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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er's feedback with science demonstration facility was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Demonstration facility help to transfer knowledge

through people's experience with physical phenomenon. Design of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 facility need integrat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cognition principle. Attracting power, Holding power, Teaching power and Motivational power are important

elements in design science demonstration facilities. A design project was conducted with year two industrial design students in Dayeh

University. Students choose different science principle from secondary school textbook or living experience. Then concept was

implemented and the prototype was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iving experience relative topics is encouraged. User's

experience is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which the designers try to transfer. (2) Multiple feedback and operation is helpful

for extending the holding power. The feedback can be sound, light or force response. (3) The ergonomic consideration of detail

design is a key element for successful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 design. (4) The competition is also a positive element, which can hold

attraction by mutu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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