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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研究旨探討易經學習者之宗教性、休閒動機、休閒靈性功能與靈性健康之關係。本研究以唯心宗易經大學在雲嘉南地區

道場的學員為研究對象。共計發放320份問卷，實際回收272份，回收有效問卷250份，有效問卷率92%。研究方式採用問

卷調查法，透過描述性統計、差異分析、相關分析與結構方程式。研究結果摘要如下：(1)經學習者以50歲以上居多、教育

程度高中職佔多數、八成以上學習者都曾經歷過重大事故、將近七成的學習者期望從學習易經中獲得生活實質層面的改善(

如：居住平安、事業順利、身體健康、家庭和樂)、九成以上學習者相信易經賦予的意義；(2)不同背景特性之易經學習者在

宗教性、休閒動機、休閒靈性功能與靈性健康有部分顯著差異；(3)易經學習者的宗教性與休閒動機、休閒靈性功能、靈性

健康有顯著正相關；(4)易經學習者的休閒動機會直接影響休閒靈性功能與靈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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