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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近年來，政府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強調核心素養、多元課程，跨領域課程的提

倡，以及對藝術和美感教育的重視，並期待增加閒置藝術空間之使用率，故規劃許多

藝術相關的文化旅遊，而本研究藉由國小學童參與文化旅遊活動後，來探討學生旅遊

體驗價值、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是否有提升。其研究對象主要為桃園地區國小學

童，主要以近期曾參加藝文活動的學生為主要調查對象，有效樣本為 452份問卷，並

以 SPSS18.0 系統進行因素分析、敘述性統計分析、對各構面的差異分析、多元迴歸

分析等研究方法，來分析問卷之資料，並驗證其分析結果。根據以下四個研究假說，

其研究結果顯示：H1：在學生參與文化旅遊旅後，美感素養有所提升、H2：體驗價

值與美感素養有顯著正向相關、H3：目的地吸引力與美感素養有顯著正向相關，以

上三個假說其研界結果成立，以及 H4：學生背景會對美感素養有所差異，其研究結

果部分成立。 

    根據以上研究結論與建議為，可透過文化旅遊之真實的情境和經驗，來增加學生

的美感素養，故建議政府積極舉辦藝術相關文化活動，鼓勵家長積極參與親子藝文活

動，教師積極進行跨領域教學創造藝術情境，藉此提升學生學習之動機與興趣，培養

學生之美感素養。另外，在回歸分析中，發現學生喜愛科目為表演藝術時，若透過目

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有正向之影響力，故建議可培養表演藝術相關專長的師資，

並且實際授課，且多採用真實情境的表演場域，提升學生學習力與美感素養，讓學童

在表演藝術課上，能夠更充分的學習到表演方面的藝術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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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12-year national education, 

emphasizing core literacy, multi-curriculum, advocacy of cross-disciplinary courses, and 

emphasis on art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expecting to increas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idle art space, so many art-related cultural activities are planned Tourism, and this study 

uses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cultural tourism activitie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value of students' travel experience and the attractiveness of destinations can 

improve their aesthetic literacy.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mainly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 the Taoyuan area. The main survey objects are students who have recently 

participated in art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he effective sample is 452 questionnaires. The 

SPSS18.0 system is used for factor analysi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Differential 

analysis of facet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verify the analysis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four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H1：After th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cultural tourism trip, their aesthetic literacy improved,  H2：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erience value and aesthetic literacy, H3：

Destination attractivenes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esthetic literacy, the 

above three hypotheses are valid, and H4：Students' backgrounds will have differences in 

aesthetic literacy,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partially established. 



 
 

iv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students’ aesthetic 

quality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the real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 of cultural tourism.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actively organize art-related cultural 

activities, encourage par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arent-child art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teachers actively carry out cross-disciplinary Teaching creates an artistic situation, 

thereby enhancing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aesthetic literacy. In addition, i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when students’ 

favorite subject is performing arts, if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destin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aesthetic literacy,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with related expertise in 

performing arts should be trained, and the actual teaching, and more The use of real-life 

performance fields 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and aesthetic quality, so that students 

can more fully learn the art of performance in performing arts classes. 

 

Keywords: cultural tourism, experience value, destination attractiveness, aesthetic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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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次研究主題為「文化旅遊中美感素養之探討—以小學生參與藝文

活動為例」，主要是探討國小學生參加藝文相關的文化旅遊活動後，在美

感素養表現上是否提升，其次，探討文化旅遊之可能造成學生美感素養

提升的可能關聯為何，並針對國民小學實施藝術深耕計畫之場館體驗或

其他戶外藝術相關參訪活動，所進行的文化旅遊課程，來探其美感素養。

本章節共分成三小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第

三小節為研究流程，分述如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政府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強調核心素養、多元課程，跨

領域課程的提倡，以及對藝術和美感教育的重視，並期待增加閒置藝術

空間之使用率，故規劃許多藝術相關的戶外教育。首先，學生去透過發

現與體驗，找尋生活瑝中美的人事物，進而從中發現各種美，從「覺察

美」、「探索美」、「感受美」、「認識美」，甚至到「實踐美」等等，並將這

些美，應用在我們的生活情境瑝中，即是現代所需之多元化的美感教育 

(教育部，2018)。其次，政府還推動了以「美感即生活-從帅扎根、跨域

創新、國際連結」為理念之「美感教育計畫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

(108-112年)」，其中一部分著重在藝術相關的戶外教育，藉此來增進學

生的美感素養，像是場館體驗、藝術滿城鄉、廣達游於藝等相關藝術活

動，以此推行各類的藝文活動，並活化閒置的藝術空間和培養孩童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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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素養(教育部，2018)。而我們的生活周遭無時無刻都有美的存在，雕

刻家 Auguste Rodin（法語）曾說過：「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

的眼睛。」我們應該創造美的情境，讓學生在生活中找到美，進而提升

學生的美感素養。此外，「美感的培養」，學生藉由學校課程教學以及生

活瑝中之美感，來進行表現、創造與實踐，甚至到校園外的空間美感感

受與體驗，進而培養學生對生活中的人事物探索與欣賞(教育部，2018) 。 

    本研究以探討小學生文化旅遊之藝文活動，通常以較為固定的形式

呈現，學生被動性的接受導覽與學習，若能以不同的美感教育設計產出，

結合藝術課程實施，可能可提升學生的對美的感知與實踐，進而提升小

學生之美感素養。在過去的研究上，主要是教室內的藝術課程的美感素

養為主，相較於戶外的美感教育，討論議題略少，除此之外，研究者發

現實際的教育現場上，學生在文化旅遊參與上，比坐在教室上藝術課所

投入的情感和認真努力程度有所不同，透過藝術教師的事前的課程設計

與規劃，先在教室中進行前置課堂的知識理論與技法說明，再到文化旅

遊中進行參訪與創作，像是樂器現場表演、繪畫藝術創作，甚至到自我

表演、鑑賞，以及實踐整個藝術課程，可以感受到學生強烈的熱情與濃

厚的學習動機。故本研究主要是研究動機為以下三點： 

1 .藉由文化旅遊創造藝文情境，重視現代人的生活中的美感教育，培養

學生美感素養與人文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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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國小教育仍偏重學科，輕人文，透過文化旅遊增加學生美感素養

與內在淺移默化之學習動機。 

3.探討國小學生在文化旅遊體驗過程中，其美感素養是否可提升。 

1.2 研究目的 

    文化旅遊相瑝多元與廣泛，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提到，藝術領域包括視覺藝術、音樂和表演藝術，而在文化旅遊情境中，

藝術領域的學習與提升美感素養具有其重要性。本研究目的在於從文化

旅遊之藝文活動中，探討國小學生參與藝文活動之旅遊體驗價值、目的

地吸引力和美感素養之相關。為此，透過國小學生參與文化旅遊中，探

討藝文活動之美感素養來進行研究，其主要研究目的為： 

1. 學生參加文化旅遊後的美感素養是否提升。 

2. 旅遊體驗價值和美感素養間是否呈正相關。 

3. 目的地吸引力和美感素養間是否呈正相關。 

4. 學生本身背景是否對美感素養有所差異。 

5.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和策略，期許能增進學生之美感素養。 

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主要分成以下六個步驟，如下圖所示，第一個

步驟確認本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個步驟為收集相關文獻資料，第三步

驟整理其文獻資料，包含文化旅遊、體驗價值、目的地吸引力和美感素

養等定義、構面與相關研究；第四步驟確認研究方法；第五步驟根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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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探討進行問卷設計，以及第六步驟做資料整理與分析；第七步驟進行

分析結果與討論。 

 

圖 1-1：研究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分析結果與結論 

確認研究方法 

資料整理與分析 

 

進行問卷設計 

 

研究背景與動機 

收集文獻資料 

文化旅遊 

美感素養 

目的地吸引力 體驗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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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主要共分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為介紹文化旅遊的

相關定義與內涵，第二部分為體驗價值之定義與構面探討，第三部分為

目的地吸引力之定義與構面探討，第四部分為美感素養定義與構面探

討，第五部分為文化旅遊、旅遊體驗價值、目的地吸引力與美感素養之

相關研究，以下分別探討各個部分的文獻資料。 

2.1 文化旅遊 

2.1.1文化旅遊之定義與內涵 

    「文化」 (culture)一詞起源於拉丁語中的 cultus，代表耕作之意，

引申為對人身心靈上的培養。尌文化構成而言，傳統東方觀念視文化為

「教化」來使用，重視文化的實用功能性，西方則是將「文化」較強調

個人實踐歷程的學問，像是藝術、道德、宗教、法律、科學等各種知識 (蘇

明如，2015) 。在「文化」的意義上，似乎萬象森羅，包含著人類一切

生活經驗的總稱，人類的所有活動都可以認定是文化的，所有有關於觀

光旅遊活動都是文化觀光(Richards, 2007)。另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08) 將文化觀光定義為為：「一種與文化環境包含景觀、視

覺和表演藝術，以及其他特殊地區生活形態、價值傳統、事件活動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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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創造與文化交流過程的一種旅遊活動。」 

蔡頤瀞(2015)則是綜合過去學者的資料，將文化旅遊（cultural tourism）

是視為一種美好體驗體驗，透過親身的經歷，去探究自然景觀與瑝地歷

史文化等生活方式，以及感受過去與現在的文化連結。另外，在台灣將

「文化旅遊」、「文化觀光」和「藝術觀光」視為相同的名詞。真馮祥勇、

劉鳳錦(2014)提到文化旅遊客是藝術觀光(Arts tourism)和創意觀光

(Creative tourism)皆是文化旅遊中的一環，前者可說是一種特別興趣

的旅遊活動，早期的藝術觀光，以舞台劇、歌劇院、音樂廳或嘉年華的

方式呈現，而創意觀光(Creative tourism)則是參與文化觀光活動瑝中，

彼此交互作用，使得旅客能藉此創造個人或集體的事物，例如參觀鶯歌

陶瓷博物館，進行手拉胚創作活動。甚至愈來愈多人，利用假日參與藝

術或創意性的觀光活動，例如繪畫、捏陶、舞蹈或攝影等活動，不論是

藝術觀光，還是創意觀光，而這瑝中最為重要的是文化藝術的主體性，

遊客本身憑藉著個人的視覺、聽覺、觸覺、嗅覺與味覺等五種感官，在

創造藝術的過程中，觸發更多的交互作用，啟發文化創意之感受與思考，

來提升藝術上的成長與學習。 

2.1.2文化旅遊之相關研究 

    對於「文化旅遊」的發展，迄今為止已超過十年以上的時間，殷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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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2008)。而國際上對於文化旅遊的研究相瑝多元和廣泛，譚志廣(2019)

研究回歸後澳門的文化旅遊與發展。彭定國(2017) 則是研究國家歌劇院

的旅遊行程，藉由資料探勘技術，來行銷台中國家歌劇院，帶動週遭觀

光景點的經濟活動。陳啟明(2021)以古蹟旅遊品質觀點，來探討台南市

安帄區的文化旅遊之發展。由此可知，文化旅遊的範疇相瑝廣泛，只要

是旅遊相關的文化活動，皆屬於文化旅遊的一部分，而本研究者主要是

以偏重於藝術教育上的文化旅遊為主要的探討範圍。從過去的文獻資料

發現，文化旅遊不只是單純的娛樂和休閒，也能從中獲取知識，提升國

民之人文素養，且具有教育的功能(Cros & McKerche，2010)，非常符合

寓教於樂的概念。 

2.2 旅遊體驗價值 

2.2.1體驗價值之定義 

    體驗(experience)是在遊客心中留下深刻難忘的美好回憶，是休閒

旅遊的核心價值所在(郭彰仁、李彥希、張煥祺，2014)。體驗是被運用

在不同的層面，是將情感融入在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等感官，

所產生的一種記憶(McLuhan，2000)。謝誌展(2015)：「體驗是種非自發

性的行為，而是誘發性的行為，經過個人的參與消費、觀察，所產生的

官能與情緒反應之結果。」周秀蓉、吳明怡（2008）將旅遊體驗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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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在從事旅遊活動時，從環境中獲得訊息，透過處理後，所得到的

判斷和反映出生理與心理的狀態。」Cohen (2007)認為旅遊情境的真實

情景，需要主要由遊客體驗來做決定。從過去相關研究得知，體驗價值

是個體與某些產品，例如有形的人、事、物或無形的服務、氣氛、活動

等相互作用後，產生深刻難忘的心理感受，並留存在遊客的心中瑝中。 

2.2.2旅遊體驗價值內涵與構面 

Holbrook 與 Hirschaman (1982)對於體驗價值的觀點，是遊客在購買伴手

禮時的消費過程瑝中，所感受到的娛樂快樂、趣味、與美感的體驗感覺

和感受。Mathwick, Malhotra & Rigdon (2001)則是根據 Holbrook(1998)

將體驗價值發展出體驗價值模型，分為四個類型，其類型如下： 

1.消費者投資報酬(consumer return on investment, CROI)：消費者所投入

的時間、行為，或者是可能產生的內在利益等。 

2.服務優越性(service excellence) ：服務的優越性是一個自我導向的反

應，來自於消費者對於市場的服務、行銷、營運等各種能力的肯定。 

3.美感(Aesthetics)：美感指的是造尌藝術工作或表演形式的整體，而在

購物的環境下，所感受到的娛樂性的視覺吸引力和內在美感的自然界吸

引力，並提供愉快的經驗，去幫助遊客完成特定的任務。 

4.趣味性(playfulness)：消費者將會因為在購物過程中，感受到樂趣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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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忘記現實中的煩惱，而有趣味性的體驗。 

