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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和學習目標
課程日期 課程主題 學習目標

110年4月25日
(09:00-12:00)

主題小旅行的規劃與設
計

透過講授示範和案例分析的方式，
期盼讓社區夥伴得以站在遊客的
立場思考-
1.洞見國內旅遊趨勢
2.社區資源再設計
3.小旅行的規劃原則

110年4月25日
(13:30-16:30)

社區深度文化之旅提案
工作坊

透過工作坊、實際討論書寫的方
式，讓學員得以產出
1.小旅行主題/文案
2.社區遊程規劃
3.按部就班-輸出提案撰寫格式



後疫情時代。 旅遊解封進行式



2019旅遊逆差
2019年旅行收支狀況（央行），全年旅行收入143.73億美元，為史上第

三高，國人出國旅行支出亦來到新高點205.07億美元。

所以



圖為日本京都，因為疫情的緣故遊客大量減少；但此前京都長久以來，也飽受旅遊觀光負
荷壓力太大的問題。圖／歐新社

奢侈旅行與背包客窮遊的兩極化
世界越亂心則慢？在地深度、放慢、環保的未來旅行



2021年3月，台灣與帛琉共同宣布開放台帛「旅遊泡泡」計畫，有「團進團出」、「避開
人潮或與當地住民區隔」、「全程定點接駁」、「入住安全防疫相關認證旅館」、「專區
用餐並維持社交距離」五大防疫原則。圖／美聯社

免疫護照
數位綠碼
旅行泡泡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12-04/503967

偽出國
類出國



旅遊消費需求的轉變

美好的消費體驗過程 業者與消費者之共鳴

滿足個人物質慾望 取得基本生活所需



你的生活是我遠道而來的風景

男子休日委員會



【社區旅遊】融入在地生活的旅行

從<藝術>體現社區魅力

特色工藝/圖騰文化 經典建築/藝術聚落

從<產業>挖掘特色資源

地產地銷/飲食文化 體驗活動/傳統歌舞

從<在地>找尋生活感動

文化典故、傳統祭儀 獵人學校、自然資源

社區產業
輔導團隊
政府部門
主力客群



石棹
（製茶、步道、民宿） 奮起湖

（森鐵、老街）

光華
（五星生態）

十字
（森鐵、步道）

半天岩
（宗教、步道）

旅程，重要的是如何
讓參與者能留下什麼

記憶點

社區觀光發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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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

遊客想什麼？ 社區有什麼？



自由行旅客想什麼？



疫後的旅行平台

• 自由行佔絕大多數

• 在地體驗

• 當地生活

• 達人帶路

• 戶外探索

• 團體激勵

• 注重評價

使用者分析



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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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營造到社區觀光

人

文

地產

景

食

宿

購遊

行



地方資源盤點方法

項目 內容說明

人
人口組成、年齡層分布、組織(如社
區發展協會、商圈管委會)、……

文
地方起源與變遷、傳統服飾、建築、
家族變遷、信仰節慶、風俗習慣、
地方神話傳說等。

地

境內有哪些特殊資源
1.環境？河川、瀑布、溫泉等。
2.生態？代表物種、鳥類、昆蟲等。
3.植物?民俗、園藝、染劑植物等。

產
境內產業發展脈絡與特點？
如：採集、農林漁牧業、礦業、工
業、文創產業、服務業等。

景
境內有哪些特殊景色?
如：歷史建築、聚落景觀、公共空
間、交通景觀、考古遺跡等。

項
目

內容說明

食
餐飲設施數量、在地特色菜餚與
飲食文化

宿
住宿設施數量、風格與遊客乘載
量

購

可提供那些購物服務與商品種類，
如：
1.生鮮農特產
2.第二級加工品
3.文創商品與體驗服務等

遊
可提供那些遊憩設施，如：
1.當地特色遊憩點與設施
2.周邊可連結之知名景點

行
交通運具之盤點，如：
1.大眾交通運輸、公路交通系統
2.轉乘系統：接駁車、接駁船等



在地資源盤點 特色亮點

傳統漁法

牽罟

定置網漁業

石滬

◼ 翔順定置漁場

◼ 日豐定置網漁場

苗栗當地石滬達人

◼ 王啟仁老師

◼ 許素瑋老師

腰操編制

◼ 大山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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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釣漁業
◼ 通苑一支釣漁業產銷班

◼ 南龍一支釣漁業產銷班



在地資源盤點 特色亮點

新埔國小－海洋教育計畫 苑裡國小－環境教育課程 外埔國小－海洋教育

海線一家親－淨灘活動 海口國小－衝浪比賽

大海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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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資源盤點 特色亮點

觀光遊憩

龍鳳漁港拍賣市場 竹南 假日之森 後龍 過港貝化石層

通霄 新埔車站 苑裡 藺草文化館 海風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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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資源盤點 特色亮點

海神文化

竹南 龍鳳宮 竹南 中港慈裕宮 後龍 慈雲宮

通霄 白沙屯媽祖 苑裡 慈合宮（城外媽祖） 苑裡 順天宮（城內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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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程組成的元素

