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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研究旨在探討眷村改建後中老年人居住者不同背景項，在 休閒需求與休閒阻礙之差異與相關情形;於94 年3 月1 日至20

日 實施問卷調查，以眷村改建後遷入居住半年以上之中老年人為研究 對象。總計發出問卷550 份，回收有效問卷356 份。

本研究以休閒 需求量表及休閒阻礙量表為工具，進行資料蒐集整理，並利用SPSS Windows 10.0 中文版本及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法、t 檢定及皮爾遜積 差相關進行統計分析，主要獲致以下結果： 一、不同背景變項的中老年人居住者在休閒需求上

包含年齡、教 育程度、婚姻狀態、家庭生命週期、有無工作、退役前軍階以 及居住地區有部分顯著差異。 性別、家庭每

月收入、退伍軍人或眷屬、退役前軍種、遷進居 住時間無顯著差異。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中老年人居住者在休閒阻礙上

包含年齡、退 役前軍種有部分顯著差異。教育程度、家庭生命週期、遷進居 住時間、以及居住地區有顯著差異。 性別、

家庭每月收入有無工作、婚姻狀態、退伍軍人或眷屬、 退役前官階、無顯著差異。 三、眷村改建後中老年人居住者在休

閒阻礙與休閒需求上達到部分負 線性相關。 最後就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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