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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久， 

已經沒有好好地寧靜了呢? 

有多久， 

沒有讓自己打從心底地開心與滿足了呢? 

將答案、方法融入生活中， 

幸福、接納與樂活， 

在世界宗教博物館，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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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研究主要著重以博物館「觀眾研究」的角度來探討世界宗教博物館對激發

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體會程度的效益，為達到此一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自

101 年 6 月至 11 月間，針對預約團體導覽的觀眾進行問卷調查，總計回收有效

樣本 662 份，而在經過平均數與標準差、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

主要獲致以下結論：(1)透過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參訪，有助於觀眾在幸福感與樂

活感等兩方面有更進一步的體會，而這也突顯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場規劃理念與

內涵值得肯定，可作為促進國民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重要依據；(2)國小高年級階

段觀眾與高中階段觀眾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後，其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會

較為深刻，比較於國中階段與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的觀眾，其在幸福感與樂活感

的體會方面略高，建議後續世界宗教博物館可以針對國中階段觀眾與大學以上或

成人階段的觀眾規劃更適切的體驗內涵，方能讓這些年齡層的觀眾更深入體驗幸

福感與樂活感的氛圍； (3)若從激發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體會的角度來看，世

界宗教博物館在「世界宗教建築縮影」、「世界宗教展示大廳」、以及「生命之旅

廳」等三個大展區的導賞較有助於激發觀眾對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會，但有些團

體則因時間或其他因素未有機會進入「靈修學習區」及「生命覺醒區」的情境體

驗，因此對於這兩個展示區的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驗無法完整呈現，因此後續世

界宗教博物館或可加強對此兩個區域的導覽賞析，方能更有效的提升其在幸福感

與樂活感的體會；(4)不同性別、有無信仰等背景因素對於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

感的體會程度方面並不會有顯著差異，而這也顯示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場規劃理

念與內涵並不會具有性別差異與信仰差異，值得肯定。 

    此外，就本問卷幸福感與樂活感之感受的開放性問題題項來看，觀眾以文字

敘述表達出看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覽之後，能獲致更積極正向之幸福、樂活的

生命態度與能量，亦更體會宗教包容的意義，這值得推薦更多大眾來參觀及親身

體驗。 

   生命教育為世界宗教博物館非常重要的發展目標，透過研究結果我們

瞭解到觀眾看完展後的寧靜與收獲，也從問卷調查與影像紀實的結果得

知觀眾藉著該博物館宗教性、歷史性、藝術性與人文性的諸多常設與特

展得到幸福與樂活此等生命教育的意義，亦透過此計畫了解參觀者從該

館的展覽中獲得宗教之美的視覺滿足與心靈饗宴上的豐足。這更提供世界

宗教博物館做為未來宗教與文化相關議題展覽規劃與教育活動籌劃的參考方向。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幸福感幸福感幸福感幸福感、、、、樂活感樂活感樂活感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世界宗教博物館世界宗教博物館世界宗教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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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在現今匆忙的城市中，許多忙碌的人們，每天都有許多煩亂的事物左右著生

活，擔負著龐大的壓力，隨著忙與盲的步調起伏，卻經常忽略了心靈層面的安定，

忘記了需要休息與成長，這使得人們變得不滿足、不歡樂。 

   在台北喧鬧的城市裡，有一個側身於大樓中，卻能讓人格外寧靜的地方，它

是座落於永和的「世界宗教博物館」，宗教二字，難免讓人聯想到嚴肅的經文，

但「世界宗教博物館」其實是跨文化、跨宗教多元開闊地包容與展現多類宗教，

在其中所要呈現的是代表各宗教文明演進的宗教藝術文物、體現各宗教的社會文

化意涵，以及初生禮、成年禮、婚禮、老年禮與死亡及死後世界等生命禮儀的歷

程，且以幸福與樂活來實踐生命教育的真諦，學習生命的成長、價值，進而更能

了解生命的意義，讓心靈可以沉潛淨化。 

世界宗教博物館，是由靈鷲山無生道場的創始人心道師父所首創和推動的。

在弘法過程中，心道師父體認到現代社會因道德淪喪所產生的混亂現象，種因於

宗教之脫序。他認為世界是一個地球村，本不應該有國籍與宗教的分別心，但世

界各地卻不斷的有宗教衝突產生，使得社會大眾對宗教認識不清，傳統教育體制

也未能提供一個良好信仰的管道。有鑑於此，心道師父創立世界宗教博物館，希

望藉由博物館的典藏、展覽、活動、研究、出版等等，呈現出宗教的力量，增進

觀眾對世界宗教共同的認識，同時表現每一宗教力量的獨特之處，進而倡導正確

的宗教教育，滿足社會大眾精神生活的需求，並提供一個寓教於樂的休閒去處，

提昇台灣藝術文化生活的水準，同時也為台灣創立一個具有特色的國際性觀光據

點。 

世界宗教博物館開館至今已邁入第十二個年頭，博物館不代表任何宗教，也

不對任何宗教做僭越的變動，尊重每一文明的珍貴遺產，以及各傳統皆視如珍寶

的精神教誨，並希冀它們與不同的文化和世代互動時，能夠更深入地了解這些無

價的訓示。一直以來秉持著「愛與和平」的推動理念，並實質發揮教育文化目的，

透過「宗教文化」與「生命教育」的靜態、動態與常設展、特展等來呈現宗教與

人生的奧妙，使觀眾在觀察和賞析世界各主要宗教發展的過程中，將可從各宗教

的藝術表現、文獻經典、音樂、宗教儀式和建築特色裡，拓展他們個人或文化的

經驗。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建立，提供了人們一個認識各不同宗教的機會，讓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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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選擇自己一生的精神信仰；各宗教間可以自由對話，不再有宗教的爭端與

衝突。 

生命教育為世界宗教博物館非常重要的發展目標，博物館讚揚對人類共同真

理信念的覺醒，以及各信仰與傳統獨一無二的特質，並專注於滋養和平、愛和希

望的宗教態度與行動。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宗旨，在於教導觀眾認識宗教與宗教生

活，提供資訊和指導性經驗，以了解宗教教義表現的豐富性，以促進所有人種和

宗教彼此之間的敬重，進而發展出世界各人種之間的體諒、和平與愛。本研究希

冀能瞭解與分析前來觀賞世界宗教博物館展覽與參與教育活動的社會大眾，是否

都能藉著參與博物館具有宗教性、歷史性、藝術性與人文性的展場空間與展示內

容體驗到幸福與樂活的生命教育，進而在觀展之後感受到世界宗教博物館所要傳

達的愛與幸福感。 

依據前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如下： 

1.探究世界宗教博物館對激發觀眾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認之效益。 

2.分析不同學習階段觀眾在觀賞完世界宗教博物館之後，對幸福感與樂活感的

體認之差異情形。 

3.分析不同性別觀眾在觀賞完世界宗教博物館之後，對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認

之差異情形。 

4.分析有無信仰觀眾在觀賞完世界宗教博物館之後，對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認

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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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博物館觀眾研究博物館觀眾研究博物館觀眾研究博物館觀眾研究 

博物館為社會教育機構，在文化與社會永續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如果缺少

了觀眾，博物館就只是一個堆放大量文物的展示空間，而無法被稱之為「博物

館」。因此，博物館需要瞭解觀眾的屬性、需要與變化，才能讓博物館的功能得

以發揮。博物館必須瞭解觀眾以及潛在觀眾的特性與需求，近幾年，觀眾研究已

逐漸成為博物館營運的核心議題與不可忽視的要務，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實際進

行觀眾研究工作，以提供適於觀眾的展覽活動及服務（王啟祥，2004；劉婉珍，

2008）。 

（一）博物館觀眾研究的發展 

博物館在變化快速並充滿動盪的現今社會中，必須適時調整才能發揮其應

有的功能。其實，觀眾研究的發展至今已有超過一百年以上的歷史，觀眾研究

的方法論最初兼具質化與量化取向，之後在 1920 年代左右開始受行為學派及

認知心理學派等影響，量化研究成為主流勢力，直至 1960 年代受符號互動論、

現象學、詮釋學等理論影響，質性研究才又逐漸受到重視，至西元 1980 年代

開始融合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學門的理論與方法，已形成獨特

的研究領域，逐漸建立其獨特的知識體系。觀眾研究的對象，早期以成人觀眾

及學生為主，自 1970 年代，逐漸擴展到家庭觀眾等特定對象。觀眾研究的內

容，早期主要為觀眾基本資料的調查及觀眾參觀行為的瞭解，之後逐漸擴展到

展示、環境的互動與評量，觀眾學習、參觀經驗的建構等層面（王啟祥，2004；

Alt, 1980；Loomis,1993；Hein,1998；Shettel, 2001）。 

（二）博物館觀眾研究的定義與目的 

英國專業組織「觀眾研究團體」（Visitor Studies Group，簡稱 VSG）曾在

其官方網站上指出：「觀眾研究為一快速發展的動態學門，旨在休閒及非正式

教育場域中研究觀眾。」此定義說明了博物館的非正式教育與快速轉變的特

質。此外，VSG 更進一步指出博物館觀眾研究的目的應為：「收集確實證據以

瞭解博物館運作如何符合其核心目的和目標，在探究博物館對觀眾影響力的同

時加強發展與觀眾之間的關係，並鼓勵博物館內部的持續改進。」除此之外，

美國博物館評量專家 Ellen Giusti 也曾在 2006 年 AAM 年會的博物館觀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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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會中強調：「觀眾研究=將觀眾置於展覽和活動規劃的核心」，並指出

