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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

概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差異性。

以自編之量表為研究工具，採立意抽樣方式，問卷總計發出 300 份，回收 281
份，資料回收後，經剔除作答不完整的 18 份問卷後，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263 份

（93.60%）。以描述統計、因素分析、信度分析、ｔ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薛費法等統計方法分析進行相關考驗後，獲得結果如下： 
一、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以男性、已婚、年齡在 21～40 歲及教育程度為大專

者居多。 
二、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在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及各因素的感受程

度均屬於中上或上等程度。 
三、不同性別參與者在涉入程度之「行為方面」及整體性，差異達顯著水準，

男性高於女性；在消費體驗之「情感體驗方面」、「感官體驗方面」、「行

為體驗方面」及整體消費體驗方面，差異達顯著水準，男性高於女性。 
四、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在涉入程度之「心理方面」及整體性，差異達顯著水

準，已婚者高於未婚者；在滿意度之「大會形象方面」、「賽程編制與進

行方面」、「場地與周邊設施方面」及整體滿意度，差異達顯著水準，已

婚者高於未婚者。 
五、不同年齡參與者在涉入程度之「心理方面」，差異達顯著水準，年齡在 21

～60 歲者的認同高於 20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者；在「行為方面」及整體涉

入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年齡在 21～60 歲者的認同高於在 20 歲以下者；

在消費體驗之「情感體驗方面」、「感官體驗方面」、「行為體驗方面」、

整體消費體驗以及在滿意度之「大會形象方面」、「場地與周邊設施方面」

以及整體滿意度，差異均達顯著水準，年齡在 21 歲以上者的認同高於 20
歲以下者。 

六、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在涉入程度之「生理方面」、「行為方面」及整體涉

入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上者的認同高於教育程、

度為國中以下者；在消費體驗之「思考體驗方面」、「情感體驗方面」、

「感官體驗方面」、「行為體驗方面」及整體消費體驗，差異達顯著水準，

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者認同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在滿意度之在「賽

程編制與進行方面」，差異達顯著水準，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者的認同高

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 
 

關鍵字：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宋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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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mainly to survey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perspective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involvement, consumption experiences and satisfaction for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omg-Jiang Neimen Array Cutural Season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background varitie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by the self-edited Scale of the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method as the instrument.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three 
hundred copies with 281 feedback copies delivered with 263 valid and and 18 invalid 
respones with incomplete answers and filling out seldom or never participating; 
hence the valid return rate was around 93.6%. The results were obtained and 
analyzed via descriptive statical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Scheffe’s method. And there were seven findings as the 
following.  
1. The participants were mainly male, married and aged between 21-40 with the 

majority of junior college degrees. 
2. The consciousness awareness and emotions of involvement, consumption 

experiences and satisfaction for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omg-Jiang Neimen Array 
Cutural Season were listed as the superior or above the average degree. 

3. The behavior factors and its entirety of the involvement achiv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different genders, males better than females. The emotional, 
sentimential and the behavior factors of consumption experiences and the entirety 
achiev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different genders, males better than 
females. 

4. The psychology factor of the involvement and the entirely achiv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different martial status, married better than unmarried. The sport 
event image factor, the competition rule and the procedure factors, the field with 
the facilities of the satisfaction and the entirely achiv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different marital status, married better than unmarried. 

5. The psychology factor of the involvement achiv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fifferent ages, aged between 21-60 better than aged 20 and below and aged 61 
and above. The behavior factor of the involvement and the entirety achiv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different ages, aged between 21-60 better than aged 20 
and below. The emotional, the sentimental and the behavior factor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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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rety of the consumption experiences together with the sport event image 
factor and the field with the facilities factor and the entirety achiv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chiev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different ages, 
aged 21 and the above better than aged 20 and the above. 

6. The psychology and the behavior factors of the involvement and the entirety 
achiv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senior high 
and above better than junior high and the below. The thinking experience,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the sentimential experience and the behaviorial experience 
factors of consumption experiences and the entirety achiv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college and above better than the 
junior and below. The competition plan and the procedure factors of the 
satisfication achiev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the college and above better than the junior and below. 

 

Keywords: involvement, consumption experiences, satisfaction，somg-jiang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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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觀光事業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展開，其對於地區性的經濟成效影響明顯的漸

趨重要，早期國外完美連接在地特殊民俗節慶活動來推廣觀光旅遊事業並獲得

成功者不在少數。這類旅遊活動的特色有異於一般瀏覽美景的自然景色旅遊，

而是在於參加並瞭解在地的特殊風土民情，然後體驗、接觸不同的文化，感受

歷史的傳承。目前台灣以民俗活動為觀光景點的休閒旅遊也正蓬勃發展中，如

苗栗的炸龍（游瑋婷，2012）、宜蘭頭城的搶孤（蔡文益，2013）、台南鹽水

的元宵節蜂炮（林宗賢、蕭慧齡，2008）、高雄內門的宋江文化季嘉年華會（陳

聰賢，2003）等，都算得上是連接在地民俗節慶來推廣觀光旅遊活動的成功範

例。當中內門的宋江民俗技藝活動，更是榮幸獲選交通部觀光局所推舉的國內

十二大具地方特色要點節慶活動之一（陳聰賢，2003），並博得國內外旅遊民

眾得好評，凸顯了它的地方特色與傳統文化底蘊。 
高雄內門區以前稱作『羅漢門』或『羅漢內門』，是一個只有二萬人口左

右的鄉鎮，近年來在交通部及高雄市政府的大力輔導下，每年三月底到四月初

舉辦的「高雄內門宋江陣嘉年華會」已成為名聞遐邇的民俗慶典。迄今仍擁有

四十個陣頭，密度之高不禁叫人讚嘆，內門的陣頭光是宋江陣就有二十隊之多，

再加上車鼓陣、牛犁陣、七響陣、桃花過渡、南管、北管、太平歌清唱、舞龍、

舞獅及國術表演，長達十天的嘉年華會在紫竹寺前面大集合，同時娛神也達到

娛人的成效（蕭秋祺，2008）。宋江陣是一種結合古中國武術和藝術的民俗表

演，最早出現於明末清初，相傳是少林五祖拳祖師蔡玉川所創，由一些愛好武

術者在廟會廣場表演各種武術招式。表演時人數不拘，男女皆可，通常以三十

六人、七十二人為主，甚至百餘人，但以一百零八人為大忌。以前民間傳說地

方上有亂事，以宋江陣武師可以執干戈以衛社稷。台灣最大藝陣節慶文化在內

門傳承已有二百多年歷史之久，內門從台灣第一個皇帝朱一貴事件及清朝駐兵

治理，地勢險惡屏障，更讓藝陣有發展的空間，不僅是為了遶境酬神，也是為

村里捍衛，強身演練的活動，尤其是俗稱的武陣宋江陣更因此而發揚光大（沈

峰明，2010）。 
「宋江陣」的名稱源自「水滸傳」，歷史上的確是有宋江這號人物。又是

其被塑造成為梁山泊中的龍頭老大，帶領梁山一零八條好漢的種種事蹟情節，

卻是經過不少作家的附會傳抄而形成的。由於宋末到明朝、清初之際，官府對

人民的壓榨欺壓壓迫，使得水滸人物所標榜的「替天行道、忠義雙全」的口號，

也因此深得百姓民心所認同。人們引頸期盼這些英雄好漢能夠除暴安良，伸張

正義。於是將其眾神話為「天兵神將」，或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

化身，或是「一零八蛇神」的轉生等。賦予其宗教地位，具有驅魔除邪、保衛

人們的法力，「宋江陣」也就因此成為鄉里武館訓練仿效的地方武陣。表演上

所用的武器都是水滸傳書本一百零八條好漢的看家兵器，從首領宋江發號司令

使用的烈火旗、黑旋風李逵的雙板斧、大關刀、雙刀、雙口日月刀和雨傘等應

有盡有。宋江陣是一種武術性質的藝術陣頭，大多流傳在嘉南平原以南的農村

社會，以台南、高雄兩地最多，通常都附著於寺廟，成為神佛駕前表演的藝陣，

而內門的藝陣多屬於紫竹寺觀音佛的子弟，藝陣經歷一百三四十年而傳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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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迄今仍是一個經常練習的社區性組織，內門宋江陣舉辦迄今已二十年，為

了延續創新而發起的創意宋江陣頭大賽也邁入第十四屆，今年也首次號召高中

職將其加入創意陣頭大賽行列，結合在地風土習俗，每年在農曆 2 月 19 日觀音

佛祖誕辰前後舉行（約國曆三月）。 
Cunningham（1995）指出在經濟層面比例過高情形下，造成觀光發展與環

境保育的衝突與矛盾，將一種標榜可以使傳統型觀光產業的負面衝擊減到最

低，培養在地居民與訪客的友善互動，維護自然與人文環境，並可以自身為吸

引人群的目標，帶領其他建設與推廣之催化劑的特殊節目活動，已成為當前世

界各地最受矚目與歡迎的觀光洪流。近幾年來各地方政府無不卯足全力來拼觀

光、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帶來觀光人潮、增加地方收益、創造就業機會、增強

地方居民對斯土地的認同及驕傲，也成功地帶來不少地方經濟收益。而推動地

方自然景點、人文、社會及文化的觀光節慶活動，便已成為改善劣勢，推廣觀

光，縮短城鄉差距，提供就業機會，活絡地方經濟的有效方針。現在社會強調

多元化發展，大多數人只看到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而忽略我國特有的傳統文

化，也因不被年輕族群所重視，使之可能會逐漸消失蹤跡，因此，為了固有台

灣文化重要資產，必須要積極的將傳統在地文化做詳細記錄與保存，並且發展

相關資訊活動，這樣才不至於使傳統藝術文化產業被世人漸漸遺忘。未來要如

何透過成功的地方節日活動，帶動地方推廣與全方位發展，乃一重要課題，本

研究結果能提供承辦相關單位作為參考，是為本研究之動機。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暸解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之概況。 
二、探討不同性別參與者對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三、探討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對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四、探討不同教育成度參與者對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五、探討不同年齡參與者對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1.3 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暸解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之概況如何？ 
二、不同性別參與者對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之差異性為何？ 
三、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對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之差異性為何？ 
四、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對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之差異性為何？ 
五、不同年齡參與者對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之差異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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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形成研究構想，即開始蒐集相關之文獻，之後根據所蒐集之相關文

獻以及與指導教授相互討論後確立研究主題與方向，而後再從確定主題與方向

中根據蒐集而來的相關文獻決定研究之主要變項，進而依據科學研究方法進行

研究，其研究流程如（圖 1-1）。 
 
 
 
 
 
 
 
 
 
 
 
 
 
 
 
 
 
 
 

圖 1-1 本研究流程圖 
 
 
 
 

1.5 名詞解釋 
 
一、涉入程度 

涉入的理論相當廣泛，就算是同一個人但是在不同領域也都有不同的解

釋，因此在定義上就有許多不同的解說方式。大體上來說，大部分的專家學者

皆同意涉入乃是一種知覺程度，其為個人對於欲消費產品或服務，所產生的（李

榮華，2006）。吳佩璟（2009）則是指出乃是基於消費者本身的需求、價值觀

和興趣而對某事物所感覺攸關的程度。 
 
二、消費體驗 

體驗（experience）一詞導源於拉丁文“eperientia”意指探查、試驗。體驗

是指對某標的物的領悟，及感官或心理所產生的情緒。依照亞里斯多德的解釋：

其為由感覺記憶，許多次同樣的記憶在一起形成的經驗，即為體驗（項退結譯，

1998）。陳蕙菱（2001）將體驗定義為個體受到外在的刺激後，經由感情、知

覺過程所產生之生理、心理反應，消費體驗是基於消費者持有或使用該產品的

刺激後，再經由感情、知覺過程而產生的反應。 

正式問卷施測 

問卷回收 

資料分析處理 

 

結果分析與討論 

研究結論與建議 

確立研究主題 

文獻探討與彙整 

建立研究架構 

研究工具編制 

 

研究預試問卷施測 

信、效度分析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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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滿意度 
滿意度是指顧客對產品或服務是否能滿足其需求的評價，也就是指一個人

對產品功能性的知覺與個人對產品的期望兩者比較之後所形成的高低，如果功

能性遠不如所期望者，則顧客將感到不滿意，如果功能性符合期望，則顧客感

到滿意，如果功能性遠超過期望者，則顧客有高度的滿意水準（Kotler，2000）。

楊錦洲（2001）認為顧客滿意度指的是顧客在接受某一特定交易或服務時，所

感受到的一種合乎我意的愉悅態度。 
 
 
 
 

1.6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乃以 104 年高雄市內門創意宋江陣文化嘉年華活動參與遊客為研究

範圍。 
 
 
 
 

1.7 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樣本採現場填答，填答時間以活動間休息時作答，但由於填答時為

遊客的休息時間，有少數遊客未認真參閱問卷而隨意填寫，因此該問卷當

場作記號，視為無效問卷。 
二、在有效問卷中，遊客是否細心真實作答，都有可能會影響結果，然而填寫

者是否如此，是研究者所無法控制的。在此僅能假設填寫者都有認真且據

實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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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涉入程度意涵 
「涉入（involvement）」最早由 Sherif 與 Cantril（1947）兩位學者所提出

「自我涉入（Ego Involvement）」，發覺個體身處於在特定的情景之下自我涉

入越深，其能接受對於自己評估的態度就越深，甚至會加以擴大解釋。在

Krugman（1965）繼之研究“低涉入的消費者行為”後，涉入理論的重要性開

始普遍的受到學者的重視。涉入理論想研究的，主要是針對消費者的決策歷程。 
這幾年來來探討涉入（involvement）的研究已漸成消費者行為研究的主流

之一，主要是不同程度的涉入情形，消費者會出現不同的消費者動作，比如會

有不一樣的訊息處理方式，不一樣的態度形成方式與不同程度的情報收集與購

買決策動作。所以，涉入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是整體性；而有關涉入在行銷應

用上也日益受到重視。 
涉入的理論相當廣泛，在不一樣的領域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在定義上就

有許多不同的解說方法，整體而言，多數學者皆同意涉入是一種在於消費者個

人對於欲消費產品或服務，所產生其自身相關性的知覺程度（李榮華，2006）。 
之所以涉入視作個體內在心理狀況，是一種難以直接評估的抽象見解，所

涉入的層面範圍很大，所以必須由其他變數中去推測涉入程度，常見的社會心

理層面涉入量表有個人涉入量表（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PII）、McIntyre
（1989）以持續涉入為基礎的量表（Enduring Involvement, EI）以及消費者涉入

剖面（Consumer Involvement Profile, CIP）。此外 CIP 則是由 Laurent 與 Kapferer
（1985）所主張的涉入性擁有多重構面的性質。這兩位學者藉由多元向度的見

解，才可以完整描繪出涉入的輪廓（Involvement profile）。而初昌樂（2009）
指出有四個構面會影響涉入程度，分別為： 
（一）重要性（importance） 

