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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美食文化代代「香」傳－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親子導覽設計與實施行動研究 

摘要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融合美食及教育功能，館方將食品提升至文化的精

神引起本組研究動機，經多次與館方討論、實地觀察及 SWOT 策略分析，

發現館方客群多為親子，期許能藉由設計親子導覽達到本研究傳承府城美

食文化的目的。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並結合學校行銷實務、專題製作與計

算機概論等課程所學，經專家訪談後融入美食文化，設計導覽人員操作手

冊、親子行動導覽手冊及製作影片透過掃描手冊 QR code 的觀賞以促進親

子互動學習，能寓教於樂並使文化向下一代扎根。本組於第一次親自實施

後與館方討論，發現問題後採取策略解決問題，進行第二次實施。透過問

卷調查發現本研究能提升親子參觀體驗滿意度與忠誠度。館方高度肯定本

研究決定正式採用，達到產學合作成效。 

關 鍵 詞：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親子導覽、行動研究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南是一座擁有豐富歷史背景和文化的古城，不僅有保存良好的古

蹟，還有令人難忘的美食，甚至在 2015 年 2 月美國 CNN 將臺南市稱為臺

灣美食之都。臺南更是傳承臺灣美食的根據地，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城市，

美食不僅是食物，更是文化。但現代人造訪臺南，往往忽視美食及古蹟背

後的故事與意涵，人們也逐漸淡忘屬於臺灣的記憶與精神。 

面對這樣的景象，黑橋牌董事長陳春利先生決定為府城美食與文化的

傳承盡一份力，於是在臺南的安平工業區，打造一座融合歷史、美食、教

育與文化的黑橋牌香腸博物館。館內紀錄了臺灣這一甲子的發展與變化，

以及黑橋牌的歷史故事及臺南歷史與府城傳統美食小吃的場景和介紹。對

於陳春利先生堅持要將黑橋牌從「食品」提升到「文化」的信念及想將文

化傳承下去的精神，引起本組好奇並想深入研究。 

「近年來遊客逐漸對文化性旅遊景點產生興趣，藉由導覽能更深入瞭

解當地歷史及文化。」（鄭裕琦，2017）黑橋牌香腸博物館是一座適合親

子同遊的博物館，但館內卻缺乏專為親子提供的相關服務及導覽。本組親

自接洽後與香腸博物館館長訪談，期望能結合行銷實務之行銷觀念及其演

進單元、商業概論之企業家精神與創業能力單元、計算機概論之簡報軟體

－PowerPoint 單元及專題製作之調查訪問與實施及資料的統計與分析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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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課程所學，設計並實施符合館方需求的親子導覽活動，並期望能透過親

子導覽讓家長與孩童一起瞭解香腸博物館所有展示內容並將府城美食文

化透過導覽活動傳承給下一代，達到教育學習目的。 

二、研究目的 

（一）藉由 SWOT 策略分析及統整訪談館方的資訊，並依據分析結果擬定

具體可行方案與活動。 

（二）設計出以親子為對象的活動並透過導覽實際實施。 

（三）導覽內容結合館內資訊及府城美食文化，並於親子導覽手冊中設計

學習單與 DIY 拼圖等，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四）採行動研究方式，將導覽活動實施結果與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討論與

交流並找出問題，接著採取行動策略解決問題，以符合館方需求。 

（五）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能實際採用本研究，並正式實施於館內之親子導

覽活動，藉此將府城美食文化傳承給下一代，進而達到產學合作的

具體成效。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本組透過網際網路、官方網站、高職課本、碩博士論

文等來源蒐集相關資料後，進行資料彙整與分析。 

（二）實地觀察法：本組前往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觀察館內導覽員的導覽內

容，並針對導覽內容與缺失加以分析。 

（三）實地訪談法：本組親自到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與館長進行訪談，討論

館方經營現況與導覽問題，並且多次請教館方導覽員，運用導覽員

自身經驗讓本組活動方案更加完善。 

（四）問卷調查法：為瞭解本組活動是否能提升親子參訪黑橋牌香腸博物

館之參觀體驗滿意度，編製問卷，在實施活動前後分別針對親子發

放問卷，進行比較與分析。 

（五）行動研究法：本研究以黑橋牌香腸博物館為主題，並針對館方目前

缺乏親子導覽活動的問題進行研究，設計一套專屬親子的導覽活

動。本組統整館方、專家與課程所學，結合理論與實務並親自實施

導覽活動，實施後，透過討論、檢核與反思，發現問題並採取行動

策略解決實際遇到的問題並檢視行動的循環，能同時協助館方達成

文化教育與傳承的目標。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針對親子設計一套適合的導覽活動同時設計行動

導覽手冊以提升親子對黑橋牌及府城美食文化的認知」，然而受限於本組

人力及時間等因素，故本研究活動設計與實務操作有以下範圍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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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黑橋牌香腸博物館作為本研究設計與實施的範圍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的客群以親子占大多數，但館內缺乏一套針對

親子的導覽。因此本組僅以黑橋牌香腸博物館為設計活動合作對象。 

（二）以親子作為本研究實施對象 

由於本組是針對親子設計，因此在黑橋牌香腸博物館的遊客中，

我們只針對親子客群進行導覽活動，如親子家庭旅遊等。 

（三）研究實施樣本數 

本研究第一次實施導覽活動日期為 107 年 12 月 29 日，共進行五

梯次，合計 54 人；第二次實施導覽活動為 108 年 1 月 26 日，共進行

四梯次，合計 55 人，因受限當日親子遊客量，無法擴大實施樣本數。 

五、研究架構與流程 

 
圖 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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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黑橋牌香腸博物館介紹 

（一）黑橋牌香腸博物館簡介 

「1957 年黑橋牌創辦人陳文輝先生，在臺南運河烏橋旁成立肉品

工廠，為『黑橋』品牌的起源。」（黑橋牌香腸博物館官網，2019）臺

南悠久的美食文化及人文歷史，勾勒出臺南府城的城市特色及人情味。

這樣充滿美食文化的城市裡，黑橋牌靠著在臺南超過一甲子的深耕及

茁壯走進臺灣人的心。唯有超過一甲子的努力與用心，才能一講到香

腸理所當然聯想到黑橋牌，黑橋牌成為了臺灣民眾記憶中不變的好滋

味。2012 年，黑橋牌香腸博物館正式成立，透過還原當時風情的導覽

內容、介紹世界香腸及參觀工廠，讓人更瞭解食品製造的真實過程，

一同感受臺南府城的產業精神。 

（二）黑橋牌香腸博物館經營理念 

「黑橋牌始終堅持『用好心腸做好香腸』的理念，提供品質與美

味兼具的香腸肉品。」（黑橋牌香腸博物館官網，2019）黑橋牌創辦人

陳文輝先生，始終堅持用良心做食品，保持誠信與品質是黑橋牌一直

以來的堅持。臺南擁有豐富的美食及文化，董事長陳春利先生期盼透

過建立博物館，將「食品」提升到「文化」層面，使香腸博物館成為

臺南第一座關於臺南美食文化的博物館。「黑橋牌香腸博物館所提供的

觀光體驗，在於強調知識性與學習。」（馮盈盈，2014）結合參觀、教

學及推廣等綜合功能的產業知識博物館，並將臺南美食文化與習俗的

歷史發展逐一呈現在博物館內，致力於傳承與發揚臺灣飲食文化。 

二、導覽的定義與說明 

「導覽是一種對展示品詮釋的過程，是輔助觀眾參觀的方式，透過傳

達產生瞭解、獲得訊息。」（王淮真，2001） 

本研究認為每個年齡層的導覽都需要不同的方式呈現，親子導覽活動

是針對孩童與家長的教育性活動，透過親子導覽員的解說並結合親子 DIY

體驗做為親子導覽活動的主軸。親子導覽員扮演著親子與導覽內容之間的

溝通橋樑，針對親子的導覽解說方式使孩童更能專心在吸收知識上，將香

腸博物館歷史與臺南美食文化經由問答及互動的方式傳遞給孩童，使孩童

更加瞭解臺南美食文化，引導孩童自主學習及探索課程外的新知識，同時

能讓親子間產生互動以增進親子感情並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三、府城美食文化由來 

臺南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自古稱為府城，是臺灣最早發展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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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臺南美食的發展起源於廟口、夜市，以及人潮聚集的地方。歷經社會

