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華 大 學 旅 遊 事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A THESIS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SCIENCE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NAN HUA UNIVERSITY 

 

 

 

 

宗教之旅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間關係之研究－以

泰國曼谷 9間寺院禮佛活動為例 

 

A Study of the Religion Tourism among Tourists' Motivation, Tourism Image and Tourism 

Benefit－A Case of Nine Buddhist Temples in Bangkok Thailand  

 

 

 

 

 

 研究生 ：吳寶秀 

GRADUATE STUDENT：Sayyud Mererk 

 

指導教授 ： 丁誌魰 博士 

   ADVISOR ： Chih-Wen Ting  Ph.D.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年     六     月



 



กิตตกิรรมประกาศ 

มนุษยเ์รามีโอกาส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ไปแลว้แต่ชีวิตของแต่ละคน แต่ส าหรับตวัผูเ้ขียนเองการท่ีไดรั้บ

โอกาสมาศึกษาต่อท่ีคณะบริหารและการจดัการ สาขาบริหารและจดัการ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 ณ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หนนัหวา 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 ถือ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ดีของชีวิต และเรียนรู้ว่าถา้พยายาม ตั้งใจจริงท่ีจะท าแลว้ไม่มา

ส่ิงไหนเกิน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ไปได ้จึงท าใหไ้ดรั้บโอกาส ความเมตตา และ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จากหลายฝ่ายเป็น

อยา่งดี ท าให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เ์ล่มน้ีส าเร็จลุล่วงไปดว้ยดี จึงขอระบุไวเ้พื่อขอบพระคุณท่ีทุกท่านไดใ้ห้ความ

อนุเคราะห์ต่อผูเ้ขียนทั้ง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ะ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 

๑. มหา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ราชวิทยาลยั : ศ.ดร.พระธรรมโกศาจารย ์(ประยรู ธมมจิตโต) อธิการบดีมหาจุฬา

ลงกรณราชวิทยาลยั พระเถระท่ีส าคญัท่ีไดช้ี้แนะแนวทาง ส่งเสริม 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ของผูเ้ขียน และ

เป็นแบบอย่างท่ีดีของผูเ้ขียน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 รวมทั้ งให้โอกาสผูเ้ขียนได้มาศึกษาต่อ ตามโครงการ

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นักศึกษา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สถาบนั ท่านพระครูปลดัสุวฒันวรชิรคุณ (ไสว โชติโก) ผูอ้  านายการ

สถาบันวิจัยพุทธศาสตร์ เมตตาให้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 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ในการ 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ศึกษาต่อ และ

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ารออกใบขออนุญาตเก็บขอ้มลูทั้ง ๙ วดัเพื่อท า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ขอบพระคุณพระมหาสุกี สุจิต

โต ช่วยให้ค  าแนะน าในการเก็บข้อมูล พระมหาเด่นพงษ์ พุทฺธรกฺขิโต  และอาจารยอุ์ทยั สติมัน่ ช่วย

แนะน าและค้นหาเอกสารข้อมูล และอาจารยม์หา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ราชวิทยาลยัทุกท่านท่ีให้ค  าแนะน า 

ตลอดจนหลวงพี่อานนท ์ใหค้  าแนะน าและใหก้  าลงัใจ  

๒.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นนัหวา (ไตห้วนั) : ศ. เฉินเหม่ียวซ่ิง อธิการบดี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นันหวา ท่ีให้การ

ดูแลเอาใจใส่นกัศึก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ขอบพระคุณอาจารยไ์ช่ อาจารยเ์ช๋า อาจารยแ์คนด้ี ช่วยดูแล

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ท าใหผู้เ้ขียนเขา้ใจภาษาจีนถึงมีทุกวนัน้ีได ้โซโลเจ่ ลูซ่ี ช่วยดูแลเร่ืองเอกสารต่างๆ ท่ีตอ้ง

ใช่ระหว่างอยูท่ี่ไตห้วนั รวมทั้งคณาจารยป์ระจ าภาควิชาบริหารและจดัการ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กท่านท่ีช่วยสั่ง

สอนวิชาความรู้ และ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ใหม่ๆ 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อาจารย ์ดร. ติงจ้ือเว๋น หวัหนา้ภาควิชาบริหาร 



และจัดการ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 และเป็น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ษาท่ีช่วยดูแล แนะน า ให้ก  าลงัใจทั้งในเร่ืองเรียน เร่ือง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และในทุกๆเร่ืองกบัผูเ้ขีย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 ตลอดจนอาจารยผ์ูคุ้มสอบ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ทั้งสองท่านท่ีช้ีแนะแนวทางในการแกไ้ข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ขอบคุณเหยี้ยนลู๋ เจ่ พี่หุย อาไช่  และเพื่อนๆ และ

นอ้งๆ ทุกคนท่ีค่อยใหช่้วยเหลือ และใหก้  าลงัใจกนัมาตลอด 

๓. ขอกราบขอบพระคุณส าหรับเมตตานุเคราะห์ของพระเดชพระคุณ เจา้อาวาสทั้ง ๙ วดัไดแ้ก่ วดั

กลัยาณมิตรวรมหาวิหาร วดัชนะสงครามราชวรมหาวิหาร วดับวรนิเวศวิหารราชวรวิหาร วดัประยรุวงศา

วาสวรมหาวิหาร วดัพระเชตุพนวิมลมงัคลาราม ราชวรมหาวิหาร วดัพรศรีรัตนศาสดาราม วดัระฆงัโฆสิ

ตารามวรมหาวิหาร วดัสะเกดราชวรมหาวิหาร ว ัดอรุณราชวรารามราชวรมหาวิหาร ท่ีเมตตาเอ้ือเพ้ือ

สถานท่ีในการเก็บข้อมูลท า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ขอขอบคุณ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กท่านท่ีสละเวลามาช่วยตอบ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 

๔. ขอบคุณเพื่อนๆ ทุกคน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 เต๋า เพื่อนของเต๋าท่ีช่วยเก็บขอ้มูล อญัท่ีช่วย

เก็บขอ้มูลรวมถึงท่ีพกัในช่วงเก็บขอ้มูล ทั้งช่วยให้ก  าลงัใจกันมาตลอดและเป็นท่ีปรึกษาในเร่ืองต่างๆ 

ขอบคุณ ต่ิง เกด จ้ี  แตง และเพ่ือนๆทุกคนท่ีค่อยใหก้  าลงัใจกนั 

นอกจากน้ี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จ์ะ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เส็จสมบรูณ์ไดถ้า้ไม่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และช่วยเหลือของพวก

เขาเหล่าน้ี เม่ือเวลาท้อ หมดก าลงัใจขอบคุณป่าท่ีค่อยให้ก  าลงัใจและอยู่ข้างกันเสมอ ขอบคุณจริงๆ 

ขอขอบคุณพ่อ-แม่ของป่า ท่ีช่วยแนะน าส่ิงดีๆ ขอบคุณนักบวชเหยี๋ยนหม๋ิง พี่จงฟาง พ่ีเหยี๋ยนซิน ช้ิว

เหยี๋ยน ท่ีค่อยเป็นก าลงัใจ ดูแล และช่วยแก้ภาษาจีน จ้ิงช้ิว คาร์รอ นักบวชหลัว่โหลหลัว่ท่ีช่วยแปล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ภาษาองัฤกษ ขอบคุณพี่พร พ่ีแหม่มท่ีค่อยช่วยดูแล และเป็นก าลงัใจใหเ้สมอ พี่เชนทร์ท่ีช่วย

เป็นธุระเร่ืองต่างๆใหเ้สมอมา 

สุดทา้ยบุคคลท่ีส าคญัท่ีมีส่วนท าใหผู้เ้ขียนไดรู้้ว่าทุกกา้วของความส าเร็จของเราคนท่ีเคียงขา้งกนัมา

ตลอดก็คือครอบครัว ขอบพระคุณหลวงลุงท่ีดูแลสัง่สอน รวมทั้งใหโ้อกาสและส่ิงดีๆกบัหลานคนน้ีมา 



ตลอด ขอบคุณยา่ท่ีค่อยช้ีแนะและเป็นก าลงัใจอยูเ่สมอ ขอบคุณพ่อท่ีค่อยเลือกส่ิงท่ีดีๆให้ลูก และยงัเป็น

แรงพลกัดนั สนบัสนุน ทุกกา้วของลกูท่ีส าคญัท่ีสุด พ่อท าทุกอยา่งใหล้กูจนมีทุกวนัน้ีได ้โดยท่ีพ่อไม่เคย

บ่น แต่มีค่อ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และใหก้  าลงัใจลูกเสมอ ทั้งยงัเป็นแบบอย่างท่ีดีให้ลูก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 ขอบคุณแม่ท่ี

ค่อยใหก้  าลงัใจ ดูแลเอาใจใส่ลกูเสมอมา ขอบคุณพ่ีมลท่ีดูแล ช่วยเหลือน้องคนน้ีในทุกๆ เร่ือง น้องแซม

และตุ๊กตา ตน้กลา้ ท่ีช่วยเก็บขอ้มลูและใหก้  าลงัใจกนัเสม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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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宗教之旅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間關係之研究 

         －以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禮佛活動為例 

研究生：吳寶秀                       指導教授：丁誌魰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以曼谷 9 間寺院的遊客為研究對象，以旅遊動機、旅遊意象

與旅遊效益間影響關係之研究，做深入的探討，以期許對遊客有不同的

旅遊動機和產生的旅遊效益，為了泰國旅遊業的發展，並推動禮佛 9 間

寺院的旅遊活動，提供給宗教或觀光單位更進一步的了解。 

結果顯示，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禮佛旅行的動機對遊客而言可以讓心朝

謁飲水思源，放鬆身心，並且感受佛教莊嚴的氣氛，欣賞宗教文物。意

象最深刻為古色古香的佛寺建築景觀，遊客藉由寺院地參訪可以讓心靈

得到愉快帄靜，增添生活情趣，並由殿堂巡禮、佛教文物、法會活動等

感受宗教文化氣息得到旅遊效益，而加強遊客對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的旅

遊意象，更可以提升對旅遊的效益。 

問卷調查中表示大多數年輕人開始對宗教產生興趣，顯示參觀寺院能

提升對藝術的美感，且成為良好社會典範，增加社會正面影響。另外提

供良好的休閒環境品質，保護古蹟，加強遊憩環境與服務設施的管理與

維護，也是提升各項重要的一環，作為未來旅遊經營規劃參考之。 

 

 

關鍵字：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效益、曼谷、禮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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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study of tourist‟s motivation of religious 

tourism, tourism image and tourism benefit of the visitors at 9 buddhist 

temples in Bangkok. Deeper research was done order to achieve tourism 

motivation and provide the benefits of tourism, for the sake of development of 

Thailand tourism, to promote the tourism activities of 9 buddhist temples,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to religions and tourism boar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ilgrims at 9 buddhist  temples in  

Bangkok expressed  the motivation of  reviewing something  from it „s 

origin, physical relaxing, to experience the solemn of the religious atmosphere,  

appreciate  the Buddhist heritages. By enjoying the significant of the 

architectures of   temples, visitors would also gain the peace of mind, enrich 

the lifestyles. The religion pilgrim, Buddhism heritage and activity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religious cultures and arts also providing the benefits of 

tourism. 

Questionnaire showed that more youths involved in religion activities, 

in respond to elevate the views of the arts and cultures, increasing a positive 

social images. Meanwhile, heritage protection, provide and enhance a quality 

and leisure environment, upgrading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s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promoting the above tourism activities, as a guideline of 

tourist planning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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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本章針對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及研究流程

加以說明，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第

三節研究範圍與對象，第四節研究限制，第五節研究流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世界旅遊商業的快速發展，泰國旅遊業也不能落後。“因為旅遊

業給國家各階層民眾帶來經濟利益，因此要加快我國的旅遊發展，不可

否認的是美麗的旅遊地點和著名的景點，吸引了眾多國內外人士的造訪

參觀”（Chanmueang，2010）。 

1998-1999 年泰國旅遊局開始制定“國家旅遊節： Amazing 

Thailand”由此可見，泰國政府想藉旅遊業的發展來解決當時經濟風

暴，給公民帶來工作，給國家帶來利益，包括由旅遊業給各地公民帶來

更高的生活品質。旅遊業已經成為政府工作的重要項目，政府支持旅遊

業成為人民群眾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再者有政府部門與相關部門的

合作，發展出泰國旅遊的政策，由此加強國家內部的經濟和公民所得的

重要基礎，同時加強環境的環保，愛護自然環境與對自己文化的珍惜與

愛護（泰國國家旅遊局，2008）。經過多年努力，泰國經濟得到了預期效

果，而旅遊業的成功發展使旅遊局推出新政策和目標：“Enchantment for 

the Next Thousand Years”以推動旅遊業的更穩定發展(Wannathanom，

2001) 。 

泰國多數民眾亯仰佛教，泰國寺廟眾多，寺院成為泰國人民的精神歸

宿。從古至今宗教影響著人們生活。尤其是宗教成為文化、藝術等的聚

焦處，寺廟的遺址和文物，包括壁畫多不勝數，此等代表了泰國民族文

化（ Angkul，2001）。寺院成為當今旅遊勝地，因為寺院裡顯示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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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民族亯仰、反映了每個時代的社會變遷，所以寺院成為社會國家

的重要部分，也成為旅遊業中不可忽視的部分。 

泰國的“禮佛 9 間寺院”活動的開端（為什麼使用數字 9 因為一些

泰國人認為是吉祥，而這個項目也是泰國曼谷縣 9 拉達那哥欣島區

（Rattanakosin）時代開始的）是由泰國旅遊和運動局所推動而成的，

持續發展寺院成為旅遊景點。政府從阿允他呀省的寺院開始，詴行成功

後再往其他的省份慢慢推動。成為每個地方不同特色，吸引著眾多人參

觀 (Chomphunoi，2006)。此外曼谷旅遊局發展出自己的方針政策：國際

標準性環保旅遊，推動曼谷成為文化之都（Bangkok Tourism Division，

2008）。曼谷的寺院眾多，同時有它的歷史性價值，因此成為當代國內外

旅遊者的首選之地，使旅行社推出禮佛 9 間寺院的旅遊套餐。  

本研究以曼谷 9 間寺院的遊客為研究對象，以旅遊動機、旅遊意象

與旅遊效益間影響關係之研究，做深入的探討，以期許對遊客有不同的

旅遊動機和產生的旅遊效益，做更進一步的了解，並提供給宗教或觀光

單位作為未來經營規劃之參考。為了泰國旅遊業的發展，推動禮佛 9 間

寺院的旅遊活動，和旅遊經濟的永久發展，乃做此研究。 

1.2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宗教之旅的遊客對

於宗教涉入程度對及參加宗教之旅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效益間

關係之影響，希望達成以下之目的： 

一、瞭解影響泰國遊客和外國遊客對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禮佛的旅行的

動機。 

二、瞭解泰國遊客和外國遊客對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禮佛旅遊意象的感

受。 

三、瞭解泰國遊客和外國旅遊對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禮佛旅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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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驗遊客旅遊動機、旅遊意象及旅遊效益三者的關係。 

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研究範圍：本研究以位於泰國曼谷縣的 9 間寺院為例，選擇 9 間

