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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功漁火節」是彰化縣政年度性的重要地方節慶活動，也是受學生喜愛的節慶活動。參與節慶活動可感受到歡樂氣氛，

增進親子關係，促進學童了解地方文化，更是難得的文化體驗；政府規畫「王功漁火節」活動，每年如期定點舉行，該活

動深植學生的心中，也讓漁村文化永續流傳。本研究由問卷調查方式獲得504筆彰化縣芳苑鄉國小高年級學童問卷資料，

利用SPSS12.0軟體來探討「王功漁火節」學生參與現況及個人感受度及未來可增加體驗活動之喜好度。 研究結果顯示，學

童參與程度相當高且大多數的學童都是與家人一同參與，顯示王功漁火節適合全家親子出遊，而學童最喜歡的項目是煙火

表演；學童對「王功漁火節」的整體到滿意，顯示學童對王功漁火節活動是持肯定態度；體驗活動中學童最喜歡的前三名

為烤牡蠣、摸蛤兼洗褲、蚵藝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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