觀眾研究會直接影響博物館在行銷策略、觀眾服務、教育規劃與展示設計等四

層面的決策。Ellen Giusti 的說明更強化了觀眾研究之於博物館的應用性目的。

（劉婉珍，2008；AMARC, 2008；Fakatseli, 2008）。 

（三）博物館觀眾研究的意涵 

博物館進行觀眾研究的基本理念在於獲取觀眾的相關訊息，以便對展示設

計與館務規劃等方面有所助益，並且與觀眾做更有效的溝通。Koran & Koran

（1986）、Screven（1993）、Loomis（1993）等學者均曾對觀眾研究的內涵進

行探討，大致歸納出觀眾研究的內涵可分為五類： 

1.觀眾的心理人格對展示主題的相關知識、語言技巧、時間分配、學習態度

等之影響。 

2.觀眾在博物館的費時長短、同伴類別、服務設施的使用情況及對展示型態

的偏好與其行為模式的觀察。 

3.觀眾的解讀能力對展示資訊呈現之影響。 

4.館內參觀指引、標籤、文物、布置等設計呈現型態對觀眾的參觀動線、注

意力、遵循指示與參觀頻率的影響。 

5.評量觀眾學習、展示經驗所引發之影響的方法發展與改進。 

綜合上述，觀眾研究不外乎是在評估觀眾的投入度，如觀眾的人口變項、

參觀頻率與動機等，以及觀眾參觀過程中與博物館所提供的實體環境是否切

合，最重要的是觀眾參觀前後的經驗與行為學習結果的滿意程度。 

（四）博物館觀眾研究的功能 

關於觀眾研究的功能，中外學者都曾提出不同的看法，Ames（1993）、

Bitgood & Shettel（1996）、Munley（1986）等曾分別提出觀眾研究功能的類似

看法，包含：透過前置式、形成性、總結性等評量方法可提供有效的教育性展

示與方案；觀眾評量的結果可以瞭解博物館的績效；針對觀眾與非觀眾的正負

面意見調查可吸引更多樣的觀眾群；透過蒐集資訊可協助長期計畫的擬訂；經

由研究和理論建構的過程可增進對民眾利用博物館的了解；可加強館內設施的

設計；可針對賣店、餐飲、休息等一般性的參觀需求做評量並提供觀眾更舒適

的服務。Savage（1996）也曾歸納博物館觀眾研究的功能，包含長期規劃、產

品開發（展示及方案等）、績效評估、館員訓練與人力資源發展、尋求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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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設施提供與規劃、管理等。Falk（1998）則認為觀眾研究是博物館觀眾

開發的基礎。李婓瑩（1999）也強調觀眾研究是博物館經營的工具，有助於公

關行銷、展示、教育等經營企劃，但觀眾研究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應用

性的工具與手段。因此，觀眾研究的功能廣義而言，可以泛指任何以人為對象，

透過調查、評量與研究等途徑，以針對博物館相關議題進行探討。 

 

二二二二、、、、幸福感研究幸福感研究幸福感研究幸福感研究 

由於現代化的腳步造成生活的緊張與壓力，致使憂鬱、焦慮或其它各類心理

疾病，已逐漸成為一般民眾或學術研究關心的議題，自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崛起後，強調重視人們對於自我價值的主觀經驗，例如：幸福感、

希望或快樂等。現代社會中，當一個國家經濟進步到某個程度的時候，人們就有

餘裕開始追求幸福，除了多方面探討如何擁有幸福之外，更會嘗試去定義、探討

何謂幸福（王微茹，2007；Ryff & Singer, 1998）。 

（一）幸福感的理論發展 

幸福感是在 1970 年才慢慢開始受到西方社會心理學家的重視。在針對幸

福感的定義與理論的相關文獻整理中，我們可以發現幸福感起源於西方哲學家

嘗試對「幸福（Well-Being）」提出解釋，哲學家們嘗試以收入、年齡、教育水

準等因素作為產生幸福的依據而產生的一種外在評量標準，但每個人對幸福的

認知不同，無法找出一致的客觀外在標準，因此研究者開始以個體主觀感受的

角度做為評量幸福感的立基點，以取代尋找外在評量幸福的標準。在以主觀感

受的正向情緒測量作為幸福感的分析焦點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認為幸福感是來

自於生活中情緒的總和，只要個體可感受到較多的正向情緒與較少的負向情

緒，即可稱為幸福感，但研究者也發現，此研究評估尚未重視人類認知活動對

幸福感所帶來的影響。爾後的研究範疇中，研究者開始納入人類認知活動的影

響，即是個體對過去一段時間的生活進行評估所得的整體感覺，進而指出幸福

感的概念接近於生活滿意度，但此階段的研究卻忽略了幸福感會受到短期情緒

的影響。近年來，研究者開始加入認定情緒因素為探討幸福感的重點，「認定

情緒因素」係針對個體在整體生活滿意度的認知情況、正向情感與負向情感的

呈現狀況等三大構面來探討，為探討幸福感研究中不容忽略的要素。自此，幸

福感的發展評估開始進入一個整合研究的狀態（陸洛，1998；陳凱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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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s & Withey,1976；Keyes,2002,2005; Keyes & Waterman,2003）。 

（二）幸福感的定義 

幸福感是由對生活得滿意程度及所感受的正負情緒強度所整體評估而

成，由於幸福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名詞，東、西方的學者都曾對幸福下過不少定

義。西方學者一般認為幸福感是個人判斷對其生活品質的喜愛程度，一個人認

為自己過得很好，就是構成美好生活的要素，這種界定美好生活的取向，被稱

為主觀幸福感，個體以其對整體生活品質的沈思、評鑑、反映出對生活滿意判

斷的結果，藉由正向情緒的提高、負向情緒的降低與對生活的滿意等的評估結

果，共同形成最後的幸福感，係一種對生活的整體性判斷（Andrews & 

Withey,1976；Argyle,1987；Diener,2000；Gilbert & Abdullah,2004）。不少東方

學者也強調幸福感為一主觀感受，指由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及所感受到的正、負

情緒強度所作整體評估而成，其中包含生活滿足、人際關係、心理健康、自我

實現、快樂、希望等面向（余民寧、謝進昌、林士郁、陳柏霖、曾筱婕，2011），

主觀幸福感則包含生活滿意度和情感體驗兩個基本部分，後者又分為正向情感

（如滿足、高興）和負向情感（如焦慮、抑鬱）兩方面（王微茹，2007；黃長

發，2006；吳崇旗、王偉琴，2006；林淑惠、黃韞臻，2008；林淑芬、王于寧、

賴永僚，2008）。由上述眾多學者對幸福感所下的定義可以了解，幸福的範圍

很廣，雖然每個人的觀點都不盡相同，著重的方向也都不一樣，但普遍都認為

幸福感是一種個體對生活體驗評估後的主觀產出。 

（三）幸福感的相關理論 

隨著研究的累積和發展，學術界開始重視幸福感的相關研究，並體認到幸

福感是由個體主觀認知所賦予現象的意義與解釋，相同狀況對不同人會產生不

同意義，因此也產生了許多不同論點的解釋，本研究大致歸納如下： 

1.活動理論: 從社會整合的角度說明參與各種有意義、健康的活動，能滿足

個人結伴、休閒等心理需求，也藉由社會成員彼此分享而產生社會支持，

近而促進精神健康、心理調適和幸福感。認為參與社會活動是個體幸福感

的主要來源，關注的是個體在活動中的表現而非目標，是參與過程而非結

果，並強調幸福感是人類主動地且專注地參與活動時的產物，個體可以藉

由工作、休閒、運動或人際互動的歷程，發揮潛能並滿足個體需求，進而

產生愉悅的成就感和價值感（Argyle,1987；Diener,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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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格特質理論：強調幸福感是一種穩定的特質狀態，而這種幸福感人格特

