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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依國發會推計估算，我國將於 2018 年邁入老年人口占比達 14%以上之高齡社會，並於 2025 

年成為老年人口占比達 20%以上之超高齡社會（內政部統計處，2015），即每 5人中就有 1位是老

年長者，足見國內人口的老化速度與未來社會人口結構的改變。隨著年齡的增長，高齡者的活動能

力逐漸衰退，致使個人生活品質與生活滿意度低落，突顯高齡者在生活福利、醫療照顧與休閒旅遊

的重要性。因此無論在面對社會結構的改變，或是在商業機會的市場考量，在「高齡社會」及未來

「超高齡社會」的社會結構中，首重如何確保健康的樂齡生活。近年高齡者進行戶外旅遊活動意願

逐漸提升(Cooper, 2006)，而高齡者的旅遊模式由傳統休閒式旅遊轉變為具學習性及認知深度的體

驗旅遊(Bauer, 2012)。若能透過獲得更深入且引起興趣的知識、體驗自發性的活動，旅遊體驗將會

更加深刻(Tussyadiah & Fesenmaier, 2009)。另外，適度地運用科技可以增加生態旅遊的體驗性與學

習性，以進一步達到樂齡族快樂學習而忘了年齡之目的，而現今也因為科技的發展，有關體驗式的

旅遊開始講求所謂的“3T”概念(Antonio, 2011)，亦即旅遊 Travel、導覽 Tourism以及科技 Technology。

因此，本研究藉由樂齡族的外在行為到與心理層面的情感探索，以科技輔助之體驗為基礎，規劃適

合樂齡族進行生態旅遊時兼具知識獲取與休閒愉悅的互動情境，最後提出符合樂齡族生態旅遊體

驗之情境設計流程。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具多元性旅遊型態及豐富生態物種，以及學習與休閒功能皆齊全的杉林溪生態渡假

園區為本研究個案場域。透過樂齡族生態旅遊體驗的特質與過程，進行互動體驗情境設計。主要採

用質性研究方法，並以使用者體驗創新設計方法(UXID)為依據，分四階段進行，如圖 1。第一階段：

為使用者研究，以使用者為中心進行需求分析（採用參與式工作坊與專家訪談法）；第二階段至第

四階段由概念發想至原型設計（採用情境故事法與 POP 製作法），包含情境概念發想，到最後的情

境模擬與實踐相對應；第五階段為藍圖建立（以雙鑽石設計流程為依據，Design Council，2005），

目的以藍圖說明將新概念提案付諸實現。但因本研究主要以研究為導向，並非以產出產品為目的，

故將最後階段修正為流程擬定，擬將本研究之研究過程重新審視，發展屬於樂齡族生態旅遊互動體

驗情境設計之流程。 

 

圖 1. 使用者體驗創新設計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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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與討論 

透過需求調查分析後，本研究歸納樂齡族進行生態旅遊的體驗因素，情感面包含：五感體驗、

陪伴情感、懷舊體驗的重要性；體驗內容希望是生活化的故事融入、新知識的獲取、分享機制的建

置等。因此，接續透過情境故事法及科技輔助導入，進行互動體驗情境設計之探討，提出「智慧生

態五感體驗 APP」，並進行場域體驗實測，分別如圖 2、圖 3。 

 
 

圖 2. 智慧生態五感體驗 APP示意 圖 3. 場域體驗實測示意 

樂齡族體驗感受之實測結果，本研究發現就體驗模式而言，積極主動的樂齡族比較偏向選擇自

由導覽，不想受到固定流程限制；而被動的樂齡族，沒有特定想要體驗的項目，認為依循導覽較可

獲得完整體驗。體驗內容部分，皆認為透過五感體驗確實可增加與環境互動的機會，並增強體驗感

受，內容解說部分也都感到富含趣味性，但建議解說內容可再簡短些以免分神。而就使用情緒而言，

體驗內容具備故事性，確實可增加樂齡族對於生態知識的吸引力，達到生態知識獲取。另外，根據

此過程的探討，本研究亦提出此流程的修正之建議，可將整體體驗過程涵蓋再進入體驗前的準備與

了解階段，以及體驗後的分享與回憶階段的留存等，使生態旅遊的互動體驗能更臻完善，如圖 4。 

  

圖 4. 修正體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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