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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電子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電子產品的外在型態已非由單 純的機能所衍生,這種機能不可視化的結果,使得人與機

器間的互動關係日 益引起重視.本研究之目地是藉由認知的觀點,以呼叫器產品為例,藉由問 卷調查,口語分析及實驗記錄等

科學化的實驗過程,建立使用者心智模型, 以瞭解使用者對此產品功能選項分類之方式及介面的操作模式,而作為改 良式呼叫

器設計時之參考依據.本研究將所得新設計之操作介面,藉由 Authorware電腦軟體的模擬測試,以驗證改良式呼叫器之操作介

面之設計 是否符合於使用者操作心智模型.經由電腦模擬驗證可事前判別介面之設 計是否無誤,而此合理化的介面設計程序

可提供予業界作為開發消費性電 子產品互動式操作介面設計時可供遵循的法則.關鍵字:認知,心智模型,口 語分析,互動式操

作介面,消費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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