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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般國民對休閒生活的需求，日趨強烈，再加上現代人生活緊張、壓力大，需要走出戶外

親近大自然，抒解日常生活壓力，因此政府及民間都積極開發不同型態之遊憩區，來滿足社會

大眾對休閒生活的需求。段兆麟（2000）提出休閒農業的遊憩發展，不但有利於農業轉型，活

化鄉村地方，休閒農業更是台灣農業最具潛力的發展方向。2001 年政府實施週休二日後，學生

上課時數減少，使得青少年休閒時間明顯增加，但另一方面青少年卻也面臨不知該如何去適應與

安排多餘的休閒時間和去處。越來越多青少年因沉迷在網路咖啡廳中上網聊天、玩連線遊戲，造

成學業荒廢，甚至為此中輟學業都是常有的事情。當青少年對休閒活動沒有正確的認知、缺乏適

當的休閒活動與從事休閒的意願時，就會產生青少年問題。 

 

近 10 年來臺灣觀光休閒政策轉變風潮興起，邱以苹（2016）認為大力推行農業特色營造

並結合文創包裝，使農業經濟來源不再只是單純倚靠農作物收成。因此想讓臺灣休閒農業如

冬梅般的綻放發展必須更加多元化，以休閒農業區的資源共享的形式，形成另一股強大的農

業經濟。賴福瑞（2005）發現一般觀光旅遊業與休閒農業最大的差別是以農業和農村資源為

基礎結合，提供休閒或遊憩的功能，因此，陳昭郎（1996）認為需要以突顯當地資源的特色

、落實產業發展生活化為其遊憩發展的吸引力。 

 

近年來為了吸引年輕族群向外探索，旅遊業者更加積極的推出符合現代潮流得旅遊行程

，加強客製化的方式創造新活動，以吸引更多年輕人之學生客群，而休閒農業就是其中一種

創意的旅遊活動。然而吳悅寧(2011)認為學生經濟能力比較不足，所以農業的休閒輕鬆感是否

比較吸引高職學生前往？邱心瑀(2011)則認為以探索大自然的主題，以加深高職生對休閒農業

的印象進而前往旅遊，皆是本研究欲探究的動機。遊客在出發旅遊時，旅遊動機將是遊客最

主要選擇目的地的動機方式，例如，本次旅遊是以休閒為主，還是自然景觀為主，再以旅遊

意象作為自己選擇目的地參考，所以旅客的旅遊動機以及意象都會影響旅遊意願的決定。 

 

本研究將從高職生的層面切入思考，關於旅遊意象部分，旅遊意象是透過資訊傳達給遊

客，而形成遊客對於旅遊區的一種想像，它左右遊客選擇到何地區遊玩。過去大多旅遊意象

研究往往針對旅遊地意象的構成為主，以瞭解某旅遊地的吸引力與特色，然而若從高職生遊

客的角度思考，旅遊意象應屬於一種動態的過程，在不同的資訊中想像與旅遊地真實兩者之

間，相互影響之下所形成，更應高職生的年輕熱血的考量，故研究者思考，高職生旅客在接

受資訊後對旅遊區的想像與實際考量的想法造成高職生重遊意願改變。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高職生對荖濃溪畔之旅遊動機。 

    (二)探討高職生對荖濃溪畔的旅遊意象。 



探討高職生對荖濃溪畔的旅遊意象及旅遊動機之研究－以樹德家商餐旅群為例 

2 

 

三、研究流程圖 

 

 

 

 

                                                         

圖 1-3-1 研究流程圖  

 

四、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以高雄市樹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餐旅群的學生作為主要之研究對象。 

 

五、研究方法 

 

本小組採問卷調查法進行專題研究，問卷設計是參考眾多專家學者後編製而成。利用平

日在學校發放問卷，共計發出 100 份，回收 100 份，有效 95 份，無效 5 份，問卷數據的統計

以 EXCEL 及圓餅圖呈現。 

 

貳、正文 

 

一、相關文獻 

 

  （一）旅遊意象定義 

 

旅遊意象是遊客對目的地所持有的一種信念、態度、想法和感覺總和，並且旅遊意象是

遊客在缺乏新鮮體驗的機會下，對觀光地所持有的意象，且會成為影響遊客選擇目的地的重

要依據 Hunt（1975）。吳佩芬（1997）就指出旅遊意象為遊客對目的地屬性的整體知覺，亦即

由克對於旅遊地區的觀點、認知及印象之總合。 

 

  （二）旅遊動機定義 

 

Iso-Ahola and Allen（1982）認為旅遊動機是「趨使人們從事旅遊活動的一種趨力，驅使遊

客滿足個人、社會和心理的需求，它可說是遊客從事旅遊活動的真正原因。」而學者林懷宗

（2006）指出旅遊動機是引起人們旅遊的起因，促使人們從事旅遊行為的內在動力，它引導

人們從事各項的旅遊活動，滿足其旅遊需求與目的。李銘輝（2008）動機是力量也是需求，

人們一旦產生需求就會產生壓力，為消除這些壓力而去滿足需求，促使人們採取某種行動來

滿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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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40% 

