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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 e 世界生活空間中符合女性親和性介面設計，透過問卷調查法進行資料

蒐集，從問卷分析結果得知瀏覽者最重視的互動介面設計因子前三項分別為「訊息組織和傳

遞」、「相容性」與「知覺限制」，相較之下重視程度較低的後三項為「彈性」、「最少記憶負

荷」以及「一致性」。將性別分開得到女性瀏覽者重視程度排序 6 的設計因子為「可預測性」，

男性瀏覽者排序 6 的設計因子則為「最少動作」與「彈性」，本研究建議在進行 e 世界生活

空間互動介面設計時應該注意「訊息組織和傳遞」、「相容性」與「知覺限制」設計因子為優

先考量，並且針對不同性別的瀏覽者設計介面時注意各別對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也需要納入

考量，本研究另外有探討學術與實務上的意涵。  

 

關鍵詞：性別、人機介面設計、普度可用性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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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網路革命是人類歷史上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資訊革命之後的第四次技術

革命，前三次技術革命主要作用是促進生產效率的提高，而網路革命的影響卻不

僅於此，網路革命突破時間和實體地理空間的限制，人們只需透過電腦設備與通

訊技術的結合，便能進入一無疆界、無時差的虛擬空間系統中從事各項活動。 

根據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在 2007 年 2 月 9 日公布的「台灣寬頻網

路使用調查」報告，截至 2007 年 1 月中旬為止，台灣地區上網人口成長已達約

1,523 萬人，整體人口上網率達 66.91%。其中寬頻網路使用人數已達約 1,240 萬

人，約佔總人口數六成三（63.36%），此外，就個人上網率部分來說，男性（68.64%）

與女性（66.89%）的上網人數間並無顯著差距，而個人平日（工作日）每日使用

時數平均超過兩個小時者已超過五成（50.74％），這個數據除了顯示出台灣網路

寬頻技術的發達外，亦代表了網路已與人們的生活密不可分。在過去，人們在進

行特定事項的處理或資訊的查詢時，通常必須前往提供該服務的實體場所才能完

成所與辦理的事項，而在現今的生活中，已有許多的活動已可藉由網際網路所提

供的空間系統來完成，例如：證件的申辦、書本的預借、商品的買賣、資訊的搜

尋…等，由此可知，網路開啟了人們新的生活領域—e 世界生活空間，e 世界生

活空間中所呈現的訊息與提供的服務皆是以虛擬的多媒體資訊來呈現，使用者在

進入 e 世界生活空間後所接觸的不再是實體空間中的櫃臺、公佈欄、桌椅等實體

設施，使用者可透過電腦與網路隨時隨地獨立自主地活動，然而，人們能否在此

空間中有效地進行多元化活動，空間中的互動介面即扮演了關鍵性的角色（Lee, 

Chewar & McCrickard, 2005）。互動介面的設計需強調使用者導向（user-oriented）

與使用者中心（user-centered），如此才能提升人機之間的互動績效（Hert, McClure 

& Bertot, 2001; Norman, 1988），因此，探索歸納 e 世界生活空間之互動介面的關

鍵設計因子，為本研究的首要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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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世界生活空間是電腦科技發展下的產物，過去的研究顯示，女性在電腦的

相關工作與技能學習方面的人數皆少於男性（Merritt, 1986; Lockheed, 1985; Hess 

& Miura, 1985; Fetler, 1985），且人們存在著男性的電腦科技相關能力較優於女性

之性別刻板印象（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2000; Smith, Sansone, 

& White, 2005），而高科技工程師更是屬於偏向男性化的職業（劉淑雯，1996；

侯佳惠，2002；倪家珍，2005），故當網頁工程師在進行網路空間系統互動介面

的設計時，可能會較傾向於根據自身的經驗（投射作用）與普世的價值（刻板印

象），設計出較偏向以男性為使用者中心的互動介面，女性使用者僅能去適應或

學習此男性訴求的互動介面，即使有以女性使用者為訴求而設計的互動介面，亦

僅以假設的立場去看待女性的需求（例如：造型變圓滑、顏色改為粉色系....等），

並不是真正從女性使用者中心出發而有的創新，除此之外，過去的研究顯示，女

性與男性對於訊息的認知風格是有所差異的（Pande, 1970; Scholan & Smith, 1990; 

Chynn, Garrod, & Andrew, 1991），認知風格可分為場地獨立型（field independent）

和場地相依型（field dependent）兩種，場地相依型使用者容易受到外在事物或

視覺架構的支配，而將結構中的各個部份視為整體；而場地獨立型使用者則能從

整體中分離出個別項目，不受組織周圍場地之支配。就此兩種不同的認知風格來

說，其所適合之網頁互動介面呈現方式亦有所差異，並可能形成某種程度的影

響。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懷疑，e 世界生活空間中互動介面的關鍵設計因子是

否會因使用者性別的不同而產生差異呢？是為本研究的另一研究動機。 

使用者在網路空間系統中執行任何活動時，都必須透過電腦的操作來完成，

其與電腦之間必須充分有效地進行互動，才能達成操作的目的，所以「人機互動」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是電腦使用的必經過程（李青蓉，1998），

而「介面」是使用者在與電腦進行溝通時的媒介，廣義的人機介面可依型態區分

成硬體與軟體兩類，硬體介面通常是指電腦輸入與輸出的裝置，如：滑鼠、鍵盤、

軌跡球、搖桿…等，而過去有關硬體人機介面的探討以具備相當的研究規模（e.g. 

Karlqvist, Hagberg, & Selin, 1994; Drury & Hoffmann, 1992; Engel, Gooss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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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kma, 1994; Huysmans, 2006），且亦有不少研究是針對男女性生理間的差異（人

體技測）來探討硬體介面使用的相關議題（e.g. Ekman, 2000; Meunier, 1996; 

Joseph & Willingham, 2000），本研究則是針對軟體介面的使用者設計需求進行討

論，並進一步地探討女性與男性在設計需求上的差異。因此，本研究將先透過問

卷調查的方式，釐清一般網路使用者對於網路虛擬空間操作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

程度，並且探討男性與女性所重視的介面設計因子是否有所差異，在瞭解男性與

女性在操作介面設計因子的差異後，再透過實驗設計的方式設計出符合女性使用

者瀏覽之 e 世界生活空間，並邀請不同性別之受測者來進行此 e 世界生活空間之

瀏覽任務，藉以驗證女性的網路虛擬空間中互動介面設計之需求與男性是具備差

異性。歸納而言，本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探討不同性別之網路使用者在上網時間的差異性。 

本研究將調查目前網路使用者的平均一週上網天數與平均一天上網時數，在

透過統計分析來了解男性與女性網路使用者在上網天數與上網時數的差異性，若

男性與女性的上網時間已無差異，則表示網頁介面在設計時必須同時考量到兩性

使用者的特性。 

二、探討使用者對於網路虛擬空間中互動介面的關鍵設計因子之重視程度。 

透過網頁互動介面評估問卷針對一般網路使用者進行發放調查，再利用統計

方法將以回收之有效問卷資料進行分析，希望能歸納出使用者所重視的網頁互動

介面設計因子，或排序出使用者對於不同的互動介面設計因子之重視程度。 

三、探討女性使用者對於網路虛擬空間中互動介面的關鍵設計因子之重視程度。 

在釐清一般網路使用者所重視的網頁互動介面設計因子後，本研究將嘗試探

討女性使用者與男性使用者對網頁互動介面設計因子重視程度的差異，女性相較

於男性無論是在先天存在的生心理特徵或後天面對的文化價值與社會環境，皆是

有相當程度的差異性，而這些差異性亦可能對女性使用者於網頁互動介面設計的

需求與男性使用者有所不同，本研究將利用問卷調查所蒐集的資料，分析女性使

用者與男性使用者對各種互動介面設計因子重視程度的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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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e世界生活空間 

