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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的目的是瞭解女性移民者到台灣之後，休閒阻礙產生的原因與從事

休閒活動的困難。本計畫為一年期研究，研究內容採取量性研究方法，利用問卷

方式收集資料，樣本母體以全台女性移民者為主，抽樣方式採便利取樣進行，受

測對象以 200 位居住於南部地區的女性移民者，廣泛討論議題。研究結果顯示，

不同背景資料之女性移民者與休閒阻礙呈顯著關係。研究中發現，女性移民者從

事休閒活動主要是受到金錢、時間與工作影響為主。建議相關單位，應加強推動

休閒觀念之宣導，告知移民者休閒活動參與之重要性，提供更多免費的休閒活動，

吸引女性移民者前往參加，並鼓勵社會大眾能夠協助女性移民者，多多參與休閒

活動，提高台灣休閒活動之發展，增進生活品質。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由於台灣經濟繁榮與特殊的地理環境，吸引越來越多的外籍人士移民來台。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料(2011)顯示，結至一月底為止，目前在台灣的外籍配

偶人數為 445113 人，主要來源國家，以大陸港澳地區籍占 285977 人為最多、其

次為越南籍、印尼籍、泰國籍、與菲律賓籍。這些新移民的到來，不但為台灣人

口帶來成長，也提供社會更多元的文化，增加了民眾對不同國籍人士的瞭解與認

識。學者指出，當新移民進入台灣環境時，他或她必須面臨許多生活上的問題，

例如：生活適應不良、語言的溝通、文化的不同、風俗習慣的差異、婚姻與家庭

失調、家庭經濟弱勢、社會支持薄弱、工作不易、地位低落等因素（蘇清朝，民

93；鄭瓊月，94）。另一方面，警政署(2006)統計報告中指出，新移民者的犯罪

率已經逐年提高，而且有越來越嚴重的情況。其中又以情色犯罪的情況最為嚴重。

這些問題如果無法改善，不但影響移民者的生活適應，也會為台灣社會帶來許多

新的社會問題與成本。 

政府為有效解決新移民問題，不但成立專屬機構負責處理相關問題，也透

過部會整合，有效分配資源與管理人才，幫助新移民適應台灣生活與文化瞭解。

新移民的人口結構，主要是以女性為主，來台目的是透過婚姻方式。內政部（1999）

為有效輔導外籍新娘來台後適應與生活問題，特制訂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計畫，

透拓輔導方式，協助外籍新娘與配偶適應台灣生活文化，減少問題發生。行政院

（2003）報告指出，外籍配偶來台後，因家庭感情薄弱、經濟基礎不穩定、社會

支持不足與家庭地位低弱等因素，時常造成壓力過大，因此產生相當多社會問題。

陳巧韻（2007）指出，外籍配偶來台後，日常生活重心皆以家庭為主，必須承擔

所有照顧工作與職責，無法使用自己的時間與方式，從事舒緩壓力的方式與行為；

休閒活動的參與，主要是依附丈夫所喜愛的為主，本身選擇性不多，所以無法有

效抒解本身生活上之壓力。趙彥寧（2008）指出，多數外籍新娘來台後，因態度、



社會文化與經濟問題，導致從事休閒活動的阻礙。這些問題若不能有效的改善，

將會影響來台移民者生活的困難並增加台灣社會問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旨在透過休閒阻礙理論，探究女性移民者到台灣後，休

閒阻礙因素探討，並瞭解移民者個人因素與從事休閒行為之間是否存在相關，以

尋找更有效的方法，協助女性移民者從事休閒活動。藉由瞭解女性移民者休閒阻

礙，提供給相關單位，作為改善解移民者參與休閒活動的態度與阻礙的，並提升

解移民者對休閒活動的參與意願，並養成休閒習慣。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移民者休閒活動參與相關研究 

