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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手機螢幕分割對訊息傳遞之研究—以不同內容格式為例  

 

研究生：藍玉鳳                    指導教授：黃昱凱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在數位化資訊時代，國內網路普及率提高，加上使用智慧型手機人口比例攀升，

影響民眾收視習慣的改變。多數人持行動裝置線上觀看各式影片的時間増加，尤以

易於攜帶且小大適中的智慧型手機更為常見。上網行為使得能透過影片傳遞訊息

的功能更加受設計者重視，因此如何在影片時間內同時呈現更多的資訊以供閱聽

者更易接收已成首要。 

本研究即在探討：手機使用者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對於影片分割畫面中之附

加訊息以不同內容格式呈現時，對閱聽者之記憶認知及視覺偏好感受會產生何種

差異。研究係在線上設置調查問卷與影片連結，再以社群軟體(Facebook 與 Line)發

布連結，受測者在瀏覽完影片之後填寫問卷以供回收分析，輔以變異數分析來檢視

問卷結果及推論發生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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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he increase in Internet penetration in Taiwan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using smartphones have affected the changing 

viewing habits of the public. Most people spend more time watching various videos 

online on mobile devices, especially smartphones that are easy to carry and in a moderate 

size. The Internet behavior makes the function of transmitting messages through videos 

more important to designers, so how to present more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video time for the audience to receive more easily has become the first priority.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What kind of difference will the readers experience in the 

memory and visual preferences when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split screen 

is presented in different content formats when the mobile phone user is watching the video?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sets up a survey questionnaire and a video link online, and then 

publishes the link with social software (Facebook and Line). After viewing the video, the 

subject fills in the questionnaire for recovery analysis, supplemented by variance analysis 

to review the reason of questionnaire results and i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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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從民國 60 年代起，電視以及家用電話開始於各家戶陸續出現，除帶來資訊

分享、也提供影視娛樂及聯絡通訊上的大轉變，而近年來數位匯流，更帶來生活

及工作上相當大的便利性及效率；一直不斷挑戰突破尺寸極限的大電視、不需螢

幕就能看到資訊影片的投影設備、各式智能家電....等，這些設備均帶來更少限制

且更為廣闊的視野、讓人如入其境的聲光效果，以及更具效率省事便利的智能幫

手；而寬頻網路的開發及更加快速的光纖、各款多功能智慧型手機的大量出現，

使得受限地域性的家用電話漸漸被移動便利的行動裝置取代，這也意味著行動裝

置具備的行動性改變了傳播活動進行的方式，創新時代並且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行動電話第一代類比式電話最初僅提供語音傳輸，再演進到能提供語音通訊

亦可以進行數據資料傳輸的第二代數位式電話，而第三代行動通訊則再多了影像

與多媒體檔案的上網傳輸，其最早為軍事上所應用；台灣約在 2005 年開啟 3G 行

動電話服務，此也宣告著行動電話進入以高速數據傳輸的時代，並開創了智慧型

手機這劃時代產品，第四代行動通訊技術是 3G 的再延伸，2014 年開始了 4G 行

動電話服務，並主打更快速的傳輸、以及行動服務雲端化，亦是目前市面上主流；

而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簡稱 5G 是最新一代行動通訊技術，其優點是有更低的

延遲性、即有更快的回應時間、並可搭載智慧物聯網的應用服務，只可惜目前仍

有些爭議尚待釐清與解決。 

由於行動裝置使用普遍且易於操作、因此造成人們對之更為依賴，並對手機

有高需求及高功能之要求，例如性價比、更大的螢幕尺寸、畫面更為細緻及提供

更高的解析度；螢幕則從初始的 1 到 3 吋演進成 3.5 吋、4.7 吋、5.5 吋、進而到

現在幾近手握極致的 6 吋、6.2 吋；螢幕顯示比例也從前期的 16：9 寬螢幕發展

到 18：9 的全螢幕，這當中設計者除了需考量手持大小及舒適度外，也是為了能

帶給使用者看影片時，視野瀏覽能較為寬廣，不受影片黑色邊框干擾；但當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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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手持範圍到極限已無法再擴大時，需另設計創新來因應市場需求，例如由

螢幕上做分割畫面増加部份訊息提示區、多重瀏覽畫面合併為一亦或仍在發展的

可折疊式面板，都是設計者希望在有限條件下，能一次呈現較多欲表達分享的資

訊以滿足使用者需求。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1.2.1 研究動機 

智慧型手機幾乎是現今人們的生活基本配備，其功能之強大如同一台小電腦 

，從基本的聯絡通訊、編寫文章、紀事提醒、聆聽音樂及尋找各式關鍵字資訊之

搜尋引擎、重點新聞、電視上能收看到的各式節目及新聞、各式新舊電影之外，

還能隨身攝影紀錄現況，等同聚集電視電腦收音機及攝影機於一體，多功能於一

身並且大小適中容易攜帶的特性更是無法被取代，致使現在使用手機平板等行動

裝置來觀看影片之民眾，更勝於使用電視電腦；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調查顯示，

台灣民眾主動式獲取資訊來源中，有超過五成最常以手機、平板或電腦裝置等方

式上網，其中以持智慧型手機上網的比例最高，約佔上網群體中的七成。 

     

 

圖 1-1 台灣民眾平日最常做的事（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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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於民國 107 年所做有關「媒介使用與社會互動」

之調查統計中顯示，台灣民眾中有 88%平時會使用手機（當中有 2.4%使用的是

非智慧型手機），而最常使用的功能除了 Line、Messenger 等通訊軟體及 Facebook、

IG 等社群外，則屬觀看影片及音樂欣賞最為頻繁，因此在不致影響影片觀賞之

前題下，將影片分割部份螢幕置入相關動、靜態的不同形式圖文資訊，期使閱聽

者更易接收，並能有效吸引其目光，對設計者而言顯得格外重要，而在不同內容

格式下，對不同群體產生之視覺感受及記憶認知的差異則為我們所要探討。 

 

本研究即以三種不同型態：純文字、靜態圖文及動態文圖（輔以翻轉、閃爍、

位移或縮放）三種方式，並將之呈現於影片附加訊息區，再以年齡分組發散施測

問卷調查。 

 

 

 

 

圖 1-2 民眾使用手機的狀況（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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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係為調查當網路影片以三種不同型式（文字、靜態文字圖片、動態文

字圖片）之附加傳遞訊息來呈現時，對閱聽者之訊息印象記憶程度及呈現方式喜

好度有何差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1. 相異的內容格式對「訊息記憶程度」及「呈現方式喜好度」的影響。 

2. 相異的訊息內容格式、個人背景資料對「訊息記憶程度」及「呈現方式喜好度」

的影響。 

3. 相異的訊息內容格式、手機螢幕尺寸對「訊息記憶程度」及「呈現方式喜好度」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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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從思考動機及所欲達成目的，再設定目標主題以開始發展及鎖定研究

對象及整體架構之確認後，思考採用何種方法得達成研究，進而依據上述各項資

訊蒐集相關文獻資料統整後，設計實驗相關內容並分析以完成此研究。    

 

圖 1-3 本論文研究流程 

結論及建議

問卷回收與資料統計分析

實施問卷調查

設計影片與問卷

蒐集資料及相關文獻

確認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確定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

研究動機目的及擬定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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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研究對象為目前上網族群，且了解操作影片播放者為主之中學生、大

學生、30 餘歲、40 餘歲、50 餘歲就業人口與 66 歲退休人士各一名，於其社群

軟體上發放網址開始擴散填答，提供三種有不同內容格式附加訊息之影片畫面，

測試各內容格式令瀏覽者產生的訊息印象，以及受其他因子影響程度大小。 

 

    

圖 1-4 實驗之圖形樣本 

1.4.1 影片畫面之內容格式（自變數） 

螢幕尺寸設計為 18:9，影片部分則將之縮小為原 16:9 尺寸的 85%，並置於

左上方，其餘面積即為訊息傳遞區，將訊息傳遞區之內容分為以下三種格式： 

1.動態圖片化即文字及圖示呈現翻轉、閃爍、位移或縮放。 

2.靜態圖片化即文字敘述輔以靜態圖示。 

3.純文字，無任何圖示。 

 

1.4.2 訊息印象及記憶認知（依變數） 

對訊息的印象包含：對附加訊息三種內容型式編排的主觀喜好程度，及對影

片的記憶效果。主觀喜好程度即直接詢問受試者觀看後，對影片及附加訊息之文

字型式編排喜好程度，而記憶效果則請受試者，直接於問卷回答在附加訊息區中

曾出現過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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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其他因子 

其他因子包含使用手機的尺寸，及個人背景資料（年齡、性別、學歷）之差

異；尺寸會造成視覺上的直接差異，並對畫面的記憶與喜好度產生影響，而個人

背景當中『年齡』該項亦會因喜好程度影響注意力與記憶力，皆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因子，此外教育程度亦有可能影響觀察能力與偏好。 

 

1.4.4 研究對象 

本實驗係針對其他因子對自變數與依變數間作探討，因此受測對象須具網路

瀏覽及觀看過網路影片之基本經驗，以避免網路新手因素造成實驗誤差。本研究

有效樣本至少需兩百份，均為使用網路族群且了解如何操作影片播放。 

此問卷不設限受測者背景，主要使用社群軟體（Google 表單）發放，除可排

除不使用社群軟體的對象，使更能符合實際使用狀況外，使用情境亦僅建議橫向

全螢幕觀看，唯無法確定受測者是否是耐心看完整段影片才作答，但此現象可由

事後統計之觀看時長來加以篩選並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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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手機螢幕發展 

