活滿意、自我肯定人

際和諧、身心健康等三大層面。三個分量表的分數總和即為幸福感之總

分。經整理填答者的分數之後，將教師對幸福感量表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之得分情形呈現如表 4.7。並以此數據作為分析討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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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題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層面平均數

D01
在絕大部分情況裡，我的生活是接近我的

理想狀態。
3.61 0.781

D02 我的生活情況好極了。 3.54 0.797

D03 我很滿意我的生活。 3.69 0.753

D04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擁有生命裡我想要的

重要事物了。
3.59 0.805

D05
若是能夠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我幾乎不想

改變什麼。
3.18 0.965

D06 做自己，愛自己也愛別人。 4.09 0.609

D07 知道自己是誰，接納自己、喜愛自己。 4.06 0.602

D08
做想做的、說想說的，但又不指責或詆毀

他人。
3.92 0.714

D09
勇敢但不衝動，有自信，不畏壓力與嘲

笑。
3.78 0.728

D10
關懷他人但不討好，重視別人的權益，重

視別人的決定。
3.98 0.652

D11 認為重要的，即使有壓力也不退卻。 3.84 0.705

D12 對自己有信心，重視自己的價值。 3.98 0.636

D13 感覺緊張不安。 3.75 0.863

D14 覺得容易苦惱或動怒。 3.71 0.815

D15 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4.00 0.833

D16 覺得比不上別人。 4.18 0.867

D17 睡眠困難，譬如難以入睡、易醒或早醒。 3.96 0.941

N=302

生活滿意

自我肯定

人際和諧

身心健康

3.52

3.95

3.92

 

本研究的問卷係採用 Liker式五點量表，3分即為其平均值，因此，

倘若得分高於平均值 3，即代表教師對幸福感偏高；反之，倘若得分低於

平均值 3分，即代表教師對幸福感偏低。以下，茲就幸福感各層面及整

體的得分情形與現況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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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滿意層面 

生活滿意層面得分在3.18至 3.69之間，標準差在.753至.965之間，

其中以第 3題「我很滿意我的生活。」得分最高，為 3.69；以第 5題「若

是能夠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我幾乎不想改變什麼。」得分最低，為 3.18。

此層面的平均得分為 3.52，因此幸福感之生活滿意層面趨於中上程度 3

和 4之間偏 4。顯示國小教師很幸福安於現狀不想改變什麼。 

2.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層面 

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層面得分在 3.78至 4.09之間，標準差在.602

至.728之間，其中以第 6題「做自己，愛自己也愛別人。」得分最高，

為 4.09；以第 9題「勇敢但不衝動，有自信，不畏壓力與嘲笑。」得分

最低，為 3.78。此層面的平均得分為 3.95，因此幸福感之自我肯定人際

和諧層面趨於中上程度 3和 4之間偏 4。顯示國小教師是受肯定，且人際

間互動情形良好。 

3.身心健康層面 

身心健康層面得分在3.71至 4.18之間，標準差在.815至.941之間，

其中以第 16題「覺得比不上別人。」得分最高，為 4.18；以第 14題「覺

得容易苦惱或動怒。」得分最低，為 3.71。此層面的平均得分為 3.92，

因此幸福感之身心健康層面趨於中上程度 3和 4之間偏 4。本層面量表採

用反向記分，負向情緒高時得分為 1「非常厲害」，依序遞減為 2「厲害」

3「中等程度」4「輕微」5「完全沒有」，故顯示國小教師身心健康層面

是正向積極的。 

4.整體層面 

國小教師幸福感量表中，整體得分最高為第 16題「覺得比不上別人。」，

平均得分為 4.18，傾向於「完全沒有」；最低為第 5題「若是能夠重新

安排我的生活，我幾乎不想改變什麼。」平均得分為 3.18，傾向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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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此可能因為老師工作穩定，且受社會肯定，故覺得沒有比不上別

人，且工作安穩無須重新安排生活，及改變什麼。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整理如表 4.8，從表可得知幸福感各層面平均

得分情形。 

表 4.8 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各層面平均得分摘要表 
層面 題數 總分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平均數)

生活滿意 5 17.61 3.52 0.68 3

自我肯定人際和諧 7 27.66 3.95 0.53 1

身心健康 5 19.60 3.92 0.71 2

整體層面 17 64.87 3.82

N=302  

由表 4.8可知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各層面平均得分在 3.52至 3.95

之間，得分高低依序為「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層面」、「身心健康層面」、

「生活滿意層面」。 

另外也可發現，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在「生活滿意」層面平均每

題得分 3.52分，在「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層面平均每題得分 3.95分，

在「身心健康」層面平均每題得分 3.92分。由於本問卷是屬於五點量表，

其平均得分為 3分，因此受試者的得分高於 3分越多，表示受試者的幸

福感越高。 

4.1.5 小結 

依上述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分別討論如下： 

1.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之現況 

休閒類型選擇量表共 31題，平均數總和為 86.12，每題平均得分為

2.78，量表各層面的平均得分皆在 2.34至 3.36之間。其中以「知識文

化層面」的平均得分 3.36較高；以「健體運動層面」的平均得分 2.34

為較低。由整體來看，層面平均得分皆居於 2「極少參與」與 3「偶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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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間，顯示目前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類型選擇之現況趨於中上程度。 

由此結果可得知，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類型選擇層面上，認同程度

趨於中上，其中以「知識文化層面」參與度較高。此與老師從事教育工

作有關，為能勝任教學工作必須不斷充實新知，跟上時代腳步，故在休

閒類型選擇層面上，以「知識文化層面」的參與度最高，而教學是個勞

心又勞力的工作，體能的消耗已很多，故在「健體運動層面」的參與度

最低。 

2.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現況 

休閒滿意度量表共 24題，平均數總和為 93.29，每題平均得分為 3.89，

量表各層面的平均得分皆在 3.68至 4.15之間。其中以「放鬆層面」的

平均得分 4.15較高；以「生理層面」的平均得分 3.68為較低。由整體

來看，層面平均得分皆居於 3傾向與 4「滿意」之間，顯示目前彰化市國

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現況趨於中上程度。 

由此結果可得知，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層面上，認同程度趨

於中上，其中以「放鬆層面」滿意度較高，和 Kaya, S. (2016)、孫嘉孝

(2016)、王麗雅(2016)、鄭育文(2016)、王聿韻(2015)及黃莛妤(2015)

之研究，所得的結果也是以「放鬆層面」滿意度較高，這表示彰化市國

小教師和其他族群一樣，會透過休閒達到放鬆的目的。 

3.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之現況 

幸福感量表共 24題，平均數總和為 64.87，每題平均得分為 3.82，

量表各層面的平均得分皆在 3.52至 3.95之間。其中以「自我肯定人際

和諧」的平均得分 3.95較高；以「生活滿意」的平均得分 3.52較低。

由整體來看，層面平均得分居於 3「不確定」與 4「同意」之間，顯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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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之現況趨於中上程度。 

由此可得知，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層面上，認同程度趨於中上，

這表示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頗佳，此研究結果與郭慧驊(2016)和黃如

儀(2015)相同，皆以「人際關係」的幸福感程度最高，和劉香伶(2015) 國

民小學教師幸福感之概況為中上程度相同，她們皆指出幸福感現況接近

於中上程度。本研究以「生活滿意」得分較低，可能和近年來經濟不景

氣、物價不斷上漲有關。以「自我肯定與人際和諧」得分較高，可能與

老師的工作穩定，加上近來頗重視教師教學自主權，因此對其自主性的

感受比較高。 

4.2 不同個人變項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之差異分析 

本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之差異情形，

以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不同性別、擔任職務、子女狀況之彰化市國小教

師休閒活動選擇之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不同年齡、不同服務年

資、教育程度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進行差異分析，俾以瞭解

各變項的差異情況，根據分析結果印證假設：「H1.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

其休閒活動選擇有顯著差異。」。 

4.2.1 不同性別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之差異情形 

本項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不同性別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

選擇量表上得分之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9所列，茲就各層面及整體分

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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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不同性別的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各層面之差異 t 檢定摘

要表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男性 60 2.467 0.757

女性 242 2.307 0.669

男性 60 2.343 0.763

女性 242 2.588 0.666

男性 60 2.675 0.760

女性 242 2.678 0.682

男性 60 3.217 0.727

女性 242 3.393 0.719

男性 60 3.017 0.707

女性 242 3.173 0.677

男性 60 2.370 0.899

女性 242 2.554 0.852

男性 60 2.681 0.585

女性 242 2.782 0.482

N=302 *p<.05

戶外活動型 -0.027

健體運動型 1.613

社交公益型 -2.468*

知識文化型 -1.692

娛樂遊憩型 -1.587

嗜好怡情型 -1.478

整體層面 -1.384

 

由表 4.9可知，不同性別之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的健體運動、戶

外活動、知識文化、娛樂遊憩、嗜好怡情等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均未

達.05顯著水準；另在休閒活動選擇的整體層面也未達.05顯著水準。但

是在「社交公益型」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達.05顯著水準，且女性教師

的「社交公益型」層面得分高於男性教師。 

本研究結果與連婷治(1998) 在休閒活動選擇上，女性(國小教師)在

休閒活動選擇上得分高於男性教師部份相同。另外，本研究結果也和梁

玉芳(2004)研究結果相同，他指出不同性別的教師在整體休閒活動選擇

上不存在明顯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1-1.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性別其休閒活動選