Juniu(1997)認為，移民者若能有效藉由休閒活動參與，舒緩本身壓力，將

可增加新生活的適應。大陸來台移民不願參與休閒活動，主要面臨的問題包含：

種族歧視、交通、母國與現居地的環境差異、與不完善的社會資源(藍佩嘉，2006)。

研究顯示，休閒活動的參與，可以幫助移民者提高新生活的滿意度與增加移民者

對新環境的適應（Jackson,2000）。Stodolska (2000)發現，休閒活動的參與，

不但有效抒解新環境產生的壓力，對移民者維持本身傳統文化價值與融入新文化

社會系統，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Jackson and Dunn (1988)提出的移民者休

閒參與改變理論，主要探討移民者到新環境後，對於休閒活動參與的態度與改變

原因。學者指出，移民者停止參與休閒活動的行為，其背後隱藏著許多其它的因

所造成，而不是由單一問題所造成(Iso-Ahola, 1994；Juniu, 1997；Stodolska, 

2000)。 

Jackson and Dunn 建議，移民者對於到新環境後的休閒行為與態度，會因

為新生活形態的轉變，而有所更動，並將個體休閒行為轉變型態，分為四個種類：

(1) 放棄者(quitters)，移民者停止本身以前從事的一些休閒活動，或從事新的

相關休閒活動；(2) 取代者(replacers)，移民者停止本身以前從事的休閒活動，

並開始從事新的休閒活動；(3) 增加者(adders)，移民者沒有停止本身以前從事

的休閒活動，並開始從事新的休閒活動；(4) 繼續者(continuers)，移民者既沒

有停止本身以前從事的休閒活動，也沒有從事新的休閒活動。 

Stodolska (2000)調查 264 位波蘭移民到加拿大之後，休閒行為改變與活動參與

的型態。她採用了連續性混合研究方法來進行研究；先以問卷的方式收集量化資

料後，再從問卷樣本中，挑選 13 受試者，進行深度訪問。研究結果發現，多數

移民者，來到加拿大後，仍然繼續從事傳統的休閒活動，並沒有增加新的休閒活

動。移民者認為繼續參與傳統休閒活動，可以幫助他們心理上得到安慰，繼續延

續之前的生活方式，與本身文化的保留與傳遞(Iso-Ahola, Jackson, & Dunn, 

1994)。Juniu(1997)強調，移民者參與休閒活動的意義，除了增加自己的休閒興

趣與社會認同，更是延續本身文化的信念與傳承。上述這些原因，是造成移民者



不願意從事新休閒活動的主要原因。因此，當移民者長期受到休閒阻礙，將會限

制自己所從事的休閒活動，並且停止嘗試新的休閒活動，導致本身無法與當地文

化融合，並產生隔離與自我封閉。 

休閒阻礙相關研究 

Jackson (1988) 指出，凡偏好或喜歡一項活動，但受到干擾以致無法參與此項

活動的任何因子，皆可視為阻礙。休閒阻礙係指抑制或減少休閒活動參與次數和

愉悅能力的種種因素，也就是休閒行為過程中，任何阻止或限制個人參與休閒活

動行為的頻率、持續性、類型及參與品質的因素統稱為休閒阻礙。 

張少熙（1994）指出凡介於有無此一休閒知覺(perception)，到能或不能繼續參

與此一活動之間的一切阻礙，均可稱之為「休閒阻礙」。另一方面，為指抑制或

中斷參與休閒活動的種種因素，使得人們不論原本無意、有意或中斷參與一項休

閒活動，這些因素統稱為休閒阻礙（陳藝文，2000）。 

進一步分析發現，學者對休閒阻礙的定義，不在以個人認知為主要依據，轉而針

對個人從事活動的時間、次數、中斷原因與參與品質，進行探討(林佳蓉，2001；

張良漢，2002；謝鎮偉，2002；鍾瓊珠，1997)。由於休閒阻礙的因素多而雜，

因此休閒研究者試著加以歸類，使休閒阻礙因素有更清楚的區分，以便於提出因

應的策略。 

張玉玲（1998）指出個體內的阻礙和個人的休閒喜好有關，一旦個體沒有

休閒喜好，無法自主的選擇休閒活動，將會面臨個人內在阻礙的關題；而人際阻

礙和個體的人際協調及合作有關，將影響個體是否順利投入、參與休閒情境中；

結構性阻礙則和個體實際的休閒參與與行動有關，個體因外在因素的休閒阻礙而

限制了休閒參與。Francken and Van (1981) 將休閒阻礙分為內在阻礙與外在阻

礙兩類；內在阻礙為個人能力、知識與興趣；外在阻礙為時間、距離及缺乏設備

等。 

Iso-A、Hola & Mannell(1985) 認為人們感受到阻礙是因為他們缺乏能或

是金錢，此外有些人可能感受到阻礙係因為與他們的社會角度與規範有關。基本

上，阻礙可分為三種：社會個人的、社會文化的、以及身體的阻礙。 陳欣宏(2004) 

