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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國人休閒時間增加，各類博物館因應而生，但由於經費資源的緊縮，觀眾是否光臨成了博物館生存的必要條件。 因此

本研究的目的乃希望透過文獻蒐集及問卷調查等方法蒐集資料，以航空科學博物館為研究主體，以參觀航空科學博物館的

觀眾為研究對象，探討觀眾基本資料、參觀特性及在博物館內的參觀過程與參觀結果等所形成的參觀經驗（指對環境設施

、展示內容、導覽解說的感受）。於101年8月至10月之間進行調查，共發放300份問卷，有效問卷291份。 本研究主要結果

顯示： 一、觀眾以女性、壯年、教育程度大學以上、從事教職、已婚有小孩、曾經參觀過且住在北部為主要特質。 二、

觀眾以「家庭旅遊」的人最多，大多是從認識的人得知訊息，停留時間以「3小時以下」為最多，參觀方式以「先看解說

，再看（操作）展品」為最多。 三、觀眾對航空科學博物館的整體參觀經驗有高度的評價，但因背景、參觀特性因素的不

同，而在對環境設施、展示內容、導覽解說的感受上具有差異性。 最後，研究者結合文獻資料，問卷調查，研究結果與討

論，研究者的研究結論等內容論述，針對航空科學博物館及後續研究者分別提出相關參考建議。

關鍵詞 : 博物館、觀眾特性、觀眾參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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