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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層消防人員於目前我國公務體系中，因其危險性較高與工

作時間長之工作特性，其休閒需求之問題常被忽?，卻殊?知其

休閒活動?與和需求與其他?業?別相比，有過之而無?及；故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基層消防人員休閒?與之實際情況和休閒

需求之相關情形。

本研究係採取問卷調查方式，以彰化縣基層消防人員為研究

對象，總計發出450 份問卷，回收430 份，有效問卷為426 份，

有效問卷回收?99％。回收資?以統計套裝軟體SPSS 12.0 執?，

採用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及Scheffe 事後比較、皮爾遜積差

相關分析等統計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一)研究樣本的休閒?與以

「家庭型」活動最高，休閒需求以「健康需求」為最高。(二)假設

驗證結果發現?同「性別」、「?齡」、「學?」、「服務?資」、「婚

姻?況」、「擔任職位」之基層消防人員，其休閒?與有顯著之差

?。(三)?同「學?」、「婚姻?況」、「擔任職位」之基層消防人員，

其休閒需求有顯著之差?。(四)在相關分析中發現，基層消防人員

休閒?與和休閒需求有顯著相關。最後，根據研究結果建議，以

供相關政府單位、消防主管單位及後續研究者之?考。

關鍵詞 : 基層消防人員休閒?與休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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