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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牯嶺街小劇場是台灣第一個以經營小劇場名義由台北市文化 局委託藝文團體經營閒置空間的案例。本研究藉由調查訪視地

方 文化館與社區居民，探查社區居民參觀地方文化館的主要動機， 進一步檢視社區居民參觀地方文化館所獲得的體驗。 

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社區居民參觀地方文化館的動機及所獲 得的體驗與參觀動機與參觀體驗間之關聯性。 以社區居民為

主要抽樣對象採立意方式抽樣，於2006 年四月 七日至五月二日發放問卷。問卷的發放共發放350 份，回收314 份。資料分

析方法包含信度檢定、描述性統計、ｔ檢定、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Scheffe事後比較、成對ｔ檢定及重要－表現程度分 析

法等，分析結果摘要述如下： 一、主要獲得訊息為「親朋好友」者的社區居民在參觀動機 方面最為強烈。 二、婚姻狀況

為「單身」及「已婚但無子女」者的社區居民 在參觀體驗方面較「已婚有子女」者強烈。 三、一同參觀的同伴為「同事

或同學」的社區居民在參觀動 機方面較同伴為「家人」者強烈。 四、「付費觀賞劇團表演」的社區居民在參觀體驗方面

較「參 觀藝文展覽」者強烈。 五、參觀動機與參觀體驗間僅在「自我成長」構面上呈現顯 著差異。經由平均數比較而知

，參觀所獲得的自我成長 體驗略高於觀眾前往參觀的自我成長動機行為。 根據研究之結果，提出相關建議如下：應持續

辦理前衛性展 演及研習活動，滿足觀眾好奇心提升藝文知識；推動相關教育活 動，促進觀眾間交流與經驗分享；創造一

個讓觀眾體驗文化力量 和藝文情感的環境；建立與學校或企業合作的學習環境，增進與 他人間的互動溝通；提供多元的

資訊，培植藝文鑑賞力提高藝文 素養。

關鍵詞 : 地方文化館、參觀動機、參觀體驗、牯嶺街小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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