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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陶博館規劃的暑假活動屬於社會教育活動之配合節慶及假日的特別活動，針對陶

博館107年暑假活動觀眾滿意度調查研究，以問卷調查方法研究分析，回收有效

問卷359份，據以有效掌握遊客的主要族群、興趣、需求、滿意度以及消費習慣

等，以做為活動規劃準則及方向調整，並且發現潛在要素及客群，討論開發空間，

做為未來規劃參考及策略之一，增加活動辦理之成效。依研究結果提出9點結論

及（一）規劃以親子為主的多元化活動、（二）照顧到不同年齡層、（三）持續擴

增新客戶群、（四）廣化博物館行銷管道等實務建議，以提高未來活動的品質、

效益，及提高民眾再度入館的意願。 

 

 

 

關鍵詞：陶博館、活動、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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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黃淑芳(1997:43)對於博物館教育活動的類型與實施方式分類中，將教育

活動分為館內的基本教育活動、輔助學校的教育活動與社會教育活動等 3個

類型，這些類型之下共有 27種實施方式的分類，陶博館辦理的教育推廣活動

涵蓋這些分類其中的大多數項目。陶博館規劃的暑假活動屬於社會教育活動

之配合節慶及假日的特別活動，這是近幾年陶博館所舉辦的活動中，期間較

長、規模較大、類型較多的綜合活動。陶博館暑假活動分類上可歸類於社會

教育，但各單項活動內涵也同時兼具基本教育及輔助學校教育兩大類。 

陶博館暑假活動已舉辦多年，期間歷經了鶯歌陶瓷嘉年華及鶯歌國際陶瓷

藝術節等活動更迭，也累積許多經驗，因此配合民眾需求調整辦理時程，演

變成於暑假期間辦理。今年以「怪怪陶博館歷險記」為名，規劃一系列以妖

怪、動物、陶瓷發想的體驗活動，以及安排各種相關課程與演出，兼顧學習、

休閒、娛樂等多元化，讓前來體驗的民眾都能更深入認識陶瓷文化藝術，培

養優質健康與知識導向的休閒活動。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主要目的為:有效掌握遊客的主要族群、興趣、需求、

滿意度以及消費習慣等，以做為活動規劃準則及方向調整，並且發現潛在要

素及客群，討論開發空間，做為未來規劃參考及策略之一，增加活動辦理之

成效。 

本研究希望透過參與 107年陶博館暑假活動之民眾進行滿意度評量，以了

解民眾對本次暑假活動的意見及需求，建立館方與參與民眾之良好互動關係，

且能做為未來活動加強與改進的參考。透過量化的問卷調查方式，對於「基

本資料」、「宣傳」、「活動經驗」、「活動滿意度」等項目進行調查，以利未來

針對調查結果進行改善，期使未來教育推廣活動更能貼近社會大眾的需求。 

顧客滿意度的衡量與各產業目標顧客的特性有關，本研究的滿意度是指進

館民眾在體驗暑假活動過程中所感受到的滿意程度及整體評價。因此，以「整

體滿意度」、「再度購買傾向」兩項變數，做為評量顧客滿意的指標項目設

計來進行測量。 

研究目的概分以下幾點: 

一、了解參與陶博館暑假活動的基本資料與屬性。 

二、評估參與陶博館暑假活動的滿意度等相關問題。 

三、了解參與陶博館暑假活動民眾對活動內容和形態的需求。 

四、研擬陶博館教育推廣活動規劃策略。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參與新北市立陶瓷博物館「怪怪陶博館歷險記－107年陶博館暑

假活動」裡各單項活動之民眾為研究對象，實際進行問卷填答的單項活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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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包括動物影片欣賞、繪本說故事、小劇場演出、「妖」你一起看繪本、

趣味小遊戲、妖怪大花瓶、「遇見幸福馬賽克」特大號篩子仔集體創作牆、做

陶學英文、「愛情永固」七夕情人節活動等。有少部分活動因為活動日期、執

行人力安排及活動特性等因素未進行問卷調查，例如陶博館小達人 YouTuber

活動，因參與人數少、活動範圍大且分散，難以回收有效問卷，故未列入本

研究。  

參、文獻探討： 

根據我國博物館法第一章第三條，所稱博物館是指:「從事蒐藏、保存、修

復、維護、研究人類活動、自然 環境之物質及非物質證物，以展示、教育推

廣或其他方式定常性開放供民眾利用之非營利常設機構。」 而第十條則指出

辦理教育推廣活動是達成「博物館應提升教育及學術功能，增進與民眾之溝

通，以達文化傳承、藝術 推廣及終身學習之目的」的方式之一。 

Commission on museum for a new century (1984)指出：「假如典藏品是

博物館的心臟，教育則是博物館的靈魂。」李靜芳(2007)探討 20年來臺灣的

博物館教育時也提到:「博物館以物件為主和重視資訊傳達的教育取向，且應

調整為以人為中心，強調觀眾經驗的教育模式，並重視觀眾的參觀經驗。」

要做到以觀眾經驗活化博物館的靈魂，則要透過博物館觀眾研究來了解觀眾

經驗，並轉化成博物館教育推廣的活水。 

蕭志同、廖宛瑜、陳建文(2006) 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例，研究博物館

服務品質、認知價值、滿意度、忠誠度關係，其研究指出滿意度是消費者使

用過後的一種「心理感受」和「情感上的認知」，如果使用前的預期未超過實

質的結果則產生滿意，否則產生不滿意。陳美吟 (1985)在研究遊憩體驗時提

到：「從需求─行動─體驗過程中，遊客之遊憩需求與動機受個人特性、過去

經驗等影響，而有不同期望來引發遊憩行為，再者因環境特質、活動類型及

實際情況影響，而有不同的遊憩體驗，並影響其滿意度變化。」因此，觀眾

滿意度調查研究成為博物館了解自我及改善依據方式之一。 

文獻中涉及博物館教育推廣活動內容的眾多，探討觀眾滿意度調查設計與

滿意度調查研究的也不在少數，觀眾滿意度調查研究在各博物館亦屬必然之

自省管道，已有多所博物館進行各主題之觀眾滿意度調查。 

國際博物館學會（ICOM）將博物館歸類為歷史類、自然科學類藝術類、民

俗類、工藝類、專門主題類、綜合類等幾大類別。在博物館分類中，陶博館

是以陶瓷單一材質產品與作品為主的專門主題類博物館，但是陶瓷是傳統工

藝技術，是人類過去生活中日常家用物品，也常出現在各項習俗裡的儀式器

物，現代純藝術創作更常見以陶瓷材質從事純藝術創作的作品。所以陶博館

同時也兼具綜合類博物館的特性。因此，鶯歌陶瓷博物館本著陶瓷文化的發

揚與傳承，規劃設計許多推廣教育活動。。教育推廣是博物館四大功能之一，

也是與民眾溝通與互動的最佳橋樑，本研究期望透過觀眾滿意度調查，了解

鶯歌陶瓷博物館教育推廣活動是否滿足觀眾所需，並且根據研究分析結果，

提出未來活動規劃之建議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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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架構 

觀眾背景 

 

 

 

 

