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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家庭觀眾的休閒參與動機對 休閒滿意度之影響。本研究以持有家庭卡的觀眾為研究對

象，共 發出330份問卷，回收301份，有效樣本286份，有效回收率達87% 。以敘述性統計及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

分析。主要研究 結果如下： 一、家庭卡觀眾的教育程度集中在大學和研究所，第一次辦卡佔 四成二，辦第一張家庭卡家

中最大的孩子學習階段集中在幼稚園 到小學三年級。二、 在休閒參與動機方面，以教育和寬廣休閒 空間的動機最強烈。

三、在休閒滿意度方面，以教育性休閒滿意 度最高，家長對於參觀科博館可以使家庭親子關係更好。四、 休閒參與動機

對休閒滿意度的影響中，數據顯示有正向影響。其 中，心靈休閒動機對生理性、社交性、放鬆性、心理性、教育性 和美

學性的休閒滿意度均有顯著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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