變遷與時代發展，從早期挑著擔子、推著小餐車，演變至一家家歷史悠久

的老店，不僅象徵臺南人的飲食習慣，也形成府城美食文化。「荷蘭人、

明朝人、日本人和大陸移民皆在不同時期來到臺南，也造就今天臺南小吃

的精彩。」（吳仁麟，2018）味覺是臺南歷史記憶的一部分，各式各樣的

小吃，每一種都蘊藏重要的文化與故事。 

四、SWOT 策略分析 

本研究結合商業概論企業家精神與創業能力的單元所學，進行 SWOT

策略矩陣分析，「SWOT 分析又稱態勢分析法，由美國舊金山大學管理學

者韋里克最先提出。」（温玲玉、呂佩樺，2017）本組經由資料統整後，

進行黑橋牌香腸博物館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與矩陣策略分析。 

表 1：黑橋牌香腸博物館 SWOT 矩陣策略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S1 黑橋牌食品通過優

良農產品 CAS 及

國際食品認證，並

獲選優良觀光工

廠。 

S2 提供免門票入場。 

S3 用透視化及模擬場

景重現當年歷史。  

S4 商品多樣化且有線

上購物系統。 

S5 來訪遊客多為親子

家庭，且館內環境

適合親子家庭。 

W1 館區位於臺南安平

工業區，地理位置

較於偏僻。 

W2 假日通常只有團體

導覽，較少對一般

遊客導覽。 

W3 三樓空間偏小，遊

客音量過大容易影

響其他來訪遊客。 

W4 館方的 QR code 語

音導覽服務僅一張

圖片搭配語音解

說，較為單調。 

機會（Opportunity） 成長性策略（SO 策略） 扭轉性策略（WO 策略） 

O1 現代人更重視食

品安全衛生問題。 

O2 前來臺南遊玩的

人數逐漸增加。 

O3 臺南市政府積極

推動英文為第二

官方語言。 

O4 臺南不僅是美食

之都，同時也是文

化之都。 

S1O1 現代人更加重視

食品安全問題，透過取

得更多食品認證，讓顧

客吃得安心。 

S5O4 館方客群多為親

子家庭，可設計專屬親

子導覽活動，介紹臺南

美食文化，並設計親子

專屬 DIY 活動增加親

子互動與感情，不僅提

W1O5 雖然館區的位置

較偏僻，但可以與臺南老

店合作舉辦一系列企劃

活動，可吸引人潮來訪。 

W4O3 英文成為一門重

要的語言，館方的 QR 

code 語音導覽不只有中

文的導覽介紹，也有英文

版的 QR code 語音導覽

服務，針對館方英文語音

交叉分析 

內部分析 

外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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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與館長及專業導覽員討論 

O5 臺南產業豐富，可

合作舉辦活動。 

高館方的知名度，也能

傳承府城美食文化。 

導覽特色，加以行銷宣

傳，可吸引國外遊客。 

威脅（Threat） 多元性策略（ST 策略） 防禦性策略（WT 策略） 

T1 食品安全問題，例

如：非洲豬瘟，恐

影響銷售。 

T2 許多博物館陸續

推出 QR code 導

覽服務。 

T3 臺南博物館偏多。 

T4 館區位於安平工

業區附近，容易有

空氣汙染的問題。 

S2T3 臺南有許多的博

物館，可多宣傳館方免

門票的優勢，吸引遊客

前來參觀。 

S4T1 館方可增加更多

樣化的商品，當市面上

食品安全發生問題

時，提供顧客選擇其他

類型商品，以彌補食安

風暴所帶來的損失。 

W4T2 館方雖提供 QR 

code 語音導覽服務，但

其他景點也陸續推出，相

對之下館方的語音導覽

就顯得較單調，應加強功

能，並可升級為播放影片

的行動導覽方式來替遊

客導覽介紹，變得更加有

趣，也能讓學習不受人

員、時間及空間限制。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分析 

根據表 1 的 SWOT 分析及本組實地多次觀察發現，香腸博物館有許多

親子遊客前來參觀，而館方導覽通常只針對團體遊客進行導覽解說，卻沒

有專門為親子遊客導覽的服務，為此本組擬定 S5O4 成長性策略，決定設

計親子導覽活動來為親子家庭進行導覽，且因黑橋牌香腸博物館為臺南在

地產業，而臺南又是美食之都，因此本研究將導覽內容融合臺南傳統美食

文化特色。在館方 QR code 語音導覽方面，相較於其他景點較無法吸引遊

客，因此擬定 W4T2 防禦性策略，可為館方製作 QR code 行動影音導覽。

透過 S5O4 成長性策略及 W4T2 防禦性策略，使館方提高知名度、增加商

機，並讓親子遊客在參觀過程中提升親子互動與學習趣味性。 

參、親子導覽活動設計與實施 

一、實地觀察、訪問館長及館方導覽員以瞭解館方導覽現況 

本組於 107 年 11 月 21 日及 107 年 12 月 1、2 日至黑橋牌香腸博物館

實地觀察及訪問，以瞭解館方三位導覽員目前的導覽情形及導覽方式。107

年 12 月 15 日與館長及專業導覽員討論導覽相關事項，並由館長親自指導

本組導覽技巧與方式。 

                                    圖 3：館長親自指導導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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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館方目前導覽流程及本組發現問題 

導覽動線 環境及導覽內容 本組觀察導覽過程照片 發現問題 

末廣町 

銀座與 

戎座戲院

（3F） 

日據時期臺南

專放電影的娛

樂場所，而歷史

最悠久的戎座

地址即為現今

黑橋牌中正門

市。 

圖 4：館方人員導覽圖－1 

1. 館內導覽時，

並非所有內容

都會介紹，通

常僅在三樓介

紹黑橋牌重要

的歷史時事。 

2. 有時導覽員在

解說時解說方

式較無法吸引

參觀者的注

意，專心聆聽

導覽的人數越

來越少。 

3. 在解說烏橋

時，內容有時

較不豐富，導

覽員解說的內

容深度不一。 

4. 在介紹烘束爐

的時候，並非

每次都會開啟

門來觀看內部

細節，有時只

有簡單介紹其

作用及用法。 

5. 在沙卡里巴及

海安路 207 號

時，介紹歷史

背景的部分較

多，對於後面

模擬場景的介

紹較為缺乏。 

6. 現在輪到香腸

了的展點，有

時只稍微講解

一下就帶過。 

烏橋 

（3F） 

建造烏橋及呈

現黑色的原因

與烏橋命名由

來，創辦人陳文

輝先生即在烏

橋旁開創他的

事業。 
圖 5：館方人員導覽圖－2 

文輝的 

灶腳 

（3F） 

黑橋牌最有名

的三樣肉品：香

腸、肉鬆、肉

乾。介紹肉鬆、

肉乾完整的製

作過程。 圖 6：館方人員導覽圖－3 

烘束爐 

（3F） 

烘束爐的由來

及其功能、使用

用法並打開烘

束爐供遊客觀

賞。 圖 7：館方人員導覽圖－4 

沙卡里巴 

（3F） 

介紹早期沙卡

里巴熱鬧的場

景及其日語的

意思。 
圖 8：館方人員導覽圖－5 

海安路 

207 號 

（3F） 

陳文輝先生開

設的第一家黑

橋牌門市及黑

橋牌香腸禮盒

代表的意義。 圖 9：館方人員導覽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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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輪到 

香腸了

（2F） 

「現在輪到香

腸了」這句話在

德國所代表的

意思。 
圖 10：館方人員導覽圖－7 

7. 較少會到二樓

導覽，通常三

樓導覽完後，

就各自解散自

由參觀。 

8. 由於館內空間

較小，導致團

體導覽時，容

易影響散客參

觀動線。 

9. 目前館方導覽

內容未主動規

劃 DIY 課

程，館內 DIY

課程，採取事

先預約制度，

對於想現場報

名參加的遊

客，可能影響

其旅遊興致。 

鹽 

香辛料 

腸衣 

（2F） 

製作香腸的三大

要素是鹽、香辛

料及腸衣： 

1. 鹽主要的類別

海鹽、礦鹽、

井鹽及湖鹽。

臺灣常見到的

鹽類介紹及吃

鹽的益處。 

2. 早期香辛料的

意義及香料之

王－黑胡椒。 

3. 腸衣可分為可

食腸衣、不可食

腸衣。 

圖 11：館方人員導覽圖－8 

圖 12：館方人員導覽圖－9 

圖 13：館方人員導覽圖－10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二、深入瞭解府城美食文化 

（一）參加府城美食文化專題講座 

本組為了更深入瞭解府城美食文化，於 10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下

午 3 點至 5 點參與由黑橋牌香腸博物館主辦，南方講堂創辦人王美霞

老師（詳見附錄一）擔任主講的心食光講座。透過黑橋牌香腸博物館

的心食光講座窺探臺南百年鴨母寮市場的百年風貌以及府城美食的百

年堅持。 

（二）專訪府城美食文化專家 

本組與熟知府城在地美食文化的王美霞老師進行訪談，依照導覽

內容事先擬定訪談問題，以期能透過專訪讓本組對府城美食文化的底

蘊更深入瞭解，同時評估本研究親子導覽設計內容之可行性。 

 訪談日期與時間：107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4 點至 5 點 

 訪談地點：南方講堂 

 訪談相關人員： 

 王美霞老師 

 本研究團隊：A、B、C、D、E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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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詳見附錄二）： 