 

 

 

二、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僅設計一般觀眾問卷一種，並未針對對象屬性或年齡等另行

設計其他問卷。 

本問卷設計主要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觀眾基本資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獲知活動

訊息管道、參與活動動機、來館次數、參與活動項目等）。 

第二部分為觀眾對於所參與教育活動之滿意度調查，包括內容規劃、工

作人員的協助與服務、時間安排、場地安排、活動收費、整體的滿意度、

最大的收穫，以及再參加意願等。 

第三部分為開放性問答詢問觀眾想對陶博館說的話，最後是對博物館教

育活動類別的期許與相關建議。 

第二部分的量表採用李克特(Likert scale)五點態度量表，選項從「非

常滿意（非常合理）」、「滿意（合理）」、「普通」、「不滿意（不合

理）」、「非常不滿意（非常不合理）」共分成五個等級，進行資料編碼

時則分別給予5、4、3、2、1分。 

三、抽樣方式 

本次研究調查對象為「107年陶博館暑假活動」活動之參與民眾，並無

特別區分性別、年齡與抽樣方式等條件，以便利抽樣法(Convenience 

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居住地 

參與特性 
獲知活動訊息管道 

參與活動動機 

來館次數 

參與活動項目 

參與教育活動 

之滿意度 

活動 

需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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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Convenience sampling)進行調查，參與活動之民眾皆為問卷受

訪對象，由工作人員在活動中或活動結束後直接邀請參加民眾填寫問卷。

受訪對象設定在國小中年級以上，具備獨力填答能力或報讀後可自行填寫

答案之民眾。填寫問卷時，工作人員會先說明填答方式，並以種子書籤等

小贈品提高填答意願；填答後由工作人員檢查是否填寫完整，未完成者則

提醒受訪者補答。訪問過程是否能讓受訪民眾感到愉快，也是本館與民眾

互動中提供完善服務的指標之一，因此，進行問卷訪談工作人員的態度、

表情，以及對結束後感謝民眾配合的用語要求，是工作人員行前訓練的重

要一環。 

本研究調查起迄日期為民國107年8月13日起至8月29日止，共計17日（含

平日13日、假日4日）。每日問卷發放時間為早上11:00至12:00，下午1:00

至閉館（平日17:00、假日18:00）前20分鐘。決定此區段時間進行訪談主

要考量原因包括:一般民眾入館時間為10:30至11:00居多，入館後至少參

與兩項活動再進行訪談，此外也需排除中午用餐時間，故以上述兩個區段

時間進行訪談。本問卷選項幾乎涵括所有活動項目，但因訪問起始日期、

活動執行人力安排及活動特性因素影響，實際問卷發放以民眾停留時間較

長的體驗活動場地為主。 

四、統計分析方法 

觀眾對本館暑假活動體驗項目的選擇、喜好及整體滿意度，以實際問卷

調查方法分析及量化結果。透過滿意度調查，探求活動設計對於體驗民眾

的適切性，及未來活動規劃時可調整的方向。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輸入

與整理，統計分析方法則採用次數分配與交叉分析，以瞭解人口統計變項、

滿意度以及對活動需求程度等情形。所回收的問卷中，完整填寫的有效問

卷方列入統計，問卷填寫不完整者不予計入。 

本研究問卷之抽取樣本隨訪問人員的主觀判斷而選定，或因團體成員推

派受訪者的差異，可能導致樣本產生偏差，進而影響調查結果。其統計後

數據因四捨五入，總數與各項目尾數和，並未能完全相符，而有些微之差

距。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主要在說明本研究資料分析後的結果與討論，分為六小節，第一小節

基本資料分析，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等資料分析。第二小節為參

觀形態分析，包括獲知活動訊息管道、參加活動的原因、參觀次數及參與活動項目

等。第三小節為滿意度分析，包括內容規劃、工作人員的協助與服務、活動時間

安排、活動收費合理性、整體滿意度等之分析，以及參加活動的收穫、再度參加



10 
 

意願之分析。第四小節開放性問題紀錄，第五小節為交叉比對分析，第六小節為

結論與建議。茲分述如下： 

一、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針對參加陶博館107年暑假活動各項體驗民眾進行實地問卷訪問，

排除填寫不完整之無效問卷，共得359份有效問卷，遊客基本資料分析如

下： 

1.訪者性別分布 

參與本次「107年陶博館暑假活動」活動的民眾中，以女性居多。在359

份有效問卷中，參與本次活動的女性比例高於男性，男126人，佔35.1%，

女232人，佔64.6%，並有1人勾選其他性別。 

 

表1-1，受訪者性別分布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男 126 35.1% 

女 232 64.6% 

其  他 1 0.3% 

合  計 359 100.0% 

 

圖 1-1，受訪者性別分布(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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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訪者年齡分布 

參與本次「107年陶博館暑假活動」活動的民眾年齡層，在359份有效問

卷中，參觀民眾以「26-40歲」年齡層最多，佔48.2%(173人)，其次為「41-64

歲」及「19-25歲」，所佔比分別為24.0%(86人)與10.3%(37人)。 

 

表1-2，受訪者年齡分布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12歲以下 32 8.9% 

13-18 歲 25 7.0% 

19-25 歲 37 10.3% 

26-40 歲 173 48.2% 

41-64 歲 86 24.0% 

65歲以上 6 1.7% 

合  計 359 100.1% 

 

 

圖 1-2，受訪者年齡分布(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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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訪者教育程度分布 

參加民眾的教育程度以大專院校最多。在359份有效問卷中，民眾的教育

程度以「大專院校」最多，佔58.8%(211人)，其次為「研究所以上」，佔

17.8%(64人)。 

 

表1-3，受訪者教育程度分布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國  小 32 8.9% 

國  中 12 3.3% 

高 中 職 40 11.1% 

大專院校 211 58.8% 

研究所（以上） 64 17.8% 

合  計 359 100.0% 

 

圖 1-3，受訪者教育程度分布(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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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訪者居住地分布 

從受訪者居住地分布顯示，台北、基隆與新北市、桃園市等地居民為本

次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在359份有效問卷中，民眾的居住地區以新北市最

多，佔48.5%(174人)，其次是臺北、基隆佔17.0%(61人)，以及桃園市占

13.6%(49人)。勾選其他者佔0.8%，有3位，別是香港1位、福建漳州2位。 
 

表1-4，受訪者居住地分布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新 北 市 174 48.5% 

臺北、基隆 61 17.0% 

桃 園 市 49 13.6% 

宜  蘭 7 1.9% 

東部其他地區 1 0.3% 

新  竹 26 7.2% 

新竹以南 35 9.7% 

離島地區 3 0.8% 

其  他 3 0.8% 

合  計 359 100.0% 

 

 

圖 1-4，受訪者居住地分布(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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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觀形態分析 

