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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退休教師休閒參與及幸福感之關係，並進一步分析不同背景變項退休教師在前述兩變項上之差異，以「

退休教師休閒參與及幸福感問卷」為研究工具。針對中部四縣市之公立國民中、小學退休教師為對象，採用便利抽樣方式

，總共發出550份問卷，回收527份，其中有效問卷為494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9.8％。根據資料經統計套裝軟體SPSS

10.0進行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一、退休教師整體休閒參與程度為中等偏低的情形；整體幸福感為中等偏高的情形。二、

不同退休年數、健康狀況與居住情形退休教師在休閒參與上達顯著差異。三、不同健康狀況和每月所得退休教師在幸福感

上達顯著差異。四、退休教師休閒參與程度較高者，其幸福感的感受程度普遍愈滿足。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

提供縣市主管機關、未來有關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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