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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社區大學學員的生活型態與休閒活動參與之現況及二者間的關係，並提供社區大學休閒活動規劃時

之相關參考建議。 本研究以彰化縣社區大學之九十五年度春季班學員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以分層隨機抽樣法進行調

查，共發出700份問卷，回收份，有效問卷份，有效回收率達%。資料分析方式包括描述性統計、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及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等方法，茲將分析結果摘要如下： 一、不同人口特性的社區大學學員在生活型態上包含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工作狀況、家庭狀況及全庭月總收入上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人口特性的社區大學學員在休閒活動參與

上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狀況、家庭狀況及全庭月總收入上有顯著差異。 三、社區大學學員的生活型態與休閒

活動參與有顯著線性相關：生活型態在「家庭取向」及「自信領導取向」在休閒活動參與上皆有顯著線性相關，其中「家

庭取向」與「大眾媒體」、「體能活動」有負相關，「自信領導取向」與「戶外活動」有負相關。另「保守取向」只有在

休閒活動參與之戶外活動有顯著線性相關。 四、社區大學學員的生活型態類型傾向依序為家庭取向、保守取向、金錢取向

、知識藝文取向、社交取向、運動健康、流行取向。 五、社區大學學員的休閒活動參與類型依序為大眾媒體、社交活動、

體能活動、文化活動、嗜好活動、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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