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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於墾丁地區體驗水肺潛水活動 

之休閒滿意度研究 
蔡鋒樺/私立美和科技大學 

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大學生體驗水肺潛水的休閒滿意度。以墾丁地區相關潛點

為研究範圍，並以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藉由立意取樣與問卷調查方式，共收集

有效問卷 204 份。經由問卷調查獲得以下結果：（一）擁有潛水相關專業證照的大

學生，在潛水活動整體休閒滿意度、社交經驗滿意度、休閒放鬆滿意度與增加知

識滿意度的平均得分較高，且達統計顯著差異(p<.05)。（二）在每月休閒消費金

額因素方面，超逾 6000 元者較不足 3000 元者有較滿意的表現，特別是在整體休

閒滿意度與休閒放鬆滿意度方面的表現，皆達統計顯著意義(p<.05)。盼上述結果

能提供相關潛水培訓單位及水域相關休閒業者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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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處於歐亞板塊與菲律賓板塊的交界點，由於板塊的擠壓而產生相當頻繁

的地質活動，亦因而造就台灣本島複雜多樣性的地形與生態環境（鄒桂禎、陳鏡

清，2003），在東海岸太平洋，可以看到一群群瓶鼻海豚、飛炫海豚、花紋海豚、

彿氏海豚、與熱帶斑海豚跳躍海面，在南方的墾丁海域更擁有美麗的珊瑚群與蔚

藍的海洋世界（王憲珍，2006；呂珊嫺，2007），再加上熱帶氣候的輔助，讓這

裡孕育出豐富多變的海岸生態樣貌（趙瑞華，2002），富有觀光產業開發之潛能(鄭
憲成，2009)；由於大海中最美的海景約在深度 10 至 25 公尺之間，利用水肺潛水

不僅可在大海中以更寬廣的角度欣賞各式各樣的珊瑚礁地形，亦能最近距離地觀

賞各種海底生物的悠游美景(Ange, 2005；Jackson, 2005)。 
部分國外學者指出潛水專業程度較高或經驗豐富的遊客，會相當重視潛水的

環境屬性 (Virden & Schreyer, 1988)，南臺灣的休閒潛水活動，大多集中在恆春半

島一帶，恆春半島介於太平洋、巴士海峽與台灣海峽三大洋面間，從楓港以南珊

瑚群礁岩地形延綿數公里，一年四季皆可從事潛水活動，如此得天獨厚的海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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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溫和氣候，亦形塑出獨具風格與特色的潛水環境（尤若弘、何篤光、沈志堅，

2009；陳偉仁，2005），故能每年吸引大量的潛水遊客前來體驗潛水活動，更獲

得經驗老道的潛水休閒運動愛好者的青睞，而環境的屬性不只影響潛水休閒活動

的發展，更是遊客體驗潛水活動滿意度的要素（張雪鈴，2005；Propst & Lime, 
1982）。 

讓遊客在遊憩體驗中獲得滿意度，長久以來ㄧ直是戶外遊憩管理者所追求的

主要目標與經營目標(侯錦雄，1990)，亦是戶外遊憩研究中作為遊憩品質的一項重

要指標（王正平、曾涵堇，2004）。業者為滿足遊客的多元需求以及增加遊客休

閒活動的從事率，更開發各種不同類型的水域休閒運動項目讓遊客選者，例如水

上摩托車、香蕉船、浮潛、水肺潛水、衝浪、拖曳傘及獨木舟等活動（巫昌陽，

2007）；然而，顧客的滿意度是「期望服務水準」與「實際感受服務水準」兩者

的差距情形，也就是顧客比較消費前期望與消費後的感受與經驗之結果(金玉珍，

2000)；因此，若能從整合地區天然資源的觀點出發，思索能融合地方環境、氣候

與海洋資源的水域休閒活動，相信定能發展出獨具地方風格與特色的休閒產業，

其中最能將海底景觀與資源盡情運用的，便是水肺潛水休閒產業(陳欣宏，2009；

葉為古、劉志鈺，2010)，再加上許多國內外學家亦認為水肺潛水是世界上成長相

當訊速的休閒運動，更逐漸成為主要的海洋資源觀光活動之ㄧ（李明儒、陳元揚、

陳宏彬，2003；劉修祥，2001；Shreeves, 1988）。故本文以大學生參與潛水活動

的族群為研究對象，探討年輕族群於墾丁地區體驗潛水過程中休閒滿意度的感

受，來說明墾丁地區發展潛水休閒產業的重要性與獨特性，更期望讓相關潛水休

閒業者瞭解此族群參與潛水活動時休閒滿意度的傾向與特性，作為相關單位發展

潛水休閒活動之參考佐證。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大學生體驗水肺潛水活動時，社交經驗滿意度、休閒放鬆滿意度、增

