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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年參與露營休閒活動後之生活能力學習成效，

並進一步分析學習成效、活動滿意度與活動忠誠度之間的關聯性。本研

究受試對象為雲林縣立斗六國中參加 102 學年度隔宿露營活動的二年級

學生，母群體人數有 685 人，採便利抽樣發放問卷共得到有效問卷 426

份，並經由結構方程模式進行資料統計分析工作。最後，實證研究結果

顯示： 

1. 學習成效對活動滿意度具有正向影響。其中學習成效之「認知」因素

對活動滿意度之「教育」因素具有顯著影響；「情意」因素對活動滿

意度之所有因素均具有顯著影響；而「技能」因素對活動滿意度之「心

理」、「教育」、「放鬆」、「生理」、「美感」因素具有顯著影響。 

2. 活動滿意度對活動忠誠度具有正向影響。其中活動滿意度之「心理」、

「教育」、「社交」、「放鬆」、「生理」和「美感」因素均對活動

忠誠度具有顯著影響。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討論並推測其原因，分別對隔宿露營活動規劃者

及未來後續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露營休閒活動、學習成效、活動滿意度、活動忠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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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life skills after 

the youth participated in leisure camping activity, and to do the further 

analyze the relation to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ctivity satisfaction and activity 

loyalty. The test subjects were the 8th students in Yunlin County Douliou 

Junior High School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overnight camping activity in 102 

academic year. The population were 685 people, a total of 426 questionnaires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of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and use the SEM 

to conduct the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Finall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1. Learning effectiveness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activity satisfaction in this 

research. The “cognitive” factor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has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factor of activity satisfaction. The “affective” 

factor has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all factors of activity satisfaction; and 

the “psychomotor” factor has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psychological”, 

“educational”, “relaxational”, “physiological”, “aesthetic” factors of  

activity satisfaction. 

2. Activity satisfaction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activity loyalty in this 

research. Th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al”, “social”,  “relaxational”, 

“physiological”, “aesthetic” factors of activity satisfaction has remarkable 

influences on activity loyalt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discussed, and speculated the reasons, 

we proposed suggestions to the planners of the overnight camping activities 

and the future follow-up research. 

Key words: leisure camping activitie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ctivity 

satisfaction, activity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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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 

    近年來由於台灣經濟不斷進步發展，生活水準普遍提升、薪資平均

所得提高、交通便捷，再加上民國九十年政府機關全面實施週休二日制，

工作時間縮短，國人有較多的時間和經費預算投入休閒遊憩活動，從事

健康休閒活動也日漸頻繁。國內旅遊風氣愈來愈興盛，慢活思想逐漸崛

起，對於各項休閒活動對健康生活之必要性的觀念也有所改變，希望藉

由休閒遊憩活動的積極參與來維護身心健康、充實自我及調適緊張忙碌

的生活節奏，所以逐漸興起走出戶外，擁抱大自然的樂活風潮。 

張孝銘（2006）指出近年來國人對於戶外休閒活動越來越重視，形

成一股休閒遊憩風氣，造成國內戶外遊憩活動普遍的成長，例如泛舟、

登山健行、露營、自行車等戶外遊憩活動。而露營活動是目前台灣地區

戶外休閒活動中常見的項目之一，其主要原因是，人們希望能在野外露

營活動中得到許多不同於一般戶外踏青或景點旅遊的樂趣。露營活動能

使人們重新置身於大自然中，與大自然做更深刻的互動，體驗人與自然

之間最原始的交流與感動，以鬆弛緊繃的神經，釋放高壓的情緒，解除

平日忙碌生活中的緊張與壓迫感，舒緩自我之身心靈，進而藉著欣賞自

然界無窮的景色變化，追求一種自我實現與思慮澄清，而達到淨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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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 

台灣擁有優美、奇特的自然環境和多樣化的人文景觀，露營旅遊最

大的特色在於能以最接近自然的方式在野外過夜，以帳篷為住宿方式，

以露營地為據點，再結合其他旅遊活動以體驗台灣自然環境與人文景

觀。「露營」也是在戶外休閒活動中屬於長時間待在戶外的一種休閒方

式，目的就是希望延長在戶外從事休閒活動的時間，在戶外生活中得到

和一般旅遊遊憩活動不同的樂趣和體驗。所以露營活動具有高度的自主

性、自己動手做、體驗野外生活、活動方式生活化、團體活動、貼近大

自然以及費用低廉等七項特性（傅惠蘭，2005）。 

Dimock (1963) 指出，露營活動由於屬於團體生活，可培養對於團體

內事物的責任感與參與感，進而學習如何與團隊人員互助合作與人際互

動。Chenery (1991) 表示，露營能協助露營參與者獲得獨立思考與行事的

能力、肯定自我價值及提昇他們的自尊及自信心；而自我的成長與知識

的增進對青少年而言是具有相當之重要性。張自健（1992）認為露營活

動可以就近尋找一些與鄉野生活和家居生活相互結合的活動據點，除了

可以體驗大自然的靜謐閒適，亦可以結合生活技能的應用，進而促進身

心之調適與擴充生活空間。紀光慎（1993）指出藉由露營活動，可以使

人與人之間彼此的距離更為接近，並強化參與者彼此間互動關係的發



 
 
 
 
 
 
 
 
 
 
 
 

 

3 
 

展。Hanna (1995) 曾經作過友誼及團體接受度關係之間的調查，其研究

結果顯示，青少年時期正值尋求自我價值及價值觀建立的時期，由於露

營具有從事各類遊憩活動的機會及促進人際關係技巧發展的特性，能發

展出休閒活動正面價值之體現，且能成功地使個人積極融入團體中並結

識新朋友。Moorman (1999) 的研究發現，露營者從事露營活動，能使他

們有機會結交新朋友、學會在團體人員互動相處、對團體具有責任感及

歸屬感，習得對自我和團體負責任的重要性，並藉此建立正面良善的價

值觀。 

Scanlin (2001) 根據露營者的休閒體驗結果調查，青少年從事露營可

獲得的九項遊憩活動體驗：1. 社會勝任性：如認識新朋友、學習與他人

和睦相處、學習團隊精神等；2. 增加自我認同：學習分享自己的專長和

興趣並且樂於嘗試新事物，即使得到失敗的體驗，也能夠在其過程中自

我肯定；3. 獲得認知性的知識與技能：如學習關於戶外事物的知識與常

識、學習戶外生存技能與野炊及學習並體驗自然世界的奧秘；4. 增加正

面價值觀：學習如何尊重自己與他人、學習負有責任心、學習是非對錯

的觀念；5. 從事冒險性戶外活動：如山訓、泛舟等冒險性活動，進而認

識該地之地理環境並挑戰自我的能力與體力，並因此強健其體魄與心

智；6. 增進運動神經的技能：如學習浮潛、騎馬體驗、完成長程的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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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7. 心靈成長：學習更多有關上帝的事物、享受上帝的創造、發展

自己的信心與信念，促進自我價值之體現與成就；8. 學習來自成人角色

的模式：青少年易以露營區指導員為學習目標及模仿對象，他們協助青

少年參與並學習許多事務，青少年也想將來能像他們一樣扮演指導員的

角色服務於營隊或人群；9. 服務與協助他人：如主動幫助需要協助的其

他露營者、參與露營區活動計畫之擬定。關於露營活動的好處，交通部

觀光局（2003）也提出，青少年參與露營活動的功能如下：1. 親近大自

然，欣賞自然景觀，進行動植物觀察；2. 提供戶外休閒遊憩及自然保育

環境之體驗，具有寓教於樂功能；3. 提供健康度假休憩環境，培養青少

年野外生活技能與團體生活紀律；4. 增進親子、同儕之情誼。 

根據皮亞傑的認知層次發展理論，青少年思考能力特徵已進入了形

式運思的思維，雖然青少年思考的內容是可以藉由想像力來延伸，未親

身體驗過的事物，他們也能靠邏輯推演能力來推估事物可能的發展及事

物間的可能關係，但在這個生理和心理巨大變化的狂飆期，青少年的邏

輯思考發展還是傾向於「經驗型」的模式，在思考過程中「具體形象」

成分仍然會起主要作用，進行抽象邏輯思考時，需要具體的、直觀的、

形象的、感知的經驗作為支持。美國發展心理學家艾爾肯對於青少年思

想與行為特色的分析認為:他們是喜歡冒險的，他們渴望在感覺上尋求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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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及快感，尤其是男孩子最喜歡激烈刺激的冒險性活動；對於活動的選

擇，已逐漸具有群體組織的性質。而隔宿露營的活動設計在內容上是以

增進戶外活動的知識、發展戶外生活技能為主，符合青少年在身心發展

上活動力充沛、喜歡冒險、樂於親近大自然的特質。在「國民中小學九

年一貫課程綱要綜合活動學習領域」中，說明了為落實課程目標，宜掌

握的教學要領如下為：1. 實踐體驗所知；2. 省思個人意義；3. 擴展學習

經驗；4. 鼓勵多元與尊重（教育部，2008）。可見綜合活動領域課程極

重視讓學生能親身去體驗學習，並藉由經驗來建構知識。對學生而言，

參加隔宿露營活動使他們有機會以團體運作的方式，共同經營一個帶有

目標的生活情境（呂建政、周儒，1999）。 

隔宿露營活動是一個在真實生活情境中，提供學生完整學習經驗的

教育歷程，藉由這樣的活動，能讓學生將所學的知識、技能實際應用於

生活當中，並學習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及技巧，對學生而言，是一種寶貴

的學習體驗。經由隔宿露營活動，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在活動中成長、

在解決問題歷程中學習思考、在團隊活動中體驗分工合作的必要，在互

助合作中體會友情的可貴，此時，學生是學習體驗的主體，而老師與隊

輔只是扮演協助輔導的角色，同學在活動過程中，增加了與其他同學相

處的機會，同時能夠對彼此有更深一層的認識，於是「見賢思齊、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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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而內自省」潛移默化地產生了社會學習的效果。隔宿露營活動除了培

養學生技術層面的能力，例如：生火技巧、搭帳實作、野炊能力…等，

從實際操作來建立真實的學習經驗之外；同時在活動過程中的互助合

作，也能使學生產生對自我的信心與對自我和他人的責任感，更無形中

促使學生學習到人際關係經營、團隊互助合作、問題解決…等能力。 

因此，隔宿露營活動不僅是童軍課程與戶外教育的融合與延伸，其

實更是生活教育的具體呈現。荀子說「人之生也，不能無群」，特別在

青少年期，對於同儕朋友之間心靈支持的需求更是顯得強烈（劉安彥、

陳英豪，1994），隔宿露營活動正提供這樣的機會，透過團體活動的安

排，讓孩子有承擔責任及發展性格的機會，滿足他們建立友誼而互相關

懷、支援的需求。 

1.2 研究動機 

儘管教育體制已經進行了十數年的改革，政府也將於民國一百零三

年全面推動十二年國民教育，但國中生的升學壓力似乎仍是不減反升，

在嚴謹規律的校內課程中，國中生最期待的，莫過於每年舉辦一次的校

外教學，學生可於這一天中離開校內制式化的束縛，至校外教學地點，

進行心靈上、教學上、遊憩上的體驗行為。 

隔宿露營屬於學校校外教學活動的一種，其目的除了讓學生體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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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新奇的露營休閒活動之外，也希望學生能從中學習到基本的野外生

活能力，對於大多數人而言，隔宿露營應該是一個寓教於樂的活動，但

對處於狂飆期且已經習慣養尊處優的國中生而言，他們參加隔宿露營活

動，是出於自己的意願還是學校非軟性的單方面決定？隔宿露營可能是

他們第一次在戶外露營的體驗，對於學生產生的經驗是刺激、新奇、有

趣，或是無聊、枯燥、煩悶？學生經過隔宿露營活動後，是因而喜歡上

露營休閒活動，或者是對露營休閒活動產生反感？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隔宿露營活動也許是國中生第一次在野外露營的經驗，也是第一次

跟同儕露宿在外，對於他們來說，很多經驗都是第一次的體驗，而這些

深刻經驗會帶給學生在當下或是活動後難以磨滅的記憶痕跡，研究者認

為這些寶貴的經驗和深刻的體驗是值得被研究與探討的。因此，研究者

想要瞭解學生在隔宿露營活動中，所得到的活動滿意度、生活能力的學

習成效和活動忠誠度為何？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1.3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以雲林縣立斗六國中學生為研

究對象，藉由文獻分析探討隔宿露營活動滿意度、學習成效及活動忠誠

度之間的關係，並期望以此研究成果，提供學校在研擬隔宿露營活動課

程時，有更多面向、更多元的活動安排；也期望能以此研究成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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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界作為未來提供遊客露營服務和修建營地內外休憩場域之參考。 

其主要具體目的如下︰ 

1. 瞭解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學習成效。 

2. 瞭解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活動滿意度。 

3. 瞭解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活動忠誠度。 

4. 探討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學習成效與活動滿意度之間的

關係。 

5. 探討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活動滿意度與活動忠誠度之間

的關係。 

1.4 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下列之研究問題： 

1. 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學習成效、活動滿意度與活動忠誠

度之情形為何？ 

2. 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學習成效對其活動滿意度的影響為

何？ 

3. 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活動滿意度對其活動忠誠度的影響

為何？ 

1.5 研究範圍、對象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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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研究範圍、對象   

本研究對象鎖定為雲林縣立斗六國中參加 102 學年度隔宿露營活動

的二年級學生；雲林縣立斗六國中每年定期舉辦一次隔宿露營活動，而

近幾年露營場地皆選在南投縣仁愛鄉的「泰雅渡假村」。泰雅渡假村是

一座佔地 56 甲廣大寬闊的園區，為泰雅文化傳承的重鎮。夢幻城堡及噴

水池為泰雅渡假村的醒目地標；渡假村以泰雅文化為創辦及經營為主

軸，有原住民文物館、泰雅歌舞表演、泰雅勇士像、泰雅族部落住屋，

處處可見泰雅族的圖騰，讓您可以深入了解泰雅族歷來的文化與風俗習

性。村內的遊樂設施包括宇宙樂園、夢幻飛車、空中單軌、沖浪飛舟等

機械設施；清澄的北港溪水，緩緩流過前庭峽谷，綽約偉麗的關刀山脈，

翠嵐飄渺，靈逸躍動；泰雅渡假村優美的環境，涵蓋天然的環境步道、

野溪、原始森林、清流瀑布、山訓場等原住部落文化，還有山地文物館、

台灣島、泰雅勇士像、古隧道、原住民歌舞表演等，純然休閒趣味的提

供，都是泰雅渡假村的多元休閒設施；山林瀑布間，設有歐式花園、烤

肉區、露營區、汽車露營區、團康活動廣場，另外開闢有登山列車、沖

天飛船、夢幻飛車等主題項目，也常舉辦浪漫神祕的泰雅之旅，親身體

驗泰雅渡假村多變風貌。 

    泰雅渡假村也提供場地功能設備齊全的露營區，露營區除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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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一千多人、一百多輛 RV 露營車停放之外，營區內更提供各式營

帳、睡袋以及烤肉、野炊等設備。因此本研究以泰雅渡假村露營區

為範圍，研究對象為雲林縣立斗六國中參加 102 學年度隔宿露營活動的

二年級學生，母群體人數有 685 人，採分層隨機抽樣發放問卷。二年級

共計 22 班，每班抽測男女各 10 人，共抽測 440 人。 

圖1.1南投泰雅渡假村園區 

圖片來源：台灣旅遊網 

 http://hotels.cru.com.tw/Index/Index?HID=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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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研究限制 

    本研究只針對雲林縣立斗六國中參加102學年度隔宿露營活動的二

年級學生作為受測對象，無法涵蓋全國之國中生，因此，若以全國之國

中生為母體樣本，則本研究之活動滿意度、學習成效與活動忠誠度之間

的關係可能有所差異，因此本研究的外在效度有其限制。 

本研究所採用的問卷調查，對受試者填答量表時可能受到情緒、認

知及問卷回答之態度等主觀因素之影響，對問卷內容的填答有所保留，

研究者無法完全掌控受試者填答的真實性，僅能假設受試者據實回答。 

1.6 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如圖 1.2 所示： 

第一階段：先收集資料確定研究背景、動機及研究目的。 

第二階段：根據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界定研究範圍與對象。 

第三階段：進行相關文獻探討，主要就國內、外學者之活動滿意度

理論、學習成效理論、活動忠誠度理論等相關文獻加以

彙整，奠定本研究之理論基礎。 

第四階段：根據相關文獻進行分析、推導，進而建立研究假設和研

究架構。 

第五階段：根據相關文獻著手進行問卷設計。 

第六階段：問卷設計後先進行預試，依據預試的結果修正問卷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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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正式施測。 

第七階段：將收回的問卷資料加以整理，經過分析之後得到研究結

果。 

第八階段：依據研究所得之結果，撰寫研究結論並提出建議及後續

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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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研究流程圖 

 

 

結論與建議 

確立研究動機和目的 

界定研究範圍與對象 

進行相關文獻之回顧 

活動滿意度 學習成效 活動忠誠度 

建立研究假設與架構 

問卷設計與調查 

資料整理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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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五小節，首節描述露營休閒活動的定義和目的、分類與

發展，第二節分析學習成效的定義、衡量構面、相關理論與相關研究；

第三節分析滿意度的定義、衡量構面、相關理論與相關研究；第四節分

析忠誠度的定義、衡量構面、相關理論與相關研究；第五節探討學習成

效、活動滿意度與活動忠誠度之間的關聯。 

2.1 露營休閒活動 

2.1.1 露營休閒活動之定義和目的 

    根據教育部（1994）發行《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露營」是一

種戶外活動，指在野外搭帳篷或簡便草屋為臨時居所之露宿活動。在國

語活用辭典中，是指在郊外搭建帳篷或茅屋，作暫時性的居住（周合，

1990）。露營即CAMPING，它的語根是從拉丁文衍變而來，在拉丁文中，

CAMPUS原是古羅馬市郊，軍隊駐紮的一個平坦地方之地名，後來演變

為戰場、練兵場、紮營地的普通名詞，直至今日，英文字彙便以CAMP

表示營帳、露營（陳遠建，1978）。 

    根據陳盛雄（2006）對露營概念的整理，露營是指在野外住宿，不

論個人、家庭或團體，以營帳、露營車、小木屋、團體營舍或臨時搭建

的遮蔽物為據點，過著有別於居家住宿的生活方式均可稱為露營。陳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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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2006）教授更進一步指出露營意涵的五個面向，從生活面向來看，

露營乃起因於安全的考量，它是動物的本能，用以提供遮風避雨的臨時

庇護所；從軍事面向來看，露營據點提供軍官們一個運籌帷幄、養精蓄

銳、滿足生活需求的地方；從教育面向來說，露營是一種文化傳承及生

活教育的活動，它讓學生獲得基本生活能力與學習生存方式，鍛鍊學生

體魄，培養學生互助合作、冒險果敢的精神；從休閒面向分析，露營提

供人們一個回歸大自然的機會，藉此紓解工作壓力及生活壓力、促進人

際情誼之發展、增廣見聞。由此可知，露營不僅僅是具體空間的呈現，

更蘊含著文化軸承的意象。蔡宗陽（1990）認為露營是具有教育性的目

的，共有八項，各項摘要說明如下：  

1. 抒解身心緊張： 

    遠離紛擾繁亂的都市生活，到大自然去露營，優美的自然環境，可

以緩和緊張匆忙的步調，洗滌生活瑣細之煩憂，使生命更為充實、康健，

活力更加蓬勃，並且由於大自然各形各色萬物的啟發，更可以激勵個人

的創造力。 

2. 鍛鍊健康的體魄與強健的心靈：  

    露營是在野外的環境中生活，可以促使自己的身體保持健康，訓練

並提升自我體能，在規律生活中學習各項新知，從團體生活中體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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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然之哲理，並培養不屈不撓的精神。 

3. 陶冶高尚的情操：  

    露營的過程中可從大自然中獲得身心靈的舒緩與調適，與露營共同

參與者結為朋友，並共同生活、相互陪伴，藉此可培養互助善解的精神、

知足感恩的情感。從而在大自然、友伴之間的互動中體悟生活與生命的

哲理並藉以建立正面的價值觀。  

4. 實踐生活能力：  

    植物、動物的認識與生長特性及其生活應用、方位測定、觀測星座、

氣象研究、生態探索、生活技能之磨練與體驗、野外求生技能之應用與

實踐，都包含在童軍訓練的課程內容之內，可藉露營時加以實際演練及

體驗。根據觀察研究與生活能力的參與及體驗，可促使個人養成獨立生

活能力與職業性向。  

5. 培養手腦並用的能力：  

    露營者是在「做」中學習，可以養成手腦並用的習慣，更可以在親

自參與各項活動中滿足自我實現的成就感，從觀察中激發探索真知的好

奇心與求知慾，並養成對於自然與生活觀察及研究的習慣。  

6. 增進適應及生存能力：  

    露營時，如果遇到困難及危難，必須全力克服才能滿足生存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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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因此露營者可以養成刻苦耐勞的精神，增加對現實生活的調適

