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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針對不同職類女性參與休閒活動類型及休閒阻礙因素進行探討，並比較不同背景變項(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狀

況、年資、薪資)之公教職女性，在參與休閒活動類型及休閒阻礙因素上是否有顯著差異。本研究以屏東縣(市)之公教職人

員為對象，利用「女性參與休閒活動類型及休閒阻礙因素」問卷為工具，進行調查，並以描述性統計方法、T檢定、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女性參與休閒活動類型以室外型為主，其次是家庭型、消費型、室內型、野外型、運動型、社交型、藝文型，較傾向

於戶外遊憩型。女性最常從事的運動為郊外度假、旅遊、騎自行車、逛書局、逛遊憩區、親子活動。

二、影響女性休閒活動阻礙的三個構面依次是「個人內在阻礙」、「結構性阻礙」、「人際阻礙」，對於休閒活動項目的

喜好及認知、態度、參與動機、技能與項目本身所具有之特性，是影響女性想參與休閒運動的主要因素。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女性在參與休閒活動類型上均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之女性在參與休閒活動阻礙上均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 : 休閒阻礙 休閒活動類型 女性休閒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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