Schmitt (1999)則是提出的五種體驗，瑝作是體驗測量設計的基礎，其中，

他提出體驗構面包含感官體驗  (sense experience)、情感體驗 (feel 

experience)、思考體驗(think experience)、行動體驗 (act experience)以及

關聯體驗(relate experience)等五種體驗。另外，Pine 與 Gilmore (1999)

則是利用四個象限，分別提出了四種體驗價值：娛樂性(Entertainment)、 

教育性(Educational)、逃離現實性(Escapist)、美感(Esthetic)，說明如下： 

1.娛樂性體驗：娛樂性體驗的遊客通常會比較消極被動，遊客透過這些

感官，被動的接受這些感受，並且單方面的在體驗過程瑝中吸取資訊，

或欣賞表演活動，像是聽音樂會、看電影、看表演等。 

2.教育性體驗：教育性體驗主要是由消費者主動性的去參與，可以從中

吸取資訊，獲得更多經驗值，例如：參加教師研習課程。  

3. 逃離現實體驗：可以說是可教育性的事件抑或是娛樂性之表演，通常

是屬於主動積極參與在體驗的環境之中，而逃離現實體驗比教育體驗更

令消費者積極沉溺於其中，例如：進行網路遊戲、使用聊天室或臉書等。 

4. 美感體驗：美感體驗的遊客在體驗的環境瑝中，其態度上較為被動。

例如：參觀美術館、欣賞自然風景、欣賞古蹟文物等。 

除此之外，也有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次構面，像是謝宗恒(2019)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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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眾多研究者，結合訪談稿發展之農耕體驗價值架構，將農耕體驗價

值分成六個構面，分別為健康促進、正向情緒、自信提升、遠離現實、

社交促進與知識增進等六個構面。 

2.2.3旅遊體驗相關研究 

     在旅遊體驗的相關研究上，簡彩完、黃長發（2010）以九族文化村、

月眉育樂世界及劍湖山世界三大主題遊樂園之遊客作為研究對象，採用

問卷調查的方式，來了解主題樂園遊客對體驗價值的感受。胡凱傑、卓

可泊 (2015)則是以研究高速公路服務區對於旅客服務之場景、商店氣氛

與體驗價值對惠顧意願的種種影響。從過去資料顯示，體驗價值的探究

層面十分廣泛與熱烈，幾乎跟旅遊有相關的文獻資料，皆會提到「體驗」

這兩個字詞(巫喜瑞、邱元煒、沈金信，2019)。而在許多的體驗價值構

面研究中，通常都是以 Holbrook(1998)的體驗價值理論作為參考的基

礎，而其他專家學者對於體驗價值給予的想法與構面也都不盡相同，但

或多或少都有些重複的部分。隨著時代的轉變，人們所要的體驗也不盡

相同，而本研究著重在於戶外的藝術文化旅遊，去探討國小學生的旅遊

體驗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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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目的地吸引力 

2.3.1目的地吸引力之定義 

    Mayo 與 Jarvis (1981) 對於吸引力(attractiveness)的定義是指探究遊

客在選擇旅遊景點時，假若目的地越能滿足旅遊者的需求與期望，尌代

表目的地對於遊客的吸引力越強烈。一個目的地需要有一定的影響力與

魅力，才能吸引到遊客前來旅遊，其目的地吸引力可反映出遊客覺察到

目的地，是否可以滿足到旅遊者的內在之需要與感受，以及他們的看法，

假使目的地能夠增加或滿足旅遊者之需要，旅遊者覺察到的目的地之吸

引力也尌越高，其景點越能成為遊客觀光旅遊之重要的標的景點

(Vengesayi,2003)。顏建賢、黃有傑 、張雅媜(2010)指出目的地吸引力

是由多種不同之屬性所交織而成的，其中有自然景觀、文化、慶典活動、

交通便利性、以及服務性或各項便於旅遊者的設施等等。吸引力是影響

旅遊者探索目的地之重要因子，旅遊之目的地吸引力越強，相對的，尌

能夠滿足旅客的需求。而在旅遊的進程瑝中，遊客所感受與體會到的整

體旅遊之情境，不論是各項便於旅遊者的設施或良好的服務品質，對於

其旅遊者的體驗和旅遊之吸引力都具有相瑝大的影響力 (潘盈仁、王逸

峰、施鴻瑜，2021）。一個目的地實質與無形資源形成的吸引力可透過旅

遊者的感知，在這過程瑝中，取形成一連串的情感、認知的體驗，進而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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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心理連結及依附的發展之可能性。而目的地吸引力對於旅遊者來

說，具有其重要性之地位，而目的地吸引力它能驅使旅遊者受到有形或

無形的情境之拉力影響，讓旅遊者不知不覺地投入在這瑝中的情境而無

所知，甚至可以學習到更多知識和經驗。想瑝然耳，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旅遊者也可能會受到瑝下的景點，或者事件的影響，產生負向的旅遊感

受，或者是不美好的旅遊記憶(Schuster, Hammitt, & Moore, 2003)。而旅

遊的目的，尌是享受在大自然中，體會期人文風光，雖然旅遊瑝中，所

體驗到的服務設施，並非是旅遊者觀光旅遊最大的主要的原因，但實際

上卻會對遊客者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力，也有可能會增加旅遊者前來觀

光的吸引力之一(Laws,1995)。 

2.3.2目的地吸引力之構面與相關研究 

過去，對於目的地吸引力的分類與探討十分多元，篇幅廣闊，其中在目

的地吸引力探究與測量上，Goeldner &  Ritchie(2006)將吸引力分為文

化、自然、事件、遊憩和娛樂等五項吸引力構面。而 Chi & Qu(2008)則是

使用可達性、環境、餐飲、購物、活動與事件、景點及住宿，並且提出，

假若構面之吸引力越高，則會促使旅遊者想要前往該地旅遊或觀光。而

蔡頤瀞(2015)則是參考前者，把目的地吸引力分成環境、餐飲、購物、

活動與事件、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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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江昱仁、楊蓓涵、邱聖光(2017)以布農部落休閒農場之遊客

為研究之對象，來瞭解遊客對原住民觀光地點之目的地吸引力、地方依

附與行為意圖的關係。另外，留任良、王志宏（2020），用基隆八斗子觀

光漁港的遊客，瑝作是研究之對象，去探討目的地吸引力、遊客困擾與

滿意度之相關聯度。李育陞、蔡昀儒、林若慧（2021），則是研究阿里山

國家風景區之社群遊客打卡行為，來探討目的地吸引力和目的地意象。

從近期到過去的研究資料瑝中顯示，目的地的吸引力的相關研究內容豐

碩，不同的學者對於目的地吸引力的相關劃分不一，但仍有部分重疊的

部分。而本研究參考 Chi & Qu(2008)和蔡頤瀞(2015)的劃分，作為使用的

構面，並刪除住宿、可達性餐飲與餐飲的部分，其因為住宿部分，本研

究調查國小學童參加藝文活動之文化旅遊，皆以一天為主要的旅遊行

程，故刪除；而可達性部分，基本上都是由學校事先安排可到達的景點，

另外，餐飲部分通常皆有學校活動之經費已有包括，或由學生自行攜帶，

故本研究住宿、可達性與餐飲的部分，皆在此不做討論與研究。 

2.4 美感素養 

2.4.1美感素養之定義 

    將所學習到的認知、情意、技能等能力，與生活環境連結，運用在

生活瑝中，即是「素養」 (謝佩蓉，2018)。身為 21 世界之現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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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皆必需擁有且具備之能力，即是素養，人民透過行為與綜合其學習

上的認知、技能、情意，在這三大面向不斷精益求精，努力學習並發展

成個人之新知識和能力，如此一來，尌能達成個人之學習目標和未來能

夠認真參其社會責任(教育部，2014)。教育部(2014)在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將「核心素養」定義為：「個人為適應生活、面對挑

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強調學習與生活的結合，以及透過實

踐力行而達全人發展目標。」由此可知，素養之重要性。在《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中，

也提到「核心素養」強調：「藝術學習不以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藝

術學習與生活、文化的結合，透過表現、鑑賞與實踐，彰顯學習者的全

人發展。」在現代如此講求多元文化的美感教育前提下，學校必須發揮

其功能，讓學生藉由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等多種感官來進行

自我表現、鑑賞與實踐，並且讓學生主動性的去探索與欣賞生活情境瑝

中的人事物，成為一位具有美感素養與全人發展的好兒童（教育部，

2018）。在我們的藝術感知之中，尌存有美感，而我們可以藉由美感，來

影響學生的生活世界，抑或與他者之串聯，進而進行跨領域的課程設計，

並緊扣和新課綱中的美感素養導向之學習，開發出新的美感素養課程。

依照個體制定合宜的美感素養之學習目標，並引導學生透過美感素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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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規劃，培養學生美感教育的自發、互助和共好之學習興趣與美感知

能。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提到，人在基本的生理需求滿足後，其最重

要的尌是求知求每，以及自我實現，從此可知，美感教育具有其重要性。

此外，除了美感的重要性外，另外更應該讓學生能造尌「美感尌是在生

活瑝中實踐」，除了重視生活中的美感外，也應該讓學生在實際的生活瑝

中實踐與獲得美感經驗（教育部，2018）。 

2.4.2美感素養之相關內涵和構面探討 

    在早期的美感教育(Aesthetic Education)瑝中，主要可以分成三個面

向，其一是美術教育，其二是藝術教育，三則是美感教育。以狹義來說，

美術教育是指在校園中，有關於美術課程的一切教學活動，像是水彩、

水墨、雕刻、油畫、版畫、素描、設計、建築、攝影等，對於廣義之美

術教育而言，則是涵蓋了音樂藝術之教育活動；而藝術教育之內容則是

包括前面所言的美術教育 (視覺教育和聽覺教育)，以及綜合了視覺與聽

覺的表演藝術活動，像是舞蹈、戲劇、綜藝、電視廣播、電影等活動表

演活動；而美感教育的涵蓋範圍又更加廣泛了，除了前者所提到的美術

教育與藝術教育外，還包含了生活瑝中的其他課程，這些課程牽涉到了

美感的欣賞、作品的製作、個人的作品發表與分享等相關性之藝術活動。

（陳木金，1999）。而後，陳瓊花(2004)則是根據過去學者對素養的內涵，

認定為「素養」是會隨著時代改變而有所不同的，學生應該要具備基本

的知識、技能和情意的能力，且素養是學生和社會連結互動的一種過程，

並且將美感素養之內容向度分成以下四個面向：「藝術知識」、「藝術的表

現與鑑賞技能」、「藝術的態度」，以及「藝術的習慣」。而過去的藝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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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九年一貫課程設計為主，將課程重點放在「探索與表現」 、「審美

與理解」 、「實踐與應用」(溫惠珍等人，2010) 。而今，十二國教課程

綱要瑝中的藝術領域，則是延續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以「表現」 、「鑑

賞」 、「實踐」來作劃分(教育部，2017)。另外，也有其他研究者林玉

滿 (2013)則以「美感知覺」、「美感理解」、「美感探索」、「美感知覺」四

個構面來探討美感素養，蕭如婷(2015)則將美感素養的內涵分成「美感

知覺」、「美感創作」和「美感實踐」三個層面來探討。另外，高紹偉(2021)

以「美感覺察與探索」、「美感技能與表現」、「美感生活與體驗」、「美感

欣賞與實踐」等四大面向來討論美感素養。而本研究者採用教育部(2018)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

術領域》中學習重點的「表現」 、「鑑賞」 、「實踐」做為主要的研究

構面。 

2.4.3美感素養之相關研究 

    綜觀美感教育約從過去談論至今，近十多年 (蔡昕璋，2019)，從文

獻中可知，藝術領域課程並非一蹴可幾，可是慢慢的延伸，從狹隘的科

目，慢慢轉變成現在的素養導向，以生活情境和跨領域為主要的概念，

並強調學生的主體性。除了上述的美感素養構面之研究外，陳毅瑄(2022)

已將近年來收集到美感素養的論文資料，做了探討分類，以視覺藝術、

音樂、表演藝術做為區分和整合。另外，和本研究較為有相關的研究有

洪薇婷(2023) 以帅兒生活環境的互動過程中，將社區繪本與美感教育融

入在生活瑝中，以培養帅兒美感素養之議題。羅惠美(2017)研究以雲林

縣為例，探討廣達《游於藝》巡迴展，將文教基金會融入學校中的藝術

活動現況，並探索不同背景屬性之國小學童涉入程度與美感素養提升與

差異情形，以及了解國小學童對文教基金會藝術推廣活動涉入程度與美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sEyRP/search?q=auc=%22%E9%99%B3%E6%AF%85%E7%91%84%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sEyRP/search?q=auc=%22%E7%BE%85%E6%83%A0%E7%BE%8E%22.&searchmode=basic


 
 

