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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動態資訊呈現是新聞頻道為呈現訊息的主要技術之一，目前在新聞頻道中常用的動態資訊呈現方式主要有前導

式(leading)、快速連續呈現式(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 RSVP)二種。 　　本研究旨在探討呈現雙重動態資訊的配速、

資訊呈現方法、重覆次數對使用者閱讀績效的影響。 　　實驗之研究結果顯示：(1)實驗一重覆次數2遍及4遍時，配速

在150wpm及 200wpm較佳；重覆次數6遍時，配速在150wpm 和250wpm較佳。另外在配速為200wpm時，重覆次數在2遍

及4遍時較佳；配速250wpm時，為2遍及6遍時較佳。(2)實驗二重覆次數在1遍和2遍時，配速為150wpm及200wpm較佳。而

在配速為250wpm下，重覆次數為3遍時較佳。 關鍵字：動態資訊、前導式、快速連續式、閱讀績效

關鍵詞 : 動態資訊 ; 前導式 ; 快速連續式 ; 閱讀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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