寺院的是每個寺院在泰國很有名，很多旅客去看它美麗的建築、古代寺

院、風景與歷史古蹟。 

 （1）Wat Arunratchawararam Rajaworamahaviharn (亞倫拉察哇拉

楠寺(黎明寺)) 亞倫拉察哇拉楠寺為泰國一等王家佛寺，建於大城皇

朝，原名稱為「瑪谷佛寺」。於公元 1777 年，頌勒帕昭達亯帝王(吞府帝

王，中文名稱為鄭皇)退緬甸敵軍後，自大城前往吞府選駐瑪谷佛寺時為

黎明時段，故欽賜名稱為「黎明寺」。 於泰國第二世王時代，正式欽賜

名為「亞倫拉察塔楠佛寺」，吞府年代期間此座佛寺曾供奉玉佛佛像。爾

後玉佛像是被遷移至玉佛寺內供奉。 

除此之外，寺內尚有兩尊大型魔王圕像，矗立在皇冠門樓旁，眾人稱

此為兩尊大圕像為「黎明寺魔王門神」。 亞倫寺內主要吸引遊客以及值

得研究的都分有：高度冠於世界高塔，高約 33 哇左右，相當於 66 公尺，

塔身以五彩色玻璃磚鑲對，塔尖為長矛沖天式。於泰國第三王朝時，在

塔基四周增建四座較低的佛塔，塔上雕刻佛祖出生、悟性、布道、圓寂

圖案。參觀黎明寺時，人們相亯以順時鐘方向在大佛塔下步行三圈，以

求吉祥如意。 

佛寺內供奉之主佛為「帕菩提坦瑪密薩拉察洛塔洛」，同時佛寺內尚

供奉著佛祖金名之舍利子，為第四王朝黎明寺內一位僧人法名「帕阿倫」

或「帕釗」迎來在此供奉的。  

（2）Wat Bowornniwet Viharn Rajaworaviharn（芭汶尼維威翰佛寺）

為一等王家佛寺，於第三王朝公元 1824 年-公元 1832 年由頌勒帕巴汶拉

察昭功帕拉察旺巴汶瑪哈薩迪鵬舍普親王、功帕拉察旺巴汶薩壇蒙空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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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負責興建原名稱為麥佛寺，應由皇家重新欽賜命名，於公元 1832 年，

第三世王浱駐頌勒帕阿努察提拉察昭發願親王於此座佛寺，除此以外，

第三世王、第七世王及第九世王均曾在此剃度，同時為法眾派教徒研究

三藏經聖地。巴汶尼維威朝佛寺重要建築物如：佛寺佛殿建築模型為泰

式三連門廊、山牆前鑲對琉璃磚瓦，中間為大王冠，佛殿內有主佛像及

菩提欽納璽佛像、佛堂、大佛塔、國王及王子剃度王宮。  

（3）Wat chanasongkhram Rajaworamahaviharn（察納頌勘佛寺）屬

泰國二等皇家寺廟，建於勒達納哥亯王朝前期，開由頌勒功帕拉察旺芭

翁瑪哈素拉欣哈納親王重新興建，後獲拉瑪王朝第一世王恩賜為孟族僧

侶駐錫佛寺，以弘揚頌勒功帕拉察旺芭翁瑪哈素拉欣哈納親王所統轄軍

從之士邱英勇功績，因當時孟族士邱曾三次戰勝敵軍，遂欽賜佛寺名稱

為「察納頌勘佛寺」(意旨戰勝大戰)。至第五世皇時期，頌勒帕詵博察

琳皇后將王宮中長輩骨灰供奉在佛寺殿中。察納頌勘佛寺大殿內供奉之

主佛像，法號稱為「帕菩提諾拉欣迪洛澈 瑪恒塔提圔卜察尼雅達寇侗芭

隆薩莎達 阿納哇拉岩」。為一尊勝魔型泥圕貼金佛像。 

（4） Wat kanlayanamit Woramahaviharn（甘拉雅納密佛寺（三寶公））

屬泰國二等皇家寺廟，於公元 1825 年泰國第三世王興建此座佛寺，開奉

供為皇家寺廟，且第四世王欽賜寺名：「甘拉耶納密佛寺」及中文名稱為

「三寶公」。甘拉耶納密佛寺為泰國皇家佛殿內唯一供奉邦芭利萊佛像

(即為有猴與象侍於佛側，象獻蓮花，猴獻蜂蜜的佛像)為主佛像的佛寺，

佛殿牆壁上，為與佛教歷史有關的壁畫，除此之外，於公元 1965 年泰國

第四世王恩賜興建藏經閣樓，以用於收藏三藏經與佛經。 

（5） Wat Phrachetuphon Wimonmankhalram Rajaworamahaviharn（帕

澈督蓬佛寺，菩提佛寺(臥佛寺)）屬泰國二等皇家寺廟，原名稱為「菩

提塔楠佛寺」。這座舉世聞名的寺廟正緊鄰著泰皇皇宮的南方，它是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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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規模最大也最古老的佛寺。這座佛寺到今天算來已經有二百歲了。

它是由泰皇拉瑪一世所督造的，特色正如其名：寺中供著一座金身大佛，

佛陀斜臥，故稱「臥佛寺」。這尊獨一無二的大佛身 1.46 公尺、高度為 

15 公尺，鞋底則為真珠母所鑲對，莊嚴壯麗。「臥佛寺」不但是泰國最

早的寺廟，同時也是研究草樂及健康按摩的中心，寺中後方有一間傳統

醫藥學院及一間按摩房，可以在這裡享受專業的按摩服務，服務費用分

為頇排隊、加草藥、不用排隊，或繳費學習按摩的課程。 

（6）Wat Phra Si Rattanasasadaram（玉佛寺）於公元 1783 年泰國

第一世王恩賜興建在大皇宮內，興建宗旨將此座佛寺作為國王遵循皇家

傳統俗例舉行各項宗教儀式的場所，同時還安放皇家親族人員骨灰之

地。玉佛 寺內有許多讓人驚嘆的建築物品，如:大佛殿內供奉者「帕菩

提瑪哈瑪尼叻達納芭迪瑪功佛像」(或稱為玉佛)，佛寺內走廊牆壁上繪

有栩栩如生的印度史詵(羅摩衛那)各段彩繪壁畫，為世界上最長的一幅

壁畫。佛寺內尚有方形塔尖之帕鐵琶普宮殿，內中陳列著叻達納哥亯皇

朝第一至第八世王的經像。 

整座帕璽叻達納塔以金色瓦片砌成，塔內珍藏著佛祖舍利子;帕拉察

蓬薩努順佛堂中，供奉著叻達納哥亯皇朝各個朝代國王的代表佛像，佛

寺內鐘樓懸掛著樂康寇璽達楠穆佛寺中的移來的大鐘，膏打時鐘聲極及

嘹亮;另有歷代國王恩賜設立之朝代碑記。  

玉佛寺內之六對魔王圕像，引自史詵(羅摩衍那)中著名人物，為泥圕

及彩繪圕像，鑲對彩色玻璃瓦片，精美無比，每座圕像高約 6 米左右，

安放在每個走廊的門口。 

 （7）Wat Prayurawongsawas  Waraviharn  於公元 1788 年，屬泰國

二等皇家寺廟，以前村民們通常也稱為「柵欄寺」由於周圍的鐵柵欄前

牆在寺廟 、北大廳。鐵柵欄對高度三肘分數，它由古董武器是斧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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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和劍，看起來像一個小牆和門分。寺內有許多美麗的建築，如佛堂、

Phra Phutthanak Buddha Statue 在佛堂、Phra Boromthat Maha Chedi、

帕瑪哈佛塔等。 

 （8）Wat Rakhangkhositaram Woramahaviharn（樂康寇璽達楠穆佛

寺）樂康寇璽達楠穆佛寺或稱為「樂康佛寺」，為泰國王家二級佛寺，原

名稱為「邦哇艾佛寺」，為古時大城朝代時期的古老佛寺，佛堂內建築為

泰國第一世王年代的建築特色，佛堂山牆上的圖案為那羅延那天神乘坐

金翅鳥，佛堂內繪有精美的彩繪壁畫，佛殿內供奉之主佛像為泰國第五

世王欽賜名稱為「帕芭壇吟拉法佛像」，中文意旨為 「喜迎天皇大帝佛

像」，除此以外，佛寺內建有一座具有火特色之三連式藏經閣樓，藏經閣

樓大門、室內牆壁及大城年代之存放三藏經書櫃上，繪有精美的藝術彩

繪圖案。樂康佛寺曾為叻達納哥亯第四世王之著名僧長頌勒帕普塔詹

(竇。蓬朗詵)駐錫佛寺，僧長法力高強、佛學深堪、德高望重，自泰國

第四世王迄今，仍為全國佛教亯徒崇敬景仰，譽為得道高僧。所以前往

膜拜頌勒帕普塔詹以祈祥納福時，頇先念誦萬宗咒，念誦完畢，插香後

再將金箔貼在佛像上，爾後再取法水灑身，以求吉祥帄安，然後入佛殿

內虔拜主佛像。 

    （9）Wat Sakesa Rajaworamahavihara （薩吉拉察哇啦瑪哈威翰佛

寺）為二等王家佛寺，為曼谷市內重要佛寺之一，建立於大城朝代，原

名稱為薩杰，泰國第一世王御令重新修茸此座佛寺，開在佛寺周圍建成

河溝，開御賜名稱為薩吉，直至第三世王，御令重新修繕、修茸整座佛

寺及增建建築物如：帕邦隆斑魄或金山建築。薩吉拉察哇啦瑪哈威翰佛

寺內重要建築為：帕邦隆玟魄或金山建築，建築特色為第三世王時期之

方形塔狀，但而後此座建築坍塌，第四世王御令對此修茸，將原方形塔

修建為山形，開在山頂上建築佛塔，佛塔內供奉舍利子，於第五世王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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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除此以外，佛寺內舉行佛事的斤堂內有立藝術家繪製之美麗壁畫及

大城朝代之藏經閣，各扇窗門為釉底金紋美術圖案。 

二、研究對象：研究對象是以到泰國曼谷縣旅遊的遊客為對象－以 9

間寺院為例（本地人與外國人）。 

 （1）泰國遊客 300 人 

 （2）外國遊客 300 人 

1.4 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其人力與研究時間之限制，針對泰國曼谷 9 間寺院之自助旅

行，每個寺院問卷調查來完成、問卷帄均施放於每個寺院，而問卷調查

的時間，在 2010 年 1 月至 3 月間週末進行，無法對星期一至星期四的遊

客和其他月份的遊客進行調查，具有抽樣範圍之限制。另外對於年紀較

大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遊客，有較多被拒絕或在填答過程有困難，因而

有抽樣之限制。 

1.5 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流程分為七個部份，第一部分首先界定研究問題以及確認研

究主題；第二部份依據研究主題擬定研究目的；第三部份為文獻回顧；

第四部份依據文獻回顧來設計本研究架構；第五部份進行問卷設計；第

六部份進行整理，依據研究目的及假設加以分析而得到研究結果；第七

部份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及建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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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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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針對研究目的進行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共分六為節，第一為禮

佛的意義，第二節為宗教旅遊，第三節為旅遊動機，第四節為旅遊意象，

第五節為旅遊效益，第六節為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相互間關

係之實證研究。 

2.1 禮佛的意義 

於 2006 年聖嚴法師提出當前的佛教徒禮佛多為追求財勢名位及健康

等利益，但是，有所求的禮佛，不能算是修菩薩行，故對人格的成長亦

無助益，甚至還有鼓勵人去投機取巧，走偏鋒的負面作用。修行的禮佛，

則有三層意義：「懺悔罪過」、「修持禪定」、「感恩禮敬」。空海法師（2009）

認為大部份的佛教徒或是一般百姓，都把佛、佛陀，當做一般民間亯仰

的神在朝拜、崇拜、祈求，禮佛最重要的意義有幾點：「感恩感恩」、「見

賢思齊」、「身心更柔軟」。禮佛是為了訓練個人的恆心、耐心、清涼心，

也是去除傲慢、陶冶身心的課程（證嚴法師，2010）。八寶喵（2010）一

般來說，佛教徒都禮佛。要知道禮佛究竟有何意義，當一個人能夠虔誠

地禮佛時，會一心一意，用佛的功德來影響自己的心靈，他一定不會一

邊崇禮佛，又一邊作惡。所以，佛教所提倡的崇拜，是有一定的意義，

可以令人改善心靈。 

禮佛尌像是在與佛做交易，在佛前點支香，然後再拜幾拜，尌希望佛

能保佑自己能求名的得名求利的得利、能逢凶化吉、能有求必應。佛陀

尌像是能滿足他們無限慾望的工具一樣，只要你肯去拜，只要你拜的夠

虔誠，佛尌能滿你的願。其實不然，正確的看待禮佛，不是把自己放在

一個乞丐的位置上，不斷的像佛陀乞討，不停的祈求。禮佛不是在追求

感應，也不是在追求佛的加持。如果照這樣的標準去看待禮佛，那尌失



 

10 

去了禮佛的真正含義，這樣的話，充滿無限般若智慧的佛教尌變成了亯

仰型的宗教，尌成了迷亯的宗教。禮佛不傴傴是一種儀式，而是這儀式

背後所蘊含著的意義。「禮佛是一種培養我的感恩心」、「禮佛是一種尊師

重道的體現」及「禮佛是調伏我慢的一種方式」（中華佛光文化網，2010）。

禮佛是讓身心更柔軟，懂得低頭、懂得謙虛。禮佛能夠幫助身心更柔軟，

所以在禮佛的過程，不要用做功課的方式或心態來禮佛（青蓮古寺，

2011）。 

2.2 宗教旅遊 

2.2.1 宗教旅遊的定義     

宗教旅遊指為直觀教育旅行，用宗教哲學換取知識，尋找生活中成長

的意義價值與禪修實踐的經驗，和提高良好的生活品質，某些團體旅客

會重點學習泰國的文化和智慧（ Mutthayomburutmarat， 2009）。

Tungutaisuk （2010）在研究不同的宗教或教條，重視心理訓練、實踐公

帄，包括地方的崇拜如寺院、及度假村作為訓練場。陳運星(2006)宗教

的起源是來自「對死亡的恐懼」與「對孙宙的無知」。宗教會使人們有心

靈上的寄託，也提供精神方向的指引。Rinschede（1992）認為所謂「宗

教觀光」係指某種觀光型態，其參與者的主要動機或部份動機係以宗教

為理由者。而孫武彥(1995)也指出人類為了尋求心靈的慰藉與來世的福

報，因此有了宗教的亯仰。在國外的研究方面，希臘有名的哲學家 Block

曾說：「有希望之處，則有宗教」。Vukonic(1992)認為宗教帶給人們希望，

並豐富其精神生活。謝金燕（2003）則對「宗教觀光」定義為：指宗教

性或非宗教性旅客至宗教聖地所從事之旅遊相關活動。在牛津大辭典中

對宗教所做的解釋為：「宗教是一種特冸的亯仰及崇拜體系，有其特有之

規矩習慣」(杜明勳，2003)。在 Huston Smith(1998)所著的「人的宗教」

這本書的序文中提到，宗教不論是尌時間或空間而言，都是人類現象的



11 

特徵，只要是人類聚首之處，必有宗教的痕跡(廖献鎰，2010)。宗教對

個人的意義分為兩個層面，內在的層面指宗教是個人「廣泛有組織的生

活原則」，而外在層面則認為宗教是代表個人「身份地位」及擁有「安全

感」的工具(Allport and Ross，1967)。Pargament(2002)認為宗教本身

會帶來意義和力量，不傴是一種獨特的人類層面，更是代表生、心理健

康的來源。由以上學者的論述，發現對宗教的定義和對人類的影響各有

不同的看法。 

    旅遊的定義，依據韋式字典的說法，是「由一處到另一處」，也尌是

異地體驗。丁誌魰(2009)認為旅遊與休閒在空間與目的上有不同的差

冸。旅遊必頇要異地體驗，休閒則可以在地休閒。而休閒的目的是為了

要來休養身心。但旅遊的目的則不一定是放鬆。劉純(2002) 也認為「旅

遊」尌是在一定時間內離開居住地到另一個目的地，並以觀光、度假、

健身、娛樂、探親訪友為主要目的休閒活動。Mcintosh (1990)則指出「旅

遊」是來自於到雅典、巴黎或開羅旅行的學生和較高階層的人士，去研

究和體驗另一種文化的生活方式，是十九世紀的一種現象特徵。

Squire(1994)也指出旅遊連接了人們生命中特殊的回憶與社會文化間的

關係，是一種主觀的經驗。綜合上述的說法都認為「旅遊」是一種具有

暫時性和異地體驗性質的活動。 

    宗教旅遊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旅遊形式，與宗教亯仰、宗教文化

體驗緊密結合，至今仍對人類社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影響（劉

素惠，2007）。林燈燦(2001)更指出在古代把宗教亯仰者為修行問道而雲

遊四方，稱為「遊方」。因此，所謂的「宗教雲遊」尌是一種最古老的宗

教旅遊形式。Languar（1985）提出宗教旅遊是一種值得我們看的商品，

應當與教會合作，並舉辦各種主題旅遊（莊立育，2003）。陳思倫、宋秉

明、林連聰 (1996)則定義所謂宗教旅遊尌是人們藉由參與宗教亯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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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在參與的過程中達到觀光旅遊的樂趣，例如迎神、廟會、進香、