擇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 

4.2.2 擔任不同職務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之差異情形 

本項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不同職務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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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量表上得分之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10所列，茲就各層面及整體分

別說明如下： 

表 4.10 不同職務的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各層面之差異 t 檢定

摘要表 

 

由表 4.10可知，不同職務之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的(健體運動、

社交公益、戶外活動、知識文化、娛樂遊憩)等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均

未達.05顯著水準；另在休閒活動選擇的整體層面也未達.05 顯著水準。

但是在「嗜好怡情型」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達.05顯著水準，且科任教

師的「嗜好怡情」層面得分皆高於級任教師。 

本研究結果與廖淑容(2011)研究結果部分相同，指出國小教師的休

閒活動參與和「任教職務」變項有顯著影響。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1-2.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不同職務其休閒活

動選擇有顯著差異獲得部份支持。 

構面 職務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級任教師 190 2.292 0.690

科任教師 112 2.417 0.683

級任教師 190 2.502 0.682

科任教師 112 2.602 0.707

級任教師 190 2.715 0.718

科任教師 112 2.613 0.657

級任教師 190 3.374 0.727

科任教師 112 3.330 0.718

級任教師 190 3.159 0.648

科任教師 112 3.112 0.744

級任教師 190 2.440 0.886

科任教師 112 2.648 0.810

級任教師 190 2.747 0.508

科任教師 112 2.787 0.499

健體運動型 -1.534

社交公益型 -1.199

戶外活動型 1.257

知識文化型 0.504

娛樂遊憩型 0.557

嗜好怡情型 -2.083*

整體層面 -0.671

N=302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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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子女狀況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差異情形 

本項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子女狀況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

選擇量表上得分之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11所列，茲就各層面及整體分

別說明如下： 

表 4.11 子女狀況的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各層面之差異 t 檢定

摘要表 

 

由表 4.11可知，子女狀況之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的健體運動、社

交公益、戶外活動、嗜好怡情等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均未達.05顯著水

準；但是在「知識文化、娛樂遊憩層面」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達.05顯

著水準，其中無子女的教師在「知識文化」構面上的休閒活動選擇得分

皆高於有子女的教師，另無子女的教師在「娛樂遊憩」構面上的休閒活

動選擇得分皆高於有子女的教師。其次在休閒活動選擇的整體層面上未

達.05的顯著水準。 

本研究結果與張尊佩(2015)、陳盈中(2013) 、鄭育文(2016)研究結

構面 有、無子女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沒子女 106 2.436 0.654

有子女 196 2.286 0.703

沒子女 106 2.621 0.686

有子女 196 2.495 0.693

沒子女 106 2.664 0.722

有子女 196 2.685 0.685

沒子女 106 3.469 0.694

有子女 196 3.297 0.733

沒子女 106 3.276 0.616

有子女 196 3.069 0.710

沒子女 106 2.475 0.842

有子女 196 2.540 0.876

沒子女 106 2.824 0.489

有子女 196 2.729 0.510

健體運動型 1.820

社交公益型 1.512

戶外活動型 -0.250

知識文化型 1.984*

娛樂遊憩型 2.531*

N=302 *p<.05

嗜好怡情型 -0.617

整體層面 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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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部分相同，指出有無子女在休閒活動選擇上達顯著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1-3.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子女狀況其休閒活動

選擇有顯著差異獲得部份支持。 

4.2.4 不同年齡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之差異情形 

本項目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不同年齡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

動選擇量表上的得分差異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12所列，茲就各層面狀

況分別說明如下： 

表4.12 不同年齡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各層面的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摘要表 

 

由表 4.12可知，不同年齡之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的「娛樂遊憩層

層面 變異來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

和
F檢定 事後比較

組間 0.40 3 0.13 0.28 -

組內 142.42 298 0.48

總和 142.82 301

組間 2.90 3 0.97 2.04 -

組內 141.26 298 0.47

總和 144.16 301

組間 0.52 3 0.17 0.35 -

組內 145.59 298 0.49

總和 146.11 301

組間 1.75 3 0.58 1.12 -

組內 155.63 298 0.52

總和 157.38 301

組間 5.88 3 1.96 4.32** 1 > 2

組內 135.14 298 0.45 1 > 3

總和 141.02 301 1 > 4

組間 14.35 3 4.78 6.79** 3 > 2

組內 210.02 298 0.70 4 > 2

總和 224.37 301

N=302 **p<.01，*p<.05

註 1：未滿30歲 2：30-39歲 3：40-49歲 4：50歲以上

健體

運動

社交

公益

戶外

活動

知識

文化

娛樂

遊憩

嗜好

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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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F=4.32，p＜.01）、「嗜好怡情層面」（F=6.79，p＜.01）等分

量表上達到顯著差異，而「健體運動、社交公益、戶外活動、知識文化」

等層面之差異未達.05顯著水準。 

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呈現不同年齡的教師中，未滿 30歲

與(30-39歲、40-49歲、50歲以上)的教師相比，在休閒活動選擇方面較

偏向於選擇參與「娛樂遊憩型」的休閒活動。另(40-49歲、50歲以上)

與 30-39歲的教師相比在休閒活動選擇方面較偏向於選擇參與「嗜好怡

情型」的休閒活動。未滿 30歲年輕有朝氣的老師偏向於選擇參與「娛樂

遊憩型」的休閒活動，如:逛街、購物、看電影、桌遊、上網…等以自我

為中心的休閒活動，而年長者(40-49歲、50歲以上)與 30-39歲的教師

相比在休閒活動選擇方面較偏向於選擇參與「嗜好怡情型」的休閒活動，

屬較怡情養性的活動。 

此研究結果與陳盈中(2013)、張尊佩 (2015）、廖淑容（2011）相

同，他們皆認為教師的休閒活動選擇會因為年齡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1-4.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不同年齡其休閒活

動選擇有顯著差異，獲得部份支持。 

4.2.5 不同服務年資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之差異情形 

本項目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不同服務年資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

閒活動選擇量表上的得分差異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13所列，茲就各層

面狀況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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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不同服務年資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各層面的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由表 4.13 可知，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的「嗜好怡

情型」層面（F=4.44，p＜.05）分量表上達到顯著差異，而「健體運動、

社交公益、戶外活動、知識文化、娛樂遊憩型」等層面之差異未達.05顯

著水準。 

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呈現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中，年資

21年以上與年資 11-20年的教師相比，在休閒活動選擇方面較偏向於選

擇參與「嗜好怡情型」的休閒活動。此顯示年資大之教師其教學經驗豐

層面 變異來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檢定 事後比較

組間 1.94 2 0.97 2.06 -

組內 140.87 299 0.47

總和 142.82 301

組間 0.32 2 0.16 0.33 -

組內 143.84 299 0.48

總和 144.16 301

組間 1.61 2 0.81 1.67 -

組內 144.50 299 0.48

總和 146.11 301

組間 0.64 2 0.32 0.61 -

組內 156.73 299 0.52

總和 157.38 301

組間 1.25 2 0.63 1.34

組內 139.77 299 0.47

總和 141.02 301

組間 6.47 2 3.23 4.44* 3 > 2

組內 217.90 299 0.73

總和 224.37 301

註 1：10年以下 2：11-20年 3：21年以上

N=302 **p<.01，*p<.05

健體

運動

社交

公益

戶外

活動

知識

文化

娛樂

遊憩

嗜好

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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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子女年紀也較大，有更多閒暇時間去選擇怡情養性如園藝、插花…

等「嗜好怡情型」的休閒活動。 

此研究結果與連婷治(1998）、陳盈中(2013)、楊馥如(2011)、鄭育

文(2016)相同，他們皆認為國小教師的休閒活動選擇會因為不同服務年

資而有顯著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1-5.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不同服務年資其休

閒活動選擇有顯著差異，獲得部份支持。 

4.2.6 不同教育程度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之差異情形 

本項目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不同教育程度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

閒活動選擇量表上的得分差異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14所列，茲就各層

面狀況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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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不同教育程度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各層面的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變異來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

和
F檢定 事後比較

組間 0.52 2 0.26 0.54 -

組內 142.30 299 0.48

總和 142.82 301

組間 3.66 2 1.83 3.90* -

組內 140.50 299 0.47

總和 144.16 301

組間 0.11 2 0.05 0.11 -

組內 146.00 299 0.49

總和 146.11 301

組間 2.52 2 1.26 2.44 -

組內 154.85 299 0.52

總和 157.38 301

組間 0.39 2 0.19 0.41 -

組內 140.63 299 0.47

總和 141.02 301

組間 2.30 2 1.15 1.55 -

組內 222.07 299 0.74

總和 224.37 301

健體

運動

社交

公益

戶外

活動

知識

文化

娛樂

遊憩

嗜好

怡情

註 1：研究所畢業(含碩、博士、四十學分班)

   2：師範大學(含師大、師院、師專、師範)

   3：一般大學(學院)畢業

N=302 *p<.05  

由表 4.14 可知，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的「社交公

益」層面（F=3.90，p＜.05）分量表上達到顯著差異，而健體運動、戶

外活動、知識文化、娛樂遊憩、嗜好怡情等層面之差異未達.05顯著水準。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事前比較，在「社交公益」層面雖然 F值

達到顯著，但用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卻未顯現顯著差異存在，基於

研究從嚴的立場，因此認為「社交公益」層面上不同教育程度間，並沒

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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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1-6.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不同教育程度在休

閒活動選擇上有顯著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4.2.7 小結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整理如表 4.15 教師背景變項與休閒活動選擇各

層面差異綜合分析表  

表 4.15 教師背景變項與休閒活動選擇各層面差異綜合分析表 

 
根據表 4.15，茲分層面加以討論： 

1.就「健體運動型」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在性別、職務、有無子女、年齡、服務年資、教

育程度等背景變項對「健體運動型」層面均無顯著差異。 

2.就「社交公益型」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在有無子女、不同工作職務、年齡、服務年資、

休閒活動選擇 性別 職務 有無子女 年齡 年資 教育程度

健體運動型 N.S. N.S. N.S. N.S. N.S. N.S.