結合國內外學者論點，對休閒阻礙分類提出了概念化分類(表一)。 

Jackson(１９９３)利用因素分析將十五種阻礙因素分為：一、社會孤立

因素；二、易達性因素；三、個人因素和費用因素；四、時間受制因素；五、設

備因素等五類。 

（一）外在阻礙因素 

1. 外在經濟因素。2.人口因素。3.社會結構。4.社會型態。5.罪犯和破壞

公物、都市髒亂等情形。6.資源。7.大眾交通工具。 

（二）個人阻礙因素 

1.個性。2.知覺和態度。3. 知識和技能。4.性別。5.年齡與家庭生命週期。6.

文化和次文化的影響。7.目標和生活型態、居住地區。8.職業、收入、金錢分配。

9.可利用之休閒時間。 



行政院體委會與中華民國體育學會（2000）在「休閒活動專書」指出，影

響個人參與休閒運動的因素分為「個人因素」、「社會和生活狀況因素」、「參與機

會因素」等三方面。個人因素是指年齡、性別、婚姻狀況、個人觀念、經濟能力、

興趣、運動技能和體力及教育背景等八項；社會和生活狀況因素是指職業、可利

用的時間、愛好朋友群、交通狀況、家庭環境、社會地位、群眾休閒因素等七項；

參與機會因素則是指運動設備、運動資訊、服務品質、組織和領導、前往交通、

運動項目的選擇及運動消費等七項。 

Crawford 和 Godbey (1987) 指出，休閒阻礙為個體主觀知覺不能喜歡或

投入參與休閒活動之影響因素，並歸納統整各類休閒阻礙的研究，發展休閒阻礙

模式，將阻礙個體休閒喜好與休閒參與的影響因素分別歸納為以下三類： 

(一) 個人內在阻礙 

指個體因內在的心理狀態或態度，而影響其休閒喜好或參與。其他學者認為個人

內在阻礙的範圍包括：個人的生理狀況、休閒動機、知覺休閒重要性的程度、需

求的滿足、壓力狀況、個人能力、知識興趣以及對休閒活動之便利性評估。 

(二) 人際間的阻礙 

指個體因沒有適當或足夠的休閒參與夥伴而影響其休閒喜好與參與。 

(三) 結構性阻礙 

指影響個體休閒喜好或參與的外在因素，如休閒資源、設備、時間、金錢及休閒

機會等。 

Crawford 和 Godbey (1987) 說明第一個阻礙的層級為「個人內在的阻

礙」。其包括個人實質的狀態和特質互相影響休閒的選擇，與其所選擇和參與間

的干擾，克服各體內在阻礙後到達下一個階段的阻礙「人際間的阻礙」，其最初

解釋為人與人之間互相影響的結果或關於個人的特徵，最後人際間的阻礙被克服

後，個人則開始面對結構性的阻礙，其為休閒選擇與參與的干擾因素。 Crawford、    

Jackson and Godbey (1991) 認為休閒阻礙因素間有層次的決策過程，強調層次

的重要性，認為休閒阻礙的層次乃從最初的個人內在阻礙、人際阻礙到最後的結

構性阻礙階段。 

上述這些原因，是造成移民者不願意從事新休閒活動的主要原因。因此，

當移民者長期受到休閒阻礙，將會拘限自己所從事的休閒活動，並且停止嘗試新

的休閒活動，導致本身無法與當地文化融合，並產生隔離與自我封閉。目前移民

者的參與休閒活動，面臨到主要問題包含：語言的問題、種族歧視、交通、母國

與現居地的環境差異、與不完善的社會資源(Stodolska，1999；藍佩嘉，2006)。

這些問題若不能有效的改善，將會影響女性移民者生活的困難與增加台灣社會問

題。因此，本計畫希望能夠針對女性移民者的休閒阻礙因素，有更深層認識與瞭

解。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一節、研究方法 

為了能夠廣泛瞭解女性移民者來台後的休閒阻礙，本計畫採取量性研究的

方法來進行研究。量性研究的目的，就是能夠透樣本過受試者對事件真實的感受。

因此，本計畫採取量性研究的方法，詳利用問卷進行資料收集，瞭解來台女性移

