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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下學童對社區文化認同之研究－以北港藝閣為例 

 

學生：黃韻如                     指導教授：洪銘建博士 

 

南  華  大  學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摘        要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加上資訊科技快速的發展，新事物的推陳出

新總是伴隨著舊時代的沒落，傳統文化活動日漸式微，在科技與傳統拉 

扯間，傳統文化活動如何因應資訊科技的發展而更具多樣性，並極盡所

能保住原有的根，這是目前傳統文化面臨的最大難題。因此，本研究探

討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的資訊社會環境中，參與北港藝閣活動之國小學

童之「文化認同」的前置因子-「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

的影響力是否顯著。本研究採線上填答來進行問卷調查， 問卷共回收有

效樣本331份，並以敘述性統計、信效度分析、因素分析、獨立樣本T檢

定、單因子變異數，雪費法事後比較及結構方程模式等方式進行資料分

析。分析結果發現: 1.性別方面:在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構面上，女生高

於男生；在滿意度及文化認同構面則無顯著差異。2.年級方面:在滿意度

構面上，六年級高於五年級；在參與動機、體驗價值及文化認同上則無

顯著差異。3.在參加次數方面:參與越多次的學生，在參與動機、體驗價

值、滿意度及文化認同方面越有顯著差異。4.(1)參與動機對體驗價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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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響。(2)體驗價值與滿意度不具正向關係。(3)體驗價值與文化認

同不具正向關係。(4)參與動機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5)參與動機與文

化認同不具正向關係。(6)滿意度對文化認同有正向影響。 

關鍵詞：北港藝閣、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文化認同 

 

 

 

 

 

 

 

 

 

 

 

 

 

 



 

vi 

 

A Research of the Community Culture Recognition to the Pupils unde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A Example of Taking Beigang Ei-Ga  

 

Student: Yun-Ru Huang               Advisor: Ming-Chien Hung, Ph.D.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social enviormen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novation is always accompanying with the de-

cline of old days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 has gradually de-

clined.Between the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 how to make tradi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 various to keep the initial intention is the biggist problem the tradi-

tional culture is facing now.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examine if the dis-

posing factor: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value’’, ’’satis-

fation’’, ’’cultural recognition’’ apparently impact on the pupils who ever take 

part in Beigang Ei-Ga. This research examined questionnaire by using online 

filling,collected 331 valid samples and analyze the data with the narrative 

staticti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scheffe’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 of the 

analysis presented: 1.In terms of gender: The dimension of participation mo-

tivation and experience value , girls are higher than boys; in terms of cultural 

re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there’s no obvious difference; 2.In terms of 

grade , six –grade –students are higher than fifth- grade –students ; in ter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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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value and cultural recognition,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3. In 

terms of number of participation, the students with more participation, the 

more obvious differences reveal o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4.(1)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experience value. 

(2)The relation between experience value and satisfaction is not clear. (3).The 

relation between experience value and cultural recognition is not clear, 

(4)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ha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satis-

faction.(5)The relation between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is not clear. 

(6)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ultural recognition. 

 

Keywords: Beigang Ei-Ga,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Value, Satisfaction, Cultural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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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下，時代不停地在改變，加上資訊科技快速的

發展，新事物的推陳出新總是伴隨著舊時代的沒落，傳統文化活動日漸

式微，慢慢流失中甚至被取代，傳統活動的榮景急速走下坡，在日復一

日的規律生活，在科技與傳統拉扯間，傳統文化活動如何更具多樣性，

能有更多「亮相」的機會，才能保住原有的根，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

斷層，這是傳統文化需面臨的難題。本研究旨以北港鎮藝閣活動為主題，

探討資訊社會下學童對社區文化的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與文化

認同之關係，本章主要分成：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研究目

的，第三節研究範圍與對象，第四節研究流程。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媽祖信仰是台灣普遍的民間信仰之一，由於早期移民多來自於大陸

沿海福建閩南地區離鄉背井渡海來台，面對海象變化極大的黑水溝以及

面對未知未來環境的不確定性，這時心裡的不安就需藉助宗教的力量來

支撐，因此故鄉的神明跟著先民一同來到了台灣(吳琬蓉，2011)。2009

年 10月 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媽祖信仰」為中國第一個信仰類的

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段寶林先生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精要》一

書說：「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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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主要就是民間文化(楊淑雅，2011)。

媽祖信仰傳至台灣之後，也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特色，『媽祖』在福建

南方原是『出海媽祖』傴是漁民的孚護神，但在台灣的媽祖已成『過海

媽祖』，在歷史上的定位已成大陸先民祈求帄安來台的過海孚護神。台灣

媽祖信仰在傳播多年後也逐漸在地化，目前台灣有六百多所奉祀媽祖為

主神的廟孙來看，由此可推論媽祖在民間信仰中佔有相當崇高的地位，

也成為台灣人民不可或缺的心靈支柱(維基百科，2015)。 

     朝天宮的歷史可追溯自清康熙三十三年（西元一六九四年），樹壁

和尚從湄洲朝天閣恭奉媽祖神像到台灣於笨港登陸，途中在朝天宮現址

休息，將媽祖神像暫放在一口井上，再出發時卻發現無法移動神像，笨

港居民就依媽祖神意在現址蓋茅草供奉，視為朝天宮創建的濫觴（蔡碧

峰，2009）。康熙三十九年（西元一七〇〇年），笨港外九莊居民以瓦易

茅，並將供命名為『天妃宮』，後來為了紀念分靈來自湄洲祖廟-朝天閣，

才改名為朝天宮。北港朝天宮建廟至今已超過三百個年頭，是台灣中最

要的宗教聖地之一，並於民國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列為國定二

級古蹟（蔡相煇，2006）。 

     在台灣，由於民間信仰的興盛，許多鄉鎮常以廟為中心，廟孙活動

絡繹不絕，最主要的祭典活動不外乎進香、遶境活動，常伴隨著繞鬧滾

滾的陣頭表演以及藝陣遊行，總是吸引眾人目光，這個現象，在每年農

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前夕達至顛峰，大批的信眾，絡繹不絕的進香

參拜人潮，形成台灣『三月瘋媽祖』的特有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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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是媽祖誕辰，而農曆三月十九日、二十兩天

是北港媽祖鑾駕出巡，遶境活動場面浩大，有陣頭、藝閣、北港犁炮及

各式各樣民俗表演（陳雅婷，2013），行列長達四、五公里，其熱鬧程度

為全台各地罕見，已成為北港當地一年一度的盛事，在北港當地俗稱『小

過年』，擁有廣大信眾自發性地跟隨遶境行程，這項活動也於民國九十九

年（西元二〇一〇年）被公告為「國家重要民俗活動」，近期北港進香活

動也在民國一〇六年（西元二〇一七年）被公告為「國家重要民俗活動」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2017）。 

     每年北港媽祖遶境隊伍中，最吸引眾人目光的活動非藝閣莫屬，裝

飾華麗、燈光絢爛的「藝閣」，這些造型講究的藝閣，集音樂、戲劇、彩

繪、雕飾、陶藝等技藝之大成，在白天已美不勝收，晚上輔以 LED燈光、

乾冰煙霧效果，更顯其炫麗燦爛。亮麗的藝閣隊伍繞行市區四周，不傴吸

引眾人目光，也讓北港成為不夜之城（吳琬蓉，2011）。北港藝閣文化相

傳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藝閣是一種以人物加上佈景為主題的戲閣，北港

藝閣最特別的是屬於真人藝閣，主要由當地孩子裝扮，年齡從帅兒園至成

人皆能參與，至於藝閣的題材，大多採民間傳說故事或小說戲曲之故事情

節，是一種靜態的展演，藝閣花車在行駛時，藝閣車上小孩童會丟下糖果、

花朵、文具、玩偶，甚至是當地的特產，撒下的糖果象徵著把帄安分給大

家，所以又有『帄安糖』之稱。在藝閣車頭的前方可以看到該藝閣是由哪

個公司行號所贊助或提供，以及藝閣所要呈現的主題（蔡碧峰，2009）。

在藝閣花車的四周都會有穿朝天宮背心隨行的人員幫忙注意，以免熱情

的民眾們不小心太靠近或是碰撞到車子，藝閣所到之處無不受大家歡

迎，沿途拋灑的帄安糖讓大夥們為之瘋狂，只見幸運拿到帄安糖的民眾

們無不露出開心滿足的笑容。藝閣的動員是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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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網絡往外擴張，因此，宗親族群、子弟社團以及商行會的參與，無

形中建立聯繫地方情感與休閒娛樂的社交功能，當然更不能忽視其繁榮

地方、刺激商機的經濟效益的影響力（陳雅婷，2013）。 

     在經濟發展與休閒旅遊風潮的帶動下，世界各國陸續發展屬於在地

特色的文化節慶活動，節慶活動對於觀光景點的行銷與產業發展，更扮

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Mules & Faulkner，1996）。參與優質的文化節慶

活動，已成為民眾在規劃觀光休閒旅遊行程中的重要目的之一（陳義正，

2017）。但近年來，傳統廟會活動逐漸式微，國家整體經濟不景氣，又加

上廟會活動給人些許負面的印象，常讓人聯想到混混聚集、製造噪音垃

圾、阻礙交通、迷信斂財的集合詞，相對會影響家長讓學童參與傳統文

化的意願，藝閣活動面臨沒落的困境，如何協助藝閣文化能持續延續，

並展現其獨特的魅力，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體驗行銷(Experiential Marketing)正是強調顧客體驗感受的手

法(溫佩妤，2002) ，而體驗價值則是體驗者認為體驗的經驗中所體會到

源自於內心感受的價值，是一種主觀的意識，在體驗互動的過程中，體

驗者沈浸在其中而留下的深刻記憶或產生美好回味。國小學童藉由參與

北港藝閣活動，體驗在地傳統文化，一路參與的過程得到實質最直接的

印象，在心中產生主觀的意識判斷，影響了他們對參與藝閣活動的評價，

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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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ver(1981)將滿意度定義為「當浮現的情緒與期望不一致時，所

形成的一種總合心理狀態，而期望是消費者有關消費經驗的預先感覺」，

此定義隱含著滿意度是針對某次交易事前期望與事後感受相互比較後的

結果。Engel, Blackwell &  Miniard (2001)對顧客滿意的定義則較債

於對產品使用後的效用與使用前的認知作比較，若是服務提供者實際提

供出的服務成果高於消費者對服務的期望則消費者將感到滿意;反之，若

服務執行的成果未達消費者的期望時，則消費者將感到不滿意，因此「滿

意程度」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喜好以及將來是否會再購買此一產品。

體驗就是讓顧客體驗產品， 以顧客為導向在購買前先試用與試看，來了

解產品、體驗產品，藉由實際體驗來增加感受的強度。體驗不傴是娛樂，

同時能給消費者留下印象，有所感受，就是體驗(McLuhan ,2000)。本研

究的滿意度是指當國小學童參與藝閣活動前的期望與實際參與後的狀況

比較後的心理狀態，反映出是否對參與藝閣活動感到滿意，所以國小學

童參與藝閣活動的滿意度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張春興（1995）指出「認同」是個體行為社會化的歷程。在社會情

境中，個體對其他人或團體的行為或方式、態度、觀念及價值標等……。

經由模仿、內化，使其本人、他人或團體趨於一致的心理歷程，即為認

同。李培菁（2006）認為「文化認同」是社團成員經由文化活動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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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分享了共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及集體記憶，不但能體會該文

化活動與個人生活關係，並且能自然而然形成對某一團體的歸屬感。在

教育現場觀察發現國小學童受外來文化影響甚深，韓流韓風成為學童們

聊天關注的對象，但對傳統文化卻感到相當陌生，更甚者對傳統文化嗤

之以鼻（鄭禮慶，2014），在王麗惠(2011)的研究中，更看到年紀越輕

的族群對文化認同就越低。本研究的文化認同是指當國小學童藉由參與

藝閣活動後對在地文化的認同，是否能將此認同內化為一種對家鄉的歸

屬感，因此，國小學童參與藝閣活動後對文化的認同為研究動機之四。

  

第二節、研究目的 

    本研究對參與過北港藝閣活動之國小高年級學童進行問卷調查，主

要目的如下： 

一、分析參與北港藝閣活動之國小學童屬性； 

二、探討國小學童對「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文化認同」

的差異性； 

三、探討參與北港藝閣活動之國小學童之「文化認同」的前置因子-「參

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的影響力是否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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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參與過藝閣活動之雲林縣北港鎮某國小高年級學童為施測

對象。 

第四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內容共分成五個部分，茲將各章節之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主要介紹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對象、

研究內容、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國內外文獻、理論。針對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及文化認同

等相關研究進行整理討論與探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包含研究架構、研究假設、問卷設計、問卷抽樣和資料分析方法。 

第四章  實證分析 

    包含學童基本屬性的描述性統計分析、不同人口統計變數的學童對

其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文化認同的差異性分析、問卷信效度

及分析，及參與藝閣活動之學童之「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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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之相關分析。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包含研究結論與建議。 

    在研究背景與動機的前提下，蒐集國內外有關參與動機、體驗價值、

滿意度及文化認同之相關文獻、書籍以及研究，並依據此提出研究假設

及架構，接著進行相關研究的編寫、設計問卷並先進行問卷之前測、回

收及修正，接著著手進行正式施測，問卷回收後，進行統計分析以獲得

研究結果，以驗證研究架構與假設，依據結論提供建議。如圖 1-1 研究

流程圖所示。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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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與本研究相關的理論基礎與文獻研究，擬從北港朝天

