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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因應爾後戰爭型態的改變，我國在兵力結構上力行精兵政策國軍實施「精實案」及「精進案」後，使志願役人員感受到

工作壓力愈來愈沉重；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空軍官校工作壓力來源及從國人相關休閒活動需求及參與中探討空軍官校人員

休閒活動需求及其參與之關係。 本研究利用SPSS Windows 10.0中文版本及採用t檢定、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及皮爾遜積差相

關分析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發現在工作壓力方面平均值大於3.5顯示感受到中度壓力存在，「角色要求」、「主管領導風格

」及「家庭和經濟」構面上，年資在「3-5年」比「20年以上」明顯感受到壓力。 在休閒活動需求及其參與方面平均數以

「閒逸型」最高，顯示空軍官校志願役人員偏向於靜態休閒活動；在休閒活動需求「閒逸型」構面上，年齡層在「26-30

歲」比「25歲以下」有顯著差異；在休閒活動參與在「旅遊知性型」構面上，家庭中「無小孩者」比家中有「6歲以下小

孩」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做以下之建議： 一、空軍官校志願役人員工作壓力方面： 應從改變自我方面著手

，個人去主動的解決在生活及工作中的問題，並審慎規劃生涯發展及妥善管理個人經濟。 二、加強空軍官校志願役人員休

閒觀念，體認休閒重要性及價值： 首先需導正空軍官校志願役人員正確休閒觀念，以增進適應能力，其次要培養空軍官校

志願役人員體認休閒重要性及價值。 三、加強空軍官校志願役人員休閒活動需求及休閒活動參與： 相關單位應主動鼓勵

志願役人員參與多樣性的休閒活動，並建立休閒諮詢中心與休閒業者合作組團旅遊等措施，以加強志願役人員多方面休閒

活動需求及增加休閒活動參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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