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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博物館105年自行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國立臺灣博物館平面文宣優化研究-以活動簡訊為例 

提案人： 教育推廣組-林佳葦 

計畫期限：105年 02月 01日至 105年 12月 31日止 

 

摘要：博物館為協助民眾掌握展覽及教育活動訊息，長期以來透過各種文宣品進

行宣傳，然而在媒體型態與觀眾資訊尋求行為大幅轉變的趨勢下，傳統的文宣設

計及資訊內容是否仍符合使用者需求有待重新檢視。本文蒐集國內 9間具展示及

教育推廣功能的國立博物館每月定期發行的「活動簡訊」進行項目分析，接續以

國立臺灣博物館為個案施行問卷調查，最後綜合調查結果提出設計優化建議。研

究發現觀眾對臺博館活動簡訊具有高滿意度，建議未來改版時，在現行文宣設計

基礎上，內文採用 10.5級以上的圓體字或黑體字；善用網路平臺延伸內文資訊，

並多利用表格簡化紙本內容；開發適合國外觀光客使用的版本，強化參觀資訊及

導引內容。 

關鍵字：博物館文宣、平面文宣、活動簡訊、國立臺灣博物館 

 

一、 前言 

文宣品是傳統而普遍的廣告媒體，也是博物館行之有年的宣傳管道之一。

有效的文宣廣告可提升博物館形象、與觀眾溝通資訊，並建立正面的品牌印象。

因此每年均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宣品出版，其中又以平面文宣為多數。經年累

月下，不論是文案內容、材質設計或版面規劃均呈現多元風貌。然而正因悠久、

普及化且門檻低，傳統文宣出版也容易流為形式化的例行業務，經長期累積，

消耗的人力及費用相當可觀。 

近年來，數位媒體大舉興起，關於版面設計的使用者研究或調查也多偏重

在數位領域。博物館人員為因應使用者資訊尋求習慣的大幅轉變，需同時兼顧

多種宣傳平臺與媒體，為使資源能更有效地被應用，這些不斷發行的傳統文宣

品，其設計風格、文字內容、版面編排等是否仍適用或符合當代使用群之需求，

值得博物館人員重新評估審視。 

本研究蒐集國內 9間具展示及推廣教育功能的國立博物館於 2016年 8月至

11月間定期出版的「活動簡訊 Newsletter」，參考相關文獻進行組成元素及設計

風格之項目分析，接續以以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為個案進行問

卷調查，蒐集臺博館活動簡訊主要使用族群背景變項、使用習慣及偏好，最後

根據調查分析結果提出設計優化實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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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探討 