電子數位化是人類未來生活的趨勢，愈來愈多在實體環境進行的活動已可數

位化至網際網路上進行，網際網路提供了許多實體環境下所沒有的優點，例如：

網際網路沒有時間的限制、使用者可隨時上網查詢所需的資訊、網際網路不會因

為使用者的性別、宗教、或種族而限制他的使用、網際網路的使用成本相對於其

他替代活動來得低、當使用者透過網際網路進行溝通時，可藉由打字的方式來修

飾其欲表達的字句…等（Ahmad & James, 1999; McInerney & White, 1997），而隨

著數位化的質與量之提升，人類因此衍生出了新的生活空間—e 世界生活空間。 

e 世界生活空間係指建構在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下的數位環境，

是多樣化、豐富及動態文件的超媒體組合，使用者可透過 WWW 的瀏覽器

（browser）瀏覽儲存在網際網路伺服器的各種多媒體資訊，甚至進一步地可以

編輯或存取伺服器中的資料，目前已經有許多組織機構將其所提供的服務加以數

位化，建構在網際網路上（如：政府機關的服務申辦系統、文教機構的查選課系

統、營利企業的收費服務系統…等），而人們只需透過電腦軟硬體介面的操作，

便能在網際網路中完成所需的活動，因此我們可知，當網際網路所提供的服務類

別增加時，人們的 e 世界生活空間亦將邁向多元化。 

e 世界生活空間的普及化將會對人們的生活創造更多地便利與價值，首先，

網際網路的使用可必須避免造成資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失衡現象，由於網際

網路具有無遠弗屆的特性，便可讓資訊的應用普及到社會的每個層級和地理上的

每個角落，並且照顧到弱勢族群，減少知識落差；再者，透過網際網路上使用者

授權制度的採用（如：使用者註冊後即可取得認證的技術），將促使以網際網路

為基礎的電子商務系統普為政府、企業及民眾利用，藉由資訊與通訊科技，電子

化系統將大幅提昇資訊公開和流通的效率，促進知識經濟發展；最後，隨著網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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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資訊通訊科技促成知識經濟的應用發展，知識將成為生產力提昇與經濟成長

的主要驅動力，使得電子化機構的「生產力」、「應變力」、「工作職能」及「創意

力」的獲得再提升，間接地亦將由資訊管理邁向知識管理，成為知識型、智慧型

機構。綜合以上所述可知，無論是 e 世界生活空間的提供者或者是使用者，e 世

界生活空間的應用對於其利益皆能有正面的影響。 

 

二、互動介面設計 

 使用者介面係指使用者與電腦溝通的媒介（Preece, 1993），當設計者開始進

行使用者介面設計時，對使用者群像的釐清是非常重要的。由於使用者教育背

景、動機、需求、經驗的不同而產生不同的使用特性。因此，設計師的設計概念

要從使用者的觀點來著眼。而研究使用者經驗的目標即是達成以使用者為中心的

設計，早期主要著重於硬體的設計，隨著硬體趨於成熟，專家開始注意如何使軟

體設計領域也能夠將人因工程包含在內，以設計出更人性化的介面，發展的主軸

就圍繞在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 

 Eberts（1994）曾經將人機互動的方法和理論區分成四類，其中與使用者學

習操作較為相關的部分是認知理論，說明了人類如何從長期記憶和短期記憶中察

覺、儲存、取出訊息，進一步運用這些訊息來做決定及解決問題，認知理論的方

法將人視為是適性的、彈性的、且主動的與環境互動來解決問題或作出決定，其

主要由概念模式（conceptual model）、心智模式（mental model）、介面設計（interface 

design）所組成。而 Norman（1988）以認知心理學的角度將心理模式分為三類，

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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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模式 使用者模式 

 
設計者 使用者 

 

 

 
 

 
系統 

 
系統印象

 

圖  2. 1  三類心理模式（Norman, 1988） 

 上圖中，設計模式是表現設計師對產品的概念，使用者模式是使用者透過操

作產品所發展出來的心理模式，系統印象即意指產品意象，包括該系統的操作說

明書、標示名稱和文件等。理想上，設計者希望使用者模式和設計模式一致，可

是設計者並未與使用者直接溝通，兩者間的所有溝通完全藉由系統本身在溝通。

因此，系統印象即格外重要，因為設計者必須確定該產品各方面都與使用者心理

模式一致，如果系統印象不能傳達清楚或者有誤，那麼使用者在操作與使用上將

會無所適從。而介面設計是設計者對於系統印象的具體呈現（Lee, Chewar, & 

McCrickard, 2005），合適的介面設計對於提昇使用者操作績效有相當的助益。 

因此，若能將互動介面進行正確的評估將會有助於設計者對介面的改良與開

發，啟發式評估（Heuristic evaluation）為針對使用者介面之可用性進行系統化的

偵測（Nielsen & Molich, 1990; Nielsen, 1992; Nielsen, 1994; Mack & Nielsen, 1993; 

Nielsen & Mack, 1994），藉以發現使用者介面中的可用性問題，有關啟發式介面

評估的法則中，Nielsen（1993）整理歸納出八大原則如下：一致（strive for 

consistency）、設計老手的捷徑（enable frequent users to use shortcut）、提供有意

義的回饋訊息（offer informative feedback）、以對話引導操作（design dialogs to 

yield closure）、提供防錯與除錯（offer error prevention and simple error handing）、

允許方便的復原（permit easy reversal of actions）、輔助使用者建立駕馭感（support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以及減少短期記憶之負荷（reduce short-term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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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啟發式評估具有低成本、有效定義介面問題並從中找出較嚴重的問題、

預測進一步的評估需求等優點（Jeffries et al., 1991; Virzi et al., 1993; Nielsen, 1993; 

Lansdale & Ormerod, 1994），因此，過去有學者利用啟發式評估針對圖書館系統、

電子商務系統、線上遊戲、旅遊網站等網頁軟體介面進行評估（Manzari & 

Trinidad-Christensen, 2006; Agarwal & Venkatesh, 2002; Ling & Salvendy, 2007; 

Song & Lee, 2007; 管倖生、黃靜純，2003），並從評估結果中分析出有助於使用

者操作之介面依據。 

雖然啟發式評估對於使用者介面的分析已具備相當程度之效度，但其仍存在

著需完全依賴專家意見以及同時需要多位專家進行評估等缺點（Nielsen, 1993; 

Lansdale & Ormerod, 1994; 饒培倫，2001），使得啟發式評估的使用受到了限制，

有鑑於此，Lin, Choong, & Salvendy（1997）根據人類資訊處理模式（A model of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ages，如圖 2.2）（Wickens & Hollands, 2002）提出

一可用來評量軟體介面之普度可用性量表（ Purdue Usability Testing 

Questionnaire）。 

 

 

 

 

 

 

 

 

注意力 

長期記憶 

工作記憶 

認知 

知覺 感覺系統 

系統環境 

（回饋） 

反應選擇 反應執行 

過濾資訊 

訊息流動方向 

支援 

圖  2. 2  人類資訊處理模式（Wickens & Hollands, 2002） 

 

普度可用性量表中共包含了八個度向，分別為：1. 相容性（compatibility）：

軟體系統與使用者心理模式的相容程度，2. 一致性（consistency）：介面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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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和鋪排是一致的，3. 彈性（flexibility）：使用者可按自己需求、喜好和能力

