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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線上讀者使用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網路

簡訊月刊為例 

研 究 生    ：蘇麗英                           指導教授：魏裕昌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基於網路電子閱讀時代的來臨，科普期刊出版模式中讀者使用媒介習慣改

變，以及在以電腦網路為載體的出版情境中，讀者之媒介閱讀行為的特徵及資訊獲得滿

足之情況加以探討。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網路簡訊月刊」為個案研究之範圍，針對

上網閱讀之讀者進行使用動機與滿意度調查。透過網路問卷抽樣調查方式，回收有效問

卷 250 份，經研究樣本之基本資料、閱讀行為及滿意度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並將使用

動機及滿意度進行因素分析之推論統計。 

結果顯示，「科博館網路簡訊月刊」讀者以男性為主；年齡層以 23-35 歲居多；教育

程度以大專為最多；居住地以中部地區為主；所從事的行業多半為軍公教。讀者閱讀動

機與滿足具正相關，且閱讀動機越強，其滿意度也越高。而影響讀者使用動機之因素為

資訊尋求、科學專業需求與自我成長三個構面；影響讀者滿意度之因素為滿足需求、便

利搜尋與熱切求知三個構面。就「科博館網路簡訊月刊」讀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職業、居住地、收入之變項分析，在使用動機上均無顯著差異。就「科博館網路簡訊月

刊」讀者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收入之變項分析，在滿意度上均無顯著差異。 

 

關鍵詞：網路出版、使用與滿足、科普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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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eading network era is rapidly approaching. Due to the fact that reading habits 
have changed by the use of the media in public science publishing and on-line publishing, the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readers’ reading behaviors, and to determine their levels of 
satisfaction concerning the reception of information. Taking the “NMNS On-line Periodical” as 
the focus of the study, both the readers’ reading motivation and degrees of satisfaction were 
surveyed. By the random answering of questions on the network, 25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Basic information, reading behaviors and satisfaction level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ading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were analyzed by inferential statisti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aders of Network Monthly Magazine are mainly males 
between 23-35 years old who possess college levels of education, live in Central Taiwan; most 
of them are governmental staff. The reading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stronger the reading motivation, the higher the satisfaction. The desire for 
inform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mands in regard to science as well as self growth are the three 
reading motivations.The factors that satisfy readers are desire for satisfaction, convenient way 
of searching information and enthusiastic knowledge. Based on variable analysis of reader’s 
gender, age, educational level, profession, residence and income, ther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ading motivation. And according to variable analysis of reader’s age, 
educational level, residence and income, there’s also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ading 
satisfaction. 
 
Keywords：network publication, use and gratification, public scienc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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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動機 

物理學家霍金說：「過去 100 年，世界的變化比之前任何一個世紀都來得大。

這不是政治或經濟使然，而是根植於基礎科學的科技發展所致。」 

二十一世紀伊始，科學進程邁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2003 年是 DNA 結構發

現五十周年，四月份國際人類基因組計畫宣告成功，轉基因、幹細胞等方面的知

識爆炸性成長，吸引了人們投向生命科學的目光。這一年也因人畜共通的 SARS

病毒肆虐全球，讓人們隨時瀕臨死亡的威脅。2004 年是太空科學成果輝煌的一年，

美國的機會號終於成功登陸火星，而神舟一號成功載人進入太空，也開啟了中國

人的太空科技新紀元。 

人們對科學、環境的關心，不可避免的必需透過傳播媒介的披露。繼文字、

廣播、電視之後，傳播的第四次革命，即是藉助電腦科技的力量予以彰顯。過去，

人們害怕接觸科學的訊息，總認為科學很難懂，有關科學的議題是科學家要關心

的領域，這由科普刊物在西方仍屬於小眾閱讀可見一斑（董成瑜，民 86），在台灣，

更是經常需透過外電報導或翻譯而得到有關科學的二、三手資訊。回顧台灣科普

期刊的發展，肇始於 1947 年的「台灣科學」，到七０年代的「科學月刊」、八０年

代「牛頓」雜誌的引進、九０年代「天下文化」的系列科學叢書（江欣怡，民 88）、

二十一世紀初「科學人」雜誌的刊行，由這些歷程看來，台灣科普刊物的特性仍

圍繞在翻譯國外著作之林，本土題材的科學著作可謂鳳毛鱗爪。 

八０年代國家十二項文化建設中的自然、科技、海洋生物科學博物館紛紛成

立，拓展了國人生活科學的跨度，也鼓舞了本土科普創作興趣，啟迪科普閱讀的

風氣。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創辦的「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簡訊月刊」，即將研究人

員田野採集、調查的研究成果向國人報導，並探討了許多新聞性的科學議題。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簡訊月刊」是一份報紙型的期刊，於 1986 年 6 月以雙

月刊型式創刊，其宗旨在於「加強對全國民眾之社教傳播，吸引各級學校師生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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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參觀，以發揮預期之教育功能」，內容包括收藏、展示、研究、科教活動、經營

管理及觀眾服務。其後為提供更快捷之資訊服務，乃於 1989 年 6 月改版為月刊，

並自 1998 年 7 月起增刊為兩張，其發行數量已由創刊時的 6000 份增為目前的 40000

份，發行對象並擴及博物館會員、各級學校、媒體記者、各社教機構及來館參觀

之觀眾。 

在政府出版品電子化的推動下及資訊、知識時代的來臨，國立自然科學博物

館簡訊月刊的電子化自是必然之趨勢。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網路簡訊月刊」（以下簡稱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於

1997 年 12 月（紙本第 121 期）發行，其網頁乃掛置於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網站「圖

書與出版」項下。網頁呈現格式以第 182 期為分野：第 182 期之前是純文字及 HTML

文件之網頁類型出現，提供與紙本期刊完全相同之全文閱讀，不僅文字可全文或

局部下載，圖片亦可供儲存、列印及以電子郵件傳遞。自第 182 期以後，則大幅改

版，各版內容以 PDF 格式呈現，並將第 162 期起的各期內容建立於資料庫中，且

設計全文檢索功能，使用者可依據文章標題、作者或文章內容進行多重值同時檢

索。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以 PDF 格式呈現，主要乃參考政府出版品電子化的

電子檔案格式，目前行政院研考會建議採用 PDF 為檔案格式。其為網路架構考量

下產生的文件格式，具有跨平台、檔案小、傳輸快、原樣重現的特性，使用者只

需下載免費的閱讀軟體，即可利用現有電腦設備，瀏覽 PDF 檔案。它不僅經常被

用於網路文件傳輸，也是數位出版流程中常被採行的檔案格式，其 PDF 檔案保持

出版品原樣重現的特性，更可提供必要紙本印刷時，隨選列印(POD)的功能。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簡訊月刊」曾於 1987 年 3 月、1991 年 9 月及 2001 年 9

月分別針對不同讀者群進行閱讀行為調查。其中 1987 年的調查乃以簡訊月刊內容

為主，結果顯示，讀者對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的科學研習、演講及野外活動訊息

之獲得寄望較深（張譽騰，民 76）；1991 年的調查對象主要為中小學學校，結果顯

示，簡訊月刊的資訊內容已被學校做為補充教材，並咸認此份刊物已達水準之上，

並作出加強科學知識性介紹之建議（高慧芬，民 81）；2001 年的調查以訂閱者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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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贈閱的會員卡（家庭卡）讀者為對象，結果顯示，簡訊月刊的讀者特質為高學

歷、服務公職之青壯年，其主要的使用動機為專業知識的獲得，並肯定簡訊月刊

的存在，有八成以上的讀者有長期保存簡訊月刊的習慣，六成五以上的讀者對簡

訊月刊持正面肯定的評價，並期望簡訊月刊朝向更通俗易懂、字體適宜、設計編

輯活潑美觀的方向努力（陳慧玲，民 91）。 

綜觀上述三項針對紙本簡訊月刊的調查發現，儘管對象不同，但同樣對簡訊

月刊的發行給予肯定，並希望從簡訊月刊的內容中能夠獲取專業的科學知識，而

更通俗、活潑的科學普及方向，則不僅是民意的取向，更是時勢之所趨。然而進

入數位化時代，目前「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經營，乃在「數位典藏國家型科

技計畫」項下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之執行自然史與文化史

數位典藏建置完備的期待下，具有指標性的作用，期望龐大的資料庫後設支援能

透過電子化的即時性、隨時性、個別性、文本互涉、超連結、多媒體文本等特性

予以呈現，將艱澀難懂之科學內涵以淺白的文字表達，輔以圖表、動畫等多媒體

型態，則科學普及之程度將更加廣泛。但是對讀者使用情況與滿意度等之研究仍

付諸闕如，值此以讀者為重之後現代網路閱讀世紀，實有加以研究探討之必要與

時代性意義。 

 

1.2 研究目的 

根據《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圖書出版產業調查研究報告》顯示，2002 年在台灣

地區 38,581 種圖書出版品中，依申請 ISBN 編號的書籍內容予以分類為 17 類，其

中應用科學類有 4269 種，僅次於出版種數最多的語文╱文學類。若再加上自然科

學類的 789 種、電腦資訊類的 1688 種，合計共 6746 種，佔總出版種數的 17.5％（行

政院新聞局，民 92），顯見科學類出版之潛力與趨勢，也間接指涉出科普閱讀市場

的前瞻性發展。 

就 2001 年《網路與書》及「台灣閱讀協會」、2002 年《天下雜誌》針對二十

歲以上民眾所作的閱讀調查，似乎可以看出台灣民眾閱讀的原因乃取決於休閒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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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的動機或目的，畢竟沒有壓力的閱讀是比較符合人性的（葉乃靜，民 92）。一向

被認為有閱讀障礙的科普刊物，在融入生活科技、有助於生活質量的提升之後，

已然增進並吸引更多讀者從事科普閱讀的活動。 

後現代閱讀的觀點，具讀者為重、重視歡愉、缺乏歷史深度的特色，將促使

閱讀革命的產生。「革命」之意在於除舊迎新，但就過去傳播的演進歷程來看，每

一種新的傳播媒介的興起，並未取代原有的媒介，而是在不同層面上相互依存、

相輔相成。電子出版的多媒體聲光影音閱讀形式，改變了人們長久以來賴以文字

為唯一閱讀方式的形態，也適度緩解了人們的資訊焦慮，但並不意味新技術不能

與文字雙軌並行。尊重多元閱讀的選擇是後現代閱讀的重要主張。回顧文字被大

量運用以成為文化保存的工具以前，「口語文明」已有一段蓬勃發展期，而二十一

世紀電腦科技媒體的崛起只是世代交替的階段性任務，並非離經畔道（陳徵蔚，

民 91）。Robert M. Fowler 即稱電子、數位影音傳播模式為「二度口語文化」（the 

Secondary Orality），它解放了人們長久以來在書寫、閱讀上的禁錮，以及線性閱讀

的束縛，使人們得以重新透過聽、說、觀看來直接認知世界。 

以讀者的閱讀行為而言，過去的傳播方式是以傳播者和訊息內容為主體，在

刺激－反應這個機制下，讀者只是站在資訊的末端，被動而毫無選擇地接受訊息；

但在網路電子閱讀時代，許多文獻理論均指向：讀者已跳脫傳統，展現出自主性，

有目的的尋找資訊。本研究的目的乃著眼於網路電子閱讀時代的來臨，科普期刊

出版模式中讀者使用媒介習慣改變之向度，以及在以電腦網路為載體的出版情境

中，讀者之媒介閱讀行為的特徵及資訊獲得滿足之情況加以探討。期望藉由本研

究之調查結果，提供作為日後網路科普刊物發展之參考。 

 

1.3 研究問題 

就出版屬性而言，每一種媒體都有它的特性與適合表達的空間，不同的媒體

有其不同的特性。期刊、書目、統計資料等比較適合以電子出版，小說、論著因

屬長篇論著則較為不宜。因此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即以目前國內網路科普刊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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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趨勢下，「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之讀者導向為主。 

在電子化時代，讀者是否改變了原來線性閱讀的習慣？而且傳播學者也假

設，讀者會因為目的需求而主動上網查詢資訊，則網路媒介的使用方具意義，那

麼以目前台灣地區科普期刊的發展趨勢，是否符應了理論之推斷？如何測知讀者

使用新媒介的意向與特徵呢？Williams, Philips & Lange（1994）即提出可在「使用

與滿足」的理論架構下，來解釋讀者為何會對新傳播媒介產生興趣與關心。因此

本研究期望藉由以下幾個問題的探討，以了解「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

動機與滿足之關係。 

一、 影響「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動機之因素為何？ 

二、 影響「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滿意度之因素為何？ 

三、 不同基本人口變項下，「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動機之差異性為何？ 

四、 不同基本人口變項下，「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滿意度之差異性為何？ 

五、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動機與滿意度之相關性為何？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依前述，台灣地區 2002 年科學類圖書出版種數高達六千多種，雖然未見有關

閱讀人口的統計資料，但經歷過本世紀以來各項傳染疾病、太空科技的發展等重

大科學事件之後，可推估國人將越來越重視切身相關的各項科學訊息。鑑於坊間

科普類書刊多以翻譯為主，有關本土的科普出版亦逐漸嶄露頭角。本研究以具「自

然科學博物館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前瞻性指標之「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為研

究範圍，探究讀者對國內網路科普刊物之使用情形與滿足程度。 

以國家資源推動科普的發展，是科學能夠落實普及的徵結所在，博物館透過

展示及活動的推展以吸引觀眾，並利用發行紙本及網路出版以延續科普訊息傳遞

的效力，是一般以營利為目的、發行對象必需有所區隔的商業科普出版所不能望

其項背的。因此，研究國內科普相關網路出版，先天上即不能忽視國家級博物館

之科普推廣使命，另亦基於研究資料的接近性及便利性，而將研究限制於個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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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趨向。 

由於本研究取樣之對象以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網路簡訊月刊為主，進行網路

問卷調查，期望就所探討之問題，推論至國內相關網路出版科普刊物。雖經文獻

探討國內網路科普刊物共 29 個網站發展之特性及考量國家數位典藏發展之後設資

料庫建置前景，將取樣對象設定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但因為為個案之研究，

研究結果只能作為其他科普網路出版及後續國家發展科學之參考，而無法推論至

所有科普網路出版。。 

另，因網路匿名填答方式，難以避免重複上網填答，造成重複取樣之情形，

因此於回收時以贈送紙本簡訊月刊半年份為誘因，由填答者利用電子郵件回填聯

絡地址，來篩選重複之問卷。 

網路科技之發展日新月異，在本研究進行之期間，已有更新之網路技術正在

孕釀或已發展出成效，亦有新的文獻發表，是本研究未及收集者，因而使本研究

無法呈現全面、全新之科普網路資訊，加入探討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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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網路出版之發展沿革 

McLuhan（1964）在《瞭解媒體》一書中提到：「傳播科技不僅可以改變人們

的認知與態度，還能在不知不覺中改變人們的理解和思維方式。」人類傳播一路

從口頭傳播、讀寫能力演進到電傳時代，世界被人類重新部落化為一個地球村。

改造性傳播科技出現的頻率自古騰堡後有越來越密集的趨勢，且越晚近發明的新

科技媒體，其普及率也以驚人的速度成長。 

綜合網路傳播學者提出網際網路具有的特性為互動性、小眾化╱分眾化、多

媒體、超文本╱非線性、去情境化╱匿名、即時性、共時性及高涉入感（莊克仁，

民 77；孫秀蕙，民 86；周倩等，民 87；孫榮光，民 90）。 

「不存在的電子出版將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趨勢。」（邱炯友，民 89），一部

完整的電子出版歷史，其實就是電腦、通信、傳播、印刷與資訊科學歷史的總合，

而且未來的電子出版將逐步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化為無形。在談論電子

出版的發展之前，首先必須回顧整個出版史的發展。 

從西元前的「蘇美人的泥碑」到「紙草紙」的書寫，已隱約可見書的雛型和

書寫的型態；而紀元起至十九世紀，被視為紙張之應用於書寫、印刷機、打字機

發展及完整書籍型態出現的時期；時序推演至二十世紀，1945 年未來學家 Vannevar 

Bush 的＂Memex＂夢想，引領書籍、錄音帶、傳播資訊儲存的概念進入一個更具

彈性及速度的境界，而 1968 年 Ted Nelson 有關「超文本」（Hypertext）及「超媒體」

（Hypermedia）的提出，則使得非連續性書寫和分層呈現所有型態的概念更具體

化。1971 及 1977 年則分別出現了類電子格式的文本及電子郵件。 

1980 年代更是電子出版萌發期。1981 年 IBM 生產個人電腦開創電腦普及發展

的里程碑；同年 Ted Nelson 籌組 Xanadu 團隊，開創名為＂connected literature＂的

格式文本，並構想能在全世界更便宜、更具可信度和安全性的使用。1983 年名為

「我們的身體」的自動書由維京出版公司所發行。1984 年 Parke Lightbown 建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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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跑電腦基本高密度磁碟型式的 CD ROM，以廣泛運用在音樂錄音上，建構了工

業播放器標準的效果；在這一年，麥金塔電腦被推向市場，並佔有桌上排版的版

圖；同年一種由緬因大學放上 BITNET 的線上短篇科學小說和科幻故事問世。 

1990 年代電腦網路的出現，加速了電子化出版發展的進程。1994 年 FSFnet 被

貼到 AOL 和 Delphi 上，並在 1995 年上載到 Internet 上。14 年後，只遺留最古老的

電子雜誌在出版上。1990 年 WWW（World Wide Web）由瑞士日內瓦的分子物理歐

洲實驗室的 CERN 的 Tim Berners-Lee 所發展而出。1998 年 NuvoMedia 經由 Rocket

電子書出版系統進入出版界（邱炯友，民 89）。 

所謂 Hypertext 就是利用出現在電腦螢幕上的文章或圖畫的一部分當作索引，

直接用滑鼠在適當位置點選，以打開索引，即可找到相關的文章或圖畫（吳明志

譯，民 84）。1945 年，Vannevar Bush 在《As We May Think》一文中提出，Memex

系統所具有的存取方便、快速查詢及容易修改的功能，足以取代一般文件及書籍

其所具備的超文本、超媒體、聯想鏈結、語意網路的特色，已描繪出現代虛擬世

界的雛型（邱秋娟，民 90；鄭明萱，民 86；Bush，1945）。而 Hypertext 這個名詞

的首度出現則在 1965 年，由 Ted Nelson 所創造，他執行的一項「Xanadu」研究，

乃利用網路和出版社直接連線，以獲得最新的圖書資訊，這個構想使得全世界的

出版刊物變成一本超大型的「Hypertext」，就讀者角度而言，可方便閱讀全世界所

有的出版品，而作者則可向全世界發表作品，獲得全球的讀者。隨著 Xanadu 可利

用的資訊品質逐漸提高，我們將面臨活字印刷出現後，另一次的出版革命（吳明

志譯，民 84 ）。1968 年，Douglas Engelbart 創造了「線上系統」（On Line System）

的電腦結構雛型，則為後續超媒體的發展奠定了基礎。 

根據邱秋娟（民 90）的整理，Bush 有關於超文本的構想，仍是以人腦的運作

為出發點，是屬於比較簡單的超文本運作模式；Nelson 視超文本為一種存取的裝

置，方便使用者取得文件資料；而 Engelbart 眼中的超文本則是有利於使用者在擴

增的環境裡取得更多資訊。 

繼紙張、印刷術與電波傳播技術的發明與應用之後，資訊傳播革命被稱為第

四次資訊傳播革命。在網路出版當中，較廣為提及的是電子書及電子報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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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Dam（民 81）首先提出 Electronic Books 一詞（羅綸新，民 84），是指將文

字或圖片資訊儲存與傳遞出去的電子媒體。De Diana 與 White（民 83）以更具體的

定義來解釋電子書：指一套有組織的資料檔案，包含電子版本的非正式知識在內

（如研究報告、參考書及文件資料等），可以為人類讀取與了解並很容易經由大容

量的儲存媒體（如 CD-ROM）所儲存與發行。現在所謂的電子書不一定具有「書」

的形式，而是以各種附有螢幕的設備，結合特定的軟體讀取數位化的文字內容，

以取代過去的紙張閱讀（林立傑等，民 90）。 

電子報一詞則是 1990 年代網際網路興起之後，才開始受到廣泛的注意和討

論，其最早出現的形式是在 1930 年代中藉由無線電信的技術來傳送無線電傳真報

紙。電子報發展最為蓬勃的首推美國，而我國第一個將報紙上網的報社是 1995 年

的中時電子報。 

關於電子報的定義，楊忠川（民 85）認為，狹義而言是指將報紙內容直接轉

換成電子訊號或將報紙內容建成電子資料庫；廣義來說則泛指任何利用電子訊號

來傳輸以文字為主的新聞報導之媒體。 

另根據國內電子報發展情形，洪懿妍（民 86）將電子報定義為經由特定單位

彙集、編輯，利用電腦網路的文字或圖形界面做為基礎，提供新聞性資訊服務的

電子刊物。 

而根據劉姿君等（民 89）的定義，認為任何利用電子訊號傳送新聞報導內容

的媒體，都可解釋為廣義的電子報；而狹義的電子報則指利用電腦網路傳送電子

化的報紙內容，另外就是由使用者主動訂閱，透過 e-mail 的方式進行訊息傳送的網

路資源服務。 

蔡政婕、宋怡欣和張育誠（民 90）將電子報定義為：由專業新聞媒體組織所

編撰的新聞內容，透過網際網路的通訊服務來傳遞新聞資訊。 

儘管電子報仍具有一般網路出版即時性、超越版面限制、互動性、資料庫、

多媒體、全球化、個人化、超文本等特性，並可針對不同族群的興趣及需求編製

個人化電子報，但編排上在首頁只列出標題，無法一目了然，且因內容大部分由

報紙轉換過來，可讀性較不高。再加上閱讀電子報需有電腦設備，要付出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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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攜帶不便、螢幕閱讀容易疲勞；病毒、電力及系統因素都會影響電子報的

閱讀。（劉姿君等，民 89） 

1990 年「台灣學術網路」（TANET）的成立，是台灣資訊網路的濫觴。1992 年

台灣學術網路正式完成啟用；1994 年成立國家資訊通信基礎建設（NII,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推動小組，並以普及網路教育為資訊基礎建設的推廣要點

之一。1998 年起正式開放「非同步」網路教學。 

《數位革命》一書曾預測，傳統出版將於 2020 年面臨被淘汰的命運。在未來，

速度經濟取代了規模經濟，大量複製的方式將不再風行，如何找到大量的消費者

才是最重要的課題。1995 年網際網路出現之後，即有人估計「無紙時代」即將來

臨，根據統計，全世界的用紙量在 2000 年成長了一倍，但資訊卻成長 100 倍，因

此，未來全球對知識傳播的印刷量，保守估計整體成長應該是下降的（薛麗珍，

民 91）。 

 

2.1.1 小結： 

綜合上述出版史之探討，從紀元前的泥刻、紙草書寫，到 19 世紀前有關紙張、

印刷機的發明、裝訂書的出現到打字機的發明，經歷了漫長的幾千年歷史。20 世

紀的這短短一百年間，由於電腦科技的急速發展，使 McLuhan 預言的地球村提早

實現，人類思想、知識的傳遞管道從面授、書籍印刷發行到透過網際網路的傳播，

出版傳播進程的級距，似乎越來越縮短，未來科技的發展已經不是遙遠的夢想，

而是一夕之間的革命。 

在電腦網路出版的世界中，已經發展出的電子書、電子報、電子期刊等形式，

解構了傳統出版的限制，使人們得以優游在非連續性書寫和分層呈現的超文本、

超媒體的特性中。儘管現階段傳統出版及網路出版間的共存性與取代性爭議仍曖

昧不明，但不可否認的，從趨勢來看，網路科技的前景仍將是出版界關注的焦點。 

台灣地區於 20 世紀末致力於國家網路資訊的開展，出版業界亦紛紛探出觸角

嗅出網路出版的興味，提供了學術界許多對於電子書、電子報等網路出版形式研

究之素材。可見，在網路出版的歷史光譜中，我國已逐漸閃耀出光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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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網路出版形式之相關研究 

2.2.1 網路出版形態 

網際網路上提供的功能並不能等同於「網路出版」（或稱線上出版），嚴格來

說，網路的許多功能只可稱之為服務性的工具。因此，具有資料庫性質或可提供

即時性資訊者，始稱為網路出版。網路出版的概念即在於透過集中式的資料庫，

將使用者所需的內容以印刷、CD-ROM 或線上服務的方式直接傳輸至使用者手上，

使得供應商、製造商、輸出設備與使用者連結在單一架構中完成。網路出版所具

有的大量儲存、快速搜尋、多種媒體交替運用和即時互動的特性，滿足了使用者

的資訊需求。 

呂宜圳（民 92）整理網路出版的範圍與型式包括： 

1.多向型：包括 bbs、newsgroup、mailinglist。 

2.定期或不定期型：包括通訊（newsletter）、電子報（e-newspaper）、電子雜誌

（e-zine）、期刊電子化（e-journal）。 

3.資料庫型：包括一般線上資料庫（on-line database）、電子全文（e-text）。 

4.綜合型：包括 gopher、 web site、 web page、 homepage。 

5.電子書：POD、e-book。 

根據電子書講壇及資策會 MIC IT IS 計畫之資料綜合整理傳統出版與網路出版

之特性比較如表 2.1。 

 

表 2.1 網路出版與傳統出版特性比較表 

 網路出版 傳統出版 

載體 各種螢幕、可重覆顯示、不用

實際翻頁 

各式紙張、不可重覆顯示、要

實際翻頁 

可攜性 強，電子檔案體積小 有限，實體書體積大 

筆記功能 可用光筆、鍵盤、滑鼠，可重

覆使用，耗損率低。 

利用實體筆，耗損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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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功能 用搜尋引擎方便各種搜尋 利用索引方式不方便搜尋 

改版難易度 易 不易 

出版難易度 電子排版製作容易，成本低、

複製容易、再現性佳。 

排版印刷耗時費工，成本高、

費工費時。 

影音效果 可提供影音多媒體的聲光效果 只有文字和圖片 

色彩 RGB YMCK 

色域 廣 窄 

色彩飽和度 飽滿 不飽滿（從 RGB 轉換成 YMCK

時，顏色容易失真） 

購買彈性 可依個人需要分章節購買 不能將書籍分章節販賣 

保存期限 非常久 容易受潮或腐化 

運送所需時間 可透過網際網路快速傳遞 需經實體通路配送 

發行價格 約為印刷書的 1/2 或 1/3 紙張、印刷、裝訂費用高 

互動性 作者、讀者及編輯之互動性佳 互動性弱 

傳輸效果 適合遠距離傳輸 傳輸性較慢 

截稿期限 無 有 

版面限制 無 有 

權力分配 讀者可自行設計網頁 編輯握有資訊過濾權 

 

與傳統書比較，電子書最深刻的影響應該在於它將改變我們對資訊的概念及

形成資訊的方式，「便利性」才是電子書的基本訴求。基於網際網路資訊交流迅速、

搜尋引擎能輕易快速找資料，不用花時間上圖書館、資料查到馬上閱讀，思路不

會被其他瑣事打斷而促成電子書的興起。然而，紙本書具有特殊的閱讀情感，且

具有傳遞性與保存性，是電子書所無法取代，只能以輔助圖書館館藏的角度來充

實圖書收藏。復因網路的盜版行為嚴重，多數書商只願試探性的放出部分圖書或

是較舊圖書來應對市場需求（程蘊嘉，民 91）。亦有學者認為，以實用性的角度來

看，由於人類閱讀習慣尚未改變，根據 Sherwood Research（1999）針對電子書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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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將近 80﹪的人表示，寧願用 Adobe 的 Acrobat Reader 把整本書印下來閱讀，也

不願在一個掌上型裝置上閱讀。加上軟硬體格式未能統一、使用介面操作不易等

原因，都是造成電子書無法大量普及的原因。 

截至 2004 年 3 月底為止，我國經常上網人口達 888 萬人，網際網路連網應用

普及率為 39%；調查顯示，近一年來我國上網人口每季增加幅度十分有限，可見

我國上網人口成長已趨飽和（資策會 FIND 網，民 93）。 

根據蕃薯藤 2003 年台灣網路使用調查結果，女性使用者比例為 53﹪，超越男

性的 47﹪；年齡雖仍集中在 20-34 歲的主力族群（63﹪），但因 10-14 歲（2002 年 1

﹪；2003 年 5﹪）及 35-44 歲（2002 年 13﹪；2003 年 18﹪）網路使用族群分別較

2002 年增加了 4-5﹪，而使網路族群呈全面性的擴大，這說明了未來網路內容及服

務必須更加多元化和個人化。在這項調查中，有 77﹪的使用者會主動訂閱電子報；

訂閱份數以 1-5 份居多（66﹪）；訂閱電子報的類型中，屬於教育學習類的佔 25﹪。

主要上網地點以家裡居多，佔 59﹪；其次為公司（33﹪）。有 34﹪的使用者每週上

網時間在 10 小時以下；有將近一半的使用者（49﹪）每次上網時間為 30 分鐘至 2

小時。在網際網路上最常進行的活動為使用搜尋引擎搜尋資料（27﹪）；其次為通

E-mail（20﹪）。有 13﹪的使用者最常瀏覽的網站類型是教育學習網。（蕃薯藤數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拓文教基金會，民 92） 

根據邱秋娟（民 90）針對台灣出版社進行電子書出版所做的研究指出，就出

版內容來看，以教科書、電腦資訊及學術類書籍為主要出版內容的出版社，出版

電子書的意願略高；集團型出版社、隸屬傳播媒體及經營多媒體或網站為主的出

版社比獨立出版社對出版電子書的意願高；出版社普遍對於紙本書的發展仍具有

信心，且並不擔心電子書的發展會危及紙本書的前景。在預期趨勢方面，出版社

對於電子書是否可能成為市場主流、是否可能造成閱讀革命，普遍並沒有把握，

看不出對電子書出版的決定是否有影響。在此研究所做的深度訪談中，遠流出版

社嘗試所謂「先 E（電子書）後 P（紙本書）」的運行模式，將作者與讀者在網路

上的互動結果集結出版電子書，就發展目標而言，短期是同時發行紙本與數位書

籍；中期在建立知識庫；長期則在結合知識庫與解構式的內容、行動閱讀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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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配合讀者需求的電子書。在未來，還會陸續推出會員收費、隨選列印等機

