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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觀光產業」是二十一世紀最具社會經濟指標的產業，而台灣民生富裕、生活水準提升，國民對旅遊的需求亦相對的提高

。各項職業中，「教師」擁有穩定的收入、固定的週休例假日及寒暑假可以安排國外旅遊，而國小教師人數佔了全國教師

的36.3％（將近十萬人），是個不小的族群，也是旅遊市場中重要的客戶來源。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教師國外旅遊動機、

旅遊意象與旅遊意願間的關係，並透過信效度分析、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以深入瞭解不同集群的國小教師參與國外旅遊

的現況及意願。 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擬定研究架構，提出相關假設，依各變數之操作行定義設計問卷，並以新北市國小

教師為樣本對象，總計發出405份問卷進行資料蒐集，回收之有效問卷為365份，運用統計軟體SPSS18.0進行資料分析，以

驗證各變數間之關係。結果顯示國小教師個人背景之性別、服務年資、不同職務、婚姻狀況、三年內是否參與國外旅遊對

旅遊動機、旅遊意象及旅遊意願有顯著差異；旅遊動機對旅遊意願有正向顯著影響；旅遊意象對旅遊意願有正向顯著影響

；旅遊意象對旅遊動機有正向顯著影響。 針對上述結果希望能讓旅遊服務業者更了解國小教師的旅遊行為，針對需求提供

不同的旅遊產品，以產生區隔化之市場經濟效益，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產生更高的旅遊意願。

關鍵詞 : 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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