進行客製化設定的程度，4. 可學習性（learnability）：軟體容易學習與上手的程

度，5. 最少動作（minimal action）：軟體要求的使用步驟之次數愈少愈佳，6. 最

少記憶負荷（minimal memory load）：人類的工作記憶有限，故介面上的圖示與

指示語以及所有操作步驟應易記易明，7. 知覺限制（perceptual limitation）：介面

設計必須考量使用者知覺系統的特性和限制，8. 使用者指引（user guidance）：

當使用者需要支援時即適時提供恰當的指引；普度可用性量表最獨特的地方，是

其每一個度向都可與特定的人類資訊處理模式階段進行連結，如表 2.1 所示。 

 

表  2. 1 普度可用性量表度向與人類資訊處理模式的關係（Lin, Choong, & 
Salvendy, 1997） 

 相容性 一致性 彈性 
可學 

習性 

最少 

動作 

最少記

憶負荷

知覺 

限制 

使用者

指引 

感覺 ◎ ◎     ◎  

知覺 ◎ ◎     ◎  

短／長

期記憶 
◎ ◎ ◎ ◎ ◎ ◎  ◎ 

反應 

選擇 
◎ ◎ ◎ ◎ ◎ ◎  ◎ 

反應 

執行 
◎ ◎ ◎ ◎ ◎ ◎  ◎ 

注意力 ◎ ◎ ◎ ◎ ◎   ◎ 

表 2.1 中的欄表示普度可用性量表的度向，列表示人類資訊處理模式的階

段，若方格內有「◎」，表示符合該可用性度向的軟體介面能促進該訊息處理步

驟，例如：一個相容性高的軟體介面，可以有效減少對短期及長期記憶的需求，

促進反應選擇，減少動作，也可減低使用者注意力的使用。 

Chan & Chau（2001）以普度可用性量表為基礎，針對中文網頁增加了三個

新度向：1. 訊息組織和傳遞（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organization）：網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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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恰當的資料分類和註釋，訊息下載速度理想，2. 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 and 

precision）：預測性高表示網頁介面不會出現一些未預計的物件，使用者亦不會

找不到應有的資料，3. 回饋的充分程度（flexibility and adequacy of feedback）：

使用者可從介面中看到先前已執行的程序與結果，得到合適的回饋；Chan & Chau

（2001）所增加的三個度向亦可與人類資訊處理模式的階段進行連結，例如：訊

息組織較佳的網頁可協助知覺階段，可預測性高的網頁可減少對記憶的要求和加

快反應選擇的過程，而充分的回饋亦可減少對記憶與注意力的要求並有助反應選

擇。 

三、使用者性別差異 

人類資訊處理模式（如圖 2.2）說明了人類資訊處理的主要構件、步驟，與

這些構件之間假定的存在關係。因此，藉由此模式便可瞭解所謂的「人類資訊處

理」，即是指外界刺激由感覺受器接收後，被大腦處理並作出反應的過程（Wickens 

& Hollands, 2002），而人類進行互動介面之操作時，會先查覺到目前所處的資訊

情境並知覺到此情境中所提供的部分資訊，之後再將所知覺到的資訊進行認知處

理且發展出若干行動方案，最後從若干方案中挑選其一並加以執行，此即為人類

資訊處理過程的一類。然而，男性與女性的大腦構造會因其先天性的不同，使得

其在資訊處理中的一些環節、步驟會有所差異，例如，相較於男性，女性對情境

的回應往往會比較複雜，男性傾向於採用「任務聚焦」的態度來應付外界刺激，

原因在於男性腦部不似女性腦部，許多區域都能夠同樣活躍，於是會較快被刺激

淹沒，並且根據眼前任務的必要性，決定這些刺激的重要程度。男性腦部會放過

許多刺激，因為他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他比較喜歡「盯住一項計畫」來應

付刺激，這樣的好處是，達成目標的路徑迅速且直接，當任務進行得不順利或者

失敗時，男性擁有比較少的資源，來重新導正自己，此外，兩性的記憶能力有所

差異，女性可以在短時間內，儲存大量不相關的資訊，而男性往往只記得住有連

貫組織的資訊，或者對他們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資訊，但就長期儲存瑣碎記憶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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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而言，男性又勝過女性（Gurian, 2001）。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直接針對性別與人類資訊處理模式的關係進行探討，

過去研究顯示男性與女性對訊息的知覺（Harris & Wilkinson, 2004）、長期記憶

（Haut, Beckwith, & Petros, 1989）、工作記憶（Speck, Ernst, & Braun, 2000）、認

知（Caporrimo, 1998）等人類資訊處理模式中的處理步驟與資源皆不盡相同，間

接地影響了反應的選擇與執行，而再根據 Lin, Choong, & Salvendy（1997）所提

出的介面度向與人類資訊處理模式步驟間的關連性，便可推論出男性與女性對於

互動介面上的設計需求是有所區別的。 

 最後，我們亦可從男性與女性對電腦使用態度的差異進行探討，過去有關性

別與電腦焦慮的研究顯示，女性的電腦焦慮程度高於男性（Chua, Chen, & Wong, 

1999; Colley, Gale, & Harris, 1994; Todman, 2000），當個體的電腦焦慮程度較高

時，其便會認為電腦是不易學習操作的，必須要付出極大的努力才能熟悉其操作

技巧，進而降低其使用的意願，再者，既使女性使用者願意嘗試操作使用電腦，

也會因為處在高壓力與高焦慮程度的情境下，受到焦慮的干擾而改變其短期記憶

可有的容量，最終導致操作績效的下降（Sorg & Whitney, 1992），因此，要如何

降低甚至排除女性使用者對使用電腦的焦慮感，便有賴人機互動介面的設計是否

能讓女性使用者感受到友善，並適時地提供所需之提示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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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問卷調查，透過問卷的發放，大量收集研究樣本，

希望藉由受試者所填寫的問卷資料，初步探索出使用者對於 e 世界生活空間中互

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及男性與女性對 e 世界生活空間中互動介面設計因

子的重視程度是否有所差異；後者則是依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建立一適合女性瀏覽

之虛擬網頁，邀請不同性別的受試者瀏覽此網頁並完成研究者所賦予之網頁瀏覽

任務，研究者則透過客觀的觀察，確實地記錄受試者的瀏覽績效，並分析比較男

性與女性瀏覽績效之差異。研究方法詳述如下。 

一、衡量工具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使用者性別差異對 e 世界生活空間中互動介面設計之影

響，故依據研究主題，本研究採用了 Chan & Chau（2001）以普度可用性量表（Lin, 

Choong, & Salvendy, 1997）為基礎，加以修改而成的中文網頁可用性評估量表，

量表中共包括了十一個構面，共計 101 題問項（如附錄一所示），構面分述如下： 

1. 相容性（compatibility）：軟體系統與使用者心理模式的相容程度，代表題項

如「輸入指令的結果與使用者所預期的相符」、「控制的需求跟使用者的操作

能力配合」、「網頁內的詞彙是使用者所熟悉的」等。 

2. 一致性（consistency）：介面的設計特徵和鋪排是一致的，代表題項如「在

不同的頁面和選單中，編排的方法是一致的」、「使用者可以利用過去瀏覽網

頁的經驗去應用到新的功能中」、「資料的顯示跟使用者的習慣是一致的」

等。 

3. 彈性（flexibility）：使用者可按自己需求、喜好和能力進行客製化設定的程

度，代表題項如「網頁會按照個別的需求，用不同的格式和詳細程度去顯示

操作導引」、「網頁容許使用者中途停止一項工作，並開始或繼續執行另一樣

工作」、「使用者可以自行選擇一套符合自己需求的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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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學習性（learnability）：軟體容易學習與上手的程度，代表題項如「使用者

