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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對三和瓦窯的 DIY 體驗之滿意度 
 

壹●前言 

 

   現今的經濟型態已從農業、工業、服務業到現在最熱門的體驗經濟時代，而

石化產業、科技產業的興起，以及大量工廠的外移，導致傳統產業逐漸沒落，政

府意識到傳統產業的重要與發展性，於是提倡產業轉型，即推動了「創意生活產 

業」，使傳統產業能夠再次復甦。 

 

一、研究動機 

 

      台灣目前有許多傳統工廠蛻變為觀光工廠，其中三和瓦窯為成功的案例

之一，加入了許多新體驗活動，與過去的傳統窯場大有不同。有園區專業解

說人員的導覽和現場師父的陶藝教學，轉型為讓遊客親手捏造屬於自己的藝

術品，創造出新的創意體驗，將傳統文化導入體驗的概念，也是現今社會中

被大眾喜愛的遊覽方式，既有休閒娛樂也有教育之意。而三和瓦窯為全台灣

目前僅存一家製瓦窯廠，並且被核定為三級古蹟，因此引發本組欲探討遊客

對三和瓦窯的 DIY 體驗滿意度之情形為何。 

 

二、研究目的 

 

(一)了解前往三和瓦窯遊客的特性與個人背景 

    (二)了解遊客對三和瓦窯的體驗活動參與情況 

    (三)探討遊客對 DIY 商品的滿意度 

 

貳●正文 

 

一、 參考文獻 

 

(一)三和瓦窯(San-He Tile Kiln) 

 

        南台灣僅存最永久最古老最完整的窯廠，呈現歷史燒製一個世紀燃

燒他創新的希望與代代相傳的信念古樸的三合院、典雅的紅瓦厝，一直

是台灣居民建築的重要象徵，民國六十年代以後，瓦窯業開始在建材市

場上節節敗退！在一片倒閉、收窯的浪潮中，三和瓦窯一支獨秀，硬是

撐過大局。三和瓦窯正積極轉型朝向結合「休閒、產業、文化、教育」

的多元化型態發展，希望能再創瓦窯產業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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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驗( to experience firsthand ) 

 

    體驗中的體驗行銷最後會影響到遊客的忠誠度，其中會藉由體驗品

質、體驗情緒、體驗價值、體驗滿意度到最後的忠誠度，而忠誠度又包

含了重遊意願和推薦他人，因此多種的體驗變數在這裡佔據相當的重要

性，產品是可加工的，商品是有實體的，服務是無形的，而體驗是難忘

的。體驗經濟時代，所追求的正是逃避價格戰的紅海策略，提供民眾親

身參與，擴大民眾的想像空間，努力追求的正是讓民眾「記得些什麼」。 

遊憩體驗分為心理體驗與實質環境體驗兩類: 

 

1、心理體驗：即為遊憩活動所獲得的感受與經驗。 

 

2、實質環境體驗：了解遊客對於體驗活動參與情況。(張宛綺，2005) 

 

    (三)滿意度(Degree of satisfaction) 

 

  遊客有特定期望去特定的目的地，旅遊完所得到的感受比較行前期

望與實際體驗的差異程度，體驗服務水準和期待水準能一致時，參觀者

便感到滿意；反之，負向的時候，遊客會感到不滿意。也就是說滿意度

是取決於遊客所預期服務的實際況「預期」和「實際」結果的一致程度  

 (黃世明、林育璋，2003)。一般來說，滿意度是以產品、服務是否能符

合顧客需求與期望之觀點來闡述其念。遊客遊憩屬性的滿意程度，乃是

參與遊憩活動後對行程中之心理體驗、環境景觀、遊憩活動、遊程安排

的感受程度。(1996，王彬如) 

 

二、 研究方法 

 
    本專題所採用之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本小組利用假日或平時閒暇時

間至三和瓦窯，對參與 DIY 體驗的遊客實施發放問卷以及提供問卷於三和瓦

窯內，供前往的遊客方便拿取填寫，問卷發放時間於 100.10.30~100.12.30 進

行，預計發放 100 份問卷。 
 

三、 問卷分析 

 

(一)遊客個人基本資料 

 

       經由整理發現，受訪的遊客，以女性居多；在年齡層方面，是以 16-25

歲佔大多數，佔 82％；在職業方面，以學生佔大多數，佔 92%；在居住地

方面，以高雄市佔大多數，佔 93%；在停留時間方面，以 2-4 小時佔大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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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51%。 