從 1980 年代美國摩托羅拉公司發明第一部手機開始，手機上小螢幕標準配

備 1 至 3 吋一直持續到 2010 年代，其後智慧型手機開始快速發展，螢幕尺寸也

由 3.5 吋，4 吋漸漸加大至能單手手持亦能方便操作的 5 吋，解析度及觸控功能

也越益出色，並且隨著尺寸増大能夠呈現更多內容；到 2017 年以後，在手機能

以單手手持的大小已近極限的情況下，廠商改為増大手機的占屏比，此時全螢幕

手機開始出現廠商將手機螢幕的比例從過去的 16:9 加大至 18:9 的寬型面板，除

了方便用戶一手掌握，並且 80%以上的高屏占讓一次看到的內容變多，會帶給用

戶更大的視野與高臨場感。 

依 IHS Markit 的分析結果表示，現今智慧型手機面版的設計傾向將螢幕比

例提昇至 18:9 的寬型面板，使原來 16:9 兩端黑屏處也變為全部可視無屏蔽，成

為全螢幕畫面之設計；而全螢幕概念是 2018年各品牌智慧型手機設計主要訴求，

其螢幕占比的增加最為吸引消費者選購目光，2018 年全螢幕手機將達到 41.8%，

預測至 2020 年將近 70%的智慧手機將會是採用全螢幕的設計（林研詩，2019），

而 18:9 的寬型面板至 2021 年將佔總體手機的 34%（項子庭，2017）。 

另外根據國際數據中心 IDC 的報告，2018 年第 Q3 後台灣智慧型手機以 5.5

吋到 6.0 吋間約占 45%，但是較 6 吋更為大尺寸的手機也近 40%，而 IDC 也依

據此份報告來預測 2019 年起備有 6.0 吋以上螢幕的手機將會成為主流（IDC 國

際數據資訊，2018）。從三 C 界領銜的蘋果公司於 2019 年 9 月新推出的 IPhone11

來看，其三款螢幕尺寸分別為從 5.8 吋、6.1 吋及 6.5 吋，顯見市面上主流為 6 吋

上下為最適尺寸，而為了因應螢幕可視範圍可善用到極致，手機廠商將原本的一

些應用裝置，如感應器、喇叭、天線、Home 鍵及攝影鏡頭等改以另一種設計呈

現，例如改用隱藏式的 Home 鍵、攝影鏡頭也使用彈跳方式來減少螢幕位置的佔

用，另外還運用手機背面使用指紋辨識來解鎖，這些設置及應用除了可增加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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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也讓手機設計與製造水準提昇。 

 

 
 

圖 2-1 台灣智慧型手機螢幕尺寸市占（2018） 

 

 

2.2 畫面分割之定義及運用 

分割畫面是一種利用影像後製的方式，或可看做是一種影像美學風格或敘事

技巧，顧名思義，就是在畫面上出現兩個以上的畫面。最早使用膠卷拍攝電影時，

分割畫面是透過底片的重複曝光方式來製作，或把兩張以上的底片用機器合併成

一，而現代在數位影像後製技術，通常只需要透過電腦軟體即可製作分割畫面。

分割畫面可以產生許多效果，例如像是強調同時發展的事件，或是對比兩件事的

結果，或是在多個分割畫面中同時展現觀看一個事件的不同視角，分割畫面不僅

出現在電影當中，在廣告及音樂錄影帶裡更是被大量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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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分割畫面 (認識電影) 

 

 

分割畫面也常被應用到現今流行的電子遊戲中，起初是用於本機遊戲多人連

線對戰，通常是以兩個同時運行但為不同功能的影像呈現（例如一個為遊戲畫面，

另一為對話視訊窗），而這兩邊影像內的音訊、畫面均會各自獨立放送，使得玩

家可以同時具備遊戲角色加現實身份進行互動。 

 

現今多分割畫面大多用在影片剪輯，或者需同時瀏覽不同分頁資料，並且需

要將多視窗的各畫面互相對照時，使用畫面分割功能可以更有效率完成工作。因

此，當運用在影片剪輯時，除了版面如何配置問題外，如何更具吸引力以及如何

讓閱聽者觀看後更能有記憶點，均成為設計者的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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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版面配置如何抓住人類視線 

2.3.1 圖像理論  

人際間除了能以語言溝通外，透過文字或圖形等形式工具表達一樣能達到溝

通目的，而現今的多媒體螢幕所呈現的影像則是一種外在刺激，使人們能由此透

過視、聽覺感官接收，進而對該刺激產生知覺認知與辨識。圖形是由符號與圖像

所組成，凡是在多媒體螢幕上可看的符號都可以視為圖像（洪禎懋、林瓊菱、葉

金燦，2003）。 

圖像文字在我們生活週遭無不充斥著（陳潭，2000），例如電視、影片、廣

告、看版、宣傳單…等，單就以手機、電腦等介面的圖像呈現方式而言，多數研

究結果顯示，通常以圖像方式呈現會較文字方式來得更引人注意（Long & Kearns, 

1996；Young & Wogalter, 1990）。市面上大多數媒體多利用圖像表現來取代單純

文字，因圖像之設計能幫助使用者快速，並且能直接接收與轉化運用，亦能減少

使用者記憶上的困難幫助他更容易經由圖像而了解內容，另外圖像表示較為精簡

以之設計瀏覽界面簡淺易懂，也可讓較高的年齡層使用者易於學習與操作。 

圖像以視覺傳遞的形式表現上，可分為文字（Word）、圖像（Icon）與符號

（Sign）三種。在一般多媒體傳達表現形式中，圖像的優點是可以單獨的存在也

能和文字或符號一起搭配使用，顯見多媒體設計者在傳達訊息時，以圖像表達已

經是不能缺少的主力媒介，因此在設計圖像時，應著重使用者對圖像之視覺效果，

以及是否有足夠吸引力使其注意並且該圖像是否能明白呈現所欲表達之內容。 

 

2.3.2 多媒體運用圖文 

多媒體常以多元有創意及生動活潑的特性的來呈現訊息，希望藉此能引起個

體願意用更多的認知去接受其資訊，並且大腦也能分配更多資源來記憶及處理收

到之刺激並且能夠認同。人們若同時受到具有聽覺及視覺雙重感官刺激，更容易

引起閱聽者的認知態度改變，因其刺激較單一形式更為多元，會啟動大腦運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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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認知來處理；一段影片版面的分配和圖文編排應符合視覺常態規律，且自然有

順序的引導使用者接收到所欲提供的資訊，而有良好的版面配置更能使閱讀者觀

看時容易明瞭，接受度更高，能有效達到設計者的目的（Garcia, 1993）；在製作

編排影片圖像時，不同的文字圖形都會讓每位觀看者產生程度不盡相同的認知喜

好度與注意力，而版面的配置編排中，文字與圖像內容之間勢必要具備某種關聯

性以引導閱讀者作有效連結，其中文字因其個別組成要素較多元，例如字型、字

體大小、粗細體式、字體顏色搭配、以及編排時整體行距、間隔、排列順序等的

選擇及配置，都對閱讀者的感受產生極大的影響，再加上搭配圖文時則更要思考

適當的配置及比例 (廖佩玲等人，2010)。 

手機介面通常是以很短時間內操作點選，且螢幕又較電視電腦為小，因此運

用圖像介面的排列會比整體以文字表達訊息更為有效率且辨識度較高；圖像運用

能讓使用者相對文字容易記憶，且在空間排列位置也較容易令使用者有印象，另

外文字在小型介面的易讀性則相當重要，因手機是隨機在任何時間、環境、狀況

下均可能被使用，因此設計者的文字內容最好設計為容易被閱讀辨識及淺顯易懂

避免繞口為宜。 

 

2.4 訊息處理論 

信息處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又稱信息加工理論或訊息處理論，

這套認知研究發展方法乃由美國心理學實驗傳統演變而來，由 Atkinson 和

Shiffrin 於 1968 年提出，被認為是心理學的基礎理論，其理論為當個體經由身體

不同的感覺器官，如視覺聽覺接收到外界各種刺激時，首先會因為得到刺激感覺

而將之置於感覺記憶區，通常大部份會先存放在短期記憶裡，少部份則可能不被

選擇處理而消逝，而在短期記憶區裡的某些經選擇後的訊息，則會被覆述或學習，

經由大腦編碼階段後送至長期記憶區裡儲存，而這些存於長期記憶區的資訊則會

因為日後被外在刺激而檢索出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7%90%86%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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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人類記憶 

根據 19 世紀的完形心理學者所提出之「記憶痕跡理論」（trace theory）談到

收錄訊息後會在人體神經留下紀錄，即經由學習時的神經活動，在大腦中產生變

化，留下各種痕跡如學習後一直練習不停，已有的記憶痕跡也就繼續保持，如學

習後長期不再練習，既有的記憶痕跡自將隨時間的延長而消退。 

人類記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感覺記憶，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分述如

