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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現今網路上已有許多台南景點規畫的參考資料提供用戶規劃去台南旅遊的

必踩景點與特色美食小吃。因此我們想將具有特色的觀光旅遊景點交通及古蹟

介紹統整在一個網站。 

走進古都台南，像是踏入一處活歷史，作為台灣第一處發展的城市，能走

進全台首學，探索台灣教育之地；踏入各大廟宇，探看從古至今信仰的傳承；

遊古蹟，見證歷史文明故事。在台南，隨意轉個彎，便與年代久遠的廟宇與古

蹟相遇，細數百年的舊城軼事。 

 

豐富、平價又美味的台南小吃說是台灣一絕也不為過，不論是新鮮清甜的

牛肉湯、撒上魚鬆和肉燥的筒仔米糕，或者是充滿米香氣的碗粿等，這些在地

特有主食與古早味小吃是台灣飲食文化的根源，也承載了台南三百多年的歷史

記憶，打造成為具有文化創意氣息的觀光旅遊景點。 
 

 

隨著生活品質的提升，休閒觀光活動也受到人們的重視。觀光產業在近世

紀被視為無煙囪工業，各國皆積極推行，除了無大量廢氣、廢水造成的環境汙

染，外來遊客的食宿等消費，對當地也帶來可觀的收入。如何引發民眾興趣及

有意願前往觀光旅遊，通常需要宣傳與行銷，除了透過實地遊訪的親友們口耳

相傳，現今網際網路發達，網路上提供著眾多旅遊資訊，想要獲得一地域的地

理、歷史、文化風情等資訊，只要上網透過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便可隨時

隨地查找各地景觀、歷史、文化等資料，而觀光網站便是一個可以讓使用者認

識當地文化並獲得相關旅遊資訊的管道。 

 

許多網站為了吸引使用者，往往會設計不同的操作介面，試圖以便利的操

作方式與視覺效果的顯現，讓使用者快速熟悉網站內容。但網頁瀏覽的路徑跟

以往紙本線性結構並不相同，已經不是單單從上到下或從左到右的眼球移動；

相反的，網頁往往透過超連結，就能跳動到另一頁面，跳脫至另外不同的延伸

內容，網頁設計中，好的網站系統導覽，將可避免使用者達到事半功倍的搜尋。 

 

在這訊息多且雜亂的網路世界，如果搜尋資料的過程中，所瀏覽的網站具

備良好的導覽性，除了有助於提升網站造訪率，更能讓使用者對於閱覽的內容

有深入的瞭解，另一方面，網站的導覽性將可以帶領使用者快速取得所需資訊，

減少許多搜尋摸索的時間，網站惟有與使用者產生連結，吸引使用者造訪，網

站才有意義。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觀光導覽網頁設計之關鍵因素進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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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全球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現今經濟動力，特別是金融

海嘯後，全球華人的經濟影響力受到矚目，靠的不再只是經濟實力，而是各國文

化的創造力，是文化特色，也是生活方式的顯現。 

此外我國觀光產業自周休二日的施時以來，觀光產業發展逐漸進步，國內觀

光人口逐漸增加，也對休閒旅遊日益重視，經由資料統計我國人國內旅遊總額累

計達一億零六百萬人次以上，而旅遊方式，則以個別旅遊與自行規劃旅遊行程為

主。 

旅遊者想要規畫自已的旅遊行程時，通常第一件事就是到網路上搜尋景點資

料， 網路上可以搜尋的資料可能來自部落客、新聞、觀光局、旅遊網等，資料五

花八門， 而且在資訊上也會有些差異，導致旅遊者無法正確且快速規劃出旅遊的

路線與行程。 

傳統的導覽多用攜帶性不便的旅遊導覽手冊是外出時隨身必備，在空間上

會因為拿了導覽手冊再加上攜帶許多行李而造成不便；在時間上需要將它仔細

閱讀後才能知道接下來的旅遊該怎麼進行或前進而造成時間上的不足，且傳統

手冊的內容較多為文字呈現，使得閱讀率普遍不高。 

 

