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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很多人對於農業的認識、農村的印象都是落後，沒有前途的。根據交通部觀光局(2007)

對國人旅遊狀況調查顯示，有 46.1%的遊客喜歡自然賞景活動，如放鬆身心、欣賞景緻、

探索大自然與新知識的學習等，由此證明，「觀光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是以自然取向的

旅遊方式，不但可以滿足旅客的多元需求，也可能成為民眾遊憩休閒活動之首選，因此，

觀光、遊憩、休閒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張美雲，2008)。 

     

    學者蘇錦夥(2004)指出其實休閒農業不只是一種農業經營方式，更是一種鄉土性旅遊

服務業，也屬於鄉村旅遊的範疇。近幾年來，台灣已晉升到〝美學知識經濟時代〞，也就

是懂得享受吃穿、體驗生活美學階段。因此政府堆動的創意生活產業，亦將鄉賢農業結

合包括其中，創意生活產業的定義是:以創意整合生活產業之核心知識，提供具有深度體

驗及高職美感之產業。 

 

    鄉村旅遊在旅遊界占很重要的角色與地位，多數的旅遊者都將鄉村地區的生態、景

觀及社會文化當作旅遊觀賞與體會學習的目的地。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水準的提升，鄉

村的特殊性也更受人們的注意與興趣，鄉村旅遊活動也更加興盛與發達(蔡宏進，2011)。  

                         

    國內旅遊興起推動起體驗式鄉村旅遊，因應資訊蒐集行為改變及影響消費者旅遊的

態度。經濟價值的演進從早期貨物經濟時代、商品經濟時代，然後到服務經濟時代，現

階段經濟價值則已經進入所謂的「體驗經濟」(Experience Economy)時代。Schmitt(1999)提

出體驗行銷(Experiential Markrting)一詞，其核心觀念之一即是運用策略體驗模組(SEMs)-

包含感官體驗、情感體驗、思考體驗、行動體驗、以及關聯體驗，結合行銷的概念來為

顧客創造不同的體驗形式、與顧客溝通，進而吸引顧客、對顧客進行行銷(廖佳意，2008)。 

  

    另外學者陳盈斈(2016)提到鄉村旅遊有別於一般觀光旅遊特性，其主要強調利用原有

鄉村設備空間、鄉村生產經營活動、鄉村自然環境及鄉村人文資源，經規劃設計以發揮

鄉村與鄉村休閒遊憩之功能。  

 

  1997 年起政府為活化鄉村景觀推動一系列鄉村發展再生計畫，其中包含行政院農委會

水利局再生計畫、培根計畫、豐富新鄉村…等，目地在改善前期鄉村風貌景觀改善過程

的不完整(陳思華，2012)。 

 

    學者連欣國(2010)亦提到休閒農業成為服務性的產業發展之重點，特點是其有地區特

性之農業生產、農村生活、生態環境、地理景觀、農村文物、休閒觀光等資源之結合並

能創造延續性之發展，營造具地方農業產業特色之優質休閒旅遊環境；並將產業知識、

服務、休閒及農特產品組合成套裝商。觀光休閒整合農業生產、農村生活、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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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景觀、農村文物、休閒觀光等資源，建立各地方獨特的休閒產業主題特色，打造在

地社區認同發展休閒農業區，並結合休閒農場之發展，提供休閒、學習、體驗的農業旅

遊環境，使國人更容易去認識當地休閒農業特色，進而促進產業的升級，以爭取農業的

生存空間及確保農業的永續發展。 

 

    台灣現在鄉村結合旅遊四處都是，但是產品特色不多、同樣的性質更是一大詬病，

如果想提升遊客的吸引力，就必須要發展出具有獨特豐富能吸精的主題特色，並且還要

保存當地具有他特色已經要深入的瞭解遊客的需求已經期待感受等，這樣才能展現出更

有價值意義的鄉村旅遊活動。 

 

    在體驗鄉村旅遊的過程中進入農村社區，感受新的生活元素，體驗不曾有過的農業

活動，訓練學生勇於探新、經歷的人格特質，以及願意主動接納新資訊、新改變的對事

態度(蔡培慧，2012)。 

 