能力。  

7. 發揮個人專長：  

    露營者在各項露營活動中，可以盡情自由發揮個人專長，以充實生

活樂趣，並且可以藉此磨練自我的各項生活能力與思考判斷能力，培養

奮發向上、自信獨立的性格。  

8. 提升自我人格發展：  

    露營之重要目標為力求於各個環境中克服不同的難關，生存、生活

能力精進，增進人際互信互助的活動，並可鍛鍊個人體魄與激發創造力，

在大自然的考驗與陶冶下，培養積極向上的人格。 

    傅全福（1990）認為露營有以下幾點意義：1. 露營是給兒童生活上

獲得身心舒緩作用；2. 滿足兒童的幻想之需求，因為兒童最愛好大自然；

3. 露營是給予兒童未來生活的預備之練習；4. 露營是團體生活，給予兒

童培養互助合作精神的機會；5. 露營可以強壯體魄，健全身心發展；6. 露

營可以養成遵守規則及自我負責之態度，促進兒童道德觀念的養成；7. 實

地課程的訓練；8. 快樂地享受生活之樂趣及意義。 

2.1.2 露營休閒活動之分類 

    根據劉元孝（1963）對露營的分類，可依露營時間的長短、露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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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及露營的性質來分： 

1. 以時間的長短而言，露營可分為： 

(1) 短期露營：前後三天為內的野營活動。 

(2) 長期露營：三天以上的野營活動。 

2. 以方式來說，露營可分為： 

(1) 固定式露營：從頭到尾都在同一地點露營。白天活動期間雖然離 

開營地到他處進行，但是晚間還是返回營地就寢休息。 

(2) 移動式露營：整個活動過程中，在不同的兩個以上的地點野營。 

這種活動，需要有較高深的熟練技巧才能舉行，不過這種露營方 

式比固定式露營有更多樂趣。 

3. 以性質來說，露營可分為： 

(1) 訓練式露營：為了訓練某一種課程(無論是精神訓練、體能訓練、 

或其它的各種生活技能訓練露營)而舉行的野營活動。 

(2) 享受式露營：顧名思義，它不是訓練性質的活動，除了紮營和烹 

飪之類的工作以外，其餘的活動時間，都用在娛樂方面的活動， 

例如團員進行團康互動、歌舞表演、分享共讀...等，這類活動 

是不需特殊技能之應用的。 

4. 若根據陳遠建（1978）的分類法，露營可依其目的做以下四類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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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露營為手段的露營：這種露營只是一種工具，一種要達到某個 

目的之工具，這種露營除了實用性質之外，並不具有其它意義。出征的

軍旅部隊、游牧民族之遷徙與住居、狩獵的人、探險家，都把帳棚當做

臨時住宿地點，露營對他們而言，是不得已而為的工具。 

(2) 為露營而露營：以露營為目的之露營，也就是純粹為追求露營樂 

趣而舉辦的露營，事實上，自從露營風氣普遍以後，社會教育工作者認

為它是一種很有意義的活動，所以往往把某些特殊目的加諸在這種活動

裡。 

(3) 訓練或聯誼式的露營：具有悠久歷史的童軍運動，一直把露營當 

做一種訓練和磨練，藉著嚴格的露營訓練活動，培養每位童軍成員機智

應變的能力、生活技能之應用、遵守法紀的習慣、養成獨立的人格，以

及互助合作的良好習慣。許多社團或機關團體亦仿照此種方式，施行內

部幹部訓練，除了訓練的性質，還具有人員之間相互聯誼的用意，藉機

讓彼此更加深入瞭解，畢竟在大自然較無壓力的環境中，人們比較容易

呈現真實的面貌。 

(4) 組織型態與非組織型態之露營：組織型態的露營，如社會各戶外

休閒社團、學校的露營社團、登山社或其它相關社團、基督教青年會，

甚至以辦露營為業務的公司…等等皆是，他們在一定的時間內，經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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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此類活動，因此，設有專人負責設計活動，舉辦活動方式有一定的規

則，優點是能維持一定之水準，即使沒露營經驗的人參加這種活動，也

比較沒有安全上的顧慮。這種組織型的露營，是在自然的環境中，經由

專業訓練合格的工作人員，設計符合露營者需求的課程，而且課程內容

富有教育性及遊憩性，能夠提供露營者富有時序性、創造性及啟發性之

團體生活的體驗，幫助個人探求自我存在的意義及價值。 

2.1.3露營休閒活動之發展 

    雖然露營活動的存在，如同人類歷史般的悠久，但一直到十九世紀

開始，才有組織性的露營活動出現（陳麗敏，2004），並在大西洋的兩

岸，如火如荼般地發展。 

    西元1861年，美國露營之父F.W. Gunn是首位將露營活動帶入學校教

學活動的人，當時正值美國內戰時期，學生們都很嚮往軍營中戰士們隨

軍旅部隊浪跡天涯、英雄式的生活，Gunn校長於是組織了一個學生營隊，

帶領著學生到康乃狄克州的海濱舉行了長期的露營，藉以啟發學生們的

思想，引導他們正當的生活，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有組織的營隊，也使美

國成為組織型露營之發源地（劉元孝，1963）。西元1876年，一位美國

醫生茵斯拉克，認為促使青年身心健康的最好方法，莫過於在夏季帶領

他們在野外參與露營活動，利用戶外生活的期間，給予適當的生活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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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訓練，若能行之有素，瘦弱的青年可以變精壯健康，頑劣的年輕人可

以變化氣質並歷練人生智慧，於是茵斯拉克醫生組織了一個二十人的營

隊，紮營在賓州的山上，前後經歷了四個月的時間，讓青少年度過長期

的大自然生活，他是私人露營活動的創辦人，也是私人組織夏令營的創

辦人（劉元孝，1963）。自1930 年開始，美國露營協會不斷展開各式戶

外住宿的露營教育活動，這可謂露營活動的轉型期，使學校露營活動更

容易被教育專業人員與社會大眾接受的年代（李義男，1994）。 

    西元1896年Hoffmann在德國柏林的舊市政廳，成立了第一個德國青

少年運動團體，以反對德國權威社會的迂腐思想與紓解生活沉重壓力為

訴求，並以自然體驗教育為主體的社會運動。五年後，該團體的一位德

國教師Fischer帶領學生徒步旅行，學習候鳥精神，在自然環境中歷練生

活能力，從此奠定了漂鳥露營運動基石（陳盛雄，2006），這便是德國

最早且有組織的露營活動。英國露營與露營車協會的創辦人霍丁於西元

1878年號召友人，以騎乘自行車的方式進行露營活動，並於該年成立單

車旅行協會（陳盛雄，2006）；西元1907年，英國的貝登堡爵士帶領20

名青少年到白浪島露營，為童軍運動之肇始，露營成為童子軍最重要的

活動（劉菁華，1960）。西元1932年，國際露營協會在英國成立（陳盛

雄，2006）。藉此，不難看出露營活動亦在大西洋的另一側－歐陸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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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彩。然而，這股風潮，直到二十世紀才傳入亞洲大陸，根據陳麗敏（2004）

的研究，日本組織型露營始於1911年學習院院長乃木希典於神奈川縣片

瀨海岸舉行的童軍式露營，直到1950年代，露營的教育效果才逐漸被日

本教育部認同。在同一時期，台灣才開始有了露營活動的出現。 

    隨著時代的變遷，露營活動在今天也漸漸地出現了概念上的變革，

不同的國家及地區，為適應不同社會之需求，都逐漸的發展出其以現代

意念為呈現方式的露營型態，如歐洲國家之露營活動已漸轉型為以露營

車旅遊之型態；美國對於露營之概念則仍著重在青少年的教育之體驗，

而日本的露營市場則較偏重於家庭式露營。露營除了在概念上已不再單

是一種臨時住宿外，在方法上亦有許多不同形式，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

異，塑膠類產品出現，露營才改以現今帳篷之型式，甚至更脫離了帳篷

的使用方式而改以露營車之方式露營，且為配合露營之野外生活所衍生

的各項生活用品，其研發更是發展蓬勃。如野外的廁所、淋浴設備、炊

事器材、充氣睡墊等等一應俱全，大大提高了露營之品質及舒適便利性。

此外在露營地點的規劃上，亦從單一功能的露營住宿場所，轉而為提供

多元休閒設施之渡假型態的營地發展，隨著露營的概念、方法、場地等

等的變革，露營的客群也逐漸從原來的青少年為主體漸漸擴充為家庭、

公司行號組織等不同的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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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台灣露營休閒活動之發展 

    台灣在近40年的戒嚴令下，民間社團的活動多以戒慎恐懼的心理進

行，深恐受到無謂的牢獄之災，露營等相關的戶外休閒活動因為必須在

荒郊野外進行，而且人數超過三人以上，在那個時代若沒有做事前的報

備登記，當局可以依「非法的集會」予以逮捕，在這樣的環境與背景下，

也就孕育出不同於他國的「現代台灣露營文化」（陳盛雄，2009）。 

    陳盛雄（2001）將現代台灣露營活動的發展過程歸納為現代前期、

現代中期、現代近期等三大階段：  

1. 第一階段：現代前期（教育／訓練露營期，西元1950-1970年） 

    在大陸時期就已經成立的中國童子軍總會以及實施於中等學校的童

軍教育，自國民政府撤退來台之後，在教育部的體系下移轉到台灣。童

軍教育與童軍活動的訓練課程中，露營活動在「現代前期」多持續進行，

學校露營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和訓練。在「現代前期」受到強權政治力的

影響，發展出台灣獨特的「童軍教育」、「教育性班級露營」、「冬、

夏令戰鬥營」。  

2. 第二階段：現代中期（團體／育樂露營期，西元1971-1987年） 

    台灣工商業社會日漸形成，人口都市集中化，公司員工、工廠的職

工開始利用假日空閒時間走向戶外，因而形成代辦「團體育樂性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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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潮。在童軍活動方面，隨著童軍教育的日漸衰退，童軍露營活動也隨

之減少。在中期的後段，雙薪家庭增加因而無暇照顧子女，加上家庭經

濟的寬裕，開始重視兒童及青少年的休閒活動，形成以兒童及青少年為

中心的各種冬令營及夏令營之活動。  

3. 第三階段：現代近期（家庭／汽車露營期，西元1988年迄今）  

    台灣經濟高度成長，休閒的意願逐漸提高，人民開始重視休閒活動

的品質與親子關係的培養與建立，以家庭與汽車相結合的「家庭露營」

開始興起，全家外出露營的情況愈來愈多見。隨著週休二日的實施以及

汽車普及的影響，露營使用的東西都可以藉著汽車裝載並且很容易到達

露營地，近年來更有強調舒適便利的露營車。因為汽車的機動性，銀髮

族也可以很輕鬆地參加露營活動，所以露營活動已擴展到三代同堂的家

庭露營活動（紀光慎，1993）。國內的現有的露營地點及露營休閒場所都

已朝向汽車可以到達露營地旁的「家庭式露營」方向改進。 

    從上述論述中，我們可發現台灣的露營活動最早被定位在童軍之教

育訓練，此種訓練並被列入當時中等教育的學習課程當中；之後由於九

年國教之實施以及政府對大陸政策之改變，使得童軍教育漸漸不再受到

重視，但於此同時，由於台灣之經濟發展起飛，人民在物質環境不虞匱

乏的情況下，有較多的時間與金錢投入休閒遊憩之活動，此時露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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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般人的休閒活動之一；而後台灣經濟高度發展與成長，國人開始

重視休閒活動的品質並渴望藉由休閒活動提升親子關係及互動，因此全

家共同參與露營的「家庭露營」方式，以及RV休旅車露營的情況也越趨

普遍。 

    在台灣露營有兩大相關組織，分別是中華民國露營協會和中華民國

露營休閒車協會。中華民國露營協會是在1975年成立，該協會在其協會

簡介中說明，該協會是一個以露營方式推廣戶外休閒活動的全國性社

團，我們可從其早期所舉辦的相關活動，推論出早期該協會所推行的仍

較屬於青少年教育訓練之活動性質。至民國八十年代該協會替台灣爭取

到世界大露營之主辦權，隨著1991年世界大露營的活動主辦，相關具國

際水準的露營場地及設備才開始建設發展起來，也因此，國人才得以體

驗不同於以往的露營體驗，促使國內的露營活動正式走上家庭休閒的模

式，於此時開始，該協會舉辦的活動雖也有兒童或青少年之活動，但重

點以著重於適合全家人共同參與的露營活動規劃上。而中華民國露營休

閒車協會成立於1991年，該會之成立宗旨為提倡並推廣家庭露營，為會

員提供安全、快樂、愉悅的露營活動，並有多項會員專屬的福利措施。

從上述二露營協會的活動軌跡與成立宗旨中，我們可發現台灣露營活動

已逐漸從早期童軍教育與青少年教育活動走向適合全家人共同參與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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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模式。 

2.2 學習成效 

2.2.1 學習成效之定義 

學習成效是指學習者於參與學習活動一段期間後，在某種形式評量

上的成果表現。就評量的時間而言，可能是形成性評量，也可能是總結

性評量；就評量工具而言，可能是客觀正式的、標準化的成就測驗，也

可能是由老師或者學習者主觀、非正式的認知；就學習成效指標而言，

可能是成就測驗上的得分或學習成績，也可能是某種行為上的改變。張

春興（1989）認為教學是一種教師和學生共同參與的活動歷程，而學習

成效是衡量學習者學習成果的指標，也是教學品質評估中主要的項目之

一，學習成效的呈現及記述，必須透過學習效果的評量，才能完整具體

地表現出來。 

以下針對學者對於學習成效定義整理成表 2.1： 

表 2.1 學習成效定義整理表 

作者 年代 定義 

張春興 1989 學習成效是教師衡量學生活動歷程的學習成果。

王家通 1995 
學習成效為評估學生對於課程內容吸收情況的

一種指標，並可根據學生測驗上的表現，判斷教

師教學之有效性。 

Piccoli 2001 
學習成效指於教學結束後，學習者在認知、情意

及技能上的改變，也是完成學習後，針對其能力

改變或者成就上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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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習成效定義整理表(續前頁) 

作者 年代 定義 

劉海鵬 2002 
學習成效是衡量學習者之學習效果的指標，也是教

學品質評估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 

蔡華華、張雅萍 2007 
判斷學習成果的指標，讓學習者知道自己的學習狀

況，並作為學習者與授課者改善的依據。 

許淑婷 2008 
呈現學生在校期間所接受到的技能與態度的養成，

其中真正的重點在於態度，而學習成效是衡量學生

學習過程中達成的效果。 

吳銘達、鄭宇珊 2010 
學習成效是指教學結束後，學習者在知識、技能與

態度上的改變 

林長義 2011 
學生經由一系列教學活動歷程結束後，對某種領域

之知識達成某種特定程度。 

郭美貝 2012 
學生接受各種學習活動之後，增進其專業知識、技

能或自信心的程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此，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將學習成效定義為：在參加露營活動

結束後，學習者在露營生活能力方面認知、情意及技能上的改變，以衡

量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達成的效果。 

2.2.2 學習成效的衡量構面 

Bloom (1956), Krathwohl (1964) 與 Harrow (1972) 等人研究發展出

學習評量的內容，並將其統整為三大學習領域—認知（cognitive）、情意

（affective）、技能（psychomotor）；而學習成效的衡量，即以此學習三大

領域—認知、情意、技能為其基礎評量內容。以下就上述三位學者所提

出的認知、情意、技能領域目標分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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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知領域是由Bloom (1956) 等人所提出，其層面及內涵如下： 

(1) 知識：回憶特殊事實、方法、規準、原理原則等。 

(2) 理解：暸解某一現象，而能轉譯、解釋或推理。 

(3) 應用：將通則用到特殊情境中。 

(4) 分析：將溝通的訊息所包含的成分或元素加以排列。 

(5) 綜合：將沒有組織的元素安排或合併為有組織的整體。 

(6) 評鑑：依照所選擇的標準，評估材料方法等。 

2、情意領域是由 Krathwohl (1964) 等人提出，其層面及內涵如下： 

(1) 注意、接受：覺知、願意接受、控制的或選擇的注意。 

(2) 反應：勉強反應、願意接受、樂意反應。 

(3) 價值評定：價值的接受、價值的偏好、堅信。 

(4) 組織：價值概念的建立、價值體系的組織。 

(5) 品格行成：一般態度的建立、品格的形成。 

3、技能領域是由Harrow (1972) 等人提出，其層面及內涵如下： 

(1) 反射動作：在沒有經過知覺或意識下而產生的動作，如：伸、屈、 

調整姿勢等。 

(2) 基本動作：指由多種反射動作組合而成的天生動作，為複雜技巧 

動作的基礎。如：跑、跳、走、爬、推、扭、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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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覺能力：指解釋刺激時所產生的相對反應。如：視覺、聽覺和 

味覺的分辨等。 

(4) 體能：指身體的基本活動能力，像耐力、肌力、柔軟性和敏捷性 

等。 

(5) 技巧動作：具有效率的複雜動作。像運動技巧、彈琴和舞蹈動作 

等。 

(6) 表達和解釋動作：指以身體作為表達意義的方式。如：臉部表情、 

高度技巧的舞蹈動作等。 

綜合上述文獻，研究者根據Bloom (1956), Krathwohl (1964) 與 

Harrow (1972) 等學者所提出的學習成效內容，並參考張子蘋（2007）露

營活動、學習認知與九年一貫國民中學課程目標影響關係之研究，修編

出本研究之學習成效量表，其衡量構面為認知、情意、技能等三個子構

面。 

2.2.3 學習成效的相關理論 

吳武典（1971）指出，教材內容、學習方式、學生本身因素、學習

環境與教學方式等，皆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黃光雄（1991）則將學

習成效分為學生、環境及教學因素。 

整理相關理論，可以歸納出四種影響層面，分別為「個人層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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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層面」、「教學環境層面」及「社會層面」，分別說明如下： 

1. 個人層面 

包含性別、身體健康狀況、人格特質、學生的智商、學習能力、學

習態度及習慣、學習方法、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等因素。個人因素，是

影響學習成效的首要關鍵因素，唯有學生願意投入學習，才會有學習成

效。而學習動機是影響學習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黃光雄，1991），強烈

的學習動機，能持續引發學生的學習慾望，相對其學習成效也能因此提

升。 

2. 家庭層面 

包含父母的教育程度、管教方式及社經地位。家庭層面即學生的家

庭背景因素，家庭功能的健全與否，代表著提供學生學習條件的健全程

度，這也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3. 學習環境層面 

包含教師的教學方式、課程設計、教學時間、教材內容以及教室軟

硬體設備。教學環境以及教師的個人教學風格，對學生帶來直接的影響，

學習環境的優劣也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好壞。 

4. 社會層面 

包含同儕關係、社會文化價值觀。除了個人、教師、家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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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外，對學生產生學習影響的還有同儕（同學、朋友），以及整個社

會環境的價值觀，這些都會對學習成效產生關連及影響。 

2.2.4 學習成效的相關研究 

露營休閒活動相關文獻中，研究對象多半以國中生為主。林智慧

（2001）以戶外環境教育為研究主題研究結果顯示，運用戶外環境教育

教學資源有助於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或動機、增進學生的環境知識、培

養學生的環境態度、訓練學生的環境行動技能以及促進學生的環境行

動。劉康正（2003）在六十石山進行住宿型的戶外休閒活動，經課程實

施的結果，學生能獲得不可替代的直觀學習。透過學生感興趣的活動，

培養情意目標。透過住宿型戶外休閒活動，可以增進班級成員間的相互

瞭解，並能培養獨立自主、同儕互助合作、尊重自我與他人的能力。羅

元駿（2004）以戶外休閒活動為研究主題，研究結果顯示，體驗式的戶

外休閒活動可促進學生人際關係發展及提升生活效能。 

張子蘋（2007）研究顯示，露營活動的學習對九年一貫課程目標的

達成有正向而顯著的直接影響關係，其活動設計之「探索教育活動」對

國二學生而言，能符合學生之求知欲望與心理需求，高偏好類群的教學

目標（認知、情意、技能領域），達成影響效果高於低偏好類群。郭美貝

（2012）探討美容系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滿意度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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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嘉義地區某技術學院美容系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學習動