社交公益型 女>男 N.S. N.S. N.S. N.S. N.S.

戶外活動型 N.S. N.S. N.S. N.S. N.S. N.S.

知識文化型 N.S. N.S. 2 > 1 N.S. N.S. N.S.

1 > 2

1 > 3

1 > 4

3 > 2

4 > 2

整體層面 N.S. N.S. N.S. N.S. N.S. N.S.

N.S.

性別：1 男、2 女

職務：1 級任、2 科任

有無子女：1 有子女、2 無子女

N.S.表沒有顯著差異

娛樂遊憩型

N.S. 3 > 2 N.S.

年    齡：1、未滿30歲 2、30-39歲 3、40-49歲 4、50歲以上

年    資：1、10年以下 2、11-20年 3、21年以上

教育程度  1、研究所畢業(含碩、博士、四十學分班)

          2、師範大學(含師大、師院、師專、師範)

          3、一般大學(學院)畢業

N.S. N.S. 2 > 1 N.S.

嗜好怡情型 N.S. 科任>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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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等背景變項對「社交公益型」層面均無顯著差異；但性別教師

在「社交公益型」層面則有顯著差異。女性高於男性。此與女性較溫和

婉約，喜歡與人社交互動與他人的人際關係更親密有關。 

3.就「戶外活動型」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在性別、職務、有無子女、年齡、服務年資、教

育程度等背景變項在「戶外活動型」層面均無顯著差異。 

4.就「知識文化型」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在性別、職務、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等背

景變項在「知識文化型」層面均無顯著差異。但有無子女的背景變項在

「知識文化型」層面則有顯著差異。無子女的教師在「知識文化型」層

面高於有子女的教師。此與無子女的教師有更多時間參與進修、研習及

各種知識技能學習，不受家庭子女的牽絆有關。 

5.就「娛樂遊憩型」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在性別、職務、服務年資、教育程度等背景變項

對「娛樂遊憩型」層面均無顯著差異；但在年齡、有無子女等背景變項

對「娛樂遊憩型」層面則有顯著差異。未滿 30歲在「娛樂遊憩」構面上

的休閒活動選擇得分皆高於其他年齡層，沒子女的教師在「娛樂遊憩」

構面上的休閒活動選擇得分皆高於有子女的教師。顯示年輕老師及沒子

女的教師有較多的時間且心思以個人為主，故常會選擇以自己興趣為主

的「娛樂遊憩型」的休閒活動，如：逛街、購物、聽演唱會、上網、看

電影等。 

6.就「嗜好怡情型」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在性別、有無子女、教育程度等背景變項在「嗜

好怡情型」層面均無顯著差異。但在擔任職務、不同服務年資及年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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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對「嗜好怡情型」層面則有顯著差異。科任教師的「嗜好怡情」

層面得分皆高於級任教師。不同服務年資及年齡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

比較，呈現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中，年資 21年以上與年資 11-20年的教

師相比，在休閒活動選擇方面較偏向於選擇參與「嗜好怡情型」的休閒

活動，而年齡(40-49歲、50歲以上)與 30-39歲的教師相比在休閒活動

選擇方面較偏向於選擇參與「嗜好怡情型」的休閒活動。此與年長之教

師在體能與時間因素考量下，較喜歡修身養性、園藝、插花、繪畫、居

家布置、飼養動物等較靜態的休閒活動，且國小科任教師對教學的專業

性更需專研，如書法、繪畫、園藝等「嗜好怡情型」的休閒活動有關。 

7.就「整體」層面而言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教師在性別、職務、有無子女、年齡、服

務年資、教育程度等背景變項對「整體」休閒活動選擇層面均無顯著差

異。 

4.3 不同個人變項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本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以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不同性別、職務、子女狀況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

閒滿意度之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不同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

度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進行差異分析，俾以瞭解各變項的差

異情況，根據分析結果印證假設：「H2.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其休閒滿意

度有顯著差異。」 

4.3.1 不同性別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本項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不同性別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

度量表上得分之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16所列，茲就各層面及整體分別

說明如下： 

表 4.16 不同性別的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 t 檢定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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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 

 

由表 4.16可知，不同性別之教師，在休閒滿意度的「心理、教育、

生理層面」等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均未達.05顯著水準；但是在「社會、

放鬆、美感層面」等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達.05顯著水準，且女性教師

的得分皆高於男性教師。 

在休閒滿意度的整體層面也達.05顯著水準且女性教師得分高於男

性教師。 

本研究結果與蔡協良(2014)、陳東燕(2014)、謝秀婷(2015)、陳柏

任(2016)研究結果部分相同，指出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上

達顯著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2-1.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性別其休閒滿意度

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男性 60 3.754 0.576

女性 242 3.864 0.580

男性 60 3.783 0.599

女性 242 3.895 0.616

男性 60 3.679 0.692

女性 242 3.861 0.606

男性 60 3.992 0.641

女性 242 4.188 0.541

男性 60 3.629 0.658

女性 242 3.692 0.732

男性 60 3.746 0.624

女性 242 4.004 0.558

男性 60 3.764 0.551

女性 242 3.917 0.441

-2.015*

-2.423*

-0.608

-2.288*

-3.133*

生理面向

美感面向

整體層面

心理面向

教育面向

社會面向

放鬆面向

-1.310

-1.259

N=302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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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擔任不同職務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本項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不同職務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

度量表上得分之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17所列，茲就各層面及整體分別

說明如下： 

表 4.17 不同職務的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 t 檢定摘

要表 
構面 職務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級任教師 190 3.828 0.575

科任教師 112 3.866 0.591

級任教師 190 3.920 0.582

科任教師 112 3.792 0.658

級任教師 190 3.849 0.598

科任教師 112 3.783 0.675

級任教師 190 4.179 0.540

科任教師 112 4.098 0.607

級任教師 190 3.689 0.706

科任教師 112 3.663 0.739

級任教師 190 3.968 0.525

科任教師 112 3.926 0.664

級任教師 190 3.905 0.433

科任教師 112 3.855 0.522
整體層面 0.865

N=302 *p<.05

生理面向 0.306

美感面向 0.573

社會面向 0.845

放鬆面向 1.162

心理面向 -0.552

教育面向 1.693

 

由表 4.17可知，不同職務的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的「心

理、教育、社會、放鬆、生理、美感層面」等六個分量表上，其差異情

形均未達.05顯著水準，表示擔任不同職務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

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在整體層面上也未達.05顯著水準，表示擔任不同職務之彰化市國小

教師，在休閒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與柯政利 (2008)研究

結果相同，指出擔任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上達未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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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2-2.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不同職務其休閒滿

意度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4.3.3 子女狀況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差異情形 

本項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子女狀況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

度量表上得分之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18所列，茲就各層面及整體分別

說明如下： 

表 4.18 子女狀況的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各層面之差異 t 檢定摘

要表 
構面 職務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沒子女 106 3.887 0.539

有子女 196 3.818 0.601

沒子女 106 3.908 0.610

有子女 196 3.853 0.616

沒子女 106 3.925 0.574

有子女 196 3.770 0.649

沒子女 106 4.189 0.524

有子女 196 4.128 0.588

沒子女 106 3.700 0.731

有子女 196 3.668 0.711

沒子女 106 4.009 0.512

有子女 196 3.922 0.613

沒子女 106 3.936 0.430

有子女 196 3.860 0.486

N=302 *p<.05

整體層面 1.357

心理面向 0.989

教育面向 0.739

社會面向 2.049*

放鬆面向 0.895

生理面向 0.371

美感面向 1.259

 

由表 4.18可知，子女狀況之教師，在休閒滿意度的「心理、教育、

放鬆、生理、美感及整體層面」上，其差異情形均未達.05顯著水準；但

是在「社會層面」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達.05顯著水準，且沒子女的教

師的休閒滿意度得分皆高於有子女的教師。此與沒子女的教師有更多時

間與人建立社交互動，且能與他人建立更親密的人際關係有關。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2-3.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子女狀況其休閒滿

意度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 



 
 
 
 
 
 
 
 
 
 
 
 

 

 

72 

 

4.3.4 不同年齡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本項目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不同年齡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

意度量表上的得分差異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19所列，茲就各層面狀況

分別說明如下： 

表4.19 不同年齡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各層面的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摘要表 
 