民者受訪者對休閒阻礙的感受與意義，分析資料背後代表的正真意義，並將樣本

所得之結果推論至群體中。 

 

第二節、研究對象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女性移民者來台後，休閒活動參與的情況與阻礙因

素。研究對象主要以全台灣女性移民者為樣本母體，樣本選擇受以南部地區為調

查範圍，抽取 200 位樣本為研究對象。樣本選擇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選擇來台移

民者，作為研究對象。資料收集的時間為 2011 年 11 月 1 日至 2011 年 12 月 30

日。 

第二節、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以問卷為主要收集資料方式，其問卷內容設計為個人屬性基本資

料與休閒阻礙量表兩個部分。其中個人屬性包含：年齡、性別、職業、教育程度、

每月收入、每月從事休閒活動費用，與無法從事休閒活動之原因。休閒阻礙量表

使用 Raymore、Godbey、Crawford(1993)所建構而成的休閒阻礙量表(Leisure 

Constraints Statement,LDS)。此量表主要目的，是檢測受試者從事休閒活動阻

礙的程度。問卷量表題目共計 21 題，分為三個構面，其中分為個人內在阻礙 (8

題)、人際間阻礙(6 題)、與結構性阻礙(7 題)。量表計分依據 Likert 六點尺度

區間計算，從「幾乎沒有影響」至「影響重大」，分別給予 1至 6分。總分計算

採取各構題目之得分加總，總分越高表示阻礙越大，反之則越小；整個量表分數

累計越高，則代表對於休閒的阻礙也越大。問卷量表以受到國內外休閒相關學者

廣泛使用並進行調查，因此，建立相當程度的研究效度量，有助於本研究目的之

推論（Raymore、Godbey、＆ Crawford，1993；張良漢，2002）；量表題目效度

是透過因素分析所建立，並檢測 Cronbech＇s α係數，其顯示分數令人滿意。 

白家倫(2005)將英文版量表翻譯成中文，並檢測 520 位青少年休閒阻礙之原因。

研究結果顯示，中文版量表信度 Cronbech＇s α係數檢驗結果介於

0.7203~0.8767 之間，表示中文版問卷，內部一致性情況良好。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以移民者為研究對象，問卷共發出 200 份，回收 150 份，有效回收

率為 75%。將回收的 150 位人員所填之問卷加以整理，以 SPSS 12 統計軟體，將

資料編碼、整理、輸入電腦後，進行分析整理。本章乃針對研究結果逐一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節將以受訪移民者之個人基本資料及休閒阻礙資料，利用軟體作一描述性統計

分析其次數與百分比、平均數與標準差。 

 

4-1-1 個人背景屬性分析 

    本研究回收樣本共 150 份，分析結果如表 4-1 所示。受測者皆為女性共 150

人，佔 100%。年齡主要集中在 31~35 歲，佔 66.7%，其次為 36~40 歲，佔 19.3%。

至於教育程度方面以國中學歷佔大多數為 63.3%，其次為高中職學歷，佔 29.3%。

每月收入方面 2萬以下(包含 2萬元)的佔大部分為 92%，其次為 2萬以上～3萬

元，佔 7.3%。每月休閒活動費用方面以 1001～2000 元的佔大部分為 39.3%，其

次為 2001～3000 元，佔 24.3%。無法從事休閒活動的原因方面以工作佔大部分

為 43.8%，其次為家庭因素，佔 31.5%。 

 