制，並將關切重點放在改善閱讀環境。但如果電子出版做得與傳統出版越像，傳

統出版所受到的威脅將更大，而且若只是把平面書籍內容放在不同介面上，可能

會影響閱聽人對電子書的接受程度。許多已有數十年出版經驗的出版社，面對網

路出版的閱讀行為仍必需有更進一步的研究與認識，方可創造出合乎讀者需求的

產品。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方面，基於電子書帶給人類最大的衝擊在於新的出版

觀念與製作方式對於閱讀的影響，需待閱讀介面的發展較完善、電子書內容更豐

富時，才有可能進一步談到內容對讀者的影響。在讀者調查方面，可以採用使用

與滿足理論進行調查，以了解讀者為何採用電子書而非紙本書，或者是讀者在何

種情況下會挑選何種文本來閱讀。 

Clifford Lynch（1993）指出，資訊技術與網路改變了人們發掘資訊與傳播資訊

的方式，網路成為科學傳播的場所（傅雅秀，民 86）。未來資訊尋求與科學傳播的

社會環境脈絡線索減弱，學術地位、年紀、性別、種族等因素均不相干（傅雅秀，

民 86）。 

Claudine A. Jenda（1994）指出，期刊電子化具有以下的優點（傅雅秀，民 86）： 

1. 在網路上利用圖書館期刊，可不用重複訂閱，節約資源。 

2. 可單篇下載，建立個人資料檔。 

3. 電腦檢索較有效率。 

4. 出版速度快。 

5. 以電子方式修改文章，加速審稿過程。 

6. 使用者亦可評估、加註、補充意見。 

7. 電腦儲存載體便宜，具成本效益。 

大多數學者認為電子出版使資訊尋求更具多樣性及選擇性。 

Heting Chu（1994）針對大學教授所作的調查發現，使用電腦經驗愈豐富者，

使用電子郵件也愈多；年齡愈大者，使用電子郵件愈多，此點不同於通常假設，

可能是資淺的教授較缺乏溝通的人際關係。調查亦指出，面對面溝通雖需兩人同

時在同地點，但仍是最受歡迎的溝通管道，其他受歡迎的溝通管道尚有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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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備忘錄、傳真和信件（傅雅秀，民 86）。 

 

2.2.2 網路使用性的特質 

一個網站若未能提供有效的使用效標，即是一個失效的系統。就如 Nielson

（2000）所言：「不好的使用性就如同沒有顧客一般。」 

根據 Jakob Nielsen 在《使用性工程》一書中的定義，使用性（usability）是衡

量使用者和網站、應用軟體等設備互動經驗的指標，包括以下五大特色： 

1. 易學習：當使用者面對陌生的系統時，應該在較短的時間內學會基本操作。以

網路爲例，易學習是最重要的一項，因爲用戶鮮少在一個網站停留太

久。新的使用者往往屬於被動者，設計者必須依其認知的程度，設計適

合他們的介面。 

2. 使用的效率：一旦使用者學會操作後，儘量在較少的時間內完成想達成的目標。

內容、大小、色彩、位置等資訊型態必須淺顯、精簡、清晰、關係明確，

以能引起使用者的注意力。以圖像為例，圖檔解晰度高低與傳播頻寬有

密切關係，甚至影響使用者的情緒。而在資料庫的建置上，網頁主題與

資訊分類必須具有視覺引導效果，多樣但層次分明、題示檢索的原則或

內定查詢條件，有助於爭取使用的時效性。 

3. 記憶力：使用者在使用過這類系統一段時間後，再接觸時，對系統操作的記憶

力還在，並未忘記。尤其是經過更新或改版的網頁，更應注意提供增加

記憶的單元，例如以互動式、簡單的遊戲取代繁瑣的使用方式；或提供

輔助說明單，隨時提醒使用者查詢的參考及方向；抑或像在科學博物館

網站中常以說故事或劇情鋪陳的方式來幫助記憶。 

4. 出錯頻率與嚴重性：儘量降低使用者操作錯誤的頻率，並能避免嚴重的出錯，

例如網頁的使用出錯時能快速的回復到錯誤前的頁面。 

5. 主觀滿意度：使用者對系統用後的滿意度相當重要，因爲用戶若覺得某個網站

不夠好，只要輕點一下滑鼠，就可進入其他網站。通常對於使用滿意度

高的網站，將會成為使用者網站的首頁或被加入「我的最愛」中。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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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術館使用性的研究指出，初學者較重視題材豐富性、編排設計美

感、創意的展現，而對於進階使用者來說，資訊使用效率才是續用與否

的判準（黃如足，民 91）。 

在網站主頁的設計標準中，兩個最重要的標準是易學習和使用效率。因為如

果一個站點的主要入口不能很容易的被訪問，或相當緩慢，則其內容或表達形式

就會失去相應的意義。當然，內容質量也很重要，往往瀏覽者只有在閱讀以後才

有能力評價內容的質量，若內容表達很好，就很可能會決定去閱讀它。而影響主

頁表達效果的有美術和版面（不同內容在網頁上的佈置）這兩個因素。 

 

 

 

 

 

 

                                        效用性 
系                                                   易學習 
統        社會接受度        有用性                      使用效益 
性                           成本       使用性          易記憶 
接        實際接受度         一致性                                
受                            可靠度                   少錯誤 
                                                    主觀滿意度 
                            其他       

圖 2.1 網路使用性架構圖（資料來源：Nielsen，1993） 

 

除了上述最常被引用的 Nielsen 的觀點之外，事實上對使用性的定義與討論，

可上溯至 1980 年代，綜合而言，舉凡能夠使特定使用者在特定情況下使用，以達

到特定目標、效率、效能與滿意度的系統，其要件包括執行工作系統的功能具一

致性；優秀的使用者介面、讀取的材料、語言轉換、安裝、維修等服務，讓使用

者能持續的學習，安全地、實際地、有效地、愉快地執行作業，在可親近、可調

整、可適應、引起興趣、便宜的、更美好、更美觀、更高的經濟價值中，以最有

效的方法存取他們所要的內容的能力。亦即，使用性是一種容易度的測量，包括

系統的學習或使用、系統的安全性、效率及效能、使用者對系統的態度；在使用

系統或產品完成工作時，所展現的易使用性和可接受性（ISO  9241；Preec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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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ons, 1984；Golud, 1985；Booth, 1989；Shackel, 1991；Bevan, Kirakowski & Maisse, 

1991；Dumas & Redish, 1993；Jenny, 1993；Macaulay, 1995；Kristof & Satram, 1995；

Mace, 1997；Garzotto、Matera & Paolini, 1998）。 

使用性的核心價值在於以使用者為中心，無論網站、軟體設計或任何使用者

可操作的裝置都是使用性可應用的範圍。應用於網站設計時，則是在最不浪費使

用者時間、精力的前提下，使網站的功能得以完全展現（Pearrow, 2000；陳文剛，

民 92）。 

Nielson & Molich（1990）針對網路使用性通則，發展出捷思評估法（Heuristic 

evaluation），包括以下十條： 

1. 清楚的系統狀態顯示，讓使用者隨時了解其運作狀態。 

2. 與真實世界相關聯，採用使用者通俗易懂的語言與概念。 

3. 提供明顯的緊急出口，讓使用者在操作錯誤時可取消或回復原來的功能。 

4. 操作所使用的文字、情況或動作儘量一致，以避免誤導。 

5. 嚴謹的系統設計，以降低錯誤發生率、增加使用性。 

6. 以視覺圖像化減輕使用者記憶的負擔。 

7. 系統應能同時滿足初學者與專家在不同程度上的需求，在效能與彈性間取得平

衡，提供最具效率的操作模式。 

8. 在設計上要講求美感與簡約風格，多餘的資訊會妨礙重要訊息的能見度。 

9. 以建設性的解決方式或淺白的文字來顯示錯誤訊息，明確指出問題所在，協助

從錯誤中回復。 

10. 提供易於搜尋的操作系統的說明文件、列舉具體的操作步驟。 

一項針對台北市政府網站所做的使用性工程發展研究調查結果即指出，最受

眾人重視的是版面設計風格及內容編排；市府網站做為搜尋引擎這樣一個「入口」

觀念的提出；受試者覺得好的網站版面設計，應考慮到使用族群的複雜性，在設

計上要提高使用的方便性，創造無障礙的網頁空間。 

黃如足（民 91）在一項美術館網站使用性的研究中發現，美術館網站應著重

使用者對內容傳達的閱讀及接收程度、提供充足的知識內容，使用介面應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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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快速、便捷的查詢，並在介面的連結上具有一致性。在效率上，則應注意下

載瀏覽的時間，避免等待與使用不易的情形發生，確實檢查資訊文本及圖像存在

的必要性與使用能力，尤其是在網站更新時。在創意展現上，強調的是創新的科

技運用與美學概念的發揮，以突破平面或靜態的方式。 

陳文剛（民 92）對於華文入口網站文化使用性的研究是套用 Nielson 捷思評估

法的使用性十條通則，比較兩岸三地的網站文化使用性。適用於台灣地區的部分

顯示，由於台灣地區的網站使用者對各項服務功能的要求甚高，圖文並茂、訊息

精簡且精緻、使用繁體中文、隱喻使用與分類邏輯的適用性有助於使用者訊息的

接收；提供「緊急出口」以避免並降低錯誤發生率、系統操作應具一致性以免造

成不同的解讀、提示錯誤回復機制、排除使用障礙等亦是滿足要求簡約精緻的台

灣地區網站使用者的重點之一。 

鄭國池（民 93）則針對銀行網站的使用性分析提出，銀行網頁介面的設計首

重一致性，不一致的網頁介面易使使用者轉移到較熟練的其他網站。現今銀行首

頁中的文字及圖片量都明顯偏高，但研究發現，使用者仍偏好簡單而不複雜的網

頁介面，認為版面編排上應力求整體感與協調性。此外網站功能的完整性及是否

易於尋找也是使用者關注的焦點。 

 

2.2.3 小結： 

網路出版曾以多向式、期刊形、資料庫形、電子書（報）等各種不同形態的

表現方式出現，而其不同於一般網路資訊提供之處，在於具有資料庫及即時性的

特色。而相較於傳統出版，不論是載體功能、編輯形式、發行方式、閱讀功能或

編讀者的權力分配上，亦優於傳統出版。但在閱讀情感及傳遞性、保存性方面，

則網路閱讀不及於傳統出版，更且讀者的閱讀習慣尚未完全改變，對於長篇累牘

的出版內容，還是以紙本閱讀較符合人性的需求。因此，以過去傳播工具發展的

歷程觀之，電視的出現並未完全取代電影及廣播的地位，而後來出現的各類先進

科技，同樣也無法取代舊文明，反而是促使技術創新的助力。同理可知，未來可

期傳統與網路出版之間是處於共存相輔之局面，各自分殊發揮載體的特性，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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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需比重分配上，必須重新取得科技與人性化的平衡點，以滿足不同閱讀類型

的需求。 

而 1980 年代在網路方興未艾之際，即有學者針對網路使用的系統學習效率、

安全性、易使用性與可接受性提出探討，而在 2000 年由 Nielson 衡量使用網路設

備的互動經驗，提出網路使用性的易學習、使用效率、記憶力、出錯頻率與嚴重

性、主觀滿意度等五項特性。根據台灣相關學者的研究發現，使用者對於網站提

供的訊息內容知識性、頁面編排設計的簡潔易親近性、方便性、創新科技概念及

美學的運用等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水準，顯見現階段我國網路使用的推展已超越操

作難易的技術層面，而是全面性的觀照到整個網頁編輯與閱讀的理路當中，也就

是說，這種網路使用特性的充份運用及電腦網路提供使用者的親和性環境，有助

於網路出版在未來的發展。 

 

2.3 網路閱讀行為模式分析 

2.3.1 網路閱讀的特性 

電子化閱讀又稱數位閱讀，電子化閱讀是讓使用者用不同的播放工具，根據

不同的需求，來進行不同的閱讀行為。數位閱讀包含連線或離線狀態下的閱讀；

而網路閱讀則指在網路連線下，瀏覽網頁來吸取新知的行為表現。林珊如（民 92）

的研究以最廣義的網路閱讀作為操作定義，即在網路環境中擷取資訊及其意義的

過程，包括收訊掃瞄、瀏覽、略讀、細讀等行為。 

在閱讀行為和資訊行為的關係上，閱讀行為可視為資訊行為的一部分，是一

種資訊閱讀行為。 

影響網路閱讀行為有六種特性： 

1.資訊性：內容題材有特定主題，有異於傳統媒體，如期刊電子化論文、笑話、

溫馨小品、新聞 

2.科技性；載體特性鼓勵網路閱讀活動，如私密性、易取得性、易轉寄性、更

新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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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濟性：不用花錢 

4.情境性：若時間允許，則可多在網上閱讀 

5.需求性：如需要的或是想知道的是即時性或評論性的新聞 

6.個人性：如個人特質不習慣社交，則可選擇閱讀討論群，來了解他人關心的

議題與想法。 

由上述，網路閱讀的影響正面多於負面：閱讀結果以正面陳述為多，包括擴展

資訊領域、調劑生活、獲得幫助、意外資訊之獲得；而負面的則是覺得東西太多，

導致迷失原目標方向、時間不夠用等。雖然資訊超載是文獻中常提及網路的負面

影響，超連結的閱讀深度也會以是否與當下上網任務有關及可用時間多少為選讀

依據。 

在網路上，人人都可以交互扮演著作者、讀者、編輯者及出版者的角色，網

際網路不只改變閱讀習慣，也會造成閱讀心理上的轉變，以及對知識接受的模式。

網路上的文本沒有所謂的截稿日期，只要透過虛擬網路做為傳播訊息與內容的方

式，進而達到出版目的即為網路出版。網路出版透過「隨選閱讀」，提供讀者與出

版者直接互動的機制，讀者可依據個人喜好選擇閱讀的內容；出版社亦可依篇幅

多寡、作者知名度及文章受歡迎的程度，向讀者收取不同的價格。網路出版上的

超文本特性衍生出個人化出版的特性，讀者與作者的界限趨於模糊，在網路上讀

者擁有創作發表的自由空間，這種「參與式出版」（Participatory Publishing），Furht

認為是未來出版與傳播市場上重要的發展方向（Furht，1999）。 

在目前，許多使用者仍不習慣於電腦螢幕前閱讀，根據前述 Sherwood Research

的研究，有將近 80％的電子書使用者寧願將整本書列印下來，也不願在電腦螢幕

上閱讀，特別是較長篇幅的讀物（陳亞寧，民 89），另則，讀者在網路上不但可以

閱讀，也可以創作，傳統書的線性翻閱閱讀行為，在數位化後因具有多媒體、多

向文本與互動性等特質（須文蔚，民 87）而有所改變。對讀者而言，網路出版代

表閱讀介面不同、取得管道不同，成本費用機制也不同。《觀察者報》（The Observer）

的編輯 Robert McCrum 說：如果資訊科技的發展史能使我們學到一件事，那就是新

的發明並不會取代舊的媒體。當電子出版大行其道時，傳統書籍的價位可能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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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出許多。一部作品的完成都是根源於強烈的自我表達，至於將來這種表達

究竟是透過電子媒介或印刷產品，不應該被視為閱讀活動退化的證據，因為這種

看法之所以形成，是將焦點放在閱讀的「型式」所致，其實真正值得關心的應該

是「內容」本身（蔡明燁，民 92）。 

 

2.3.2 使用者中心的閱讀行為 

超文本、超媒體閱讀的認知過程相關研究，主要討論新媒體非線性、互動的

特性如何影響讀者的閱讀理解認知歷程。Brown（2001）指出，人們會依不同的目

的（如消磨時間、找資訊或學習）採取不同的閱讀策略（如分析性閱讀、閒暇閱

讀）。 

網路環境中閱讀行為的認知與情感層面的研究，主要關注於超文本或超媒體

的特性和讀者閱讀經驗的關係。陳祥和蔡裕仁（民 90）的研究發現，電子報與傳

統報紙讀者的資訊尋求行為差異不大，主要差異在閱讀時間的長短。 

電腦和網際網路擁有「互聯成網」的功能。書寫和印刷文字鼓勵了「線性」

閱讀，人類感知事物時是以連續、線狀、分析、專門化的方式來表達事實與概念，

或以邏輯的資訊處理和組織模式判斷其因果關係。電子媒體則刺激了整體或全面

的、整合的、綜整的、多方面的和隱喻的資訊處理和組織模式，使閱聽人可直接

經驗到很多不易以語言描述或文字表達的現象（林圭譯，民 90）。全球資訊網的學

習使用，重視個體自我控制、擴散式思考模式、多元觀點及獨立思考（Hill & 

Hannafin,1997）。 

Barry（1997）從使用者的角度探討物理學家在數位化環境中對學術研究及傳

播方式的影響，發現：資訊傳播科技使得研究社群將合作對象從在地擴展為國際

性的可能增加。在資訊傳佈方面，研究者更能在正式出版之前獲得同儕的意見，

也更能掌握學科的發展趨勢。就資訊環境而言，電子佈告欄成為研究者日常資訊

搜集的重要來源，然而個人所接觸的資訊源卻受到侷限，很可能是因為喪失在傳

統圖書館瀏覽資訊時，獲得的意外靈感或發現。 

李惠晴（民 90）研究電子郵件轉寄之態度分為樂觀、悲觀及抱持負面態度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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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轉寄動機則為資訊分享、社交娛樂、非主動動機。 

Young（1996）將網際網路的使用者分為依賴者與非依賴者。依賴者將網際網

路視為一種社會化與建立人際關係的步驟；而非依賴者則從網際網路獲取資訊和

維持溝通已存在之人際關係。依賴者每週上網時數約為 38.5 小時，而非依賴者則

為 4.9 小時。 

對於國民閱讀習慣之掌握乃是國家文化環境評估之要項。根據 2001 年「台灣

都會區閱讀習慣調查報告」發現，37.7﹪的受訪者沒有時間讀書，而讀書的人每天

平均讀書時間為 1.9 小時，閱讀動機為個人興趣、工作（課業）需要、流行話題、

訓練獨立思考能力（Net and Books編輯部，民 90）。而在天下雜誌 2002 年「全民閱

讀大調查」中也顯示，半年內，不曾購買圖書或雜誌的民眾更超過半數（51.2%），

台灣民眾每個月平均看 2.8 本書，每週閱讀時間約為 7.5 小時，15 歲以上的民眾從

來不看書或幾個月才看一次的比例近四成（38.7%），70%以上的民眾很少使用圖書

館，46%的小朋友，把玩電腦和看電視當作主要休閒活動，閱讀原因包括增廣見聞、

增加生活樂趣或技能、就是喜歡看書、工作需要。該雜誌同時針對中小學教師為

對象，了解國中小學生的閱讀情況：國小學生的主要讀物為童話繪本、科學自然

類、漫畫、文史勵志類、科幻武俠小說；國中生的讀物為漫畫、科幻武俠小說、

文史勵志類、科學自然類。另外，在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2003 年網路使用調查報告

中，每日或幾乎每日上網一次的占 66.57%。由上述可瞭解，人們閱讀習慣已逐步

轉變，讀者也有能力並能接受數位媒體。（莊健煌，民 93） 

Schcolink（2001）發現，閱讀電子報的目的分為吸取資訊或休閒娛樂兩大類，

最常出現的閱讀策略或行為是翻頁（paging），而為休閒娛樂目的幾乎都是採線性

覽讀的方式，多數表示偏好圖像式的呈現或翻頁，而非捲軸式（scrolling），覽讀

（navigation）是比研讀（study）為更普遍的閱讀策略。電子書最重要的是目次頁，

其次是超鍊結、插圖、頁碼、標題及強調字（highlighted word）。其他閱讀電子書

的目的還包括逃避現狀、保持新知、評論和研讀。 

Shen（1998）研究結果發現，理解超文本可能需要更高的後設認知能力

（meta-cognition，此處指對超文本整體結構的理解），對年幼讀者而言可能是一大

 22



負擔。 

閱讀情境是指促動受訪者上網閱讀的情況或處境。林珊如的研究中，教師受

訪者上網閱讀的情境包括：研究、教學、學習、社會、日常生活、投稿發表等六

大情境。大學教師在網路閱讀上主要是與研究情境有關，「上網尋找或瀏覽資料」

或「以電子郵件與其他研究者聯絡」是最常發生的閱讀行為；在教學情境上，主

要是與學生互動；在學習情境上，主要是保持新知；在社會情境上，因為環境使

然，不得不以網路為聯絡工具；在日常生活情境上，主要是透過電子郵件與朋友

連絡或閱讀產品、購物等；在投稿發表情境上，有教師在投稿前查資料或閱讀徵

稿需知。在這些情境中，大學教師的網路閱讀動機分為以下兩種： 

1.任務導向：屬工具性閱讀，主要表現於從事研究、教學情境，或其他如撰寫

企劃、網路購物、投稿、旅遊規劃。 

2.非任務導向：屬休閒性閱讀，如上網讀小說、看別人寄來的電子郵件。 

多數教師均透過搜尋引擎或「我的最愛」讀取或搜尋訊息。對許多教師而言，

閱讀電子新聞已漸取代平面新聞媒體。另外，透過電子郵件的傳寄，教師也會接

觸過去未必會讀的題材或從事過去未必會有的網路閱讀活動。 

影響大學教師上網閱讀的因素有： 

1.工作任務：含任務急迫性、專業所在、他人要求、需求相關性 

2.文件形式：字體大小、篇幅長短、標題內容、版面分類、檔案大小 

3.資訊特性：閱讀內容文本的可信賴度、新穎性、轟動性、重複性、可取得性 

4.閱讀環境：硬體設備、閱讀介面、情境塑造 

5.個人特質：（正面）內容解讀能力、好奇心、有時間、有興趣、有使用習慣；

（負面）擔心過於沉迷、健康精神狀況。 

在資訊相同的情況下，由於電子媒體尋找資訊的方便性與完整性，促使教師

的選擇性為電子優於紙本；若所載資訊不同，教師則以何者具備需要的資訊內容

為考量。 

網路閱讀研究試圖了解個人在網路上的閱讀行為與經驗。大學教師網路閱讀

行為主要有三種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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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決定論：因網路內容具有多元觀點，也最方便省時，易於了解別人的想

法。 

2.科技決定論：對於轉寄郵件的閱讀行為是傳統媒體不易發生的，且電子傳遞

訊息的速度比印刷媒體快。 

3.需求決定論：因有些專業電子報或期刊電子化只有電子版，有需求就必需上

網閱讀。 

林珊如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學教師傾向在數位環境中閱讀，主要是因為科技

工具的快速方便和文本特質（內容、題材），對他們而言，改變的是閱讀管道與閱

讀素材選擇的多樣化，閱讀量增多加快，且為不同需要與不同特性的文本而發展

出不同的選讀依據。對受訪教師而言，主要在閱讀的來源與閱讀文本處理的方式

多樣化，而不在閱讀過程中的互動關係。 

根據劉姿君等（民 89）針對學生族群的閱讀習慣與閱讀電子報的調查，不論

閱讀傳統報或電子報，閱讀的方便性與舒適性是讀者重要的考量因素。而以性別

論，則女性上網瀏覽電子報的比率較高。 

 

2.3.3 後現代閱讀的觀點 

後現代對科技的看法較冷靜、質疑理性和客觀，對現代的一切優越性提出質

疑、多元論、去中心化、注重獨特性，重視文本間的關係而非因果性，認為相對

主義優於客觀性，片斷性優於整體、強調讀者的重要性。 

在後現代中，其實是拋棄作者、轉換文本和重置讀者的，強調多元論，且尊

重每個人的個體差異性，也重視文本與讀者對話的情況。知識的獲得有賴於對閱

讀的理解，從閱讀中我們可以很快覺知整個社會的變動與新知識發展的情形。因

此，個體必須是個有效的讀者，才能隨時學習新知，掌握社會的脈動。閱讀是一

種活躍的過程，讀者不斷建構意義，而能在書中找到自我。後現代閱讀的特色包

括以讀者為重、重視歡愉、缺乏歷史度。沒有壓力的閱讀較符合人性，閱讀若能

帶來其他的感覺或功能（例如愉悅等），自然更能吸引人從事閱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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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除了是終身學習的基本素養外，也是文化發展的重要指標。一個人如果

沒有閱讀習慣，很容易被排除在社會權力核心之外。台灣民眾休閒娛樂的動機或

目的，是決定閱讀與否的一個重要因素。台灣地區出版活動之蓬勃並不亞於先進

國家，但閱讀仍然未能進入人們的生活中，所以閱讀並不算普遍（葉乃靜，民 90）。 

閱讀動機、行為、喜好、閱讀資料來源、閱讀產生的影響是閱讀研究的重要

課題。在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Author）一書中，

以讀者為中心，宣布作者的死亡，否定作者至上的詮釋。 

文本理論認為，文本是獨立自主的客體，意義由文本自身顯現，與作者的心

靈、創作意圖無關，也與讀者的理解無關。它排除了作者與讀者的主觀性、隨機

性，認為文本自身是獲得意義的唯一途徑。 

文楚安則比喻：當我們看書時，把書打開，將書頁上的文字加以組織，這時

我們的理解中便會加入一種歷史的、特定的闡釋，使我們和文本融為一體（文楚

安譯，民 87）。 

Stanley Fish 在 1980 年所提出的論文結論是：讀者創造了他在文本中所看到的

一切（葉乃靜，民 90；文楚安譯，民 87），讀者由閱讀獲得的任何意義，並不是因

為文本的關係，而是讀者個人。 

讀者反應批評指所有以讀者為中心的文學理論與批評，主要受到德國接受理

論的影響（接受理論又稱為接受美學）。接受美學強調讀者的閱讀接受，認為書需

要經過閱讀才能實現為作品。在閱讀過程中，「客體」消失了，它進入讀者「至深

的自我」之中（葉乃靜，民 90），作品在讀者身上獲得生命。文本的意義全由讀者

個人意願所賦與。 

讀者反應理論主要強調文本不能脫離閱讀和反應的語境而單獨存在。讀者對

資料的解釋與運用，一定與個人歷史背景及生活情境有關。人們使用語言時，會

受某些傾向、興趣、關切所影響，而且這些因素事先會形成一個力場，任何語言

必須在此力場中找到運作的位置及方式，才可能產生意義。讀者在還沒拿起作品

來之前，便已經有某些預存的興趣和動機，建構了他所見的作品，創造了他在閱

讀過程中的感受，換言之，感受不是被動的對作品作出反應，而是主動的創造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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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經驗。 

詮釋的方式每個讀者各不相同，可能還互相衝突。因此，閱讀過程永遠是動

態的，文本有很多可能的意義，是藉由文本和讀者自身的特色之互動而建構起來

的。 

真正意義上的讀者乃實質性地參與了作品的存在，甚至決定著作品的存在（葉

乃靜，民 90；朱立元，民 86）。不同的歷史階段依各自的目的建構了不同的荷馬與

莎士比亞，都是透過閱讀過程造成的一種「改寫」。 

閱讀是一種讀者建構意義的活躍過程。閱讀的過程具有接受和參與的雙重意

義，且有創造性的詮釋。文本的寫作是固定的，但詮釋活動卻能發出新意。好的

讀物不一定是西方經典作品，而是符合讀者自己閱讀需要和喜好的。閱讀不見得

是要目標導向的，它可能是一種快樂的經驗。 

閱讀是蒐集、貯存知識最基本而踏實的方法。在後現代尊重多元化、重視讀

者的感受等思潮的影響下，通俗讀物隨著大眾文化的受肯定，也漸漸為社會所接

受。閱讀首先是一種感知或感覺行動，人們在這種感覺行動中認識語言符號，接

著將其轉變為概念或表象，進而結合為更大的意義。在閱讀過程中須運用許多心

理活動，像策略的規劃、重點評鑑與選擇、概念的連結、精緻化、預測、比較與

複習背誦等，其中以概念的聯結是讀者最常運用的心理活動。曾祥芹和韓雪屏（民

81）將閱讀細分為六個階段： 

1.認識詞義 

2.了解並能把握詞義 

3.了解並能解釋文章的內容含義 

4.了解作者的寫作意圖，並能批判性地分析作品。 

5.進行創造性綜合歸納，把自己已有的知識與透過閱讀吸取的新知識結合起

來。 

6.創造性地模彷作者的作品 

Sam D. Neill 指出，透過閱讀和理解的知識才是自己的知識，讀者只有將個人

的生活與閱讀的文字意義相連接，文字的知識才能產生作用（Neill，1992）。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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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讀者行為模式，書本中的理念及經驗可幫助我們描述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

尤其是較複雜層面的描述比電視或影片真實。讀者必須思考及想像，以了解文字

的意義，因此讀者是處於較用心的學習狀態。 

Kevin Pender（1983）則認為與文本互動後，讀者將書中真實或虛構的情節與

自己的心境「視為同一」時，能鬆弛緊張的情緒、成熟地看待自己，並能以較理

性的方法來解決自己的問題。 

葉乃靜（民 90）認為，獲得一般知識及將閱讀視為一種休閒活動，是最常被

提及的閱讀動機。而高雪錦（民 78）則將閱讀動機分為休閒娛樂、尋求資訊及獲

取知識這三種。德國的社會學者指出兒童青少年的閱讀動機為認識世界、了解自

己內心世界、與他人進行情感交流及充實自我這四種。 

Reijo Savolainen（1984）對於閱讀行為歸類為與實事有關的導向型資訊蒐集及

解決特殊問題的實用型資訊蒐集。 

Susan I. Swanton（1984）則指出，享受閱讀的原因包括：書本提供了讀者行為

模式，閱讀時是自由、有彈性、放鬆、安靜、有趣的、可逃避真實，使讀者產生

成就感，並能滿足個人興趣，是獨處或無聊時很好的享受，也比電視、電影更多

樣化、提供更多細節。 

其實閱讀是件非常個人化的事，很難對某一地區的人綜論出興趣或閱讀的種

類。對於閱讀的種類，根據研究發現：受訪者的生活興趣與閱讀興趣的關係程度，

在小社區中最高，教育程度與閱讀興趣的關係也是在小社區中比較明顯。高教育

程度者是比較可能的讀者；所唸的科系如果是比較實務性主題，其閱讀興趣偏重

在與生活相關之主題；高教育程度者則對個人生活以外的主題較有興趣（Lucas，

1992）。 

在針對老年人閱讀行為的研究指出，閱讀可幫助退休人員面臨退休後的一些

問題，如保持自我肯定感、金錢的運用、維護身心健康、確認生活中應扮演的新

角色。老年人對時事及世界各國相關資訊較感興趣，其次是健康的主題，雖然閱

讀是多數老年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他們卻很少利用圖書館（Ronami，1973）。 

資訊工業的優勢文化或稱為「二次工業革命」、「二次現代化」、「後工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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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文化」、「超資本主義」。人與電腦的二元關係中，網際網路既可以是具有

