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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休閒活動所得的體驗及所在的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適切的環境是選擇休閒活動

的重要條件之一。本文採文獻分析法，探討從事休閒活動的遊客，在過程中所獲

得的休閒體驗，以及這些體驗與從事休閒活動時的環境態度間的關係。研究結果

顯示兩者間具有密切的交互影響，首先，休閒和遊憩活動發生在不同的地點、環

境，依環境特性的影響，會形成不同的休閒或遊憩體驗。其次，環境教育介入的

時機，不論是在休閒活動之前、中、後，均能有助於提升環境態度。最後，若能

分析環境屬性，即可初步預估、分類休閒和遊憩體驗的程度與品質。除此之外，

人們若想要源源不絕地獲得良好且難忘的休閒體驗，必須對當地的生態環境持有

正面、積極的印象、態度甚至實際行動。生態休閒旅遊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更需

審慎評估、探討利弊，才能與環境維繫永續、平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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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和休閒以及環境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環境是人身處的空間，而休閒則

是人在自由時間所從事的活動，適切的環境是選擇從事休閒的重要條件之一。

休閒、環境和人三者之間的關係，呈現的是互動狀態，而非僅只單向的關係而

已。Dustin 與 Goodale (1997) 提出休閒活動是人與環境互動的一環，從休閒活

動中可以瞭解與體認人與環境彼此的關係，並且享受互動的經驗。為了維持休

閒活動的場域，則必須進一步保護環境與珍惜資源。因此，休閒活動的參與可

提供一個正向的環境與創造新的社會關係，故應正面思考休閒活動的助益，積

極促進參與，建立其心靈層面的滿足與安適 (李晶，2010)。通常在自然或人為

環境當中從事休閒活動的特定人群，被稱為遊客，遊客積極的參與休閒活動的

過程中，可藉此體認環境的重要性，並於從事休閒活動中對環境產生互動的關

係，因此遊客從事休閒活動時的體驗，與體驗後對環境的想法與態度，是值得

去瞭解、探究的一個議題。 

經文獻蒐集、整理後發現，關於遊憩體驗與環境態度之相關研究資料要比

探討休閒體驗與環境態度的資料為多，但兩者頗多重疊之處。明顯的差異是「休

閒」較隨性且較具自由度，而「遊憩」強調目的性，但亦可歸屬在休閒範疇之

內，因此本研究將遊憩體驗納入休閒體驗的範疇內來加以探討。 

 

貳、探討休閒體驗的概念 

一、 關於休閒 (Leisure) 的意義 

(一) 語詞來源與涵義  

休閒一詞源於拉丁文 licere，而 licere 又源自 schole，意指擺脫生產勞動後

的自由時間或自由活動而言 (許義雄，1980)。林東泰 (1992) 分析，希臘文的 

schole 或 skole 涵義即為休閒，而希臘文中的休閒，係指無拘無束的行動，或

指擺脫工作之後所獲得的自由時間或所從事的自由活動。 

由上述的文字及詞源定義，可初步歸納出休閒的三個重要觀點，分別為時

間、活動及實際從事之體驗或心理狀態，這與 Kelly (1990) 對休閒的定義，恰

巧不謀而合：1.時間：扣除必須義務後剩餘的時間或自由時間。2.活動：活動的

形式或活動的意義。3.體驗：參與者的感受、認知或心思狀態。他更依據上述

這三項內涵將休閒定義為 :「休閒是在某一時間從事某項活動過程中，所體驗

到的自由與內生滿意。」 

 

(二) 心理學及社會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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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心理學者張春興 (1983) 指出休閒包含三個論點：1.工作的相對詞，

意指不工作或休息；2.閒暇的意思，指個人可自由支配的時間而言；3.個人生

活上的幽雅心境，此種心境可得自休閒、也可得自工作，忙與閒純屬心理感受。 

Mannell 與 Kleiber (1999) 在『A Social Psychology of Leisure』書中所提到休閒

的定義，是將休閒依現象的形式分成主觀、客觀、外在和內在等四個向度，參

照表 1。 

 

表 1 休閒依現象的形式定義 
現象的形式 定義的優勢點(vantage point) 

 外在 內在 

客觀 
由「研究者」定義活動、環

境和時間是否為休閒。            

由「參與者」定義活動、環境 

和時間是否為休閒。 

主觀 
由「研究者」定義體驗、滿

足和意義是否為休閒。 

由「參與者」定義體驗、滿足 

和意義是否為休閒。 

資料來源：Mannell, R. C. 與 Kleiber, D.A. (1999). A social psychology of leisure. 
State College, PA: Venture. 

