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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客家桐花祭節慶活動遊客遊憩體驗與 滿意度之相關，並進一步了解不同背景變項客家桐花祭節慶活

動 遊客在遊憩體驗與滿意度之差異情形。以便利抽樣方式收集問卷， 共發出450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389 份，有效問

卷回收率為 89.1%，資料經統計分析後獲得以下結論： 一、客家桐花祭節慶活動遊客整體遊憩體驗為中高程度，其中以 

「心理構面」體驗為最高；客家桐花祭遊客旅遊滿意度為中等 偏高的情況，其中以「遊憩構面」滿意度為最高。 二、不

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同伴性質及花費金額之遊客在 遊憩體驗上並無顯著差異；不同到訪次數、停留時間之客家 桐

花祭遊客在遊憩體驗上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婚姻狀況、到訪次數、同伴性質遊客在旅遊滿意度上並 無顯著差異；不同

性別、年齡、停留時間、花費金額之遊客 在旅遊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四、遊客遊憩體驗與旅遊滿意度有顯著之正相關

。 五、遊客之遊憩體驗顯著正向影響其旅遊滿意度。

關鍵詞 : 節慶活動(Festival Activity)，遊憩體驗(recreational experience)， 滿意度(satisfaction)，客家桐花祭(Hakka Tung

Blosso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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