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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遊憩偏好、遊憩體驗與休閒效益之研究，以彰化縣過去一年內曾從事遊憩的國小學童家長為研究對象

。問卷共發放324份，回收有效問卷30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0%。測量工具以統計套裝軟體SPSS12.0中文版進行分析，

獲得結果如下：(1)國小學童家長最偏好的遊憩活動前三項依序為美食品嚐類、自然生態類、運動鍛鍊類；不同性別及教育

程度家長在遊憩偏好有顯著差異，在家長各教育程度上，專科、大學＞高中職(含)以下。(2)國小學童家長對遊憩有中等偏

高的遊憩體驗感受，其中以人文特殊體驗感受最深；而不同性別及教育程度家長在遊憩體驗上達顯著差異，教育程度為專

科、大學的家長＞教育程只有高中職(含)以下的家長。(3)國小學童家長在遊憩後的休閒效益有相當高的感受，而不同性別

、年齡家長在休閒效益感受達顯著差異；其中30-39歲的家長＞40-49歲 (4)遊憩偏好對遊憩體驗有30%顯著預測力、遊憩體

驗對休閒效益有顯著44%預測力。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遊憩經營者及後續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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