機對學習滿意度、學習動機對學習成效、學習滿意度對學習成效分別具

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學習動機則會透過學習滿意度的部分中介效果影

響學習成效；受測樣本亦可透過集群分析分為高學習成效群與低高學習

成效群等兩群。 

綜合上述研究，戶外的露營休閒活動能提昇青少年的學習興趣、增

進青少年生活能力的學習成效，且透過實地的觀察與學習，讓青少年的

學習與日常生活緊緊相依，並藉由親自的體驗與探索來達到正向且多層

面的發展以及在認知、情意、技能上的長足進步。 

2.3 滿意度 

2.3.1 滿意度之定義 

「滿意度」一直是各個研究用來測量人們對產品、工作、生活品質

或戶外休閒活動品質等方面的看法之工具，是一個非常具有實際效用的

衡量行為指標。 

     Oliver (1981) 的研究指出滿意度是在顧客進行某一種特定的交易

時對於事前期望與事後實際的知覺做出有效之評價。Bulltena ＆ Klessig 

(1969) 認為滿意度在遊憩活動方面是以活動前對於活動的期望與實際體

驗活動後所產生之價值，做為衡量事前對於活動期望和實際參與活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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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現程度之標準。相當多研究滿意度的文獻中都發現，休閒活動參與

者因其不同的社經身分地位，在不同的文化背景影響下，產生多樣化的

偏好、參與動機及活動態度，並以不同的方式影響其對活動滿意度及休

閒遊憩品質的價值認同。 

近年來，「滿意度」亦常被觀光學術領域用來衡量人們對產品、工

作、生活品質、戶外休閒活動品質等看法的工具，為一項常用且有效的

衡量消費行為指標（邱博賢，2003）。根據上述理論，滿意度除了是活

動前的期望外，並從活動體驗後發展出來的一種結論，不僅受到服務品

質的影響，也受到社會、自然及顧客本身等各種因素的影響，當預期與

實際效果一致時，顧客對其滿意度將會增高，反之則會降低。之後陸續

有許多學者提出相關的理論，但不同學者對於滿意度的定義仍然存在著

不同觀點，而有各種不同的陳述。 

以下針對各學者對於滿意度定義整理成表2.2： 

表 2.2 滿意度定義整理表 

作者 年代 定義 

Beard、Ragheb 1980 
個人在參與休閒活動時，所獲得正面的良好感受，

是個人對休閒體驗及情境所感受到的滿意程度。 

Westbrooks 1980 
消費者所接受的服務或產品只要是主觀的覺得好，

便產生滿意；反之亦然。 

Oliver 1981 
消費者滿意是對於所使用的產品或服務所獲得的價

值程度所做的一種立即性的情緒反應 

Engel、Blackwall 1986 對產品使用後與使用前的認知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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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滿意度定義整理表(續前頁) 

作者 年代 定義 

余幸娟 2000 遊客事前期望與實際感受知覺間之差異。 

鄭順璁 2001 
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會將之前的認知與之後的預期

做比較，當預期大於認知時所產生的滿意度就會較

高，相反預期小於認知時就會產生滿意度較低。 

謝金燕 2003 
遊憩滿意度是個人歷經行前期望與實際體驗後的心

理比較結果。 

陳俊男 2004 
反應遊客「預期」和「實際」所產生之結果，當兩

者間發現差異性時可決定其滿意度。 

荊元武 2006 
遊客滿意度乃遊客在歷經行前期望與實際體驗後，

預期目的所應發揮出的效果水準與實際發揮的效用

水準彼此之間的比較結果。 

范欣宜 2008 
遊客在經歷行前期望與實際體驗遊憩地點後，心理

所感覺到差異程度。 

陳麗娟、楊植凱 2009 
滿意度是對產品或服務事前與事後之認知差距，所

反應出來之一種情緒。 

梁家祜、梁榮達 2010 
旅遊滿意度是體驗旅遊後，遊客對使用服務、設施

感受到愉快或失望程度。 

余基吉、趙海倫 2011 
滿意度是指消費者對於該產品或其屬性所帶來愉悅

程度之認知與判斷。 

陳明宏 2012 
指受試者對本次比賽前的訓練時間、教練的訓練計

畫、領導行為及個人表現土的滿意程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此，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將活動滿意度定義為：在參加露營活

動結束後，個人經由休閒體驗情境的參與而感覺自己需求獲得滿足感的

程度。 

2.3.2滿意度的衡量構面 

在滿意度的衡量上，眾學者們的看法不一，大致可分為：「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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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和「多重項目衡量」兩種衡量方式，茲將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1. 整體性衡量 

即認為滿意度是一整體的現象，以單一項目進行衡量。Day (1977) 認

為衡量消費者對產品的使用結果，僅以單一整體滿意度衡量即可。 

2. 多重項目衡量 

即分別針對產品各個屬性績效的滿意度加以衡量，之後再予以加

總。Singh (1991) 從服務行銷、社會心理學和組織理論中發現，滿意度是

一種多重的構面，也就是以多重項目針對產品各屬性績效之滿意度加以

衡量，表2.3為有關滿意度衡量構面之整理，其整理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2.3 滿意度衡量構面整理表 

作者 年代 衡量構面 

Beard、Ragheb 1980 
1.心理方面。2.教育方面。3.社會方面。4.放鬆方

面。5.生理方面。6.美感方面。 

宋秉明 1983 
1.心理性。2.社會環境。3.自然環境。4.活動性。

5.其他。 

梁志隆 2000 
1.期望服務。2.知覺價值。3.知覺績效。4.顧客滿

意度。 

黃振翔 2001 
1.資源環境。2.經營管理。3.遊樂設施。4.其他設

施。 

黃淑君、何宗隆 2002 
1.周邊環境。2.戶外空間。3.建築設施。4.服務品

質。5.管理維護。 

周文樹 2003 
1.景觀環境。2.體驗滿足。3.休閒社交。4.服務品

質。5.遊憩活動。 

余俊佐 2004 
1.先前期望。2.現地之遊憩感覺。3.遊玩前後比較。

4.造成不滿意的原因。5.對整體設施的評價。 

陳聰廉、陳弘慶 2005 1.接待服務。2.設施服務。3.品質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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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滿意度衡量構面整理表(續前頁) 

作者 年代 衡量構面 

張孝銘 2006 
1.產品售價。2.園區生態。3.身心釋放。4.人員服

務。5.環境景觀。 

林永森 2007 
1.有形性。2.可靠性。3.反應性。4.保證性。5.關

懷性。6.價格水準 

蕭秋祺 2008 1.服務設計。2.交通導引。3.活動資訊。 

黃建超 2009 
1.飯店指引與停車方便。2.建築外觀與動線規劃。

3.週邊設施。4.遊憩場地與烤肉區。 

何秉燦 2010 
1.教育體驗。2.娛樂體驗。3.美學體驗。4.跳脫現

實體驗。 

郭國軒 2011 1.服務品質。2.設備設施。3.情境體驗。 

林家緯、廖俊儒 2012 1.沉浸。2.服務。3.情緒。4.情感。5.感官。 

鍾美齡 2013 1.公共設施。2.環境整潔。3.服務品質。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對滿意度衡量構面之研究，針對研究主題與指導

教授進行討論，研究者修編自Beard & Ragheb (1980) 所提出的休閒滿

意量表，並參考洪升呈（2009）相關文獻所發展之休閒滿意度量表，自

編出本研究之活動滿意度量表，其衡量構面為心理、教育、社會、放鬆、

生理、美感等六個子構面。 

2.3.3 滿意度的相關理論 

根據學者Cardozo於1965年對顧客滿意的研究做出理論，之後紛紛有

許多學者也爭相提出不同的理論觀點。因此，本研究透過所搜集文獻中

的資料將相關理論做出歸納如下： 

1.期望理論（Expectancy Vale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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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ler (1973) 提出的期望理論指出，人們對於其所能達成之不同成

果具有不同之偏好。且對於從事某行動所獲致的表現，其可能存有某些

預期心理，因此，在任何情況下，個人採取何種行動是取自其預期心理，

因此，期望與偏好，並以公式表示期望理論模式，認為人們的動機驅力

與對事件努力、表現及成果的期望、與期望價值有關。 

2.期望失真理論（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Oliver (1981) 提出期望失真理論，此理論源自於社會心理學與組織

行為，主要以「期望」與「績效」的比較所組成，認為消費者在購買產

品之前，會根據以前的經驗、別人的口碑、商人的信譽與廣告，而對產

品績效產生預期。首先欲消費之前已先形成期望，經由期望與知覺績效

的比較產生不一致的結果，此不一致的結果即稱為「失驗」。因此期望

水準成為顧客的比較標準，而與知覺績效比較後的差距之大小與方向而

形成滿意與否的評價。當消費者購買產品之後，期望成為產品績效判斷

的一個標準，消費者期望與產品績效之知覺的差距形成失驗，因此滿意

或不滿意則為期望水準加減失驗的大小，「期望」便成為該產品績效衡

量判斷的基礎（林金燕，2003）。 

3.差異理論（Discrepancy Theory） 

Schreyer ＆ Roggenbuck (1978) 提出遊憩滿意度可以差異理論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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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來解釋，其強調重點為滿意度乃由遊客的期望與實際感受的知覺間差

距來決定，此外，在任何情況下之整體滿意度是由現況各層面的差異組

合所決定。 

4.調適理論 (adaptation theory) 

Helson (1964) 認為要能夠產生正面的評價，需要產品之績效能夠高

過於調適的水準，相反地，若不能就會產生負面的評價。每個人在心中

所訂定之期望越高，則要求滿意標準就越高。正面的調適會增加心中滿

意，反之則負面的不調適會減低其滿意度。此理論也就是在探討當顧客

不滿意產生時，是否會採取行動或應採取何種行動來獲得補償的過程，

同時也間接探討了「顧客滿意」對購買產品後行為的影響過程。 

5.公平理論 (equity theory) 

Oliver ＆ Desarbo (1988) 認為滿意知覺的基礎是投入與報酬是否公

平。當消費者覺得不能得到公平的感受時，則產生不滿意的態度，相反

地，當感覺上得到公平時，顧客感受即為滿意表現。Huppertz (1978) 是

最早將此理論應用於行銷學領域的學者。顧客會從過去消費經驗中，所

獲得的價值和所投入的價格與其他參考群體作比較，只有當顧客所認知

的品質與價格相等時，才會覺得公平。當顧客認為結果與投入比例公平

時，顧客因為感覺被公平對待，而會感到滿意。反之則會感到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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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理論是討論投入與報酬之間的關係，在消費者研究的領域廣泛的被

運用。 

6.歸因理論 (attribution theory) 

Weiner (1985) 將歸因理論引進消費者的滿意架構中，並且證明內部

歸因較外部歸因具有較高的滿意度。在組織行為的發展基礎上是依照三

個構面所導出因果中的成功或失敗，包含內部或外部原因、原因產生之

穩定性以及原因可控制性。內在的原因包含個人努力與個人能力，而外

在的原因則有工作的困難度和運氣因素。 

7.認知失調理論（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認知失調乃是因為顧客對產品之期望與績效之間有差距而產生；而

發生認知失調之後，顧客會調整其對產品績效的感受，減少此一差距，

以消除心理上失調的狀態。 

8.雙因子理論（Two-Factor Theory） 

    Herzbrg ＆ Synderman (1959) 提出影響工作滿足的因素為激勵因素

與保健因素。前者如成就感、受人認同、晉昇機會等，屬於滿足個人高

層次需求的內在特質。良好的激勵因素可使員工工作得到滿足，缺乏此

因素只會使員工無法獲得滿足的愉快經驗，但不會因此導致不滿足。後

者如薪酬、工作條件、工作地點與安全性等，屬於與工作環境有關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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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素。不良的保健因素會使員工感到不滿足，即使改善此因素只能消

除不滿足的感受，但不能因此獲致滿足。 

9.滿意理論 (satisfaction theory) 

Latour ＆ Peat (1979) 指出消費者可以有效並且明確的瞭解產品所

隱藏的屬性，並對此產品的屬性形成期望，而滿意水準是屬於附加的本

質。再經由消費者對屬性的判斷會形成一種態度，並將滿意和態度兩者

有效結合在一起。 

10.總滿意度理論 

Dorfman (1976) 提出總滿意度可以解釋為對環境中可區分因子之滿

意的總和，像「愉悅感」的滿意應該就是一種整體性的感覺，在不同時

間及地點皆有明顯的差別，並且依照使用者當時的狀況而異（如情緒、

年齡、體驗等），並與使用者之偏好及期望有關。當使用者只單測總滿

意度，及代替以區分因子的滿意加成之總滿意度間有不同之結果。 

2.3.4滿意度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蒐集國內有關滿意度之相關研究，並將相關文獻整理，以便

參考應用於本研究。 

    葉茂生（2001）以409 位在吉貝島從事海域遊憩活動遊客為研究對

象，研究遊客對海域遊憩活動之滿意度，研究結果顯示：遊客對海域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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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活動環境屬性的重視度與滿意度是有顯著之相關性；遊客對海域遊憩

活動的總滿意度與重遊意願是有顯著性的正相關。廖明豊（2003）以東

豐自行車綠廊之遊憩吸引力、服務品質與遊客滿意度及忠誠度之研究發

現：吸引力對遊客滿意度是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吸引力對遊客忠誠度

具顯著的正向相關；遊客滿意度對忠誠度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 

張雲卿（2008）探討彰化地區國小中高年級學童戶外教學滿意度及

學習成效，研究結果發現，不同「年級」學童在戶外教學滿意度上存有

顯著差異，且年級越高，滿意度有降低之趨勢。且研究也顯示，戶外教

學滿意度與學習成效呈現正向相關，滿意度越高，學生的學習成效也越

好。陳墀吉（2011）探討平溪線鐵道旅遊動機、體驗滿意度與重遊意願

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平溪線鐵道遊客的旅遊動機與體驗滿意度呈現

正向相關，平溪線鐵道遊客的體驗滿意度與重遊意願呈現正向相關，當

遊客的「當地風俗文化與當地特色體驗」的體驗滿意度越高，重遊意願

也就越高，也較易推薦給他人。林家瑋（2012）探討超級籃球聯賽（SBL）

觀眾體驗品質對體驗滿意度及忠誠意願之影響關係。研究結果顯示，SBL

現場觀眾之體驗品質對體驗滿意度具有直接正面影響，而對忠誠意願亦

具有直接正面影響並通過體驗滿意度之中介而具有間接正面影響。 

2.4 忠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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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忠誠度之定義 

「忠誠度」的概念與應用，經常成為行銷「品牌忠誠度」、休閒「遊

客忠誠度」與觀光「旅遊忠誠度」、「活動忠誠度」領域研究所探討的

主要議題。在觀光遊憩的研究領域中，大多探討遊客對目的地或節慶活

動的「重遊意願」與「推薦意願」。多數研究結果大都支持滿意度與忠

誠度呈現正向關係。因此，研究者常因研究不同產業的消費行為而有不

同的用詞與解釋，其主要目的在探討消費者對同一事物使用後的感受，

對下一次是否再有購買或重遊意願的行為。 

以服務業而言，開發一個新客戶所投入的金錢與時間成本遠高於維

繫既有顧客的花費，因此若能提昇遊客在該遊憩區遊玩的忠誠度，除了

能創造遊憩區經營的更大收益，亦有助於相關業者客源的穩定。

Parasuraman (1985) 在消費者意圖與服務品質的研究報告中，將忠誠度定

義為除了本身願意再次消費遊玩外，也願意向他人推薦並給予肯定評價

的行為。Dick (1994) 將忠誠度定義為個人態度與再購行為兩者間關係的

強度。Kandampully (1998) 認為顧客忠誠度為一個企業對顧客在服務品質

上的承諾與保證。企業的承諾可以藉由服務人員來傳遞並與客戶建立長

期良好的關係，藉由服務使忠誠度提昇將可以贏得顧客的忠誠與信賴。

以下針對學者對於忠誠度定義整理成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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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忠誠度定義整理表 

作者 年代 定義 

Backman 1995 
遊客忠誠度是指遊客明顯地偏好參與特定遊憩活動

的堅持行為。 

Kozak 2001 
遊客願意再次旅遊某一個目的地或同一國內之其他

景點，並出現優先去旅遊及推薦他人的可能性。 

謝金燕 2003 
遊客對遊憩區所提供的遊憩設施與服務、特定遊憩活

動多次參與的一致性及對該遊憩區所產生情感偏好

程度。 

馮正民、鄭光遠 2006 對購買某特定品牌商品或服務的支持傾向。 

陳勁甫 2008 
顧客對於公司或品牌持有正向的態度，而會維持特定

公司或品牌給其他顧客，並且顯示再購的行為。 

紀明德 2011 
球迷對所支持之球隊有正面的態度，對其有認同及涉

入，及意圖在未來繼續支持該一球隊的程度。 

蔡民生 2012 
消費者透過個人旅遊感受，對旅遊目的地所提供的產

品具有正面評價時，會優先選擇再次消費或推薦給他

人的程度。 

沈承堯 2013 
遊客願意再次旅遊某一目的地景點或進入其所在行

政區域內同質性園區從事消費性體驗的行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上述，從相關忠誠度之定義可知，忠誠度會因個人對某活動或

是商品等因素，造成心理及生理上不同的差異，日後對某活動或商品產

生重覆參加以及重覆購買之行為。本研究將活動忠誠度定義為參加隔宿

露營活動的國中生，是否會再次參加此活動的重遊意願，或是將此活動

推薦給學弟妹、協助學校推廣隔宿露營活動等行為。 

2.4.2 忠誠度的衡量構面 

忠誠度的衡量方式，許多學者有不同看法及見解。楊文燦、鄭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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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在遊憩衝擊及滿意度關係之研究中提到，忠誠度的衡量方式可

利用個人的直觀意願與推薦他人意願作為問卷評量內容。蕭瑞貞（1999）

研究遊客對遊樂區忠誠度是以實質境屬性、經營管理屬性、社交環境屬

性等來衡量遊客在忠誠上之構面。表2.5為有關各學者對於忠誠度衡量構

面之整理，其整理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2.5 忠誠度衡量構面整理表 

作者 年代 衡量構面 

Gronholdt ＆ 
Martensen 

2000 
1.顧客再次購買的意願。2.向他人推薦品牌。3.遊

憩所產生之價格的容忍度。4.顧客交叉購買的意

願。5.公司推廣的意願。 

謝金燕 2003 
1.舊地重遊意願。2.推薦遊憩景點給親朋好友。3.

正面口碑宣傳。4.情感偏好。 

廖明豊 2003 1.合作與參與。2.重遊與推薦。 

廖俊儒 2003 
1.再次購買之意願。2.產生正面口碑傳播3.推薦他

人前往參觀遊憩。 

沈進成、王伯文 2004 
1.重遊意願。2.推薦親友。3.協助推廣。4.提供改

進意見。 

林永森 2007 
1.整體滿意度。2.舊地重遊意願。3.推薦親友。4.