表 4-1 樣本基本資料之次數分配表（N＝108） 

變項 次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0 0 

 女 150 100 

年齡 25 歲以下 0 0 

 25 歲~30 歲 2 2.0 

 31 歲~35 歲 100 66.7 

 36 歲~40 歲 29 19.3 

 40 歲以上 18 12 

教育程度 國小以下 0 0 

 國中 95 63.3 

 高中職 44 29.3 

 專科及大學 11 7.3 

 研究所以上 0 0 

每月收入 2 萬以下(包含 2萬元) 138 92.0 

 2 萬以上～3萬元 11 7.3 

 3 萬以上～4萬元 1 0.7 

 4 萬以上～5萬元 0 0 

 5 萬以上 0 0 



每月休閒活動費用 1000 元以下 28 18.7 

 1001～2000 元 59 39.3 

 2001～3000 元 36 24.3 

 3000 元以上 27 18.0 

 

無法從事休閒活動的原因 

 

家庭 

 

99 

 

31.5 

 工作 138 43.8 

 經濟 78 24.7 

 其他 0 0 

 

4-1-2 變數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休閒阻礙之分析 

   女性移民者之休閒阻礙分析結果如表4-2所示，其得分大都分布於中點分3.3

分左右，而數字越大則偏向同意，反之則不同意。其中以第 20 題『因為自己沒

有時間』得分最高，平均數為 4.35，標準差為.95，顯示大女性移民者針對此問

項之內容偏向於同意；而第 5題『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不允許』得分為最低，平

均數為 2. 72，標準差為 1.09，表女性移民者針對此問項之內容偏向於不同意。 

 

表 4-2  休閒阻礙描述性統計分析 

題號 變項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 因為自己太害羞 150 3.27 .78 

2 因為會受到家人的影響 150 3.93 1.01 

3 因為對該活動會感到不自在 150 3.39 .73 

4 因為會受到朋友的影響 150 3.37 .81 

5 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不允許 150 2.72 1.09 

6 因為在意他人在活動中對自己的看法 150 3.46 .76 

7 因為需要許多技巧 150 3.79 .63 

8 因為同伴住得太遠 150 3.85 .74 

9 因為同伴沒有時間一起參加 150 3.93 .72 

10 因為同伴沒有足夠的錢可以一起參加 150 3.96 1.07 

11 因為同伴有太多的課業或生活壓力 150 3.47 .66 

12 因為同伴不知道有什麼休閒活動可以參加 150 3.54 .64 

13 因為同伴沒有足夠的休閒活動技巧 150 3.69 .76 

14 因為同伴通常沒有交通工具 150 3.85 .94 

15 因為休閒場地太擁擠 150 3.69 .83 

16 因為有其他更重要的事(如課業、補習) 150 3.64 .66 

17 因為沒有交通工具 150 4.10 1.02 

18 因為休閒資訊不容易取得 150 3.83 .90 



19 因為休閒地點不易到達或設施不方便 150 3.87 .82 

20 因為自己沒有時間 150 4.35 .95 

21 因為自己沒有足夠的錢可以參加活動 150 4.32 1.04 

 

4-2 敘述性分析 

    在所有變數進行檢測之前，必須先行確認變數的分數是否符合常態分佈，並

來自常態的母體（Pallant，2004）。依據常態分佈的檢測條件與

Kolmogorov-Smirnov 的檢測分析，本研究中認知風險的各構面分數分佈情形，

均沒有違背常態分佈的假設條件（p＞.05），其常態分布如表 4-3 所示。 

本研究將以移民者之個人基本資料變項與休閒阻礙之構面進行單因子變異數、皮

爾森積差做為分析。 

 

 

表 4-3  常態分佈檢定 

變項 總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KS 檢定 

個人內在阻礙 150 23.93 2.63 .200* 

人際間阻礙 150 26.30 3.09 .200* 

結構性阻礙 150 27.80 3.13 .200* 

 

4-2-1 差異性分析 

1.年齡 

    為了解不同年齡的女性移民者對於休閒阻礙有無差異，故採用單因子分析來

檢定。分析結果顯示，不同年齡的大陸配偶對於個人內在阻礙[F(3,146)= 4.3，

p＜0.05] 、人際間阻礙[F(3,146)= 20.1，p＜0.05] ，呈現顯著差異的關係，

詳如表 4-4 所示。 

 