表 3：專家訪談紀錄表 

Q1 請問臺南的美食文化有什麼特點是您想要傳達給其他人的？ 

A1 

有句話說：「富過三代，才懂吃穿。」其實你真正看一個有錢人，

他絕對不是大魚大肉，而是吃得巧。有人來到臺南吃到擔仔麵

說：「你們臺南的食物才這麼一小口？」其實並不是因為臺南人

很小氣，而是臺南的飲食特色「不求做大，只求做好」。 

Q2 請問臺南飲食文化的歷史是什麼？ 

A2 

早期在黑橋牌那個時代，烏橋邊有很多勞力工作者，他們在做苦

力工作的時候，特別需要養分。所以第一個是要吃得飽，吃飽是

最重要的。當時他們會煮一些香腸、肉之類的在餐跟餐之間，可

以填充肚子，有體力可以工作；幾年之後，經濟條件提升就開始

吃得巧，這是第二個，不是隨便煮一鍋菜而已，要注意它的口感、

味道。強調食物的品質最好、味蕾最極致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

放糖，所以臺南食物比哪裡都甜。以前有錢人才可以吃糖，所以

臺南食物的甜代表臺南經濟富足的條件；第三個是臺南的飲食很

多跟我們的慶典、生命儀式是有關係的，所以他們的飲食裡面除

了料理之外，連糕餅都是跟祭拜、生命的殿堂儀式是有關係的。 

Q3 請問什麼是臺南美食的精神？ 

A3 

臺南有很多老店，其中有很重要的精神是，他每天不見得會賣很

多，但他認為美食本身就是把上一代的好口味傳下來。有一位老

闆，他每天只賣兩、三百個，賣完就不賣了，我問他說為什麼不

多做一點，他說：「我每天能夠準備最好的食材，就是這麼多，

我沒辦法再多做。可是對我來說，我把我能做的做到最好，讓來

買的顧客覺得值得就好了。」我覺得臺南做美食的精神就是－不

求做大，只求做好。 

Q4 如何引導來訪的遊客及親子對府城美食文化感到好奇？ 

A4 

我覺得每個美食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譬如說烏魚子：捕烏魚是

一個很辛苦的工作，那時候海風都會像刀一樣割在你的皮膚上，

討海人為了一家的溫飽，他們就去捕烏魚，捕烏魚做成了他們的

食物。他們有一個烏魚子做的香腸，你可以向他們介紹這個故

事，而故事也會讓聽的人感到好奇。 

Q5 請問臺南的文化當中有什麼是您特別欣賞的？ 

A5 

連德堂一包餅三、四十元，每人每天限量兩包。剛開始你會不理

解為什麼只能買兩包，但當你仔細思考，我拿錢去卻沒有把東西

全買光的時候，還有下一個人可以再吃這個口味，那個分享的喜

悅勝過獨自擁有，這是臺南的精神。因為你懂得節制，所以把愛

跟哲學分享給大家，這難道不是哲學家嗎？在臺南還存在許多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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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店，他們有著如同日本職人一般堅持的精神，不管經歷多少

年，傳承多少代，所有的細節都絕對不馬虎、不偷工減料，堅持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三、本研究親子導覽活動設計 

（一）編製導覽人員操作手冊及識別證 

為使導覽內容有明確的學習目標，讓不同導覽人員能依據導覽人

員操作手冊的動線及內容進行導覽，即使面對不同家庭也能保持相同

的導覽學習效果，不因導覽人員不同而產生差異，因此本研究依導覽

項目及導覽技巧，設計導覽人員操作手冊（詳見附錄三），以建立香腸

博物館親子導覽人員一套標準操作流程（SOP），為了讓遊客容易辨識

本組導覽人員，因此製作導覽志工識別證，以供辨識（詳見附錄四）。 

（二）編製親子導覽手冊 

親子導覽手冊內容包含介紹香腸博物館、黑橋牌陳春利董事長的

經營理念，並邀請香腸博物館林柏樾館長為本研究撰寫館長的話，另

外還有館方十大展點的重要內容文字與圖片說明，讓親子能深入瞭解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展示內容與府城美食文化，親子導覽活動手冊能保

持導覽結束後的效益，讓親子在家也能學習。因應親子族群，本研究

設計闖關學習單、親子著色圖及親子拼拼圖，能夠加強學習效果及親

子互動，並讓家長引領孩童學習，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詳見附錄五）。 

（三）撰寫廣告宣傳文案 

本研究透過行銷實務課程所學，得知銷售觀念的基本假設為「消

費者通常不會主動掏腰包購買東西，必須運用各種銷售技巧，才能吸

引其購買。」（啟芳財經研究室，2018）所以運用行銷實務課程業師所

教授撰寫廣告文案技巧，利用文字的敘述及廣告話術，來增加親子遊

客的參加意願（詳見附錄六）。 

（四）設計廣告宣傳海報 

本研究透過行銷實務課程所學，得知銷售觀念的經營理念為「對

消費者積極地推銷產品，如密集的廣告、人員的推銷等，激發消費者

大量購買的意願。」（啟芳財經研究室，2018）所以設計了宣傳廣告海

報，搭配宣傳廣告文案能更吸引顧客的目光，達到吸引親子遊客的成

效（詳見附錄六）。 

（五）與館方進行親子導覽活動前討論 

親子導覽手冊、導覽人員操作手冊及活動設計完成後，仍需經過

檢核，以確認是否適合親子及符合館方需求，故在導覽活動實施前與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館長及導覽員進行討論，聽取他們所給予的建議與

提醒，同時一起檢視活動內容是否適合親子與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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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黑橋牌香腸博物館館長與導覽員評估與建議： 

表 4：與館方進行親子導覽活動前討論 

項目 發現問題 館方建議 

評估親子導覽 

手冊 

學習單的題目當中，關於第

一間門市設立位置的問

題，敘述的不夠精確。 

將原本的問題「第一間門市

位於沙卡里巴」改為「位於

沙卡里巴附近」。 

評估導覽人員 

操作手冊 

臺南當時建造烏橋的原因

及歷史背景，內容敘述不夠

完整。 

建橋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人

們為了建造臺南運河而將

路挖除，爾後發現過河不方

便且並非人人都有船可以

過河，於是搭起烏橋。 

鹽的功用敘述，內容當中少

部分有瑕疵。 

館方將原有的「保水功能」

移除。 

評估導覽內容 

及過程 

 

內容豐富，但導覽時間可能

會過長。本組在遊客一進門

的接待動作可再加強訓練。 

建議用抽籤方式讓不同參

觀時間的遊客選擇導覽的

展點，館方提醒在遊客一進

門要有接待動作讓來訪的

遊客感到備受尊重。 

親子 DIY 體驗場地位於視

聽室，館方會有黑橋牌的故

事影片不斷循環播放，可能

會影響 DIY 活動進行。 

館方願意配合將視聽室的

影片停止播放，不干擾活動

的進行。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館長與導覽員對於親子導覽手冊的設計與編排給

予肯定，但其中少部分資訊的正確度不夠高，須加以修改。除了上述的問

題以外，館方認為這本手冊對於導覽是有幫助的，但能造成多大的迴響需

經過正式實施後才能知道是否合適。 

四、親子導覽第一次實施 

（一）本組第一次親自實施親子導覽情形 

本研究於 107 年 12 月 29 日進行親子導覽第一次實施，分別於上

午十點、上午十一點、中午十二點、下午兩點及下午三點共五梯次，

參與親子人數共 54 人，共收回 39 份問卷，無效問卷 4 份。本組原預

計在館外集合後再帶入館內導覽，但是因為當天天氣較寒冷，為避免

親子受寒，因此將集合地點改至館內。導覽時間原預計為一小時，但

由於部分梯次使用過多時間進行導覽活動，導致無法進行 DIY 拼拼圖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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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親子導覽活動第一次實施情形 

    

圖 14：導覽活動 圖 15：DIY 活動 圖 16：填寫問卷 圖 17：合照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二）第一次實施後與館長及專業導覽員進行檢核 

