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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科學博物館之科學展具作為研究工具，主要目的為調查科學展具於操作時之持續力，以及探討科學展具影響觀眾

操作行為之因素，並從中找出展具本身所具有的問題，進而提出改善之設計建議，本研究共分為兩個實驗階段進行，第一

階段為「觀察記錄觀眾之操作行為以及展具持續力分析」，第二階段為「觀眾對展示滿意度之調查」。 研究結果發現，三

項科學展具持續力均不高，持續力由高至低依序為「圓筒示波器」、「虛而實之」、「聲音的圖像」，而影響觀眾操作行

為的因素為：1.展具操作困難、展示內容與原先所期待之內容不同、展示內容不夠豐富，都會降低觀眾操作的意願，2.多

數觀眾不喜歡閱讀冗長的展版內容，喜好在操作中發現展具所要傳達的目的，或者與同行的觀眾討論，3.多數觀眾在選擇

操作時都是抱著增長知識的態度，部份觀眾為好奇心驅使，兒童觀眾則是以玩樂為主，4.觀眾之年齡、教育程度會間接影

響操作，由於每個觀眾之知識、經驗、專業領域、喜好等的不同，所以在展具傳達效果及操作上，根據每個人之條件不同

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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