指個人對活動本身的重要性，而不是日常所需的實質面來考慮。 
（二）愉悅價值（pleasure value） 

指的就是透過參與休閒活動，而讓個體感覺到滿足、愉悅或享受樂趣的

需求，進而持續參與休閒活動的重要標的。 
（三）象徵價值（sign value） 

也就是透過參與某活動，而形成團體中的一部分，其針對活動產生較高

的投入程度，顯示出這項活動代表個體的象徵意義。 
（四）風險知覺（perceived risk） 

選擇活動的同時也有可能做出錯誤的決策，風險知覺有兩個構面部分：

1.風險結果（Risk consequencens）-錯誤選擇下，所帶來的風險結果論； 
2.風險可能性（Risk probability）-主觀推測選擇錯誤的可能程度。 

結合以上各學者對涉入程度之評估，可發現一般都分為心理涉入和行為涉

入兩個層面為考量。 
涉入程度是個體對事物感覺的相關程度，來自於個人、刺激、情境等三個

原因構成。Zaichkowsky（1985）的涉入概念圖即可清楚說明涉入前因、對象及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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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因素 

˙需要 

˙重要性 

˙興趣 

˙價值觀 

涉入=F（個人，目標，情境） 

涉入的效果 

引發對廣告反對的爭辯 

廣告能有效地引起購買 

對產品類別產生相關重要性 
 
對產品屬性的差異認知 

產生特定的品牌偏好 

價格在品牌選擇上的影響 
 

資訊收集的數量 

慎重考慮的時間長短 
 

選擇時不同的決策模式 
 
 

涉入的對象 

廣告涉入 

產品涉入 

購買涉入 

涉入的原因 

目標或刺激因素 

˙替代品的差異性 

˙溝通的來源 

˙溝通的內容 

情境因素 

˙購買/使用 

˙時機 

 
 
 
 
 
 
 
 
 
 

 
 
 
 
 
 
 
 
 

 
 
 
 
 
 
 
 
 

圖 2-1 Zaichkowsky 涉入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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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涉入程度相關研究 
涉入的研究逐漸成為消費者行為活動的主流之一，涉入是一種在於消費者

個體在於欲消費產品或服務，所產生自身相關性的感覺程度。涉入程度的評估，

大致可分為心理涉入和行為涉入兩個層面為考量，涉入程度會受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的影響。 
在此將與多研究者對涉入程度之相關研究彙整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涉入程度之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  究  結  果 

Mclntyre 1989 

提出涉入視為個人對活動的情感聯繫，以心理因素來定義

涉入程度，建議以自我表達、生活型態、吸引為參與者心

理的涉入指標，當個體對活動產生興趣、樂趣、吸引力以

及表達自己，覺得活動是重要的生活主要部分時，個體則

會有較高的涉入程度。 
Josiam 

Smeaton 
Clements 

1999 
認為涉入對於一個人或活動的態度、促銷刺激的理解力及

決策過程都有潛在的影響。 

Schiffman 
Kanuk 2000 

簡單、不經考慮的購買被認為是與個人攸關性較小，稱之

為低涉入購買；複雜、搜尋的購買，稱之為高涉入購買。 

田文良 2000 
認為涉入為「使用者在一特定情境下，基於本身固有的需

求、價值觀及興趣，對某項事物所認知到之重要性及相關

性」。 

張孝銘 
高俊雄 2002 

指出涉入有分情境涉入和持續涉入，情境涉入係指某特定

情境內，引起消費者在該情境內產生特定行為之能力，持

續涉入稱之為正在進行中對一項產品種類的關心。 

廖文正 2003 
涉入是個人對於目標物所感受到的攸關程度，或者說是某

特定情境下由某一刺激所引發而知覺到個人興趣的水準。 

林衢良 2004 
指出涉入的本質在於消費者個人對其自身攸關性的知覺程

度。 

林樹旺 2005 
不同教育程度、收入、職業年齡在涉入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存在；不過不同性別在涉入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李榮華 2006 

涉入已在各領域被廣泛運用，所以有關涉入的定義仍有所

不同。但整體而言，多數學者皆同意涉入是一種在於消費

者個人對於欲消費產品（或服務），所產生其自身攸關性

的知覺程度。 
蔡巧玲 2006 性別在涉入等構面中有顯著差異。 
李筱雯 
梁仲正 
李一民 

2006 
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個人月收入、居住地區之溫

泉遊客在涉入程度認知尚無差異；不同婚姻狀況、職業之

溫泉遊客在涉入程度認知上則有顯著差異。 
吳永發 2006 不同背景變項的受試者在持續涉入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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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  究  結  果 

周嵩益 2006 
不同涉入程度的消費者，在人口統計變數之性別、年齡、

家庭狀況，及個人月所得上不會有顯著差異。 
巫喜瑞 
梁榮達 2006 

觀眾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對運動涉入上具有顯著的差

異性。 
許幃傑 2006 涉入程度在性別、收入上有顯著差異。 

陳弘慶 2007 
當參與者對某一事件產生好奇或興趣時會對該事件產生關

心或積極的行動。 

林子揚 2009 
持續涉入與參與動機有顯著相關，教育程度對於持續涉入

同意程度達顯著差異。 

薛紹君 2010 

涉入程度的高低會影響參與者對自我認知、情感層面、心

理和自我攸關、自我表達都會受到影響。 
參與休閒涉入程度的參與者會有兩個層面，分別為心理和

行為。 

范盛傑 2011 
「涉入」是指對某一活動所產生的一種無法觀察的動機、

關注及認同感，在特定的某種狀態被刺激所引發出的。 

林俊達 2011 
「涉入」為攸關本身的需求、認知、好奇或興趣，並會在

特定的情境下對事物與訊息的刺激，所引起的情感程度，

而不同的涉入知覺，會影響後續對事物的看法。 

吳閔旋 2011 
涉入廣泛被運用在不同領域範圍中，但多數的學者皆認同

涉入程度是一種個人對與某特定事物，所產生的自我攸關

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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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消費體驗意涵 
「體驗」為個體經由親自參與、消費或觀察，與某事件或目標物的互動而

生出的感覺。體驗具有個別化，就算針對同樣事件，也沒有人的體驗是完全一

樣的。「消費體驗」是藉由消費者親身參加或接觸到消費行為後，所被引誘產

生的回應，是一種認知及感覺，同時也是消費者評估是否滿意的重要根據。好

的消費體驗會產生有氣勢的迴響，負面的消費體驗則不只使再購者減少，也會

使消費者在和別人分享時加油添醋。本研究消費體驗分為思考體驗、情感體驗、

感官體驗、行動體驗等構面。 
在此將與多研究者對消費體驗之意涵彙整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消費體驗之意涵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消  費  體  驗  之  意  涵 

Norris 1941 
早期提出「消費體驗」的學者，強調物品的服務，而非物

品本身，他強調「財貨（goods）與消費者體驗價值的相依

性」，物品被需要是因其服務表現能力。 

項退結譯 1998 
體驗（experience）一詞導源於拉丁文“eperientia”，意指

探查、試驗。依照亞里斯多德的解釋：其為由感覺記憶，

許多次同樣的記憶在一起行成的經驗，即為體驗。 

Schimitt 1999 

是發生於對某刺激回應的個別事件，而且包含整體的生活

品質，通常是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是參與造成的，不論事

件是真實的、如夢的或是虛擬的。體驗通常不是自發的，

而是誘發的。 

McLcuhan 2000 
沒有人的體驗會完全一樣，體驗是來自個人的心境與事件

的互動。體驗不僅僅是關於娛樂，只要讓消費者有所感受、

留下印象，就是提供體驗。 

陳蕙菱 2001 
將體驗定義為個體受外在刺激後，經由感情、知覺過程所

產生之生理、心理反應。消費體驗是基於消費者特有或使

用該產品的刺激後，再經由感情、知覺過程而產生的反應。 
Joy 

Sherry 2003 
體驗係指對某標的物的領悟、感官或心理所產生的情緒，

來自於個人親身參與及經歷。 

范碧珍 2003 
體驗是顧客滿意的原動力。提供一個良好的購物空間，讓

顧客願意下一次再光顧，進而成為忠誠顧客，這就是好的

體驗。 

Arnould 
Price 

Zinkan 
2004 

體驗是在環境之下身體、認知與情感彼此互動，任何經驗

導入之努力與技巧，影響消費者的身體、認知與情感互動。

情感與認知無法分離，情感意指心智評價流程之全面組

合，上述流程導致身體狀態與附加心智，而且體驗是消費

者行為的核心。 

張煌基 2007 
將體驗定義為發生於對某刺激當下的回應之個別事件，也

是一種包含整體生活品質、誘發出來的難忘經驗，並且與

消費者自身的生活世界息息相關，且一但體驗過即成歷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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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消費體驗的相關研究 
關於消費體驗之相關研究甚多，每個學者專家皆有不同的解釋。茲將消費

體驗相關之研究，整理如下表 2-3： 
 

表 2-3 消費體驗之相關研究結果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  究  結  果 

Holbrook 
Hirschman 1982 

認為愉快的消費以及消費的體驗是很重要的。不論外界

給予的刺激為何，消費者所表現出的結果是許多研究所

想要探討的，研究者期待從消費者在感官刺激中所得到

的樂趣、滿足、感覺等體驗。 

Abbott 1955 
所有產品所履行的服務，只是在提供一種消費體驗。簡

單的說，消費者所渴望的不是產品本身，而是一種體驗

滿足，它亦連結到人內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經濟活動。 

Holbrook 1999 
主觀是從消費者本身產生，而目的則由商品、服務、事

件、人、通路等產生，這兩種皆會對整體消費體驗造成

不同的影響，對消費事件也都很重要。 

McLuhan 2000 

認為體驗是許多記憶的基礎，體驗的概念已延伸到許多

不同的面向，其中一項新取向是綜合各類，諸如情緒、

觸覺、味覺、嗅覺等感官經驗。沒有人的體驗會完全一

樣，因為體驗來自個人的心境與事件的互動。而且體驗

不僅止於娛樂方面，只要讓消費者有所感受、留下印象，

就是提供體驗。 

Alonso 2000 

指出消費者在一次消費中所建立的體驗，可以透過認知

和情感的過程來強化消費者對該品牌的信任與承諾，進

而增加消費者的忠誠度，並與品牌建立良好而長期的關

係。 

Addis 
Holbrook 2001 

將消費體驗區分為，實用性消費和享樂性消費。實用性

消費，消費者基於實用性來評價，以外在價值為目的；

享樂性消費，消費者從感官體驗產品，進而產生幻想、

感覺及樂趣。 

Blackwell 
Miniard 
Engel 

2001 

消費者的消費體驗實現程度，會影響消費者消費後的評

估，亦即會關係到消費者的滿意與否。好的消費體驗會

產生有力的口碑溝通，負面的消費體驗則不僅使重購者

減少，也會使消費者在和他人討論時加油添醋。 

Hoch 2002 
體驗所獲得的學習，比某些有意圖的或正規的教育形式

更具魅力，而且體驗獲得的學習，更為生動、具意義，

並且更難忘。 
McAlexander 

Schouten 
Koening 

2002 
提出以顧客為中心的品牌社群模式，並證實顧客於參與

品牌社群後，對產品、品牌、廠商、及其他顧客均形成

正面關係。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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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  究  結  果 

Mathwick et 
al. 2002 

將綜合實用及享樂的消費價值定義為「體驗價值

（experirntial value）」。他們認為體驗價值的知覺是來

自消費者與產品或服務在直接或遠距狀態下的互動，而

這些互動提供了個別消費者偏好的基礎。 

陳育慧 2002 
發現消費者在星巴克的消費體驗包括有感官體驗、情感

體驗、思考體驗、行動體驗及關聯體驗，但其中以情感

體驗為最主要。 

Pine 
Gilmore 2003 

將消費者體驗當成是一種經濟商品。並認為一個豐富

的、引人注目且引人入勝的體驗，最好須具備四種體驗

形式：娛樂性（entertainment）、教育性（educational）、

逃離現實性（escapist）及美感（esthetic）。 

邱奕媞 2003 

認為相較於理性的購買決策而言，在消費過程中所產生

的體驗、與消費者情感面的反應，經常會主導消費者的

決策與滿意之感受，進而累積成下一次消費的基礎與購

買的依據。 

夏業良 
魯煒譯 2003 

主張消費體驗係由參與程度及聯繫類型兩構面所組成，

將消費體驗分為一娛樂的、教育的、審美的、及逃避現

實的體驗。 

張瓊莉 2003 
購物中心消費者體驗可由四方面來探討，分別是「情感

體驗」、「思考體驗」、「行動體驗」、「關聯體驗」。 

楊素蘭 2004 
指出消費者所渴望的不是產品而是一種體驗滿足，他亦

連結到人的內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經濟活動。人們之所

以想要產品，是為了想得到服務所帶來的體驗。 

張寶誠 2004 

指出廠商除了提供有形的產品，還需透過傳播或溝通提

供想像空間，讓消費者在使用產品的同時，腦中就充滿

一個情節或場景，此消費的過程其實就是一段完整的體

驗。 

廖俊儒 2004 
職棒現場觀眾消費體驗要素之構面包括「感官體驗」、

「情感體驗」、「服務體驗」、「情緒體驗」及「思考

體驗」。 

陳簾予 2004 
藉由文獻探討，整合各項體驗要素，提出參與、沉浸、

學習、驚奇及懸念所構成的體驗品質，並證實沉浸、學

習及懸念，確為消費體驗過程中之必備要素。 

周祖慶 2004 

指出感官、情感及思考體驗造成的刺激狀態較為立即但

持續的時間較短，這主要是來自於消費者在感官及思緒

上受到觸動所引發的反應；而另兩項體驗：行動及關聯

體驗，則需要經過經驗的累積但卻也能較持續，這主要

是受到較大的社會情境影響，也與消費者長期生活型態

密切相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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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  究  結  果 

陳蓉瑩 2004 
調查觀光工廠遊客的消費體驗，証實學習、參與、沉浸、

趣味性為消費體驗過程中之必備要素。 

林映秀 2005 
遊客體驗認知以關聯體驗為最高，影響體驗的重要因素

依序分別為感官體驗、思考體驗、情感體驗、關聯體驗

及行動體驗。 

李怡璇 2005 
指出「知覺」體驗與「心靈」體驗是值得文化商品行銷

人員需要重視的。因為使用這兩項體驗行銷對於消費者

在態度中的「認知」與「情感」有正向的影響。 

黃穎捷 2006 

指出如何為消費者創造愉快、滿意的消費體驗，是越來

越多企業行銷重點之一，即使產品本身不足，也可以利

用體驗的方式，創造出人與產品之間的互動，再融入消

費的生活中。 

吳文龍 2006 
研究發現消費者體驗可分為「感官體驗」、「情感體驗」、

及「思考體驗」三項。 

Howard 2007 
認為不同的消費者在不同的時機下，參與的活動感受亦

有所不同，自由選擇的購物活動下，購物時任何感到滿

足的體驗感受，實際上就像是休閒一樣。 

張煌基 2007 
指出參加團體套裝旅遊消費者的消費體驗包括：1.感官

體驗；2.情感體驗；3.思考體驗；4.行動體驗；5.關聯體

驗。 
黃建榮 
戴  鄂 
吳曉玲 

2008 
指出直銷公司之會員的消費體驗包括：1.情感體驗；2.
思考體驗；3.行動體驗；4.關聯體驗。 

吳佳玲 2009 

指出在體驗經濟的時代下，消費體驗是消費行為的核心

概念。為了提供客戶最好的消費體驗，企業努力從產品、

服務、氛圍等面向提供客戶最好的消費內容。體驗經濟

讓大家瞭解消費體驗是企業營收成長的關鍵。因此，必

須瞭解消費體驗的意義。 

康正男等 2010 

消費體驗（consumption experiences）已是現代企業經營

的重要元素，將服務與商品融合於從日常生活環境，以

此為出發點來創造新的感官體驗，在原本的服務與商品

之外找出新的價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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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參與滿意度意涵 
「滿意度」是用來測量人們在生活中，各方面品質的衡量工具，也是一種

