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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分析台中市肢體障礙者之休閒阻礙因素， 並探討其休閒需求之概況，深入瞭解兩者間重要相關後，

提出可 行性的建議，供政府和企業團體規劃肢體障礙者休閒活動參與時 之有利參考。 本研究重要研究成果有三： 一、台

中市肢體障礙者於不同人口統計背景變項中〈性別等一十 四項〉在休閒需求上有顯著差異。 二、台中市肢體障礙者於不

同人口統計背景變項中〈性別等一十 四項〉在休閒阻礙上有顯著差異。 三、台中市肢體障礙者在休閒阻礙與休閒需求上

有顯著線性相關。 提出相對建議： 一、對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建議 針對法令與政策性之通盤考量，以國外成功適性法案作

參考，建 立並修正國內支持性的福利措施，期望身心障礙者能走夠出來接 觸更多的休閒活動，拓展人生體驗，增進社會

生活之適應能力， 並減輕身心障礙者家庭負擔。 (一)針對殘障福利政策法令層面，邀集產、官、學相關各界，通 盤考量，

審慎訂定法律規章，以利執法者依法有據，造福國 內身心障礙群體人民與家庭。 (二)培養具有熱誠及特殊休閒專業的人才

，並建立證照制度，以 確立能有效協助肢體障礙者從事休閒活動時技巧之增進。 (三)提供教師進修管道，學習如何增進肢

體障礙學生休閒活動之 技巧，期盼藉由休閒推廣教育，由學校影響家庭，家庭鞏固 社區，社區支持社會，惠及大眾。 (四)

改善無障礙環境，使之活動限制減到最低。 (五) 將休閒設施設置在社區裡，相信可減少交通上的不便，使之 就近參與休閒

活動，避免耗費太多體力於往返休閒場所之 間。政府應優先提供的福利措施，相對的，希望政府在增設 休閒活動場所時

能考慮肢體或身心障礙者的需要。 二、對相關協會及相關企業團體建議： (一) 運用社會資源協助肢體障礙者從事戶外休閒

活動。 (二) 有關單位或社團在舉辦休閒活動；應注意內容並吸引且影響 肢體障礙者參與休閒活動。 (三) 各種相關協會與志

工團體提供支持性服務，其中包括人力的 支持性服務及非人力之支持性服務。 三、對肢體障礙者及照護者建議 (一) 照顧

肢障的人，必須試著去傾聽肢障者的需求，確定他們提 供肢障者正確的需要。。 (二) 天助自助者，請每一位肢體障礙者及

照護者重視本身應有的 權益，結合社會福利資源，本於不濫用與資訊共享原則，各 種社會福利措施均可善加利用，不可

浪費政府照顧弱勢團體 或個人之良德美政。 四、對後續研究者建議 (一) 基於主客觀的考量，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今

後如能輔以 多元深度訪談質性研究方法，觀察研究對象參與休閒活動之 動機及相關因素，相信更能深入瞭解各種不同障

礙因素之肢 體障礙者的休閒現況。 (二) 本研究範圍只限於台中市肢體障礙者的研究，並不能代表全 國肢體障礙者的結果

，因此，在未來的研究方面，可朝全國 或較大範圍的肢體障礙者來做休閒需求與阻礙的研究，另外 也可朝其他障礙類別

，如聽障、視障⋯等障礙類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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