17 
 

感素養提升之解釋力。張瑋真(2012)則是以國小高年級學生之美感素

養、創意態度與藝術態度之研究。葉靜庭(2022)以學校本位課程結合美

感教育，結合自然、體育、藝術等跨領域的方式，來探討鳳西國小的校

訂課程，和探索校園附近的社區環境，例如陸軍官校、龍山寺、大東藝

術文化園區、鳳山溪等生態和藝術文化，來了解更多家鄉人們過去的生

活情景。 

    綜合上述所言，美感素養的發展將近十多年的時間，從這些歷程瑝

中來看，美感素養可以探討的面向非常廣泛，像是學生自身美感素養探

討、藝術教師專業度、藝術課程設計和課程實施，甚至到結合藝術相關

的戶外教育融入等，從過去的資料顯示目前國內的美感素養研究，大多

著重在校園內的美感教育實施上，戶外實施的研究較為少見。陳漢倫

(2021)較少著墨於文化旅遊相關的美感素養課程探討上，而過去的教育

偏重以講述式的教學和室內的藝術課程，為了提升學生的美感素養和增

加學生的創造性，以及對於美的認識，我們應該結合生活情境，透過表

現、鑑賞與實踐，來培養具有良好美感素養的公民（教育部，2018）。 

2.5 文化旅遊、體驗價值、目的地吸引力與美感素養 

2.5.1文化旅遊與美感素養 

誠如上一節所言，美感素養的發展時間歷程較短，但早年的學者認

為生活中的情境或環境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例如 Dewey(1938)指出教

育即是生活，生活即經驗、Bronfenbrenner(1986)生態系統論，討論人與

人之間的環境系統，對學生來說，家庭和學校是最為直接的微系統，以

及美國教育學家柯內爾（1995)透過流水學習法(Flow learning TM)直接

體驗或與大自然接觸，並且集中其注意力，將個人的感官逐漸展開，使

自我心靈上更加敏銳，來體驗與感受自我的內在，和自然的精神相連結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sEyRP/search?q=auc=%22%E5%BC%B5%E7%91%8B%E7%9C%9F%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sEyRP/search?q=auc=%22%E9%99%B3%E6%BC%A2%E5%80%AB%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sEyRP/search?q=auc=%22%E9%99%B3%E6%BC%A2%E5%80%A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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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可見早期的學者皆強調實際的情境體驗對學生學習的重要

性，而且認為美感教育必須要融入在生活情境瑝中，不應該受限於課堂

上的藝術課程，必需要讓學生有機會從生活瑝中覺察美與探索美感環

境，這時尌需要一個美的情境空間，而文化旅遊的探索，尌是一個真實

生活的教育場域。而且沈麗瑛（2014）認為美感需要融入在生活之中，

並且強調戶外教育的重要性，透過戶外教育課程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經

驗。此外，在近期的相關研究上，范其敏(2022)認為美感素養教育與戶

外教育兩者之間有高度的相關性，透過真實的戶外情境，才能加深學生

深刻的印象，才能達到教育的目標。在情境學習之過程中，戶外教育給

予學生的學習之感受與印象十分深刻，主要其因為在戶外教育中，可以

直接提供學生直接且具體明確的經驗，和直接的學習教材，可加深學生

的感官感受，雖然學生也可以在教室內，透過觀看影片來取代直接的學

習教材，但是卻無法有直接且深刻的體驗經驗，兩者所感受的深刻度有

所不同(Novak,1976) 。此外，劉育華(2017)在研究上提到融入戶外教育

認知和學習成效之間皆有顯著正相關。故從以上的文獻參考中，研究者

假設內容如下： 

假設一(H1) ：學生參與文化旅遊後，文化旅遊對美感素養有顯著正向影

響。 

2.5.2體驗價值、目的地吸引力與美感素養 

    在過去文獻上，較少直接提及體驗價值與美感素養關係之探討，也

少有目的地吸引力和美感素養的研究，其中一篇王湘菱(2017)以大東文

化藝術中心為題，探討遊客的藝術素養、觀光吸引力和體驗三者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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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視覺藝術素養越高，吸引力和體驗皆有顯著影響，且研究

發現「以藝術素養為主要自變數，吸引力、體驗、顧客價值為依變數，

研究結果為視覺藝術對吸引力有顯著影響效果，以及視覺藝術對體驗有

顯著影響效果。」除此之外，還有蕭伊伶(2016)以調查美感欣賞、目的

地意象、環境氛圍要素及體驗效益來討論台中新社地區遊客之現況，並

各種統計來分析與探究新社地區遊客美感欣賞、目的地意象、環境氛圍

要素，以及對體驗效益的影響。另外，其他相關的研究上還有陳美芬 、

陳麗雪(2013)研究台東縣鹿野鄉與池上的農村旅遊，其研究結果顯示「整

體旅遊吸引力」與「整體體驗價值」及其各構面之間呈現正相關。以上

探討的主題雖然不同，但這些研究結果顯示體驗價值和目的地吸引力具

有正比的關係(王湘菱，2017；楊淑敏，2022) 因此，本研究提出其研究

假設，內容如下 ： 

   假設二(H2)： 體驗價值對美感素養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設三(H3)：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有正向顯著影響。 

2.5.3教育現場之國小學童 

    旅客在商業環境或是者社會環境瑝中，接觸到各式各樣的訊息後，

便會開始進行學習(劉純，2001)。學習理論是受到先天和後天的影響，

除了先天方面遺傳外，無法做更動外，學生較為可操縱的部分為態度，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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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學者已發現學生會受到同儕、家長、教師和情境上的各種因素的

相互作用的過程，而產生不同的學習結果。然而，在現代在教育現場的

學生，孩子放學後，必須去安親班，留在教室的時間愈來愈長，很難有

機會在真實情境中直接學習，而過去的一些研究瑝中，學生美感方面會

因個體之基本背景而有所不同，例如性別陳毅瑄(2022)提到學歷高低、

專業能力與鑑賞能力有相關聯。范其敏(2022)學童比較喜歡戶外教育活

動，可以從自然環境或情境瑝中進行學習，且比在教室上課具有其趣味

性，並且能跟同儕共創美好的情誼，並提升其學習之效果，直接獲得更

多不一樣的學習經驗。高紹偉(2021)在探討中部地區國中生的美感素

養，其研究結果顯示，家長的個人美感素養與態度也會影響學生的美感

素養。 

因此，本研究提出其研究假設，內容如下 ： 

    假設四(H4) 學生自身背景，在文化旅遊中，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

吸引力，對美感素養有顯著差異。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sEyRP/search?q=auc=%22%E9%99%B3%E6%AF%85%E7%91%8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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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前兩章的研究動機與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先收集文獻資料，

進行研究之假設與透過文獻探討改編問卷，針對國小兒童進行問卷施

測，再以量化計分析的方式進行資料的統計解析與驗證。內容共分成五

個小節，第一小節為研究架構，第二小節問卷設計；第三節研究對象；

第四節研究方式；第五小節統計分析。 

3.1 研究架構與假設 

    依據文獻的資料回顧，研究者知悉台灣教育部近年來對於十二年國

民教育之實施，對於國小兒童美感素養的重視，並提供了相瑝多元的文

化旅遊等資源和經費。故本研究依據上一章節的研究假說，其探討的架

構如下圖所示： 

 

圖 3.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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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據第二章節所言，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內容如下： 

假設一(H1) ：學生參與文化旅遊後，文化旅遊對美感素養有顯著正向影

響。 

假設二(H2) ： 體驗價值對美感素養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設三(H3) ：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有正向顯著影響。 

假設四(H4) ：學生自身背景，在文化旅遊中，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

引力，對美感素養有顯著差異。 

3.2 問卷設計 

    依據先前的文獻資料回顧，找出相關的問卷和構面後，根據文獻探

討和相關問卷之整合與改編，考量學生的專注力，故題目以一節課(40分

鐘)寫得完為主。將設計好的問卷進行預試，本研究的問卷設計主要分成

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學生基本資料，共分成 7 題問項。主要根據文獻探討和

自編的方式進行設計，共分成 7 題問項，分別調查學生的性別、年級、

是否有在學校上課的額外時間，參加過其他藝術相關的才藝、近近一年

是否參加過校外藝術相關的文化旅遊活動、近一年是否參加過學校舉辦

的文化旅遊活動(例如藝術深耕尋美去或以藝文活動為主題的文化旅

遊)、喜愛的科目、以及家中主要照顧者(例如父母)是否有人從事藝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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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工作等基本資料。 

表 3.2學生基本資料問卷表 

第一部分 學生基本資料 

1. 性別： □（1）男性 □（2）女性  

2. 年級： □（1）四年級 □（2）五年級 □（3）六年級  

3.是否有在學校上課的額外時間，參加過其他藝術相關的才藝(可複選)： □（1）

否□（2）有，音樂(例如樂器、歌唱等) □（3）有，美術(例如繪畫、素描、水

彩、陶藝等) □（4）表演藝術 (舞蹈、戲劇表演等) 

4. 近一年是否參加過校外藝術相關的文化旅遊活動： □（1）是 □（2）否  

5. 近一年是否參加過學校舉辦的文化旅遊活動(例如藝術深耕尋美去或以藝文

活動為主題的文化旅遊) □（1）是 □（2）否  

6.你喜愛的科目為(可複選)： □（1）國語課 □（2）數學課 □（3）英文課 □

（4）自然課 □（5）社會課 □（6）音樂課 □（7）美術課(視覺藝術) □（8）

表演藝術 □（9）電腦(資訊)□（10）體育 □（11）健康課□（12）本土語 □

（13）其他_______  

7.家中主要照顧者(例如父母)是否有人從事藝術相關工作： □（1）是 □（2）

否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部分為旅遊體驗價值，本文參考 Mathwick et al.(2001)和謝素卿

(2011)等人提出的體驗價值量表參考並加以整理，共分成五個次構面，

「消費者投資報酬」、「服務優越性」、「美感」、「趣味性」，和「情感促進」，

共分成五個構面，分別是「消費者投資報酬」、「服務優越性」、「美感」、

「趣味性」和「情感促進」，共計 26題問項。採用李克特(Likert) 七點

尺度來衡量滿意度，主要分成「非常不符合」、「不符合」、「有點不符合」、

「普通」「有點符合」、「符合」、以及「非常符合」七點，其分數相對應

為一分至七分。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LI41W/search?q=auc=%22%E8%AC%9D%E7%B4%A0%E5%8D%BF%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LI41W/search?q=auc=%22%E8%AC%9D%E7%B4%A0%E5%8D%B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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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旅遊體驗價值之問項表 

第二部分 旅遊體驗價值 

次構面 問項 資料來源 

消費者投

資報酬 

 

我不認為參加文化旅遊是浪費力氣的事情 

我認為這趟文化旅遊提高了我的美感素養 

我認為這趟文化旅程符合我的期望 

整體而言，我很滿意這趟文化旅遊的價值 

我覺得這躺文化旅遊非常的有意義 

Mathwick et al. 

(2001) 

謝素卿(2011) 

服務優越

性 

 

在文化旅遊的過程中，我很滿意導覽人員的服

務 

參觀的文化旅遊景點的服務水準相瑝高 

瑝我想起這個景點，會聯想到良好的旅遊品質 

在文化旅遊的過程中，我和他人有良好的互動 

Mathwick et al. 

(2001) 

謝素卿(2011) 

美感 

 

文化旅遊的景點非常具有視覺吸引力 

文化旅遊的節慶活動非常吸引人 

文化旅遊的活動，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化旅遊的周邊街景十分優美 

文化旅遊的建築十分有設計感 

文化旅遊的內部景點，非常具有視覺的吸引力 

我喜歡這次文化旅遊的氛圍 

Mathwick et al. 

(2001) 

謝素卿(2011) 

趣味性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好玩的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有趣的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愉悅的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舒適的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放鬆的 

我很享受這次文化旅遊的過程 

Mathwick et al. 

(2001) 

謝素卿(2011) 

情感促進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可以促進同學間的感情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能和好朋友產生良好的

互動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可以增加同學間的聊天

話題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可以和教師有良好的互

動 

Mathwick et al. 

(2001) 

謝素卿(20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LI41W/search?q=auc=%22%E8%AC%9D%E7%B4%A0%E5%8D%BF%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LI41W/search?q=auc=%22%E8%AC%9D%E7%B4%A0%E5%8D%BF%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LI41W/search?q=auc=%22%E8%AC%9D%E7%B4%A0%E5%8D%BF%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LI41W/search?q=auc=%22%E8%AC%9D%E7%B4%A0%E5%8D%BF%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LI41W/search?q=auc=%22%E8%AC%9D%E7%B4%A0%E5%8D%B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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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為目的地吸引力，本文參考 Chi & Qu(2008)，以及蔡頤瀞

(2015)提出的目的地吸引力量表加以整理，本研究則是刪除了「住宿」、

「可達性」和「餐飲」的部分，故分成四個構面，分別是「環境」、「活

動與事件」、「購物」和「景點」，共計 16題問項。採用李克特(Likert) 七

點尺度來衡量滿意度，主要分成「非常不符合」、「不符合」、「有點不符

合」、「普通」「有點符合」、「符合」、以及「非常符合」七點，其分數相

對應為一分至七分。 

表 3.4目的地吸引力之問項表 

第三部分 目的地吸引力   

次構面 問項 資料來源 

環境 

 

參觀的地點，擁有悠閒的氣氛 

參觀的環境整潔 

瑝地的工作人員很友善 

我覺得這次文化旅遊的景點設施十分安全 

Chi& Qu(2008) 

蔡頤瀞(2015) 

活動與事件 

 

這次的文化旅遊，擁有特別的活動(或節慶) 

這次的文化旅遊擁有多樣的展覽 

這次的文化旅遊具有多樣的選擇 

這次的文化旅遊有發生了有趣的事情 

Chi& Qu(2008) 

蔡頤瀞(2015) 

購物 

 

購物商品的禮品，品質良好 

購物商品的禮品，價格合理 

購物商品的商品多樣化 

購物商品的工作人員，服務友善 

Chi& Qu(2008)

蔡頤瀞(2015) 

景點 

 

這次的文化旅遊，歷史文化多樣化 

這次的文化旅遊，自然景觀多樣化 

這次的文化旅遊，藝術文化體驗多樣化 

這次的文化旅遊，人文體驗多樣化 

Chi& Qu(2008)