質可能來自於先天傳遺，也可能是後天學習的結果（Veenhoven,1994）。 

3.動力平衡理論：強調幸福感的獲得會受到穩定的人格因素即生活事件的影

響，當生活中發生特別獲不同於過往經驗的事件時，個體的幸福感將隨之

改變（林子雯，1996）。 

4.目的理論：假設個體具有一個內隱的需求模式行為基礎，個體理想的達成

會帶來幸福感，此類研究大多探討個體目標達成與否會影響其幸福感受

（陸洛，1998）。 

5.需求滿足理論：認為只有在需求滿足時個體才會感到幸福（李素菁，2002；

謝明華，2002）； 

6.體驗理論：是對體驗本身特性的探討，認為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的著眼點

應在於主觀幸福感形式所反映的內容，即體驗的內容。當個體體驗到大量

愉快情緒、較少不愉快或痛苦情緒，並且滿意自己的生活，即可說是具有

主觀幸福感（邢占軍，2005；曾文志，2007）。 

本研究透過以上各觀點的交叉運用，旨在探討一般觀眾在參與世界宗教博

物館具有宗教性、歷史性、藝術性與人文性的展覽與參與教育活動後，是否可

藉由其展場空間與展示內容的體驗感受到世界宗教博物館所要傳達的愛與幸

福感，以了解世界宗教博物館關於幸福與樂活生命教育的展示效益。  

 

三三三三、、、、樂活感研究樂活感研究樂活感研究樂活感研究 

在以物質至上、過度生產的現代社會，普遍存在著環境破壞、資源分配不均、

凡事以利益為導向的價值觀等潛在危機，為了維持地球生態及人類環境的永續，

提倡愛地球、愛健康、愛環保的 LOHAS（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風潮開始襲捲全球，遂成為一種最熱門的社會新生活型態現象，並且也直接對於

民眾健康生活觀念影響（王登在，2010；盧妍巧，2007）。 

（一）樂活感的定義 

樂活感又稱為樂活、樂活生活、洛哈思主義、樂活族，是傳自西方的一種

新興生活型態。「樂活」一詞譯自英文的 LOHAS（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源起於 Paul Ray 和 Sherry Ruth Anderson 在 1998 年出版的著

作《文化創造：5000 萬人如何改變世界》（The Cultural Creatives: How 50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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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are Changing the World）當中。他們在美國生活公司〈American LIVES, 

Ins.〉長達 13 年的研究中，發現美國形成一羣次文化的團體，並且漸漸取代

了美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以及世界觀，且將「樂活 LOHAS」解釋為健康與永

續性的生活方式。「LOHAS」中，H（Health）指的是「健康」，亦指健康環保

的生活方式、個人成長及另類的健康保健，例如：消費天然有機食物、瑜珈、

自然療法等；S（Sustainability）指的是「永續」，亦指生態永續的精神，例如：

可重複使用的能源、自然無毒的環保器皿、綠色建築等。LOHAS 在台灣被廣

泛稱為「樂活」，此名詞除了字面上「快樂的生活著」的含意外，不但身體要

健康且個人心靈也要安定自在，同時兼顧地球的環保永續，進而達到身心境三

者的平衡才是樂活概念的精神所在。LOHAS 與生活緊密結合，樂活族基於對

環境永續的認知而將此理念逐步落實於日常生活當中，可應用於食、衣、住、

行、育、樂等各種領域，使人們產生新的體驗與感受，試一種正面的心理經驗，

對於參與者的自我成長與滿足具有正向的啟示與價值（蔡明娟，2011；盧妍巧，

2007；NPO 樂活俱樂部，2006；Ray, P. H. & Anderson, S. R.，2000）。 

（二）樂活感的理論發展 

樂活感最早由 Ray 和 Anderson（2000）在其著作中針對文化創意人為開

端，將其定義為「一群人在做消費決策時會考慮到自己與家人的健康與環境責

任」；美國樂活雜誌總編輯也強調樂活是一種價值觀、一種重視生活品質的表

現，其核心可概分為關心社會、利他主義、注重身體健康、綠色消費、重視社

會責任五大項（何雅慧，2012）。 

2002 年，日本的日經新聞中出現介紹樂活感的第一篇報導，認為樂活應

該重視自然育環境，同時兼具流行時髦的生活方式；萁輪彌生（2006）也指出

樂活是一群人一方面要為地球著想，一方面也要過著舒適健康的生活；木村麻

紀（2007）更明確將樂活定義為一群人在選購商品時，除了會考慮到對自己的

好處，也會基於對環境、社會高度認知，而力求兼顧商品或服務對社會、環境

的影響，以促進生態永續發展，使樂活定義開始由人類本身，延伸到人類與大

自然共同生存的概念上，也因為樂活概念與日本傳統思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接近，因此日本政府與企業開始注重此趨勢並及利推廣（NPO 樂活俱樂部，

2006）。 

2005 年，樂活趨勢開始在台灣經由媒體報導而曝光，隔年，國內連鎖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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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超商龍頭企業隨即宣示「新生活運動」，開始提倡「無添加」食品與商品，

並發行 MY LOHAS 生活誌，使樂活風潮快速在台灣蔓延；褚士瑩（2008）也

提出了 LOHAS 是在吃喝玩樂中仍不忘地球保護與健康永續生活，更進一步透

過以「減量再減量(Reduce)」、「回收再回收(Recycle)」、「有責任的旅行 

(Responsible travel)」、「慢活生活(Re-energize through slow life)」的 4R 作為樂

活的生活態度。在台灣許多的媒體與企業，陸續紛紛也喜歡 LOHAS 這個字

眼，也因 LOHAS 產生許多對於環境保護、健康生活等多項議題重視。 

LOHAS 觀念在全球地區受歡迎的原因，是因人們知道這是一種強調健康

而永續生活態度的創新理念，LOHAS 不是販賣性的商品，不知道 LOHAS 這

個字眼的人，並不代表她們沒有實行樂活生活，因為 LOHAS 是維持在消費者

自覺的基礎上，所以它並不會消失。Ray（2000）也在《文化創造》一書中提

到，「這群文化創造者剛開始，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行為，會影響到整個社會

文化的改變，他們也沒有一個集體性的組織。」現在全世界各地有越來越多訴

求 LOHA S 的生活理念正在形成（盧妍巧，2007）。 

（三）樂活族 

樂活族行為以實現個人及社會永續發展為終極目標，會在生活中時見各種

樂活方法以達到此目標。在 2005 年 5 月自然消費市場研究中心(National 

Marketing Institute, NMI)與 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公司為理解樂活

市場，發表關於樂活之初步調查報告，報告中提出「樂活族」、「生活中堅者」、

「中庸安全者」、「個人便利族」四個族群分類，分別說明如下（NPO 樂活俱

樂部，2006）： 

1.樂活族: 將對環境與健康化成實際行動落實於生活中，重視社會議題、關

心自我成長。 

2.生活中間者：重視成本，對環境與健康關懷劃成行動，若所得提高，則晉

升為樂活族之可能性高。 

3.中庸安全者：對環境與健康關心較低，沒特別意見或價值觀。 

4.個人便利族：對環境與生活漠不關心。 

綜觀各個族群，樂活族在自我成長、健康意識、環抱議題、社會問題上皆

表現出顯著的關心，並反應於生活中，且會主動關懷自己及周遭的人、事、物，

在消費時除了商品本身，也會從環境、社會問題處理方式等企業社會責任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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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評價（何雅慧，2012）。 

樂活逐漸形成一種新生活運動，愈來愈多人願意承為奉行者，調查結果顯

示，美國約有 1/4 成年人口具有 LOHAS 傾向；歐盟各國樂活成年人佔 35%， 約

為 9,000 萬人；亞洲國家中，日本是最早引進樂活概念的國家，全國約有 29%是

樂活族；台灣則是自 2006 年起，由企業率先藉由健康、環保訴求而推行的樂活

風潮後，依據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Eastern Integrated Consumer Profile, E-ICP)

指出，台灣目前泛樂活傾向者約為 571.3 萬人，在 13-64 歲消費人口中，約有 1/3

屬於樂活生活者，可見台灣民眾對於樂活觀念、實行及體驗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木村麻紀，2007；王登再，2010；邱俊龍，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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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世界宗教博物館現場看展觀眾為研究對象，並以質化與量化問卷與

