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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為探討觀眾參觀科博館後的體驗滿意度，探討參觀體驗滿意度與人口特質、參觀特性間的關係，最後的

研究結果提供科博館可改善之相關建議。 本研究以國立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觀眾做為研究對象，問卷發放時間為2007

年3月12日到3月18日止，共發放350問卷，其中將漏答或是回答不完整者予以刪除，實際共回收324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

率為92.5%。本研究參考相關量表並加以修改後，自訂新的參觀體驗滿意度量表為測量工具，並以敘述性統計、因素分析

、卡方檢定、t檢定、變異數分析(ANOVA)驗證假設。研究結論發現：1.針對較低參觀頻率的觀眾加強解說導覽方面的服務

，使各種頻率的觀眾的滿意度均可提高。2. 深度發展各廳之差異。3. 提高年輕族群觀眾在自我成長構面上之滿意度。4. 永

續經營展場，尤其是需要付費的展示場。而最後根據實證研究的發現對自然科學博物館提出相關建議以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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