1.民眾獲知「107年陶博館暑假活動」活動訊息的管道 

民眾獲知本次活動的管道以「來館時得知」最多。本題有效回答數共有

359份。獲知本活動管道以「來館時得知」者最多，所佔比為37.3%(147人)，

其次為「陶博館官網」與「親友推薦」，佔比分別為21.3%(84人)與20.3%(80

人)。再來是平面、數位媒體報導的7.1%(28人)，以及陶博館FB粉絲專頁的

5.1%(20人)。勾選其他者佔2.5%(10人)，獲知訊息的管道包括親子社團FB

和Line、路過、旅遊、以前來過、女友、GOOGLE、GOOGLE地圖和感謝紹妤(實

習生)。 

表2-1，民眾獲知活動訊息的管道 

圖2-1，民眾獲知活動訊息的管道(N=359)  

項  目 複選次數 複選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陶博館官網 84 21.3% 23.4% 

陶博館FB粉絲專頁 20 5.1% 5.6% 

平面、數位媒體報導 28 7.1% 7.8% 

親友推薦 80 20.3% 22.3% 

來館時得知 147 37.4% 40.9% 

館內工作人員推薦 12 3.0% 3.3% 

新北市政府或文化局網頁 13 3.3% 3.6% 

其  他 10 2.5% 2.8% 

合  計 394 100.0%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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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眾參與暑假活動原因 

民眾參與本次活動的原因以「家人同遊」最多，本題有效回答數共有 359

份。民眾參與本次活動的原因以「家人同遊」為最多，共佔 56.6%(240人)，

其次為休閒娛樂，佔 18.4%(78人)，再次為朋友同遊佔 13.2%(56人)，學校

安排者佔5.7%(24人)，而對活動有興趣者佔 4.0%(17人)。勾選其他者佔1.2%，

共 5名，所填寫參與活動原因包括回來看到、約會、教學活動、補習班、領

上次做的作品。 

表 2-2，民眾參與活動原因 

項  目 複選次數 複選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休閒娛樂 78 18.4% 21.7% 

家人同遊 240 56.6% 66.9% 

學校安排 24 5.7% 6.7% 

朋友同遊 56 13.2% 15.6% 

公司旅遊 4 0.9% 1.1% 

對活動有興趣 17 4.0% 4.7% 

其  他 5 1.2% 1.4% 

合  計 424 100.0% 118.1% 

 

圖 2-2，民眾參與活動原因(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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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眾第幾次來到陶博館 

本次暑假活動以首次體驗的民眾最多。本題有效回答數共有 359份。參與

活動次數以「第 3次（以上）」者最多，所佔比為 38.7%(139人)；其次為「第

1次」，所佔比為 37.9%(136人)；再來是「第 2次」，所佔比為 23.4%(84人)。 
 

表 2-3，民眾進館次數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第 1 次 136 37.9% 

第 2 次 84 23.4% 

第 3次（以上） 139 38.7% 

合計 359 100.0% 

 

 

圖 2-3，民眾進館次數(N=359) 

 

4.民眾參與活動的種類 

本題為複選題，民眾參與本次活動的種類以「陶藝舞臺趣味小遊戲」最多，

本題有效回答數共有 359份。民眾參與本次活動的種類以「陶藝舞臺趣味小

遊戲」為最多，共佔 26.5%(211人)，其次為「遇見幸福馬賽克」特大號篩子

仔集體創作牆，佔 19.2%(153人)，再次為妖怪大花瓶佔 18.3%(146人)，小

劇場演出佔 8.9%(714人)，繪本說故事佔 4.6%(37人)。 

由於各項活動辦理天數或場次差異懸殊，活動場地位置明顯程度也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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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單場容量限制，影響數據與活動受歡迎程度的相關性，難以從數據看出

各項活動受歡迎的實際程度差距。但從開始問卷調查日期晚於 3D列印數位捏

塑體驗工作坊、3D 列印市集及怪獸公仔捏塑比賽辦理日期可知，勾選此 3項

活動者複選百分比總合 4.7%，至少有 4.7%的民眾於暑假活動期間不只一次參

與暑假活動體驗。 

表 2-4，民眾參與活動的種類 

項  目 複選次數 複選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原知原味-原住民神話故事 22 2.8% 6.1% 

酷巴：尋斑大冒險 21 2.6% 5.8% 
大雨大雨一直下 22 2.8% 6.1% 

霹靂貓 9 1.1% 2.5% 
繪本說故事 37 4.6% 10.3% 
小劇場演出 71 8.9% 19.8% 

「妖」你一起看繪本 28 3.5% 7.8% 
陶藝舞臺趣味小遊戲 211 26.5% 58.8% 

3D 列印市集 16 2.0% 4.5% 
妖怪大花瓶 146 18.3% 40.7% 

「遇見幸福馬賽克」特大號篩子仔集體創作牆 153 19.2% 42.6% 
做陶學英文 24 3.0% 6.7% 

3D列印數位捏塑體驗工作坊 13 1.6% 3.6% 
怪獸公仔捏塑比賽 9 1.1% 2.5% 

「愛情永固」七夕情人節活動 14 1.8% 3.9% 
合  計 796 100.0% 221.7% 

 

 

 

 圖 2-4，民眾參與活動的種類(N=359) 



18 
 

三、滿意度分析 

1.對活動內容規劃滿意度 

民眾對於活動內容規劃的滿意度，以填答「滿意」者最多。本題有效

回答數為 359份，有 53.5%(192人)的民眾認為「滿意」，有 42.9%(154

人)的民眾認為「非常滿意」，總計共有 96.4%(346 人)的民眾給予正面的

評價，另有 3.6%(13人)的民眾表示「普通」，無民眾表示「不滿意」或

「非常不滿意」。 

表 3-1，民眾對活動內容規劃滿意度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非常滿意 154 42.9% 

滿  意 192 53.5% 

普  通 13 3.6% 

不 滿 意 0 0.0% 

非常不滿意 0 0.0% 

合  計 359 100.0% 

 

圖 3-1，民眾對活動內容規劃滿意度(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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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服務人員協助滿意度 

民眾對於服務人員協助的滿意度，以填答「滿意」者最多。本題有效

回答數為 359份。有 43.5%(156人)的民眾認為「非常滿意」，53.8%(193

人)的民眾認為「滿意」，共有 97.3%(349人)的民眾給予本題正面評價，

另有 2.5%(9人)的民眾表示「普通」，0.3%(1人)的民眾表示「不滿意」。 

表 3-2，民眾對服務人員協助滿意度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非常滿意 156 43.5% 

滿  意 193 53.8% 

普  通 9 2.5% 

不 滿 意 1 0.3% 

非常不滿意 0 0.0% 

合  計 359 100.0% 

 

 

圖 3-2，民眾對服務人員協助滿意度(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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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活動時間安排滿意度 

民眾對於活動時間安排的滿意度，以填答「滿意」者最多。本題有效

回答數為 359有 38.7%(139人)的民眾認為「非常滿意」，有 53.2%(191

人)的民眾認為「滿意」，總計共有91.9%(330人)的民眾給予正面的評價，

另有 8.1%(29人)的民眾表示「普通」，無民眾表示「不滿意」及「非常

不滿意」。 

表 3-3，民眾對活動時間安排滿意度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非常滿意 139 38.7% 

滿  意 191 53.2% 

普  通 29 8.1% 

不 滿 意 0 0.0% 

非常不滿意 0 0.0% 

合  計 359 100.0% 

 

