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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媽祖遶境進香活動，對參與之信徒與台灣社會演變，皆有其重要的意義，其發展時間長、規模大、?與人數也多，藉由宗

教活動之舉辦，進而產生身體的運動，亦帶出運動觀光的新契機。本研究，旨於探討台灣媽祖信仰所產生之遶境活動，以

其所形成之宗教活動參與感及健走形式的繞境運動為探討之面向，藉由深度訪談之質性研究方式，以曾經參與大甲媽祖繞

境活動之參與者為對象，探討其運動觀光、宗教信仰以及心靈寄託之身心靈健康助益，並藉以瞭解潛在之運動觀光意圖。

關鍵詞 : 運動觀光、大甲媽祖、心靈健康、健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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