衡量指標是一個多面向的概念。然而有關於滿意度之研究，各個專家學者各有

不同的解釋說明。茲將國內外各學者專家對滿意度之名詞解釋彙整如下表所示。 
 
表 2-4 各種滿意度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各  種  滿  意  度  定  義 

Cardozo 1965 

是最早將顧客滿意度的概念引進行銷學的範疇，認為顧客滿

意度為在某一特定的場合、時機或特定使用情境下，顧客對

購買產品所犧牲的成本及獲得產品報酬後的認知狀態，當認

知到報酬比所犧牲的成本高，則會形成滿意；提高顧客滿意

度會增加顧客再次購買的行為。 

Fornell 1992 
認為顧客滿意度是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所有購買經驗的整

體評量。 

Kotter 1997 
認為顧客滿意度是顧客對產品結果的認知與顧客對產品的

期望，比較後所形成的知覺認知。 
Baker 

Crompton 2000 
認為顧客滿意是遊客個人經歷活動之後的真實經驗，起源於

個人與目的地經歷體驗之後所產生的心理感覺與情感狀況。 

Kotler 2000 

滿意度指一個人所感覺的程度高低。源自於對產品功能性的

知覺與個人對產品的期望兩者之比較之後所形成的。如果功

能性遠不如所期望者，則顧客將感到不滿意；如果功能性符

合期望，則顧客感到滿意；如果功能性遠超過期望者，則顧

客有高度的滿意水準。 
Bigne et 

al., 2001 認為遊憩滿意度是遊客對遊憩歷程的整體評價。 

楊錦洲 2001 
認為顧客滿意指的是顧客在接受某一特定交易或服務時，所

感受到的一種合乎期待的愉悅態度。 
沈進成 
謝金燕 2003 認為遊憩滿意度是個人經過體驗後的心理結果。 

Paulssen 
Birk 2007 指出滿意度是消費後評價或完成效費後令人愉快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張百清（1994）提出顧客滿意的三個構成重點，分別是直接要素（商品與

服務）與間接要素（企業形象）。企業在產品分類上的差別越來越小，若要獲

得優勢就必須要強化售後服務。另外，企業形象也是影響消費者滿意的另一個

關鍵，若企業能積極參加社會貢獻行為，給顧客留下正面的企業態度，可提高

顧客滿意度。反之，若不重視社會回饋問題，則其形象評價低落，將導致顧客

滿意度下降。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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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顧客滿意的三個構成要素 
 

 
Zeithaml and Bitner（2003）兩位學者認為滿意度包括的範圍較服務品質評

估的範圍更大，顧客滿意會受服務品質、產品品質、價格、情境因素及個人因

素所左右。服務品質訴說了顧客對於特定服務層面的見解：可靠性、回應性、

確實性、同理心、有形性；而滿意度則受服務品質、價格、產品品質以及情境

因素與個人因素所影響。如圖 2-3 所示。 
 
 
 
 
 
 
 
 
 
 
 
 
 
 

 
圖 2-3 顧客滿意理論觀念性架構 

 
陳澤義（2005）將滿意度的影響因素歸納為三個：價格、品質與個人因素。

價格是指消費者消費時所要給予的成本，品質是企業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的好

壞，個人因素則是消費者自我喜好，或是消費當下的情緒等。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要 

素 

令人好感的店鋪、輕鬆、愉快的 

服裝、用辭、親切、招呼、笑容 

售後服務、生活設計提案、資訊 

支援文化、體育活動、對當地居 

回收、再生活動、環境保護活動 

品質、機能、性能、效率、價格 

設計、色彩、名稱、香味、聲音 

店鋪、店內氣氛 

銷售員接客態度 

售後與資訊服務 

社會貢獻活動 

環境保護活動 

商品硬體價值 

商品軟體價值 

商    品 
(直接要素) 

服    務 
(直接要素) 

企業形象 
(間接要素) 

資料來源：張百清（1994） 

服務品質 

價    格 

產品品質 

情境因素 

顧客滿意 

個人因素 

互動 
品質 

實體 
環境 
品質 

結果 
品質 

 
可靠性 

 
回應性 

 
確實性 

 
同理心 

 
有形性 

 

資料來源：Zeithaml, V. A. and M. J. Bitner.（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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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參與滿意度相關研究 
參與滿意度是指個體在某一特定的場合、時機或特定使用情境下，顧客對

購買產品所犧牲的成本及獲得產品報酬後的認知狀態，當認知到報酬比所犧牲

的成本高，則會形成滿意。參與滿意度受到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

個人收入等因素影響而有所差異，因此了解顧客滿意度是一個值得學者與企業

界重視的議題。然而有關參與滿意度之研究甚多，無論是在網路、期刊、雜誌

甚至研究論文，茲將本研究者所蒐集到之有關休閒滿意度相關之研究，整理如

下表： 
 

表 2-5 參與滿意度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  究  結  果 

Schmitt 1999 
影響一個品牌最有力的機會，是發生於購物之後的階段，這

些體驗即是顧客滿意與品牌忠誠度的關鍵決定因素。 

Lien 
Yu 2001 

認為消費者實際獲得的利益與希望得到預期水準的利益

時，於購買行為所花費的成本之比較，在經過此種比較與評

估過程以後，產生正面或負面的感覺和情感。 

徐達光 2003 
指出未來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論點，因為消費者滿意與否

直接影響到品牌忠誠、抱怨、口碑、市場佔有率與企業形象，

進而改變競爭態勢，最後對企業之獲利也將造成衝擊。 

Kotler 2003 
指出顧客滿意度來自顧客對產品結果的認知以及產品的期

望比較厚形成的知覺認知。 

Jen 
Hu 2003 

表示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企業透過提供優良的服務品質，

滿足顧客多樣化的需求，卻仍然留不住顧客，主要成因乃是

忽略建立與顧客關係永續經營的理念，畢竟忠誠的顧客才是

企業長期獲利的基礎。 

冉龍華 2008 

體驗行銷的最終目的即在於增進品牌與顧客的情感性聯

結，讓顧客不僅成為品牌的忠實顧客，還要成為品牌的擁戴

者，並會主動向朋友推薦使用該品牌，才能增加品牌的長期

利潤。 

張家銘 
柯佩儒 2008 

不同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婚姻、年齡、教育程度、每月收

入等變項）的顧客在服務品質滿意度上之認知差異比較，經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性別、婚姻、教育程度、

每月收入等變項皆未達顯著性差異，僅年齡變項達顯著性差

異，從事後比較可知 51-60 歲的顧客比 41-50 歲的顧客有較

高之服務品質滿意度認知。 
Poteat, 

Shockley 
Allen 

2009 
滿意度的衡量已被廣泛運用於各種互動關係的驗證上，而了

解顧客滿意度更是一個值得學者與企業界重視的議題。 

陳素玲 2010 
不同性別、婚姻狀況與職業在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而不同

年齡、教育程度則呈現顯著差異。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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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  究  結  果 

孫美蓮 
王俊人 
張家銘 

2010 

在探討運動主題餐廳消費者之背景變項、吸引力、滿意度及

再消費意願之影響關係中分析結果：40 歲以下的年輕的消費

者比 41-50 歲的消費者有較高的滿意度；不同性別、教育程

度與收入的消費者在滿意度上沒有差異。 

陳秀芬 
唐吉民 2011 

不同性別的受試者在「設施與內容」、「餐飲與價格」構面

上達顯著差異，不同婚姻狀況的受試者在顧客滿意度量表各

構面上均未達顯著差異，不同年齡的受試者在顧客滿意度量

表中，「設施與內容」、「餐飲與價格」達顯著差異，不同

月收入的受試者在「設施與內容」和「餐飲與價格」構面達

顯著差異。 
吳貞儀 2012 顧客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每月收入在滿意度達顯著差異。 
Perovic

等 2012 遊客之年齡、性別、薪資對旅遊滿意度有顯著性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7 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參與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參與滿意度之相關研究，在國內有許多相關的研究，

本研究依據時間順序將所收集到的相關內容與結果彙整如表 2-6。 
 

表 2-6 休閒滿意度與自覺訓練效果之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  究  結  果 

郭淑菁 2000 
研究結果發現：社會心理涉入中的重要愉悅構面、休閒滿意

度、其他生活層面滿意度與整體生活滿意度及正向情緒間皆

呈顯著正相關。 

鐘瑄容 2000 
表示在購買涉入與顧客關係結合類型有正向相關，在購買涉

入程度與顧客忠誠度有正向關係。 

李育霖 2003 
研究結果顯示：1、體驗元素對體驗滿意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2、情緒體驗隊體驗滿意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李孟陵 2003 
指出「涉入程度」對「滿意度」或對「忠誠度」的差異皆為

顯著。「涉入程度」對滿意度與忠誠度間關係具有中介效果。 

陳彥豪 2004 
發現球迷涉入程度對球隊認同感、參與滿意度與球迷忠誠度

具正向顯著影響關係，另球隊認同對參與滿意度與球迷忠誠

度亦呈正向顯著關係。 

陳簾予 2004 
研究結果得知：1、體驗對體驗滿意度具部份影響效果。體驗

品質中，以沉浸、懸念對體驗滿意度具正向影響；2、情緒對

體驗滿意度具正向影響。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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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  究  結  果 

廖俊儒 2004 
研究指出職棒現場觀眾之消費體驗要素對體驗滿意度具有直

接正面影響，而對忠誠意願具有間接正面影響；體驗滿意度

則對忠誠意願具有直接正面影響。 

王仁宏 2005 

結果顯示：1.體驗行銷矩陣對顧客滿意度有正向影響（直接

效果）。2.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有正向影響（直接效果）。

3.體驗行銷矩陣、涉入程度、顧客滿意度及顧客忠誠度此四

構面間的關係為體驗行銷矩陣對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有

正向影響（直接效果）。4.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有正向

影響（直接效果）。 

王伯文 2005 

結果發現：民宿體驗對遊客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遊客滿

意度對遊客忠誠度有顯著正向影響；旅遊意象及滿意度為民

宿體驗影響中程度的重要中介變數，其中又以旅遊意象的中

介效果較大。 

翁莉絹 2005 
結果顯示，體驗行銷之感官、思考及行動體驗對顧客忠誠（態

度忠誠及行為忠誠）具顯著正向關係，而情感及關聯體驗方

面，則無顯著關係。 

高明儀 2005 

研究發現，在控制體驗行銷的涉入、顧客滿意度、產品績效、

風險、價格知覺之下，除了思考體驗對於品牌忠誠度為不顯

著之正相關外，其餘四種體驗（感官、情感、行為和關聯）

對品牌忠誠度有顯著的正相關。 

陳冠全 2005 
策略體驗模組個構面對於顧客忠誠度與顧客滿意度成正向顯

著相關。情感與關連體驗對於顧客忠誠度有正向影響。感官、

思考與行動體驗對於顧客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鄒文恩 2005 
指出體驗價值對顧客滿意呈現顯著正相關係；顧客滿意對消

費行為意向呈現顯著正向關係。 
吳文龍 2006 結果發現，顧客滿意度為直接影響顧客忠誠度最大之因素。 

李嘉苓 2006 
結果發現：1.體驗對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2.滿意度對重遊

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3.體驗對重遊意願無顯著正向影響。 

陳薇先

邵于玲 2006 

結果發現：（一）參賽者之涉入程度與滿意度呈正相關；（二）

參賽者之涉入程度與再參加意願呈正相關；（三）涉入程度

高之參賽者在滿意度及再參加意願上較涉入低者表現強烈；

（四）參賽者之涉入程度越高，其涉入程度對滿意度之影響

也越大。 

葉美玲 2006 

結果發現：1.體驗行銷、體驗價值、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

度間有顯著正相關。2.「體驗行銷」中「感官、關聯、行動

策略體驗模組」可有效預測「正體顧客滿意度」。3.「體驗

行銷」中「情感、行動、感官策略體驗模組」可有效預測「整

體顧客忠誠度」。4.「整體顧客滿意度」可有效預測「整體

顧客忠誠度」。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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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  究  結  果 

楊舜帆 2006 
結果發現：1.策略體驗模組因子與整體滿意度個因素構面皆

達顯著正相關。2.策略體驗模組因子與整體滿意度對忠誠度

之預測，其中以『體驗』及『整體滿意度』最具解釋力。 

林家緯 2008 
指出SBL現場觀眾之體驗品質對體驗滿意度具有直接正面影

響，體驗滿意度則對忠誠意願具有直接正面影響。 

楊佳儒

王克武

賴姍姍 
2008 

研究顯示：涉入程度、球隊認同、滿意度、忠誠度與觀賞行

為延伸均有正向相關，但球隊認同對於滿意度沒有顯著影

響，而涉入程度與球隊認同會透過忠誠度，而間接影響觀賞

行為延伸。 

楊登鈞 2008 
研究結果顯示體驗行銷、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呈現正相

關。 

郭冀謙 2009 
研究顯示：（1）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職業」與「平均月收入」運動體適能俱樂部會員之涉入程

度有顯著差異（2）「涉入程度」與「滿意度」呈現正面趨勢。 

黃新景 2009 
研究發現，體驗行銷、體驗價值、品牌權益及顧客滿意度呈

現正相關。 

李孟純 2010 
結果顯示體驗行銷對於滿意度及忠誠度具正向且顯著的影

響，滿意度在體驗行銷與忠誠度之間具部份中介效果。 

阮晧鈞 2011 
指出參與棒球運動，涉入程度高，對滿意度影響大，未參與

在「替代活動」、「情境影響」、「資訊不足」等構面皆有

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之文獻，消費者涉入程度對消費體驗有正向關係，對滿意度呈現

正面趨勢。涉入程度越高，對消費體驗、滿意度之影響越大。 
 
 
 
2.8 研究假設 

在本章中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範圍，經收集相關的文獻後彙整與討

論後，提出本研究之假設如下： 
 
假設一：遊客對參與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具有中上程度。 
假設二：不同性別遊客對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差異達顯著水準。 
假設三：不同婚姻狀況遊客對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差異達顯著水準。 
假設四：不同年齡遊客對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差異達顯著水準。 
假設五：不同教育程度遊客對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差異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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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之目的在敘述本研究之研究設計與實施方法，全章共分為四節。以下