(一) 博物館文宣品運用 

博物館行銷受到普遍重視可追溯至美國1980年代末期大環境改變所帶

動的影響，許多博物館受到支出日增、政府的補助減少、新興旅遊休閒事

業衝擊等因素，須另謀生存之道與時俱進而不被淘汰（秦裕傑，2005）。當

時美國博物館協會（AAM）將博物館行銷定義為「一種持續使大眾了解與

欣賞博物館的基礎工作。經由時間的推移，民眾得以了解博物館的價值、

典藏的文物、體現的知識與其提供的服務，進而使用與支持博物館。」

（AAM，1984），此定義強調民眾與博物館的連結與參與。自此，不論國內

外博物館對行銷的策略及推動方式均日漸重視。而行銷方式可藉由許多方

法達成，諸如印發文宣資料、運用網路行銷產品及服務、辦理教育推廣活

動、成立博物館之友、經營社區公共關係、透過媒體廣告行銷等，在有效

的行銷策略加持下，將有助博物館增加營收、提高參觀量、提升滿意度，

並進一步找出潛在觀眾與贊助者。 

文宣品是媒體類型之一，常被應用於傳播，係屬平面視覺或是數位電

子化的傳達範疇（黃光男，2007）。博物館文宣資料印發，一般包括說明摺

頁、導覽手冊、博物館簡介、活動海報、簡訊、參觀學習單、活動傳單或

酷卡等平面印刷品。隨著科技發展，陸續有視聽、電子或網路形式的文宣

出現。而在各式載體中，使用門檻低、可及性高的平面文宣可說是博物館

訊息傳遞的利器，由博物館將要傳遞的資訊，透過文字、圖像的編排變化，

印刷於紙本載體上分送。經過多年的推行，不僅許多博物館已發展出各式

各樣、不勝枚舉的文宣品，即使在新型電子媒體不斷推陳出新的今日，對

講究手感、視覺舒適性及資訊可保存性的群眾而言仍有其不可取代性。 

王美綉（2008）分析博物館常見的文宣出版品，將平面文宣品概分成

以下三類： 

1. 綜合資訊類：全館簡介摺頁、博物館行事曆/簡訊、地圖及其他。 

2. 展示教育類：展示解說散頁、海報、學習單。 

3. 社會參與類：博物館義工招募摺頁、義工通訊、博物館會員組織相關貴

賓券與圖錄等。 

本文所探討的「活動簡訊」，也有博物館以「館訊」、「活動簡介」稱之，

屬上述綜合資訊類的第二種-博物館行事曆/簡訊，通常是以小冊或摺頁的型

式定期出刊且免費發送。呈現的內容不盡相同，大致包括博物館的新訊、

展覽訊息、活動預告、參觀資訊、聯絡方式等。有些博物館會以文章的方

式出版，有些博物館則選擇以簡表或條列方式呈現。刊期則是月刊、雙月

刊、季刊均有。 

「活動簡訊」主要用於提供博物館相關資訊，依製作規格而可能同時

兼具傳單或小型報特質，以單頁方式製作的「活動簡訊」，有類傳單的性質，

著重資訊快速傳遞，並有高度的預告性質。以手冊方式製作的「活動簡訊」，



 3 

有類小型報的性質，通常頁數不多，內容會穿插文字篇幅較多的文章介紹，

著重資訊的完整性及報導性質。兩者共通的部分是均提供明確的時間與時

限資訊，有助彙聚各項事件的目標觀眾，並可吸引非目標觀眾的注意。也

因此，王美綉（2008）建議，「活動簡訊」的製作應特別注意資料的正確性

及時效性，活動時間、活動地點及相關限制需明確清楚，以免產生負面影

響。而在版面設計上，建議設計成容易閱讀，且易於攜帶的形式為宜。 

(二) 平面文宣版面編排設計 

「活動簡訊」為平面文宣的一種，組成元素包括文字、圖像、色彩及

版型運用，其主要功能即是將各元素在一定的版面內作最佳布局，在兼顧

視覺美感及閱讀舒適性的前提下，將資訊清楚傳達給閱讀者。 

在文字編排部分，通常包括標題、分類索引標題、標語、內文、附註

說明文字等，其字體、字型、字級大小、段落安排設定，對讀者閱讀的舒

適性具有關鍵性影響。王祿旺（2009）在小型報版面設計之效能研究中發

現，以易讀性及客觀版面分析結果，小型報適用細圓體或細明體，閱讀效

能較佳者依序為 10.5級、11級、10級。日本視覺設計研究所（1987）也指

出以公關出版品、說明書等的文本編排而言，常用的字體最小為 10級，平

均集中在 12級，而週刊雜誌最常用 8級字。 

郁芳（1998）在閱讀速率及意象評估研究時發現，僅就易讀性而言，

細明體、細圓體及 20 級與 10 級的字是較好的。但閱讀速率佳的字組，意

象評估並不一定理想，例如細明體在測驗中是閱讀速率最佳的字體，但卻

有印象感覺不佳的意象。如要兼顧易讀性與良好的意象，可考慮 12級的楷

書、10級的細圓體、10級的仿宋體。 

眼睛視覺有邊際效果存在，若段落編排時單一行字數太長，讀者容易

跳行，字數太短則會使眼球轉動太頻繁而容易疲勞（黃振輝，1993）。因此