近用權（access）者的公共領域，也是交換個人隱私的直銷通路（陳明珠，民 90）。 

在後現代中，人機一體的新新人類稱為伯登族（protean）或賽伯客（cyborg），

他們的生活與網路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人與機器，不再是主、客體的關係，而

是互為主體的關係。賽伯客（cyborg）多樣的詮釋，與資訊文本的多義性（polysemy），

造就了網路多樣、豐富、差異與想像的意義空間。女性主義者 Haraway（1991）提

到：「賽伯客是網際組織中的有機體，是機器與有機體的混雜體，既是社會真實的

產物，亦是虛構的受造物。是虛構與生活經驗的個體。」賽伯客即是主體，藉著

近用虛擬空間的運作機制，來抗爭真實文化與社會中優勢的霸權體制。 

資訊傳播科技使得資訊無所不在、權力去中心化，並且增加參與互動性，它

的興起使商務交換更為活絡，私人領域延伸到公共領域，而進入新經濟關係

（Samarajiva & Shields，1993）。人們嘗試與全世界拉近距離，卻忽略了近在咫尺的

在地需求。 

反對資訊科技的新路遞族（Neo-Luddite）反對資訊科技所帶來的虛擬世界，他

們擔心閱讀書籍將成為歷史，面對面的人際傳播將逐漸消失，新新 e 世代逐漸沈迷

於網路的虛擬實境，而與真實世界越來越疏遠離。 

網際網路具有性別盲、膚色盲、種族盲、年齡盲等特性。Bell（1980）預測，

傳播服務的控制權即是權力的來源，而傳播的近用權則是自由的象徵。 

Rifkin（2000）宣稱，在超資本主義新紀元中，許多早期對於網際網路可能成

為一個大眾參與空間的期望，在網路媒體快速商業化的趨勢下已不復存在。網路

使用者為了取得網路空間的近用權，也就被迫暴露在大量的商務訊息物中（黃彥

憲譯，民 89）。誰掌控了網路空間的進出大門，誰就能在 21 世紀中掌握所有人類

的日常生活（黃彥憲譯，民 89）。 

 

2.3.4 使用者的資訊尋求行為 

1979 年，Melvin Voigt 和 Gerhard Hanneman 在「傳播科學的進展」（Progress in the 

Communication Science）叢書中指出，在資訊時代中，社會大眾對傳播過程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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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愈來愈重要。而資訊傳播專家的任務是在改進全世界人類對資訊的利用（傅雅

秀，民 86；Pemberton & Prentice，1990）。使用者的特性、使用資訊的情形、意見

及滿意度等的使用者資訊需求及資訊尋求行為（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的研

究，益顯重要。 

社會及行為科學家說，由於人類心理上有選擇性認知的現象，因而造成有效

傳播的障礙，閱聽人有足夠的力量控制傳播，可接受或拒絕訊息的傳達，因此現

代傳播較重視閱聽人的需求研究（傅雅秀，民 86；林東泰，民 76）。資訊是主觀的，

使用者可在不同的情境中主動建構資訊並作價值判斷，相同的資訊對不同的使用

者可能產生不同的意義。資訊的作用即在降低不確定性。 

L. H. Seiler 和 T. T. Surprenant（1993）認為，在 21 世紀虛擬資訊中心中，資

訊應具有完整性、組織性、相關性、可獲得的、有趣的及格式佳的特點。 

R. S. Taylor（1986）強調，資訊的價值以使用者為基礎，唯有使用者才能判斷

資訊的價值。 

T. D. Wilson（1981）指出，新理學家把人類的需求分成三種： 

1.生理的：生活、薪水、恐懼 

2.感情的：自我實現、權威地位 

3.認知的：學習新技術、智能的滿足 

資訊尋求行為除受到需求的影響外，還受到人際關係與環境因素的影響，例

如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環境。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理論認為資訊的概念是個人在時空中所創建的道理，資訊

是主觀的，是種個人的建構（傅雅秀，民 86；Savolainen，1993）。 

James Krikelas（1983）認為使用者是資訊傳播系統的中心，資訊可減少不確定

性的數據或事實，可以填補知識的隙縫、協助資訊需求者尋找道理，並可改變資

訊收受者的認知結構。 

Frederick Wilfrid Lancaster（1995）認為，使用者過去的經驗、搜尋資訊所花費

的時間和金錢、資料的可及性和是否容易使用等因素均會影響資訊來源的選擇，

技術熟練的人力資源才是資訊時代的本錢，而非資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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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年 John Ojo 針對 68 位醫師所做的研究發現，學歷高、經驗豐富、有在職

進修機會及積極參與專業活動者較常使用正式的資訊系統；而較閒暇者則較常使

用非正式的資訊系統。 

J.M.Kremer（1980）認為，選擇資訊管道的準則是易用、可獲取性、技術品質。 

L. N. Ikpaahindi（1985） 發現，資訊尋求和成就的需求有顯著關係，但和參與

以求表現的需求，以及和權力的需求無顯著關係。 

1987 年 G..P.Holmes 針對教師的研究發現，教師尋找資訊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時

間，影響資訊尋求的因素包括理想的資訊系統、可用度、資料新穎度及相關度、

適當的館員及即時提供資料。 

1989 年 S. M. AL-Salem 針對成人教育的教授的研究顯示，社會需求是資訊需求

的動機，工作環境與職務對資訊尋求有很大的影響。 

 

2.3.5 小結： 

網路閱讀行為基本上可視為資訊尋求行為的一部分，學者對於資訊性、科技

性、經濟性、情境性、需求性及個人性等六項網路閱讀行為特性的評價也正面多

過於負面，而後現代的閱讀觀點亦是強調以讀者為中心的出版觀，況且在網路世

界中，讀者、作者、編者及出版者具有角色互涉的特質，這是傳統圖書閱讀所無

法達成的。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發現，閱讀動機提供了了解讀者閱讀行為的若

干線索，而不同的職業、教育背景、年齡等人口統計變項上的差異亦決定了超文

本的使用性。因此，本研究研判，讀者研究將是往後網路出版研究的重心。 

 

2.4 使用與滿足理論 

「媒體使用與需求滿足」（Media Uses and Needs Gratifications）理論，一般簡稱

為「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理論。是 1974 年由 Katz, Blumler & Gurevitch

所提出，根據他們對「使用與滿足」所下的定義是：「基於閱聽人的社會和心理需

求，而對大眾媒體或其他來源產生期待，所引導出不同型態的媒體，因而導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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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滿足和其他結果。」（Katz, Blumler & Gurevitch，1974）。 

 

2.4.1 使用與滿足理論發展階段 

 

表 2.2 使用與滿足理論發展期 

期別 兒童期 青春期 成熟期 理論建構期 

年代 1940-1950 1950-1960 1970-1980 1980- 

屬性 現象描述期 變項操作期 解釋期 建構期 

研究焦點 以探討媒介內

容及功能為

主，並開始意識

到閱聽人特定

需求及動機對

媒體的影響。 

利用量化研究，

將變項予以操作

化定義，以社會

或心理屬性為自

變項；媒介暴露

型態為依變項。

研究途逕有二： 

公式化途逕：以

需求為出發點，來

探討媒介與其他來

源如何滿足閱聽人

的需求。 

實證研究途

逕：以滿足為出發

點，來建構閱聽人

的社會或心理需

求。 

學者各自發展出

理論架構：如

Galloway & Meek

的「期望模式」；

Lichtenstein & 

Rosenfeld 的「滿

足的期望價值取

徑」等。 

（資料來源）：游仕偉，民 90，網路電子書讀者之閱讀動機與行為研究。 

 

九０年代以後由於網際網路的產生，使得網路傳播成為另一項傳播研究學者

研究的重點，但 Kuehn（1994）、December（1996）及 Morris & Ogan（1996）認為，

「使用與滿足」理論模式仍是一套適用於網路傳播研究的理論。Willims, Philips & 

Lange（1994）更認為，「使用與滿足」理論是最適合用來解釋為何閱聽人會對新傳

播媒介產生興趣及關心的理論。 

Kaye（1998）在一項 WWW「使用與滿足」的研究中指出，新媒介的使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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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使用者擁有更多的自主權，透過這些選擇可以增加期望及媒介使用後的滿足感。 

Mi-yeon Hur（1999）認為，運用「使用與滿足」理論來研究網際網路，是因為

新媒介的出現會引發使用者潛在的動機需求及滿足的獲得，並且由於閱聽人的態

度是主動積極的，其使用媒介是滿足目標導向的。 

Ruggiero（2000）指出，大部分研究「使用與滿足」理論的學者都同意，新傳

播科技的研究重心仍以主動性與閱聽人為主，媒介的發展已從大眾產製、大眾消

費的型態轉變為區隔化和專業化。故，個人特性、社會臨場感和人際關係之間的

重要性便逐漸為學者所重視（林呈達，民 90）。 

 

2.4.2 使用與滿足研究的特色 

1. 使用與滿足理論的基本假設 

在國內學者江欣怡（民 88）、林呈達（民 90）、游仕偉（民 90）及吳筱玫（民

92）的整理研究中提及，使用與滿足理論的基本假設為： 

（1）閱聽人是主動的，其使用媒介來滿足需求，但不受媒介影響，也就是傳播過

程中，媒介的使用與需求的滿足需靠閱聽人來加以聯繫。 

（2）閱聽人的媒介閱讀行為是有目的的，他們基於心理或社會需求，而想藉使用

媒介來滿足需求。 

（3）大眾媒介必須和滿足需要的其他來源（如人際關係等）相互競爭，因為大眾

傳播媒介所能滿足的需求，只是人類需求的一部分。 

（4）閱聽人會因為需要的被引發而選擇使用媒介 

（5）媒介閱讀行為能滿足閱聽人的多種需要 

（6）僅由媒介內容很難預測閱聽人的滿足類型 

（7）無論任何時間，媒介的特性幾乎決定了閱聽人需要的滿足程度 

（8）閱聽人獲致滿足可來自媒介內容或媒介閱讀行為的發生情境。 

（9）閱聽人是理性的，他們很清楚自己的動機及需求，並能清楚表達，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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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資料的搜集上即得自於閱聽人的自我報告。 

2. 主動的閱聽人 

早期的研究都不重視閱聽人在傳播效果上具有的說服力。但 Baucer（1964）提

出「頑固的閱聽人」的說法，認為閱聽人經常會主動的選擇、處理、消化、解釋

所使用的媒介訊息，也就是說，研究取向在於「閱聽人如何處理訊息」（What can the 

audience do with the message），而不是「訊息能對閱聽人做什麼」（What can the message 

do to the audience）。因此，本理論的最基本前提即認為閱聽人是主動的（Blumer，

1974；田文輝，民 81），其意涵為： 

（1）有用性（utility）：閱聽人會選擇對他們有用的某種媒介。 

（2）目的性（intentionality）：人們使用媒介受以往動機引導。 

（3）選擇性（selectivity）：經過選擇的媒介可反映出使用者的興趣及偏好。 

（4）不輕易受影響。 

3. 異於傳統的效果研究 

早期的傳播效果研究是以人的傳播行為為獨立變項，而以態度或行為的改變

為依變項。使用與滿足研究的重心則為：以人的需求或動機為獨立變項，而以傳

播行為為依變項。 

至於使用與滿足的研究價值，林呈達與游仕偉均取材自 Swanson 於 1979 年提

出的看法，認為： 

（1）重視實質的概念及理論探討，導正早期傳播研究重統計資料而輕研究理論的

缺失。 

（2）站在閱聽人的角度來探討傳播行為，改變過去刺激－反應的研究習慣。 

（3）藉著了解使用媒介的動機與滿足情形，可測知閱聽人的傳播行為變遷。 

另外，游仕偉與吳筱玫皆轉引用了翁秀琪在 1996 年對使用與滿足研究所闡述

的意義為： 

（1）過去注意的是態度變遷和勸服，現在注意的是閱聽人的需求與滿足。 

（2）過去由傳播者和訊息內容來主導，現在則變為閱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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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過去的自變項是傳播行為，應變項是態度或行為的改變。現在自變項變成閱

聽人的需求、動機，應變項則為媒介使用。 

（4）屬於長期效果研究 

（5）是功能研究：從個人角度探討大眾傳播媒介對個人產生的效果為何。 

使用與滿足理論一方面具有功能論的色彩，另一方面也表現出理性與個人主

義。但仍然遭致許多批評，例如太過倚賴閱聽人的自我報告，對於需求與動機沒

有明確的定義；不重視媒介內容；忽略媒介的社會責任；過度重視個人資料，導

致研究結果不易推論到整個社會層面；「閱聽人會主動尋找資訊」這個前提與「人

的動機受制於基本需求及社會經驗」的基本假設相互矛盾。媒介使用以外的行為

（如拜訪朋友），可以滿足社會接觸的需求。而媒介使用可能會對個人與社會產生

不利的效果，人從媒介獲得的滿足亦可能會受到社會與個人差異的影響，而與動

機無關（楊志弘、莫季雍，民 85）。 

因此有學者便提出質化的使用與滿足研究，來同時研究閱聽人與媒體文本，

以詮釋使用與滿足的歷程。1984 年 Levy & Windahl 便提出以選擇性、涉入感及實

用性來測知閱聽人對媒體接觸前、使用中及接觸後的傾向。其中之選擇性是一種

決策行為，其選擇的理由有時並不明顯；至於涉入感則是一種對資訊的詮釋、評

估、解碼及意涵的產出等心理過程；實用性是指閱聽人所認定的社會或心理上的

實質收穫。其研究模式如表 2-4（吳筱玫，民 92）： 

表 2.3 閱聽人接觸媒體之研究模式 

閱聽人傾向 接觸前 使用中 接觸後 

選擇性 選擇性的接觸 選擇性的理解 選擇性的記憶 

涉入感 對媒體接觸產生期

望 

‧專注 

‧意涵的產生 

‧社會互動 

‧認同 

‧長期的認同 

‧幻想化 

實用性 交換的形成 滿足感 ‧使用話題 

‧意見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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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enna & Bargh 更在 1999 年將上述這個概念加以應用於網路社會的互動架

構：（吳筱玫（民 92）轉引述自曾懷瑩，民 90） 

（1）上網前（動機階段）：使用者想透過社會互動來滿足哪些社會或心理需求？ 

（2）上網時（過程階段）：比較網路互動和傳統互動的異同 

（3）上網後（效果階段）：網路的社會互動對個體所產生的影響 

 

2.4.3 使用與滿足的研究架構 

從八０年代至今，曾有許多學者發展出不同的研究操作模式，其中最常被引

用的是 Rosengren（1974）的「概括模式」（林呈達，民 90；游仕偉，民 90；吳筱

玫，民 92）；而 Palmgreen 等人提出的「使用與滿足整合模式」則較為完整。 

 

 

 

 

 

 

 

社會結構（包括媒介結構）

基

本

需

求 

察覺問題 

想出解決方法 

動

機

媒介行為 

其他行為 

滿足或

不滿足 

個人特質（如心理結構、社會地位、生

活歷程 

圖 2.2 Rosengren（1974）的使用與滿足研究架構 

 

Rosengren（1974）的使用與滿足研究架構中將人的基本需求產生因素分為社會

結構及個人特質，模式中促使閱聽人使用媒介的基本需求為來自 Maslow 需求理論

中的自我實現、尊重、愛與隸屬感這三層，當需求產生時，個人即會面對問題尋

求解決的方法，而有採取行動的動機，進而產生選擇媒介的行為，這時，使用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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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所需花費的時間、媒介內容與接觸媒介之間的關係，是閱聽人考量的焦點。然

則，閱聽人也可能選擇其他行為，例如為了滿足社會接觸的需求，可藉由人際間

的直接溝通來達成。當需求獲得滿足時，則繼續使用，反之則停止。由於媒介使

用對個人與社會所產生的效果可能有利或不利，因此，需求獲得滿足與否都會再

回饋到個人特質與社會結構。（游仕偉，民 90） 

 

 

 

 

社會與文化結構 

媒介結構和科技 媒介內容 

習慣

性的

媒介

行為 

（其他媒介與

其他選擇的）信

仰與期待 

察覺

需求 

顯著的

價值與

態度 

尋

求

滿

足

傳

播

行

為

使用媒介

非媒介活

動 

效

果 

獲得滿足 

非媒介活動

其他結果 

1.認知的 

2.情感的 

3.行為的 

個人特質（包括社會地位、環境及心理特徵等） 

 

 

 

 

 

 

 

 

圖 2.3 Palmgreen（1985）等人提出的使用與滿足整合模式 

 

Palmgreen（1985）等人提出的使用與滿足整合模式中滿足是回饋的，並且滿足

的獲得受到社會文化結構及個人特質的雙重影響，個人的需求起源於社會、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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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且個人的需求會導致不同程度的滿足效果。這個模式有一個重點是首次將

媒介結構與科技、媒介內容都包含進來。 

有些學者則將滿足分為「立即滿足」和「延遲滿足」；另外也有將之分成「資

訊╱教育滿足」和「幻想╱逃避滿足」。而媒介的功能在於守望環境、協調社會各

界對環境的反應、傳遞社會遺產及娛樂。至於負面功能則有麻醉人心、強化順從、

阻礙次文化的多元性及傷害精緻藝術。 

McQuail（1994）等人將媒介與個人互動的類型分為轉移、人際關係、個人認

同、監視環境等項。 

Katz 等人（1974）則將個人接觸媒體的需求分成認知、情感、社會整合、解除

緊張需求這五大類。他們發現，「非媒介來源」（包括朋友、假期、課堂聽講、工

作）比大眾媒介更能令人滿足，但是如果個人的社會距離或心理、物理距離越大，

相對的，媒介對他就越重要，整體而言，朋友要比大眾媒介更能滿足個人的需求

（羅世宏譯，民 81）。與媒介有關的個人需求並非由媒介產生，這些需求早在大眾

出現之前即已存在，所以應視為個人整體需求的一部分。 

關於社會文化結構及個人特質部分，可以國內學者沈文英（民 85）就使用與

滿足過程中的社會文化與個人認知心理層面的分析予以說明。在社會文化層面，

Gurevitch & McQuail（1974）針對英國成人媒體滿足的社會來源，以因素分析獲得

四種媒體滿足型態：守衛、好奇、變化多端、個人認同。其研究設計是以社會背

景因素，如：地域流動、組織認同、不同的社會接觸機會和不同的工作情況，來

解釋媒介滿意程度的差異。並將社會背景變數在媒介滿意上的衝擊重新組合成三

個經常被引用的類別： 

1.社會規範影響：基於生命週期定位或是社會結構地位等引起特定的需求或期

望。 

2.便利因素或需要補償因素：社會分配的人生機會有兩種不同的可能性，其一

是由有助於獲得更高媒介使用之參與經驗因素所組成；其二是來自缺乏這些

機會或能力而希望補償需求。 

3.主觀調適：個人對他所處的社會環境（如職業或角色的滿足）主觀的反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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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從心理認知來看，受眾需求與滿足一直是受眾「主動」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

Swanson（1979）指出，認知過程與「主動的受眾」有關。大眾傳播內容之訊息並

非由傳播者所賦與或由研究者所認定，而是由在認知過程中能主動組織及解釋的

受眾所創造，所以典型的「使用與滿足」研究設計，除了需求、目標或期待媒介

暴露、暴露結果等階段外，尚需包括訊息的解釋及創造意涵的認知活動。   

在八０年代，各式新媒介出現後，研究者的研究興趣開始轉向新媒體，包括

有線電視、電子布告欄、全球資訊網等（羅美玲，民 88 ）。有越來越多的學者將

使用與滿足理論概念帶進新傳播科技的範疇。 

Kaye（1998）在 Web 閱讀動機的研究中，發現 Web 閱讀動機和觀賞電視的動

機類似，其閱讀動機包括娛樂、社會互動、打發時間、逃離、資訊和網路喜好。

羅美玲（民 88）研究電子報閱讀動機，共萃取四大因素：網路特性、打發時間/逃

避、社會互動、尋求資訊/省錢。 

電腦網路的使用需要某種程度接近使用及學習過程，才得以進入傳播系統中

（蘇芬媛，民 85）。國內外對電腦網路使用情形的研究，發現使用者多為高知識分

子，有其需求才會去使用次項新傳播科技（羅美玲，民 88），所以更需要使用者本

身的主動接近。 

Blumler（1979）、Katz, et al.（1974）、Ralmgreen, Wenner & Rosengren（1985）等

學者便對使用與滿足理論重新加以修正並提出客觀的詮釋，明白指出社會地位、

角色、情境等在傳播媒體的使用過程中，亦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自教育心理學的角度來看，動機（motivation）是影響個人產生學習行為的內

在因素（張春興，民 83）。 

據歐陽闔、蘇怡安（民 91）針對國小教師網路閱讀動機及滿意度的研究，顯

示不同性別國小教師在各項網路閱讀動機因素上沒有顯著差異；不同年齡的國小

教師在網路使用的社教及娛樂動機上有顯著差異，愈年輕的教師其動機明顯高於

年紀較長者。接觸網路時間為 3 個月以下的國小教師，社會化動機因素的強度高

於接觸網路時間較長者。在社交動機因素上每週上網時數越長，其使用網路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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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動機越強，且顯著高於每週上網時數少的教師。網路使用的滿意項目依序為「尋

找相關教學教材」、「提升個人專業成長」、「了解時事新聞」、「接受最新教育動態、

政策」、「代替其他溝通管道」。不滿意項目依序為「尋找刺激」、「結交朋友」、「因

應家長要求」、「參加各地舉辦的網路競賽活動」、「無聊、打發時間」。不使用網路

的原因，以「教學負擔重、無多餘時間」為最多，其餘為「快退休」、「兼任行政

工作、無時間」。當網路使用有較長時間的允許下，同時教師主要的閱讀動機（專

業成長及獲得最新訊息）也獲得滿足，教師亦會將多餘的時間使用在網路上提供

的溝通功能，如收發信件、與他人聯絡等。 

蕭銘鈞（民 87）對網路閱讀行為、閱讀動機與滿足程度間的各種關聯性進行

探討，發現網路閱讀動機愈強，對網路使用滿足程度也愈高。網路成癮者的網路

使用最大動機為「社會性閱讀動機」的「與遠方友人接觸、保持連絡」，且網路成

癮者較依賴人際關係。 

謝靜慧、楊淑晴（民 90）針對大學生網路使用態度與行為所做的研究發現，

男女在電腦閱讀行為上的差異可能不夠明顯，網路的匿名機制可使某些平常於公

共場合沈默者有另一種表達意見的管道，亦會影響其網路閱讀行為。研究亦發現：

學生在經營網路人際關係的著墨要比經營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來得深，引發使用

者具有雙重人格之問題，當網路的應用深入人們的生活時，這樣的雙重人格會不

會引起生活型態上的改變，值得後續深入討論。 

 

2.4.4 小結： 

使用與滿足理論的發展始於 1974 年，其特色在於「主動的閱聽人」的假設，

認為閱聽人會有目的的選擇有用的媒介加以使用，且不輕易受影響。而以理論研

究的觀點來看，它一改過去由媒體主動發出訊息刺激閱聽人以得到反應的模式，

是站在閱聽人的角度來探討傳播行為。因此，到了 1990 年代網際網路的出現，即

有傳播學者認為使用與滿足理論是最適用於研究閱聽人對新的傳播科技之使用需

求與滿意度的理論。Rosengren 及 Palmgreen 等學者並提出包含需求、動機、媒介

行為與滿足度等變項的研究操作模式，而 Palmgreen 等學者更將媒介結構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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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內容都含括進來。但根據本研究整理發現，國內外學者在從事閱聽人使用與

滿足研究時，較傾向於 Rosengren 的架構模式，因為 Palmgreen 等的架構雖較為多

元周延，但益顯複雜不利操作。套用使用與滿足理論在網路閱讀行為、動機與滿

足程度的研究上，學者研究歸納出娛樂、社會化、自我成長、社交及逃避等動機

因素，而就這些動機因素，不同的人口變項有不同之滿意度。但亦有研究指出網

路閱讀動機因素越強，網路使用的滿足度也越高。本研究期望在過去學者於使用

與滿足的理論架構下的研究發現為立論根基，進行「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

的使用與滿足研究。 

 

2.5 科普期刊發展現況 

2.5.1 科學的發展 

達爾文曾說：「錯誤的事實因為持續長久，對科學進步有高度的傷害性，但是

錯誤的假設卻沒有什麼危害，因為大家都很高興能證明它是錯的。一旦做到這一

步，一條通往錯誤的路便被封死，而常常一條通往真理的路就此打開。」科學理

念一旦內化成思想、態度，顯於外的就是理性的行為；科學知識則有助於面對現

代物質社會的種種現象時，提供一些判斷的基礎（林榮崧，民 89）。 

科學家通常背負著納稅人的期許，運用公共的資源，在提供人類認識客觀世

界的基礎上，從事科學研究。科學家研究的成果透過科普刊物這種溝通載體的呈

現，即是檢討科技成果最有效的管道，讓有意願的納稅人有機會對科技的發展做

一番檢視，並可以閱讀科普以推想未來。科普寫作「分享」資訊便成為很重要的

動機（李國偉，民 89）。科學發展對科學家而言是一繁複抽象、精準嚴謹的過程；

一般人來說科學則是深奧難懂、疏離冷僻的學問。因此，科學普及的目的正是要

彌補科學發展所導致的裂隙。 

科學是人類智力的最高表現，對科學的無知就等於是對現代社會的無知（Snow, 

1960）。而根據辭海的解釋，科學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識體系。而科學與

人文的區別在於，科學是在研究物件以外的研究；人文則是把自己放在研究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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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的研究和表現。 

1893 年康有為首先使用了「科學」一詞；1896 年，嚴復翻譯《天演論》及《原

富》時將「science」譯為「科學」。 

科學素養有實用性、公民的及文化的科學素養這三個階段性層次（陳恒安，

民 92）。 

1 . 實用性科學素養：與生活結合的科學知識。 

2 . 公民的科學素養：具備民主社會公民應有的知識，以有能力參與各種科學議題。 

3 . 文化的科學素養：視科學為人類文化的成果之一，讓人們更了解身處的自然界。 

科學素養還應包括科學精神、科學態度和科學方法，若現代人具備科學素養，

則不僅能提高其生存競爭能力、增進人際互動關係。沒有恰當的科技傳播理論和

高效的科技傳播體制，就無法培養高科學素養的公民，也就不可能有現代科技發

展和文明進步的持續推動力（楊愛華，民 93）。20 世紀 60 年代，美國傳播學家奎

包姆在《科學與大衆媒介》中說：民主社會和國家政策的有效性端賴公衆具有較

高的科學素養。 

1957 年一項針對美國民眾對科學與科學家的態度所做的調查顯示，有 83﹪的

人認為科學可為人類帶來福祉。而美國政府於 1972 年與 1998 年所做的研究結果，

也分別有 30﹪與 53﹪的人相信：科技終究會解決人類所面臨的問題（陳恒安，民

92）。科學是對抗不理性的最好來源，而科技則具有個人身份認同的功能，也促使

社會整合與社會階級（McGinn, 1991）。 

在「2001 年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結果顯示，除了正規教育外，大眾獲取科學

技術資訊的主要管道依序為：電視（82.8％）、報紙和雜誌（52.1％）、人際交談（20.2

％）、廣播（10.9％）、圖書（5.2％）、網路（1.6％）。然而從電視獲得的只是一些

提示性的科學技術資訊，報紙和刊物能讓受眾有更深入的了解（林建華，民 90）。

儘管以網路為科學訊息獲得來源的比例最低，但網路開始顯示影響力，是值得注

意的進步。 

這份報告的數據亦顯示，學生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例最高（11.42％）；其次

是專業技術人員（6.29％）；有 20％的學生和 16％的專業技術人員把圖書作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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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科技資訊的主要管道。 

 

2.5.2 普及科學的特性 

普及指的是運用廣泛的傳播，將人類已經掌握的科學技術，為一般人了解和

運用；另外，普及也有通俗的概念，具淺近、適合大眾的意涵。Lasswell（1948）

提出，普及即是普及者將要普及的內容，透過可以讓大家了解的管道，傳達給一

般大眾。評估普及率要考慮到深度及廣度。廣度是指接觸該刊物的人數多寡；深

度則指的是刊物的影響程度，例如老師將書中的訊息傳遞給學生，雖然學生並未

親自閱讀該書，但書中所欲傳達的科學訊息早已被普及。 

普及科學的意義是將人類已經掌握到的科學與技術技能，以及先進的科學思

想與方法透過各種方法與途徑，廣泛地讓大眾了解（章道義，民 72）。科學普及即

在幫助人類了解世界，並培養一般人的科學精神及科學方法（江欣怡，民 88）。真

正優秀的科普，目的不在提高科學，而應當儘量將科學往下降到知性創造活動及

科學與人類這個層次（南方朔，民 89）。 

從廣義上講，科學傳播就是科普（史曉雷，民 93）。西方學者將科學傳播分為

三個階段。在 20 世紀初到 40 年代之前，科學傳播的特徵是：書籍、報刊、廣播等

傳 播 媒 體 中 關 於 科 學 技 術 的 內 容 大 量 增 加 ， 這 一 階 段 稱 爲 「 科 學 普 及 」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第二個階段是科學技術的傳播從過去單純的科學技術

普及轉向公衆理解科學技術，這種關係稱爲「公衆理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Science，簡稱 PUS），在這個意義上，科學和公衆之間更接近 Understanding 的本意，

科學和公衆之間形成了互動的關係；第三個階段才真正實現了公衆的主體性認

識，而且有了量化的標準「公衆科學素養程度」對科學傳播的效果進行衡量。 

在 W. Schramm 所做的調查中，美國民眾離開學校後的科學知識來源主要為大

眾媒介；1985 年美國的一項調查也顯示，科學素養高的成人從看電視、看雜誌、

參觀博物館等方式汲取大量資訊。因此，大眾媒體是很好的科學普及管道。 

Cronholm & Sandell（1981）曾經研究，科學家、大眾媒體與記者、閱聽人的興

趣與習慣、資訊的內容及其設計是影響科學資訊傳播的 4 項因素；謝瀛春（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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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科學傳播的發展歸納為：科學與媒介、科學作者、科學寫作、科學消息的傳

播、科學家；江珍賢（民 79）則認為普及科學是提供給非專家的一種科學；江欣

怡（民 88）認為科學普及指的是傳播者將經由簡化的科學知識，以不同方式，經

由不同媒體將科學知識傳達給所設定的閱聽眾的過程。 

閻沁恆（民 62）針對科學報導可讀性的研究指出，由於專業名詞多、文字不

夠淺顯、譯文不通順、段落及句子太長、標點符號錯誤，都是傷害可讀性的因素；

Burkett（1974）則認為科學作家應掌握的寫作標準為簡捷、易懂（但避免迎合讀者）、

以圖示來增加理解、新知的接受度、區辨不同的科學家（如生物學家或地理學家）

及只描述科學定律，但不給予因果解釋。 

根據消費者文教基金會於 1998 年公布的一項收視調查，Discovery 頻道名列經

常收視的第二名。此說明了閱聽人經由大眾媒體接近科學消息的頻率很高。 

 

2.5.3 科普刊物的發展 

科普刊物做為科學普及的利器，具有幫助民眾了解科學基本概念，作為持續

接觸科學新知基礎的功能。科學本質的多樣風貌，也拉近了民眾與科學之間的關

係，進而了解科學的應用、對社會的衝擊及可能的限制，並喚起民眾積極參與公

共事務（黃俊儒，民 89）。 

一本科學刊物的最底線，是不能使人讀完後，反而消減科學的趣味（戴志成，

民 89）。科普刊物引人入勝之處在於以科學的文學面向，運用圖文並茂、深入淺出

的寫作技巧，就單一主題之多重構面，讓作者現身說法，並加上大量比喻來呈構

科學的面貌（葉李華，民 91）。 

科普刊物是一種科學知識與文學素養的綜合體，與其他傳播管道相較，科普

刊物中較詳盡的科學知識可以讓讀者獲得較全面的知識，而且平面媒體易攜帶、

保存的特性也增加讀者接近科普的機會（江欣怡，民 88）。 

Gannon（1991）認為科學作家除了以引述、描述或戲劇性的技巧將複雜的理論

與系統，呈現給原本就認為這些資訊是有價值的讀者，更要吸引不需要這些資訊、

容易對這些資訊感到厭倦的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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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Gruning（1980）將溝通行為分為被動的資訊處理和主動的資訊追求，他

