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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鐵道藝術網絡台中站與嘉義站參觀者之參觀動機、休閒體驗與藝文生活型態以及三者兩兩之間的關

係。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法，以實地調查方式來蒐集資料，共計發出320份問卷，有效問卷274份。資料分析方法包含描述

性統計分析、信度檢定、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Scheffe事後多重比較、Pearson相關分析等。茲將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 1. 基本資料分析： (1)參觀者以女性、大學畢業、學過藝術相關課程者居多，平均年齡為30歲。職業部分以學生居多，

個人所得多在20,000元以下。 (2)參觀動機得分最高的構面為「喜愛藝術」。 (3)休閒體驗的得分以「自由感」為最高。 (4)

藝文生活型態的得分以「贊同推廣藝術展覽活動」最高。 2. 假設驗證： (1)參觀動機、休閒體驗會因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藝術背景的不同，呈現有顯著差異。 (2)藝文生活型態與參觀動機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3)藝文生活型態與休閒體

驗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4)參觀動機與休閒體驗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對政府

、鐵道藝術網絡與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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