實際訪談的方式進行紀錄與觀察，另配合以靜、動態攝影的影像紀錄來呈現觀展

者的感受，由此紀錄與分析觀眾在宗博館裡增進世界宗教文化與教義的認識，且

進入這個獨特的人類文明與生命體驗的殿堂，以及拓展觀眾個人宗教文化經驗的

同時亦得到幸福與樂活之感的感受，由此項重要的生命教育議題來進行研究。 

此研究主要目的著重在探討透過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參訪之後，觀眾在幸福感

與樂活感方面的表現情形，為了達到此一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採用調查研究法

以進行研究，除了了解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方面的表現情形之外，亦著重在探

究不同背景變項（包含年齡、性別與信仰）的觀眾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之後，

其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表現情形之差異，以藉此研提相關的具體建議供相關機構

與後續研究之參考。 

 

 

            

圖 1. 本研究架構圖 

 

二二二二、、、、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主要為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參訪觀眾，但由於館內的展覽內

容具有一套完整的系統規劃，需要適切的導覽方能確保參訪觀眾能真實體會所有

展覽內容，進而探究其對於觀眾的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影響，故在本研究中主要以

自變項 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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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導覽的團體觀眾為主。依據前述原則，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設定為在 101 年 6

月至 11 月等 6 個月之間申請團體導覽的觀眾，包含國小高年級階段觀眾 24 位、

國中階段觀眾 140 位、高中階段觀眾 153 位、大學以上階段觀眾 345 位，總計

662 位觀眾作為本次問卷調查的主要對象。 

 

三三三三、、、、研究實施研究實施研究實施研究實施 

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實施期間主要為 101 年 6 月至 11 月等 6 個月期間，針對

申請團體導覽的部分觀眾，願意填寫問卷的團體納入本研究的問卷調查範圍，而

在團體導覽的部分，由於每次完整導覽的時間約為 2 個小時，但因展場有 2400

坪之大，因此仍有些展區有些觀眾因為時間的關係，導賞時沒有機會進入體驗，

例如靈修學習區與生命覺醒區，因此這兩區有些觀眾並未作答，館方安排進行問

卷調查之後會贈送相關的紀念品以感謝其填答問卷的辛勞。 

 

四四四四、、、、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工具主要為「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調查問卷」，

而為了符合不同年齡階層觀眾的需求，研究者針對此一問卷亦設計四種不同的版

本，分別提供給國小高年級階段、國中階段、高中階段、以及大學以上階段的觀

眾填寫，透過此一設計，可以避免觀眾在填答問卷時，因為無法了解題意而導致

無法填答的情形，詳細的問卷內容請參考附件問卷。 

 

五五五五、、、、資料分析與詮釋資料分析與詮釋資料分析與詮釋資料分析與詮釋 

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分析主要可分為量化資料與質性資料的分析，分別說明

如下： 

（一）量化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採用的量化資料分析方法包括平均數與標準差、獨立樣本 t 檢

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說明如下： 

1.平均數與標準差 

主要用以呈現觀眾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之後，其在幸福感與樂活感

方面的集中情形。 

2.獨立樣本 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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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不同性別、有無信仰的觀眾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之後，其

在幸福感與樂活感方面的差異，本研究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不同性別

與有無信仰的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方面的實際表現，進而瞭解不同性別、

有無信仰對參訪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等方面的表現是否會有差異。 

3.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為了瞭解不同年齡觀眾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之後，其在幸福感與樂

活感方面的差異，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探究不同年齡觀眾的實際

表現，進而瞭解不同年齡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等方面的表現是否會有差

異。 

（二）質性資料分析 

在質性資料分析方面，研究者主要分析的原始資料主要為問卷調查中開

放性問題所蒐集到的相關文字資料，為了能夠嚴謹的分析這些原始資料，研

究者在本研究中主要採用的步驟包含：(1)先集合所有原始資料並進行編

碼；(2)組織、分類、以及編輯原始性資料，使其成為易分辨的資料檔；(3)

依據研究目的透過交叉分析以獲致研究結果。此外，當資料分析的過程中若

遭遇到不同問卷填答者有相異的論點時，研究者將會再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

針對爭議之處進行商議，以歸納出最適切的分析結果，然而，若無法達成共

識時，則主要邀請博物館的專家進行確認，並以具實務經驗的專家之意見為

主要依據。透過前述的程序，相信本研究所歸納出的研究結果應能具備信、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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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一一一一、、、、基基基基本資料分析本資料分析本資料分析本資料分析 

（一）問卷觀眾分類問卷觀眾分類問卷觀眾分類問卷觀眾分類 

在本研究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總計發出 662 份問卷，其中，如表 1、圖

2 所示，國小高年級階段為 24 人（3.6%）、國中階段為 140 人（21.1%）、高中

階段為 153 人（23.1%）、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為 345 人（52.1%）。因此，這

一次接受問卷調查的觀眾中，主要以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最多，佔整體人數的

52.1%。 

 

表 1. 問卷觀眾人數分配表 

問卷觀眾分類問卷觀眾分類問卷觀眾分類問卷觀眾分類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國小高年級階段國小高年級階段國小高年級階段國小高年級階段 24 3.6% 

國中階段國中階段國中階段國中階段 140 21.1% 

高中階段高中階段高中階段高中階段 153 23.1% 

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 345 52.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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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問卷觀眾人數分配圖 

註：圖中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取整數顯示。 

 

（二）性別 

在本研究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總計發出 662 份問卷，其中，如表 2、圖

3 所示，男性為 198 人（29.9%）、女性為 463 人（69.9%），此外，有 1 份問卷

並未填答性別（0.2%）。因此，就本次接受世界宗教博物館問卷調查的觀眾中，

主要以女性較多，佔整體人數的 69.9%。 

   

表 2. 性別人數分配表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198 29.9%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463 69.9% 

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 1 0.2%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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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性別人數分配圖 

註：圖中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取整數顯示。 

 

（三）再參觀意願 

在本研究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總計發出 662 份問卷，其中，如表 3、圖

4 所示，願意再參觀的人數為 603 人（91.1%）、不願意參觀的人數為 41 人

（6.2%），此外，有 18 份問卷並未填答是否願意再參觀（2.7%）。因此，就申

請世界宗教博物館導覽的觀眾中，多數觀眾仍願意再度參觀世界宗教博物館，

佔整體人數的 91.1%，顯示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覽內容十分值得觀眾再參觀。 

 

表 3. 再參觀意願人數分配表 

再參觀意願再參觀意願再參觀意願再參觀意願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願意再參觀願意再參觀願意再參觀願意再參觀 603 91.1% 

不願意再參觀不願意再參觀不願意再參觀不願意再參觀 41 6.2% 

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 18 2.7%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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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再參觀意願人數分配圖 

註：圖中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取整數顯示。 

 

（四）參觀次數 

在本研究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總計發出 662 份問卷，其中，如表 4、圖

5 所示，首次參觀的人數為 595 人（89.9%）、參觀次數介於 2 至 5 次的人數為

39 人（5.9%）、參觀次數介於 6 至 10 次的人數為 7 人（1.1%）、參觀次數為 11

次以上的人數為 9 人（1.4%），此外，有 12 份問卷並未填答參觀次數（1.8%）。

因此，前往世界宗教博物館導覽的觀眾中，多數觀眾皆為首度參觀世界宗教博

物館，佔整體人數的 89.9%，顯示世界宗教博物館的觀眾有多數皆為首次參觀。 

 

表 4. 參觀次數分配表 

參觀次數參觀次數參觀次數參觀次數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首次參觀首次參觀首次參觀首次參觀 595 89.9% 

2-5次次次次 39 5.9% 

6-10次次次次 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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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 9 1.4% 

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 12 1.8%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62 100% 

 

 

圖 5. 參觀次數分配圖 

註：圖中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取整數顯示。 

 

（五）居住地點 

在本研究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總計發出 662 份問卷，其中，如表 5、圖

6 所示，居住在臺北市或新北市的人數為 394 人（59.5%）、居住在其他縣市的

人數為 193 人（29.2%）、居住在國外的人數為 70 人（10.6%），此外，有 5 份

問卷並未填答居住地點（0.8%）。因此，前往世界宗教博物館導覽的觀眾中，

多數觀眾皆居住在臺北市或新北市，佔整體人數的 59.5%，顯示世界宗教博物

館的觀眾有多數皆處於鄰近的新北市或臺北市。 

由世界宗教博物館成立目的之一的國際能見度觀點言之，亦可見其成效。

因由問卷資料中可看出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國際性，本計畫由國外來參訪的填答

問卷人數比例達十分之一強。由問卷資料顯示，除台灣本身的參觀者之外，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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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卷的國籍與地區亦遍及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大陸、香港、澳門等。 

 

表 5. 居住地點分配表 

居住地點居住地點居住地點居住地點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臺北市或新北市臺北市或新北市臺北市或新北市臺北市或新北市 394 59.5% 

