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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國內週休二日的假期，觀賞電影業已成為大眾休閒娛樂之一，各式各樣的電影類型於電影院與家中播映，然而，恐怖

類型的電影所播映之劇情，會讓觀賞者產生生理與心理上不同之反應，本研究即探討恐怖電影觀賞者之人格特質、觀賞動

機與持續涉入對其觀賞行為。 　　針對喜愛觀賞恐怖電影之觀賞者於台中、彰化地區電影院與網路進行研究問卷調查，共

放320份，有效問卷306份，回收率百分之97%。結果顯示：(1)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與平均收入於觀賞行為上無顯

著差異。(2)恐怖電影觀賞者中嚴謹性人格特質與觀賞行為有顯著相關。(3)開闊生活、休閒調劑、補償電影等構面在觀賞行

為上有顯著相關。(4)吸引力、自我表現、生活中心會影響其觀賞行為。(5)開闊生活、生活中心、選擇多樣性與嚴謹性於觀

賞行為上有顯著預測因子。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與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 : 人格特質、觀賞動機、持續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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