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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經濟發展，週休二日的實施，使的人們開始重視生活品質與享受悠閒時刻，喝咖啡蔚為風潮。民國90年行政院農委會

推行「一鄉一休閒農漁園區計劃」，計畫都市郊區附近農業的轉型，郊區的庭園咖啡館開始成為民眾假日休閒的另一個去

處，新社鄉便在此背景下發展出各種型式的庭園咖啡館。   本研究主要以遊客對台中新社鄉庭園咖啡館的空間印象為準則

，企圖找出代表新社鄉庭園咖啡館的空間印象。其研究藉由以下三個部分做為其研究主題： 一.空間印象部份：瞭解遊客

對此空間場域的印象，利用問卷調查方式統計出代表此場域的空間印象。 二.設計元素部份：經由文獻資料蒐集與實地觀

察，從咖啡館空間設計概念分析出庭園咖啡館的設計元素與氣氛元素。 三.評估部分：整合遊客調查與專家訪談資料，篩

選出具代表性的空間印象與設計元素。 本研究針對遊客在庭園咖啡館空間印象的調查結果，可得知受訪者對於新社鄉庭園

咖啡館空間印象中以舒適、放鬆、自然、健康為主要的空間感受，柔和陽光和清新空氣，庭園的花花草草和群山圍繞，給

人一份悠閒愜意之感知。『悠閒自在』空間印象是遊客期待能在新社鄉庭園咖啡館尋找之感受。本研究結果可提供設計者

在設計庭園咖啡館時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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