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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銀髮族之休閒需求、成功老化認知及成功老化認知對休閒需求之預測力，以彰化縣內12鄉鎮社區年

滿55歲以上之銀髮族為抽樣調查對象，採量化研究，共發出600份，回收562份，扣除無效問卷170份，得有效問卷392份，

問卷整體回收率93.67%，有效問卷回收率為69.75%，以SPSS12.0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假設驗證，獲得以下研究結果： 一

、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與生育子女數、目前或退休前職業及健康狀況在休閒需求上有部分顯著

差異。 二、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居住情形、目前或退休前職業與健康狀況等，在成功老化認知具顯

著差異。性別在成功老化認知亦有部分顯著差異。 三、全部樣本人口、低老化程度者在成功老化認知之心理健康和身體健

康構面對整體休閒需求皆具顯著預測力，高老化程度者僅有心理健康構面對整體休閒需求具顯著預測力。 最後，根據研究

結果進行討論，並對政府機關、銀髮長者提出具體建議： 一、政府機關：加強敬老與休閒教育、增建適合銀髮族活動設施

、改善老人社區支持性系統，結合業界或與大專院校合作，利用既有設備，開設銀髮學苑、日間研習托護中心、托老所。 

二、銀髮長者：培養正確休閒及終身學習觀念、多參與休閒活動、擔任志工，持續融合在社會中。 關鍵字：銀髮族、休閒

需求、成功老化認知

關鍵詞 : 銀髮族、休閒需求、成功老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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