 

圖 3-3，民眾對活動時間安排滿意度(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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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活動場地安排滿意度 

民眾對於活動內容規劃的滿意度，以填答「滿意」者最多。本題有效

回答數為 359份，有 45.7%(164人)的民眾認為「非常滿意」，有 48.5%(174

人)的民眾認為「滿意」，總計共有94.2%(338人)的民眾給予正面的評價，

另有 5.3%(19人)的民眾表示「普通」，有 0.6%(2人)的民眾表示「不滿

意」。 

表 3-4，民眾對活動場地安排滿意度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非常滿意 164 45.7% 

滿  意 174 48.5% 

普  通 19 5.3% 

不 滿 意 2 0.6% 

非常不滿意 0 0.0% 

合  計 359 100.0% 

 

圖 3-4，民眾對活動場地安排滿意度(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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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活動收費合理性滿意度 

民眾對於活動收費的合理程度，以填答「滿意」者最多。本題有效回

答數為359份。有46.0%(165人)的民眾認為「非常滿意」，有51.3%(184

人)的民眾認為「滿意」，給予本題正面評價的民眾共有97.3%(349人)，

另有1.1%(4人)的民眾表示「普通」，1.7%(6人)的民眾表示「不滿意」。 

表 3-5，民眾對活動收費合理性滿意度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非常滿意 165 46.0% 

滿  意 184 51.3% 

普  通 4 1.1% 

不 滿 意 6 1.7% 

非常不滿意 0 0.0% 

合  計 359 100.0% 

 

 
圖 3-5，民眾對活動收費合理性滿意度(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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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活動整體滿意度 

民眾對於暑假活動整體的滿意度，以填答「滿意」者最多。本題有效

回答數為359份。表示「滿意」的民眾有54.9%(197人)，表示「非常滿意」

的民眾有39.6%(142人)，給予本題正面評價的民眾共有94.5%(339人)，

另有表示「普通」的民眾佔5.6%(20人)，無人表示「不滿意」及「非常

不滿意」。 

表3-6，民眾對活動整體滿意度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非常滿意 142 39.6% 

滿  意 197 54.9% 

普  通 20 5.6% 

不 滿 意 0 0.0% 

非常不滿意 0 0.0% 

合  計 359 100.0% 

 

 

圖 5-6，民眾對活動整體滿意度(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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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民眾參加本次活動的收穫 

民眾參與活動的最大收穫，以「盡情玩樂」者最多。本題有效問卷為

359份。認為參與活動的最大收穫為「盡情玩樂」，佔24.3%(180人)，其

次為「激發想像力」與「增廣見聞」，分別佔18.8%(139人)與18.6%(138

人)。再次為「學習新知」、「陶冶性情」及「增進人際互動」，分別佔

14.0%(104人)、11.7%(87人)與11.3%(84人)。 

表 3-7，民眾參加本次活動的收穫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有效百分比 

增廣見聞 138 18.6% 38.4% 

增進人際互動 84 11.3% 23.4% 

陶冶性情 87 11.7% 24.2% 

激發想像力 139 18.8% 38.7% 

盡情玩樂 180 24.3% 50.1% 

學習新知 104 14.0% 29.0% 

其  他 9 1.2% 2.5% 

合  計 741 100.0% 206.3% 

 

圖 3-7，民眾參加本次活動的收穫(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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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眾再度參加本館活動的意願 

民眾對於再次參與本館活動的意願，以填答「是」者最多。本題有效

回答數為359份。民眾再次參與暑假活動的意願，填答「是」者佔98.9%(355

人)，表示「否」的民眾佔1.1%(4人)。願意再度參加民眾的原因包括:不

錯、創作、很好玩、很有趣、寓教於樂、帶小孩出遊、讓小朋友增廣見

聞、「真的很好玩，想再來!」，以及「小孩喜歡，可體驗各式活動」。 

4名不再參加的民眾之中有2位未說明原因，另二位原因寫著: 很有趣、

讓小孩多嘗試。 

表 3-8，民眾再度參加本館活動的意願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是 355 98.9% 

否 4 1.1% 

合  計 359 100.0% 

 

圖 3-8，民眾再度參加本館活動的意願(N=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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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放性問題紀錄 

開放性問題紀錄中，完全重覆的只登錄一次，不做次數統計，只依正負面

評價或建議做分類。開放性問題紀錄除了可用以再度檢視問卷準確度之外，

更能進一步了解民眾需求。 

1.想對陶博館說的話 

（1）優點： 

Nice! 

很棒。 

感覺很棒! 

挺舒適的。 

Thank you. 

THANKS! 

感謝你們。 

非常好。 

好玩。 

很好玩。 

謝謝。好玩。 

好有趣。 

舉辦得很好。 

很棒!加油! 

讚，加油。 

讚，繼續努力。 

祝越辦越好！ 

服務親切。 

辛苦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好可愛。 

工作人員親切又美麗。 

很棒的地方，工作人員服務很好。 

很棒的博物館。 

很棒的參觀的地方。 

很棒的活動。 

好玩，我喜歡遊戲。 

好棒的活動及展覽。 

很有趣，展品活動。 

很用心，很多玩具可以玩。 

很好玩，希望下次能再來。 

收費很便宜，小朋友也有東西可以玩！很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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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很好玩。 

遊戲設計很用心。 

感謝規劃，辛苦了。 

感謝館方用心規劃! 

整體活動很豐富，很適合大小朋友同遊。 

感謝規劃多元活動提供有文藝氣息的休閒活動，謝謝服務夥伴的親切

說明。 

謝謝舉辦這麼好的活動! 

謝謝舉辦這些活動，很好玩。 

謝謝您們的付出，孩子們都很開心。 

謝謝陶博館工作人員辛苦規劃活動。 

辛苦了，環境很好。 

環境維護得很好。 

很用心經營及維護設施。 

環境很好，適合親子同遊。 

環境舒適，活動有趣，工作人員很親切。 

小劇場很精彩，有獎徵答還有小禮物，小朋友很開心。 

(2）缺點與期許： 

活動應加強宣導。 

活動對外宣傳能再明確。 

除暑假外，也希望常不定時有活動。 

Good!希望平常假日也可舉辦。 

活動時間可以多些場次。 

希望這裡有很多活動。 

希望多辦兒童體驗活動。 

可以多增加小朋友免費遊玩活動希望你們再加油。 

希望多辦親子活動，謝謝！ 

很棒，親子互動活動可以增加。 

希望有大孩童可以參加的活動。 

希望下次可以再舉辦活動。 

希望下能再舉辦更好玩的活動。 

多增加一些小遊戲。 

希望能換別的主題，妖怪的主題，有的小孩會害怕，由其是小小孩! 

暑期能有多元不同的活動安排，這樣孩子可以常來參與。 

早鳥捏陶不建議優惠僅限平日，而排除寒暑假。 

暑假期間希望有更多陶藝課程 讓小孩(10歲以上)大人參加。 

沒空調。 

冷氣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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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博館好熱。 

餐廳多些選項。 

館內餐飲種類增加，帶著小小孩需去奔波找食。 

希望再多一家餐庭可以選擇。 

電梯要等很久，只有一臺明顯不夠。 

停車位應該要多些。 

交通不便。 

 

2.期待本館日後辦理活動的類別與相關建議 

太好了，所以沒有! 