下： 

1.感覺記憶負責保存所有經由感官所接收到的信息，例如視覺聽覺嗅覺。 

2.短期記憶「短期記憶」所貯存的訊息很短暫，通常維持 10 秒~20 秒左右，

主要功能在從事有意識之心智工作，例如需要理解或推理、進行比較與分析或是

組織統合、數字運算以及設法解決各種問題等大腦工作均在此進行，因此短期記

憶又稱作「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由於短期記憶容量受限，且其內的訊

息又只能短暫停留，因此常形成人們學習與記憶上的阻礙 （張新仁，2000），另

外年齡也是影響短期記憶的關鍵因素 ( Brunetti et al., 2014；DeCaro et al., 2016；

Fournet et al., 2012；Swanson, 2017；Monaco et al., 2013)。 

3.長期記憶則擁有無限空間，且是從我們一出生就儲存在那裡的記憶，一旦

訊息被存入長期記憶，個體便有能力將其收藏起的資訊再一次記起或傳遞出去。

通常儲存於長期記憶中的訊息能完整保留一段很長的時間，但隨著時間經過越久

遺忘得也會越多，某些可能是因為儲存時沒有分類整理好以致找不到，但通常只

要利用一些回憶技巧或催眠等就能取回（蔡煒震，2000）。 

 

2.4.2 短期記憶及遺忘曲線 

個體因為注意到的外在刺激形成短期記憶，短期記憶容量較小，僅能讓少量

訊息在短時間內保持隨時啟用狀態，短期記憶儲存時間較短，持續時間通常是

10~20 秒，容量大約是 7~9 個個數，因其種種限制下，如個體認為該訊息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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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則會採用覆述方式將之保留較長時間，如若是欲進行更深入理解時，則會

將之保留下來，此為短期記憶轉變為長期記憶之主要原因，該行為被稱為「運作

記憶」；短期記憶內的訊息停留時間短暫加上有容量的限制及持續時間過短，皆

是造成學習和記憶上的一大瓶頸，尤其是大腦儲存能力也會因個體差異而有所不

同。 

十九世紀的德國實驗心理學家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研究的「遺

忘曲線」顯示，人們所記憶的資訊經過 20 分鐘後有 42%會被遺忘，一小時後則

會遺忘 56%，一天之後則有 74%被遺忘，到了一星期後更是增加至 77%，到一

個月後的遺忘比率則再增加 79%，全部的記憶到一個月後殘存的只剩下 21%，這

表示，大部份人們一天內可能就忘掉大部份所記憶的資訊，留存的僅剩四分之一，

至於一個月後仍記住的內容則只有兩成（資策會，2018）。   

在學習過程中，個人知識背景認知學習能力及年齡等因素，都會影響到對事

物訊息的理解與記憶的速度，而遺忘速度則不一定會受到年齡的影響，因其是不

均衡的速度，初期遺忘速度較快，之後就變為逐漸緩慢，因此年紀較長者記憶只

要在腦海中記住了，則遺忘速度未必較年輕人為快，另外該研究還發現，當人們

欲記憶之事物資訊，對其而言為較「有意義」時，則其記憶速度會越快，理解程

度也隨會更高，因此遺忘的內容也會相對減少。 

 

） 

圖 2-3 Hermann Ebbinghaus  遺忘曲線 

 



 
 
 
 
 
 
 
 
 
 
 
 

 

15 
 

表 2-1 艾賓浩斯遺忘曲線 

 

學習後

時間 

20 分鐘

後 

1 小時

後 

9 小時

後 

1 天後 2 天後 6 天後 30 天後 

記憶保

留百分

比 

58% 44% 36% 34% 28% 25% 21% 

遺忘百

分比 

42% 56% 64% 66% 72% 75% 79% 

 

 

2.4.3 記憶存取 

人們的各感官接收到外在的刺激訊息時需要經過一個過程將之轉換成為內

在記憶訊息，此過程分三個階段運作，亦即「編碼」、「儲存」和「檢索」，其中

編碼又分為語音編碼和視覺編碼。 

1. 編碼：當個體欲將接收到的新訊息轉化為長期記憶時，第一步會將外在刺

激進行最初加工及篩選，以使該訊息令大腦有深刻印象，接著運用一再複習或者

學習，並且將之分類進行編碼，以使該訊息能妥善的存入長期記憶。 

(1)語音編碼：當人們在記憶數字或字母、字根、單字構成之訊息時，通常會

由不斷覆述來加深記憶，並將之儲存到大腦此即為語音編碼，但其缺點是遇到讀

音近似者，則會因混淆而難以正確記憶。 

(2)視覺編碼：非語音訊息如圖像則以視覺編碼效果較佳，能較文字快速識別

並記住其排列位置，但視覺編碼能力則受個體差異而有不同，例如有些視覺編碼

能力強的人，能比照相機般將圖片完形於大腦之中。 

2. 儲存：經過有規律加工篩選，並一再重複讀取的編碼過程後即進入儲存目

的。 

3. 檢索：分類整理記憶的內容，並在有個體需要時，將欲使用的記憶提取出

來，如果缺少記憶檢索階段，那麼編碼和儲存功能如同失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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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訊息處理模式 (Lifetime） 

 

 

2.5 注意力理論與知覺歷程 

2.5.1 注意力理論 

William James 是最早為「注意力」下註解之學者，認為注意力是大腦從一種

或一種以上的外在刺激吸引當中選擇一個，並且集中專注的加以作用或反應

(James，2007)。注意力可能會因各種感官受到刺激，亦可能因某些人事物引起的

愉悅、憤怒或感到特別有興趣下，而主動對該人事物投入有更多的注意（Mourão-

Miranda et al., 2003）。但任何人事物對該個體，不論是有、無意義亦或是正向、

負向，只要是在感官受到較高刺激情形下，都可容易會因此被注意（Leclerc 

& Kensinger, 2008；蕭坤安、莊瑋靖，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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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外顯性注意，另一則為內隱性注意；外顯性注意是

直接轉向面對外在刺激，而內隱性注意則是將數個可能中的其中一個產生知覺集

中與認知。在許多認知過程裡，注意是最具體且與知覺關係最緊密，由於外在環

境事物多變且複雜，個體無法照單全收，需要經過選擇及整理分類，將外在刺激

作過濾及篩選後再決定如何行為。 

注意的表現為對某特定人事物的指向和集中，因此其具有指向性和集中性兩

個特點 (艾進，2015)： 

1.注意的指向性：個體雖然對事物選擇表現出客觀性，但心理及意識仍是會

往某方向進行活動，或反映在一定對象，這些行為都與個人既有經驗有關而有所

差異。 

2.注意的集中性：指人們注意某一事物時，會把與之無關的事物盡可能忽略，

或是加以抑制使其專注焦點於受注意之對象。 

 

2.5.2 知覺歷程 

知覺即對於外在環境中的人事物等外在刺激去體驗、了解、檢視及接受並且

對該刺激加以選擇、整理並作好回應之心理歷程（Zimbardo & Gerrig, 1999）。Winn

（1993）認為知覺歷程大略分為：前注意知覺、注意知覺與解釋三個階段： 

1.前注意知覺（preattentive perceptual processing）：Winn 提到當個體專注於

某訊息前對之印象會影響到後續所做的各種處理及選擇,因此在前注意知覺階段

須對整體訊息之組成及特性需要加以考量。 

2.注意知覺（attentive perceptual processing）：在此歷程中個體會去整理統合

吸收到的外部刺激，並且會特別留意到不同於一般的訊息，例如受到各種型態標

示圖文引導等特殅性的影響。另外，記憶經安排後常以區塊的方式呈現，例如當

有九個數字時，學習者會將三個成一組的方式來記憶，因此呈現訊息時勢必要先

經過安排，以利於區塊的方式來幫助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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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釋（interpretation）： 經過前注意知覺、注意知覺兩個歷程後即是賦予意

義的最後階段。Winn 認為訊息的理解需要花費一些心力去認知，而這些理解與

認知同時也會因個人的知識背景差異而對產生不同的解讀 (李進福，2010)。 

 

2.6 個人背景—年齡與資訊產品 

社會資訊化是必然的發展，但資訊產品的操作介面可能帶給高齡者在初期使

用上的困難，因為這些是他們以前未曾接觸與使用過的，並且學習及理解上也較

一般年輕人緩慢。但另一角度來看現今資訊產品多元化及設計操作介面力求簡單

化，例如手機放大字級、可選用語音輸入等，再加上網路傳輸的便利，都能帶給

高齡者使用上有相當大的樂趣，除了可使他們的生活範圍擴大，進入更寬廣的學

習空間外，也能増加成就感及滿足感，因此當高齡者學會使用資訊產品後，對其

是相當有益處的。 

另外從生理的角度來看，人類隨著年齡增長，生理機能會逐漸退化，除了體

力差異以外，再者最明顯的便是視力的退化。視覺的退化從 40 歲左右開始產生

變化，可能會對眩光適應力變差、明亮度感受變低、色彩鮮明度改變、近物因眼

睛肌肉彈性變差而看不清楚、眼球運動的能力變得較為緩慢….等等的視覺退化

現象。從研究結果顯示了這些生理上的問題可能會影響中高齡者在產品操作上的

使用績效影響（范植洪，2005），因此對於視力退化者可能較為需要簡潔的顯示

介面，以免有過多訊息造成混淆，或閱讀時之視覺疲勞使視覺績效降低（閻建政，

2017）。 

 



 
 
 
 
 
 
 
 
 
 
 
 

 

19 
 

 

圖 2-5 各年齡層上網喜好型態（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綜合以上文獻而言，當前資訊社會化下，數位科技應用廣泛，通訊網路發

達且多媒體蓬勃，再加上目前市面上主流智慧型手機尺寸之螢幕，除了高佔比

之全螢幕再配合適當手握且操控容易之設計，很符合本研究欲以影片觀賞舒適

度及訊息內容呈現主題；而圖文型態更是現今主要的溝通媒介，搭配訊息理論

及記憶理論之統合，能得知欲傳達給觀看者時所需之準備要點，以及希望能產

生出何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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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線上問卷實驗及調查的方式，以社群軟體（Facebook 與 Line）發布