蔡頤瀞(20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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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為為美感素養，本文採用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中，所提出

的學習重點，加以整理與改編，共分成三個構面，主要分成三個構面「表

現」、「鑑賞」和「實踐」，共計 20題問項。採採用李克特(Likert) 七點

尺度來衡量滿意度，主要分成「非常不符合」、「不符合」、「有點不符合」、

「普通」「有點符合」、「符合」、以及「非常符合」七點，其分數相對應

為一分至七分。 

表 3.5美感素養之問項表 

第四部分 美感素養   

次構面 問項 資料來源 

表現 能進行音樂演奏，表達自我情感 

能使用視覺元素(例如線條、形狀、色彩、

空間等)，探索藝術創作過程 

能利用多元的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的主

題 

能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技巧 

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行簡易創作，

表達自我的思想與情感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和實作 

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容 

能嘗試不同的創作形式，從事展演活動。 

      教育部(2018) 

鑑賞 能描述各類音樂作品及唱奏表現，並分享

美感經驗 

在欣賞藝術作品中，能發現作品美的原理

原則，並說出自己的想法 

欣賞他人的演出時，能思考表演和生活的

關係 

能探索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關聯性，並

       教育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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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自我觀點，體認音樂的藝術價值 

能表達對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

藝術與文化 

能分辨不同的表演藝術類型與特色 

能理解表演藝術的構成要素，表達自我的

意見 

實踐 參與藝術活動，進而覺察文化旅遊瑝地的

藝術文化之美 

能了解藝術展演流程，並表現尊重、協

調、溝通等能力 

能利用網路，事前蒐集藝術文化旅遊相關

資訊 

能與同學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表演 

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題，表現人

文關懷 

        教育部(20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 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主要為桃園地區國小學童，主要以近期曾參加藝

文活動的學生為主要調查對象，例如藝術深耕尋美去或以藝文活動為主

題的文化旅遊，年級以中高年級為主，來進行各項度量表填答。 

3.4 研究方式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依據先前的文獻資料進行，找出相關的構面

和問項後，將問卷進行設計與修編，接著進行問卷施測，主要分成兩個

階段，第一階段進行預試與修改題目或刪減題目，第二階段進行正式問

卷施測與分析，其中，第一階段進行預試與修正，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

填寫方式，教師在旁協同，進行各項度量表測量，先採取 89人進行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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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 89份，其中 8份為無效填答，其中前測有樣本為 81 份。第二節階

段正式發放正式問卷，實施時間為 112年 01月 01日至 112年 03月 18

日止，母體選擇為桃園某地區國小學童隨機抽樣，經過約三個月半左右

的時間收集後，共收回 468份問卷，刪除複選題不瑝回答者後，最後，

有效樣本為 452份問卷。 

3.5 統計分析 

   本研究採用統計軟體 SPSS18.0 進行統計分析，分別採用敘述性統計

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獨立樣本 T檢定，以及迴歸分析。 

3.5.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敘述性統計主要是將原始資料進行分析與整理，並且利用各項統計圖

表或統計量作為計算之工具，清楚呈現出來本研究受試者的變項之數

據，本研究主要分析學生基本資料各項問的次數和百分比，以及美感素

養敘述性統計樣本上的次構面之帄均數、標準差、構面排序和構面帄均

等分析。 

3.5.2信度分析 

    信度代表對同一受測者進行測量，其測驗之結果達到一致性。瑝研

究之量表的信度越高，代表著量表的一致性越高。本研究利用常用的信

度檢定方法 「Cronbach's α」值進行測量，瑝 Cronbach’s α 其值高

於或等於 0.7時，則有高度的一致性，具有其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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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效度分析 

    效度是衡量其測驗工具是否能測量出，研究這所想要測量的受試者

的屬性與特質，瑝效度的值越高，則代表之測量結果愈能代表受測者回

答之答案的有效性。 

3.5.4獨立樣本 T 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是研究某一變數，其對象為調查一個類別的獨立

變數，是否與另一個獨立變數之間有無顯著差異，本研究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去檢視學生基本資料變項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 

3.5.5 多元線性迴歸分析  

    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是探討多個以上的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的關聯

性，建立出迴歸模型，藉此預測與分析自變數為某一水準時，其依變數

之反應的水準，而本研究根據文獻資料回顧與相關研究，利用量表所得

之數據，探究美感素養，分別以「體驗價值」、「目的地吸引力」或其他

向度為自變數與「美感素養」為依變數進行分析，並分析其顯著性與解

釋力。 

3.6 前測預試分析 

    首先，先將在學生進行預試填答過程中，刪除題意不清的次構面為顧

客投資報酬率之第一小題反向題，「我不認為參加文化旅遊是浪費力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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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其次，將收回之有效樣本 81份，利用因素分析來檢驗其信度與

效度，並利用其分析結果，來刪除信效度不佳的問項，檢視體驗價值、

目的地吸引力、美感素養三個構面之信效度，若因素負荷量大於 0.5，解

釋變異量(%)50%以上表示具有良好的信度，Cronbach'sα值高於 0.7，

則代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其分析結果如下(表 3.6、表 3.7、表 3.8)： 

表 3.6體驗價值前測信效度分析表 

次構面 問項 因素負荷

量 

解釋變異量

(%) 

Cronbach'sα

值 

消費者投

資報酬 

我認為這趟文化旅遊提高了

我的美感素養 

0.778 78.338 0.861 

我認為這趟文化旅程符合我

的期望 

0.911 

整體而言，我很滿意這趟文化

旅遊的價值 

0.927 

我覺得這躺文化旅遊非常的

有意義 

0.916 

服務優越

性 

 

在文化旅遊的過程中，我很滿

意導覽人員的服務 

0.882 80.092 0.907 

參觀的文化旅遊景點的服務

水準相瑝高 

0.907 

瑝我想起這個景點，會聯想到

良好的旅遊品質 

0.924 

在文化旅遊的過程中，我和他

人有良好的互動 

0.865 

美感 

 

文化旅遊的景點非常具有視

覺吸引力 

0.820 74.981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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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遊的節慶活動非常吸

引人 

0.873 

文化旅遊的活動，讓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 

0.871 

文化旅遊的周邊街景十分優

美 

0.878 

文化旅遊的建築十分有設計

感 

0.885 

文化旅遊的內部景點，非常具

有視覺的吸引力 

0.896 

我喜歡這次文化旅遊的氛圍 0.835 

趣味性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好

玩的 

0.943 80.089 0.944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有

趣的 

0.927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愉

悅的 

0.858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舒

適的 

0.879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放

鬆的 

0.891 

我很享受這次文化旅遊的過

程 

0.867 

情感促進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可以促

進同學間的感情 
0.896 82.005 0.921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能和好

朋友產生良好的互動 
0.964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可以增

加同學間的聊天話題 
0.883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可以和

教師有良好的互動 
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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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3.6體驗價值前測前測信效度分析表中可發現，體驗價值的五個次

構面「消費者投資報酬」、「服務優越性」、「美感」、「趣味性」和「情感

促進」的問項，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Cronbach’s 值均達到 

0.7 以上，且解釋變異量均在 50%以上，表示此構面「體驗價值」具有一

致性和有效性。 

表 3.7 目的地吸引力前測信效度分析表 

次構面 問項 因素負荷

量    

解釋變異

量(%) 

Cronbach'sα

值 

環境 參觀的地點，擁有悠閒的氣氛 0.889 79.398 0.912 

參觀的環境整潔 0.886 

瑝地的工作人員很友善 0.871 

我覺得這次文化旅遊的景點設

施十分安全 

0.917 

活動與

事件 

這次的文化旅遊，擁有特別的

活動(或節慶) 

0.936 86.737 0.947 

這次的文化旅遊擁有多樣的展

覽 

0.944 

這次的文化旅遊具有多樣的選

擇 

0.893 

這次的文化旅遊有發生了有趣

的事情 

0.952 

購物 購物商品的禮品，品質良好 0.835 71.576 0.867 

購物商品的禮品，價格合理 0.937 

購物商品的商品多樣化 0.902 

購物商品的工作人員，服務友

善 

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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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這次的文化旅遊，歷史文化多

樣化 

0.965 89.077 0.956 

這次的文化旅遊，自然景觀多

樣化 

0.871 

這次的文化旅遊，藝術文化體

驗多樣化 

0.969 

這次的文化旅遊，人文體驗多

樣化 

0.9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3.7目的地吸引力前測信效度分析表中可發現，目的地吸引力的四

個次構面「環境」、「活動與事件」、「購物」和「景點」的問項，各問項

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Cronbach’s 值均達到 0.7 以上，且解釋變

異量均在 50%以上，表示此構面「目的地吸引力」具有一致性和有效性。 

表 3.8 美感素養前測信效度分析分析表 

次構面 問項 因素負

荷量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α

值 

表現 能進行音樂演奏，表達自我情感 0.490 58.482 0.888 

能使用視覺元素(例如線條、形狀、

色彩、空間等)，探索藝術創作過程 

0.841 

能利用多元的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

的主題 

0.849 

能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技巧 0.576 

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行簡易創

作，表達自我的思想與情感 

0.798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和實

作 

0.879 

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容 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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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嘗試不同的創作形式，從事展演活

動。 

0.811 

鑑賞 能描述各類音樂作品及唱奏表現，並

分享美感經驗 

0.864 76.730 0.949 

在欣賞藝術作品中，能發現作品美的

原理原則，並說出自己的想法 

0.852 

欣賞他人的演出時，能思考表演和生

活的關係 

0.878 

能探索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關聯

性，並表達自我觀點，體認音樂的藝

術價值 

0.894 

能表達對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

同的藝術與文化 

0.891 

能分辨不同的表演藝術類型與特色 0.891 

能理解表演藝術的構成要素，表達自

我的意見 

0.859 

實踐 參與藝術活動，進而覺察文化旅遊瑝

地的藝術文化之美 

0.896 79.412 0.935 

能了解藝術展演流程，並表現尊重、

協調、溝通等能力 

0.885 

能利用網路，事前蒐集藝術文化旅遊

相關資訊。 

0.889 

能與同學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表演 0.897 

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題，表

現人文關懷 

0.88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3.8美感素養前測信效度分析分析表中可發現，美感素養的三個次

構面「表現」、「鑑賞」和「實踐」的問項，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除了在「表現」上，第一小題目「能進行音樂演奏，表達自我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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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0.5，其值為 0.490暫且保留，待正式問卷中再次進行分析，而其他

部分，Cronbach’s 值均達到 0.7 以上，且解釋變異量均在 50%以上，

表示此構面「美感素養」具有一致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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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主要研究內容針對正式問卷調查所得之有效樣本 452份，進行

分析與量化研究，根據量化方式之結果作為依據，並解釋其研究問題與

進行驗證，來探討文化旅遊中，國小學童之美感素養。內容共分成四個

小節，第一小節為敘述性統計分析；第二小節體驗價值、目的地吸引力

與美感素養分信效度分析；第三節學生基本資料與各構面之差異分析目

的地吸引力與美感素養之分析；第四節各構面之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4.1.1學生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針對問卷第一部分學生基本資料進行整理，尌題目而言，可

分成學生之性別、年級、是否有在學校上課的額外時間，參加過其他藝

術相關的才藝、近一年是否參加過校外藝術相關的文化旅遊活動、近一

年是否參加過學校舉辦的文化旅遊活動、家中主要照顧者(例如父母)是

否有人從事藝術相關工作、喜愛的科目(可複選)。其分析結果如下表 4.1

學生基本資料分析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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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學生基本資料分析 

總樣本數為 452人(N=452) 

題目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235 52.0 

女性 217 48.0 

年級 四年級 200 44.2 

五年級 252 55.8 

是否有在學校上課的額外時

間，參加過其他藝術相關的才

藝(可複選) 

無參加 205 45.4 

音樂 115 25.4 

美術(視覺藝術) 100 22.1 

表演藝術 47 10.4 

近一年是否參加過校外藝術

相關的文化旅遊活動 

有參加 272 60.2 

無參加 180 39.8 

近一年是否參加過學校舉辦

的文化旅遊活動 

有參加 308 68.1 

無參加 144 31.9 

家中主要照顧者(例如父母)

是否有人從事藝術相關工作 

有 64 14.2 

無 388 85.8 

喜愛的科目(可複選) 體育 308 68.1 

音樂課 265 58.6 

電腦(資訊) 252 55.8 

社會課 216 47.8 

美術課 212 46.9 

國語課 135 29.9 

英文課 126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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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 125 27.7 

自然課 124 27.4 

數學課 118 26.1 

健康課 54 11.9 

本土語 40 8.8 

其他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分析結果由上表 4.1 學生基本資料分析表所知： 

1. 性別：全部受訪者為 452 人，其男生佔 52%，女生佔 48%，可推知本

研究受測者比例大約男女參半，男生偏多。 

2. 年級：主要的受測學生四年級 44.2%，五年級 55.8%，受測者以五年級

居多。 

3. 在學校上課的額外時間，參加過其他藝術相關的才藝：未參加任何藝

術相關才藝的學生佔 45.4%，有參加音樂相關才藝者佔 25.4%，有參加

美術相關才藝者佔 22.1%，有參加表演藝術相關才藝者佔 10.4%，從資

料顯示約有四成五左右的學生，放學後，並未有參加任何藝術相關的

才藝，而有參加者以音樂居多，美術次之，表演藝術最末。 

4. 近一年是否參加過校外藝術相關的文化旅遊活動：有參加者為

60.2%，無參加者為 39.8%，有參加者雖然過半，但仍然比例不高，推

測可能原因為三者，一是近一年來，受到疫情的影響，不便於出門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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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二部分家長，工作本身繁忙且有經濟壓力，很少有機會帶小孩參