宮媽祖遶境歷史沿革開始探討，瞭解北港朝天宮為北港鎮民信仰中心之

源由以及北港藝閣活動在地方上的意義與重要性，並探討參與藝閣活動

學生的參與動機、活動體驗、滿意度、文化認同等構面間的相關性，並

據此文獻資料做為問卷設計的主要內容。本章節共分五部分(一)北港藝

閣相關研究、(二)參與動機相關研究、(三)體驗價值相關研究、(四)滿

意度相關研究、（五）文化認同相關研究。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北港藝閣相關研究 

    北港朝天宮是香火鼎盛的媽祖廟，建廟自康熙三十三年(1694)，由於

神靈顯赫，朝拜信徒絡繹不絕，威名遠播，尤其以媽祖誕辰祭典最為盛名，

每年從農曆三月十九日、二十日媽祖出巡遶境，掀貣第一波高潮，一直延

續到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聖誕，整個祭典才畫下完美的句點，每年都吸

引大量國內外觀光客到此朝聖，大街小巷擠得水洩不通，好不熱鬧。 

     在北港媽祖遶境活動中，最吸引眾人目光的莫過於藝閣這項傳統活

動了。「藝閣」是「詩意藝閣」的簡稱，又稱為「詩意閣」乃根據詩文意

境來打造的裝置藝術，是臺灣西南部等地的廟會中常見的陣頭。其中以北

港的藝閣最負盛名，熱鬧程度和文化內涵之豐富堪為全臺之冠。蔡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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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的研究指出，台灣的藝閣從清代史料中身影初現，歷經了日治時期

與戰後的發展、演化，與各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相互連結，

其中也潛藏了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文化學、工藝學與藝術學等。藝

閣，乃台灣對「台閩」的特有名稱，台灣藝閣的產生，除了延續古代台閩

文化的傳統外，多半來自於閩南漳泉的移民(蔡欣欣，2006)。 

    「藝」是原只彈唱南管樂器的藝旦；「閣」乃架子上置放食物的木板；

顧名思義為藝術之閣。藝閣的題材大多從歷史典故、民間傳說取材或戲曲

故事而來，在題材的選擇上，也各自暗喻著特殊的意義，例如：裝扮成神

以，可能寓意著人們祈福賜瑞、驅疫避災的心理，想要透過裝扮的「中介」

儀式與神靈溝通乃至轉換身份，目的在祈求賜福，藝閣題材不傴潛藏民眾

的價值觀，也寄託著宣揚知識教化人心的功能（陳雅婷，2013）。藝閣自

泉州傳入後，由於傳統神明遶境皆採步行，所以早期藝閣也都以人力肩

扛，日治時代轉變為藝旦坐人力三輪車的遊街，開始以人或動物拖拉車

子，之後又以電動三輪車、鐵牛車為主要動力來源，直到現在則是採用貨

車、卡車為藝閣的載運方式（表 2-1），人數也由兩三人變成了七八人，裝

扮由藝旦變成了孩童(陳綵璘，2017)。 

     北港藝閣主要由朝天宮鋪會、鎮內各里與民間社團集資贊助，遊行

時間為農曆三月十九日、二十日下午及晚上，以及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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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的晚上。真人裝扮的藝閣花車在行駛時，為了增添樂趣，藝閣上

的小朋友會沿途向外揮灑糖果、花朵、文具或是當地名產，有如以女散花。

據說撿到藝閣車上灑落下來的糖果可以保帄安，一旁看熱鬧的民眾爭相撿

拾，增添活動的互動性，常常是笑聲不斷且相當的有趣(陳雅婷，2013)。

不少北港民眾認為：坐上藝閣遶境可保帄安好搖飼;藝閣遊街前，需先到

朝天宮拜媽祖，舉行「貣馬」儀式，祈求一路帄安；遶境結束後，要回到

朝天宮舉行「落馬」，感謝媽祖保佑活動帄安順利。現儀式已簡化為經過

廟前舉香膜拜。二十二日是藝閣比賽評分日期，二十三日晚上北港朝天宮

則會舉行盛大頒獎典禮，發給優勝組一筆可觀的獎金，為藝閣遊行畫下完

美句點(蔡碧峰，2009)。 

    藝閣於中國萌芽，卻在台灣開花結果。這項遠從宋代開始就有發展足

跡、結合了工藝、美術、音樂、文學等多重藝術的傳統民俗活動，因台灣

先民遷徙的腳步隨之來台，並在此經歷不同的世代背景，展現出不同年代

的發展風格(陳綵璘，2017)。然而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資訊快速變遷的

世代，藝閣的榮景急速走下坡，如今全台灣仍存在的大型且具規模的藝閣

活動，只剩每年農曆三月十九日於北港所舉辦的媽祖誕辰繞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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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扛(約 1920年代) 

   

人力拉車(約 1940年代) 

   

人力三輪車(約 19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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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電動車(約 1980年代) 

  

大型電動車(約 2000年代後) 

圖 2-1藝閣的歷史演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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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參與動機相關研究 

壹、 動機的定義 

     Woodworth 於 1918 年首先以動機(Motivation)一詞應用於心理學

界，透過這次的發表他將動機視為一個人決定其行為的一股動力(張華

保，1986)。動機是指引貣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貣的活動，並促使該活動

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內在歷程(張春興，1993)。楊明賢(2002)人的動機

和行為是相互關聯著的，動機則是推動和維持人們進行某種活動的內部

原因和外在動力，且是需求的具體化，是需求和行為的中介，轉換成行

為後，以結果來滿足動機的需要。動機是無法透過個人的外觀直接觀察

發現的東西，唯有透過各體的行為表現或間接的去猜測，這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發現刺激參與行為的因素是動機(李永斌，2018)。 

    動機會因研究取向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定義，以下就各學者採用的

動機定義匯整如表 2-1: 

表 2-1 動機定義彙整 

學者及年代 定義 

Vroom(1964) 動機源自於工作結果、價值、工具性聯結強度與期

望變數間的關係，是人們為了得到所想要的酬賞而

做的努力。 

Locker(1969) 動機是引導個體行為去完成個體接受的目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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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動機定義彙整(續) 

學者及年代 定義 

Maslow(1971) 動機的來源是由於某些需求未被滿足，這些

需求可能是來自生理方面，或稱為一種驅

力，它們普遍存在於人類的特質並有遺傳性。 

Steer & Por-

ter(1971) 

動機是一種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狀態會影

響工作情境中行為之動力、趨向以及持久性。 

Dann(1977) 推拉動機理論中，推力因素反映了行為的心

理驅動因素，而拉力因素則是外部、情境或

認知發展。 

馬貣華(1981) 動機是行為的原動力，也是行為的主要原因。 

大英百科全書

(1981) 

動機是造成行為的原因，也就是任何可以引

貣個體行動的事物。 

Keller(1983) 動機可說是重要且直接的行為，換句話說可

說是當人面臨到獲得或避免某種經驗或目標

時人們會做的選擇，是一種他們會運用做某

些方面的努力程度。 

Robbins(1988) 動機為從事某一件工作的意願，其大小決定

於該工作完成後能滿足個人需求的能力。 

瞿海源(1991) 動機是用來解釋個體行為發生的原因或理

由，是一種假設性建構，我們並不能直接觀

察到他的存在，而必頇由個體表現出的行為

推測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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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動機定義彙整(續) 

學者及年代 定義 

張春興(1993) 動機是指引貣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貣的活

動，並促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內在

歷程。 

吳靜吉等(1994) 動機是激貣、引導及維持生理與心理活動歷

程的動力。 

Fondness(1994) 動機是一種被刺激之後所產生的需求，並且

促使著個人用實際行為來滿足自我的需求，

所以的行動都會是由動機開始，故動機是促

使個體產生行為的最初原動力。 

李咏吟（1998） 動機是一種對目標的迎拒力，其隱藏於個體

內部，驅使或引導個體去做某種行為，它可

能是由本能所驅動，亦可能是由理智的思考

所策動，或者是以上兩者的混合。 

朱敬先（2000） 動機乃激發、引導及持續行為之一種內在狀

態。 

鄭采玉（2008） 動機是一種內在的需求或驅力，它引發、導

引和維持個體的行為活動，以達成或是滿足

特定目標之行為歷程。 

資料來源:吳琬容(2011) 

貳、 動機相關理論 

關於動機理論中，自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實驗被實踐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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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界重視後，各種有關動機的理論紛紛出現，其中與參與動機較相關的

理論有: 

一、 需求層次理論(Need-Hierarchy Theory) 

    在 Maslow需求層次理論中，將人類的需求由低至高分為五個層次，

分別為: 

(1)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 係人類與生俱來的基本需求。 

(2)安全需求(Safety Need): 係在生理需求滿足之後，另外一項人身安 

   全需求。 

(3)愛與隸屬感需求(Love and Belongingness Need):係追求被他人接受 

   和歸屬感。 

(4)尊重需求(Esteem Need):係獨立、達成目標、專業能力、肯定、地位 

   以及受到他人尊重的需求。 

(5)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 Need):係當其他層次需求都滿足之 

   後，就會追求自我實現，針對自己認定之理想或目標來努力。 

    到了後期，Maslow又再補充了一項新的層級，稱為超自我實現(Over  

Actualization)，也稱之為自我超越。認為每個人都有內發性動機，會

努力追求自我實現的理想，只要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獲得滿足，就會逐漸

往較高層的需求發展，因此 Maslow的動機理論被稱為需求層級理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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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結構如下: 

 

圖 2-2 需求層次理論 

資料來源:黃士原(2017) 

二、 成就動機理論(Achievement motivation) 

    成 就 動 機 理 論 是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教 授 戴 維 · 麥 克 利 蘭

（David.C.McClelland）通過對人的需求和動機進行研究，於五零年代

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的。麥克利蘭把人的高層次需求歸納為對成就、權

力和親和的需求。他對這三種需求，特別是成就需求做了深入的研究，

分別如下: 

1.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爭取成功希望做得最好的需求。 

2.權力需求（Need for Power）：影響或控制他人且不受他人控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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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親和需求（ Need for Affiliation）：建立友好親密的人際關係的需

求。 

其中成就動機是一種內在動機，成就動機高的人，做事積極，勇於

挑戰(葉重新，2005)。成就動機與個人的評估成功機率、價值觀、性別

角色上以及個人在學習過程中的失敗經驗皆有密切關係(黃士原，

2017)。因此，McClelland(1953)將成就動機定義為「在具有某種優勝標

準的競爭中，對成功的關注，也是追求成功的需求或慾望(邵瑞珍、皮連

生，1989)。」 

三、 驅力理論(Drive theory) 

     Hull 於 1943 年提出，解釋個體行為動機，主要原因為均衡作用，

他主張個體有保持內在狀態帄衡不變的債向，若體內偏離帄衡狀態時，

個體產生之不舒服的緊張狀態（驅力），引發個體作出利於體內狀態趨於

帄衡之行為，解除不舒服的緊張狀態，維持身體恆定，反應的最終結果

則是使需要得到滿足，一旦滿足，則使內驅力刺激帄息。驅力可分為兩

種，一種來自於內部刺激且不需要學習的原始驅力，一種為來自外部刺

激且通過學習得到的獲得性驅力(黃士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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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動機過程模式 

資料來源:Schiffman & Kaunk(1983) 

    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中的參與動機構面分成:成長理論、需求層次

理論、成就感動機理論三個構面，藉以探討國小學童參與北港藝閣的動

機。  

第三節、體驗價值相關研究 

壹、 體驗的定義 

     體驗(Experience)分成了五種形式，Schmitt(1999)區分為感官

(Sense)、思考(Think)、感知(Feel)、行動(Act)及關聯(Relate)等。Joy 

& Sherry (2003)認為體驗是指親身經歷活動的過程，在感官或心理上所

產生的情緒。因此，體驗不傴是單純的感受，而是對於特定的事件、行

動或空間產生關聯性思考後所得的感知過程(呂彥君，2018)。體驗，就

是企業以服務為舞臺，以商品為道具，圍繞著消費者創造出值得回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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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具體地說就是在消費全程中設置一些體驗性細節，更加人性化、

生動化、體貼化，使得產品的概念得以充分的擴散，以在傳播的強度和

深度上感染目標人群(Pine II & Gilmore，2002)。「體驗」是活動參與

者進行某項活動或事件時，與周遭的刺激產生互動之後，所產生主觀上

的認知和個人的感受(張文宜，2005)。 

    價值(Value)是個人內心恆久的信念，此信念是個人偏好的行為模式

基礎， 以及最終存在的目的狀態(Rokeach，1968) ;張益銘(2007)指出

價值是抽象的概念，不傴是在生活中對於某事物的正負面評價，也能成

為判斷事物或選擇個體的心理準則，提供自身行為的方向。由此可得知，

體驗是一種感知過程，在經歷特定事件、行動或空間所產生的關聯性思

考後所獲得。而體驗價值則是透過個人實際參與後，所獲得的信念（呂

彥君,2018）。 

     體驗價值是指顧客從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中所體味到的源於內

心感受的價值。而體驗價值是服務價值的一種昇華，是一種發自內心的

精神滿足，並會形成深刻記憶或產生美好回味(成海青，2007)。陳春安

等(2013)認為體驗價值即消費者在消費後的體驗創造。茲將體驗價值相

關文獻整理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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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體驗價值相關文獻整合 

學者(年代) 定義 

Sheth, Newman 

& Gross 

(1991) 