 

(二)旅遊特性 

 

  經由整理發現，第一次前往三和瓦窯的為 79%居大多數；來的目的以

好友相約為 58%；同時會參與 DIY 體驗活動為 76%居多，也會推薦給親

朋好友為 98%佔大多數。 
 

(三)體驗 

 

１. 參與此次 DIY 活動可以使我從中獲得成就感  

                                                                   

               

  根據圖 2-1，80％的遊客同意參與此活

動可以從中獲得成就感，可能是因為

遊客親手製作的情況下，滿意度往往

會增加，及大多數的人對成品的期望

度多於或等於，因此使遊客認為可以

從中得到成就。 

          圖 2-1 是否從中獲得成就感 

不同意

3%尚可

16%

非常同意

23%

同意

58%

 

   2.參與此次 DIY 活動可以使我增添生活中的樂趣 

 

根據圖 2-2，79％的遊客同意參與此活動可以

增添生活中的樂趣，可能是體驗與原本生活

不同的事物，既新鮮又有趣的活動，因此便

產生了遊客正面的效應。 

 

圖 2-2 是否可增添生活中的樂趣 

 

   3.參與此次 DIY 活動後我願意向其他人推薦到三和瓦窯 

同意

63%

不同意

1%

尚可

20%

非常同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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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2-2，81％的遊客參與此活動後願意

向其他人推薦到三和瓦窯，可能是從整體的

外觀到服務品質以及體驗的價值性等，讓遊

客感到滿意，因此參與過後還會向他人推薦

至三和瓦窯。 

   

    圖 2-3 願意向其他人推薦 

不同意

1%尚可

18%

非常同意

30%

同意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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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對於三和瓦窯 DIY 體驗活動內容 

 

根據圖 2-4，65％的遊客滿意三和瓦窯

DIY 體驗活動內容，可能是因為在解說

人員的導覽下，把 DIY 的磚瓦變的很

活躍，從古板的瓦窯歷史結合創意

DIY，使遊客感到生動有趣。 

   

 

     圖 2-4 DIY 體驗活動內容 

同意

38%

非常同意

27%

不同意

1%尚可

34%

 

5.對於三和瓦窯 DIY 體驗的價格 

 

根據圖 2-5，45％的遊客滿意三和瓦窯

DIY 體驗的價格，在磚賣店的成品與遊

客 DIY 商品的，小而美又精緻化的價

格，使遊客感到滿意。 

  

 

        圖 2-5 DIY 體驗的價格 

非常同意

10%

不同意

5%

尚可

50%

同意

35%

 

6.對於三和瓦窯 DIY 體驗所研發工藝品具有獨特性 

 

         根據圖 2-5，85％的遊客認為三和瓦窯 D IY

體驗所研發工藝品具有獨特性，可能是因為

瓦窯內的工藝品都是手工製造、過程複雜又

艱辛，所以更突顯工藝品的獨特性。 

 

 

 

圖 2-6 研發工藝品具有獨特性 

不同意

1%
尚可

14%
非常同意

40%

同意

45%

 

參●結論 

 

一、結論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前往高雄市大樹區三和瓦窯，參與 DIY 的遊客。

旨在瞭解不同遊客對參與三和瓦窯 DIY 體驗後的偏好情形，進而探討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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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體驗 DIY 之滿意度。在第一節中，針對研究假設與研究結果彙整出結論；

第二節則根據結論引申出具體建議，以供業者對於體驗 DIY 的參考與建

議。進行統計各項假設與結果分析茲詳述如下: 

 

(一)個人背景資料 

 

           由遊客個人背景得知:前往高雄市大樹區三和瓦窯以女生稍為多於男

性；年齡層以 16-25 歲居多；職業以學生居多；居住地方以高雄市居多，  

停留時間以 2-4 小時居多，顯示了來到三和瓦窯的遊客以南台灣為主，以

學生為主要來源。 

 

(二)旅遊特性 

 

         來到三和瓦窯的遊客以第一次到訪較為居多，而大多來訪的遊客都有參

加 DIY 體驗活動。地方環境的優美及 DIY 體驗活動的滿意度使遊客願意推

薦親朋好友前往三和瓦窯，因為遊客大多數是以好友相約體驗模式較多所

以旅遊同伴為同學居多。 

 

