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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是想要瞭解護理人員的休閒參與、工作壓力及身心健康之現況，藉由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來了解三者是否有顯著

差異及顯著相關，以期找出有助於紓解護理人員工作壓力的方法，使其能獲得較佳的身心健康。 研究對象係以彰化市秀傳

紀念醫院從事臨床護理工作滿三個月以上之正職護理人員，共發放305份問卷，回收231份(回收率達75.7%)。本研究採用橫

斷式問卷調查研究法，測量工具為「護理人員休閒參與、工作壓力、身心健康和個人基本資料問卷調查表」，以描述性分

析、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薛費法事後檢定法、皮爾森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結果發現： 1. 護理人員

休閒活動參與的選擇有明顯的差異。 2. 護理人員工作壓力最主要來自於輪班制度所造成時間運用的壓力，而影響私人工作

之完成，未婚者及年資2年以下者有明顯感受到較大的壓力。 3. 護理人員年資4年以上及無子女者身體健康的狀況比較差，

已婚者及年紀30歲以上者身心健康狀態較佳。 4. 不同背景變項之護理人員休閒參、工作壓力與及身心健康上達顯著差異及

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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