本組於第一次實施親子導覽活動後，為了找出問題並加以解決，

與館長及專業導覽員針對導覽活動實施的實際情況進行討論，並提出

改善建議。以下表格為討論內容及討論結果。 

表 6：第一次實施後討論內容及討論結果 

討論內容 討論結果 

在展點導覽結束後，導覽員會將時

間交給另一位負責 DIY活動的導覽

人員，在過程中擔心遊客未注意到

人員轉換。 

館方建議導覽員可製作引導之告示

牌，使遊客能清楚得知下一個流程

及動向。 

由導覽切換至 DIY 的過程，由於另

一位導覽員未配戴頭戴式麥克風，

擔心遊客會聽不清楚。 

館方建議兩位都配戴頭戴式麥克

風，並願意提供麥克風供兩位導覽

員使用。 

第一次實施的導覽動線設計較為複

雜，擔心遊客參觀過程會覺得複雜

且較不方便。 

導覽動線由三樓至二樓再回到三樓

視聽室，改為二樓至三樓再至三樓

視聽室。 

導覽員口氣不夠委婉，可能使遊客

誤會或感到不滿意。 

加強導覽人員的訓練，並在導覽人

員操作手冊中提醒。 

導覽一共設計十個展點，擔心展點

太多會讓部分遊客覺得時間太長。 

建議可以隨機挑選或詢問遊客有什

麼特別想聽的導覽，或配合遊客時

間調整導覽展點數量。 

由於導覽手冊後面學習單的題目跟

十個展點都有相關，擔心遊客少聽

哪個展點的說明而不能回答學習單

問題。 

在導覽手冊每一展點的上方皆印有

一個 QR code，利用手機掃描後就

可連結到本組製作的展點影音導覽

影片，讓遊客可以不受時間與空間

的限制，也能從影片中瞭解該展點

的資訊。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以上為第一次實施後與館方討論之內容與結果，本組將依據上表問題

進行改善，並應用於第二次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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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實施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行動策略 

表 7：第一次實施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行動策略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根據表 7 分析結果，本組第二次實施將增加導覽人員準則及更改導覽

流程，由於更改流程的緣故，將同時變更親子導覽手冊之頁面順序。而在

第一次導覽所發現的問題，也將於第二次實施中採取行動策略加以解決

（詳見附錄七）。 

項目 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行動策略 

導覽人員

操作手冊 

1.導覽員有時口氣會不夠委婉。 

2.導覽前未說明遊客須知。 

3.導覽結束後未介紹近期活動。 

1.撰寫導覽人員準則。 

2.將必須說明的遊客須知內容

列入導覽人員準則。 

3.明訂所有導覽流程。 

親子導覽

手冊 

1.學習單第十題的正確答案有

兩個。 

2.配合導覽流程，導覽手冊順序

也須更正。 

3.導覽時間為一小時，部分遊客

因時間有限無法參加。 

1.刪除其中一個正確選項，新增

一個錯誤選項。 

2.修改各站頁面順序。 

3.於第二次實施親子導覽手冊

中加上 QR code 影音導覽，可

利用手機隨時可觀看。 

導覽過程 

1.導覽從三樓至二樓再至三

樓，流程較不順暢。 

2.要轉場至視聽室時，無 DIY

引導之告示牌。 

3.DIY 拼拼圖解說人員無麥克

風，遊客不清楚解說內容。 

4.DIY 拼拼圖時只有兩位組員

負責，人手不足。 

1.根據館方建議將導覽流程改

由二樓至三樓。 

2.製作 DIY 引導之告示牌。 

3.與館方討論後增加一組麥克

風。 

4.由原先分派任務是邀請親子

家庭參加活動的組員協助，以

解決人手不足問題。 

宣傳文案 

1.公告消息不夠完整。 

2.沒有說明免費兌換香腸的條

件。 

1.公告活動時間完整具體明確。 

2.於第二次實施海報上說明免

費兌換香腸條件。 

宣傳海報 
1.海報上傳官網後顏色偏深。 

2.海報表達內容較為簡單。 

1.改用 JPG 檔上傳，海報色澤

更加明顯。 

2.將內容清晰表達排版整齊。 

文化傳承 

傳承美食文化的部分，只提到

府城美食文化「不求做大，只

求做好」的精神，卻缺少更完

整的介紹以呈現府城獨有的美

食文化底蘊。 

根據專家訪談內容增加府城美

食文化的特色是口味偏甜，那

是早期府城經濟富庶象徵，及

府城美食文化的堅持是不管經

過多少年，傳承多少代，堅持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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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次實施具體改善作法與產學合作具體成果 

1.本組實際解決問題的方法與行動過程 

為了讓遊客可以隨時隨地觀看各展點的影片介紹，利用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 製作動畫（詳見附錄八），再錄製字幕的音訊，然後至

威力導演將音訊與動畫剪輯合成並加上字幕，把影片上傳 YouTube 後

再產生 QR code，並將親子學習列車十站的 QR code 放置在手冊上。 

表 8：行動影音導覽製作流程 

1.【與館方討論】 

 
2.【動畫內容】 3.【影片製作】 

與館方討論影片呈現方

式與內容 

利用 PPT將圖片加上內建

的動畫效果，製作動畫 

利用威力導演將音訊及

動畫合成，並加上字幕 

4.【影片上傳】 
 

5.【製作 QR code】 6.【QR code 版手冊】 

將影片上傳 YouTube，供

親子學習 

利用 QR code 產生器，貼

上連結產生 QR code 條碼 

將手冊加上 QR code 條

碼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本組將本研究製作的黑橋牌香腸博物館導覽影音作品，上傳至

YouTube 影片分享網站，並取得連結網址之後，轉製成 QR code（詳見

附錄九）。 

因應往後黑橋牌香腸博物館專業導覽人員將實際運用本研究設計

的內容進行導覽，本組編寫導覽人員準則，以確保更完善的服務品質，

並將第一次親子導覽時發現的缺失加以改善，其中也融合黑橋牌一直

希望傳達的府城美食文化的理念，在導覽內容中增加介紹府城美食的

特色、堅持與精神（詳見附錄十）。 

為了充分發揮導覽手冊的功能，同時結合行動數位科技，所以增

加了影音導覽功能，讓枯燥乏味的文字能更加生動，並且將影音轉換

成 QR code 放進親子行動導覽手冊中，成為行動學習的模式，「行動學

習是使用行動裝置在不限時間空間和地點的學習方式。」（林偉玲，

2014）於是當親子遊客到黑橋牌香腸博物館參觀後，若想要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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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黑橋牌香腸博物館，只要手持行動載具掃描 QR code 條碼，也能

跟著影音導覽一起自主學習（詳見附錄十一）。 

本研究於第一次親子導覽後，將問題找出並進行具體的改善策略，

將問題解決。在第二次親子導覽活動活動正式實施前，本組自行設計

第二次導覽活動宣傳文案及海報，以利親子導覽活動之推廣與進行（詳

見附錄十二）。 

2.產學合作具體成果 

第一次的親子導覽實施前與實施後，館方肯定本研究的導覽內容

設計與實施，因此於黑橋牌香腸博物館官方臉書粉絲團及黑橋牌官網，

發佈本研究第一次親子導覽活動廣告文案及海報、活動成果照片，並

發文宣傳本研究（詳見附錄十三）。 

五、親子導覽第二次實施 

（一）本組第二次親自實施親子導覽情形 

本研究於 108 年 1 月 26 日進行親子導覽第二次實施，分別於上午

十點、上午十一點半、下午一點及下午兩點共四梯次，參與親子人數

共 55 人，共收回 31 份問卷，無效問卷 1 份。於導覽前的半小時至黑

橋牌香腸博物館準備導覽相關事項，並確認各梯次提前預約人數，改

善第一次實施的缺失，適當的調整導覽活動所運用的時間，活動過程

更加順暢且每梯次都能進行 DIY 拼拼圖的活動。 

表 9：親子導覽活動第二次實施情形 

    

圖 18：導覽活動 圖 19：DIY 活動 圖 20：填寫問卷 圖 21：合照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二）第二次實施後與館長及專業導覽員進行檢核 

本組於第二次親子導覽活動實施後，與館方及專業導覽員針對導

覽活動實際實施情形進行討論，館方對於第二次實施表示非常滿意並

無任何問題，且館方發現親子導覽後，有眾多親子仍會討論導覽內容，

足見教育成效良好。 

（三）第二次實施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行動策略 

第二次實施後，本組發現以下問題與解決方式，並著手進行修正。 

表 10：第二次實施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行動策略 

項目 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行動策略 

導覽人員

操作手冊 

第一次實施烘束爐內部香腸模

型可觸碰，但現已禁止觸碰。 

將可以觸碰香腸模型的內容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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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行動