加知識滿意度與整體休閒滿意度之概況描述。 
（二）探討大學生體驗水肺潛水活動中，背景變項於社交經驗滿意度、休閒放鬆

滿意度、增加知識滿意度與整體休閒滿意度之差異情況。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範圍以屏東墾丁地區相關潛點為主要地點，藉由立意取樣與問卷調查方

式，並以大學生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共收集有效問卷 204 份，其中男學生有 116
人且女學生 88 人，大一學生 45 人、大二學生 61 人、大三學生 64 人、以及大四

學生 34 人，擁有潛水相關業證照者 67 人及無潛水相關證照者 1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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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工具共分為兩個部分，分別說明如下： 

（一）背景變項資料 

個人基本資料包括：年級、性別、工讀情形、異性交往情況、每月休閒消費

金額、累積潛水氣瓶支數、參與潛水活動型態、與是否擁有潛水相關專業證照等

研究變項。 
（二）初級潛水員滿意度量表 

根據考宋一夫等學者（2008）所修編之「初級潛水員滿意度」量表為施測工

具，合計 19 個題項，包含三個面向分別為「社交經驗滿意度」7 題、「休閒放鬆滿

意度」8 題、與「增加知識滿意度」4 題，題目採李克式 6 分量表計分，分數愈高

表滿意度愈為高，且量表各面向之信度皆達.80 以上，說明具有良好的信度考驗；

該量表主要依據 Ragkeb 與 Beard （1980）所編之「休閒滿意度」量表修訂而成

的，原量表有 24 題，經項目分析與信度考驗後，保留 19 題項。 

三、資料處理 
資料回收後將以 SPSS 17.0 中文版建檔與進行統計分析。本研究之統計分析方

法包括：描述性統計分析、獨立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Scheffé's Method 
事後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s correlation)及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等。本研究之統計考驗水準設 α=.05。 

參、分析結果 

一、研究對象受於休閒滿意度及內含構面之評估情形 

表一說明了「初級潛水員滿意度」量表於研究對象之施測情況，分析結果發

現整體大學生在休閒滿意度及內含各構面均有高度積極的表現，以社交經驗滿意

度平均得分最高為 5.11 分（標準差 0.68）、休閒放鬆滿意度次之平均得分為 5.03
分（標準差 0.67）、增加知識滿意度平均得分 4.94 分（標準差 0.64）、以及整體滿

意度平均得分為 5.04 分（標準差 0.62）；上述分析結果與宋一夫、湯慧娟、宋壬夫

（2008）相近。 
 

表一 大學生體驗水肺潛水休閒滿意度與內含構面信度分析與評分情形(N=178) 
構面名稱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社交經驗  7 5.11 0.68 
休閒放鬆  8 5.03 0.67 
增加知識  4 4.94 0.64 
整體量表 19 5.04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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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生背景變項於體驗水肺潛水增加知識滿意度之分析 
表二描述大學生各背景變項於增加知識滿意度之分析情況，如下述各點： 

（一）在性別方面，男學生增加知識滿意度的平均得分為 4.96 分（標準差 0.65），

較女學生的平均得分 4.90 分（標準差 0.63）為高，但不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583），結果與宋一夫等學者（2008）相異。 

（二）在異性交往情況方面，目前有異性交往對象者增加知識滿意度的平均得分

為 5.00 分（標準差 0.62），較無對象者的平均得分 4.91 分（標準差 0.65）

為高，但不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372）。 
（三）在工讀情況方面，目前有工讀者增加知識滿意度的平均得分為 4.92 分（標