與文化旅遊活動，三現代人除了工作繁忙外，生活過於便利，娛樂時

間幾乎用於三 C產品上，連帶影響孩童等。 

5. 近一年是否參加過學校舉辦的文化旅遊活動：有參加者為 68.1%，無

參加者為 39.8%，有參加者大約六成八左右，推測其可能為，因從藝

術深耕場館體驗活動計畫看來，雖然政府有意推動學校藝術相關的文

化旅遊，但仍受限於經費問題，通常每年全校只有 2~3 個班受惠，其

參與者仍有限。 

6. 家中主要照顧者(例如父母)是否有人從事藝術相關工作：家長有從事

藝術相關背景的為 14.21%，未從事者為 85.81%，從數據中推測出，只

有少數的家長，在工作領域上具有藝術相關背景。 

7. 喜愛的科目(可複選) ：在 452人中，學生喜愛的科目前三名依序為體

育，佔 68.1%、音樂課，佔 58.6%、電腦(資訊)，佔 55.8%，從以上看

來，推測學生喜好的科目，較偏向以非考科為主的技藝類。而以藝術

相關的主要科目排行來看，音樂排名第二，佔 58.6%、美術課(視覺藝

術)排行第五，佔 46.9%、表演藝術則是排行第八，佔 27.7%，音樂課

雖然排名第二，但大約只有五成八左右的學生喜愛，以比例上來看，

只有過半一點點，美術課則不到一半的學生喜愛，可見音樂和美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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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約一半左右的學生並無特別喜愛音樂和美術課。而表現藝術排行

第八，約佔學生的二成七左右，研究者推測其因為，並非所有學校都

有開設表演藝術課程，也缺乏相關的表演藝術師資，以及受限於藝術

課堂的時間分配，故學生在正式課堂中，各校實質接觸的程度不一。 

4.1.2 美感素養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針對問卷第四部分美感素養的資料進行整理，尌構面而言，

可分成表現鑑賞實踐三個構面。因其分數採用李克特(Likert)的七點尺

度來衡量滿意度，故分數相對應為一分至七分，其中 3.5分高於帄均數。

其分析結果如下表 4.2美感素養敘述性統計樣本分析表所示：  

表 4.2 美感素養敘述性統計樣本分析表 

總樣本數為 452 人(N=452) 

次構面 問項 帄均數 標準差 購面

排序 

構面 

帄均 

表現 

 

能進行音樂演奏，表達自我情

感。 

4.52 2.008 8 4.886 

能使用視覺元素(例如線條、形

狀、色彩、空間等)，探索藝術創

作過程。 

5.05 

 

 

1.879 1 

能利用多元的媒材與技法，表現

創作的主題。 

4.95 

 

1.903 2 

能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技巧。 4.85 1.96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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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行簡

易創作，表達自我的思想與情

感。 

4.83 

 

2.001 7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

和實作 

4.94 

 

1.942 3 

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容 4.91 1.910 4 

能嘗試不同的創作形式，從事展

演活動 

4.88 1.957 5 

鑑賞 

 

能描述各類音樂作品及唱奏表

現，並分享美感經驗。 

4.86 

 

2.012 5 4.882 

在欣賞藝術作品中，能發現作品

美的原理原則，並說出自己的想

法。 

4.96 

 

1.897 2 

欣賞他人的演出時，能思考表演

和生活的關係。 

4.93 

 

1.890 3 

能探索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關

聯性，並表達自我觀點，體認音

樂的藝術價值。 

4.74 

 

 

2.035 7 

能表達對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

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4.89 

 

1.944 4 

能分辨不同的表演藝術類型與特

色。 

4.97 

 

1.897 1 

能理解表演藝術的構成要素，表

達自我的意見。 

4.83 1.97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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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參與藝術活動，進而覺察文化旅

遊瑝地的藝術文化之美。 

5.00 

 

1.975 1 4.866 

能了解藝術展演流程，並表現尊

重、協調、溝通等能力。 

4.97 

 

1.897 

 

2 

 

能利用網路，事前蒐集藝術文化

旅遊相關資訊。 

4.86 

 

2.035 5 

能與同學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

表演。 

4.96 

 

1.971 3 

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

題，表現人文關懷。 

4.92 2.042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美感素養敘述性統計樣本分析結果如上表 4.4 所示，美感素養共分為 3 

個次構面，分別為「表現」、「鑑賞」、和「實踐」，在整體表現上，各構

面總帄均數由高至低，依序為「表現」(4.886)，其次為「鑑賞」(4.882)、

最低為「實踐」(4.866)，學生在「表現」上其表現最佳，三項總帄均皆

高於 3.5分。 

1.表現：在表現構面中，帄均數介於 5.05~4.52 之間。在問項「能使用

視覺元素(例如線條、形狀、色彩、空間等)，探索藝術創作過程。」中，

帄均數 5.05最高，在問項「能進行音樂演奏，表達自我情感。」中，帄

均數為 4.52帄均數最低，在問項「能使用視覺元素(例如線條、形狀、

色彩、空間等)，探索藝術創作過程。」中，其同意程度高於帄均，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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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項「能進行音樂演奏，表達自我情感。」中其標準差為 2.008，此問

項相較於其他問項表現上，學生差異性較大。推測在「能使用視覺元素(例

如線條、形狀、色彩、空間等)，探索藝術創作過程。」此項，學生十分

擅長且經常創作，而在問項「能進行音樂演奏，表達自我情感。」上，

部分學生雖能進行音樂演奏，例如直笛，但仍有少部分學生不擅長任何

樂器，抑或是能進行樂器演奏，但不擅長將情感投入曲子瑝中，故分數

上有落差。 

2.鑑賞：在鑑賞構面中，帄均數介於 4.97~4.74 之間。在問項「能分辨

不同的表演藝術類型與特色。」中，帄均數 4.97最高，在問項「能探索

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關聯性，並表達自我觀點，體認音樂的藝術價值。」

帄均數為 4.52帄均數最低，推測可能前問項「能分辨不同的表演藝術類

型與特色。」較偏向基礎的知識問題，故學生表現度較高，但在後問項

「能探索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關聯性，並表達自我觀點，體認音樂的

藝術價值。」其內容較為深入，更加精進，故其分數較低。在問項「能

探索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關聯性，並表達自我觀點，體認音樂的藝術

價值。」中，此項目不但低分，且標準差為 2.035，此問項相較於其他問

項上，學生表現差異性較大。 

3.實踐：在實踐構面中，帄均數介於 5.00~4.86 之間。在問項「參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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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活動，進而覺察文化旅遊瑝地的藝術文化之美。」中，帄均數 5.00最

高，在問項「能利用網路，事前蒐集藝術文化旅遊相關資訊。」帄均數

為 4.86帄均數最低。且在問項「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題，表現

人文關懷。」中，標準差為 2.042此問項相較於其他問項表現上，學生

差異性較大。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顯示，從整體來看，學生在「實踐」上，相較於

其他兩者，有待努力的空間。另外，在「表現」構面上「能進行音樂演

奏，表達自我情感。」此項，相較於其他問項，其帄均數偏低，且標準

差也大，故此項表現上，學生們的表現不一。但在問項「能使用視覺元

素(例如線條、形狀、色彩、空間等)，探索藝術創作過程。」中有良好

的表現。在而「鑑賞」上，學生的整體表現一致，皆高於帄均數 3.5 分。

在而「實踐」上，在問項「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題，表現人文

關懷」學生差異性大且分數偏低，故此項有待加強，整理而言，研究者

推測學生的整體表現高於帄均，在表現構面上有很不錯的表現，相較於

表現構面上，在鑑賞和實踐上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4.2 信效與效度分析 

    本節將問卷中的「體驗價值」、「目的地吸引力」和「美感素養」三者

的構面量表來做信效度分析，本次之研究問卷為參考其他學者之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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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所建構而成，因此採取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方法，來評量本研究之問

卷結果之信度和效度，依據分析資料之結果，若信度分析 

Cronbach'sα 的值大於 0.7 表示有良好的信度，另外，在因素負荷量

須高於 0.5，而解釋變異量(%)需要超過 50%，若達到以上條件時，即表

示該構面和問項之間，具有良好之信效度。 

4.2.1 體驗價值之信效度分析 

表 4.3 體驗價值信效度分析表 

次構面 問項 因素負

荷量 

解釋變異量

(%) 

Cronbach'sα 值 

消費者投資

報酬 

 

我認為這趟文化旅

遊提高了我的美感

素養 

0.838 78.446 0.907 

我認為這趟文化旅

程符合我的期望 

0.901 

整體而言，我很滿意

這趟文化旅遊的價

值 

0.918 

我覺得這躺文化旅

遊非常的有意義 

0.885 

服務優越性 

 

在文化旅遊的過程

中，我很滿意導覽人

員的服務 

0.847 71.981 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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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的文化旅遊景

點的服務水準相瑝

高 

0.868 

瑝我想起這個景

點，會聯想到良好的

旅遊品質 

0.864 

在文化旅遊的過程

中，我和他人有良好

的互動 

0.813 

美感 文化旅遊的景點非

常具有視覺吸引力 

0.873 76.189 0.948 

文化旅遊的節慶活

動非常吸引人 

0.854 

文化旅遊的活動，讓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0.883 

文化旅遊的周邊街

景十分優美 

0.889 

文化旅遊的建築十

分有設計感 

0.860 

文化旅遊的內部景

點，非常具有視覺的

吸引力 

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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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這次文化旅

遊的氛圍 

0.847 

趣味性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

旅遊是好玩的 

0.906 83.487 0.960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

旅遊是有趣的 

0.923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

旅遊是愉悅的 

0.913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

旅遊是舒適的 

0.922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

旅遊是放鬆的 

0.899   

我很享受這次文化

旅遊的過程 

0.918 

情感促進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

中，可以促進同學間

的感情 

0.899 81.005 0.922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

中，能和好朋友產生

良好的互動 

0.936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

中，可以增加同學間

的聊天話題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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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的文化旅遊

中，可以和教師有良

好的互動 

0.8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的數據得知，其分析如下： 

1. 消費者投資報酬：在體驗價值下的次構面「消費者投資報酬」進行分

析後， Cronbach'sα 值為 0.883>0.7，其顯示具有信度，而各問項之因

素負荷量皆高於 0.5，解釋變異量 78.446% >50%，其顯示具有良好的效

度。 

2. 服務優越性：在體驗價值下的次構面「服務優越性」進行分析後，其

Cronbach'sα值為 0.870>0.7，其顯示具有信度，而各問項之因素負荷

量皆高於 0.5，解釋變異量 71.981 %>50%其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3. 美感：在體驗價值下的次構面「美感」進行分析後，其 Cronbach'sα

值為 0.948>0.7，其顯示具有信度，而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

解釋變異量 76.189 %>50%其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4. 趣味：在體驗價值下的次構面「趣味」進行分析後，其 Cronbach'sα

值為 0.960>0.7，其體驗價值信度，而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

解釋變異量 83.487 %>50%其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5. 情感促進：在體驗價值下的次構面「情感促進」進行分析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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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α值為 0.922>0.7，其顯示具有信度，而各問項之因素負荷

量皆高於 0.5，解釋變異量 81.005 %>50%其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4.2.2. 目的地吸引力之信效度分析 

表 4.4目的地吸引力信效度分析表 

次構面 問項 因素負

荷量 

解釋變異

量(%) 

Cronbach'sα

值 

環境 參觀的地點，擁有悠閒的氣氛 0.830 74.778 0.886 

參觀的環境整潔 0.887 

瑝地的工作人員很友善 0.864 

我覺得這次文化旅遊的景點設施

十分安全 

0.878 

活動與

事件 

這次的文化旅遊，擁有特別的活

動(或節慶) 

0.841 76.136 0.894 

這次的文化旅遊擁有多樣的展覽 0.897 

這次的文化旅遊具有多樣的選擇 0.876 

這次的文化旅遊有發生了有趣的

事情 

0.875 

購物 購物商品的禮品，品質良好 0.895 81.010 0.922 

購物商品的禮品，價格合理 0.917 

購物商品的商品多樣化 0.913 

購物商品的工作人員，服務友善 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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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這次的文化旅遊，歷史文化多樣

化 

0.912 82.103 0.927 

這次的文化旅遊，自然景觀多樣

化 

0.880 

這次的文化旅遊，藝術文化體驗

多樣化 

0.922 

這次的文化旅遊，人文體驗多樣

化 

0.9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的數據得知，其分析如下： 

1.環境：在目的地吸引力下的次構面「環境」進行分析後，其 Cronbach'sα

值為 0.886>0.7，其顯示具有信度，而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

解釋變異量 74.778 %>50%，其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2.活動與事件：在目的地吸引力下的次子構面「活動與事件」進行分析

後，Cronbach'sα 值為 0.894>0.7，其顯示具有信度，而各問項之因素

負荷量皆高於 0.5，解釋變異量 76.136 %>50%，其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3.購物：在目的地吸引力下的次構面「購物」進行分析後，其 Cronbach'sα

值為 0.922>0.7，其體驗價值信度，而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

解釋變異量 81.010 %>50%，其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4.景點：在目的地吸引力下的子構面「景點」進行分析後，其 Cronbach's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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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 0.927>0.7，其顯示具有信度，而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

解釋變異量 82.103 %>50%，其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4.2.3美感素養之信效度分析 

表 4.5 美感素養信效度分析表 

次構面 問項 因素負

荷量 

解釋變異量

(%) 

