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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週休二日興起，觀光景點要在消費者心中擁有一席之地，各縣市必須要從既有觀光資源

整合並發展其獨特性、便民性，與遊客建立情感上的聯繫，進而吸引遊客再次前來觀光的機

會。本組將鳳山主要的觀光景點做成主題式繪本圖書、旅遊地圖，圖像的呈現結合QR圖碼，

錄製導覽語音檔將以淺顯易懂得說故事方式，任何時間只需帶著我們的工具結合你的手機，

就可以使歷史故事變得有趣及淺顯易懂，進而讓更多人了解這蛻變的新城。而在深入研究後

本組發現，民眾對於鳳山目前既有的景點是陌生，但在透過繪本圖書搭配語音後，會讓人更

想去探究，另更豐富了旅程的知識性，而也可以更普及化於各年齡層，整體而言對於繪本圖

書影音書成為另種導覽方式是正面且支持的。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民眾對於旅遊媒介一般導覽與利用繪本圖書結合 APP 差異性

及接受度。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的描述，並從理論找尋合適的因素納入考量，本研

究有下列三項研究目的： 

 

（一）導覽與說故事之差異性 

（二）導覽方式結合繪本後是否有差異 

（三）繪本結合 QR 圖碼的便利性 

 

三、研究方法 

 

本章將根據相關文獻探討之研究動機及主題課程相關性的教學，建立本研究架構，

提出研究假說並定義本研究構面，後根據研究架構設計問卷，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蒐

集文獻資料。茲說研究方法、研究範圍及對象、資料分析方法的描述等方法。 

 

 

 

 

 

 

 

 

 

 

 圖 1-3-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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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導覽解說定義 

 

導覽是觀眾與參觀事物間的橋樑，透過這橋樑讓來自不同年齡層、不同背景、不同

教育程度的觀眾與展品發生良性的互動，透過這些互動可使觀眾對於事物更加深印象。

具體而言，「導覽是一種對展示品詮釋的過程，是一種輔助觀眾參觀的方式。」（張穎

仁，2004）；是觀眾與展示品之間，在欣賞、認知及參與上，透過第三者之引導或傳達，

產生瞭解、獲得更豐富的訊息，達到教育之目的。結合所要導覽的事物，以自己的觀點

為出發，使觀眾產生認同感。此外結合導覽方式，讓知識更為豐富且實用，利用行動導

覽讓導覽方式更無框架且更自由。 

 

二、繪本、故事的定義 

 

（一）繪本的定義  

 

繪本一詞，為兒童圖畫故事書的代用詞，可稱作圖畫書、童書或故事書。繪本定

義尚未有統一的說法，但共通之處在於繪本是由文字和圖畫書組合而成的，多數繪本

是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有些具有影響力的繪本，甚至是完全沒有文字的。整體

來講，繪本是一種特定形式的讀物。」（蕭曉燕，2015）繪本中的文字與圖畫透過相

輔相成的關係，來傳遞訊息或說故事，多數繪本多應用於二至八歲的幼兒，但其適合

閱讀的年齡是相當廣泛的。 

 

（二）故事的定義 

 

什麼是故事？ 詹姆斯．傅瑞（2013）這樣定義故事：「有意思的人物，經歷一

連串有因果關聯的事件後，產生改變的過程。」也就是說透過因果關係並將他其有趣

化，讓他變成更淺顯易懂，使人記憶加深。綜合上述本組認為繪本、故事的定義就是，

利用圖像讓閱讀者可以先有其印象，激發其想像力及對事物的連結，再透過說故事的

方式，讓原有生硬的圖文更能生活化。 

 

三、鳳山的前世及今生 

 

（一）鳳山的由來 

 

清領台灣初期，政府將明鄭時期名為萬年洲的地區。劃分為台灣、鳳山二縣，而

「福建通志（黃仲昭，清代）對鳳山也有類似記載：佃民墾田，得石碣，內鑴『山明

水秀，閩人居之』八字。」（鳳山區公所，2008） 鳳山的命名，是因為當時的小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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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鳳鼻頭附近有一座山，名為鳳山，山的形狀就像鳳凰展翅的樣子，因此將地名取義

為此。 

鳳山位於高雄市東南方，從明鄭時期以來，已有三百多年歷史，清朝更設立鳳山

縣，有規模城池，是南台灣歷史重鎮之一，也是高雄縣政治、經濟、工業、商業、金

融、文化中心所在。「台灣光復後，隔年成立高雄縣政府，根據台灣省鄉鎮組織規程，

改稱鳳山鎮，屬高雄縣政府管轄，為縣治所在地。」（TraNews 全球新聞網，2017）

民國九十九年（2010年），高雄縣市合併，正式改制為高雄市鳳山區。鳳山區為高

雄市生產製造業與金融業的中心精華區。 

 

四、繪本景點介紹 

（一）繪本內容及 QR Code 

頁數 景點 繪本圖片 語音 QR Code 

封面 
繪說心城，遇見

鳳邑新風景 

 

繪說心城 遇見鳳邑新風景 

 

前言 QR Code 

景點 1 雙慈亭 

圖 6 雙慈亭 
雙慈亭 QR Code 

景點 2 澄瀾砲台 

澄瀾砲台 

 

澄瀾砲台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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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3 鳳山龍山寺 

鳳山龍山寺 

 

鳳山龍山寺 

QR Code 

景點 4 鳳儀書院 

鳳儀書院 

 

鳳儀書院 

QR Code 

景點 5 曹公廟 

曹公廟 

 

