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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將資訊化概念導入校園教育中，在臺灣已行之有年，而近來除了資訊化教室外，在公共空間的各個角落，亦紛紛出現了多

媒體資訊設施，藉由其多元的傳播特性，傳遞著各式訊息。但多媒體設施於公共空間使用時，因不具如教室般的使用規範

與老師的專業指導，其使用效益是值得進一步深思的。 本研究以多媒體設施佈置區域及使用時間為標準而擇定研究對象，

觀察記錄各類型校園公共空間的多媒體節目收視時間及收視人次，並以問卷調查的統計與分析，歸納出使用者的使用意識

與經驗。復次，記錄整理各式公共空間的環境與多媒體設施配置於其中的各式細節。 研究中指出，公共空間多媒體設施的

各項使用行為係由各式空間的特性與節目的種類相互作用而成。以空間而言，影響使用效益較深的因素有：空間於交通動

線上的類別、多媒體設施的顯示面向、空間中配置的家俱；就多媒體節目而論，節目的類型、使用的素材、播放的型式皆

關乎收視的各項效益。 就整體的經營方向而言，要成功地藉由公共空間多媒體系統利用課餘的時間來提昇學生的素養並協

助推行各項校務，則必須善用新世代學生其訊息傳遞方向的結構性改變，主動讓公共空間多媒體以適用的資訊於適當的時

間出現於適合的區域，扮演更積極的學習與資訊引導角色，始可讓使用者與公共空間中的多媒體產生良好的互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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