每行文字最好在 15至 30字以內，以 20至 30最為平均，最多不超過 40字

（日本視覺設計研究所，1987）。 

在視覺動線的安排上，林昆範（2007）認為文藝屬性的內容適合右上

到左下的縱向編排，配合楷體或宋體等古典字體，以傳達正式或傳統的意

象；科技屬性的內容適合左上到右下的橫式編排，配合黑體或圓體等近代

字型，傳達明快或現代意象。明體字形則兼具二者，縱橫於各式編排之中。 

圖片通常包括輔助文字說明的圖表或圖解、氣氛營造的插畫或照片、

引發注意的符號等，是整份文宣品中最快吸引閱讀者目光的視覺焦點。在

編排時需注意其視覺效果是否有效吸引閱讀者，閱讀時是否可充份傳達主

題內容，以及是否能誘導讀者心理反應，從而導引視線焦點。 

色彩是一種有助視覺傳達的工具，適當的變化不僅可幫助閱讀者更直

覺地獲取版面的重要資訊，也能增加版面的活潑性。除了藝術表現之外，

同時也具備實質機能性的效用，可以吸引閱讀者的注意以及加強對文字、

圖形、記號的印象，其中文字色彩對視覺當握廣度的績效具有顯著差異，

例如「紫色文字」在中明度無彩色背景中的文字記憶數量績效最佳（饒真

強，2005）。但 Covert（1987）的研究也指出，對於閱讀者和設計者而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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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主要色彩、吸引人的色彩看法頗為分歧，而這份分歧可能源於專業

素養的差異。 

各形各色的文字及圖像透過色彩和版型的編排，可塑造出不同的風格

印象，有助吸引閱讀者並強化對資訊內容或發行單位的記憶點。成功的版

面編排將具有引起讀者的注意力、提昇視覺的引導力、增進易讀性與可讀

性、建立版面的整體風格、產生具美感的印象等正面助益（林昆範，2007）。 

(三) 國立臺灣博物館「活動簡訊」發行歷程 

為協助民眾掌握展覽及教育活動訊息，臺博館自2005年即每月發行「活

動簡訊」，除紙本型式外，也在官網提供 PDF 檔下載，迄今已超過十年，

期間曾改版一次。初期發行時，規格為單張式，展開尺寸為 A3，採上下 N

字摺後呈橫條式，展開後一面以圖片為導向，一面是以文字為導向的博物

館資訊，採左上到右下的橫式編排，內容包括特展資訊、網路資源、活動

行事曆、參觀資訊（開放時間、購票資訊、參觀須知、交通路線），資訊內

容由博物館供稿，設計部分委外執行。 

  
圖 1 國立臺灣博物館活動簡訊_2005年 5月版 

2010年，配合服務館區增加、原版使用已久及教育活動日增，茲進行

改版。新版規格採單張左右兩摺式，加大版面尺寸約 1.5倍，內容分為五大

類，包括封面、參觀資訊（開放時間、購票資訊、參觀須知、交通路線、

建築簡介）、特別展覽、常設展覽、教育活動。在視覺編排上同樣採用採左

上到右下的橫式編排，體例差異不大，但對資訊內容進行明確分類，並以

色塊區分。此次改版主要由館內美編人員主導，依其專業素養與經驗，並

參考推廣人員資訊發布需求進行調整，特別於封面加註執行團隊名單，自

此各期設計也改由臺博館自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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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國立臺灣博物館活動簡訊_2016年 8月版 

版面的改良可增加讀者的認同及忠誠度（Garcia,1993），在改版過程中若能

加入主要使用者意見將整份文宣品更具行銷效益。為使臺博館「活動簡訊」能

與時俱進，在網路媒體普及，觀眾資訊尋求行為相對改變的今日，仍能有效發

揮其功能並符合目標對象需求，茲綜合相關文獻分析結果，另參考國內國立博

物館發行現況進行後續滿意度及優化研究。 

三、 國內博物館定期活動平面文宣發行現況分析 

目前國內大型的博物館幾乎都會定期出版刊載活動資訊的文宣品，但發行

的刊期、型式及內容不盡相同。本研究蒐集國內具展示及推廣活動功能的國立

博物館 2016年 9月至 11月間出版的「活動簡訊 Newsletter」進行項目分析，包

括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臺灣博物館「活動簡訊 Newsletter」、國立中正紀念堂