    陳彥呈（2012）指出台灣百分之七十居住在都市內，導致鄉村人口迅速外移，這讓

鄉村面臨了沒落、地方資產消失。作為地方發展或是文化保存，透過旅遊發展是常被使

用的方式。每種鄉村旅遊都有不同的特色與屬性，但多數而已大多的旅遊皆必須要滿足

自己的想像地方。 

 

    農村旅遊有別於一般觀光旅遊特性，其主要強調利用原有農村設備空間、農村生產

生態、農村經營活動、農村自然環境及農村人文資源，經規劃設計以發揮農村與農村休

閒遊憩之功能，成為未來農村發展的重要課題。換言之，以農村及農村的自然田園景觀、

鄉土人文所具備的寶貴資源，提供國人休閒旅遊及回歸大自然的最佳場所，如此一來，

農村將因為保育自然生態、環保意識高漲，以及滿足國民旅遊空間的迫切需求，而更突

顯其重要性(李金龍，2013) 。 

   

    鄉村旅遊就是以農民為經營主體，當地特色為靈魂，大部分在鄉村旅遊都是以鄉村

田園休閒旅遊來建設鄉村遊。正成為越來越多人旅遊的目的地，暫時離開喧鬧的城市走

入美麗的田園。而近年來在台灣興起的鄉村旅遊活動，已成為新興休閒方式與選擇，並

強調健康、自然、放鬆等理念。現代學生因為常沉溺於網路世界，鮮少走出戶外，體驗

大自然，加上缺乏對台灣傳統農業的認識，因此本研究為了讓學生們遠離網路的世界、

都市的急促步調，希望可以更深入瞭解他們對鄉村旅遊的態度，故本研究以高中職學生

為對象，探討其對鄉村旅遊的知覺及態度。  

 

二、研究目的 

 

 1.了解鄉村旅遊對農村發展的優缺點 

 

 2.了解高中職生對鄉村旅遊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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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了解高中職生對鄉村旅遊的態度 

 

 4.探討台灣對鄉村旅遊未來的發展與希望 

    

貳、正文 

 

一、鄉村旅遊的特點 

 

1.鄉村性 

 

    鄉村旅遊的活動內容有別於旅遊，它是以濃重的鄉村性來吸引廣大遊客的。現代社

會，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工作壓力的增大，人們逐漸懷念起農村的恬靜與愜意。無論

是美麗的自然風光，還是各具特色的民俗風情，抑或是味道迥然的土家菜餚、風格各異

的居民建築以及充滿情趣的傳統勞作，都具有城鎮所缺乏的優勢和特色，為遊客提供了

返璞歸真、重歸自然的機會。 

 

2.參與性 

 

    區別於城市旅遊偏向純觀光的旅遊方式，鄉村旅遊具有很強的參與性。遊客到達目

的地後，除了欣賞農村優美的田園自然風光外，更可以親自參與到一系列的活動中。在

農家樂中，遊客可以參與茶農們採茶、炒菜和泡茶的全過程，也能上山下地進行農耕、

採摘蔬菜瓜果等；在漁家樂中，遊客也可進行垂釣、划船等活動，通過這些活動，遊客

們能更好地融入鄉村旅遊的過程中，對農家的生活狀態、鄉土民情有更深入的瞭解，而

不是作為旁觀者純粹欣賞風景而已。因此，參與性、體驗性是鄉村旅遊的很大特點。 

 

3.差異性 

 

    鄉村旅遊的差異性著重體現在地域和季節兩個方面。在地域方面，由於氣候條件、

自然資源、習俗傳統等的不同，使不同地方的鄉村旅遊的活動內容體現出很大的差異性。

在季節方面，由於農業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季節，因此，隨著季節的轉變，各鄉村

旅遊的內容也體現出明顯的季節性。 

 

    4.目標市場是城鎮居民 

 

        鄉村旅遊的特點就在於其濃重的鄉村氣息，因此這種旅遊形式對於生活在農村的人    

並不具有吸引力。但是，對於生活在高度商業化的大都市的居民而言，鋼筋水泥的築繁

重的工作壓力以及渾濁的空氣都讓他們對於鄉村旅遊充滿了幻想和憧憬。 

 