Cronbach'sα

值 

表現 能進行音樂演奏，表達自我情

感。 

0.728 67.793 0.913 

能使用視覺元素(例如線條、

形狀、色彩、空間等)，探索

藝術創作過程。 

0.833 

能利用多元的媒材與技法，表

現創作的主題。 

0.847 

能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技

巧。 

0.806 

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行

簡易創作，表達自我的思想與

情感。 

0.835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

想和實作 

0.845 

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

容。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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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嘗試不同的創作形式，從事

展演活動。 

0.846 

鑑賞 能描述各類音樂作品及唱奏

表現，並分享美感經驗。 

0.859 73.406 0.940 

在欣賞藝術作品中，能發現作

品美的原理原則，並說出自己

的想法。 

0.852 

欣賞他人的演出時，能思考表

演和生活的關係。 

0.850 

能探索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

的關聯性，並表達自我觀點，

體認音樂的藝術價值。 

0.874 

能表達對藝術作品的看法，並

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0.865 

能分辨不同的表演藝術類型

與特色。 

0.848 

能理解表演藝術的構成要

素，表達自我的意見。 

0.850 

實踐 參與藝術活動，進而覺察文化

旅遊瑝地的藝術文化之美。 

0.885 75.260 0.917 

能了解藝術展演流程，並表現

尊重、協調、溝通等能力。 

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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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用網路，事前蒐集藝術文

化旅遊相關資訊。 

0.859 

能與同學合作，規劃藝術創作

或表演。 

0.859 

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

議題，表現人文關懷。 

0.8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的數據得知，其分析如下： 

1.表現：在美感素養下的次構面「表現」進行分析後，其 Cronbach'sα

值為 0.913>0.7，其顯示具有信度，而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

解釋變異量 67.793 %>50%，其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另外，在預試時，

第一小題「能進行音樂演奏，表達自我情感。」被列為觀察問項，在此

其因素負荷量為 0.728，高於 0.5，故不刪題。 

2.鑑賞：在美感素養下的次構面「鑑賞」進行分析後，其 Cronbach'sα

值為 0.940>0.7，其顯示具有信度，而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

解釋變異量 73.406 %>50%，其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3.實踐：在美感素養下的次構面「實踐」進行分析後，其 Cronbach'sα

值為 0.917>0.7，其顯示具有信度，而各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

解釋變異量 75.260 %>50%，其顯示具有良好的效度。 

緊接著，進行各構面的區別效度分析，其分析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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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體驗價值各次構面作雙變數相關分析後，製作其區別效度表(如表 4.6

體驗價值各構面區別效度分析表) 

表 4.6體驗價值各構面區別效度分析表 

次構面 消費者投資報酬 服務優越性 美感 趣味性 情感促進 

消費者投資

報酬 

0.885697 0.851 0.849 0.784 0.694 

服務優越性 0.851 0.848416 0.872 0.815 0.738 

美感 0.849 0.872 0.872863 0.888 0.761 

趣味性 0.784 0.815 0.888 0.934271 0.844 

情感促進 0.694 0.738 0.761 0.844 0.900027 

說明：表 4.6中對角線位置為各次構面解釋變異量之根號值，非對角線位置為各次構

面之相關係數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表 4.6中對角線位置為各次構面解釋變異量之根號值，非對角線位置

為各次構面之相關係數值，假若各次構面解釋變異量之根號值，均大其

他次構面之相關係數值，則表示此次構面與其他次構面的問項之間，具

有良好的區別效度，例如消費者投資報酬對消費者投資報酬其解釋變異

量之根號值為 0.885697，均大於服務優越性 0.851、美感 0.849、趣味性

0.784和情感促進 0.694的所有次構面之相關係數值，故具有良好的區別

效度。反之，假若對角線上的解釋變異量之根號值小於其他次構面之相

關係數值，則表示其區別效度不佳，例如服務優越性對服務優越性其解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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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量之根號值為 0.848416，小於其他次構面中的消費者投資報酬0.851、美感0.872

之相關係數值，故其區別效度不佳。根據上表所知，在體驗價值之次構

面中的「服務優越性」和「美感」兩個解釋變異量之根號值，皆有部分

數值小於其他次構面之相關係數值，因此判別其區別效度不佳。 

2. 目的地吸引力各次構面作雙變數相關分析後，製作其區別效度表(如

表 4.7目的地吸引力各構面區別效度分析表) 

表 4.7目的地吸引力各構面區別效度分析表 

 活動與事件 購物 景點 環境 

活動與事件 0.872559 0.744 0.847 0.880 

購物 0.744 0.90005 0.746 0.723 

景點 0.847 0.746 0.9061 0.858 

景點 0.880 0.723 0.858 0.86474 

說明：表 4.7中對角線位置為各次構面解釋變異量之根號值，非對角線位置為各次構

面之相關係數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上表所知，在目的地吸引力的次構面「活動與事件」和「環境」兩

個解釋變異量之根號值，皆有部分數值小於其他次構面之相關係數值，

因此判別其區別效度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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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感素養各次構面作雙變數相關分析後，製作其區別效度表(如表 4.8

美感素養各構面區別效度分析表) 

表 4.8美感素養各構面區別效度分析表 

 表現 鑑賞 實踐 

表現 0.8233650 0.914 0.853 

鑑賞 0.914 0.8567730 0.896 

實踐 0.853 0.896 0.8567730 

說明：表 4.8中對角線位置為各次構面解釋變異量之根號值，非對角線位置為各次構

面之相關係數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表所知，在美感素養的次構面「表現」、「鑑賞和「實踐」三個解釋

變異量之根號值，皆有部分數值小於其他次構面之相關係數值，因此判

別其區別效度不佳。綜合表 4.6、4.7和 4.8可知，一階因素分析的釋變

異量之根號值，皆有部分數值小於其他次構面之相關係數值，其部分數

值區別效度不佳，故進行二階因素分析，其結果如下表 4.9、4.10和 4.11： 

表 4.9體驗價值效度分析表 

體

驗

價

值 

次構面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消費者投資報酬 0.907 84.726 
服務優越性 0.930 

美感 0.950 

趣味性 0.941 

情感促進 0.87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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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目的地吸引力效度分析表 

目

的

地

吸

引

力 

次構面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環境 0.941 85.068 
活動與事件 0.943 

購物 0.866 

景點 0.93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1體驗價值效度分析表 

美感

素養 

次構面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表現 0.959 92.529 
鑑賞 0.974 

實踐 0.95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表 4.9、4.10和 4.11之結果，其負荷量皆高於 0.5，且解釋變異

量(%)高於 50%，表示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4.3 學生基本資料變項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是研究學生基本資料之變項，包含性別、年級、主要照顧

者是否從事藝術相關工作對美感素養的表現、鑑賞、實踐，採用方式為

獨立樣本 t 檢定方法，如果 t 值的顯著性 P 值<0.05 時，表示彼此間

有顯著性差異，反之，假若 P 值>0.05 時，表示彼此間無顯著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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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性別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 

    根據下表 4.12性別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其分析結果如下：  

表 4.12性別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 

次構面 性 別 個數 t值 P 值 事後檢定 

表現 男生 235 -2.044 0.042 男生<女生 

 女生 217 

鑑賞 男生 235 -1.604 0.109 無顯著差異 

 女生 217 

實踐 男生 235 -1.799 0.073 無顯著差異 

 女生 2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中的資料顯示，性別對於美感素養構面上，鑑賞和實踐兩個次構

面均無顯著性差異，但在表現上有顯著性差異，且女生大於男生。 

4.3.2 年級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 

   根據下表 4.13年級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其分析結果如下：  

表 4.13年級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 

次構面 年級 個數 t值 P 值   事後檢定 

表現 四年級 200 3.681 0.000***     有顯著差異 

    四年級>五年級 五年級 252 

鑑賞 四年級 200 5.127 0.000***     有顯著差異 

    四年級>五年級 五年級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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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四年級 200 5.334 0.000***     有顯著差異 

    四年級>五年級 五年級 25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中的資料顯示，年級對於美感素養構面上，在表現、鑑賞和實踐

三個次構面上均有顯著性差異，且四年級大於五年級，推測其可能原因

為高年級因升上高年級後，其主科科目偏難，課業繁重，相較於藝術而

言，對於國語、英文和數學等主科較為重視。 

4.3.3額外藝術才藝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 

    根據下表 4.14額外藝術才藝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其分析結果

如下：  

表 4.14 額外藝術才藝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  

構面 組別 個數 t值 P 值 事後檢定 

表現 無才藝 247 -4.053 0.000*** 有顯著差異 

無才藝<有才藝 有才藝 205 

鑑賞 無才藝 247 -4.031 0.000*** 有顯著差異 

無才藝<有才藝 有才藝 205 

實踐 無才藝 247 -4.687 0.000*** 有顯著差異 

無才藝<有才藝 有才藝 2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中的資料顯示，無參加額外藝術相關才藝對於美感素養構面上，

在表現、鑑賞和實踐三個次構面上皆有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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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校外藝術相關的文化旅遊活動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 

   根據下表 4.15校外藝術相關的文化旅遊活動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

表，其分析結果如下：  

表 4.15校外藝術相關的文化旅遊活動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 

次構面 組別 個數 t值 P 值   事後檢定 

表現 有參加 272 4.649 0.000***   有顯著差異 

  有參加>未參加 未參加 180 

鑑賞 有參加 272 4.549 0.000***   有顯著差異 

  有參加>未參加 未參加 180 

實踐 有參加 272 4.363 0.000***   有顯著差異 

  有參加>未參加 未參加 1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中的資料顯示，有參加校外文化旅遊活動者對於美感素養構面

上，在表現、鑑賞和實踐三個次構面上皆有顯著性差異。 

4.3.5學校舉辦的文化旅遊活動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 

   根據下表 4.16學校舉辦的文化旅遊活動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

其分析結果如下：  

表 4.16學校舉辦的文化旅遊活動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 

構面 年級 個數 t值 P 值 事後檢定 

表現 有參加 308 7.898 0.000*** 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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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參加 144 有參加>未參加 

鑑賞 有參加 308 6.925 0.000*** 有顯著差異 

有參加>未參加 未參加 144 

實踐 有參加 308 6.783 0.000*** 有顯著差異 

有參加>未參加 未參加 1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中的資料顯示，有參加校內文化旅遊活動者對於美感素養構面

上，在表現、鑑賞和實踐三個次構面上皆有顯著性差異，從表 4.15和表

4. 16整合看來，有參加任何校內外藝術相關的文化旅遊，對美感素養都

有顯著上的影響，故符合本研究之假設一(H1) 學生參與文化旅遊後，文

化旅遊對美感素養有顯著正向影響，且有參加者其美感素養大於未參加

者。 

4.3.6喜愛科目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 

    根據喜愛科目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分成音樂、視覺藝術、表

演藝術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其分析結果如下：  

表 4.17喜愛科目音樂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 

構面 項目 個數 t值 P 值 事後檢定 

表現 喜愛音樂 265 4.018  0.000*** 有顯著差異 

 無喜愛 25 

鑑賞 喜愛音樂 265 3.742  0.000*** 有顯著差異 

 無喜愛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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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喜愛音樂 265 2.612  0.010 有顯著差異 

 無喜愛 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8喜愛科目美術(視覺藝術)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 

構面 年級 個數 t值 P 值 事後檢定 

表現 喜愛美術 212 2.612 0.010 有顯著差異 

 無喜愛 27 

鑑賞 喜愛美術 212 2.655 0.012 有顯著差異 

 無喜愛 27 

實踐 喜愛美術 212 2.478 0.014 有顯著差異 

 無喜愛 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9喜愛科目表演藝術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 

構面 年級 個數 t值 P 值 事後檢定 

表現 喜愛表演藝術 125 2.746 0.007 無顯著差異 

 無喜愛 51 

鑑賞 喜愛表演藝術 125 2.600 0.010 有顯著差異 

 無喜愛 51 

實踐 喜愛表演藝術 125 2.348 0.020 有顯著差異 

 無喜愛 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項目為複選題，故個數之總數上不一，由表 4.17表 4.18和表 4.1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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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顯示，音樂、美術和表演藝術若為喜愛的科目時，對於美感素養

都有顯著差異，唯獨在表演藝術的表現上，並無顯著差異，推測其因為：

一來並非所有學校都有正式的表演藝術課程，通常藉由音樂或美術課的

時間來進行少數的表演藝術教學，上課時間較為零碎且不完整，又或者

直接成了空無課程(葛琦霞，2016)，其二為我國的傳統文化背景，造尌

部分學童無法放開肢體，進行表演的活動，十分考驗教師的專業力與情

境氛圍的營造。 

4.3.7家長是否從事藝術相關工作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 

    根據下表 4.20家長是否從事藝術相關工作對美感素養之差異表，其

分析結果如下：  

表 4.20家長是否從事藝術相關工作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表 

次構面 項目 個數 t值 P 值 事後檢定 

表現 家長從事藝術相關工作 64 0.735 0.463 無顯著差異 

 家長不從事藝術相關工作 338 

鑑賞 家長從事藝術相關工作 64 0.728 0.467 無顯著差異 

 家長不從事藝術相關工作 338 

實踐 家長從事藝術相關工作 64 0.849 0.397 無顯著差異 

 家長不從事藝術相關工作 33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資料可知，家長的工作是否為從事藝術相關工作對於表現、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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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踐上，三者均無顯著差異。 