就各節內容加以詳述。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建構出本研究之架構圖。本研究之架構

如（圖 3-1）。 
 
 
 
 
 
 
 
 
 
 
 
 
 
 
 
 
 
 
 

 
 

圖 3-1 本研究概念性架構圖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參與 104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5 日，為期 9 天的高雄市內門區創意

宋江陣文化活動競賽遊客為對象，採立意取樣，問卷總計發出 300 份為樣本，

回收問卷 281 份，經研究者回收問卷並整理後，剔除掉作答不完整的 18 份問卷，

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263 份（93.60％），再將資料進行編碼及登錄。 
 
 
 
 

性 別 

婚 姻 狀 況 

年 齡 

教 育 程 度 

1.心理方面 

 

2.行為方面 

涉

入

程

度 

1.思考體驗 

2.情感體驗 

3.感官體驗 

4.行動體驗 

消

費

體

驗 

1.大會形象 

2.賽程編排與進行 

3.場地週邊設施 

滿

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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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從回收有效問卷中抽取 80 份作為量表之信、效度考驗。 
 

3.3.1 預試問卷編製 
一、涉入程度量表 

本研究依據薛紹君（2010）、陳弘慶（2007）等人之涉入量表，同時參考

相關文獻理論擬定加以修正編製而成預試問卷。此量表採李克特式量表（Likert 
Sacle），李克特量表主要用來測量受試者對於一項描述的主觀或客觀判斷，通

常是對該描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在此則是將判斷結果分為「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普通」、「滿意」、「非常滿意」五種，之後再針對各等級給

予不同分數，在此「非常滿意」為 5 分，「滿意」為 4 分，以此類推。 
 

二、消費體驗量表 
本研究依據張瓊莉（2003）、廖俊儒（2004）、張煌基（2007）等人之消

費體驗量表，同時參考相關文獻理論擬定加以修正編製而成預試問卷。此量表

同樣採李克特式量表（Likert Sacle），在此則是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五種，同樣依各等級給予不同分數。

「非常同意」為 5 分，「同意」為 4 分，以此類推。以受試者在此量表所得的

分數為指標，分數愈高，同意度愈高，反之，則愈低。 
 

三、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依據蕭秋祺等人（2008）、陳薇先與邵于玲（2006）等人之滿意度

量表，同時參考相關文獻理論擬定加以修正編製而成預試問卷。此量表採李克

特式量表（Likert Sacle），李克特量表主要用來測量受試者對於一項描述的主

觀或客觀判斷，通常是對該描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在此則是將判斷結果分

為「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普通」、「滿意」、「非常滿意」五種，

之後再針對各等級給予不同分數，在此「非常滿意」為 5 分，「滿意」為 4 分，

以此類推。 
 
 

3.3.2 預試問卷之信、效度考驗 
一、涉入程度量表 
（一）項目分析 

本研究將80份有效問卷，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9.0版統

計套裝軟體，依序將回收之資料進行建檔，之後再以平均數和標準差對量表

中各題項分別進行項目分析。將量表全數題目加總，以總分高低27%處作為

臨界分數來分為高低兩組（吳明隆，2007），藉此來考驗各題的鑑別度。通

常CR值（鑑別度）大且差異達顯著水準時（α：.05），意即表示該題能鑑別

不同受試者的反應程度，反之則予以刪除題目。由結果統計（如表3-1）得知，

第9題ｔ= 1.74，未達顯著水準，給予刪除，其餘11題達考驗標準（ｔ= 4.74 ~ 
11.29），並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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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參與者涉入程度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          目 ｔ值 p 值 

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9.58* .001 
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件很開心的事 8.42* .001 
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在我的休閒活動中是必要的 5.10* .001 
4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樂於跟朋友分享 4.99* .001 
5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會順道至週邊景點遊玩 10.13* .001 
6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會與從事者進行交談 6.33* .001 
7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喜歡它熱鬧的氣氛 11.29* .001 
8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喜歡選手的拼勁 7.83* .001 
9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好奇的 1.74  .065 

10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讓我增廣見聞增進社會經驗 4.87* .001 
1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會注意其資訊與相關報導 5.05* .001 
1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有價值的 4.74* .001 
*p< .05 

 
 
（二）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主成份分析法進行因素分析，並配合最大變異法進行正交轉

軸，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For 
Windows 19.0 版進行分析，分析後各分量表結構敘述，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參與者涉入程度量表之探索性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構面 題號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 

心 理 方 面 

1 .754 

5.141 38.79% .88 

2 .729 
7 .721 
8 .684 
10 .647 
12 .621 

行 為 方 面 

3 .775 

4.376 31.04% .86 
4 .774 
5 .719 
6 .668 
11 .606 

 
題號第 1 題、第 2 題、第 7 題、第 8 題、第 10 題、第 12 題共 6 題屬於

第一個共同因素「心理方面；題號第 3 題、第 4 題、第 5 題、第 6 題、第 11
題共 5 題屬於第二個共同因素「行為方面」。「心理方面」因素特徵值為 5.141，
解釋變異量為 38.79%、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 .88，「行為方面」因素特

徵值為 4.376，解釋變異量為 31.04%，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 .86。由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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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本研究涉入程度量表中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頗高，且擁有理想的內

部一致性指標。 
 

二、消費體驗量表 
（一）項目分析 

本研究將 80 份有效問卷，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9.0 版

統計套裝軟體，依序將回收之資料進行建檔，之後再以平均數和標準差對量

表中各題項分別進行項目分析。將量表全數題目加總，以總分高低 27%處作

為臨界分數來分為高低兩組（吳明隆，2007），以獨立樣本 t 考驗，考驗每

題項之決斷值（CR）是否達顯著水準，由統計結果（如表 3-3）得知，第 6
題ｔ=1.08，第 16 題ｔ=0.95 未達顯著水準，給予刪除，其餘 21 題達考驗標

準（ｔ= 3.88 ~ 10.01，ｐ< .05），並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表 3-3 參與者消費體驗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          目 ｔ值 p 值 

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的消費讓你感覺很值得 8.63* .001 
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的消費讓你感到很快樂 5.49* .001 
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氣氛會讓你忘記不愉快的事 5.17* .001 
4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受到內門鄉親的熱情 4.89* .001 
5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場地設施讓你感覺很完善 3.90* .014 
6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交通動線的安排是否便利 1.08  .087 
7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否讓你感受到運動家精神的重要 4.76* .001 
8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否讓你更加了解內門的在地文化 7.25* .001 
9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受到從事人員的專業性 5.08* .001 

10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讓你願意再次參與 6.44* .001 
1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讓你願意向周遭的親友分享 4.89* .001 
1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你願意推薦親友前往參與 5.55* .001 
1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滿足視覺上的享受 6.70* .001 
14 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比賽的氣氛扣人心弦 9.98* .001 
15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觀眾的加油聲振奮人心 10.01* .001 
16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結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0.95  .098 
17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受到主辦單位的重視 7.49* .001 
18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紓解壓力 4.77* .001 
19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充分發洩了情緒 4.75* .001 
20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可以不顧形象地吶喊加油 3.88* .010 
2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到熱血沸騰 3.96* .010 
2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對於宋江陣更加瞭解 5.67* .001 
2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於各項的體驗讓你感到滿意 8.41* .001 

*ｐ<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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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並配合最

大變異法進行正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9.0 版進行分析，分析後各分量表結構敘述（如表 3-4）所示。 

 
表 3-4 參與者消費體驗量表之探索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 素 題號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α值 

思考體驗 

1 .787 

4.685 22.15% .79 
7 .765 
8 .710 
17 .695 
22 .611 

情感體驗 

2 .802 

4.377 18.08% .73 

4 .744 
15 .715 
18 .693 
19 .621 
21 .586 

感官體驗 

3 .818 

4.110 15.37% .84 

5 .801 
9 .732 
13 .703 
14 .654 
23 .635 

行動體驗 

10 .838 

3.516 14.26% .85 11 .768 
12 .723 
20 .659 

 
 
題號第 1 題、第 7 題、第 8 題、第 17 題、第 22 題共 5 題屬於第一個共

同因素「思考體驗」；題號第 2 題、第 4 題、第 15 題、第 18 題、第 19 題、

第 21 題共 6 題屬於第二個共同因素「情感體驗」；題號第 3 題、第 5 題、第

9 題、第 13 題、第 14 題、第 23 題共 6 題屬於第三個共同因素「感官體驗；

題號第 10 題、第 11 題、第 12 題、第 20 題共 4 題屬於第四個共同因素「行

動體驗」。「思考體驗」因素特徵值為 4.865，解釋變異量為 22.15%，Cronbach’s 
α係數為.79，「情感體驗」因素特徵值為 4.379，解釋變異量為 15.37%，

Cronbach’s α係數 .73，「感官體驗」因素特徵值為 4.110，解釋變異量為

15.37%，Cronbach’s α係數為 .84，「行動體驗」因素特徵值為 3.516，解釋

變異量為 14.26%，Cronbach’s α係數為 .85。由上述結果顯示本研究消費體

驗量表中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頗高，且擁有理想的內部一致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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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滿意度量表 
（一）項目分析 

本研究將 80 份有效問卷，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9.0 版

統計套裝軟體，依序將回收之資料進行建檔，之後再以平均數和標準差對量

表中各題項分別進行項目分析。將量表全數題目加總，以總分高低 27%處作

為臨界分數來分為高低兩組（吳明隆，2007），以獨立樣本 t 考驗，考驗每

題項之決斷值（CR）是否達顯著水準，由統計結果（如表 3-5）得知，全量

表 17 題均達考驗標準（ｔ= 4.71 ~ 10.45），並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表 3-5 參與者滿意度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    目 t 值 p 值 

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現場人員服務熱情感到 7.32* .001 
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現場人員服務態度感到 6.40* .001 
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人員對你的問題處理速度 4.71* .001 
4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舉辦單位對於週邊景點的宣傳 4.84* .001 
5 你對於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舉辦前承辦單位的宣傳感到 6.29* .001 
6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舉辦單位專業能力感到 10.45* .001 
7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舉辦單位活動安排讓你感到 10.08* .001 
8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觀眾席的安排讓我感到 9.56* .001 
9 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賽程安排緊湊性我感到 7.84* .001 

10 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比賽進行時現場觀眾的秩序我感到 5.42* .001 
1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品嘗到著名總鋪師便當感到 6.71* .001 
1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餐飲的價格讓你感到 4.74* .001 
1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欣賞著名火鶴花讓你感到 5.63* .001 
14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交通動線的安排讓你感到 7.36* .001 
15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環境衛生方面讓你感到 7.86* .001 
16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場邊觀賞安全性設計讓你感到 5.19* .001 
17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週邊停車方便性讓你感到 6.66* .001 
*p＜.05   
 
 
 
 
 
 
（二）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並配合最

大變異法進行正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9.0 版進行分析，分析後各分量表結構敘述（如表 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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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參與者滿意度量表之探索性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 素 題號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α值 

大 會 形 象 

1 .804 

4.417 28.01% .80 
2 .793 
3 .742 
4 .677 
5 .601 

賽 程 編 排 
與 進 行 

6 .815 

3.245 20.77% .80 
7 .769 
8 .698 
9 .593 
10 .567 

場地與週邊

設 施 

11 .801 

3.170 17.84% .82 

12 .800 
13 .784 
14 .762 
15 .718 
16 .649 
17 .620 

 
題號第 1 題、第 2 題、第 3 題、第 4 題、第 5 題共 5 題屬於第一個共同因

素「大會形像」；題號第 6 題、第 7 題、第 8 題、第 9 題、第 10 題共 5 題屬於

第二個共同因素「賽程編排與進行」；題號第 11 題、第 12 題、第 13 題、第 14
題、第 15 題、第 16 題、第 17 題共 7 題屬於第三個共同因素「場地與週邊設施」。

「大會形象」因素特徵值為 4.417、解釋變異量 28.01%、Cronbach’s α係數

為 .80，「賽程編排與進行」因素特徵值為 3.245、解釋變異量為 20.77%、

Cronbach’s α係數為 .82。由上述結果顯示本研究滿意度量表中各分量表內部

一致性頗高，且擁有理想的內部一致性指標。 
 
 
3.4 資料處理 

問卷施測完畢後，回收後經剔除無效問卷後，其餘的有效問卷透過統計套

裝軟體 SPSS 進行編碼、登錄及進行統計分析，方法如下： 
一、以描述統計計算受試者各題填答之次數及百分比，以及量表得分之平均數

與標準差。 
二、以獨立樣本ｔ考驗來檢定兩組變項對依變項之差異性。 
三、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Ｆ考驗來檢定三組以上變項對依變項之差異性。如差

異達顯著水準，則以薛費法作事後比較。 
四、本研究之顯著水準定α：.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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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本章之目的在敘述本研究之分析結果與討論，全章共分為三節，第 4.1 節：

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之分佈情形；第 4.2 節：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涉入程

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現況分析；第 4.3 節：不同背景變項的內門宋江文化

季參與者參與行為之差異分析；第 4.4 節：討論。以下就各節內容加以詳述。 
 
 
4.1 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之分佈情形 

根據調查所得 247 份有效問卷，將分別就研究樣本的人口變數，包括性別、

婚姻狀況、年齡及教育程度，依序說明如下，並將參與者基本資料分布情形，

整理如表 4-1-1 所示。 
本研究就抽取樣本有參與者之男性有 135 人，所占比率為 54.66%，女生有

112 人，所占比率為 45.34%；已婚者 143 人，所占比率為 57.89%，未婚者 104
人，所占比率為 42.11%；年齡在 20 歲以下者 50 人，所占比率為 20.24%，21
～40 歲者 88 人，所占比率為 35.63%，41～60 歲者 64 人，所占比率為 25.91%，

61 歲以上者 45 人，所占比率為 18.22%；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者 53 人，所占比

率為 21.46%，高中、職者 68 人，所占比率為 27.53%，大專者 88 人，所占比率

為 35.63%，研究所以上者 38 人，所占比率為 15.38%。 
由（表 4-1）結果顯示，由此可知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以男性、已婚、年

齡在 21～40 歲及教育程度在大專者占大多數。 
 
 
表 4-1 參與者基本資料分析表 
變 項 組 別 人數 比例% 

性 別 男 性 135 54.66 
女 性 112 45.34 

婚 姻 狀 況 已 婚 143 57.89 
未 婚 104 42.11 

年 齡 

2 0 歲以下 50 20.24 
2 1 ～ 4 0 歲 88 35.63 
4 1 ～ 6 0 歲 64 25.91 
6 1 歲以上 45 18.22 

教 育 程 度 

國 中 以 下 53 21.46 
高 中 、 職 68 27.53 
大 專 88 35.63 
研究所以上 38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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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現況

分析 
本節就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的各題項做

描述性之統計分析，詳述如下。 
 
 
4.2.1 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涉入程度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之參與者涉入程度共分為二個因素，分別為「心理方面構面」及「行

