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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品味策略提升廣告心理學的學習成效 

Using savoring strategy to enha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advertisement 

psychology 

 

研究動機 

廣告心理學，因為涵蓋廣告、心理學，是一門同時兼具理論概念學習，與實務應用的

課程，在課程教授上需要教師花費特別的安排來提升教學成效。本計畫規劃利用品味

（savoring）提升策略，來加強修習廣告心理學學生在如何應用心理學知識到廣告製作與投

放上，這學習過程上的成效。學習，不僅是一種知識取得的過程，也是一種體驗

（experiencing）的過程，而 Chun et al.(2017)發現能夠品味即將發生的經驗，可以給消費者

帶來更大的樂趣與更深刻的記憶。過去台灣商管學院中，大部分廣告心理學的授課多採老師

單向方式傳遞知識，讓學生形成記憶式的學習，並無「做中學」的效益、也無提供相關實作

案例與經驗，讓學生在學習中可以夠過品味策略，提升學習成效的場域。因此，本計畫規劃

在課程中邀請花蓮地區代表性產業，例如有機農業小農，當地合法民宿業者一同參與課程。

由學生與志願參與的商家一同設定目標市場，進行廣告企劃，並在 google與 Facebook上進

行實際的廣告投放，並依據平台提供的各項指標作為廣告效果的依據，最後，則可進一步依

據所學到的各種廣告心理學知識、概念，來分析廣告對消費者的影響機制、效果。所需廣告

製作成本、廣告投放費用，則由計畫經費補助。廣告製作投放過程中，則在課程設計上，要

求學生進行各種品味策略，以提升在廣告心理學的學習成效。 

 

文獻探討 

本計畫主要目的是藉由在廣告心理學課程中，置入品味策略活動，來提升學生在設定

目標市場、製作廣告、投放廣告、以廣告心理學概念分析與評估廣告效果，此學習過程中的

學習成效。因此，底下將探討品味的定義與內涵、品味與重要態度與行為變數間關係、品味

的策略等要點。 

 

一、品味的定義與內涵 

品味（savoring）此概念，算是 2000年正向心理學運動之後，逐漸被重視的概念之

一。在心理與教育相關研究上，依據認知心理學的擴增與建立理論（broaden and build），正

向情感確實能提升個人的社會關係、健康、回復力（Fredrickson, 2001），而品味則是提升正

向心情重要的利器（Maiolino and Kuiper, 2014）。過去研究即已經指出，正面的日常生活事

件，不能保證正向心情的體驗，因為人們並非被動的去體驗情緒，而是主動的個體（John 

and Gross, 2007），品味（Bryant and Veroff, 2007）強調個體能調節注意，並領略正向經驗，

是強化、維繫正向情緒的重要能力（Livingstone & Srivastava, 2012）。 

品味的定義。「品味」，是延伸正向心理學所發展出來的一個概念。最早出現過 savoring

這個名詞是 Loewenstein(1987)在經濟學分析，其定義是對未來的消費預期，產生正面效用，

並提出數學模型預期延遲消費的價值。Bryant 與 Veroff (2007) 將品味（Savoring）定義為

「一種全神貫注、領會、與強化生活中正向經驗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attend to, appreciate, 

and enhance the positive experience in one’s life.）。所提出的「品味」概念，強調的是一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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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享受過程的能力，是個人能夠與環境互動，並持續產生玩賞的能耐。當然從字意上也衍伸

