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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總爺藝文中心是文建會閒置空間再利用最早補助的試辦點，藝 文中心腹地廣大，本身擁有許多豐富的自然、歷史、文化資

源， 過去曾舉辦過許多研習課程及藝文活動，是當地居民可使用的遊 憩場所。本研究藉由探討當地居民在南瀛總爺藝文

中心從事遊憩 行為所產生的遊憩意象，進而檢視居民的休閒效益認知。 本研究針對至總爺藝文中心的居民作為研究對象

，問卷發放自 2006 年4 月4 日起到2006 年4 月30 日止共發放340 份問卷，回 收328 份，有效問卷292 份，本研究參考相關

量表並加以修改後， 以遊憩意象、休閒效益認知量表為測量工具，並以敘述性統計、t 檢定、變異數分析(ANOVA)

與Pearson 相關係數驗證假設，並採 深度訪談輔助統計結果之說明分析。 根據研究結果，居民在遊憩意象、休閒效益認知

上，會因個人背 景資料及遊憩行為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結論如下：1.女性在遊憩 意象及休閒效益認知，比男性強烈。2.

與親人同遊總爺藝文中心， 其遊憩意象與休閒效益認知比同學（事）及朋友強烈。3.居民至 總爺藝文中心從事觀賞藝術活

動，在遊憩意象及休閒效益認知比 從事其他活動強烈。4. 居民對遊憩意象的感受愈強烈，其休閒效 益認知的也會愈高。

文末根據結果分析、結論，提出數項建議， 以供政府單位、總爺藝文中心，以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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