因為太好玩，所以沒有喔! 

建議有兒童闖關活動。 

劇場活動。 

街頭藝人。 

畫畫活動。 

陶瓷陀螺。 

環保砂活動。 

再多一點古早童玩活動。 

手做體驗。 

DIY 活動再更多元。 

DIY 相關課程增加。 

多點小朋友的 DIY。 

多一些手拉坯活動。 

陶藝手作。 

做杯子(馬克杯)的活動，實用又好玩。 

再好玩一點。 

體驗活動、戶外活動。 

多多操作類活動。 

多增加一些小遊戲。 

趣味小遊戲。 

有趣好玩的活動。 

有臨時可體驗之活動。 

有些活動可在非假日舉辦。 

希望平日也開放親子陶土 DIY。 

我覺得可以有暑假全修班! 

增加小朋友的遊戲。 

適合小孩的體驗活動。 



29 
 

1 歲以上的活動再多些。 

2~3 歲小朋友的活動。 

小小孩可參加的活動。 

希望能增加適合幼兒的活動。 

適合小小朋友的遊戲與活動。 

需要適合小小朋友的遊戲與活動。 

適合 3歲-5歲活動。 

6~12 歲的深度活動。 

適合中中朋友的 gmae and activity。 

年齡層可以再廣一些，希望有適合各年齡層小朋友的遊戲。 

親子遊戲。 

親子互動。 

多辦親子活動。 

親子同樂活動。 

適合親子同樂的遊戲。 

適合親子的遊戲與活動。 

適合親子互動的遊戲 and活動。 

適合親子同樂的活動、適合長者的體驗活動。 

可多增加些親子互動的活動。 

大人小孩都適合，如果有孩子多點的展出品項，孩子會定期來訪的！ 

故事活動場次太少，可多增加。 

目前覺得可以跟一些書商和辦書展，可以方便購買書籍，或益智玩

具，辦及時性的書展即可。 

 

五、交叉比對分析 

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基礎資料，與獲知訊息管道、民眾參

與暑假活動原因、第幾次前來、整體滿意度、最大的收穫、再參加意願做交

叉比對分析。交叉比對分析表數據為次數百分比，由次數比例做交叉比對。 

1.獲知訊息管道交叉比對分析 

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基礎資料與獲知訊息管道結果交叉

比對分析得知，不論性別年齡仍以「來館時得知」比例最高，但「陶博館

官網」與「親友推薦」比例排序依年齡而異，在 26-64歲年齡層與不分齡

的結果相同，但 25歲以下以及 65歲以上則以「親友推薦」較高，顯然來

館民眾行為以 26-64歲年齡層為主導，其他年齡層則依循 26-64歲年齡層

而前來。加總各媒體與網路訊息來源時，男性由此獲得訊息比例佔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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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佔 38.7%，女性行前查詢各媒體與網路訊息比例高於男性，顯示女性

由陶博館各行銷宣傳管道獲知訊息者高於男性。 

教育程度與獲知訊息管道結果交叉比對分析得知，國中及國小之獲知活

動訊息管道以親友推薦最高，國中生來館時得知活動訊息與陶博館官網並

列第 2，國小生以來館時得知者為次，第 3次序為陶博館官網。其餘教育

程度皆以來館時得知者最高。顯見國中及國小多為跟隨長輩前來之在學年

齡者，但不同教育程度由陶博館官網獲知訊息者並無明顯的落差，可見上

網習慣與學歷間無明顯差異。 

居住地與獲知訊息管道結果交叉比對分析得知，除居住宜蘭的遊客以親

友推薦者最多，其次為陶博館官網獲知之外，其他居住地遊客以來館時得

知者比例高，但陶博館官網與親友推薦的比例互有高低，乃因兩者在不分

居住地時的比例相近所致。 

表 5-1，民眾獲知活動的訊息管道交叉比對分析表 

項 目 別 
陶博館

官網 

陶博館

FB粉絲

專頁 

平面、

數位媒

體報導 

親友 

推薦 

來館時

得知 

館內工

作人員

推薦 

新北市

政府或

文化局

網頁 

其  

他 

性別 
        

男 16.9 3.7 8.8 25.0 39.0 1.5 3.7 1.5 

女 23.6 5.8 6.2 17.8 36.4 3.90 3.1 3.1 

其他 0 0 0 0 100 0 0 0 

年齡         

12歲(含)以下 18.8 6.3 0 37.5 28.1 6.3 3.1 0 

13-18 歲 16.1 12.9 12.9 19.4 29.0 3.2 0.0 6.5 

19-25 歲 13.3 4.4 4.4 26.7 28.9 11.1 4.4 6.7 

26-40 歲 21.2 4.8 8.5 17.5 40.2 2.1 3.7 2.1 

41-64 歲 28.3 3.3 6.5 16.3 41.3 0 3.3 1.1 

65歲以上 16.7 0 0 33.3 50.0 0 0 0 

教育程度         

國  小 18.8  3.1  0 37.5  34.4  6.3  0 0 

國  中 20.0  0 13.3  26.7  20.0  6.7  6.7  6.7  

高 中 職 23.4  14.9  12.8  14.9  27.7  2.1  2.1  2.1  

大專院校 22.6  4.3  6.0  19.2  38.5  3.4  4.7  1.3  

研究所（以上） 16.4  3.0  9.0  17.9  46.3  0 0 7.5  



31 
 

居住地         

新 北 市 23.4  4.8 4.8 19.7 36.7 4.8 4.3 1.6 

臺北、基隆 17.9  4.5  11.9  17.9  41.8  1.5  1.5  3.0  

桃 園 市 19.6  10.7  7.1  19.6  39.3  0 1.8  1.8  

宜  蘭 25.0  0 0 37.5  12.5  12.5  0 12.5  

東部其他地區 0 0 0 0 100  0 0 0 

新  竹 27.6  3.4  6.9  20.7  31.0  3.4  3.4  3.4  

新竹以南 17.5  2.5  12.5  22.5  40.0  0 2.5  2.5  

離島地區 0 0 0 0 66.7  0 33.3  0 

其  他 0 0 0 66.7  0 0 0 33.3  

2.參與暑假活動原因交叉比對分析 

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基礎資料，和參與暑假活動原因結

果交叉比對分析得知，不論男女性別都有半數以上是與家人同遊，所佔比

例顯著。 

各年齡層中，除了19-25歲以休閒娛樂所佔比例最高，其次為朋友同遊，

再次為家人同遊之外，其餘年齡層皆以家人同遊比例最高，甚至有非常顯

著的比例差距。與朋友同遊者以 13-18歲及 19-25歲比例偏高，大約是中

學、大學年齡層，其社交重心由家庭轉向以朋友為重者，前往陶博館參加

暑假活動時與朋友同行比例較高。 

由教育程度中可見，國小程度與家人同遊者仍屬最高比例，次高比例由

學校安排前來，且遠高於其他教育程度，可見學校安排前來參觀者集中在

國小學生，若在開學期間調查進館遊客，國小學生在學校安排方面將佔更

高比例。 

依居住地分析遊客參加暑假活動原因，除少數地區分類採樣結果比例太

低，無法呈現較客觀比例外，大多數地區前來的遊客以家人同遊比例最高。

本調查顯示，家人同遊不僅是陶博館暑假活動期間遊客的最大宗，而且呈

現相當顯著的高比例。 

表 5-2，民眾參與暑假活動原因交叉比對分析表 

項目別 
休閒

娛樂 

家人

同遊 

學校

安排 

朋友

同遊 

公司

旅遊 

對活動

有興趣 

其  

他 
 

性別         

男 17.0  59.2  5.4  12.2  2.0  3.4  0.7   

女 19.2  55.4  5.8  13.4  0.4  4.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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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 0 0 100.0  0 0 0  

