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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遊客遊憩動機、遊憩體驗與目的地意象之關係。問卷採便利抽樣方式，選取新社鄉五間著名休閒庭園咖啡

館之遊客為研究對象，共發放450份，回收有效問卷436份。資料分析方法包含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關分

析、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1)遊客的遊憩動機對遊憩體驗具有正向顯著影響，其中以「享受自然調劑身心」動機對「

審美性與鬆馳身心」體驗最具影響性。(2)遊客的遊憩體驗對於目的地意象具有正向顯著影響，其中以「審美性與鬆馳身心

」體驗對「自然資源」意象最具影響性。(3)遊客的遊憩動機對於目的地意象具有正向著影響，其中以「享受自然調劑身心

」動機對「旅遊環境氣氛」氣氛最具影響性。研究中並發現遊憩體驗對遊憩動機與目的地意象具有中介效果。 本研究最後

就結果進行討論，並對相關業者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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