可從自己已有的知識去學習使用這個網頁」、「網頁可讓使用者在不需要他人

協助的情況下學會如何使用網頁」、「使用者不需要閱讀大量文字說明便可使

用網頁」等。 

5. 最少動作（minimal action）：軟體要求的使用步驟之次數愈少愈佳，代表題

項如「在瀏覽網頁的過程中，使用者操作的動作減至最少」、「當一項工作重

複時，使用者可以減少輸入資料的數量」、「使用者只需要按網頁中的一個鍵

便可返回主目錄（首頁）」等。 

6. 最少記憶負荷（minimal memory load）：人類的工作記憶有限，故介面上的

圖示與指示語以及所有操作步驟應易記易明，代表題項如「已被選擇的資料

會被突顯出來（如：改變底色）」、「選單是有分層級地編排，以供使用者選

取」、「資料項目的名稱已盡量簡化」等。 

7. 知覺限制（perceptual limitation）：介面設計必須考量使用者知覺系統的特性

和限制，代表題項如「使用者易於從一堆物件中辨別他所需的物件」、「一些

使用者較常用的功能會被放置在網頁中明顯的版面」、「使用者知道畫面中哪

些地方是超連結選項」等。 

8. 使用者指引（user guidance）：當使用者需要支援時即適時提供恰當的指引，

代表題項如「系統會對收到使用者的輸入做出回應」、「錯誤訊息的顯示會提

供使用者所需要的資料」、「假若工作不能按照使用者的方式進行，網頁會提

供協助」等。 

9. 訊息組織和傳遞（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organization）：網頁中有恰當

的資料分類和註釋，訊息下載速度理想，代表題項如「網頁裡的每個頁面都

有適當的標題」、「使用者很容易找到功能或指令」、「網頁所用來傳送資料的

模式（如：影像、音效）令使用者滿意」。 

10. 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 and precision）：預測性高表示網頁介面不會出現一

些未預計的物件，使用者亦不會找不到應有的資料，代表題項如「網頁中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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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突然出現一些與作業無關的物件或訊息」、「網頁裡的超連結操作正常」、

「網頁裡的物件不分散使用者的注意力」。 

11. 回饋的充分程度（flexibility and adequacy of feedback）：使用者可從介面中看

到先前已執行的程序與結果，得到合適的回饋，代表題項如「使用者可以選

擇圖片或文字的敘述」、「使用者可以從介面中知道先前已執行的程序」、「網

頁會顯示上一次更新的日期」。 

 除了中文網頁可用性評估量表的問項外，本研究亦會設計有關使用者人口背

景統計變項的問項（如：性別、學歷、職業、年齡…等），而人口背景統計變項

是以封閉式的問項讓受試者勾選外，其他變項皆是以李克特 6 尺度問項進行量

測，採用 6 點尺度量表主要是為了避免發生受試者在填答時較不仔細針對題項

進行思考，僅圈選「普通」或「無意見」的選項，進而導致數據呈現趨中傾向（鄭

仁偉、黎士群，2001）。 

二、研究對象與資料收集程序 

 本研究採用便利抽樣法，以具有使用電腦且上網經驗者為量測對象。本研究

總共發放 300 份問卷，由於本研究的研究重點在於探討女性的親和性互動介面設

計，亦即要針對男性與女性的需求進行比較，因此會特別注重受試者的性別比

例，希望能將比例控制在 1：1。在問卷的發放過程中，研究者親自拜訪受試對

象，向他們詳細說明問卷填寫時應注意之事項，同時，每份問卷均附上信封，請

受試者於填完問卷後，直接將問卷置入信封並密封交回。為了增加問卷回收率，

研究者提供每位受訪者小禮品。 

三、資料分析方法 

 研究資料回收後隨即進行目視檢測以剔除無效問卷，然後進行編碼（coding）

以利電腦處理。本研究主要使用 SPSS 12.0 作為分析工具，進行研究目的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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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研究資料回收完畢後，針對回收的有效問卷各變項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與

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分析，以檢視問項的效度與信度。 

 在研究資料的敘述統計方面，利用次數分配分析，探討受測者個人的人口背

景統計變項的分佈情形。其次，針對十一個網頁可用性評估構面進行平均數、標

準差等敘述統計，同時分析皮爾森簡單相關係數檢視各構面間的相關性，以作為

解讀其因果關係的參考，最後在進行變異數分析，釐清性別對可用性評估構面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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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料分析結果 

一、問卷回收與樣本分析 

由於本研究主要想了解男性與女性 e 世界生活空間瀏覽者對網頁互動介面

設計因子重視程度的差異性，故發放問卷的對象將以較常使用網路的大專學院學

生為主，總計於調查對象所在處現場發放 300 份問卷，回收 289 份，問卷回收率

為 96.33%，經目視剔除填答不完全的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總計 236 份，有效問

卷率為 81.66%。在問卷完成回收後，為了瞭解調查樣本特徵的分布情況，首先

進行基本資料的敘述性統計分析，茲將相關統計資料整理如表 4.1，其中，男性

的樣本數有 113 人，女性的樣本數有 123 人，由此可知本研究所調查之樣本在性

別的分佈上是平均的。 

表  4. 1 樣本特徵分析彙整表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項目 個數 百分比

性別   視力狀況    
男性 113 47.9% 正常 38 16.3%
女性 123 52.1% 異常（近視、遠視） 195 83.7%
年齡   平均一週上網天數    
20 歲（含）以下 130 55.1% 1 天（含）以下 12 5.1% 
21-25 歲 63 26.7% 2-4 天 84 35.6%
26-30 歲 27 11.4% 5 天（含）以上 140 59.3%
30 歲（含）以上 16 6.8% 平均一天上網時數   
慣用手   1 小時（含）以下 13 5.5% 
右手 134 62.6% 2-5 小時 119 50.4%
左手 80 37.4% 6 小時（含）以上 104 44.1%

註：本表係整體樣本（N=236）的統計，個數值加總不足 236 者代表該項目有遺

漏值。 

二、問卷效度與信度分析 

雖然本研究所採用的中文網頁可用性評估量表是由過去的專家學者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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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故應具備一定程度的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而為了要進一步地檢驗量

表的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本研究使用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中

的主要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 PFA）來估計因素負荷量（Factor 

Loading），並以最大變異轉軸法（Varimax）使得題項的歸類更為清晰，中文網

頁可用性評估量表之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2 與表 4.3 所示。觀察表 4.2 與表 4.3

中每個題目在各因素的因素負荷量可以發現，歸類為所屬因素的因素負荷量大多

數均高於 0.5 以上，而因素負荷量低於 0.5 的題項表示該題項對於應對應之因素

的效度不足，故將予以刪除。 

再者，本研究透過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s α）來檢測經因素分析題目

刪減後的中文網頁可用性評估量表之信度，根據信度分析結果可知，相容性的

Cronbach’s α為 0.77、一致性的 Cronbach’s α為 0.74、可學習性的 Cronbach’s α

為 0.85、最少動作的 Cronbach’s α為 0.83、最少記憶負荷的 Cronbach’s α為 0.80、

知覺限制的 Cronbach’s α為 0.89、使用者指引的 Cronbach’s α為 0.85、訊息組織

和傳遞的Cronbach’s α為0.83、彈性的Cronbach’s α為0.79、可預測性的Cronbach’s 

α為 0.68、回饋的充分程度的 Cronbach’s α為 0.83，顯示各構面量表的內部一致

性大多數皆達 0.7 以上，其所呈現的信度值皆屬良好（Nunnally,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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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中文網頁可用性評估量表的因素分析結果 
衡量題項 因素 