女 

60% 

性別 

 

  （三）荖濃溪的由來 

 

源於玉山東峰的荖濃溪，全長 137 公里，流域面積 1373 平方公里。(完全台灣，2017)台

灣第二大溪流，為高屏地區重要水域之一，沿岸擁有許多河階地形，河流的彎曲度亦會影響

河階地形的範圍及數量， (張治文， 2006)。而沖積扇則因河流坡度變小，速度變慢，河道中

的石頭、泥沙堆積在河口，形成沖積扇地形，(台灣旅遊聯盟，2007)。荖濃溪流域橫跨旗山鎮

、茂林鄉、六龜鄉及桃源鄉，為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年雨量平均約 2500 mm (中央氣象局，

2000-2004)。 

 

二、問卷分析       

（一）基本資料 

1.性別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女生佔有 60%，男性佔

40%。由此可知，受測學生以女性居多。 

 

 

 

 
圖 2-4-1-1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2. 科系類別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就讀年級以高二，佔

(49%)為居多，次為高三，佔(40%)，比例最少為

高一，佔(11%)。 

 
 
 
 
 

圖 2-4-1-2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3.就讀年級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科系類別以觀光科比例最

高，佔(40%)；其次為階梯式建教觀光科，佔(32%)

，比例佔最少為實用技能餐飲管理科，僅佔(8%)

。 

 
 
 

圖 2-4-1-3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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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遊頻率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旅遊頻率以不固定的比例

最高，佔(50%)；其次為一個月 1~2 次，佔(27%)

；比例佔最少為一個月 10 次，僅占(2%)。 

 
 
 
 

圖 2-4-1-4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5.旅遊夥伴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旅遊夥伴以朋友的比例

最高，佔(44%)；其次為親戚家人，佔(30%)；

比例佔最少為獨自，僅占(9%)。 

 

 
      

圖 2-4-1-5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6.零用錢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零用錢以 1~3,000 比例最

高，佔(52%)；其次為 3,001~5,000，佔(19%)；

比例佔最少為 10,000 以上，僅占(9%)。 

 
               

圖 2-4-1-6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7.旅遊時間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旅遊時間以假日(六、日

)比例最高，佔(60%)；比例佔最少為國定連假

，僅占(19%)。學生通常也只有在假日才能外出

旅遊。 
 
 
 
 

圖 2-4-1-7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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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遊意象 

1. 我認為荖濃溪畔具有知名度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荖濃溪畔具有知名度以

普通居多為，佔 (35%)，次為滿意佔，(32%)，

僅有(1%)的受訪學生覺得非常不滿意。 
     
 
 
 
 

圖 2-4-2-1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2. 我認為荖濃溪環境商業化程度低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荖濃溪環境商業化程度

低以普通為居多，佔 (40%)，次為滿意佔，(37%)

，受訪學生無人感覺非常不滿意，但有少數 2%

的人覺得不太滿意。 

 
   
 
 

圖 2-4-2-2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3. 我認為荖濃溪休閒農業的規畫良好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荖濃溪休閒農業的規畫

良好以滿意為居多，佔 (45%)，次為普通佔，

(33%)，但有(7%)的受訪學生是呈現反向意見，

對規劃不太滿意。 
      
 

圖 2-4-2-3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4.我認為荖濃溪的人文歷史豐富.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荖濃溪人文歷史豐富以

滿意為居多，佔 (46%)，次為普通佔，(27%)，

僅有(2%)的受訪學生覺得非常不滿意。正向意

見的人有超過半數。 

 
     
 

圖 2-4-2-4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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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認為溪畔提供的活動適合家庭及朋友旅遊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荖濃溪提供的活動適合家

庭及朋友旅遊以滿意為居多，佔 (36%)，次為普

通佔，(29%)，有超過 60%的人認為此地依適合

家庭旅遊，僅有(3%)的受訪學生覺得非常不滿意

。 
 
 
 

圖 2-4-2-5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三）旅遊動機 

1. 來到荖濃溪旅遊是為了增進人文素養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來到荖濃溪旅遊是為了

增進人文素養以滿意為居多，佔 (40%)，次為

普通佔，(33%)，僅有(1%)的受訪學生覺得非常

不滿意。 
 
 
 
 

圖 2-4-3-1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2. 來到荖濃溪旅遊是為了慕名而來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來到荖濃溪旅遊是為了

慕名而來以普通為居多，佔 (36%)，次為滿意佔

，(35%)，但有(15%)的受訪學生並非因此地慕名

而來。 

 
 