 表 4-4 不同年齡的女性移民者對於休閒阻礙差異分析 

變數 變異來源 
自由度 

（df） 

平方和 

（SS） 

平均平方和 

（MS） 
F 檢定 

個人內在阻礙 
組間 3 83.3 27.7 

4.3* 
組內 146 944.8 6.4 

人際間阻礙 
組間 3 416.1 138.7 

20.1* 
組內 146 1005.4 6.8 

結構性阻礙 
組間 3 52.5 17.5 

1.8 
組內 146 1411.5 9.6 

註：*表 p＜.05，為相關顯著。 

 

     為進一步瞭解不同年齡之女性移民者對於個人內在阻礙及人際間阻礙



之差異，本研究採用事後檢定(Scheff 法)進行檢測。結果顯示，個人內在阻礙

之年齡層為 40 歲以上的滿意度得分皆高於 36~40 歲的滿意度得分；人際間阻礙

之年齡層為 25~30 歲的滿意度得分皆高於 31~35 歲、36~40 歲及 40 歲以上的滿

意度得分，而年齡層為 36~40 歲的滿意度得分皆高於 31~35 歲及 40 歲以上的滿

意度得分，如表 4-5 所示。 

 

4-5 年齡對各構面變數之事後檢定分析 

 

2. 教育程度 

    為了解不同教育程度的女性移民者對於休閒阻礙有無差異，故採用單因子分

析來檢定。分析結果顯示，不同教育程度的女性移民者對於人際間阻礙

[F(2,147)= 7.6，p＜0.05] ，呈現顯著差異的關係，詳如表 4-6 所示。 

 

 表 4-6 不同教育程度的女性移民者對於休閒阻礙差異分析 

變數 變異來源 
自由度 

（df） 

平方和 

（SS） 

平均平方和 

（MS） 
F 檢定 

個人內在阻礙 
組間 2 15.9 7.9 

1.2 
組內 147 1012.3 6.9 

人際間阻礙 
組間 2 133.6 66.8 

7.6* 
組內 147 1287.9 8.8 

結構性阻礙 
組間 2 44.1 22.1 

2.3 
組內 147 1419.8 9.6 

註：*表 p＜.05，為相關顯著。 

 

   為進一步瞭解不同教育程度之女性移民者對於人際間阻礙之差異，本研究採

用事後檢定(Scheff 法)進行檢測。結果顯示，人際間阻礙之教育程度為高中職

的滿意度得分皆高於國中及專科大學的滿意度得分，如表 4-7 所示。 

 

 

年齡 25~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0 歲以上 檢定結果 

個人內在 

阻礙 

M=22.3 

Sd=0.8 

M=24.1 

Sd=2.8 

M=22.8 

Sd=1.7 

M=25.3 

Sd=2.2 
40 歲以上＞36~40 歲

人際間 

阻礙 

M=34.2 

Sd=0.6 

M=25.9 

Sd=2.7 

M=28.4 

Sd=2.7 

M=26.3 

Sd=3.1 

25~30 歲＞31~35 歲

25~30 歲＞36~40 歲 

25~30 歲＞40 歲以上

36~40 歲＞31~35 歲 

36~40 歲＞40 歲以上



4-7 教育程度對各構面變數之事後檢定分析 

 

3. 每月休閒活動費用 

    為了解每月不同休閒活動費用的女性移民者對於休閒阻礙有無差異，故採用

單因子分析來檢定。分析結果顯示，每月不同休閒活動費用的大陸外籍配偶對於

結構性阻礙[F(3,146)= 3.6，p＜0.05] ，呈現顯著差異的關係，詳如表 4-8 所

示。 

 

 表 4-8 每月不同休閒活動費用的女性移民者對於休閒阻礙差異分析 

變數 變異來源 
自由度 

（df） 

平方和 

（SS） 

平均平方和 

（MS） 
F 檢定 

個人內在阻礙 
組間 3 37.3 12.4 

1.8 
組內 146 990.9 6.8 

人際間阻礙 
組間 3 8.8 2.9 

.3 
組內 146 1412.6 9.6 

結構性阻礙 
組間 3 100.1 33.4 

3.6* 
組內 146 1363.8 9.3 

註：*表 p＜.05，為相關顯著。 

 