 相容性 一致性 可學習性 最少動作 最少記憶負荷 知覺限制 
1.  0.66      
2.  0.82      
3.  0.71      
4.  0.70      
5.  0.73      
6.   0.11     
7.   0.15     
8.   0.50     
9.   0.70     
10.   0.61     
11.   0.76     
12.   0.77     
13.    0.28    
14.    0.31    
15.    0.03    
16.    0.23    
17.    0.31    
18.    0.59    
19.    0.73    
20.    0.61    
21.    0.52    
22.    0.62    
23.    0.63    
24.    0.61    
25.    0.64    
26.    0.63    
27.     0.09   
28.     0.21   
29.     0.70   
30.     0.61   
31.     0.57   
32.     0.45   
33.     0.69   
34.     0.77   
35.     0.81   
36.      0.66  
37.      0.72  
38.      0.57  
39.      0.53  
40.      0.72  
41.      0.70  
42.      0.69  
43.      0.64  
44.       0.17 
45.       0.29 
46.       0.16 
47.       0.66 
48.       0.60 
49.       0.63 
50.       0.69 
51.       0.43 
52.       0.70 
53.       0.66 
54.       0.71 
55.       0.64 
56.       0.66 
57.       0.64 

註：加粗字體的因素負荷量係本研究將該題項歸類於對應的因素；N=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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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中文網頁可用性評估量表的因素分析結果（續） 
衡量題項 因素 

 使用者指引 訊息組織和傳遞 彈性 可預測性 回饋的充分程度

58.  0.63     
59.  0.66     
60.  0.68     
61.  0.69     
62.  0.75     
63.  0.67     
64.  0.62     
65.  0.59     
66.  0.18     
67.  0.44     
68.  0.04     
69.  0.45     
70.   0.67    
71.   0.77    
72.   0.79    
73.   0.75    
74.   0.64    
75.   0.20    
76.   0.37    
77.   0.37    
78.   0.19    
79.   0.11    
80.    0.04   
81.    0.29   
82.    0.30   
83.    0.54   
84.    0.57   
85.    0.69   
86.    0.55   
87.    0.78   
88.    0.63   
89.     0.21  
90.     0.08  
91.     0.23  
92.     0.78  
93.     0.68  

94.     0.68  

95.     0.63  

96.      0.68 
97.      0.74 
98.      0.72 
99.      0.78 
100.      0.77 
101.      0.73 

註：加粗字體的因素負荷量係本研究將該題項歸類於對應的因素；N=236。 

三、互動介面設計因子間的關連性 

本研究首先統計各變項的平均數、標準差以及變項間的簡單相關係數，作為

後續解讀統計分析結果的參考，簡單相關分析的結果如表 4.4 所示。表 4.4 括弧

內數字為該構面的內部一致性數值，由表中可知，中文網頁可用性評估量表中的

所有互動介面設計因子間皆具有顯著的正向關連性，此結果代表 e 世界生活空間

瀏覽者對於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有著一致性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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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互動介面設計因子之平均數、標準差與簡單相關分析結果 
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相容性 5.01 0.63 （0.77）           

2.一致性 4.61 0.63 0.42*** （0.74）          

3.可學習性 4.94 0.56 0.41*** 0.50*** （0.85）         

4.最少動作 4.77 0.70 0.21** 0.43*** 0.51*** （0.83）        

5.最少記憶負荷 4.68 0.61 0.42*** 0.34*** 0.36*** 0.56*** （0.80）       

6.知覺限制 4.95 0.57 0.44*** 0.40*** 0.62*** 0.52*** 0.66*** （0.89）      

7.使用者指引 4.91 0.56 0.39*** 0.47*** 0.51*** 0.51*** 0.56*** 0.71*** （0.85）     

8.資訊組織和傳遞 5.18 0.63 0.42*** 0.39*** 0.43*** 0.35*** 0.35*** 0.55*** 0.45*** （0.83）    

9.彈性 4.76 0.61 0.26*** 0.32*** 0.32*** 0.44*** 0.42*** 0.50*** 0.57*** 0.48*** （0.79）   

10.可預測性 4.85 0.66 0.21** 0.36*** 0.33*** 0.35*** 0.33*** 0.46*** 0.47*** 0.45*** 0.54*** （0.68）  

11.回饋性 4.77 0.67 0.30*** 0.36*** 0.35*** 0.37*** 0.43*** 0.49*** 0.56*** 0.53*** 0.72*** 0.65*** （0.83）

註：N＝236； *p<.05  ** p<.01  *** p<.001。 

四、瀏覽者性別與上網時間之獨立性檢定 

（一）瀏覽者性別與平均一週上網天數之獨立性檢定 

本研究針對「瀏覽者性別」與其「平均一週上網天數」進行卡方獨立性檢定，

以瞭解不同性別的瀏覽者其平均一週上網天數是否有所差別，分析結果如表 4.5

所示。由卡方獨立性檢定結果發現，整體模式卡方值等於 7.85，p 值為 0.02，代

表 e 世界生活空間瀏覽者的性別與其平均一週上網天數的差異達統計顯著性，換

言之，男性瀏覽者與女性瀏覽者的平均一週上網天數是有所不同的，女性瀏覽者

的平均一週上網天數介於 2 至 4 天者與天數超過 5 天以上者的數量差距不多，但

男性瀏覽者的平均一週上網天數超過 5 天以上者卻顯著高於天數介於 2 至 4 天

者，不過整體而言，無論是男性還是女性，平均一週的上網天數大多數已超過 2

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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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瀏覽者性別與平均一週上網天數之交叉分析 

平均一週上網天數  
1 天（含）以下 2-4 天 5 天（含）以上 

總和 

次數 9 51 63 123 
女性 

% 3.80% 21.60% 26.70% 52.10%
次數 3 33 77 113 

性別 
男性 

% 1.30% 14.00% 32.60% 47.90%
次數 12 84 140 236 

總和 
% 5.10% 35.60% 59.30% 100.00%

列聯係數：0.18 Chi-Square：7.85* 

註：N＝236； *p<.05  ** p<.01  *** p<.001。 

（二）瀏覽者性別與平均一天上網時數之獨立性檢定 

本研究針對「瀏覽者性別」與其「平均一天上網時數」進行卡方獨立性檢定，

以瞭解不同性別的瀏覽者其平均一天上網時數是否有所差別，分析結果如表 4.6

所示。由卡方獨立性檢定結果發現，整體模式卡方值等於 0.62，p 值為 0.73，代

表 e 世界生活空間瀏覽者的性別與其平均一天上網時數的差異未達統計顯著

性，無論是男性或是女性，其平均一天上網時數的人數比例皆是一致的，絕大多

數的男性與女性平均一天的上網時間皆在 2 個小時以上。 

表  4. 6 瀏覽者性別與平均一天上網時數之交叉分析 

平均一天上網時數  
1 小時（含）

以下 
2-5 小時天 

6 小時（含） 
以上 

總和 

次數 6 60 57 123 
女性 

% 2.50% 25.40% 24.20% 52.10%
次數 7 59 47 113 

性別 
男性 

% 3.00% 25.00% 19.90% 47.90%
次數 13 119 104 236 

總和 
% 5.50% 50.40% 44.10% 100.00%

列聯係數：0.05 Chi-Square：0.62 

註：N＝236；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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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世界生活空間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 