傳統導覽手冊不環保由於環保意識抬頭，紙張的回收再利用越來越受到重

視，傳統的導覽手冊經常在旅遊者使用完畢後就會丟棄，若用網頁方式來呈現

導覽的話，網站是提供旅遊者方便性的最佳導覽模式，讓前來台南旅遊的人們

減少規劃行程以及搜尋整理資料所花費的時間。 

 

第三節 研究目的 

 無法判斷網路上資料的正確性、並且將其整合為有用的資料，使得旅遊者

想要規畫自已的旅遊行程時，通常第一件事就是到網路上搜尋景點資料，網路

上可以搜尋的資料可能來自部落客、新聞、觀光局、旅遊網等，資料五花八門，

而且在資訊上也會有些差異，導致旅遊者無法正確且快速規劃出旅遊的路線與

行程。 

不了解當地景點與花費，對於由外地來的旅遊者在旅行的過程中，可能會

因為對當地的路線不熟悉而迷路，這導致旅遊者在時間的規畫上產生了急迫

性，到最後就會呈現走馬看花的情況；旅遊者規畫的景點中可能需要付費門票、

乘車費等，為了避免旅費不夠所需的花費也是需要事前準備好，但網路上的資

訊不會因為景點變動而更改，也是造成旅遊者不便之一。 

 

本網站的內容主要包含各景點相關資訊、簡介、歷史，藉由介紹特色景點，

先篩選出全台南的景點及特色小吃，將景點以新舊台南市作為區分，依景點熱

度問卷回覆的景點排名去選出熱門景點。 

 

本專題設計各式交通路線，公車會到達之古蹟，結合了生態、古蹟、休閒

等。以本網頁為例，使用者不用花費太多的時間在旅行的事前規劃，便可透過

參考此網頁來迅速了解台南旅遊景點的歷史、交通、特色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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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文獻探討 

 

2.1 智慧型產品 

產業發達，一般桌上電腦因為無法方便攜帶、手寫輸入，使得衍生出平板

電腦及智慧型手機，它們是一種小型的、方便攜帶的智慧型產品，以觸控式螢

幕作為基本的輸入裝置，允許使用者通過觸控筆或用手指觸控、書寫、縮放畫

面與圖案。不只侷限在一般鍵盤和滑鼠輸入，而且平板電腦還能結合網際網路

進行運用，並發展出具有獨立操作系統以及良好的用戶介面，讓使用者能方便

下載安裝和刪除應用程式。 

 

2.2 台南歷史探討 

 台南市是台灣的發祥地，是全台歷史最悠久的都市。在台南開府設治，屯

墾拓殖，勵精圖治，當時中國大陸居民移居來台者紛至沓來，商船雲集，市內

商店櫛比，台南都會之規模至是奠定。除了歷史文化特色之外，台南更擁有如

詩畫般的自然生態美景，及聞名遐邇的農漁產品特色美食。 

 

在 300 多年的文化薰陶之下，充滿人文韻味的街頭巷尾，吸引觀光客一再

來訪，走進每一個轉彎處，都有前人遺留下的軌跡和隱藏的小故事。循著府城

門之旅，看見府城城門的發展與演變；古都文化當然少不了重要古蹟、傳統建

築及周邊環境風貌，經過空間活化與再造，地方藝術、產業經濟、觀光文化都

相映而生；老街古宅則重顯往昔時代，也承載著市井小民的生活空間與記憶，

讓這些歷經時代變遷的老故事、新靈魂，與您一起欣賞永不退色的台南魅力。 

 

觀光網站導覽內容，主要瞭解觀光意涵並參考的內容撰寫及編排方式，延

伸引用至觀光網站內容，探討適用於網站的導覽性內容設計；以及依據文獻資

料取得規畫旅遊須考慮的要素，探討觀光網站發展現況以及本研究案例。 

網站導覽架構及設計，現今難以計數的網站在網路上林立，如何提升網站

好用性及吸引使用者造訪，將是網站經營者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因此網站的開

發設計已不容忽視，而在建置網站過程中所發展出的各種技術及原理原則，Web 

工程是用來探討如何以科學、工程、管理原則角度，採用系統化方法開發網站

的一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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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設計工程範圍廣泛，它是全面性的，舉凡網站的需求分析、系統設計、