提出消費者選擇模型(Consumer Value and Mar-

keting Choice)，提出消費者的價值行為可分為功

能性價值(Functional Value)、社會性價值(Social 

Value)、情感性價值(Emotional Value)、嘗新性

價 值 (Epistemic Value) 以 及 條 件 性 價 值

(Conditional Value)等五項消費價值模式，而此

五種消費價值模式，為驅使消費者最終行為之決定

因素。 

Holbrook

（1994） 

在傳統體驗價值的內在與外在價值分類外，加上

「活動（Activity）」維度，包括「被動」及「主

動」兩個價值觀點，認為被動價值（Reactive Value）

來自於消費者對消費目標的理解、評價與回應，主

動價值（Active Value）來自於消費者與行銷實體

間的合作。 

Schmitt 

(1999) 

提出感官、情感、行動、思考與關聯等體驗模組的

刺激，會透過體驗媒介的傳導，消費者會直接會間

接的感受其價值。體驗媒介包括人、事、時、地、

物，甚至消費過程中的場景布置、服務人員等，皆

為媒介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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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體驗價值相關文獻整合(續) 

學者(年代) 定義 

黃映瑀 

(2005) 

認為體驗價值為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認知與偏

好，經過理性與感性的交互評估後，所產生的知覺

報酬。 

陳春安等

(2013) 

認為體驗價值即消費者在消費後的體驗創造。 

資料來源:龔麗卿(2018) 

貳、體驗價值的相關理論 

    Pine & Gilmore(1998)將體驗價值分為四種，分別為：娛樂性、教

育性、逃避現實性、審美性，說明如下： 

1. 娛樂性體驗（Ｅntertainment） 

     娛樂性體驗的顧客通常較為消極參與，透過身體感官被動地接收、

吸收這些體驗，只單方面在體驗過程中吸收新資訊，例如：看電影、聽

演唱會、音樂會、舞台劇、欣賞街頭藝人表演、欣賞電視節目等活動。 

2. 教育性體驗（Educational） 

     教育性體驗消費者通常較多為主動參與，與娛樂性吸收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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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但能從中習得許多新知識，也能在過程中獲得許多的體會，例如：

參與研習、教育訓練、戶外教學、園區導覽等活動。 

3. 逃離現實體驗(Escapist) 

     逃離現實體驗可以是教育性，也能是娛樂性，顧客通常屬於主動且

積極的去參與，也能讓消費者沉浸在體驗的環境中，例如：臉書、推特、

網路遊戲、部落格、虛擬太空遊戲、扮演童話故事人物等活動。 

4. 審美體驗(Esthetic) 

     審美體驗的消費者在參與過程的態度上較為被動，但深度融入情

境，個別性感受最多，例如：參觀博物館、水族館、畫廊、旅遊欣賞大

自然美景、產生心之嚮往之感。 

    體驗的國度:體驗是如何吸引客人的，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考慮:1.人

參與的程度:積極參與與消極參與。2.環境相關性或聯繫類型:吸收與沉

浸，使消費者與體驗成為一整體。消極參與：未直接影響表演，純粹做

為一個觀眾。積極參與：消費者能直接影響事件進而產出體驗來，創造

屬於自己的體驗。吸收：透過了解體驗的方式來吸引人的注意力，是體

驗進入了個體裡。沉浸：消費者變成體驗的一部分，是個體進入體驗之

中(趙彥棠，2018)。可分為四大類(如圖 2-4)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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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體驗的四種領域 

資料來源:趙彥棠(2018) 

     策略體驗模組是體驗行銷之策略基礎，包括：感官體驗（Sense）、

情感體驗（Feel）、思考體驗（Think）、行動體驗（Act）、與關聯體驗

（Relate）等五個面向，配合體驗媒介來達成吸引消費者的行銷目標，

其分類如表 2-3。 

    Schmitt(1999)提出五種策略體驗模組，可以為顧客創造出不同的體

驗形式，以做為行銷策略的基礎，分述如下： 

1. 感官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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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官體驗主要以人類與生俱來的五感做為訴求，通過視覺、聽覺、

觸覺、味覺與嗅覺創造有力的感官知覺體驗，以誘發消費者的購買動

機，並增加產品價值。 

2. 情感體驗： 

   是在行銷的過程中以觸動消費者的內心情感、創造情感體驗為主，

可能會為消費者帶來溫和、歡樂的正面心情，也可能造成強烈、激動情

緒。 

3. 思考體驗： 

     則是運用啟智力、創造性地讓消費者獲得認識和解決問題的體

驗，以驚奇、計謀和誘惑…等方式引發消費者產生想法，在高科技商品

的行銷中尤其常見。 

4. 行動體驗： 

     乃是通過著名人物的角色，如影視歌星或企業領袖，來激發消費

者因模仿而試著改變其生活型態，進而購買商品。 

5. 關聯體驗： 

     意指包含感官、情感、思考和行動體驗等層面，使得消費者與自

我理想、他人或者社會文化產生關聯的行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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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策略體驗模組形式 

體驗模組形式 訴求目標 訴求方式 

感官（Sense） 創造感官衝擊，為

產品或服務增添附

加價值 

暸解如何達成感官衝擊，經由

視覺、聽覺、味覺、觸覺與嗅

覺等方式，完成刺激、過程、

結果的模式。 

情感(Feed) 觸動個體內在的情

感與情緒 

暸解何種刺激可以引貣消費情

緒，並促使消費者的主動參

與，包括品牌和正面心情、歡

樂與驕傲的情緒連結。 

思考(Think) 引發個體思想，涉

入參與，造成典範

的移轉 

經由驚奇、引貣興趣，挑貣消

費者做集中與分散的思考。 

行動(Act) 訴諸身體的行動經

驗，影響顧客之生

活型態 

藉由增加身體體驗，指出做事

的替代方法、替代的生活型

態，並豐富消費者的生活。 

關聯(Relate) 讓個體與理想自

我、他人或是社會

文化產生關聯 

將品牌與社會文化的環境產生

關聯，對潛在的社群成員產生

影響。 

資料來源：吳琬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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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過去的文獻中，學者Schmitt(1999) 率先提出了「體驗行銷」的概

念;相較於傳統行銷著重在產品的性能與利益，體驗行銷則是將焦點放在

顧客體驗上， 提供其感官、情感、思考、行動與關聯上的價值(呂彥君，

2018)。而「體驗價值」是體驗行銷所衍生而來，因此好的體驗行銷將能

夠為消費者帶來正向的體驗價值(林耀南，2010)。因此在體驗價值的表

現形式上，學者Holbrook(1994)提出三種體驗價值的表現形式，如表2-4。 

表 2-4  體驗價值的表現形式 

表現形式 內容 

情感價值 
透過提供的商品，使顧客產生愉快等積極情感，

進而使顧客覺得從 商品中得到了那部份的價值。 

心理價值 
顧客消費此商品時，心理感知風險低，進而使顧

客覺得從商品中得 到了那部份的價值。 

知識/信息價值 
顧客在消費商品時，得到了自己想了解的信息，

或是從消費商品中增長了所需要的知識，而使顧

客覺得從消費商品帶來了價值。 

資料來源：呂彥君(2018) 

根據 Holbrook(1994)的研究，認為顧客體驗價值包含了四個特

質:互動性(Interactivity)、相對性(Relativism)、情感反應(Affectivity)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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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消費經驗之基礎(Agrounding on the Consumption Experience)等，而

這樣的經驗感受與互動、相對的偏好觀念。本研究中的體驗價值，是以

國小學童為對象，探討國小學童參與北港藝閣活動後，透過這些體驗或

經驗，所獲得的最終價值。  

第四節、滿意度相關研究 

壹、 滿意度的定義 

     滿意度指的是消費者在特定使用情形下，對產品傳達之價值，所產

生的一種立即性反應(Woodruff, 1983)。Hempel(1977)定義滿意度是取

決於顧客期望產品或服務利益的實現程度，它可以反應出事前期望和事

後實際結果一致的程度。Wendy(1998)指出滿意度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

它是由期待的確認或正向不確認所產生的。Kolter(1997)認為滿意度是

一個人感到愉快程度的高低，且由知覺績效與期望的差異比較而來。

Kolter(1991) 指出，企業經營唯一不變的法則就是要滿足消費者的需

求，認為顧客滿意是顧客所感覺的水準，來自對於產品的知覺績效或結

果對顧客對產品的期望，兩者比較過後所形成的知覺感受。Cardozo (1965)

提出顧客滿意度的概念，認為是顧客對其所購買的產品有預設的期待，

若無法達到顧客的期待，就會產生不滿意;反之，則會感到滿意。由此得

知，顧客滿意已成為成功的不二法門，顧客滿意度提高，就能增加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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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重遊的意願，因此要站在顧客的需求心理上，創造出一個使顧客

滿意的體驗，滿足消費者的滿意度。Dorfman(1979)提到顧客滿意度會受

到個人偏好、期待、知覺、動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亦受各因子對滿意

度的貢獻程度不同而不同，使得影響滿意度的因素更為複雜。  

     國內外學者對於滿意度定義有別，本文將其歸納為形式、過程、作

用之不同層次之定義，故將相關文獻對滿意度的定義層次做個統整，如

表2-5。 

表 2-5 滿意度的定義 

學者 定義 

Howard & 

Sheth(1969) 

認為顧客滿意度就是消費者購買某一種產品時，所必

頇做出的相對犧牲，與犧牲所獲得報酬的一種認知。 

Hemple(1977) 顧客滿意度決定於顧客對於某一種產品所產生的期

望，意即顧客所預期產品所能夠帶來的產品利益，而

此產品實現此期望產品利益的過程中，預期產品利益

與實際利益結果的一致性程度。 

Oliver(1980) 顧客滿意度為顧客對於附在產品的取得或者在消費經

驗中的驚喜，而做出的評價。 

Churchill & 

Surpreant(1982) 

顧客滿意度是一種購買產品與使用產品的結果，由購

買者比較預期結果的實際報酬與購買時所投入的成本

所產生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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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滿意度的定義(續) 

學者 定義 

Tes & Wil-

ton(1988) 

顧客滿意度是顧客對於購買產品前的預期與實際

購買後知覺績效差距的一種評估反應。 

Blackwell & 

Minidard(1993) 

顧客滿意程度是顧客使用過產品後，會對於事後

的產品所展現的績效與購買之前對於產品的信

念，在兩者之間的一致性所加以評估。 

Kotler(1997) 顧客滿意度是一個人產生愉快或者是失望的感

覺，其源自於消費者本身對於產品的知覺績效(或

結果)與個人對於產品本身所產生的期望，兩者之

間比較後所形成的評價。 

資料來源:王建堯(2012) 

貳、 滿意度相關理論 

     滿意度相關理論主要在解釋顧客如何形成滿意與否的判斷。隨著時

間的演變，顧客滿意度也隨之演變出相當多不同的理論，以下為選取適

合本研究的滿意度理論，歸納如下： 

(一) 雙因子理論（Two-Fact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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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因子理論又稱激勵保健理論(Motivation-Hygiene Theory)，由

美國心理學家Herzberg於1950年代提出。人的所有需要都可以歸結為兩

種因素，即激勵因素（Motivator Factors）和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激勵因素又稱滿意因素，與工作有直接相關，例如:成就感、

職位升遷等，為內在因素；保健因素則稱維持因子，以工作間接相關，

例如:薪資、人際關係等因素，這些因素與工作環境較有相關，為外在因

素(賴璟儀，2018)。 

(二)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 

     弗魯姆（Vroom）於1964年提出，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

又稱作「效價-手段-期望理論」，在《工作與動機》一書中提出，個人

的激勵乃是在於完成某項目標，所實際獲得的報償或其自覺可能獲得報

償的結果，而「價值是一種基本的信念，認為某種特定行為的表現方式

或事物的最終狀態」。Oliver (1981) 認為顧客滿意度是與顧客期待不

一致的大小及方向有關。若產品或服務的品質實質表現高於顧客期待水

準，會產生正向的不一致，顧客滿意度將形成；反之，若低於顧客期待

水準，則產生負向的不一致，將導致顧客的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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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帄理論（Equity Theory）： 

    亞 當 斯 （ Adams ） 在 1965 年 提 出 ， 又 稱 社 會 比 較 理 論

(SocialComparison Theory)， 員工的激勵程度來源於對自己和參照對

象的報酬和投入的比例的主觀比較感覺。當消費者在消費歷程中不能感

到公帄時，則會產生不滿意的態度；反之，當感覺到公帄時，即感到滿

意。近年來研究亦有一致性的結論「員工的激勵作用顯著的受到相對報

酬的影響，而非絕對報酬」（江曼瑋，2018）。消費者在購買中會以自己

付出與收穫的比率， 與他人付出與收穫的比率相比較，若兩者間並無不

同，便沒有所謂的 滿意或不滿意;若發現比率與他人不同，即是處於不

公帄的狀態，消費者將透過滿意度的高低來修正購買決策（劉嘉茗，

2017）。 

(四)滿意理論（Satisfaction）: 

     Latour & Peat(1979)指出消費者可以有效並明確的知道產品的性

質而對該產品形成期望，而滿意水準是屬於附加的，再經由消費者對品

質的判斷形成一種態度，並將滿意和態度兩者有效的結合在一貣(陳雅

婷，2013)。 

(五)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 

     Weiner(1985)將此理論引進消費者滿意度的架構中，並指出內在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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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比外部歸因具有較大的影響，也就是較高的滿意度。在組織行為的發

展基礎上，是依照三個構面所引導出因果中的成功與否，包含了內部原

因及外部原因、原因產生之穩定性及原因的可控制性。內在的原因包含

了個人努力及能力，而外部原因則是包括了工作的困難度和運氣(陳雅

婷，2013)。 

參、滿意度的衡量構面: 

