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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透過內容分析法，將太魯閣國家公園網站中所使用的圖片，經解構後分析圖像元素，再透過類目建構將圖像

元素歸類，以確認網站提供之圖片所欲傳達給旅客之旅遊目的地意象，進而提供旅遊管理單位在傳播媒體使用影像之建議

。 　　太魯閣國家公園官方網站中文版旅遊資訊項目下所截取之878張圖片歸類後發現，研究樣本在「背景設定」可分為

九類，最多的前三類為「自然景觀」、「地質景觀」及「特色建築」；在樣本「演員」元素中，男性多於女性，以青壯年

之演員出現次數最多，演員動作以「原住民表演」最多，次之為「藝文表演」，「登山」與「馬拉松」活動並列第三；研

究樣本「道具」共18種，其中以「原住民服飾」最多，次之為「樂器」與「背包」。 　　另外，由研究分析結果瞭解太魯

閣國家公園旅遊目的地意象，最主要以欣賞自然風景為主，其次依序為歷史人文參訪、地質景觀欣賞、各項休閒活動及生

態觀察、體驗原住民文化及欣賞藝文活動等。此與太魯閣國家公園以結合休閒、運動、健康等概念，發展生態旅遊為其導

向之策略相符合。 　　且透過解構圖片中所包含物體之圖像元素，運用編碼表將圖像元素歸類後將資料縮減，發現同樣可

以歸納出網站所使用的圖片呈現之意象，可提供給圖片使用者自我評估是否符合欲建立的旅遊目的地意象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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