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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討臺中、彰化地區銀髮族休閒運動參與動機以及休閒阻礙因素，並探究休閒運動動機與休閒阻礙因素之關係。本

研究採立意取樣以台中、彰化地區65歲以上之銀髮族共297人為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問卷內容分為銀髮

族背景基本資料、休閒運動參與動機、休閒運動參與阻礙因素等三部分，分別以獨立樣本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

爾森積差相關分析、迴歸分析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 結果發現：休閒運動參與動機在年齡層上、婚姻上、不同教育程度、

不同性別、不同健康狀況、每天運動時間皆達顯著水準，然而，在性別、教育程度及不同婚姻對休閒運動參與動機，無顯

著相關影響。另外，在銀髮族參與休閒運動阻礙因素之比較發現，僅在不同性別之變項「個人因素」、「環境因素」、「

參與機會」項目，未達顯著差異，顯示女性和男性均不受阻礙因素影響。最後，在休閒運動參與動機與休閒運動阻礙因素

之關係上，研究結果顯示休閒運動參與動機部份構面與阻礙因素部份構面間有顯著相關存在。 結論：休閒參與動機及阻礙

因素間具有相互關係，休閒運動參與動機可以有效預測阻礙因素上，值得未來加強有效對銀髮族參與休閒運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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