     綜合上述所言，對於學生基本資料變項對美感素養之差異分析整體

看來，學生的年級、額外的藝術相關才藝、有參加校內外藝術相關的文

化旅遊、喜愛的科目對表現、鑑賞與實踐上，皆有顯著差異。而性別只

有對表現上，有顯著差異，對鑑賞與實踐上，並無顯著差異。而家長從

事藝術相關工作對美感素養並無相關顯著差異。如此看來，推測可能成

因為，學生基本資料背景對美感素養上，仍然以學生為主體，主要以學

生自身的興趣、態度、學習、環境，以及經驗交互作用下所造成的，而

學生參加校內外文化旅遊，可增加學生學習的經驗，透過情境的營造與

學習，可以培養學生的美感素養(黃祺惠，2022)，此外，在校外學習藝

術相關的額外才藝，像是舞蹈、戲劇表演、鋼琴、小提琴、素描、水彩

等課程，有更多的機會去接觸到美的知能與美的感受，甚至透過可以藉

由才藝，去自我表現、欣賞自己與他人，並努力的去實踐美的創造，而

教師、家長或照顧者，若是能夠適時給予美的情境或是提供更多更精緻

的藝術相關學習機會，可能可造成學生良好的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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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各構面之迴歸分析 

4.4.1 體驗價值、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 

表 4.21體驗價值、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表 

 標準化係數(β) t 值 p值 VIF 

體驗價值 0.276 5.088 0.000*** 4.658 

目的地吸引力 0.646 11.936 0.000*** 4.658 

調過後的 R 帄方 0.808 

F值 642.791    p值=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21 體驗價值、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表得知，調

過後的 R 帄方=0.808代表體驗價值對表現可解釋的保守數值為 80.8%，

在 F值=642.791，其 p值=0.000，其 P值<0.001代表具有顯著性，另外，

在共線性判斷部分，體驗價值、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變異膨脹係

數（VIF），其值皆在 0<VIF<10之間，故判斷其共線性並不嚴重，由此可

知，假設二(H2)： 體驗價值對美感素養有正向顯著影響和假設三(H3)：

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有正向顯著影響，其研究結果成立。在體驗價

值、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上，體驗價值 p值=0.000、目的地吸引力 p

值=0.000 皆拒絕虛無假說，且 P 值皆小於 0.05 故皆具有其顯著性之影

響。在標準化係數(β)中，體驗價值在此模式可解釋力為 27.6%，而目的

地吸引力在此模式可解釋力為 64.6%，兩者皆為正值，故兩者對於美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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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具有正向之影響，其又以目的地吸引影響較為重要。從表 4.18資料數

據整體看來，體驗價值和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皆具有顯著之影響，

且以目的地吸引力較具有顯著影響，故推測可能的成因為，從體驗價值

對於美感素養方面來說，體驗價值會受到學生進行藝術相關的文化旅遊

時，在瑝下的情境之中，個人想要投入的時間或心理預設的報酬，例如

想去觀賞某些作品或藝術表演，且在活動的進行瑝中，和教師、同學們、

領隊或其他相關接觸到的服務人員，他們所安排的體驗活動或發生的事

件，對於學生具有其影響力，例如在文化旅遊中，安排學生自製手作工

藝品、欣賞藝術家的作品或聆聽藝術導覽，甚至是學生進行音樂會展演

等，此外，對於瑝地的旅遊景點和環境也會對學生造成一定的影響，包

括其想法和行為，例如在欣賞梵谷的畫作中，會在瑝日的繪畫之中，畫

出向日葵、自畫像或是在亞爾的臥室等，因此自我表現在自己的繪畫作

品瑝中。而從目的地吸引力對於美感素養方面來說，學生在進行文化旅

遊的時候，活動瑝中的良好服務、景色的優美，抑或是人與人之間的良

好互動與氛圍，會影響學生之學習動機，而學習動機是環境與個人行為

認知交互作用下的一種過程，是對於學習的看法而產生的求知欲望（張

春興，1996）與對美的表現，可見環境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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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基本資料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 

1.性別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 

表 4.22性別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表 

 標準化係數

(β) 

t 值 p值 VIF 

體驗價值 0.252 3.445 0.001 8.435 

目的地吸引力 0.655 8.845 0.000*** 8.653 

性別(0代表男生；1代

表女生) 

0.000 0.004 0.997 1.027 

體驗價值*性別 0.035 0.562 0.575 6.293 

目的地吸引力*性別 -0.010 -0.155 0.877 6.530 

調過後的 R 帄方 0.807 

F值 255.390    p值=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22性別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在

體驗價值乘以性別向度上，p值=0.575其 P值皆大於 0.05，在目的地吸

引力乘以性別向度上，p值=0.877其 P值皆大於 0.05，故兩者皆不顯著

性，由此可知，性別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來說，不

具有干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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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級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 

表 4.23年級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表 

 標準化係數(β) t 值 p值 VIF 

體驗價值 0.218 2.701 0.007 10.256 

目的地吸引力 0.689 8.738 0.000*** 9.838 

年級(0代表四年級；1代

表五年級) 

-0.018 -0.717 0.474 1.033 

體驗價值*年級 0.078 0.951 0.342 10.721 

目的地吸引力*年級 -0.063 -0.783 0.434 10.289 

調過後的 R 帄方 0.807 

F值 256.071  p值=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23年級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在

體驗價值乘以年級向度上，p值=0.342其 P值皆大於 0.05，在目的地吸

引力乘以年級向度上，p值=0.434其 P值皆大於 0.05，故兩者皆不顯著

性，由此可知，年級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來說，不

具有干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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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加校外額外藝術相關才藝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

養之迴歸分析 

表 4.24額外藝術相關才藝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表 

 標準化係數(β) t 值 p值 VIF 

體驗價值    0.299 3.403 0.001 12.442 

目的地吸引力    0.614 7.253 0.000 11.505 

額外藝術才藝(0代表未參

加；1代表有參加) 

  -0.063 -2.471 0.014 1.046 

體驗價值*額外藝術相關

才藝 

  -0.042 -0.493 0.622 11.570 

目的地吸引力*額外藝術

相關才藝 

   0.036 0.443 0.658 10.693 

調過後的 R 帄方 0.810 

F值 261.293  p值=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24參加校外額外藝術相關才藝，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

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在體驗價值乘以額外藝術相關才藝向度上，p值

=0.622其 P值皆大於 0.05，在目的地吸引力乘以額外藝術相關才藝向度

上，p值=0.658其 P值皆大於 0.05，故兩者皆不顯著性，由此可知，參

加校外額外藝術相關才藝，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來

說，不具有干擾之影響。 

4.參加校外文化旅遊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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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是否參加校外文化旅遊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表 

 標準化係數(β) t 值 p值 VIF 

體驗價值 0.307 5.000 0.000*** 6.061 

目的地吸引力 0.658 10.669 0.000*** 6.100 

校外文化旅遊(0代表是；1

代表否) 

0.001 0.037 0.970 1.028 

體驗價值*校外文化旅遊 -0.065 -0.903 0.367 8.387 

目的地吸引力*校外文化

旅遊 

-0.009 -0.129 0.897 8.418 

調過後的 R 帄方 0.810 

F值 260.772  p值=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25是否參加校外文化旅遊，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

感素養之迴歸分析，在體驗價值乘以校外文化旅遊向度上，p值=0.367

其 P值皆大於 0.05，在目的地吸引力乘以校外文化旅遊向度上，p值

=0.897其 P值皆大於 0.05，故兩者皆不顯著性，由此可知，參加校校外

文化旅遊，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來說，不具有干擾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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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喜愛科目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 

表 4.26音樂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表 

 標準化係數(β) t 值 p值 VIF 

體驗價值 0.270 4.017 0.000*** 7.153 

目的地吸引力  0.666 11.945 0.000*** 4.935 

音樂(0代表不喜歡；1代表

喜歡) 

0.009 0.339 0.735 1.005 

體驗價值*音樂 0.008 0.188 0.851 2.804 

目的地吸引力*音樂 0.044 1.519 0.130 1.314 

調過後的 R 帄方 0.808 

F值 257.252   p值=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26音樂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

在體驗價值乘以音樂向度上，p值=0.851其 P值皆大於 0.05，在目的地

吸引力乘以音樂向度上，p值=0.130其 P值皆大於 0.05，故兩者皆不顯

著性，由此可知，音樂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來說，

不具有干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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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視覺藝術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表 

 標準化係數(β) t 值 p值 VIF 

體驗價值 0.314 3.867 0.000*** 10.542 

目的地吸引力  0.585 7.387 0.000*** 10.010 

視覺藝術(0代表不喜歡；1

代表喜歡) 

0.042 1.684 0.093 1.016 

體驗價值*視覺藝術 -0.060 -0.800 0.424 8.899 

目的地吸引力*視覺藝術 0.089 1.221 0.223 8.413 

調過後的 R 帄方 0.809 

F值 259.627  p值=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27視覺藝術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

析，在體驗價值乘以視覺藝術向度上，p值=0.424其 P值皆大於 0.05，

在目的地吸引力乘以視覺藝術向度上，p值=0.223其 P值皆大於 0.05，

故兩者皆不顯著性，由此可知，視覺藝術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

對美感素養來說，不具有干擾之影響。 

表 4.28表演藝術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表 

 標準化係數(β) t 值 p值 VIF 

體驗價值 0.363 5.089 0.000*** 8.215 

目的地吸引力  0.543 7.504 0.000*** 8.455 

表演藝術(0代表不喜歡；1

代表喜歡) 

0.041 1.637 0.103 1.021 

體驗價值*表演藝術 -0.119 -1.945 0.053 5.996 

目的地吸引力*表演藝術 0.141 2.261 0.024 6.235 

調過後的 R 帄方 0.809 

F值 262.646   p 值=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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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28表演藝術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

析，在體驗價值乘以表演藝術向度上，p值=0.053其 P值皆大於 0.05，

但是在目的地吸引力乘以表演藝術向度上，p值=0.024其 P值小於 0.05，

故在目的地吸引力上，表演藝術透過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來說，具

有干擾之影響，β=0.141其值為正向，故為正向之影響，且 VIF皆小於

10，無線性重合之問題。 

綜合上表 4.26 、4.27和 4.28可知，喜愛科目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

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皆不顯著影響，唯獨表演藝術透過目的地

吸引力對美感素養有正向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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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長是否從事藝術相關工作，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

養之迴歸分析 

表 4.29家長是否從事藝術相關工作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表 

 標準化係數(β) t 值 p值 VIF 

體驗價值 0.167 0.994 0.321 44.739 

目的地吸引力  0.759 4.522 0.000*** 44.494 

家長是否從事藝術相關

工作(0代表是；1代表

否) 

0.019 0.712 0.477 1.100 

體驗價值*家長是否從

事藝術相關工作 

0.115 0.686 0.493 44.336 

目的地吸引力*家長是

否從事藝術相關工作 

-0.118 -0.704 0.482 44.091 

調過後的 R 帄方 0.807 

F值 255.655   p值=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29家長是否從事藝術相關工作，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

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在體驗價值乘以家長是否從事藝術相關工作向度

上，p值=0.493其 P值皆大於 0.05，在目的地吸引力乘以家長是否從事

藝術相關工作向度上，p值=0.482其 P值皆大於 0.05，故兩者皆不顯著

性，由此可知，家長是否從事藝術相關工作，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

引力對美感素養來說，不具有干擾之影響。 

    整體而言，性別、年級、參加校外額外藝術相關才藝、參加校外文

化旅遊和家長是否從事藝術相關工作等因子，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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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對美感素養之迴歸分析，皆為不顯著影響，唯獨喜愛科目上之表演

藝術對美感素養具有影響力，推測其因為表演藝術通常較偏向需要以實

際情境和氣氛營造為主要的舞台，而透過文化旅遊參觀之景點，其目的

地吸引力可以創造其舞台效果，更令人身歷其境，故假設四(H4)學生自

身背景，在文化旅遊中，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有

顯著差異，其研究結果為部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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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根據上章節所述，以期待透過文化旅遊，在研究過程中了解

學生文化旅遊，可能帶給學生的美感素養的可能性之資料分析結果所

知，共分成三個小節，第一小節為研究結果，第二小節為研究建議，第

三小節為研究限制，其分析如下： 

5.1 研究結果 

    根據第四章之各項研究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其研究假說驗證結果如

下所示： 

1.在假設一(H1) 學生參與文化旅遊後，文化旅遊對美感素養有顯著正向

影響，其研究結果為成立。 

2.在假設二(H2) 體驗價值對美感素養有正向顯著影響，其研究結果成

立。 

3.在假設三(H3) 目的地吸引力對美感素養有正向顯著影響，其研究結果

成立。 

4.假設四(H4) 學生自身背景，在文化旅遊中，透過體驗價值與目的地吸

引力，對美感素養有顯著差異，其研究結果部分成立。 

綜合上述所言，假若能透過文化旅遊之生活情境和美感教育的實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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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養學生之美感素養，讓從生活中的經驗和情境瑝中，體驗美感，並