為方面構面」，以下就各因素構面填答情形分別敘述如下： 
（一）參與者涉入程度之「心理方面構面」填答現況 

受試樣本所感受到之現況，在參與者涉入程度的「心理方面」構面中，由

（表 4-2）可知，全體的平均數為 4.10，全體的標準差為 0.58，各題號填答平均

數為 3.87～4.24 之間，「心理方面」構面各題填答最高為「參與內門宋江陣文

化季是喜歡它熱鬧的氣氛」，平均數為 4.24，最低為「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

對我而言是重要的」，平均數為 3.87。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在涉入程度中

對於「心理方面」構面的填答每一題平均數均高於「普通」的數值 3，總平均數

（Ｍ=4.10）在 4 與 5 之間，顯示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在「心理方面」構面

的涉入程度之感受程度屬於上等程度。 
 
表 4-2 參與者涉入程度之心理方面構面描述統計表 
題 號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3.87 0.84 
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件很開心的事 4.23 0.57 
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喜歡它熱鬧的氣氛 4.24 0.56 
4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喜歡選手的拼勁 4.16 0.68 
5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讓我增廣見聞增進社會經驗 4.08 0.70 
6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有價值的 4.02 0.65 
 全  體 4.10 0.58 

 
 
 
 
（二）參與者涉入程度之「行為方面構面」填答現況 

受試樣本所感受到之現況，在參與者涉入程度的「行為方面」構面中，由

（表 4-3）可知，全體的平均數為 4.04，全體的標準差為 0.59，各題號填答平均

數為 3.94～4.18 之間，「行為方面」構面各題填答最高為「參與內門宋江陣文

化季後我會順道至週邊景點遊玩」，平均數為 4.18，最低為「參與內門宋江陣

文化季在我的休閒活動中是必要的」，平均數為 3.94。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

者在涉入程度中對於「行為方面」構面的填答每一題平均數均高於「普通」的

數值 3，總平均數（Ｍ=4.04）在 4 與 5 之間，顯示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在

「行為方面」構面的涉入程度之感受程度屬於上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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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參與者涉入程度之行為方面構面描述統計表 
題 號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在我的休閒活動中是必要的 3.94 0.81 
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樂於跟朋友分享 4.00 0.63 
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會順道至週邊景點遊玩 4.18 0.59 
4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會與從事者進行交談 4.05 0.66 
5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會注意其資訊與相關報導 4.04 0.63 

 全  體 4.04 0.59 
 
 
 
4.2.2 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消費體驗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之參與者消費體驗共分為四個因素，分別為「思考體驗構面」、「情

感體驗構面」、「感官體驗構面」及「行動體驗構面」，以下就各因素構面填

答情形分別敘述如下： 
（一）參與者消費體驗之「思考體驗構面」填答現況 

受試樣本所感受到之現況，在參與者消費體驗的「思考體驗」構面中，由

（表 4-4）可知，全體的平均數為 4.11，全體的標準差為 0.57，各題號填答平均

數為 3.87～4.23 之間，「思考體驗」構面各題填答最高為「參與內門宋江陣文

化季讓你對於宋江陣更加瞭解」，平均數為 4.23，最低為「參與內門宋江陣文

化季時的消費讓你感覺很值得」，平均數為 3.87。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在

消費體驗中對於「思考體驗」構面的填答每一題平均數均高於「普通」的數值 3，
總平均數（Ｍ=4.11）在 4 與 5 之間，顯示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在「思考體

驗」構面的消費體驗之感受程度屬於上等程度。 
 
表 4-4 參與者消費體驗之思考體驗構面描述統計表 

題 號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的消費讓你感覺很值得 3.87 0.74 
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否讓你感受到運動精神的重要 4.08 0.63 
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否讓你更加了解內門在地文化 4.19 0.57 
4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受到主辦單位的重視 4.20 0.55 
5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對於宋江陣更加瞭解 4.23 0.58 

 全  體 4.11 0.57 
 
 
 
（二）參與者消費體驗之「情感體驗構面」填答現況 

受試樣本所感受到之現況，在參與者消費體驗的「情感體驗」構面中，由

（表 4-5）可知，全體的平均數為 4.09，全體的標準差為 0.59，各題號填答平均

數為 3.98～4.20 之間，「情感體驗」構面各題填答最高為「參與內門宋江陣文

化季觀眾的加油聲振奮人心」，平均數為 4.20，最低為「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

季讓你充分發洩了情緒」，平均數為 3.98。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在消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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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中對於「情感體驗」構面的填答每一題平均數均高於「普通」的數值 3，總平

均數（Ｍ=4.09）在 4 與 5 之間，顯示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在「情感體驗」

構面的消費體驗之感受程度屬於上等程度。 
 
表 4-5 參與者消費體驗之情感體驗構面描述統計表 
題 號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的消費讓你感到很快樂 4.08 0.64 
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受到內門鄉親的熱情 4.12 0.61 
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觀眾的加油聲振奮人心 4.20 059 
4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紓解壓力 4.04 0.68 
5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充分發洩了情緒 3.98 0.74 
6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到熱血沸騰 4.15 0.66 

 全  體 4.09 0.59 
 
 
 
（三）參與者消費體驗之「感官體驗構面」填答現況 

受試樣本所感受到之現況，在參與者消費體驗的「感官體驗」構面中，由

（表 4-6）可知，全體的平均數為 4.11，全體的標準差為 0.55，各題號填答平均

數為 3.92～4.24 之間，「感官體驗」構面各題填答最高為「內門宋江陣文化季

比賽的氣氛扣人心弦」，平均數為 4.24，最低為「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

氣氛會讓你忘記不愉快的事」，平均數為 3.92。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在消

費體驗中對於「感官體驗」構面的填答每一題平均數均高於「普通」的數值 3，
總平均數（Ｍ=4.11）在 4 與 5 之間，顯示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在「感官體

驗」構面的消費體驗之感受程度屬於上等程度。 
 
表 4-6 參與者消費體驗之感官體驗構面描述統計表 

題 號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氣氛會讓你忘記不愉快的事 3.92 0.74 
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場地設施讓你覺得很完善 4.15 0.61 
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受到從事人員的專業性 4.08 0.68 
4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滿足視覺上的享受 4.20 0.57 
5 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比賽的氣氛扣人心弦 4.24 0.51 
6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於各項的體驗讓你感到滿意 4.09 0.60 

 全  體 4.11 0.55 
 
 
 
（四）參與者消費體驗之「行動體驗構構面」填答現況 

受試樣本所感受到之現況，在參與者消費體驗的「行動體驗」構面中，由

（表 4-7）可知，全體的平均數為 4.17，全體的標準差為 0.58，各題號填答平均

數為 4.08～4.27 之間，「行動體驗」構面各題填答最高為「參與內門宋江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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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季後讓你願意再次參與」，平均數為 4.27，最低為「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

讓你可以不顧形象地吶喊加油」，平均數為 4.08。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在

消費體驗中對於「行動體驗」構面的填答每一題平均數均高於「普通」的數值 3，
總平均數（Ｍ=4.17）在 4 與 5 之間，顯示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在「行動體

驗」構面的消費體驗之感受程度屬於上等程度。 
 
表 4-7 參與者消費體驗之行動體驗構面描述統計表 
題 號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讓你願意再次參與 4.27 0.50 
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讓你願意向周遭的親友分享 4.14 0.58 
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你願意推薦親友前往參與 4.20 0.60 
4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可以不顧形象地吶喊加油 4.08 0.62 

 全  體 4.17 0.58 
 
 
 
 
4.2.3 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滿意度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之參與者滿意度共分為三個因素，分別為「大會形象構面」、「賽

程編排與進行構面」及「場地與週邊設施構面」，以下就各因素構面填答情形

分別敘述如下： 
（一）參與者滿意度之「大會形象構面」填答現況 

受試樣本所感受到之現況，在參與者滿意度的「大會形象」構面中，由（表

4-8）可知，全體的平均數為 4.10，全體的標準差為 0.57，各題號填答平均數為

4.04～4.20 之間，「大會形象」構面各題填答最高為「你對於內門宋江陣文化季

舉辦前承辦單位的宣傳感到」，平均數為 4.20，最低為「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

季時你對現場人員服務態度感到」，平均數為 4.04。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

在滿意度中對於「大會形象」構面的填答每一題平均數均高於「普通」的數值 3，
總平均數（Ｍ=4.10）在 4 與 5 之間，顯示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在「大會形

象」構面的滿意度之感受程度屬於上等程度。 
 
表 4-8 參與者滿意度之大會形象構面描述統計表 

題 號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現場人員服務熱情感到 4.05 0.64 
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現場人員服務態度感到 4.04 0.64 
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人員對你的問題處理速度 4.11 0.62 
4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舉辦單位對於週邊景點的宣傳 4.08 0.59 
5 你對於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舉辦前承辦單位的宣傳感到 4.20 0.55 
 全  體 4.10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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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者滿意度之「賽程編排與進行構面」填答現況 
受試樣本所感受到之現況，在參與者滿意度的「賽程編排與進行」構面中，

由（表 4-9）可知，全體的平均數為 4.09，全體的標準差為 0.60，各題號填答平

均數為 4.02～4.13 之間，「賽程編排與進行」構面各題填答最高為「參與內門

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舉辦單位專業能力感到」，平均數為 4.13，最低為「參與

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觀眾席的安排我感到」，平均數為 4.02。內門宋江陣文

化季參與者在滿意度中對於「賽程編排與進行」構面的填答每一題平均數均高

於「普通」的數值 3，總平均數（Ｍ=4.09）在 4 與 5 之間，顯示內門宋江陣文

化季參與者在「賽程編排與進行」構面的滿意度之感受程度屬於上等程度。 
 
表 4-9 參與者滿意度之賽程編排與進行構面描述統計表 

題 號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舉辦單位專業能力感到 4.13 0.70 
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舉辦單位活動安排讓你感到 4.09 0.72 
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觀眾席的安排我感到 4.02 0.77 
4 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賽程安排緊湊性我感到 4.14 0.65 
5 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比賽進行時現場觀眾的秩序我感到 4.05 0.70 

 全  體 4.09 0.60 
 
 
 
（三）參與者滿意度之「場地與週邊設施構面」填答現況 

受試樣本所感受到之現況，在參與者滿意度的「場地與週邊設施」構面中，

由（表 4-10）可知，全體的平均數為 4.05，全體的標準差為 0.60，各題號填答

平均數為 3.88～4.16 之間，「場地與週邊設施」構面各題填答最高為「參與內

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品嚐到著名總鋪師便當感到」，平均數為 4.16，最低為「參

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週邊停車方便性讓你感到」，平均數為 3.88。內門宋江陣

文化季參與者在滿意度中對於「場地與週邊設施」構面的填答每一題平均數均

高於「普通」的數值 3，總平均數（Ｍ=4.05）在 4 與 5 之間，顯示內門宋江陣

文化季參與者在「場地與週邊設施」構面的滿意度之感受程度屬於上等程度。 
 
表 4-10 參與者滿意度之場地與週邊設施構面描述統計表 

題 號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品嚐到著名總鋪師便當感到 4.16 0.62 
2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餐飲的價格讓你感到 4.14 0.60 
3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欣賞著名火鶴花讓你感到 4.12 0.65 
4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交通動線的的安排讓你感到 4.06 0.68 
5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環境與衛生方面讓你感到 4.02 0.69 
6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場邊觀賞安全性設計讓你感到 4.00 0.70 
7 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週邊停車方便性讓你感到 3.88 0.66 

 全  體 4.0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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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同背景變項的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參與行為之差異分析 
本節就不同背景變項的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之組內、組間及整體的涉入

程度、消費體驗及滿意度的差異性分析，詳述如下： 
為了瞭解跆拳道選手主要群體特性，依據本研究受訪者的人口統計變數：「性

別」、「婚姻狀況」、「年齡」及「教育程度」，分別探討對「涉入程度」、「消

費體驗」及「滿意度」之各構面的差異性。因此本節所提及之人口統計變數為自

變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滿意度」萃取出來的各構面為依變項來

進行探討，並以獨立樣本ｔ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以及薛費事後分

析法（Scheffe’s method）來做比較。 
 
4.3.1 不同性別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差異性分析 
（一）不同性別參與者涉入程度之差異分析 

由（表 4-11）得知，不同性別參與者在涉入程度各因素及整體的差異分析

部分，經獨立樣本ｔ考驗檢定結果顯示，在涉入程度的行為方面ｔ= 3.74（ｐ

< .05）差異達顯著水準，男性高於女性。在整體涉入程度方面ｔ= 2.05（ｐ< .05）
差異達顯著水準，男性高於女性。在涉入程度的心理方面差異未達顯著水準（ｐ

> .05）。符合本研究假設二，不同性別遊客對涉入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 
 
表 4-11 不同性別參與者涉入程度ｔ考驗摘要表 

因 素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ｔ值 ｐ值 

心 理 方 面 男性 135 4.14 0.58 
0.84 .083 

女性 112 4.08 0.62 

行 為 方 面 
男性 135 4.22 0.56 

3.74* .001 
女性 112 4.00 0.68 

整 體 男性 135 4.17 0.59 
2.05* .037 

女性 112 4.04 0.72 
*ｐ< .05 
 
 
 
 
 
（二）不同性別參與者消費體驗之差異分析 

由（表 4-12）得知，不同性別參與者在消費體驗的差異分析部分，經獨立

樣本ｔ考驗檢定結果顯示，在消費體驗的情感體驗方面ｔ= 3.49（ｐ< .05）差異

達顯著水準，男性高於女性。在消費體驗的感官體驗方面ｔ= 3.33（ｐ< .05）差

異達顯著水準，男性高於女性。在消費體驗的行為體驗方面ｔ= 5.43（ｐ< .05）
差異達顯著水準，男性高於女性。在整體消費體驗方面ｔ= 3.68（ｐ< .05）差異

達顯著水準，男性高於女性。在消費體驗的思考體驗方面差異未達顯著水準（ｐ

> .05）。符合本研究假設二，不同性別遊客對消費體驗差異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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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不同性別參與者消費體驗ｔ考驗摘要表 

因 素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ｔ值 ｐ值 

思 考 體 驗 
男性 135 4.16 0.74 

0.98 .087 
女性 112 4.05 0.72 

情 感 體 驗 男性 135 4.21 0.57 
3.49* .001 

女性 112 4.01 0.68 

感 官 體 驗 
男性 135 4.23 0.58 

3.33* .001 
女性 112 4.01 0.70 

行 為 體 驗 
男性 135 4.32 0.41 

5.43* .001 
女性 112 4.10 0.60 

整 體 男性 135 4.23 0.54 
3.68* .001 

女性 112 4.04 0.72 
*ｐ< .05 
 
 
 
 
 
（三）不同性別參與者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由（表 4-13）得知，不同性別參與者在消費滿意度的差異分析部分，經獨