管理處「活動節目簡介 Program Guide」、國立科學教育館「科教館訊」、國立臺

灣史前文化博物館「Newsletter」、國立臺灣美術館「館訊 Newsletter」、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科博館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工館訊 Newsletter」、國立

海洋生物博物館「館訊」（以下館名均以簡稱表示，文宣品統稱「活動簡訊」）。 



 6 

因多數館選擇以褶頁方式發行「活動簡訊」，以下就首頁資訊設計、版面設

計、資訊內容及發行情況進行項目分析（詳細比較表見附件一）。發行類型較不

同的故宮、科博館及海生館，將另述於後不列入比較表中。 

 
圖 3 本研究分析之活動簡訊 

(一) 首頁資訊設計 

在封面設計上各館多採展覽或活動海報，僅國美館採簡單的月分數字

標示。基本內容會標示單位名稱、出版日期、文宣品名等資訊，臺博館則

特別標出工作團隊。 

(二) 版面設計 

在文字字體的選擇上，各館不脫黑體、明體及圓體三類。標題字以黑

體居多，明體次之。內文僅科工館採用圓體，其餘各館均採用黑體。內文

字級以科教館採 12級最大，其次為臺博館及史前館 10級，其餘各館則為 8

級居多。段落文字的安排上，中正紀念堂使用的文字字數較精簡，約 120

字左右，國美館部分段落文字將近 300 字，其他各館文字大多落在 200 字

左右。每行文字字數最多的是臺博館和科教館近 50 字，其餘各館約 30 多

字左右。 

在版面色彩的編排上，各館背景大多採單一白色為主，臺博館及國美

館則是以 3 色進行配搭，色系每期不同。單一頁面文字用色部分，中正紀

念堂為 1至 2色最為單純，其次為臺博館和國美館採 2至 3種，其他館均

有頁面使用超過 4色。版面用色部分則所有館均使用 1至 2色。 

圖片部分各館編排較為一致，均使用照片、海報、插畫及、向量圖等

豐富版面內容。且多數館採一文一圖方式排版，僅史前館及中正紀念堂會

使用一文多圖的方式呈現。 

在版型結構的安排上，各館均採用左上至右下的視覺動線，並提供分

類索引標籤，科工館的索引方式採特殊設計，可在封面頁即對內容分類一

目了然。頁面分配部分，國美館及科工館分版最多達 14面，其次為中正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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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堂 12面，史前館 8面再次之，臺博館及科教館 6面最少。摺頁後的尺寸