層面 變異來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事後比較

組間 0.26 3 0.09 0.26 -

組內 101.00 298 0.34

總和 101.26 301

組間 1.02 3 0.34 0.90 -

組內 112.32 298 0.38

總和 113.34 301

組間 0.62 3 0.21 0.52 -

組內 117.83 298 0.40

總和 118.45 301

組間 0.50 3 0.17 0.52 -

組內 96.04 298 0.32

總和 96.54 301

組間 1.60 3 0.53 1.04 -

組內 153.22 298 0.51

總和 154.82 301

組間 1.32 3 0.44 1.31 -

組內 99.95 298 0.34

總和 101.27 301

心理構面

教育構面

社會構面

放鬆構面

生理構面

美感構面

註 1：未滿30歲 2：30-39歲 3：40-49歲 4：50歲以上

N=302 *p<.05  

由表 4.19 得知，不同年齡之教師，在休閒滿意度的心理、教育、社

會、放鬆、生理、美感等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均未達.05顯著水準，表

示不同年齡之教師，在休閒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與柯政

利 (2008)研究結果相同，指出擔任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上

達未顯著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2-4.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不同年齡其休閒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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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有顯著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4.3.5 不同服務年資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本項目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不同服務年資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

閒滿意度量表上的得分差異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20所列，茲就各層面

狀況分別說明如下：  

表4.20 不同服務年資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各層面的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變異來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事後比較

組間 0.76 2 0.38 1.12 -

組內 100.51 299 0.34

總和 101.26 301

組間 0.65 2 0.33 0.86 -

組內 112.69 299 0.38

總和 113.34 301

組間 1.23 2 0.62 1.57 -

組內 117.21 299 0.39

總和 118.45 301

組間 0.05 2 0.02 0.07 -

組內 96.50 299 0.32

總和 96.54 301

組間 0.40 2 0.20 0.39 -

組內 154.42 299 0.52

總和 154.82 301

組間 1.07 2 0.53 1.59 -

組內 100.20 299 0.34

總和 101.27 301

心理

構面

教育

構面

社會

構面

放鬆

構面

生理

構面

美感

構面

N=302 *p<.05

註 1：10年以下 2：11-20年 3：21年以上

 

由表 4.20 得知，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休閒滿意度的心理、教育、

社會、放鬆、生理、美感等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均未達.05顯著水準，

表示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休閒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這個研究結

果與陳慶寧(2012)、柯政利 (2008)研究結果相同，指出不同服務年資之

教師，在休閒滿意度上並無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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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2-5.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不同服務年資其休

閒滿意度有顯著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4.3.6 不同教育程度之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本項目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不同教育程度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

閒滿意度量表上的得分差異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21所列，茲就各層面

狀況分別說明如下： 

表4.21 不同教育程度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各層面的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變異來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事後比較

組間 0.19 2 0.10 0.29 -

組內 101.07 299 0.34

總和 101.26 301

組間 0.01 2 0.01 0.02 -

組內 113.33 299 0.38

總和 113.34 301

組間 1.06 2 0.53 1.35 -

組內 117.39 299 0.39

總和 118.45 301

組間 0.34 2 0.17 0.53 -

組內 96.20 299 0.32

總和 96.54 301

組間 0.56 2 0.28 0.54 -

組內 154.26 299 0.52

總和 154.82 301

組間 0.54 2 0.27 0.79 -

組內 100.73 299 0.34

總和 101.27 301

心理

構面

教育

構面

社會

構面

放鬆

構面

生理

構面

美感

構面

N=302 *p<.05

註 1：研究所畢業(含碩、博士、四十學分班)

   2：師範大學(含師大、師院、師專、師範)

   3：一般大學(學院)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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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1 得知，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休閒滿意度的心理、教育、

社會、放鬆、生理、美感層面等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均未達.05顯著水

準，表示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休閒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本研究

結果與柯政利 (2008)研究結果相同，指出不同教育程度之國小教師在休

閒滿意度上達未顯著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2-6.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不同教育程度其休

閒滿意度有顯著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4.3.7 小結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整理如表 4.22，從表可見教師的年齡、職務、

年資、教育程度對休閒滿意度來說並無顯著差異；而教師的性別與子女

狀況等背景變項對休閒滿意度則有部份顯著差異。 

表 4.22 教師背景變項與休閒滿意度各層面差異綜合分析表 

 

根據表 4-22，茲分層面加以討論： 

1.就「心理」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在性別、職務、有無子女、年齡、服務年資、教

層面 性別 職務 有無子女 年齡 年資 教育程度

心理構面 N.S. N.S. N.S. N.S. N.S. N.S.

教育構面 N.S. N.S. N.S. N.S. N.S. N.S.

社會構面 女>男 N.S. 2 > 1 N.S. N.S. N.S.

放鬆構面 女>男 N.S. N.S. N.S. N.S. N.S.

生理構面 N.S. N.S. N.S. N.S. N.S. N.S.

美感構面 女>男 N.S. N.S. N.S. N.S. N.S.

整體層面 女>男 N.S. N.S. N.S. N.S. N.S.

年    資：1、10年以下 2、11-20年 3、21年以上

教育程度  1、研究所畢業(含碩、博士、四十學分班)

N.S.表沒有顯著差異

性別：1 男、2 女

職務：1 級任、2 科任

有無子女：1 有子女、2 無子女

年    齡：1、未滿30歲 2、30-39歲 3、40-49歲 4、50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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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等背景變項對「心理」層面均無顯著差異。 

2.就「教育」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性別、職務、有無子女、年齡、服務年資、教育

程度等背景變項對「教育」層面均無顯著差異。 

3.就「社會」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職務、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等背景變項在

「社會」層面均無顯著差異。但性別、有無子女等背景變項在「社會」

層面則有顯著差異。女性高於男性，無子女高於有子女。顯示女性和無

子女者其「社會」層面的滿意度較高。此與女性喜歡與人建立社交互動，

具有友善的交友態度，致使與他人的人際關係更加親密有關；而無子女

者不需受照顧及教養小孩的牽絆有更多時間拓展自己的人際與社交。 

4.就「放鬆」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職務、有無子女、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等

背景變項在「放鬆」層面均無顯著差異。但性別背景變項在「放鬆」層

面則有顯著差異。女性高於男性，顯示女性在其「放鬆」層面的滿意度

較高。此與女性較懂得釋放壓力，放鬆身心，在情緒上給自己帶來幸福

感有關。 

5.就「生理」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性別、職務、有無子女、年齡、服務年資、教育

程度等背景變項對「生理」層面均無顯著差異。 

6.就「美感」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職務、有無子女、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等

背景變項在「美感」層面均無顯著差異。但性別背景變項在「美感」層

面則有顯著差異。女性高於男性，顯示女性在其「美感」層面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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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此與女性較在乎在乾淨，清爽、漂亮且令人愉悅的場所從事休閒

活動有關。 

7.就「整體」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在職務、有無子女、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

等背景變項對「整體」休閒滿意度層面均無顯著差異。僅性別背景變項

有顯著差異。女性高於男性，顯示女性在其「整體」休閒滿意度層面的

滿意度較高。 

綜合上述，女性在其「整體」休閒滿意度層面的滿意度較高。可能

原因為女性教師，平常工作壓力大，假日或下班後還需要處理其他家務，

在工作與家庭兩頭忙，休閒的時間比較少，因此對休閒方式的選擇會比

較審慎的考慮自己想要的，重視自己的健康，因此滿意度較高。 

4.4 不同個人變項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之差異分析 

本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之差異情形，以獨

立樣本 t檢定比較不同性別、職務、子女狀況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

之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不同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之彰化

市國小教師幸福感之進行差異分析，俾以瞭解各變項的差異情況，根據

分析結果印證假設：「H3.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其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4.4.1 不同性別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之差異情形 

本項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不同性別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量

表上得分之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23所列，茲就各層面及整體分別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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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不同性別的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各層面之差異 t 檢定摘要表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男性 60 3.453 0.725

女性 242 3.538 0.675

男性 60 3.814 0.598

女性 242 3.985 0.507

男性 60 3.953 0.646

女性 242 3.912 0.723

男性 60 3.740 0.523

女性 242 3.812 0.528

生活滿意 -0.857

自我肯定

人際和諧
-2.246*

身心健康 0.401

整體層面 -0.938

N=302 *p<.05  

由表 4.23可知，不同性別之教師，在幸福感的「生活滿意、身心健

康」等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均未達.05顯著水準；另在幸福感的整體層

面也未達.05顯著水準。但是在「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分量表上，其差異

情形達.05顯著水準，且女性教師的得分高於男性教師。此與女性較喜愛

自己，接納自我且主動關懷他人，重視別人的決定，不指責或詆毀他人

有關。 

本研究結果與羅淑珍(2016)、陳紅紓(2016)研究結果部分相同，指

出不同性別教師在幸福感有部分顯著差異情況。 

另外，本研究結果也和楊君琳(2014)、陳美君(2015)、陳淑貞(2015)

研究結果相同，他們指出不同性別的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層面上不存在明

顯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3-1.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性別其幸福感有顯

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 

4.4.2 擔任不同職務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之差異情形 

本項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不同職務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量

表上得分之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24所列，茲就各層面及整體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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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表 4.24 不同職務的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各層面之差異 t 檢定摘要表 
構面 職務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級任教師 190 3.552 0.673

科任教師 112 3.470 0.703

級任教師 190 3.951 0.517

科任教師 112 3.950 0.553

級任教師 190 3.904 0.702

科任教師 112 3.948 0.718

級任教師 190 3.802 0.535

科任教師 112 3.789 0.517

N=302 *p<.05

身心健康 -0.519

整體層面 0.207

生活滿意 0.994

自我肯定

人際和諧
0.014

 