（一）e世界生活空間瀏覽者對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 

本研究以瀏覽者對 e 世界生活空間互動介面設計因子重視程度的平均數進

行排序，以了解設計因子間重視程度的差異，結果如下表 4.7 所示。由分析結果

可知，瀏覽者最重視的互動介面設計因子前三項分別為「訊息組織和傳遞」、「相

容性」與「知覺限制」，相較之下重視程度較低的後三項為「彈性」、「最少記憶

負荷」以及「一致性」。 

表  4. 7 e 世界生活空間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分析 

重視程度 
互動介面設計因子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相容性 5.01 0.63 2 
一致性 4.61 0.63 11 
可學習性 4.94 0.56 4 
最少動作 4.77 0.70 7 

最少記憶負荷 4.68 0.61 10 
知覺限制 4.95 0.57 3 
使用者指引 4.91 0.56 5 

訊息組織和傳遞 5.18 0.63 1 
彈性 4.76 0.61 9 

可預測性 4.85 0.66 6 
回饋的充分程度 4.77 0.67 7 

註：N＝236。 

（二）不同性別的瀏覽者對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 

為了要進一步地了解不同性別的瀏覽者對 e 世界生活空間各項互動介面設

計因子重視程度是否有所不同，本研究分別將女性瀏覽者與男性瀏覽者對互動介

面設計因子重視程度的平均數進行排序，藉此從中發現女性與男性所重視的設計

因子之異同，分析結果如表 4.8 所示。由分析結果可知，女性與男性對於設計因

子重視的順序是有些許差異的，女性與男性瀏覽者對於重視程度前五名的設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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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仍有較一致的看法，分別為「訊息組織和傳遞」、「相容性」、「可學習性」、「知

覺限制」與「使用者指引」，然而，女性瀏覽者重視程度排序 6 的設計因子為「可

預測性」，男性瀏覽者排序 6 的設計因子則為「最少動作」與「彈性」，相較之下，

男性瀏覽者對於「可預測性」的重視程度便較女性來得低，僅佔整體排序的第 9

順位，因此，雖然現今女性與男性在於網路使用的比例已接近相等，但兩者間對

於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卻依然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表  4. 8 不同性別瀏覽者之 e 世界生活空間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分析 

女性重視程度 男性重視程度 
互動介面設計因子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相容性 5.02 0.67 2 5.00 0.59 2 
一致性 4.59 0.67 11 4.63 0.59 11 

可學習性 4.96 0.60 3 4.92 0.52 4 
最少動作 4.69 0.74 8 4.85 0.65 6 

最少記憶負荷 4.65 0.62 10 4.71 0.61 10 
知覺限制 4.92 0.56 4 4.98 0.59 3 
使用者指引 4.90 0.52 5 4.91 0.60 5 

訊息組織和傳遞 5.21 0.59 1 5.14 0.66 1 
彈性 4.68 0.61 9 4.85 0.60 6 

可預測性 4.88 0.61 6 4.82 0.71 9 
回饋的充分程度 4.71 0.68 7 4.83 0.66 8 

註：N＝236。 

六、不同性別的瀏覽者對互動介面設計因子重視程度的差異性分析 

本研究針對中文網頁可用性評估量表中的各個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為依變項

進行 T 檢定，以檢測不同性別瀏覽者對特定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是否

有所差異，分析結果如表 4.9 與圖 4.1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不同性別瀏覽者對

「最少動作」與「彈性」此兩項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之差異性達統計顯

著性，男性瀏覽者對「最少動作」與「彈性」的重視程度皆顯著大於女性瀏覽者，

然而，男性與女性瀏覽者在其他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則無明顯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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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 性別對互動介面設計因子重視程度的影響 

重視程度（平均數） 
互動介面設計因子 

女性 男性 
T 值 

相容性 5.02 5.00 0.22 
一致性 4.59 4.63 -0.49 
可學習性 4.96 4.92 0.51 
最少動作 4.69 4.85 -1.69+ 

最少記憶負荷 4.65 4.71 -0.79 
知覺限制 4.92 4.98 -0.79 
使用者指引 4.90 4.91 -0.08 

訊息組織和傳遞 5.21 5.14 0.90 
彈性 4.68 4.85 -2.17* 

可預測性 4.88 4.82 0.64 
回饋的充分程度 4.71 4.83 -1.37 

註：N＝236； + p<.1  *p<.05  ** p<.01  *** p<.001。 

5.21

4.88

4.71

4.85

4.71

4.98

4.85 4.83

4.68

4.94.92

4.65
4.69

4.59

4.96

5.02

4.82

5.14

4.91

4.63

5

4.92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
5.1
5.2
5.3

相

容

性

一

致

性

可

學

習

性

最

少

動

作

最

少

記

憶

負

荷

知

覺

限

制

使

用

者

指

引

訊

息

組

織

和

傳

遞

彈

性

可

預

測

性

回

饋

的

充

分

程

度

女性

男性

圖  4. 1  不同性別的互動介面設計因子重視程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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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網路使用頻率對性別與互動介面設計因子重視程度的影響 

 本研究將進一步了解網路使用頻率對瀏覽者性別與 e 世界生活空間互動介

面設計因子重視程度關係之影響，首先，先剔除平均一週上網天數在一天以內的

網路使用頻率過低者，再將剩下的 224 位瀏覽者依其平均一天上網時數區分成平

均一天上網 5 小時以下的網路使用頻率較低者，以及平均一天上網 6 小時以上的

網路使用頻率較高者兩群，之後便以網路使用頻率與性別為自變項，各個互動介

面設計因子為依變項進行二因子變異數分析，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相容性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如

表 4.10 所示，由資料分析結果可知，不同網路使用頻率的瀏覽者對其相容性的

重視程度是有所差異的，網路使用頻率高的瀏覽者其對相容性的重視程度

（M=5.11）顯著高於網路使用頻率低的瀏覽者（M=4.91），此外，瀏覽者的網路

使用頻率與性別對相容性的重視程度之交互作用達統計顯著性，兩者間的交互作

用情形詳如表 4.11 與圖 4.2 所示。 

表  4. 10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相容性重視程度的影響 

自變項 F 值 
性別 0.02 

網路使用頻率 5.13* 

性別×網路使用頻率 4.53* 

註：N＝224； + p<.1  *p<.05  ** p<.01  *** p<.001。 

 

表  4. 11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相容性重視程度的交互作用列聯表 

網路使用頻率 合計 
高 低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女 5.20 0.60 4.83 0.73 5.01 0.69 

性別 
男 5.01 0.63 5.00 0.58 5.00 0.60 

合計 5.11 0.62 4.91 0.66   

註：N＝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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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相容性重視程度的交互作用示意圖 

以表 4.11 顯示高低網路使用頻率與不同性別的瀏覽者其平均相容性重視程

度列聯表，經單純主效果（simple main effect）檢定發現，當瀏覽者的性別為女

性時，其網路使用頻率對相容性重視程度的影響達統計顯著性（F=8.96，p<0.01）， 

網路使用頻率高者的相容性重視程度（M=5.20）顯著高於網路使用頻率低者

（M=4.83），反之，當瀏覽者的性別為男性時，其網路使用頻率對相容性重視程

度的影響則未達統計顯著性（F=0.01，p=0.92 ）。 

有關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一致性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

果如表 4.12 所示，由資料分析結果可知，不同網路使用頻率的瀏覽者對其一致

性的重視程度是有所差異的，網路使用頻率高的瀏覽者其對一致性的重視程度

（M=4.96）顯著高於網路使用頻率低的瀏覽者（M=4.53），而瀏覽者的網路使用

頻率與性別對一致性的重視程度之交互作用則未達統計顯著性。 

表  4. 12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一致性重視程度的影響 

自變項 F 值 
性別 1.12 

網路使用頻率 4.02* 

性別×網路使用頻率 0.96 

註：N＝224； + p<.1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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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可學習性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