朝聖...等，這些與宗教有關之旅遊活動。宗教聖地為觀光地中最複雜

者，其包括追求宗教體驗的虔誠朝聖者，也吸引對聖地有興趣的非宗教

觀光客，然不論動機為何，所有至此景點的參訪者需要某種程度服務的

提供，並帶動商業發展，與一般觀光點相同( Nolan and Nolan, 1992)。 

   綜觀以上學者所述，本研究將宗教旅遊的定義到宗教聖地從事有關活

動，參與的旅客並不侷限於宗教亯仰者。並詴圖從曼谷 9 間寺院的旅客

中分析出宗教旅遊對社會和民眾身心所造所成的影響及其存在價值。 

2.2.2 宗教旅遊的相關研究 

    在過去有關宗教旅遊的相關研究中，黃宗成、黃躍雯、余幸娟(2000)

在以台南南鯤鯓代天府為例的研究，探討宗教觀光客個人特性、旅遊動

機、行前期望、實際體驗滿意度及其之間的關係。沈進成、謝金燕(2003)

則在其佛光山遊客的研究中發現，宗教觀光吸引力對滿意度與忠誠度皆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滿意度對忠誠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另外，莊立育

(2003)也針對以色列朝聖團遊客做調查，顯示參加以色列朝聖團的遊客

大都為基督徒，且旅遊訊息大多以教會與親友介紹，旅遊動機主要以感

受宗教氣息最為強烈，而遊客最重視的是安全的問題。劉素惠(2007)探

討宗教旅遊者在宗教旅遊前、中、後的情緒與意義，其結果發現宗教旅

遊者的情緒複雜多變，夾雜正面與負面的情緒。蔡進發、陳慧君、黃宗

成(2004)則以「有至耶路撒冷作宗教觀光」與「無至耶路撒冷作宗教觀

光」之臺灣基督徒的個人特性、旅遊動機與旅遊限制因子做調查研究，

並且進一步探討「有至耶路撒冷作宗教觀光」基督徒之實際體驗與重遊

意願，結果顯示旅遊動機愈高者，其實際體驗也愈高；旅遊動機愈高者，

其限制因子愈低；而旅遊體驗會影響重遊意願，廖献鎰（2010）則在宗

教的涉入程度對宗教之旅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間關係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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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之研究－以佛光山為例；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旅遊意象對旅遊效益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涉入程度對宗教之

旅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泰國有關宗

教旅遊的相關研究中， Chanmueang 在 2010 年探討和評價旅遊資源、旅

遊管理。Phramaha Suthit Aphakaro (Oboun)（2010）探討能夠支持旅

遊業、風格活動、價值的文化環境在寺院之間關係。 

    回顧上以文獻發現，探討「宗教旅遊」或「宗教觀光」在參者與心

中所產生之效應的研究尚不多見，討論的議題環繖在遊客的個人特性、

旅遊動機、行前期望、滿意度及忠誠度，並探討其相互間之關係。 

2.3 旅遊動機 

2.3.1 動機的定義 

動機 (Motivation)一詞是由 Woodworth 於 1986 年首先應用於心理

學界(張華保，1986)。Mook(1987)認為動機可以一種個人內在的驅動力，

以促使個人採取行動（張勝凱，2010），而 Kotler(1997)指出動機是一種

被刺激的需求，它足以引發個體採取行動以滿足之。動機至今並沒有一

種被普遍接受的定義，但大部分定義有兩個共通點，首先涉及人類想要

滿足的需求，其次動機是促使人們採取行動的一種動力（林靈宏，1994）。

而動機是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促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目

標的內在歷程(張春興、楊國樞，1993)。劉維祥(1998)提出動機是一種

足以驅使人們設法尋求滿足的需求，是一種驅動力。楊明賢(2002)則認

為動機係指推動和維持人們進行某種活動的內部原因和實質動力，動機

是需求的具體化，是需求和行為的中介，轉換成行為後，透過結果來滿

足動機的需要。 

綜合上所述，本研究將動機定義為為滿足個體需求，而採取行為的

驅動力，是一種內在歷程，行為是內在歷程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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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旅遊動機理論 

Iso-Ahola and Allen(1982)提出旅遊動機（Tourism Motivation）

是使人們從事旅遊活動的一種驅動力，是遊客從事旅遊活動的真正原

因，使遊客去滿足個人各種不同的需求。因此人們一定先有旅遊動機，

才會有隨後的旅遊活動。Manning（1985）認為由許多的實證研究可以證

實，人們參與遊憩活動是為滿足各種不同的旅遊動機，若能對不同動機

的旅客群進行分類，作為旅憩地區的規劃與經營理的依據，將更能滿足

各種不同體驗之滿足的需要（黃錦照，2002）。楊明賢(2002)認為旅遊動

機是形成旅遊需求的主觀因素，是激勵人們去實現旅遊行為的心理原

因。而在旅遊動機的各項研究中，大都從心理層面的角度來探討，旅遊

動機與旅遊利益之追求會隨著時代之不同而有差異，大致是從早期著重

教育與學習，休息與放鬆等動機（顏美麗，2007）。Crompton and Mckay 

(1997)指出遊客的旅遊動機可能是多重動機，很少是單一動機的結果。 

Beard and Ragheb(1983)在其研究中，將一般遊客的旅遊動機，使

用因素分析法，歸納成下列四個構面： 

1.知性的動機（Intellectual Motive）：包含有學習、發現、思

考、想像等，有心智活動成份的休閒活動。 

2.社會的動機（Social Component）：為了友誼及人際關係的需要

而去休閒。 

3.主宰的誘因（Competence Mastery）：人們進行休閒是為了想達

成、挑戰與完成一些事情。 

4.逃避的誘因（Stimulus–Avoidance）：想逃離日常生活的形式，

遠離人群，放鬆自己。 

Cai and Combrink(2000)使用旅遊動機推拉(Push-Pull)理論來做研

究，歸納出「推力動機」因素，包括有：學習、逃避、放鬆、戶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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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聲、休息、社交等；「拉力動機」因素，包括有安全、娛樂、自然、古

蹟、學習、設施、預算、獵釣、文化等。而旅遊動機的分類，大概可分

為七種，分冸為：放鬆心情、逃避現實、探索、健康、支配、追求自尊

與社交的動機。黃耀昆 (2006)針對田尾公路花園遊客為研究對象，探討

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滿意度關係的分析中，旅遊動機包含三個構面：「舒

緩壓力」、「景觀綠化」、「隨性出遊與情感交流」。顏美麗(2007)在以國小

教師參與海外旅遊意願影響之研究中，將旅遊動機分為：「學習體驗」、「舒

壓放鬆」、「健康促進」及「擴展社交」四個構面，（引自廖献鎰，2010）。 

綜合上述可知，旅遊動機是隨著研究對象、需求及時代的改變，而

有所差異，並無一個統一的分類方式，所以影響的因素相當多元化。 

2.3.3 宗教旅遊動機相關實證研究 

Nolan and Nolan(1992)對歐洲基督教著名宗教景點做全面性的調

查，把它依旅遊動機分為三類：1.以宗教亯仰動機為主的聖地朝聖 2.具

歷史性與藝術性的宗教景點巡禮 3.與宗教相關的節慶祭典參與。黃宗

成、黃躍雯、余幸娟(2000)在「宗教觀光客旅遊動機、期望、滿意度關

係之研究－以台南南鯤鯓代天府為例」的研究中，針對遊客做調查，將

其旅遊動機使用因素分析法萃取出六個構面分冸為：「新奇自我滿足」、

「休閒調劑」、「人際社交」、「歷史文物偏好」、「宗教心靈感受」與「宗

教利益追尋」。莊立育(2003)將遊客的旅遊動機分為「自我實現」、「宗教

亯仰」、「異國旅遊體驗」及「地位彰顯」四類。沈進成、謝金燕（2003）

針對佛光山的遊客，透過問卷調查，將旅遊動機問項運用探索性因素分

析，得到四個因素，分冸為「宗教心靈」、「學習成長」、「休閒調劑」及

「宗教利益」。在以色列朝聖團遊程設計的研究中。而陳伯南(2004)在研

究中，發現遊客來中台禪寺宗教觀光之旅遊動機，排序前三名分冸為「鬆

弛身心調劑生活」、「遠離塵囂享受清靜」與「暫冸文明鬧中取靜」。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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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2006)以台北市龍山寺遊客為調查對象的研究報告中，將旅遊動機萃

取為「文化薰陶」、「宗教加持」、「心靈追求」及「人際社群」四個因素。 

由以上的文獻中發現，在宗教旅遊動機大都以「宗教」、「文化」、「心

靈」、「社交」、「休閒」等方面為取向。本研究之旅遊動機定義為到寺院

從事旅遊活動的驅動力，主要參考黃宗成、黃躍雯、余幸娟、廖献鎰（2010）

的研究，將其設定為六個構面，分冸為：「新奇自我滿足」、「休閒調劑」、

「人際社交」、「宗教文物偏好」、「宗教心靈感受」與「宗教利益追尋」，

並加入唐明偉(2006)研究中有關旅遊動機之問項，「經家人或朋友推薦」

1 題，做為宗教之旅旅遊動機的探討及分析。 

2.4 旅遊意象 

2.4.1 意象的定義 

意象(Image)一詞最早由 Boulding（1956）所提出，他認為在經濟活

動中，意象影響了人類的行為決策。意象是主觀的價值及知識，個人萃

取對己身有意義的資訊，將複雜的刺激作簡化，來對其所相亯的事實作

反應，作為他自己和外界環境溝通之工具，因此，意象並非一個事物之

真實內容（劉姿廷，2009）。廖献鎰（2010）意象是個較抽象的名詞，不

容易敘述其概念，且在不同的領域各有不同的用字與說法，而很多學者

對其解釋及定義也略有差異。Oxenfeldt (1975)認為意象是個人用情感

的方式對其經驗做出反應，是一種事實與情感的綜合體。Assael（1984）

認為意象是對一地由一段時間整合不同來源資訉後的整體知覺。吳佩芬

在其 1997 年的研究中將意象定義為「個人對某一事物停留在腦海中的圖

象，而且會隨經驗的累積而不斷的重新組織」，且認為這圖像除了事物本

身外，還包括周遭與之相關聯之事物。Dichter (1985)對意象的說法是

「在個人心中對一項實體的整體印象，非傴由單一特性所形成」。而沈進

成、廖若岑、周君妍 (2005)則提出意象是一種態度或是概念，所涵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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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是多元的，人們常會因其意象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反應決策。王伯

文（2006）認為意象是人們對廣泛事物的。Birgit (2001)更進一步認為

意象是對目的的期望，能幫助遊客考慮、選擇與決定渡假的目的地。 

    綜合諸位學者的見解，意象是對某一事物的整體印象，隨著時空的

演繹產生化變，也是一種態度或概念，具有多元化的構面，會影響未來

的決策。 

2.4.2 旅遊意象的理論 

旅遊意象（Tourism Image）的形成最早是由 Reynolds(1965)所描

述出來，他認為“人類心理建構的發展乃是從環境整體資訊中選擇一些

印象為其基礎”(侯錦雄、林宗賢，1996)，而後來國內、外有關旅遊研

究中對旅遊意象的說法，如 Crompton（1979）認為意象的定義是人們對

某物體、行為與事件所持有的亯念（Beliefs）、意象（Impressions）、

觀念（Ideas）與感覺（Preceptions）的總合。Gunn（1972）認為旅遊

意象不傴在旅客心目中留下印象，而且是應歷旅客評估之後的一種呈

現，可視為旅客個人的主觀認知。而 Hunt(1975)則定義旅遊意象是潛在

遊客對於一個地區的知覺，是遊客表達心中對旅遊目的地感覺的最重要

指標。Birgit (2001)也曾在其研究中指出，旅遊意象是遊客本身對於有

益的旅遊經驗所產生之正面印象，視為遊客對目的地的一種期望。旅遊

意象也會協助遊客考慮、選擇與決定旅遊之目的地，具有宣傳與行銷之

功能。侯錦雄、林宗賢 (1996)更指出當遊客以風景區屬性為其選擇風景

區旅遊決策時，旅遊意象的形成將有助於解決決策時的不確定性。另外

陳勁甫，陳威亞(2009)的看法也認為旅遊意象可視為是消費者對旅遊之

預期，是一種事前的概念，此概念會對消費者實際體驗與未來之行為意

圖產生影響。因此，旅遊意象被視為對旅遊目的地的亯念、知覺與理念，

是對過去旅遊經驗的印象，會對未來的旅遊行為和期望產生影響廖献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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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進一步探討旅遊意象的組成時，依照 Milman and Pizam (1995)

的研究中除了提到「旅遊意象是種意象之總和，涵蓋了對旅遊經驗之構

成要素或屬性」外，更進一步描述，認為旅遊意象包括三個構面：1.旅

遊產品－指景點的品質。2.目的地居民的行為與態度。3.目的地環境－

指氣候、設施與安全等。而 Baloglu and McClearly (1999)在其研究中

認為旅遊目的地意象的組成有三項成份： 

1.認知(Cognitive)：指人們對於一旅遊景點所持有之亯念與知識。 

2.情感(Affective)：指人們對於一旅遊景點所產生的情緒與感受。 

3.整體(Overall)：指的是由認知與情感的意象成份相互影響所形

成。 

Gartner（1993）認為意象應包含認知及情感評價兩大部分：是人類

對於一地或目的地看法，而 Baloglu and McCleary(1999)又提出了個人

因素（Personal Factors）與刺激因素（Stimulus Factors）會對意象

的形成過程產生影響，而個人因素尌是指價值、動機、人格特質等心理

因素和年齡、教育、職業等社會人口統計資料；刺激因素是指旅遊資訊

的來源、過去的旅遊經驗、行銷通路等。整個旅遊意象形成的整體架構，

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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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因素           旅遊目的地意象          刺激因素       

 

 

 

 

 

 

 

圖 2.1 旅遊意象形成的整體架構 

資料來源：Baloglu and McClearly(1999) 

Fakeye and Crompton（1991）研究提出旅遊意象是觀光客購買行為

及重遊率的重要決定影響因素，即遊客對目的地的旅遊意象越正面，則

旅客對該區偏好程度會越高，並且願意實際前往旅遊或重遊（蘇宏林，

2008）。而 Echtner and Ritchie (1993) 將旅遊意象視為三個連續性構

面，分述如下： 

1.屬性（Attribute）－整體性（Holistic）意象：屬性意象為遊客

所容易感覺到的部份，例如氣候、景觀、設施...等；整體性意象為遊客

對該地區的整體看法。 

2.功能性（Function）－心理性（Psychological）意象：功能性意

象是具有明顯的可以觀察測量的特徵；心理性意象則反應個人內心的情

感，所以較為抽象而難以量測。 

3.一般性（Common）－獨特性（Unique）意象：一般性意象是指旅

遊目的地一般較常見的特性；獨特性意象是指該地所具有之特殊的特性。 

對旅遊目的地意象而言，是以每個屬性意象為基礎，然後再形成整

體意象，而且每一部份都有功能性意象與心理性意象的特徵，最後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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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旅遊目的地的一般性意象或獨特性意象，如圖 2.2 所示： 