認為資訊需求是種資訊失調狀態，而尋求資訊則是為了提高對環境的控制能力，

對於問題認知的強度、資訊障礙的大小、涉入問題的強度等變數，均會影響解決

問題動機的強弱，於是造成被動的資訊處理和主動的資訊追求之不同。他並發現

科學家很少直接向非科學家傳播科學資訊，而是經由通俗科學作家、媒體科學作

家和媒體編輯，將重要的科學資訊以較通俗的文筆，向讀者傳播，藉以減低科學

家與民眾的科學資訊差距（傅雅秀，民 86）。 

實際上，科學普及有其困難之處，由於科學乃屬高度專業之學問，科學家多

半願意將其研究成果發表在專業期刊，對於通俗科學出版則較不認同。另外，以

讀者的角度而言，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並不會用到專門術語，而且科學內容的艱

澀難懂也不具調劑生活的功能，除非涉及市場供需性，例如有關人們切身的保健

議題、天文現象大發現所引發的新聞話題等。（Ashby，1960；Burkett，1974；Cronholm 

& Sandell，1981；謝瀛春，民 80） 

根據對報紙讀者的研究，年紀較輕、家庭收入在平均水準以上、修過科學課

程、具領導者、都會區的居民對科學較感興趣。一般而言，熱愛科學新聞的讀者

也關心其他新聞，尤其熱衷知性新聞（Tichenor，1976；江欣怡，民 88）。但是需

注意的是，有些人在接受到科學資訊時，會對某些新資訊產生焦慮而予以拒絕。 

科普刊物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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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科普刊物定義表 

提出者 年份 定      義 

張之傑 1984 以普及科學為目的的期刊雜誌，以不同的通俗方式使一般讀

者易於吸收。 

王一川 1990 指具有科學技術內容，並用文學形式表達的作品，具有通俗

易懂、生動有趣的特點。 

章道義 1994 科學家根據一定的觀點與社會上的客觀需要，從大量的科學

素材中選取一定的材料，經過提煉加工而後創造出來的作品。

陶世龍 1983 科普作品在內容上，必須具備科學性、加強思想性、通俗化、

被群眾喜聞樂見。 

江欣怡 1999 以通俗的文字寫成，來傳達科學知識的書籍，不是一般的教

科書、參考書，也不包括兒童方面的書籍。 

 

科普出版業的興盛現象，正是代表科學慢慢從過去的象牙塔解放出來，科學

不單與大眾接觸，更開始以大量生產、標準化的模式，試圖擴散它的影響力及銷

售數字。科學從過去的菁英文化走向公眾，從目前出版社以媒體形塑大眾對科普

刊物的印象，以刺激大眾閱讀的情況來看，科學普及活動將會與商業結合，並可

能從中延伸科學文化工業的許多問題（江欣怡，民 88）。 

現代科學的發展使學科劃分越來越細，科學家們往往只專精於個別的研究領

域，對其他學科甚至本學科的其他領域都不甚了解。而限制了科研人員的成就。

閱讀科普刊物正可以彌補此一不足，並且科普刊物對一般大衆來說同樣具有很高

的價值（林磊，民 93）。 

根據劉兵（民 93）的看法，科普出版物目前的問題是缺乏優秀的原創作品。

在傳統的科普創作理念中，大多單向地向讀者灌輸具體的科學知識，而較少顧及

科學相關的文化內容及科學的有趣面。科學家在受教育的過程中，主要以科學教

育為主，人文素養的培育並不受重視，但科普工作卻離不開人文素養。國外有許

多優秀的科學作者（sciencewriter），專業從事科普創作，他們不僅專業從事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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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還必須有良好的人文及科學素養，還要具備寫作的才能，並熟諳科普

創作的專門技能。 

在國外，除了一般讀者之外，甚至非本專業的科學家也都可以是科普讀物的

讀者。科學發達使人們對科學產生更大的興趣，而科學知識水準較高亦使得有能

力閱讀科學著作的人更多。 

戴吾三提到，有些著作只是將專業知識簡化，並未融入人文因素，因而在大

眾中的影響很有限，尤其是趣味性方面（ 張弘，民 93）。 

科學與美國文化之間在七０年代末經歷了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在這個階

段，科學成爲公衆文化討論中必不可少的重要話題。1978 年以後，科普刊物的銷

售量越來越大。「大衆科學」讀物在某種程度取得了讀者的信任，具有以下重要的

意義： 

1. 科普刊物在科學本身的研究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科學傳播範圍」的概念強調

的就是各種不同傳播方式之間的相互反饋，資訊的交流將各種傳播管道連接在

一起。 

2. 將公衆吸引到科學中來。 

3. 日常文化中的主流思想被注入了科學的內涵，科普刊物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科

學和文化的結合體。 

4. 某些科學問題會成爲公衆討論的議題之一。 

科普刊物能夠開創科學文化和更爲廣泛的大衆文化結合的新社會文化。科學

和社會不能單獨存在。科普刊物提供了一個在現實、物質方式中相互作用的例子。 

科普文章需要深入淺出而又「拷貝」不走樣的能耐（中國科普網，民 92），寫

作的人既要懂得科學並有能力跟上科學發展的腳步，又能將所獲得的科學新知用

公衆能夠理解的方式表達出來。「公衆理解科學」的說法，強調科學家（或專家）

與公衆的平等、雙向對話；強調普及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強調科普

文化性、娛樂性的內涵。近年來科普中的文化性和趣味性經常被加以強調，知識

普及思維訓練仍然是科普的主旋律，科學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面，獲得必要的科

學知識和思維能力是現代人跟上社會潮流所必須儲備的。主題可以很廣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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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換各種招術以吸引讀者的關注，但科普的核心仍是知識和思維。 

科普工作是公益性事業，不僅要考慮經濟效益，更要考慮社會效益、提高人

們的科學文化素質和其他的問題。它是全社會的責任，而不只是從事科普工作的

部門和人員的責任。這一點在美國非常顯著，不僅僅是聯邦政府網站，其他公益

型單位的網站同樣也少不了科普。 

美國幾乎所有的政府機構都設有官方科普網站，其特點是鼓勵實際參與性，

充分利用瀏覽者的好奇心，激勵人們對科學的熱情（中國科普網，民 93）。並強調

及時性，隨時根據科技的發展和變化更新網頁，例如當火星探測漫遊者即將到達

火星時，NASA 即時推出“M2K4＂漫遊紅色行星的網頁。美國政府網站的科普教

育網大多都是爲孩子們設的，而且根據不同年齡的孩子設計不同的網頁，通常有

很多卡通圖畫和悅耳音樂。多數網站還設計了讓孩子們親自動手、動腦參與的計

畫。 

在美國太空總署(NASA)發射的「勇氣」號火星車於 2004 年 1 月 4 日進入火星

大氣層前，NASA 的官方網站「NASA 搜尋」即開始普及火星探測的知識。2004 年

9 月 26 日在 NASA 更新的「經歷全新視角的學習」網頁中與學生們探討太空生活、

開發銀河系、與太空人見面等話題。 

    在 NASA 網站上還有「探測者學校搜索引擎」，該網站隨時更新，包括「學生

們：加入 NASA 的陸地工作隊伍」、「太空人學校」、「與太空人會面」、「在太空中

生活」等網頁。隨著火星探測的深入，網站還設置了「火星開發漫遊者任務」欄

目，介紹「勇氣號」火星車的最新照片，而且號召學生們探測更多太空的事情。 

中國目前已有的近 60 萬個網站中，有數千家網站涉及了科普的內容，但專門

從事科普的網站只有幾百家，主要是一些非盈利性機構網站、個人網站和教育科

研網站（中國科普網，民 93）。 

科普網站普遍存在原創作品與轉載資訊比例嚴重失調的現象。許多科普網站

內容大致相同，致使資訊開發工作重複，浪費資源，以致資訊質量難以提高，形

式上鮮有創新。另外，科普資訊形式的多樣性體現不夠充分，目前，網路科普普

遍形式大多停留在單一靜態文字及圖片上，網路資訊是否對網民形成有效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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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有待觀察。而網民年齡結構主要是 35 歲以下年輕人的特性，亦未受到網路科普

的注意，致使內容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因此，科普網站要突出科學、有趣、時

效和互動等特色，從選題到設計，都要圍繞著科學知識、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

科學精神來加以發展。要培養受衆的好奇心，使傳統科普的單向傳播走向互動過

程，使單純灌輸科學知識的方式走向科學方法、科學技術的綜合實踐。 

對網路科普規律的認識還有待深化，將網路與科普結合的潛力優勢還沒有充分

發揮出來，束縛發展的機制、人才、觀念等障礙還沒有完全解決。 

 

2.5.4 台灣科普刊物的發展 

過去台灣社會中的科學幾乎無法在大眾文化中擁有一席之地。《台灣科學》是

第一份科學刊物，創立於 1947 年，由於政治的變動，許多科學家播遷來台，助長

台灣的科學普及活動。50、60 年代是台灣科學發展的停滯期，到了 70 年代，《科

學月刊》的創刊，被視為台灣科普發展的一個里程碑，90 年代台灣牛頓雜誌的創

立，也是一個轉戾點，而 90 年代出版的科普刊物，則不僅在內容上開始展現人文

關懷的面向，在寫作上也開始用許多軟性的寫作手法表達科學知識，此時期的科

普刊物除了科學知識之外，更結合了歷史、文學、地理等知識，成為一種特殊的

科普形態。同時，90 年代代表公部門的科學類博物館，在國家有計畫的文化推動

下，不僅掀起博物館運動的熱潮，也為本土科學研究普及化開闢了新路，例如 1986

年創刊的「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簡訊月刊」即承載了本土科學家科普創作的希望。

二十一世紀的科普期刊新貴以「科學人雜誌」中文版為首，於 2002 年創刊，將二

十世紀的人文關懷具體落實在生活科技層面。 

以目前台灣的科普出版市場來看，由於台灣離開科學最前沿知識創生尚有一

段距離，致使許多科普刊物都為翻譯書，書中夾帶的西方哲思易與我們的文化背

景有所扞格，而如何使創造性思維在我們的科學領域中發生啟蒙作用，以及科學

邊緣國對科學中心國特殊的依賴所形成意識形態的問題，均為發展科普出版需面

對的問題。 

近幾年新類型的科普出版品逐漸有了科學文化的傾向。將科學與其他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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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領域的知識結合，用文學的手法寫科學，成為一種風潮。目前國內的科普出

版市場以翻譯為主，其弊端在於作者將外國思潮等灌輸給讀者，易產生水土不服，

致使本土意識無法發展。 

由於資訊科技的爆炸性發展，促使國內出版界自 90 年代即陸續加入電子出版

的行列。根據本研究整理，目前國內網路科普刊物情況，其出版模式可概分為以

紙本為基礎發展之網路科普刊物及獨立發行之網路科普刊物。 

1. 以紙本為基礎發展之網路科普刊物 

在「通俗科學網」整理之科普雜誌資料庫網站中，若以其營利屬性加以區分，

可分為商業性網路科普刊物，包括「科學人網站」、「牛頓科學網」、「科技時代」、

「生技時代」、「大地生活網」、「國家地理雜誌中文網」、「中國國家地理雜誌」、

「AquazooNews」、「健康 e 世界」、「康健雜誌」及「長春月刊」等 11 個網站；非商

業性網路科普刊物，包括「通俗科學網」、「科學發展網」、「科博館簡訊月刊」、「大

自然季刊」、「科學研習月刊」、「台北星空」、「自然保育季刊」、「動物園雜誌」、「癌

症新探」、「大家健康」、「發現月刊」、「科普知識」及「國研科技」等 13 個網站。

其特性為： 

（1） 紙本期刊再利用。 

（2） 免費使用。但商業性電子期刊有促銷紙本期刊之意圖，例如「線上訂

閱服務」選項之提供。 

（3） 過期期刊內容成為資料庫資料之最佳來源。加以整理成不同專欄再呈

現，不同的排序組合創造更豐富的網頁呈現方式。 

（4） 對當期期刊的處理，商業與非商業容或不同。商業科普網站只提供目

錄、摘要或少部分內容，目的在於促銷紙本期刊；非商業科普網站之經營者多半

為政府社教單位（如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的「科博館簡訊月刊」、國立科學教育館

的「科學研習月刊」、台北市立天文科學教育館的「台北星空」、農委會特有生物

保育中心的「自然保育季刊」、國家實驗研究院的「國研科技」等）或法人基金會

（如遠哲基金會的「發現月刊」、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的「大自然季刊」、

董氏基金會的「大家健康」等），基於科學教育之推廣，紙本當期期刊多半全文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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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5） 網路科普刊物出刊頻率與紙本同步。 

（6） 網路科普刊物中科學新知產生的速度不及紙本，未善加利用網路即時

性的特色。 

（7） 資料庫內容豐富。除了上述運用紙本期刊內容加以整合變換外，亦提

供國內科普出版品之資料庫及影視節目頻道之資訊。例如「通俗科學網」的「科

普期刊展」及「科普雜誌」。 

（8） 檢索功能強，可查詢網內相關文章及詞彙。 

（9） 超連結功能使用簡易。可利用文章中關鍵詞點選查詢相關文章或網站。 

（10） 教育功能強。科學普及具有教育推廣之意涵，不論商業或非商業網路

科普刊物，均以提供具新聞性、話題性、正確性、權威性之科普知識為發刊目的。

例如「科技時代」的「動手玩科技」、「通俗科學網」的「網路教室」、「科學研習

月刊」的「互動教學」是專為兒童及障礙者設計之網頁。 

（11） 專欄名稱較紙本活潑。如何在茫茫資訊海中快速攫獲讀者的目光，是

網路期刊經營之使命，由於科普期刊以往總被認為是艱澀難懂的學域，因此網路

科普刊物之專欄選用年輕的、活潑的、親和性的名稱，以貼近讀者的用語。例如

「科學人網站」的「發燒新鮮事」、「閱讀放大鏡」、「科學馬戲團」、「科學書報報」

及「天才討論班」等。 

（12） 到訪人數統計具行銷功能。讀者購買行為乃紙本期刊行銷之基礎，上

網點選閱讀則有賴到訪人數統計執行行銷行為。 

（13） 以靜態之圖、文為主，並未使用多媒體動畫或影音效果。 

（14） 充份利用光源色彩飽合度的特性。螢幕色彩乃光線三原色 RGB（紅、

綠、藍）的組成，其呈現的飽滿度優於印刷油墨的 CMYK（洋紅、青、黃、黑），

使得人類眼睛可以感受到「幾乎是所有」的顏色（薛良凱，民 94）。網路科普刊物

充份運用豐富的色彩，以平衡科學內容嚴肅的本質。 

（15） 提供與讀者雙向溝通之機制。例如「科學人網站」中「我的最愛」專

欄提供雜誌內容討論區、「通俗科學網」的「交流園地」是與讀者互動討論的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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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讀者交流互動之討論區。 

（16） 非商業網路科普刊物的 PDF 全文上網格式。「科博館簡訊月刊」、「科

學研習月刊」、「台北星空」、「自然保育季刊」及「國研科技」採用 PDF 格式，將

紙本期刊全文上網。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具有高攜帶性、可移植於不同

的平台、易以電子方式散發的特性（宋欣政譯，民 92）。任何一種應用程式所製作

的文件檔案都可轉換成 PDF 格式，即使在不同的電腦環境下，接收者均不必擔心

無法開啟文件與列印，是依照原有意圖來傳遞資訊的電子紙張。例如非商業科普

紙本期刊大部分於 Mac 系統下製作，而電子期刊則必需在 PC 系統下呈現，PDF 格

式是最容易達成兩者間轉換資訊不失真而又節省資源的格式。由於 PDF 檔在轉換

過程中會自動壓縮成原來容量的十分之一至四十分之一，故會變得非常精簡，可

輕易地利用電子郵件或網頁來散發，並提供瞬間及分享閱讀的功能。 

2. 獨立發行之網路科普刊物 

根據「Sciscape 科景」網站的統計，目前國內獨立發行之網路科普刊物共有「清

蔚園科學館」、「天然物化學網」、「天下文化科學文化頻道」、「奈米科學網」及

「Sciscape 科景」等 5 個網站。其特性如下： 

（1） 有原創性文章刊載。 

（2） 超連結功能不可或缺。資料來源大部分仰賴與其他網站之連結，也就

是說，沒有網路超連結的功能特性，不足以成就網路科普刊物的創生。 

（3） 互動討論功能強。觀諸各期刊內之討論區，讀者與作者、讀者與讀者、

作者與作者間就科學議題的論證或批判發言踴躍，具科學嚴肅性與嚴謹度。 

（4） 免費使用。各網站提供之免費軟體及空間支持個別網站的構築。 

（5） 科學新知即時性強。例如「Sciscape 科景」網站的最新消息可立即更新

全球最新科學訊息。 

（6） 各電子期刊間相互支援性強。 

（7） 到訪人數統計執行行銷功能。 

（8） 簡單之動態畫面及音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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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小結： 

科普閱讀在過去一直被認為是艱澀難懂的小眾閱讀，而國內科學的發展也一

直處於科學創生的邊緣，致使本土原創性的期刊及文章創作不易，許多科學出版

的內容都仰賴翻譯國外著作。而自 1990 年代網路出版萌芽，國內出現了 29 個科

普網站，其中 24 個是紙本期刊的附屬出版，已初具網路期刊的雛型，提供免費使

用、資料庫、檢索、教育、互動功能，但科學新知產生速度慢、動態多媒體技術

運用不足，甚或直接以紙本的編輯頁面呈現，網路特性並未獲得充份發揮；而另

外 5 個獨立科普網路，由於沒有紙本期刊的包袱，原創或接收科學知識前沿發展

之訊息傳遞快速，在網頁設計上亦能以網路特性為優先考量，基本上優於前述紙

本期刊的附屬出版，但如何在科學精神的前題下，從選題到設計都能激發讀者的

好奇，使單向的科學傳播走向互動的過程，達成全民科學普及的目標，值得期許。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即屬紙本期刊的附屬出版，自 1997 年發刊，幾經改版，

目前以 PDF 格式呈現，是否符合與滿足讀者的需求，是本研究所關心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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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探求線上讀者使用與滿意之情形，本章提出研究對象、研究假設、研究工

具、研究步驟與架構、資料收集與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完成調查研究。 

 

3.1 研究對象 

一、母群體：「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由於數位出版的讀者群具有匿名的

特性，較難具體掌握讀者人數，只能由網頁中的「到訪人數統計」窺

知，截至民國九十四年四月初為止，上網人次約為 12000 人次。  

二、抽樣：本研究採時段取樣方式，於九十四年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十一日期間，

將網路問卷公布於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簡訊網站，供進入本網站閱讀

此網路簡訊月刊之讀者點選填答。為增進填答份數及速率，在公布問

卷之同時，亦傳送電子郵件通知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優惠卡友（亦即

家庭卡及恐龍卡友）及扮演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與中小學校訊息傳遞

管道的「科老師」，請曾經使用本簡訊網站者上網填答，並以滾雪球方

式通知其他使用者。 

三、調查份數：根據前測資料顯示滿意度之標準差最高值為 1.1504，而由抽樣調查

理論公式得知：樣本大小 n 可藉下列公式算出： 

2
2/ ⎟

⎠
⎞

⎜
⎝
⎛=

e
Z

n
σα                                     

若抽樣誤差 e 設為 0.2，信賴水準設為 95%，此時對應的 Z 值為 1.96，故算得的 n 值

(有效樣本)為 127 份。 

 

3.2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經過文獻探討之後，提出以下幾個假設： 

1.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的閱讀動機在人口統計變項上有顯著差異。 

2.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的滿意度在人口統計變項上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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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的閱讀動機與滿意度具有顯著相關性。 

 

3.3 研究工具 

為了達成探求「影響讀者閱讀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動機及滿意因素」及了

解「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之閱讀行為」之目的，本研究採網路問卷調查法。所使

用之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與滿足意見調查問卷」，

問卷共分「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情形、讀者的閱讀動機與滿意情形及讀者

基本資料等三部分。其中使用情形部分乃參考網路特性、網頁設計元素、網路使

用性之特質、使用與滿足理論中閱聽人主動性假設設計題項；閱讀動機與滿意度

量表設計為五等量表，乃參考 Sharon A. Angleman（2000）、歐陽闔、蘇怡安（民 91）

等網際網路使用量表之內容，歸納出與網路使用相關之動機與滿意因素。 

問卷編製完成後，經九十四年四月二十日至四月二十六日以國立自然科學博

物館入館觀眾、館員及義工曾閱讀過網路簡訊月刊者為對象進行前測，共回收前

測問卷 35 份進行修正，並經信、效度檢測後，前測結果先採用「項目分析」法中

之「項目－總分相關係數分析法」，將相關係數未達 0.4 之題項予以刪除。第二部

分之讀者閱讀動機與滿意情形題項，再分別進行因素分析中的主成份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以建構本問卷內容之效度；經過項目分析與主成

份分析篩選題目後，依各因素之題目求其 Cronbach α之各分量表信度係數。於九

十四年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十一日將正式問卷公布於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簡訊網

站供上網使用者填答。共回收有效問卷 250 份，已超過本研究設定之抽樣調查有

效問卷數（127 份）。但因網路匿名填答方式，難以避免重複上網填答，造成重複

取樣之情形，乃於回收時以贈送紙本簡訊月刊半年份為誘因，由填答者利用電子

郵件回填聯絡地址，來篩選重複之問卷，其間並未發現重複者到。 

信度是一種可靠性的測定，信度係數介於 0 與+1 之間，其數值越大，代表信

度越高，Nunnally & Bernstein（1994）建議，衡量內部一致及信度所用之α值需在

0.7 以上才可接受並具有高信度，本問卷第二部分「讀者的閱讀動機與滿意情形」

之 Cronbach α信度係數為 0.916，因此本調查問卷之信度判斷為信度頗佳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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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問卷內容包括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情形：分為一般上網情形及「科博館網路

簡訊月刊」使用情形兩小節，在一般上網情形中主要探詢上網地點、搜

尋網路科普刊物的方式及上網頻率；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情

形上，共設計成初次及再次使用在操作上容易度的題項、讀者使用原

因、功能性需求的內容、網頁設計元素的吸引力、文本內容難易度、閱

讀方式、網路閱讀的互動性、主動性及網路閱讀之障礙因素、 

第二部分、讀者的閱讀動機與滿意情形：在閱讀動機量表中，共設計成自我成長、

人際互動、潮流趨勢、科學話題性、即時便利性、個人興趣、訊息掌握、

社會化等動機因素，共 15 個題項。而在 17 個滿意因素題項中，主要探

詢讀者對科學資訊、訊息傳遞、文本豐富度、話題性、專業性、網站操

作及科學知識之即時性、必要性、需求性、障礙程度及操作慣性等滿意

因素。 

第三部分、讀者基本資料：了解填答者自變項之相關資料，包括性別、年齡、教

育程度、職業、居住地、月收入及是否為科博館優惠卡友等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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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步驟與架構 

3.4.1 研究步驟 

數位出版相關文獻探討 

數位出版研究問題形成 

研究發現 

確立以讀者為導向數位出版之使用與滿足為研究主題

擬定以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為研究範圍之研究方法

資料統計與分析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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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研究架構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設計之研究架構如下： 

 

1. 性別 
2. 年齡 
3. 社會地位（包含

職業、教育程

度、收入） 
4. 居住地 
5. 是否為卡友 

影響讀者閱讀科博館網路

簡訊月刊的動機因素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

使用滿足程度 

閱讀行為

 

 

 

 

 

 

 

3.5 資料統計方法與分析 

透過網路問卷方式進行調查，問卷回收後將運用 SPSS 12.0 軟體，根據研究樣

本之基本資料、閱讀行為及滿意度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並將閱讀動機及滿意程

度進行因素分析之推論統計。 

本次調查採用 SPSS 12.0 統計軟體進行研究分析，研究過程利用以下幾種統計

方法： 

（一）次數分配 

將問卷中的資料進行整理，計算每個變項內的數值與百分比，藉以了解人口

統計變項、讀者閱讀行為、動機與滿意度的分布情形。 

（二）因素分析 

將第二部分讀者「閱讀動機」與「滿意度」的題項萃取出最低限度的主要成

份，以進一步探討這些共同因素構面與個別變項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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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卡方檢定 

利用「性別」、「年齡」、「職業」、「教育程度」、「居住地」、「月收入」及「是

否為卡友」等基本資料與讀者閱讀行為進行交叉分析，以發現其間之差異性。 

（四）獨立樣本檢定 

利用「性別」與讀者動機及滿意度並利用讀者閱讀行為與動機及滿意度進行

交叉分析，以發現其間之差異性。 

（五）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利用「年齡」、「職業」、「教育程度」、「居住地」、「月收入」及「是否為卡友」

等基本資料與讀者動機與滿意度並利用讀者閱讀行為與動機及滿意度進行進行交

叉分析，以發現其間之差異性。 

（六）相關分析 

利用讀者閱讀動機與滿意因素進行相關分析，以了解兩者間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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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資料收集與整理分析 

 

4.1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特性描述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之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居住地、月收入

及是否為卡友等樣本結構，如表 4-1： 

 

表 4.1「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基本資料次數分配表 

題目 選項 次數 百分比

男 164 66.4

女 83 33.6

1. 性別 

合計 247 100

15 歲以下 58 23.3

16 至 22 歲 58 23.3

23 至 35 歲 106 42.6

36 至 45 歲 25 10.0

46 至 55 歲 2 0.8

2. 年齡 

合計 249 100

國中以下 57 22.9

高中職 7 2.8

大專 138 55.4

研究所以上 47 18.9

3. 教育程度 

合計 249 100

軍公教 108 43.5

工商 38 15.3

家管 15 6.0

4. 職業 

自由業 2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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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2 0.8

學生 57 23.0

其他 5 2.0

 

合計 248 100

北區 45 18.1

中區 187 75.1

南區 16 6.4

東區 1 0.4

5. 居住地 

合計 249 100

20000 元以下 63 25.5

20001 至 30000 元 34 13.8

30001 至 40000 元 41 16.6

40001 至 50000 元 47 19.0

50001 至 60000 元 28 11.3

60001 元以上 34 13.8

6. 月收入 

合計 247 100

家庭卡友 65 26.2

恐龍卡友 46 18.5

都不是 137 55.2

7. 是否為卡友 

合計 24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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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性別百分比

男

66%

女

34%

男

女

 

 

圖4.2 年齡百分比

15歲以下

23%

16至22歲

23%

23至35歲

43%

36至45歲

10%

46至55歲

1%

15歲以下

16至22歲

23至35歲

36至45歲

46至5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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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教育程度百分比

國中以下

23%

高中職

3%

大專

55%

研究所以上

19%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以上

 

 

圖4.4 職業百分比

退休

1%

自由業

9%

家管

6%

軍公教

44%

工商

15%

其他

2%
學生

23% 軍公教

工商

家管

自由業

退休

學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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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居住地百分比

北區

18%

中區

76%

南區

6%

東區

0%

北區

中區

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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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月收入百分比

40001至50000元

19%

50001至60000元

11%

60001元以上

14%
20000元以下

25%

20001至30000元

14%

30001至40000元

17%

20000元以下

20001至30000元

30001至40000元

40001至50000元

50001至60000元

60001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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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是否為卡友百分比

 

26%

恐龍卡友

19%

非卡友

55%

恐龍卡友

非卡友

 

 

由上表之統計結果得知，在受訪者中，男女性別的比例分別為：男性 164 人，

佔 66.4﹪；女性 83 人，佔 33.6﹪。 

在年齡方面，以 23 至 35 歲者為最多，共有 106 人，佔 42.6﹪；其次為 15 歲

以下及 16 至 22 歲者，各有 58 人，各佔 23.3﹪；36 至 45 歲者有 25 人，佔 10.0﹪；

46 至 55 歲者有 2 人，佔 0.8﹪。 

在教育程度方面，以大專學歷為最多，有 138 人，佔 55.4﹪；國中以下次之，

有 57 人，佔 22.9﹪；研究所以上有 47 人，佔 18.9﹪；高中職有 7 人，佔 2.8﹪。 

在職業方面，以軍公教人員為最多，有 108 人，佔 43.5﹪；其次為學生的 57

人，佔 23.0﹪；工商業的 38 人，佔 15.3﹪；自由業的 23 人，佔 9.3﹪；家管的 15

人，佔 6.0﹪；退休的 2 人，佔 0.8﹪；其他的 5 人，佔 2.0﹪。 

居住地以中部地區為最多，有 187 人，佔 75.1﹪；北部地區有 45 人，佔 18.1

﹪；南部地區有 16 人，佔 6.4﹪；東部地區有 1 人，佔 0.4﹪。 

月收入以 20000 元以下者為最多，有 63 人，佔 25.5﹪；40001 至 50000 元次之，

有 47 人，佔 19.0﹪；30001 至 40000 元有 41 人，佔 16.6﹪；20001 至 30000 元及 60001

元以上者各有 34 人，各佔 13.8﹪；50001 至 60000 元有 28 人，佔 11.3﹪。 

在受訪者中，表示是科博館優惠卡友的有 111 人，佔 44.7﹪；非卡友的有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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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佔 55.2﹪。在優惠卡友中，屬於家庭卡友的有 65 人，佔 26.2﹪；恐龍卡友的

有 46 人，佔 18.5﹪ 

 

4.2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閱讀行為描述 

讀者之一般上網情形及「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情形之次數分配如

以下表 4.2： 

 

表 4.2「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情形次數分配表 

（一）一般上網情形 

題目 選項 次數 百分比 

自家電腦 144 57.6

辦公室 57 22.8

學校 48 19.2

網咖 1 0.4

1. 您通常使用哪裡的電腦上網查詢

網路科普刊物？ 

合計 250 100

直接從各網路科普

刊物的首頁進入 

70 28.0

透過其他搜尋引擎

（如 google, yahoo, 

kimo 等 ） 

178 71.2

其他 2 0.8

2. 您通常都用什麼方式找到您要的

網路科普刊物？ 

合計 250 100

每天 29 11.6

每星期 30 12.0

每個月 15 6.0

不定期 175 70.0

3. 您通常多久上網一次使用網路科

普刊物？ 

其他 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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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250 100

