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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實地調查探討社會大眾對科博館內教具的認知及涉入程度，其主要因素包含吸引力、持續力、教導力、刺激力。

其次進行科博館物理展具設計，此設計係導入大葉大學工業設計二年級的設計課程，每位同學獨立進行一特定主題之設計

案，並進行量化之評價；評量設計者與使用者間的認知差異。最後綜合前述操作、外形、互動的分析，選擇電磁屏蔽教具

進行再設計，並以後測驗證推論結果。 結果顯示：1.生活化是讓教具能傳達觀念與人互動的要因。教具不僅具有商品的設

計概念及造形外，物理觀念的傳達，讓使用者了解其內之道理更為重要。2.多重感官刺激的組合對於使用者操作上的持續

力有加成作用。操作的過程中使用者需要適當的回饋；隨著不同的操作產生多元的變化可增加吸引力。導入競爭性以彼此

協力、競賽進行，較能增加持續力。3.細部設計的注意及介面規劃有其必要性；介面設計協助在初次接觸時便可從細部造

形與圖示了解該如何正確操作。4.共同的操作能提昇操作滿意度；雙人雙項操作與多人雙項操作，使用者擁有高滿意度

。5.教具在外形上具備未來感、動感、設計感能更能吸引觀察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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