連結，使受測者在取得 Google 表單的連結後，即能取得 Youtube 網站連結至實

驗影片，並於影片播畢後立即於 Google 表單對觀看者施予問卷進行點選填答，

以測試瀏覽者短期記憶程度。採用線上問卷調查係因其優點可讓題目具統一性、

並且以網路方式易於施行、問卷以數字選項填答易於統計分析且易量化結果。 

實驗樣本經過畫面分割為影片區（佔 85%）及附加訊息傳遞區，實驗設計之

影片係將附屬訊息內容之格式分別製作成三種類型（即動態圖片化、靜態圖片化

與純文字），為探討其對訊息傳遞效果的影響，再將其他變數分為持有手機的螢

幕尺寸與個人資料背景兩大構面，而依變數則為訊息記憶與呈現方式的喜好度兩

項。      

測試影片則以獨立片段、劇情屬性中性及大眾化，以避免對影片內容干擾或

涉入太多影響調查之中立性，影片製作採取景點之介紹，附加訊息為配合此景點

的內容，包含簡介、特色與交通、遊覽等相關訊息，使與主影片具有一致性的關

聯。為了使受測者能如真實般於網上瀏覽影片之感受，並讓所設計之情境接近真

實生活，故採用直接於網路上施行使強化變項的效用。 

本章係針對研究架構、設定之研究假設、變數的定義與操作以及研究設計採

用之問卷及影片製作方法、資料蒐集方式以及統計數據分析之採行方法說明。 

 

 

 

 

 

 

 



 
 
 
 
 
 
 
 
 
 
 
 

 

21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架構分為自變數、依變數與其他因子等三部份，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實驗研究架構表 

 

變數 項目 內容 

自變數 分割畫面中訊息以不同內容格

式呈現 
分割畫面影片採 85%大小，其餘

畫面則為訊息傳遞區，傳遞方式

分為動態圖片化、靜態圖片化與

純文字三種 

依變數 訊息記憶 兩單選之選擇題 

訊息內容呈現方式喜好度 
依 Likert 五點量表，分為很不喜

歡 1/有點不喜歡 2/普通 3/有點喜

歡 4/很喜歡 5 

其他因子 個人背景資料 性別、年齡、學歷 

手機螢幕尺寸  

 

 

 

 
 

圖 3-1  實驗之操作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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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實驗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假設 

3.2.1 相異的內容格式對訊息印象之影響 

H1：不同的「內容格式」，其「訊息記憶程度」有所不同。 

H2：不同的「內容格式」，其「呈現方式喜好度」有所不同。 

3.2.2 相異的訊息內容格式與個人背景資料對訊息印象之影響 

H3：不同的「內容格式」與「個人背景資料」(含年齡、性別、學歷)之分組交互

作用，其「訊息記憶程度」有所不同。 

H4：不同的「內容格式」與「個人背景資料」(含年齡、性別、學歷)之分組交互

作用，其「呈現方式喜好度」有所不同。 

3.2.3 相異的訊息內容格式與手機螢幕尺寸對訊息印象之影響 

H5：不同的「內容格式」與「手機螢幕尺寸」之分組交互作用，其「訊息記憶

程度」有所不同。 

H6：不同的「內容格式」與「手機螢幕尺寸」之分組交互作用，其「呈現方式

喜好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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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變數的定義與操作 

3.3.1 自變數的定義與操作 

整個螢幕尺寸設計為 18:9，影片部分則將之縮小為原 16:9 的 85%並置於左

上方，其餘面積即為訊息傳遞區。並將訊息內容格式製作成三種類型，即動態圖

片化、靜態圖片化與純文字。動態圖片當中的指標箭頭以動態指示，鐵路線說明

則以窗簾式變換；靜態圖片化則圖形相同於動態化，但所有圖示均為靜止狀態；

而純文字則均為文字，無圖示且為靜態。 

 

圖 3-3 實驗動態圖之一 

 

圖 3-4 實驗動態圖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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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實驗動態圖之三 

 

 

 

 

 

圖 3-6 實驗之靜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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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實驗之純文字圖 

3.3.2 其他變數的定義與操作 

1.個人背景 

常用的個人背景資料調查中，採取與記憶、認知能力較為有關的學歷與年齡 ，

以及可能不相關的性別一起作比較。 

年齡項區分為四個階段，即就學時期、就業前期、就業後期與退休後，以此

四個時期作為研究分類，以了解此項因子對自變數會產生或形成何種干涉作用。 

年齡實際區間範圍為： 

(1)就學時期 25 歲以下 

(2)就業前期 26-45 歲 

(3)就業後期 46-65 歲 

(4)退休後 66 歲以上 

學歷項亦區分為四個階段，即： 

(1)研究所及以上 

(2)大學大專 

(3)高中職 

(4)國中小 

以此四種區分階段參與研究分類，以了解此因子對自變數產生何種干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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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機螢幕尺寸 

依智慧手機各時期主力尺寸，將之分別設定為： 

(1)  4 吋以下 

(2)  4.1-4.9 吋 

(3)  5-5.4 吋 

(4)  5.5-5.9 吋 

(5)  6-6.4 吋 

(6)  6.5 吋以上 

3.3.3 依變數的定義與操作 

1. 記憶效果 

依據 Strong（1925）之消費者 AIDA 模型理論指出，一則廣告訊息會以吸引

觀賞者的注意為先，再來則是要能持續使他覺得有興趣，進而引起想要的慾望，

並最終產生購買的動作，因此觀賞者是否能回憶起廣告訊息內容，為衡量廣告效

果程度之指標（Lavidge & Steiner, 1961)；通常在大腦內能產生長期記憶才是最佳

的訊息傳遞效果，但需經過短期記憶階段才能達到，因此本實驗之記憶測試為受

試者瀏覽完影片後，以兩單選題去驗證附加訊息資料之正確與否，選項設計為有

兩項正確內容之基本選項，另兩項則為虛擬之錯誤選項，讓受測者以真實影片內

容之記憶來填答，再根據受測者的答案正確與否之題數來進行記憶效果之量化。 

2. 訊息內容呈現方式喜好度 

廣告態度通常是指觀賞者接收到廣告刺激所呈現出好惡的一致性傾向，進而

能瞭解消費者對廣告訊息的評價（MacKenzie & Lutz & Belch, 1986）。通常有較

佳的廣告態度，會產生相對較好的廣告效果，因此依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將喜好度分為： 

(1)很不喜歡 

(2)有點不喜歡 

(3)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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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點喜歡 

(5)很喜歡 

 

3.4 研究設計 

3.4.1 實驗設計 

本實驗欲探討「訊息內容格式」對於訊息印象的影響，因此採取單因子實驗

設計的方式。所操控自變數為訊息內容格式。其他因子包含手機螢幕尺寸與個人

背景訊息等兩項變數。依變數為訊息印象以「訊息記憶效果」與「呈現方式喜好

度」來衡量，因此在實驗設計裡，共計包含了 3 組實驗組，受試者則以隨機分派

方式至其中一組。 

 

3.4.2 實驗影片之製作 

因實驗測試之影片有時間上的限制，所以以無前後劇情相關之獨立片段為佳，

屬性亦大眾化，以避免對影片內容的涉入程度太多而影響本調查之中立性，影片

製作採取知名景點之介紹，搭配之附加訊息則為配合此景點相關之內容，包含該

處之特色風情與行程交通等相關訊息，以使與主影片產生一致性的關聯。 

附屬訊息區之版面採 Facebook 廣告與 Google Adwords 中使用圖像的建議尺

寸 300x600（半頁廣告），此尺寸與 16:9 影片在 18:9 手機螢幕上形成滿版後，下

方亦能形成與另一建議尺寸 728 x 90（超級橫幅廣告）接近的比例，訊息內容則

以 Microsoft Powerpoint 做為文字圖示與動態化設計，影片以 Adobe Premiere 做

為影片之合成與剪輯。 

 

3.4.3 線上問卷之設計 

本實驗所有問卷均採線上調查的方式，受試者在取得 Google 表單的連結後，

即可取得 Youtube 網站連結之設計影片瀏覽，並在 Google 表單進行點選填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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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除填答主要測試問題外，亦提供記憶力評分以引起受測者興趣，藉此以強化

蒐集填答的效率。 

 

3.4.4 實驗對象的選定 

本研究主要探討觀賞網際網路影片時的附加訊息傳遞效果，因此實驗樣本應

以目前上網族群且了解操作影片播放者為主，藉由線上問卷的方式來測試網民的

反應，而實際據此操作並填完問卷者即為此目標群組。 

年齡項區間範圍為以下四種： 

(1)就學時期 25 歲以下 

(2)就業前期 26-45 歲 

(3)就業後期 46-65 歲 

(4)退休後 66 歲以上 

學歷項區分為下列四階段： 

(1)研究所及以上 

(2)大學大專 

(3)高中職 

(4)國中小 

 

3.4.5 樣本招募 

問卷進行的時間從 11/8 至 11/13 為期 6 天。由國中學生、高中學生、大學

生、20 餘歲、30 餘歲、40 餘歲、50 餘歲仍就業人口與 66 歲退休人士各一名，

於其社群軟體上發放網址並開始擴散填答。 

依 Ding（1995）說法，當樣本數大於 200 時,即使只有 2 或 3 個變項，也較

不會出現不合適之結果，而本實驗之有效樣本為 203 份，己超過該比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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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討論 