程式設計、測試等各階段都是它的範圍。對網站開發流程有了相當概念之後，

進一步再以使用者介面設計進行探究，探討具體的網站導覽設計原則。 

接著是相關技術及應用，藉由文獻瞭解 網站的發展，以及資訊科技在觀光

網頁及導覽架構上之相關應用。 

休閒景點涉入，主要瞭解熱門點的意涵，並以休閒涉入角度，作為使用者

心理及行為的研究設計面向，探討觀光網站導覽設計與休閒涉入的關係。 

 

 

 

 

第參章 研究內容與方法 

 

 

3.1 景點篩選 

先將全台南的景點都列出，將景點以新舊台南市作為區分，排除偏遠路線

及山上地區後再依網路部落客及旅遊網站的景點排名去選出熱門景點，從歷史

與古蹟級數參考是否值得列入網頁景點。 

 

3.2 Google Map 

  先蒐集各個景點的經緯度、地址、附近公車站牌……等資料，並且參考

google 地圖指示。 

 

3.3問卷 

用 GOOGLE 表單自製一個有關民眾對台南的認知及熱門景點及美食的評

論。 

3.4 專題製作流程 

為達到系統順利開發，本組專題完成以下工作： 

1. 與指導老師討論，確定題目 

2. 蒐集台南旅遊景點相關資訊 

3. 蒐集問卷資料 

4. 使用 Webnode 製作網頁 

5. 實際測試網頁功能 

6. 推廣台南旅遊網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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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景點架構圖 

 
 

3.6古蹟架構圖 

 

3.7美食推薦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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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問卷內容回覆與分析 

  這是一份關於「台南旅遊網」的問卷，採匿名設計，對於您所提供的任

何資料都將保密，僅供本研究彙總分析使用，不做任何商業用途，亦不會揭

露任何可辨識之個人資訊，請您安心填答。 

 

  本問卷僅需花費您五分鐘來完成填答，所有問題並無標準答案或對錯考

量， 回答時請依您的感受直覺作答，謝謝！ 

 

台南旅遊網問卷 共 200 則回應，問卷問題及分析如下 

第一部分 關於網路使用 

1. 請問您每天大概花多少時間在使用網路？ 

問卷回收發現每天花 3-4個小時使用網路最多，佔 33.5% 

 

 
 3.8.1 回覆分析圖 

 

2. 請問您最常使用網路的哪些功能？（可複選） 

問卷回收發現使用社群網站最多，佔 75%，其次為網路影音，佔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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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回覆分析圖 

 

3. 請問您在上網的時間會超過原先預計的時間嗎？ 

   問卷回收發現會超過原先預計上網的時間比例，佔 75% 

           
 3.8.3 回覆分析圖 

 

 

4. 請問您上網時會一再延長自己上網的時間嗎？ 

問卷回收發現會一再延長自己上網的時間的比例，佔 61.5% 

           
 3.8.4 回覆分析圖 

5. 請問您會利用空閒的時間來上網嗎？ 

問卷回收發現會利用空閒的時間來上網的比例，佔 95% 

            
 3.8.5 回覆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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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您對上網的期待遠勝於跟其他人互動嗎？ 

問卷回收發現對上網的期待遠勝於跟其他人互動的比例，佔 69% 

            
 3.8.6 回覆分析圖 

 

 

第二部分 關於台南旅遊的了解 

1. 請問您有去過台南旅遊嗎？ 

問卷回收發現去過台南旅遊的比例，佔 79.5% 
 

              
 3.8.2-1 回覆分析圖 

 

2. 請問您聽過台南旅遊網嗎？ 

問卷回收發現聽過台南旅遊網的比例，佔 71% 

              
 3.8.2-2 回覆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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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對於台南旅遊網的哪些內容會引起關注？（可複選） 