（二）「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情形 

依照連結步驟馬上

進入 

176 70.4

先看「使用說明」

再進入 

54 21.6

曾操作錯誤，跳離

再進入 

18 7.2

操作錯誤後，就不

知如何再進入 

2 0.8

1. 當您第一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

月刊」時，主要是以什麼方式學會

基本操作？ 

合計 250 100

根據以往經驗馬上

進入 

217 86.8

需再看「使用說明」

再進入 

23 9.2

曾操作錯誤，跳離

再進入 

10 4.0

2. 當一段時間後，您再次使用「科博

館網路簡訊月刊」時，主要是以什

麼方式進入網頁？  

合計 250 100

易瀏覽 174 69.6

易檢索 48 19.2

易轉寄 7 2.8

易下載或列印 21 8.4

3. 就操作而言，哪一項是促使您使用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主要原

因？  

合計 250 100

免付費 83 33.2

題材具科普專業性 129 51.6

4. 就個人需求而言，哪一項是促使您

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主

要原因？  內容具新聞性、即

時性 

38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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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250 100

回首頁 17 6.8

電子版地圖（例

如：內容精粹） 

90 36.0

全文檢索 95 38.0

使用說明 9 3.6

最新一期 39 15.6

讀者聯繫帳號 0 0

5. 您認為哪一項「科博館網路簡訊月

刊」功能最重要？  

合計 250 100

文字內容 118 47.2

圖像 93 37.2

編輯格式 34 13.6

色彩 5 2.0

6. 您認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網

頁設計最吸引您的元素是：  

合計 250 100

活潑的 141 56.4

新奇的 84 33.6

枯燥的 13 5.2

死板的 12 4.8

7. 與其他網站比較，您感覺「科博館

網路簡訊月刊」的網頁設計是：  

合計 250 100

都很通俗易懂 153 61.2

有些專業名詞解釋

較難 

97 38.8

全都艱深難懂 0 0

8. 您認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

文章內容如何？  

合計 250 100

經常 13 5.2

偶而 74 29.6

9. 您曾利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

的電子郵件嗎？  

從來沒有 163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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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250 100

大概瀏覽 98 39.2

部分閱讀 135 54.0

均詳加閱讀 17 6.8

10. 您通常以何種方式閱讀「科博館

網路簡訊月刊」的科普訊息？  

合計 250 100

只查詢或搜尋 83 33.2

下載或列印 151 60.4

轉寄 16 6.4

11. 對於有興趣的內容，您主要都如

何處理？ 

合計 250 100

點選錯誤 51 20.4

連線時間太久 110 44.0

不能進一步連結到

其他電子版 

29 11.6

下載太慢 60 24.0

12. 就操作而言，您在什麼情況下會

馬上跳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

刊」？  

合計 250 100

對當期科普資訊沒

興趣 

192 76.8

內容太艱深 49 19.6

網頁設計不吸引人 9 3.6

13. 就內容而言，您在什麼情況下會

馬上跳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

刊」？  

合計 250 100

科博館以電子郵件

通知出刊消息時 

142 56.8

隨時主動上網 64 25.6

無意中從其他網站

得知 

44 17.6

14. 您在什麼情況下知道最新一期

「科博館簡訊電子期刊」出刊的

消息？  

合計 250 100

15. 您如何期待新一期「科博館簡訊 當文章有續集時 6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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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養成固定日期上

網習慣 

75 30.0

偶而需要查詢時才

點選進入 

104 41.6

因其他網站的連結

而碰巧點選進入 

11 4.4

電子期刊」的出刊？ 

合計 250 100

 

圖4.8 上網地點百分比

自家電腦

58%
辦公室

23%

學校

19%

網咖

0%
自家電腦

辦公室

學校

網咖

 

 

圖4.9 搜尋途徑百分比

直接從首頁進入

28%

透過其他搜尋引

擎

71%

其他

1%
直接從首頁進入

透過其他搜尋引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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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上網頻率百分比

每天

12%
每星期

12%

每個月

6%
不定期

70%

其他

0%
每天

每星期

每個月

不定期

其他

 

 

 

 

圖4.11首次操作步驟百分比

依照連結步驟

馬上進入

70%

操作錯誤後，

就不知如何再

進入

1%

先看「使用說

明」再進入

22%

曾操作錯誤，

跳離再進入

7% 依照連結步驟馬上進入

先看「使用說明」再進
入

曾操作錯誤，跳離再進
入

操作錯誤後，就不知如
何再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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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再次操作步驟百分比

根據以往經驗馬

上進入

87%

曾操作錯誤，跳

離再進入

4%

需再看「使用說

明」再進入

9%

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

需再看「使用說明」再進
入

曾操作錯誤，跳離再進入

 

 

圖4.13 操作主因

易檢索

19%

易轉寄

3%

易下載或列印

8%

易瀏覽

70%

易瀏覽

易檢索

易轉寄

易下載或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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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 個人需求主因百分比

內容具新聞性、

即時性

15%
免付費

33%

題材具科普專業

性

52%

免付費

題材具科普專業性

內容具新聞性、即時性

 

 

圖4.15 網頁功能百分比

使用說明

4%

最新一期

16%

電子版地圖

36%

回首頁

7%

讀者聯繫帳號

0%

全文檢索

37%

回首頁

電子版地圖

全文檢索

使用說明

最新一期

讀者聯繫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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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 最吸引人的網頁設計元素百分比

文字內容

47%

圖像

37%

編輯格式

14%

色彩

2%

文字內容

圖像

編輯格式

色彩

 

 

圖4.17 網頁表現感受百分比

新奇的

34%
活潑的

56%

死板的

5%
枯燥的

5%

活潑的

新奇的

枯燥的

死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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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 內容難易度百分比

都很通俗易懂

61%

全都艱深難懂

0%

有些專業名詞解

釋較難

39%

都很通俗易懂

有些專業名詞解釋較難

全都艱深難懂

 

 

圖4.19 電子郵件利用頻率百分比

經常

5%
偶而

30%

從來沒有

65%

經常

偶而

從來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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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0 閱讀方式百分比

大概瀏覽

39%

部分閱讀

54%

均詳加閱讀

7%

大概瀏覽

部分閱讀

均詳加閱讀

 

 

圖4.21 對有興趣內容的處理方式百分比

只查詢或搜尋

33%

下載或列印

61%

轉寄

6%
只查詢或搜尋

下載或列印

轉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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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操作上跳離原因百分比

下載太慢

24%

點選錯誤

20%

連線時間太久

44%

不能進一步連結

到其他電子版

12%

點選錯誤

連線時間太久

不能進一步連結到其他電
子版

下載太慢

 

 

圖4.23 內容上跳離原因百分比

內容太艱深

20%

網頁設計不吸引

人

4%

對當期科普資訊

沒興趣

76%

對當期科普資訊沒興趣

內容太艱深

網頁設計不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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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4 獲知最新出刊消息管道百分比

科博館以電子郵

件通知出刊消息

時

56%

無意中從其他網

站得知

18%

隨時主動上網

26%

科博館以電子郵件通知出
刊消息時

隨時主動上網

無意中從其他網站得知

 

 

圖4.25 如何期待新刊出版百分比

當文章有續集時

24%

因其他網站的連

結而碰巧點選進

入

4%

偶而需要查詢時

才點選進入

42%

已養成固定日期

上網習慣

30%

當文章有續集時

已養成固定日期上網習慣

偶而需要查詢時才點選進
入

因其他網站的連結而碰巧
點選進入

 

 

4.2.1 一般上網情形 

在受訪者中，通常以使用「自家電腦」上網查詢網路科普刊物為最多，共 144

人，佔 57.6﹪；其次依序為「辦公室」的 57 人，佔 22.8﹪；「學校」的 48 人，佔

19.2﹪；「網咖」的 1 人，佔 0.4﹪。 

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是「透過其他搜尋引擎」找到所要閱讀的網路科普刊物，

共 178 人，佔 71.2﹪；而「直接從各網路科普刊物的首頁進入」者則有 70 人，佔

28.0﹪；填答「其他」者佔 0.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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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上網的頻率，以「不定期」上網使用網路科普刊物者為最多，共 175 人，

佔 70.0﹪；其餘依次為「每星期」的 30 人，佔 12.0﹪；「每天」的 29 人，佔 11.6

﹪；「每個月」的 15 人，佔 6.0﹪；其他的有 1 人，佔 0.4﹪。 

 

4.2.2「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情形 

在受訪者中，第一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主要是「依照連結步驟馬

上進入」，共 176 人，佔 70.4﹪；「先看使用說明再進入」者有 54 人，佔 21.6﹪；「曾

操作錯誤，跳離再進入」的有 18 人，佔 7.2﹪；「操作錯誤後，就不知如何再進入」

的有 2 人，佔 0.8﹪。 

當一段時間後，再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時，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

會「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共 217 人，佔 86.8﹪；「需看使用說明再進入」者有

23 人，佔 9.2﹪；「曾操作錯誤，跳離再進入」的有 10 人，佔 4.0﹪。 

就操作而言，「易瀏覽」是受訪者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最主要的原因，

共 174 人，佔 69.6﹪；認為「易檢索」的有 48 人，佔 19.2﹪；認為「易下載或列

印」的有 21 人，佔 8.4﹪；認為「易轉寄」的有 7 人，佔 2.8﹪。 

就個人需求而言，「題材具科普專業性」是受訪者使用的最主要原因，共 129

人，佔 51.6﹪；認為「免付費」的有 83 人，佔 33.2﹪；認為「內容具新聞性、即

時性」的有 38 人，佔 15.2﹪。 

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諸多功能中，受訪者認為「全文檢索」最為重

要，共 95 人，佔 38.0﹪；其次為「電子版地圖」的 90 人，佔 36.0﹪；「最新一期」

的 39 人，佔 15.6﹪；「回首頁」的 17 人，佔 6.8﹪；「使用說明」的 9 人，佔 3.6﹪；

「讀者聯繫帳號」無人填選。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網頁設計元素中，最吸引受訪者的是「文字內容」

共 118 人，佔 47.2﹪；其次為「圖像」的 93 人，佔 37.2﹪；「編輯格式」的 34 人，

佔 13.6﹪；「色彩」的 5 人，佔 2.0﹪。 

與其他網站比較，受訪者中有 141 人，佔 56.4﹪，認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

的網頁設計是「活潑的」；有 84 人，佔 33.6﹪，認為是「新奇的」；有 13 人，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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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認為是「枯燥的」；有 12 人，佔 4.8﹪，認為是「死板的」。 

在受訪者中，認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文章內容「都很通俗易懂」的為

最多，共 153 人，佔 61.2﹪；認為「有些專業名詞解釋較難」的有 97 人，佔 38.8

﹪；沒有人認為「全都艱深難懂」。 

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提供的電子郵件使用率上，有六成五的受訪者，

共 163 人，佔 65.2﹪「從來沒有使用過」；「偶而使用」的有 74 人，佔 29.6﹪；「經

常使用」的有 13 人，佔 5.2﹪。 

在閱讀方式上，有 135 人，佔 54.0﹪是「部分閱讀」「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

的科普訊息；「大概瀏覽」的有 98 人，佔 39.2﹪；「均詳加閱讀」的有 17 人，佔

6.8﹪。 

對於有興趣的內容，有 151 人，佔 60.4﹪會「下載或列印」；有 83 人，佔 33.2

﹪「只查詢或搜尋」；有 16 人，佔 6.4﹪會「轉寄」。 

在操作上，受訪者會因「連線時間太久」而馬上跳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

的有 110 人，佔 44.0﹪；因「下載太慢」而跳出的有 60 人，佔 24.0﹪；因「點選

錯誤」而跳出的有 51 人，佔 20.4﹪；因「不能進一步連結到其他電子版」而跳出

的有 29 人，佔 11.6﹪。 

在內容上，受訪者會因「對當期科普資訊沒興趣」而馬上跳出「科博館網路

簡訊月刊」的有 192 人，佔 76.8﹪；因「內容太艱深」而跳出的有 49 人，佔 19.6

﹪；因「網頁設計不吸引人」而跳出的有 9 人，佔 3.6﹪。 

對於最新一期「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出刊消息，有 142 人，佔 56.8﹪是在

「科博館以電子郵件通知出刊消息時」得知；「隨時主動上網」的有 64 人，佔 25.6

﹪；「無意中從其他網站得知」的有 44 人，佔 17.6﹪。 

至於如何期待新一期「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出刊，有 104 人，佔 41.6﹪表

示是「偶而需要查詢時才點選進入」；有 75 人，佔 30.0﹪表示是「已養成固定日期

上網習慣」；有 60 人，佔 24.0﹪表示是「當文章有續集時」；有 11 人，佔 4.4﹪表

示是「因其他網站的連結而碰巧點選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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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動機描述 

4.3.1 次數分配 

讀者對「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動機的次數分配，如表 4.3： 

 

表 4.3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動機與滿意度次數分配表 

          動機強度 

變項 

最弱 弱 普通 強 最強 合計 

可幫助課業╱研究╱

工作 

4 

1.6﹪ 

16

6.4﹪

107

42.8﹪

99

39.6﹪

24 

9.6﹪ 

250

100﹪

可增加人際互動關係 23 

9.2﹪ 

47

18.8﹪

131

52.4﹪

45

18.0﹪

4 

1.6﹪ 

250

100﹪

可幫助為家人朋友解

答科學上的問題 

6 

2.4﹪ 

12

4.8﹪

65

26.0﹪

133

53.2﹪

34 

13.6﹪ 

250

100﹪

跟隨潮流 65 

26.0﹪ 

64

25.6﹪

89

35.6﹪

28

11.2﹪

4 

1.6﹪ 

250

100﹪

不習慣直接與人討論

科學話題 

36 

14.4﹪ 

54

21.6﹪

103

41.2﹪

52

20.8﹪

5 

2.0﹪ 

250

100﹪

補充的缺乏科學知識

理解能力 

9 

3.6﹪ 

14

5.6﹪

74

29.6﹪

120

48.0﹪

33 

13.2﹪ 

250

100﹪

查到資料馬上閱讀 1 

0.4﹪ 

8

3.2﹪

57

22.8﹪

144

57.6﹪

40 

16.0﹪ 

250

100﹪

很容易找到需要的資

訊 

4 

1.6﹪ 

10

4.0﹪

78

31.2﹪

125

50.0﹪

33 

13.2﹪ 

250

100﹪

對科學感興趣 4 

1.6﹪ 

13

5.2﹪

85

34.0﹪

97

38.8﹪

51 

20.4﹪ 

2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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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學習科學新知 1 

0.4﹪ 

4

1.6﹪

43

17.2﹪

131

52.4﹪

71 

28.4﹪ 

250

100﹪

可找尋正確的科學訊

息 

1 

0.4﹪ 

2

0.8﹪

50

20.0﹪

132

52.8﹪

65 

26.0﹪ 

250

100﹪

可找科學問題不同的

答案 

3 

1.2﹪ 

4

1.6﹪

62

24.8﹪

121

48.4﹪

60 

24.0﹪ 

250

100﹪

可提高自己的競爭力 10 

4.0﹪ 

20

8.0﹪

109

43.6﹪

77

30.8﹪

34 

13.6﹪ 

250

100﹪

怕被排除在社會權力

核心之外 

50 

20.0﹪ 

67

26.8﹪

83

33.2﹪

38

15.2﹪

12 

4.8﹪ 

250

100﹪

可訓練獨立思考能力 13 

5.2﹪ 

18

7.2﹪

105

42.0﹪

93

37.2﹪

21 

8.4﹪ 

250

100﹪

註：表中細格之上排數字為填答次數；下排為填答百分比。 

 

在這一部分，根據「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動機，共設計了 15 項動

機因素題項，將各題項動機強度分數分為 1 至 5 分，其中 1 至 2 分為「動機弱」之

選項；3 分為「普通」之選項；4 至 5 分為「動機強」之選項。各分項動機因素中，

屬於「動機強」者之百分比在 50﹪以上者共有「可幫助家人朋友解答科學上的問

題」、「希望能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中獲得科學知識的補充」、「容易找到所需的

資訊」、「對科學感興趣」、「可學習科學新知」、「可找尋正確的科學訊息」及「可

找到科學問題不同的答案」等八項，介於 59.2﹪至 80.8﹪之間；屬於「動機弱」者

之百分比在 50﹪以上者只有「跟隨潮流」一項。顯示受訪者對「科博館網路簡訊

月刊」使用動機強度屬於「中偏強」之動機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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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單一樣本統計量 

讀者對「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動機的單一樣本統計量，如表 4.4： 

 

表 4.4「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動機的單一樣本統計量 

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檢定值＝3） 

排序

可幫助我的課業╱研究╱工作 3.49 .818 .000 9

可增加人際互動關係 2.84 .882 .004 12

可幫助為家人朋友解答科學上的問題 3.71 .849 .000 5

跟隨潮流 2.37 1.038 .000 15

不習慣直接與人討論科學話題 2.74 1.009 .000 13

補充缺乏的科學知識理解能力 3.62 .912 .000 8

查到資料可馬上閱讀 3.86 .730 .000 4

容易找到需要的資訊 3.69 .810 .000 7

對科學感興趣 3.71 .904 .000 5

可學習科學新知 4.07 .744 .000 1

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可找尋正確的

科學訊息。 

4.03 .727 .000 2

可找科學問題不同的答案 3.92 .810 .000 3

可提高自己的競爭力 3.42 .959 .000 10

怕被排除在社會權力核心之外 2.58 1.114 .000 14

可訓練獨立思考能力 3.36 .927 .000 11

總平均值 3.43  

 

由上表得知，受訪者之各項使用動機強度之平均分數為 3.43，且以檢定值 3

之單一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15 項動機因素均具顯著水準（p＜0.05），亦即各分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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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強度均與檢定值 3 有所差異。將各項平均值加以排序，前五名分別為：「可學

習科學新知」、「可找尋正確的科學訊息」、「可找到科學問題不同的答案」、「可找

到資料馬上閱讀」及「對科學感興趣」，平均值分別為 4.07、4.03、3.92、3.86 及 3.71，

且標準差最低的.727、.730、.744 都落在前五名內，可見受訪者對「科博館網路簡

訊月刊」的使用動機以資訊需求為主，且受訪者意見分歧性低，符合科博館發行

「網路簡訊月刊」的資訊傳播功能。 

 

4.4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滿意度描述 

4.4.1 次數分配 

讀者對「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滿意度的次數分配，如表 4.5： 

 

表 4.5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滿意度次數分配表 

滿意度 

變項 

最不

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

滿意 

合計 

滿足了科學資訊需要 1 

0.4﹪ 

2

0.8﹪

73

29.2﹪

149

59.6﹪

25 

10.0﹪ 

250

100﹪

轉寄資訊給別人 9 

3.6﹪ 

16

6.4﹪

110

44.0﹪

99

39.6﹪

16 

6.4﹪ 

250

100﹪

比想像中豐富 2 

0.8﹪ 

7

2.8﹪

82

32.8﹪

133

53.2﹪

26 

10.4﹪ 

250

100﹪

與人交談的話題 20 

8.0﹪ 

54

21.6﹪

121

48.4﹪

45

18.0﹪

10 

4.0﹪ 

250

100﹪

曾發現意外的驚喜 3 

1.2﹪ 

9

3.6﹪

97

38.8﹪

111

44.4﹪

30 

12.0﹪ 

250

100﹪

有時會感到它的內容

不夠專業 

13 

5.2﹪ 

55

22.0﹪

132

52.8﹪

47

18.8﹪

3 

1.2﹪ 

2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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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能很快的使用所以

花很多時間在此

網站 

9 

3.6﹪ 

25

10.0﹪

131

52.4﹪

73

29.2﹪

12 

4.8﹪ 

250

100﹪

可即時掌握所有的科

學知識 

6 

2.4﹪ 

8

3.2﹪

119

47.6﹪

97

38.8﹪

20 

8.0﹪ 

250

100﹪

工作╱研究╱課業利

器 

4 

1.6﹪ 

15

6.0﹪

87

34.8﹪

114

45.6﹪

30 

12.0﹪ 

250

100﹪

滿足多樣化的科學需

求 

0 

0 

5

2.0﹪

72

28.8﹪

142

56.8﹪

31 

12.4﹪ 

250

100﹪

滿足科學的好奇心 3 

1.2﹪ 

4

1.6﹪

76

30.4﹪

137

54.8﹪

30 

12.0﹪ 

250

100﹪

有時感到挫折，但還

是繼續使用 

11 

4.4﹪ 

33

13.2﹪

133

53.2﹪

66

26.4﹪

7 

2.8﹪ 

250

100﹪

必要時才上科博館網

路簡訊月刊 

5 

2.0﹪ 

22

8.8﹪

120

48.0﹪

89

35.6﹪

14 

5.6﹪ 

250

100﹪

科學資訊太多，不知

如何用起 

14 

5.6﹪ 

56

22.4﹪

128

51.2﹪

48

19.2﹪

4 

1.6﹪ 

250

100﹪

對科學新知感到焦慮 29 

11.6﹪ 

55

22.0﹪

121

48.4﹪

38

15.2﹪

7 

2.8﹪ 

250

100﹪

不習慣在網上閱讀科

學資訊 

33 

13.2﹪ 

60

24.0﹪

109

43.6﹪

39

15.6﹪

9 

3.6﹪ 

250

100﹪

比上圖書館更方便 3 

1.2﹪ 

10

4.0﹪

69

27.6﹪

118

47.2﹪

50 

20.0﹪ 

250

100﹪

註：表中細格之上排數字為填答次數；下排為填答百分比。 

 

在這一部分，根據讀者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滿意度，共設計了 17

項滿意度題項，將各項滿意度分數分為 1 至 5 分，其中 1 至 2 分為「不滿意」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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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3 分為「普通」之選項；4 至 5 分為「滿意」之選項。各分項滿意度中，表示

「滿意」者之百分比達 50﹪以上者，共有「滿足了科學資訊需要」、「比想像中豐

富」、「曾發現意外驚喜」、「是工作/研究/課業上的一項利器」、「能滿足多樣化的科

學需求」、「能滿足對科學的好奇心」及「比上圖書館更方便查資料」等七項，介

於 57.6﹪至 69.6﹪之間；表示「不滿意」者百分比最高之前二項為「對科學新知感

到焦慮」及「不習慣在網上閱讀科學資訊」，約各佔三成左右。顯示受訪者之滿意

程度屬於「中等」滿意度。 

 

4.4.2 單一樣本統計量 

讀者對「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滿意度的單一樣本統計量，如表 4.6： 

 

表 4.6「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滿意度的單一樣本統計量 

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檢定值＝3） 

排序

滿足了科學資訊需要 3.78 .643 .000 3

轉寄資訊給別人 3.39 .844 .000 9

比想像中豐富 3.70 .725 .000 5

與人交談的話題 2.88 .931 .050 15

曾發現意外的驚喜 3.62 .788 .000 6

有時會感到它的內容不夠專業 2.89 .809 .029 13

因能很快的使用所以花很多時間在此

網站 

3.22 .827 .000 11

可即時掌握所有的科學知識 3.47 .787 .000 8

工作╱研究╱課業上的利器 3.60 .835 .000 7

滿足多樣化的科學需求 3.80 .672 .000 2

滿足科學的好奇心 3.75 .731 .000 4

感到很挫折，但我還是繼續使用 3.10 .823 .05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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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才上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 3.34 .797 .000 10

科學資訊太多，不知如何用起 2.89 .833 .035 13

對科學新知感到焦慮 2.76 .944 .000 16

不習慣在網上閱讀科學資訊 2.72 .998 .000 17

比上圖書館更方便 3.81 .843 .000 1

總平均值 3.34  

 

由上表得知，受訪者之各項使用滿意度平均分數為 3.34，且以檢定值 3 之單一

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17 項分項滿意因素中，除了「與人交談的話題」及「感到

挫折還是繼續使用」兩項未達顯著水準之外，其餘 15 項均具顯著水準（p＜0.05），

亦即上述二項之滿意度與檢定值 3 並無明顯差異，屬於普通之滿意狀況。將滿意

度平均值加以排序，前五名分別為：「比上圖書館更方便查資料」、「能滿足多樣化

的科學需求」、「滿足了科學資訊需要」、「能滿足對科學的好奇心」及「比想像中

豐富」，平均值分別為 3.81、3.80、3.78、3.75 及 3.70，且標準差最低的 0.643、0.672、

0.725、0.731 都落在前五名內，可見受訪者對「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使用滿意

度以便利性、科學資訊內容豐富度及對科學好奇的需求、滿足性為主，且受訪者

意見分歧性低，符合「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滿足需求功能。 

 

4.5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動機因素分析 

本研究之動機因素有 15 項，為簡化此二部分觀察變項之結構，因此採用因素

分析法，以最少的因素構面來代表原本之變項。「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動機

因素分析如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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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動機因素分析表 

項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共同性 

找尋正確的科學訊息 .861  .743

找科學問題不同的答案 .826  .700

學習科學新知 .775  .628

查到資料馬上閱讀 .715  .523

容易找到需要的資訊 .640  .564

可幫助為家人朋友解答科學上的問題 .629  .432

怕被排除在社會權力核心之外 .800  .646

跟隨潮流 .771  .661

增加人際互動關係 .762  .611

不習慣直接與人討論科學話題 .647  .646

訓練獨立思考能力 .542  .456

提高自己的競爭力 .511  .481

幫助課業╱研究╱工作 .447  .428

獲得補充缺乏的科學知識理解能力 -.600 .737

對科學感興趣 .593 .505

佔總變異量之百分比 33.777 17.554 7.075 

累積變異量百分比 33.777 51.331 58.406 

 

4.5.1 讀者使用動機因素分析 

在 因 素 分 析 中 ， 以 Bartlett 球 形 檢 定 與 取 樣 適 切 性 量 數 （ KMO ；

Kaiser-Mayer-Olkin）檢定，顯示 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水準（p=.000），適合進行

因素分析。根據 Kaiser（1974）KMO 統計量判斷原理，KMO 值在.90 以上之因素分

析適合性為「極佳的」；0.80 以上為「良好的」；0.70 以上為「中度的」；0.60 以上

為「平庸的」；0.50 以上為「可悲的」；0.50 以下為「無法接受的」（邱皓正，民 92）。

本研究之動機因素 KMO 值為 0.833，顯見具有「良好的」因素分析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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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因素的抽取採主成份分析法，以建立因素間最簡單結構及因素區隔最

大的可能性，運用直交轉軸法中的最大變異法旋轉因素軸，本部分自 15 個動機項

目中萃取出 3 個因素群，並可解釋 58.406﹪的變異量，分別命名如下： 

因素一：依因素負荷量包含「找尋正確的科學訊息」、「找科學問題不同的答

案」、「學習科學新知」、「查到資料馬上閱讀」、「容易找到需要的資訊」及「可幫

助為家人朋友解答科學上的問題」等 6 項，按照變項內涵命名為「資訊尋求因素」，

可解釋 33.777﹪的變異量。 

因素二：依因素負荷量包含「怕被排除在社會權力核心之外」、「跟隨潮流」、

「增加人際互動關係」、「不習慣直接與人討論科學話題」、「訓練獨立思考能力」、

「提高自己的競爭力」及「幫助課業╱研究╱工作」等 7 項，按照變項內涵命名

為「自我成長因素」，可解釋 17.554﹪的變異量。 

因素三：依因素負荷量包含「獲得補充缺乏的科學知識理解能力」及「對科

學感興趣」等 2 項，按照變項內涵命名為「科學專業需求因素」，可解釋 7.075﹪的

變異量。 

 

4.5.2 動機因素構面單一樣本統計量 

為了解「資訊尋求因素」、「自我成長因素」、「科學專業需求因素」三項因素

構面之動機強度，進一步進行單一樣本 t 檢定。由於本研究以 5 分量表來檢測動機

強度，分數越高，代表動機越強，因此將檢定值設為中間值 3 來加以檢驗，結果

如表 4.8： 

表 4.8 動機構面之描述性統計量 

      檢定 

變數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顯著性 

（檢定值＝3）

資訊尋求 3.8800 0.59396 1 0.000＊

自我成長 2.9726 0.64708 3 0.503 

科學專業需求 3.6640 0.64713 2 0.000＊

註：＊表示p＜0.05 檢定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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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各動機因素構面來看，經單一樣本 t 檢定之結果顯示，「資訊尋求」與

「科學專業需求」兩項因素構面，其平均值明顯高於檢定值 3，均達顯著水準

（p=0.000、0.000＜0.05）；而「自我成長」因素構面檢定結果未達顯著水準（p=0.503

＞0.05）。「資訊尋求」動機因素的平均值最高，標準差最低；「自我成長」動機因

素的平均值最低，顯見「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的使用動機以尋求資訊為主，

較少是為了自我成長。 

 

4.6 讀者特性在使用動機上之差異分析 

此外，為了解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月收入、居住地及是否為卡友

等基本人口變項與動機因素構面間之關係，乃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分別如表 4.9、表 4.10、表 4.11、表 4.12、表 4.13、表 4.14、表 4.15： 

 

表 4.9 性別與動機因素構面的獨立樣本 t 檢定 

性別 

平均值 

           檢定 

 

變數 
男 女 

t 值 p 值 

資訊尋求 3.8994 3.8494 .572 0.568 

自我成長 2.9599 2.9948 -.398 0.691 

科學專業需求 3.6098 3.7711 -1.738 0.085 

註：＊p＜0.05表示具顯著水準 

 

在「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這三項動機因素構面中，

與性別的 t 檢定結果皆未達顯著水準，顯示男、女性對此三項的動機強度均呈現較

一致的結果，由平均數來看，男、女性的「資訊尋求」及「科學專業需求」均屬

於動機中偏強的因素構面；而「自我成長」屬於動機較弱的因素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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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年齡與動機因素構面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年齡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資訊尋求 0.380 0.768 

自我成長 1.922 0.127 

科學專業需求 0.626 0.599 

註：＊p＜0.05 表示具顯著水準 

 

經年齡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這三項因素構面進

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無顯著差異。亦即各種年齡層在「資訊尋求」、「自

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的動機強度上呈現較為一致的動機強度。 

 

表 4.11 教育程度與動機因素構面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教育程度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資訊尋求 0.287 0.835 

自我成長 1.833 0.142 

科學專業需求 0.886 0.449 

註：＊p＜0.05 表示具顯著水準 

 

經過教育程度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這三項因素

構面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無顯著差異。顯示各種教育程度者對於「資

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這三項因素具有較為一致的動機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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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職業與動機因素構面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職業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資訊尋求 0.270 0.897 

自我成長 1.474 0.211 

科學專業需求 1.830 0.124 

註：＊p＜0.05 表示具顯著水準 

經過職業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這三項因素構面

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無顯著差異。顯示各種職業者對於「資訊尋求」、

「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這三項因素具有較為一致的動機強度。 

 

表 4.13 居住地與動機因素構面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居住地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資訊尋求 1.452 0.236 

自我成長 0.237 0.789 

科學專業需求 2.134 0.121 

註：＊p＜0.05 表示具顯著水準 

 

經過居住地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這三項因素構

面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無顯著差異。顯示不同居住地者對於「資訊

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這三項因素具有較為一致的動機強度。 

 

 91



表 4.14 月收入與動機因素構面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月收入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資訊尋求 0.556 0.574 

自我成長 1.837 0.161 

科學專業需求 1.245 0.290 

註：＊p＜0.05 表示具顯著水準 

 