導覽手冊 

僅放上 QR Code，而沒有介紹

QR Code 影音導覽。另外闖關

學習單的題目未出現關於府城

美食文化的相關問題。 

在第四頁新增說明手册中有

QR Code 影音導覽。同時也在

闖關學習單增加兩題關於府城

美食文化的特色及精神。 

導覽過程 
DIY 體驗活動有些親子較快完

成，會有部分時間在等待。 

播放視聽室黑橋牌的故事影

片，讓遊客觀看，可增添趣味。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四）第二次實施產學合作具體成果 

第二次的親子導覽實施前與實施後，館方肯定本研究的導覽內容

設計與實施，因此於黑橋牌香腸博物館官方臉書粉絲團及黑橋牌官網，

發佈本研究第二次親子導覽活動廣告文案及海報、活動成果照片，並

發文宣傳本研究（詳見附錄十四）。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親子導覽活動前後問卷調查之比較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於黑橋牌香腸博物館內進行問卷調查（詳見附錄十五），於 107

年 12 月 1、2、15、23 日進行親子導覽活動實施前問卷發放共收回 64 份

，107 年 12 月 29 日進行第一次實施後問卷發放與 108 年 1 月 26 日進行第

二次實施後問卷發放，將第一次實施後問卷與第二次實施後問卷合計為實

施後共收回 65 份。此問卷內容研究分析採李克特量表五分法計算，以非

常滿意 5 分、滿意 4 分、普通 3 分、不滿意 2 分、非常不滿意 1 分。本組

將問卷資料收回後，應用專題製作與計算機概論課程所學的 Excel 軟體加

以分析，分析結果如下： 

（一）基本資料 

表 11：基本資料實施前後分析 

實施前 實施後 

問題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問題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8 44% 

性別 
男 27 42% 

女 36 56% 女 38 58% 

年齡 

20 歲（含）以下 2 3.1% 

年齡 

20 歲（含）以下 14 21.5% 

21〜30 歲 8 12.5% 21〜30 歲 3 4.6% 

31〜40 歲 33 51.6% 31〜40 歲 28 43.1% 

41〜50 歲 19 29.7% 41〜50 歲 15 23.1% 

50 歲以上 2 3.1% 50 歲以上 5 7.7%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分析 

由表 11 得知，實施前與實施後的問卷發放都是女性遊客較多。實施前

年齡以 31〜40 歲 51.6%居多，實施後也是以 31〜40 歲 43.1%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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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滿意度分析 

表 12：親子導覽實施前滿意度分析 

實施前 

構
面 

問
題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滿
意
度
平
均
值 

構
面
加
權
平
均
值 

排
序 

趣
味
價
值 

館內參觀過程能讓親子覺得

活潑有趣 
30% 55% 14% 2% 0% 4.13 

4.06 3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能

增進親子共同學習樂趣 
25% 50% 25% 0% 0% 4.00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具

生動與可看性 
28% 44% 28% 0% 0% 4.00 

參觀後能達到寓教於樂效果 30% 52% 19% 0% 0% 4.11 

人
際
互
動
價
值 

館內體驗活動能提供親子共

同參與機會 
30% 47% 20% 3% 0% 4.03 

4.03 4 

館方設施能提供親子安全的

體驗互動環境與參與感 
27% 52% 22% 0% 0% 4.05 

我樂於參加館方所舉辦的體

驗活動（DIY、闖關遊戲等） 
25% 45% 27% 3% 0% 3.92 

參觀後能增進親子情感關係 27% 58% 16% 0% 0% 4.11 

學
習
價
值 

館內參觀動線與展示方式有

助學習與瞭解 
28% 58% 14% 0% 0% 4.14 

4.19 2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對

親子遊客具有教育學習功能 
25% 66% 9% 0% 0% 4.16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能

增加對香腸知識的瞭解 
38% 55% 8% 0% 0% 4.30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清

楚且容易理解 
27% 64% 9% 0% 0% 4.17 

文
化
價
值 

參觀後能更加認識臺南在地

美食文化 
34% 53% 11% 2% 0% 4.20 

4.20 1 
館內展示內容富含臺南歷史

寓意，極具參觀價值 
30% 58% 13% 0% 0% 4.17 

參觀後對世界各國香腸文化

更加瞭解 
28% 59% 13% 0% 0%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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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橋牌香腸博物館是適合親

子的文化休閒旅遊行程 
38% 52% 11% 0% 0% 4.27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分析 

表 13：親子導覽實施後滿意度分析 

實施後 

構
面 

問
題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滿
意
度
平
均
值 

構
面
加
權
平
均
值 

排
序 

趣
味
價
值 

館內參觀過程能讓親子覺得

活潑有趣 
71% 28% 2% 0% 0% 4.69 

4.63 2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能

增進親子共同學習樂趣 
69% 28% 3% 0% 0% 4.66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具

生動與可看性 
68% 22% 11% 0% 0% 4.57 

參觀後能達到寓教於樂效果 66% 28% 6% 0% 0% 4.60 

人
際
互
動
價
值 

館內體驗活動能提供親子共

同參與機會 
68% 26% 6% 0% 0% 4.62 

4.61 4 

館方設施能提供親子安全的

體驗互動環境與參與感 
65% 29% 6% 0% 0% 4.58 

我樂於參加館方所舉辦的體

驗活動（DIY、闖關遊戲等） 
69% 22% 9% 0% 0% 4.60 

參觀後能增進親子情感關係 71% 23% 6% 0% 0% 4.65 

學
習
價
值 

館內參觀動線與展示方式有

助學習與瞭解 
69% 25% 6% 0% 0% 4.63 

4.67 1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對

親子遊客具有教育學習功能 
71% 23% 6% 0% 0% 4.65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能

增加對香腸知識的瞭解 
72% 26% 2% 0% 0% 4.71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清

楚且容易理解 
74% 22% 5% 0% 0% 4.69 

 
參觀後能更加認識臺南在地

美食文化 
66% 23% 11% 0% 0%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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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價
值 

館內展示內容富含臺南歷史

寓意，極具參觀價值 
68% 23% 9% 0% 0% 4.58 

4.62 3 
參觀後對世界各國香腸文化

更加瞭解 
74% 25% 2% 0% 0% 4.72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是適合親

子的文化休閒旅遊行程 
69% 26% 6% 0% 0% 4.63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分析 

由表 12 及表 13 得知，親子導覽實施前文化價值構面平均值最高，遊

客普遍認為黑橋牌香腸博物館是適合親子的文化行程，但以人際互動價值

構面平均值為最低，館內無法充分提供親子同樂的互動環境與體驗活動。

實施後滿意度平均值四個構面皆有提升，滿意程度也較為平均，趣味價值

構面平均值提升 0.57，人際互動價值構面平均值提升 0.58，學習價值構面

平均值提升 0.48，文化價值構面平均值提升 0.42，其中學習價值構面加權

平均值為第一，文化價值的構面加權平均值也大幅增加，由此可知藉由親

子導覽活動設計與實施，使親子對香腸及府城美食文化都有更深的瞭解，

同時也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實施後能提供遊客較完整的導覽內容與功能

，也讓整體滿意度提升。 

（三）忠誠度分析 

表 14：親子導覽實施前忠誠度分析 

實施前 

問題 選項 百分比 問題 選項 百分比 

再
次
參
訪
意
願 

非常願意 17% 推
薦
親
友
的
意
願 

非常願意 25.0% 

願意 64% 願意 62.5% 

普通 17% 普通 12.5% 

不願意 2% 不願意 0% 

非常不願意 0% 非常不願意 0% 

再
次
前
來
原
因 

環境舒適 58% 

需
要
加
強
改
善
的
地
方 

無 48% 

休閒景點 44% 看板內容 11% 

購買禮品 36% 導覽內容 36% 

服務良好 13% 服務態度 2% 

歷史探究 17% 環境衛生 0% 

拍照攝影 14% 參觀動線 16% 

其他 6% 參觀資訊取得 9% 

 其他 0%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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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親子導覽實施後忠誠度分析 