其他縣市其他縣市其他縣市其他縣市 193 29.2% 

國外國外國外國外 70 10.6% 

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 5 0.8%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62 100% 

 

 

圖 6. 居住地點分配圖 

註：圖中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取整數顯示。 

 

（六）信仰 

在本研究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總計發出 662 份問卷，其中，如表 6、圖

7 所示，沒有明確信仰的人數為 410 人（61.9%）、具有明確信仰的人數為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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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37.2%），此外，有 6 份問卷並未填答信仰（0.9%）。因此，前往世界宗教

博物館導覽的觀眾中，多數觀眾皆未有明確的信仰，佔整體人數的 61.9%，顯

示世界宗教博物館的觀眾有多數皆未有明確的信仰。 

 

表 6. 信仰人數分配表 

信仰信仰信仰信仰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無信仰無信仰無信仰無信仰 410 61.9% 

有信仰有信仰有信仰有信仰 246 37.2% 

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遺漏或無效 6 0.9%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62 100% 

 

 

圖 7. 信仰人數分配圖 

註：圖中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取整數顯示。 

 

（七）信仰類別 

在本研究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總計發出 662 份問卷，其中，如表 7、圖

8 所示，沒有明確指出信仰類別的人數為 439 人（66.3%）、信仰道教的人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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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人（11.2%），信仰佛教的人數為 77 人（11.6%），信仰基督教的人數為 45

人（6.8%），信仰天主教的人數為 19 人（2.9%），信仰一貫道的人數為 8 人

（1.2%）。因此，前往世界宗教博物館導覽的觀眾中，多數觀眾皆未明確指出

其信仰類別，佔整體人數的 66.3%，顯示世界宗教博物館的觀眾有多數未有明

確的信仰。 

 

表 7. 信仰類別人數分配表 

信仰類別信仰類別信仰類別信仰類別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未指出信仰類別未指出信仰類別未指出信仰類別未指出信仰類別 439 66.3% 

道教道教道教道教 74 11.2% 

佛教佛教佛教佛教 77 11.6% 

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 45 6.8% 

天主教天主教天主教天主教 19 2.9% 

一貫道一貫道一貫道一貫道 8 1.2%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62 100% 

 

 



 

22 

圖 8. 信仰人數類別分配圖 

註：圖中百分比採四捨五入取整數顯示。 

 

二二二二、、、、世界宗教博物館對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影響世界宗教博物館對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影響世界宗教博物館對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影響世界宗教博物館對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影響 

為了瞭解世界宗教博物館對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影響，本研究主要透過

導覽以協助觀眾深度參與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覽內容，並藉此探討觀眾在參觀完

世界宗教博物館後，其對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實際感受。依據表 7 的資料分析結果

可知，在觀賞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覽後，國小高年級階段觀眾的幸福感在五等

第量表中的平均為 4.20（SD=0.51）、國中階段觀眾的幸福感在五等第量表中的平

均為 3.84（SD=0.63）、高中階段觀眾的幸福感在五等第量表中的平均為 4.09

（SD=0.48）、大學以上及成人階段觀眾的幸福感在五等第量表中的平均為 3.96

（SD=0.57），而整體觀眾的幸福感在五等第量表中的平均為 3.97（SD=0.57）。因

此，國小高年級階段與高中階段的觀眾在觀賞完世界宗教博物館後，其在幸福感

方面的感受較高，而國小高年級階段與高中階段的觀眾在觀賞完世界宗教博物館

後，其在幸福感方面的感受則比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與國中階段的觀眾略高。 

 

若從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示設計來看，所有觀眾認為觀賞完最能激發其幸福

感的設施分別為「世界宗教建築縮影」（M=4.25, SD=0.79）、「世界宗教展示大廳」

（M=4.18, SD=0.80）、「生命之旅廳」（M=4.11, SD=0.81）、以及「生命之河－台灣

生命教育的歷史軌跡」（M=4.11, SD=0.86），但有些團體則因時間或其他因素未有

機會進入「靈修學習區」及「生命覺醒區」的情境體驗，因此對於這兩個展示區

的幸福感的體驗無法完整呈現，由於問卷有遺漏值，其幸福感分別為「生命覺醒

區」（M=3.75, SD=0.92）、以及「靈修學習區」（M=3.71, SD=0.95）。 

 

表 7. 觀眾看展後的幸福感統計表 

國小高年國小高年國小高年國小高年

級級級級 

(N=24)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N=139)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N=141) 

大學以上大學以上大學以上大學以上

或成人或成人或成人或成人 

(N=309)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幸福感幸福感幸福感幸福感 4.20 0.51 3.84 0.63 4.09 0.48 3.96 0.57 3.97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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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玉之網珠玉之網珠玉之網珠玉之網 3.96 0.69 3.70 0.85 3.79 0.78 3.74 0.74 3.75 0.77 

淨心水幕淨心水幕淨心水幕淨心水幕 4.38 0.65 3.93 0.90 4.17 0.76 4.00 0.70 4.04 0.77 

朝聖步道朝聖步道朝聖步道朝聖步道 4.00 0.88 3.69 0.86 3.96 0.78 3.97 0.76 3.91 0.80 

掌痕手印掌痕手印掌痕手印掌痕手印 4.46 0.72 3.84 0.92 4.23 0.76 4.03 0.78 4.05 0.82 

金色大廳金色大廳金色大廳金色大廳 4.21 0.83 3.87 0.93 4.00 0.80 3.88 0.79 3.92 0.83 

宇宙創世廳宇宙創世廳宇宙創世廳宇宙創世廳 4.13 0.99 3.96 0.83 3.97 0.83 3.88 0.79 3.93 0.82 

生命之旅廳生命之旅廳生命之旅廳生命之旅廳 4.33 0.92 3.85 0.96 4.28 0.70 4.13 0.76 4.11 0.81 

靈修學習區靈修學習區靈修學習區靈修學習區 3.88 0.95 3.64 1.00 3.83 0.96 3.67 0.93 3.71 0.95 

生命覺醒區生命覺醒區生命覺醒區生命覺醒區 3.88 0.95 3.64 0.95 3.87 0.93 3.74 0.91 3.75 0.92 

華嚴世界華嚴世界華嚴世界華嚴世界 4.38 0.71 3.81 0.97 4.14 0.84 3.90 0.83 3.95 0.87 

世界宗教展世界宗教展世界宗教展世界宗教展

示大廳示大廳示大廳示大廳 

4.25 0.79 4.00 0.92 4.37 0.72 4.16 0.76 4.18 0.80 

世界宗教建世界宗教建世界宗教建世界宗教建

築縮影築縮影築縮影築縮影 

4.42 0.78 4.21 0.89 4.43 0.72 4.17 0.77 4.25 0.79 

生命之河生命之河生命之河生命之河－－－－

台灣生命教台灣生命教台灣生命教台灣生命教

育的歷史軌育的歷史軌育的歷史軌育的歷史軌

跡跡跡跡」」」」    

4.29 1.04 3.81 1.00 4.22 0.79 4.17 0.79 4.11 0.86 

註：由於問卷有遺漏值，故導致 N 總和不等於 662。 

 

依據表 8 的資料分析結果可知，在觀賞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覽後，國小高

年級階段觀眾的樂活感在五等第量表中的平均為 4.15（SD=0.51）、國中階段觀眾

的樂活感在五等第量表中的平均為 3.82（SD=0.66）、高中階段觀眾的樂活感在五

等第量表中的平均為 3.99（SD=0.52）、大學以上及成人階段觀眾的樂活感在五等

第量表中的平均為 3.74（SD=0.66），而整體觀眾的幸福感在五等第量表中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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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83（SD=0.63）。因此，國小高年級階段的觀眾在觀賞完世界宗教博物館後，

其在樂活感方面的感受比高中階段、國中階段、以及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的觀眾

在觀賞完世界宗教博物館後，其在樂活感方面的感受略高。 

若從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示設計來看，所有觀眾認為觀賞完最能激發其樂活

感的設施分別為「世界宗教建築縮影」（M=4.10, SD=0.84）、「世界宗教展示大廳」

（M=4.04, SD=0.85）、以及「生命之旅廳」（M=3.96, SD=0.83），而由於有些團體

則因時間或其他因素未有機會進入「靈修學習區」及「生命覺醒區」的情境體驗，

因此對於這兩個展示區的樂活感的體驗無法完整呈現，因問卷有遺漏值，其樂活

感分別為「靈修學習區」（M=3.58, SD=0.94）、「生命覺醒區」（M=3.61, SD=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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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觀眾看展後的樂活感統計表 

國小高年國小高年國小高年國小高年

級級級級 

(N=24)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N=138)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N=141) 