(三)遊憩體驗 

 

         根據問卷的分析，本組認為三和瓦窯的體驗活動在遊客心理的層面餘味

回窮，絕大部分的遊客對於DIY遊憩體驗相當滿意。體驗偏好重視程度之前

三名依序為「對於三和瓦窯DIY體驗所研發工藝品有獨特性」、「參與此次DIY

活動後會願意向其他人推薦到三和瓦窯」、「參與此次DIY活動可從中獲得成

就感」相對的，「三和瓦窯磚賣店的成品，小而美又精緻化的價格，使遊客

感到滿意」此部分百分比較低，可能須再成品的價格再做調試。藉由DIY體

驗和現成商品使遊客加深三和瓦窯的印象，此體驗活動可以幫助遊客更加

了解該產業的特色與體驗DIY的樂趣。 

 

  (四)三和瓦窯 SWOT 分析 

 

     1.優勢(strengths) 

   (1)全台唯一僅存使用傳統的製造方法製作磚瓦的窯廠。 

   (2)有新的經營模式方向和創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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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與當地文化團體合作增加解說提升參與的附加價值。 

   (4)結合體驗、產業文化的多元化形態發展，再創瓦窯的生命力延續傳                

       統、代代相傳的經營理念。 

  2.劣勢(weaknesses) 

   (1)對一般遊客而言交通較不方便。 

   (2)三和瓦窯附近環境較缺少休閒設備。 

   (3)宣傳度的能見度不夠。 

   (4)對一般遊客而言附近能提供餐食服務的地方較缺乏。 

  3.機會(opportunities) 

   (1)和青輔合作多元就業方案讓更多年輕朋友認識三和瓦窯。 

   (2)多元化的經營文化創意...等提升知名度。 

   (3)與相關藝術團體合作設立固定販賣藝術商品 例:華山藝文特區、林家 

       花園等。 

  4.威脅(thrests) 

 (1)社會變遷下傳統產業的沒落。 

 (2)瓦片的需求量減少。 

 (3)現代機械化的供給量增加所以威脅到傳統產業的生產。 

 (4)時代變遷人們對於傳統產業文化的重視度下降。 

 (5)政府政策複雜很難申請相關補助。 

 

二、建議 

 

針對上述結論，本研究小組茲提出下列建議： 

 

(一)瓦窯工廠 

 

1.導覽解說中將瓦窯的歷史性、功能性以及重要性，融入其中。 

2.三和瓦窯內外增加可以與親朋好友親手製作瓦窯的活動空間。 

3.加派人員清潔以及維護當地和附近的安全衛生問題。 

4.應與政府或者當地相關單位協調增加機能性較好的交通工具， 

 例如：自行車。 

 

(二)周遭環境 

 

    三和瓦窯的周圍是高屏溪舊鐵橋的濕地公園，目前在周圍只有溼地志

工有個駐點，提供餐食，但是，選擇性與特色都不夠多，所以遊客停留的

時間就不會太久，如果可以提供相關特色餐食，遊客的停留時間相對的就

會拉長。 

 7
 



遊客對三和瓦窯的 DIY 體驗之滿意度 
 

   而在三和瓦窯的環境方面，公共設施的完整度較不足，在參觀過程

中，都可以看到一些未完成，或是堆放在旁的雜物，造成的視覺景觀較為

不良，建議可以增加人力於維護周遭環境衛生。 

   走進瓦窯內的 DIY 區，應規劃出內部動線及活動範圍，才能使遊客

行走其間，不至於交錯而影響彼此空間。而交通方面建議以自行車代步，

欣賞的角度且不破壞當地的環境整潔，使遊客更加了瞭解大樹區各個景點

的美。 

 

(三)體驗商品 

 

        發現眾多的遊客在體驗過程中感受是良好的，在於對商品有所期待，

因此問卷結果中發現，大部分的遊客都希望 DIY 的價格能在便宜一些，

但因人工燒窯不易，成本較高，如果無法降低價格，建議使商品增加實用

性以及多樣性和融合在地的特色，再配合深入的導覽解說，會使商品更具

有價值性。 

 

(四)行銷 

 

    可以增加許多體驗活動，或是參與大型的創意展覽，讓三和瓦窯推展

於高市之外，使瓦窯的歷史及重要性更受到大眾的關注，此外窯廠可以結

合當地的文化特色，增添娛樂以及有趣的事物，來吸引更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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