年齡         

12歲(含)以下 29.4  88.2  76.5  17.6  0 5.9  0  

13-18 歲 20.0  40.0  0 36.7  0 3.3  0  

19-25 歲 36.6  19.5  9.8  29.3  2.4  0 2.4   

26-40 歲 19.2  60.3  1.9  12.1  1.4  4.2  0.9   

41-64 歲 11.5  74.0  3.1  4.2  0 5.2  2.1   

65歲以上 0 83.3  0 0 0 16.7  0  

教育程度         

國  小 13.5  40.5  35.1  8.1  0 2.7  0  

國  中 16.7  66.7  0 16.7  0 0 0  

高 中 職 21.6  43.1  2.0  27.5  0 2.0  3.9   

大專院校 19.0  56.9  3.6  13.7  0.4  5.2  1.2   

研究所（以上） 17.1  71.1  1.3  3.9  3.9  2.6  0  

居住地         

新 北 市 18.5  47.4  8.1  17.5  0.9  5.7  1.9   

臺北、基隆 17.6  66.2  2.9  13.2  0 0 0  

桃 園 市 23.0  54.1  4.9  8.2  3.3  6.6  0  

宜  蘭 0 100.0  0 0 0 0 0  

東部其他地區 0 0 0 100.0  0 0 0  

新  竹 19.4  67.7  6.5  6.5  0 0 0  

新竹以南 15.4  79.5  0 2.6  0 2.6  0  

離島地區 0 33.3  0 33.3  0 0 33.3   

其  他 33.3  66.7  0 0 0 0 0  

 18.4  56.6 5.7 13.2 0.9 4.0 1.2  

3.民眾第幾次來到陶博館交叉比對分析 

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基礎資料與民眾第幾次來到陶博館

結果交叉比對分析得知，第 3次(以上)進館遊客女多於男，而第 1次進館

比例男多於女，其落差至少有 10個百分點，相較於進館民眾性別女多於

男，且多了 29個百分點的比例，若每年比例有相近的現象，則進館民眾

男女比例落差將會逐年趨緩。 

依年齡層分析，26歲以上第 3次(以上)前往陶博館者比例最高，其次

為第 1 次前往者，25歲以下則以第 1次前往者比例最高，13-18歲者以第

一次前來比例 52.0%、第二次 40.0%異於其他年齡層，此二項比例相對於

其他年齡層相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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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育程度分析，高中職及以下者第一次前往比例最高，大專院校及以

上學歷者以第三次(以上)最高。若綜合年齡與教育程度來分析，則 25歲

以下、就讀高中職以下觀眾群是比較值得開發的客群。 

依居住地來分析，新北市與桃園市以第 3次(以上)的比例最高，且桃園

市略高於新北市，臺灣其餘地區、縣市則以第一次前來的比例最高，顯然

鶯歌位置緊鄰桃園市八德、龜山區，具有地利之便，距離是影響前往陶瓷

博物館的重要因素。  

表 5-3，民眾第幾次來到陶博館交叉比對分析表 

項目別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以上) 

性別    

男     46.0      21.4      32.5  

女     33.6      24.1      42.2  

其他 0 100 0  

年齡    

12歲(含)以下     43.8      28.1      28.1  

13-18歲     52.0      40.0       8.0  

19-25歲     45.9      18.9      35.1  

26-40歲     31.8      25.4      42.8  

41-64歲     40.7      15.1      44.2  

65歲以上     33.3      16.7      50.0  

教育程度    

國  小     46.9      28.1      25.0  

國  中     58.3      25.0      16.7  

高 中 職     47.5      22.5      30.0  

大專院校     34.6      23.7      41.7  

研究所（以上）     34.4      20.3      45.3  

居住地    

新 北 市     26.4      25.9      47.7  

臺北、基隆     47.5      26.2      26.2  

桃 園 市     26.5      24.5      49.0  

宜  蘭     85.7  0     14.3  

東部其他地區   100 0      0 

新  竹     57.7      19.2      23.1  

新竹以南     62.9      11.4      25.7  

離島地區   100  0 0 

其  他     33.3      66.7  0  

4.活動整體滿意度交叉比對分析 

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基礎資料與活動整體滿意度結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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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比對分析可見，依性別來分析可得女性的滿意度比男性為低。依年齡比

例分析，18歲以下勾選非常滿意的有非常顯著的高比例，而 19歲以上者

勾選滿意者比例最高，顯然暑假活動設計與執行明顯受到 18歲以下遊客

的喜愛。 

依教育程度來分析，高中職及以下學歷(學齡)者勾選非常滿意者比例顯

著，大專院校及以上者則勾選滿意者比例顯著，可視為高學歷者對整體活

動的要求較高，或視為活動設計相對上較適合其他年齡層。 

以居住地分析，宜蘭、新竹、新竹以南地區者在滿意與非常滿意的勾選

比例相同，北北基桃地區勾選滿意的比例最高，可視為北臺灣地區民眾對

活動整體的要求較高。 

表 5-4，活動整體滿意度交叉比對分析表 

項目別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性別      

男 42.9 53.2 4.0 0 0 

女 37.5 56.0 6.5 0 0 

其他 100 0 0 0 0 

年齡      

12歲(含)以下 68.8 28.1 3.1 0 0 

13-18歲 68.0 28.0 4.0 0 0 

19-25歲 27.0 62.2 10.8 0 0 

26-40歲 34.7 59.5 5.8 0 0 

41-64歲 36.0 60.5 3.5 0 0 

65 歲以上 33.3 50.0 16.7 0 0 

教育程度      

國  小 65.6 31.3 3.1 0 0 

國  中 66.7 33.3 0 0 0 

高 中 職 60.0 35.0 5.0 0 0 

大專院校 30.8 62.6 6.6 0 0 

研究所（以上） 37.5 57.8 4.7 0 0 

居住地      

新 北 市 43.7 50.0 6.3 0 0 

臺北、基隆 23.0 73.8 3.3 0 0 

桃 園 市 38.8 59.2 2.0 0 0 

宜  蘭 42.9 42.9 14.3 0 0 

東部其他地區 0 10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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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46.2 46.2 7.7 0 0 