大學以上大學以上大學以上大學以上

或成人或成人或成人或成人 

(N=308)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樂活感樂活感樂活感樂活感 4.15 0.51 3.82 0.66 3.99 0.52 3.74 0.66 3.83 0.63 

珠玉之網珠玉之網珠玉之網珠玉之網 3.92 0.78 3.67 0.88 3.70 0.79 3.61 0.78 3.66 0.80 

淨心水幕淨心水幕淨心水幕淨心水幕 4.42 0.72 4.03 0.88 4.06 0.80 3.76 0.80 3.91 0.83 

朝聖步道朝聖步道朝聖步道朝聖步道 3.92 0.72 3.68 0.91 3.90 0.81 3.73 0.80 3.77 0.83 

掌痕手印掌痕手印掌痕手印掌痕手印 4.54 0.66 3.88 1.01 4.09 0.75 3.69 0.89 3.85 0.90 

金色大廳金色大廳金色大廳金色大廳 4.21 0.93 3.89 0.96 3.84 0.80 3.66 0.88 3.77 0.89 

宇宙創世廳宇宙創世廳宇宙創世廳宇宙創世廳 4.17 0.92 3.89 0.94 3.90 0.81 3.73 0.84 3.82 0.86 

生命之旅廳生命之旅廳生命之旅廳生命之旅廳 4.25 0.79 3.79 0.99 4.11 0.73 3.94 0.78 3.96 0.83 

靈修學習區靈修學習區靈修學習區靈修學習區 3.92 0.83 3.60 1.01 3.72 0.90 3.48 0.92 3.58 0.94 

生命覺醒區生命覺醒區生命覺醒區生命覺醒區 3.67 0.87 3.58 0.93 3.78 0.89 3.54 0.91 3.61 0.91 

華嚴世界華嚴世界華嚴世界華嚴世界 4.13 0.85 3.88 0.94 4.03 0.83 3.66 0.86 3.81 0.88 

世界宗教展世界宗教展世界宗教展世界宗教展

示大廳示大廳示大廳示大廳 

4.33 0.82 3.93 0.99 4.32 0.73 3.93 0.80 4.04 0.85 

世界宗教建世界宗教建世界宗教建世界宗教建

築縮影築縮影築縮影築縮影 

4.46 0.66 4.16 0.93 4.36 0.72 3.93 0.82 4.10 0.84 

生命之河生命之河生命之河生命之河－

台灣生命教

育的歷史軌

跡」 

4.08 1.10 3.72 1.05 4.11 0.82 3.94 0.82 3.94 0.89 

註：由於問卷有遺漏值，故導致 N 總和不等於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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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資料分析結果可知，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後，觀眾在幸福感與

樂活感方面皆趨近於同意有進一步的體會，且在有關幸福感的同意程度較樂活感

為高。此外，若從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示設計來看，觀眾在看完「世界宗教建築

縮影」、「世界宗教展示大廳」、以及「生命之旅廳」之後，對於幸福感與樂活感

皆有較進一步的體會，而有些團體因為時間的關係或其他因素未有機會進入「靈

修學習區」與「生命覺醒區」的情境體驗，因此對於這兩個展示區的幸福感與樂

活感的體驗無法完整呈現。 

 

三三三三、、、、不同學習階段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差異分析不同學習階段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差異分析不同學習階段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差異分析不同學習階段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差異分析 

在幸福感方面，依據表 9 的分析可知，不同學習階段的觀眾，其對幸福感的

體會程度有所不同（F(3, 609)=5.91，p<.05），且不同學習階段獨變項對於依變項

的解釋力，以η2 係數來看，達 0.03，依據 Cohen（1988）的判準，顯示獨變項

與依變項的關聯性為中度關聯，統計檢定力達 0.96，表示統計檢定能力頗高，因

此不同學習階段觀眾在觀賞世界宗教博物館後，其對於幸福感的體會程度會有差

異。而依據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國小高年級階段、高中階段的體會程度會優於

國中階段、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的體會程度也會優於國中

階段。 

而在樂活感方面，依據表 9 的分析可知，不同學習階段的觀眾，其對樂活感

的體會程度也有所不同（F(3, 607)=7.35，p<.05），且不同學習階段獨變項對於依

變項的解釋力，以η2 係數來看，達 0.04，依據 Cohen（1988）的判準，顯示獨

變項與依變項的關聯性為中度關聯，統計檢定力達 0.99，表示統計檢定能力頗

高，因此不同學習階段觀眾在觀賞世界宗教博物館後，其對於樂活感的體會程度

會有差異。而依據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國小高年級階段、高中階段的體會程度

會優於國中階段、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 

 

表 9. 不同學習階段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a b c d 

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M SD M SD M SD M SD 

F值值值值 ηηηη2 

事後事後事後事後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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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幸福感幸福感幸福感 4.20 0.51 3.84 0.63 4.09 0.48 3.96 0.57 5.91* 0.03 a>b 

a>d 

c>b 

c>d 

d>b 

樂活感樂活感樂活感樂活感 4.15 0.51 3.82 0.66 3.99 0.52 3.74 0.66 7.35* 0.04 a>b 

a>d 

c>b 

c>d 

註 1：a 代表國小高年級階段、b 代表國中階段、c 代表高中階段、d 代表大學以

上或成人階段。 

註 2：*
p<0.05。 

註 3：當變異數同質性假設不違反時，採用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但當變異

數同質性假設違反時，採用 Dunnett 的 T3 法進行事後比較（邱皓政，2009）。 

 

四四四四、、、、不同性別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差異分析不同性別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差異分析不同性別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差異分析不同性別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差異分析 

依據表 10 的資料分析結果可知，不同性別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會程

度之差異並未達到顯著水準，顯示男性觀眾與女性觀眾之間在觀賞完世界宗教博

物館之後，並不會在幸福感或樂活感等兩方面有差異。 

 

表 10. 不同性別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M SD M SD 

t值值值值 

幸福感幸福感幸福感幸福感 3.99 0.59 3.96 0.56 0.60 

樂活感樂活感樂活感樂活感 3.91 0.62 3.80 0.64 1.93 

註：*
p<0.05。 

 

五五五五、、、、有無信仰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差異分析有無信仰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差異分析有無信仰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差異分析有無信仰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差異分析 

依據表 11 的資料分析結果可知，有無信仰的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會

程度之差異並未達到顯著水準，顯示觀眾是否具有明確的信仰，並不會導致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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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完世界宗教博物館之後，會在幸福感或樂活感等兩方面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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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有無信仰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無信仰無信仰無信仰無信仰 有信仰有信仰有信仰有信仰 

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M SD M SD 

t值值值值 

幸福感幸福感幸福感幸福感 3.96 0.55 4.00 0.60 -0.75 

樂活感樂活感樂活感樂活感 3.83 0.60 3.84 0.69 -0.15 

註：*
p<0.05。 

 

六六六六、、、、幸福感與樂活感開放性問題的質性陳述幸福感與樂活感開放性問題的質性陳述幸福感與樂活感開放性問題的質性陳述幸福感與樂活感開放性問題的質性陳述  

    在量化數據的填答之餘，世界宗教博物館的部分參觀者在問卷分析最後的開

放性問題題項表達觀展感受: 

◎若您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若您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若您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若您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展展展覽後覽後覽後覽後，，，，對於幸福感還有其他感受對於幸福感還有其他感受對於幸福感還有其他感受對於幸福感還有其他感受，，，，請用文字請用文字請用文字請用文字

敘述敘述敘述敘述於下於下於下於下。。。。    

◎若您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若您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若您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若您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展展展覽後覽後覽後覽後，，，，對於樂活感還有其他感受對於樂活感還有其他感受對於樂活感還有其他感受對於樂活感還有其他感受，，，，請用文字請用文字請用文字請用文字

敘述敘述敘述敘述於下於下於下於下。。。。    

                在上述兩個題項下，部分觀眾就幸福感還有樂活感的其他感受用文字表達他

們的參觀經驗和記憶，在字裡行間傳遞與世界宗教博物館互動關係的訊息，也透

過文字抒發他們在此博物館展示內涵與展示空間所體悟的福祉、歡愉、健康、喜

悅和宗教包容的生命追尋，以及在靈性與智性上的滋養與提升。 

    並非所有的參觀者都填答開放性問題，因而無法以計量方式來表現觀眾相異

或相類似的感受。故以下茲就不同年齡層問卷的開放性問題分題，並個別呈現參

觀者於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展覽後在幸福感感受與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並在

此呈現符合本計畫觀眾研究之「探究世界宗教博物館對激發觀眾幸福感與樂活感

的體認之效益」研究命題與目地的陳述以做為討論與建議質性論述的部份基礎。 

 