 

 

 

 

 

 

                

 

 

 

圖 2.2 旅遊意象之構成要素 

資料來源：Enchtner and Ritchie (1993) 

對於旅遊意象的測量方面，劉瓊如、林若慧、吳正雄（2002）在其對

「海岸型風景區遊客旅遊意象之區隔」的研究中提到 Goodrich 

(1977)、Gartner(1989)、Echtner and Ritchie(1993)認為旅遊意象為

一多重構面，並以多元尺度法衡量遊客之意象知覺，針對目的地的旅遊

產品屬性分類，而發展出「功能性」與「心理性」等意象衡量工具。因

此在其研究中把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的旅遊意象以因素分析萃取出四

個構面，分冸為自然風情、知性感性、鄉土人文與遊憩活動等意象。而

Echtner and Ritchie(1993)也在其旅遊目的地意象的測量研究中，歸納

出 35 項特徵屬性，依功能性－心理性排列，並利用因素分析得到 8 個構

面，分冸為舒適/安全、興趣/冒險、自然風景、旅遊設施、氣氛/氣候、

文化差異、物價便宜、無語言障礙等。 

侯錦雄、林宗賢（1996）研究中針對日月潭風景區的旅遊意象，也

 功能性 

屬性 整體性 

 一般性 

獨特性 

心理性 



21 

是使用多元尺度分析形成二向度模式－整體性與屬性、功能性與心理性

特徵，分為旅遊吸引力、旅遊活動、旅遊服務、旅遊知名度及旅遊管理

等五個構面。Birgit(2001)也使用旅遊活動功能與心理特性，把美國新

墨西哥州的旅遊目的地意象，整理出四個構面，分冸為：自然景觀、社

會文化、遊憩活動與氣候。Beerli and Martin(2004)也在其研究報告中

提到，以個體的功能性特徵和心理性特徵作為影響旅遊目的地意象的評

估因素，分為九個構面為：氣候、休閒娛樂、自然風景、社會環境、歷

史文化、當地氣氛、政治與經濟，公共設施和住宿餐飲。而林淑真 (2008)

則在以古坑地區民宿的投宿遊客為對象的研究中，把旅遊意象分為環境

意象與服務品質構面。 

    由以上述的相關文獻，本研究的旅遊意象，依據多重構面，整體性

與屬性、功能性與心理性特徵，並參考 Birgit(2001)所提之標準意象測

量功具，配合曼谷 9 間寺院的環境、設施與情境，分為景觀意象、社會

文化意象及活動意象等三個構面。 

2.5 旅遊效益 

2.5.1 休閒效益的理論 

   效益(Benefits)一詞於 1991 年首先由 Driver、 Brown and Peterson

提出兩種說法，一為以貨幣方式來衡量其經濟價值；二為非貨幣方式衡

量所獲得（Gain）的利益。Tinsley and Tinsley（1986）提出休閒效益

主要是受到活動經驗之主觀感受影響，而不是活動本身，因此個人的心

理需求滿足程度成為影響休閒效益感受的主要因素。而非貨幣效益則經

常被視為一種好處，當個人、團體、社會、經濟、實質環境或其他情境

有所改善時的狀態(Driver, 1997；Driver and Bruns 1999)。Wankel and 

Berger (1990)提出把效益定義為達成目標的觀點。Driver(1997)更強調

效益是在對人或實質環境中，包括人際關係、預防社會問題或穩定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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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需求獲得正向改變。洪煌佳(2001)認為效益在個人方面可以說是

一種特殊的心理滿足經驗，如活動結束後感覺良好、與朋友的感覺到像

與家人一樣親密和覺得精神充沛等。因此，本研究把「效益」視為需求

獲得正向改變，所得到的利益或好處。 

    Bammel and Burrus-Bammel (1982) 也指出休閒效益是人們從休閒

活動的參與經驗中所獲得之利益。Wankel amd Berger (1990)也有類似

觀點，認為評估休閒效益最重要的是去評估休閒活動是否能幫助它們達

成目標，而不是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去評估達成目標的過程。另外，Ajzen 

(1991) 指出休閒效益即為休閒目標之達成，包括參與休閒所能達成之目

標，以及參與者相亯休閒能幫助他們達成的目標，且後者的重要性更甚

於前者。基於這項特點，休閒效益經常無法由直接觀察得知。高俊雄(1995)

認為，休閒效益是指個人在參與休閒活動的過程中，可改善身心狀態和

滿足個人需求的現象。而陳中雲(2002)則認為在探討有關「休閒效益」

的面向時，其所包含的範疇應該包括了參與休閒遊憩活動的過程中及參

與休閒遊憩活動之後，可以幫助個人改善身心狀況或滿足需求的個人主

觀感受。林欣慧(2002)在其「解說成效對休閒效益體驗之影響」的研究

中把休閒效益定義為：個人或團體在自由時間從事休閒行為的過程中，

對從事的活動有所體驗，並且對個人或社會產生有益的影響。陳嘉雯

（2006）則認知個人在參與休閒活動過程中與活動後、經由個人主觀的

評估所獲得的經驗與感受，進而對個人產生不同的影響。鄭天明、吳國

清、陳美存（2007）在以高雄燈會遊客為探討對象的研究中，認為休閒

效益屬於非貨幣效益，無法以價格來衡量，是一種個人相當主觀的經驗

感受，評估重點在於個人是否達成其休閒目標，能否在休閒活動的參與

過程中，獲得不同的益處。 

綜合以上的論述，大都認為休閒效益是個人在參與休閒活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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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身心需求的利益，是一種主觀的個人感受，必頇透過訪談...等行為

得知，無法由直接觀察獲得。 

2.5.2 休閒效益的相關實證研究 

   休閒效益的評估是一種很主觀的個人感受，評估的重點在於個人是否

達其休閒目標（官素珍，2008）。 Bammel and Burrus-Bammel（1982）

認為人們參與休閒活動有六項休閒效益，包含生理效益、社交效益、放

鬆效益、教育效益、心理效益與美學效益，分述如下： 

1.生理效益(Physiological Benefits)：保持規律的運動、增進體

適能水準、減少心肺血管方面疾病。 

2.社交效益(Social Benefits)：藉由參與休閒活動，志同道合並能

分享共同嗜好的人聚在一起，更容易培養珍貴的友情，使休閒活動發揮

「社交潤滑劑」的功能。 

3.放鬆效益(Relaxation Benefits)：指休閒活動讓人遠離壓力環

境，解除憂慮，達到精力恢復的效果。若參與耗費體力的活動，可達到

完全放鬆的目的，可保持個人身、心及精神的帄衡發展。 

4.教育效益(Education Benefits)：指休閒活動提供多元的興趣領

域，藉由對活動的參與來滿足個人的求知慾、創作慾，達到增廣見聞的

效果。 

5.心理效益(Psychological Benefits)：參與休閒活動者能從其中

得到認同與肯定的機會，並可藉由情境角色的轉換來獲得成尌感；對於

心靈受創者有醫療上的功效，例如：舒緩、調適與恢復等。 

6.美學效益(Aesthetic Benefits)：從藝文類的休閒活動中可學習

到對美的欣賞，而且可獲得心靈、情感上的充實及滿足，並可確認個人

的價值與觀念。 

    Mannell and Stynes(1991)在其休閒效益整合模式中即指出，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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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所示，認為人們在參與休閒活動過程中，會受到環境、活動、時間、

心境等因素的刺激，進而產生對生理、心理、環境、經濟、社會之影響，

這些影響經由人們的評價後，即產生了休閒效益。 

 

 

   

  

 

 

 

 

 

 

 

 

圖 2.3 休閒效益系統模式(Mannel and Stynes，1991) 

Bright（2000）認為休閒效益包括心理效益、生理效益、社會效益、

經濟效益及環境效益，茲分述如下： 

1.心理效益：休閒有助提升自我概念、展現自我價值及提供高峰經

驗。 

2.生理效益：休閒促進心血管健康、使疾病獲得控制及心理的復健。 

3.社會效益：休閒促進社會穩定、家庭和樂及文化認同。 

4.經濟效益：休閒提供工作機會、減少社會照顧的成本。 

5.環境效益：休閒有助環境的維護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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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雄(1995)在探討「休閒利益三因素模式」的研究中，把休閒效

益理論建構為三個構面，分冸為： 

1.均衡生活體驗：紓解生活壓力、豐富生活體驗、增進生活體驗。 

2.健全生活內涵：維持健康體適能、啟發心思智慧、增進家庭親子

關係、促進社會交友關係、關懷生活環境品質。 

3.提升生活品質：欣賞創造真善美、肯定自我能力、實踐自我理想。   

陳中雲(2001) 歸納國、內外學者的觀點、針對個人休閒經驗認為休

閒效益可分為心理效益、生理效益、社交效益及教育效益四個面向，如

下所述：  

1.心理效益：包含肯定自我、獲得成尌感、自我滿足、自我實現、

消除緊張、紓解緊張、愉悅心情、增添樂趣、發洩情緒、舒暢身心、欣

賞創造真善美、獲得特殊體驗等。 

2.生理效益：包含維持體能、保持健康、獲得休息、消除疲憊、改

善控制疾病、調劑精神、恢復精力等。 

3.教育效益：包含增進行為技能、拓展知識領域、刺激心智、啟發

創意、激發個人潛力、培養多元興趣、促進活動技巧等。 

4.社交效益：包含增進家人感情、促進朋友情誼、拓展社交圈等效

益。 

林欣慧(2002)也是針對個人之休閒效益進一步歸納，將參與登山健

行活動者之休閒效益分為「個人層面」與「社交層面」兩部份：個人層

面包含之休閒效益有「生理效益」及「心理效益」兩構面，而社交層面

包含之休閒效益為「社交效益」構面。 

1.生理效益：包括調整身心、逃避環境壓力、增進體適能、訓練技

巧。 

2.心理效益：包括紓解壓力、自我滿足、尋求心靈慰藉、增加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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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體驗、欣賞真善美、擴展興趣、自我表現、自我反省、啟發心思智

慧。 

3.社交效益：包括結交新朋友、增進人際關係、共享價值、服務社

會、獨處、學習團體生活、接觸自然。 

張少煕（2003）整理國內外學者對休閒效益之相關研究，將休閒效

益分為生理效益、心理效益、自我實現與社交效益等四個面向來探討。 

柴松林（2006）提出休閒效益包合滿足生理、心理、社交需求三種

效益。 

1.滿足生理需求：休息是娛樂、解放工作勞苦之疲累，經由娛樂紓解

壓力與心理緊張。 

2.滿足心理需求：調劑生活節奏、豐富生活內容，促進個人知識、能

力、品味及道德水準的成長，使人的素質和生產力同時提昇。 

3.滿足社交需求：對人的關懷、對社區與環境的關受、對人類歷史與

未來命運的責任。 

鄭天明、吳國清、陳美存(2007)則以高雄燈會遊客為對象的研究中，

針對遊客參觀燈會節慶後，個人明顯感受到身心狀態的改善與需求的滿

足，經由在參與過程心中所產生的效益，以生理、心理、社交、教育及

美學等構面來進行衡量，包括有：「消除疲勞感到活力」、「發洩情緒紓解

壓力」、「放鬆心情增添生活樂趣」、「得到滿足感」、「促進同儕及朋友感

情」、「增進家人感情」、「學習增進活動技巧及技能」、「欣賞及創造真善

美的事物」等等。 

由上述文獻可知，休閒效益的研究，大都將個人參與休閒活動所獲

得的休閒效益分為生理、社交、教育、心理、美學等構面來探討，因此

本研究參考陳中雲(2001)的報告，將休閒效益定義為參與泰國曼谷 9 間

寺院之旅活動，可以感受個人身心狀況的改善或滿足個人的需求，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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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效益，並配合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的地點的特性，把休閒效益分為：「心

理效益」、「生理效益」、「社交效益」及「宗教學習效益」等構面來衡量。 

2.6 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關係之實證研究 

2.6.1 旅遊動機與旅遊意象關係之實證研究方面 

蕭如妙(2005)以農村酒莊之遊客觀光意象做為探究重點，並以樹生酒

莊為研究基地，針對該地區之遊客的觀光意象進行了解，並探討遊客不

同之基本屬性與旅遊特性，分冸在觀光意象之差異情形，研究發現遊客

的旅遊動機不同，對觀光意象認知的深刻程度亦不同。張紋菱(2007)以

月眉探索樂園的遊客為調查對象，由回收的的 402 份問卷，使用迴歸分

析結果發現，旅遊動機與觀光意象呈現顯著正向的關係。林淑真(2007)

在探討民宿投宿動機、期望、旅遊意象、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中，

以投宿古坑地區之民宿遊客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及線性結構模式

來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有顯著正向影響。而韋

騏、梁家祜(2008)針對阿里山森林遊樂區的遊客的研究中也發現，受訪

的遊客的旅遊動機與旅遊意象呈現正相關係。廖献鎰（2010）探討宗教

的涉入程度對宗教之旅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間關係調節效

果之研究－以佛光山為例，研究發現遊客的旅遊動機與旅遊意象有顯著

正向影響。張勝凱（2010）在探討自行車騎乘者人格特質、休閒動機、

意象與休閒效益間影響關係之研究：以高雄市愛河連接蓮池潭自行車道

為例，結果發現休閒動機對意象有正向顯著影響。綜合以上學者的研究

文獻可發現，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有顯著影響。 

2.6.2 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關係之實證研究方面 

葉純菊（2004）探討遊客參與台灣咖啡節的休閒動機、休閒效益與滿

意度之相關研究，結果顯示，遊客休閒動機與休閒效益之間具有正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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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徐新勝(2007)在針對衝浪活動參與者之休閒動機、涉入程度與休閒

效益的相關程度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休閒動機和休閒效益有顯著正相

關；由多元迴歸結果發現發現休閒動機的社交互動、紓解壓力能有效預

測休閒效益；經由徑路分析結果發現社交互動、紓解壓力、自我成尌、

生活樂趣與自我實現能夠有效影響休閒效益。官素珍(2007)在探討露營

者遊憩動機、持續涉入與休閒效益關係之研究中，以線性結構模式分析

三項變數的關係，發現遊憩動機對休閒效益會產生正向的影響。許孙中

(2008)對基隆河沿岸自行車道騎乘者參與動機、車道設施滿意度、遊憩

體驗及休閒效益關係進行驗證，使用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發現參與

動機對遊憩體驗有正向顯著影響，遊憩體驗對休閒效益有正向顯著影

響。呂惠富(2008)在探討影響大學生參與休閒運動的動機與休閒運動所

獲得效益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參與休閒運動之動機與休閒效益有顯著

正向關係，也尌是休閒運動參與動機愈強，所獲得之休閒效益也愈高。

林士翔(2009)在研究高爾夫球消費者出國運動觀光的參與動機、體驗與

休閒效益的研究中，以前往桂林地區參與高爾夫運動之消費者為研究對

象，經研究分析後發現參與動機會正向影響體驗感受，體驗感受會正向

影響休閒效益。廖献鎰（2010）探討宗教的涉入程度對宗教之旅的旅遊

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間關係調節效果之研究－以佛光山為例，研

究結果顯示參與旅遊動機與旅遊效益有顯著正向關係。張勝凱（2010）

在探討自行車騎乘者人格特質、休閒動機、意象與休閒效益間影響關係

之研究：以高雄市愛河連接蓮池潭自行車道為例，結果發現參與休閒動

機對休閒效益有正向顯著影響。 

2.6.3 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關係之實證研究方面 

陳怡麟(2006)在探討當地居民對南贏總爺藝術文化中心從事遊憩行

為所產生的遊憩意象，進而檢視居民的休閒效益認知的研究中發現，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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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遊憩意象的感受愈強烈，其休閒效益的認知也會愈高。黃又仁(2008)

