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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連續劇觀賞者並以民視夜市人生為例之收視行為特性、收視動機與生活品質間之關係。採取立意抽樣(針對

彰化縣市地區)及滾雪球抽樣(非限定彰化縣市地區以網路平台及電子郵件之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以有觀賞民視夜市人生者

為研究對象，共計發放325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325份。資料分析上包括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

立樣本t檢定、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等。 研究結果摘要如下：(1)研究樣本以學生族群居多，其年齡以21~30歲為多，學歷

方面係以大專/學佔多數，其每月可支配所得以5,000元以下佔最多數。(2)收視行為特性上，平均收視時間以收看1小時以

上~2小時為多、收視頻率以每星期看1~2天居多。(3)連續劇觀賞者的收視動機、收視行為與生活品質有顯著相關。(4)不同

背景特性之連續劇觀賞者在收視動機、收視行為與生活品質上皆有顯著差異，其中又以年齡、學歷、收視同伴與收視時伴

隨的活動尤為顯著。 最後，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建議後續研究者依不同的戲劇類型，以不同年齡層、不同城鄉地

區或不同收入所得做更進一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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