  5.費用低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7%A5%E4%BD%9C%E5%8E%8B%E5%8A%9B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9%BB%E6%83%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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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旅遊的經營主體是農民，旅遊資源也是大多依賴於現有的農業資源，不用進行    

大量的投資就可投入使用而獲得經濟收益，因此屬於投資少又見效快的旅遊方式。也正

因為成本較低，遊客在進行消費時所支出的費用也相對較低，無論是住宿、餐飲還是交

通，都比城市旅遊的開支低得多。 

 

二、鄉村旅遊的功能 

 

     (一)審美享受 

 

    長期生活在城市之中，看到的都是鋼筋水泥，聽到的都是汽車喇叭，呼吸的都是渾

濁的空氣，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禁會追求一種別樣的審美愉悅，而鄉村旅游正符合了

這種需求。這種美是純自然的，是歷史遺留的。無論是宜人的自然風光，還是充滿了趣

味的田園生活，抑或是清新的空氣都讓在都市中生活久了的人體驗到別樣的審美情趣。 

   

     (二)緩解壓力 

 

         之所以選擇鄉村作為旅遊地點，究其原因不是因為優美的風景或別樣的生活方式，

而是因為人們想要擺脫城市中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卸下沉重的工作壓力。鄉村中完全不

同於城市的生活環境，能讓人們暫時逃避現實生活，遺忘所有生活上和工作中的不快。

經過一段時間的放鬆之後，遊客能以一種全新的狀態進入到現實生活中，重新接受挑戰

和機遇。 

   

     (三)教育體驗 

 

         國外的鄉村旅遊，很多家長都願意帶孩子一同去，其中的原因除了娛樂之外主要是

能對孩子進行最直接、最現實的教育。通過體驗農村生活、品嘗鄉村野味、參與農業勞

動，從小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能夠領略到農村中別樣的生活方式，體味到農村人的辛苦

和勤勞，學習到有關自然的知識，即寓教於樂，是一種很好的教育體驗方式。 

  

    (四)文化傳承 

 

         相比於城市，農村中往往保留了更多中國的傳統文化。通過鄉村旅游，建設民俗文

化村，舉辦民俗文化節，都市人能夠更好地瞭解鄉村社會文化和民俗風情，起到傳承中

國傳統文化的作用。 

   

     (五)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旅遊業是一種投資少、見效快、收益多的高度綜合的特殊產業，通過初次分配和再

分配的迴圈周轉，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而且促進了貧困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轉變，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7%85%E6%B8%B8%E8%B5%84%E6%BA%90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6%9C%E4%B8%9A%E8%B5%84%E6%BA%90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A%95%E8%B5%84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6%94%B6%E7%9B%8A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8%90%E6%9C%AC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4%AF%E5%87%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B9%E7%94%A8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4%90%E9%A5%AE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C%80%E6%B1%82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7%A5%E4%BD%9C%E5%8E%8B%E5%8A%9B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7%85%E6%B8%B8%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9D%E6%AC%A1%E5%88%86%E9%85%8D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6%8D%E5%88%86%E9%85%8D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6%8D%E5%88%86%E9%85%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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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提高了貧困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縮小與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對解“三農”問題

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發展鄉村旅遊能使那些擁有豐富旅游資源而經濟貧困、交

通落後的地區，加快招商引資步伐。在貧困地區，由於土地資源有限，農村剩餘勞動力

一直存在。因此，通過發展鄉村旅遊，可以安置過剩勞動力，擴大就業面，極大地維護

和促進了當地社會的穩定，提高了社會的整體效益。 

  

     (六)更新社會觀念 

    農村地區之所以落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觀念的落後，而鄉村旅游的發展可以吸引

大量城市游客的進入，農民在為遊客服務的同時也可以開闊視野，接收到城市中先進的

思想和理念，更新陳舊的思想觀念。 

 

三、鄉村旅遊的認知 

 

    認知在「認知心理學」中的定義為:「認知心理學包含感覺刺激的轉換、簡化、推測、

儲存、獲得和使用中的所有過程，簡單而言認知本身是個體經外在某個事物所傳達之訊

息刺激後，在經過訊息處裡的內在連續過程所得到對此事物的認識與看法」。 

 

