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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區居民休閒需求情形及不同背景變項在休閒需求之差異；於95年11月1日至15日實施問卷調查，以居住

該社區一年以上滿二十歲居民為研究對象。計發出471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383份。本研究以休閒需求量表為工具，進行

資料蒐集整理，並利用spss windows10.0、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分析法進行統計分析，主要獲致以下結果： 一、社區居民均

感受到休閒需求存在，依類型分以生活準備需求及健康需求最高其他依序為、與他人互動需求、發洩情感需求、自我表現

需求、感覺需求 二、不同背景變項社區居民在休閒需求上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收支狀況有部分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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