立樣本ｔ考驗檢定結果顯示，全部皆未達顯著水準（ｐ> .05）。此與本研究假

設二，不同性別遊客對滿意度差異達顯著水準不符，值得深入探討。 
 
表 4-13 不同性別參與者滿意度ｔ考驗摘要表 

因 素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ｔ值 ｐ值 

大 會 形 象 
男性 135 4.12 0.59 

0.37 .140 
女性 112 4.08 0.62 

賽程編制與

進 行 
男性 135 4.14 0.57 

0.51 .134 
女性 112 4.07 0.61 

場地與周邊

設 施 
男性 135 4.04 0.66 

-0.48 .138 
女性 112 4.08 0.63 

整 體 男性 135 4.10 0.59 
0.33 .156 

女性 112 4.08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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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差異性

分析 
（一）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涉入程度之差異分析 

由（表 4-13）得知，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在涉入程度各因素及整體的差異

分析部分，經獨立樣本ｔ考驗檢定結果顯示，在涉入程度的心理方面ｔ= 7.28
（ｐ< .05）差異達顯著水準，已婚高於未婚。在涉入程度的行為方面ｔ= 6.87
（ｐ< .05）差異達顯著水準（ｐ< .05），已婚高於未婚。在整體涉入程度ｔ= 7.84
（ｐ< .05）差異達顯著水準，已婚高於未婚。並符合本研究假設三，不同婚姻

狀況遊客對涉入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 
 
表 4-14 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涉入程度ｔ考驗摘要表 

因 素 婚姻狀況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ｔ值 ｐ值 

心 理 方 面 已 婚 143 4.26 0.47 
7.28* .001 

未 婚 104 3.99 0.73 

行 為 方 面 
已 婚 143 4.25 0.49 

6.87* .001 
未 婚 104 4.00 0.71 

整 體 已 婚 143 4.26 0.45 
7.84* .001 

未 婚 104 4.00 0.74 
*ｐ< .05 
 
 
 
（二）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消費體驗之差異分析 

由（表 4-15）得知，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在消費體驗的差異分析部分，全

部皆未達顯著水準（ｐ> .05）。此與本研究假設三，不同性別遊客對消費體驗

差異達顯著水準不符，值得深入探討。 
 
表 4-15 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消費體驗ｔ考驗摘要表 

因 素 婚姻狀況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ｔ值 ｐ值 

思 考 體 驗 
已 婚 143 4.15 0.61 

0.86 .084 
未 婚 104 4.07 0.63 

情 感 體 驗 已 婚 143 4.13 0.63 
0.82 .087 

未 婚 104 4.06 0.70 

感 官 體 驗 
已 婚 143 4.13 0.60 

0.78 .090 
未 婚 104 4.09 0.64 

行 為 體 驗 
已 婚 143 4.9 0.58 

0.43 .097 
未 婚 104 4.15 0.60 

整 體 已 婚 143 4.15 0.49 
0.47 .096 

未 婚 104 4.09 0.57 
*ｐ<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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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由（表 4-16）得知，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在滿意度的差異分析部分，經獨

立樣本ｔ考驗檢定結果顯示，在滿意度的大會形象方面ｔ= 2.07（ｐ< .05）差異

達顯著水準，已婚高於未婚。在滿意度的賽程編制與進行方面ｔ= 4.65（ｐ< .05）
差異達顯著水準，已婚高於未婚。在滿意度的場地與周邊設施方面ｔ= 2.15（ｐ

< .05）差異達顯著水準，已婚高於未婚。在整體滿意度ｔ= 3.88（ｐ< .05）差異

達顯著水準，已婚高於未婚。並符合本研究假設三，不同婚姻狀況遊客對滿意

度差異達顯著水準。 
 
表 4-16 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滿意度ｔ考驗摘要表 

因 素 婚姻狀況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ｔ值 ｐ值 

大 會 形 象 
已 婚 143 4.17 0.58 

2.07* .039 
未 婚 104 4.03 0.62 

賽 程 編 制

與 進 行 
已 婚 143 4.18 0.48 

4.65* .001 
未 婚 104 4.00 0.57 

場 地 與 周

邊 設 施 
已 婚 143 4.14 0.49 

2.15* .033 
未 婚 104 3.96 0.63 

整 體 已 婚 143 4.16 0.44 
3.88* .001 

未 婚 104 4.00 0.58 
*ｐ< .05 
 
 
 
 
 
 
4.3.3 不同年齡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差異性分析 
（一）不同年齡參與者涉入程度之差異分析 

由（表 4-17）得知，在涉入程度的「心理方面」感受程度中，以 41～60 歲

者最高（Ｍ=4.18），61 歲以上者最低（Ｍ=4.01）；在涉入程度的「行為方面」

感受程度中，以 41～60 歲者最高（Ｍ=4.11），20 歲以下者最低（Ｍ=3.92）；

在整體涉入程度的感受程度中，絕大多數以 41～60 歲者最高（Ｍ=4.15），20
歲以下者最低（Ｍ=3.97）。在各因素及整體休閒滿意度均屬 41～60 歲者最高，

在各組的體驗程度均具有正向且高程度的感受。 
 
表 4-17 不同年齡參與者涉入程度描述統計表 
因 素 年 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心 理 方 面 

2 0 歲以下 50 4.02 0.51 
2 1～4 0 歲 88 4.15 0.45 
4 1～6 0 歲 64 4.18 0.39 
6 1 歲以上 45 4.01 0.5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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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頁） 
因 素 年 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行 為 方 面 

2 0 歲以下 50 3.92 0.73 
2 1～4 0 歲 88 4.10 0.52 
4 1～6 0 歲 64 4.11 0.50 
6 1 歲以上 45 4.03 0.61 

整 體 

2 0 歲以下 50 3.97 0.64 
2 1～4 0 歲 88 4.13 0.50 
4 1～6 0 歲 64 4.15 0.46 
6 1 歲以上 45 4.02 0.58 

 
 

不同年齡參與者涉入程度各因素及整體的差異分析部分，經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Ｆ考驗結果顯示（表 4-18），在涉入程度的生理方面Ｆ=4.43（ｐ< .05）、

在涉入程度的行為方面Ｆ=4.57（ｐ< .05）及整體涉入程度Ｆ=4.50（ｐ< .05），

差異達顯著水準，與本研究假設四相符，並以薛費法做事後比較，結果 21～40
歲者與 41～60 歲者在生理方面的認同高於 20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者；21～40
歲者與 41～60 歲者在行為理方面及整體方面的認同高於 20 歲以下者。 
 
表 4-18 不同年齡參與者涉入程度變異數分析Ｆ考驗摘要表 

因 素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ｐ值 事後比較 

生理方面 
組 間 7.47 3 2.49 

4.43* .005 2、3 > 1、4 組 內 136.08 243 0.56 
全 體 143.55 246    

行為方面 
組 間 6.21 3 2.07 

4.57* .004 2、3> 1 組 內 109.35 243 0.45 
全 體 115.56 246    

整 體 
組 間 6.09 3 2.03 

4.50* .005 2、3> 1 組 內 109.35 243 0.45 
全 體 115.44 246    

*ｐ< .05    註：1.20 歲以下   2. 21～40 歲   3. 41～60 歲   4. 61 歲以上 
 
 
 
（二）不同年齡參與者消費體驗之差異分析 

由（表 4-19）得知，在消費體驗感受程度，在「思考體驗」感受程度中，

以 41～60 歲者最高（Ｍ=4.15），20 歲以下者最低（Ｍ=4.06）；在消費體驗的

「情感體驗」感受程度中，以 41～60 歲者最高（Ｍ=4.17），20 歲以下者最低

（Ｍ=3.90）；在消費體驗的「感官體驗」感受程度中，以 41～60 歲者最高（Ｍ

=4.18），20 歲以下者最低（Ｍ=3.96）；在消費體驗的「行為體驗」感受程度

中，以 41～60 歲者最高（Ｍ=4.33），20 歲以下者最低（Ｍ=3.97）；在整體消

費體驗的感受程度中，絕大多數以 41～60 歲者最高（Ｍ=4.21），20 歲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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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Ｍ=3.97）。在各因素及整體休閒滿意度均屬 41～60 歲者最高，在各組

的體驗程度均具有正向且高程度的感受。 
 
表 4-19 不同年齡參與者消費體驗描述統計表 

因 素 年 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思 考 體 驗 

2 0 歲以下 50 4.06 0.53 
2 1～4 0 歲 88 4.09 0.52 
4 1～6 0 歲 64 4.15 0.48 
6 1 歲以上 45 4.14 0.45 

     

情 感 體 驗 

2 0 歲以下 50 3.90 0.68 
2 1～4 0 歲 88 4.12 0.54 
4 1～6 0 歲 64 4.17 0.42 
6 1 歲以上 45 4.15 0.47 

感 官 體 驗 

2 0 歲以下 50 3.96 0.74 
2 1～4 0 歲 88 4.14 0.56 
4 1～6 0 歲 64 4.18 0.41 
6 1 歲以上 45 4.16 0.50 

行 為 體 驗 

2 0 歲以下 50 3.97 0.72 
2 1～4 0 歲 88 4.31 0.40 
4 1～6 0 歲 64 4.33 0.38 
6 1 歲以上 45 4.08 0.47 

整 體 

2 0 歲以下 50 3.97 0.65 
2 1～4 0 歲 88 4.17 0.49 
4 1～6 0 歲 64 4.21 0.42 
6 1 歲以上 45 4.13 0.55 

 
 
 

不同年齡參與者在消費體驗差異分析部分，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Ｆ考驗結

果顯示（表 4-20），在情感體驗方面Ｆ=6.71（ｐ< .05）、感官體驗方面Ｆ=8.05
（ｐ< .05）、行為體驗方面Ｆ=7.69（ｐ< .05）及整體消費體驗Ｆ=6.60（ｐ< .05），
差異達顯著水準，與本研究假設四相符，並以薛費法做事後比較，結果顯示 21
～40 歲者、41～60 歲者及 61 歲以上者在情感體驗方面、感官體驗方面、行為

體驗方面以及整體消費體驗的認同高於 20 歲以下者。 
 
表 4-20 不同年齡參與者消費體驗變異數分析Ｆ考驗摘要表 

因 素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ｐ值 事後比較 

思考體驗 
組 間 1.38 3 0.46 

0.99 .081  組 內 111.78 243 0.46 
全 體 113.06 246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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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頁） 
因 素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ｐ值 事後比較 

情感體驗 
組 間 6.21 3 2.07 6.71* .001 2、3 、4> 1 組 內 75.33 243 0.31 
全 體 81.54 246    

感官體驗 
組 間 7.74 3 2.58 8.05* .001 2、3 、4> 1 組 內 77.76 243 0.32 
全 體 85.50 246    

行為體驗 
組 間 7.41 3 2.47 7.69* .001 2、3 > 1、4 組 內 77.76 243 0.32 
全 體 75.17 246    

整 體 
組 間 5.37 3 1.79 6.60* .001 2、3 、4> 1 組 內 65.61 243 0.27 
全 體 70.98 246    

*ｐ< .05    註：1.20 歲以下   2. 21～40 歲   3. 41～60 歲   4. 61 歲以上 
 
（三）不同年齡參與者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由（表 4-21）得知，在滿意度的「大會形象方面」感受程度中，以 41～60
歲者最高（Ｍ=4.17），20 歲以下者最低（Ｍ=3.95）；在滿意度的「賽程編制
與進行方面」感受程度中，以 20 歲以下者最高（Ｍ=4.12），41～60 歲者最低
（Ｍ=4.07）；在滿意度的「場地與周邊設施方面」感受程度中，以 41～60 歲
者最高（Ｍ=4.15），20 歲以下者最低（Ｍ=3.80）；在整體滿意度的感受程度
中，絕大多數以 41～60 歲者最高（Ｍ=4.13），20 歲以下者最低（Ｍ=3.96）。
在各因素及整體滿意度大部分以 41～60 歲者最高，在各組的體驗程度均具有正
向且高程度的感受。 
 
表 4-21 不同年齡參與者滿意度描述統計表 
因 素 年 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大 會 形 象 

2 0 歲以下 50 3.95 0.54 
2 1～4 0 歲 88 4.13 0.62 
4 1～6 0 歲 64 4.17 0.48 
6 1 歲以上 45 4.15 0.50 

賽 程 編 制 與 
進 行 

2 0 歲以下 50 4.12 0.53 
2 1～4 0 歲 88 4.10 0.49 
4 1～6 0 歲 64 4.07 0.52 
6 1 歲以上 45 4.08 0.58 

場 地 與 周 邊 
設 施 

2 0 歲以下 50 3.80 0.47 
2 1～4 0 歲 88 4.13 0.50 
4 1～6 0 歲 64 4.15 0.52 
6 1 歲以上 45 4.12 0.63 

整 體 

2 0 歲以下 50 3.96 0.59 
2 1～4 0 歲 88 4.12 0.49 
4 1～6 0 歲 64 4.13 0.60 
6 1 歲以上 45 4.12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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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參與者滿意度各因素及整體的差異分析部分，經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Ｆ考驗結果顯示（表 4-22），在大會形象方面Ｆ=7.14（ｐ< .05）、場地與周

邊設施方面Ｆ=9.85（ｐ< .05）及整體滿意度Ｆ=8.79（ｐ< .05）差異達顯著水

準，與本研究假設四相符，並以薛費法做事後比較，結果顯示 21～40 歲者、41
～60 歲者及 61 歲以上者在大會形象方面、場地與周邊設施方面以及整體滿意度

方面的認同高於 20 歲以下者；而賽程編制與進行方面，差異未達顯著水準（ｐ

> .05）。 
 
表 4-22 不同年齡參與者滿意度變異數分析Ｆ考驗摘要表 
因 素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ｐ值 事後比較 

大會形象 
組 間 4.96 3 2.48 

7.14* .001 2、3 、4> 1 組 內 85.05 243 0.35 
全 體 90.01 246    

賽程編制

與 進 行 

組 間 1.02 3 0.34 
0.47 .661  組 內 174.96 243 0.72 

全 體 175.98 246    

場地與周

邊 設 施 

組 間 9.03 3 3.01 
9.85* .001 2、3 、4> 1 組 內 75.33 243 0.31 

全 體 84.36 246    

整 體 
組 間 9.96 3 3.32 

8.79* .001 2、3 、4> 1 組 內 92.34 243 0.38 
全 體 102.30 246    

*ｐ< .05    註：1.20 歲以下   2. 21～40 歲   3. 41～60 歲   4. 61 歲以上 
 
 
 
 
 
 
 
 
 

4.3.4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差異性

分析 
（一）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涉入程度之差異分析 

由（表 4-23）得知，在涉入程度的「心理方面」感受程度中，以大專程度

者最高（Ｍ=4.21），國中以下程度者最低（Ｍ=3.83）；在涉入程度的「行為方

面」感受程度中，以大專程度最高（Ｍ=4.13），國中以下程度者最低（Ｍ=3.87）；
在整體涉入程度的感受程度中，絕大多數以大專程度者最高（Ｍ=4.17），國中

以下程度者最低（Ｍ=3.85）。在各因素及整體涉入程度均屬大專程度者最高，

在各組的涉入程度均具有正向且高程度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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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涉入程度描述統計表 
因 素 教 育 程 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心 理 方 面 

國 中 以 下 53 3.83 0.70 
高 中 、 職 68 4.17 0.59 
大 專 88 4.21 0.47 
研 究 所 以 上 38 4.19 0.50 