準差 0.61），較無工讀者的平均得分 4.96 分(標準差 0.67)為低，但不具統計

顯著意義（p 值＝.677）。 
（四）在具備潛水相關專業證照方面，目前有證照者增加知識滿意度的平均得分

為 5.12 分（標準差 0.58），較無證照者的平均得分 4.85 分（標準差 0.65）

為高，且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015），說明有潛水相關專業證照者較沒

有者的增加知識滿意度平均高出 0.27 分。 
（五）在參與潛水活動型態方面，岸潛者增加知識滿意度的平均得分為 4.92 分（標

準差 0.64），較船潛者的平均得分 5.03 分(標準差 0.60)為低，但不具統計顯

著意義（p 值＝.507）。 
（六）在年級方面，增加知識滿意度的平均得分最高者為大一學生 5.07 分（標準

差 0.47）、其次為大四學生 5.03 分（標準差 0.67）、再次者為大二學生 4.89
分（標準差 0.66）、以及大三學生 4.84 分（標準差 0.70），但不具統計顯

著意義（p 值＝.346）。 
（七）在每月休閒消費金額方面，增加知識滿意度的平均得分最高者，為每月休

閒消費金額 3001 元至 6000 元者平均得分 5.04 分（標準差 0.67）、其次為

超過 6000 元者 5.00 分（標準差 0.57）、再次者為 3000 元以下者 4.85 分（標

準差 0.61），但不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216）。 
（八）在累積潛水氣瓶支數方面，增加知識滿意度的平均得分最高者，其累積潛

水氣瓶支數為 6 至 10 支者平均得分 5.16 分（標準差 0.45）、其次為累積

11 支以上者 4.96 分（標準差 0.68）、再次者為 5 支以下者 4.83 分（標準差

0.67），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036），經 Scheffé's Method 事後檢定結果

得知，累積潛水氣瓶支數為 6 至 10 支者較 5 支以下者的增加知識滿意度平

均高出 0.3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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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大學生基本屬性變項於體驗水肺潛水增加知識滿意度之分析 
研究變項  人數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F 值 p 值 事後檢定

性別        
男  116 4.96 0.65  
女  88 4.90 0.63 

0.55 .583 
 

異性交往情況        
有  82 5.00 0.62  
無  122 4.91 0.65 

0.90 .372 
 

是否工讀        
有  116 4.92 0.61  
無  88 4.96 0.67 

-0.42 .677 
 

潛水相關專業證照        
有  67 5.12 0.58 
無  137 4.85 0.65 

2.46* .015 
有>無 

參與潛水活動型態        
岸潛  177 4.92 0.64  
船潛  27 5.03 0.60 

-0.67 .507 
 

年級        
大一  45 5.07 0.47  
大二  61 4.89 0.66  
大三  64 4.84 0.70  
大四  34 5.03 0.67 

1.11 .354 

 
每月休閒消費金額        

3000 元以下  107 4.85 0.61  
3001 至 6000 元  84 5.04 0.67  

6000 元以上  14 5.00 0.57 
1.55 .237 

 
累積潛水氣瓶支數        

A5 支以內  110 4.83 0.67 
B6 至 10 支  46 5.16 0.45 
C11 支以上  38 4.96 0.68 

3.39* .039 
B>A 

註：*p<.05 
 
三、大學生背景變項於體驗水肺潛水社交經驗滿意度之分析 

表三描述大學生各背景變項於社交經驗滿意度之分析情況，如下述各點： 
（一）在性別方面，男學生社交經驗滿意度的平均得分為 5.11 分（標準差 0.73），

女學生的平均得分 5.11 分（標準差 0.62），分析比較上並無具統計顯著意

義（p 值＝.988），結果與宋一夫等學者（2008）相似。 
（二）在異性交往情況方面，目前有異性交往對象者社交經驗滿意度的平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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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17 分（標準差 0.70），較無對象者的平均得分 5.09 分（標準差 0.66）

為高，但不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468）。 
（三）在工讀情況方面，目前有工讀者社交經驗滿意度的平均得分為 5.09 分(標準

差 0.58)，較無工讀者的平均得分 5.13 分（標準差 0.80）為低，但不具統計

顯著意義（p 值＝.772）。 
（四）在具備潛水相關專業證照方面，目前有證照者社交經驗滿意度的平均得分

為 5.39 分（標準差 0.50），較無證照者的平均得分 4.98 分（標準差 0.72）

為高，且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001），有潛水相關專業證照者較沒有者

的社交經驗滿意度平均高出 0.41 分。 
（五）在參與潛水活動型態方面，岸潛者社交經驗滿意度的平均得分為 5.11 分（標

準差 0.66），船潛者的平均得分 5.11 分（標準差 0.81），分析比較上並無

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965）。 
（六）在年級方面，社交經驗滿意度的平均得分最高者為大四學生 5.18 分（標準