大致可分成接近 A4比例及長條式比例兩類，前者為臺博館、史前館及科教

館，後者為國美館、中正紀念堂及科工館。 

(三) 資訊內容 

展覽資訊的提供上，各館均以簡介方式呈現提供特展資訊。臺博館、

史前館及科工館另提供常設展資訊，但史前館常設展資訊僅以清單方式列

出。此外，臺博館另提供線上展覽及學習資源的網址。 

教育推廣活動的分類上，臺博館、史前館以活動類型或地點交錯分類；

國美館以行事曆方式呈現，並從中挑選 2-3則活動提供進一步的圖文介紹；

科工館、科教館及中正紀念堂均以活動類型分類。在內容的呈現上，各館

均提供簡介文字及相關參加資訊，項目包括時間、地點、費用、對象、報

名方式、報到方式、聯絡人、備註，以臺博館提供項目最多，國美館及科

工館最為簡約。 

參觀資訊部分，各館提供的基本項目包括開放時間、購票資訊、參觀

導覽資訊、交通指南、地圖等，以科工館另提供演示活動、公共服務、停

車指南等，中正紀念堂則是惟一提供哺乳室資訊的館。 

聯絡資訊部分，各館提供的基本項目包括地址、電話、網址，除國美

館外，各館也提供 Facebook位址。臺博館另提供多種網路社群平台位址，

史前館則另有提供 Email信箱。 

附加資訊部分各館差異較大，如臺博館提供館內附設的商店資訊；史

前館提供主題活動紀念品店及工作團隊介紹；國美館提供付費索取文宣品

的說明；中正紀念堂提供電子檔下載位址、意見反映管道；科工館則有文

創小舖、博物館商店、場地租借、詳細樓層指引及美食地圖、館長的話等

訊息。而國美館及中正紀念堂均提供中英對照內容。 

(四) 發行情況分析 

發行週期部分，臺博館及科教館均為月刊；史前館、國美館及科工館

為雙月刊；中正紀念堂為季刊。以平均每月發行量排序，依次為史前館 1

萬 2千 6佰份（寒暑假配量較多）、國美館 1萬份、中正紀念堂 9千份、科

教館 8千份、科工館 7千 5佰份、臺博館 6千份。出版型式部分，史前館、

國美館及科教館均以紙本為主，餘 3 館則採紙本及電子版本並行，但多未

同步。 

(五) 其他 

採非褶頁式的活動簡訊包括故宮、科博館及海生館，其中故宮活動部

分採單一活動單頁式傳單發布，展覽資訊則以專文發表在《故宮文物月

刊》，兩者均提供紙本及電子檔。科博館的「科博館訊」以小型報的方式出

版，摺疊後尺寸為 18.5X26 公分，每月出刊，採紙本、電子同步發行。版

面共計 8 版，內容以專文方式介紹活動報導、特展、科普圖書及知識、藏

品及活動等，另提供該月活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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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館「館訊」以小冊方式出版，尺寸為 15.7X25.5 公分，內容達 40

頁，雙月出刊，印刷本發行之後，也會轉成電子版發行，發行時會透過會

員與電子報系統發送給會員，並在 Facebook粉絲頁、官網與行動 APP發布

訊息。另外也會以電子郵件發送給館員，由館員再行分享。其內容包括特

展訊息、活動訊息、我們的館（研究及典藏介紹）、實習心得、產學文創等，

另提供兩個月前的活動預告。 

經比較各館活動簡訊後，茲挑選各項目差異較大的部分發展研究問卷並進

行使用者滿意度及喜好調查，以此作為後續優化建議之參考。 

四、 研究問卷設計與實施 

(一) 研究對象及抽樣方式 

本研究以臺博館本館、土銀展示館及南門園區具活動訊簡訊使用經驗

的觀眾為研究母體。2015年臺博館入館人數為 473,783人，2016年達495,983

人，搭配 Krejcie, Robert V.與 Daryle W. Morgan（1997）所提出的抽樣比例

表，在達成 95%信心水準及正負誤差五個百分點的情況下，應徵求至少 384

位受試者。 

2016年 11月 15日起連續一週隨機抽取值班志工共 50位進行預試，預

試後進行滿意度量表信度檢測達 0.911，具高可信度，以之修編為正式問

卷。正式施測於 2016年 12月 1日至 12月 25日開館日進行，共計發出 460

份問卷，回收 457 份問卷，經篩選無效問卷後計有 436 份有效問卷，淨回

收率為 94.8%。總計本次調查在達成 95%信心水準下，從參觀民眾隨機抽

樣，抽樣誤差為 4.67個百分點。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普查，參考相關文獻編製「國立臺灣博物館

活動簡訊使用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包含臺博館「活動簡訊」利用情況、

使用滿意度，以及對文宣品的使用偏好及個人背景資料共四大部分。其中

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四項。滿意度測量部分採用李

克特氏（Likert）4 分量表計分，題項依現行簡訊內容分為展覽資訊、教育

活動、參觀資訊、附加資訊四大類。使用偏好題項參考各館簡訊分析結果

設計，挑選較具差異性的部分進行調查，包括文宣品尺寸、字體、字級、

資訊呈現方式、資訊呈現版型、偏好的資訊分類方式及輔助說明方式、電

子版需求等。 

(三) 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問卷調查結果以敘述統計呈現活動簡訊利用情況及人口背景

變項之分布，接續交叉分析及卡方檢測不同背景變項在使用情況、滿意度

及使用偏好之差異。 

(四) 有效樣本概樣分析 

本次研究樣本以女性(61.2%)為多數，除 18 歲以下(22.7%)年齡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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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至 29歲(25.7%)起各年齡層越高樣本的比例越少，至 50歲以上族群有