出比喻式的對應意涵，代表去搜尋令人愉快的、美味的、味覺上愉悅時刻的能耐。所以，此

概念不僅可以延伸出感官經驗的意涵，也可以與其他更豐富認知歷程的連結。 

品味三種概念層次。Bryant & Veroff（2007）運用品味的三種層次，進一步清楚與辨識

品味定義。此三種層次概念分別為：1.品味經驗（Savoring Experiences）：這是最廣泛的層

次，代表個人的感知能力，透過留意、注意和欣賞正向刺激物，所產生的行為與情緒的反

應。是個人的感官、知覺、思維、行為與情緒的總合，當全神貫注、體會正向刺激或事件

時，其伴隨產生對週遭環境與刺激的感受，例如於塞納河左岸喝杯咖啡；於冰天雪地下浸泡

著溫泉；或是親臨羅浮宮欣賞蒙娜麗莎的微笑畫作等經驗。2.品味歷程（Savoring 

Processes）：是連續的心理運作過程，經過時間的累積，轉換正向情緒，讓個人進一步沉

浸；是心理與生理互動下，呈現出時間漂移與轉換正向刺激或事件成為發酵後去品味的正向

感覺。3.品味回應或策略（Savoring Responses or Strategies）：是微觀的層次，個人受正向事

件的影響所產生特殊且具體的想法或行為。是一個經由正向刺激的交互作用後，所產生的明

確與具體思維或行為，這認知或行為的回應藉由擴大或減輕正向情感的強度；延長或縮短正

向情感的過程，來調節正向事件對正向情緒的影響（Bryant & Veroff, 2007）。 

品味經驗的特徵。品味的特徵，除了可以直接與快樂經驗產生連結外，「品味經驗」也

是種專注的狀態，一種自我調節的活動讓自己能去品味當下、此時此刻。品味的過程，不需

要未來的目標導引，不需要太多的酬賞。專注與此時此刻，是其重要的特徵。 

針對專注狀態此項特徵做進一步的闡述，可以說當人們出現品味的體驗時，他們是聚

焦地專注（focusing attention）在其主觀經驗中。此種聚焦專注的特徵，讓品味的歷程脫離

神秘，不可控制的錯覺。也讓品味涵蓋了底下幾種過程：（a）立即性的感受，此時此刻當下

發生事情的感受；（b）社會性的、自尊的需求，並非品味的主要動機；（c）聚焦且專注於經

驗上，但並非限於享樂式的愉悅、或自我的滿足這些經驗。所以，綜合來說，「品味」的經

驗至少具備「當下」、「免於社會評價」、「聚焦的專注」等特徵。但規劃未來的享受經驗，或

回想過去也有助於提升當下的享受。 

不同時間向度的品味：在時間向度上，品味可被區分為過去、現在、與未來，強調回

憶過去、珍惜當下與期望未來（Bryant, 2003）。但個體在實際品味經驗上，並非清楚區隔

的，他可能會依據當下的樂趣，去預期並享受即將發生的經驗；也可能因為懷舊，而對當下

的經驗有特殊感受的品味。也有研究指出，這種品味過去正面經驗的懷舊，除了可以幫助個

體抵抗孤單，並助長利社會行為之外，還可以提升消費者的耐心（Huang, et al., 2016）。品味

未來：期望（Anticipating）未來可以變成當下的一部分；品味當下（Momentary awareness）

專注當下可以更領會、享受週遭的人事物，加強正向情感與經驗；品味過去：回憶

（Reminiscencing）過去也能夠帶給當下品味一些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在當下，瞬間品味

可實現或不可實現的白日夢、幻想、夢想等，也可以回憶過往的事件、友人、物件等。 

 

二、品味與態度與行為間關係 

品味不僅被證實與許多個人層次的正向態度有關，例如，品味與快樂、樂觀、生活滿

意度、自尊有正向關係（Jose, Lim & Bryant,2012）；也被證實與許多負向特質有顯著負相

關，例如，品味與無助感、神經質、憂鬱、物質主義之間有負向關係。此外，品味還能給個

人帶來情緒上的好處，降低壓力，提升幸福感（Watson, 2019; Borelli et al., 2015; Hurl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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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n, 2012; Jose et al., 2012），甚至能提升工作績效（Lin et al., 2009）。品味也可能是其他正

向能力的前置因素，Maiolino and Kuiper（2014）發現品味與幽默能力有正向關係。 

品味在消費者行為上的研究。雖然，過去將品味應用在消費經驗上的研究並不多。以

品味內涵來看，快樂是相當重要的要素，所以，過去在消費者的研究上，早期將重點放在利

用感官知覺的強化來提升品味的經驗，例如，有研究發現吃美食之前先拍一張照片，能夠增

強品味帶來的快樂、口味的評價與態度，甚至能讓原本不太好吃的健康食物變得好吃

（Coary and Poor, 2016）。同樣的，Chun, Diehl, & Maclnnis (2017)利用不同研究方法，針對

不同經驗，發現能夠去品味即將發生的消費經驗，確實可以讓當下的愉悅感更強烈，讓消費

經驗被記得更持久。 

研究者發現能夠品味吃東西的經驗（相對於吃東西時分心），確實大大提升了快樂的感

覺(Le Bel and Dube 2001). 更進一步的研究則指出，對預期正面經驗的品味能夠讓等待經驗

變得愉快（Kumar, Killingsworth, and Gilovich 2014）。 

 

三、品味策略的應用 

如何利用品味策略，來提升正面的態度、正面的行為呢？ 

在品味策略上，有研究發現人們可利用許多品味策略, 例如公開表露正面情緒、聚焦在

正面經驗、分心不專注負面經驗等（Quoidbach, Berry, et al. 2010; Quoidbach, Dunn, et al. 