     

為進一步瞭解每月不同休閒活動費用之女性移民者對於結構性阻礙之差異，本研

究採用事後檢定(Scheff 法)進行檢測。結果顯示，結構性阻礙之每月不同休閒

活動費用為 1000 元以下的滿意度得分皆高於 1001～2000 元的滿意度得分，如表

4-9 所示。 

 

4-9 每月休閒活動費用對各構面變數之事後檢定分析 

  

 

 

 

教育程度 國中 高中職 專科及大學 檢定結果 

人際間阻礙 
M=26.0 

Sd=2.5 

M=27.5 

Sd=3.8 

M=23.9 

Sd=1.6 

高中職＞國中 

高中職＞專科及大學 

每月休閒 

活動費用 
1000 元以下 1001～2000 元 檢定結果 

結構性阻礙 
M=29.5 

Sd=3.5 

M=27.3 

Sd=2.8 
1000 元以下＞1001～2000 元



4-3-2 Pearson 積差相關 

此部分主要為瞭解本研究中，休閒阻礙各構面之間是否有關聯性。本研究透過

Pearson 積差相關加以分析，由表 4-10 顯示，休閒阻礙各構面之相關性大都呈

顯著負相關（p<0.01），僅在人際間阻礙與結構性阻礙成顯著正相關，其顯著值

範圍為-0.604~0.435。 

 

 

表 4-10 各構面之相關分析表 

變項 個人內在阻礙 人際間阻礙 結構性阻礙 

個人內在阻礙 1 -.37* -.16* 

人際間阻礙 － 1 .38** 

結構性阻礙 － － 1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研究結論 

 

一、女性移民者多為高國中之學歷女性、收入與休閒支出不高。  

 

    本研究研針對女性移民者之休閒阻礙，主要參與者均為女性，年齡主要集中

在 31~40 歲，教育程度方面國中、高中職居多，每月收入方面以 2萬以下(包含

2萬元)佔大多數，每月休閒活動費用方面多為 1001～2000 元，有此可知，受訪

者不會將過多之收入，投入於休閒活動。 

 

二、不同背景資料之女性移民者與休閒阻礙呈顯著關係。 

 

    女性移民者之年齡、教育程度、每月不同休閒活動費用等變數，均與休閒阻

礙呈顯著關係，其中年齡與人際間阻礙之年齡層為 25~30 歲的滿意度得分皆高於

31~35 歲、36~40 歲及 40 歲以上、人際間阻礙之教育程度為高中職的滿意度得分

皆高於國中及專科大學的滿意度得分、結構性阻礙之每月不同休閒活動費用為

1000 元以下的滿意度得分皆高於 1001～2000 元，因此，女性移民者之個人基本

變項因素對休閒阻礙之影響，呈現顯著的關係。 

 

三、女性移民者之休閒阻礙構面均呈現顯著相關。 

 

    女性移民者之休閒阻礙構面則大都呈顯著相關，其中個人內在阻礙與人際間

阻礙、結構性阻礙為顯著負相關；人際間阻礙與結構性阻礙為正相關。進一步說

明，研究結果顯示，參與者背景資料中發現，家庭、經濟與工作，為主要無法從

事休閒活動的因素，在休閒阻礙的得分中，以結構性阻礙的平均得分為最高

（M=27.8），由此推論，結構性阻礙的影響，為主要影響參與者從事休閒或動動

之最需要克服之因素。 

 

 

5-2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女性移民者在臺灣參與的休閒活動較少，並具備相當

程度的休閒阻礙，不論是個人、人際與結構性之阻礙。研究中發現，女性移民者

從事休閒活動主要是受到金錢、時間與工作影響為主。建議相關單位，應加強推

動休閒觀念之宣導，告知移民者休閒活動參與之重要性，提供更多免費的休閒活

動，吸引女性移民者前往參加，並鼓勵社會大眾能夠協助女性移民者，多多參與

休閒活動，提高台灣休閒活動之發展，增進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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