實施後 

問題 選項 百分比 問題 選項 百分比 

再
次
參
訪
意
願 

非常願意 46% 推
薦
親
友
的
意
願 

非常願意 50.8% 

願意 46% 願意 41.5% 

普通 8% 普通 7.7% 

不願意 0% 不願意 0% 

非常不願意 0% 非常不願意 0% 

再
次
前
來
原
因 

環境舒適 75% 

需
要
加
強
改
善
的
地
方 

無 77% 

休閒景點 46% 看板內容 11% 

購買禮品 34% 導覽內容 8% 

服務良好 46% 服務態度 2% 

歷史探究 28% 環境衛生 0% 

拍照攝影 20% 參觀動線 2% 

其他 5% 參觀資訊取得 3% 

 其他 5%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分析 

由表 14 及表 15 可得知，親子導覽活動實施前，再次參訪意願以 64%

願意為最高，推薦親友的意願也是以 62.5%願意為最高，遊客普遍認為環

境舒適是再次前來主要原因，48%遊客認為並無需要加強改善的地方，但

卻有 36%認為導覽內容需加強。實施後，再次參訪意願是非常願意及滿意

皆為 46%，推薦親友的意願有 50.8%非常願意，41.5%願意，再次前來主

要原因則是環境舒適，77%遊客都認為並無需要加強改善的地方，而在導

覽內容須加強改善的比例降低 28%，顯示本研究導覽設計與實施具成效。 

二、黑橋牌香腸博物館主動透過新聞媒體報導本組研究成效 

館方對於本研究實施結果與貢獻深表讚許，黑橋牌董事長陳春利先生

與本組會晤時表示，臺南是一個最有文化的城市，臺南美食文化正是我們

臺南人的驕傲，也希望能把臺南的美食文化傳承給下一代。董事長陳春利

先生鼓勵我們能透過本研究的親子導覽活動，讓更多人認識臺南美食，將

臺南美食的特色、精神與堅持，傳達給來參觀的遊客，讓更多人瞭解府城

美食文化，董事長勉勵並給予本組組員稱讚與鼓勵。 

館方高度肯定本研究設計的親子導覽活動，由館方主動發佈新聞稿

（詳見附錄十六），並於 108 年 1 月 29 日 yahoo 新聞、108 年 1 月 30 日蕃

薯藤新聞滔新聞、新浪新聞、台灣好新聞、PChome 新聞及 108 年 2 月 1

日中華日報新聞網進行報導。報導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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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新聞媒體報導本研究成果 

標
題 

香腸博物館與○○○○合作 

設計親子導覽傳承府城美食文化 

新
聞
內
容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與○○○○○○○

○○產學合作，將理論與實務結合，設計以

「府城美食文化代代香傳」為主題的親子導

覽，透過學生實際導覽實施，實現黑橋牌香

腸博物館教育與傳承府城美食文化給下一

代的盼望。 

親子導覽的設計與實施，內容包含親子

行動導覽手冊、導覽人員操作手冊、親子導

覽活動廣告文宣與海報設計，親子行動導覽

手冊內容不僅介紹香腸博物館、黑橋牌陳春

利董事長的經營理念還有館方十大展點重

點內容介紹，為符合親子需求，還設計了闖

關學習單、親子著色圖、親子拼拼圖，以提

升親子互動與學習樂趣，達到寓教於樂的效

果。 

導覽設計中，融入府城美食文化特色、

不求做大只求做好的精神與臺南美食一路

以來始終如一的堅持，藉由親子導覽將府城

文化傳承給下一代，也透過親子互動與體

驗，增進親子間的感情。 

因應親子導覽而設計的黑橋牌香腸博

物館親子行動導覽手冊裡，「親子學習列車」

單元中，每個展點都有○○○○○○學生們

製作的影音影片，只要掃 QR code 即可隨時

觀看親子導覽內容，讓學習不受人員、時

間、空間的限制，使府城美食文化更能廣為

傳遞。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致力於美食文化教

育與傳承，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藉由產學

合作，讓○○○○○○的學生獲得難得的業

界實務經驗，有機會能結合所學及創意，不

僅提升溝通表達能力並達到務實致用的學

習效果，可說是產學雙贏的一場合作。 

圖 22：新聞宣傳本研究－1 

圖 23：新聞宣傳本研究－2 

圖 24：新聞宣傳本研究－3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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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董事長頒發感謝狀 

三、黑橋牌董事長親自頒發感謝狀肯定本研究 

本組於 2019 年 1月 30日至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與董事長陳春利先生會

晤，陳春利董事長對於本研究的親子導覽活動設計與實施表示讚賞，親自

頒發感謝狀以茲鼓勵。下圖為與董事長合照及感謝狀（詳見附錄十七）。

館方確定於 108 年 3 月起正式採用本研究設計成果。 

                                                      圖 26：感謝狀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SWOT 策略分析 

本研究經由 SWOT 策略分析後，發現館方未結合臺南不僅是美食

之都也是文化之都的機會以及親子遊客居多的這項優勢，館方雖瞭解

現在為科技發達的世代，於館內設置 QR code 語音導覽，但其內容較

為單調，使得參觀遊客使用機率降低。由於館方未掌握親子商機及文

化傳承契機，策略分析後，本組發現可設計專屬親子導覽活動，介紹

臺南美食文化，並設計親子專屬 DIY 體驗活動，增加親子互動與感情，

不僅提高館方的遊客數量，也能傳承府城美食文化。 

（二）親子導覽實施前後結論 

1.親子導覽活動實施前，實地觀察館方導覽現況發現 

(1)較少親子 DIY 體驗活動。 

(2)缺乏針對親子客群的導覽活動。 

(3)館內導覽時，通常僅在三樓導覽，較少進行二樓導覽。 

(4)導覽內容沒有介紹臺南美食文化。 

(5)導覽內容僅導覽員解說，無任何東西輔助，導覽結束較容易忘記。 

因此本組針對上述發現，設計一套專屬為親子的導覽活動，導覽

內容包含二樓、三樓的展點及臺南美食文化介紹，搭配 DIY 體驗及學

習單等，使導覽內容增加趣味，記憶更深刻，不僅寓教於樂且達到教

育學習與文化傳承目的，親子導覽活動設計完成後與館長及專業導覽

員討論後進行第一次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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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次親子導覽活動實施結果發現 

(1)導覽時間為一小時，部分遊客受限於旅遊時間長度而無法參加。 

(2)導覽手冊內容僅介紹臺南美食文化的精神。 

(3)導覽員解說口氣有時不夠委婉，可能使親子感覺不夠親切。 

(4)DIY 拼拼圖體驗活動，人手不足。 

(5)導覽動線由三樓至二樓，再至三樓 DIY 體驗，造成親子不便。 

3.第一次親子導覽活動實施後結果改善要點 

根據第一次實施結果與館長、導覽員討論後，總結應改善項目，

並將修正後內容進行第二次實施，第一次實施改善要點如下： 

(1)第二次實施的導覽手冊加上 QR code 影音導覽，可利用手機觀看。 

(2)將府城美食文化特色、精神及堅持都融入導覽內容及導覽手冊中。 

(3)撰寫導覽人員準則，使導覽人員瞭解注意事項。 

(4)調整人力安排，讓負責邀請親子參加活動的組員，協助 DIY 體驗。 

(5) 將導覽動線改為二樓至三樓再至三樓視聽室進行 DIY 體驗活動，以

改善動線問題。 

4.第二次親子導覽活動實施結果發現 

(1)第一次實施烘束爐內部的香腸模型可觸碰，但目前加裝透明隔板。 

(2)行動導覽手冊僅放上 QR code，而無 QR code 影音導覽介紹說明。 

(3)闖關學習單的題目未出現關於府城美食文化的相關問題。 

(4)DIY 體驗活動有些親子較快完成，會有部分時間在等待。 

5.第二次親子導覽活動實施後結果改善要點 

根據第二次實施結果與館長、導覽員討論後，總結應改善項目，

第二次實施改善要點如下： 

(1)將可以觸碰香腸模型的內容刪除。 

(2)在導覽手冊第四頁新增說明，讓遊客知道有 QR code 影音導覽。 

(3)闖關學習單增加兩題關於府城美食文化的特色及精神。 

(4) 視聽室播放黑橋牌的故事影片，讓提早完成 DIY 的親子觀看，可

增添趣味。 

（三）問卷調查結論 

透過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後得知，親子導覽活動實施前遊客對人際

互動價值構面滿意度較低。實施後趣味價值構面平均值提升 0.57，人

際互動價值構面平均值提升 0.58，學習價值構面平均值提升 0.48，文

化價值構面平均值提升 0.42，顯示導覽活動能提升整體滿意度。再次

參訪意願及推薦親友的意願在實施後皆提升，實施前與實施後遊客都

普遍認為環境舒適是再次前來主要原因，實施前需要加強改善的部分

則是參觀動線及導覽內容，實施後 77%遊客認為不需加強改善，導覽

內容需加強改善的比例也從 36%降到 8%，顯示透過親子導覽活動實施

能使館方導覽內容更加完善，提升遊客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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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給館方導覽人員的建議 