且從旅遊的過程中自我表現、鑑賞與實踐，讓學生能夠更深刻的「認識

美」、「發現美」、「覺察美」、「欣賞美」，此項也給了教師和家長很好的啟

發想法，若文化旅遊體驗結合藝文活動，透過教師的引導與課程設計，

提升了學生之美感素養，非單一無聊的參觀與介紹，更能增加學生對美

的感受與美感經驗，且文化旅遊可以提升學生的美感素養，積極主動創

造情境，讓孩童增加學習印象，且達到教育的目的性。 

5.2 研究建議 

1. 從上一章分析結果看來文化旅遊之藝文活動，透過文化旅遊之真實的

情境和經驗，可增加學生的美感素養，以及旅遊之體驗價值和目的地吸

引力，對美感素養有正向之影響力，故建議政府積極舉辦藝術相關文化

活動，鼓勵家長積極參與親子藝文活動，教師積極進行跨領域教學(Krug, 

D., & Cohen-Evron, N.，2000)，與走出教室外，創造藝術情境，藉此

提升學生學習之動機與興趣，培養學生之美感素養。 

2. 在回歸分析中，發現學生喜愛科目為表演藝術時，若透過目的地吸引

力，對美感素養有正向之影響力，以及在差異分析中，發現喜愛科目在

次構面鑑賞和實踐上有顯著影響，而其中藝術領域課程涵蓋了視覺藝

術、音樂和表演藝術，在正式課堂時間，因表演藝術的師資偏少，故在

正式課程排訂上以三節課為主，通常各校都是以視覺藝術兩節、音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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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方式進行課程，表演藝術則是視情況穿插其中，建議可培養表演藝

術相關專長的師資，並且實際授課，且多採用真實情境的表演場域，提

升學生學習力與美感素養，讓學童在表演藝術課上，能夠更充分的學習

到表演方面的藝術涵養。 

5.3 研究限制 

    研究者因受限於各校參與藝文活動的時間不同等因素，和跨校的受

試者追蹤不易，故參加文化旅遊的樣本抽樣上，無法採用相同的受試者

進行對照，所以學生在參與文化旅遊的美感素養探討上，參與藝文活動

的前後，並非為相同之學生。另外，在研究地區上，主要以桃園區的學

生為主要受試者，其研究範圍有限，假若能加大並擴充研究之範圍，可

能可增加研究之準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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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前測問卷 

 

第一部分 學生基本資料 

1. 性別： □（1）男性 □（2）女性  

2. 年級： □（1）四年級 □（2）五年級 □（3）六年級 

3.是否有在學校上課的額外時間，參加過其他藝術相關的才藝(可複選)： □（1）否

□（2）有，音樂(例如樂器、歌唱等) □（3）有，美術(例如繪畫、素描、水彩、陶

藝等) □（4）表演藝術 (舞蹈、戲劇表演等) 

4. 近一年是否參加過校外藝術相關的文化旅遊活動： □（1）是 □（2）否  

5. 近一年是否參加過學校舉辦的文化旅遊活動(例如藝術深耕尋美去或以藝文活動

為主題的文化旅遊) □（1）是 □（2）否  

6.你喜愛的科目為(可複選)： □（1）國語課 □（2）數學課 □（3）英文課 □（4）

自然課 □（5）社會課 □（6）音樂課 □（7）美術課(視覺藝術) □（8）表演藝術 

□（9）電腦(資訊)□（10）體育 □（11）健康課□（12）本土語 □（13）其他_______  

7.家中主要照顧者(例如父母)是否有人從事藝術相關工作： □（1）是 □（2）否  

 

 

 

 

 

 

 

 

 

 

 

親愛的小朋友，您好   

                   這份問卷想了解您對於文化旅遊的看法，所得資料純粹做研究

使用，僅做團體分析，不記名，請放心的作答。問卷題目無關對與錯，和您的學業

成績也沒關聯，可依照自己的真實情況填寫，請小朋友仔細閱讀，認真填答，感謝

您的配合與合作。 

                                       祝健康快樂 學業進步 

 

指導教授：丁誌魰博士 

研究生：周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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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旅遊體驗價值 

說明：請根據您近期參加學校文化旅遊的想法與感受(例如藝術深耕尋美去或以藝文

活動為主題的文化旅遊)，在合適欄內打「ˇ」。(若未參加文化旅遊則不填寫，請直

接跳到第四部分) 

消費者投資報酬 

1. 我不認為參加文化旅遊是浪費力氣的事情 

2. 我認為這趟文化旅遊提高了我的美感素養 

3. 我認為這趟文化旅程符合我的期望 

4. 整體而言，我很滿意這趟文化旅遊的價值 

5. 我覺得這躺文化旅遊非常的有意義 

服務優越性 

6. 在文化旅遊的過程中，我很滿意導覽人員的服務 

7. 參觀的文化旅遊景點的服務水準相瑝高 

8. 瑝我想起這個景點，會聯想到良好的旅遊品質 

9. 在文化旅遊的過程中，我和他人有良好的互動 

美感 

10. 文化旅遊的景點非常具有視覺吸引力 

11. 文化旅遊的節慶活動非常吸引人 

12. 文化旅遊的活動，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3. 文化旅遊的周邊街景十分優美 

14. 文化旅遊的建築十分有設計感 

15. 文化旅遊的內部景點，非常具有視覺的吸引力 

16. 我喜歡這次文化旅遊的氛圍 

趣味性 

17.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好玩的 

18.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有趣的 

19.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愉悅的 

20.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舒適的 

21. 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放鬆的 

22. 我很享受這次文化旅遊的過程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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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促進 

23.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可以促進同學間的感情 

24.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能和好朋友產生良好的互動 

25.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可以增加同學間的聊天話題 

26. 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可以和教師有良好的互動 

第三部分 目的地吸引力 

說明：請根據您近期參加學校文化旅遊的想法與感受(例如藝術深耕尋美去或以藝文活

動為主題的文化旅遊)，在合適欄內打「ˇ」。(若未參加文化旅遊則不填寫，請直接跳

到第四部分) 

 

環境 

1. 參觀的地點，擁有悠閒的氣氛 

2. 參觀的環境整潔 

3. 瑝地的工作人員很友善 

4. 我覺得這次文化旅遊的景點設施十分安全 

活動與事件 

5. 這次的文化旅遊，擁有特別的活動(或節慶) 

6. 這次的文化旅遊擁有多樣的展覽 

7. 這次的文化旅遊具有多樣的選擇 

8. 這次的文化旅遊有發生了有趣的事情 

購物 

9. 購物商品的禮品，品質良好 

10.購物商品的禮品，價格合理 

11.購物商品的商品多樣化 

12.購物商品的工作人員，服務友善 

景點 

13.這次的文化旅遊，歷史文化多樣化 

14.這次的文化旅遊，自然景觀多樣化 

15.這次的文化旅遊，藝術文化體驗多樣化 

16.這次的文化旅遊，人文體驗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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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美感素養 

說明：這是一份有關美感素養的問卷，可根據您近期參加學校文化旅遊的想法與感受

(例如藝術深耕尋美去或以藝文活動為主題的文化旅遊)，若未參加則依照自身狀況填

寫，在合適欄內打「ˇ」。 

                                                                   

表現                                                     

1.能進行音樂演奏，表達自我情感。 

2.能使用視覺元素(例如線條、形狀、色彩、空間等)，探索藝術創作過程。 

3.能利用多元的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的主題。 

4.能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技巧。 

5.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行簡易創作，表達自我的思想與情感。 

6.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和實作 

7.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容。 

8.能嘗試不同的創作形式，從事展演活動。 

鑑賞 

9.能描述各類音樂作品及唱奏表現，並分享美感經驗。 

10.在欣賞藝術作品中，能發現作品美的原理原則，並說出自己的想法。 

11.欣賞他人的演出時，能思考表演和生活的關係。 

12.能探索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關聯性，並表達自我觀點，體認音樂的藝術價值。 

13.能表達對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14.能分辨不同的表演藝術類型與特色。 

15.能理解表演藝術的構成要素，表達自我的意見。 

實踐 

16.參與藝術活動，進而覺察文化旅遊瑝地的藝術文化之美。 

17.能了解藝術展演流程，並表現尊重、協調、溝通等能力。 

18.能利用網路，事前蒐集藝術文化旅遊相關資訊。 

19.能與同學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表演。 

20.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題，表現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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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正式問卷 

第一部分 學生基本資料 

1. 性別： □（1）男性 □（2）女性  

2. 年級： □（1）四年級 □（2）五年級 □（3）六年級  

3.是否有在學校上課的額外時間，參加過其他藝術相關的才藝(可複選)： □（1）否

□（2）有，音樂(例如樂器、歌唱等) □（3）有，美術(例如繪畫、素描、水彩、陶

藝等) □（4）表演藝術 (舞蹈、戲劇表演等) 

4. 近一年是否參加過校外藝術相關的文化旅遊活動： □（1）是 □（2）否  

5. 近一年是否參加過學校舉辦的文化旅遊活動(例如藝術深耕尋美去或以藝文活動

為主題的文化旅遊) □（1）是 □（2）否  

6.你喜愛的科目為(可複選)： □（1）國語課 □（2）數學課 □（3）英文課 □（4）

自然課 □（5）社會課 □（6）音樂課 □（7）美術課(視覺藝術) □（8）表演藝術 

□（9）電腦(資訊)□（10）體育 □（11）健康課□（12）本土語 □（13）其他_______  

7.家中主要照顧者(例如父母)是否有人從事藝術相關工作： □（1）是 □（2）否  

 

 

 

 

 

 

 

 

 

 

 

 

 

親愛的小朋友，您好   

                   這份問卷想了解您對於文化旅遊的看法，所得資料純粹做研究

使用，僅做團體分析，不記名，請放心的作答。問卷題目無關對與錯，和您的學業

成績也沒關聯，可依照自己的真實情況填寫，請小朋友仔細閱讀，認真填答，感謝

您的配合與合作。 

                                       祝健康快樂 學業進步 

 

指導教授：丁誌魰博士 

研究生：周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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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旅遊體驗價值 

說明：請根據您近期參加學校文化旅遊的想法與感受(例如藝術深耕尋美去或以藝文

活動為主題的文化旅遊)，在合適欄內打「ˇ」。(若未參加文化旅遊則不填寫，請直

接跳到第四部分) 

消費者投資報酬 

1.我認為這趟文化旅遊提高了我的美感素養 

2.我認為這趟文化旅程符合我的期望 

3.整體而言，我很滿意這趟文化旅遊的價值 

4.我覺得這躺文化旅遊非常的有意義 

服務優越性 

5.在文化旅遊的過程中，我很滿意導覽人員的服務 

6.參觀的文化旅遊景點的服務水準相瑝高 

7.瑝我想起這個景點，會聯想到良好的旅遊品質 

8.在文化旅遊的過程中，我和他人有良好的互動 

美感 

9. 文化旅遊的景點非常具有視覺吸引力 

10.文化旅遊的節慶活動非常吸引人 

11.文化旅遊的活動，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2.文化旅遊的周邊街景十分優美 

13.文化旅遊的建築十分有設計感 

14.文化旅遊的內部景點，非常具有視覺的吸引力 

15.我喜歡這次文化旅遊的氛圍 

趣味性 

16.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好玩的 

17.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有趣的 

18.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愉悅的 

19.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舒適的 

20.我覺得這次的文化旅遊是放鬆的 

21.我很享受這次文化旅遊的過程 

 

題 

號 

問項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普

通 

少

部

分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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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促進 

22.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可以促進同學間的感情 

23.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能和好朋友產生良好的互動 

24.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可以增加同學間的聊天話題 

25.在這次的文化旅遊中，可以和教師有良好的互動 

第三部分 目的地吸引力 

說明：請根據您近期參加學校文化旅遊的想法與感受(例如藝術深耕尋美去或以藝文活

動為主題的文化旅遊)，在合適欄內打「ˇ」。(若未參加文化旅遊則不填寫，請直接跳

到第四部分) 

 

環境 

1.參觀的地點，擁有悠閒的氣氛 

2.參觀的環境整潔 

3.瑝地的工作人員很友善 

4.我覺得這次文化旅遊的景點設施十分安全 

活動與事件 

5.這次的文化旅遊，擁有特別的活動(或節慶) 

6.這次的文化旅遊擁有多樣的展覽 

7.這次的文化旅遊具有多樣的選擇 

8.這次的文化旅遊有發生了有趣的事情 

購物 

9.購物商品的禮品，品質良好 

10.購物商品的禮品，價格合理 

11.購物商品的商品多樣化 

12.購物商品的工作人員，服務友善 

景點 

13.這次的文化旅遊，歷史文化多樣化 

14.這次的文化旅遊，自然景觀多樣化 

15.這次的文化旅遊，藝術文化體驗多樣化 

16.這次的文化旅遊，人文體驗多樣化 

題 

號 

問項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普

通 

少

部

分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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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美感素養 

說明：這是一份有關美感素養的問卷，可根據您近期參加學校文化旅遊的想法與感受

(例如藝術深耕尋美去或以藝文活動為主題的文化旅遊)，若未參加則依照自身狀況填

寫，在合適欄內打「ˇ」。 

                                                                   

表現                                                     

1.能進行音樂演奏，表達自我情感。 

2.能使用視覺元素(例如線條、形狀、色彩、空間等)，探索藝術創作過程。 

3.能利用多元的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的主題。 

4.能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技巧。 

5.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行簡易創作，表達自我的思想與情感。 

6.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和實作 

7.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容。 

8.能嘗試不同的創作形式，從事展演活動。 

鑑賞 

9.能描述各類音樂作品及唱奏表現，並分享美感經驗。 

10.在欣賞藝術作品中，能發現作品美的原理原則，並說出自己的想法。 

11.欣賞他人的演出時，能思考表演和生活的關係。 

12.能探索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關聯性，並表達自我觀點，體認音樂.的藝術價值。 

13.能表達對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14.能分辨不同的表演藝術類型與特色。 

15.能理解表演藝術的構成要素，表達自我的意見。 

實踐 

16.參與藝術活動，進而覺察文化旅遊瑝地的藝術文化之美。 

17.能了解藝術展演流程，並表現尊重、協調、溝通等能力。 

18.能利用網路，事前蒐集藝術文化旅遊相關資訊。 

19.能與同學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表演。 

20.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題，表現人文關懷。 

 

題 

號 

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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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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