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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動態資訊呈現的方法，是現代網頁設計為呈現訊息的主要技術之一，本研究宗旨在探討使用者在VDT工作站中閱讀動態資

訊，其閱讀的理解績效與主觀偏好。本研究包含了兩個實驗以探討動態資訊呈現方法之原則，在實驗一中針對單一中文動

態資訊進行，比較前導式(leading)、快速連續呈現式(R.S.V.P.)及閃現式(flash)動態資訊呈現型態的適用差異性，進而評估資

訊內容語意分割(連續性排列方式以及語意完整性切割方式)、訊息欄位長度(10、20及30字元)及配速(140、195及250 wpm)在

三種呈現方式下對於使用者閱讀的理解績效以及主觀偏好的影響。 實驗一之研究結果顯示：(1)閱讀績效以閃現式與快速連

續呈現式均優於前導式，在受試者主觀偏好評比方面，以閃現式評分最高；(2)動態資訊呈現型態對語意分割方式交互作用

方面，在閱讀績效與主觀評比，皆顯示前導式對語意分割方式閱讀績效並不顯著，而快速連續式與閃現式以語意完整性切

割方式呈現有較高的閱讀績效；(3)對於語意分割方式對外框長度的交互作用方面，在受試者閱讀績效中無顯著影響，但是

在受試者主觀偏好評比方面，以外框長度為20字元時，對語意分割方式的影響較大；(4)配速對訊息欄位長度產生交互作用

，結果顯示當訊息外框長度採用相對較短的10與20字元，工作配速以相對較低的140與195wpm有較佳的閱讀績效，隨著配

速增加，在250 wpm時訊息外框長度對受試者的閱讀績效及主觀評比影響則不顯著；(5)訊息欄位長度對動態資訊呈現型態

的交互作用方面，閱讀作業進行其結果並無顯著影響，但在主觀偏好評比上，訊息欄位長度以相對較短的10及20字元時，

以閃現式為最高，其次為快速連續式，而前導式為最低，當訊息欄位長度以相對較長的30字元時，閃現式與快速連續式的

主觀偏好評分較為接近，兩者皆較前導式佳；(6)動態資訊呈現型態對配速交互作用，前導式動態訊息呈現方式使用時採配

速為195 wpm，及快速連續呈現式與閃現式採用配速為140 wpm時對閱讀績效及主觀評分最佳。 在實驗二中針對動態資訊

與靜態文字同時呈現時，三種主要的動態資訊呈現型態，在各種配速(140、195、250及305 wpm)下，與靜態訊息同時呈現

，其動態/靜態色彩組合設計因子對受試者閱讀績效及主觀偏好的影響，而動態與靜態的文字/背景色彩組合各為白底黑字

、黑底白字、黃底藍字及藍底黃字等四種色彩組合基礎，產生16種水準的動態/靜態色彩組合。 實驗二之研究結果顯示

：(1)中文動態資訊與靜態文字同時呈現進行閱讀作業時，動態資訊的呈現方式、配速及動態/靜態色彩組合，各因子對靜

態資訊閱讀績效影響不顯著，在比較動態與靜態閱讀績效後，以靜態資訊閱讀為最佳；(2)動態資訊與靜態資訊同時呈現時

，以動態與靜態的文字/背景色彩組合之顏色相同時閱讀績效及主觀偏好最高，而且應該避免使用過多色彩；(3)動態資訊

與靜態資訊同時呈現時，動態資訊呈現型態對配速交互作用，前導式動態訊息呈現方式使用時採配速為195 wpm，及快速

連續呈現式與閃現式採用配速為140 wpm時對閱讀績效及主觀評分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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