1.在導覽過程中提供有獎徵答 

導覽對象若為 5 歲以上孩童，可在導覽過程中提供有獎徵答，在

正確回答問題後，給糖果或小禮物當作獎勵，不僅能夠幫助孩童專心

聆聽導覽內容、吸引注意力，還能鼓勵學習及幫助記憶，增加學習趣

味與動機，並加深孩童對博物館知識及美食文化的學習，以提升導覽

效果。 

2.提供符合年齡層解說方式 

若導覽對象為孩童，可以用簡單化或較為親近孩童的說話方式，

對孩童進行導覽及解說，若是針對家長、年齡較長的遊客，採用探討

臺南歷史沿革及美食記憶或是配合生活時事方式進行導覽，可讓遊客

產生共鳴。 

3.導覽過程增加與孩童互動 

孩童通常比較喜歡互動及體驗，可以在各展點導覽過程中，適時

增加互動機會，例如文輝的灶腳中的大石臼，可先示範如何使用，並

提醒安全注意事項後，再讓孩童與家長親身體驗，使整體導覽內容更

生動，也能促進親子情感及互動。除了能夠幫助遊客瞭解導覽內容在

實務上如何使用，也能同時兼顧學習與體驗，讓孩童更有興趣的聆聽

導覽。 

（二）給黑橋牌香腸博物館的建議 

1.多加利用館外草皮空間 

在黑橋牌香腸博物館大門前有一片草皮，草地上設有一個展體，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除了在四月中旬舉辦野餐派對，其他時間尚未加以

利用，因此本研究建議在進行親子導覽活動時，未來可加入戶外親子

互動遊戲，將香腸知識與美食文化傳遞融入遊戲中，除了增添親子間

的感情外，還能加深家長與孩童的記憶，使當日導覽內容豐富有趣、

多元化。 

2.改善廣播系統音量及辨識度 

在實施親子導覽活動前，除了事先看到活動訊息預約的遊客外，

還必須召集現場的親子家庭參加活動，通常親子家庭都為散客，因此

到訪及離開時間不一致，所以除了現場張貼海報宣傳之外，透過廣播

系統進行活動宣傳，也是集客方式之一。 

目前黑橋牌香腸博物館館內有時因遊客眾多較為吵雜，廣播系統

的音量不夠大聲、辨識度不夠明顯，使遊客較無法聽清楚廣播內容，

因此本研究建議能提高廣播音量或在廣播前播放一小段音樂或語音，

供遊客辨識，以提升集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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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貢獻 

（一） 本研究製作 QR code 影音行動導覽影片，讓學習不受人員、時間

及空間限制，使府城美食文化與香腸知識能更廣為傳遞。 

（二） 本組應用行銷實務課程中所學社會行銷觀念，為黑橋牌香腸博物

館設計親子導覽，除了滿足親子客群需求，並提升黑橋牌香腸博

物館的遊客參觀體驗滿意度與忠誠度，同時傳承府城美食文化，

提升企業形象並協助企業善盡社會責任。 

（三） 本研究設計的親子導覽活動，榮獲黑橋牌董事長陳春利先生以及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林柏樾館長親自頒發感謝狀，館方高度讚許並

肯定本研究，主動發佈新聞媒體報導本研究成效，達到產學雙贏。 

（四） 館方已印製本組設計之親子行動導覽手冊及導覽人員操作手冊

供館方導覽時使用，且確定於108年3月起正式實施本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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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專家效度基本資料表及專家親自發文宣傳本組訪談 

 

姓名 

 

王美霞 

目前任職 

南方講堂創辦人，並擔任社區大

學講師及全國國文科教師學習領

域常聘講師。長年參與臺南市文

化活動，推廣在地文化不遺餘力。 

經歷 

2017 年臺南市政府主辦臺南美

食節主題手冊作者之一、2016 及

2015 年臺南市政府主辦臺南美

食節主講說菜人、曾任臺南女中

國文教師、臺南女中學務主任，

並擔任臺南市國文科輔導員、南

市青年主編、救國團全國大專編

輯營常設講師與中華民國孔孟學

會嘉南推廣中心秘書等職。 

著作 

著有《台南的樣子》、《台南過生

活》、《南方六帖》、《南方誌》、《熱

戀林百貨》、《愛在陣頭》、《水神》。 

獎項 

曾獲趙廷箴文教基金會第九屆全

國優良國文教師。 

二○一四年《台南的樣子》被選入

法蘭克福世界書展文化風格及城

市印象類優良書籍，同年《台南

的樣子》及《台南過生活》選入

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 

 

 

 

王美霞-南方講堂的貼文與 

本組訪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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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府城美食文化專家訪談紀錄－作家王美霞老師 

 

Q1 請問臺南的美食文化有什麼特點是您想要傳達給其他人的？ 

A1 

有句話說：「富過三代，才懂吃穿。」其實你真正看一個有錢人，

他絕對不是大魚大肉，而是吃得巧。有人來到臺南吃到擔仔麵

說：「你們臺南的食物才這麼一小口？」其實並不是因為臺南人

很小氣，而是臺南的飲食特色「不求做大，只求做好」。 

Q2 請問臺南飲食文化的歷史是什麼？ 

A2 

早期在黑橋牌那個時代，烏橋邊有很多勞力工作者，他們在做苦

力工作的時候，特別需要養分。所以第一個是要吃得飽，吃飽是

最重要的。當時他們會煮一些香腸、肉之類的在餐跟餐之間，可

以填充肚子，有體力可以工作；幾年之後，經濟條件提升就開始

吃得巧，這是第二個，不是隨便煮一鍋菜而已，要注意它的口感、

味道。強調食物的品質最好、味蕾最極致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

放糖，所以臺南食物比哪裡都甜。以前有錢人才可以吃糖，所以

臺南食物的甜代表臺南經濟富足的條件；第三個是臺南的飲食很

多跟我們的慶典、生命儀式是有關係的，所以他們的飲食裡面除

了料理之外，連糕餅都是跟祭拜、生命的殿堂儀式是有關係的。 

Q3 請問什麼是臺南美食的精神？ 

A3 

臺南有很多老店，其中有很重要的精神是，他每天不見得會賣很

多，但他認為美食本身就是把上一代的好口味傳下來。有一位老

闆，他每天只賣兩、三百個，賣完就不賣了，我問他說為什麼不

多做一點，他說：「我每天能夠準備最好的食材，就是這麼多，

我沒辦法再多做。可是對我來說，我把我能做的做到最好，讓來

買的顧客覺得值得就好了。」我覺得臺南做美食的精神就是－不

求做大，只求做好。 

Q4 如何引導來訪的遊客及親子對府城美食文化感到好奇？ 

A4 

我覺得每個美食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譬如說烏魚子：捕烏魚是

一個很辛苦的工作，那時候海風都會像刀一樣割在你的皮膚上，

討海人為了一家的溫飽，他們就去捕烏魚，捕烏魚做成了他們的

食物。他們有一個烏魚子做的香腸，你可以向他們介紹這個故

事，而故事也會讓聽的人感到好奇。 

Q5 請問臺南的文化當中有什麼是您特別欣賞的？ 

A5 

連德堂一包餅三、四十元，每人每天限量兩包。剛開始你會不理

解為什麼只能買兩包，但當你仔細思考，我拿錢去卻沒有把東西

全買光的時候，還有下一個人可以再吃這個口味，那個分享的喜

悅勝過獨自擁有，這是臺南的精神。因為你懂得節制，所以把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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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哲學分享給大家，這難道不是哲學家嗎？在臺南還存在許多百

年老店，他們有著如同日本職人一般堅持的精神，不管經歷多少

年，傳承多少代，所有的細節都絕對不馬虎、不偷工減料，堅持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訪談照片 

  

訪談專家照片－1 訪談專家照片－2 

  

訪談專家照片－3 訪談專家照片－4 

 

訪談後與專家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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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導覽人員操作手冊（第一次實施） 

 

   

封面 第一關、第二關 第三關、第四關 

   

第五關、第六關 第七關、第八關 第八關、第九關 

 

第十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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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本組設計導覽實施識別證 

 

  

 

 

 

 

 

 

 

  

組員同學 A識別證 組員同學 B 識別證 

  

組員同學 C 識別證 組員同學 D 識別證 

 

組員同學 E 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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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親子導覽手冊（第一次實施） 

 

   

封面 目錄 香腸博物館簡介 

   

董事長經營理念 館長的話 親子學習列車介紹 

   

末廣町、銀座與戎座 烏橋、文輝的灶腳 烘束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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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導覽手冊（第一次實施） 

 

 

  

沙卡里巴、 

海安路 207 號 
大事紀 不偷工減料 

   

現在輪到香腸了 鹽、香辛料、腸衣 世界香腸 

   

工藝推手 闖關遊戲單－1 闖關遊戲單－2 



 

附-8 

親子導覽手冊（第一次實施） 

 

 

  