結果如表 4.13 所示，由資料分析結果可知，不同網路使用頻率的瀏覽者對其可

學習性的重視程度並無顯著差異的，再者，瀏覽者的網路使用頻率與性別對可學

習性的重視程度之交互作用亦未達統計顯著性。 

表  4. 13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可學習性重視程度的影響 

自變項 F 值 
性別 0.02 

網路使用頻率 0.04 

性別×網路使用頻率 0.22 

註：N＝224； + p<.1  *p<.05  ** p<.01  *** p<.001。 

有關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最少動作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

結果如表 4.14 所示，由資料分析結果可知，不同網路使用頻率的瀏覽者對其最

少動作的重視程度並無顯著差異的，同時，瀏覽者的網路使用頻率與性別對最少

動作的重視程度之交互作用亦未達統計顯著性。 

表  4. 14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最少動作重視程度的影響 

自變項 F 值 
性別 4.62* 

網路使用頻率 0.03 

性別×網路使用頻率 2.43 

註：N＝224； + p<.1  *p<.05  ** p<.01  *** p<.001。 

有關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最少記憶負荷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數

分析結果如表 4.15 所示，由資料分析結果可知，不同網路使用頻率的瀏覽者對

其最少記憶負荷的重視程度並無顯著差異的，同時，瀏覽者的網路使用頻率與性

別對最少記憶負荷的重視程度之交互作用亦未達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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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5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最少記憶負荷的重視程度影響 

自變項 F 值 
性別 1.71 

網路使用頻率 0.96 

性別×網路使用頻率 2.36 

註：N＝224； + p<.1  *p<.05  ** p<.01  *** p<.001。 

有關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知覺限制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

結果如表 4.16 所示，由資料分析結果可知，不同網路使用頻率的瀏覽者對其知

覺限制的重視程度並無顯著差異的，同時，瀏覽者的網路使用頻率與性別對知覺

限制的重視程度之交互作用亦未達統計顯著性。 

表  4. 16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知覺限制的重視程度影響 

自變項 F 值 
性別 0.90 

網路使用頻率 0.10 

性別×網路使用頻率 0.40 

註：N＝224； + p<.1  *p<.05  ** p<.01  *** p<.001。 

有關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使用者指引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數分

析結果如表 4.17 所示，由資料分析結果可知，不同網路使用頻率的瀏覽者對其

使用者指引的重視程度並無顯著差異的，同時，瀏覽者的網路使用頻率與性別對

使用者指引的重視程度之交互作用亦未達統計顯著性。 

表  4. 17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使用者指引的重視程度影響 

自變項 F 值 
性別 0.09 

網路使用頻率 0.09 

性別×網路使用頻率 0.31 

註：N＝224； + p<.1  *p<.05  ** p<.01  *** p<.001。 

有關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訊息組織和傳遞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

數分析結果如表 4.18 所示，由資料分析結果可知，不同網路使用頻率的瀏覽者

對其訊息組織和傳遞的重視程度並無顯著差異的，同時，瀏覽者的網路使用頻率

與性別對訊息組織和傳遞的重視程度之交互作用亦未達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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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8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訊息組織和傳遞的重視程度影響 

自變項 F 值 
性別 0.78 

網路使用頻率 0.97 

性別×網路使用頻率 0.22 

註：N＝224； + p<.1  *p<.05  ** p<.01  *** p<.001。 

有關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彈性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

如表 4.19 所示，由資料分析結果可知，不同網路使用頻率的瀏覽者對其彈性的

重視程度是有所差異的，網路使用頻率高的瀏覽者其對相容性的重視程度

（M=5.82）顯著高於網路使用頻率低的瀏覽者（M=4.70），此外，瀏覽者的網路

使用頻率與性別對彈性的重視程度之交互作用達統計顯著性，兩者間的交互作用

情形詳如表 4.20 與圖 4.3 所示。 

表  4. 19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彈性的重視程度影響 

自變項 F 值 
性別 6.55* 

網路使用頻率 2.89+ 

性別×網路使用頻率 2.92+ 

註：N＝224； + p<.1  *p<.05  ** p<.01  *** p<.001。 

表  4. 20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彈性重視程度的交互作用列聯表 

網路使用頻率 合計 
高 低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女 4.66 0.64 4.66 0.58 4.66 0.61 

性別 
男 5.01 0.56 4.73 0.62 4.85 0.61 

合計 4.82 0.62 4.70 0.60   
註：N＝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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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彈性重視程度的交互作用示意圖 

以表 4.20 顯示高低網路使用頻率與不同性別的瀏覽者其平均彈性重視程度

列聯表，經單純主效果（simple main effect）檢定發現，當瀏覽者的性別為男性

時，其網路使用頻率對彈性重視程度的影響達統計顯著性（F=5.81，p<0.05 ），

網路使用頻率高者的彈性重視程度（M=5.01）顯著高於網路使用頻率低者

（M=4.73），反之，當瀏覽者的性別為女性時，其網路使用頻率對彈性重視程度

的影響則未達統計顯著性（F=0.00，p=1.00）。 

有關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可預測性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

結果如表 4.21 所示，由資料分析結果可知，不同網路使用頻率的瀏覽者對其可

預測性的重視程度是有所差異的，網路使用頻率高的瀏覽者其對可預測性的重視

程度（M=5.01）顯著高於網路使用頻率低的瀏覽者（M=4.71），而瀏覽者的網路

使用頻率與性別對可預測性的重視程度之交互作用則未達統計顯著性。 

表  4. 21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可預測性的重視程度影響 

自變項 F 值 
性別 0.04 

網路使用頻率 11.35** 

性別×網路使用頻率 1.75 

註：N＝224； + p<.1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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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回饋的充分程度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

數分析結果如表 4.22 所示，由資料分析結果可知，不同網路使用頻率的瀏覽者

對其回饋的充分程度的重視程度是有所差異的，網路使用頻率高的瀏覽者其對回

饋的充分程度的重視程度（M=4.86）顯著高於網路使用頻率低的瀏覽者

（M=4.67），而瀏覽者的網路使用頻率與性別對回饋的充分程度的重視程度之交

互作用則未達統計顯著性。 

表  4. 22  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回饋的充分程度的重視程度影響 

自變項 F 值 
性別 2.59 

網路使用頻率 4.34* 

性別×網路使用頻率 0.36 

註：N＝224； + p<.1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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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論與結論 

一、綜合討論 

本研究以瀏覽者對 e 世界生活空間互動介面設計因子重視程度的平均數進

行排序，以了解設計因子間重視程度的差異。由分析結果可知，瀏覽者最重視的

互動介面設計因子前三項分別為「訊息組織和傳遞」、「相容性」與「知覺限制」，

相較之下重視程度較低的後三項為「彈性」、「最少記憶負荷」以及「一致性」。 

進一步分析不同性別的瀏覽者對 e 世界生活空間各項互動介面設計因子重

視程度是否有所不同，研究分別將女性瀏覽者與男性瀏覽者對互動介面設計因子

重視程度的平均數進行排序，發現女性與男性所重視的設計因子順序是有些許差

異的，女性與男性瀏覽者對於重視程度前五名的設計因子仍有較一致的看法，分

別為「訊息組織和傳遞」、「相容性」、「可學習性」、「知覺限制」與「使用者指引」，

然而，女性瀏覽者重視程度排序 6 的設計因子為「可預測性」，男性瀏覽者排序

6 的設計因子則為「最少動作」與「彈性」，相較之下，男性瀏覽者對於「可預

測性」的重視程度便較女性來得低，僅佔整體排序的第 9 順位。 

接著針對中文網頁可用性評估量表中的各個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為依變項進

行 T 檢定，以檢測不同性別瀏覽者對特定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是否有

所差異。分析結果顯示，不同性別瀏覽者對「最少動作」與「彈性」此兩項互動

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之差異性達統計顯著性，男性瀏覽者對「最少動作」與

「彈性」的重視程度皆顯著大於女性瀏覽者，然而，男性與女性瀏覽者在其他互

動介面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則無明顯的差異。 

本研究進一步了解網路使用頻率對瀏覽者性別與 e 世界生活空間互動介面

設計因子重視程度關係之影響，以網路使用頻率與性別為自變項，各個互動介面

設計因子為依變項進行二因子變異數分析，其分析結果只有兩樣因子有顯著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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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為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相容性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數分