明顯減少的清況。具有大專院校學歷的樣本達 53%，其次為高中職及國中

學歷各有 18%。職業以學生(37.2%)為最多數，其次是服務業(13.3%)，再次

之為自由業(8.7%)、軍公教(8.5%)，詳如表 1。 

表 1 有效樣本背景資料分析摘要表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69 38.8% 

女 267 61.2% 

年齡 18歲以下 99 22.7% 

19-29歲 112 25.7% 

30-39歲 93 21.3% 

40-49歲 70 16.1% 

50-59歲 43 9.9% 

60歲或以上 19 4.4% 

學歷 國小及以下 30 6.9% 

國(初)中 19 4.4% 

高中職 77 17.7% 

大專院校 231 53.0% 

研究所(含)以上 79 18.1% 

職業 軍公教 37 8.5% 

服務業 58 13.3% 

資訊業 18 4.1% 

工商製造業 34 7.8% 

學生 162 37.2% 

金融保險業 19 4.4% 

農林漁牧礦 3 0.7% 

退休人員 24 5.5% 

自由業 38 8.7% 

家庭管理 26 6.0 

其他 17 3.9% 

五、 調查研究結果 

(一) 臺博館活動簡訊利用情況分析 

由表 2顯示，觀眾到臺博館的頻率以第一次(46.8%)居多，其次為每半

年至少一次(12.8%)，每年至少一次或好幾年一次者各占 11.6%再次之。以

複選方式調查觀眾最常取得臺博館資訊的方式結果顯示，透過臺博館的網

站或 Facebook 等網路平臺(53.7%)，朋友口耳相傳(37%)次之，透過臺博館

海報、傳單、看板等文宣品(22%)再次之。較特別的是因路過進來參觀的民

眾也高達近 12%。 

觀眾中有 68.9%是第一次使用臺博館「活動簡訊」，使用 2至 5次者占

21.2%，使用超過 6 次者占 9.9%。其中曾因「活動簡訊」介紹而參加博物

館活動者僅 40.8%。但對「活動簡訊」有助利用博物館服務或參與活動的

題項，有高達 95.2%的觀眾表示非常同意或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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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有效樣本臺博館活動簡訊利用情況分析摘要表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到臺博館的頻率 第一次 204 46.8% 

每週至少一次 36 8.3% 

每月至少一次 38 8.7% 

每半年至少一次 56 12.8% 

每年至少一次 51 11.7% 

好幾年一次 51 11.7% 

通常如何取得臺博館的活

動或展覽訊息（複選題） 

臺博館網路平臺（網

站、Facebook等） 

208 53.7% 

臺博館文宣品（海報、

傳單、看板等） 

86 22.2% 

臺博館文宣品（活動簡

訊） 

66 17.1% 

朋友口耳相傳 143 37.0% 

其他電子媒體（網路、

廣播等） 

79 20.4% 

其他平面媒體（報紙、

期刊、雜誌等） 

38 9.8% 

其他 52 12% 

使用臺博館「活動簡訊」的

次數 

第1次 299 68.9% 

約2-5次 92 21.2% 

6次以上 43 9.9% 

曾因「活動簡訊」介紹內容

而參加博物館活動 

是 177 40.8% 

否 257 59.2% 

活動簡訊有助利用博物館

服務或參與活動 

非常同意 129 29.9% 

同意 283 65.5% 

不同意 18 4.1% 

非常不同意 2 0.5% 

(二) 臺博館「活動簡訊」使用滿意度分析 

本研究依臺博館「活動簡訊」內容從展覽資訊、教育活動、參觀資訊、

附加資訊四項構面調查資訊內容及版面設計滿意度，每一構面各 2 題，共

計 8題，分數越高代表滿意度越強烈。 

依表 3統計結果顯示，「展覽資訊」、「教育活動」、「參觀資訊」、附加

資訊」四項分量表，平均數分別為 6.75、6.63、6.82、6.48。其分項標準差

分別為 0.96、0.97、1.02、1.05。說明觀眾對臺博館「活動簡訊」使用滿意

度以「參觀資訊」項目評價最佳，「附加資訊」項目評價較低。進一步從資

訊內容及版面設計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平均數分別為 13.31及 13.36，「滿意