2010）來強化正面經驗的留存。 

Quoidbach, Berry, Hansenne, 及Mikolajczak(2010)同時針對大學學生與大學內員工進行

研究，發現會使用品味策略（e.g., memory building, comparison, sharing with others, self-

congratulation, and counting blessings)的員工，是比較快樂的，在幸福感知覺上也較高。 

所謂的品味策略，是指運用品味回應（Savoring Responses）方式，引出、維持、強化

正向經驗。品味回應即是當一個人面對正向經驗的刺激時，其所留露出的反應，可能來自於

內在的心理感受，也可能來自於外在的行為反應。Bryant與 Veroff（2007）即將品味回應分

為內在的正向認知回應，包含「記憶重建（Memory Building）」、「自我鼓勵（Self-

Congratulation）」、「覺察與敏感（Sensory-Perceptual Sharpening）」、「比較（Comparing）」、

「覺察無常（Temporal Awareness）」，「細數幸福（Counting Blessings）」與「避免悲觀想法

（Kill-joy Thinking）」；外在的正向行為回應，包含「行動與表達（Behavioral Expression）」，

「分享（Sharing with Others）」與「全神貫注（Absorption）」。 

 

四、品味在提升學習經驗與學習成效上的應用 

在教育與訓練領域上，已經有研究指出，透過一些簡單的活動，可以提升員工的幸福

感與快樂。例如，寫下感恩的事情、寫出最佳自我、學習並善用個人優勢、學會設定合適目

標等等（Kaplan, et al., 2014; Wood et al. 2010; Sheldon and Lyubomirsky 2006; Seligman et al. 

2005）。甚至已經逐漸成熟並整合成正向心理學提升（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或正

向教育方案（positive education program），後者強調涵蓋了 6領域的內涵，正向情緒

（Postive emotion）、價值活動積極參與（Engagement with valued activities）、強化正向關係

（fostering psitive relationships）、開發生命目標與意義（cultivating life purpose and 

meaning）、追求有價值的成就（pursing valued accomplishments）及正向健康與回復力

（positive health and resilience）（Norrish et al., 2013）。而品味策略，則被認為是此正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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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具有情境特性、注意力特性的改變策略（Morrish et al., 2018）。 

綜合上面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品味」確實是正向心理學中一項關鍵的概念，可以

利用品味的策略來提升個體幸福感知覺、降低壓力與挫折、強化正向情緒、強化經驗與體驗

的強度，甚至提升學習效果。因此本計畫規劃將品味的概念，納入廣告心理學此課程的教學

活動中，藉由強化學生的品味策略，規劃品味活動，讓學生在學習廣告心理學知識，實踐廣

告製作、廣告投放、廣告效益評估的學習過程中，經由品味的正面影響機制，大幅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研究方法 

