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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提出有關休閒阻礙對家庭工作衝突與休閒活動參與之 中介效果影響模型，並針對此模型加以驗證，有兩個研究目的

； 首先，探討家庭工作衝突各構面對休閒阻礙之間的關係，及休閒 阻礙各構面對休閒活動參與之間的關係。再以休閒阻

礙為中介變 數，檢測休閒阻礙對家庭工作衝突與休閒活動參與之中介效果。 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研究法，樣本選自

彰化縣已婚之國 小女教師，資料分析方法採用線性結構模式驗證各項假設。根據 回收的實證資料，在進行因素分析後，

家庭工作衝突可歸納為以 下三個構面：職業角色與主婦角色衝突、職業角色與自我角色衝 突、職業角色與母親角色衝突

；休閒阻礙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構面： 個人內在阻礙、人際間阻礙、結構性阻礙；休閒活動參與可歸納 為以下六個構面：

藝術性活動、知識性活動、戶外遊憩性活動、 社交性活動、娛樂性活動、健康消遣性活動。 經線性結構模式分析結果得

知：(1)家庭工作衝突對休閒活動 參與無顯著的影響；(2)家庭工作衝突對休閒阻礙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故本假設成立；(3)

休閒阻礙對休閒活動參與具有顯著的負向 影響，故本假設成立；(4)休閒阻礙對家庭工作衝突與休閒活動參 與具有顯著中

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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