度」整體構面平均數為 30.03，各項目單項平均均超過 3分，且分數差異不

大，顯示滿意的程度是在「同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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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博館「活動簡訊」使用滿意度構面之評比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單項平均 個數 

滿意度總量表 30.02 3.85 8 3.85  435 

展覽資訊 6.75 0.96 2 3.38  436 

教育活動 6.63 0.97 2 3.32  436 

參觀資訊 6.82 1.02 2 3.41  436 

附加資訊 6.48 1.05 2 3.24  435 

資訊內容 13.31 1.82 4 3.33 435 

版面設計 13.36 1.75 4 3.34 435 

從表 4的統計結果顯示，觀眾非常滿意及滿意總人數比例最高的項目

為「展覽資訊」的資訊內容(98.4%)，其次為「教育活動」及「參觀資訊」

的資訊內容均有 98%滿意度，再次之為「展覽資訊」的版面設計(97.1%)、

參觀資訊的版面設計(97%)、「教育活動」的版面設計(95.8%)，以上均有超

過 95%人數表達肯定。滿意程度較弱的項目為「附加資訊」的資訊內容

(93.3%)及版面設計(93.8%)。 

表 4 樣本對臺博館「活動簡訊」滿意度分析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展覽

資訊 

1)資訊內容 167 

38.3% 

262 

60.1% 

7 

1.6% 
0 

2)版面設計 179 

41.1% 

244 

56% 

13 

3% 
0 

教育

活動 

3)資訊內容 156 

35.8% 

271 

62.2% 

9 

2.1% 
0 

4)版面設計 144 

33% 

274 

62.8% 

18 

4.1% 
0 

參觀

資訊 

5)資訊內容 193 

44.3% 

234 

53.7% 

9 

2.1% 
0 

6)版面設計 187 

42.9% 

236 

54.1% 

13 

3% 
0 

附加

資訊 

7)資訊內容 130 

29.9% 

276 

63.4% 

29 

6.7% 
0 

8)版面設計 134 

30.8% 

274 

63% 

26 

6% 

1 

0.2% 

(三) 「活動簡訊」使用偏好分析 

1. 頁面尺寸與文字 

由表  5 顯示，觀眾喜歡的簡訊尺寸為目前臺博的活動簡訊尺寸

(53.5%)，其次為目前臺博館活動簡訊二分之一大小(25.2%)，存褶或護照大

小(21.3%)再次之。在文字使用部分，喜歡圓體(44%)及黑體(42.2%)者比例

接近，認為 12級字及 11級字看起來較舒適者分別占 60.7%及 30.8%。可接

受最小的文字尺寸為 7級字及 6級字者分別占 70.5%及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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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有效樣本對活動簡訊尺寸及文字使用偏好分析摘要表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喜歡的頁面尺寸 目前臺博的活動簡訊

尺寸 

229 53.5% 

長條式，約目前臺博的

活動簡訊二分之一 

108 25.2% 

存褶或護照大小 91 21.3% 

喜歡的內文字形 圓體 191 44.0% 

明體 60 13.8% 

黑體 183 42.2% 

喜歡的字體大小 12級 264 60.7% 

11級 134 30.8% 

10級 29 6.7% 

9級 8 1.8% 

可接受的最小文字尺寸 7級 306 70.5% 

6級 90 20.7% 

5級 33 7.6% 

4級 5 1.2% 

2. 版面設計 

由表 6顯示，觀眾偏好以清單方式呈現資訊內容(41.3%)，其次為段落

式 (30.3%)，行事曆方式(28.4%)再次之，呈現方式如圖 4。在資訊整理部

分，喜歡製成表格(46.9%)居多，其次左右分欄(24.6%)及製作小圖標(21.8%)

比例接近。而分類方式則以活動場館(37.2%)優先者居多，其次為活動類型

(26.8%)，依活動主題 (19.9%)及活動日期(16.1%)比例接近再次之。 

表 6 有效樣本對活動簡訊版面設計使用偏好分析摘要表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喜歡的資訊呈現方式 行事曆 123 28.4% 

