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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休閒參與對退休後的生活極為重要，因此，本研究以彰化縣國小退休教師為研究對象，探索其休閒需求、休閒滿意度、休

閒行為及生活品質之現況，以及其中的差異與相關情形，並進一步探討在控制自覺健康變項後，休閒行為及休閒滿意度對

生活品質的預測程度，最後對退休教師、政府、企業及相關機構提出建議。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共得有效問卷512份

，研究結果顯示： 一、彰化縣國小退休教師之休閒需求、休閒滿意度現況都以「社交互動」最高、休閒行為以「健康運動

類」參與程度最多，生活品質之現況以「心理與個人信念」最佳。 二、「擔任義工」在休閒需求、休閒滿意度及生活品質

上均顯著高於「未擔任義工」。 三、休閒需求與休閒滿意度、休閒行為之間，以及休閒滿意度、休閒行為與生活品質之間

均呈現顯著正相關。 四、在控制「自覺健康狀況」後，休閒滿意度與休閒行為對生活品質仍有顯著聯合預測力，可解釋變

異量達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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