綜上所述，休閒是不能被強迫的、是主動參與的，從事時也必須要能充分

感受到自由、滿足和愉悅，且在不同的時空環境和與不同的人相伴，會產生不

同的體驗和感受。Kelly (1983) 認為探討休閒活動投入程度的研究，應著重在

休閒者的體驗，並且指出個體參與休閒活動時，其投入程度的差異會直接影響

休閒體驗的獲得。因此以下分別將體驗及休閒體驗之定義做更進一步的闡述。 

 

二、 關於體驗的意義 

「體驗」一詞起源於拉丁文「exprientia」，意思是指探查、試驗。哲學家

亞里斯多德解釋，其為由感覺記憶，多次同樣的記憶在一起形成的經驗，即為

體驗 (項退結，1989)。學者 Joy 與 Sherry (2003) 認為體驗係指對某標的領悟

及感官或心理所產生的情緒，來自於個人親身參與經歷。而鍾振華 (2003) 則

認為體驗是個體對某些刺激回應的個別事件，體驗包括整體的生活本質，通常

是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是直接參與所造成的。 

 

三、 休閒體驗的源起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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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體驗 (Leisure Experience) 為 1970 年代之後，學者以心理學角度來定

義休閒，將休閒視為一種心理狀態、一種個人的主觀感受，包括自由感、放鬆、

愉快等等複雜的心理經驗，因此，目前學者研究這部分的心理經驗、感受時，

都使用休閒體驗一詞 (林佩億、徐茂練、楊文廣，2007)。   

Mannell (1979) 則闡述休閒體驗具有瞬間和頃刻的本質，強調體驗是在短

暫的時間內發生的，是一種暫時的心理滿足狀態，而之後他亦提出休閒體驗是

休閒參與者對於從事休閒活動的當時感受，包含了情緒、印象及看法，它是一

瞬間且短暫的心理狀態，且也是一種主觀、隨著時間而變化之感受。再者，國

內的研究者劉喜臨 (1992) 也認為休閒體驗會因不同的活動情境而產生不同變

化，且不同的活動類型及環境組合將會發展出不同的體驗。 

由上述可知，休閒體驗除了必須強調自由感，意即受到體驗者心理主觀因

素的影響很大，例如情緒狀態，另外實際的環境和空間也會對休閒體驗產生影

響；此外，在一些客觀條件方面，也是不可或缺影響的因素，在許玫琇與張富

鈞（2011）的研究即指出，大專生對休閒浮潛運動的滿意度，會受到性別、年

級、平時零用金及活動時間的影響。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文獻，將休閒體驗初步定義為：「在某一時間與空間當

中，個人源自於自發性動機且自由意志的選擇之下，透過參與休閒活動的過程

中，所感受到的主觀經驗及心理狀態。」 

 

參、休閒與遊憩間的關係 

「休閒」與「遊憩」之間究竟有何差異？兩者之間又有何關連？在此須將

「休閒」 (leisure) 與「遊憩」 (recreation) 這兩個名詞的定義與內涵加以釐清。

首先， Fennell (2002) 認為休閒的本意是指行動的自由，若以「時間」角度來

看，休閒可將之視為生存和生活必需之時間以外的自由時間，而倘若以「活動」

的觀點來看，則將休閒稱之為個人所從事之自由且與工作領域無關之活動；而

「遊憩」一詞由其英文名稱 “recreation” 字面上來看，則是具有重新創造之意，

是指遊客在閒暇時間內，從事各種具有吸引力的活動，並追求或享受自由、愉

悅、個人滿足等體驗的各種活動。謝博任 (2014) 則更明確指出，休閒屬於比

較廣義的範圍，可以是無目的性的閒暇時間，而遊憩則必須是有目的性且非工

作時間所從事之活動。歐聖榮等 (2011) 則將遊憩與休閒概念的差異點明：遊

憩著重於活動 (activity) 的參與，而休閒是更形而上地強調某種心境的存在及

體會。而由圖 1 休閒與遊憩的關係圖（Tribe，1999）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休

