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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KTV消費者之人格特質、音樂點播偏好與休閒效益之間的關係，以量化方式進行調查，主要針對中

部某大學之大學部在學生為研究母群體；依據學院為單位，以分層群集後立意抽樣方式，抽取一定比例之學生進行調查。

問卷內容除個人基本資料外，並加入「人格特質」、「音樂點播偏好」、「休閒效益」等量表作為研究工具，分析方法包

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與階層多元迴歸分析，分析不同人格特質之KTV消費者，在音樂點播偏

好與生理、心理及社交效益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音樂類型偏好，會因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

；「神經質」人格偏好「抒情」類型歌曲，而較不偏好「電音舞曲」類型；「開放性」人格則偏好「節奏藍調」，而不偏

好「懷念金曲」類型歌曲；音樂類型中之「節奏藍調」對「生理」、「社交」及「心理」效益皆有顯著正相關。

關鍵詞 : 人格特質 ; 音樂點播偏好 ; 休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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