景點

體驗

餐飲住宿

交通

核心
元素

配套
元素



遊程規劃的原則

 安全性與合法性(WHERE)

 可行性(WHAT)

 適合性(WHO)

 季節性與時間性(WHEN)

 獲利原則(HOW MUCH)



食：餐點型態.特色.葷素食.餐具…

衣：建議服裝.自備用具(盥洗.登山.雨具…)

住：房型.容納客數.分房問題(EX.單人房加價)

行：可行駛車型.接駁需求(汽車.船.機車…)

育：技藝教學.環境教育.生態物種教學…

樂：互動遊戲.DIY製作.文化體驗活動…

規劃遊程需要考量的條件1/2



你看到了什麼差異?
2
6



你看到了什麼差異?
2
7



客群：散客.團客.公司.家庭.情侶.朋友...

時間：車程時間.各點路順…

主題：知性.生態.節慶.運動.藝文…

成本：成本設定.人力配置.拆帳模式…

保險：事前取得遊客資料.確實進行投保

購物：提供遊客採購時間.可配合在地業者

回饋：伴手禮.迎賓飾品.精緻書卡等

規劃遊程需要考量的條件2/2



一起來挖掘~特色旅遊元素

遊程項目 在地資源

在地資源
(配合導覽服務)

思考：人、文、地、產、景等元素

體驗活動

餐飲特色

住宿設施

交通接駁



遊程的創意設計原則
3
0

互
動



遊客互動設計

台南龍興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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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X尋寶遊戲

用科技滑軌，比較老照片與現況的變化

帶路趣 Ai-trip
• AI導遊帶你FUN心玩 | 打造科技旅遊新體驗
• 聊天機器人智能導覽，帶你看逐鹿部落
• 阿里山風土旅遊新體驗，科技串連小旅行



遊程的創意設計原則
3
4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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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茶從茶空間旅遊串起茶文化、觀光、文創、多
元發展，結合地方文化、生態、產業，活絡「茶旅

觀光產業」與促進「茶文化產業」發展



善
用
社
區
空
間



善用空間原有設計









遊程的創意設計原則
4
1

體
驗



遊客體驗



遊客體驗



逐
鹿
—
梅
花
鹿
園

圖／聯合新聞網



夜間—漁獵體驗



茶

生態

原民

浪漫

鐵道

咖啡

阿里山主題體驗活動

六大
主題

生態-鯝魚皮雕體驗 咖啡-手烘咖啡體
驗

【茶-茶席體驗】

鐡道-木質明信片彩繪

浪漫-愛情對杯

【生態、原民-鄒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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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洗愛玉與風笛體驗 【瑞里】綠色隧道茶席



府城幻宴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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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旅遊年營業額30萬元

• 單價 300元

• 遊客數1000人

• 300元Ｘ1000人=300,000元

• 平均月遊客量=83人

（二台大巴）

思考社區遊程的內涵

社區旅遊年營業額30萬元

• 單價 3000元

• 遊客數100人

• 3000元Ｘ100人=300,000元

• 平均月遊客量=8人

（一台九人座）

校外教學 社區參訪
小眾精緻深度
企業員旅 FIT



思考社區休閒產品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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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 零食



思考社區農產品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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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 農遊體驗

算斤的 算人頭的



思考社區產品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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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日常 旅人非常

看心情(免費) 席次/人頭



思考社區產品的內涵

52

Impossible I’m possible



5
3

體驗

深入化

資源

故事化

資源

遊戲化

生活

儀式化

感受

細膩化

節慶

特色化

在地事件故事化

部落深度體驗

挖掘及再造社區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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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挖掘及再造社區文化體驗



5
5

挖掘及再造社區文化體驗



5
6

挖掘及再造社區文化體驗



5
7

挖掘及再造社區文化體驗



活動後必須留下旅程
5
8

延伸社區觀光效益

 想想—遊客要如何證明自己到此一遊!

 抓住遊客的想要購物需求!!如何加強回購!!

 1.臨時性市集
 2.善用遊程沿線空間
 3.置入性導覽內容

(推薦社區部落好物/試喝/試吃)

 ４.顧客關係管理



你也可以用的數位行銷資源

多重行銷：營造社群共感力

建立一源多用
行銷網絡素材

推播
形象短片宣傳

搭配中英字幕
增加國際觸及度

連結Facebook
粉絲頁

達成廣告宣傳
效益最大化

【文章動態】

主題人物

特色事物

【活動動態】

觀光年曆

主題活動

【影片動態】

實地影片

紀錄

有趣 動態 即時



遊客滿意
產業獲利
社區公益



瑞佛斯指出，過去的旅

行是「有形化」，在乎買什
麼紀念品的「物質」層面。

如今，大家看重「體驗」，
關注的話題可能是「你做的

活動」。

「觀念改變，讓旅行即使只
是去不同的公園、餐廳、酒

店，都變得有趣。」



品牌和風格的經營



能讓遊客感到幸福與快樂，就是一趟美好的旅程!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李秀玲
showlin1111@gmail.com
0932-144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