由表 4-24可知，不同職務之教師，在幸福感的「生活滿意、自我肯

定人際和諧、身心健康」等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均未達.05顯著水準；

另在幸福感的整體層面上也未達.05顯著水準。 

本研究結果與陳美君(2015)、陳淑貞(2015)研究結果部分相同，指

出國小教師不同職務在幸福感「生活滿意、自我肯定人際和諧、身心健

康」等分量表及整體層面上得分沒有顯著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3-2.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不同職務其幸福感

有顯著差異，不獲得支持。 

4.4.3 子女狀況 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差異情形 

本項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子女狀況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量

表上得分之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25所列，茲就各層面及整體分別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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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子女狀況的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各層面之差異 t 檢定摘要表 
構面 職務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沒子女 106 3.421 0.677

有子女 196 3.576 0.684

沒子女 106 3.970 0.449

有子女 196 3.940 0.569

沒子女 106 3.853 0.733

有子女 196 3.957 0.692

沒子女 106 3.748 0.497

有子女 196 3.824 0.542

N=302 *p<.05

生活滿意 -1.883

自我肯定

人際和諧
0.471

身心健康 -1.224

整體層面 -1.201

 

由表 4.25可知，子女狀況之教師，在幸福感的「生活滿意、自我肯

定人際和諧、身心健康」等分量表上，其差異情形均未達.05顯著水準；

另在幸福感的整體層面上也未達.05顯著水準。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3-3.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子女狀況其幸福感

有顯著差異，不獲得支持。 

4.4.4 不同年齡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之差異情形 

本項目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不同年齡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

量表上的得分差異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26所列，茲就各層面狀況分別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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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不同年齡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各層面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構面 變異來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檢定 事後比較

組間 2.71 3 0.90 1.95

組內 138.34 298 0.46

總和 141.04 301

組間 0.67 3 0.22 0.79

組內 83.75 298 0.28

總和 84.41 301

組間 7.16 3 2.39 4.96** 4 > 1

組內 143.41 298 0.48

總和 150.57 301

生活滿意

自我肯定

人際和諧

身心健康

註 1：未滿30歲 2：30-39歲 3：40-49歲 4：50歲以上

N=302 **p<.01，*p<.05  

由表 4.26可知，不同年齡之教師，在幸福感的「身心健康層面」

（F=4.96，p＜.01）分量表上達到顯著差異，而「生活滿意、自我肯定

人際和諧」等層面之差異未達.05顯著水準。 

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呈現不同年齡的教師中，50歲以上

的教師在「身心健康層面」的幸福感高於未滿 30歲的教師。此與年長的

教師教學經驗豐富，人際互動較得心應手且對自己的教學有自信有關。 

此研究結果與楊君琳(2014)、廖淑容(2011)、陳美君(2015)、劉淑

珠(2016)相同，他們皆認為國小教師的幸福感會因為年齡不同而有顯著

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3-4.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不同年齡」其幸

福感有顯著差異，獲得部份支持。 

4.4.5 不同服務年資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之差異情形 

本項目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不同服務年資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

福感量表上的得分差異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27所列，茲就各層面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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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說明如下：  

表4.27 不同服務年資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各層面的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摘要表 

構面 變異來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檢定 事後比較

組間 1.85 2 0.92 1.98 -

組內 139.20 299 0.47

總和 141.04 301

組間 0.25 2 0.12 0.44 -

組內 84.16 299 0.28

總和 84.41 301

組間 1.80 2 0.90 1.81 -

組內 148.77 299 0.50

總和 150.57 301

生活滿意

自我肯定

人際和諧

身心健康

註 1：10年以下 2：11-20年 3：21年以上

N=302 **p<.01，*p<.05  

由表 4.27可知，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幸福感的「生活滿意、自

我肯定人際和諧、身心健康」等層面之差異未達.05顯著水準。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3-5.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不同服務年資其幸

福感有顯著差異，不獲得支持。 

4.4.6 不同教育程度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幸福感之差異情形 

本項目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不同教育程度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

福感量表上的得分差異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28所列，茲就各層面狀況

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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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8 不同教育程度之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各層面的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摘要表 

構面 變異來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檢定 事後比較

組間 0.19 2 0.10 0.21 -

組內 140.85 299 0.47

總和 141.04 301

組間 0.24 2 0.12 0.42 -

組內 84.18 299 0.28

總和 84.41 301

組間 1.70 2 0.85 1.71 -

組內 148.87 299 0.50

總和 150.57 301

生活滿意

自我肯定

人際和諧

身心健康

註 1：研究所畢業(含碩、博士、四十學分班)

   2：師範大學(含師大、師院、師專、師範)

   3：一般大學(學院)畢業

N=302 *p<.05  

由表 4.28可知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幸福感的「生活滿意、自我

肯定人際和諧、身心健康」等層面之差異未達.05顯著水準。 

此研究結果與楊君琳(2014)、陳淑貞(2015)相同，他們皆認為國小

教師的幸福感在不同教育程度上並 

沒有顯著差異。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H 3-6.不同的教師個人變項不同教育程度其幸

福感有顯著差異，不獲得支持。 

4.4.7 小結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整理如表 4.29，從表可見教師的職務、子女狀

況、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對幸福感來說並無顯著差異；而教師的性別與

年齡等背景變項對幸福感則有部份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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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教師背景變項與休閒滿意度各層面差異綜合分析表 
層面 性別 職務 有無子女 年齡 年資 教育程度

生活滿意 N.S. N.S. N.S. N.S. N.S. N.S.

自我肯定

人際和諧
女>男 N.S. N.S. N.S. N.S. N.S.

身心健康 N.S. N.S. N.S. 4 > 1 N.S. N.S.

整體層面 N.S. N.S. N.S. N.S. N.S. N.S.

教育程度  1、研究所畢業(含碩、博士、四十學分班)

          2、師範大學(含師大、師院、師專、師範)

          3、一般大學(學院)畢業

N.S.表沒有顯著差異

性別：1 男、2 女

職務：1 級任、2 科任

有無子女：1 有子女、2 無子女

年    齡：1、未滿30歲 2、30-39歲 3、40-49歲 4、50歲以上

年    資：1、10年以下 2、11-20年 3、21年以上

 

根據表 4.29，茲分層面加以討論： 

1.就「生活滿意」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性別、職務、有無子女、年齡、服務年資、教育

程度等背景變項對「生活滿意」層面均無顯著差異。 

2.就「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職務、有無子女、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等

背景變項對「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層面均無顯著差異；但不同性別的教

師在「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層面則有顯著差異。女性高於男性，顯示女

性「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層面高於男性。此與女性較願意接納自己喜愛

自己，主動關懷他人較重視別人的權益與決定有關。 

3.就「身心健康」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性別、職務、有無子女、服務年資、教育程度等

背景變項在「身心健康」層面均無顯著差異；但不同年齡的教師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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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層面則有顯著差異。50歲以上高於未滿 30歲，顯示「50歲以

上」在「身心健康」層面高於未滿 30歲者。此與年長的教師生活經驗豐

富，教學得心應手，人際互動八面玲瓏有關。 

4.就「整體」層面而言 

本研究發現，教師在性別、職務、有無子女、年齡、服務年資、教

育程度等背景變項對「整體」幸福感層面均無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所述，不同性別的教師在「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層面則有

顯著差異，女性高於男性。推論原因可能是女性天性溫和、溫馴遇事善

體人意，易於協商，不容易與人爭執。因此自我肯定人際和諧方面幸福

感自然高於男性。 

而不同年齡的教師在「身心健康」層面有顯著差異，顯示「50歲以

上」的教師在「身心健康」層面的幸福感高於未滿 30歲者，可能原因是

年長者人生經歷、閱歷豐富，自我調適與修為高於年輕老師之故。 

4.5 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與休閒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對國小教師之休閒活動選擇與休閒

滿意度各分層面進行考驗，以了解兩者之間是否具有相關，並根據分析

結果來回答「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之相關情形」。

相關係數摘要如表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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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教師休閒活動選擇與休閒滿意度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由表 4.30可知，教師休閒活動選擇各層面及整體上與休閒滿意度各

層面及整體上，皆有顯著相關存在，且達到.01的顯著水準（p<.01）。r

值與相關性高、中、低度間採三分法評量，即高度相關(r值≧0.8以上)，

中度相關(0.8>r值≧0.4)，低度相關(r值﹤0.4)。 

4.5.1 整體休閒活動選擇與休閒滿意度相關分析 

由表 4.30可以得知，整體休閒活動選擇與整體滿意度之間 r值

為.499，兩者之間達到.01的顯著水準（p<.01），因此兩者之間具有顯

著的中度正相關。 

至於整體休閒活動選擇與休閒滿意度六層面，中對「心理」層面的 r

值.438為最高，其次為「美感」也呈現中度正相關、而「教育」、「社

會」、「放鬆」、「生理」皆呈現低度正相關。 

4.5.2 休閒活動選擇各分層與休閒滿意度相關分析 

由表 4.30可知，教師休閒活動選擇各層面與休閒滿意度各層面及整

體上相關情形，分別討論如下： 

1.休閒活動選擇「健體運動」層面與休閒滿意度相關分析 

「健體運動」層面與休閒滿意度相關，以「健體運動」層面對「生

心理面向 教育面向 社會面向 放鬆面向 生理面向 美感面向
滿意度整

體平均

健體運動型 .231
**

.156
**

.161
**

.159** .346** .177** .275**

社交公益型 .320
**

.344
**

.336
**

.219
**

.188
**

.273
**

.365
**

戶外活動型 .331
**

.309
**

.267
**

.251
**

.344
**

.286
**

.393
**

知識文化型 .319
**

.373
**

.283
**

.324
**

.150
**

.376
**

.392
**

娛樂遊憩型 .235
**

.164
**

.228
**

.295
**

.176
**

.325
**

.307
**

嗜好怡情型 .372
**

.301
**

.262
**

.237
**

.189
**

.238
**

.346
**

類型整體平均 .438
**

.398
**

.369
**

.356
**

.331
**

.400
**

.499
**

休

閒

活

動

選

擇

休閒滿意度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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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面向」之間，其相關係數 r值＝.346，為最高，兩者具有低度正相關。

其他依次為「整體」、「心理」、「美感」、「社會」、「放鬆」、「教

育」等層面，亦皆具有低度的正相關。 

2.休閒活動選擇「社交公益」層面與休閒滿意度相關分析 

「社交公益」層面與休閒滿意度相關，以「社交公益」層面對「整

體休閒滿意度」，其相關係數 r值＝.365，為最高，兩者具有低度正相

關。其他依次為「教育」、「社會」、「心理」、「美感」、「放鬆」、

「生理」等層面，也都具有低度正相關。 

3.休閒活動選擇「戶外活動」層面與休閒滿意度相關分析. 