提供改進意見。 

陳宏斌 2007 
1.再購意願。2.向他人推薦的意願。3.價格容忍度。

4.顧客交叉購買。 

林宗賢 2008 

1.行為衡量-對某品牌重複購買，購買的機率與光顧

的次數等行為。2.態度衡量-對品牌的喜好程度、正

面的評價，是否意圖購買或是推薦給他人。3.合成

衡量-結合行為忠誠與態度忠誠。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對忠誠度衡量構面之研究，針對研究主題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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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進行討論，並參考沈進成、王伯文（2004）和林永森（2007）相關

忠誠度文獻，本研究將活動忠誠度的衡量構面分為總滿意度、重遊意願、

推薦學弟妹和協助推廣四個子構面。 

2.4.3 忠誠度的相關理論 

消費者購買決策的最後結果即為購後行為，再購意願是消費者購後

行為之ㄧ，對任何廠商而言，維持現有顧客，提升現有顧客的再次購買

意願，可有效降低廠商開發新顧客的成本，故消費者的再購意願極為重

要。林陽助（2007）指出：吸引一個新顧客所需花費的成本是留住一個

舊有顧客的五倍之多，可以顯見提升消費忠誠度之重要性。許多有關忠

誠度的理論性研究或實證研究之目的是透過對消費者的瞭解，能更加準

確地評估忠誠度或預測其行為意願，最終能預測企業利潤之可能性。 

Dick (1994) 指出忠誠度是在個人實際感受與個人所產生態度這兩者

之間的強度，將會影響到認知、情感與抗拒這三方面，另外社會的環境

及規範也會影響到它的強度。Griffin (1995) 認為顧客的忠誠度應包含以

下：1. 經常性重複購買；2. 願意惠顧公司提供的各種商品或服務系列；

3. 願意為公司宣傳口碑、對於其他業者的促銷活動具有免疫性等。Jone 

＆ Sasser (1995) 將忠誠度分為三大類：第一類為顧客再購買意願；第二

類為基本行為是指最近一次購買時間、頻率次數與數量等；第三類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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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是指顧客介紹、公開推薦與口碑等。Shoemaker ＆ Lewis (1999) 對

消費者忠誠度上提出「忠誠度三角」模式：服務過程包含所有顧客與服

務提供者所一同參與的所有活動；價值創造包含價格的增加與復得；資

料庫管理是利用資料庫建立顧客的喜好及習慣，以便提供特別的服務給

予顧客，也利用廣告信函以及活動通知單的方式與顧客保持良好的聯繫。 

Oliver (1999) 主張忠誠度乃是先產生消費者態度進而表現於外在行

為，因此主張顧客忠誠度的行程包含四階段:1. 認知-顧客忠誠僅止於信

念，即相較其他品牌有較高之偏好；2. 情感-消費者由先前使用經驗產

生品牌喜好程度；3. 行為意向忠誠-顧客先前正向情感形成對特定品牌

的重覆購買意圖；4. 行動-前階段行為意圖轉換為實際再購之行為。

Raphel (1995) 依照忠誠度的不同，將顧客忠誠分為五個階段:1. 潛在顧

客（Prospect)-只有興趣購買商品的人；2. 購物者(Shopper)-購買一次以

上的人；3. 顧客(Customer)-向特定企業購買某商品的人；4. 常客(Client)-

定期向特定企業進行購買的人；5. 代言人(Advocate)-出於自願，願意替

企業進行推薦行為的人。 

2.4.4 忠誠度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蒐集國內有關滿意度之相關研究，並將相關文獻整理，以便

參考應用於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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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tichainuwat (2001) 使用迴歸分析探討目的地意象與遊客忠誠度之

間的關係，發現遊客對目的地意象愈正面，則其遊客忠誠度相對愈高。

徐訓新（2002）研究休閒農場顧客忠誠度，以新竹縣遊客為對象，研究

結果指出，第幾次來此休閒農場及是否去過相似農場會對忠誠度造成影

響；遊客對休閒農場的滿意度愈高時，遊客對休閒農場的忠誠度也會較

高；對於重遊因素對休閒農場的忠誠度而言，則是教育功能與環境因素

對於休閒農場的忠誠度影響較大。曹校章（2004）研究2004年宜蘭盃國

際名校划船邀請賽之運動觀光吸引力、服務妥善性與觀光客忠誠，研究

結果發現『賽會活動規劃及時程』與『互補性休閒遊憩』對於忠誠度具

有良好的預測力，未來針對提升運動觀光客之忠誠度可朝此方向進行規

劃。林怡君（2005）研究觀光節慶活動對遊客之吸引力、服務品質與遊

客滿意度及忠誠度關係，其研究結果指出「節慶體驗」行前期望及「產

品宣傳」實際體驗等二項因素與遊客忠誠度具有顯著相關。 

陳文英（2006）探討2006年澎湖海上花火音樂季遊客對旅遊動機、

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關係，從相關分析中得知，旅遊動機與滿意度達到顯

著的正向高等強度相關；旅遊動機與忠誠度達到顯著正向中等強度相

關；滿意度與忠誠度達到顯著正向中等強度相關。經迴歸分析結果得知，

旅遊動機與滿意度對重遊意願有顯著性的預測力，其中以滿意度對重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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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具有較高的解釋力。鄭天明（2007）以節慶活動吸引力探究遊客參

與動機、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關係，研究對參與2006年平溪天燈的遊客進

行調查。結果顯示，在吸引力對忠誠度方面，有參與經驗的遊客具顯著

影響力，無參與經驗之遊客則無。就滿意度而言，有參與經驗遊客之滿

意度不會影響忠誠度，反觀無參與經驗遊客，其滿意度會影響忠誠度。

曹校章（2009）研究2009年臺北聽障奧運觀賞者觀光意象、滿意度及忠

誠度的關係，結果發現觀賞者主要透過臺北市的生活機能觀光意象，影

響膳食住宿購物的滿意度，進而提升持續參與的忠誠度。然而觀賞者對

於臺北市的交通資訊與運輸的滿意度較低；而在觀光意象構面對於忠誠

度未達顯著，顯見觀賞者不以觀光意象為主要考量，而需透過中介變項

來影響忠誠度。 

陳佩琪（2011）以屏東縣茂林國家風景區「2010年南島族群婚禮嘉

年華」為例，研究節慶活動吸引力、顧客滿意度及忠誠度之關係，研究

結果顯示：不同旅遊同伴之遊客，對於活動忠誠度呈現顯著的差異，旅

遊同伴為家人親戚、朋友之遊客顯著高於與同學前來者。高紹源（2012）

研究女性觀光客對澎湖海域遊憩吸引力、休閒體驗、知覺價值及忠誠度

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1. 吸引力對休閒體驗具有正向的影響；2. 吸

引力對知覺價值具有正向的影響；3. 吸引力對忠誠度具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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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休閒體驗對知覺價值具有正向的影響；5. 休閒體驗對忠誠度無顯著

正向影響；6. 知覺價值對忠誠度具有正向的影響。徐茂洲（2013）研究

高雄內門宋江陣活動遊客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關係，分析結果發現：本研

究的結構方程模型配適度良好，顯示內門宋江陣遊客滿意度正向影響重

遊意願。 

2.5 各變項間之影響關係 

本節針對露營休閒活動滿意度、學習成效和活動忠誠度相關研究進

行探討，並結合先前文獻理論及相關實證，提出本研究假設。 

2.5.1 學習成效與活動滿意度的關係 

    曹健仲、張世聰（2007）探討中原大學學生體育課學習滿意度及學

習成效之關係，以中原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是否參與運動

社團在體育課學習滿意度與學習成效上均達顯著差異，其結果皆為有參

與者優於未參與者；中原大學學生在學習成效與學習滿意度上達顯著正

相關。謝亞恆、林俊瑩（2011）探討學校永續經營的關鍵-家長對學前幼

兒就讀園所忠誠度的影響因素，以問卷方式針花蓮縣市就讀公私立幼稚

園與托兒所學生的家長作抽樣調查，研究的結果顯示：家長對幼兒園的

忠誠度普遍都很高。而親師關係、子女學習成效與園所滿意度等預測變

項都對於家長的忠誠度有直接或間接的顯著正影響，其中，子女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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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對園所滿意度具有正向影響。陳玉娟（2013）探討高等教育產業中，

服務品質、學習成效、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間的關聯性，實證研究證明，

滿意度對忠誠度具有正向影響、學習成效對於滿意度有正向影響、服務

品質對於學習成效與滿意度亦具有正向影響，且學習成效與滿意度在此

理論模式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者角色，可以提升服務品質與忠誠度之間的

關聯程度。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學習成效與滿意度確實具有正向相關性。而本

研究推論，在參加露營活動結束後，學習者在露營生活能力方面認知、

情意及技能上的改變，以衡量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達成之效果的學習

成效，與學生經由休閒體驗及情境的參與而感覺自己需求獲得滿足感的

活動滿意度應該存在著某種程度上的關聯性，因此本研究提出下列假設： 

假設一 (H1)：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學習成效對其活動滿意

度具有顯著影響。 

2.5.2 活動滿意度與活動忠誠度的關係 

    劉瓊如、林若慧（2002）研究東北角海岸風景特定區之遊客遊憩體

驗因果關係。研究結果顯示：自然景觀、遊憩活動與服務設施滿意度是

影響其整體遊憩滿意度之決定因素，其中以服務設施滿意度的影響為最

大，其次為自然景觀與遊憩活動等項目之滿意度，而遊客之整體遊憩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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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度會進而影響其忠誠度。陳宗雄、沈進成（2004）探討農業旅遊遊客

之遊憩動機、體驗、滿意度與重忠誠度之關係，結果顯示不同遊憩動機

類型的遊客在農場獲得遊憩體驗亦有差異，且遊客之滿意度評估亦受其

遊憩體驗類型之影響；此外，遊客之滿意度與重遊農場意願存有正相關，

即滿意度提昇，其忠誠度亦會提高。陳聰廉、張家銘（2006）探討茂林

國家風景區遊客吸引力、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關係，發現茂林國家風景區

滿意度對遊客忠誠度有正面影響。 

    陳勁甫（2008）探討高雄真愛碼頭觀光船服務品質、知覺價值、滿

意度與顧客忠誠度之關係，結果顯示知覺價值不會直接影響顧客忠誠

度，而是透過滿意度間接影響顧客忠誠度，滿意度會直接高度正向影響

顧客忠誠度。林秉毅（2010）研究台北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顧客

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關係，結果發現：本研究之服務品質構面與滿意度題

項間均有顯著正相關，服務品質構面與忠誠度三構面之間也達到顯著正

相關，最後顧客滿意度和顧客忠誠度之間也呈現正相關。曾倫崇（2012）

探討顧客知覺品質、體驗價值、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間的關係，以高雄、

台南地區飯店的顧客作為本研究之抽樣母體，研究結果如下： 顧客知覺

品質和體驗價值對總體滿意度有正向影響；顧客知覺品質、體驗價值和

總體滿意度對整體忠誠度有正向影響；不同顧客旅遊行為對其知覺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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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的差異。王志全（2013）研究室內溫水游泳池顧客滿意度與忠誠

度之間的關係，針對某國立大學溫水游泳池之泳客進行便利抽樣，研究

結果發現，泳客對溫水游泳池整體滿意度和忠誠度體驗皆感到滿意；此

外，顧客滿意度可以有效預測顧客忠誠度，顧客滿意度對顧客忠誠度具

有正向影響力。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滿意度與忠誠度確實具有正向相關性。而本研 

究推論，在參加露營活動結束後，學生經由休閒體驗及情境的參與而感 

覺自己需求獲得滿足感的活動滿意度，與本身再次參加此活動的重遊意 

願，或是將此活動推薦給學弟妹、協助學校推廣隔宿露營活動等行為的 

活動忠誠度應該存在著某種程度上的關聯性，因此本研究提出下列假設： 

假設二 (H2)：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活動滿意度對其活動忠

誠度具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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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滿意度 活動忠誠度 學習成效 
H1 H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旨在說明研究過程中使用的方法架構與步驟。本章共分五節，

依序為研究架構、研究假設、問卷設計與前測、正式問卷調查方法、資

料分析與統計方法，茲分述如下。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學習成效、活動滿意

度與活動忠誠度之間的關係。根據前述的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提出研究

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3.1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提出下列之假設： 

假設一 (H1)：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學習成效對其活動滿意

度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二 (H2)：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活動滿意度對其活動忠

誠度具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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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問卷設計與前測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問卷設計以第二章的文獻探討為基礎，各構

面的量表問項均直接使用文獻中之問項，適當修改用詞使其更符合研究

相關主題，前測問卷內容包含了五部份，分別是學習成效量表、活動滿

意度量表、活動忠誠度量表、個人基本資料、活動體驗。分類如下：  

3.3.1 學習成效量表 

本量表根據 Bloom (1956), Krathwohl (1964) 與 Harrow (1972) 等人

研究提出學習成效的三大領域—認知、情意、技能為其基礎評量內容。

並參考張子蘋（2007）學生對活動學習成效與九年一貫國民中學課程目

標影響關係之研究—以雲林縣正心中學華山冬令露營為例中所使用的

「學習成效量表」修訂而成。此量表主要是測量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

動後的學習成效。量表題目計有 15 題，分別測量「認知」、「情意」、

「技能」三個子構面。其中 1、2、3、4、5 等五題是測量「認知」；6、

7、8、9、10 等五題是測量「情意」；11、12、13、14、15 等五題是測

量「技能」。量表的計分是以李克特五點量尺的方式呈現，其中 l 代表非

常不同意，2 代表不同意，3 代表普通，4 代表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得分愈高，表示學習成效越好，反之越低。 

3.3.2 活動滿意度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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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量表主要參考 Beard ＆ Ragheb (1980) 所發展的「休閒滿意量

表」，和洪升呈（2009）於臺灣大專學生休閒活動滿意度研究中所使用

的「休閒活動滿意度量表」修訂而成。此量表主要是測量國中生參與隔

宿露營活動後的活動滿意度。量表題目計有 18 題，分別測量「心理」、

「教育」、「社交」、「放鬆」、「生理」和「美感」六個子構面。其

中 1、2、3 等三題是測量「心理」；4、5、6 等三題是測量「教育」；7、

8、9 等三題是測量「社交」；10、11、12 等三題是測量「放鬆」；13、

14、15 等三題是測量「生理」；16、17、18 等三題是測量「美感」。量

表的計分是以李克特五點量尺的方式呈現，其中 l 代表非常不同意，2 代

表不同意，3 代表普通，4 代表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得分愈高，表示

活動滿意度越高，反之越低。 

3.3.3 活動忠誠度量表 

本量表主要參考沈進成、王伯文（2004）相關忠誠度文獻，和林永

森（2007）於遊客旅遊行爲、服務品質、滿意度及忠誠度相關之研究中

所使用的「忠誠度量表」修訂而成。此量表主要是測量國中生參與隔宿

露營活動後的活動忠誠度，量表題目計有 4 題。計分是以李克特五點量

尺的方式呈現，其中 l 代表非常不同意，2 代表不同意，3 代表普通，4

代表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得分愈高，表示活動忠誠度越高，反之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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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個人基本資料 

在本研究中，個人基本資料主要參考凃秋雯（2011）國小高年級學

童到花博戶外教學體驗之研究所使用的「學生個人基本資料」 修訂而

成。問項包括性別、家庭型態、父親職業、母親職業、以前曾參加過露

營的次數共 5 題。其中性別區分為：男性、女性；家庭型態分為：單親

家庭、小家庭、折衷家庭、隔代教養家庭、大家庭、其他；父母親職業

區分為：軍公教、工、商、農林漁牧礦、服務業、自由業、待業、其他；

以前曾參加過露營的次數分為：零次、一次、兩次、三次以上。 

3.3.5 活動體驗 

    本研究依據斗六國中 102 學年度二年級隔宿露營活動生活成長探索

營相關課程設計，將「活動體驗」分為八部分：野外炊事、野外求生、

技能學習、生存遊戲、山訓活動、育樂遊戲、探索教育、合作遊戲。題

目計有 8 題，計分是以李克特五點量尺的方式呈現，其中 l 代表非常不滿

意，2 代表不滿意，3 代表普通，4 代表滿意，5 代表非常滿意。得分愈

高，表示活動體驗滿意程度越高，反之越低。 

3.3.6 前測 

    前測問卷於 2013 年 8 月 16 日發放並回收完畢，以方便抽樣的方式

請去年有參加斗六國中二年級隔宿露營活動的 46 名三年級學生填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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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問卷為 42 份，對其進行量表之內容分析與修正，經信度分析以考驗正

式量表之信度。使用 SPSS 18.0 作為分析工具，問卷之信度採 Cronbach’s 

α係數考驗其內部一致性，結果如表 3.1、表 3.2、表 3.3 所示。 

表 3.1 前測問卷學習成效信度分析表（N＝42） 

構

面 
問項 修正的項目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α值

認
知 

1.經由隔宿露營，我可以知道許多露營知識。 0.620 0.801 
2.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團體生活必須要有紀律。 0.659 0.792 
3.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危險時如何保護自己的安全。 0.654 0.791 
4.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如何融洽又有效率地進行團體

行動。 
0.692 0.780 

5.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正當休閒活動的好處。 0.536 0.823 
Cronbach’sα值：0.832 

情
意 

6.隔宿露營時，我會主動協助其他同學。 0.521 0.754 
7.隔宿露營時，可以讓我感受到小隊裡的團隊精神。 0.667 0.701 
8.露營隔宿時，我能與其他同學公平的競爭。 0.708 0.688 
9.我覺得隔宿露營是一個寓教於樂的活動。 0.526 0.752 
10.隔宿露營時，我感謝同學和小隊長們對我的幫助。 0.379 0.791 

Cronbach’sα值：0.782 

技
能 

11.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搭營帳的方法。 0.744 0.750 
12.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露營的技能。 0.631 0.783 
13.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野外炊事的技巧。 0.741 0.749 
14.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許多野外求生的知識。 0.413 0.849 
15.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工具的應用(如童軍繩、緩降

機)。 
0.597 0.796 

Cronbach’sα值：0.823 
整體 Cronbach’sα值：0.86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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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前測問卷活動滿意度信度分析表（N＝42） 

構

面 
問項 修正的項目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α值

心
理 

1.隔宿露營活動讓我有成就感。 0.694 0.717 
2.隔宿露營活動讓我有自信心。 0.706 0.703 
3.我對隔宿露營活動是感興趣的。 0.609 0.803 

Cronbach’sα值：0.814 

教
育 

4.隔宿露營活動能夠幫助我增廣見聞。 0.563 0.693 
5.隔宿露營活動讓我能運用各種露營技巧和生活能力。 0.643 0.599 
6.隔宿露營活動能夠提供我嘗試新事物的機會。 0.552 0.707 

Cronbach’sα值：0.754 

社
交 

7.參加隔宿露營活動讓我與他人有了社交互動。 0.587 0.765 
8.參加隔宿露營活動讓我更願意幫助別人。 0.608 0.743 
9.隔宿露營活動幫助我培養和他人良好的友誼。 0.714 0.624 

Cronbach’sα值：0.791 

放
鬆 

10.隔宿露營活動有助於我排解壓力。 0.586 0.835 
11.隔宿露營活動有助於我心情愉快。 0.711 0.711 
12.隔宿露營活動有助於我身心放鬆。 0.723 0.697 

Cronbach’sα值：0.819 

生
理 

13.隔宿露營活動能夠增強我的體適能。 0.606 0.729 
14.隔宿露營活動對我的體能方面具有挑戰性。 0.669 0.654 
15.隔宿露營活動能幫助我維持健康。 0.613 0.730 

Cronbach’sα值：0.784 

美
感 

16.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環境優美。 0.675 0.813 
17.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乾淨衛生。 0.743 0.741 
18.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和課程是經過良好規劃

設計的。 
0.700 0.774 

Cronbach’sα值：0.837 
整體 Cronbach’sα值：0.87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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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前測問卷活動忠誠度信度分析表（N＝42） 

構

面 
問項 修正的項目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α值

活
動
忠
誠
度 

1.整體而言，我對這次二年級隔宿露營活動是滿意的。 0.502 0.712 
2.若有機會，我願意再參加隔宿露營活動。 0.516 0.705 
3.我會推薦學弟妹們參加隔宿露營。 0.566 0.677 
4.我願意協助推廣隔宿露營活動。 0.591 0.662 

整體 Cronbach’sα值：0.74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前測信度分析結果於「修正的項目總相關係數」中，其值皆大於 0.3，

故問項全部保留，其中「學習成效」總量表信度為 0.863、「活動滿意度」

總量表信度為 0.878、「活動忠誠度」總量表信度為 0.748，全部的

Cronbach’s α係數皆在 0.7 以上，故其內部一致性良好。由於某些問項「項

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值」略大於子構面的「 Cronbach’s α值」，和指

導教授討論後，修正某些問項的敘述方式：  

1. 學習成效第 10 題「隔宿露營時，我感謝同學和小隊長們對我的幫

助。」修正為「隔宿露營時，我感謝夥伴們對我的幫助。」  

2. 學習成效第 14 題「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許多野外求生的知識。」

修正為「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野外求生的知識。」 

    最後的正式問卷包括「學習成效」共 15 題問題；「活動滿意度」共

18 題問題；「活動忠誠度」共 4 題問題；「個人基本資料」共 5 題問題；「活

動體驗」共 8 題問題，內容如附錄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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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正式問卷調查方法 

    對於問卷樣本數 n 而言，因為本研究採取結構方程模型，為了獲取

良好的模型收斂度，並且使得結構方程建模的信度良好，根據吳明隆

（2009）的建議，n/p 應大於等於 10（n 為樣本數，p 為觀察變數之數量），

即樣本大小 n 應為問卷之題項數的 10 倍以上。本研究三個構面問題的問

項總共 37 題，所以樣本數 n 至少需大於等於 370 份問卷。若以信賴水準

探討所需的問卷樣本數 n，本研究以斗六國中 102 學年度參加二年級隔宿

露營活動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母群體共計 685 人（斗六國中 102 學年度