親子著色圖 親子拼拼圖 親子拼拼圖（空白頁） 

   

親子拼拼圖（黏貼處） 記事錄－1 記事錄－2 

  

記事錄－3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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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本組設計黑橋牌官方網站及香腸博物館臉書粉絲團廣告宣傳文

案、海報（第一次實施） 

 

  

文案（第一次實施） 海報（第一次實施） 

附錄七：第一次與第二次實施內容差異比較表 

 

項目 第一次實施 第二次實施 

導覽人員

操作手冊 

傳承美食文化的部分，只提到

府城美食文化「不求做大，只

求做好」的精神，卻缺少更完

整的介紹以呈現府城獨有的美

食文化底蘊。 

根據專家訪談內容增加府城美

食文化的特色是口味偏甜，那

是早期府城經濟富庶象徵，及

府城美食文化的堅持是不管經

過多少年，傳承多少代，堅持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無 增加導覽人員守則 

親子導覽

手冊 

十站之順序： 

（1）末廣町、銀座與戎座 

（2）烏橋、文輝的灶腳 

（3）烘束爐 

（4）沙卡里巴、海安路 207 號 

（5）大事紀 

（6）不偷工減料 

（7）現在輪到香腸了 

（8）鹽、香辛料、腸衣 

（9）世界香腸 

（10）工藝推手 

十站之順序： 

（1）現在輪到香腸了 

（2）鹽、香辛料、腸衣 

（3）世界香腸 

（4）工藝推手 

（5）末廣町、銀座與戎座 

（6）烏橋、文輝的灶腳 

（7）烘束爐 

（8）沙卡里巴、海安路 207 號 

（9）大事紀 

（10）不偷工減料 

無 增加 QR code 條碼及展點影片 

導覽過程 三樓二樓三樓視聽室 二樓三樓三樓視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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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親子影音導覽影片畫面（10 部影片的畫面）  

 

    

第一站 第一站 第一站 第一站 

    

第一站 第一站 第一站 第一站 

    

第一站 第一站 第一站 第一站 

    

第二站 第二站 第二站 第二站 

    

第二站 第二站 第二站 第二站 

    

第二站 第二站 第二站 第二站 

    

第三站 第三站 第三站 第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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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影音導覽影片畫面（10 部影片的畫面） 

 

 

    

第三站 第三站 第三站 第三站 

    

第三站 第三站 第三站 第四站 

    

第四站 第四站 第四站 第四站 

    

第四站 第五站 第五站 第五站 

    

第五站 第五站 第五站 第五站 

    

第五站 第五站 第六站 第六站 

    

第六站 第六站 第六站 第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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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影音導覽影片畫面（10 部影片的畫面） 

 

    

第六站 第六站 第六站 第六站 

    

第六站 第六站 第六站 第七站 

    

第七站 第七站 第七站 第七站 

    

第七站 第七站 第七站 第八站 

    

第八站 第八站 第八站 第八站 

    

第八站 第八站 第八站 第八站 

    

第八站 第八站 第八站 第九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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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影音導覽影片畫面（10 部影片的畫面） 

 

 

  

    

第九站 第九站 第九站 第九站 

    

第九站 第九站 第九站 第九站 

    

第九站 第九站 第九站 第九站 

    

第九站 第九站 第十站 第十站 

    

第十站 第十站 第十站 第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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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影音導覽影片 QR code  

 

    

第一站 第二站 第三站 第四站 

    

第五站 第六站 第七站 第八站 

  

第九站 第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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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導覽人員操作手冊（第二次實施） 

 

   

封面 目錄 導覽人員準則 

   

第一站、第二站 第三站、第四站 第五站、第六站 

   

第七站 第八站、第九站 第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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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親子行動導覽手冊（第二次實施） 

 

   

封面 目錄 香腸博物館簡介 

   

董事長經營理念 館長的話 學習列車及影片介紹 

   

現在輪到香腸了 鹽、香辛料、腸衣 世界香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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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行動導覽手冊（第二次實施） 

 

   

工藝推手 末廣町、銀座與戎座 烏橋、文輝的灶腳 

   

烘束爐 
沙卡里巴、 

海安路 207 號 
大事紀 

   

不偷工減料 闖關學習單－1 闖關學習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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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行動導覽手冊（第二次實施） 

 

   

親子著色圖 親子拼拼圖 親子拼拼圖（空白頁） 

   

親子拼拼圖（黏貼處） 記事錄－1 記事錄－2 

  

記事錄－3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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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本組設計黑橋牌官方網站及香腸博物館臉書粉絲團廣告宣傳文

案、海報（第二次實施） 

 

  

文案（第二次實施） 海報（第二次實施） 

附錄十三：黑橋牌官方網站及香腸博物館臉書粉絲團發文宣傳本研究親子

導覽活動（第一次實施） 

 

 

 

香腸博物館臉書粉絲團發文－1 香腸博物館臉書粉絲團發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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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橋牌官方網站及香腸博物館臉書粉絲團發文宣傳本研究親子導覽活動

（第一次實施） 

 

  

香腸博物館臉書粉絲團發文－3 香腸博物館臉書粉絲團發文－4 

  

黑橋牌官方網站發文－1 黑橋牌官方網站發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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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黑橋牌官方網站及香腸博物館臉書粉絲團發文宣傳本研究親子

導覽活動（第二次實施） 

 

  

香腸博物館臉書粉絲團發文－1 香腸博物館臉書粉絲團發文－2 

  

黑橋牌官方網站發文－3 黑橋牌官方網站發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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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親子遊客參觀體驗滿意度問卷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親子遊客參觀體驗滿意度問卷 
親愛的遊客您好： 

我們是國立台南海事商經科二年級的學生，因專題製作課程研究，希

望透過此問卷來探討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親子參觀體驗滿意度。我們非常需

要您的寶貴意見，您的意見是我們重要的資訊，請您依照實際參觀情形回

答，本問卷填寫的資料會完全保密，請放心填答，非常感謝您的協助！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一、滿意度調查 

項  目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 館內參觀過程能讓親子覺得活潑有趣 □ □ □ □ □ 

2.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能增進親子共同學習樂趣 □ □ □ □ □ 

3.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具生動與可看性 □ □ □ □ □ 

4. 參觀後能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 □ □ □ □ 

5. 館內體驗活動能提供親子共同參與機會 □ □ □ □ □ 

6. 館方設施能提供親子安全的體驗互動環境與參與感 □ □ □ □ □ 

7. 我樂於參加館方所舉辦的體驗活動（DIY、闖關遊戲等） □ □ □ □ □ 

8. 參觀後能增進親子情感關係 □ □ □ □ □ 

9. 館內參觀動線與展示方式有助學習與瞭解 □ □ □ □ □ 

10.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對親子遊客具有教育學習功能 □ □ □ □ □ 

11.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能增加對香腸知識的瞭解 □ □ □ □ □ 

12. 館內展示方式與解說內容清楚且容易理解 □ □ □ □ □ 

13. 參觀後能更加認識台南在地美食文化 □ □ □ □ □ 

14. 館內展示內容富含台南歷史寓意，極具參觀價值 □ □ □ □ □ 

15. 參觀後對世界各國香腸文化更加瞭解 □ □ □ □ □ 

16.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是適合親子的文化休閒旅遊行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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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橋牌香腸博物館親子遊客參觀體驗滿意度問卷 

二、 忠誠度分析 

1. 您願意親子再度重遊的意願程度為？ 

□非常願意  □願意  □普通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2. 您願意推薦親友的意願程度為？ 

□非常願意  □願意  □普通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3. 您再次前來的原因？（可複選） 

□環境舒適 □休閒景點  □購買禮品    □服務良好   

□歷史探究 □拍照攝影 □其他 

4. 您覺得哪些地方需要加強？（可複選） 

□無     □看板內容  □導覽內容      □服務態度   

□環境衛生 □參觀動線 □參觀資訊取得  □其他 

三、基本資料 

1. 性 別：□男性  □女性 

2. 年 齡：□20歲（含）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0歲以上  

3. 職 業：□學生  □工商業  □自由業    □服務業    □資訊科技業 

       □家管  □軍公教  □農林漁牧  □醫藥保健  □其它______ 

4. 居 住 地：□台南市民     □非台南市民 

5. 教育程度：□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  

     □碩士（含）以上 

 

〜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撥空協助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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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新聞媒體報導本研究成果 

 

  

PChome 新聞行銷宣傳 

 

yahoo 新聞媒體行銷宣傳本研究 台灣好新聞行銷宣傳 

   

中華日報新聞行銷宣傳 蕃薯藤滔新聞行銷宣傳 新浪新聞行銷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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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七：黑橋牌董事長感謝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