一、教學方法 

本課程除了提供廣告心理學概念的講授外，更重要的將提供學生一個練習廣告實作與

成效分析的機會。而在此學習、練習過程中，讓學生藉由「品味策略」的實施，將學習的成

果與經驗，深深地植入學生的記憶中，並化成未來職業生涯中可以應用的能力。經由計畫經

費的補助，落實了本課程所規劃的「實作體驗 x品味策略」的效果。 

廣告心理學的實作體驗教學。計畫主持人在東華大學企管系學士班與碩士班，分別開

設了「廣告心理學」課程，修課人數總共 31人，學士班學生 22人，碩士班學生 9人。共

邀請了 10家在台北、花蓮地區，在地小型企業或店家一起合作，總共有 10家企業(店家)參

與（2家台北公司，7家花蓮的店家）。底下為與本計畫開設課程配合的店家一覽表： 

配合課程名稱 合作店家名稱 產業別 所在地 店家的臉書官網 

廣告心理學 

（碩士班） 

泰宜味食館 餐飲 花蓮 https://www.facebook.com/Tai038527680 

廣告心理學 

（學士班） 

適野民宿 旅宿 花蓮 https://www.facebook.com/%E9%81%A9%E9%87%8E%E6%B0%91%E5%AE%BF

-987751027996493 

七三茶堂 餐飲 台北 https://www.facebook.com/7teahouse 

Waprep Online 線上補教 台北 https://www.facebook.com/wapreponline 

宣屏理髮店 服務業 花蓮 https://www.facebook.com/%E5%AE%A3%E5%B1%8F%E7%90%86%E9%AB%A

E%E5%BA%97-107807131765909 

這藝鍋 餐飲 花蓮 https://www.facebook.com/thisARTpot 

齊庭簡餐 餐飲 花蓮 https://www.facebook.com/%E9%BD%8A%E5%BA%AD%E7%B0%A1%E9%A4%

90-406224322766154 

亞糜廚房 餐飲 花蓮 https://www.facebook.com/YummyKitchenNo.46 

Sun煦光餐飲 餐飲 花蓮 暫時關閉臉書 

朱緣 餐飲 花蓮 https://www.facebook.com/%E6%9C%B1%E7%B7%A3%E9%A4%90%E9%A4%A

8-1480408735544648 

 

修課學生在分組後，與店家一起討論並製作出數位廣告，並投放到臉書社群媒體上，並

利用臉書廣告平台所提供的分析工具，進行廣告效果的分析，並提供合作的店家/企業參

考。為了提高在地小型企業廣告主的動機, 課程以計畫經費提供每位店家，台幣 1.5萬元的

廣告預算，進行數位廣告投放在社群媒體上所需的經費。過程中，修課學生不僅需定期跟合

作的店家/廣告主碰面討論，還需要將他們討論的過程、內容、心得、照片、影音檔案等放

https://www.facebook.com/Tai038527680
https://www.facebook.com/%E9%81%A9%E9%87%8E%E6%B0%91%E5%AE%BF-987751027996493
https://www.facebook.com/%E9%81%A9%E9%87%8E%E6%B0%91%E5%AE%BF-987751027996493
https://www.facebook.com/7teahouse
https://www.facebook.com/wapreponline
https://www.facebook.com/%E5%AE%A3%E5%B1%8F%E7%90%86%E9%AB%AE%E5%BA%97-107807131765909
https://www.facebook.com/%E5%AE%A3%E5%B1%8F%E7%90%86%E9%AB%AE%E5%BA%97-107807131765909
https://www.facebook.com/thisARTpot
https://www.facebook.com/%E9%BD%8A%E5%BA%AD%E7%B0%A1%E9%A4%90-406224322766154
https://www.facebook.com/%E9%BD%8A%E5%BA%AD%E7%B0%A1%E9%A4%90-406224322766154
https://www.facebook.com/YummyKitchenNo.46
https://www.facebook.com/%E6%9C%B1%E7%B7%A3%E9%A4%90%E9%A4%A8-1480408735544648
https://www.facebook.com/%E6%9C%B1%E7%B7%A3%E9%A4%90%E9%A4%A8-148040873554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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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課程所開設的不公開臉書社群中，課程中依據品味策略原則要求學生進行分享與討論。 

提升學習成效的品味策略 

依據前面所整理的品味策略, 本計畫規劃了底下幾種品為策略要求修課學生在本課程所

開設的不公開臉書社群上進行, 並建立「學習過程沉浸區」，「學習成果分享區」及「學習成

果期望區」等三個討論區。 

「學習過程沉浸區」：此區依據品味概念中「記憶重建」、「覺察與敏感」與「全神貫

注」三項策略的重點來規劃。要求學生紀錄每次與廣告主碰面討論的細節與結論, 並寫下自

身的感謝, 上傳討論過程中的資料, 圖表與內容, 當然還有合照的照片, 關鍵的影音等內容。 

學生上傳的範例： 

   

「學習成果期望區」：此區依據品味概念中「覺察無常」，「細數幸福」與「避免悲觀想

法」三項策略的重點來規劃。要求學生在數位廣告完成的當週，針對該廣告可能的效果，廣

告主的期望，進行分析。並細數小組組員的努力與付出，點出該作品的特色，值得驕傲之

處，並將這些內容分享在臉書的不公開社團上。也跟學生強調用正面的觀點來看待自己與他

人的廣告作品。 

學生上傳的範例： 

  

「學習成果分享區」：此區依據品味概念中「與人分享」、「比較」、「自我鼓勵」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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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表達」四項策略的重點來規劃。在完成數位廣告, 並進行廣告投放, 完成廣告投放效果

的分析，並與廣告主一起開完檢討會議之後。要求學生將所投放的數位廣告，廣告效果的分

析報告，廣告主的回饋與意見, 分享在臉書的不公開社團上面。 

學生上傳的範例： 

 

 

二、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對象為東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與學士班，修習廣告心理學的學生。本計