「戶外活動」層面與休閒滿意度相關，以「戶外活動」層面對「整

體休閒滿意度」，其相關係數 r值＝.393，為最高，兩者具有低度正相

關。其他依次為「生理」、「心理」、「教育」、「美感」、「社會」、

「放鬆」等層面，也都具有低度的正相關。 

4.休閒活動選擇「知識文化」層面與休閒滿意度相關分析. 

「知識文化」層面與休閒滿意度相關，以「知識文化」層面對「整

體休閒滿意度」，其相關係數 r值＝.392，為最高，兩者具有低度正相

關。其他依次為「美感」、「教育」、「放鬆」、「心理」、「社會」、

「生理」等層面，也都具有低度的正相關。 

5.休閒活動選擇「娛樂遊憩」層面與休閒滿意度相關分析 

「娛樂遊憩」層面與休閒滿意度相關，以「娛樂遊憩」層面對「美

感」，其相關係數 r值＝.325，為最高，兩者具有低度正相關。其他依

次為「整體」、「放鬆」、「心理」、「社會」、「生理」、「教育」

等層面，皆具有低度的正相關。 

6.休閒活動選擇「嗜好怡情」層面與休閒滿意度相關分析 

「嗜好怡情」層面與休閒滿意度相關，以「嗜好怡情」層面對「心

理面向」層面，其相關係數 r值＝.372，為最高，兩者具有低度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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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依次為「整體」、「教育」、「社會」、「美感」、「放鬆」、「生

理」等層面，皆具有低度的正相關。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可得知，整體休閒活動選擇與整體休閒滿意度具

有顯著正相關；整體休閒活動選擇及各分層與整體休閒滿意度及各層面，

皆具有顯著正相關。因此表示教師的休閒活動選擇參與度越高，在休閒

滿意度表現上也越高。 

因此本研究假設「H4.休閒活動選擇對休閒滿意度達顯著影響」獲得

支持。此結果與柯政利 (2008)、廖淑容(2011)、陳美君(2015)、陳淑貞

(2015)、鄭育文(2016)的研究結果相同，他們皆指出國小教師休閒活動

選擇參與度和休閒滿意度具顯著正相關。 

4.6 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之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對國小教師之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

各分層面進行考驗，以了解兩者之間是否具有相關，並根據分析結果來

回答「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之相關情形」。相關係數摘

要如表 4.31。 

表 4.31 教師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生活滿意
自我肯定

人際和諧
身心健康

幸福感

整體平均

心理面向 .484** .500** .222** .476**

教育面向 .426** .440** .163** .404**

社會面向 .421** .437** .215** .425**

放鬆面向 .392** .420** .150** .377**

生理面向 .406** .286** .129* .329**

美感面向 .410** .470** .154** .404**

滿意度

整體平均
.555** .552** .224** .525**

幸福感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休

閒

滿

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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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1可知，教師休閒滿意度各層面及整體上與幸福感各層面及

整體上皆達到顯著水準；其中「生理」層面對「身心健康」層面之間達

到.05的顯著水準（p<.05），其餘皆有顯著相關存在，且達到.01的顯

著水準（p<.01）。 

r值與相關性高、中、低度間採三分法評量，即高度相關(r值≧0.8

以上)，中度相關(0.8>r值≧0.4)，低度相關(r值﹤0.4)。 

4.6.1 整體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由表 4.31中可以得知，整體休閒滿意度與整體幸福感之間 r值

為.525，兩者之間達到.01的顯著水準（p<.01），因此兩者之間具有顯

著的中度正相關。 

至於整體休閒滿意度對幸福感三層面，中以「生活滿意」層面的 r

值.555為最高，兩者之間達到.01的顯著水準（p<.01），表示兩者之間

有顯著的中度正相關。其他依次為「自我肯定人際和諧」、「身心健康」

層面，其中「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呈現中度正相關，而「身心健康」呈

現低度正相關。 

4.6.2 休閒滿意度各分層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由表 4.31可知，教師休閒滿意度各層面與幸福感各層面及整體上相

關情形，分別討論如下： 

1.休閒滿意度「心理」層面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心理」層面與幸福感相關，以「心理」層面對「自我肯定人際和

諧」之間，其相關係數 r值＝.500，為最高，兩者具有中度正相關。其

他依次為「生活滿意」、「整體幸福感」、「身心健康」等層面，而「生

活滿意」、「整體幸福感」呈現中度正相關，「身心健康」則呈現低度

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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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休閒滿意度「教育」層面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教育」層面與幸福感相關，以「教育」層面對「自我肯定人際和

諧」，其相關係數 r值＝.440，為最高，兩者具有中度正相關。其他依

次為「生活滿意」、「整體幸福感」、「身心健康」等層面，而「生活

滿意」、「整體幸福感」呈現中度正相關，「身心健康」則呈現低度正

相關。 

3.休閒滿意度「社會」層面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社會」層面與幸福感相關，以「社會」層面對「自我肯定人際和

諧」，其相關係數 r值＝.437，為最高，兩者具有中度正相關。其他依

次為「整體幸福感」、「生活滿意」、「身心健康」等層面，而「整體

幸福感」、「生活滿意」呈現中度正相關，「身心健康」則呈現低度正

相關。 

4.休閒滿意度「放鬆」層面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放鬆」層面與幸福感相關，以「放鬆」層面對「自我肯定人際和

諧」，其相關係數 r值＝.420，為最高，兩者具有中度正相關。其他依

次為「生活滿意」、「整體幸福感」、「身心健康」等層面，皆呈現低

度正相關。 

5.休閒滿意度「生理」層面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生理」層面與幸福感相關，以「生理」層面對「生活滿意」，其

相關係數 r值＝.406，為最高，兩者具有中度正相關。其他依次為「整

體幸福感」、「自我肯定人際和諧」、「身心健康」等層面，皆呈現低

度正相關。 

6.休閒滿意度「美感」層面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美感」層面與幸福感相關，以「美感」層面對「自我肯定人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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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其相關係數 r值＝.470，為最高，兩者具有中度正相關。其他依

次為「整體幸福感」、「生活滿意」、「身心健康」等層面，而「整體

幸福感」、「生活滿意」呈現中度正相關，「身心健康」則呈現低度正

相關。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可得知，整體休閒滿意度與整體幸福感具有顯著

正相關；休閒滿意度各分層與幸福感各層面，皆具有顯著正相關。因此

表示教師的休閒滿意度越高，在幸福感表現上也越高。 

因此本研究假設「H5. 休閒滿意度對幸福感達顯著影響」獲得支持。

此結果和國內研究者洪嘉黛(2016)的結果相同，她指出國小教師之休閒

滿意度與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 

4.7 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與幸福感之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對國小教師之休閒活動選擇與幸福

感各分層面進行考驗，以了解兩者之間是否具有相關，並根據分析結果

來回答「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與幸福感之相關情形」。相關係

數摘要如表 4.32。 

表 4.32 教師休閒活動選擇與幸福感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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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2可知，教師休閒活動選擇各層面及整體上與幸福感各層面

及整體上，在「身心健康」層面與「健體運動」、「社交公益」「知識

文化」、「嗜好怡情」、「娛樂遊憩」、「戶外活動」層面之間沒有達

到顯著水準且整體幸福感對「健體運動」和「娛樂遊憩」層面之間沒有

達到顯著水準；其他在「健體運動型」層面與「生活滿意」、「自我肯

定人際和諧」層面之間達到.05的顯著水準（p<.05），其餘層面皆有顯

著相關存在，且達到.01的顯著水準（p<.01）。 

r值與相關性高、中、低度間採三分法評量，即高度相關(r值≧0.8

以上)，中度相關(0.8>r值≧0.4)，低度相關(r值﹤0.4)。 

4.7.1 整體休閒活動選擇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由表 4.32中可以得知，整體休閒活動選擇與整體幸福感之間 r值

為.253，兩者之間達到.01的顯著水準（p<.01），因此兩者之間具有顯

著的低度正相關。 

至於整體休閒活動選擇與幸福感三層面，其與「生活滿意」層面的 r

值 3.08為最高，兩者之間達到.01的顯著水準（p<.01），表示兩者之間

有顯著的低度正相關。而其他依次為「自我肯定人際和諧」、「身心健

康」，此兩層面「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呈現低度正相關，而「身心健康」

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身心健康」調查數據呈現高度偏態集中此與休閒活動選擇呈現相

對分散的特徵有所不同，因此沒有達到顯著的相關水準。這與 Paggi, M. 