析，分析結果如下，網路使用頻率高的瀏覽者對相容性的重視程度顯著高於網路

使用頻率低的瀏覽者，此外，瀏覽者的網路使用頻率與性別對相容性的重視程度

之交互作用達統計顯著性，兩者間的交互作用情形經單純主效果（simple main 

effect）檢定發現，當瀏覽者的性別為女性時，其網路使用頻率對相容性重視程

度的影響達統計顯著性，網路使用頻率高者的相容性重視程度顯著高於網路使用

頻率低者，反之，當瀏覽者的性別為男性時，其網路使用頻率對相容性重視程度

的影響則未達統計顯著性，此現象或許與女性的電腦焦慮程度高於男性有關

（Chua, Chen, & Wong, 1999; Colley, Gale, & Harris, 1994; Todman, 2000），也就是

說當女性的電腦焦慮程度較高，她們會認為電腦是不易學習操作的，必須要付出

極大的努力才能熟悉其操作技巧，相容性代表的是軟體系統與使用者心理模式的

相容程度，那麼在高使用頻率的女性使用者會重視相容性來減少電腦焦慮程度。 

第二項因子是網路使用頻率與瀏覽者性別對彈性重視程度的二因子變異數

分析，分析結果如下，網路使用頻率高的瀏覽者其對彈性的重視程度顯著高於網

路使用頻率低的瀏覽者，此外，瀏覽者的網路使用頻率與性別對彈性的重視程度

之交互作用達統計顯著性，兩者間的交互作用經檢定發現，當瀏覽者的性別為男

性時，其網路使用頻率對彈性重視程度的影響達統計顯著性，網路使用頻率高者

的彈性重視程度顯著高於網路使用頻率低者，反之，當瀏覽者的性別為女性時，

其網路使用頻率對彈性重視程度的影響則未達統計顯著性，此現象或許與兩性的

記憶能力差異有關，女性可以在短時間內，儲存大量不相關的資訊，而男性往往

只記得住有連貫組織的資訊，或者對他們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資訊，所以對於網路

使用頻率高的男性，他們會希望可以挑出對於自己有用並且安排出現在介面上的

位置，讓介面在使用上更符合他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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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論 

進行本研究的最初目的是因為文獻探討指出兩性的記憶能力有所差異

（Gurian, 2001），且在過去研究也顯示男性與女性對訊息的知覺（Harris & 

Wilkinson, 2004）、長期記憶（Haut, Beckwith, & Petros, 1989）、工作記憶（Speck, 

Ernst, & Braun, 2000）、認知（Caporrimo, 1998）等人類資訊處理模式中的處理步

驟與資源皆不盡相同，而再根據 Lin, Choong, & Salvendy（1997）所提出的介面

度向與人類資訊處理模式步驟間的關連性，便可推論出男性與女性對於互動介面

上的設計需求是有所區別的，並且過去有關性別與電腦焦慮的研究顯示，女性的

電腦焦慮程度高於男性（Chua, Chen, & Wong, 1999; Colley, Gale, & Harris, 1994; 

Todman, 2000），當個體的電腦焦慮程度較高時，其便會認為電腦是不易學習操

作的，必須要付出極大的努力才能熟悉其操作技巧，進而降低其使用的意願。所

以希望藉由文獻探討歸納出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然後依據設計因子進行問卷設

計，接著從問卷結果可以整理出不同性別的瀏覽者對 e 世界生活空間互動介面設

計因子的重視程度，而更進一步讓 e 世界生活空間的設計者可以符合不同性別提

供親和性的介面設計。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瀏覽者最重視的互動介面設計因子為「訊息組織和傳

遞」、「相容性」與「知覺限制」，因此可以得知瀏覽者非常重視網頁中有適當的

標題、注釋與易懂的辭彙，以便瀏覽者容易找到功能或指令，並且輸入指令後的

結果可以與預期相符合。相較之下重視程度較低的為「彈性」、「最少記憶負荷」

以及「一致性」，也就是瀏覽者對於介面的設計與鋪排不是很注重，也不太需要

指令都明確說明的資訊與可以調整頁面上的功能。若針對不同性別的瀏覽者來看

的話，女性瀏覽者重視網頁中不會突然出現一些與作業無關的物件或訊息來分散

注意力，而男性瀏覽者較注重可按自己需求、喜好和能力進行客製化的設定，並

且可接受減少動作的指令，所以本研究建議在進行 e 世界生活空間互動介面設計

時應該注意「訊息組織和傳遞」、「相容性」與「知覺限制」設計因子為優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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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針對不同性別的瀏覽者設計介面時注意各別對設計因子的重視程度也需要

納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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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在本次會議之前一天，PPCOE(Pan Pacific Council On Ergonomics)特別召開 Council
會議，由於本人身兼 PPCOE Council members，因此提前一天到達參加 Council Meeting。
(Council Meeting 會議邀約附件如后)。本次會議由日本職業安全健康與人因工程學會主

辦，由我國、大陸、香港以及韓國人因工程學會協辦，大會為期 3 天，共計有 6 場專題

演講，4 場專家研討，以及百餘篇論文發表。參加人員以日本最多，其次為台灣與韓國。

本次研討會本人亦受邀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之工作(大會組織附件如后)，並受

邀為一場次之主持人(Session Chair，附件如后)。第一天大會主席 Dr. Kumashiro 以日文、

中文、韓文等語言致歡迎，贏得與會來賓掌聲，接下來由國際人因工程協會(IEA)主席

Dr. Caple 進行一場關於人因未來道路地圖也就是發展方向的介紹，接下來則進行本會第

一場研討，由日本、中國、台灣、韓國等分別介紹各國人因發展情形，並討論未來發展。

接待晚宴安排於第一天傍晚，先參觀一場鷹秀，相當特別，然後在一間非常別緻的花園

餐廳進行晚宴，日本美食映入眼簾目不暇給。第二天由瑞典著名學者 Dr. Aaras 進行演講，

然後展開一系列研討與論文發表。第三天由中國人因工程學會主席王生教授以一場演講

開啟上午的行程，接下來是許多場次的論文發表，本人主持 3C 場次，題目為認知人因，

共有 9 篇論文，發表者站立於海報前進行口頭報告，參觀者約有十多位。晚上進行結束

晚宴，再次回到接待晚宴的花園餐廳，享用美食與大會精心策劃安排的傳統舞蹈節目，

結束了三天以來充實的全部行程。

二、與會心得

本次大會主辦單位非常用心，為了避免研討會的學術論文發表經常流於專業角度與

形式，無法充分讓與會人員交換意見與討論，特別安排主題研討，所有人員在同一間大

會議事廳內發言討論，這樣的作法在社會科學較多，但在工程領域則頗為特殊，但是的

確能發揮交流激發想法共識等效益，對於促進各國人因工程領導學者間的交流相當有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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