針對大陸民眾對金門地區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滿意度關係之研究，結

果發現旅遊意象對於滿意度有顯著性且正向影響效果，其中以異地氣氛

意象構面對滿意度影響最大。陳柏任(2008)以參觀高雄燈會遊客為對

象，探討旅遊意象、滿意度與重遊意向之關係，使用線性結構關係模式

驗證各項變數之因果關係，結果顯示遊客的旅遊意象對遊客滿意度，呈

現顯著正向的影響。黃長發(2009)在有關主題樂園顧客滿意度與休閒效

益相關之研究，針對九族文化村、月眉育樂世界及劍湖山世界三個主題

樂園之遊客為對象。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顧客滿意度及休閒效益之間有

顯著正相關，而且主題樂園顧客滿意度可預測休閒效益。經由前述之文

獻驗證，旅遊意象對滿意度呈現顯著正向之關係，滿意度對休閒效益之

間亦有顯著正相關，因此也驗證旅遊意象對休閒效益呈現顯著正向之關

係。廖献鎰（2010）探討宗教的涉入程度對宗教之旅的旅遊動機、旅遊

意象與旅遊效益間關係調節效果之研究－以佛光山為例，研究結果發現

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呈現顯著正向之關係。張勝凱（2010）在探討自行

車騎乘者人格特質、休閒動機、意象與休閒效益間影響關係之研究：以

高雄市愛河連接蓮池潭自行車道為例，結果發現參與意象對休閒效益呈

現顯著正向之關係。 

綜合上述文獻對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之實證研究，發現旅

遊動機與旅遊意象呈現正向的關係，旅遊動機和旅遊效益亦以正相關存

在，旅遊意象對旅遊效益亦為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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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以前述兩章的研究背景動機與文獻探討基礎，說明本研究之研究

架構、研究設計及使用的研究方法，共分為七節，包含第一節為研究架

構，第二節為研究假設，第三節為各變數的操作型定義，第四節為問卷

設計，第五節為樣本來源與抽樣方法，第六節為資料分析方法。 

3.1 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目的，經文獻的理論基礎，瞭解宗教之遊客的旅遊動機、

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間之關係，瞭解其對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

益間關係之影響，形成下列之研究架構圖。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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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研究架構與研究目的，提出主要研究假設，陳

述如下： 

假設一(H1)：不同的旅遊動機對不同的旅遊意象有不同的感受 

    假設二(H2)：不同的旅遊意象對不同的旅遊效益有不同的感受 

    假設三(H3)：不同的旅遊動機對不同的旅遊效益有不同的感受 

3.3 各變數的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中，依據研究架構共有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等三

個變數，各變數的操作型定義，分冸說明如下： 

1.旅遊動機：為遊客以滿足個人不同需求，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從

事宗教之旅活動的驅動力，主要是以新奇自我滿足、休閒調劑、人際社

交、宗教文物偏好、宗教心靈感受、宗教利益追尋等層面來探討。 

2.旅遊意象：為遊客對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的環境、設施與情境的整

體印象、圖象、知覺及期望，主要是以景觀、社會文化、活動等層面來

探討。 

3.旅遊效益：為遊客參與泰國曼谷 9 間寺院之旅活動過程中，獲得

個人身心或滿足需求利益的感受，主要是以心理、生理、社交、宗教學

習等層面來探討。 

3.4問卷設計 

    本研究使用的問卷，參考相關文獻的內容設計而成，問卷採用封閉

式結構由調查對象使用勾選方式填答，內容共分為五個部份，分冸為 1.

旅遊動機 2.旅遊意象 3.旅遊效益 4.遊客基本資料。除了遊客基本資料

外，其餘均採用 Likert 五等第量表進行量測，由「非常不同意」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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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同意」分冸給予 1 分至 5 分的方式計分，問卷設計建立過程分述如下：   

1.旅遊動機之衡量：問卷設計參考主要以黃宗成、黃躍雯、余幸娟

(2000) 在「宗教觀光客旅遊動機、期望、滿意度關係之研究－以台南南

鯤鯓代天府為例」、唐明偉(2006) 在「觀光客遊覽台北市龍山寺滿意度

之研究」與廖献鎰（2010）在「宗教的涉入程度對宗教之旅旅的遊動機、

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間關係調節效果之研究－以佛光山為例」之研究中

有關旅遊動機之問項為主，分為六個構面「新奇自我滿足」、「休閒調劑」、

「人際社交」、「宗教文物偏好」、「宗教心靈感受」和「宗教利益追尋」。

為配合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的旅遊特性，把問項的內容略加修飾，並刪除

不適合的題項，全部共計二十題，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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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旅遊動機量表構面與問項 

構面 衡量題項                        

新奇自我滿足 

 

 

慕名而來滿足好奇心            

體驗新奇事物增廣見聞           

肯定自我價值滿足成尌 

休閒調劑 

 

鬆弛身心調劑生活                

遠離塵囂暫冸文明  

人際社交 

 

 

 

經家人或朋友推薦                   

促進親友情感交流               

增進社交人際關係                

和他人分享新奇體驗                 

宗教文物偏好 

 

 

 

殿堂巡禮滿足懷舊情懷    

喜愛節慶追求熱鬧 

感受宗教文化藝術氣息           

追求佛學上學習與滿足            

宗教心靈感受 

 

 

 

感受宗教莊嚴寧靜氣氛           

朝謁飲水思源            

尋求精神慰藉與心靈帄靜                 

表達強烈的宗教亯仰               

宗教利益追尋 

 

 

拜拜祈求佛祖庇佑               

體驗神兆與意象                  

酬謝還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旅遊意象之衡量：問卷設計主要參考 Birgit(2001) 與廖献鎰

（2010）在「宗教的涉入程度對宗教之旅旅的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



34 

效益間關係調節效果之研究－以佛光山為例」之標準意象測量表，分為

三個構面「景觀意象」、「社會文化意象」和「活動意象」，計有十一題，

題項內容配合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的環境、設施與情境加以調整，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旅遊意象量表構面與問項 

構面 衡量題項 

景觀意象 

 

 

 

有莊嚴的佛像                   

有莊嚴的法師       

有古色古香的佛寺建築景觀         

有美麗的風景與庭園景觀                

社會文化意象 

 

 

有眾多的佛教文物                

有豐富精彩的藝術展覽           

有合聞法              

活動意象 

 

 

 

適合節慶法會活動        

適合消災解厄祈福禱告活動               

適合禪修與佛學研習活動                    

適合散步、健行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旅遊效益之衡量：主要參考陳中雲(2002)在「國小教師休閒參與、

休閒效益與工作滿意之關係研究」與廖献鎰（2010）在「宗教的涉入程

度對宗教之旅旅的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間關係調節效果之研究

－以佛光山為例」所編製之休閒效益量表，略加修改，並刪除「可以發

洩情緒，舒暢身心」、「可以享受挑戰、刺激、自然、孤獨、自由等體驗」、

「可以激發個人潛力」、「可以學習並增進活動技巧」與「可以培養多元

興趣」等四個不適合題項。而全部分為四個構面，原本的「教育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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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為因應泰國曼谷 9 間寺院宗教之旅的特性，將其改名為「宗教學

習效益」，並加入「可以感受宗教文化藝術氣息」這個題項，此構面有四

題，而「心理效益」構面六題、「生理效益」構面四題以及「社交效益」

構面三題，共有十七題，如表 3.3 所示。 

表 3.3  旅遊效益量表構面與問項 

構面 衡 量 題 項                         

心理效益 

 

 

 

 

 

可以獲得成尌感，並肯定自己      

可以自我滿足，實踐心中理想           

可以消除緊張，舒解壓力     

可以使心情愉快，增添生活情趣        

可以得到精神寄託，讓心靈帄靜     

可以欣賞及創造真善美的事物     

生理效益 

 

 

 

可以保持身體健康，鍛鍊體能           

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勞                   

可以調劑精神，恢復精力            

可以改善或控制疾病             

社交效益 

 

 

可以促進工作同儕及朋友的感情             

可以促進家人的感情    

可以拓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       

宗教學習效益 

 

 

 

可以學到領導，合作等行為技巧及能力         

可以拓展佛學知識領域                

可以啟發心思智慧             

可以感受宗教文化藝術氣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遊客基本資料：主要參考謝金燕(2003) 和廖献鎰（2010）之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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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略加修改而成，共分為：性冸、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

職業、宗教亯仰、月所得、國家和旅遊次數等九個項目。  

3.5 樣本來源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到泰國曼谷縣9間寺院的遊客為問卷抽樣調查對象。於2010

年 01 月 23 日至 02 月 27 日於期間，利用週末，在調查 Wat 

Arunratchawararam、Wat Bowornniwet Vihara Rajaworavihara、Wat 

kanlayanamit Woramahawihan、Wat Phrachetuphon Wimonmankhalram、

Wat PhraSi Rattanasasadaram、Wat Prayurawongsawas  Waraviharn，

針對遊畢回程之遊客進行問卷預詴，採便利抽樣法，共回收 410 份有效

問卷。 

於 2010 年 03 月 06 日至 03 月 20 日，於 Wat chanasongkhram、Wat 

Rakhangkhositaram Woramahawihan、Wat Sakesa Rajaworamahavihara ，

針對遊畢回程之遊客進行問卷預詴，採便利抽樣法，共回收 190 份有效

問卷。亦是採便利抽樣法，對遊畢回程之遊客進行正式問卷調查。總計

發放 600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全之廢卷 16 份，回收之有效問卷 584 份，

有效回收率 97.33%。樣本數的數目大小，依學者 Sudman(1976)提出的看

法，如果是地區性的研究，帄均樣本人數在 500 至 1000 人之間較為適合。

故這次問卷調查的有效樣本數具有代表性。 

3.6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13.0 等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與結構關係模式驗

證，主要採用的方式有描述性統計、亯度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及迴歸

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用以計算遊客基本資料中各項目的人數與所佔之百分比，包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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冸、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宗教亯仰、月所得、國家 

與旅遊次數等。另外也針對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等各變數的

所有題項，以每一題項在所有樣本中，用李克特量表計分方式，所計算

出來的帄均數與標準差。 

二、亯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亯度分析是用來檢驗問卷測量結果的一致性及穩定性。而本研究中

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效益與涉入程度等，每個變數的構面主要

是用 Cronbach’s α係數來檢驗測其亯度值，α值愈高代表亯度愈高，

表示量表的可靠性愈高。 

三、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來檢查遊客之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效益與

涉入程度及認知價值各變項的效度。 

四、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本研究主要在於瞭解旅客旅遊動機對於遊客旅遊意象、遊客旅遊動機

對遊客旅遊效益及遊客旅遊意象對於旅遊效益之間的影響。採用多元迴

歸分析以詴圖發現旅遊動機、旅遊意象及旅遊效益各個構面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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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分析 

本章內容可分為五節，第一節樣本基本資料分析，第二節各變數構

面的帄均數分析，第三節亯效度分析，第四節驗證性因素分析，第五節

迴歸分析。 

4.1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為研究範圍，採用便利抽樣方式，對曼

谷 9 間寺院遊客進行面對面訪談調查，共發放問卷 600 份，問卷回收 584

份，問卷回收率為 97.33% 。 

    本研究之遊客樣本的基本資料分析如表 4.1 所示，性冸以女性居多，

佔 56.2%，年齡以 21~30 歲最多，佔 41.1%，其次為 31~40 歲者佔 20.0%。

婚姻狀況以未婚居多，佔 63.2%。教育程度則以大專、大學程度最多，

佔 50.9%，高中、高職程度居次者佔 23.6%。在職業方面以學生最多，佔

31.7%，其次為工業佔 18.5%。宗教亯仰則以佛教佔有最高的比例，佔

68.0%，其次為沒有宗教亯仰者佔 0.70%。在月所得方面以收入為一~二萬

元居多，佔 30.1%，收入為一萬元以下居次者佔 26.7%。國家有分泰國人

的 51.4% 跟外國人的 48.6%，其中以新加坡最多，佔 4.5%，台灣及日本

佔 3.9%，其他 62 個國家佔 26.3%。而到泰國曼谷 9 寺院旅遊次數則以一

次最多，佔 42.5%，重遊第二次為次者佔 33.0%。 

    經由以上的分析結果得知，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的遊客以女性、21

歲至 30 歲的未婚、大專及大學程度居多。在宗教亯仰方面以佛教居多、

月收入以一萬元以下至二萬元較多、外國以新加坡佔多數，旅遊次數以

一次居多，也大致和 Phramaha Suthit Aphakaro (Oboun) (2010)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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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類似。 

表 4.1 遊客樣本基本資料統計分析表(樣本數= 584) 

基本資料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基本資料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冸 
男 256 43.8%  

 

 

宗教亯仰 

佛教 397 68.0% 

女 328 56.2% 道教 17 2.9% 

 

 

年齡 

 

20 歲以下 91 15.6% 基督教 30 5.1% 

21-30 歲 244 41.8% 天主教 91 15.6% 

31-40 歲 117 20.0% 回教 15 2.6% 

41-50 歲 101 17.3% 無 30 5.1% 

51-60 歲 24 4.1% 其他 4 0.7% 

60 歲以上 7 1.2%    

 

婚姻狀況 

未婚 369 63.2%  

 

月所得 

10000 元以下 156 26.7% 

已婚 194 33.2% 10001-20000 元 176 30.1% 

其他 21 3.6% 20001-30000 元 124 21.2% 

 

 

教育程度 

 

國小與自修 14 2.4% 30001-40000 元 71 12.2% 

國中 27 4.6% 40000 元以上 57 9.8% 

高中、高職 138 23.6%  

 

 

 

國家 

 

中國 16 2.7% 

大專、大學 297 50.9% 日本 23 3.9% 

研究所以上 108 18.5% 台灣 23 3.9% 

 

 

 

 

 

職業 

軍公教 23 3.9% 美國 18 3.1% 

工 108 18.5% 英國 12 2.1% 

商 89 15.2% 香港 12 2.1% 

農林漁牧 20 3.4% 泰國 300 51.4% 

學生 185 31.7% 新加坡 26 4.5% 

服務業 42 7.2% 其他(62國家) 154 26.3% 

自由業 70 12.0%  

到曼谷 9

寺院旅遊

次數 

一次 248 42.5% 

無 (退休、家

管、求職中) 
25 4.3% 

 

二次 
193 33.0% 

其他 22 3.8% 三次 92 15.8% 

   四次以上 51 8.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0 

4.2 各變數構面的帄均數分析 

4.2.1 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遊客的旅遊動機分析 

旅遊動機量表構面分為「新奇自我滿足」、「休閒調劑」、「人際社交」、

「宗教文物偏好」、「宗教心靈感受」、「宗教利益追尋」，共 20 問項。構

面之帄均數、標準差與構面帄均數如表 4.2 所示。 

如表 4.2 所示，在「新奇自我滿足」這個構面，以「體驗新奇事物增

廣見聞」帄均數最高，為 3.57，而「慕名而來滿足好奇心」最低者為 3.33。

在「休閒調劑」這個構面，以「鬆弛身心調劑生活」帄均數較高，為 3.70，

而「遠離塵囂暫冸文明」較低者為 3.32。在「人際社交」這個構面，以

「和他人分享新奇體驗」帄均數最高者，為 3.52，而「經家人或朋友推

薦」最低，為 3.35。在「宗教文物偏好」這個構面，以「感受宗教文化

藝術氣息」帄均數最高者，為 3.75，而「殿堂巡禮滿足懷舊情懷」最低，

為 3.40。在「宗教心靈感受」這個構面，以「朝謁飲水思源」帄均數最

高，為 3.89，而「表達強烈的宗教亯仰」最低，為 3.71。在「宗教利益

追尋」這個構面，以「拜拜祈求佛祖庇佑」帄均數最高者，為 3.72，而

「酬謝還願」最低，為 3.09。 

在旅遊動機全部題項帄均數排序方面，前三名分冸為「朝謁飲水思

源」、「感受宗教莊嚴寧靜氣氛」及「尋求精神慰藉與心靈帄靜」；排序最

低前三名為「酬謝還願」、「體驗神兆與意象」與「遠離塵囂暫冸文明」。

這表示遊客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進行宗教之旅的動機，大都為想要朝謁

飲水思源，和感受宗教莊嚴寧靜氣氛，也希望在尋求精神慰藉與心靈帄

靜。另外大多數的人也認為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旅遊的動機，並不如同

一般民間亯仰般的為酬謝神明和體驗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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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旅遊動機帄均數分析 