    綜合各文獻資料發現，鄉村旅遊可以歸納出一些共通性，從空間來看主要是非都市

地區、農村旅遊活動，從產業來看主要是以第一級產業活動為主的旅遊，從文化來看為

非本地居民從事在地文化認知、體驗的旅遊。 

 

    旅遊認知可以從不同的面相加以說明，第一、旅遊本身帶來的認知是指人們對旅遊

概念的想法和觀感；第二、旅遊行業所帶來的像是指支撐旅遊活動的所有行業(旅行業、

旅館、交通等)，帶給旅客的看法；最後則是旅遊目的地帶來的認知，即為人們對旅遊

地的觀感。 

 

    鄉村旅遊的資源多來自於初級產業(農林漁業牧業)，其發生的場地是以鄉村地區為

主，而其活動型態也與鄉村有關。鄉村旅遊提供了不同於都市生活的空間，並提供體驗

型的遊憩活動，讓遊客在參與過程中達到教育的意義與休閒的目的。鄉土性與娛樂性的

資源，經由有效的規劃設計與運用，可以成為豐富的休閒資源和寬廣的活動空間(王小

林、何友鋒，1997)。 

 

    從各家定義中也可看出鄉村旅遊發展出現許多不同的形式，這些形式當隨著觀光場

所本身的地理特性、經濟、產業與歷史文化的不同，使其在表現的形式上產生不同變化

(2001，湯幸芬)。 

 

    本小組認為所謂鄉村旅遊之定義，簡單來說指的是旅遊者在鄉村活動，它包含了村

莊及田野，遊憩休閒與需求，無論是為了接近大自然、放鬆身心、增廣視野，體驗農村

生活。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F%87%E5%89%A9%E5%8A%B3%E5%8A%A8%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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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研究 

 

       (一)經濟功能：在農村地區，增加就業機會和提高農村收入和創造一個繁榮農村經濟。 

 

       (二)社會功能：促進城鎮居民，農村村民和農村之間的互相作用，進一步擴大農民的

社會網絡，並縮小城鄉差距以及提高農村地區的生活品質。 

 

       (三)教育功能：為城市居民提供，了解農村，教育他們在作物種植和牲畜飼養的過程

中，體驗農村生活，體驗到農村的文化和生態系統。 

 

       (四)環境功能：改善和提高農村環境品質，及保護自然景觀和生態系統。 

 

       (五)休閒功能：提供休閒活動和鄉村悠閒旅遊的公共設施。 

 

       (六)治療性功能：提供休閒活動，讓近距離接觸的自然景觀和生態系統在農村的區的  

公共區域，有助於緩解日常工作壓力，恢復平靜的心態和身體。 

 

       (七)文化遺產:確保鄉村的獨特方式，文化和民間藝術的保存。同時，鄉村旅遊，有利

於營造獨特的農村文化建設和文化資產。 

 

    我們覺得鄉村旅遊結合鄉村活動、鄉村文化、多種娛樂及服務，也包括了許多的功能與

益處，這樣不僅帶動了許多的經濟發展也能使鄉村更多元化，也能讓大眾認識更不一樣的鄉

村，更提倡鄉村增加部分商機吸引更多遊客來觀光。 

 

參、結論 

 

    本小組根據發放問卷結果，南部學生覺得參與鄉村旅遊活動可以親近大自然、體驗到最

傳統的鄉村，更可以感受到城市以外的不同的面貌，因此希望台灣對於鄉村的保護意識要落

實讓鄉村文化永續發展，多多發展鄉村旅遊，讓更多人認識鄉村風貌，這樣不帶可以帶動該

地方經濟，還可以讓學生在每天上課放假之餘，有個可以有個好地方可以放鬆身心遠離喧囂。 

 

    但有一點我們要加強學生族群的回流率，這裡發現學生想再次餐與意願較低，所以可以

藉由節慶放假帶動人潮，鄉村就要推展出節慶的有關主題，或者結合當地特色推出代表當地

的商品以及紀念價值，更可以設計一日行程、兩天一夜等等、體驗活動，有動手做的活動，

相信都是可以讓學生族想再次造訪鄉村旅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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