4.1 信度及效度分析 

本研究問卷除了個人資料與記憶驗證項目之外，屬於同變數的訊息呈現方式

與內容呈現方式兩者喜好度可先作信度及效度分析。在此實驗中量測信度分析係

採用 Cronbach α 係數檢驗量表信度，並以 0.7 做為信度標準，Cronbach（1951）

所提出之 α 信賴係數，是目前行為研究最常使用之信度指標。 

以 Cronbach α 係數檢定本實驗問卷量表的信度，檢驗的結果顯示（表 4-1），

本研究的問卷信度皆達 0.7 以上，為達可接受的水準，故此問卷量表的信度效果

為良好。 

 

表 4-1 檢驗結果 

可靠性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項目數 

.730 2 

 

 

而在效度方面，由於此檢定相當主觀，涉及到研究人員的主觀判斷，所以沒

有統計量可加以衡量，間接依據信度分析結果推論為有效，本研究問卷內容是根

據相關文獻探討、歸納及整理而得，故應符合內容效度。 

 

4.2 實驗樣本敘述統計 

 

本實驗根據研究架構，依畫面呈現方式－文字敘述、動態圖示與動態圖示三

大類，分為 3 個實驗組，總共收集 203 位有效樣本。在所收集到的有效樣本中，

其實驗樣本統計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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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性別分佈 

本次 203 位實驗樣本中，性別比例趨近平衡，有 87 位女性，116 位男性，所

佔的比率各為 42.9%及 57.1%（表 4-2）。 

 

表 4-2 性別比例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男 116 57.1 57.1 57.1 

女 87 42.9 42.9 100.0 

總計 203 100.0 100.0  

 

 

4.2.2 年齡分佈 

實驗樣本的年齡多分布在學習年齡 25 歲以下（18.7％）、就業前期 26-45 歲

（36.0％）及就業資深期 46-65（40.9％）歲等三個年齡層中，而 66 歲以上的手

機使用網友僅佔總樣本 4.4%（表 4-3）。顯示退休之銀髮族非為使用手機網路瀏

覽影片的主要族群。 

 

表 4-3 年齡分佈比例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25歲以下 38 18.7 18.7 18.7 

26-45歲 73 36.0 36.0 54.7 

46-65歲 83 40.9 40.9 95.6 

66歲以上 9 4.4 4.4 100.0 

總計 203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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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學歷分佈 

 

實驗樣本的學歷主要以大學大專的學歷為多數，高達 58%，研究所及以上佔

29.1%，此與內政部 2018 年公布台灣 15 歲以上人口的教育程度統計以大專以上

學歷占最多吻合（表 4-4）。 

表 4-4 學歷分佈比例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國中小 5 2.5 2.5 2.5 

高中職 21 10.3 10.3 12.8 

大學大專 118 58.1 58.1 70.9 

研究所及以上 59 29.1 29.1 100.0 

總計 203 100.0 100.0  

 

4.2.4 手機尺寸 

2018 年 9 月份蘋果公司推出新版 iphone 手機尺寸分別為 5.8、6.1 與 6.5 吋，

而 2019 年 9 月份蘋果出之新手機尺寸亦雷同，對照本研究資料可發現 5.5 吋以

上持有者已有 71.9%，符合對照市場主流規格發展，而隨著時間遞移小尺寸手機

汰舊，持有人數亦遞減（表 4-5）。 

 

表 4-5 手機尺寸市佔比例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4吋以下 4 2.0 2.0 2.0 

4.1-4.9吋 23 11.3 11.3 13.3 

5-5.4吋 30 14.8 14.8 28.1 

5.5-5.9吋 78 38.4 38.4 66.5 

6-6.4吋 55 27.1 27.1 93.6 

6.5吋以上 13 6.4 6.4 100.0 

總計 203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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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記憶效果 

 

在記憶效果的評分中有兩道題： 

1.站名記憶:選答出正確答案者得 1 分，選擇其餘錯誤答案為 0 分。（表 4-6） 

 

表 4-6 站名記憶統計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錯誤答案 10 4.9 4.9 4.9 

正確答案 193 95.1 95.1 100.0 

總計 203 100.0 100.0  

 

2.車站個數記憶：選答出正確答案者得 1 分，選擇其餘錯誤答案為 0 分 

（表 4-7）。 

 

表 4-7 車站個數記憶統計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錯誤答案 30 14.8 14.8 14.8 

正確答案 173 85.2 85.2 100.0 

總計 203 100.0 100.0  

 

    將上述1、2項得分相加，則為記憶得分（表4-8），三者敘述統計值 

為（表4-9）。 

 

表 4-8 記憶得分統計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0分 3 1.5 1.5 1.5 

50分 34 16.7 16.7 18.2 

100分 166 81.8 81.8 100.0 

總計 203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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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敘述統計表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偏差 

站名記憶 203 0 1 .95 .217 

車站個數記憶 203 0 1 .85 .356 

記憶得分 203 0 2 1.80 .434 

有效的 N (listwise) 203     

 

4.2.6 呈現喜好度 

在問卷中呈現喜好的構面內含兩道題： 

1.訊息呈現喜好: 依 Likert 量表分為五選項（表 4-10）。 

 

表 4-10  訊息呈現喜好統計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非常不滿意 48 23.6 23.6 23.6 

不滿意 54 26.6 26.6 50.2 

普通 28 13.8 13.8 64.0 

滿意 45 22.2 22.2 86.2 

非常滿意 28 13.8 13.8 100.0 

總計 203 100.0 100.0  

 

2.內容呈現喜好：亦依 Likert 量表分為五選項（表 4-11）。 

 

表  4-11 內容呈現喜好統計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很不喜歡 5 2.5 2.5 2.5 

有點不喜歡 29 14.3 14.3 16.7 

普通 71 35.0 35.0 51.7 

有點喜歡 62 30.5 30.5 82.3 

很喜歡 36 17.7 17.7 100.0 

總計 203 100.0 100.0  

 

將上述1、2項得分平均，則為整體呈現喜好（表4-12），三者敘述統計值為

（表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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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整體呈現喜好統計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1.00 3 1.5 1.5 1.5 

1.50 15 7.4 7.4 8.9 

2.00 36 17.7 17.7 26.6 

2.50 33 16.3 16.3 42.9 

3.00 33 16.3 16.3 59.1 

3.50 17 8.4 8.4 67.5 

4.00 18 8.9 8.9 76.4 

4.50 37 18.2 18.2 94.6 

5.00 11 5.4 5.4 100.0 

總計 203 100.0 100.0  

 

 

 

 

表 4-13 敘述統計表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偏差 

3.訊息呈現喜好 203 1 5 2.76 1.392 

4.內容呈現喜好 203 1 5 3.47 1.021 

整體呈現喜好 203 1.00 5.00 3.1133 1.08293 

有效的 N (listwise)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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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同的「內容格式」對「訊息印象」之影響 

在分析方法上，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三種內容格式對於訊息印象是否有

顯著差異。其欲驗證的虛無假說如下： 

Ho1：不同的「內容格式」，對「訊息記憶程度」沒有顯著影響。 

Ho2：不同的「內容格式」，對「呈現方式喜好」沒有顯著影響。 

 

4.3.1 不同的「內容格式」對「訊息記憶程度」之影響 

表 4- 14 受試者在不同內容格式間之分佈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文字敘述 68 33.5 33.5 33.5 

靜態圖示 67 33.0 33.0 66.5 

動態圖示 68 33.5 33.5 100.0 

總計 203 100.0 100.0  

 

 

表 4-15 「內容格式」對「訊息記憶程度」之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 

記憶得分 

 平方和 df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1.273 2 .637 3.456 .033 

組內 36.845 200 .184   

總計 38.118 202    

 

由（表 4-15）「內容格式」對「訊息記憶程度」的 P 值為 0.033 小於 0.05 具

有顯著性差異，因此拒絕虛無假設 Ho1，並採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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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6 「內容格式」對「訊息記憶程度」之事後檢定 

依變數:   記憶得分   

Scheffe   

(I) 內容格式 (J) 內容格式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文字敘述 靜態圖示 -.190
*
 .074 .039 -.37 -.01 

動態圖示 -.059 .074 .727 -.24 .12 

靜態圖示 文字敘述 .190
*
 .074 .039 .01 .37 

動態圖示 .131 .074 .210 -.05 .31 

動態圖示 文字敘述 .059 .074 .727 -.12 .24 

靜態圖示 -.131 .074 .210 -.31 .05 

*. 平均值差異在 0.05 層級顯著。 

 

由（表 4-16）多重比較可知「靜態圖示」之內容格式較「文字敘述」的呈現

方式，在統計學上具有顯著的較高記憶得分。 

 

4.3.2 不同的「內容格式」對「呈現方式喜好度」之影響 

 

表 4- 17 「內容格式」對「呈現方式喜好度」之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23.021 2 11.510 10.764 .000 

組內 213.873 200 1.069   

總計 236.894 202    

 

由（表 4-17）「內容格式」對「呈現方式喜好度」的 P 值為 0.000 小於 0.05

具有顯著性差異，因此拒絕虛無假設 Ho2，並採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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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8 「內容格式」對「呈現方式喜好度」之事後檢定 

依變數:   整體呈現喜好   

Scheffe   

(I) 內容格式 (J) 內容格式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文字敘述 靜態圖示 -.77831
*
 .17801 .000 -1.2173 -.3393 

動態圖示 -.62500
*
 .17735 .002 -1.0624 -.1876 

靜態圖示 文字敘述 .77831
*
 .17801 .000 .3393 1.2173 

動態圖示 .15331 .17801 .691 -.2857 .5923 

動態圖示 文字敘述 .62500
*
 .17735 .002 .1876 1.0624 

靜態圖示 -.15331 .17801 .691 -.5923 .2857 

*. 平均值差異在 0.05 層級顯著。 

 