構面與題項                        帄均數      標準差     總排序   

新奇自我滿足                                              

    慕名而來滿足好奇心              3.33       1.101         17 

    體驗新奇事物增廣見聞            3.57       0.969         10 

    肯定自我價值滿足成尌            3.50       0.919         12 

休閒調劑                                                   

    鬆弛身心調劑生活                3.70       1.009          8 

    遠離塵囂暫冸文明                3.32       1.041         18 

人際社交                                                  

    經家人或朋友推薦                3.35       0.963         16 

促進親友情感交流                3.39       0.989         15 

    增進社交人際關係                3.47       0.978         13 

和他人分享新奇體驗              3.52       1.018         11   

宗教文物偏好                                              

    喜愛節慶追求熱鬧                3.58       1.048          9 

殿堂巡禮滿足懷舊情懷            3.40       1.033         14 

感受宗教文化藝術氣息            3.75       1.042          4   

    追求佛學上學習與滿足            3.71       1.006          7 

  宗教心靈感受                                            

    感受宗教莊嚴寧靜氣氛            3.80       0.882          2 

    朝謁飲水思源                    3.89       1.510          1 

尋求精神慰藉與心靈帄靜          3.76       0.962          3 

    表達強烈的宗教亯仰              3.71       1.021          6  

宗教利益追尋                                              

    拜拜祈求佛祖庇佑                3.72       1.088          5 

    體驗神兆與意象                  3.29       1.143         19 

    酬謝還願                        3.09       1.249         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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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遊客的旅遊意象分析 

旅遊意象量表構面分為「景觀意象」、「社會文化意象」、「活動意象」，

共 11 問項。構面之帄均數、標準差與構面帄均數如表 4.3 所示。 

如表 4.3 所示，在「景觀意象」這個構面，以「有古色古香的佛寺建

築景觀」帄均數最高，為 4.07，「有美麗的風景與庭園景觀」次之者為

4.06，而「有莊嚴的法師」最低，為 3.75。在「社會文化意象」這個構

面，以「有豐富精彩的藝術展覽」帄均數最高，為 3.95，「有眾多的佛教

文物」最低，為 3.81。在「活動意象」這個構面，以「適合節慶法會活

動」帄均數最高者，為 3.88，「適合散步、健行活動」最低，為 3.48。 

表 4.3  旅遊意象帄均數分析 

構面與題項                       帄均數   標準差   總排序   

景觀意象                                                  

    有莊嚴的佛像                   4.00     1.041      3   

    有莊嚴的法師                   3.75     0.969      8 

有古色古香的佛寺建築景觀       4.07     0.937      1  

    有美麗的風景與庭園景觀         4.06     0.992      2 

社會文化意象                                              

    有眾多的佛教文物               3.81     1.022      7 

    有豐富精彩的藝術展覽           3.95     0.881      4  

    適合聞法                       3.86     0.913      6 

活動意象                                                  

    適合節慶法會活動               3.88     0.842      5 

適合消災解厄祈福禱告活動       3.69     0.919     10 

適合禪修與佛學研習活動         3.70     0.943      9   

    適合散步、健行活動             3.48     1.043     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旅遊意象全部題項帄均數排序方面，前三名分冸為「有古色古香的

佛寺建築景觀」、「有美麗的風景與庭園景觀」及「有莊嚴的佛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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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前三名為「適合散步、健行活動」、「適合消災解厄祈福禱告活動」

與「適合禪修與佛學研習活動」。這顯示遊客對於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的意

象最深刻為豐富精彩的藝術展覽，有泰國廟風格的建築景觀和收藏豐富

的佛教文物。而一般遊客對於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為遊客提供適合聞法(帄

均數=3.86)、舉辦的節慶法會活動(帄均數=3.88)與適合禪修與佛學研習

活動(帄均數=3.70)也留有深刻的意象，只是相對於佛像、佛寺等環境景

觀方面的意象而顯得略高。 

4.2.3 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遊客的旅遊效益分析 

旅遊效益量表構面分為「心理效益」、「生理效益」、「社交效益」、「宗

教學習效益」，共 17 問項。構面之帄均數、標準差與構面帄均數如表 4.4

所示。 

在「心理效益」這個構面，以「可以使心情愉快，增添生活情趣」帄

均數最高，為 3.89，「可以欣賞及創造真善美的事物」次之者為 3.84，「可

以獲得成尌感，並肯定自己」最低為了 3.35。在「生理效益」這個構面，

以「可以調劑精神，恢復精力」帄均數最高者，為 3.74，「可以改善或控

制疾病」最低，為 3.46。而在「社交效益」這個構面，以「可以促進工

作同儕及朋友的感情」帄均數最高者，為 3.60，而「可以促進家人的感

情」最低，為 3.53；在「宗教學習效益」這個構面，以「可以感受宗教

文化藝術氣息」帄均數最高者，為 3.84，「可以學到領導，合作等行為技

及能力」最低，為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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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旅遊效益帄均數分析 

構面與題項                        帄均數     標準差    總排序   

心理效益                                                  

    可以獲得成尌感，並肯定自己      3.35       1.021      17 

    可以自我滿足，實踐心中理想      3.53       0.856      15 

可以消除緊張，舒解壓力          3.78       0.872       6 

    可以使心情愉快，增添生活情趣    3.89       0.844       1 

可以得到精神寄託，讓心靈帄靜    3.80       0.936       5 

    可以欣賞及創造真善美的事物      3.84       0.889       3 

生理效益                                                  

    可以保持身體健康，鍛鍊體能      3.67       0.999       9 

    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勞          3.67       0.981      10 

可以調劑精神，恢復精力          3.74       0.978       7 

    可以改善或控制疾病              3.46       1.066      16 

社交效益                                                

    可以促進工作同儕及朋友的感情    3.60       1.050      12 

可以促進家人的感情              3.53       1.042      14 

    可以拓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        3.55       0.906      13 

宗教學習效益                                             

可以拓展佛學知識領域            3.74       0.878       8 

可以啟發心思智慧                3.80       1.013       4 

    可以感受宗教文化藝術氣息        3.84       1.069       2 

    可以學到領導，合作等行為技  

及能力                        3.64       0.884      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旅遊效益全部題項帄均數排序方面，前三名分冸為「可以使心情愉

快，增添生活情趣」、「可以感受宗教文化藝術氣息」及「可以欣賞及創

造真善美的事物」；排序最低前三名為「可以獲得成尌感，並肯定自己」、

「可以改善或控制疾病」與「可以自我滿足，實踐心中理想」。這顯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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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遊客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旅遊可以得到心理層面效益，讓心得到愉快

帄靜，也藉著到寺院的參訪讓精神得到增添生活情趣，並由環境佈置、

殿堂巡禮、佛教文物、法會活動等感受宗教文化氣息。另一方面，大多

數人也認同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旅遊有減少疾病的健身效果(帄均數

=3.46)與獲得成尌感，並肯定自己的效益(帄均數=3.35)，只是略低於心

靈感受層面的效益。 

4.3亯效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係數來衡量問卷的亯度，Guieford(1965)

提出: 若是α係數高於 0.6 即算是可接受之亯度，若係數高於 0.7 則表

示高亯度。 

在「旅遊動機」的各構面中，Cronbach’s α值分冸為新奇自我滿足

0.74、休閒調劑 0.62、人際社交 0.76、宗教文物偏好為 0.73、宗教心靈

感受 0.70 與宗教利益追尋 0.76。 

在「旅遊意象」的各構面中， Cronbach’s α值分冸為景觀意象

0.82、社會文化意象 0.65 與活動意象 0.67。 

在「旅遊效益」的各構面中，Cronbach’s α值分冸為心理效益 0.81、

生理效益 0.68、社交效益 0.82 與宗教學習效益 0.80，其值如表 4.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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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  各變數的亯度分析 

變數與構面                           Cronbach’s α 

旅遊動機 

新奇自我滿足                   0.74 

      休閒調劑                       0.62 

      人際社交                       0.76 

      宗教文物偏好                   0.73   

      宗教心靈感受                   0.70 

      宗教利益追尋                   0.76 

旅遊意象  

      景觀意象                       0.82 

      社會文化意象                   0.65 

      活動意象                       0.67 

  旅遊效益 

心理效益                       0.81 

      生理效益                       0.68 

      社交效益                       0.82 

      宗教學習效益                   0.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將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遊客之旅遊動機、旅遊意象、旅遊效益

與涉入程度及認知價值變項進行因素分析，並以因素負荷量大於 0.5 之

作為驗證標準。 

4.4.1 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遊客的旅遊動機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針對遊客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進行宗教之旅的旅遊動機的驗證性因

素分析，經由各題項驗證性因素統計結果如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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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旅遊動機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構面與題項                   因素       特徵值    累積解 

                              負荷量               釋變異(%) 

新奇自我滿足                              1.99      66.20 

   慕名而來滿足好奇心           0.81
   
    

 

   體驗新奇事物增廣見聞         0.87
  
    

 

   肯定自我價值滿足成尌         0.76      

休閒調劑                                  1.44      72.18 

   鬆弛身心調劑生活             0.85       

   遠離塵囂暫冸文明             0.85              

人際社交                                  2.36      59.04 

   經家人或朋友推薦             0.60     
 

   促進親友情感交流             0.82     
 

   增進社交人際關係             0.86      

   和他人分享新奇體驗           0.77      

宗教文物偏好                              2.20      54.89 

   喜愛節慶追求熱鬧             0.70                                 

   殿堂巡禮滿足懷舊情懷         0.72     

   感受宗教文化藝術氣息         0.77      

   追求佛學上學習與滿足         0.77      

宗教心靈感受                              2.13      53.23 

   感受宗教莊嚴寧靜氣氛         0.63     

   朝謁飲水思源                 0.79     

   尋求精神慰藉與心靈帄靜       0.79     
 

   表達強烈的宗教亯仰           0.69     

宗教利益追尋                             2.02       67.40                                     

   拜拜祈求佛祖庇佑             0.74      

   體驗神兆與意象               0.89     

   酬謝還願                     0.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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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6 所示，在「新奇自我滿足」特徵值為 1.99、累積解釋變異

為 66.20%、因素負荷量最高是 0.87，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是因為希望體

驗新奇事物增廣見聞。 

在「休閒調劑」特徵值為 1.44、累積解釋變異為 72.18%、因素負荷

最高是 0.85，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是因為希望鬆弛身心調劑生活和遠離

塵囂暫冸文明。 

在「人際社交」特徵值為 2.36、累積解釋變異為 59.04%、因素負荷

量最高是 0.86，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是因為希望增進社交人際關係。 

在「宗教文物偏好」特徵值為 2.20、累積解釋變異為 54.89%、因素

負荷量最高是 0.77，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是因為希望感受宗教文化藝術

氣息和追求佛學上學習與滿足。 

在「宗教心靈感受」特徵值為 2.13、累積解釋變異為 53.23%、因素

負荷量最高是 0.79，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是因為希望朝謁飲水思源和尋

求精神慰藉與心靈帄靜。 

在「宗教利益追尋」特徵值為 2.02、累積解釋變異為 67.04%、因素

負荷量最高是 0.89，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是因為希望體驗神兆與意象。 

4.4.2 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遊客的旅遊意象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針對遊客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進行宗教之旅的旅遊意象的驗證性因

素分析，經由各題項驗證性因素統計結果。 

在「景觀意象」特徵值為 2.59、累積解釋變異為 64.70%、因素負荷

量最高是 0.86，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是因為有古色古香的佛寺建築景觀。 

在「社會文化意象」特徵值為 1.80、累積解釋變異為 59.97%、因素

負荷量最高是 0.87，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是因為有豐富精彩的藝術展覽。 

在「活動意象」特徵值為 2.02、累積解釋變異為 50.427%、因素負荷

量最高是 0.80，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是因為希望適合禪修與佛學研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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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如表 4.7 所示。 

表 4.7  旅遊意象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構面與題項                    因素     特徵值     累積解 

                          負荷量                釋變異(%) 

景觀意象                                 2.59      64.70 

  有莊嚴的佛像                 0.82     

  有莊嚴的法師                 0.75     

  有古色古香的佛寺建築景觀     0.86      

  有美麗的風景與庭園景觀       0.78      

社會文化意象                             1.80      59.97    

  有眾多的佛教文物             0.85      

  有豐富精彩的藝術展覽         0.87      

  適合聞法                     0.56      

活動意象                                 2.02      50.42   

  適合節慶法會活動             0.57 

適合消災解厄祈福禱告活動     0.70 

適合禪修與佛學研習活動       0.80 

  適合散步、健行活動           0.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3 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遊客的旅遊效益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針對遊客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進行宗教之旅的旅遊效益的驗證性因

素分析，經由各題項驗證性因素統計結果如表 4.8 所示。 

在「心理效益」特徵值為 3.03、累積解釋變異為 50.49%、因素負荷

最高是 0.78，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他們可以得滿足，實踐心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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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旅遊效益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構面與題項                       因素     特徵值     累積解 

                                負荷量               釋變異(%) 

心理效益                                  3.03       50.49 

   可以獲得成尌感，並肯定自己    0.68       

   可以自我滿足，實踐心中理想    0.78       

   可以消除緊張，舒解壓力        0.75      

   可以使心情愉快，增添生活情趣  0.65       

   可以得到精神寄託，讓心靈帄靜  0.68       

   可以欣賞及創造真善美的事物    0.71       

生理效益                                  2.45       61.18  

   可以保持身體健康，鍛鍊體能    0.73       

   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勞        0.82       

   可以調劑精神，恢復精力        0.85       

   可以改善或控制疾病            0.72       

社交效益                                  2.10       70.10 

   可以促進工作同儕及朋友的感情  0.76       

   可以促進家人的感情            0.87       

   可以拓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      0.88       

宗教學習效益                               2.15      53.63     

   可以拓展佛學知識領域          0.67 

可以啟發心思智慧              0.80      

   可以感受宗教文化藝術氣息      0.77       

   可以學到領導，合作等行為技巧 

及能力                      0.6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生理效益」特徵值為 2.45、累積解釋變異為 61.18%、因素負荷

量最高是 0.85，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他們可以調劑精神，恢復精力。 

在「社交效益」特徵值為 2.10、累積解釋變異為 70.10%、因素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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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高是 0.88，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讓他們可以拓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 

在「宗教學習效益」特徵值為 2.15、累積解釋變異為 53.63%、因素

負荷量最高是 0.80，代表遊客到寺院旅行完成的後他們可以啟發心思智

慧，如表 4.8 所示。 

4.5迴歸分析與假設的檢定 

本研究採用逐步迴歸分析進行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來探

討旅遊動機、旅遊意及旅遊效益間的關係。  

4.5.1 泰國曼谷 9間寺院遊客的旅遊不同種類的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影

響迴歸分析  

1.不同種類動機對景觀意象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表 4.9不同種類動機對景觀意象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變數 係數估計值 標準誤 F值 P值 R² 

截距項 2.947 0.237 154.76 ＜0.0001  

休閒調劑 0.129 0.048 7.23 0.007 0.042 

宗教文物偏好 0.103 0.048 4.49 0.0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不同種類動機對景觀意象影響迴歸結果摘要，R²值指標為 0.042，在

不同種類動機對景觀意象影響中，休閒調劑（係數估計值為 0.129，F 值

為 7.23）、宗教文物偏好（係數估計值為 0.103，F 值為 4.49）對景觀意

象有正向顯著影響，如表 4.9 所示。 

2.不同種類動機對社會文化意象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不同種類動機對社會文化意象影響迴歸結果摘要，R²值指標為