新竹以南 45.7 45.7 8.6 0 0 

離島地區 0 100 0 0 0 

其  他 66.7 33.3 0 0 0 

5.參加活動最大的收穫交叉比對分析 

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基礎資料與參加本次活動最大的收

穫結果交叉比對分析得知如表5-5。最大收穫各選項大致上無顯著的差異，

但以盡情玩樂比例相對偏高，可視為民眾對暑假活動各項體驗以玩樂為相

對重要目的，或視為玩樂是相對上較容易感知的選項。 

若比對年齡與教育程度來分析，12歲(含)以下年齡成知國小學童的最

大收穫以盡情玩樂比例最高，其次為激發想像力，可見除提供玩樂之外，

活動設計對國小學童具有較高的激發想像力的效果。而年齡 41-64歲以上

遊客以激發想像力勾選比例最高，其次是盡情玩樂，65歲以上則以陶冶

性情和激發想像力兩項勾選比例同列最高，可見，激發想像力對 12歲以

下及 41 歲以上都有相對較高的收穫。 

表 5-5，參加本次活動最大的收穫交叉比對分析表 

項目別 
增廣 

見聞 

增進人

際互動 

陶冶 

性情 

激發 

想像力 

盡情 

玩樂 

學習 

新知 
其他 

性別        

男 22.7 12.2 9.2 18.8 22.3 13.5 1.3 

女 16.8 11.0 12.8 18.7 25.2 14.2 1.2 

其他 20.0 0 20.0 20.0 20.0 20.0 0 

年齡        

12歲(含)以下 17.6 16.2 5.9 20.6 25.0 14.7 0 

13-18歲 19.7 12.7 14.1 12.7 23.9 12.7 4.2 

19-25歲 15.5 18.4 16.5 13.6 20.4 13.6 1.9 

26-40歲 20.0 9.4 10.6 18.2 26.7 14.2 0.9 

41-64歲 17.8 8.9 11.5 24.8 22.3 14.0 0.6 

65歲以上 16.7 0 25.0 25.0 16.7 16.7 0 

教育程度        

國  小 17.9 16.4 6.0 20.9 25.4 13.4 0 

國  中 20.0 6.7 13.3 16.7 16.7 20.0 6.7 

高 中 職 15.9 12.5 14.8 19.3 25.0 10.2 2.3 

大專院校 18.7 10.5 11.9 18.7 25.3 13.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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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以上） 20.2 11.6 11.6 17.8 21.7 16.3 0.8 

居住地        

新 北 市 18.1 10.8 10.6 19.7 26.7 13.3 0.8 

臺北、基隆 18.7 13.4 11.2 19.4 21.6 12.7 3.0 

桃 園 市 15.8 8.9 16.8 16.8 23.8 15.8 2.0 

宜  蘭 33.3 11.1 11.1 11.1 33.3 0 0 

東部其他地區 33.3 33.3 33.3 0 0 0 0 

新  竹 20.0 15.0 6.7 16.7 21.7 20.0 0 

新竹以南 23.9 9.0 14.9 17.9 17.9 16.4 0 

離島地區 0 25.0 0 0 75.0 0 0 

其  他 0 0 33.3 66.7 0 0 0 

6.再度參加活動意願交叉比對分析 

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基礎資料與是否有意願再參加本館

所舉辦的活動結果交叉比對分析得知如表 5-6，可見再度參加的意願女高

於男，而 13-18歲年齡、國中學歷(學齡)及宜蘭地區者再度參加的意願相

對較低。 

綜合各項因素，至少有 83.3%民眾願意再度參與陶博館暑假活動。 

表 5-6，是否有意願再參加本館所舉辦的活動交叉比對分析表 

項目別 是 否 

性別 
  

男 97.5 2.5 

女 99.6 0.4 

其他 100.0 0 

年齡   

12歲(含)以下 100.0 0 

13-18歲 92.0 8.0 

19-25歲 100.0 0 

26-40歲 99.4 0.6 

41-64歲 98.8 1.2 

65歲以上 100.0 0 

教育程度   

國  小 100.0 0 

國  中 83.3 16.7 

高 中 職 97.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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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 99.5 0.5 

研究所（以上） 100.0 0 

居住地   

新 北 市 99.4 0.6 

臺北、基隆 98.3 1.7 

桃 園 市 100.0 0 

宜  蘭 85.7 14.3 

東部其他地區 100.0 0 

新  竹 100.0 0 

新竹以南 97.1 2.9 

離島地區 100.0 0 

其  他 100.0 0 

陸、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法，以參與鶯歌陶瓷博物館107年暑假活動民眾為對象，

瞭解其對陶博館暑假活動之滿意度、忠誠度，以有效掌握遊客的主要族群、

興趣、需求、滿意度以及消費習慣等，以做為活動規劃準則及方向調整，並

且發現潛在要素及客群，討論開發空間，做為未來規劃參考及策略之一，增

加活動辦理之成效。在359份有效樣本中，研究發現： 

（一）就背景資料和參與活動型態而言，參與陶博館「107年暑假活動」之觀

眾族群以「女性」居多，男女比例接近1:2，差距懸殊。參與者年齡以

26-40歲之青壯年為主，所佔人數將近半數之多。參與者學歷以大專院

校者最高，將近六成，若大專院校含研究所及以上者，則佔76.6%，參

加陶博館暑假活動民眾普遍學歷較高。至於參觀者居住地，以新北市

民佔48%，其他縣市民眾依距離遞減，可見距離遠近是影響民眾前來的

重要因素之一，但其中也隱含新北市民免費、其他縣市付費進館的區

隔效應。 

（二）就民眾得知活動訊息的管道(行銷管道)而言，民眾來館時得知的比例

最高，其次為陶博館官網及親友推薦，女性由陶博館各行銷宣傳管道

獲知訊息者高於男性，國中及國小多為跟隨長輩前來之在學年齡者(親

友推薦)。民眾從各種網站、媒體及館內工作人員推薦之百分比總和為

46.5%(其中陶博館官網佔22%，粉絲頁佔5%)，可見民眾來館仍有習慣

查詢本館相關網頁，且此習慣與居住地無明顯差距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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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民眾參與活動原因，男女性別都有半數以上是與家人同遊，家人同