行 為 方 面 

國 中 以 下 53 3.87 0.56 
高 中 、 職 68 4.05 0.60 
大 專 88 4.13 0.48 
研 究 所 以 上 38 4.11 0.59 

整 體 

國 中 以 下 53 3.85 0.63 
高 中 、 職 68 4.11 0.54 
大 專 88 4.17 0.45 
研 究 所 以 上 38 4.15 0.46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涉入程度各因素及整體的差異分析部分，經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Ｆ考驗結果顯示（表 4-24），在涉入程度的生理方面Ｆ=11.25（ｐ

< .05）、在涉入程度的行為方面Ｆ=7.48（ｐ< .05）及整體涉入程度Ｆ=9.16（ｐ

< .05）差異達顯著水準，與本研究假設五相符，並以薛費法做事後比較，結果

顯示高中、職者、大專者及研究所以上者在涉入程度的生理方面、行為方面以

及整體涉入程度的認同高於國中以下。 
 
表 4-24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涉入程度變異數分析Ｆ考驗摘要表 
因 素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ｐ值 事後比較 

生理方面 
組 間 11.91 3 3.97 

11.25* .001 2、3、4> 1 組 內 85.05 243 0.35 
全 體 96.96 246    

行為方面 
組 間 7.35 3 2.45 

7.48* .001 2、3、4> 1 組 內 80.19 243 0.33 
全 體 87.54 246    

整 體 
組 間 9.09 3 3.03 

9.16* .001 2、3、4> 1 組 內 80.19 243 0.33 
全 體 89.28 246    

*ｐ< .05    註：1.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大專   4.研究所以上 
 
 
 
（二）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消費體驗之差異分析 

由（表 4-25）得知，在消費體驗的「思考體驗」感受程度中，以大專程度

者最高（Ｍ=4.26），國中以下程度者最低（Ｍ=3.89）；在消費體驗的「情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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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感受程度中，以大專程度最高（Ｍ=4.24），國中以下程度者最低（Ｍ=3.88）；
在消費體驗的「感官體驗」感受程度中，以大專程度最高（Ｍ=4.21），國中以

下程度者最低（Ｍ=4.01）；在整體消費體驗的感受程度中，絕大多數以大專程

度者最高（Ｍ=4.25），國中以下程度者最低（Ｍ=3.92）。在各因素及整體消費

體驗均屬大專程度者最高，在各組的涉入程度均具有正向且高程度的感受。 
 
表 4-25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消費體驗描述統計表 
因 素 教 育 程 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思 考 體 驗 

國 中 以 下 53 3.89 0.73 
高 中 、 職 68 4.11 0.58 
大 專 88 4.26 0.42 
研 究 所 以 上 38 4.18 0.57 

情 感 體 驗 

國 中 以 下 53 3.88 0.69 
高 中 、 職 68 4.05 0.61 
大 專 88 4.24 0.43 
研 究 所 以 上 38 4.19 0.57 

感 官 體 驗 

國 中 以 下 53 4.01 0.64 
高 中 、 職 68 4.02 0.66 
大 專 88 4.21 0.52 
研 究 所 以 上 38 4.18 0.57 

行 為 體 驗 

國 中 以 下 53 3.91 0.62 
高 中 、 職 68 4.20 0.40 
大 專 88 4.30 0.37 
研 究 所 以 上 38 4.27 0.43 

整 體 

國 中 以 下 53 3.92 0.61 
高 中 、 職 68 4.10 0.56 
大 專 88 4.25 0.42 
研 究 所 以 上 38 4.21 0.47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消費體驗差異分析部分，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Ｆ考驗

結果顯示（表 4-26），在消費體驗的思考體驗方面Ｆ=10.87（ｐ< .05）、在消

費體驗的情感體驗方面Ｆ=8.51（ｐ< .05）、在消費體驗的感官體驗方面Ｆ=6.49
（ｐ< .05）、在消費體驗的行為體驗方面Ｆ=5.61（ｐ< .05）及整體消費體驗Ｆ

=7.33（ｐ< .05）差異達顯著水準，與本研究假設五相符，並以薛費法做事後比

較，結果顯示在思考體驗方面高中、職者、大專者及研究所以上者認同高於國

中以下者並且大專者認同高國中以下以高中、職者；在情感體驗方面大專者及

研究所以上者認同高於國中以下以及高中、職者並且高中、職者認同高於國中

以下者；在感官體驗方面大專者及研究所以上者認同高於國中以下以及高中、

職者；在行為體驗方面大專者及研究所以上者認同高於國中以下者；在整體消

費體驗方面高中、職者、大專者及研究所以上者認同高於國中以下者並且大專

者及研究所以上者認同高於高中、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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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消費體驗變異數分析Ｆ考驗摘要表 
因 素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ｐ值 事後比較 

思考體驗 
組 間 10.32 3 3.44 10.87* . 001 2、3、4 > 1 

3 > 1、2 組 內 77.76 243 0.32 
全 體 88.08 246    

情感體驗 
組 間 9.81 3 3.27 8.51* .001 3、4 > 1、2 

2 > 1 組 內 92.34 243 0.38 
全 體 102.15 246    

感官體驗 
組 間 9.24 3 3.08 6.49* .001 3、4 > 1、2 組 內 114.21 243 0.47 
全 體 123.45 246    

行為體驗 
組 間 7.71 3 2.57 5.64* .001 3、4 > 1 組 內 111.78 243 0.46 
全 體 119.49 246    

整 體 
組 間 9.36 3 3.12 7.33* .001 2、3、4 > 1 

3 、4 > 2 組 內 104.49 243 0.43 
全 體 113.85 246    

*ｐ< .05    註：1.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大專   4.研究所以上 
 
（三）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由（表 4-27）得知，在滿意度的「大會形象」感受程度中，以大專程度者
最高（Ｍ=4.19），國中以下程度者最低（Ｍ=4.05）；在滿意度的「賽程編制與
進行」感受程度中，以大專程度最高（Ｍ=4.19），國中以下程度者最低（Ｍ=3.88）；
在滿意度的「場地與周邊設施」感受程度中，以大專程度最高（Ｍ=4.07），國
中以下程度者最低（Ｍ=4.02）；在整體滿意度的感受程度中，絕大多數以大專
程度者最高（Ｍ=4.13），國中以下程度者最低（Ｍ=3.98）。在各因素及整體消
費體驗均屬大專程度者最高，在各組的滿意度均具有正向且高程度的感受。 
 
表 4-27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滿意度描述統計表 

因 素 教 育 程 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大 會 形 象 

國 中 以 下 53 4.05 0.57 
高 中 、 職 68 4.09 0.55 
大 專 88 4.14 0.48 
研 究 所 以 上 38 4.12 0.49 

賽 程 編 制 與 
進 行 

國 中 以 下 53 3.88 0.74 
高 中 、 職 68 4.13 0.59 
大 專 88 4.19 0.53 
研 究 所 以 上 38 4.16 0.56 

場 地 與 周 邊 
設 施 

國 中 以 下 53 4.02 0.54 
高 中 、 職 68 4.05 0.54 
大 專 88 4.07 0.51 
研 究 所 以 上 38 4.06 0.49 

整 體 

國 中 以 下 53 3.98 0.68 
高 中 、 職 68 4.09 0.51 
大 專 88 4.13 0.47 
研 究 所 以 上 38 4.11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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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在滿意度差異分析部分，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Ｆ考驗

結果顯示（表 4-28），只有在滿意度的賽程編制與進行方面Ｆ=7.44（ｐ< .05）
差異達顯著水準，與本研究假設五有所出入，值得探討。以薛費法做事後比較，

結果顯示大專者及研究所以上者在賽程編制與進行方面的認同高於國中以下

者；而大會形象方面、場地與周邊設施方面以及整體滿意度方面，差異未達顯

著水準（ｐ> .05）。 
 
表 4-28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滿意度變異數分析Ｆ考驗摘要表 

因 素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ｐ值 事後比較 

大會形象 
組 間 3.09 3 1.03 

0.84 . 432  組 內 298.89 243 1.23 
全 體 301.98 246    

賽程編制

與 進 行 

組 間 9.60 3 3.20 
7.44* .001 3、4 > 1 組 內 104.49 243 0.43 

全 體 114.09 246    

場地與周

邊 設 施 

組 間 1.92 3 0.64 
0.32 .784  組 內 486.00 243 2.00 

全 體 487.92 246    

整 體 
組 間 5.58 3 1.86 

1.94 .075  組 內 24.30 243 0.10 
全 體 29.88 246    

*ｐ< .05    註：1.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大專   4.研究所以上 
 
 
 
 
 

4.4 討論 
本節分成三小節來討論。茲於下做詳述討論： 

 
4.4.1 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現況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就抽取有效樣本計 247 人，有男性有 135 人，女生有 112 人；已婚

者 143 人，未婚者 104 人；年齡在 20 歲以下者 50 人，年齡在 21～40 歲者 88
人，年齡在 41～60 歲者 64 人，年齡在 61 歲以上者 45 人；教育程度在國中以

下者 53 人，教育程度在高中、職者 68 人，教育程度在大專者 88 人，教育程度

在研究所以上者 38 人。由此可知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以男性、已婚、年齡在

21～40 歲及教育程度在大專者占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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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分析

討論 
（一）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涉入程度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之樣本在參與者涉入程度的「心理方面」構面，平均數為 4.10，各

題填答平均數為 3.87～4.24；在「行為方面」構面，平均數為 4.04，各題填答平

均數為 3.94～4.18。由此顯示，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在涉入程度及各因素的感

受程度屬於上等程度。以「心理方面」構面最高，最低為「行為方面」構面。 
 
（二）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消費體驗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之樣本在參與者消費體驗的「思考體驗」構面，平均數為 4.11，各

題填答平均數為 3.87～4.23；在「情感體驗」構面，平均數為 4.09，各題填答平

均數為 3.98～4.20；在「感官體驗」構面，平均數為 4.11，各題填答平均數 3.92
～4.24；在「行動體驗」構面，平均數為 4.17，各題填答平均數為 4.08～4.27。
由此顯示，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在消費體驗及各因素的感受程度屬於中上或

上等程度。以「行動體驗」構面最高，其次為「思考體驗」構面及「感官體驗」

構面，最低為「感官體驗」構面。 
 
（三）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滿意度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之樣本在參與者滿意度的「大會形象」構面，平均數為 4.10，各題

填答平均數為 4.04～4.20；在「賽程編排與進行」構面中，平均數為 4.09，各題

填答平均數為 4.02～4.13；在「場地與週邊設施」構面，平均數為 4.05，各題填

答平均數為 3.88～4.16。由此顯示，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在滿意度及各因素的

感受程度屬於中上或上等程度。以「大會形象」構面最高，其次為「賽程編排

與進行」構面，最低為「場地與週邊設施」構面。 
 
 
 
 
4.4.3 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參與行為差異之分析討論 
（一）不同性別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差異性分析討論 

經由研究結果得知，不同性別參與者在涉入程度之「行為方面」及整體性，

男性高於女性，差異均達顯著水準；在消費體驗之「情感體驗方面」、「感官

體驗方面」、「行為體驗方面」及整體消費體驗方面，男性高於女性，差異均

達顯著水準；在滿意度部分，全部皆未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知不同性別之參與

者在參與文化季活動後對滿意度提昇之體驗是一致的。 
 
（二）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差異性分析討論 

經結果得知，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在涉入程度之「心理方面」、「行為方

面」及整體性，已婚高於未婚，差異均達顯著水準；在消費體驗方面，全部皆

未達顯著水準；在滿意度之「大會形象方面」、「賽程編制與進行方面」、「場

地與周邊設施方面」及整體滿意度，已婚高於未婚，差異均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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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年齡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差異性分析討論 
經結果得知，不同年齡參與者在涉入程度之「心理方面」，差異達顯著水

準，年齡在 21～40 歲者與 41～60 歲者的認同高於年齡在 20 歲以下及 61 歲以

上者；在「行為方面」及整體涉入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年齡在 21～40 歲者

與 41～60 歲者的認同高於年齡在 20 歲以下者；在消費體驗之「情感體驗方面」、

「感官體驗方面」、「行為體驗方面」及整體消費體驗，差異達顯著水準，年

齡在 21～40 歲者、41～60 歲者及 61 歲以上者的認同高於年齡在 20 歲以下者；

在滿意度之在「大會形象方面」、「場地與周邊設施方面」以及整體滿意度，

差異達顯著水準，顯示年齡在 21～40 歲者、41～60 歲者及 61 歲以上者的認同

高於年齡在 20 歲以下者。 
 
（四）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差異性分析討論 

經結果得知，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在涉入程度之「生理方面」、「行為方

面」及整體涉入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大專及研究所

以上者的認同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在消費體驗之「思考體驗方面」、

「情感體驗方面」、「感官體驗方面」、「行為體驗方面」及整體消費體驗，

差異達顯著水準，顯示在思考體驗方面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大專及研究所以

上者認同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並且教育程度為大專者認同高於教育程度

為國中以下以及高中、職者；在情感體驗方面教育程度為大專及研究所以上者

認同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以及高中、職者並且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認同

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在感官體驗方面教育程度為大專及研究所以上者

認同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以及高中、職者；在行為體驗方面教育程度為大

專及研究所以上者認同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在整體消費體驗方面教育

程度為高中、職、大專及研究所以上者認同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並且教

育程度為大專及研究所以上者認同高於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在滿意度之在

「賽程編制與進行方面」，差異達顯著水準，顯示教育程度為大專及研究所以

上者在賽程編制與進行方面的認同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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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節主要目的對研究做一整體描述，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 
 

一、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之分佈情形 
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男性佔 54.66%，女生佔 45.34%；已婚者佔

57.89%，未婚者佔 42.11%；年齡在 20 歲以下者佔 20.24%，年齡在 21～40
歲者佔 35.63%，年齡在 41～60 歲者佔 25.91%，年齡在 61 歲以上者佔

18.22%；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者佔 21.46%，教育程度在高中、職者佔

27.53%，教育程度在大專者佔 35.63%，教育程度在研究所以上佔 15.38%，

顯示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以男性、已婚、年齡在 21～40 歲及教育程度在

大專者占大多數。由此推估，21～40 歲的參與者較為熱衷於參與內門宋江

文化季，可能是家庭、宗教、經濟因素而影響，而本研究中以 61 歲以上者

的參與人數最少，亦可能受限於體能或者是無法自行前來等因素，而內門

宋江文化季已受到大專學生族群的認同。 
二、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涉入程度、消費體驗及其滿意度之現況分析 
（一）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在涉入程度及各因素的感受程度屬於上等程度。 
（二）在消費體驗及各因素的感受程度屬於中上或上等程度。 
（三）在滿意度及各因素的感受程度屬於中上或上等程度。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內門宋江文化季參與者參與行為之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參與者之差異性 

