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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花蓮市職業婦女工作壓力、家庭壓力及休閒參與及休閒偏好及阻礙之情況，並比較花蓮市不同背景特性的

的職業婦女在工作壓力、家庭壓力及休閒阻礙的差異情形，同時探討工作壓力與休閒阻礙及家庭壓力與休閒阻礙的相關情

形。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設籍於花蓮市職業婦女為研究對象，採取比率分層簡單隨機抽樣，選出300戶為樣本進行

調查，有效樣本252份，回收率84%。資料分析方式包括描述性統計、信度檢定、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相關

分析。茲將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一、背景特性方面：應答者以已婚、金融及保險業、尚無子女、高中職、與父母同住、每

月個人收入20,001-40,000元人數為最多，年齡集中在31-40歲，平均年齡為35歲，工作時間以固定在白天、工作因素以幫助

家計人數為最多。 二、假設驗證方面： (1)背景特性中，除了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個人收入外，因其年齡、婚姻狀況、

工作因素、工作時間、子女狀況及居住狀況的不同會在工作壓力上有顯著差異。 (2)背景特性中，除了子女狀況及居住狀況

外，因其年齡、婚姻狀況、工作因素、工作時間、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個人收入的不同會在家庭壓力有顯著差異。 (3)背

景特性中，僅在職業、每月個人收入及工作時間的不同會在休閒阻礙有顯著差異。 (4)工作壓力之焦慮、疲勞、憂鬱、離職

意願等構面及整體工作壓力與休閒阻礙之間具有顯著的線性正相關。 (5)家庭壓力之工作干擾家庭、角色扮演失調、財務經

濟壓力、家庭為重及整體家庭壓力與休閒阻礙之間具有顯著的線性正相關。 最後根據本研究發現及結果，進行討論並分別

對企業、政府及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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