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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幾年來，隨著國人收入的增加，對於休閒旅遊的態度也逐漸在改變。但是近來主題樂園的營運情況面對一些困境。推論

原因是因為國人偏好多元的休閒主張。根據這些營運壓力，本研究希望藉由提供經營者遊客的想法，使既有的遊客能夠再

度回到園區消費以解決經營上的困境。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想探究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於主題樂園的遊憩動機、滿意度、旅

遊期望以及重遊意願的情形，以及不同人口背景變項的學童對於遊憩動機、滿意度、旅遊期望以及重遊意願是否有顯著的

差異。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是由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因素分析以及多元迴歸分析

來進行，有效問卷為473份，本研究之結論如下所列：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於遊憩動機、滿意度、旅遊期望以及重遊意

願有部分的差異；受訪者對於主題樂園的遊憩動機是放鬆身心，抒解壓力；藉由皮爾森積差相關可以得知，遊憩動機、滿

意度、旅遊期望以及重遊意願四個面向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根據迴歸分析的結果，四種面向都互有相關性，且遊憩滿意度

是影響重遊意願最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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