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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銀髮族涉入休閒運動，對於身心健康與生活品質之影響。研究對象為設籍彰化縣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松年

大學彰化分校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銀髮族學員，這是一群有長期涉入休閒運動的銀髮族群體，共取得有效問卷212份，透

過問卷調查與與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分析結果顯現此模型配適度良好。本研究發現：一、銀髮族涉入休閒運動會正向

影響身心健康。二、休閒運動涉入後之身心健康對生活品質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結果得知，休閒運動涉入以「中心性」為

銀髮族最重要之選擇要素；身心健康以「心理健康」為銀髮族最重視之層面；生活品質層面，銀髮族則最在意於「社會互

動」之感受。根據研究結果，具體建議因應高齡化社會急遽來臨之時代，鼓勵銀髮族多涉入休閒運動，將有助於增進身心

健康、提昇生活品質並達到成功老化的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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