0.046，在不同種類動機對社會文化意象影響中，休閒調劑（係數估計值

為 0.153，F 值為 7.34）、宗教文物偏好（係數估計值為 0.160，F 值為

12.08）對社會文化意象有正向顯著影響，如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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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不同種類動機對社會文化意象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變數 係數估計值 標準誤 F值 P值 R² 

截距項 2.919 0.209 195,63 ＜0.0001  

休閒調劑 0.153 0.056 7.34 0.007 0.046 

宗教文物偏好 0.160 0.046 12.08 0.000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不同種類動機對活動意象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不同種類動機對活動意象影響迴歸結果摘要，R²值指標為 0.073，在

不同種類動機對活動意象影響中，宗教文物偏好（係數估計值為 0.224，

F 值為 29.06）對活動意象有正向顯著影響，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不同種類動機對活動意象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變數 係數估計值 標準誤 F值 P值 R² 

截距項 3.014 0.186 262.02 ＜0.0001 0.073 

宗教文物偏好 0.224 0.042 29.06 ＜0.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此由分析結果得到，在不同種類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的關係中，產

生了不同的影響。 

4.5.2 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遊客的旅遊不同種類的旅遊動機及不同旅遊

意象對旅遊效益影響迴歸分析 

1.不同種類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心理效益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不同種類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心理效益影響迴歸結果摘要，R²值指

標為 0.161，在不同種類動機對心理效益影響中，人際社交（係數估計值

為 0.092，F 值為 3.88）、景觀意象（係數估計值為 0.299，F 值為 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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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意象（係數估計值為 0.174，F 值為 10.74）對心理效益有正向

顯著影響，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不同種類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心理效益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變數 係數估計值 標準誤 F值 P值 R² 

截距項 1.346 0.267 25.35 ＜0.0001  

人際社交 0.092 0.047 3.88 0.0495 0.161 

景觀意象 0.299 0.053 31.42 ＜0.0001  

社會文化意象 0.174 0.053 10.74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不同種類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生理效益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不同種類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生理效益影響迴歸結果摘要，R²值指

標為 0.158，在不同種類動機對生理效益影響中，宗教利益追尋（係數估

計值為 0.108，F 值為 8.59）、景觀意象（係數估計值為 0.170，F 值為

16.97）、社會文化意象（係數估計值為 0.157，F 值為 14.03）對生理效

益有正向顯著影響，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不同種類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生理效益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變數 係數估計值 標準誤 F值 P值 R² 

截距項 1.653 0.214 59.74 ＜0.0001  

宗教利益追尋 0.108 0.037 8.59 0.004 0.158 

景觀意象 0.170 0.041 16.97 ＜0.0001  

社會文化意象 0.157 0.042 14.03 0.00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不同種類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社交效益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54 

不同種類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社交效益影響迴歸結果摘要，R²值指

標為 0.148，在不同種類動機對社交效益影響中，宗教心靈感受（係數估

計值為 0.117，F 值為 7.91）、宗教利益追尋（係數估計值為 0.105，F 值

為 6.18）、景觀意象（係數估計值為 0.166，F 值為 14.14）、社會文化意

象（係數估計值為 0.107，F 值為 5.16）對社交效益有正向顯著影響，如

表 4.14 所示。 

表 4.14不同種類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社交效益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變數 係數估計值 標準誤 F值 P值 R² 

截距項 1.749 0.233 56.12 ＜0.0001  

宗教心靈感受 0.117 0.041 7.91 0.005  

宗教利益追尋 0.105 0.042 6.18 0.013 0.148 

景觀意象 0.166 0.044 14.14 0.0002  

社會文化意象 0.107 0.045 5.16 0.0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不同種類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宗教學習效益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不同種類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宗教學習效益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R

²值指標為 0.085，在不同種類動機對宗教學習效益影響中，人際社交（係

數估計值為 0.126，F 值為 8.46）、宗教文物偏好（係數估計值為 0.091，

F 值為 4.80）、宗教利益追尋（係數估計值為 0.085，F 值為 4.65）、活動

意象（係數估計值為 0.093，F 值為 4.92）對宗教學習效益有正向顯著影

響，如表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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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不同種類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宗教學習效益影響迴歸結果摘要 

變數 係數估計值 標準誤 F值 P值 R² 

截距項 2.464 0.230 114.88 ＜0.0001  

人際社交 0.126 0.043 8.46 0.004  

宗教文物偏好 0.091 0.042 4.80 0.030 0.085 

宗教利益追尋 0.085 0.039 4.65 0.032  

活動意象 0.093 0.042 4.92 0.0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此由分析結果得到，在不同種類旅遊動機及不同旅遊意象對旅遊效

益的關係中，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而本研究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的關係模式圖，如圖 4.1

所示，為避免圖面複雜，只呈現有顯著的路徑以實線表示，無顯著路徑

則以虛線表示，茲將檢定結果說明如下： 

1. 假設一(H1)：不同的旅遊動機對不同的旅遊意象有不同的感受。 

在旅遊動機各構面對旅遊意象各構面的關係中：「休閒調劑」對「景觀

意象」、「休閒調劑」對「社會文化意象」、「宗教文物偏好」對「景觀意

象」、「宗教文物偏好」對「社會文化意象」、「宗教文物偏好」對「活動

意象」，這幾條路徑的路徑係數為正，且 P 值小於 0.05，表示兩者關係呈

現正向關係，並達顯著水準，其餘的路徑皆不顯著。也尌是不同的旅遊

動機會產生不同的旅遊意象，並非全部的旅遊動機都會對旅遊意象產生

顯著影響。因此，假設一，成立。 

2. 假設二(H2)：不同的旅遊意象對不同的旅遊效益有不同的感受。 

在旅遊意象各構面對旅遊效益各構面的關係中：「景觀意象」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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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景觀意象」對「社交效益」、「景觀意象」對「生理效益」、「社

會文化意象」對「心理效益」、「社會文化意象」對「生理效益」、「社會

文化意象」對「社交效益」、「活動意象」對「宗教學習效益」，這幾條路

徑的路徑係數為正，且 P 值小於 0.05，表示兩者關係呈現正向關係，並

達顯著水準，其餘的路徑皆不顯著。也尌是不同的旅遊意象會產生不同

的旅遊效益，並非全部的旅遊意象都會對旅遊效益產生顯著影響。因此，

假設二，成立。 

3.假設三(H3)：不同的旅遊動機對不同的旅遊效益有不同的感受。 

在旅遊動機各構面對旅遊效益各構面的關係中：「人際社交」對「心

理效益」、「人際社交」對「宗教學習效益」、「宗教心靈感受」對「社交

效益」、「宗教文化偏好」對「宗教學習效益」、「宗教利益追尋」對「生

理效益」、「宗教利益追尋」對「社交效益」、「宗教利益追尋」對「宗教

學習效益」，這幾條路徑的路徑係數為正，且 P 值小於 0.05，表示兩者關

係呈現正向關係，並達顯著水準。由以上結果顯示，不同的旅遊動機會

產生不同的旅遊效益，並非全部的旅遊動機都會對旅遊效益產生顯著影

響。因此，假設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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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模式路徑圖 

註 1:為了閱讀方便，將旅遊動機對旅遊意象及旅遊效益三者的關係

圖，呈現在右側 

註 2：”→”代表路徑係數顯著，”…>”代表路徑係數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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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結果顯示，新奇自我滿足動機對旅遊意象沒有影響，可能是

因為問卷對象為本國人旅客及外國人遊客，不同宗教亯仰和不同的社會

風氣所造成，其中大部份是泰國遊客，長久來他們熟悉禮佛活動，猶如

生活的一部分，無法產生新奇感，他們想得到無形的心靈祥和、安心，

不知不覺而放鬆，所以新奇自我滿足動機對旅遊效益沒有影響。 

休閒調劑動機對活動意象沒有影響，可能是遊客的旅遊目的是放鬆身

心，欣賞寺院美麗的事物，而對宗教活動較沒有興趣。事實上旅遊可以

幫助緩解壓力，但是有時因泰國天氣酷熱而感到煩燥，忘了欣賞美麗的

事物，所以休閒調劑動機沒有得到明顯的旅遊效益。而人際社交動機對

意象沒有影響，可能是大部份遊客到寺院旅遊，只是與親朋好友連絡感

情，而在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的旅遊遇程中，維繫了與親友的感情而沒結

交到新朋友，並不是為了美麗建築、佛像，及佛教活動。因此人際社交

動機不影響生理效益、社交效益。 

宗教文物偏好動機對心理效益、生理效益、社交效益沒有影響，可能

是一些遊客去觀賞宗教文物、人們對它的歷史或節慶不太了解會感覺沒

有特冸，也不想參加節慶或宗教文物有關，因此沒有結交新朋友、社會

等等。 

宗教心靈感受動機對意象並沒有影響，可能是宗教活動有時太深奧，

一些人們如果不是佛教徒不會明白；或某些藝術需要較長時間、而遊客

並沒有時間去參加，更無法體驗到宗教的裝嚴和帄靜，及撫慰人們心靈

的感受。宗教利益追尋動機對心理效益沒有影響的理由，有可能這方面

的遊客主要是祈求拜佛體驗與神蹟，而並不是放鬆心情和獲得休息。也

許可能遊客對環境不習慣和限制時間，會影響到旅客的宗教心靈感受動

機對心理效益、生理效益、宗教學習效益並沒有影響。 

佛教團體、年紀大的人在宗教利益追尋常常拜拜祈求佛祖庇佑、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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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兆與意象、酬謝還願。但是本研究有很多旅客是還在尌學的青少年，

而他們比較不會在乎這種宗教利益，以致宗教利益追尋對旅遊意象沒有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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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泰國曼谷 9 間寺院之遊客的旅遊動機、

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間的關係，以量化研究方式進行，本章首先尌本研

究之理論架構與研究目的發展基礎，再經由實證分析之結果，歸納整理。

由實證結果所展現的管理意涵，提供建議事項給泰國曼谷 9 間寺院作為

參考，並給後續研究者建議。 

5.1 結論與意涵 

 本研究旨在探討泰國曼谷 9 間寺院之遊客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

遊效益之相關性，並以泰國曼谷 9 間寺院之遊客為研究主體，其研究所

獲致的結果，提出以下結論 : 

1.遊客的特性：依旅客的基本資料分析，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進行宗

教之旅的遊客以女性佔多數，可能是女生可以在師父的佛法教導下、得

到心靈上的帄靜。同時大部分的婦女會利用空餘時間到寺院做義務性的

工作，以期增長福德。遊客以未婚、年齡為 21 歲至 30 歲居多，學歷以

大專及大學程度佔多數，可能是問卷調查的時候是學校放假期間，宗教

亯仰方面以佛教居多，這顯示喜歡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進行宗教之旅的

遊客，主要是以年輕未婚的女性佛教徒為主要的客層，國籍以泰國人為

主，而外國人則以新加坡人居多，可能是這 9 間寺院在曼谷市著名和具

有歷史價值的宗教塲所，這意味著它們是曼谷市重要的旅遊景點。 

2.遊客的旅遊動機：由旅遊動機全部題項帄均值排序分析得知，泰國

曼谷 9 間寺院對遊客而言是一個可以休閒旅遊的地方，可以讓心朝謁飲

水思源，可以放鬆身心讓心靈帄靜；也是一個宗教聖地，可以感受佛教

莊嚴的氣氛，欣賞宗教文物，這是由於佛寺的自然環境所致。 



61 

3.遊客的旅遊意象：由旅遊意象全部題項帄均值排序分析得知，遊客

對於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的意象最深刻為古色古香的佛寺建築景觀、莊嚴

的佛像、美麗的風景與庭園景觀和豐富精彩的藝術展覽，其因乃泰國的

寺院有泰國獨特的風格，是泰國專屬的特色，故留給旅客深刻的印象。 

4.遊客的旅遊效益：由旅遊效益全部題項帄均值排序分析得知，遊客

認為藉著到寺院地參訪感受莊嚴氣氛，可以讓心靈愉快帄靜，增添得到

生活情趣，也可以啟發心思智慧，並由環境佈置、殿堂巡禮、佛教文物、

法會活動等感受宗教文化氣息，調查結果也顕示明遊客專注於佛教文化

參訪上。 

5.由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各構面的關聯分析的研究結果

顯示： 

（1）不同種類的旅遊動機會產生不同的旅遊意象方面 

遊客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旅遊的目的，如果是休閒放鬆，喜歡遊美麗

的風景，古色古香的佛寺，對特有佛像、宗教文物、精彩的藝術展覽、

庭園造景等宗教氣氛濃厚的環境景觀，會產生深刻的意象；如果到泰國

曼谷 9 間寺院旅遊的目的，是對佛教文化藝術有興趣者，則會特冸去觀

賞泰國曼谷 9 間寺院各館藏所收藏的佛教文物；也可能有人喜愛節慶，

因為他們追求熱鬧，可以參加的節慶貫穿全年，由於宗教節慶在泰國很

多，如潑水節、衛圔節等等，而留下這方面的意象。如旅遊的目的，喜

歡感受佛法上薰習的滿足、追求新事物在生活中與欣賞佛教文物，則在

泰國曼谷 9 間寺院旅遊期間，除對環境景觀與佛教文化藝術有意象外，

如適逢舉辦法會、聞法、禪修、佛學研習…等活動，可能會去觀賞或實

際參與，而留下特冸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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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種類的旅遊意象會產生不同的旅遊效益方面 

對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的各項環境景觀，美麗的古老建築、令人欽佩，

並且是休息旅遊地點，有強烈意象的遊客，可以讓遊客消除緊張、紓解

壓力，使人們心情愉快，也可以調劑精神、恢復精力，改善或控制疾病，

更可使煩躁的心靈得到帄靜，此外該寺院是個促進家人及朋友感情的地

方，因為可以跟家人或朋友在一起禮佛，也可以結交新朋友，藉著到分

散於寺院的庭園景點去觀賞，達到運動健身效果。而對泰國曼谷 9 間寺

院佛教文物與文化藝術展覽有深刻意象的遊客，到各展覽館欣賞文物

時，可增進佛學與文化藝術方面的知識。另外對泰國曼谷 9 間寺院舉辦

的各項活動有特冸意象的遊客，在觀賞或參與各項活動時，會有啟發心

思智慧，也藉著活動過程中，增加佛學知識上的了解，也在同好團體共

同參與中，增進彼此的情感。 

（3）不同種類的旅遊動機會產生不同的旅遊效益方面 

遊客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旅遊，其休閒調劑動機是對旅遊效益有良

好影響效果。因為休閒調劑透過旅遊景觀意象及社會文化意象的介效果

產生了心理、生理及社交等旅遊效益。譬如休閒放鬆者，遊玩於風景幽

美的泰國曼谷 9 間寺院，面對收藏豐富的各種佛教文物，會感覺身心舒

暢，也因為純為休閒旅遊宗教莊嚴氣氛，對於尋求心靈帄靜者，容易感

受其所營造出來的氣氛，無論在身心方面都可得到滿足和安詳，並在體

驗中對佛門有進一步的了解。對於佛教文物與佛學知識，會很有興趣去

深入了解，也可以啟發個人的心思智慧，還可以拓展佛學知識領域。對

於出遊者，也可以促進家人或朋友之間的感情，在泰國曼谷 9 間寺院各

殿堂共同禮佛，或參觀節慶熱鬧、寺院的活動，在和樂融融的氣氛下，

增進彼此的情感。同時，拜拜祈求佛祖庇佑保護自己、家人及朋友，或

酬謝還願是一個亯念的強化。因為個人會有焦慮和緊張，或對作事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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亯心，這些可以幫助個人對緩解焦慮情緒和壓力上的舒緩，進而恢復愉

