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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動態資訊呈現設計因子對於使用者閱讀績效、主觀偏好及心智活動的影響。本研究包括了兩個實驗部

分：實驗一評估三種動態資訊呈現型態(前導式、閃現式及快速連續呈現式)、動態呈現位置、配速、及動態/靜態資訊極性

組合等因子設計對受試者閱讀靜態及動態資訊績效與主觀偏好，該結果顯示動態資訊呈現類型及呈現位置等因子對受試者

理解閱讀績效沒有顯著影響，但其中配速及極性對受試者閱讀績效有顯著影響，在配速部分，當受試者在200wpm速度呈

現時，有最佳的理解力，而150及250wpm速度為次，最差的配速是300wpm。而極性部分，動態靜態呈現資訊之文字背景

皆為白底黑字/白底黑字時，閱讀績效優於其他三組極性組合。至於主觀偏好部份，動態資訊呈現類型、配速、動態呈現

位置及極性皆有顯著影響，在動態資訊呈現類型受試者偏好閃現式及前導式動態呈現；在配速部分，受試者較喜好150

及200wpm之配速，而動態資訊呈現類型與配速交互作用亦有顯著差異，動態資訊呈現為前導式時，受試者最喜歡的配速

為200wpm、閃現式時配速為150wpm、而快速連續式為150wpm，在動態資訊呈現位置而言，受試者主觀偏好以上方動態

資訊呈現為佳；在極性部分，以動態/靜態資訊呈現之文字/背景皆為白底黑字/白底黑字之極性組合優於其他三組極性組

合，有較高的受試者主觀偏好。 　　實驗二探討動態資訊呈現型態(前導式、閃現式以及快速連續呈現式)、配速、及動態/

靜態資訊極性組合等因子設計對受試者閱讀靜態及動態資訊績效與心智活動之影響，其中動態資訊呈現類型與配速對於閱

讀績效有顯著差異，動態資訊呈現以前導式及閃現式有較高之閱讀績效；而配速在於175wpm速度呈現優於225wpm速度呈

現；而極性組合於動態/靜態資訊呈現之閱讀績效無顯著影響。 　　而在心智活動中，動態資訊呈現類型對於腦波活動強

度無顯著影響；配速對於腦波之[F3、F4-α]、[F3、F4-θ]及[O1、O2-β]波活動強度有顯著影響，配速於175wpm時對受

試者心智負荷程度較少，而225wpm之配速對受試者有較高的心智活動反應；在極性部分，在[FP1、FP2-β]此部分波段有

顯著影響，以動態/靜態資訊之文字/背景為白底黑字/白底黑字對受試者心智活動反應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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