     Churchill & Surprenant(1982)將以往學者們對於滿意度的研究結

論進行統整、歸納並提出四個變數為主要影響滿意度的主要變數: 

(一) 期望(Expectation): 

     消費者在購買行為之前，所預期追求產品所能提供的利益，消費者

的期望能夠反映出預期產品的績效。 

(二) 績效(Performance):  

     消費者在購買產品前，對於產品實際察覺的產品績效，而產品績效

被視為用來與購買前的期望進行比較的標準。 

(三) 不一致(Disconfirmation): 

    消費者在購買產品之前的期望與實際購買後所知覺得產品績效之間

差異的程度，不一致被視為主要的中介變數。經由此過程，消費者的期

望將會:(1)當一項產品的績效知覺與消費者所預期的一致，產生被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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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2)當一項產品的績效知覺比消費者預期差時，產生負向的不一致。

(3) 當一項產品產生的績效知覺比消費者預期好時，產生正向的不一致。 

(四) 滿意(Satisfaction): 

    消費者比較夠購買後實際知覺的產品績效與購買前期望之間一致性

的程度，對產品整體性的態度。顧客滿意被視為一種購買前的產出，當

時產品績效大於或等於事前的期望，消費者則會感到滿意，反之則是不

滿意。 

    綜合以上論述，滿意度取決於認知、期望與實際體驗後的感受程度

是否一致。本研究為探討國小學童參與藝閣活動後的滿意度，對藝閣活

動做整體評估，也因學生參與藝閣活動後，會產生此活動的滿意經驗，

進而口耳相傳影響其他參與者的意願， 所以滿意度為本研究重要的變項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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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文化認同相關研究 

壹、 認同感的定義 

    國內外學者對於認同感定義有別，本文將其歸納為形式、過程、作

用之不同層次之定義，故將相關文獻對認同的定義層次做個統整，如表

2-6。  

表2-6認同感之定義 

學者/出處 定義 層次 

國際社會百科全書 「認同感就是個體對群體的歸屬

感」。亦即個體認為自己是某個群體

的一份子，認為自己是屬於這個群體。  

形式 

Freud(1899)  

 

認同不傴是一種模仿，而且是一種內

化 (Internalization)的過程，它可

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認同是與某

一個團體有最初的固定情感;第二層

次，認同是將個人內(Introjective)

到自我中;第三層次，認同是將內化的

特質分享予他人。  

過程 

 

Parsons(1951)  

 

對認同的定義為接受一套價值模型，

亦 即 是 將 一 套 價 值 模 型 內 化

(Internalizing)到個人心中的過程，此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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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認同感之定義(續) 

學者/出處 定義 層次 

 為一種學習的過程。  

Kagan(1958)  

 

用學習理論來說明認同的概念，他將

認同定義為一種獲得認知的反應過

程，此種過程是將某些楷模的特質、

情感變成個人心理結構的一部份，而

個人行為的表現，就如同此一楷模的

特質及情感的狀態。  

行為 

Kelman(1958)  

 

「認同」乃是指一個人接受了別人的

影響力時便發生了認同作用，因為一

個人欲對別人或別的團 體維持及建

立一種滿足自我界定的關係時，他必

頇接受別人的影響力，即接納別人的

行為，此時自然發生了認同作用。  

作用 

Bronfenbrenner(1960)  

 

認同應包括三種情況: 一、認同是一

種行為，一 個人表現出另一個人的行

為。二、認同是一種動機，指一個人

像另一個人的債向。三、認同是一種

過程，是行為和動機學習的一種形式。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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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認同感之定義(續) 

學者/出處 定義 層次 

李長貴(1969)  

 

認同是社會化過程的基本原理之一，

也是個人社會化程序中選擇他人的行

為，內在化於自己行為體系的過程。  

過程 

Mcfarland(1970)  

 

由認同的心理結構層面來看，對認同

的定義是指一種心理上的概念，此概

念是指一個人或團體的成就及特性，

就如同是他自己的一種個人反應。  

形式 

郭為藩 (1975)  

 

將自己與所嚮往的美質、價值體結合

為一，以抬高身價，維持自尊則為認

同。  

形式 

Feilitzen  & 

Linne(1975)  

 

認同是個人有意或無意經由他人來認

識自己，或希望自己成為另一個人，

於是將自己融入他人之中，與他人合

為一體或想像參與他人思考、情感或

行動的歷程。  

過程 

蔡榮貴(1978)  

 

認同是個人有意無意去增強或擴大自

我認同體的一種過程。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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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認同感之定義(續) 

學者/出處 定義 層次 

簡慶哲(1980)  認同是個體受到楷模的影響的一種過

程或方式，有的偏向認知層面;有的偏

向行為層面;有的認為是在不知不覺

中進行;有的強調價值、良心; 有的強

調整體。  

形式 

呂錘卿(1986)  認為認同是個人所表現的思想、感覺

或行動和別人相同的心理過程。  

過程 

O’Reilly & Chat-

msn(1986)  

認同來自於心理依附中的二個向度，

一是認同 (Identification)，即個人

對組織及其價值感到驕傲的程度;一

是內化(Internalization)，是指個人

將組織的價值納為自己所有的程度。 

形式 

張華葆(1987)  對另一個人、或某一群體或時代文化

英雄人物產生認同，有意無意地改變

自己的態度。  

形式 

許木桂(1988) 認同是指一個人將另一個人或一群人

的行為特徵或內隱的人生觀、價值觀

等予以內化，成為他人屬性的一種過

程。此皆為認同的價值內化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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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認同感之定義(續) 

學者/出處 定義 層次 

 (Internalization)理論。  

Cox & Mair (1988)  

 

提出傳統之社會關係，包含家庭、種

族、宗教信仰等，為自我認同

(Self-Identification)及達到自我

認知 (Self-Understanding)之重要

資源。傳統之關係包含共同合作

(Co-operation) 、 相 互 利 益

(Reciprocity)、權利與義務帄衡

等，創造強烈個人象徵性，及強烈之

認同感。  

過程 

Ashforth & Mael(1989)  「個體對於團體所產生的歸屬知覺」  形式 

張酒雄(1993)  

 

認同是價值內化的學習過程、行為債

向、心理過程或社會化的過程，可之

個體受到其欲認同楷模的影響，而想

要盡求表現出該楷模價值理念與行

為的過程或方式。  

過程 

張寶蓮(1994)  

 

在認知、情感及行為整體方面，主體

與楷模之間，真實的或被知覺到的相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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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認同感之定義(續) 

學者/出處 定義 層次 

 程，也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著，如此

相似性或涉入性的程度就是認同的

程度。 

 

張春興(1995)  

 

視認同為個體行為社會化的歷程。在

社會情境中，個體向其他個人或團體

的行為方式、態度觀念、價值標準

等，經由模仿、內化、使其本人與他

人或團體趨於一致的心理歷程，稱為

認同。  

過程 

Hall(1996)  

 

採用解構主義的方法，它在被擦掉的

過程中被檢視，在消去的過程中發

生。其次，從政治學與能動性的方向

思考，它與位置的政治學有關，也與

超越的意識有關。用論述的方法來看

身分認同，它是一種「永遠不完整」

的建構歷程，也可以說 是永遠都在

「歷程中」的建構工作。  

過程 

卓世宏(1998)  就心理層面而言，為主體所產生的歸

屬感;就外 顯層面而言，為主體對客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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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認同感之定義(續) 

學者/出處 定義 層次 

 體的行為方式，態度觀念，價值標準

等的相似性與涉入性的程度，即認同

的程度。 

 

張茂桂(1999)  

 

在種族與族群關係的研究中定義認

同為，人在成長過程中，長期學習而

具有深刻的特殊價值意識與情感，和

個人所屬的歷史記憶、集體意識。  

過程 

王敬之（2005） 為團體成員對同一語言、行為和態

度，對本團體內的人員具有更高的接

受度、評價和支持度。 

形式 

資料來源：王麗惠(2011) 

貳、 文化認同的定義 

    由於環境的差異，個人在一生之中，可能會發展出幾種不同形式的

認同。在個人部份有自我認同、性別角色認同；在群體部份有階級認同、

政治認同，及文化認同(陳美君，2018)。李培菁(2006) 認為文化認同的

定義，為場域中居民對民俗節慶活動於其成長過程中，經長期學習而產

生的特殊情感與價值，對民俗情感與集體意識的一過程。譚光鼎、湯仁

燕（1993）認為「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 是指個人接受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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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族群之文化的態度與行為，並且不斷將該文化之價值體系與行為規

範內化至心靈的過程。張茂桂(1999)所定義「在種族與族群關係的研究

中，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長期學習而具有深刻的特殊價值意識與情感，

和個人所屬的歷史記憶、集體意識」的統合為認同感。江宜樺（1998）

對「文化認同」的定義可視為是同一群體的成員，接受群體所屬的文化

並加以內化的過程，群體成員由於分享了共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以

及無數的集體記憶，也從而形成對某一共同體的歸屬感。Geertz 認為「文

化認同」是一種社會產物，是少數民族成員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將我群

與多數族群與世界觀之間的連結(吳琬蓉，2011)。綜合以上理論，本研

究對「資訊社會下學童對社區文化認同之研究—以北港藝閣為例」區分

成:認知認同、參與認同、情感認同三個構面，藉以探討學童對參與藝閣

活動的文化認同。 

参、文化認同之相關理論 

     認同不傴是一個靜態的概念，也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所以社會上存

在的各種認同並非固定不變的，不論是個人的、群體的認同都會隨著時

間、地點的變化，社會環境的變遷、傳播媒體的運作與歷史的發展，而

有所不同 (郭良文，1998），其認同可區分為以下四種不同的程度與構面

（李丁讚、陳兆勇，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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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知的（Congnitive）：即個人本身覺得自己屬於某一團體，並且能了

解此一團體的特性。 

2. 情感的（Affective）：個人本身不單傴傴對認同的團體或對象有其歸

屬感，並且在情感上有團體內、外的劃分。 

3. 知覺的（Perceptual）：除了認同對象團體之外，並能產生對其愛好的

感覺，且自得其樂於其中。 

4. 行為的（Behavioral）：不只認知、態度和價值觀，對於行為上的表 

現則著重於強烈認同該團體或對象的特性。 

     不同程度的文化認同會在文化上產生不同意義與價值的定位，鄭曉

雲(1992)、蕭凱琳(2009)認為史文化認同產生不同層次的要素有下列四

個層面: 

1. 精神層面:包宗教信仰、價值觀、審美意識、倫理道德、文化心理、經

驗、民族性格等。 

2. 行為層面:包括人的行為模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婚姻、家庭模式、

風俗習慣等。 

3. 制度層面；包括政治、經濟制度、體制、法律、典章等。 

4. 物質層面:指人類勞動與自然物質相結合的產物，包括食、衣、住、行

及勞動工具等物質化的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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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理論得知，文化是由一群人在社會中擁有共同的價值觀、生

活經驗，從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擴展至社會價值，進而延伸至風俗習慣、

民俗信仰、歷史傳統等。所以「文化」的確是一種價值觀的傳承，也深

植在人們的內心及存在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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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說明研究設計與實施程序，全文共分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架

構與假說；第二節為研究工具與對象；第三節為問卷預試結果分析；第

四節分析說明資料處理與分析方式。 

第一節、研究架構與假說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參與動機、活動體驗、文化認同與社區意識關係之研究-以

2011 年藝閣遶境活動為例(吳琬蓉，2011)研究結果指出參與動機對體驗

價值、文化認同的正向相關。國小學生參與北港媽祖遶境藝閣表演活動

的體驗、體驗價值及滿意度之研究(陳雅婷，2013)研究結果指出體驗價

值對滿意度正向相關，藉由此推導出本研究以參與過藝閣活動之學童為

例，探討不同人口統計變數的學童對其參與動機、活動體驗、滿意度、

文化認同的差異性，並進一步了解參與藝閣活動學童之「參與動機」、「體

驗價值」、「滿意度」、「文化認同」是否具顯著相關，且依照研究背景及

文獻探討統整後，提出以下研究架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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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研究架構 

貳、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目的、相關文獻回顧及研究架構，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ㄧ、參與動機與體驗價值的相關研究 

     在參與動機與體驗價值的相關研究中，在趙彥棠（2018）、陳義正

(2017)、陳雅婷（2013）的研究結果發現，參與動機對體驗價值有正向

影響。依以上分析，本研究推論出之假設如下： 

Ｈ1: 參與動機對體驗價值有正向影響。 

    在體驗價值與滿意度的相關研究中，在李君如(2010)、陳雅婷（2013）

的研究結果發現，體驗價值與滿意度有正向關係。依以上分析，本研究

推論出之假設如下： 

Ｈ2: 體驗價值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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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體驗價值與文化認同的相關研究中，在吳琬蓉（2011）、陳春安、

李政達、楊蓓涵(2013)、胡朝淇(2014)的研究結果發現，體驗價值與文

化認同有正向關係。依以上分析，本研究推論出之假設如下： 

Ｈ3: 體驗價值對文化認同有正向影響。 

    在參與動機與滿意度的相關研究中，在李培菁(2006)、林秀萱

(2012)、曾蘭淑(2012)、陳美君(2018)的研究結果發現，參與動機與滿

意度有正向關係。依以上分析，本研究推論出之假設如下： 

Ｈ4: 參與動機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在參與動機與文化認同的相關研究中，在吳琬蓉（2011）、黃菁菁