差 0.71）、其次為大一學生 5.13 分（標準差 0.55）、再次者為大二學生 5.11
分（標準差 0.64）、以及大三學生 5.07 分（標準差 0.79），但不具統計顯

著意義（p 值＝.935）。 
（七）在每月休閒消費金額方面，社交經驗滿意度的平均得分最高者，為每月休

閒消費金額超過 6000 元者平均得分 5.36 分（標準差 0.60）、其次為 3001
元至 6000 元者 5.20 分（標準差 0.79）、再次者為 3000 元以下者 5.01 分（標

準差 0.59），但不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128）。 
（八）在累積潛水氣瓶支數方面，社交經驗滿意度的平均得分最高者，其累積潛

水氣瓶支數為 6 至 10 支者平均得分 5.17 分（標準差 0.55）、其次為累積 5
支以下者 5.12 分（標準差 0.66）、再次者為 11 支以上者 5.03 分（標準差

0.82），但不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689）。 
 

表三 大學生基本屬性變項於體驗水肺潛水社交經驗滿意度之分析 

研究變項 人數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F 值 p 值 
性別      

男 116 5.11 0.73 
女 88 5.11 0.62 

-0.15 .988 

異性交往情況      
有 82 5.17 0.70 
無 122 5.09 0.66 

0.73 .468 

是否工讀      
有 116 5.09 0.58 
無 88 5.13 0.80 

-0.29 .772 

潛水相關專業證照      
有 67 5.39 0.50 
無 137 4.98 0.72 

3.5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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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三 大學生基本屬性變項於體驗水肺潛水社交經驗滿意度之分析 

研究變項 人數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F 值 p 值 
參與潛水活動型態      

岸潛 177 5.11 0.66 
船潛 27 5.11 0.81 

0.43 .965 

年級      
大一 45 5.13 0.55 
大二 61 5.11 0.64 
大三 64 5.07 0.79 
大四 34 5.18 0.71 

0.14 .953 

每月休閒消費金額      
3000 元以下 107 5.01 0.59 

3001 至 6000 元 84 5.20 0.79 
6001 元以上 14 5.36 0.60 

2.08 .135 

累積潛水氣瓶支數      
5 支以內 110 5.12 0.66 

6 至 10 支 46 5.17 0.55 
11 支以上 38 5.03 0.82 

0.39 .702 

註：***p<.001 
 

四、大學生背景變項於體驗水肺潛水休閒放鬆滿意度之分析 

表四描述大學生各背景變項於休閒放鬆滿意度之分析情況，如下述各點： 
（一）在性別方面，男學生刺激避免動機的平均得分為 5.06 分（標準差 0.70），

較女學生的平均得分 4.98 分（標準差 0.63）為高，但不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444（\），結果與宋一夫等學者(2008)相異。 

（二）在異性交往情況方面，目前有異性交往對象者休閒放鬆滿意度的平均得分

為 5.10 分（標準差 0.70），較無對象者的平均得分 4.99 分（標準差 0.65）

為高，但不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317）。 
（三）在工讀情況方面，目前有工讀者休閒放鬆滿意度的平均得分為 5.00 分（標

準差 0.58），較無工讀者的平均得分 5.06 分（標準差 0.77）為低，但不具

統計顯著意義（p 值＝.603）。 
（四）在具備潛水相關專業證照方面，目前有證照者休閒放鬆滿意度的平均得分

為 5.24 分（標準差 0.56），較無證照者的平均得分 4.92 分（標準差 0.69）

為高，且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005），說明有潛水相關專業證照者較沒

有者的休閒放鬆滿意度平均高出 0.32 分。 
（五）在參與潛水活動型態方面，岸潛者休閒放鬆滿意度的平均得分為 5.03 分（標

準差 0.66），與船潛者的平均得分 5.03 分（標準差 0.75）無顯著差異（p
值＝.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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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在年級方面，休閒放鬆滿意度的平均得分最高者為大四學生 5.17 分（標準

差 0.71）、其次為大一學生 5.13 分（標準差 0.55）、再次者為大二學生 5.11
分（標準差 0.64）、以及大三學生 5.07 分（標準差 0.79），但不具統計顯

