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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休閒需求與休閒效益之關係，並以休閒體驗為中介變項，針對台中縣銀髮族為研究主題。高齡化社會已逐

漸成為世界潮流，台灣從1993年邁入高齡化社會，高齡人口所衍生的諸多問題，一直為個人、家庭甚至政府單位或民間社

福團體所關注。在本世紀休閒活動已是生活品質的象徵，就銀髮族而言，在延長生命之餘，如何運用休閒活動來提升生命

的品質更屬重要，本研究以探討銀髮族透由休閒體驗其休閒需求與休閒效益之關係。本研究以台中縣年齡55歲以上為對象

，以便利取樣的方式選取樣本，共取得有效問卷230份。

經過問卷調查及結構方程(SEM)檢測本研究之模式，分析結果顯示此模型之配適度良好。本研究有以下結果：(1)銀髮族休

閒需求對休閒體驗有顯著正向影響；(2)銀髮族休閒體驗對休閒效益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並以模式推估結論，提出銀髮族休閒策略，喚起銀髮族個人休閒需求自覺，設計適當的休閒體驗、並關注銀髮族心

理及友伴的支持。因此，當個人、家庭或機關團體致力於推動銀髮族休閒活動時宜注意其休閒需求及欲達到的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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