由（表 4-18）多重比較可知「靜態圖示」之內容格式較「文字敘述」的呈現

方式，在統計學上具有顯著的整體呈現喜好得分。亦可知「動態圖示」之內容格

式較「文字敘述」的呈現方式，在統計學上具有顯著的整體呈現喜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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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不同的「內容格式」與「個人背景資料」對「訊息印象」

之影響 

在分析方法上，採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類型的「內容格式」與「個人

背景資料」(含年齡、性別、學歷)之分組交互作用對於「訊息印象」是否有顯著

差異。其欲驗證的虛無假說如下： 

Ho3：不同的「內容格式」與「個人背景資料」之分組交互作用，對「訊息

記憶程度」沒有顯著影響。 

Ho4：不同的「內容格式」與「個人背景資料」之分組交互作用，對「呈現

方式喜好度」沒有顯著影響。 

 

4.4.1 不同的「內容格式」與「個人背景資料」之分組交互作用，對

「訊息記憶程度」之影響 

1. 內容格式 * 年齡 

表 4- 19 「內容格式」與「年齡」，對「訊息記憶程度」之雙因子變異數分

析 

依變數:   記憶得分   

來源 

第 III 類平方

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修正的模型 3.658
a
 11 .333 1.843 .049 

截距 274.968 1 274.968 1524.028 .000 

內容格式 2.236 2 1.118 6.197 .002 

年齡 .474 3 .158 .876 .455 

內容格式 * 年齡 2.074 6 .346 1.916 .080 

錯誤 34.461 191 .180   

總計 698.000 203    

校正後總計 38.118 202    

a. R 平方 = .096（調整的 R 平方 = .044） 

由（表 4-19）內容格式 * 年齡的 P 值為 0.080 大於 0.05 因此此雙因子交互

作用對「訊息記憶程度」不具有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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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格式 * 學歷 

 

表 4-20 內容格式」與「學歷」，對「訊息記憶程度」之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依變數:   記憶得分   

來源 第 III 類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修正的模型 2.377
a
 10 .238 1.277 .246 

截距 143.510 1 143.510 770.939 .000 

內容格式 .638 2 .319 1.713 .183 

學歷 .370 3 .123 .663 .576 

內容格式 * 學歷 .718 5 .144 .771 .572 

錯誤 35.741 192 .186   

總計 698.000 203    

校正後總計 38.118 202    

a. R 平方 = .062（調整的 R 平方 = .014） 

由（表 4-20）內容格式 * 學歷的 P 值為 0.572 大於 0.05 因此此雙因子交互

作用對「訊息記憶程度」不具有顯著性差異。 

 

3. 內容格式 * 性別 

 

表 4- 21 「內容格式」與「性別」，對「訊息記憶程度」之雙因子變異數分

析 

依變數:   記憶得分   

來源 第 III 類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修正的模型 2.905
a
 5 .581 3.250 .008 

截距 639.038 1 639.038 3575.055 .000 

內容格式 1.396 2 .698 3.905 .022 

性別 1.135 1 1.135 6.349 .013 

內容格式 * 性別 .474 2 .237 1.325 .268 

錯誤 35.214 197 .179   

總計 698.000 203    

校正後總計 38.118 202    

a. R 平方 = .076（調整的 R 平方 = .053） 

由（表 4-21）內容格式 * 性別的 P 值為 0.268 大於 0.05 因此此雙因子交互

作用對「訊息記憶程度」不具有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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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三項分析，「個人背景資料」之性別、年齡與學歷，與「內容格式」分

組交互作用，對「訊息記憶程度」沒有顯著影響，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Ho3。 

 

4.4.2 不同的「內容格式」與「個人背景資料」之分組交互作用，對

「呈現方式喜好度」之影響 

1. 內容格式 * 年齡 

 

表 4- 22 「內容格式」與「年齡」，對「整體呈現喜好度」之雙因子

變異數分析 

依變數:   整體呈現喜好   

來源 第 III 類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修正的模型 34.956
a
 11 3.178 3.006 .001 

截距 842.217 1 842.217 796.599 .000 

內容格式 14.776 2 7.388 6.988 .001 

年齡 1.253 3 .418 .395 .757 

內容格式 * 年齡 11.143 6 1.857 1.757 .110 

錯誤 201.938 191 1.057   

總計 2204.500 203    

校正後總計 236.894 202    

a. R 平方 = .148（調整的 R 平方 = .098） 

 

由（表 4-22）內容格式 * 年齡的 P 值為 0.110 大於 0.05 因此此雙因子交互

作用對「呈現喜好度」不具有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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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格式 * 學歷 

 

表 4- 23 「內容格式」與「學歷」，對「整體呈現喜好度」之雙因子

變異數分析 

依變數:   整體呈現喜好   

來源 第 III 類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修正的模型 27.309
a
 10 2.731 2.502 .008 

截距 435.607 1 435.607 399.058 .000 

內容格式 3.078 2 1.539 1.410 .247 

學歷 .760 3 .253 .232 .874 

內容格式 * 學歷 3.411 5 .682 .625 .681 

錯誤 209.585 192 1.092   

總計 2204.500 203    

校正後總計 236.894 202    

a. R 平方 = .115（調整的 R 平方 = .069） 

 

由（表 4-23）內容格式 * 學歷的 P 值為 0.681 大於 0.05 因此此雙因子交互

作用對「呈現喜好度」不具有顯著性差異。 

 

3. 內容格式 * 性別 

表 4- 24 「內容格式」與「性別」，對「整體呈現喜好度」之雙因子

變異數分析 

依變數:   整體呈現喜好   

來源 第 III 類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修正的模型 25.258
a
 5 5.052 4.702 .000 

截距 1908.647 1 1908.647 1776.655 .000 

內容格式 22.090 2 11.045 10.281 .000 

性別 1.505 1 1.505 1.401 .238 

內容格式 * 性別 .762 2 .381 .355 .702 

錯誤 211.636 197 1.074   

總計 2204.500 203    

校正後總計 236.894 202    

a. R 平方 = .107（調整的 R 平方 =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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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4）內容格式 * 性別的 P 值為 0.702 大於 0.05 因此此雙因子交互

作用對「呈現喜好度」不具有顯著性差異。 

綜上三項分析，「個人背景資料」之性別、年齡與學歷，與「內容格式」交

互作用，對「呈現方式喜好」沒有顯著影響，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Ho4。 

 

4.5 不同的「內容格式」與「手機螢幕尺寸」對「訊息印象」

之影響 

在分析方法上，採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類型的「內容格式」與「手機

螢幕尺寸」之分組交互作用對於「訊息印象」是否有顯著差異。其欲驗證的虛無

假說如下： 

Ho5：不同的「內容格式」與「手機螢幕尺寸」之分組交互作用，對「訊息

記憶程度」沒有顯著影響。 

Ho6：不同的「內容格式」與「手機螢幕尺寸」之分組交互作用，對「呈現

方式喜好度」沒有顯著影響。 

4.5.1 不同的「內容格式」與「手機螢幕尺寸」之分組交互作用，對「訊

息記憶程度」之影響 

表 4- 25 「內容格式」與「手機尺寸」，對「訊息記憶程度」之雙因子

變異數分析 

依變數:   記憶得分   

來源 第 III 類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修正的模型 6.057
a
 16 .379 2.196 .007 

截距 216.585 1 216.585 1256.485 .000 

內容格式 .427 2 .213 1.238 .292 

手機尺寸 3.473 5 .695 4.030 .002 

內容格式 * 手機尺寸 .936 9 .104 .603 .793 

錯誤 32.061 186 .172   

總計 698.000 203    

校正後總計 38.118 202    

a. R 平方 = .159（調整的 R 平方 =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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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5）內容格式 * 手機尺寸的 P 值為 0.793 大於 0.05 因此此雙因子

交互作用對「訊息記憶程度」不具有顯著性差異，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Ho5。 

 

4.5.2 不同的「內容格式」與「手機螢幕尺寸」之分組交互作用，對

「呈現方式喜好度」之影響 

 

表 4- 26 「內容格式」與「手機尺寸」，對「整體呈現喜好度」之雙因

子變異數分析 

依變數:   整體呈現喜好   

來源 

第 III 類平方

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修正的模型 44.387
a
 16 2.774 2.680 .001 

截距 734.144 1 734.144 709.329 .000 

內容格式 25.775 2 12.887 12.452 .000 

手機尺寸 3.358 5 .672 .649 .663 

內容格式 * 手機尺寸 18.632 9 2.070 2.000 .041 

錯誤 192.507 186 1.035   

總計 2204.500 203    

校正後總計 236.894 202    

a. R 平方 = .187（調整的 R 平方 = .117） 

 

 

由（表 4-26）內容格式 * 手機尺寸的 P 值為 0.041 小於 0.05 因此此雙因子

交互作用對「呈現方式喜好度」具有顯著性差異，拒絕虛無假設 Ho6。再進行單

純主要效果檢定，利用 SPSS 分割檔案功能，使群組分別基於內容格式與手機尺

寸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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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群組基於內容格式 

 

表 4- 27 基於「內容格式」分組下，「手機尺寸」對「整體呈現喜好

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整體呈現喜好   

內容格式 平方和 df 均方 F 顯著性 

文字敘述 群組之間 12.643 5 2.529 2.964 .018 

組內 52.887 62 .853   

總計 65.529 67    

靜態圖示 群組之間 5.121 5 1.024 .748 .591 

組內 83.506 61 1.369   

總計 88.627 66    

動態圖示 群組之間 3.603 4 .901 1.011 .408 

組內 56.114 63 .891   

總計 59.717 67    

 