經過月收入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這三項因素構

面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無顯著差異。顯示各種收入所得者對於「資

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這三項因素具有較為一致的動機強度。 

 

表 4.15 是否為卡友與動機因素構面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是否為卡友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Scheffe多重比較a

資訊尋求 4.012 0.019＊ 1＞3 

自我成長 2.032 0.133 － 

科學專業需求 2.780 0.064 －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a: Scheffe 多重比較欄中，1 代表家庭卡、2 代表恐龍卡、3 代表非卡友。 

 

經過是否為卡友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這三項因

素構面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只有「資訊尋求」一項具顯著差異（p＝0.019

＜0.05）。經 Scheffe 多重比較，是否為卡友與「資訊尋求」因素構面呈現明顯之差

異，其中家庭卡之「資訊尋求」動機明顯比非卡友強；而無論是否為卡友，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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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專業需求」及「自我成長」因素呈現較為一致的動機強度。 

 

4.7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滿意度因素分析 

本研究之滿意因素有 17 項，為簡化此二部分觀察變項之結構，因此採用因素

分析法，以最少的因素構面來代表原本之變項。「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滿意度因

素分析如表 4.16： 

 

表 4.16「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滿意度因素分析表 

項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共同性 

滿足多樣化的科學需求 .784  .651

可即時掌握所有的科學知識 .755  .616

滿足科學資訊需要 .749  .577

比想像中豐富 .746  .623

工作╱研究╱課業上的利器 .717  .545

滿足科學的好奇心 .684  .486

曾發現意外的驚喜 .623  .398

因能很快的使用所以花很多時間在此

網站 

.616  .569

會轉寄資訊給別人 .599  .522

對科學新知感到焦慮 .891  .803

資訊太多不知如何用起 .794  .675

不習慣在網上閱讀科學資訊 .778  .505

有挫折，但還是繼續使用 .669  .519

感到內容不夠專業 .629  .529

與人交談的話題 .561  .622

查資料比上圖書館更方便 .690 .653

必要時才上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 .545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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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變異量之百分比 33.777 17.554 7.075 

累積變異量百分比 33.777 51.331 58.406 

 

4.7.1 讀者滿意度因素分析 

在 因 素 分 析 中 ， 以 Bartlett 球 形 檢 定 與 取 樣 適 切 性 量 數 （ KMO ；

Kaiser-Mayer-Olkin）檢定，顯示 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水準（p=0.000），適合進行

因素分析。根據 Kaiser（1974）KMO 統計量判斷原理，本研究之滿意因素 KMO 值

為 0.858，顯見具有「良好的」因素分析之價值。 

本部分因素的抽取採主成份分析法，以建立因素間最簡單結構及因素區隔最

大的可能性，運用直交轉軸法中的最大變異法旋轉因素軸，本部分自 17 個滿意項

目中萃取出 3 個因素群，並可解釋 58.406﹪的變異量，分別命名如下： 

因素一：依因素負荷量包含「滿足多樣化的科學需求」、「可即時掌握所有的

科學知識」、「滿足科學資訊需要」、「比想像中豐富」、「工作╱研究╱課業上的利

器」、「滿足科學的好奇心」、「曾發現意外的驚喜」、「因能很快的使用所以花很多

時間在此網站」及「會轉寄資訊給別人」等 9 項，按照變項內涵命名為「滿足需

求因素」，可解釋 33.685﹪的變異量。 

因素二：依因素負荷量包含「對科學新知感到焦慮」、「資訊太多不知如何用

起」、「不習慣在網上閱讀科學資訊」、「有挫折，但還是繼續使用」、「感到內容不

夠專業」及「與人交談的話題」等 6 項，按照變項內涵命名為「熱切求知因素」，

可解釋 17.203﹪的變異量。 

因素三：依因素負荷量包含「查資料比上圖書館更方便」及「必要時才上科

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等 2 項，按照變項內涵命名為「便利搜尋因素」，可解釋 7.354

﹪的變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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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滿意因素構面單一樣本統計量 

為了解「滿足需求」、「熱切求知」、「便利搜尋」三項因素構面之滿意度，進

一步進行單一樣本 t 檢定。由於本研究以 5 等量表來檢測滿意度，分數越高，代表

滿意度越高，因此將檢定值設為中間值 3 來加以檢驗，結果如表 4.17： 

 

表 4.17 滿意度構面之描述性統計量 

     檢定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顯著性 

（檢定值＝3）

滿足需求 3.5911 0.54051 1 .000＊

熱切求知 2.8733 0.66647 3 .003＊

便利搜尋 3.5740 0.62697 2 .000＊

註：＊表示P＜0.05 檢定達顯著水準 

 

從以上各滿意因素構面來看，經單一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滿足需求」、「熱

切求知」及「便利搜尋」三項因素構面均達顯著水準（p=0.000、0.003、0.000＜0.05），

其中「滿足需求」及「便利搜尋」之平均值均高於檢定值 3，而「熱切求知」之平

均值則明顯低於檢定值 3。「滿足需求因素」的平均值最高，標準差最低；「熱切求

知因素」的平均值最低，顯見讀者比較滿意「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資訊性提

供。 

 

4.8 讀者特性在滿意度上之差異分析 

此外，為了解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月收入、居住地及是否為卡友

等基本人口變項與滿意因素構面間之關係，乃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分別如表 4.18、表 4.19、表 4.20、表 4.21、表 4.22、表 4.23、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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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性別與滿意因素構面的獨立樣本 t 檢定 

性別 

平均值 

           檢定 

 

變數 
男 女 

t 值 p 值 

滿足需求 3.5793 3.6225 -0.536 0.593 

熱切求知 2.8760 2.8715 0.051 0.960 

 0.012＊便利搜尋 3.6463 3.4337 2.536 

註：＊p＜0.05表示具顯著水準 

 

在「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滿意因素構面與性別的 t

檢定結果，只有「便利搜尋」達顯著水準（P=0.012＜0.05），從平均數來看，顯示

男性對於「便利搜尋」的滿意度高於女性。而男、女性對於「滿足需求因素」及

「熱切求知」此二項的滿意度則均呈現較一致的結果。 

 

表 4.19 年齡與滿意因素構面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年齡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滿足需求 0.237 0.871 

熱切求知 1.337 0.263 

便利搜尋 2.635 0.050 

註：＊p＜0.05 表示具顯著水準 

 

經年齡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因素構面進行單

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無顯著差異。顯示各年齡層對「滿足需求」、「熱切求

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因素都表現出較為一致的滿意度。 

 96



表 4.20 教育程度與滿意因素構面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教育程度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滿足需求因素 0.585 0.625 

熱切求知因素 0.852 0.467 

便利搜尋因素 2.044 0.108 

註：＊p＜0.05 表示具顯著水準 

 

經教育程度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因素構面進

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無顯著差異。顯示各教育程度者都表現出較為一

致的滿意度。 

 

表 4.21 職業與滿意因素構面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職業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Scheffe 多重比較 LSD多重比較a

滿足需求 0.367 0.832 － － 

熱切求知 1.812 0.127 － － 

便利搜尋 2.718  0.030＊ － 2＞4、3＞4、5＞4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a: LSD 多重比較欄中，1 代表軍公教、2 代表工商、3 代表自由業、4 代表學生、

5 代表其他（含家管及退休）。 

 

經過職業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因素構面進行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只有「便利搜尋」因素與職業具顯著差異（p＝0.03＜

0.05）。經 Scheffe 多重比較，無法比較出各種職業別之間具差異性，但再經 LSD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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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比較後，職業與「便利搜尋」因素間具有顯著差異性，其中工商業者、自由業

者及其他職業者（含家管及退休人士）之「便利搜尋」因素的滿意度均明顯高於

學生。而各職業者的「滿足需求」及「熱切求知」因素都表現出較為一致的滿意

度。 

 

表 4.22 居住地與滿意因素構面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居住地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滿足需求 0.879 0.416 

熱切求知 1.212 0.299 

便利搜尋 0.370 0.691 

註：＊p＜0.05 表示具顯著水準 

 

經過居住地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因素構面進

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無顯著差異。顯示無論住所之遠近，對於「滿足需

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因素都呈現較為一致的滿意度。 

 

表 4.23 月收入與滿意因素構面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月收入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滿足需求 0.700 0.498 

熱切求知 1.665 0.191 

便利搜尋 0.308 0.736 

註：＊p＜0.05 表示具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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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月收入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因素構面進

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無顯著差異。顯示各種所得收入者，均對「滿足

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因素呈現較為一致的滿意度。 

 

表 4.24 是否為卡友與滿意因素構面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是否為卡友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Scheffe 多重比較 LSD多重比較a

滿足需求 1.581 0.208 － － 

熱切求知 3.638  0.028＊ － 1＞2、3 

便利搜尋 2.065 0.129 － － 

註：＊p＜0.05 表示具顯著水準。 

a: LSD 多重比較欄中，1 代表家庭卡、2 代表恐龍卡、3 代表非卡友。 

 

經過是否為卡友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因素這三項因

素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只有「熱切求知」因素與是否為卡友具顯著差

異（p＝0.028＜0.05）。經 Scheffe 多重比較，無法比較出是否為卡友之間具差異性，

再經 LSD 多重比較，是否為卡友與「熱切求知」因素間具有顯著差異性，其中家

庭卡之「熱切求知」因素之滿意度明顯高於恐龍卡及非卡友。而無論是否為卡友

的「滿足需求」因素及「便利搜尋」都表現出較為一致的滿意度。 

 

4.9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動機與滿意度相關分析 

為進一步了解「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動機與閱讀滿意度相關之情

形，乃進行使用動機因素與閱讀滿意度因素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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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使用動機因素與閱讀滿意度因素相關顯著性 

動機因素 

滿意因素 

資訊尋求 自我成長 科學專業需求 

滿足需求 0.712＊＊ 0.555＊＊ 0.525＊＊

熱切求知 0.113－ 0.606＊＊ 0.239＊＊

便利搜尋 0.369＊＊ 0.214＊＊ 0.064－ 

註：－表示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相關顯著。 

 

由上表得知，除了「資訊尋求」動機與「熱切求知」因素、「科學專業需求」

動機與「便利搜尋」因素相關未達顯著外，其餘之動機與滿意因素皆成正相關，

達顯著水準。 

依據相關係數強度的意義來看，「資訊尋求」動機與「滿足需求」因素間的相

關係數為 0.712（p＝0.000），屬於高度相關。 

「自我成長」動機與「熱切求知」因素間的相關係數為 0.606（p＝0.000）、「自

我成長」動機與「滿足需求」因素間的相關係數為 0.555（p＝0.000）、「科學專業

需求」動機與「滿足需求」因素間的相關係數為 0.525（p＝0.000），均屬於中度相

關。 

「資訊尋求」動機與「便利搜尋」因素間的相關係數為 0.369（p＝0.000）、「科

學專業需求」動機與「熱切求知」因素間的相關係數為 0.239（p＝0.000）、「自我

成長」動機與「便利搜尋」因素間的相關係數為 0.214（p＝0.001），均屬於低度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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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閱讀行為與讀者特性之卡方檢

定 

在這部分，乃利用卡方檢定以檢驗「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閱讀行為與讀者

基本資料之相關性，並進一步了解閱讀行為與讀者基本資料交叉分析之情形。 

 

4.10.1 性別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以下首先針對性別與閱讀行為進行卡方檢定，結果如表 4.26，並將呈現顯著性

者運用交叉分析以了解不同性別與閱讀行為之百分比分配情形。 

表 4.26 性別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性別 檢定 

變數 卡方值 P 值 

上網地點 1.581 0.454 

上網方式 0.406 0.524 

 0.036＊上網頻率 4.401 

基本操作方式 0.514 0.773 

再次使用方式 0.572 0.449 

促使操作的主因 1.069 0.586 

個人需求主因 3.865 0.145 

最重要的功能 1.603 0.659 

網頁設計吸引元素 1.250 0.535 

與其他網站的比較 3.203 0.073 

文章內容 0.811 0.368 

電子郵件使用頻率 0.353 0.552 

閱讀方式 0.150 0.698 

有興趣內容的處理 0.405 0.524 

操作上跳離的原因 2.113 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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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上跳離的原因 2.054 0.152 

如何得知最新出版消息 0.435 0.804 

如何期待最新出版消息 0.981 0.612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從表 4.22 中得知，在各項使用情形與性別的卡方檢定中，只有「上網頻率」

與性別有顯著差異（p=0.036＜0.05）。 

交叉分析中，因「上網頻率」中的「每天」、「每星期」、「每個月」及「其他」

等選項的預期個數少於 5，因此將此 4 個選項合併為「定期」一個選項。在男性中，

「定期」上網的有 42 人，佔 25.6﹪；「不定期」上網的有 122 人，佔 74.4﹪。女性

中，「定期」上網的有 32 人，佔 38.6﹪；「不定期」上網的有 51 人，佔 61.4﹪。 

 

4.10.2 年齡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以下首先針對年齡與閱讀行為進行卡方檢定，結果如表 4.27，並將呈現顯著性

者運用交叉分析以了解不同年齡與閱讀行為之百分比分配情形。 

 

表 4.27 年齡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年齡 檢定 

變數 卡方值 P 值 

 0.002＊上網地點 20.900 

上網方式 3.293 0.349 

上網頻率 0.088 0.993 

基本操作方式 11.627 0.071 

再次使用方式 6.062 0.109 

促使操作的主因 6.511 0.368 

個人需求主因 9.603 0.142 

最重要的功能 5.236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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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設計吸引元素 2.058 0.914 

與其他網站的比較 1.616 0.656 

文章內容 0.096 0.992 

電子郵件使用頻率 4.909 0.179 

閱讀方式 2.405 0.493 

有興趣內容的處理 3.789 0.285 

操作上跳離的原因 10.885 0.284 

內容上跳離的原因 4.467 0.215 

 0.013＊如何得知最新出版消息 16.096 

如何期待最新出版消息 5.275 0.509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從表 4.23 中得知，在各項使用情形與年齡的卡方檢定中，只有「上網地點」、

「如何得知最新出版消息」與年齡有顯著差異（p=0.002、0.013＜0.05）。 

經交叉分析，由於年齡中的「36 至 45 歲」及「46 至 55 歲」此 2 選項的預期

個數少於 5，因此將此 2 個選項合併為「36 歲以上」一個選項。而「上網地點」中

的「網咖」一項亦因預期個數少於 5，而與「學校」一項合併為「學校或網咖」。 

在 15 歲以下的年齡中，「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為最多，共 43 人，佔 74.1

﹪；其次為「學校或網咖」有 13 人，佔 22.4﹪；「辦公室」有 2 人，佔 13.3﹪。 

16 至 22 歲者中，「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為最多，共 33 人，佔 56.9﹪；

其次為「辦公室」有 13 人，佔 22.4﹪；「學校或網咖」有 12 人，佔 20.7﹪。 

23 至 35 歲者中，「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為最多，共 51 人，佔 48.1﹪；

其次為「辦公室」有 34 人，佔 32.1﹪；「學校或網咖」有 21 人，佔 19.8﹪。 

36 歲以上者中，「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為最多，共 17 人，佔 63.0﹪；

其次為「辦公室」有 8 人，佔 29.6﹪；「學校或網咖」有 2 人，佔 5.2﹪。 

在「如何得知最新出版消息」中，15 歲以下者，以透過「科博館電子郵件通

知」得知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最新出版消息的為最多，共有 33 人，佔 56.9﹪；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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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無意中得知」有 13 人，佔 22.4﹪；「主動上網」者有 12 人，佔 20.7﹪。 

16 至 22 歲者中，以透過「科博館電子郵件通知」得知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最

新出版消息的為最多，共有 35 人，佔 60.3﹪；其次為「無意中得知」有 12 人，佔

20.7﹪；「主動上網」者有 11 人，佔 19.0﹪。 

23 至 35 歲者中，以透過「科博館電子郵件通知」得知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最

新出版消息的為最多，共有 64 人，佔 60.4﹪；其次為「主動上網」有 26 人，佔

24.5﹪；「無意中得知」者有 16 人，佔 15.1﹪。 

36 歲以上者中，以「主動上網」得知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最新出版消息的為

最多，共有 15 人，佔 55.6﹪；其次為「科博館電子郵件通知」有 9 人，佔 33.3﹪；

「無意中得知」者有 3 人，佔 11.1﹪。 

 

4.10.3 教育程度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以下首先針對教育程度與閱讀行為進行卡方檢定，結果如表 4.28，並將呈現顯

著性者運用交叉分析以了解不同教育程度與閱讀行為之百分比分配情形。 

 

表 4.28 教育程度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教育程度 檢定 

變數 卡方值 P 值 

0.000＊上網地點 27.561 

0.015＊上網方式 10.403 

上網頻率 2.954 0.399 

基本操作方式 10.637 0.100 

0.022＊再次使用方式 9.669 

促使操作的主因 5.127 0.528 

0.005＊個人需求主因 18.618 

最重要的功能 14.318 0.111 

網頁設計吸引元素 5.061 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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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網站的比較 4.979 0.173 

文章內容 5.849 0.119 

電子郵件使用頻率 3.795 0.284 

閱讀方式 2.327 0.507 

有興趣內容的處理 2.679 0.444 

操作上跳離的原因 11.732 0.229 

內容上跳離的原因 4.819 0.186 

0.024＊如何得知最新出版消息 14.521 

如何期待最新出版消息 6.724 0.347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由表 4.27 得知，在各項使用情形與教育程度的卡方檢定中，有「上網地點」、

「上網方式」、「再次使用方式」、「個人需求主因」及「如何得知最新出版消息」

等 5 項與教育程度有顯著差異（p=0.000、0.015、0.022、0.005、0.024＜0.05）。 

除了前述「上網地點」之選項有合併情形之外，「上網方式」中之「其他」因

期望個數少 5，與「從各首頁進入」併為「從各首頁進入或其他」一項；「再次使

用方式」中的「曾操作錯誤，跳離再進入」與「需再看使用說明再進入」合併為

「看使用說明或錯誤跳離再進入」一項。 

在國中以下教育程度的受訪者中，「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的為最多，共

43 人，佔 76.8﹪；「學校或網咖」的有 11 人，佔 19.6﹪；「辦公室」的有 2 人，佔

3.6﹪。 

高中職者中，「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的為最多，共 4 人，佔 57.1﹪；「辦

公室」的有 2 人，佔 28.6﹪；「學校或網咖」的有 1 人，佔 14.3﹪。 

大專者中，「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的為最多，共 81 人，佔 58.7﹪；「辦

公室」的有 31 人，佔 22.5﹪；「學校或網咖」的有 26 人，佔 18.8﹪。 

研究所以上者中，「上網地點」以「辦公室」的為最多，共 21 人，佔 43.8﹪；

「自家電腦」的有 16 人，佔 33.3﹪；「學校或網咖」的有 11 人，佔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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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網方式，國中以下教育程度者透過「搜尋引擎」上網查尋網路科普刊

物的共 36 人，佔 64.3﹪；「從各首頁進入或其他」的有 20 人，佔 35.7﹪。 

高中職者中，透過「從各首頁進入或其他」上網查尋網路科普刊物的共 5 人，

佔 71.4﹪；「搜尋引擎」的有 2 人，佔 28.6﹪。 

大專者中，透過「搜尋引擎」上網查尋網路科普刊物的共 107 人，佔 77.5﹪；

「從各首頁進入或其他」的有 31 人，佔 22.5﹪。 

研究所以上者中，透過「搜尋引擎」上網查尋網路科普刊物的共 33 人，佔 68.8

﹪；「從各首頁進入或其他」的有 15 人，佔 31.3﹪。 

當一段時間後再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時，國中以下教育程度者主

要是「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共 43 人，佔 76.8﹪；「看使用說明或錯誤跳離再

進入」的有 13 人，佔 23.2﹪。 

高中職者中，全部「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 

大專者中，主要是「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共 121 人，佔 87.7﹪；「看使用

說明或錯誤跳離再進入」的有 17 人，佔 12.3﹪。 

研究所以上者中，主要是「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共 46 人，佔 95.8﹪；「看

使用說明或錯誤跳離再進入」的有 2 人，佔 4.2﹪。 

在國中以下教育程度者中，「個人需求上促使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主

因」是「題材具專業性」，共 22 人，佔 39.3﹪；其次為「免付費」的 19 人，佔 33.9

﹪；「內容具新聞性、即時性」的 15 人，佔 26.8﹪。 

高中職者中，「個人需求上促使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主因」是「題材具

專業性」，共 5 人，佔 71.4﹪；其次為「免付費」的 2 人，佔 28.6﹪。 

大專者中，「個人需求上促使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主因」是「題材具專

業性」，共 67 人，佔 48.6﹪；其次為「免付費」的 52 人，佔 37.7﹪；「內容具新聞

性、即時性」的 19 人，佔 13.8﹪。 

研究所以上者中，「個人需求上促使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主因」是「題

材具專業性」，共 35 人，佔 72.9﹪；其次為「免付費」的 10 人，佔 20.8﹪；「內容

具新聞性、即時性」的 3 人，佔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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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最新出版消息的管道」方面，國中以下教育程度者以透過「科博館

電子郵件通知」的為最多，共 32 人，佔 57.1﹪；「無意中得知」的有 13 人，佔 23.2

﹪；「主動上網」者有 11 人，佔 19.6﹪。 

高中職者中，「得知最新出版消息的管道」以「主動上網」的為最多，共 5 人，

佔 71.4﹪；「科博館電子郵件通知」的有 2 人，佔 28.6﹪。 

大專者中，「得知最新出版消息的管道」以透過「科博館電子郵件通知」的為

最多，共 73 人，佔 52.9﹪；「主動上網」的有 39 人，佔 28.3﹪；「無意中得知」者

有 26 人，佔 18.8﹪。 

研究所以上者中，「得知最新出版消息的管道」以透過「科博館電子郵件通知」

的為最多，共 34 人，佔 70.8﹪；「主動上網」的有 9 人，佔 18.8﹪；「無意中得知」

者有 5 人，佔 10.4﹪。 

 

4.10.4 職業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以下首先針對職業與閱讀行為進行卡方檢定，結果如表 4.29，並將呈現顯著性

者運用交叉分析以了解不同職業與閱讀行為之百分比分配情形。 

表 4.29 職業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職業 檢定 

變數 卡方值 P 值 

0.000＊上網地點 60.075 

上網方式 8.221 0.084 

上網頻率 2.350 0.672 

基本操作方式 14.474 0.070 

0.047＊再次使用方式 9.658 

促使操作的主因 6.351 0.608 

個人需求主因 14.374 0.073 

最重要的功能 11.330 0.501 

網頁設計吸引元素 10.341 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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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網站的比較 2.892 0.576 

文章內容 4.944 0.293 

電子郵件使用頻率 4.347 0.361 

閱讀方式 5.500 0.240 

有興趣內容的處理 2.893 0.576 

操作上跳離的原因 4.690 0.968 

內容上跳離的原因 4.774 0.311 

如何得知最新出版消息 11.184 0.191 

如何期待最新出版消息 6.852 0.553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由表 4.28 得知，在各項使用情形與職業的卡方檢定中，「上網地點」及「再次

使用方式」二項與職業有顯著差異（p=0.000、0.047＜0.05）。 

在交叉分析中，發現職業別中之「家管」及「退休」之期望個數少 5，因此將

此二項與「其他」合併為「其他」一項。 

在軍公教人員中，「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及「辦公室」為最多，各有 37

人，各佔 34.3﹪；「學校或網咖」的有 34 人，佔 31.5﹪。 

工商業者「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為最多，共有 24 人，佔 63.2﹪；「辦公

室」的有 12 人，佔 31.6﹪；「學校或網咖」的有 2 人，佔 5.3﹪。 

自由業者「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為最多，共有 17 人，佔 73.9﹪；「辦公

室」的有 6 人，佔 26.1﹪。 

學生「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為最多，共有 44 人，佔 77.2﹪；「學校或網

咖」的有 12 人，佔 21.1﹪；「辦公室」的有 1 人，佔 1.8﹪。 

其他職業別「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為最多，共有 20 人，佔 90.9﹪；「學

校或網咖」及「辦公室」的各有 1 人，各佔 4.5﹪。 

當一段時間後再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時，受訪的軍公教人員主要

是「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共 99 人，佔 91.7﹪；「看使用說明或錯誤跳離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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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有 9 人，佔 8.3﹪。 

工商業者中，當一段時間後再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時，主要是「根

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共 33 人，佔 86.8﹪；「看使用說明或錯誤跳離再進入」的

有 5 人，佔 13.2﹪。 

自由業者中，當一段時時間後再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時，主要是

「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共 18 人，佔 78.3﹪；「看使用說明或錯誤跳離再進入」

的有 5 人，佔 21.7﹪。 

學生中，當一段時時間後再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時，主要是「根

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共 44 人，佔 77.2﹪；「看使用說明或錯誤跳離再進入」的

有 13 人，佔 22.8﹪。 

其他職業別中，當一段時時間後再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時，主要

是「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共 21 人，佔 95.5﹪；「看使用說明或錯誤跳離再進

入」的有 1 人，佔 4.5﹪。 

 

4.10.5 居住地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以下首先針對居住地與閱讀行為進行卡方檢定，結果如表 4.30，並將呈現顯著

性者運用交叉分析以了解不同居住地與閱讀行為之百分比分配情形。 

 

表 4.30 居住地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居住地 檢定 

變數 卡方值 P 值 

上網地點 8.136 0.087 

上網方式 1.478 0.478 

上網頻率 1.891 0.389 

基本操作方式 1.581 0.812 

再次使用方式 .0467 0.792 

促使操作的主因 7.985 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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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需求主因 2.702 0.609 

最重要的功能 3.322 0.767 

0.016＊網頁設計吸引元素 12.217 

與其他網站的比較 0.901 0.637 

文章內容 1.557 0.459 

電子郵件使用頻率 2.493 0.288 

閱讀方式 1.321 0.517 

有興趣內容的處理 4.595 0.101 

操作上跳離的原因 7.691 0.262 

內容上跳離的原因 0.043 .0979 

如何得知最新出版消息 2.433 0.657 

如何期待最新出版消息 6.745 0.150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在各項使用情形與居住地的卡方檢定中，只有「網頁設計吸引元素」一項與

居住地有顯著差異（p=0.016＜0.05）。 

在交叉分析中，由於居住地中之「南區」及「東區」二項之預期個數少於 5，

因此將此二項合併為「南區及東區」一項。「網頁設計吸引元素」中之「色彩」預

期個數亦少於 5，與「圖像」合併為「圖像或色彩」1 項。 

在「北區」的受訪者中，認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網頁設計最吸引人的

元素，以「圖像或色彩」為最多，共 22 人，佔 48.9﹪；其次為「文字內容」的有

20 人，佔 44.4﹪；「編輯格式」的有 3 人，佔 6.7﹪。 

在「中區」的受訪者中，認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網頁設計最吸引人的

元素，以「文字內容」為最多，共 84 人，佔 44.9﹪；其次為「圖像或色彩」的有

73 人，佔 39.0﹪；「編輯格式」的有 30 人，佔 16.0﹪。 

在「南區及東區」的受訪者中，認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網頁設計最吸

引人的元素，以「文字內容」為最多，共 14 人，佔 82.4﹪；其次為「圖像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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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2 人，佔 11.8﹪；「編輯格式」的有 1 人，佔 5.9﹪。 

4.10.6 月收入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以下首先針對月收入與閱讀行為進行卡方檢定，結果如表 4.31，並將呈現顯著

性者運用交叉分析以了解不同月收入與閱讀行為之百分比分配情形。 

 

表 4.31 月收入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月收入 檢定 

變數 卡方值 P 值 

上網地點 33.797 0.000＊

上網方式 0.423 0.809 

上網頻率 2.773 0.250 

基本操作方式 13.056 0.011＊

再次使用方式 7.717 0.021＊

促使操作的主因 2.750 0.600 

個人需求主因 4.724 0.317 

最重要的功能 10.628 0.101 

網頁設計吸引元素 4.267 0.371 

與其他網站的比較 3.591 0.166 

文章內容 0.753 0.686 

電子郵件使用頻率 7.643 0.022＊

閱讀方式 0.803 0.669 

有興趣內容的處理 1.917 0.384 

操作上跳離的原因 2.304 0.890 

內容上跳離的原因 1.612 0.447 

如何得知最新出版消息 1.532 0.821 

如何期待最新出版消息 5.179 0.269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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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0 得知，在各項使用情形與月收入的卡方檢定中，「上網地點」、「基本

操作方式」、「再次使用方式」及「電子郵件使用頻率」四項與月收入有顯著差異

（p=0.000、0.011、0.021、0.022＜0.05）。 

在交叉分析中，由於「月收入」中的「20001 至 30000 元」、「30001 至 40000

元」及「50001 至 60000 元」之期望個數均小於 5，因此各別合併為「30000 元以下」、

「30001 至 50000 元」及「50001 元以上」等三項。「基本操作方式」中的「操作錯

誤後，就不知如何再進入」與「曾操作錯誤，跳離再進入」合併為「錯誤跳離再

進入或不知如何再進入」一項。「利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提供的電子郵件之頻率」

中，「經常」與「偶而」合併為「曾經有過」1 項。 

在「30000 元以下」月收入的受訪者中，「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為最多，

共 75 人，佔 77.3﹪；「學校或網咖」的有 13 人，佔 13.4﹪；「辦公室」的有 9 人，

佔 9.3﹪。 

在「30001 至 50000 元」月收入的受訪者中，「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為

最多，共 46 人，佔 52.3﹪；「辦公室」的有 22 人，佔 25.0﹪；「學校或網咖」的有

20 人，佔 22.7﹪。 

在「50001 元以上」月收入的受訪者中，「上網地點」以「辦公室」為最多，

共 26 人，佔 41.9﹪；「自家電腦」的有 21 人，佔 33.9﹪；「學校或網咖」的有 15

人，佔 24.2﹪。 

當第一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時，「30000 元以下」月收入者主要是

「依照連結步驟馬上進入」，共 59 人，佔 60.8﹪；其次是「看使用說明再進入」有

25 人，佔 25.8﹪；「錯誤跳離再進入或不知如何再進入」有 13 人，佔 13.4﹪。 

在「30001 至 50000 元」月收入的受訪者中，當第一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

月刊」時，主要是「依照連結步驟馬上進入」，共 62 人，佔 70.5﹪；其次是「看使

用說明再進入」有 20 人，佔 22.7﹪；「錯誤跳離再進入或不知如何再進入」的有 6

人，佔 6.8﹪。 

在「50001 元以上」月收入的受訪者中，當第一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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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主要是「依照連結步驟馬上進入」，共 53 人，佔 85.5﹪；其次是「看使用說明

再進入」有 8 人，佔 12.9﹪；「錯誤跳離再進入或不知如何再進入」有 1 人，佔 1.6

﹪。 

當一段時間後再次使用時，主要是「根據以往經驗馬進入」的，在「30000 元

以下」月收入者中有 77 人，佔 79.4﹪；「看使用說明或錯誤跳離再進入」的有 20

人，佔 20.6﹪。 

在「30001 至 50000 元」月收入的受訪者中，當一段時間後再次使用時，主要

是「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的有 79 人，佔 89.8﹪；「看使用說明或錯誤跳離再進

