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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探討PDA資訊產品螢幕與文字之視覺感知的關係，以電腦介面虛擬產品問卷樣本，進行問卷調查。主要探討文字

在介面設計上，使用者的感受程度，本研究有二個探討方向，一是針對使用者在PDA文字級數、字距、行數、字型、級數

最小接受等感受做研究。二是針對不同的背景資料，在前一研究的項目中以單因子分析來探討其差異性，並觀察使用者的

差異感受情況。 經研究調查後，對12級文字大小感受接近很滿意，文字適當接受大小平均級數為11級的文字、最小可接受

文字大小平均為9級的文字、男女的感受並沒有不一樣，只是滿意與不滿意的強度有些許差異，但看法是一致。對於在有

無PDA上，也只是對滿意的強度與不滿意的強度有些許差異，但看法還是一致。除8級文字大小感受及新細明體的感受兩

項對25歲以上及以下的感受有明顯的差異外，其餘只是對滿意與不滿意的強度有不同，但看法一致。 藉此研究希望對PDA

產品介面上有所幫助，並以提供後續研究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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