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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針對大學圖書館員休閒認知、休閒阻礙與休閒效益之關係，進行實證調查分析。研究採分層叢集抽樣(Cluster

Sampling)，以結構式郵寄問卷調查方式，共發出350 份問卷，回收303份問卷(回收率達86.6﹪)，經整理回收問卷，有效問

卷計262份(有效問卷率達74.9﹪)，依此資料分別進行統計分析，包含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因素

分析(Factor Analysis)、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等。 分析結果摘要如下： 一、休閒認知透過因素分析，得自我

成長型、身心健康型、成就價值型、人際社交型。因素分析解釋變異量(Explained Variance)百分比各為39%、14%、9%

與6%，大學圖書館員的休閒認知以自我成長型居最高，依次為身心健康型、成就價值型、人際社交型。 二、休閒阻礙透

過因素分析，得人際阻礙、個人內在阻礙、結構阻礙，因素分析解釋變異量(Explained Variance)百分比各為43.8%、9.3%

、7.5%，大學圖書館員的休閒阻礙以人際阻礙為最大，依次為個人內在阻礙、結構阻礙。 三、休閒效益透過因素分析，

得心智效益、家庭效益、社交效益、生理效益，因素分析解釋變異量(Explained Variance)百分比各為38.8%、13.7%、8.2%

與7.2%，大學圖書館員的休閒效益以心智效益為最大，依次為家庭效益、社交效益與生理效益。 - iii - 四、不同人口特性

的大學圖書館員在休閒認知上，教育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有顯著差異，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家庭平均年收入、擔任

職務、工作狀況則無顯著差異。 五、不同人口特性的大學圖書館員在休閒阻礙上無顯著差異。 六、不同人口特性的大學

圖書館員在休閒效益上，年齡、婚姻狀況有顯著差異，性別、教育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家庭平均年收入、擔任職務、

工作狀況皆無顯著差異。 七、在休閒認知與休閒阻礙上，有顯著低度正相關關係；在休閒認知與休閒效益上，有顯著中度

正相關關係；在休閒阻礙與與休閒效益上，無顯著相關關係。 最後就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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