問卷回收發現台南旅遊網的美食小吃的比例最高，佔 87.5%，其次為必遊景點，

佔 84.5% 

 
 3.8.2-3 回覆分析圖 

 

 

第三部分 基本資料 

1. 性別 

問卷回收發現男女的比例各佔 50% 

        
 3.8.3-1 回覆分析圖 

 

2. 年齡 

問卷回收發現年齡的比例以 20-30歲最多，佔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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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2 回覆分析圖 

 

3. 教育程度 

問卷回收發現教育程度的比例以大學(含四技)最多，佔 55% 

 

        
 3.8.3-3 回覆分析圖 

 

 

4. 居住地點 

問卷回收發現居住地點的比例以北部最多，佔 80% 

          
 3.8.3-4 回覆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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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業 

問卷回收發現職業的比例以科技業最多，佔 25.5%，其次為服務業，佔 25% 

 
 3.8.3-5 回覆分析圖 

 

6. 平均月所得 

問卷回收發現平均月所得的比例以 2萬-4萬最多，佔 33% 

        
 3.8.3-6 回覆分析圖 

 

 

7. 最近一年內，國內外旅遊次數 

問卷回收發現近一年內，國內外旅遊次數的比例以 1-5次最多，佔 46% 

       
 3.8.3-7 回覆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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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次瀏覽旅遊觀光網站平均停留時間 

問卷回收發現每次瀏覽旅遊觀光網站的人都不願意停留去瀏覽。有 24%的人願意

花 16-30 分鐘去瀏覽旅遊觀光網站。 

       
 3.8.3-8 回覆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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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實驗結果與設計 

I. 台南旅遊網 
網頁網址：https://tainanluyouwang.webnode.tw/ 

 

II.  
網頁畫面呈現（首頁）如下： 

 
 

 

網頁畫面呈現（景點推薦）如下： 

https://tainanluyouwang.webnod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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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呈現（古蹟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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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呈現（美食推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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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章將以資料統計分析的結果，進行歸納總結，並從研究獲得的結果，提供

一些建議作為後續研究的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將分別從關鍵因素、網站與旅遊涉入，這兩部份進行結 果論

述，結論分述如下： 

 