((((一一一一)))) 幸福感感受幸福感感受幸福感感受幸福感感受    

1. 國小高年級國小高年級國小高年級國小高年級(10歲歲歲歲~12 歲歲歲歲)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 

(1) 原來世界的事無奇不有，生命需要好好把握。窩在世界上是幸福的。 

(2) 感受到生命的重要，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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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愛、生命。 

(4) 儘管世界有不同的宗教，但也對我們的生命有許多影響，也改變了很多人

的生命，我希望找到一個影響我生命的宗教。 

 

2.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13 歲歲歲歲~ 15歲歲歲歲)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 

(1) 很新奇！看到了很多宗教的東西，也知道了生命教育！很有趣。 

(2) 幸福感很高。 

(3) 我覺得很棒，那裡能夠給人一種安靜，舒適的感覺，還能學到、看到很多

東西。 

(4) 宗教本身是讓我們潔淨心靈而存在的，人如果可以尊重的角度來看待，這

世界會變得很不一樣。 

(5) 用一顆真心去對待別人，也能讓別人深感幸福。 

(6) 華嚴世界裡面讓我感覺很放鬆。 

(7)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都不想想現在我有東西吃，在世界的

某個地方的人是不是也有東西吃呢？ 

(8) 世界上有許多不同的宗教，要學習用正常的角度看待他們，而不是批評他

們的宗教。 

(9) 我覺得這裡很能讓人心情平靜 

(10) 我能參加這次宗教博物館活動，我感到很幸福，  

(11) 我學到了宗教的由來。 

(12) 我覺得我的人生很美。 

(13) 我覺得能出生在這世上已經是很幸福的事。 

(14) 宗教的起源讓我覺得很有神秘感。 

(15) 除了幸福感也有了好奇感。 

(16) 感受到生命的重要與來源。 

(17) 用心去體會感受。 

(18) 自在的感覺。 

(19) 心靈變得很沉淨。 

(20) 很有教育意義和宗教意義。 

 

3.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16 歲歲歲歲~ 18歲歲歲歲)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 

(1) 在多元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更寬容，寬闊視野看待每個宗教。 

(2) 對生命有更深一層認識。 

(3) 很有好奇感，想認識更多其他宗教文化。 

(4) 在走過朝聖步道後，還有股震撼感，往身後走過的步道看去，黑暗起點

隱隱微光，對比盡頭的光亮，酸熱淚意湧上眼眸。 

(5) 看到最後的生命之河，對於那些勇敢、偉大的犧牲者感到光榮外，也覺

得能活者真的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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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觀完宗博後，讓我對世界各地的宗教又有更深入了解，也對於自我有

更深入的認知。 

(7) 在宗教博物館內心非常平靜! 

(8) 寧靜也可以感受到被萬物包容的感覺，不一定要處在山野之中，都市裡

的每一隅都可自己來決定，因為它來自於心。 

(9) 心中感到平靜、自在。 

(10) 體會到宗教都是美的，不管是建築、儀式或宗教本身。大開眼界。 

(11) 對「生命之河－台灣生命教育的歷史軌跡」展示很感動。 

(12) Every religion has its way to purify people's mind. 

(13) 在參觀過程中學到很多，很開心，很幸福。 

(14) 更加清楚自己的生命。 

(15) 感覺身心平靜。 

(16) 對於宗教有更深的了解。 

(17) 我願將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發揮的淋漓盡致。 

(18) 生命很奇妙，宗教使生命更精采。 

(19) 了解各宗教文化，並以客觀接受其文化。 

(20) 把握當下才是真的! 

(21) 更了解宗教的廣義，不會被侷限。 

(22) 心中非常平靜，感覺對自己有更進一步認識。 

(23) 充實!!學習到很多不同宗教的歷史，希望下次還能有機會能過來詳細參

觀。 

(24) 感謝社會及國家，豐富了我們的知識生命。 

(25) 把握當下!! 

(26) 有種超然的感覺。 

(27) 對於幸福，我只希望能掌握在手中。 

(28) 對於這個世界、社會和自己感到很幸福! 

(29) 再踏進這裡後心裡很平靜，有被治癒的感覺。 

(30) 宗教永遠有神祕的感覺存在，有時候認為想太多，但有時候就該這麼

想，但無論如何，珍惜現在的幸福。 

(31) 眼見不一定為憑，用心體會是世界 

 

4. 大學和大學和大學和大學和(或或或或)成人以上成人以上成人以上成人以上( 19歲以上歲以上歲以上歲以上)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幸福感感受的文字敘述 

(1) 我覺得我很幸福 

(2) 幸福就是活在當下 

(3) pretty satisified, it was interesting. 

(4) 心靈較為沉靜。 

(5) 感受到生命的意義，宇宙萬物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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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宗教有了更深的認識，能夠強烈感受到宗教帶來的愛、美、和平的正

向能量，覺得自己的內心排空了一些紛擾，注入了一些正面的力量，與

世界更近了些。 

(7) 我覺得我的生活十分幸福，故感受到神的愛，盼望人尋找到宗教的幸福。 

(8) 幸福->美滿->快樂->昇華->美。 

(9) 幸福其實很簡單。 

(10) 幸福感會隨個人經歷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 

(11) 我覺得幸福是自愛，也要付出時間及心思去經營。 

(12) 我還有其他的感受，我覺得在這裡看到各派宗教在這顯示出很大的融合

和諧的氣氛，使人感到平安，喜樂，我希望很多人會感受到喜樂平安。 

(13) 幸福不只是衣食住行，幸福有時要付出。 

(14) 認識到不同宗教及不同的習俗，擴展樂視野及更覺得自己所處的地區實

在太自由及幸福了 

(15) 對於保持內心的平靜，更向前邁進一步。 

(16) 體會幸福就在身邊，但身在福中不知福。 

(17) 有一種被愛的感覺。 

(18) 感到世界上充滿愛。 

(19) 覺得要活在當下，珍惜現在。 

(20) 對於宗教有新的認識。 

(21) 會重新去探索自己對人生的看法。 

(22) 對人生有了新的一層體悟。 

(23) 很喜歡淨心水幕。 

(24) 平靜平凡的幸福。 

(25) 施更於受。 

(26) 悲天之心均無有。 

(27) 幸福感，是有能力或為他人的貴人，幫助別人完成他人。 

(28) 心靈層次的提升。 

(29) 平靜平凡的幸福。 

(30) 珍惜生命。 

(31) 我喜歡「生命之河－台灣生命教育的歷史軌跡」的展示概念，可以抒發

自己的想法。 

(32) 看到各個宗教的歷史、文物與發展活生生展現在眼前，導覽員清楚明白

地解說，且很有趣。 

(33) 建築模型我體會到世界之美。 

(34) 很棒的感覺，感動+平靜。 

(35) 知識更豐富，眼界更寬闊。 

(36) 珍惜擁有。 

(37) 平靜、放下和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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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用心過生活，幸福無所不在。 

(39) 「生命之河－台灣生命教育的歷史軌跡」展示帶來的幸福感很真實，因

為散發著人定勝天的精神，可激發出非常正向的力量。 

(40) 這裡實在太棒了!讚!身心舒暢! 

(41) 聽到這裡的音樂會讓我感到輕鬆。 

(42) 社會上有這麼多的宗教帶來不同的幸福，但是都是對我們人類有一定的

幫助。 

(43) 令我更加珍惜身邊的人事物。 

(44) 對生命更加了解。 

(45) 心情能沉靜下來。 

(46) 讓我感覺社會的溫暖及幸福感。 

(47) 宗教力量很偉大。 

(48) 原來人生有這麼多的知識，宗教也很多，感謝導覽老師。 

(49) 更加知道自己的幸福感的感覺。 

(50) 心靈沉澱許多。 

(51) 知道答案的喜悅。 

(52) 知福，惜福，再造福。 

(53) 珍惜生命，多做善事。 

(54) 我是誰，為何會到這個世間來，生命的源由為何，各宗教派雖有所不同，

卻是引人走向更幸福得境地。 

(55) 生命無常及延續。 

(56) 用心感受愛。 

(57) 對於死亡具正面看法，少了恐懼與逃避。 

(58) 平靜知足。 

(59) 有解說員解說更能深入了解其中更深沉的意涵，感恩創始人及所有付

出、設計及服務的志工才有的殊榮，了解更多世界各宗教的特色。 

(60) 對於生命充滿感恩之心。 

(61) 大愛的奉獻是無私。 

(62) 博物館非常的棒!導覽員也很用心。Thanks a lot. 