畫共收集底下兩種資料進行分析。第一種是同一學位層級，不同年度的教學評量資料，第二

種是修課學生在修課期間的品味能力與學習成果間的相關分析。 

針對第一類資料，計畫主持人在 107學年度第一次開設廣告心理學，獲得的教學評量

是 4.24（學士班），4.6（碩士班）。在執行計畫學年度，109學年度，所開設的廣告心理學之

教學評量分數是 4.22（學士班）、4.5（碩士班）。從教學評量的分數來看，實行本計畫並沒

有讓主持人的教學評量分數提高，甚至有微幅下降的情況。可能的原因是，主持人 2年前開

設該門課時，所獲得的教學評量成績本來就偏高（5點量表獲得 4.24與 4.6，代表獲得 84與

92分），加上當時是第一次開設，學生對新課程會覺得新奇與有挑戰性，因此會給予較高的

分數。另外，從學生在教學評量系統中填寫的文字意見來看，大部分學生對此種「實作體驗

x品味策略」的教學策略，有相當正面的反應。底下列舉幾點學生所填寫的回饋，「能讓我

們去實踐，而不是紙上談兵」、「喜歡以行銷方式為店面做廣告，我覺得對於我之後未來可能

的職業，和現在的生活經驗上，都是個不錯體驗」、「跟組員一起討論期末報告的主題很有

趣」、「請有實務經驗的講師分享有用的應用工具，並且實際去運用很有趣」。 

針對第二類資料，本計畫於同學們修課的學期中段，已經選定店家、與店家討論，並

陸續上傳活動記錄時，進行品味信念的測量。品味信念量表，採用 Bryant（2003）發展的

12-item Savoring Belief Inventory (SBI) scale。範例的題目，如：「我可以想像歡樂時光即將發

生的美好畫面，讓自己覺得開心」。採用 1到 7點量尺，分數越高代表越同意該敘述。在本

次資料中的 Cronbach α為 0.88。另外，本課程也在學期結束前兩週，測量修課同學的學習

自我效能。此量表源自「適性學習模式量表」中的學業自我效能子量表 (Midgley et al., 

2000)，且援引 Lay與 Tsai (2005) 取得原作者同意後翻譯的中文版，共計 5題。範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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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有把握, 可以精熟廣告心理學課程中教的內容」，以七點 Likert量尺來衡量（1 = 完

全不同意；7 =完全同意）。在本次資料中的 Cronbach α為 0.76。 

最後，在進行相關分析時，也同時將學生的學期總成績、作業成績、小考成績納入分

析。相關分析結果指出，品味信念與學生各種學習表現（總成績、作業成績、小考成績），

皆無顯著相關（r值介於-0.03~0.23之間），品味信念與學業自我效能之間亦無顯著正相關

（r=0.34）（請見表一）。這些不顯著的結果，最大的原因是樣本數太小（N=18）。學生在學

期初，填寫知情同意書時，即有多位表達不願意參與研究的意願，有渲染效果導致資料收集

成果不佳。 

表一：品味信念與各學習成效指標的相關分析表 

 Mean SD 1 2 3 4 5 

1. 品味信念 5.30 0.82 (0.88)     

2. 學業自我效能 5.14 0.74 0.34 (0.76)    

3. 學期總成績 75.56 6.38 -0.03 -0.29    

4. 作業成績 71.22 5.79 -0.08 0.20 0.69***   

5. 小考成績 28.11 6.11 0.23 -0.22 0.80*** 0.36  

註：*：p < .05；**：p < .01；***：p < .001；括弧內為各變數的信度。  N=18 

 

結論 

過去大專院校在開設廣告心理學或廣告管理相關課程時, 不是過度重視概念的說明, 就

是強調現有廣告作品的賞析, 學生儘管看的津津有味, 但總都是他人的作品. 本計畫所設計

的教學方法, 不僅讓學生有實作體驗的機會, 還可以進一步利用線上數位工具分析所製作廣

告的效果. 在學習上是非常有效用的。雖然，在教學評量上無法有顯著的提升，可能是因為

授課教師先前的教學評量分數已經算是不低所致。另外，雖然量化資料的結果也無法證明品

味信念與學習成效（學業自我效能、學業成績、報告成績等等），有顯著相關，可能是因為

樣本過小導致。最後，從學生提供的文字回饋，與合作廠商/店家從臉書廣告投放所獲致的

效益來看，本計畫在推動廣告心理學的學習成效上，在提升地方商家的行銷技能、提升地方

商家的社群媒體能力上，仍然是具有顯著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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