E., Jopp, D. & Hertzog, C. (2016).研究結果相乎應，身心健康會限

制成年人可以參與的休閒活動的類型。 

4.7.2 休閒活動選擇各分層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由表 4.32可知，教師休閒活動選擇各層面與幸福感各層面及整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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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情形，分別討論如下： 

1.休閒活動選擇「健體運動」層面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健體運動」層面與幸福感相關，以「健體運動」層面對「生活滿

意」之間，其相關係數 r值＝.127，為最高，兩者具有低度正相關。其

他依次為「自我肯定人際和諧」、「整體幸福感」、「身心健康」。「自

我肯定人際和諧」呈現低度正相關，而「整體幸福感」、「身心健康」

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2.休閒活動選擇「社交公益」層面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社交公益」層面與幸福感相關，以「社交公益」層面對「自我肯

定人際和諧」，其相關係數 r值＝.209，為最高，兩者具有低度正相關。

其他依次為「生活滿意」、「整體幸福感」、「身心健康」。「生活滿

意」、「整體幸福感」呈現低度正相關，而「身心健康」沒有達到顯著

水準。「 

3.休閒活動選擇「戶外活動」層面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戶外活動」層面與幸福感相關，以「戶外活動」層面對「生活滿

意」，其相關係數 r值＝.267，為最高，兩者具有低度正相關。其他依

次為「整體幸福感」、「自我肯定人際和諧」、「身心健康」。「整體

幸福感」、「自我肯定人際和諧」呈現低度正相關，而「身心健康」沒

有達到顯著水準。 

4.休閒活動選擇「知識文化」層面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知識文化」」層面與幸福感相關，以「知識文化」」層面對「自

我肯定人際和諧」，其相關係數 r值＝.260，為最高，兩者具有低度正

相關。其他依次為「生活滿意」、「整體幸福感」、「身心健康」。「生

活滿意」、「整體幸福感」呈現低度正相關，而「身心健康」沒有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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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水準。 

5.休閒活動選擇「娛樂遊憩」層面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娛樂遊憩」層面與幸福感相關，以「娛樂遊憩型」層面對「自我

肯定人際和諧」，其相關係數 r值＝.193，為最高，兩者具有低度正相

關。其他依次為「生活滿意」、「整體幸福感」、「身心健康」。「生

活滿意」具有低度的正相關。但是在「整體幸福感」、「身心健康」兩

者相關並不顯著。 

6.休閒活動選擇「嗜好怡情」」層面與幸福感相關分析 

「嗜好怡情型」」層面與幸福感相關，以「嗜好怡情」層面對「生

活滿意」層面，其相關係數 r值＝.297，為最高，兩者具有低度正相關。

其它依次為「自我肯定人際和諧」、「整體幸福感」、「身心健康」等

層面。「自我肯定人際和諧」、「整體幸福感」皆具有低度的正相關，

而「身心健康」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可得知，整體休閒活動選擇與整體幸福感具有顯

著正相關；整體休閒活動選擇分層與整體幸福感及各層面，除了幸福感

的「身心健康」層面與「健體運動」、「社交公益」「知識文化」、「嗜

好怡情」、「娛樂遊憩」、「戶外活動」、「整體類型」層面之間沒有

達到顯著水準外，「整體幸福感」與「健體運動」、「娛樂遊憩」之間

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其餘皆具有顯著正相關。因此表示教師的休閒活

動選擇越高，在幸福感表現上也越高。 

因此本研究假設「H6. 休閒活動選擇對幸福感達顯著影響」獲得支

持。此結果與郭慧驊(2016)和陳紅紓(2016)的結果相同，指出教師的休

閒參與與幸福感有顯著正相關。 

4.8 本研究各項假設之驗證結果 

本研究共分六個假設，其各項假設之驗證根據其結果，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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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如下列表格所示，如表 4.33。  

表 4.33 本研究各項假設之驗證結果分析摘要表 

研究假設 驗證內容 驗證結果

假設 1-1 不同性別的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有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假設 1-2 不同職務的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達有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假設 1-3 有無子女的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有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假設 1-4 不同年齡的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有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假設 1-5 不同年資的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有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假設 1-6 不同教育程度的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有顯著差異。 拒絕

假設 2-1 不同性別的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達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假設 2-2 不同職務的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達顯著差異。 拒絕

假設 2-3 有無子女的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達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假設 2-4 不同年齡的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達顯著差異。 拒絕

假設 2-5 不同年資的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達顯著差異。 拒絕

假設 2-6 不同教育程度的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達顯著差異。 拒絕

假設 3-1 不同性別的國小教師在幸福感達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假設 3-2 不同職務的國小教師在幸福感達顯著差異。 拒絕

假設 3-3 有無子女的國小教師在幸福感達顯著差異。 拒絕

假設 3-4 不同年齡的國小教師在幸福感達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假設 3-5 不同年資的國小教師在幸福感達顯著差異。 拒絕

假設 3-6 不同教育程度的國小教師在幸福感達顯著差異。 拒絕

假設四 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與休閒滿意度有顯著相關存在。 支持

假設五 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有顯著相關存在。 支持

假設六 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與幸福感有顯著相關存在。 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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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之

研究」為題，探討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

之關係。本章結論與建議共分為兩節，5.1結論，5.2建議。將本研究的

目的，依研究結果及主要發現，歸納成結論並提出建議，提供給相關單

位、人員及未來研究者做為參考，茲分述如下: 

5.1 結論 

綜合本研究各項研究問題，並根據研究結果分析，獲得以下結論： 

1.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的現況與差異情形 

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的參與程度尚佳，其中以「知識文

化構面」較高，其次為「娛樂遊憩構面」，而「健體運動構面」為最低；

顯示國小教師對自己的休閒活動選擇的參與程度尚可。此與休閒活動選

擇類型眾多且分散，每人參與時間有限，導致參與程度尚可有關。 

不同性別、年齡、教學年資、擔任職務、有無子女狀態的彰化市國

小教師之休閒活動選擇有顯著差異。差異如下： 

女性教師在「社交公益類」得分高於男性教師；科任教師的「嗜好

怡情類」得分皆高於級任教師；沒子女的教師在「知識文化類」、「娛

樂遊憩類」上的休閒活動選擇得分皆高於有子女的教師；未滿 30歲與

(30-39歲、40-49歲、50歲以上)的教師相比，在休閒活動選擇方面較偏

向於選擇參與「娛樂遊憩類」的休閒活動。另(40-49歲、50歲以上)與

30-39歲的教師相比在休閒活動選擇方面較偏向於選擇參與「嗜好怡情類」

的休閒活動；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中，年資 21年以上與年資 11-20年的

教師相比，在休閒活動選擇方面較偏向於選擇參與「嗜好怡情類」的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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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活動。但是在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休閒活動選擇量表各構面，均

無達到顯著差異。 

2.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的現況與差異情形 

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的感受佳，就整體而言屬中等偏高程

度。休閒滿意度量表的整體得分平均數為 3.89，介在於 3「不確定」與 4

「滿意」之間，顯示目前彰化市國小教師休閒滿意度之現況趨於滿意。 

其中以「放鬆構面」得分最高，「美感構面」次之，而「生理構面」

則較低。可知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滿意度的獲得方面以放鬆構面最滿

意，而在「生理構面」方面尚有提昇空間。 

不同性別、有無子女的彰化市國小教師之休閒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其中不同性別在「社會、放鬆、美感及整體構面」上女性教師的得分皆

高於男性教師，而有無子女方面在「社會構面」分量表上，沒子女的教

師的休閒滿意度得分皆高於有子女的教師。但是在不同年齡、職務、年

資、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休閒滿意度量表各構面，均無達到顯著差異。 

3.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的現況與差異情形 

彰化市國小教師在幸福感方面具有高幸福感，幸福感就整體而言屬

中等偏高程度，在幸福感量表的整體得分平均數為 3.82，居於 3「不確

定」與 4「同意」之間，顯示彰化市國小教師對於幸福感的感受程度頗高。

以幸福感的構面而言，「自我肯定人際和諧」構面得分最高，其次為「身

心健康」構面，而以「生活滿意」構面最低。顯示彰化市國小教師在「自

我肯定人際和諧」和「身心健康」上所獲得的幸福感受程度較高，而「生

活滿意」方面所獲得的幸福感受程度則較低。 

不同性別、年齡的彰化市國小教師之幸福感有顯著差異，其中不同

性別之教師在「自我肯定人際和諧」構面上女性教師的得分高於男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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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不同年齡的教師中，50歲以上的教師在「身心健康」構面的幸福感