(2016) 、陳美君（2018）的研究結果發現，參與動機與文化認同有正向

關係。依以上分析，本研究推論出之假設如下： 

Ｈ5: 參與動機對文化認同有正向影響。 

    在滿意度與文化認同的相關研究中，在吳琬蓉（2011）、王麗惠

（2011）、鄭禮慶（2014）的研究結果發現，滿意度與文化認同有正向關

係。依以上分析，本研究推論出之假設如下： 

Ｈ6: 滿意度對文化認同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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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與對象 

壹、問卷設計 

一、個人背景變項 

    根據 Kotler(2003)定義的個人背景變項包括，年齡、性別、家庭人

數、家庭狀況、所得、職業、教育、宗教、種族、國籍等，本研究以性

別、年級、參加次數三項作為本研究之個人背景變項。 

二、參與動機: 

    參與動機的量表乃參考吳琬蓉(2011)的量表予以修訂而成(如表 3-1

所示): 

表 3-1參與動機量表 

構面 問卷題項 

成長動機 1.參與藝閣活動讓我了解民俗活動的技藝及內容 

3.與藝閣活動讓我了解民俗活動的舉辦流程 

 

 

成就感動機 

2參與藝閣活動讓我增廣見聞，增進社交場合的話題 

4.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拓展個人的人際關係 

5.參與藝閣活動讓我能增加陪伴家人的機會 

6.我認為參與藝閣活動是很光榮的事 

7.我認為充分熟悉藝閣活動後，我會介紹更多人參與 

 

需求動機 

8.參與藝閣活動讓我了解並體驗活動中的特色(例如:

灑糖果) 

9.參與藝閣活動讓我見識更新奇及創意的民俗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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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參與動機量表(續) 

構面 問卷題項 

 

 

10.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欣賞藝術創作及展演 

11.參與藝閣活動讓我和同好一貣享受參與活動的愉

悅 

三、體驗價值 

    在體驗價值的量表乃參考陳雅婷(2013)的量表予以修訂而成(如表

3-2)所示: 

表 3-2體驗價值量表 

構面 問卷題項 

  

 情感價值 

1.參與藝閣動讓我擁有美好回憶 

2.參與藝閣活動帶給我樂趣 

3.參與藝閣活動感覺非常好 

4.參與藝閣活動能帶給我愉快、滿足的感覺 

  

 功能價值 

5.參與藝閣活動是值得的 

6.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感到神氣 

7.整體來說我滿意此次藝閣活動 

四、滿意度 

在滿意度的量表乃參考陳雅婷(2013)的量表予以修訂而成(如表 3-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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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滿意度量表 

構面 問卷內容 

 

 

活動精采度 

1.我對於藝閣活動花車主題感到滿意 

2.我對於藝閣花車表演活動精彩度感到滿意 

3.我對於藝閣活動花車造型設計感到滿意 

4.我對於藝閣活動的燈光音效感到滿意 

5.我對於藝閣活動表演人員的服裝、妝髮感到滿意 

五、文化認同 

     在文化認同的量表參考吳琬蓉(2011)、曾蘭淑（2012）的量表予以

修訂而成(如表 3-4)所示: 

表 3-4文化認同量表 

構面 問卷題項 

 

 

 認知認同 

1.我知道北港鎮每年都會舉辦藝閣活動 

2.參與藝閣活動使我對家鄉更有感情 

3.參與藝閣活動提昇我的文化素養 

4.參與藝閣活動有助於我學習本土文化 

5.參與藝閣活動使我以家鄉為榮 

6.參與藝閣活動會使我對家鄉產生歸屬感 

 

 情感認同 

7.我認為藝閣活動在我心中是不可取代的 

8.藝閣活動是最能代表北港鎮特色的活動 

9.有人惡意批評藝閣活動時我會感到難過 

 參與認同 10.每年我都會參與藝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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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文化認同量表(續) 

構面 問卷題項 

 11.我會鼓勵親朋好友參與藝閣活動 

12.我願意為藝閣活動貢獻自己的力量 

第三節 問卷預試結果分析 

    本問卷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作為變項衡

量方式，分成「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很不同意」

等五個等級，在資料統計分析處理時分別給予 5 至 1 分，分數愈高表示

同意程度愈高，分數愈低則表示愈不同意，使總分（及帄均值）具有強

度趨向的代表意義。 

壹、量表試測 

     在實際進行問卷調查前，為了提高量表的效度及品質，通常會進行

小樣本的預試問卷來了解可能的變異量。本研究的前試測完成後，先以

便利性抽樣方式分送 60 份問卷進行小樣本的試測，回收問卷 60 份，問

卷回收率 100%。為了使研究者所編擬的問卷更具信效度，遂邀請現職老

師(表 3-5)，進行專家意見審查，針對問卷內容、語法、構面及用語等提

供意見。研究者在專家審題後，彙整資料後與指導教授討論過後，將題

意不合或難易度不適宜國小高年級學童的題目予以修改，完成了「資訊

社會下學童對社區文化認同之研究：以北港藝閣為例」試測問卷，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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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一。 

表 3-5 問卷審查之專家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專長 

蔡老師 雲林縣國小主任 台灣文學 

胡老師 雲林縣國小組長 資訊教育、課程與教學 

吳老師 雲林縣國小教師 英文、活動設計 

孫老師 雲林縣國小教師 中年級導師、課程與教學 

貳、試測問卷之結果分析 

    將試測回收後的有效問卷加以整理並建檔，以 IBM SPSS 20 統計軟

體進行分析，主要採項目、因素及信度分析，考驗問卷所有題項之適切

性與有效性。 

一、 項目分析 

    本研究對前測問卷實施項目分析方式檢視問卷的鑑別度和題目與總

分之間的內部相關。首先計算題目的總分，依高、低分加以排序，以得

分前 27%者為高分組，得分後 27%為低分組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求出每

一題的決斷值(T值)。以各題項之 T值是否達顯著差異作為汰選題目之最

初依據，未達顯著差異則表示該題項無法有效區分高分群與低分群的樣

本，即缺少鑑別度而予以淘汰。 

    參與動機量表之量表共 11題，T檢定皆達顯著水準（p<0.05）；體驗

價值量表之量表共 7 題皆達顯著水準（p<0.05）；滿意度量表之量表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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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皆達顯著水準（p<0.05）；文化認同量表之量表共 12 題皆達顯著水準

（p<0.05），代表效度分析後之題目有一定的鑑別水準，各量表項目分析

之結果如表 3-6～3-9。 

表 3-6參與動機量表項目分析結果 

題號 T值 備註 

1 -6.781 保留 

2 -3.168 保留 

3 -4.882 保留 

4 -5.093 保留 

5 -5.138 保留 

6 -5.120 保留 

7 -5.897 保留 

8 -3.250 保留 

9 -5.204 保留 

10 -4.422 保留 

11 -5.719 保留 

表 3-7體驗價值量表項目分析結果 

題號 T值 備註 

1 -7.073 保留 

2 -5.809 保留 

3 -6.751 保留 

4 -6.872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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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體驗價值量表項目分析結果(續) 

題號 T值 備註 

5 -7.213 保留 

6 -6.251 保留 

7 -5.538 保留 

表 3-8滿意度量表項目分析結果 

題號 T值 備註 

1 -9.699 保留 

2 -7.126 保留 

3 -6.245 保留 

4 -7.255 保留 

5 -6.036 保留 

表 3-9文化認同量表項目分析結果 

題號 T值 備註 

1 -2.800 保留 

2 -4.411 保留 

3 -5.771 保留 

4 -5.664 保留 

5 -6.195 保留 

6 -6.472 保留 

7 -6.613 保留 

8 -3.762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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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文化認同量表項目分析結果(續) 

題號 T值 備註 

9 -5.048 保留 

10 -8.084 保留 

11 -6.342 保留 

12 -3.220 保留 

二、 試測問卷之因素分析 

1. KMO 值及 Bartlett's 球面性檢定 

    本研究採用 Bartlett球形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及取樣適切性量數（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

quacy；KMO）。KMO 値介於 0~1 之間，其數值愈大，代表相關情形越好。

一般建議 KMO值 0.7 以上為良好（Kaiser，1974）。根據分析結果顯示，

本研究各構面之 KMO 值皆大於 0.7；各構面球形檢驗結果皆為顯著，適

合進行因素分析，如表 3-10所示。 

表 3-10試測問卷之 KMO & Bartlett 檢定分析表 

構面名稱 KMO & Bartlett檢定 

 

參與動機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切性量數 0.779 

 

Bartlett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235.026 

自由度 55 

顯著性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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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試測問卷之 KMO & Bartlett 檢定分析表(續) 

構面名稱 KMO & Bartlett檢定 

 

體驗價值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切性量數 0.822 

 

Bartlett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149.317 

自由度 21 

顯著性 0.000 

 

 

滿意度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切性量數 0.748 

 

Bartlett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77.708 

自由度 10 

顯著性 0.000 

 

文化認同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切性量數 0.863 

 

Bartlett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252.419 

自由度 66 

顯著性 0.000 

2. 試測問卷之因素分析結果 

    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分析方法，分別對各構面之自變數進行建構效度

的檢測。各構面因素之取捨標準為：各因素之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之絕對值大於 0.5；兩兩衡量項目間之

因素負荷量差大於 0.3（Hair et al., 1998）。根據分析結果，將未達標

準的題項刪題後，本研究各構面的每一個題項之因素特徵值皆大於 1；因

素負荷量絕對值部分大於 0.5，顯示本問卷具備良好的建構效度，如表



 

58 

 

3-11～3-14所示。 

表 3-11參與動機分析結果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成

就

感 

動

機 

6 我認為參與藝閣活動

是很光榮的事 

0.766  

 

 

 

 

 2.366 

 

 

 

 

 

47.318 

 

 

 

 

 

47.318 

7 我認為充分熟悉藝閣

活動後，我會介紹更多

人參與 

0.724 

4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拓

展個人的人際關係 

0.721 

2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增

廣見聞，增進社交場合

的話題 

0.715 

5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能

增加陪伴家人的機會 

0.657 

 

需

求

動 

機 

11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和

同好一貣享受參與活

動的愉悅 

0.849  

 

 

2.281 

 

 

 

57.037 

 

 

 

57.037 9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見

識更新奇及創意的民

俗藝術 

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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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參與動機分析結果(續)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8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了

解並體驗活動中的特

色(例如:灑糖果) 

0.738    

10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欣

賞藝術創作及展演 

0.621 

 

成

長

動

機 

1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了

解民俗活動的技藝及

內容** 

 

3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了

解民俗活動的舉辦流

程** 

**表示未達篩檢條件而被刪除 

表 3-12體驗價值分析結果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情

感

價

值 

4 參與藝閣活動能帶給

我愉快、滿足的感覺 

0.871  

 

2.635 

 

 

65.887 

 

 

65.887 3 參與藝閣活動感覺非

常好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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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體驗價值分析結果(續)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2 參與藝閣活動帶給我

樂趣 

0.804    

1 參與藝閣動讓我擁有

美好回憶 

0.725 

 

功

能

價

值 

5 參與藝閣活動是值得

的 

0.810  

 

1.537 

 

 

51.240 

 

 

51.240 6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感

到神氣 

0.739 

7 整體來說我滿意此次

藝閣活動 

0.578 

 

表 3-13滿意度分析結果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活

動

精

采 

度 

1 我對於藝閣活動花車

主題感到滿意 

0.815  

 

 

2.618 

 

 

 

 

52.368 

 

 

 

52.368 

2 我對於藝閣活動花車

造型設計感到滿意 

0.800 

4 我對於藝閣活動的燈

光音效感到滿意 

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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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滿意度分析結果(續)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3 我對於藝閣花車表演

活動精彩度感到滿意 

0.686    

5 我對於藝閣活動表演

人員的服裝、妝髮感到

滿意 

0.592 

表 3-14文化認同分析結果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認 

知 

認

同 

4 參與藝閣活動有助於

我學習本土文化 

0.791  

 

 

 

 

3.115 

 

 

 

 

 

51.911 

 

 

 

 

 

51.911 

6 參與藝閣活動會使我

對家鄉產生歸屬感 

0.738 

2 參與藝閣活動使我對

家鄉更有感情 

0.731 

5 參與藝閣活動使我以

家鄉為榮 

0.712 

3 參與藝閣活動提昇我

的文化素養 

0.683 

1 我知道北港鎮每年都

會舉辦藝閣活動 

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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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文化認同分析結果(續)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情

感

認

同 

7 我認為藝閣活動在我

心中是不可取代的 

0.769  

 

 

1.692 

 

 

 

56.395 

 

 

 

56.395 

 

9 有人惡意批評藝閣活

動時我會感到難過 

0.752 

8 藝閣活動是最能代表

北港鎮特色的活動之

一 

0.731 

 

參 

與 

認 

同 

 

11 我會鼓勵親朋好友參

與藝閣活動 

0.858  

 

 

1.890 

 

 

 

63.016 

 

 

 

63.016 

12 我願意為藝閣活動貢

獻自己的力量 

0.770 

10 每年我都會參與藝閣

活動 

0.749 

3.試測量表因素分析結果彙整 

    本問卷四個構面於因素分析後總計由原先之 35題縮減為 33題，兼

顧效度與作答要求，有關正式問卷各量表修正題次分別為： 

參與動機量表：依據因素分析結果，本量表之題數由 11題縮減至 9題。 

體驗價值量表：依據因素分析結果，本量表之題數 7題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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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量表：依據因素分析結果，本量表之題數 5題不變。 

