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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促使老年人持續參與學習活動之動機與效益為何。採立意抽樣，問卷方式發放，以參與台中縣市共11所長

青學苑之學習活動的老年人為主要抽樣對象。共發放200份問卷，回收165份，有效問卷為155份。 資料分析方法有：描述

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和階層迴歸分析。其研究結果為： 一、不同的人口統計變

項在持續參與上均未達顯著差異。 二、參與動機、自尊效益、友伴關係效益和人格特質與持續參與間存在顯著相關。 三

、外向性人格特質、成就感和自我更新/恢復對老年人持續參與學習活動有顯著之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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