(63) 幸福在於你的滿足，知足者常樂，還要用有堅定崇高的信仰，彷彿寒冰

不能凍、川流之水，枯木也會再縫春。 

(64) 了解學習到世界的宗教，心靈上無不受此犀利，對宗教衍生出的藝術嘆

為觀止！ 

(65) 幸福是來自心底的微笑！享受幸福，享受生活！ 

(66) 寧靜舒服的感覺去反思自己過往的行為，檢討將來的目標。 

(67) 能平安快樂的生活在台灣這寶島很幸福 

(68) 對生命有了更新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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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樂活感感受樂活感感受樂活感感受樂活感感受 

1. 國小高年級國小高年級國小高年級國小高年級(10歲歲歲歲~12 歲歲歲歲)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 

(1) 增加歡樂。 

(2) 壓力隨風消逝，愉悅的心情讓我放放鬆心情。 

(3) 有趣、高興。 

 

2.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13 歲歲歲歲~ 15歲歲歲歲)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 

(1) 樂活感高。 

(2) 淨心水幕，掌痕手印，雖然大家都在玩，但我覺得有一種身體洗乾淨，重

來一遍的感覺。 

(3) 我覺得那裡可以讓人獲得心靈的滿足與啟發。 

(4) 參觀宗博館讓我整個人快活了起來。 

(5) 世界宗教建築縮影很有趣，裡面的建築很美。 

(6) 在玩掌痕手印時覺得很好玩，有趣很酷，用了那種方式在說走過必留下痕

跡。 

(7) 很開心，希望下次能待久一點，了解更多不同宗教的文化。 

(8) 能看到世界各種宗教，讓我大飽眼福。 

(9) 讓我學會尊重。 

(10) 我覺得異常地開心。 

(11) 感到很悠閒。 

(12) 發現宗教有多麼得超乎我們想像。 

(13) 了解了很多關於世界的原理。 

 

3.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16 歲歲歲歲~ 18歲歲歲歲)樂樂樂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 

(1) 很深切的體悟。 

(2) 感到很平靜。 

(3) 可以沉靜心靈。 

(4) 來到世界宗教博物館，雖然莊嚴卻也能給人另一種對生命的體驗，我們

要快樂的活著，讓人生更有意義。 

(5) 在通過淨心水幕時，那沁涼的流水似乎洗淨了我的身心一般，緊接著的

朝聖步道更是使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 

(6) 因為人實在是太小了，那麼我們能掌握的又有多少呢?還是將過多的慾念

寄託於宇宙吧! 

(7) 看自己擁有的，而不是沒有的。 

(8) 好快樂。 

(9) 未來有更明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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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覺得淨心水幕很有趣。 

(11) 我願將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發揮的淋漓盡致。 

(12) 尊重生命，把握當下。 

(13) 珍惜生命。 

(14) 「生命之河」很有意義，看見很多無私奉獻的人很感動! 

(15) 想獨自一個人再來一次，體會更深刻的感覺。 

(16) 感恩導覽員的熱情講解。 

(17) Good museum!! 

(18) 我活著很快樂! 

(19) 世界真奇妙。 

(20)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 

 

4. 大學和大學和大學和大學和(或或或或)成人以上成人以上成人以上成人以上( 19歲以上歲以上歲以上歲以上)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樂活感感受的文字敘述 

(1) 人生真的如此浮雲快樂，應善待人生，好好享受！ 

(2) 感覺充滿正向力量 

(3) 工作人員的服務熱誠及對社會的貢獻，很讓我感動。 

(4) 我覺得人生有生、老、病、死，也應該活在當下和尋求快樂過每一天。 

(5) 樂活感─快樂地生活的感覺，如果生活得隨心隨意一點，那麼樂活感就

越強烈。 

(6) 生命不在乎長度，只在乎意義。 

(7) 人在世，應該保持生活快樂的態度更重要。 

(8) 在我的工作上，懂得了敬業樂業的精神，不少都市人都對自己的工作抱

怨，我都一樣，但參觀過後樂活感豐富了! 

(9) 要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感覺。 

(10) 感受到更多平常生活中感受不到的感受，有更多體驗。 

(11) 愛心永遠在人心。 

(12) 感動這麼多人的奉獻精神，自己應該把自己的心更放大。 

(13) 活出生命意義。 

(14) 美的感受。 

(15) 看完展覽我發現生活要活得有意義。 

(16) 令我知道想要永續生活就得加強環保。 

(17) 對他國宗教歷史、文化、建築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18) 讓我更有活力面對更多挑戰。 

(19) 感受很深刻，掌印很特別。 

(20) 讓我們知道生命、世界是怎麼來的!! 

(21) 觸覺-在水牆那很生活，直接碰觸；視覺-很多從前沒看過，激發興趣。 

(22) 感覺不可思議和奧妙。 

(23) 快樂活出自己，敬發生命光與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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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感恩和珍惜生命之感。 

(25) 世界和平。 

(26) 生活知足、生命知足。 

(27) 樂觀、積極向上，是人生所嚮往的快樂，其實很簡單，不要總想失去什

麼，要反省自己擁有什麼。 

(28) 對宗教上的認知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尊重並理解信仰的含義所在與對自

己的重要性。 

(29) 快樂地活著。 

(30) 生命彷似充滿了力量，生活更積極。 

 

    透過幸福感與樂活感開放性問題的質性文字陳述，我們有以下幾個發

現: 

1. 觀眾對世界宗教博物館讚譽有佳，對展示設計和展示內涵的價值提出各

自的體會，也對現場工作人員奉獻的心表達嘉許之意。 

2. 絕大部分的觀眾(包含接受施測的不同年齡層參觀者)透過文字敘述在看

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覽後，有更積極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正向態度與

能量。 

3. 透過參觀世界宗教博物館，許多參觀者更體會生命的重要和宗教包容的

意義，亦學習到不同宗教的文化內涵與價值。 

4. 觀眾也因看了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覽，對幸福、樂活、愛、快樂、知足

與生死等人生議題，得到進一步瞭解與啟發。 



 

34 

 

伍伍伍伍、、、、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依據前述資料分析結果與討論，本研究主要研提以下結論與建議以供相關單

位與後續研究者參考。 

1.透過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參訪，有助於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等兩方面有更進一

步的體會，而這也突顯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場規劃理念與內涵值得肯定，可作

為促進國民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重要依據。 

2.國小高年級階段觀眾與高中階段觀眾在參觀完世界宗教博物館後，其在幸福感

與樂活感的體會較為深刻，比較於國中階段與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的觀眾，其

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會方面略高，建議後續世界宗教博物館可以針對國中階

段觀眾與大學以上或成人階段的觀眾規劃更適切的體驗內涵，方能讓這些年齡

層的觀眾更深入體驗幸福感與樂活感的氛圍。 

3.若從激發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體會的角度來看，世界宗教博物館在導賞「世  

  界宗教建築縮影」、「世界宗教展示大廳」、以及「生命之旅廳」等三個大展區較 

 能激發觀眾對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會，但有些團體則因時間關係或其他因素沒

有機會進入「靈修學習區」與「生命覺醒區」的情境體驗，因此對於這兩個展

示區的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驗無法完整呈現，因此後續世界宗教博物館或可加

強對此三個區域的導覽賞析，方能更有效的提升其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會。 

4.不同性別、有無信仰等背景因素對於觀眾在幸福感與樂活感的體會程度方面並

不會有顯著差異，而這也顯示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場規劃理念與內涵並不會具

有性別差異與信仰差異，值得肯定。 

5.就本問卷幸福感與樂活感之感受的開放性問題提項來看，觀眾以文字敘述表達 

  出觀賞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展覽之後，能獲致更積極正向之幸福、樂活的生命

態度與能量，亦更體會宗教包容的意義，這值得推薦更多大眾來參觀及親身體驗。 

6. 生命教育為世界宗教博物館非常重要的發展目標，透過研究結果我們

瞭解到觀眾看完展後的寧靜與正向人生觀，也從問卷調查與影像紀實的

結果得知觀眾藉著該博物館宗教性、歷史性、藝術性與人文性的諸多常

設與特展得到幸福與樂活此等生命教育的意義，亦透過此計畫了解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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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從該館的展覽中獲得宗教之美的視覺滿足與心靈饗宴上的豐足。這更提

供世界宗教博物館做為未來宗教與文化相關議題展覽規劃與教育活動籌劃的參

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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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一一一一   

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

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國小高年級版國小高年級版國小高年級版國小高年級版-10歲歲歲歲~12歲歲歲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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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

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國中版國中版國中版國中版-13 歲歲歲歲~15歲歲歲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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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

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高中版高中版高中版高中版-16 歲歲歲歲~18歲歲歲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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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世界宗教博物館觀眾看展的幸福樂活感

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和和和和(或或或或)成人成人成人成人以上版以上版以上版以上版-19

歲以上歲以上歲以上歲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