二年級隔宿露營活動手冊）。在抽樣誤差為 0.05，95%的信賴水準之下，

有限母體的樣本數 n 至少應大於等於 404 份問卷。 

    本研究問卷調查採取「便利抽樣」的方式，斗六國中二年級共計 22

班，請各班導師每班隨機抽測有參加隔宿露營活動的男、女各 10 人，共

抽測 440 人。問卷於 102 年 10 月 28 日發放至 102 年 10 月 31 日完成回

收，剔除未答題數超過 10％之問卷，計有效問卷為 426 份。有效問卷回

收率為 96.82％。 

 3.5 資料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以 SPSS 18.0 版與 AMOS 18.0 版為資料分析工具，藉由分析

實證資料進行研究假設的驗證。使用的統計方法主要有：描述性統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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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信度與效度分析、結構方程模式。 

3.5.1 描述性統計分析 

    依有效受訪者之基本資料進行分析，藉以確認未來相關問題分析的

代表性和可信度。次數分配表是常用的方法之一，不但可以方便地對資

料進行歸類整理，還可以分析各構面的現況。 

3.5.2 信度與效度分析 

    信度可以衡量出測量工具（問卷）的可靠度、一致性與穩定性。量

表的信度愈高表示該量表之測量結果愈可信。在李克特量表中，最常用

來測量信度的方法為 Cronbach’s α係數，本研究也以 Cronbach’s α係數來

檢測問卷各構面之信度。 

    效度即為正確性，是指測量結果的有效程度，也就是測量工具（問

卷）確實能測出其所欲測量的特質或功能之程度。量表的效度愈高表示

該量表之測量結果愈能表現出其所欲測量對象的真正特徵。本研究以結

構方程模型中之驗證性因素分析，來檢定本研究量表各構面之收斂效度

和區別效度。 

3.5.3 結構方程模式(SEM) 

    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又稱為線性結構方程 (Linear 

Structural Equation) 或共變結構分析 (Analysis of Covarianc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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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是一種複雜的因果關係模型，它結合了潛在變數和觀察變數，主要

目的在於檢驗觀察變數和潛在變數之關係與研究數個潛在變數之間的因

果關係，同時還考慮了誤差變數。它也結合了因素分析和路徑分析，亦

即包含了測量模型和結構模型。測量模型在建立觀察變數和潛在變數之

間的關係，對研究者而言，主要是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以考量測量模型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結構模型則是在考驗潛在變數之間的因果路徑關

係，主要針對潛在變數來進行路徑分析，以考驗結構模型的適配性。 

3.5.4 測量模型的評鑑 

    根據 Anderson (1988) 與 Williams (1986) 等學者的建議，進行線性

結構關係分析時應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先就各研究構面及其衡量問項

進行 Cronbach’s α係數分析及驗證性因素分析，以了解各研究構面之信

度、收斂效度和區別效度；第二階段再將多個衡量題項縮減為少數衡量

指標，然後發展結構方程模型加以分析，以驗證研究中各項假說檢定。 

評鑑測量模型時，主要可分為四個步驟： 

1. 檢驗收斂效度 

    收斂效度主要測試以一個變數發展出的多個問項，最後是否會收斂

於一個因素中。收斂效度必須同時滿足下列三項準則： 

(1) 問項的因素負荷量要大於 0.5，且於 t 檢定時顯著 (Hai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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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2) 組合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必須大於 0.6，0.8 為高標準值。 

   (Fornell ＆ Larcker, 1981)。 

(3) 每個構面的平均變異抽取量（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必須大 

   於 0.5 (Bagozzi ＆ Yi, 1988)。 

2. 檢驗區別效度 

    區別效度的概念是不同構面間的問項其相關程度應該要低。要檢驗

各構面間是否具有區別效度，可以使用Hair et. al. (1998) 提出的方法，即

每一個構面的AVE平方根大於各構面的相關係數時，就可認為各構面間

具有區別效度。 

3. 檢驗模型配適度 

    測量模型必須由所收集的資料驗證其配適度，配適度衡量有許多指

標，Hair et. al. (1998) 將其分為以下三種類型： 

(1) 絕對配適檢定 

確定整體模型可以預測共變數或相關矩陣的程度，其衡量指標

如：卡方統計值、卡方自由比（χ2
/df）、配適度指標（GFI）、調整配

適度指標（AGFI）、殘差均方根（RMR）及近似誤差平方根（RMSE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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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量配適檢定 

即比較所發展的理論模型與虛無模型，其衡量指標如：基準配

適指標（NFI）、比較配適指標（CFI）、相關適配指標（RFI）等。 

(3) 精簡配適檢定 

要調整配適檢定使能比較含有不同估計係數數目之模型，以決

定每一估計係數所能獲得的配適程度，其衡量指標如：精簡的基準

配適指標（PNFI）與精簡的配適指標（PGFI）。 

4. 檢驗違犯估計 

    在測量模型或結構模型中，若發生違犯估計的情形，即輸出的估計

參數超出可接受的範圍，就表示整個模型的估計是不正確的（黃芳銘，

2002）。一般常發生的違犯估計有以下兩種： 

(1) 有負的誤差變異數存在。 

(2) 標準化因素負荷量 SFL 超過或太接近 1 (大於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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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依據回收之426份有效問卷做整理並進行分析。本章共分六

節，依序為樣本結構分析、描述性統計、信度分析、一階模型適配度評

鑑、整體模型適配度評鑑、結構方程模型的假設驗證與討論，茲分析如

下。 

4.1 樣本結構分析  

在學生基本資料方面，樣本結構之詳細分析結果內容如表 4.1 所示。

依序說明如下。 

1. 性別 

    男女樣本比例分別為男生有 213 人，佔樣本數 50.0%，女生有 213

人，佔樣本數 50.0%。 

2. 家庭型態  

    樣本家庭型態狀況分布方面，以小家庭居多，佔 56.4%；其次為折衷

家庭佔 24.4%；再其次為單親家庭佔 8.9%；而後為大家庭 6.4%；再來是

隔代教養家庭佔 2.3 %；最後為其他佔 1.6 %。 

3. 父親職業 

    受訪者父親職業以服務業最多，約佔 34.9%；其次為工，佔受訪者

26.0%；而商佔受訪者之 14.1%；軍公教佔 10.6%；農林漁牧礦業佔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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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業佔 4.7 %；其他占 3.1%；最後為待業佔 1.4%。 

4. 母親職業 

    受訪者母親職業以服務業最多，約佔 43.2%；其次為工佔受訪者之

11.7%；而商亦佔受訪者之 11.7%；其他占 9.4%；軍公教佔 9.2%；待業

佔 7.0%；自由業佔 4.7 %；；最後為農林漁牧礦業佔 3.1 %。 

5. 以前曾經露營的次數 

    受訪者以前曾經露營的次數以零次（本次為第一次參加）最多；約

佔 66.0%；其次為一次佔受訪者之 19.2%；兩次佔受訪者之 7.5%；最後

為三次以上佔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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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基本資料分析表（樣本數：42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學生基本資料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213 50.0 
女 213 50.0 

家庭型態 單親家庭 38 8.9 
小家庭 240 56.4 
折衷家庭 104 24.4 
隔代教養家庭 10 2.3 
大家庭 27 6.4 
其他 7 1.6 

父親職業 軍公教 45 10.6 
工 111 26.0 
商 60 14.1 
農林漁牧礦 22 5.2 
服務業 149 34.9 
自由業 20 4.7 
待業 6 1.4 
其他 13 3.1 

母親職業 軍公教 39 9.2 
工 50 11.7 
商 50 11.7 
農林漁牧礦 13 3.1 
服務業 184 43.2 
自由業 20 4.7 
待業 30 7.0 
其他 40 9.4 

以前曾經露營的次數 零次（本次為第一次參加） 281 66.0 
一次 82 19.2 
兩次 32 7.5 
三次以上 31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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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描述性統計     

4.2.1 學習成效 

學生的學習成效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2 所示，本研究之學習成

效共有三個子構面，分別為「認知」、「情意」、「技能」。 

在「認知」的子構面中，總平均分數為 4.37，以「經由隔宿露營，

我知道團體生活必須要有紀律」題項的平均得分(4.47)為最高，其次為「經

由隔宿露營，我可以知道許多露營知識」題項的平均得分(4.37)為第二，

而「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如何融洽又有效率地進行團體行動」的平均

得分(4.36)為第三，再其次為「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正當休閒活動的好

處」(4.35) 為第四，「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的安全」(4.30)

則為最低。 

在「情意」的子構面中，總平均分數為 4.44，以「隔宿露營時，可

以讓我感受到小隊裡的團隊精神」題項的平均得分(4.53)為最高，其次為

「隔宿露營時，我感謝夥伴們對我的幫助」題項的平均得分(4.52)為第

二，而「我覺得隔宿露營是一個寓教於樂的活動」的平均得分(4.39)為第

三，「宿露營時，我會主動協助其他同學」和「隔宿露營時，我能與其他

同學公平的競爭」(4.38)則並列最低。 

在「技能」的子構面中，總平均分數為 4.33，以「經由隔宿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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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會露營的技能」題項的平均得分(4.48)為最高，其次為「經由隔宿露

營，我學會搭營帳的方法」題項的平均得分(4.44)為第二，而「經由隔宿

露營，我學會野外炊事的技巧」和「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工具的應用(如

童軍繩、緩降機)」的平均得分(4.28)並列第三，「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

野外求生的知識」(4.19)則為最低。 

由分析結果顯示，三個子構面的總平均分數均很高，顯示學生在參

加完隔宿露營活動後其所得到的生活能力學習成效均很不錯，可說是獲

益良多，其中以「情意」子構面的平均總得分(4.44)為最高，顯示學生在

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經由注意、感受所得到的各種情感和與夥伴們之

間的互助合作是最能得到顯著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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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學習成效描述性統計分析表（樣本數：426） 

構面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認知 

1.經由隔宿露營，我可以知道許多露營知識。 4.37 0.69 
2.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團體生活必須要有紀律。 4.47 0.66 
3.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危險時如何保護自己的安全。 4.30 0.74 
4.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如何融洽又有效率地進行團體行動。 4.36 0.69 
5.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正當休閒活動的好處。 4.35 0.72 

總平均分數：4.37 

情意 

6.隔宿露營時，我會主動協助其他同學。 4.38 0.70 
7.隔宿露營時，可以讓我感受到小隊裡的團隊精神。 4.53 0.67 
8.露營隔宿時，我能與其他同學公平的競爭。 4.38 0.71 
9.我覺得隔宿露營是一個寓教於樂的活動。 4.39 0.71 
10.隔宿露營時，我感謝夥伴們對我的幫助。 4.52 0.64 

總平均分數：4.44 

技能 

11.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搭營帳的方法。 4.44 0.69 
12.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露營的技能。 4.48 0.67 
13.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野外炊事的技巧。 4.28 0.74 
14.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野外求生的知識。 4.19 0.74 
15.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工具的應用(如童軍繩、緩降機)。 4.28 0.75 

總平均分數：4.3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2 活動滿意度 

學生的活動滿意度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3 所示，本研究之活動

滿意度共有六個子構面，分別為「心裡」、「教育」、「社交」、「放鬆」、「生

理」、「美感」。 

在「心理」的子構面中，總平均分數為 4.24，以「我對隔宿露營活

動是感興趣的」題項的平均得分(4.35)為最高，其次為「隔宿露營活動讓

我有成就感」題項的平均得分(4.24)為第二，而「隔宿露營活動讓我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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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4.12)則為最低。 

在「教育」的子構面中，總平均分數為 4.45，以「隔宿露營活動能

夠提供我嘗試新事物的機會」題項的平均得分(4.55)為最高，其次為「隔

宿露營活動讓我能運用各種露營技巧和生活能力」題項的平均得分(4.45)

為第二，而「隔宿露營活動能夠幫助我增廣見聞」(4.36)則為最低。 

在「社交」的子構面中，總平均分數為 4.33，以「隔宿露營活動幫

助我培養和他人良好的友誼」題項的平均得分(4.40)為最高，其次為「參

加隔宿露營活動讓我與他人有了社交互動」題項的平均得分(4.35)為第

二，而「參加隔宿露營活動讓我更願意幫助別人」(4.24)則為最低。 

在「放鬆」的子構面中，總平均分數為 4.28，以「隔宿露營活動有

助於我心情愉快」題項的平均得分(4.36)為最高，其次為「隔宿露營活動

有助於我身心放鬆」題項的平均得分(4.27)為第二，而「隔宿露營活動有

助於我排解壓力」(4.22)則為最低。 

在「生理」的子構面中，總平均分數為 4.27，以「隔宿露營活動對

我的體能方面具有挑戰性」題項的平均得分(4.38)為最高，其次為「隔宿

露營活動能夠增強我的體適能」題項的平均得分(4.33)為第二，而「隔宿

露營活動能幫助我維持健康」(4.10)則為最低。 

在「美感」的子構面中，總平均分數為 4.10，以「我參與隔宿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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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場地和課程是經過良好規劃設計的」題項的平均得分(4.29)為最

高，其次為「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環境優美」題項的平均得分(4.06)

為第二，而「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乾淨衛生」(3.94)則為最低。 

由分析結果顯示，六個子構面的總平均分數均很高，顯示學生對隔

宿露營活動的滿意程度均很不錯，其中以「教育」子構面的平均總得分

(4.45)為最高，其次為「社交」子構面的平均總得分(4.33)，而「美感」子

構面的平均總得分(4.10)則為最低。顯示學生對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所能

增廣見聞、嘗試新事物的滿意程度是最高的，而對能幫助培養友誼和紓

解自身壓力的滿意程度也不錯，但對環境的乾淨衛生滿意程度就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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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活動滿意度描述性統計分析表（樣本數：426） 

構面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心理 

1.隔宿露營活動讓我有成就感。 4.24 0.75 
2.隔宿露營活動讓我有自信心。 4.12 0.77 
3.我對隔宿露營活動是感興趣的。 4.35 0.77 

總平均分數：4.24 

教育 

4.隔宿露營活動能夠幫助我增廣見聞。 4.36 0.71 
5.隔宿露營活動讓我能運用各種露營技巧和生活能力。 4.45 0.69 
6.隔宿露營活動能夠提供我嘗試新事物的機會。 4.55 0.64 

總平均分數：4.45 

社交 

7.參加隔宿露營活動讓我與他人有了社交互動。 4.35 0.75 
8.參加隔宿露營活動讓我更願意幫助別人。 4.24 0.74 
9.隔宿露營活動幫助我培養和他人良好的友誼。 4.40 0.71 

總平均分數：4.33 

放鬆 

10.隔宿露營活動有助於我排解壓力。 4.22 0.84 
11.隔宿露營活動有助於我心情愉快。 4.36 0.80 
12.隔宿露營活動有助於我身心放鬆。 4.27 0.82 

總平均分數：4.28 

生理 

13.隔宿露營活動能夠增強我的體適能。 4.33 0.76 
14.隔宿露營活動對我的體能方面具有挑戰性。 4.38 0.77 
15.隔宿露營活動能幫助我維持健康。 4.10 0.79 

總平均分數：4.27 

美感 

16.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環境優美。 4.06 0.84 
17.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乾淨衛生。 3.94 0.88 
18.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和課程是經過良好規劃設計的。 4.29 0.80 

總平均分數：4.1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3 活動忠誠度 

學生的活動忠誠度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4 所示，本研究之活動

忠誠度不分子構面，總平均分數為 4.28，以「若有機會，我願意再參加

隔宿露營活動」題項的平均得分(4.39)為最高，其次為「整體而言，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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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隔宿露營活動是滿意的」和「我會推薦學弟妹們參加隔宿露營」題

項的平均得分(4.34)並列第二，而「我願意協助推廣隔宿露營活動」題項

的平均得分(4.03)則為最低。 

由分析結果顯示，活動忠誠度構面的四個題項總平均分數均很高，

顯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願意再次參加露營活動，或是將露營

活動推薦給學弟妹、協助學校推廣隔宿露營活動的意願是滿高的。 

表 4.4 活動忠誠度描述性統計分析表（樣本數：426） 

構面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活動忠誠度 

1.整體而言，我對這次二年級隔宿露營活動是滿意的。 4.34 0.70 
2.若有機會，我願意再參加隔宿露營活動。 4.39 0.73 
3.我會推薦學弟妹們參加隔宿露營。 4.34 0.71 
4.我願意協助推廣隔宿露營活動。 4.03 0.72 

總平均分數：4.2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4 活動體驗 

學生在隔宿露營活動中課程內容設計的活動體驗描述性統計分析結

果如表 4.5 所示。依序說明如下。 

1. 野外炊事 

    學生的「野外炊事」活動體驗滿意程度以非常滿意為最多，約佔

39.2%；其次為滿意，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35.0%；普通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22.8%；不滿意占 2.3%；最後為非常不滿意佔 0.7%。受訪學生的「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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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事」活動體驗滿意程度總平均數為 4.10。 

2. 野外求生 

        學生的「野外求生」活動體驗滿意程度以滿意為最多，約佔 35.9%；

其次為普通，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33.8%；非常滿意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27.3%；不滿意占 2.3%；最後為非常不滿意佔 0.7%。受訪學生的「野外

求生」活動體驗滿意程度總平均數為 3.87。 

3. 技能學習 

    學生的「技能學習」活動體驗滿意程度以非常滿意為最多，約佔

42.0%；其次為滿意，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35.2%；普通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21.4%；不滿意占 0.9%；最後為非常不滿意佔 0.5%。受訪學生的「技能

學習」活動體驗滿意程度總平均數為 4.17。 

4. 生存遊戲 

    學生的「生存遊戲」活動體驗滿意程度以非常滿意為最多，約佔

64.6%；其次為滿意，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26.1%；普通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8.6%；最後為不滿意占 0.7%；沒有人勾選非常不滿意。受訪學生的「生

存遊戲」活動體驗滿意程度總平均數為 4.54。 

5. 山訓活動 

    學生的「山訓活動」活動體驗滿意程度以非常滿意為最多，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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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其次為滿意，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20.0%；普通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11.7%；最後為不滿意占 0.5%；沒有人勾選非常不滿意。受訪學生的「山

訓活動」活動體驗滿意程度總平均數為 4.55。 

6. 育樂遊戲 

    學生的「育樂遊戲」活動體驗滿意程度以非常滿意為最多，約佔

66.7%；其次為滿意，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22.5%；普通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10.1%；最後為不滿意占 0.7%；沒有人勾選非常不滿意。受訪學生的「育

樂遊戲」活動體驗滿意程度總平均數為 4.55。 

7. 探索教育 

    學生的「探索教育」活動體驗滿意程度以非常滿意為最多，約佔

50.0%；其次為滿意，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35.0%；普通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14.3%；非常不滿意占 0.5%；最後為不滿意佔 0.2%。受訪學生的「探索

教育」活動體驗滿意程度總平均數為 4.34。 

8. 合作遊戲 

    學生的「合作遊戲」活動體驗滿意程度以非常滿意為最多，約佔

49.2%；其次為滿意，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35.0%；普通佔全體受訪學生的

14.6%；非常不滿意占 0.7%；最後為不滿意佔 0.5%。受訪學生的「技能

學習」活動體驗滿意程度總平均數為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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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數據可知，整體而言，學生們對這次隔宿露營活動所安排的

課程活動大致具有高度滿意度，顯示這次隔宿露營活動的課程設計確實

是經過良好設計的。活動體驗滿意程度高低依序為「山訓活動」4.55 分、

「育樂遊戲」4.55 分、「生存遊戲」4.54 分、「探索教育」4.34 分、「合

作遊戲」4.32 分、「技能學習」4.17 分、「野外炊事」4.10 分、「野外

求生」3.87 分。 

    由以上結果可知，學生較喜歡動態課程的活動，例如「山訓活動」、

「育樂遊戲」、「生存遊戲」、「探索教育」、「合作遊戲」，這些活

動體驗的滿意程度分數都很高，相對的，屬於靜態課程活動的「技能學

習」和「野外求生」其滿意程度分數則較低，推測其原因，國中生屬於

青少年的狂飆期階段，個性較為活潑好動、喜好新鮮而刺激的事物且較

沒有耐心，動態課程活動恰好能讓他們發洩過剩的精力以及滿足其喜愛

感官刺激的需求，而坐下來聽隊輔們上課、學習如何辨識野生植物和編

綁繩結的「野外求生」和「技能學習」活動，對國中生而言，就顯得較

無趣且考驗其本來就不佳的耐心。而「野外炊事」活動的分數也不高的

原因，經過和學生們的詢訪與回饋，得知許多學生都是第一次自己炊煮

食物，而野外炊事的烹煮器具又較為原始簡陋，造成許多學生們在烹煮

過程手忙腳亂、油煙漫天，甚至有學生因此而受傷就醫，而烹煮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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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又和自己所想像的有一段落差，因此才會得到較低的滿意程度分