 

圖 2-4-3-2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3. 來到荖濃溪能充分休息和放鬆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來到荖濃溪能充分休息

和放鬆以滿意為居多，佔 (51%)，次為非常滿意

佔，(23%)，受訪學生中沒有人覺得不滿意。 

 
 

 

 

 

圖 2-4-3-3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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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 

 

4. 到荖濃溪旅遊是為了受到媒體報導的吸引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到荖濃溪旅遊是為了受到

媒體報導的吸引以普通為居多，佔 (40%)，次為

滿意佔，(26%)，受訪學生僅有(2%)覺得非常不

滿意。 
 
 
 

圖 2-4-3-4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5. 到荖濃溪畔可以遠離都市的吵雜、享受寧靜的生活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到荖濃溪畔可以遠離都
市的吵雜、享受寧靜的生活以滿意為居多，佔 
(48%)，次為普通佔，(23%)，受訪學生僅有(2%)
覺得非常不滿意。 
 
 
 
 
 

圖 2-4-3-5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6. 來到荖濃溪能豐富自己的旅遊經驗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到荖濃溪能夠豐富自己的

旅遊經驗有六成為滿意，但仍然有少數(4%)的人

並不這樣認為。 
 
 
 
 

圖 2-4-3-6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7. 來到荖濃溪旅遊是為了打發時間到處逛逛。 

 

由左圖得知，調查結果來到荖濃溪旅遊是為了打

發時間到處逛逛，有將近半數的受訪學生是滿意

的，僅有(2%)受訪學生覺得非常不滿意。 
     
 
 

圖 2-4-3-7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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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滿意 

29% 

普通 

40% 

不滿意 

6% 非常不滿

意 

2% 

到荖濃溪旅遊是為了受到媒體報導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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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結論 

 

一、結論 

 

  本研究在探討荖濃溪的遊客特性背景、旅遊動機、旅遊意象之關係，依據研究獲致的結

果，提出以下結論：  

 

（一）就本研究結果得知，受訪學生的次數以女性居多，就讀觀光科二年級學生為主，

其每月零用錢為 1,000～3,000 元佔最多，旅遊時間以假日為主，但頻率並不固定。 

 

（二）受訪學生到荖濃溪主要意象感受程度，依據受訪學生的分析調查顯示：荖濃溪畔

是個放鬆壓力的好地方、具有優美景色、人文歷史豐富、畔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具有知名

度，皆佔總問卷分析比例的七成以上，由此結論了解，荖濃溪給學生的意象多以景觀、人文

、自然的意象概念，為學生對於荖濃溪的觀感，是有正面教育含意的意象屬性。因此，學生

以人文景觀等資源特色為主的意象屬性認知，將會較有利於荖濃溪的觀光發展。 

 

（三）受訪學生到荖濃溪主要動機，依據受訪學生的分析調查顯示：荖濃溪能充分休息

和放鬆、能增廣見聞、為了打發時間到處逛逛、受到媒體報導的吸引，分析結果可知高雄樹

德家商學生旅遊觀光的「旅遊動機」優先考量為「充分休息和放鬆」及「增廣見聞」，對於「

受到媒體報導的吸引」與「打發時間到處逛逛」考量性較低。 

 

（四）過去的研究較少探討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的影響關係，本研究驗證學生的旅遊動

機對旅遊意象具有正向影響效果，意謂學生前往旅遊需求愈強烈，對於旅遊景點意象程度就

愈高。學生會為了人文、景觀、放鬆壓力來前往旅遊的驅使力愈高。 

 

（五）旅遊動機的問卷分析，結果顯示旅遊動機愈強烈則學生對旅遊滿意的程度愈高。

由研究發現，驅使學生到荖濃溪從事休閒農業的動機為能夠充分休息、增廣見聞、美體吸引

等，上述動機需求愈強烈，則會影響學生對於休閒農業與整體的滿意程度感受，並呈現較高

的趨勢。 

 

 

 

二、建議 

 

（一）加強荖濃溪旅遊行銷管道，以利提升其知名度。 

     例：1.在捷運系統內或公車體上張貼廣告 

         2.報章雜誌。 

 

（二）加強旅遊服務: 本研究發現旅遊動機以「受到媒體報導的吸引」滿意度最低，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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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雄市政府或各業者可應用各觀光景點，強化荖濃溪旅遊資訊的服務，

以提高各地遊客的來訪意願。 

       例：1.遊客旅遊資訊服務 APP 軟體。 

         2.建立荖濃溪遊客諮詢服務官網。 

 

（三）現階段相關單位、業者應提供可及性的傳播媒體與網際網路的行銷宣傳措施，藉

以協助對荖濃溪印象的形成，設法爭取潛在遊客的到訪。 

       例：1.Face Book 粉絲專業 

           2.架設荖濃溪官方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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