在涉入程度之「行為方面」及整體性，差異達顯著水準，男性高於

女性；在消費體驗之「情感體驗方面」、「感官體驗方面」、「行為體

驗方面」及整體消費體驗方面，差異達顯著水準，男性高於女性。其餘

變項及各因素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二）不同婚姻狀況參與者之差異性 

在涉入程度之「心理方面」、「行為方面」及整體性，差異達顯著

水準，已婚高於未婚；在滿意度之「大會形象方面」、「賽程編制與進

行方面」、「場地與周邊設施方面」及整體滿意度，差異達顯著水準，

已婚高於未婚。其餘變項及各因素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三）不同年齡參與者之差異性 

在涉入程度之「心理方面」，差異達顯著水準，年齡在 21～60 歲者

的認同高於年齡在 20 歲以下及 61 歲以上者；在「行為方面」及整體涉

入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年齡在 21～60 歲者的認同高於年齡在 20 歲

以下者；在消費體驗之「情感體驗方面」、「感官體驗方面」、「行為

體驗方面」及整體消費體驗，差異達顯著水準，年齡在 21 歲以上者的認

同高於年齡在 20 歲以下者；在滿意度之在「大會形象方面」、「場地與

周邊設施方面」以及整體滿意度，差異達顯著水準，年齡在 21 歲以上者

的認同高於年齡在 20 歲以下者。其餘變項及各因素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四）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之差異性 

在涉入程度之「生理方面」、「行為方面」及整體涉入程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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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顯著水準，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上者的認同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

下者；在消費體驗之「思考體驗方面」、「情感體驗方面」、「感官體

驗方面」、「行為體驗方面」及整體消費體驗，差異達顯著水準，顯示

在思考體驗方面以及整體消費體驗方面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上者認同

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並且教育程度為大專者認同高於教育程度為

國中以下者；在情感體驗方面、感官體驗方面以及行為體驗方面教育程

度為大專以上者認同高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在滿意度之在「賽程

編制與進行方面」，差異達顯著水準，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者的認同高

於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其餘變項及各因素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5.2 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期盼未來有更多相關研究繼續就下列幾方面

來探討。 
 

一、對主辦單位之建議 
高雄內門是一個只有二萬人口的鄉鎮，至今仍擁有四十個陣頭，光是

宋江陣就有二十隊之多，試想繞境隊伍沿途用餐住宿、周邊的經濟效益等，

帶給沿途居民的體驗情形，是非常有價值及值得研究的議題。如何讓來參

與內門宋江文化季者認同內門宋江文化季的歷史傳統，而願意投入，進而

使涉入程度更強烈而願意投入。因此建議主辦單位重視比賽場地軟硬體設

施之建構、增加參與者休息的專屬空間，提供專業服務人員，可全力解決

參與者所尋求的協助事項，讓參與者有「以客為尊」的感受。這樣除了可

以帶動觀光事業外，更可增加進而成為聞名國際的華人宗教活動。 
 

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以問卷訪談為主，利用統計分析的方式來加以分析結果。因此，

建議未來研究者可透過質、量並重的研究方法，除了量化資料外，更可以

實地觀察、參與等方式增加訪談、針對遶境隊伍、信仰圈的不同民眾等做

更深入的研究探討，亦可獲取較本研究豐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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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預試問卷 
 

各位親愛的朋友： 
    你好，本問卷目的是在於研究有關於內

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對於此活動之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與重遊意願

之行為。你的寶貴意見將有助於我們更了解此活動參與者之需求，以提供相關

資訊於舉辦單位或公部門作為爾後舉辦活動之參考。本問卷採匿名方式，一切

資料僅供檢討分析之用，請根據你自己的看法來填答。你的意見對本研究非常

重要，由衷感謝你在百忙之中回答此一問卷。 
敬祝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東方設計學院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林宗甫 

                                             指導教授 黃崑明 教  授 
                                                      薛淞林 副教授 
 

 
 

第一部份 參與者涉入程度 
以下問題欲瞭解有關於你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涉入程度之看法與感受，

請依據你個人真實的感受對以下問題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非 
                                                    非    有    常 
                                                    常    點 不 不 
                                                    同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意 
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 □ □ □ □ 

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件很開心的事……… □ □ □ □ □ 

3、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在我的休閒活動中是必要的…… □ □ □ □ □ 

4、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樂於跟朋友分享…………… □ □ □ □ □ 

5、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會順道至週邊景點遊玩…… □ □ □ □ □ 

6、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會與從事者進行交談……… □ □ □ □ □ 

7、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喜歡它熱鬧的氣氛…………… □ □ □ □ □ 

8、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喜歡選手的拼勁……………… □ □ □ □ □ 

9、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好奇的……………… □ □ □ □ □ 

10、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讓我增廣見聞增進社會經驗□ □ □ □ □ 

1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會注意其資訊與相關報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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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參與者消費體驗 

以下問題欲瞭解有關於你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消費體驗之看法與感受，

請依據你個人真實的感受對以下問題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非 
                                                    非    有    常 
                                                    常    點 不 不 
                                                    同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意 
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的消費讓你感覺很值得……… □ □ □ □ □ 

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的消費讓你感到很快樂……… □ □ □ □ □ 

3、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氣氛會讓你忘記不愉快的事 □ □ □ □ □ 

4、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受到內門鄉親的熱情…… □ □ □ □ □ 

5、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場地設施讓你覺得很完善……… □ □ □ □ □ 

6、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交通動線的安排是否便利……… □ □ □ □ □ 

7、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否讓你感受到運動精神的重要 □ □ □ □ □ 

8、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否讓你更加了解內門在地文化 □ □ □ □ □ 

9、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受到從事人員的專業性… □ □ □ □ □ 

10、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讓你願意再次參與……………□ □ □ □ □ 

1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讓你願意向周遭的親友分享…□ □ □ □ □ 

1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你願意推薦親友前往參與 … □ □ □ □ □ 

13、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滿足視覺上的享受…………□ □ □ □ □ 

14、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比賽的氣氛扣人心弦…………………□ □ □ □ □ 

15、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觀眾的加油聲振奮人心…………□ □ □ □ □ 

16、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結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 □ □ □ 

17、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受到主辦單位的重視……□ □ □ □ □ 

18、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紓解壓力……………………□ □ □ □ □ 

19、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充分發洩了情緒……………□ □ □ □ □ 

20、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可以不顧形象地吶喊加油…□ □ □ □ □ 

2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到熱血沸騰………………□ □ □ □ □ 

2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對於宋江陣更加瞭解………□ □ □ □ □ 

23、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於各項的體驗讓你感到滿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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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參與者消費滿意度 

以下問題欲瞭解有關於你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消費滿意度之看

法與感受，請依據你個人真實的感受對以下問題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非 
                                                    非    有    常 
                                                    常    點 不 不 
                                                    滿 滿 滿 滿 滿 
                                                    意 意 意 意 意 
【大會形象】 
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現場人員服務熱情感到… □ □ □ □ □ 

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現場人員服務態度感到… □ □ □ □ □ 

3、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人員對你的問題處理速度… □ □ □ □ □ 

4、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舉辦單位對於週邊景點的宣傳… □ □ □ □ □ 

5、你對於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舉辦前承辦單位的宣傳感到… □ □ □ □ □ 

 

【賽程編排與進行】 
6、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舉辦單位專業能力感到… □ □ □ □ □ 

7、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舉辦單位活動安排讓你感到…… □ □ □ □ □ 

8、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觀眾席的安排我感到……… □ □ □ □ □ 

9、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賽程安排緊湊性我感到………… □ □ □ □ □ 

10、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比賽進行時現場觀眾的秩序我感到  □ □ □ □ □ 

 

【場地與週邊設施】 
1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品嚐到著名總鋪師便當感到□ □ □ □ □ 

1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餐飲的價格讓你感到 ………… □ □ □ □ □ 

13、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欣賞著名火鶴花讓你感到  □ □ □ □ □ 

14、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交通動線的的安排讓你感到……□ □ □ □ □ 

15、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環境與衛生方面讓你感到…□ □ □ □ □ 

16、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場邊觀賞安全性設計讓你感到…□ □ □ □ □ 

17、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週邊停車方便性讓你感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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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參與者重遊意願 

以下問題欲瞭解有關於你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重遊意願之看法與感受，

請依據你個人真實的感受對以下問題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非 

                                                    非    有    常 
                                                    常    點 不 不 
                                                    同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意 
1、爾後的每年宋江陣文化季的舉辦我都會繼續參與……… □ □ □ □ □ 

2、爾後的每年宋江陣文化季我會邀請好友一同參與……… □ □ □ □ □ 

3、我會因為參與此次活動爾後繼續造訪內門……………… □ □ □ □ □ 

4、我會因為參與此次活動後而造訪其週邊景點…………… □ □ □ □ □ 

5、爾後的每年宋江陣文化季你會否想提前得知訊息……… □ □ □ □ □ 

6、爾後每年宋江陣文化季你會繼續享用總鋪師便當……… □ □ □ □ □ 

 

 

第五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 

以下問題欲瞭解有關於參與者之個人基本資料，以下資料採匿名填寫，請

無須擔心個人資料外洩問題，並請你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1、請問你的性別：（1）□ 男 （2）□ 女 

2、請問你的年齡：（1）□ 20 歲以下 （2）□ 21－40 歲 （3）□ 41－60 歲 

（4）□ 61 歲以上 

3、請問你的教育程度：（1）□ 國中以下 （2）□ 高中、職 

（3）□ 大專院校 （4）□ 研究所以上 

4、請問你的婚姻狀況：（1）□ 已婚 （2）□ 未婚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你的寶貴意見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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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正式問卷 
 

各位親愛的朋友： 
    你好，本問卷目的是在於研究有關於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參與者對於此活動

之涉入程度、消費體驗、滿意度之行為。你的寶貴意見將有助於我們更了解此

活動參與者之需求，以提供相關資訊於舉辦單位或公部門作為爾後舉辦活動之

參考。本問卷採匿名方式，一切資料僅供檢討分析之用，請根據你自己的看法

來填答。你的意見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由衷感謝你在百忙之中回答此一問卷。 
             敬祝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東方設計學院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林宗甫 
                                             指導教授 黃崑明 教  授 
                                                      薛淞林 副教授 

 
 

第一部份 參與者涉入程度 
以下問題欲瞭解有關於你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涉入程度之看法與感受，

請依據你個人真實的感受對以下問題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非 
                                                    非    有    常 
                                                    常    點 不 不 
                                                    同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意 
【心理方面】 
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 □ □ □ □ 

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件很開心的事……… □ □ □ □ □ 

7、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喜歡它熱鬧的氣氛…………… □ □ □ □ □ 

8、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喜歡選手的拼勁……………… □ □ □ □ □ 

10、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讓我增廣見聞增進社會經驗□ □ □ □ □ 

1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我而言是有價值的……………□ □ □ □ □ 

 

【行為方面】 
3、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在我的休閒活動中是必要的…… □ □ □ □ □ 

4、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樂於跟朋友分享…………… □ □ □ □ □ 

5、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會順道至週邊景點遊玩…… □ □ □ □ □ 

6、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會與從事者進行交談……… □ □ □ □ □ 

1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我會注意其資訊與相關報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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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參與者消費體驗 

以下問題欲瞭解有關於你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消費體驗之看法與感受，

請依據你個人真實的感受對以下問題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非 

                                                    非    有    常 
                                                    常    點 不 不 
                                                    同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意 
【思考體驗】 
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的消費讓你感覺很值得……… □ □ □ □ □ 

7、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否讓你感受到運動精神的重要 □ □ □ □ □ 

8、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是否讓你更加了解內門在地文化 □ □ □ □ □ 

17、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受到主辦單位的重視……□ □ □ □ □ 

2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對於宋江陣更加瞭解………□ □ □ □ □ 

 

【情感體驗】 
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的消費讓你感到很快樂……… □ □ □ □ □ 

4、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受到內門鄉親的熱情…… □ □ □ □ □ 

15、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觀眾的加油聲振奮人心…………□ □ □ □ □ 

18、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紓解壓力……………………□ □ □ □ □ 

19、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充分發洩了情緒……………□ □ □ □ □ 

2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到熱血沸騰………………□ □ □ □ □ 

 

【感官體驗】 
3、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氣氛會讓你忘記不愉快的事 □ □ □ □ □ 

5、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場地設施讓你覺得很完善……… □ □ □ □ □ 

9、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感受到從事人員的專業性… □ □ □ □ □ 

13、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滿足視覺上的享受…………□ □ □ □ □ 

14、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比賽的氣氛扣人心弦…………………□ □ □ □ □ 

23、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對於各項的體驗讓你感到滿意…□ □ □ □ □ 

 

【行動體驗】 
10、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讓你願意再次參與……………□ □ □ □ □ 

1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讓你願意向周遭的親友分享…□ □ □ □ □ 

1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後你願意推薦親友前往參與 … □ □ □ □ □ 

20、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讓你可以不顧形象地吶喊加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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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參與者消費滿意度 
以下問題欲瞭解有關於你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消費滿意度之看法與感

受，請依據你個人真實的感受對以下問題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非 

                                                    非    有    常 
                                                    常    點 不 不 
                                                    滿 滿 滿 滿 滿 
                                                    意 意 意 意 意 
【大會形象】 
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現場人員服務熱情感到… □ □ □ □ □ 

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現場人員服務態度感到… □ □ □ □ □ 

3、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人員對你的問題處理速度… □ □ □ □ □ 

4、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舉辦單位對於週邊景點的宣傳… □ □ □ □ □ 

5、你對於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舉辦前承辦單位的宣傳感到… □ □ □ □ □ 

【賽程編排與進行】 
6、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時你對舉辦單位專業能力感到… □ □ □ □ □ 

7、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舉辦單位活動安排讓你感到…… □ □ □ □ □ 

8、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觀眾席的安排我感到……… □ □ □ □ □ 

9、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賽程安排緊湊性我感到………… □ □ □ □ □ 

10、內門宋江陣文化季比賽進行時現場觀眾的秩序我感到  □ □ □ □ □ 

【場地與週邊設施】 
11、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品嚐到著名總鋪師便當感到□ □ □ □ □ 

12、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餐飲的價格讓你感到 ………… □ □ □ □ □ 

13、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可以欣賞著名火鶴花讓你感到  □ □ □ □ □ 

14、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交通動線的的安排讓你感到……□ □ □ □ □ 

15、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現場環境與衛生方面讓你感到…□ □ □ □ □ 

16、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場邊觀賞安全性設計讓你感到…□ □ □ □ □ 

17、參與內門宋江陣文化季週邊停車方便性讓你感到………□ □ □ □ □ 

 

第四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 
以下問題欲瞭解有關於參與者之個人基本資料，以下資料採匿名填寫，請

無須擔心個人資料外洩問題，並請你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1、請問你的性別：（1）□ 男 （2）□ 女 

2、請問你的年齡：（1）□ 20 歲以下 （2）□ 21－40 歲  

（3）□ 41－60 歲（4）□ 61 歲以上 

3、請問你的教育程度：（1）□ 國中以下 （2）□ 高中、職 

（3）□ 大專院校 （4）□ 研究所以上 

4、請問你的婚姻狀況：（1）□ 已婚 （2）□ 未婚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你的寶貴意見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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