遊不僅是陶博館暑假活動期間遊客的最大宗，而且呈現相當顯著的高

比例。19-25歲以休閒娛樂所佔比例最高，其次為朋友同遊，再次為家

人同遊之外，其餘年齡層皆以家人同遊比例最高，甚至有非常顯著的

比例差距。與朋友同遊者以13-18歲及19-25歲比例偏高。學校安排前

來參觀者集中在國小學生，若在開學期間調查進館遊客，國小學生在

學校安排方面將佔更高比例。 

（四）就民眾進館次數而言，距離是影響民眾進館的重要因素，越遠則意願

相對較低。超過三分之一民眾第一次進館，顯見仍有許多未曾進館民

眾值得開發，尤其以25歲以下、就讀高中職以下觀眾群是有待開發的

客群。 

（五）就民眾參與活動的種類而言，民眾參與的暑假活動項目以陶藝舞臺趣

味小遊戲、遇見馬賽克和妖怪大花瓶等長時間擺設供民眾自由體驗的

遊戲區，且能容納多人同時體驗，因此佔有較多體驗的比例，可見這

樣的體驗形式較能服務最多的遊客。至於小劇場演出及繪本說故事雖

然場次不多，卻幾乎場場爆滿，很受小朋友及家長喜愛。3D列印工坊

和泥塑大賽雖在統計上未能呈現凸顯的數據，但在實際報名時卻是熱

烈報名很受喜愛的項目。 

（六）就民眾對活動整體滿意度而言，高學歷者對整體活動的要求較高，北

臺灣地區民眾對活動整體的要求也較高。而 19 歲以上者勾選滿意者比

例最高，18歲以下勾選非常滿意者最高，顯然陶博館暑假活動明顯受

到 18歲以下遊客的喜愛。 

（七）就民眾參加本次活動的收獲而言，民眾對暑假活動各項體驗以玩樂為

相對重要目的，或視為玩樂是相對上較容易感知的選項。激發想像力

對 12歲以下及 41歲以上都有相對較高的收穫。 

（八）就民眾再度參加本館活動的意願而言，98.9%民眾願意再度參與陶博館

暑假活動。 

（九）就開放性問題紀錄而言，雖無數據統計，但綜合「想對陶博館說的話」

及「期待本館日後辦理活動的類別與相關建議」可知，在活動辦理上，

民眾期望以親子活動最多人建議，其他建議則有辦理各種年齡層的活

動，尤其不同年齡小朋友的活動，以及多多辦理 DIY活動、增加活動

場次，同時希望活動加強宣傳。 

二、實務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做為爾後陶博館規劃及推廣教育活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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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依據： 

（一）規劃以親子為主的多元化活動：針對陶博館客群最大宗的家庭客群，

需強化適合家庭客群的活動辦理，尤其長輩可以帶著孩子一起體驗的

親子活動；而家庭客群一起活動時，就需要較多座位或較大活動空間，

活動道具數量或座椅、空間需求的滿足，都是貼近民眾需求的方法。

親子客群出遊常見以孩童為重心，長輩陪同的形態，滿足孩童的需求，

增加國小及以下年齡層活動設計的比例是其活動設計的方向。根據此

次暑假活動經驗，適合親子一起參加的泥塑競賽、繪本說故事、小劇

場演出，以及趣味小遊戲、遇見馬賽克和妖怪大花瓶、都是符合親子

一起體驗且高人氣活動，類似形式活動是未來活動設計可供參考的範

本。 

（二）照顧到不同年齡層：陶博館節慶活動設計基本上以適合國小中高年級

以年齡層為主，對於國小低年級，甚至六歲以下活動可多研究開發。

而以家庭客為主的陶博館觀眾而言，同時能吸引成人又適合小朋友的

遊戲或活動設計，更能照顧到不同年齡層。針對現今臺灣人口高齡化，

適合樂齡的活動也可列入活動設計的考量因素。 

（三）持續擴增新客戶群：陶博館觀眾第一次進館比例偏高而第二次以上進

館比例偏低的高中職(含)以下客群或 25歲以下客群，是可多著墨的族

群，因此，多方了解青少年及學生族群的需求與屬性，設計出吸引此

客群的活動，或研擬以其他方式吸引此客群進館，都是開發潛在客群

的方式。3D列印工坊是此次暑假活動針對少年學生族群設計的工作營，

報名相當踴躍，了解當今吸引年輕族群且可落實執行的此類新鮮議題活

動，據以設計相關活動是擴增客戶群的做法之一。各族群的需求、屬性

與陶博館活動內容的關聯性，可更進一步設計進行觀眾研究來了解。 

（四）廣化博物館行銷管道：陶博館觀眾以家庭客群為主，在有限經費下需

遍尋各式免費或低成本行銷通道或方式，尤其針對桃園（含）以北地

區家庭客群可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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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107年暑期活動 「怪怪陶博館歷險記」問卷 

 

 

 

 

 

 

Part I 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其他 

2. 年齡 

 12歲以下  13-18歲  19-25歲  26-40歲  41-64歲 65歲以上 

3. 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研究所（以上） 

4. 您來自哪裡? 

 新北市  臺北、基隆  桃園市    宜蘭  東部其他地區  

 新竹    新竹以南    離島地區 其他 _____________ 

5. 您是如何得知本活動的消息？（可複選） 

 陶博館官網  陶博館 FB粉絲專頁  平面、數位媒體報導  親友推薦  

 來館時得知  館內工作人員推薦   新北市政府或文化局網頁  其他 __ 

6. 您為什麼會想要來參加此活動？（可複選） 

休閒娛樂   家人同遊      學校安排     朋友同遊 

 公司旅遊  對活動有興趣 (名稱：＿＿＿＿＿＿ )   其他 ______ 

7. 這是您第幾次來到陶博館？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以上） 

8.您參與了哪些「怪怪陶博館歷險記」的暑期活動？（可複選） 

故事類 

動物影片欣賞 

 原知原味-原住民神話故事    酷巴：尋斑大冒險 

 大雨大雨一直下             霹靂貓 

     妖怪故事大集合 

      繪本說故事                小劇場演出 

「妖」你一起看繪本         

體驗遊戲類 

   陶藝舞臺趣味小遊戲        3D 列印市集     妖怪大花瓶 

      「遇見幸福馬賽克」特大號篩子仔集體創作牆    

 營隊課程類 

     做陶學英文（ 半球星人的冒險 /   汪星人杯杯） 

親愛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 

感謝您參加陶博館暑期「怪怪陶博館歷險記」活動，為了讓陶博館的活動能更豐富有趣，並

了解民眾對本活動的滿意度與改善建議。您的寶貴意見對本館未來活動的規劃非常重要，感

謝您的提供。本調查所有資料僅作為本館參考用，絕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公開，請安心作答！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敬上 2018.07 

請翻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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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列印數位捏塑體驗工作坊      

 節慶活動類 

     怪獸公仔捏塑比賽     「愛情永固」七夕情人節活動    
  

Part II 活動滿意度 

1. 活動滿意度調查 

A. 您對於活動內容規劃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B. 您對於活動工作人員的協助與服務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C. 您對於活動時間安排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D. 您對於活動場地安排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 您認為本次活動收費是否合理？ 

非常合理 合理 普通 不合理 非常不合理  

F. 您對於本次所參加的暑期活動，整體的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2.您覺得參加本次活動最大的收穫是？ 

增廣見聞 增進人際互動 陶冶性情 激發想像力 盡情玩樂 

學習新知 其他＿＿＿＿＿＿＿＿＿＿＿＿ 

3.您是否有意願再參加本館所舉辦的活動？ 

是  否 原因：＿＿＿＿＿＿＿＿＿＿＿＿ 

4.想對陶博館說的話： 

                                      

                                      

5.期待本館日後辦理活動的類別與相關建議 

                                                                          

＿＿＿＿＿＿＿＿＿＿＿＿＿＿＿＿＿＿＿＿＿＿＿＿＿＿＿＿＿＿＿＿＿＿   

＿＿＿＿＿＿＿＿＿＿＿＿＿＿＿＿＿＿＿＿＿＿＿＿＿＿＿＿＿＿＿＿＿＿＿ 

 

填寫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感謝您的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