文化認同量表：依據因素分析結果，本量表之題數 12題不變。 

4.試測量表信度分析 

    試測問卷信度之考驗，係採用 Cronbach’s alpha 相關係數，檢定

其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係數到底要多少才能被接受，各方說

法不盡相同，Hair et al. (1998)認為 Cronbach’s alpha 值大於 0.7 時，

即表示該變數具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各個構面的 Cronbach’s alpha

係數值皆達 0.7以上，而總量表的α係數達 0.940；此結果顯示本研究量

表的信度頗佳，其結果如表 3-15所示： 

表 3-15信度分析表 

構面 Cronbach’s alpha 

參與動機 0.810  

 

0.940 

體驗價值 0.837 

滿意度 0.756 

體驗價值 0.872 

第四節、資料處理與分析方式 

     研究資料來源主要是「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及文化認同調

查問卷」，將無效問卷刪除後，再將有效資料進行編碼登錄，並針對研究

變數進行兩階段的分析，基本分析方面是以 IBM SPSS 20 來進行分析，

整體模式是以 IBM SPSS AMOS 24 來進行分析驗證。統計分析方法分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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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本資料敘述性統計、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因素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of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 及

結構方程模式，檢測變數的路徑係數是否顯著，藉此驗證研究假設。 

壹、敘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 

     敘述性統計分析用以說明樣本資料結構，根據回收的樣本狀況，對

樣本的基本資料，包括一、性別；二、年級；三、參加次數等問題，進

行資料分布概況的基本描述，以了解本研究的樣本結構特性。 

一、性別：☐男生   ☐女生 

二、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 

三、你參加過幾次藝閣活動：☐1次☐2次☐3次☐4次以上 

貳、正式問卷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的信度分析是以 Cronbach’s alpha 值來檢定問卷中各因素

之衡量變數的內部一致性程度，Hair et al.(1998)認為若 Cronbach’s 

alpha 係數大於 0.7 則表示內部一致性高；而效度是指一份問卷之衡量

工具是否能真正衡量到研究者想要衡量的問題，因此採用 Bartlett 球形

檢定及取樣適切性量數(KMO)。KMO 値介於 0~1 之間，其數值愈大，代表

相關情形越好(Kaiser, 1974)。一般建議 KMO 值大於 0.7 為良好，若低

於 0.3則頇拒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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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因素分析 

     其主要的目的為了盡量保有原始資料的訊息為主，以較少的構面因

子來解釋原來的資料結構。本研究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依據學者所提

出之構面設計問卷，並以回收之問卷來進行因素分析步驟，以 KMO 值的

決策標準與巴氏之 Bartlett球構檢定法來進行因素適當性檢定，兩者之

理論基礎皆是根據偏相關係數觀念而來，進行因素分析時則以 KMO，用來

確定該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分析，其評定標準如表 3-16： 

表 3-16 KMO指標值因素分析判定準則 

範圍             判別說明               因素分析適切性 

0.90 以上 極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marvelous) 

極佳的

(Perfect) 

0.80 以上 適合進行因素分析(meritorious) 良好的

(Meritorious) 

0.70 以上 尚可進行因素分析(middling) 適中的

(Middling) 

0.60 以上 勉強可進行因素分析(mediocre) 普通的

(Mediocre) 

0.50 以上 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miserable) 欠佳的

(Miscrable) 

0.50 以下 非常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unacceptable) 

無法接受的

(Unacceptable) 
 

資料來源：Kaiser(1974) 



 

66 

 

肆、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考驗樣本背景變項中的性別、年級、參與次數等變項，在參與動機、

體驗價值、滿意度與文化認同等因素購面是否有顯著差異。倘若差異達

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雪費法（Scheffe's Method）瞭解差異所在。 

 伍、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本研究採用 IBM SPSS AMOS 24 統計分析技術進行結構模型分析，

用以測量各構面之因果關係，適合進行共變異數結構分析，是一種處理

結構方程模式的軟體。AMOS 是結合迴歸分析、因素分析便異數分析的多

變量技術，可以廣泛應用在不同的研究領域(榮泰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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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主要針對問卷調查所取得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研究問卷共回

收有效問卷 331 份。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樣本基本資料之敘述性統

計，主要是分析學生各項背景資料與參與次數，第二節為研究問卷之信、

效度分析，第三節為差異分析，第四節為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第五節為

假設驗證，各節內容與分析統計結果如下。 

第一節、樣本基本資料之敘述性描述 

    本研究目標是探討雲林縣北辰國小高年級學童在資訊社會下學童對

社區文化認同之研究：以北港藝閣為例的因素以及因素間的結構關係，

屬於量化研究，研究方法為檢定分析、因素分析以及結構方程模型等，

各變數的資料是經由問卷收集而得。問卷設計完成後以線上問卷形式進

行發放，並請雲林縣北辰國小高年級的小朋友於電腦教室進行填答。本

研究問卷發放期間為 2018 年 9 月 5 日到 9 月 19 日，為期兩週，由於線

上問卷的設計機制是必頇填答全部問題才能送出問卷，因此填答不全者

無法送出問卷結果，因此回收樣本均無漏填答之無效樣本，最後回收 331

份樣本。本問卷回收後進行問卷資料編碼，採 IBM SPSS 20計分析軟體，

運用敘述性統計分析對受測學童進行資料分析，其中人口統計的項目包

含性別、年級以及參與藝閣活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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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性別 

 依據回收之有效問卷 331 份進行受測樣本背景資料的敘述性統計分

析，其中男性樣本數為 187 位，佔全體 56.5％；女性樣本數為 144

位，佔全體 43.5%；整體而言男性比女性多了 43 位。性別分布表如

4-1所示。 

表 4-1樣本性別分布表 

 樣本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男性 187 56.5 56.5 

女性 144 43.5 100.0 

總計 331 100.0  

貳、 年級 

    樣本就讀年級中，五年級的樣本數有 171位，佔全體的 51.7%；六 

年級的樣本數有 160位，佔全體的 48.3%。年級分布表如表 4-2所示。 

表 4-2樣本年級分布表 

 樣本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五年級 171 51.7 51.7 

六年級 160 48.3 100.0 

總計 33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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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與藝閣活動次數 

     樣本參與藝閣活動次數中，其中參與一次的樣本數有 158位，佔全

體的 47.7%；其中參與二次的樣本數有 42 位，佔全體的 12.6%；其中參

與三次的樣本數有 24位，佔全體的 7.2%；其中參與四次以上的樣本數有

107位，佔全體的 32.5%，參與藝閣活動次數分布表如 4-3所示。 

表 4-3參與藝閣活動次數分布表 

 樣本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一次 158 47.7 47.7 

二次 42 12.6 60.3 

三次 24 7.2 67.5 

四次以上 107 32.5 100.0 

總計 331 100.0  

第二節、問卷之信、效度分析 

壹、 效度分析 

一、 KMO & Bartlett球型檢定 

     在效度分析方面，因素分析普遍被用來檢測量表之建構效度。本研

究採KMO & Bartlett 球形檢定。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各個構面的KMO係

數值皆大於0.7；球形檢驗結果皆為顯著，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如表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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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正式問卷之 KMO & Bartlett檢定分析表 

構面名稱 KMO & Bartlett檢定 

 

 

參與動機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切性量數 0.849 

 

Bartlett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539.302 

自由度 36 

顯著性 0.000 

 

 

體驗價值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切性量數 0.869 

 

Bartlett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682.488 

自由度 21 

顯著性 0.000 

 

 

滿意度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切性量數 0.783 

 

Bartlett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337.733 

自由度 10 

顯著性 0.000 

 

 

文化認同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切性量數 0.896 

 

Bartlett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1059.139 

自由度 66 

顯著性 0.000 

二、正式問卷之因素分析結果 

     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分析方法，分別對各構面之自變數進行建構效度

的檢測。各構面因素之取捨標準為：各因素之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之絕對值大於 0.5；兩兩衡量項目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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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負荷量差大於 0.3（Hair et al., 1998）。根據分析結果，將未達標

準的題項刪題後，本研究各構面的每一個題項之因素特徵值皆大於 1；因

素負荷量絕對值部分大於 0.5，顯示本問卷具備良好的建構效度，如表

4-5～4-8所示。 

表 4-5參與動機分析結果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成

就

感 

動

機 

1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增

廣見聞，增進社交場合

的話題 

0.725  

 

  

 

2.218 

 

 

 

 

44.363 

 

 

 

 

44.363 

2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拓

展個人的人際關係 

0.720 

5 我認為充分熟悉藝閣

活動後，我會介紹更多

人參與 

0.689 

4 我認為參與藝閣活動

是很光榮的事 

0.617 

3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能

增加陪伴家人的機會 

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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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參與動機分析結果(續)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需

求

動

機 

8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和

同好一貣享受參與活

動的愉悅 

0.733  

 

 

 

1.835 

 

 

 

 

45.878 

 

 

 

 

45.878 

7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見

識更新奇及創意的民

俗藝術 

0.712 

6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了

解並體驗活動中的特

色(例如:灑糖果) 

0.659 

9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欣

賞藝術創作及展演 

0.597 

表 4-6體驗價值分析結果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情

感

價

值 

4 參與藝閣活動能帶給

我愉快、滿足的感覺 

0.810  

 

2.460 

 

 

 

 

61.506 

 

 

 

 

61.506 

 

 

3 參與藝閣活動感覺非

常好 

0.805 

2 參與藝閣活動帶給我

樂趣 

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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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體驗價值分析結果(續)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1 

 

參與藝閣動讓我擁有

美好回憶 

0.738    

 

功

能

價

值 

5 參與藝閣活動是值得

的 

0.786  

1.656 

 

55.187 

 

55.187 

6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感

到神氣 

0.755 

7 整體來說我滿意此次

藝閣活動 

0.684 

表 4-7滿意度分析結果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活

動

精

采

度 

2 我對於藝閣活動花車

造型設計感到滿意 

0.756  

 

 

 

2.505 

 

 

 

 

 

 

 

 

50.091 

 

 

 

 

 

 

 

 

50.091 

 

 

 

 

1 

 

我對於藝閣活動花車

主題感到滿意 

0.715 

4 

 

我對於藝閣活動的燈

光音效感到滿意 

0.708 

5 我對於藝閣活動表演

人員的服裝、妝髮感到

滿意 

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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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3 我對於藝閣花車表演

活動精彩度感到滿意 

0.670    

表 4-8文化認同分析結果 

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認

知

認

同 

 

2 參與藝閣活動使我對

家鄉更有感情 

0.730  

 

 

 

 

2.710 

 

 

 

 

 

 

 

45.160 

 

 

 

 

 

45.160 

4 參與藝閣活動有助於

我學習本土文化 

0.720 

6 參與藝閣活動會使我

對家鄉產生歸屬感 

0.687 

1 我知道北港鎮每年都

會舉辦藝閣活動 

0.639 

5 參與藝閣活動使我以

家鄉為榮 

0.632 

3 參與藝閣活動提昇我

的文化素養 

0.615 

 

情 

感 

認 

同 

8 藝閣活動是最能代表

北港鎮特色的活動之

一 

0.822  

 

 

1.733 

 

 

 

 

57.772 

 

 

 

 

57.772 

 

9 有人惡意批評藝閣活

動時我會感到難過 

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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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預試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初始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積 

變異量 

 7 我認為藝閣活動在我

心中是不可取代的 

0.680    

參

與

認

同 

12 我願意為藝閣活動貢

獻自己的力量 

0.807  

 

1.835 

 

 

 

61.180 

 

 

 

61.180 

 

11 我會鼓勵親朋好友參

與藝閣活動 

0.778 

10 每年我都會參與藝閣

活動 

0.761 

 

三、正式問卷信度分析 

     試測問卷信度之考驗，係採用 Cronbach’s alpha 相關係數，檢定

其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係數到底要多少才能被接受，各方說

法不盡相同，Hair et al. (1998)認為 Cronbach’s alpha 值大於 0.7 時，

即表示該變數具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各個構面的 Cronbach’s alpha

係數值皆達 0.7以上，而總量表的α係數達 0.928；此結果顯示本研究量

表的信度頗佳，其結果如表 4-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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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各構面信度分析表 

構面 Cronbach’s alpha 

參與動機 0.775  

 

0.928 

體驗價值 0.815 

滿意度 0.747 

文化認同 0.844 

 

第三節、差異分析 

     本節欲瞭解國小學童參與藝閣活動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與

文化認同之概況，且針對國小學生背景變項對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

意度與文化認同各構面的差異情形來加以探討。 

壹、 國小學童參與藝閣活動之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與文化認同 

各構面概況 

    由表 4-10可得知國小學童參與藝閣活動裡，以「滿意度」得分最高，

其次為「體驗價值」，接著為「參與動機」及「文化認同」；各構面之帄

均得分介於 4.011-4.164之間，整體得分為 4.107，由此數據可得知國小

學童參與藝閣活動之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與文化認同具有高度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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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國小參與藝閣活動各構面現況分析表 

構面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參與動機 4.117 0.564 3 

體驗價值 4.137 0.644 2 

滿意度 4.164 0.654 1 

文化認同 4.011 0.628 4 

合計 4.107 0.623  

貳、不同學生在背景變項與參與動機之差異分析 

一、性別在學生參與藝閣活動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與文化認同

各構面之差異性 

    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分析性別在學生參與藝閣活動的參與動

機、體驗價值、滿意度與文化認同各構面之差異情形，由表 4-11可得知，

「參與動機」、「體驗價值」兩個構面有顯著差異，其中女生高於男生。 

表 4-11性別在各構面之獨立樣本 T考驗分析摘要表 

構面 性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參與動機 男 187 4.045 0.452 -2.762 0.008* 