著意義（p 值＝.935）。 
（七）在每月休閒消費金額方面，休閒放鬆滿意度的平均得分最高者，為每月休

閒消費金額為超過 6000 元者平均得分 5.25 分（標準差 0.70）、其次為 3001
元至 6000 元者 5.13 分（標準差 0.77）、再次者為 3000 元以下者 4.91 分（標

準差 0.56），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031），經 Scheffé's Method 事後檢

定結果得知，在休閒放鬆滿意度方面，每月休閒消費金額超過 6000 元的大

學生相對於不足 3000 元者有較高的滿意度，且平均高出 0.34 分。 
（八）在累積潛水氣瓶支數方面，休閒放鬆滿意度的平均得分最高者，其累積潛

水氣瓶支數為 6 至 10 支者平均得分 5.18 分（標準差 0.55）、其次為累積

11 支以上者 5.01 分(標準差 0.78)、再次者為 5 支以下者 4.96 分（標準差

0.66），但不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272）。 
 

表四 大學生基本屬性變項於體驗水肺潛水休閒放鬆滿意度之分析析 
研究變項 人數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F 值 p 值 事後檢定

性別       
男 116 5.06 0.70  
女 88 4.98 0.63 

0.77 .444 
 

異性交往情況       
有 82 5.10 0.70  
無 122 4.99 0.65 

1.00 .317 
 

是否工讀       
有 116 5.00 0.58  
無 88 5.06 0.77 

-0.52 .603 
 

潛水相關專業證照       
有 67 5.24 0.56 
無 137 4.92 0.69 

2.84** .005 
有>無 

參與潛水活動型態       
岸潛 177 5.03 0.66  
船潛 27 5.03 0.75 

0.01 .998 
 

年級       
大一 45 5.13 0.55  
大二 61 5.11 0.64  
大三 64 5.07 0.79  
大四 34 5.17 0.71 

0.14 .934 

 
註：*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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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四 大學生基本屬性變項於體驗水肺潛水休閒放鬆滿意度之分析析 
研究變項 人數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F 值 p 值 事後檢定

每月休閒消費金額       
A3000 元以下 107 4.91 0.56 

B3001 至 6000 元 84 5.13 0.77 
C6001 元以上 14 5.25 0.70 

3.43* .037 
C>A 

累積潛水氣瓶支數       
5 支以內 110 4.96 0.66  

6 至 10 支 46 5.18 0.55  
11 支以上 38 5.01 0.78 

1.32 .283 
 

註：*p<.05、**p<.01 
 

五、大學生背景變項於體驗水肺潛水整體休閒滿意度之分析 
表五描述大學生各背景變項於整體休閒滿意度之分析情況，如下述各點： 

（一）在性別方面，男學生整體休閒滿意度的平均得分為 5.06 分（標準差 0.65），

較女學生的平均得分 5.02 分（標準差 0.58）為高，但不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645）。 

（二）在異性交往情況方面，目前有異性交往對象者整體休閒滿意度的平均得分

為 5.11 分（標準差 0.65），較無對象者的平均得分 5.01 分（標準差 0.60）

為高，但不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346）。 
（三）在工讀情況方面，目前有工讀者整體休閒滿意度的平均得分為 5.02 分（標

準差 0.53），較無工讀者的平均得分 5.07 分（標準差 0.72）為低，但不具

統計顯著意義（p 值＝.657）。 
（四）在具備潛水相關專業證照方面，目前有證照者整體休閒滿意度的平均得分

為 5.27 分（標準差 0.47），較無證照者的平均得分 4.93 分（標準差 0.65）

為高，且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001），有潛水相關專業證照者較沒有者

的整體休閒滿意度平均高出 0.34 分。 
（五）在參與潛水活動型態方面，岸潛者整體休閒滿意度的平均得分為 5.04 分（標

準差 0.61），較船潛者的平均得分 5.06 分（標準差 0.70）為低，但不具統

計顯著意義（p 值＝.900）。 
（六）在年級方面，整體休閒滿意度的平均得分最高者為大四學生 5.10 分（標準

差 0.68）、其次為大一學生 5.09 分（標準差 0.46）、再次者為大二學生 5.02
分（標準差 0.60）、以及大三學生 4.99 分（標準差 0.72），但不具統計顯