閒」與「遊憩」間的確存在於隸屬關係，遊憩亦可歸屬在休閒範疇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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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休閒與遊憩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 Tribe, John(1999). The Economics of Leisure and Tourism,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p.3. 
 

肆、探討環境態度的概念 

一、 關於態度 (Attitude) 的定義 

 Gagné (1974) 認為態度是指個體在環境中遇到人、事、物等各種情境時，

所採取的對應行為之傾向。國內社會心理學者李美枝 (1986) 把態度定義為個

人對一特定對象所持有的評價感覺以及行動傾向。Weigel (1983) 認為態度是代

表對某行為對象所學習到持久之情感及信念，這些情感及信念使得具有這個態

度的人，會以特定方式對該對象做出特定行為。總結，態度是指個體對周遭環

境所產生的感覺，具有評價性質，並此感覺會產生對行為的影響。 

 

二、 環境態度的內涵與意義 

石明卿 (1989) 將環境態度簡潔定義為:是對各項環境問題所持的觀點與

信念。蕭芸殷與歐聖榮 (1998) 則更清楚的將環境態闡明:環境態度涉及人類對

整體環境的價值觀、人類對生存環境的責任感和人類在環境中角色的看法，以

及對永續發展態度。環境態度內涵應以環境倫理為主，其包含了自然資源、環

境開發、環境保護、生態關係與環境責任。Widegren (1998) 將環境態度定義

為，個人長久以來所形成的特性，會持續關心環境議題，最終在環境保護上採

取行動，因此也包括了環境價值與環境信念。 

伍、休閒體驗和環境態度的相關研究 

以下表 2整理出國內休閒體驗與環境態度之關係的相關研究主題及成果: 

   time 
 

other 

 

leisure 

 
work 

 

 recreation 

 

home-based 
recreation 

  

 

 

recreation 
away from 

home 

  

 

 

travel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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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休閒體驗與環境態度之關係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成果摘要 

吳運全 

(2002) 
環境態度與遊憩體

驗關係之研究－以

綠島為生態旅遊例 

遊客參加綠島生態旅遊有「生態愉悅感」、「新

奇與挑戰感」、「自我追尋與人際建立感」、「放

鬆調劑感」以及「逃離感」等五種體驗類型。「是

否修習生態環境相關課程」、「是否曾加入生態

或環境保護社團」、「年齡」、「教育程度」、「收

入」均會影響遊客之環境態度。遊憩體驗和環

境態度有二個典型相關存在。 

陳彥伶 
(2008) 

濕地公園遊客遊憩

體驗與環境態度關

係之研究－以高雄

市洲仔濕地公園為

例 

遊客於濕地公園所獲得之心理體驗及實質環境

體驗都相當良好，但遊客確實會因社經背景及

旅遊特性不同，使其於濕地公園內所獲得之遊

憩體驗有顯著差異。遊憩體驗及濕地環境態度

兩者間為顯著正相關，顯示出當遊客能經由濕

地公園得到良好的遊憩體驗的話，將會對濕地

生態環境持有良好的印象及正向的態度。 
蔡裕吉 
(2011) 

蘭嶼遊客環境態

度、遊憩體驗與重遊

意願關係之研究 

蘭嶼遊客對於環境態度同意程度，由高至低依

序為：「情感」、「意向」、「認知」。蘭嶼遊客對

於遊憩體驗深刻程度，由高至低依序為：「生態

愉悅感」、「放鬆調劑感」、「新奇與挑戰感」。蘭

嶼遊客之環境態度（認知、情感、意向）及遊

憩體驗（生態愉悅感、放鬆調劑感、新奇與挑

戰感）與其重遊意願皆呈現顯著正相關。蘭嶼

遊客遊憩體驗中的生態愉悅感、放鬆調劑感對

其重遊意願有較大的解釋力。 
楊金彩 
(2012) 