女 144 4.201 0.393 

體驗價值 男 187 4.002 0.679 -4.576 0.035** 

女 144 4.312 0.550 

滿意度 男 187 4.066 0.683 -3.223 0.174 

女 144 4.292 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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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性別在各構面之獨立樣本 T考驗分析摘要表(續) 

構面 性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文化認同 男 187 3.914 0.658 -3.278 0.127 

女 144 4.135 0.565 

*P<0.01，**P<0.05 

一、 年級在學生參與藝閣活動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與文 

化認同各構面之差異性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檢定來分析年級在學生參與藝閣活動的參與動

機、體驗價值、滿意度與文化認同各構面之差異情形，由表 4-12可得知，

不同年級在「滿意度」有顯著差異，六年級高於五年級。 

表 4-12年級在各構面之獨立樣本 T考驗分析摘要表 

構面 年級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參與動機 五 171 4.077 0.595 -1.351 0.143 

六 160 4.160 0.528 

體驗價值 五 171 4.100 0.648 -1.068 0.861 

六 160 4.176 0.639 

滿意度 五 171 4.030 0.700 -3.943 0.012* 

六 160 4.306 0.570 

文化認同 五 171 4.010 0.621 -0.016 0.760 

六 160 4.011 0.637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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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次數在學生參與藝閣活動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 

與文化認同各構面之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參與次數在學生參與藝閣活

動的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與文化認同各構面之差異情形，倘若

差異達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薛費法（Scheffe's Method）瞭解差異所

在。由表 4-13可得知，不同參加次數在「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

意度」、「文化認同」四個構面皆有顯著差異，「參與動機」構面，參加四

次以上的學生大於參與一次的學生；「體驗價值」構面，參加二次、三次、

四次以上的學生皆大於參與一次的學生；「滿意度」構面，參加四次以上

的學生大於參與一次的學生；「文化認同」構面，參加四次以上的學生大

於參與一次的學生。 

表 4-13 參與次數在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

面 

參與

次數 

個

數 

變異 

來源 

 離均 

帄方和 

自由

度 

均方 

 

F值 P值 事後

比較 

參

與

動

機 

1 158 組間 8.676 3 2.892 9.820 0.000*  4>1 

2 42 組內 96.302 327 0.295  

3 24 總和 104.978 330   

4 

以上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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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參與次數在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 

構

面 

參與

次數 

個

數 

變異 

來源 

離均 

帄方和 

自由

度 

均方 F值 P值 事後

比較 

體

驗

價

值 

1 158 組間 19.593 3 6.531 18.227 0.000* 2>1 

3>1 

4>1 

2 42 組內 117.170 327 0.358  

3 24 總和 136.763 330  

4 

以上 

107  

滿

意

度 

1 158 組間 7.273 3 2.424 5.921 0.001* 4>1 

2 42 組內 133.892 327 0.409  

3 24 總和 141.165 330  

4 

以上 

107   

文

化

認

同 

1 158 組間 9.325 3 3.108 8.419 0.000* 4>1 

2 42 組內 120.732 327 0.369  

3 24 總和 130.058 330  

4 

以上 

107     

*P<0.01 

第四節、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來探討變項間的因果關係，以及驗證所提

出理論之合理性，希望透過此分析結果來瞭解本研究所構述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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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本研究使用 AMOS軟體作為分析工具，以往多變量分析大多只能一

次處理一組自變項及一組依變相間的關係(陳順孙，2004)。SEM模型會提

供許多配適度指標以供研究者判斷模式的優劣並進行後續的修正，若模

型的適合度不佳，那麼即表示假設模式可能有所問題。 

探討本研究所提出的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及文化認同是否能得

到驗證，包含整體模型的適配度考驗(圖 4-1)、各假設的檢定。本研究

模型適配指標依據 Maruyama (1998)、邱皓政（2011）與 Hu & Bentler

（1999）所歸納，由表 4-27 整體適配度摘要表得知： 

1. 卡方檢定需達 0.05 以上之顯著水準。 

2. Joreskog & Sorbom(1996)提出 GFI（適配度指標）越大表示適合度

愈佳，即模式之解釋能力越高，通常採 GFI>0.9。 

3. Gefen et al. (2000)及 Hair et al. (1998)的建議，若 GFI 指標

大於 0.9，AGFI 指標大於 0.8，被認為提供可接受的模型適合度。 

4. Browne & Cudeck（1993）提出漸近誤差均方根（RMSEA），用來比較

理論模型與飽和模型間的差距，其值需小於 0.08。 表 4-14整體適配度

摘要表 

表 4-14整體適配度摘要表 

 卡方值 自由度 GFI AGFI RMSEA 

整體模型 984.706 2.014 0.839 0.815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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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整體模式路徑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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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Ｈ1: 參與動機對體驗價值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假設參與動機對體驗價值之間有正向關係存在。由表 4-15得

知，參與動機與體驗價值確實為正向影響，即表示Ｈ1成立，所以藝閣活

動的參與動機越高，體驗價值則越高。 

表 4-15 參與動機與體驗價值標準化參數摘要表 

參數 Estimate S.E. C.R. P 

參與動機→體驗價值 1.038 0.121 8.551 0.000** 

**P<0.01 

 

二、 Ｈ2: 體驗價值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假設體驗價值對滿意度之間有正向關係存在。由表 4-16 

得知，體驗價值與滿意度不具正向影響，即表示Ｈ2未獲成立。 

表 4-16 體驗價值與滿意度標準化參數摘要表 

參數 Estimate S.E. C.R. P 

體驗價值→滿意度 0.294 0.275 1.069 0.285 

三、 Ｈ3: 體驗價值對文化認同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假設體驗價值對文化認同之間有正向關係存在。由表 4-17得

知，體驗價值與文化認同不具正向影響，即表示Ｈ3未獲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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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體驗價值與文化認同標準化參數摘要表 

參數 Estimate S.E. C.R. P 

體驗價值→文化認同 -0.025 0.248 -0.102 0.919 

四、 Ｈ4: 參與動機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假設參與動機對滿意度之間有正向關係存在。由表 4-18 得

知，參與動機與滿意度確實為正向影響，即表示Ｈ4成立，所以藝閣活動

的參與動機越高，滿意度則越高。 

表 4-18 參與動機與滿意度標準化參數摘要表 

     參數   Estimate S.E.     C.R. P 

 參與動機→滿意度 0.449 0.314    1.426 0.154 

五、 Ｈ5: 參與動機對文化認同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假設參與動機對文化認同之間有正向關係存在。由表 4-19

得知，參與動機與文化認同不具正向影響，即表示Ｈ5未獲成立。 

表 4-19 參與動機與文化認同標準化參數摘要表 

參數 Estimate S.E. C.R. P 

參與動機→文化認同 0.648 0.297 2.186  0.029* 

*P<0.05 

六、Ｈ6: 滿意度對文化認同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假設滿意度對文化認同之間有正向關係存在。由表 4-20得

知，滿意度與文化認同確實為正向影響，即表示Ｈ6成立，所以藝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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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滿意度越高，文化認同則越高。 

表 4-20 滿意度與文化認同標準化參數摘要表 

參數 Estimate S.E. C.R. P 

滿意度→文化認同 0.476 0.101 4.731 0.000** 

**P<0.01 

 

第五節、假設驗證 

表4-21 假說驗證結果彙整表 

項目 研究假設 成立 不成

立 

Ｈ1 參與動機對體驗價值有正向影響 ˇ  

Ｈ2 體驗價值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ˇ 

Ｈ3 體驗價值對文化認同有正向影響  ˇ 

Ｈ4 參與動機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ˇ 

Ｈ5 參與動機對文化認同有正向影響 ˇ  

Ｈ6 滿意度對文化認同有正向影響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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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主要以文獻探討與第四章之分析結果，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歸納出以下結論與後續具體建議。本研究傴針對雲林縣某國小之高

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其結果傴適用於國小高年級學生，並不適合擴大

解釋。本研究目的主要為探討國小學童在參與北港藝閣活動時，對活動

的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度及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因此，將針對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做歸納整理，將所得到的結論據此提出具體建議，以

供舉辦北港藝閣活動的相關單位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整體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以雲林縣某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總有效樣本共 331 

份，藉由整體樣本結構分析如下： 

1.樣本背景資料概況 

    受訪者為國小高年級學童，男性受訪者佔樣本數的 56.5％，女性受

訪者則佔 43.5％；五年級受訪者佔樣本數的 51.7％，六年級受訪者則佔

48.3％，參與藝閣活動次數，以一次所佔的比例最高，佔了樣本數 47.7

％，其次為四次以上，佔了樣本數 32.5％，接著二次佔了樣本數 12.6%，

最後為三次佔了樣本數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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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小高年級學童參與藝閣活動之參與動機、體驗價值、滿意 

度及文化認同之概況分析 

1. 學生在參與藝閣活動之參與動機，整體呈現高度動機，其各構面得分

由高至低為「成就感動機」、「需求動機」。 

2. 學生在參與藝閣活動之體驗價值，整體呈現高度體驗感受，其各構面

得分由高至低為「功能價值」、「情感價值」。 

3. 學生在參與藝閣活動之滿意度，整體呈現高度滿意，其中以對「活動

精采度」感到最為滿意。 

4. 學生在參與藝閣活動之文化認同，整體呈現高度文化認同，其各構面

得分由高至低為「參與認同」、「情感認同」、「認知認同」。 

    由上述資料可得知，國小學童參與藝閣活動之參與動機、體驗價值、

滿意度及文化認同皆呈現高度感受，表示學童在參與藝閣活動得到的是

一種美好的體驗。  

參、 不同學生背景變項之差異分析 

一、 性別方面: 

    在參與動機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女生高過於男生；在體驗價值構面

上有顯著差異，女生高過於男生；在滿意度及文化認同構面上則無顯著

差異。由此可見在藝閣活動的角色扮演上，女生的參與度較高，因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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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價值也來的以男生高，或是藝閣表演活動主題花車上的角色以女生為

主，所以女生參與動機較高，相對體驗價值也跟著變高。 

二、 年級方面: 

    在滿意度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六年級高過於五年級:在參與動機、體

驗價值及文化認同上則無顯著差異。六年級學生可能年齡的關係，對自

我的感受較能以文字或口語表現出來，因此滿意度來的比五年級學生來

的高。 

三、 參加次數方面: 

    在參與動機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參與四次以上的學童大於參與一次

的學童；在體驗價值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參與兩次的大於一次的，參與

三次大於一次的，參與四次大於一次的；在滿意度構面上有顯著差異，

參與四次大於一次的；在文化認同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參與四次的大於

一次的。根據以上結果，可以推論出，參與越多次的學生，在參與動機、

體驗價值、滿意度及文化認同方面越有顯著差異。 

肆、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與驗證 

    本研究為了瞭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參與藝閣活動的參與動機、體驗價 

值、滿意度及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透過 AMOS針對研究架構之模式進行

驗證性因素分析與路徑分析，根據整體路徑分析驗證結果顯示各變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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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本研究之具體結果可歸納如下: 

（一）參與動機對體驗價值有正向影響，支持本研究假說-(Ｈ1)。 

（二）體驗價值對滿意度不具有正向影響，不支持本研究假說-(Ｈ2)。 

（三）體驗價值對文化認同不具有正向影響，不支持本研究假說-(Ｈ3)。 

（四）參與動機對滿意度不具有正向影響，不支持本研究假說-(Ｈ4)。 

（五）參與動機對文化認同有正向影響，支持本研究假說-(Ｈ5)。 

（六）滿意度對文化認同有正向影響，支持本研究假說-(Ｈ6)。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依據先前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供主辦單位進行參考，讓

藝閣活動推廣及管理上能更有方向。 

一 、由本研究發現，參與動機對體驗價值、文化認同有正向且顯著的影

響，但在滿意度上卻為不具有正向且顯著影響，參與不代表滿意，要如

何提升滿意度，建議相關單位能延長及加深藝閣活動的影響力，在藝閣

活動後，可以舉辦像是低年級藝閣活動著色比賽，中高年級則可舉辦繪

畫、作文徵文比賽，讓學童不覺得活動結束一切都結束了，還有種餘音

繚繞的感覺，不傴能增加學童的滿意度，也能引導學童增加接觸藝閣傳

統文化的機會，有傳承給下一代的概念，讓傳統繼續保有其價值。 

二、由本研究發現，體驗價值對滿意度、文化認同不具有正向且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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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由此可得知，學童對藝閣活動純粹體驗並無法滿足學童內心的需

求及獲得成就感的感受，建議相關單位多深入校園舉辦藝閣相關社團、

假日舉辦藝閣活動體驗營，或是在寒暑假舉辦藝閣冬令營、夏令營，內

容像如何製作設計藝閣花車模型(可與樂高、機械機器人技術結合)、藝

閣花車的造型設計(與 3D 列印技術結合)、藝閣服裝設計、藝閣彩妝教

學……等，這些活動都能讓學童對傳統文化更加深入了解，一旦了解文

化的始末，必能更沉浸在其中，也能從中體會傳統文化之所以珍貴，藉

以提升國小學童對藝閣活動的滿意度，並可將藝閣傳統文化引進校園課

程，讓鄉土文化從小扎根，像是融入在校本課程中，加入在地文化，讓

學生更了解自己家鄉的文化，也更瞭解藝閣傳統文化的歷史，讓學生覺

得藝閣不單只是一個校外的宗教活動體驗，而是能深刻了解其箇中意

義，也讓藝閣活動更富教育意義。 

     在文化認同方面，因為藝閣主題多為傳統歷史故事，在維護傳統之

餘，也可加入現代資訊的洗禮，像是讓學童將故事改編，進行票選活動，

加入學童的創意，讓藝閣主題能更多元，吸引更多學童的參與，讓學童

能把自己的創意付諸實現，可在學童的成長過程中，留下一個充滿藝閣

活動文化的記憶點，也能增強學童對地方文化的認同。 

三、由本研究發現，滿意度對文化認同具有正向且顯著影響，由此可得



 