 一、關鍵因素 

經本研究結果發現，旅遊網頁設計關鍵因素，主要分成「網頁內容性」、 「社

會接受程度及曝光性」、「行動裝置瀏覽網頁推薦」，觀光導覽網頁設計可能因素透

過因素分析所歸納出的三構面中，第二構面的「社會接受程度及曝光性」與旅遊

涉入的「網頁內容性」，皆有社會接受度及分享的概念。 

未來新型態的觀光網站，網站建置可以朝這三構面思考，透過內容、介面編

排、 分享、智慧推薦等方式，帶領使用者有系統的獲取旅遊資訊。針對這三構面

分別進一 步說明如下： 

 (一)網頁內容性 

是由問卷第二部份所條列的問題中，平均數最高的前三項目，皆屬於「網頁

內容性」構面，代表觀光網站在導覽性上，實用性內容、景點介紹、美食推薦、

引導網頁訪客閱讀、文字易讀性，對使用者來說，比起其它項目相對來的重要。 

從網頁內容性的項目來看，網站的建置，除了豐富的內容，結構流程的設計，

還有其他應用軟體的擴充與結合，函括範圍擴及內容與網站結構的導覽，以及跨

平台的整合。還有 Web 工程所提設計和開發需要的專業知識範圍相當廣。 

未來新型態的觀光網站建置，它將是一個資訊科技的「整合」，本體網站的建

置外，還結合了電子地圖、社群網站，資訊共享，以及跨平台服務等，不但集結

了眾人的智慧，也縮短了讀者一一搜尋的時間，更帶來多樣性的網頁功能。 

 (二) 社會接受程度及曝光性 

行動裝置的興起，讓溝通聯繫打破了空間的距離，訊息傳播、交流與分享也

更快速，讓網路世界與現實生活的聯結更加緊密，從網路世界的互動延伸到真實

世界的互動，讓我們漸漸跳脫框架思維，從社群網站與他人分享彼此的生活點滴，

透過分享及討論來擴增網頁的曝光率，讓大數據的資料齊聚於此網頁中，在現實

生活中數位科技生活化已然成趨勢。 

這當中也讓我們思考著，行動裝置的便利性，帶領著使用者認識當地的景點，

藉此又吸引使用者親身前往旅遊景點真實體驗當地文化，是否更能彰顯出社群 參

及分享的重要性，相信此一議題，將有更多延伸的可能。 

(三)人工智慧內容推薦資訊爆炸的時代，網頁的內容是可以經過篩選，來符合

大眾需求。不斷進化的軟硬體設備，短時間便能對龐大的數據進行分析，而「人

工智慧內容推薦」這一構面的設計更是朝著人性化發展的實現。早期的觀光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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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是被動提供，瀏覽者主動搜尋，如今訊息採主動提供，依瀏覽者喜好、興趣、

所在群組等，由他人分享或個別化推薦，也因為提供的資訊是有歸類、有方向，

讓相關知識的獲取更聚焦，得以有更深入的體驗。 

這一趨勢正也呼應網業發展各階段的概念思想與科技演進。從另一方面，也

讓我們思索著，個人資訊的蒐集，也須考量著是否涉及著個人隱私，因此應用資

訊檢索時，對於個資保密以及資訊安全的注重，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課題。 

二、網站與旅遊涉入本研究試圖從旅遊導覽網頁設計關鍵因素與觀光涉入的

角度進行連結，探討網站內容及操作介面，是否能與瀏覽的旅遊涉入產生相關性，

由結果得知觀光導覽網頁設計關鍵因素三構面與旅遊涉入三構面，彼此間都有相

關性，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吸引力從逐步多元分析結果來看，觀光旅遊網頁設計關鍵因素的三個構面

「網頁內容性」、「社會接受程度及曝光性」、「行動裝置瀏覽網頁推薦」對於使用

者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典型相關分析中，在第一組典型相關，「吸引力」

的典型係數最高；第二組典型相關，其典型係數則僅次於觀光導覽網頁設計關鍵

因素的「網頁內容導覽性」， 顯示觀光導覽網頁設計關鍵因素與吸引力具有高度

的相關性。 

(二)社會型態中心性從使用群族來看，不同使用族群與旅遊涉入之相關性中，

是否曾使用社群網站分享旅遊經驗與社會型態中心性有相關。另根據逐步多元迴

歸分析結果，觀光導覽網頁設計關鍵因素的「社群參與及分享」、「人工智慧內容

推薦」對「社會型態中心性」具有影響力。 

(三)自我表現 從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來看，觀光導覽網頁設計關鍵因素的

「社群參與及分享」、 「人工智慧內容推薦」對「自我表現」具有影響力。另從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相關性最低者為「網頁內容導覽性」與「自我表現」。顯

示「網頁內容導覽性」與「自我 表現」為低度相關。 

 

第二節 後續研究 
建議網站介面使用上，通常有新手跟熟手之分，本研究統計結果，顯示造訪

觀光網站 的使用者比例並不高，多偏向初次使用者，未來可以比較新手跟熟手在

介面使 用上的偏好以及評估觀光網站的使用效益。 

再者，旅遊網站主要分成三種型態：「網路通路」、「旅遊媒體內容」、「旅遊社

群」，本研究主要以旅遊媒體內容的網站進行探究，未來可以進一步針對不同型態 

的旅遊網站進行使用族群的探討。 

本研究僅從量化的統計結果分析其關鍵因素，對不同使用族群並未詳加探

討，但根據統計結果，可以初步得知性別、年齡與網頁內容瀏覽性有相關；年齡

與人工智慧內容推薦有相關，未來可以加入質性研究進行深入探究。 



 

20 

 

第三節 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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