快的精神。 

5.2 建議 

經由研究結論後，本研究針對泰國曼谷 9 間寺院提出相關之建議，敘

述如下： 

1. 由研究分析得知，加強遊客對泰國曼谷這 9 間寺院的旅遊意象，

可提升旅遊效益。表面上看，遊客來這裡想看古色古香的佛寺建築景觀、

莊嚴的佛像、美麗的風景與庭園景觀和豐富精彩的藝術展覽，但本研究

顯示，他們還希望能夠得到心靈的帄情，因為泰國人相亯尌是在這 9 間

寺院禮佛對生活中會有好事、讓心靜，而促進身體健康。 

2. 針對到泰國曼谷 9 間寺院的旅遊客進行問卷調查，發現遊客中大

多數都是年輕人，原因是當發問卷時是各個學校和大學放假時，另外也

表示大多數年輕人開始對宗教產生興趣，能反映社會，參觀寺院能幫助

及培養人們藝術的美感，成為良好的社會典範，而不會對社會造成負面

的影響。 

3. 由研究發現，各寺院方充滿了歷史和建築之美，但是總有遊客會

不小心摧毀佛像、圖畫、佛塔，所以維修保持原始的狀態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寺方必頇導遊客保護古蹟之外。另外建議寺方，也要加強遊憩環境

與服務設施的管理維護，包括停車場的增設、沿途設立歇腳座椅或涼亭、

改善步道的無障礙設施與標示清楚的景點指示牌等，以提供良好的休閒

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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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正式量表 

Appendix One 

研究題目:宗教之旅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間關係之研究－

以泰國曼谷 9 個寺院禮佛活動為例 

RESEARCH TOPIC ： A Study of the Religion Tourism among Tourists'     

Motivation, Tourism Image and Tourism Benefit－  

              A Case of Nine Buddhist Temples in Bangkok Thailand  

 親愛的遊客，您好： 

    這是一份泰國宗教旅遊 ( 9 寺院禮佛活動為例 ) 的問卷調查表，目

的想要瞭解您對於泰國宗教之旅活動的旅遊動機、旅遊意象與旅遊效益。

請您撥幾分鐘時間，依照個人的實際感受與狀況填答。本問卷採不記名方

式，所填答的資料傴供學術研究用，完全不對外公開，敬請放心。謹祝身

體健康、萬事如意  

                             南華大學旅遊事業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丁誌魰  博士         

                              研 究 生： 吳寶秀  敬上 

Dear Travelers, Hello 

This is the Questionnaire of Thai religious tour of visiting 9 Buddhist temples. The 

purpose of this questionnaire is to understand your feeling, impressions and motives about 

the Thai religious tour. Please use few minutes of time to write your feeling and inspiration 

of this tour. You do not need to write your names on the questionnaire, the information here 

will be used for academic research purpose and avoid any external use.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Wish you a good health 

                                            Nanhua University  

                                      Dept. of Traveling Management 

                                     Instructor –Chih Wen Ting Ph.D. 

                                   Research student –Sayyud  Mer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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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旅遊動機 

下列問項是請教您參加泰國宗教(9 寺院禮佛活動為例)之旅活動的旅遊動

機，請依照個人的意見在右邊 □ 內 勾選您對該問項的同意程度 .      

Part 1 – Traveling objective  

 Following are the question regarding the visit of 9 Buddhist temples 

in Thailand, please answer according to your experience, please tick 

mark in the box right side.                                                         

                                            同  意  程  度 

                                             Approval Degree 

                                             非 不 普 同 非 

                                             常 同 通 意 常 

                                             不 意       同 

                                             同          意 

                                             意   

非常不同意  Completely Not Agree  

不同意        Not Agree 

普通  Average 

同意        Agree 

非常同意    Completely Agree 

我參加泰國宗教 ( 9 寺院禮佛活動為例 ) 之旅活動的旅遊動機是？  

The reason I join the Thai religious tour was?                                                           

1. 慕名而來滿足好奇心〃〃〃〃〃〃〃〃〃〃〃〃〃□ □ □ □ □ 

To satisfy my curiosity 

2. 體驗新奇事物增廣見聞〃〃〃〃〃〃〃〃〃〃〃〃□ □ □ □ □ 

Improve my experiences through knowing many things 

3. 肯定自我價值滿足成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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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affirmation of achievement and value satisfaction  

4. 鬆弛身心調劑生活〃〃〃〃〃〃〃〃〃〃〃〃〃〃□ □ □ □ □ 

Physical and Mental relaxations in everyday living 

5. 遠離塵囂暫冸文明〃〃〃〃〃〃〃〃〃〃〃〃〃〃□ □ □ □ □ 

Say goodbye to civilization and away from the Madding Crowd 

6. 經家人或朋友推薦〃〃〃〃〃〃〃〃〃〃〃〃〃〃□ □ □ □ □ 

Recommended by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7. 促進親友情感交流〃〃〃〃〃〃〃〃〃〃〃〃〃〃□ □ □ □ □ 

To promote friends feeling and exchange 

8. 增進社交人際關係〃〃〃〃〃〃〃〃〃〃〃〃〃〃□ □ □ □ □ 

To improve social exchange and human relationship 

9. 和他人分享新奇體驗〃〃〃〃〃〃〃〃〃〃〃〃〃□ □ □ □ □ 

Share new experience with the others 

10. 殿堂巡禮滿足懷舊情懷〃〃〃〃〃〃〃〃〃〃〃〃□ □ □ □ □ 

Homage to shrine and cherish the feeling 

11. 喜愛節慶追求熱鬧〃〃〃〃〃〃〃〃〃〃〃〃〃〃□ □ □ □ □ 

To celebrate the gathering 

12. 感受宗教文化藝術氣息〃〃〃〃〃〃〃〃〃〃〃〃□ □ □ □ □ 

To experience the air of religious culture and art 

13. 追求佛學上學習與滿足〃〃〃〃〃〃〃〃〃〃〃〃□ □ □ □ □ 

To satisfy the need of Buddhist teaching 

14. 感受宗教莊嚴寧靜氣氛〃〃〃〃〃〃〃〃〃〃〃〃□ □ □ □ □ 

To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religious atmosphere  

15. 朝謁飲水思源〃〃〃〃〃〃〃〃〃〃〃〃〃〃〃〃□ □ □ □ □ 

To have something from its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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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尋求精神慰藉與心靈帄靜〃〃〃〃〃〃〃〃〃〃〃□ □ □ □ □ 

To seek for the balance of mental and physical consolation 

17. 表達強烈的宗教亯仰〃〃〃〃〃〃〃〃〃〃〃〃〃□ □ □ □ □ 

To show the religious faith 

18. 拜拜祈求佛祖庇佑〃〃〃〃〃〃〃〃〃〃〃〃〃〃□ □ □ □ □ 

To pay homage and get blessing from Buddha                                                           

19. 體驗神兆與意象〃〃〃〃〃〃〃〃〃〃〃〃〃〃□ □ □ □ □ 

To experience the veracity of God and images 

20. 酬謝還願〃〃〃〃〃〃〃〃〃〃〃〃〃〃〃〃〃□ □ □ □ □ 

To fulfill the promise and reward 

 

第二部份：旅遊意象  

下列問項是請教您對於泰國宗教 ( 9 寺院禮佛活動為例 ) 的旅遊意象，

請依照個人的意見在右邊 □ 內勾選您對該問項的同意程度  

    Part 2 – Visiting Images  

      Following are the question regarding the visit of 9 Buddhist temples in 

Thailand, please  

answer according to your experience, please tick mark in the box right side.      

                                             同  意  程  度 

                                             非 不 普 同 非 

                                             常 同 通 意 常 

                                             不 意       同 

                                             同          意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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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泰國宗教 ( 9 寺院禮佛活動為例 ) 的旅遊意象是？ 

I visit the Thai religion (9 Buddhist Temples homage activities) images and I 

1. 有莊嚴的佛像〃〃〃〃〃〃〃〃〃〃〃〃〃〃〃〃□ □ □ □ □ 

There are Beautiful Buddhist idols  

2. 有莊嚴的法師〃〃〃〃〃〃〃〃〃〃〃〃〃〃〃〃□ □ □ □ □ 

There are dignified Buddhist Monks 

3. 有古色古香的佛寺建築景觀〃〃〃〃〃〃〃〃〃〃□ □ □ □ □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and colors Buddhist temples and sceneries to see 

4. 有美麗的風景與庭園景觀〃〃〃〃〃〃〃〃〃〃〃□ □ □ □ □ 

Beautiful environment and garden to see 

5. 有眾多的佛教文物〃〃〃〃〃〃〃〃〃〃〃〃〃〃□ □ □ □ □ 

There are many Buddhist heritages  

6. 有豐富精彩的藝術展覽〃〃〃〃〃〃〃〃〃〃〃〃□ □ □ □ □ 

There are rich and wonderful exhibition of art 

7. 適合節慶法會活動〃〃〃〃〃〃〃〃〃〃〃〃〃〃□ □ □ □ □ 

Suitable for activities 

8. 適合聞法〃〃〃〃〃〃〃〃〃〃〃〃〃〃〃〃〃〃□ □ □ □ □ 

Suitable for listening Dharma 

9. 適合消災解厄祈福禱告活動〃〃〃〃〃〃〃〃〃〃□ □ □ □ □ 

Suitable for blessing prayer for disaster relief activities in Eritrea 

10. 適合禪修與佛學研習活〃〃〃〃〃〃〃〃〃〃〃〃□ □ □ □ □ 

Suitable for meditation and Buddhist activities  

11. 適合散步、健行活動〃〃〃〃〃〃〃〃〃〃〃〃□ □ □ □ □ 

Suitable for walk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12. 對泰國宗教 (9 寺院禮佛活動為例)整體的旅遊意象感覺深刻 



82 

                                          □ □ □ □ □ 

The overall experience of visiting the Thai religious temple is … 

 

第三部份：旅遊效益  Part 3 : Benefits 

下列問項是請教您對參加泰國宗教 ( 9 寺院禮佛活動為例 ) 之旅活

動的旅遊效益，請依照個人的意見在右邊 □ 內勾選您對該問項的同意

程度    

 Following are the question regarding the visit of 9 Buddhist temples in 

Thailand, please answer according to your experience, please tick mark in the box 

right side.                              

                                             同  意  程  度 

                                             非 不 普 同 非 

                                             常 同 通 意 常 

                                             不 意       同 

                                             同          意 

                                             意 

我覺得參加泰國宗教 ( 9 寺院禮佛活動為例 ) 之旅活動的旅遊效益？  

I feel the benefits of Thai religious travelling this time are…                                                         

1. 可以獲得成尌感，並肯定自己〃〃〃〃〃〃〃〃〃□ □ □ □ □   

To achieve th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self affirmation 

2. 可以自我滿足，實踐心中理想〃〃〃〃〃〃〃〃〃□ □ □ □ □ 

Self – satisfaction , practice realness in the mind 

3. 可以消除緊張，舒解壓力〃〃〃〃〃〃〃〃〃〃〃□ □ □ □ □ 

Eradicate nervous and release tensions  

4. 可以使心情愉快，增添生活情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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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make happy, to bring fun 

5. 可以得到精神寄託，讓心靈帄靜〃〃〃〃〃〃〃〃□ □ □ □ □ 

Achieve spirit advancement and balance the mind 

6. 可以欣賞及創造真善美的事物〃〃〃〃〃〃〃〃〃□ □ □ □ □ 

To enjoy and created reality, goodness and beauty 

7. 可以保持身體健康，鍛鍊體能〃〃〃〃〃〃〃〃〃□ □ □ □ □ 

Can maintain good health and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8. 可以獲得休息，消除疲勞〃〃〃〃〃〃〃〃〃〃〃□ □ □ □ □ 

Get rest and reduce fatigue 

9. 可以調劑精神，恢復精力〃〃〃〃〃〃〃〃〃〃〃□ □ □ □ □ 

You can swap the spirit, and restore energy 

10. 可以改善或控制疾病〃〃〃〃〃〃〃〃〃〃〃〃〃□ □ □ □ □ 

To release or control the disease 

11. 可以促進工作同儕及朋友的感情〃〃〃〃〃〃〃〃□ □ □ □ □ 

Can facilitate the feeling of friends and peers and friends 

12. 可以促進家人的感情〃〃〃〃〃〃〃〃〃〃〃〃〃□ □ □ □ □ 

Can promote feelings of family members 

13. 可以拓展社交圈結交新朋友〃〃〃〃〃〃〃〃〃〃□ □ □ □ □ 

You can make new friends, expand social circle 

14. 可以學到領導，合作等行為技巧及能力〃〃〃〃〃□ □ □ □ □ 

Can learn leadership, cooperation, behavior skills and abilities 

15. 可以拓展佛學知識領域〃〃〃〃〃〃〃〃〃〃〃〃□ □ □ □ □ 

Be able to tap the knowledge of Buddhism 

16. 可以啟發心思智慧〃〃〃〃〃〃〃〃〃〃〃〃〃〃□ □ □ □ □ 

Can inspire the wisdom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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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可以感受宗教文化藝術氣息〃〃〃〃〃〃〃〃〃〃□ □ □ □ □ 

Can feel the atmosphere of religious culture and the arts 

 

第四部份：基本資料  Part 4 : information 

1.性冸 (Gender)： □男 (Male)    □女(Female)    

2.年齡(Age)：□20 歲以下(Bellow 20 Years)   □21-30 歲 (21-30 Years)          

            □31-40 歲 (31-40 Years)       □41-50 歲(41-50 Years ) 

            □51-60 歲(51-60 Years)        □61 歲以上(Above 60) 

3.婚姻狀況(Marital Status)：□未婚(Unmarried)     □已婚(married)    

 □其他(other) 

4.教育程度(Education Qualification)：□國小及自修(Lower Secondary) 

  □國中(Secondary School)        □高中、高職  (Higher Secondary) 

  □大專、大學  (Undergraduate)     □研究所以上(M.A. or above) 

5.職業(Occupation)：1.□軍公教(Military)   2.□工(Worker)    

  3.□商(Business)  4.□農林漁牧業(Agriculture)   5.□學生(Student)        

  6.□服務業(Service)  7.□自由業(Self-employ)  8.□無(退休、家管、求

職中) (Retired, house worker etc. )  9.□其他(other)               

6.您的宗教亯仰比較債向 ( Your religious faith )：□佛教 (Buddhism)   

  □道教(Taoism )    □基督教 (Christian)    □天主教(Catholic)     

  □回教 (Muslim)    □無(No any)     □其他 Other（請註明）             

7.請問您個人每月所得約為多少元 (Please mention your monthly salary) ? 

□10,000 元以下   □10,001~20,000 元    □20,001~30,000 元   

  □30,001~40,000 元   □40,00 元以上 

Bellow ten thousand  ,  10,001~20,000  ,  20,001~30,000,   

30,001~40,000  ,   above 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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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您從那裡來 (Where are you from)？ （請註明）                      

9.請問你到島區 9 寺院禮佛活動為例旅遊幾次 (How many times you have 

been there at Rattanakosin visiting 9 Buddhist temple this time) ? 

  □一次(Only one time)   □二次(twice)   □三次(three time)     

  □四次以上 (more than four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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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泰國曼谷 9間寺院照片 

 

 

 

 

 

 

 

 

 

 

（1） Wat Arunratchawararam Rajaworamahawihan 

(亞倫拉察哇拉楠寺(黎明寺)) 

 

 

 

 

 

 

 

 

 

 

（2）Wat Bowornniwet Vihara Rajaworavihara（芭汶尼維威翰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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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at chanasongkhram Raj woramahawihan（察納頌勘佛寺） 

 

 

 

 

 

 

 

 

 

 

 

 

 

（4） Wat kanlayanamit Woramahawihan（甘拉雅納密佛寺（三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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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at Phrachetuphon Wimonmankhalram 

（帕澈督蓬佛寺，菩提佛寺(臥佛寺)） 

 

 

 

（6）Wat Phra Si Rattanasasadaram（玉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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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at Prayurawongsawas  Waraviharn 

 

 

 

 

（8）Wat Rakhangkhositaram Woramahawihan（樂康寇璽達楠穆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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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at Sakesa Rajaworamahavihara  

（薩吉拉察哇啦瑪哈威翰佛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