數，但對學生而言，其實也是一個有趣的經驗和嘗試錯誤的學習歷程。 

表 4.5 活動體驗描述性統計分析表（樣本數：426） 

樣本活動體驗 人數 百分比（％）

野外炊事 非常不滿意 3 0.7 
不滿意 10 2.3 
普通 97 22.8 
滿意 149 35.0 
非常滿意 167 39.2 

平均數：4.10 
野外求生 非常不滿意 3 0.7 

不滿意 10 2.3 
普通 144 33.8 
滿意 153 35.9 
非常滿意 116 27.2 

平均數：3.87 
技能學習 非常不滿意 2 0.5 

不滿意 4 0.9 
普通 91 21.4 
滿意 150 35.2 
非常滿意 179 42.0 

平均數：4.17 
生存遊戲 非常不滿意 0 0.0 

不滿意 3 0.7 
普通 37 8.7 
滿意 111 26.1 
非常滿意 275 64.6 

平均數：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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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活動體驗描述性統計分析表（樣本數：426）(續前頁) 

樣本活動體驗 人數 百分比（％）

山訓活動 非常不滿意 0 0.0 
不滿意 2 0.5 
普通 50 11.7 
滿意 85 20.0 
非常滿意 289 67.8 

平均數：4.55 
育樂遊戲 非常不滿意 0 0.0 

不滿意 3 0.7 
普通 43 10.1 
滿意 96 22.5 
非常滿意 284 66.7 

平均數：4.55 
探索教育 非常不滿意 2 0.5 

不滿意 1 0.2 
普通 61 14.3 
滿意 149 35.0 
非常滿意 213 50.0 

平均數：4.34 
合作遊戲 

 
非常不滿意 3 0.7 
不滿意 2 0.5 
普通 62 14.6 
滿意 149 35.0 
非常滿意 210 49.2 

平均數：4.3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3 信度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sα係數檢驗研究變項與構面的信度值，結果如表

4.6 所示。在學習成效方面，認知、情意、技能三個子構面的信度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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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917、0.899、0.902，整體量表信度值為 0.957；在活動滿意度方面，

心理、教育、社交、放鬆、生理、美感六個子構面的信度值分別為 0.885、

0.869、0.877、0.916、0.853、0.890，整體量表信度值為 0.959；在活動忠

誠度方面，其整體量表信度值為 0.877。 

表 4.6 各構面之信度值分析表（樣本數：426） 

構面 子構面 Cronbach’sα值 總 Cronbach’sα值

學習成效 

認知 0.917 
0.957 情意 0.899 

技能 0.902 

活動滿意度 

心理 0.885 

0.959 

教育 0.869 
社交 0.877 
放鬆 0.916 
生理 0.853 
美感 0.890 

活動忠誠度  0.877 0.87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各構面信度值全部超過 Nunnally (1978) 所建議

的 0.7 以上，顯示各構面量表的信度良好，具有內部一致性。 

4.4 一階模型適配度評鑑 

本研究首先針對各個構面單獨進行結構配適性驗證分析，以提高整

體結構的完整與適配性。三個構面的 CFA 分析結果詳敘如下。 

4.4.1 一階模型驗證性因素分析與收斂效度檢驗 

驗證性因素分析可用來觀測變項與其潛在變數間的共變關係，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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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各構面的因素結構與收斂效度。收斂效度主要測試以一個變數發展出

的多個問項，最後是否會收斂於一個因素中。在評鑑測量模型的建議值

方面，Bentler (1993) 建議標準化測量誤差過高或標準化因素負荷量在

0.45 以下的問項應予以刪除。 

    本研究依據下列各學者建議的各指標評鑑標準加以檢測。Hair et. al. 

(1998) 建議各問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量要大於 0.5，且於 t 檢定時各估計

參數的 t 值要大於 1.96，即代表此測量問項達到顯著水準；Fornell ＆ 

Larcker (1981) 建議各構面的組合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CR)須大於

0.6，0.8 為高標準值；Bagozzi ＆ Yi (1988) 建議各構面的平均變異抽取

量(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必須大於 0.5；Bagozzi ＆ Yi (1988)

建議各問項的多元相關平方（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MC），理想

觀測值應該大於 0.5。各構面一階模型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收斂效度檢驗

分析結果如下。 

1. 學習成效 

    本研究將學習成效構面分為「認知 A1」、「情意 A2」、「技能 A3」三

個因素，一階結構圖如圖 4.1 所示，透過 AMOS 18.0 分析，其驗證性因

素分析結果如表 4.7 所示。 



 
 
 
 
 
 
 
 
 
 
 
 

 

82 
 

 

圖4.1一階模式學習成效結構圖 

    由結果可知，各因素的標準化因素負荷量 SFL 中，最低為 0.75，皆

達到 Bentler (1993) 所建議的 0.45 以上，故各因素問項皆保留不須刪除。

各問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量 SFL 也達到 Hair et. al. (1998) 所建議的 0.5

以上，且 t 值皆大於 1.96 的顯著水準。在組合信度的分析方面，本研究

學習成效構面的潛在變項組合信度 CR 值分別為 0.92、0.90、0.90，皆高

於 Fornell ＆ Larcker (1981) 所建議的 0.8 之高標準值。在平均變異抽取

量的分析方面，本研究學習成效構面的潛在變項平均變異抽取量 AVE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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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0.69、0.64、0.65，皆高於 Bagozzi ＆ Yi (1988) 所建議的 0.5 以

上。在多元相關平方值的分析方面，各問項的多元相關平方 SMC 值介於

0.57 ~ 0.76 之間，皆高於 Bagozzi ＆ Yi (1988) 所建議的 0.5 標準值以

上，因此本研究之「學習成效」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良好，代表三個因

素的潛在變項具有良好的收斂效度。 

表 4.7 學習成效測量模型之驗證性分析表（樣本數：426） 

構
面 

測量變

數 

M SD SFL t SE SMC EV α CR AVE 

平均

數 

標準

差 

標準化因

素負荷量

t 值 測量

誤差

多元相

關平方

誤差變

異數 

信度

值 

組合

信度

變異數

抽取量

學
習
成
效 

認知 A1        0.92 0.92 0.69 
A1-1 4.37 0.69 0.81* 19.65 0.05 0.66 0.34    

A1-2 4.47 0.66 0.81* 19.58 0.05 0.66 0.34    

A1-3 4.30 0.74 0.84* 20.60 0.05 0.70 0.30    

A1-4 4.36 0.69 0.87* 21.84 0.05 0.76 0.24    

A1-5 4.35 0.72 0.82* ― ― 0.67 0.33    

情意 A2        0.90 0.90 0.64 
A2-1 4.38 0.70 0.78* 17.34 0.06 0.61 0.39    

A2-2 4.53 0.67 0.85* 19.34 0.06 0.72 0.28    

A2-3 4.38 0.71 0.81* 18.24 0.06 0.66 0.34    

A2-4 4.39 0.71 0.79* 17.72 0.06 0.63 0.37    

A2-5 4.52 0.64 0.79* ― ― 0.62 0.38    

技能 A3        0.90 0.90 0.65 
A3-1 4.44 0.69 0.79* 16.90 0.06 0.63 0.37    

A3-2 4.48 0.67 0.86* 18.49 0.06 0.74 0.26    

A3-3 4.28 0.74 0.84* 18.00 0.06 0.70 0.30    

A3-4 4.19 0.74 0.80* 16.98 0.06 0.64 0.36    

A3-5 4.28 0.75 0.75* ― ― 0.57 0.43    

註 1：*表示在 α＝0.05 時，達統計之顯著水準，雙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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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滿意度 

    本研究將活動滿意度構面分為「心理 B1」、「教育 B2」、「社交 B3」、

「放鬆 B4」、「生理 B5」、「美感 B6」六個因素，一階結構圖如圖 4.2 所

示，透過 AMOS 18.0 分析，其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8 所示。 

 

圖4.2一階模式活動滿意度結構圖 

    由結果可知，各因素的標準化因素負荷量 SFL 中，最低為 0.79，皆

達到建議值 0.45 以上，故各因素問項皆保留不須刪除。各問項的標準化

因素負荷量 SFL 也達到建議值 0.5 以上，且 t 值皆大於 1.96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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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合信度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的分析方面，本研究活動滿意

度構面的潛在變項組合信度 CR 值分別為 0.89、0.87、0.88、0.92、0.85、

0.89，皆高於建議值 0.8 以上。在平均變異抽取量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的分析方面，本研究活動滿意度構面的潛在變項平均

變異抽取量 AVE 值分別為 0.73、0.69、0.70、0.79、0.66、0.74，皆高於

建議值 0.5 以上。在多元相關平方值 （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MC） 

的分析方面，各問項的多元相關平方 SMC 值介於 0.62 ~ 0.81 之間，皆高

於建議值 0.5 以上，因此本研究之「活動滿意度」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良

好，代表六個因素的潛在變項具有良好的收斂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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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活動滿意度測量模型之驗證性分析表（樣本數：426） 

構
面 

測量變

數 

M SD SFL t SE SMC EV α CR AVE 

平均

數 

標準

差 

標準化因

素負荷量 

t 值 測量

誤差

多元相

關平方

誤差變

異數 

信度

值 

組合

信度

變異數

抽取量

活
動
滿
意
度 

心理 B1        0.89 0.89 0.73 
B1-1 4.24 0.75 0.88* ― ― 0.77 0.23    

B1-2 4.12 0.77 0.88* 24.60 0.04 0.78 0.22    

B1-3 4.35 0.77 0.80* 20.89 0.05 0.65 0.35    

教育 B2        0.87 0.87 0.69 
B2-1 4.36 0.71 0.86* ― ― 0.74 0.26    

B2-2 4.45 0.69 0.84* 21.40 0.04 0.71 0.29    

B3-3 4.55 0.64 0.79* 19.45 0.04 0.62 0.38    

社交 B3        0.88 0.88 0.70 
B3-1 4.35 0.75 0.85* ― ― 0.72 0.28    

B3-2 4.24 0.74 0.83* 20.32 0.05 0.68 0.32    

B3-3 4.40 0.71 0.85* 21.06 0.05 0.72 0.28    

放鬆 B4        0.92 0.92 0.79 
B4-1 4.22 0.84 0.86* ― ― 0.74 0.26    

B4-2 4.36 0.80 0.90* 24.82 0.04 0.81 0.19    

B4-3 4.27 0.82 0.90* 24.86 0.04 0.81 0.19    

生理 B5        0.85 0.85 0.66 
B5-1 4.33 0.76 0.84* ― ― 0.71 0.29    

B5-2 4.38 0.77 0.79* 18.69 0.05 0.63 0.37    

B5-3 4.10 0.79 0.80* 18.99 0.05 0.64 0.36    

美感 B6        0.89 0.89 0.74 
B6-1 4.06 0.84 0.89* 20.66 0.06 0.80 0.20    

B6-2 3.94 0.88 0.89* 20.57 0.06 0.79 0.21    

B6-3 4.29 0.80 0.79* ― ― 0.63 0.37    

註 1：*表示在 α＝0.05 時，達統計之顯著水準，雙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 活動忠誠度 

    本研究之活動忠誠度構面不分子構面，將其命名為「活動忠誠度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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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因素，一階結構圖如圖 4.3 所示，透過 AMOS 18.0 分析，其驗證性

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9 所示。

 

圖4.3一階模式活動忠誠度結構圖 

    由結果可知，各因素的標準化因素負荷量 SFL 中，最低為 0.79，皆

達到建議值 0.45 以上，故各因素問項皆保留不須刪除。各問項的標準化

因素負荷量 SFL 也達到建議值 0.5 以上，且 t 值皆大於 1.96 的顯著水準。

在組合信度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的分析方面，本研究活動忠誠

度構面的潛在變項組合信度 CR 值為 0.88，高於建議值 0.8 以上。在平均

變異抽取量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 的分析方面，本研究活動

忠誠度構面的潛在變項平均變異抽取量 AVE 值為 0.64，高於建議值 0.5

以上。在多元相關平方值 (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MC) 的分析方

面，各問項的多元相關平方 SMC 值介於 0.62 ~ 0.68 之間，皆高於建議值

0.5 以上，因此本研究之「活動忠誠度」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良好，代表

其潛在變項具有良好的收斂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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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活動忠誠度測量模型之驗證性分析表（樣本數：426） 

構
面 

測量變

數 

M SD SFL t SE SMC EV α CR AVE 

平均

數 

標準

差 

標準化因

素負荷量 

t 值 測量

誤差

多元相

關平方

誤差變

異數 

信度

值 

組合

信度

變異數

抽取量

活
動
忠
誠
度 

C1        0.88 0.88 0.64 
C1-1 4.34 0.70 0.82* ― ― 0.68 0.32    
C1-2 4.39 0.73 0.79* 17.59 0.06 0.63 0.37    
C1-3 4.34 0.71 0.79* 17.37 0.06 0.62 0.38    
C1-4 4.03 0.72 0.80* 17.72 0.06 0.64 0.36    

註 1：*表示在 α＝0.05 時，達統計之顯著水準，雙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4.2 研究構面之區別效度檢驗 

「區別效度」的概念是指對兩個不同的構面進行衡量，經相關性分

析後，其相關程度應該要低，即表示此兩個構面具有區別效度。要檢驗

各構面間是否具有區別效度，可以使用 Hair et. al. (1998) 提出的方法：

每一個構面的 AVE 平方根需大於各構面的相關係數，且至少須佔整體比

較各數的 75％以上，即可認為各構面間具有區別效度。本研究針對各構

面的每一個子構面進行各因素之間的 Pearson 相關係數值分析，並藉由比

較各變異數抽取量AVE的平方根與各子構面的相關係數大小來驗證研究

模式之區別效度，結果如表 4.10 所示。 

    由表 4.10 可知，各子構面心理、教育、社交、放鬆、生理、美感、

認知、情意、技能的變異數抽取量 AVE 平方根依序為 0.85、0.8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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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0.81、0.86、0.83、0.80、0.81，均大於該子構面與其他子構面的 Pearson

相關係數，顯示本研究所有構面量表均具有良好的區別效度，即本研究

模式中的子構面之間具有一定的差異程度。 

表 4.10 各構面之區別效度檢定表（樣本數：426） 

構
面 

子構面 問項題

數 

相關係數 

心理 教育 社交 放鬆 生理 美感 認知 情意 技能

活
動
滿
意
度 

心理 3 0.85         

教育 3 .75** 0.83        

社交 3 .73** .71** 0.84       

放鬆 3 .68** .66** .67** 0.89      

生理 3 .72** .66** .68** .66** 0.81     

美感 3 .67** .65** .62** .65** .66** 0.86    

學

習

成

效 

認知 5 .73** .82** .72** .65** .67** .62** 0.83   

情意 5 .74** .76** .74** .69** .67** .66** .78** 0.80  

技能 5 .76** .77** .69** .69** .71** .66** .79** .79** 0.81 

註 1：非對角線位置，為各構面之 Pearson 相關係數值。 

註 2：對角線之值為此一潛在變數之平均變異抽取量（AVE）的根號值。 

註 3：**在顯著水準 α＝0.01 時，變數間之相關係數達顯著水準，雙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4.3 一階測量模型配適度檢定 

    模式驗證分析是驗證模式結果與理論之假設模式是否一致，本研究

先由一階的測量模型，分別對三個構面進行檢定。經由分析之後，將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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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絕對配適指標 GFI、AGFI、RMR、RMSEA；增量配適指標 NFI、CFI、

RFI、IFI；精簡配適指標 PNFI、PGFI 等多重驗證性指標進行配適度檢定，

其驗證結果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一階測量模型配適度指標檢核表（樣本數：426） 

統計檢定量 配適之標準值 學習成效 活動滿意

度 
活動忠誠

度 

絕
對
配
適
檢
定 

2χ  卡方值越小越好 244.608 302.164 5.178 

df/2χ   1~3 之間 2.812* 2.518* 2.589* 

GFI 大於 0.8 0.927* 0.924* 0.994* 

AGFI 大於 0.8 0.899* 0.891* 0.969* 

RMR 小於 0.08 0.014* 0.022* 0.006* 

RMSEA 小於 0.08 0.065* 0.060* 0.061* 

增
量
配
適
檢
定 

NFI 大於 0.9 0.952* 0.953* 0.994* 

CFI 大於 0.9 0.968* 0.971* 0.996* 

RFI 大於 0.9 0.942* 0.939* 0.982* 

IFI 大於 0.9 0.968* 0.971* 0.996* 
精
簡
配

適
指
標

PNFI 大於 0.5 0.789* 0.747* 0.331 

PGFI 大於 0.5 0.672* 0.648* 0.199 

註 1：*表示合乎標準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整體而言，三個構面的檢定數據絕大部分皆符合驗證標準，且本研

究三個構面的 GFI 值分別為 0.927、0.924、0.994，皆高於 Doll (1994) 所

建議的 0.8 以上，即代表本研究的一階測量模型具有合理的配適，也顯示

本研究問項的一階結構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與適切性。 

4.4.4 一階測量模型違犯估計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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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一階驗證性模式需確定估計係數是否超過可以被接受的範圍，

違犯估計是指測量模式中統計所輸出的估計數超過可接受的範圍，意即

模式獲得不適當的解釋。若有違犯估計的現象發生時，則表示模式的估

計有誤，必須立即加以修正。一般常發生的違犯估計有以下兩種： 

1. 有負的誤差變異數 EV 存在。 

2. 標準化因素負荷量 SFL 超過或太接近 1 (大於 0.95)。 

    本研究之一階驗證性模式違犯估計檢測結果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一階驗證性模式違犯估計檢測表 

評鑑項目 檢定結果數據 模式適配判斷

是否有負的誤差變異

數 EV 存在 

介於 0.19~0.43 之間，全為正值 符合 

標準化因素負荷量

SFL 超過或太接近 1 
介於 0.75~0.90 之間，並沒有超過或太接近

1 的現象，且 t 值＞1.96 皆達顯著水準 

符合 

    由表 4.12 的結果判斷，本研究一階模型的基本配適度達到配適，未

有違犯估計的情況發生。 

4.5 整體模型適配度評鑑 

本研究為使研究獲得更佳的嚴整性與整體結構的適配性，因此對整

體結構進行適配度評鑑，檢定內容依序為：4.5.1 整體測量模型適配度檢

定、4.5.2 整體測量模型違犯估計檢測，茲分析如下。  

4.5.1 整體測量模型適配度檢定 

    模式驗證分析是驗證模式結果與理論之假設模式是否一致，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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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對整體的測量模型進行檢定。經由分析之後，將參考絕對配適

指標 GFI、AGFI、RMR、RMSEA；增量配適指標 NFI、CFI、RFI、IFI；

精簡配適指標 PNFI、PGFI 等多重驗證性指標進行配適度檢定，其驗證結

果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整體模型配適度指標檢核表（樣本數：426） 

統計檢定量 配適之標準值 檢定結果 模型配適判斷

絕
對
配
適
檢
定 

2χ  卡方值越小越好 1223.408 不符合 

df/2χ   1~3 之間 2.032 符合 

GFI 大於 0.8 0.855 符合 
AGFI 大於 0.8 0.831 符合 
RMR 小於 0.08 0.021 符合 
RMSEA 小於 0.08 0.049 符合 

增
量
配
適
檢
定 

NFI 大於 0.9 0.918 符合 
CFI 大於 0.9 0.956 符合 
RFI 大於 0.9  0.909 符合 
IFI 大於 0.9 0.956 符合 

精
簡
配

適
指
標

PNFI 大於 0.5 0.830 符合 
PGFI 大於 0.5 0.732 符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13 可知，12 項檢定指標中有 11 項指標達到標準，整體而言，

檢定數據絕大部分皆符合驗證標準，且本研究整體測量模型的 GFI 值為

0.855，高於 Doll (1994) 所建議的 0.8 以上，即代表本研究的整體測量模

型具有合理的配適，也顯示本研究的整體結構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與適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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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整體測量模型違犯估計檢測  

    本研究為使研究更加嚴謹，針對整體測量模型進行違犯估計檢測。

其整體模型違犯估計檢測結果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整體模型違犯估計檢測表 

評鑑項目 檢定結果數據 模式適配判斷

是否有負的誤差變異

數 EV 存在 

介於 0.18~0.43 之間，全為正值 符合 

標準化因素負荷量

SFL 超過或太接近 1 

介於 0.76 ~0.91 之間，並沒有超過或太接近

1 的現象，且 t 值＞1.96 皆達顯著水準 

符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4.14 的結果判斷，本研究整體模型的基本配適度達到配適，未