曹公廟 QR Code 

景點 6 訓風砲台 

訓風砲台 

 

訓風砲台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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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 7 城隍廟 

城隍廟 
 

城隍廟 QR Code 

景點 8 東便門 

東便門 

 

東便門 QR Code 

景點 9 平城砲台 

平城砲台 

平城砲台 

QR Code 

景點 10 
大東文化藝術

中心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大東文化藝術中

心 QR Code 

（圖片來源：本組自行製作／資料來源：由本組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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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公車地圖改良版 

 

我們將舊有的文化公車

地圖，再製化及補上幾個公

車路線未能到達的景點，希

望能讓原有的地圖，更具有

生命力。 

 

 

 

 

 

 

五、問卷統計分析 

 

如左圖所示您知道文化公車有幾站嗎？，

了解占 47%，略懂占 18%，不太了解占 37%，

完全不懂占 38%。可見，文化公車的宣傳度待

加強。 

 

如圖左所示我認為以繪本說故事有助增進

與認識鳳邑，非常同意占 21%，同意占 53%，

普通占 24%，不同意占 1%，非常不同意占 

1%。可見，民眾對於繪本說故事的形式大致都

可接受。 

 

如左圖所示我認為以繪本說故事有助增我

會想去認識更多的鳳山文化故事，非常同意占 

21%，同意占 52%，普通占 24%，不同意占 

3%，非常不同意則無。可見，繪本說故事的形

式能有效得吸引民眾了解鳳山。 

 

如左圖所示透過繪本說故事讓我更認識鳳

邑在地文化，非常同意占 21%，同意占 46%，

普通占 30%，不同意占 3%，非常不同意則無。

可見，繪本說故事的形式能使民眾輕易了解關

於鳳邑的故事。 

文化公車地圖改良版（圖片來源：本組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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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左圖所示透過繪本說故事讓我更認識鳳

邑故鄉的美，非常同意占 22%，同意占 40%，

普通占 33%，不同意占 5%，非常不同意則無。

可見，繪本說故事的形式能使民眾用不同的視

角體會鳳邑之美。 

 

如左圖所示透過繪本說故事讓我更認識鳳

邑各個景點，非常同意占 25%，同意占 43%，

普通占 30%，不同意占 2%，非常不同意占則

無。可見，繪本說故事的形式能有效得讓民眾

了解鳳邑景點更同時有效的促進觀光。 

 

如左圖所示若有類似繪本說故事的導覽，

我願意再次參加，非常同意占 16%，同意占

32%，普通占 46%，不同意占 6%，非常不同意

占 1%。可見，透過繪本說故事的導覽形式，民

眾大多可接受。 

 

如左圖所示若繪本圖書結合數位影音，讓

我可以更無時空的限制來認識鳳邑文化，非常

同意占 20%，同意占 41%，普通占 33%，不同

意占 5%，非常不同意占 2%。可見，繪本說故

事的形式能有效得幫助民眾在遊憩時協助民眾

認知。 

 

如左圖透過繪本圖書內的場景一一重現，

自己能夠身歷其境，非常同意占 15%，同意占

46%，普通占 33%，不同意占 4%，非常不同意

占 2%。可見，透過繪本說故事的形式能隨著故

事的轉變更能輕鬆去了解。 

 

如左圖所示我願意帶著繪本來從事一趟鳳

邑心旅行，非常同意占 19%，同意占 36%，普

通占 9%，不同意占 5%，非常不同意占 1%。可

見，以繪本說故事的形式能有效得吸引民眾至

鳳邑隨著繪本從事遊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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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過問卷的調查我們發現，透過說故事繪本圖書及導覽地圖，結合數位影音，符合

多數民眾的期望。期望能透過讓它更為普及化，進而宣傳鳳邑家鄉文化、歷史建築等。

繪本說故事接受度偏高，由於大多數受訪者都是對於鳳邑的歷史文化不了解，且都未曾

參加過這種同類型的說故事導覽活動，因此多數人都願意嘗試，透過簡單輕鬆的方式去

了解將家鄉的歷史文化軌跡，同時也促進了鳳邑地區的觀光發展。利用人工智慧導覽形

式和以往的導覽形式不同，將原本乏味的導覽解說，透說故事繪本圖書及導覽地圖，結

合數位影音，讓使用者無時空限制，跳脫出導覽應有的框架，並且增加便利性。 

 

二、建議 

 

  （一）智慧導覽有其必要性 

    

  根據問卷結果，民眾對於此智慧導覽的接受度高，且根據問卷結果顯示，故本

小組發現透過智慧導覽可發現成功的提升鳳邑在地觀光導覽品質並且滿足遊客對

於深度旅遊的需求。 

 

 （二）繪本說故事以及傳統的差異性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本小組發現，相較傳統乏味的導覽方式無法提升民眾對鳳

山的了解。 

 

（三）加強宣傳與推廣 

 

依問卷調查發現，民眾對於鳳邑地區擁有的景點普遍不了解。因此，本小組

建議鳳山區公所等行政機關可以多多舉辦有關於鳳山文化等活動，並可以結合闖

關配合繪本掃描故事二維碼，加深民眾對鳳山的印象。同時，也可以結合過往文

化以及現今流行的元素，定期舉辦文創類的藝文活動，吸引民眾前往探訪，並且

深入去了解有關於鳳邑故鄉的發展之美。 

 

（四）增加普遍性 

     

  本小組建議鳳山區觀光局大量印刷，增加其普及性。可以讓民眾帶著繪本走

闖鳳山，深度體會鳳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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