國小學童遊憩體驗

與環境態度之研究 

－以綠世界生態農

場校外教學為例 

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生態農場校外教學遊憩

體驗與環境態度間呈現顯著正相關。由研究結

果得知，即使在同一旅遊地點，不同背景變項

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遊憩體驗與環境態度表現

上仍會有所差異，但整體而言，生態農場校外

教學的遊憩體驗是能夠有效提昇學童的環境態

度，達到學童環境教育學習的目的。 

(本研究整理) 

    由以上相關研究結果，可引申出下列幾項思考及討論方向: 

 

一、 休閒和遊憩活動發生在不同的地點、環境，環境的特性會影響且亦會形成

不同的休閒和遊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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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倘若依據不同的地點、環境做環境屬性之分析，即可初步預測並分類休閒

和遊憩體驗的程度與品質。McCool、Stanley 與 Clark (1984) 將環境屬性

定義為：當某遊憩活動發生時的地點特性，此特性包括該地點的自然資

源、環境象徵及可經由管理而塑造的特性。 

三、 環境教育的介入不論是在休閒或遊憩活動發生之前或之後均有助於影響

或提升遊客的環境態度。楊增華與鄭雅筠（2013）認為，若能透過解說宣

導、學校教育、及大眾媒體宣傳來提昇遊客之環境意識與環境態度，讓遊

客認識保護環境對於人類的重要性，應可抑制破壞行為的發生。同時，蔡

智欣、黃志成與陳薏先（2012）也指出，在安排生態觀光活動時，也要能

進行對居民的環境教育及加強環境倫理的觀念，傳達正確的環境知識，以

減少觀光所帶來的負面衝擊。  

四、 目前在台灣的生態旅遊對當地的生態環境到底是利多於弊，抑或是相反?

在此引述美國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在其著作「沙郡年紀」中提到：「由於

人們珍愛自然原野，才會前往觀賞，但若太多人前往，將使得人們所珍愛

之自然原野完全消失，……。」李奧波鼓勵人要回到大自然的懷抱，但不

是去進行「休閒旅遊活動」，而是真正在大自然中使心靈重新得到滋潤餵

養，享受心理上的滿足和知性上的豐盛、自由，並以謙卑的態度來學習與

自然和諧相處，人類的生存才有可能永續 (陳慈美，1998)。這人類與自

然環境與之間的難題真的值得我們深思。 

 

伍、結語 

在壓力與競爭充斥的現代社會，許多因文明而產生的問題，應運而生且複

雜難解，因此休閒與遊憩對忙碌的現代人而言，極為重要，無疑是一種另類的

維他命。有品質的休閒與遊憩體驗，可以調節人們的身心靈、紓緩情緒及壓力，

能獲得良好休閒體驗由此可見其不可或缺性。而為了滿足人們對休閒與遊憩的

強烈需求，能保持、維護良好的優質環境是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這也就是近

年來全球一直關注環境保護課題的眾多原因之一。從宏觀的休閒產業開發到微

觀正在從事休閒活動時，身為來自於大自然的我們，必須思考的嚴肅課題是:

如何尋求人類與自然環境間的平衡點，又能兼顧在環境中擁有絕佳的休閒體

驗，卻不致於打擾、影響、甚至破壞環境，相信人們要體認必須身體力行對環

境做到最少的干擾與破壞，並保有良好的環境態度，同時又能在維持良好的環

境中獲得我們所需要的優質休閒體驗，此為積極且正面的做法。良好的休閒體

驗來自於良好的環境態度，而持有良好的環境態度也會促成良好的休閒體驗，

兩者相輔相成，若因為追求良好的休閒體驗而無止境的開發、破壞環境，人們

將失去賴以生存、延續生命的良好環境，最終自食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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