有違犯估計的情況發生。 

4.6 結構方程模型的假設驗證與討論 

    依據資料分析所獲得的結果數據，將其整理成整體路徑關係檢定

表，如表 4.15 所示。並描繪整體模型路徑配置圖，如圖 4.4 所示。在顯

著水準 α＝0.05 的標準之下，達顯著水準代表假設成立的路徑以實線表

示，未達顯著水準代表假設不成立的路徑以虛線表示，為使圖 4.4 內容較

為簡潔乾淨，相關係數只標示達顯著水準的路徑，並以數字直接標示於

該實線上，以下針對各構面間的關係一一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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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整體路徑關係檢定表（樣本數：426） 

假

設 

 路

徑 

 路徑

值 

t 值 顯著性 假設成立

與否 

H1 學習成效 A → 活動滿意度 B    部分   

成立 認知 A1 → 心理 B1 0.06 0.65 不顯著 

認知 A1 → 教育 B2 0.48 6.97 *** 

認知 A1 → 社交 B3 0.17 1.85 不顯著 

認知 A1 → 放鬆 B4 -0.12 -0.98 不顯著 
認知 A1 → 生理 B5 -0.06 -0.55 不顯著 
認知 A1 → 美感 B6 -0.10 -0.89 不顯著 
情意 A2 → 心理 B1 0.45 4.12 *** 

情意 A2 → 教育 B2 0.17 2.22 * 

情意 A2 → 社交 B3 0.69 5.95 *** 

情意 A2 → 放鬆 B4 0.69 4.84 *** 

情意 A2 → 生理 B5 0.33 2.72 * 

情意 A2 → 美感 B6 0.47 3.50 *** 

技能 A3 → 心理 B1 0.60 5.47 *** 

技能 A3 → 教育 B2 0.24 3.11 ** 

技能 A3 → 社交 B3 0.15 1.35 不顯著 

技能 A3 → 放鬆 B4 0.56 4.04 *** 

技能 A3 → 生理 B5 0.74 5.79 *** 

技能 A3 → 美感 B6 0.58 4.39 *** 

H2 活動滿意度 B → 活動忠誠度 C  完全成立 

心理 B1 → 活動忠誠度 C1 0.25 8.31 *** 

教育 B2 → 活動忠誠度 C1 0.15 3.98 *** 

社交 B3 → 活動忠誠度 C1 0.16 6.05 *** 

放鬆 B4 → 活動忠誠度 C1 0.22 11.52 *** 

生理 B5 → 活動忠誠度 C1 0.12 5.00 *** 

美感 B6 → 活動忠誠度 C1 0.19 9.21 *** 

註 1：「***」表示在顯著水準 P<0.001 時顯著。 

註 1：「**」表示在顯著水準 P<0.005 時顯著。 

註 1：「*」表示在顯著水準 P<0.05 時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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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表示在顯著水準 0.05 時顯著（t 值＞1.96），雙側。 

註 2：顯著而假設成立的路徑以實線表示，不顯著而假設不成立的路徑以虛線表示。 

圖4.4整體模型路徑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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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學習成效對活動滿意度之關係 

    學習成效包含三個因素，分別為認知、情意、技能；而活動滿意度

包含六個因素，分別為心理、教育、社交、放鬆、生理、美感。 

學習成效的認知學習對心理層面、教育層面、社交層面、放鬆層面、

生理層面、美感層面的活動滿意度路徑相關係數分別為 0.06（t＝0.65）

未達顯著水準、0.48（t＝6.97）達顯著水準、0.17（t＝1.85）未達顯著水

準、-0.12（t＝-0.98）未達顯著水準、-0.06（t＝-0.55）未達顯著水準、-0.10

（t＝-0.89）未達顯著水準；學習成效的情意學習對心理層面、教育層面、

社交層面、放鬆層面、生理層面、美感層面的活動滿意度路徑相關係數

分別為 0.45（t＝4.12）達顯著水準、0.17（t＝2.22）達顯著水準、0.69（t

＝5.95）達顯著水準、0.69（t＝4.84）達顯著水準、0.33（t＝2.72）達顯

著水準、0.47（t＝3.50）達顯著水準；學習成效的技能學習對心理層面、

教育層面、社交層面、放鬆層面、生理層面、美感層面的活動滿意度路

徑相關係數分別為 0.60（t＝5.47）達顯著水準、0.24（t＝3.11）達顯著水

準、0.15（t＝1.35）未達顯著水準、056（t＝4.04）達顯著水準、0.74（t

＝5.79）達顯著水準、0.58（t＝4.39）達顯著水準。 

    整體而言，學習成效對活動滿意度之關係共有 12 項達到顯著水準，

而有 6 項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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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成效之認知因素 

    在學習成效中的認知因素部分，首先對活動滿意度的心理因素呈現

不顯著關係（路徑係數＝0.06；t＝0.65），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

活動時經由體認、知覺所得到的各種知識多寡，並不會影響在參加露營

休閒活動後心理方面的滿意程度。本研究推論，學生對露營相關知識的

獲得與休閒活動益處的了解，可能在學校課堂上或日常生活中就已經體

認知覺，不一定是在露營休閒活動之後才獲得這些知識，且國中生處於

青少年的狂飆時期，其心理特色即是自我中心和個人英雄主義，在心理

方面的成就感、自信心等層面，通常是完成一項困難的「技藝」或富挑

戰性的「活動」之後才會提升滿意度，知識的獲得畢竟只是內在行為，

不如「技藝」與「活動」完成後接受眾人的稱讚、表揚和鼓勵來的鋒芒

畢露。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不相關。 

    而後，學習成效中的認知因素，對活動滿意度的教育因素呈現顯著

關係（路徑係數＝0.48*；t＝6.97），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時

經由體認、知覺所得到的各種知識越豐富，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教育

方面所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這個結果是意料之中也可以理解的，因為

在目前台灣的教育體制中，知識的獲得即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學生

露營相關知識體認知覺的越多，當然對其增廣見聞、運用能力方面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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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較好的滿意程度。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再來，學習成效中的認知因素，對活動滿意度的社交因素呈現不顯

著關係（路徑係數＝0.17；t＝1.85），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

時經由體認、知覺所得到的各種知識多寡，並不會影響在參加露營休閒

活動後社交方面的滿意程度。本研究推論，因為學生對露營相關知識的

獲得與休閒活動益處的了解，與他是否更願意去幫助他人或與他人培養

良好友誼不太有關聯。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不相關。 

    而學習成效中的認知因素，對活動滿意度的放鬆因素呈現不顯著關

係（路徑係數＝－0.12；t＝－0.98），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

時經由體認、知覺所得到的各種知識多寡，並不會影響在參加露營休閒

活動後放鬆方面的滿意程度。本研究推論，學生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其

排解壓力和身心放鬆的理由就是要遠離書本課業知識，忘卻一切煩惱喧

囂，盡情徜徉於大自然的懷抱之中，而活動中知識的獲取不僅和身心放

鬆無關，甚至更可能阻礙了自身壓力的釋放。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

為不相關。 

    在學習成效中的認知因素部分，對活動滿意度的生理因素呈現不顯

著關係（路徑係數＝－0.06；t＝－0.55），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

活動時經由體認、知覺所得到的各種知識多寡，並不會影響在參加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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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活動後生理方面的滿意程度。本研究推論，學生對露營相關知識的

獲得與休閒活動益處的了解，是屬於較內在行為的表現，而增進體適能

和維持健康等方面是屬於較外在行為的表現，若只是了解知識卻不去付

諸實行，就如同紙上談兵一般，是不會對實際健康效果有所幫助的。因

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不相關。 

    最後，學習成效中的認知因素，對活動滿意度的美感因素呈現不顯

著關係（路徑係數＝－0.10；t＝－0.89），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

活動時經由體認、知覺所得到的各種知識多寡，並不會影響在參加露營

休閒活動後美感方面的滿意程度。本研究推論，泰雅度假村露營場地風

景是否優美、環境是否乾淨衛生、課程是否經過良好規劃設計都是屬於

露營活動前應該做好的軟硬體配套措施，和露營活動後學生對露營相關

知識的獲得與休閒活動益處的了解並無太大關聯。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

顯示為不相關。 

2. 學習成效之情意因素 

    在學習成效中的情意因素部分，首先對活動滿意度的心理因素呈現

顯著關係（路徑係數＝0.45*；t＝4.12），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

動時經由注意、感受所得到的各種情感越強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

心理方面所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這個結果是可以理解的，因為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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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營休閒活動中所感受到的團隊合作精神和公平競爭意識，在其與隊友

一同闖關成功之後，即會油然而生一股滿足的自信心與成就感，而當其

感受到隔宿露營是一種寓教於樂的活動時，即高度反應於對露營休閒活

動的樂趣和興趣上。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而後，學習成效中的情意因素，對活動滿意度的教育因素呈現顯著

關係（路徑係數＝0.17*；t＝2.22），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時

經由注意、感受所得到的各種情感越強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教育

方面所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本研究推論，學生在露營休閒活動中所感

受到的團隊合作精神、公平競爭意識以及寓教於樂的想法，對其增廣見

聞、運用能力方面也能獲得較好的滿意程度。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

為正相關。 

    再來，學習成效中的情意因素，對活動滿意度的社交因素呈現顯著

關係（路徑係數＝0.69*；t＝5.95），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時

經由注意、感受所得到的各種情感越強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社交

方面所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這個結果也是可以理解的，因為學生在露

營休閒活動中所感受到的團隊合作精神和公平競爭意識，即是在培養學

生和他人互助合作的能力和精神，而感受的效果越強烈，當然與學生是

否更願意去幫助他人或與他人培養良好友誼是有相互關聯性的。因此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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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而學習成效中的情意因素，對活動滿意度的放鬆因素呈現顯著關係

（路徑係數＝0.69*；t＝4.84），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時經由

注意、感受所得到的各種情感越強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放鬆方面

所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本研究推論，學生在露營休閒活動中所感受到

的團隊合作精神、公平競爭意識以及寓教於樂的想法，讓學生在隔宿露

營中能開心、歡樂地與朋友參與各項活動，感受小隊中團結合作的精神

和互助關愛的溫情，有助於學生排解課業壓力和身心放鬆。因此兩者之

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在學習成效中的情意因素部分，對活動滿意度的生理因素呈現顯著

關係（路徑係數＝0.33*；t＝2.72），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時

經由注意、感受所得到的各種情感越強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生理

方面所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本研究推論，學生在露營休閒活動中所感

受到的團隊合作精神和公平競爭意識，令其更能專注於一些挑戰自我的

困難技藝或活動上，例如高空垂降、單雙索吊橋…等等，而這些項目都

需要較大的膽識和較好的體能才能完成，對學生的體適能和體能挑戰上

都具有高度的關聯性。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最後，學習成效中的情意因素，對活動滿意度的美感因素呈現顯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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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路徑係數＝0.47*；t＝3.50），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時經

由注意、感受所得到的各種情感越強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美感方

面所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本研究推論，學生在露營休閒活動中感受到

寓教於樂的想法，對其感受泰雅度假村露營場地風景是否優美、環境是

否乾淨衛生、課程是否經過良好規劃設計是有關聯性的。因此兩者之關

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3. 學習成效之技能因素 

    在學習成效中的技能因素部分，首先對活動滿意度的心理因素呈現

顯著關係（路徑係數＝0.60*；t＝5.47），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

動時經由訓練、學習所得到的各種技巧和能力越多元，在參加露營休閒

活動後心理方面所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這個結果是可以理解的，因為

學生在露營休閒活動中所學習到的搭帳方法、露營能力和工具應用技

巧，在其藉由這些技能完成某些事物或活動後，即會在心理上產生一股

滿足的自信心與成就感。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而後，學習成效中的技能因素，對活動滿意度的教育因素呈現顯著

關係（路徑係數＝0.24*；t＝3.11），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時

經由訓練、學習所得到的各種技巧和能力越多元，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

後教育方面所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這個結果也是理所當然並且可以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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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因為教育的目的就是學習，學生在露營休閒活動中若能夠學習到

的搭帳方法、露營能力和工具應用技巧越多，對其增廣見聞、運用能力

方面當然也能獲得較好的滿意程度。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再來，學習成效中的技能因素，對活動滿意度的社交因素呈現不顯

著關係（路徑係數＝0.15；t＝1.35），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

時經由訓練、學習所得到的各種技巧和能力多元與否，並不會影響在參

加露營休閒活動後社交方面的滿意程度。本研究推論，因為學生在露營

休閒活動中所學習到的搭帳方法、露營能力和工具應用技巧，通常是較

屬於自身能力的培養和自身技巧的磨練，和學生是否更願意去幫助他人

或與他人培養良好友誼是不太有關聯性的。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

不相關。 

    而學習成效中的技能因素，對活動滿意度的放鬆因素呈現顯著關係

（路徑係數＝0.56*；t＝4.04），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時經由

訓練、學習所得到的各種技巧和能力越多元，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放

鬆方面所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本研究推論，因為學生在露營休閒活動

中所學習到的搭帳方法、露營能力和工具應用技巧，使其能迅速地對隔

宿露營所安排的各項活動駕輕就熟，並很快地進入露營休閒活動團結快

樂的氛圍當中，而這些都是有助於學生排解課業壓力和身心放鬆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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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在學習成效中的技能因素部分，對活動滿意度的生理因素呈現顯著

關係（路徑係數＝0.74*；t＝5.79），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時

經由訓練、學習所得到的各種技巧和能力越多元，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

後生理方面所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這個結果是可以理解的，因為學生

在露營休閒活動中所學習到的搭帳方法、露營能力和工具應用技巧，令

學生更能得心應手於在一些技藝或活動上，而這些技藝和活動的完成對

學生的體適能和體能挑戰上是具有高度關聯性的。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

顯示為正相關。 

    最後，學習成效中的技能因素，對活動滿意度的美感因素呈現顯著

關係（路徑係數＝0.58*；t＝4.39），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時

經由訓練、學習所得到的各種技巧和能力越多元，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

後美感方面所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本研究推論，若是學生在露營休閒

活動中所學習到的搭帳方法、露營能力和工具應用技巧越豐富實用，學

生也會認為這些露營活動課程的安排是經過良好規劃設計的。因此兩者

之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綜合以上結果與討論，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1（學習成效對活動滿意

度具有顯著影響）為大部分成立。整理結果如表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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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活動滿意度對活動忠誠度之關係 

活動滿意度包含六個因素，分別為心理、教育、社交、放鬆、生理、

美感；而活動忠誠度則不分因素。 

活動滿意度的心理、教育、社交、放鬆、生理、美感等六個因素對

活動忠誠度的路徑相關係數分別為 0.25（t＝8.31）達顯著水準、0.15（t

＝3.98）達顯著水準、0.16（t＝6.05）達顯著水準、0.22（t＝11.52）達顯

著水準、0.12（t＝5.00）達顯著水準、0.19（t＝9.21）達顯著水準。整體

而言，活動滿意度對活動忠誠度之關係全部 6 項皆達到顯著水準。 

1. 活動滿意度之心理因素 

在活動滿意度的心理因素部分，對活動忠誠度呈現顯著關係（路徑

係數＝0.25*；t＝8.31），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心理方面所

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則學生再次參加隔宿露營活動或是將其推薦給學

弟妹、協助學校推廣的意願也越高。這個結果是可以理解的，因為學生

在露營休閒活動中若能感受到良好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他就會對露營休

閒活動抱持著感興趣的態度，也自然更願意再次重遊、協助推廣或推薦

學弟妹參加隔宿露營活動。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2. 活動滿意度之教育因素 

在活動滿意度的教育因素部分，對活動忠誠度呈現顯著關係（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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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數＝0.15*；t＝3.98），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教育方面所

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則學生再次參加隔宿露營活動或是將其推薦給學

弟妹、協助學校推廣的意願也越高。這個結果也是可以理解的，因為學

生在露營休閒活動中若能增廣自我見聞、提升露營技巧和熟練運用生活

能力，他對露營休閒活動的滿意度也越高，自然更願意再次重遊、協助

推廣或推薦學弟妹參加隔宿露營活動。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

關。 

3. 活動滿意度之社交因素 

        在活動滿意度的社交因素部分，對活動忠誠度呈現顯著關係（路徑係

數＝0.16*；t＝6.05），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社交方面所獲

得的滿意程度越高，則學生再次參加隔宿露營活動或是將其推薦給學弟

妹、協助學校推廣的意願也越高。本研究推論，因為學生在露營休閒活

動中若能培養與隊友良好的友誼和增進與他人的社交互動關係，他對露

營休閒活動的滿意度也越高，自然更願意再次重遊、協助推廣或推薦學

弟妹參加隔宿露營活動。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4. 活動滿意度之放鬆因素 

       在活動滿意度的放鬆因素部分，對活動忠誠度呈現顯著關係（路徑係

數＝0.22*；t＝11.52），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放鬆方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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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則學生再次參加隔宿露營活動或是將其推薦給學

弟妹、協助學校推廣的意願也越高。這個結果是可以理解的，因為學生

在露營休閒活動中若能排解日常生活中的壓力、幫助自己身心放鬆以造

成自身心情愉快，他對露營休閒活動的滿意度也越高，自然更願意再次

重遊、協助推廣或推薦學弟妹參加隔宿露營活動。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

顯示為正相關。 

5. 活動滿意度之生理因素 

        在活動滿意度的生理因素部分，對活動忠誠度呈現顯著關係（路徑係

數＝0.12*；t＝5.00），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生理方面所獲

得的滿意程度越高，則學生再次參加隔宿露營活動或是將其推薦給學弟

妹、協助學校推廣的意願也越高。本研究推論，因為學生在面對露營休

閒活動時若能使其體能感受到挑戰性，進而增強其體適能和身體健康，

他對露營休閒活動的滿意度也越高，自然更願意再次重遊、協助推廣或

推薦學弟妹參加隔宿露營活動。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正相關。 

6. 活動滿意度之美感因素 

在活動滿意度的美感因素部分，對活動忠誠度呈現顯著關係（路徑

係數＝0.19*；t＝9.21），即是表示學生在參加露營休閒活動後美感方面所

獲得的滿意程度越高，則學生再次參加隔宿露營活動或是將其推薦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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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妹、協助學校推廣的意願也越高。本研究推論，因為學生在露營休閒

活動中若能體會到露營場地的環境優美、乾淨衛生以及感受到課程的良

好規劃設計，他對露營休閒活動的滿意度也越高，自然更願意再次重遊、

協助推廣或推薦學弟妹參加隔宿露營活動。因此兩者之關係才會顯示為

正相關。 

    綜合以上結果與討論，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2（活動滿意度對活動忠

誠度具有顯著影響）為完全成立。整理結果如表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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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年參與露營休閒活動後之生活能力學習成效，

並進一步分析學習成效、活動滿意度與活動忠誠度之間的關聯性。研究

目的有：(一)瞭解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學習成效。(二)瞭解國

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活動滿意度。(三)瞭解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

活動後的活動忠誠度。(四)探討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學習成效

與活動滿意度之間的關係。(五)探討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活動

滿意度與活動忠誠度之間的關係。本章根據第四章研究結果的分析和發

現做出結論，並且提出具體的建議以供露營活動規劃者和未來的研究者

參考，共分為「結論」與「建議」二節，分述如下： 

5.1 結論 

本研究以雲林縣立斗六國中參加 102 學年度隔宿露營活動的二年級

學生為研究主體。根據本研究所獲得的分析結果，提出以下結論： 

1. 露營活動之學習成效 

學生參加露營活動後之學習成效分析中，三個子構面的平均分數都

很高，顯示學生對隔宿露營活動的學習成效整體而言都很不錯，其中以

「情意」子構面的平均分數為最高，代表學生在參與露營休閒活動後，

經由注意、感受所得到的各種情感和與夥伴們之間的互助合作是最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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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心靈上得到顯著成長的；而「技能」子構面的平均分數最低，代

表學生認為某些課程活動設計的成效是較為不佳的，例如野值辨識和繩

結應用等較為靜態課程的滿意度就較低，這對露營活動規劃者也是一個

改善課程設計的重要參考。 

2. 學生對露營活動之滿意度 

學生對露營活動滿意度分析中，六個子構面的平均分數都很高，顯

示學生對隔宿露營活動的滿意度整體而言都很不錯。因隔宿露營活動屬

於學校校外參訪的一環，課程活動設計仍是以讓學生學習到露營技巧和

生活能力為主，所以學生對「教育」子構面的滿意度也是最高；而滿意

度最低的為「美感」子構面，代表學生對露營場地的乾淨衛生和環境優

美方面是比較不滿意的，這當然也是因為露營本身就是一種野外住宿的

活動，其衛生舒適程度本來就不可能如同家裡一樣，而學生很多都是第

一次參加露營活動，其心理可能沒有做好調適才會出現滿意度較低的情

況，但也可以作為露營場地在衛浴設備和營地環境休葺改善的參考。 

3. 活動忠誠度 

由學生之活動忠誠度分析結果顯示，四個題項的平均分數都很高，

顯示學生對隔宿露營活動的活動忠誠度整體而言都很不錯。其中以「再

遊意願」的平均分數為最高，「總滿意度」、「推薦學弟妹」兩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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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數次之，最後為「協助推廣」的平均分數最低，而「協助推廣」

的平均分數最低也是可以理解的，因為國中生屬於青少年的狂飆時期，

其特色之ㄧ就是較為自我中心，和其本身無關又必須身體力行去協助推

廣的工作，其協助意願自然也會較低。 

4. 學習成效對活動滿意度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從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學習成效中的認知學習對教育層面的活動滿

意度具有顯著影響；學習成效中的情意學習對心理層面、教育層面、社

交層面、放鬆層面、生理層面、美感層面的活動滿意度具有顯著影響；

學習成效中的技能學習對心理層面、教育層面、放鬆層面、生理層面、

美感層面的活動滿意度具有顯著影響。整體而言，學習成效對活動滿意

度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意謂學生在參與隔宿露營活動後的學習成效

越好，則學生對隔宿露營活動的滿意度就越高。謝亞恆、林俊瑩（2011）

的研究指出，孩童的學習成效與幼兒園的滿意度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陳

玉娟（2013）的研究也顯示學習成效會正向影響學習滿意度，而這與本

研究的研究結論大致上是相同的。 

5. 活動滿意度對活動忠誠度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從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心理層面、教育層面、社交層面、放鬆層面、

生理層面和美感層面的活動滿意度對活動忠誠度均具有顯著影響。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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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活動滿意度對活動忠誠度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意謂學生對隔

宿露營活動的滿意度越高，則學生對隔宿露營活動的再次重遊、推薦學

弟妹和協助推廣意願就越高。林秉毅（2010）的研究指出，運動中心消

費者的顧客滿意度和顧客忠誠度之間呈現正向相關；曾倫崇（2012）的

研究顯示飯店住宿的總體滿意度對整體忠誠度具有正向影響，而王志全

（2013）的研究也顯示滿意度高的顧客，會有較高忠誠度，因而產生實

際再購行為，對經營者具有正面幫助。而這些研究結果都與本研究的結

論大致上是相同的。 

5.2 建議 

5.2.1 實務建議 

1. 靜態的活動課程再加以活潑化 

從活動體驗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喜歡動態活動多於靜態活動，因此

建議學校在下次設計隔宿露營活動課程時，應保留這些活動體驗滿意度

高的動態課程，例如：單雙索吊橋、高空垂降、漆彈射擊、龍球遊戲...