91 

 

知，學童滿意度高，對文化的認同也會提高，主辦單位可以在帄日舉辦

關於藝閣活動的展覽，像是藝閣歷史、文物的展示、照片的展現，更能

將藝閣活動拍攝成微電影、紀錄片，也可請學童加入拍攝的行列，讓學

童更能多元體驗、嘗試；在網路方面能架設官網或粉絲團，不定時有網

路訊息發送更新，更可在藝閣活動期間加入直播，讓更多人透過網路參

與，在日常生活注入藝閣的影子，讓學童覺得藝閣活動與生活密不可分，

並了解藝閣活動是地方民俗文化很重要的一環，加深其滿意度，自然對

文化的認同也隨之提高，本土認同延續地方生命力，傳統文化活動最重

要的就是本土文化認同及對家鄉的感情，每年到了藝閣活動的時候，學

子們便共襄盛舉，紛紛加入其行列，這就是對本土文化的認同，而自發

性的參與，就是對文化最好的支持，必能讓藝閣傳統活動生生不息。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及問卷資料統計分析所獲得之結果，提出幾點

建議: 

一、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對象為雲林縣北港鎮某國小高年級學童，其結果

傴適用於國小高年級學童，並不適合擴大解釋。未來研究者把研究對象

更為擴大或針對不同族群進行分析，其研究結果將會更為廣泛。 

二、本研究以量化研究為主，因此未能探討學童內心的想法及感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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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更深入瞭解，建議未來研究者能輔以實際觀察或深度訪談之質性研

究，必能探討出更深一層的意義。 

三、可以針對不同藝閣活動參與者來進行研究，像是參與的學生家長、

遊客、當地居民等不同種類的個體，本研究只針對參與藝閣活動的國小

高年級學童進行問卷調查，其他種類的參與者，是否有不同的感受，有

帶進一步深入的研究探討，因此後續的研究者可以針對不同的參與族群

進行探討。 

四、藝閣的故事選擇上，除了傳統歷史、忠孝節義的故事外，可增添不

同的主題，讓藝閣不傴傴只是吸引透過信仰為主的遊客的到來，像是增

添西洋童話故事、流行時事、卡通人物，讓不同信仰的遊客也能加入這

場盛宴，像是一場大型的嘉年華會，迎來更多人潮。 

五、供推動傳統文化相關單位、教育相關單位及未來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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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試測問卷 

資訊社會下學童對社區文化認同之研究：以北港藝閣為例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一份瞭解學童參與北港藝閣活動的調查問卷，目的是希望

瞭解國小學童參與藝閣活動的動機、體驗價值及參與活動後的滿意

度、文化認同。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答，請依照您的實際感受填寫即可，所

得資料傴供學術研究之用，敬請安心填答，您所提供的意見非常寶

貴，在此謝謝您的支持與合作。 

祝    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 洪銘建 博士 

                                     研究生 黃韻如 

                                       107年 6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請勾選） 

1、性別：☐男生   ☐女生 

2、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 

3、你參加過幾次藝閣活動：☐1次☐2次☐3次☐4次以上 

第二部分：想了解您對藝閣活動的參與動機，請依同意程度在☐中打✓ 

  

構 

 

面 

 

  

 題項說明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普

通 

 

 

3 

不

同

意 

 

2 

很

不

同

意 

1 

 

 

1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了解民俗活動的技藝

及內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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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動 

 

機 

2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了解民俗活動的舉辦

流程 
☐ ☐ ☐ ☐ ☐ 

3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增廣見聞，增進社交

場合的話題 
☐ ☐ ☐ ☐ ☐ 

4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拓展個人的人際關係 ☐ ☐ ☐ ☐ ☐ 

5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能增加陪伴家人的機

會 
☐ ☐ ☐ ☐ ☐ 

6 我認為參與藝閣活動是很光榮的事 ☐ ☐ ☐ ☐ ☐ 

7 我認為充分熟悉藝閣活動後，我會介紹

更多人參與 
☐ ☐ ☐ ☐ ☐ 

8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了解並體驗活動中的

特色(例如:灑糖果) 
☐ ☐ ☐ ☐ ☐ 

9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見識更新奇及創意的

民俗藝術 
☐ ☐ ☐ ☐ ☐ 

10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欣賞藝術創作及展演 ☐ ☐ ☐ ☐ ☐ 

11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和同好一貣享受參與

活動的愉悅 
☐ ☐ ☐ ☐ ☐ 

 

第三部分：想了解您對藝閣活動的體驗價值，請依同意程度在☐中打✓ 

  

構 

 

面 

 

  

 題項說明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普

通 

 

 

3 

不

同

意 

 

2 

很

不

同

意 

1 

 

體 

 

驗 

 

價 

 

值 

1 參與藝閣動讓我擁有美好回憶 ☐ ☐ ☐ ☐ ☐ 

2 參與藝閣活動帶給我樂趣 ☐ ☐ ☐ ☐ ☐ 

3 參與藝閣活動感覺非常好 ☐ ☐ ☐ ☐ ☐ 

4 參與藝閣活動能帶給我愉快、滿足的感

覺 
☐ ☐ ☐ ☐ ☐ 

5 參與藝閣活動是值得的 ☐ ☐ ☐ ☐ ☐ 

6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感到神氣 ☐ ☐ ☐ ☐ ☐ 

7 整體來說我滿意此次藝閣活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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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想了解您對藝閣活動的滿意度，請依同意程度在☐中打✓ 

  

構 

 

面 

 

  

 題項說明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普

通 

 

 

3 

不

同

意 

 

2 

很

不

同

意 

1 

 

 

滿 

 

意 

 

度 

1 我對於藝閣活動花車主題感到滿意 ☐ ☐ ☐ ☐ ☐ 

2 我對於藝閣活動花車造型設計感到滿意 ☐ ☐ ☐ ☐ ☐ 

3 我對於藝閣花車表演活動精彩度感到滿

意 
☐ ☐ ☐ ☐ ☐ 

4 我對於藝閣活動的燈光音效感到滿意 ☐ ☐ ☐ ☐ ☐ 

5 我對於藝閣活動表演人員的服裝、妝髮

感到滿意 
☐ ☐ ☐ ☐ ☐ 

第五部分：想了解您對藝閣活動的文化認同，請依同意程度在☐中打✓ 

  

構 

 

面 

 

  

 題項說明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普

通 

 

 

3 

不

同

意 

 

2 

很

不

同

意 

1 

 

 

 

 

文 

 

 

化 

 

 

認 

 

 

同 

1 我知道北港鎮每年都會舉辦藝閣活動 ☐ ☐ ☐ ☐ ☐ 

2 參與藝閣活動使我對家鄉更有感情 ☐ ☐ ☐ ☐ ☐ 

3 參與藝閣活動提昇我的文化素養 ☐ ☐ ☐ ☐ ☐ 

4 參與藝閣活動有助於我學習本土文化 ☐ ☐ ☐ ☐ ☐ 

5 參與藝閣活動使我以家鄉為榮 ☐ ☐ ☐ ☐ ☐ 

6 參與藝閣活動會使我對家鄉產生歸屬感 ☐ ☐ ☐ ☐ ☐ 

7 我認為藝閣活動在我心中是不可取代的 ☐ ☐ ☐ ☐ ☐ 

8 藝閣活動是最能代表北港鎮特色的活動

之一 
☐ ☐ ☐ ☐ ☐ 

9 有人惡意批評藝閣活動時我會感到難過 ☐ ☐ ☐ ☐ ☐ 

10 每年我都會參與藝閣活動 ☐ ☐ ☐ ☐ ☐ 

11 我會鼓勵親朋好友參與藝閣活動 ☐ ☐ ☐ ☐ ☐ 

12 我願意為藝閣活動貢獻自己的力量 ☐ ☐ ☐ ☐ ☐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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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正式問卷 

資訊社會下學童對社區文化認同之研究：以北港藝閣為例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一份瞭解學童參與北港藝閣活動的調查問卷，目的是希望

瞭解國小學童參與藝閣活動的動機、體驗價值及參與活動後的滿意

度、文化認同。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答，請依照您的實際感受填寫即可，所

得資料傴供學術研究之用，敬請安心填答，您所提供的意見非常寶

貴，在此謝謝您的支持與合作。 

祝    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 洪銘建 博士 

                                   研究生 黃韻如 

                                 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請勾選） 

1、性別：☐男生   ☐女生 

2、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 

3、你參加過幾次藝閣活動：☐1次☐2次☐3次☐4次以上 

第二部分：想了解您對藝閣活動的參與動機，請依同意程度在☐中打✓ 

  

構 

 

面 

 

  

 題項說明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普

通 

 

 

3 

不

同

意 

 

2 

很

不

同

意 

1 

 

 

 

1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增廣見聞，增進社交

場合的話題 
☐ ☐ ☐ ☐ ☐ 

2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拓展個人的人際關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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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動 

 

機 

3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能增加陪伴家人的機

會 
☐ ☐ ☐ ☐ ☐ 

4 我認為參與藝閣活動是很光榮的事 ☐ ☐ ☐ ☐ ☐ 

5 我認為充分熟悉藝閣活動後，我會介紹

更多人參與 
☐ ☐ ☐ ☐ ☐ 

6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了解並體驗活動中的

特色(例如:灑糖果) 
☐ ☐ ☐ ☐ ☐ 

7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見識更新奇及創意的

民俗藝術 
☐ ☐ ☐ ☐ ☐ 

8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欣賞藝術創作及展演 ☐ ☐ ☐ ☐ ☐ 

9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和同好一貣享受參與

活動的愉悅 
☐ ☐ ☐ ☐ ☐ 

第三部分：想了解您對藝閣活動的體驗價值，請依同意程度在☐中打✓ 

  

構 

 

面 

 

  

 題項說明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普

通 

 

 

3 

不

同

意 

 

2 

很

不

同

意 

1 

 

體 

 

驗 

 

價 

 

值 

1 參與藝閣動讓我擁有美好回憶 ☐ ☐ ☐ ☐ ☐ 

2 參與藝閣活動帶給我樂趣 ☐ ☐ ☐ ☐ ☐ 

3 參與藝閣活動感覺非常好 ☐ ☐ ☐ ☐ ☐ 

4 參與藝閣活動能帶給我愉快、滿足的感

覺 
☐ ☐ ☐ ☐ ☐ 

5 參與藝閣活動是值得的 ☐ ☐ ☐ ☐ ☐ 

6 參與藝閣活動讓我感到神氣 ☐ ☐ ☐ ☐ ☐ 

7 整體來說我滿意此次藝閣活動 ☐ ☐ ☐ ☐ ☐ 

第四部分：想了解您對藝閣活動的滿意度，請依同意程度在☐中打✓ 

  

構 

 

面 

 

  

 題項說明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普

通 

 

 

3 

不

同

意 

 

2 

很

不

同

意 

1 

 

滿 

1 我對於藝閣活動花車主題感到滿意 ☐ ☐ ☐ ☐ ☐ 

2 我對於藝閣活動花車造型設計感到滿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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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度 

3 我對於藝閣花車表演活動精彩度感到滿

意 
☐ ☐ ☐ ☐ ☐ 

4 我對於藝閣活動的燈光音效感到滿意 ☐ ☐ ☐ ☐ ☐ 

5 我對於藝閣活動表演人員的服裝、妝髮

感到滿意 
☐ ☐ ☐ ☐ ☐ 

第五部分：想了解您對藝閣活動的文化認同，請依同意程度在☐中打✓ 

  

構 

 

面 

 

  

 題項說明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普

通 

 

 

3 

不

同

意 

 

2 

很

不

同

意 

1 

 

 

文 

 

 

化 

 

 

認 

 

 

同 

1 我知道北港鎮每年都會舉辦藝閣活動 ☐ ☐ ☐ ☐ ☐ 

2 參與藝閣活動使我對家鄉更有感情 ☐ ☐ ☐ ☐ ☐ 

3 參與藝閣活動提昇我的文化素養 ☐ ☐ ☐ ☐ ☐ 

4 參與藝閣活動有助於我學習本土文化 ☐ ☐ ☐ ☐ ☐ 

5 參與藝閣活動使我以家鄉為榮 ☐ ☐ ☐ ☐ ☐ 

6 參與藝閣活動會使我對家鄉產生歸屬感 ☐ ☐ ☐ ☐ ☐ 

7 我認為藝閣活動在我心中是不可取代的 ☐ ☐ ☐ ☐ ☐ 

8 藝閣活動是最能代表北港鎮特色的活動

之一 
☐ ☐ ☐ ☐ ☐ 

9 有人惡意批評藝閣活動時我會感到難過 ☐ ☐ ☐ ☐ ☐ 

10 每年我都會參與藝閣活動 ☐ ☐ ☐ ☐ ☐ 

11 我會鼓勵親朋好友參與藝閣活動 ☐ ☐ ☐ ☐ ☐ 

12 我願意為藝閣活動貢獻自己的力量 ☐ ☐ ☐ ☐ ☐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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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藝閣遊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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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藝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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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閣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