在（表4-27）「文字敘述」項目中顯示具有顯著性差異，因此觀察事後檢定

中的「多重比較」以檢視個別項目細節。 

 

表 4- 28 基於「內容格式」分組下，「手機尺寸」之差異對「整體呈現喜好

度」之影響 

依變數:   整體呈現喜好 

LSD 

內容格式 (I) 手機尺寸 

(J) 手機尺

寸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文字敘述 4吋以下 4.1-4.9吋 -.43333 .60798 .479 -1.6487 .7820 

5-5.4吋 .21667 .60798 .723 -.9987 1.4320 

5.5-5.9吋 -.90476 .57005 .118 -2.0443 .2348 

6-6.4吋 -.61905 .57005 .282 -1.7586 .5205 

6.5吋以上 .50000 .75411 .510 -1.0074 2.0074 

4.1-4.9吋 4吋以下 .43333 .60798 .479 -.7820 1.6487 

5-5.4吋 .65000 .41304 .121 -.1757 1.4757 

5.5-5.9吋 -.47143 .35485 .189 -1.1808 .2379 

6-6.4吋 -.18571 .35485 .603 -.8951 .5236 

6.5吋以上 .93333 .60798 .130 -.2820 2.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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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8 基於「內容格式」分組下，「手機尺寸」之差異對「整體呈現喜好度」

之影響(續) 

依變數:   整體呈現喜好 

LSD 

內容格式 (I) 手機尺寸 (J) 手機尺寸 

平均值差

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文字敘述 5-5.4吋 4吋以下 -.21667 .60798 .723 -1.4320 .9987 

4.1-4.9吋 -.65000 .41304 .121 -1.4757 .1757 

5.5-5.9吋 -1.12143* .35485 .002 -1.8308 -.4121 

6-6.4吋 -.83571* .35485 .022 -1.5451 -.1264 

6.5吋以上 .28333 .60798 .643 -.9320 1.4987 

5.5-5.9吋 4吋以下 .90476 .57005 .118 -.2348 2.0443 

4.1-4.9吋 .47143 .35485 .189 -.2379 1.1808 

5-5.4吋 1.12143* .35485 .002 .4121 1.8308 

6-6.4吋 .28571 .28503 .320 -.2840 .8555 

6.5吋以上 1.40476* .57005 .017 .2652 2.5443 

6-6.4吋 4吋以下 .61905 .57005 .282 -.5205 1.7586 

4.1-4.9吋 .18571 .35485 .603 -.5236 .8951 

5-5.4吋 .83571* .35485 .022 .1264 1.5451 

5.5-5.9吋 -.28571 .28503 .320 -.8555 .2840 

6.5吋以上 1.11905 .57005 .054 -.0205 2.2586 

6.5吋以上 4吋以下 -.50000 .75411 .510 -2.0074 1.0074 

4.1-4.9吋 -.93333 .60798 .130 -2.1487 .2820 

5-5.4吋 -.28333 .60798 .643 -1.4987 .9320 

5.5-5.9吋 -1.40476* .57005 .017 -2.5443 -.2652 

6-6.4吋 -1.11905 .57005 .054 -2.2586 .0205 

動態圖示 4.1-4.9吋 5-5.4吋 -.53535 .42419 .212 -1.3830 .3123 

5.5-5.9吋 -.17778 .35869 .622 -.8946 .5390 

6-6.4吋 -.01587 .40322 .969 -.8216 .7899 

6.5吋以上 -.81944 .56713 .153 -1.9528 .3139 

5-5.4吋 4.1-4.9吋 .53535 .42419 .212 -.3123 1.3830 

5.5-5.9吋 .35758 .33266 .287 -.3072 1.0223 

6-6.4吋 .51948 .38026 .177 -.2404 1.2794 

6.5吋以上 -.28409 .55104 .608 -1.3853 .8171 

5.5-5.9吋 4.1-4.9吋 .17778 .35869 .622 -.5390 .8946 

5-5.4吋 -.35758 .33266 .287 -1.0223 .3072 

6-6.4吋 .16190 .30547 .598 -.4485 .7723 

6.5吋以上 -.64167 .50236 .206 -1.6456 .3622 
 



 
 
 
 
 
 
 
 
 
 
 
 

 

46 
 

表 4- 28 基於「內容格式」分組下，「手機尺寸」之差異對「整體呈現喜好

度」之影響(續) 

依變數:   整體呈現喜好 

LSD 

內容格式 (I) 手機尺寸 (J) 手機尺寸 

平均值差

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6-6.4吋 4.1-4.9吋 .01587 .40322 .969 -.7899 .8216 

5-5.4吋 -.51948 .38026 .177 -1.2794 .2404 

5.5-5.9吋 -.16190 .30547 .598 -.7723 .4485 

6.5吋以上 -.80357 .53507 .138 -1.8728 .2657 

6.5吋以上 4.1-4.9吋 .81944 .56713 .153 -.3139 1.9528 

5-5.4吋 .28409 .55104 .608 -.8171 1.3853 

5.5-5.9吋 .64167 .50236 .206 -.3622 1.6456 

6-6.4吋 .80357 .53507 .138 -.2657 1.8728 

*. 平均值差異在 0.05 層級顯著。 
 

 

觀察（表 4-28）中之顯著性可得下列結論: 

(1)以文字敘述為呈現格式下，使用 5.5-5.9 吋者較 5-5.4 吋有較佳整體呈現喜好  

   度。 

(2)以文字敘述為呈現格式下，使用 6 - 6.4 吋者較 5-5.4 吋有較佳整體呈現喜好

度。 

(3)以文字敘述為呈現格式下，使用 5.5-5.9 吋者較 6.5 吋以上有較佳整體呈現喜 

   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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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組基於手機尺寸 

 

表 4- 29 基於「手機尺寸」分組下，「內容格式」對「整體呈現喜好

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整體呈現喜好 

手機尺寸 平方和 df 均方 F 顯著性 

4吋以下 群組之間 4.083 1 4.083 49.000 .020 

組內 .167 2 .083   

總計 4.250 3    

4.1-4.9吋 群組之間 1.606 2 .803 .874 .433 

組內 18.372 20 .919   

總計 19.978 22    

5-5.4吋 群組之間 14.908 2 7.454 8.515 .001 

組內 23.634 27 .875   

總計 38.542 29    

5.5-5.9吋 群組之間 .475 2 .238 .192 .826 

組內 92.695 75 1.236   

總計 93.170 77    

6-6.4吋 群組之間 10.430 2 5.215 5.170 .009 

組內 52.452 52 1.009   

總計 62.882 54    

6.5吋以上 群組之間 8.889 2 4.445 8.568 .007 

組內 5.188 10 .519   

總計 14.077 12    

 

在（表4-29）顯示使用四種手機尺寸者之間具有顯著性差異，因此觀察事

後檢定中的「多重比較」以檢視個別項目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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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基於「手機尺寸」分組下，「內容格式」差異對「整體呈現喜好度」之

影響 

依變數:   整體呈現喜好   

LSD   

手機尺寸 (I)內容格式 (J)內容格式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4.1-4.9吋 文字敘述 靜態圖示 -.65000 .56702 .265 -1.8328 .5328 

動態圖示 -.45556 .44037 .313 -1.3742 .4630 

靜態圖示 文字敘述 .65000 .56702 .265 -.5328 1.8328 

動態圖示 .19444 .57595 .739 -1.0070 1.3959 

動態圖示 文字敘述 .45556 .44037 .313 -.4630 1.3742 

靜態圖示 -.19444 .57595 .739 -1.3959 1.0070 

5-5.4吋 文字敘述 靜態圖示 -1.21667
*
 .42988 .009 -2.0987 -.3346 

動態圖示 -1.64091
*
 .40879 .000 -2.4797 -.8021 

靜態圖示 文字敘述 1.21667
*
 .42988 .009 .3346 2.0987 

動態圖示 -.42424 .42052 .322 -1.2871 .4386 

動態圖示 文字敘述 1.64091
*
 .40879 .000 .8021 2.4797 

靜態圖示 .42424 .42052 .322 -.4386 1.2871 

5.5-5.9吋 文字敘述 靜態圖示 -.18783 .32346 .563 -.8322 .4565 

動態圖示 -.16190 .31631 .610 -.7920 .4682 

靜態圖示 文字敘述 .18783 .32346 .563 -.4565 .8322 

動態圖示 .02593 .29491 .930 -.5616 .6134 

動態圖示 文字敘述 .16190 .31631 .610 -.4682 .7920 

靜態圖示 -.02593 .29491 .930 -.6134 .5616 

6-6.4吋 文字敘述 靜態圖示 -.98929
*
 .31379 .003 -1.6190 -.3596 

動態圖示 -.28571 .34653 .413 -.9811 .4096 

靜態圖示 文字敘述 .98929
*
 .31379 .003 .3596 1.6190 

動態圖示 .70357
*
 .34998 .050 .0013 1.4059 

動態圖示 文字敘述 .28571 .34653 .413 -.4096 .9811 

靜態圖示 -.70357
*
 .34998 .050 -1.4059 -.0013 

6.5吋以上 文字敘述 靜態圖示 -1.66667
*
 .50929 .008 -2.8014 -.5319 

動態圖示 -2.20833
*
 .55009 .002 -3.4340 -.9826 

靜態圖示 文字敘述 1.66667
*
 .50929 .008 .5319 2.8014 

動態圖示 -.54167 .46491 .271 -1.5776 .4942 

動態圖示 文字敘述 2.20833
*
 .55009 .002 .9826 3.4340 

靜態圖示 .54167 .46491 .271 -.4942 1.5776 

*. 平均值差異在 0.05 層級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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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表 4-30）中之顯著性可得下列結論: 