等等；而靜態課程活動體驗滿意度平均分數明顯較其他課程為低，顯示

學生較不喜歡靜態活動的課程，例如：野植辨識、雙旗通訊、繩結應用…

等等。因此建議學校在下次設計隔宿露營的課程時，應優先考慮刪除上

述課程活動，若是屬於露營活動學習成效之目的而必要排入課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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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對這些較為靜態的課程再做一些有趣的設計規劃，不要只是靜態的

聽課實作，例如可以加入遊戲競賽因子進去，讓兩個小隊互相就課程內

容競賽得分，並安排口才較好、較為活潑以及較能炒熱課程活動氣氛的

隊輔員擔任關主，以提高學生對靜態課程的體驗活動滿意程度。 

2. 以動態學習方式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和活動滿意度 

    由結論可知，學生對動態活動課程的滿意度都較高，而且路徑分析

結果顯示，技能學習對心理層面、教育層面、放鬆層面、生理層面和美

感層面的活動滿意度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建議各活動的課程設

計應循序漸進，並透過具體實物或實際操作來輔助教學，在活動的安排

上，宜讓每位學生充分體驗各種實作技巧，如此能使學生在活動中激發

求知慾，協助學生建立自信心與獲得成就感；利用上述動態學習的方式

來增進學生在技能學習的成果效益，以期能令學生在心理層面、教育層

面、放鬆層面、生理層面和美感層面得到最佳的活動滿意經驗。 

3. 提高露營活動實施時之安全性 

    動態的活動課程和學習方式，讓學生們有許多「動手實做」的機會，

但也面臨更多活動的風險，例如「野外炊事」活動就有被燙傷的風險；

而由結論，「野外炊事」活動體驗的滿意度並不高，而與學生的訪談之

中得知，許多學生對第一次使用簡易餐具烹煮食物往往因沒有經驗而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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亂不知所措，甚至因此切傷燙傷。為提高露營課程實施時的安全性，除

準備急救箱和加派護理人員外，更應縝密規劃活動內容，以「安全為第

一」的考量原則來設計活動，最好導師和小隊輔也能在旁協助指導，以

造就一個更安全的露營環境。 

4. 依據學生體適能力分組以安排合適的活動內容強度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本次隔宿露營活動對於學生來說，所感受到生

理層面的活動滿意度較低。由此可知，某些學生並未感受到活動進行時

所帶來的體能訓練強度和挑戰性。在隔宿露營活動中，為考量能讓所有

學生參與，故課程的設計與活動內容強度通常為適合普通能力之國中

生，對於體適能力較佳之國中生所產生的效益並不高，容易會使其產生

滿意度低落的現象。建議未來露營活動規劃者在設計活動課程時，能依

照體適能力將學生分組，在學生能力可承受範圍之內，分組設計適合各

組具有挑戰性、體能訓練強度的活動與課程，讓每位學生都能依據自我

的能力獲得流暢痛快的體驗，促使其提高活動滿意程度。除此之外，由

路徑分析結果得知，情意學習和技能學習對生理層面的活動滿意度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也可以根據上述的結論，提升學生在情意學習和

技能學習的成效，例如讓夥伴們之間有更緊密的合作信賴關係，或是增

強學生的露營生活技巧，以期能令學生在生理層面得到更佳的活動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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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 

5. 增進情意和技能的學習成效以提升美感和心理層面的活動滿意度 

依本研究結論得知，學習成效對活動滿意度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而學生對隔宿露營的活動滿意度，以教育層面的活動滿意度較高，其次

為社交層面和放鬆層面，由此可看出，隔宿露營活動所提供的教育及社

交、放鬆經驗已使大多數學生感到滿意；然而活動滿意度中最低分的依

序為美感層面和心理層面，代表學生對露營場地的乾淨衛生和環境優美

方面，以及露營活動中自我產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方面是較為不滿意

的。為了提升學生在美感層面和心理層面的活動滿意度，除了建議露營

場地在衛浴設備和營地環境多做掃淨美化，以及關主多提供成功經驗加

強學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之外，也可以利用情意學習和技能學習對美感

層面和心理層面的活動滿意度有顯著影響的結論，提升學生在情意學習

和技能學習的成效，例如讓夥伴們之間有更緊密的合作信賴關係，或是

增強學生的露營生活技巧，以期能令學生在美感層面和心理層面得到較

佳的活動滿意經驗。 

6. 增進情意的學習成效以提升各層面的活動滿意度 

路徑分析結果顯示，情意的學習成效對於各層面的活動滿意度皆具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由此可知，情意學習對提升整體活動滿意度而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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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建議導師在露營活動的行前說明時，就應該

灌輸學生正確的露營活動理念，在課程進行中，導師和小隊輔也要更努

力地去引導同學互相幫助、團結合作，並教導其公平競爭的運動家精神

和感恩惜福的觀念；利用上述的建議來增進學生在情意學習的成果效

益，以期能令學生在各層面中都得到最佳的活動滿意經驗。 

5.2.2 學術建議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避免各學校因不同露營活動內容設計而無法歸納其研究結

果，故僅以雲林縣立斗六國民中學參與二年級隔宿露營活動的學生為研

究對象，建議未來研究者可以繼續探討不同地區、不同學校的學生，甚

至取樣範圍可擴大至全國，以提高研究之外在效度。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問卷調查法，研究之問卷屬於自陳量表。目的是希望填

答者根據個人的感受逐一填答，卻易受題目本身限制及填答者主觀知覺

進而影響填答結果。此外，使用量表來瞭解國中生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

現況與因果關係，但對於現況及因果關係背後的原因、意義卻無法深入

討論，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加入質性研究部分，並以焦點團體或深度

訪談之方式，以獲得更完整之研究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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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前測問卷） 

各位同學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在繁忙的課業生活中撥空填答這份問卷！本問卷主要目的是瞭

解您在二年級隔宿露營 (生活成長探索營)過程中，學習成效與休閒滿意度之情形。

問卷結果僅供學術研究之用，不用填寫姓名，請安心填答。請您逐題作答，不要遺漏

了。感謝您！ 

本研究目的為使同學能在隔宿露營活動過程中，獲得愉悅的遊憩體驗及良好的學

習成效，並期望能以此研究成果，提供學校未來在研擬隔宿露營行程時，有更多面向、

更多元的活動安排。衷心感謝您的幫忙，謝謝您的合作！ 

敬祝 考試順利！ 

平安、健康 and 喜樂！ 

                                                   指導教授： 陳貞吟 博士

                           南華大學旅遊事業管理研究所研究生： 胡德旺 敬上

 
 
填寫說明：請在您認為最適當的空格「 」打「v」或在空白處填寫___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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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量表】 

這個部份是爲了瞭解您在參加二年級隔宿露營之後所得到的學習成效。請您依據實際

的狀況填答。(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不同意  1 非常不同意) 
 

題目 5 4 3 2 1

1.經由隔宿露營，我可以知道許多露營知識。    

2.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團體生活必須要有紀律。    

3.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危險時如何保護自己的安全。    

4.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如何融洽又有效率地進行團體行動。    

5.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正當休閒活動的好處。    

6.隔宿露營時，我會主動協助其他同學。    

7.隔宿露營時，可以讓我感受到小隊裡的團隊精神。    

8.露營隔宿時，我能與其他同學公平的競爭。    

9.我覺得隔宿露營是一個寓教於樂的活動。    

10.隔宿露營時，我感謝同學和小隊長們對我的幫助。    

11.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搭營帳的方法。    

12.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露營的技能。    

13.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野外炊事的技巧。    

14.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許多野外求生的知識。    

15.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工具的應用(如童軍繩、緩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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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滿意度量表】 

這個部份主要是爲了瞭解您對二年級隔宿露營的休閒滿意度。請您依據實際的狀況

填答。(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不同意  1 非常不同意) 
 

 
 
 
 
 
 
 

題目 5 4 3 2 1

1.隔宿露營活動讓我有成就感。    

2.隔宿露營活動讓我有自信心。    

3.我對隔宿露營活動是感興趣的。    

4.隔宿露營活動能夠幫助我增廣見聞。    

5.隔宿露營活動讓我能運用各種露營技巧和生活能力。    

6.隔宿露營活動能夠提供我嘗試新事物的機會。    

7.參加隔宿露營活動讓我與他人有了社交互動。    

8.參加隔宿露營活動讓我更願意幫助別人。    

9.隔宿露營活動幫助我培養和他人良好的友誼。    

10.隔宿露營活動有助於我排解壓力。    

11.隔宿露營活動有助於我心情愉快。    

12.隔宿露營活動有助於我身心放鬆。    

13.隔宿露營活動能夠增強我的體適能。    

14.隔宿露營活動對我的體能方面具有挑戰性。    

15.隔宿露營活動能幫助我維持健康。    

16.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環境優美。    

17.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乾淨衛生。    

18.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和課程是經過良好規劃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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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忠誠度量表】 

這個部份是爲了瞭解您對二年級隔宿露營的遊客忠誠度。請您依據實際的狀況填答。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不同意  1 非常不同意) 
 

題目 5 4 3 2 1

1.整體而言，我對這次二年級隔宿露營活動是滿意的。    

2.若有機會，我願意再參加隔宿露營活動。    

3.我會推薦學弟妹們參加隔宿露營。    

4.我願意協助推廣隔宿露營活動。    

 

【個人基本資料】 

性別 ：  男  女 

您的家庭形態 ： 

 單親家庭(只和父親或母親一人同住) 

 小家庭 (同時和父母居住) 

 折衷家庭(同時和父母及祖父母同住) 

 隔代教養家庭 (只與祖父母居住，未和父母親住一起) 

 大家庭 (同時與父母親及祖父母和其他親戚同住) 

 其它                    (請說明之)。 

父親的職業： 

軍公教 工 商 農林漁牧礦 服務業 自由業 待業 其他     。 

母親的職業： 

軍公教 工 商 農林漁牧礦 服務業 自由業 待業 其他     。 

以前曾參加過露營活動的次數： 

□零次（第一次參加）  □一次  □兩次  □三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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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體驗】 

這個部份是爲了瞭解您在體驗了二年級隔宿露營所安排的各項活動之後，對課程內容

是否感到滿意。請您依據實際體驗後的感受來填答。 

(5 非常滿意  4 滿意  3 普通  2 不滿意  1 非常不滿意) 
 

題目 5 4 3 2 1

1.野外求生--無具野炊、野植辨識    

2.技能學習--繩結運用、雙旗通訊    

3.生存遊戲--漆彈定靶    

4.山訓活動--單索.雙索突擊吊橋、高空垂降、浴火鳳凰(緩降機)    

5.育樂遊戲--挑戰機械獸、海盜船、歡唱齊眉棍    

6.探索教育--砲洞穿越、百浪滔滔、蜘蛛網食、團結圈、翻葉子    

7.合作遊戲--巨人與巫婆、精打細算、解方程式、誰管的住我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耐心填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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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正式問卷） 

各位同學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在繁忙的課業生活中撥空填答這份問卷！本問卷主要目的是瞭

解您在二年級隔宿露營 (泰雅度假村生活成長探索營)過程中，學習成效與活動滿意

度之情形。問卷結果僅供研究、檢討之用，不用填寫姓名，請安心填答。請您逐題作

答，不要遺漏了。衷心感謝您的幫忙，謝謝您的合作！ 

敬祝 考試順利！ 

平安、健康 and 喜樂！ 

                             南華大學旅遊事業管理研究所研究生 胡德旺 敬上

指導教授： 陳貞吟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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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量表】 

這個部份是爲了瞭解您在參加二年級隔宿露營(泰雅度假村)之後所得到的學習成效。請

您依據實際的狀況來圈選答案。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經由隔宿露營，我可以知道許多露營知識。 5 4 3 2 1

2.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團體生活必須要有紀律。 5 4 3 2 1

3.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的安全。 5 4 3 2 1

4.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如何融洽又有效率地進行團體行動。 5 4 3 2 1

5.經由隔宿露營，我知道正當休閒活動的好處。 5 4 3 2 1

6.隔宿露營時，我會主動協助其他同學。 5 4 3 2 1

7.隔宿露營時，可以讓我感受到小隊裡的團隊精神。 5 4 3 2 1

8.隔宿露營時，我能與其他同學公平的競爭。 5 4 3 2 1

9.我覺得隔宿露營是一個寓教於樂的活動。 5 4 3 2 1

10.隔宿露營時，我感謝夥伴們對我的幫助。 5 4 3 2 1

11.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搭營帳的方法。 5 4 3 2 1

12.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露營的技能。 5 4 3 2 1

13.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野外炊事的技巧。 5 4 3 2 1

14.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野外求生的知識。 5 4 3 2 1

15.經由隔宿露營，我學會工具的應用(如童軍繩、緩降機)。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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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滿意度量表】 

這個部份主要是爲了瞭解您對二年級隔宿露營(泰雅度假村)的活動滿意度。請您依據

實際的狀況來圈選答案。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隔宿露營活動讓我有成就感。 5 4 3 2 1

2.隔宿露營活動讓我有自信心。 5 4 3 2 1

3.我對隔宿露營活動是感興趣的。 5 4 3 2 1

4.隔宿露營活動能夠幫助我增廣見聞。 5 4 3 2 1

5.隔宿露營活動讓我能運用各種露營技巧和生活能力。 5 4 3 2 1

6.隔宿露營活動能夠提供我嘗試新事物的機會。 5 4 3 2 1

7.參加隔宿露營活動讓我與他人有了社交互動。 5 4 3 2 1

8.參加隔宿露營活動讓我更願意幫助別人。 5 4 3 2 1

9.隔宿露營活動幫助我培養和他人良好的友誼。 5 4 3 2 1

10.隔宿露營活動有助於我排解壓力。 5 4 3 2 1

11.隔宿露營活動有助於我心情愉快。 5 4 3 2 1

12.隔宿露營活動有助於我身心放鬆。 5 4 3 2 1

13.隔宿露營活動能夠增強我的體適能。 5 4 3 2 1

14.隔宿露營活動對我的體能方面具有挑戰性。 5 4 3 2 1

15.隔宿露營活動能幫助我維持健康。 5 4 3 2 1

16.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環境優美。 5 4 3 2 1

17.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乾淨衛生。 5 4 3 2 1

18.我參與隔宿露營活動的場地和課程是經過良好規劃設計的。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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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忠誠度量表】 

這個部份是爲了瞭解您對隔宿露營(泰雅度假村)的活動忠誠度。請您依據實際的狀況來

圈選答案。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整體而言，我對這次隔宿露營活動是滿意的。 5 4 3 2 1

2.若有機會，我願意再參加隔宿露營活動。 5 4 3 2 1

3.我會推薦學弟妹們參加隔宿露營。 5 4 3 2 1

4.我願意協助推廣隔宿露營活動。 5 4 3 2 1

 

【個人基本資料】 

性別 ：□1男    □2女 

您的家庭形態 ： 

□1 單親家庭(只和父親或母親一人同住) 

□2 小家庭 (同時和父母居住) 

□3 折衷家庭(同時和父母及祖父母同住) 

□4 隔代教養家庭 (只與祖父母居住，未和父母親住一起) 

□5 大家庭 (同時與父母親及祖父母和其他親戚同住) 

□6 其它                    (請說明之)。 

父親的職業： 

□1軍公教 □2工 □3商 □4農林漁牧礦 □5服務業 □6自由業 □7待業           

□8其他     。 

母親的職業： 

□1軍公教 □2工 □3商 □4農林漁牧礦 □5服務業 □6自由業 □7待業           

□8其他     。 

以前曾參加過露營活動的次數： 

□1零次（本次隔宿露營活動為第一次參加露營）  □2一次  □3兩次  □4三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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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體驗】 

這個部份是爲了瞭解您在體驗了二年級隔宿露營(泰雅度假村)所安排的各項活動之

後，對課程內容是否感到滿意。請您依據實際體驗後的感受來圈選答案。 

 

題目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不
滿
意

非
常
不
滿
意

1.野外炊事 5 4 3 2 1

2.野外求生--野植辨識 5 4 3 2 1

3.技能學習--繩結運用、雙旗通訊 5 4 3 2 1

4.生存遊戲--漆彈定靶 5 4 3 2 1

5.山訓活動--單索.雙索突擊吊橋、高空垂降、浴火鳳凰(緩降機) 5 4 3 2 1

6.育樂遊戲--挑戰機械獸、海盜船、歡唱齊眉棍 5 4 3 2 1

7.探索教育--砲洞穿越、百浪滔滔、蜘蛛網食、團結圈、翻葉子 5 4 3 2 1

8.合作遊戲--巨人與巫婆、精打細算、解方程式、誰管的住我 5 4 3 2 1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耐心填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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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問卷調查家長同意書） 
雲林縣斗六國民中學 102 年度隔宿露營活動問卷調查-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本次隔宿露營活動結束之後，將對參與露營的學生進行本次活動的

學習成效和滿意度問卷調查，此問卷主要目的是瞭解您的孩子在二年級

隔宿露營活動(泰雅度假村生活成長探索營)過程中，學習成效與活動滿

意度之情形。問卷結果僅供研究、檢討之用，不用填寫姓名，敬請您能

同意孩子填答。 

敬祝平安、健康、喜樂！ 

                       

                      南華大學旅遊管理研究所研究生 胡德旺 敬上 

                                                 

……………………..同意書請於 102/10/25前交給導師…………………….. 

雲林縣斗六國民中學 102 年度隔宿露營活動問卷調查家長通知書 

□同意  

□不同意 

                       (    )班(    )號 學生姓名: 

                           

                                       家長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