高於未滿 30歲的教師。但是受試者在其他不同職務、有無子女、服務年

資、教育程度方面的幸福感，則未達到顯著差異。 

4.彰化市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與幸福感三者之間的相

關情形 

本研究結果發現以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度及幸福感各構面來檢

視彼此間的關係，得知彼此之間關係密切，除休閒活動選擇與幸福感之

「身心健康」構面未具顯著相關外，其餘皆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5.2 建議 

1.增進國小教師規律運動及健身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康 

本研究得知，彰化市國小教師在選擇休閒活動類型上較偏向知識文

化類的活動，而較少參與健體運動類的活動，然而健體運動類的活動，

像是游泳、有氧、慢跑或球類運動，對身體健康最有助益，自從 2015年

12月彰北運動中心成立，有如此舒適，選擇多樣且設備新穎的運動中心，

更有助於彰化市教師從事健體運動類的休閒活動。而且現在一里一活動

中心，公園，學校的運動設施亦改善許多，且與社區結合；因此，建議

國小教師能妥善規劃、安排，選擇自己喜愛或想要參與的健體運動類的

活動項目，持之以恆身體力行，才能達成健康促進的目標。 

2 增加教師參與休閒活動機會，培養正確的休閒態度及休閒觀念 

彰化市國小教師在選擇休閒活動類型上平均得分傾向偶爾參與；且

在休閒滿意度的感受佳，除生理構面外，不論是放鬆、美感、教育、心

理以及社會等構面的得分均很高，顯示彰化市國小教師對休閒滿意度的

感受達高滿意水準。故建議教育行政當局及學校和休閒業者合作，多辦

理與休閒活動參與相關的活動，並透過與休閒業者合作的方式，使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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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推廣或行銷策略，積極推動教師參與休閒活動的方案，結合健身、放

鬆、聯誼、交友、親子、學習等因素，辦理各種適合國小教師之休閒活

動，並可利用週三進修、研習時間或寒暑假，多規劃、設計不同型態的

休閒課程與活動，且需考量不同背景變項在休閒活動參與度上的差異，

依不同性別、年齡、有無子女及擔任的職務別等差異，安排不同的研習

課程，以激發教師的學習動機及參與興趣，從而培養教師正確的休閒觀

念與知能，提高參與各類休閒活動的頻率與機會。 

3 對未來研究 

(1).研究方法方面 

因採問卷調查法缺乏深度訪談，因此教師在填答過程中，可能因認

知、情緒、校務繁忙及社會期望等因素之影響，對問卷題目的自我解釋

也會有所不同，導致研究結果可能與實際有所誤差。建議未來研究可加

入質性訪談的研究方法來深入了解國小教師在休閒活動選擇、休閒滿意

度和幸福感之實際感受，以增加研究的深度與可靠性。 

(2).研究樣本方面 

限於時間、經費、人力之因素，僅就彰化市 16所公立國民小學當中

的 330人為調查對象， 並未將調查對象擴及全台灣地區，因此推論之範

圍受到限制， 建議未來研究在時間允許之下，可擴大研究範圍，並提高

樣本數， 將更能提昇推論範圍，並充分反映出各方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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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研究問卷 

 



 
 
 
 
 
 
 
 
 
 
 
 

 

 

113 

 

 

 

1 籃球、網球、羽球、桌球、其它球類運動 1 2 3 4 5

2 游泳、潛水、其它親水運動 1 2 3 4 5

3 瑜珈、韻律操、有氧舞蹈、太極拳、其它律動 1 2 3 4 5

4 慢跑、其它田徑運動 1 2 3 4 5

5 聚餐、泡茶、訪友、聚會 1 2 3 4 5

6 參與社群、網路交友 1 2 3 4 5

7 參與聯誼活動、社團活動、康樂活動等 1 2 3 4 5

8 參加宗教活動、靈修、靜坐等 1 2 3 4 5

9 參與公益活動、社區服務、擔任志（義）工等 1 2 3 4 5

10 散步、競走、溜冰、溜滑板 1 2 3 4 5

11 登山、健行 1 2 3 4 5

12 旅遊、度假 1 2 3 4 5

13 野炊、露營、郊遊、烤肉 1 2 3 4 5

14 賞鳥、釣魚 1 2 3 4 5

15 騎自行車、騎重機、兜風 1 2 3 4 5

16 看書、讀報、閱讀雜誌、小說、看新聞報導 1 2 3 4 5

17 參加研習、參與進修課程、聽演講 1 2 3 4 5

18 學習電腦技能、學習外語 1 2 3 4 5

19 參觀展覽 1 2 3 4 5

20 逛街購物、逛夜市 1 2 3 4 5

21 看電視及影片、收聽廣播、看電影 1 2 3 4 5

22 看球賽、唱歌、看表演、聽演唱 1 2 3 4 5

23 下棋、打撲克牌、打麻將、橋牌、桌遊 1 2 3 4 5

24 休息小睡 1 2 3 4 5

25 吃零食、發呆 1 2 3 4 5

26 上網、玩線上遊戲、玩電動遊戲等 1 2 3 4 5

27 園藝(種植盆栽、花草樹木) 1 2 3 4 5

28 插花、手工藝、收藏、剪報 1 2 3 4 5

29 書法、繪畫、攝影、寫作、彈奏樂器 1 2 3 4 5

30 居家布置、飼養寵物、研究命理 1 2 3 4 5

31 泡湯、SPA 1 2 3 4 5

嗜

好

怡

情

型

社

交

公

益

型

戶

外

活

動

型

健

體

運

動

型

從

未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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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少

參

與

偶

爾

參

與

經

常

參

與

總

是

參

與

請就下列各種問題，回想您在近一年來參與休閒活動類

型的頻率，並圈選最符合的一項。

下一頁還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第二部分】    【休閒活動選擇量表】

活  動  項  目

知

識

文

化

型

娛

樂

遊

憩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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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不

確

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01 我從事的休閒活動，非常有趣又有吸引力。 1 2 3 4 5

02 我的休閒活動，讓我充滿自信。 1 2 3 4 5

03 我從事的休閒活動，帶給我成就感。 1 2 3 4 5

04 在我的休閒活動，會用到多種不同的技巧(技能)、

(手藝、本領)。
1 2 3 4 5

05 我的休閒活動，讓我增長知識。 1 2 3 4 5

06 我的休閒活動，給了我嘗試新事物的機會。 1 2 3 4 5

07 我的休閒活動，讓我更加瞭解(認識)自己。 1 2 3 4 5

08 我的休閒活動，讓我更加瞭解(認識)他人。 1 2 3 4 5

09 經由休閒活動，我與他人建立社交互動。 1 2 3 4 5

10 經由休閒活動，我與他人的人際關係更加親密。 1 2 3 4 5

11 在我的休閒活動裡，我所遇到的人都很友善。 1 2 3 4 5

12 在休閒活動裡，我與他人進行很多交往互動。 1 2 3 4 5

13 我的休閒活動，幫我放鬆身心。 1 2 3 4 5

14 我的休閒活動，幫我釋放(減輕、消除)壓力。 1 2 3 4 5

15 我的休閒活動，在情緒上帶給我幸福感。 1 2 3 4 5

16 我從事休閒活動，很單純只是因為我喜歡。 1 2 3 4 5

17 我的休閒活動挑戰我的體能。 1 2 3 4 5

18 我從事讓我身體健康的休閒活動 1 2 3 4 5

19 我從事的休閒活動，讓我恢復體能。 1 2 3 4 5

20 我的休閒活動幫我保持健康。 1 2 3 4 5

21 我在乾淨清爽的區域(場所、地方)，從事休閒活動。 1 2 3 4 5

22 我在有趣(快樂)的場所(地方)，從事休閒活動。 1 2 3 4 5

23 我在漂亮(美麗)的場所(地方)，從事休閒活動。 1 2 3 4 5

24 我在規劃設計良好的場所(地方)，從事休閒活動。 1 2 3 4 5

下一頁還有題目，請翻頁繼續作答

【第三部分】     休閒滿意度量表：
說明：

請依照您個人實際的休閒感受情況，圈選出最符合您的

滿意程度。每一問項中均有「非常不滿意」至「非常滿

意」的空格供您圈選， 請依照您對於問題的滿意程度，

在數字上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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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確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在絕大部分情況裡，我的生活是接近我的理想狀態。 1 2 3 4 5

2 我的生活情況好極了。 1 2 3 4 5

3 我很滿意我的生活。 1 2 3 4 5

4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擁有生命裡我想要的重要事物了。 1 2 3 4 5

5 若是能夠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我幾乎不想改變什麼。 1 2 3 4 5

6 做自己，愛自己也愛別人 1 2 3 4 5

7 知道自己是誰，接納自己、喜愛自己。 1 2 3 4 5

8 做想做的、說想說的，但又不指責或詆毀他人。 1 2 3 4 5

9 勇敢但不衝動，有自信，不畏壓力與嘲笑。 1 2 3 4 5

10 關懷他人但不討好，重視別人的權益，重視別人的決定。 1 2 3 4 5

11 認為重要的，即使有壓力也不退卻。 1 2 3 4 5

12 對自己有信心，重視自己的價值。 1 2 3 4 5

非

常

厲

害

厲

害

中

等

程

度

輕

微

完

全

沒

有

13 感覺緊張不安 1 2 3 4 5

14 覺得容易苦惱或動怒 1 2 3 4 5

15 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1 2 3 4 5

16 覺得比不上別人 1 2 3 4 5

17 睡眠困難，譬如難以入睡、易醒或早醒 1 2 3 4 5

說明：

    請依照您個人目前實際的感受情況，圈選出符合您的感受。每

一問項中均有「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的空格供您圈選，請

依照您對於問題的同意程度，在數字上圈選。

【第四部分】          幸福感量表：

說明：

    請依照您個人近一個月來實際的情緒經歷。圈選出符合您的感

受。每一問項中均有「非常厲害」至「完全沒有」的空格供您圈選

，請依照您對於問題的同意程度，在數字上圈選。

感謝您的協助與參與，本問卷到此完成。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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