(1) 在「5 -5.4 吋」手機尺寸下，「靜態圖示」較「文字敘述」有較佳整體呈現喜

好度。 

(2) 在「5 -5.4 吋」手機尺寸下，「動態圖示」較「文字敘述」有較佳整體呈現喜

好度。 

(3) 在「6 -6.4 吋」手機尺寸下，「靜態圖示」較「文字敘述」有較佳整體呈現喜

好度。 

(4) 在「6.5 吋以上」手機尺寸下，「靜態圖示」較「文字敘述」有較佳整體呈現

喜好度。 

(5) 在「6.5 吋以上」手機尺寸下，「動態圖示」較「文字敘述」有較佳整體呈現

喜好度。 

 

 

4.6 各項分析統計之結果與推測形成原因 

4.6.1 分析統計之結果 

由以上各統計分析顯示已知拒絕了 Ho1、Ho2 與 Ho6 三種虛無假設，而獲

得下列結論： 

Ho1：不同的「內容格式」，對「訊息記憶程度」沒有顯著影響。並由（表 4-16）

多重比較可知「靜態圖示」之內容格式較之「文字敘述」的呈現方式，在

統計學上具有顯著的較高記憶得分。 

 

Ho2：不同的「內容格式」，對「呈現方式喜好度」沒有顯著影響。由（表 4-18）

多重比較可知「靜態圖示」之內容格式較之「文字敘述」的呈現方式，在

統計學上具有顯著的整體呈現喜好得分。亦可知「動態圖示」之內容格式

較之「文字敘述」的呈現方式，在統計學上具有顯著的整體呈現喜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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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6：不同的「內容格式」與「手機螢幕尺寸」之分組交互作用，對「呈現方式

喜好度」沒有顯著影響。 

1. 以文字敘述為呈現格式下，5.5-5.9 吋較 5-5.4 吋有較佳整體呈現喜好度。 

2. 以文字敘述為呈現格式下，6-6.4 吋吋較 5-5.4 吋有較佳整體呈現喜好度。 

3. 以文字敘述為呈現格式下，5.5-5.9 吋較 6.5 吋以上有較佳整體呈現喜好度。 

 

但觀察（表 4-25）中之顯著性可得下列結論： 

1. 在「5-5.4 吋」手機尺寸下，「靜態圖示」較「文字敘述」有較佳整體呈現喜

好度。 

2. 在「5-5.4 吋」手機尺寸下，「動態圖示」較「文字敘述」有較佳整體呈現喜

好度。 

3. 在「6-6.4 吋」手機尺寸下，「靜態圖示」較「文字敘述」有較佳整體呈現喜

好度。 

4. 在「6.5 吋以上」手機尺寸下，「靜態圖示」較「文字敘述」有較佳整體呈現

喜好度。 

5. 在「6.5 吋以上」手機尺寸下，「動態圖示」較「文字敘述」有較佳整體呈現

喜好度。 

 

4.6.2 推論分析統計結果之形成原因 

Ho1：不同的「內容格式」，對「訊息記憶」沒有顯著影響，但若經（表 4-16）

多重比較後，則「靜態圖示」喜好度較為高，推測其原因可能為： 

 

1. 不同「內容格式」對「訊息記憶」未有顯著影響，可能是因訊息為附加於影

片旁，當影片時間若較短，訊息即都在短期記憶範圍內可吸收，並不會因為

搭配使用何種內容格式而有影響，因此未有顯著差異。 

 

2. 在經多重比較後，「靜態圖示」之訊息記憶相較「文字敘述」表現較良好，

可能是因為其為圖片型式較文字敘述有變化相對活潑不生硬，並且一目了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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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2：不同的「內容格式」，對「呈現方式喜好度」沒有顯著影響，但若經（ 

表 4-18）多重比較後，則「靜態圖示」及「動態圖示」整體喜好度較為

高，推測： 

 

1. 不同的「內容格式」，對「呈現方式喜好度」沒有顯著影響可能因每個人閱

讀習慣不同，因此統計後之差異無顯著變化。 

 

2. 在經多重比較後，「靜態圖示」及「動態圖示」之整體呈現喜好較「文字敘 

述」表現為良好，可能是因為圖片型式原就較吸引人的目光注意，再加上若

以動態方式展現則更為相對活潑有變化，能使大腦圖像記憶發揮較大功能。 

 

Ho6：不同的「內容格式」與「手機螢幕尺寸」之交互作用，對「呈現方式喜

好度」沒有顯著影響。但若經觀察（表 4-25）中之結論可推測： 

 

1. 不同的「內容格式」與「手機螢幕尺寸」之交互作用，對「呈現方式喜好

度」沒有顯著影響，推論： 

可能使用者目前習慣此尺寸中的閱讀模式因此無太大差異。 

 

2. 若經觀察（表 4-25）多重比較後之結論做以下推論： 

 

(1) 當手機尺寸為 5.5~6.4 吋範圍時，「文字敘述」呈現上較 5.4 吋以下為佳，可

能係因 5.5~6.4 吋大小適中，且與習慣觀看距離最合宜舒適，因此呈現喜好

度較佳。 

 

(2) 當尺寸落於 5.4 吋以下稍嫌太小，使得在無切換字級情況下，以文字觀看可

能造成某些使用者在視覺上較為吃力形成接收落差。 

 

(3) 當手機尺寸超過 6.5 吋時，表現卻又不如 5.5~5.9 吋，推論可能是因為一般

大眾看時有習慣的手持距離，當尺寸太大時，觀看影片的視覺感受反而因壓

迫感而產生較差感受。 

 

3. 在文字敘述格式中之手機分組下，「內容格式」對「整體呈現喜好」： 

 

(1) 在文字敘述格式中因 5-5.4 吋螢幕尺寸稍小，其「靜態圖示」及「動態圖

示」較「文字敘述」有較佳，推論： 

其因尺寸較小，以文字形式觀看原本就較為吃力，再加上當切換字級放大

後，訊息可能無法在一頁面顯示完全，使得視覺接受度較差，不如以動靜圖

示能很簡單明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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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而「6-6.4 吋」手機尺寸下，「靜態圖示」較「文字敘述」較佳，推論： 

該尺寸雖為目前市場主流，但可能因為文字敘述需要經由逐字理解辨識，不

若靜態圖示容易看出所欲表達，且圖片較有層次感，用短時間即可理解接

受。 

 

(3) 在「6.5 吋以上」手機尺寸下，「靜態圖示」及「動態圖示」較「文字敘述」

較佳，推論： 

當手機尺寸超過 6.5 吋以上為較大尺寸，其螢幕可視範圍大可令使用者較為

輕鬆觀看加上以動靜圖示表現其活潑性較生硬文字更為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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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應用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之三項目的由統計分析資料來整合推論： 

1. 探討相異的內容格式對「訊息記憶程度」及「呈現方式喜好度」的影響時。

研究發現影片之附加資訊若以動靜態圖示表現較佳，實因現在資訊量大且流

動快速，倘若多以文字形式，觀看著較難耐心看完，且可能會漏看或直接將

之捨去，即無法收到成效回饋，因此以動靜態圖示表達為主或者輔以少許文

字呈現較佳。 

2. 探討相異的訊息內容格式、個人背景資料對「訊息記憶程度」及「呈現方式

喜好度」的影響時。 

研究結果發現個人背景不同下，對此兩種並未有太大的影響。 

3. 探討相異的訊息內容格式、手機螢幕尺寸對「訊息記憶程度」及「呈現方式

喜好度」的影響時。 

研究發現當手機螢幕尺寸有差異時，會對版面喜好程度有影響，當尺寸大於

5.4 吋時不致有太大差異，但當尺寸小於該尺寸時，則以動態圖示之表現會較

文字優異。 

 

5.2 應用 

此研究係針對以智慧型手機觀看之影片為主題所做，以下為適合之應用： 

1. 可應用於影音網站或各入口網之廣告頁面為設計參考，亦可應用於教學影片

設計輔助。 

2. 目前大部份影片附加訊息方式是在影片播放中搭配跳出的文字輔助，不僅畫

面會中斷停頓或視線被干擾，且若頻率太高也會使觀看者無法連續欣賞失去

流暢感，應將欲附加之訊息藉由分割部份畫面來置放，使觀看品質提昇也可

收提示之效。 

3. 於數位化教學應用，在講授影片設附加訊息區加註重點或段落大意，除了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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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篇章方便以外也能使學習效率提昇。 

4. 可擴大用於較為大型的數位電子看版，例如廣告商品、政府宣導影片、選舉

廣告…等，均可設置附加訊息區做重點標示，讓民眾經過即便是匆匆一瞥也

可以快速瀏覽到附加之重點資訊。 

 

5.3 建議 

針對本實驗後續研究建議：因有某些項目之統計分析在未做更細節之多種比

較分析前，統計出之結果為未有明顯差異，為了瞭解是否更容易有顯著差異之分

別後續研究建議： 

1. 另設計較長之影片並搭配三種不同內容格式來測試。 

2. 以原設計之影片以及較長之影片一同予人受測評比分析。 

3. 固定搭配之附加訊息量內容再增加。 

4. 搭配之附加訊息隨著影片進度不同做相應之內容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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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 

影片訊息傳遞型態喜好度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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