著意義（p 值＝.875）。 
（七）在每月休閒消費金額方面，整體休閒滿意度的平均得分最高者，為每月休

閒消費金額超過 6000 元者平均得分 5.24 分（標準差 0.61）、其次為 3001
元至 6000 元者 5.13 分（標準差 0.72）、再次者為 3000 元以下者 4.94 分（標

準差 0.52），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038），經 Scheffé's Method 事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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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結果得知，在整體休閒滿意度方面，每月休閒消費金額超過 6000 元的大

學生相對於 3000 元以下者有較高的滿意度，且平均高出 0.30 分。 
（八）在累積潛水氣瓶支數方面，整體休閒滿意度的平均得分最高者，其累積潛

水氣瓶支數為 6 至 10 支者平均得分 5.18 分（標準差 0.49）、其次為累積

11 支以上者 5.01 分（標準差 0.74）、再次者為 5 支以下者 4.99 分（標準差

0.61），但不具統計顯著意義（p 值＝.347）。 
 

表五 大學生背景變項於體驗水肺潛水整體休閒滿意度之分析 

研究變項 人數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F 值 p 值  
性別       

男 116 5.06 0.65  
女 88 5.02 0.58

0.46 .645 
 

異性交往情況       
有 82 5.11 0.65  
無 122 5.01 0.60

0.94 .346 
 

是否工讀       
有 116 5.02 0.53  
無 88 5.07 0.72

-0.45 .657 
 

潛水相關專業證照       
有 67 5.27 0.47
無 137 4.93 0.65

3.28** .001 
有>無 

參與潛水活動型態       
岸潛 177 5.04 0.61  
船潛 27 5.06 0.70

-0.13 .900  
年級       

大一 45 5.09 0.46  
大二 61 5.02 0.60  
大三 64 4.99 0.72  
大四 34 5.10 0.68

0.23 .884 

 
每月休閒消費金額       

A3000 元以下 107 4.94 0.52
B3001 至 6000 元 84 5.13 0.72

C6001 元以上 14 5.24 0.61
3.36* .041 C>A 

累積潛水氣瓶支數       
5 支以內 110 4.99 0.61  

6 至 10 支 46 5.18 0.49  
11 支以上 38 5.01 0.74

1.07 .352 
 

註：*p<.05、**p<.01 

肆、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研究主要在瞭解於墾丁地區相關潛點體驗水肺潛水活動大學生之休閒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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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概況。經由問卷調查取得以下結果： 
（一）此份「初級潛水員滿意度」量表為近期針對從事潛水活動者設計之問卷，

對於潛水領域的研究極具新意與貢獻價值，然而國內使用此份量表進行研

究的文獻尚不多見，故在分析結果的比較上較難執行。 
（二）具備潛水相關專業證照之大學生，對於體驗潛水活動各方面的滿意度都較

無證照者有高度的滿意，包含社交經驗滿意度、休閒放鬆滿意度、增加知

識滿意度與整體休閒滿意度等都有一致性的滿意表現，可能原因為擁有潛

水證照者自身對參與潛水活動的主動性較高，對於潛水活動的相關細節亦

較為熟捻，更能體會潛水活動本身應具備的技能與體力，故較能將自身融

合與休閒與活動之間，故能產生較佳的休閒利益與滿足感。 
（三）每月休閒消費金額超過 6000 元之大學生，在參與潛水活動中於整體休閒滿

意度與休閒放鬆滿意度方面，都較每月不足 3000 元者為佳，可能原因為潛

水活動亦屬高消費的休閒活動之ㄧ，包含相關的裝備費與潛水專業人員的

費用等，都是必需且具安全性考量的必要支出，因此休閒消費能力較差的

學生，對於自身參與此項休閒活動能否符合其經濟能力的考量，不僅是其

本身遭遇與思考的問題，更是相關專業培訓單位值得研究的議題，相信若

有相關政策的補助，應可提升經濟能力價不佳者的受訓意願與滿意度。 
（四）由於研究人力、時間與經費等不足情況，研究範圍限於墾丁地區相關潛點，

並僅能針對體驗潛水活動的大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所以蒐集的樣本資料

僅能代表本研究期間之抽樣樣本的特性，無法推論或表達全台各區進行水

肺潛水之大學生的行為特色。故在未來可以針對全台不同潛點或不同研究

族群進行調查，進而提出不同潛點或不同研究族群對於潛水活動滿意度之

探討與說明，更能提供相關潛水培訓單位或相關潛水業者佐證與資訊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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