入」的有 9 人，佔 10.2﹪。 

在「50001 元以上」月收入的受訪者中，當一段時間後再次使用時，主要是「根

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的有 58 人，佔 93.5﹪；「看使用說明或錯誤跳離再進入」的

有 4 人，佔 6.5﹪。 

在「30000 元以下」月收入的受訪者中，「從來沒有」利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

刊提供的電子郵件有 56 人，佔 57.7﹪；「曾經有過」的 41 人，佔 42.3﹪。 

在「30001 至 50000 元」月收入的受訪者中，「從來沒有」利用科博館網路簡

訊月刊提供的電子郵件有 57 人，佔 64.8﹪；「曾經有過」的 31 人，佔 35.2﹪。 

在「50001 元以上」月收入的受訪者中，「從來沒有」利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

刊提供的電子郵件有 49 人，佔 79.0﹪；「曾經有過」的 13 人，佔 21.0﹪。 

 

4.10.7 是否為卡友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以下首先針對是否為卡友與閱讀行為進行卡方檢定，結果如表 4.32，並將呈現

顯著性者運用交叉分析以了解是否為卡友與閱讀行為之百分比分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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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是否為卡友與閱讀行為之卡方檢定 

是否為卡友 檢定 

變數 卡方值 P 值 

上網地點 3.143 0.534 

上網方式 2.079 0.354 

上網頻率 0.988 0.610 

基本操作方式 1.043 0.903 

再次使用方式 2.338 0.311 

促使操作的主因 3.034 0.552 

個人需求主因 7.144 0.128 

最重要的功能 5.933 0.431 

網頁設計吸引元素 8.614 0.071 

與其他網站的比較 3.595 0.166 

0.044＊文章內容 6.256 

電子郵件使用頻率 1.325 0.516 

閱讀方式 0.509 0.775 

有興趣內容的處理 0.975 0.614 

操作上跳離的原因 7.957 0.241 

內容上跳離的原因 0.783 0.676 

如何得知最新出版消息 3.062 0.547 

如何期待最新出版消息 1.665 0.797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在各項使用情形與是否為卡友的卡方檢定中，只有「文章內容」一項與是否

為卡友有顯著差異（p=0.044＜0.05）。 

在「家庭卡」卡友中，認為「文章內容通俗易懂」的有 44 人，佔 67.7﹪；認

為「文章中的專業名詞較難」的有 21 人，佔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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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龍卡」卡友中，認為「文章內容通俗易懂」的有 33 人，佔 71.7﹪；認

為「文章中的專業名詞較難」的有 13 人，佔 28.3﹪。 

在「非卡友」中，認為「文章內容通俗易懂」的有 74 人，佔 54.0﹪；認為「文

章中的專業名詞較難」的有 63 人，佔 46.0﹪。 

 

4.11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閱讀行為與使用動機、滿

意度之 t 檢定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在這部分，乃利用獨立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以檢驗「科博館網路簡

訊月刊」閱讀行為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相關性。 

 

4.11.1 上網方式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 t 檢定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上網方式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4.33： 

 

表 4.33 上網方式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獨立樣本 t 檢定 

上網方式 

平均值 

               檢定 

   變項 

從首頁 從搜尋引擎

t 值 p 值 

資訊尋求 3.8866 3.8773 0.111 0.912 

自我成長 2.9643 2.9759 -0.129 0.898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3.6042 3.6882 -0.930 0.354 

滿足需求 3.6466 3.5687 1.033 0.303 

熱切求知 2.7870 2.9082 -1.304 0.193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3.4861 3.6096 -1.412 0.159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在「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構面與「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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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滿意因素構面與上網方式的 t 檢定結

果，都無明顯差異，亦即，不論從首頁或從搜尋引擎上網，對於動機因素構面與

滿意因素構面均呈現較一致的結果。 

 

4.11.2 上網頻率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 t 檢定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上網頻率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4.34： 

 

表 4.34 上網頻率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獨立樣本 t 檢定 

上網頻率 

平均值 

               檢定 

   變項 

定期 不定期 

t 值 p 值 

0.003＊資訊尋求 4.0489 3.8076 2.990 

自我成長 3.0457 2.9412 1.171 0.243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3.7800 3.6143 1.865 0.063 

0.001＊滿足需求 3.7570 3.5200 3.237 

熱切求知 2.8578 2.8800 -0.241 0.810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3.5400 3.5886 -0.561 0.576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在「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構面與「滿

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滿意因素構面與上網頻率的 t 檢定結

果，只有「資訊尋求」動機因素構面與「滿足需求」滿意因素構面有明顯差異（p

＝0.003、0.001＜0.05），由平均數來看，定期上網者比不定期上網者之「資訊尋求」

動機強；在「滿足需求」滿意因素上，亦是定期上網者比不定期上網者滿意。其

他都無明顯差異，亦即，不論定期上網或不定期上網者，在「自我成長」及「科

學專業需求」動機因素、「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滿意因素均呈現較一致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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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文章內容難易度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 t 檢定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文章內容難易度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4.35： 

 

表 4.35 文章內容難易度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獨立樣本 t 檢定 

文章內容難易度 

平均值 

               檢定 

   變項 

易 難 

t 值 p 值 

資訊尋求 3.9346 3.7938 1.835 0.068 

自我成長 3.0233 2.8925 1.563 0.119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3.7386 3.5464 2.308 0.022＊

滿足需求 3.6245 3.5384 1.230 0.220 

熱切求知 2.8529 2.9055 -0.633 0.528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3.5392 3.6289 -10102 0.271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在「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構面與「滿

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滿意因素構面與文章內容難易度的 t

檢定結果，只有「科學專業需求」動機因素構面有明顯差異（p＝0.022＜0.05），由

平均數來看，覺得文章內容較通俗易懂者之「科學專業需求」動機因素比認為文

章內容較艱深難懂者強。其他都無明顯差異，亦即，不論難易程度為何，在「資

訊尋求」及「自我成長」動機因素、「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滿

意因素均呈現較一致的結果。 

 

4.11.4 網頁設計評價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 t 檢定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網頁設計評價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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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表 4.36 網頁設計評價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獨立樣本 t 檢定 

網頁設計評價 

平均值 

               檢定 

   變項 

活潑新奇 枯燥死板

t 值 p 值 

0.003＊資訊尋求 3.9170 3.5467 3.005 

自我成長 3.0070 2.6629 2.550 0.011＊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3.6911 3.4200 1.999 0.047＊

0.000＊滿足需求 3.6321 3.2222 3.687 

熱切求知 2.8881 2.7400 1.055 0.293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3.5911 3.4200 1.296 0.196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在「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構面與「滿

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滿意因素構面與網頁設計評價的 t

檢定結果，「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滿足

需求」滿意因素有明顯差異（p＝0.003、0.011、0.047、0.000＜0.05），由平均數來

看，認為網頁設計活潑新奇的比認為枯燥死板者之三項動機較強，「滿足需求」因

素之滿意度也是認為網頁設計活潑新奇的較滿意。其他都無明顯差異，亦即，不

論網頁設計評價為何，對於「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滿意因素構面均呈現較

一致的結果。 

 

4.11.5 再次使用方式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 t 檢定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再次使用方式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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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再次使用方式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獨立樣本 t 檢定 

再次使用方式 

平均值 

               檢定 

   變項 

據以往經驗 重新學習

t 值 p 值 

資訊尋求 3.9055 3.7121 1.750 0.081 

自我成長 2.9526 3.1039 -1.253 0.211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3.6935 3.4697 1.860 0.064 

滿足需求 3.5950 3.5657 0.290 0.772 

熱切求知 2.8180 3.2374 -3.440 0.001＊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3.5530 3.7121 -1.361 0.175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在「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構面與「滿

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滿意因素構面與再次使用方式的 t

檢定結果，只有「熱切求知」滿意因素有顯著差異（p＝0.001＜0.05），由平均數來

看，再次使用時需重新學習者之「熱切求知」滿意因素比能夠根據以往經驗就直

接進入者滿意。其他各項都無明顯差異，亦即，不論能否記取經驗或需重新學習，

對於「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構面、「滿足需

求」及「便利搜尋」滿意因素構面均呈現較一致的結果。 

 

4.11.6 因內容跳離原因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 t 檢定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因內容跳離原因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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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因內容跳離原因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獨立樣本 t 檢定 

因內容跳離原因 

平均值 

               檢定 

   變項 

沒興趣 太難或不吸

引人 

t 值 p 值 

資訊尋求 3.8611 3.9425 -0.915 0.361 

自我成長 2.9360 3.0936 -1.631 0.104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3.6693 3.6466 0.234 0.815 

0.005＊滿足需求 3.5382 3.7663 -2.857 

熱切求知 2.8333 3.0057 -1.734 0.084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3.5677 3.5948 -0.288 0.773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在「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構面與「滿

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滿意因素構面與因內容跳離原因的 t

檢定結果，只有「滿足需求」滿意因素構面有顯著差異（p＝0.005＜0.05），由平均

數來看，會因內容太難或不吸引人而跳離者比沒興趣者滿意。其他都無明顯差異，

亦即，不論原因為沒興趣、太難或不吸引人，對於「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

「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構面與「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滿意因素構

面均呈現較一致的結果。 

 

4.11.7 有興趣的內容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 t 檢定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有興趣的內容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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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有興趣的內容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獨立樣本 t 檢定 

有興趣的內容 

平均值 

               檢定 

   變項 

查詢或搜尋 下載或轉寄

t 值 p 值 

0.000＊資訊尋求 3.6747 3.9820 -3.965 

自我成長 2.8709 3.0231 -1.607 0.110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3.5602 3.7156 -1.795 0.074 

0.000＊滿足需求 3.3909 3.6906 -4.269 

熱切求知 2.9177 2.8513 0.741 0.459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3.5602 3.5808 -0.269 0.788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在「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構面與「滿

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滿意因素構面與有興趣的內容 t 檢定

結果，「資訊尋求」動機因素構面與「滿足需求因素」滿意因素構面有顯著差異（p

＝0.000、0.000＜0.05），由平均數來看，對有興趣的內容會下載或轉寄者比只查詢

或搜尋者之動機強，滿意度亦較高。其他都無明顯差異，亦即，不論下載或轉寄、

查詢或搜尋，對於「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動機因素構面、「熱切求知」

及「便利搜尋」滿意因素構面均呈現較一致的結果。 

 

4.11.8 電子郵件利用頻率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 t 檢定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電子郵件利用頻率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如

表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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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 電子郵件利用頻率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獨立樣本 t 檢定 

電子郵件利用頻率 

平均值 

               檢定 

   變項 

曾用過 從未用過

t 值 p 值 

0.035＊資訊尋求 3.9885 3.8221 2.125 

自我成長 3.1002 2.9045 2.297 0.022＊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3.7414 3.6227 1.384 0.168 

0.008＊滿足需求 3.7139 3.5256 2.656 

熱切求知 2.8985 2.8599 0.435 0.664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3.4828 3.6227 -1.687 0.093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在「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構面與「滿

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滿意因素構面與電子郵件利用頻率

的 t 檢定結果，「資訊尋求」及「自我成長」動機因素構面、「滿足需求」滿意因素

構面有明顯差異（p＝0.035、0.022、0.008＜0.05），由平均數來看，曾用過「科博

館網路簡訊月刊」電子郵件者之動機強於未曾使用過者，滿意度亦較高。其他都

無明顯差異，亦即，不論是否曾使用過，對於「科學專業需求」動機因素構面與

「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滿意因素構面均呈現較一致的結果。 

 

4.11.9 閱讀方式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 t 檢定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閱讀方式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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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閱讀方式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獨立樣本 t 檢定 

閱讀方式 

平均值 

               檢定 

   變項 

瀏覽 閱讀 

t 值 p 值 

資訊尋求 3.8078 3.9265 -1.547 0.123 

自我成長 2.9169 3.0085 -1.093 0.276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3.5816 3.7171 -1.621 0.106 

滿足需求 3.5181 3.6382 -1.721 0.087 

熱切求知 2.8639 2.8794 -0.178 0.858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3.6276 3.5395 1.085 0.279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在「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構面與「滿

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這三項滿意因素構面與閱讀方式的 t 檢定結

果，都無明顯差異，亦即，不論只是瀏覽或有閱讀，對於動機因素構面與滿意因

素構面均呈現較一致的結果。 

 

4.11.10 上網地點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上網地點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如表 4.42： 

 

 123



表 4.42 上網地點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上網地點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Scheffe多重比較a

資訊尋求 0.279 0.757 － 

自我成長 1.812 0.166 －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0.318 0.728 － 

滿足需求 0.032 0.969 － 

熱切求知 5.115  0.007＊ 1、2＞3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2.729 0.067 －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a: Scheffe 多重比較欄中，1 代表自家電腦、2 代表辦公室、3 代表學校或網咖。 

 

經過上網地點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

素構面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三項滿意因素構面進行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只有「熱切求知」因素與上網地點具顯著差異（p＝0.007＜

0.05）。經 Scheffe 多重比較，其中上網地點在自家及辦公室者之「熱切求知」因素

之滿意度明顯高於學校或網咖。 

 

4.11.11 如何期待新出刊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如何期待新出刊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

如表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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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如何期待新出刊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如何期待新出刊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Scheffe多重比較a

資訊尋求 4.577 0.011＊ 2＞3 

自我成長 0.050 0.951 －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5.736 0.004＊ 2＞3 

滿足需求 8.941 0.000＊ 2＞3 

熱切求知 0.016 0.984 －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7.022 0.001＊ 1、3＞2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a: Scheffe 多重比較欄中，1 代表有續集時、2 代表有固定上網習慣、3 代表有

需要或碰巧點入。 

 

經過如何期待新出刊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

動機因素構面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三項滿意因素構面進

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資訊尋求」及「科學專業需求」動機因素構面、「滿

足需求」及「便利搜尋」滿意因素構面與如何期待新出刊具顯著差異（p＝0.011、

0.004、0.000、0.001＜0.05）。經 Scheffe 多重比較，其中固定上網者比有需要或碰巧

點入看到最新一期者之「資訊尋求」及「科學專業需求」動機因素強，對於「滿

足需求」滿意因素之滿意度亦較高；而對於「便利搜尋」滿意因素，因為有續集

時才會期待最新一期期刊和有需要或碰巧點入看到最新一期者之滿意度明顯高於

有固定上網習慣者。 

 

4.11.12 基本操作方式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基本操作方式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如

表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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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基本操作方式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基本操作方式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Scheffe多重比較a

資訊尋求 1.229 0.294 － 

自我成長 2.425 0.091 －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1.556 0.213 － 

滿足需求 1.657 0.193 － 

熱切求知 1.183 0.308 －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2.519 0.083 －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a: Scheffe 多重比較欄中，1 代表按照連結步驟進入、2 代表看使用說明再進入、

3 代表跳離再進入或不知如何再進入。 

 

經過基本操作方式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

機因素構面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三項滿意因素構面進行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並無明顯差異，也就是說，無論按照連結步驟進入、

看使用說明再進入或跳離再進入或不知如何再進入，其動機強度及滿意度均呈現

一致性。 

 

4.11.13 最重要功能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最重要功能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如表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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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最重要功能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最重要功能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Scheffe多重比較a

資訊尋求 1.200 0.310 － 

自我成長 1.388 0.247 －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1.985 0.117 － 

滿足需求 1.817 0.145 － 

熱切求知 2.754 0.043 －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0.649 0.584 －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a: Scheffe 多重比較欄中，1 代表回首頁或使用說明、2 代表電子版地圖、3 代

表全文檢索、4 代表最新一期。 

 

經過最重要功能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

因素構面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三項滿意因素構面進行單

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無明顯差異，也就是說，無論使用者認為「科博館網

路簡訊月刊」之最重要功能為回首頁或使用說明、電子版地圖、全文檢索或最新

一期，其動機強度及滿意度均呈現一致性。 

 

4.11.14 最新出刊消息來源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最新出刊消息來源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

果如表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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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最新出刊消息來源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最新出刊消息來源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Scheffe多重比較a

資訊尋求 3.819 0.023＊ 2＞1 

自我成長 0.308 0.735 －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3.446 0.033＊ 2＞3 

滿足需求 2.495 0.085 － 

熱切求知 3.833 0.023＊ 3＞2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1.527 0.219 －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a: Scheffe 多重比較欄中，1 代表電子郵件通知、2 代表主動上網、3 代表無意

中得知。 

 

經過最新出刊消息來源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

項動機因素構面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三項滿意因素構面

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資訊尋求」及「科學專業需求」動機因素構面、

「熱切求知」因素與最新出刊消息來源具顯著差異（p＝0.023、0.033、0.023＜0.05）。

經 Scheffe 多重比較，其中主動上網之「資訊尋求」動機明顯強過受到電子郵件通

知者；主動上網之「科學專業需求」動機明顯強於無意中得知者；無意中得知者

之「熱切求知」因素之滿意度明顯高於主動上網者。 

 

4.11.15 操作上跳離原因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操作上跳離原因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

如表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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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 操作上跳離原因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操作上跳離原因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Scheffe多重比較a

資訊尋求 0.324 0.808 － 

自我成長 2.233 0.085 －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0.720 0.541 － 

滿足需求 1.227 0.300 － 

熱切求知 2.605 0.052 －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0.176 0.543 －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a: Scheffe 多重比較欄中，1 代表點選錯誤、2 代表連線時間太久、3 代表不能

連結其他電子版、4 代表下載太慢。 

 

經過操作上跳離原因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

動機因素構面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三項滿意因素構面進

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無明顯差異，亦即，無論因點選錯誤、連線時間

太久、不能連結其他電子版或下載太慢而跳離者，其動機強度及滿意度均呈現一

致性。 

 

4.11.16 網頁設計元素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網頁設計元素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如

表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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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 網頁設計元素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網頁設計元素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Scheffe多重比較a

資訊尋求 0.753 0.472 － 

自我成長 0.778 0.461 －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0.283 0.754 － 

滿足需求 0.857 0.426 － 

熱切求知 0.425 0.654 －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2.920 0.056 －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a: Scheffe 多重比較欄中，1 代表文字內容、2 代表圖像或色彩、3 代表編輯格

式。 

 

經過網頁設計元素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

機因素構面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三項滿意因素構面進行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均無明顯差異，亦即，無論使用者重視的網頁設計元

素為文字內容、圖像或色彩，抑或編輯格式，其動機強度及滿意度均呈現一致性。 

 

4.11.17 需求主因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需求主因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如表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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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 需求主因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需求主因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Scheffe多重比較a

資訊尋求 3.196 0.043 － 

自我成長 1.013 0.365 －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1.289 0.278 － 

滿足需求 4.817 0.009＊ 2＞1 

熱切求知 0.952 0.387 －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0.340 0.712 －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a: Scheffe 多重比較欄中，1 代表免付費、2 代表題材專業性、3 代表具新聞性

即時性。 

 

經過需求主因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

素構面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三項滿意因素構面進行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只有「滿足需求」因素與需求主因具顯著差異（p＝0.009＜

0.05）。經 Scheffe 多重比較，其中重視題材專業性者之「滿足需求」因素之滿意度

明顯高於重視免付費者。 

 

4.11.18 使用主因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以下針對使用動機、滿意度與使用主因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如表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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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 使用主因與使用動機、滿意度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使用主因 因素 

 

變項 
F 值 P 值 Scheffe多重比較a

資訊尋求 0.206 0.814 － 

自我成長 0.304 0.738 － 

動機因素構面 

科學專業需求 2.021 0.135 － 

滿足需求 0.377 0.686 － 

熱切求知 2.322 0.100 － 

滿意因素構面 

便利搜尋 3.885  0.022＊ 2＞3 

註：＊表示p＜0.05 具顯著水準。 

a: Scheffe 多重比較欄中，1 代表易瀏覽、2 代表易檢索、3 代表易轉寄或下載。 

 

經過使用主因與「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

素構面與「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三項滿意因素構面進行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只有「便利搜尋」因素與使用主因具顯著差異（p＝0.022＜

0.05）。經 Scheffe 多重比較，其中使用主因為易檢索者之「便利搜尋」因素之滿意

度明顯高於認為易轉寄或下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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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根據上一章研究資料收集與整理分析之結果，夲章將就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

之讀者特性、閱讀行為、動機、滿意度進行討論。 

 

5.1 讀者特性分析 

本研究調查之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者以男性居多；在教育程度上以大專

以上高學歷為主；居住地以中部地區為最多；有四成從事軍公教職。而 2001 年針

對紙本簡訊月刊讀者調查之讀者特性，男女性別比例為 4：6，以女性居多；教育

程度以大專為主，佔五成強；年齡多為 25 至 40 歲之青年，佔五成左右；職業則以

軍公教為主，佔三成五。與本研究相較之下，除了性別有顯著差異之外，其他項

目均若合符節。 

在性別上，男女比例約為 7：3，以男性居多，顯示兩性在電腦網路的使用上

確實存在明顯的差異，致使女性的表現受到明顯的影響。根據傳播學者 Kremarae

（1998）、Frissen（1992）及 Smith & Balka（1988）等人的研究發現，大部分的電

腦設備、程式、資料庫等專業科技都是針對男性所設計，而女性因受到社會化歷

程中父權文化的宰制，面臨近用障礙的問題，也就是它的應用先天就不利於女性

的發展，男性易將電腦視為權利的延伸，女性則只把電腦當成達到某種目的的工

具。再由傳播內容的本質來看，科學藉由理性語言傳達訊息，自然能吸引男性對

科普資訊內容具較高涉入感，至於無法吸引較多女性上網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

刊這類科普期刊的原因，可推測為女性對日常生活話題性的關注高於科學、技術

發展等嚴肅性議題。 

過去的研究顯示，年紀輕、高收入及都會區人口是對科學感興趣的分布族群。

本研究之調查結果亦發現，35 歲以下的青、少年族群佔了八成，其中 15 歲以下及

16 至 22 歲之族群各佔二成左右，對網際網路科普資訊的使用度高於中老年族群，

屬於網際網路使用的主力族群，此與民國 92 年台灣區網路調查的發現一致。 

受訪者中，有七成四具大專以上教育程度者。從文獻中發現，一般中小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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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專業學識不足而易產生網路使用障礙，顯見電腦網路科技的運用仍需較高之

學識背景基礎。而由「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之教育功能來看，顯然應該著重 23

歲以上、大專程度者之社會教育為主。 

而由將近一半的受訪者具有公務人員身份，可推論電子化政府之推行不僅落

實在公務之執行，亦可能因此改變他們日常資訊尋求的方式。另，亦可推論科博

館網路簡訊月刊由公務機構發行，屬性相同之機構較易促發使用之動機。 

在受訪者中，有七成五居住於中部地區。由於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發行所位

於台中市，資訊來源因地緣關係而自然能吸引中部地區使用者，然若依網路無國

界的特性，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之傳播效力似乎仍有擴展之空間。 

由月收入級別的分布上，以 20000 元以下者最多，佔二成五，對照前述 15 歲

以下族群及高中職以下學歷之百分比顯示，由「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之非營利、

免費發行屬性來看，能夠吸引較低收入之學生族群，是其異於一般營利性刊物之

處。 

科博館為掌握主力觀眾群持續到館參觀，而針對家庭觀眾發行效期為兩年之

家庭卡，及針對一般個人發行效期為一年之恐龍卡。在本研究中，受訪者為優惠

卡友（含家庭卡及恐龍卡）及非卡友之比例約 4.5：5.5，卡友佔將近一半，由此可

推論，科博館優惠卡友乃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之核心使用者。 

 

5.2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閱讀行為分析 

在一般上網情形方面，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使用自家電腦上網查詢

網路科普刊物的比例最高，約佔五成七左右；而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是透過搜尋

引擎找到所要閱讀的科普訊息。此二項與民國 92 年台灣區網路調查結果若合符

節。至於上網頻率，有七成的受訪者並沒有定時使用網路科普刊物的習慣。顯示

除了公共場域（如學校、企業或機關辦公室等）已重視網路傳輸及相關應用的重

要性，並對於網路基礎及應用設備之建設已見成效外，一般家戶使用電腦為資訊

獲得來源的原因，一方面是家庭安裝寬頻設備的比重提高；另一方面則因法令對

網咖設立多所限制，使網咖經營受限，減低了使用者對網咖的需求性。而搜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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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還是較具便利性的操作工具，因為若藉由科普網站首頁進入，需面臨記憶網址

的考驗和登錯的挫折。上網頻率可反映資訊需求度，不定時的上網頻率於此可被

解讀為科普期刊之專業性需更生活科技化、普及化、具話題性，以引發固定頻率

之經常使用性。 

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使用情形方面，依據 Nielsen 網路使用性概念，本研究

的受訪者在第一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時，有七成左右可以依照連結步驟馬

上進入，且再次使用時，更有八成的人已記取經驗，可以馬上進入使用，顯見已

符合網路使用性易學習、使用效率佳及容易記憶的特性。 

在使用因素方面，有將近七成的受訪者認為容易瀏覽是最主要的原因，此顯

示較之傳統閱讀，只是載具不同，在閱讀的本質上並無明顯的差異。檢索、下載、

列印或轉寄等網路特性因素反而較不常為運用。檢索功能強調的是隱身背後的完

善資料庫建置，以及超連結的閱讀深度；下載及列印代表的是內容可讀性後續的

延伸；而轉寄涉及的是訊息來源傳播的效力。為增強這些網路特性功能，可鼓勵

國內科學家、作家、新聞工作者投入科普寫作，以增強資料庫的豐富度及文章的

可讀性，並在技術上因應不同上網任務或目的而提供不同的超連結閱讀深度。引

發轉寄科普訊息動機和意願的動力，涉及網路依賴程度，網路依賴者視網路為社

會化與建立人際關係的步驟；非依賴者則視為獲得資訊及維持溝通已存在之人際

關係。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是專業性科普期刊，有五成強的受訪者即因其題材

具科普專業性而使用；基於經濟因素考量，免付費成為受訪者青睞的原因，約佔

三成左右；至於可以表現網路特質的即時性、新聞性則是較弱的原因。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功能中，以全文檢索及電子版地圖較受重視，均

佔三成五以上，可見目錄功能及資料庫之建置完備與否，受到使用者的關注。而

對於最新期刊資訊的獲得則顯得較不關心。 

有六成五受訪者不曾使用與編輯者間溝通之電子郵件，顯示互動性網路特質

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中並未普及。 

人們的閱讀習慣已進入讀圖時代。本研究針對網頁設計元素進行之調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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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七的受訪者認為圖像是最吸引人的要素，雖然其比例不及文字內容這一項

高，但圖片一看即懂、具體的本質，解構了後現代文化知識的認知過程。而對網

頁設計的風格，絕大部分的受訪者持正面肯定的看法，認為讓人有活潑、新奇的

感受。 

科學普及化的程度在乎文章內容的難易度。本研究調查顯示，六成多的受訪

者認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文章通俗易懂，達到科普化的程度。 

有五成四的受訪者對文章內容只是閱讀其中的一部分，而對於有興趣的內

容，有六成的人會將它下載或列印。 

在操作上，若因連線時間太久，有四成四的人會馬上跳出此網站。而在內容

上則有七成六的人會因為對當期科普訊息沒興趣而跳出。 

本研究調查受訪者對最新一期「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出版消息的來源，有

五成六是在接受科博館電子郵件通知時得知，會主動隨時上網查知的佔了二成

五。有三成的受訪者是養成固定上網的習慣，而有七成左右的受訪者是在有需要

時（包括文章內容連載的狀況）或不經意的情況下，才會上網查詢科普相關訊息。 

 

5.3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特性與閱讀行為交叉分析 

對於一般使用情形，男女性別對於網路科普刊物的上網頻率是有所區別的，

男性定期上網的比例低於女性約有一成三，但因男、女性別比例為 7：3 高於女性，

整體來看，還是男性定期上網的比例高，顯示男性比較能習慣性使用網路科普刊

物。 

在各年齡層中，使用自家電腦比例在四成八至七成四之間，其中最高者為 15

歲以下；比例最低為 23 至 35 歲者。而各年齡層中以 23 至 35 歲者使用辦公室電腦

比例最高。會在學校或網咖上網者之年齡層越高比例越低。顯示網咖發展受限於

法令及家用電腦寬頻上網速度加快，致使青少年兒童族群願意在家上網；而除了

家用電腦外，成年人由於工作地點資訊化之便利性，使得上網地點較之更多元化。

至於學校及網咖之使用比例偏低，乃因學校電腦之主要功能在於提供學習，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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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咖的目的一般在於娛樂休閒，較少成為尋求專業知識的主要地點。 

對於「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最新出版消息，35 歲以下者都表示當科博館電

子郵件通知時才會得知出刊訊息，其比例都在五、六成之間，可見其屬於被動訊

息接收者，是否因年輕族群屬於網路主力使用族群，訊息接納量廣泛，「科博館網

路簡訊月刊」只是眾多訊息來源其中的一部分，較不會主動查詢其出刊消息，值

得進一步探討。而 36 歲以上者的訊息來源則以隨時主動上網查詢為主，約佔五成

五，推論可能受到以往動機的導引，較會有目的、選擇性主動尋求訊息來源。 

國中以下教育程度者使用自家電腦上網的比例在各教育程度者中最高，約佔

七成七；研究所以上者比例最低，約佔三成三左右。而研究所以上者以辦公室為

上網地點者則是各教育程度者中最高，約佔四成四。相對來說，學校或網咖的比

例則屬較偏低者。對照上項年齡與上網地點之交叉分析結果，此處國中以下之低

教育程度者應為 15 歲以下之青少年兒童族群，居家上網的比例偏高原因已如上項

說明。而研究所以上高學歷者利用工作地點上網，顯示資訊化設備除了提供工作

上之便利性外，亦是該族群知識訊息獲得的重要工具。 

至於上網查詢「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路徑，除了高中職教育程度者主要

會透過各首頁或其他路徑進入外，其他教育程度者主要都從搜尋引擎進入，可見

搜尋引擎是較廣為運用的入口途徑。 

在網路操作使用的記憶性方面，各教育程度絕大部分都會根據已往經驗馬上

進入，比例上，高中職達 100﹪，較低的國中以下程度者亦有七成七左右，也就是

說，再次使用時會產生錯誤的比例以國中以下者最高，約佔二成三左右。顯見網

路使用性中的「容易記憶」特色在本研究中受到正面的肯定，亦即網路資訊操作

技術已普及化。而低教育程度者產生錯誤的比例偏高，即顯示網路資訊學習隨教

育學習的累積及提升而能有較佳之使用性。 

在個人需求上，比較在意「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題材專業性的，以高中職

及研究所以上者之比例較高，約各佔七成左右，顯見題材專業性的個人需求受到

高中職及研究所以上者的高度重視。而對於免付費這項，大專及國中以下者之比

例高於其他教育程度者，則意謂此二教育程度者對於個人的網路使用需求受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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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因素考量之影響程度較高。對於內容新聞性及即時性的需求，各教育程度均明

顯偏低，且教育程度越高其比例越低，可見新聞性及即時性的需求並非使用「科

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時之主要考量因素。 

對於最新出版消息的獲得管道，除了高中職主動上網的比例較高外，其他教

育程度者都是被動受到科博館電子郵件通知的，以研究所以上者比例較高，約佔

七成左右。顯見在高密度資訊流中要引發讀者主動的注意與興趣，尤其是高學歷

者之資訊接納量可能更高，仍需透過電子郵件傳播的力量，又或者更注重科普化

在生活科技面的發展，亦有助於網路科普刊物在眾多資訊流中突圍。 

自家電腦是各職業別上網地點的首選。但值得一提的是，軍公教人員使用辦

公室電腦的比例與自家電腦等量齊觀，各佔三成五左右，而工商、自由業、學生

及其他職業別（包括家管、退休人員）使用自家電腦者均在六成以上。 

對於再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經驗，各職業別絕大部分都能順利

進入使用，其比例高達將近八成以上。但對於學生和自由業者而言，仍有約二成

強需看使用說明或會再產生錯誤，屬於各職業別中比例偏高的族群。 

地域性的差別，反映在網頁設計中，顯示居住在北部的人口較重視圖像或色

彩這類視覺的感受，約佔五成左右，是後現代讀圖時代趨勢的象徵，反映出都會

人口龐大資訊接納量背後，對簡單易懂之圖像表現型態的渴望；而中部、東部及

南部地區的人口則傾向於對文字內容的涉獵，尤其東部及南部地區對文字內容重

視的比例高達八成以上，可見這些地區人口對網路上提供的文本資訊仍寄予重

望，也就是說，在很大部分的成分上，網路是這些地區人口知識獲得的重要來源。

至於編輯格式是較未受重視的部分。 

月收入在 50000 元以下者，上網地點以自家電腦為首選，平均約佔六成；而

50001 元以上者，則以辦公室為上網地點者為最多，約佔四成。顯見一般所得收入

者居家上網較為頻繁，而高所得收入者或許因耗費在工作場所的時間較長，使得

辦公室成為主要的上網地點。 

在第一次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方面，能夠依照步驟順利進入使用的

比例，月收入越多，其比例越高；也就是說，月收入較低者曾經遇到挫折或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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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輔助說明者的機率顯然是較高的。 

而當再次上網使用時，仍然是隨著月收入越高，能夠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

的比例越高，約各佔八成以上。 

對於利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提供的電子郵件的情形，從來沒用過的比例佔

一半以上；但月收入越低，曾經使用過的比例越高。 

科博館優惠卡友中的家庭卡及恐龍卡成員，認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文章內

容通俗易懂的比例平均佔約七成左右；但非卡友則認為難、易的比例各半。顯示

卡友由於是科博館的核心觀眾，對科學訊息較為重視，對於科學文章的表達方式

及科學知識的接受度較佳，是核心的「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 

 

5.4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特性與使用動機交叉分析 

本研究藉由動機與滿意度以衡量使用者的需求期望和滿足程度。自動機因素

量測結果可知，受訪者於社交、自我成長、便利性、專業志向及資訊獲得方面有

比較強烈的需求，較不會因為網際網路是潮流所趨而使用，亦即表示讀者具有資

訊尋求之自主選擇性。顯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有顯著的科學資訊需求。 

在「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科學專業需求」三項動機因素構面與性別、

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居住地、月收入等六項基本人口變項進行之獨立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中，均未產生顯著差異性，亦即此六項基本人口變項對

動機因素構面都表現出一致的動機強度。 

唯有是否為卡友與「資訊尋求」動機因素構面具顯著差異性，其中家庭卡友

之動機明顯強過非卡友。家庭卡是行之有年的優惠卡種，家庭卡友是科博館的核

心觀眾，對科學訊息正確性的要求、科學新知的追求、科學問題的探索、科學知

識的近用性、科學新聞的即時性及科學議題解惑的社交性等「資訊尋求」動機因

素，有深刻的需求性；而非卡友因屬非特殊使用族群，動機強度不如家庭卡友是

可預期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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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特性與滿意度交叉分析 

關於滿意度的量測結果，讀者對「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資訊需求、內容

豐富度及多樣性、工具性、便利性感到滿意，並有意外的收穫，對科學新知的焦

慮感較不明顯，網上閱讀的習慣也已被接受。 

在「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三項滿意因素構面與年齡、教

育程度、居住地、月收入等四項基本人口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中，均未產

生顯著差異性，亦即此四項基本人口變項對三項滿意因素構面都表現出一致的滿

意度。 

在性別與「便利搜尋」滿意度因素構面之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呈現顯著差異。

男性在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查詢資料的方便性之滿意度上明顯比女性高。

根據前述基本人口變項中性別之比例為男多於女，及本部分男性較滿足於網路簡

訊月刊查詢資料之方便性來看，驗證了過去對網路為男性所設計之研究（吳筱玫，

2000）。 

而不同職業對於「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因素構面的滿意度亦有顯著差

異。從事工商業者對於科學新知的焦慮感、對龐大資訊流的無所事從、網上閱讀

的挫折感、對網路科普刊物專業性的質疑及網路科普刊物產生的話題性等「熱切

求知」因素都明顯高於軍公教人員。工商業者、自由業者及家管、退休等其他職

業則對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查詢資料的方便性之滿意度高於學生。 

是否為卡友與「熱切求知」因素構面具顯著差異性，其中家庭卡友之熱切求

知程度明顯高於恐龍卡及非卡友。顯示家庭卡友對於科學新知的焦慮感、對龐大

資訊流的無所事從、網上閱讀的挫折感、對網路科普刊物專業性的質疑及網路科

普刊物產生的話題性等「熱切求知」程度都明顯偏高。 

 

5.6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動機與滿意度相關性分

析 

根據使用動機因素與滿意度因素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當「資訊尋求」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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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強烈，讀者對於「滿足需求」越高；「資訊尋求」動機越強烈，讀者對於「便利

搜尋」也越高。也就是說，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中找尋正確科學訊息及科

學問題不同答案、學習科學新知、查到資料馬上閱讀、容易找到需要的資訊及幫

別人解答科學問題等的動機越強，越滿足查尋資料的方便性、科學需求的多樣化

及豐富性、可即時掌握所有的科學知識、對工作及課業上的幫助、對科學的好奇

心、能發現意外驚喜，而願意在必要時多花時間在這個網站上，並將資訊轉寄給

別人。 

當讀者的「自我成長」動機越強烈，「滿足需求」、「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

越高。亦即，想要增加人際互動、訓練獨立思考、提高競爭力、希望對工作、課

業有所幫助、跟隨潮流、怕被排擠在社會權力核心之外的動機越高，越滿足查尋

資料的方便性、科學需求的多樣化及豐富性、可即時掌握所有的科學知識、對工

作及課業上的幫助、對科學的好奇心、能發現意外驚喜，而願意在必要時多花時

間在這個網站上，並將資訊轉寄給別人及成為與人交談的話題。但也會對科學新

知感到焦慮、使用上有挫折感但還是會繼續使用、資訊太多不知如何用起、不習

慣在網上閱讀科學訊息，並感到內容不夠專業。 

當讀者的「科學專業需求」動機越強烈，「滿足需求」及「熱切求知」越高。

也就是說，想要獲得所缺乏的科學知識及科學的興趣的動機越強烈，越滿足查尋

資料科學需求的多樣化及豐富性、可即時掌握所有的科學知識、對工作及課業上

的幫助、對科學的好奇心、能發現意外驚喜，而願意多花時間在這個網站上，並

將資訊轉寄給別人及成為與人交談的話題。但也會對科學新知感到焦慮、使用上

有挫折感但還是會繼續使用、資訊太多不知如何用起、不習慣在網上閱讀科學訊

息，並感到內容不夠業。 

 

5.7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動機、滿意度與閱讀行

為之交叉分析 

根據閱讀行為與使用動機、滿意情形之 t 檢定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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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定期上網之讀者在「資訊尋求」動機及「滿足需求」因素兩個面向上均強過不

定期上網者。顯示科普網站經常性使用者對正確科學訊息、不同面向的科學解答、

科學新知的探求、科學資訊的即時性、易得性及協助他人解答科學問題上具較強

烈的使用動機；而在滿意度上，多樣化科學需求、網路之科學即時性、豐富性均

較可滿足科普網站經常性使用者，也是他們工作或課業上的利器，並能滿足他們

的科學好奇心及產生意外的收穫，因此會花較多時間於此網站，並將訊息轉寄給

他人。 

認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內容通俗易懂者的「科學資訊需求」動機比認

為艱深難懂者強，因為他們對科學感興趣，在此網站上可獲得缺乏的科學知識理

解能力之補充。 

至於給予網頁設計活潑新奇的正面評價者，在「資訊尋求」、「自我成長」及

「科學資訊需求」動機上都明顯比認為枯燥死板的負面評價者強。在「滿足需求」

程度上也是正面評價者表現出較高的滿意度。亦即正面評價者有強烈的正確科學

訊息、不同面向的科學解答及科學新知的探求取向，對科學資訊的即時性、易得

性及協助他人解答科學問題上具較強烈的動機，他們注重人際互動、個人科學知

識的增長、想掌握潮流趨勢、對科學感興趣、在此網站上可獲得科學理解能力的

補充。正面評價者亦滿足於對科學的好奇心、多樣化、豐富度、即時性，並曾發

現意外的驚喜，會將它當成工作、課業上的利器，會花很多時間在此網站上，並

將訊息轉寄給他人。 

當再次使用此網站時，需重新學習再進入的比能夠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

者，對大量的網路科學訊息感到焦慮，不習慣網上閱讀，在網上曾受到挫折但還

是會繼續使用，有時會感到此網站的內容專業性不足，但科普網站還是具有話題

性的。 

在內容上，會因為內容太艱深或網頁設計不吸引人而跳離者之「滿足需求」

程度高於對當期科普資訊沒興趣者。此結果顯示，會因為內容太艱深或網頁設計

不吸引人而跳離者較滿意「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多樣化科學需求、科學訊息

之即時性、豐富性，也認為這個網站對他們的工作或課業有幫助，並能滿足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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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好奇心及產生意外的收穫，因此會花較多時間於此網站，並將訊息轉寄給

他人。 

而對於有興趣的內容，在「資訊尋求」動機及「滿足需求」上，會下載或轉

寄者高於只查詢或搜詢者。也就是說，會下載或轉寄者有強烈的正確科學訊息、

不同面向的科學解答及科學新知的探求取向，對科學資訊的即時性、易得性及協

助他人解答科學問題上具較強烈的動機。亦滿足於對科學的好奇心、多樣化、豐

富度、即時性，並曾發現意外的驚喜，會將它當成工作、課業上的利器，會花很

多時間在此網站上，並將訊息轉寄給他人。 

曾用過「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電子郵件者之「資訊尋求」及「自我成長」

動機、「滿足需求」高於沒使用過者。顯示曾用過者有強烈的正確科學訊息、不同

面向的科學解答及科學新知的探求取向，對科學資訊的即時性、易得性及協助他

人解答科學問題上具較強烈的動機，他們注重人際互動、個人科學知識的增長、

想掌握潮流趨勢。亦滿足於對科學的好奇心、多樣化、豐富度、即時性，並曾發

現意外的驚喜，會將它當成工作、課業上的利器，會花很多時間在此網站上，並

將訊息轉寄給他人。 

在上網地點方面，使用自家電腦及在辦公室上網者的「熱切求知」程度高於

使用學校或網咖電腦者。亦即使用自家電腦及在辦公室上網者對科學新知感到焦

慮、面對太多的資訊常感不知如何用起，也不習慣在網上閱讀，會產生挫折感，

但仍繼續使用，認為此網站的內容不夠專業，但網上接收到的科學資訊具話題性。 

當被詢及如何期待最新一期的出刊時，表示有固定上網習慣者之「資訊尋求」

及「科學專業需求」動機、「滿足需求」滿意度高於有需要或碰巧點入者；而當內

容有續集時會期待新的一期出刊者之「滿足需求」及「便利搜尋」滿意度高於有

需要或碰巧點入者。顯示有固定上網習慣者具強烈的正確科學訊息、不同面向的

科學解答及科學新知的探求取向，對科學資訊的即時性、易得性及協助他人解答

科學問題上具較強烈的動機，對科學感興趣，並在此網上可獲得科學知識理解不

足處之補充；亦滿足於對科學的好奇心、多樣化、豐富度、即時性，並曾發現意

外的驚喜，會將它當成工作、課業上的利器，會花很多時間在此網站上，並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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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轉寄給他人。而期待續集者則滿足於對科學的好奇心、多樣化、豐富度、即時

性，並曾發現意外的驚喜，會將它當成工作、課業上的利器，會花很多時間在此

網站上，並將訊息轉寄給他人，認為上網查資料比上圖書館方便，也在必要時才

會上此網站。 

至於最新出刊消息的訊息來源，主動上網者之「資訊尋求」動機強過受電子

郵件通知者，亦即主動上網者有強烈的正確科學訊息、不同面向的科學解答及科

學新知的探求取向，對科學資訊的即時性、易得性及協助他人解答科學問題上具

較強烈的動機。主動上網者之「科學專業需求」動機比無意中得知者強，也就是

說主動上網者對科學感興趣，並在此網上可獲得科學知識理解不足處之補充。在

「熱切求知」程度上，無意中得知者比主動上網者高，因為無意中得知者對科學

新知感到焦慮、面對太多的資訊常感不知如何用起，也不習慣在網上閱讀，會產

生挫折感但仍繼續使用，認為此網站的內容不夠專業，但網上接收到的科學資訊

具話題性。 

就個人需求而言，促使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主要原因，較重視題

材專業性者比注重免付費這項原因者之「滿足需求」度高，滿足於對科學的好奇

心、多樣化、豐富度、即時性，並曾發現意外的驚喜，會將它當成工作、課業上

的利器，會花很多時間在此網站上，並將訊息轉寄給他人。 

在操作上，促使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的主要原因，認為易檢索者之

「便利搜尋」因素高於認為易轉寄或下載者，亦即重視易檢索者認為上網查資料

比上圖書館方便，也在必要時才會上此網站。 

 

5.8 「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意見與編輯方針之探討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發行網路簡訊月刊的目的，在於藉由網際網路之便捷，

善用非營利單位之社會資源，推廣並普及科學之發展。綜上所述，若以讀者之特

性偏向具高學歷、從事公職之男性青年族群觀之，顯然「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

尚無法普及一般普羅大眾，達到雅俗共賞之目標。就受訪者的意見加以歸納，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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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讀者在網路使用之學習性、效率及記憶性上均無明顯之障礙，且肯定網頁設計

之風格，認為具有活潑、新奇的特質，在內容上亦屬通俗易懂，但在即時性及新

聞性資訊的獲得、與編輯者雙向溝通互動性，以及檢索、下載、列印或轉寄等功

能的運用上，是讀者比較不認同的部分。因此，以目前「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

pdf 的編輯格式而言，編輯者如何掌握更有利於讀者使用的網路工具，充份發揮網

路特性，實為有待加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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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結論；第二節為建議；第三節為後續研究建議。 

6.1 結論 

本節針對研究問題，經過分析與探討後，提出結論如下： 

 

一、「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樣本特性描述 

（一）就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性別上，「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男女性別比例

為 7：3。 

（二）在年齡方面，35 歲以下者，佔八成左右，其中 15 歲以下及 16 至 22 歲者各

佔二成，23 至 35 歲者佔四成左右。 

（三）在教育程度方面，以大專學歷為最多，而大專以上者佔七成左右。 

（四）在職業方面，以軍公教人員最多，佔四成左右；其次為學生、工商業、自

由業、家管。 

（五）居住地以中部地區最多，佔七成五，其次為北部、南部、東部。 

（六）受訪者中為科博館優惠卡友者與非卡友之比例各半。 

（七）在月收入方面，以 20000 元以下者為最多，佔二成五；其他收入層級各佔一、

二成之間。 

 

二、影響「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之使用動機因素可分為「資訊尋求」、「科

學專業需求」與「自我成長」三個構面。 

 

三、影響「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之滿意度因素可分為「滿足需求」、「便利

搜尋」與「熱切求知」三個構面。 

 

四、就讀者特性在使用動機上之差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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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居住地、

收入之變項分析，在使用動機上均無顯著差異。 

（二）家庭卡友之「資訊尋求」動機比非卡友強。 

 

五、就讀者特性在滿意度上之差異分析 

（一）就「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年齡、教育程度、居住地、收入之變項分

析，在滿意度上均無顯著差異。 

（二）對於「便利搜尋」的滿意程度，男性顯著高於女性。 

（三）就職業變項分析，「熱切求知」及「便利搜尋」對讀者滿意度具顯著差異 

（四）家庭卡友之熱切求知程度顯著高於恐龍卡及非卡友。 

 

六、讀者閱讀行為分析 

1.有五成六受訪者在接受科博館電子郵件通知時會得知「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最

新一期出版消息。 

2.受訪者一般使用習慣以居家上網為最多，佔將近六成；有七成是透過搜尋引擎查

詢科普資訊。 

3.在網路使用性上，有七成以上的使用者均可依照操作步驟上網使用「科博館網路

簡訊月刊」。 

4.在使用因素方面，有七成的受訪者認為容易瀏覽是最主要的原因，檢索、下載、

列印或轉寄等因素佔三成。 

5.有七成受訪者認為，全文檢索及電子版地圖是「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最重要的

功能。 

6.有五成的受訪者對篇章內容採部分閱讀的方式，而有六成會下載或列印有興趣的

內容。 

 

七、根據研究結果顯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讀者使用動機與滿意度具正相關，

與一般「使用與滿足」研究結論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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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補充分析 

1.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有超過六成的受訪者認為「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題材具專

業性、淺白通俗與新奇活潑的特性。 

2.有將近五成受訪者對「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網頁的喜好程度，主要是文字內容，

其次是圖像、編輯格式及色彩。 

 

6.2 建議 

根據研究結論，對於「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提出以下建議： 

一、「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之讀者具有特定族群偏向，而使用動機與滿意度呈正

相關，表示動機越高、滿意度也越高，顯示這是一份受到肯定的刊物。建議掌

握做為國家級博物館出版之網路月刊，推廣「全民科普」之目的，加強重視普

及科學之內涵。 

二、依據本研究發現，檢索、下載、列印或轉寄等是較不常為所用的網路特性。

建議鼓勵國內科學作家投入科普創作，以增強資料庫的豐富度及文章的可讀

性，強化檢索功能，並在技術上因應不同上網任務或目的而提供不同的超連結

閱讀深度，引發下載、列印、轉寄科普訊息動機和意願的動力。 

三、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使用「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時在受到科博館電子郵件

通知時即得知出刊訊息，可見提高對網路科技產生疏離者之使用性將有助於科

學訊息之傳遞。建議掌握網路傳播的滾雪球效應，透過電子郵件經常性的曝光

告知出刊及活動訊息，以刺激讀者增強印象，化被動為主動；並在參與式出版

模式下，發揮網路讀者與作者、出版者角色互涉之特色，主動參與科普之發展。 

四、「科博館網路簡訊月刊」是以紙本期刊為基礎發展而出，亦即為紙本之附屬產

物，內容多與紙本相同，缺乏原創性，內容之呈現以靜態之圖、文為主，並未

使用多媒體動畫或影音效果。建議以原創性文本出發，並正視讀圖時代的來

臨，強化圖像、動畫、多媒體的運用，改善網路使用功能的便利性，各科普網

站間相互支援性之加強亦有助於網間訊息之流通。擺脫紙本期刊的影子，以經

營網路獨特的科普刊物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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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後續研究建議 

最後，根據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提出日後研究者參考

之方向如下： 

一、在研究方法上，基於網路調查可能產生之重複取樣問題，及個案研究可能無

法具代表性，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採行電子郵寄問卷方式，並將取樣對象擴大

至其他商業及非商業網路科普刊物，將量化研究中發現之特殊問題輔以質性

訪談，以深化研究之向度。 

二、在性別上，本研究以男性居多，而 2001 年針對紙本之科博館簡訊月刊所做之

研究則以女性為主，造成此種改變，是載體特性不同、生活型態的改變或其他

因素所引發，值得後續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三、由本研究得知，北部人口重視讀圖，中南部地區人口重視文字表達，顯見都

會及非都會區生活型態對網路功能之需求有所不同，值得加以比較分析，以探

求其間之異同及未來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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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電 子 期 刊 讀 者 使 用 與 滿 足 意 見 調 查 表  

 

 

 

 

 

 

 

 

 

 

親愛的朋友： 

    您好。這是一份以「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簡訊月刊電子期刊」（以下簡稱科博

館簡訊電子版，是一份科普期刊）為範圍的調查，主要想了解您對電子期刊的使

用情況及看法。您所填的數據將僅供學術研究之參考，採不記名方式，且絕不對

外公開，請安心填答。 

感謝您的耐心與仔細作答！ 

網址為http://www.nmns.edu.tw/New/PubLib/NewsLetter/index.htm

 

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理究所 

指導老師：魏裕昌博士 

研究生：蘇麗英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四月二十三日 

 

第一部分  「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使用情形 

一、一般上網情形 

1. 您通常使用哪裡的電腦上網查詢網路科普刊物？ 

□ 自家電腦□辦公室□學校□網咖□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  

2. 您通常都用什麼方式找到您要的網路科普刊物？ 

□ 直接從各網路科普刊物的首頁進入□透過其他搜尋引擎（如 google, yahoo, kimo

等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通常多久上網一次使用網路科普刊物電子版？ 

□ 每天□每星期□每個月□不定期□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 

 

二、「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使用情形 

1. 當您第一次使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時，主要是以什麼方式學會基本操作？（單選） 

□ 依照連結步驟馬上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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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使用說明」再進入 

□ 曾操作錯誤，跳離再進入 

□ 操作錯誤後，就不知如何再進入 

2. 當一段時間後，您再次使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時，主要是以什麼方式進入網頁？

（單選） 

□ 根據以往經驗馬上進入 

□ 需再看「使用說明」再進入 

□ 曾操作錯誤，跳離再進入 

3. 就操作而言，哪一項是促使您使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的主要原因？（單選） 

□易瀏覽  □易檢索  □易轉寄  □易下載或列印 

4. 就個人需求而言，哪一項是促使您使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的主要原因？（單選） 

□免付費  □題材具科普專業性  □內容具新聞性、即時性 

5. 您認為哪一項「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功能最重要？（單選） 

□回首頁  □電子版地圖（例如：內容精粹）  □全文檢索 

□使用說明  □最新一期  □讀者聯繫帳號 

6. 您認為「科博館簡訊電子版」網頁設計最吸引您的元素是：（單選） 

□文字內容  □圖像  □編輯格式  □色彩 

7. 與其他網站比較，您感覺「科博館簡訊電子版」的網頁設計是：（單選） 

□活潑的  □新奇的  □枯燥的  □死板的 

8. 您認為「科博館簡訊電子版」的文章內容如何？（單選） 

□都很通俗易懂  □有些專業名詞解釋較難  □全都艱深難懂 

9. 您曾利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的電子郵件嗎？（單選） 

□經常  □偶而  □從來沒有 

10. 您通常以何種方式閱讀「科博館簡訊電子版」的科普訊息？（單選）  

□大概瀏覽  □部分閱讀  □均詳加閱讀 

11. 對於有興趣的內容，您主要都如何處理？（單選）  

□只查詢或搜尋  □下載或列印  □轉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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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就操作而言，您在什麼情況下會馬上跳出「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單選） 

□點選錯誤  □連線時間太久  □不能進一步連結到其他電子版 

□ 下載太慢 

13. 就內容而言，您在什麼情況下會馬上跳出「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單選） 

□對當期科普資訊沒興趣  □內容太艱深  □網頁設計不吸引人 

14. 您在什麼情況下知道最新一期「科博館簡訊電子期刊」出刊的消息？（單選） 

□科博館以電子郵件通知出刊消息時  □隨時主動上網 

□ 無意中從其他網站得知 

15. 您如何期待新一期「科博館簡訊電子期刊」的出刊？  

□當文章有續集時  □已養成固定日期上網習慣 

□偶而需要查詢時才點選進入  □因其他網站的連結而碰巧點選進入 

 

第二部分  讀者的閱讀動機與滿意情形 

一、讀者的閱讀動機 

在這一部分，我們是想了解您為什麼要使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以下請針對閱讀

動機表達您的意見。請依據您的意見為以下各題打分數，右邊 1 到 5 的選項中，數字越大，

動機強度越強。請直接在您選的數字上畫＂○＂點選。 

代碼說明：5 表示「最強」；4 表示「中強」；3 表示「普通」；2 表示「弱」；1 表示「最弱」  

最        普        最 

強   強   通   弱   弱 

1. 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可幫助我的課業╱研究╱工作。 5 4 3 2 1 

2. 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可增加我的人際互動關係。 5 4 3 2 1 

3. 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可幫助我為家人朋友解答科學上

的問題。 

5 4 3 2 1 

4. 因為週遭的人都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使用，我不得

不跟隨潮流。 

5 4 3 2 1 

5. 因為我不習慣直接與人討論有關科學的話題。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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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因為缺乏科學知識理解能力，希望在科博館簡訊電

子版中獲得補充。 

5 4 3 2 1 

7. 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上可查到資料馬上閱讀。 5 4 3 2 1 

8. 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很容易讓我找到需要的資訊。 5 4 3 2 1 

9. 因為我對科學感興趣。 5 4 3 2 1 

10. 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可學習科學新知。 5 4 3 2 1 

11. 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可找尋正確的科學訊息。 5 4 3 2 1 

12. 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可找科學問題不同的答案。 5 4 3 2 1 

13. 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可提高自己的競爭力。 5 4 3 2 1 

14. 我怕被排除在社會權力核心之外，所以使用科博館

簡訊電子版。 

5 4 3 2 1 

15. 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可訓練我的獨立思考能力。 5 4 3 2 1 

 

二、 讀者的滿意情形 

當您使用過「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以後，這份簡訊電子版實際能滿足您的程度為何？

請從以下右邊 1 到 5 的數字中選擇您滿意的分數，數字越大，滿意程度越高。請直接在您

選的數字上畫＂○＂圈選。 

代碼說明：5 表示「最滿意」；4 表示「滿意」；3 表示「普通」；2 表示「不滿意」；1 表示「最不滿意」  

最 

最            不   不 

滿   滿  普   滿   滿 

意   意  通   意   意 

1. 科博館簡訊電子版滿足了我的科學資訊需要。 5 4 3 2 1 

2. 我會將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上的資訊轉寄給別人。 5 4 3 2 1 

3. 我覺得科博館簡訊電子版比想像中的豐富。 5 4 3 2 1 

4. 科博館簡訊電子版幾乎是我與人交談的話題。 5 4 3 2 1 

5. 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中我曾發現意外的驚喜。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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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我上科博館簡訊電子版時，有時會感到它的內容

不夠專業。 

5 4 3 2 1 

7. 自從我發現能很快的使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時，就

花很多時間在這個網頁上。 

5 4 3 2 1 

8.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上，我感覺所有的科學知識都可

即時掌握。 

5 4 3 2 1 

9. 科博館簡訊電子版是工作╱研究╱課業上的一項利

器。 

5 4 3 2 1 

10. 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中能滿足我對多樣化的科學

需求。 

5 4 3 2 1 

11. 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中能滿足我對科學的好奇心。 5 4 3 2 1 

12. 有時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上會感到很挫折，但我還

是繼續使用。 

5 4 3 2 1 

13. 我只在必要時才上科博館簡訊電子版。 5 4 3 2 1 

14. 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上提供太多科學資訊，令人不知

如何用起。  

5 4 3 2 1 

15. 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中報導的科學新知，讓我一時無

法接受，而感到很焦慮。 

5 4 3 2 1 

16. 我還是不習慣在網上閱讀科學資訊。 5 4 3 2 1 

17. 在科博館簡訊電子版上查資料比上圖書館更方便 5 4 3 2 1 

 

第三部分 個人基本資料 

1. 性別：□男  □女 

2. 年齡：□15 歲以下  □16-22 歲  □23-35 歲  □36-45 歲  □45-55 歲  □56 歲以上 

3. 教育程度：□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大學）  □研究所以上 

4. 目前職業：□軍公教  □工商  □家管  □自由業（含醫護、律師、傳播等）  □退

休  □學生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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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居住地： 

□北區（新竹以北）□中區（雲林以北）□南區（嘉義以南） 

□東區（宜蘭、花、東） 

□離島（金門、馬祖、澎湖、蘭嶼、綠島） 

6. 收入（月）：□20000 元以下  □20001-30000 元  □30001-40000 元  □40001-50000 元  □

50001-60000 元  □60001 元以上 

7. 是否為科博館優惠卡卡友？□是，家庭卡友  □是，恐龍卡友  □都不是 

 

 

 

~~~~  問卷結束，謝謝您的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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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歷 

蘇麗英，1962 年生於台灣省彰化縣。 

學歷： 

2002-2005 私立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理研究所 

1981-1985 私立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 

1977-1980 省立台中女子高級中學 

1974-1977 私立精誠中學 

1968-1974 彰化縣立民生國小 

經歷： 

1988-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約聘服務員 

1986-1988 全國高中職資訊雙月刊編輯 

1985-1986 遠東工業雜誌總編輯 

著作： 

2006 線上讀者使用動機與滿意度之研究－以「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網

路簡訊月刊」為例 

2005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94 年度觀眾滿意度調查報告 

1998 博物館與複製品－是一種倫理問題（譯作） 

1997 自然史博物館中家庭觀眾之行為分析（譯作） 

1997 設計一個訊息架構－以美國猶太浩劫紀念博物館為例 1988 英國

新博物館運動（譯作） 

1996 麥當勞的衝擊與人類學的生活（譯作） 

1995 館長是知識的先驅和教育家（譯作） 

1995 博物館物目標上的問題與承諾（譯作） 

1995 博物館管理架構的混合與配合（譯作） 

1995 加拿大文明博物館－館內的評估模式（譯作） 

1994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州立博物館（譯作） 

1994 博物館的文化觀光（譯作） 

1992 教育活動三元組－企劃、評量與宣傳（譯作） 

 167



1991 利用廣告吸引博物館觀眾（譯作） 

1991 玻璃建材的矛盾處境（譯作） 

1990 教育人員專業地位之探討（譯作） 

1990 製作展示說明－一本循序漸進的指引（譯作） 

1989 在意它，就給他最好的（譯作） 

1989 勇於面對差異的選擇（譯作） 

1988 博物館賣店的組織與銷售技術（譯作） 

編輯著作： 

2005 向驚奇處擺渡－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92-93 年度科學教育雙年報

1988-2004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簡訊月刊 

1988-2004 博物館學季刊 

2004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簡介 

2004 亞馬遜河魚與箭毒蛙 

2002 藥用植物拾趣 

2003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地球環境廳展示手冊 

1999 博覽台灣 

1997 台灣的蝙蝠 

1996 蓋婭與寒武紀大爆發 

1996 雨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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