清單式 179 41.3% 

段落式 131 30.3% 

喜歡的資訊整理方式 製作小圖標 95 21.8% 

左右分欄 107 24.6% 

重點置底醒目標示 29 6.7% 

製成表格 204 46.9% 

偏好的分類方式 依活動場館 157 37.2% 

依活動類型 113 26.8% 

依活動日期 68 16.1% 

依活動主題 8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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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 清單式 段落式 

 
 

 

圖 4 資訊呈現方式 

3. 資訊內容輔助方式 

由表 7 顯示，經複選題調查觀眾認為有效的資訊內容輔助方式依序

為：在說明文中列出網址(47%)、提供 QR圖卡(42.1%)、傳單中附完整查詢

途徑(38.2%)、詳述報到方式(36.5%)。另高達 88%的觀眾認為發行電子版有

助活動簡訊的利用。 

表 7 有效樣本對活動簡訊輔助方式偏好分析摘要表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的資訊內容輔助方

式（複選題） 

說明中列出網址 193 47.0% 

傳單中附完整查詢途徑 157 38.2% 

提供QR圖卡 173 42.1% 

詳述報到方式 150 36.5% 

提供電子版是否有幫助 是 380 88.0% 

否 52 12.0% 

 

(四) 「活動簡訊」設計與觀眾背景變項交叉分析與卡方檢定 

為進一步了解觀眾知覺及使用情況，本節分別以問卷前三大項與觀眾

背景變項進行交叉比對及卡方檢測，以了解變數之間的獨立性是否具顯著

差異，以下僅保留達顯著差異之項目，建議未來可作進一步研究： 

1. 利用情況與觀眾背景變項 

經性別與「活動簡訊」是否有助利用博物館服務或參與活動之交叉分

析與卡方檢定，結果詳表 8、表 9所示。當自由度為 3，卡方值為 9.098，

P值 0.028<0.05，顯示不同性別的觀眾，對「活動簡訊」的幫助知覺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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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性別 * 「活動簡訊」有助利用博物館服務或參與活動知覺之交叉分析 

 「活動簡訊」是否有助您利用博物館服務或參與活動 

Total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性別 男 0 12 101 55 168 

女 2 6 182 74 264 

Total 2 18 283 129 432 

表 9 性別 * 「活動簡訊」有助利用博物館服務或參與活動知覺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9.098a 3 .028 

說明：a. 2格(25.0%)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0.78。有效觀察值個數432。 

經年齡與到臺博館的頻率之交叉分析與卡方檢定，結果詳表 10、表 11

所示。當自由度為 25，卡方值為 158.280，P 值<0.05，顯示不同年齡的觀

眾到臺博館的頻率有顯著差異。其中 18 歲以下第一次到博物館者比例最

高，40-49 歲則是好幾年來一次的族群中比例最高。扣除第一次到館的族

群，50歲以上族群到臺博館的頻率較其他年齡層高。整體到館頻率隨年齡

層增加而有提升的趨勢，但多數均超過半年才會來一次，常客偏少。 

表 10 年齡 *到臺博館的頻率之交叉分析 

 到臺博館的頻率 
Total 

第一次 每週至少一次 每月至少一次 半年至少一次 每年至少一次 好幾年一次 

年齡 18歲以下 66 1 2 7 12 11 99 

66.7% 1.0% 2.0% 7.1% 12.1% 11.1% 100.0% 

19-29歲 64 7 4 12 13 12 112 

57.1% 6.3% 3.6% 10.7% 11.6% 10.7% 100.0% 

30-39歲 42 6 5 18 10 12 93 

45.2% 6.5% 5.4% 19.4% 10.8% 12.9% 100.0% 

40-49歲 16 2 9 16 13 14 70 

22.9% 2.9% 12.9% 22.9% 18.6% 20.0% 100.0% 

50-59歲 13 11 11 3 3 2 43 

30.2% 25.6% 25.6% 7.0% 7.0% 4.7% 100.0% 

60歲或以上 3 9 7 0 0 0 19 

15.8% 47.4% 36.8% .0% .0% .0% 100.0% 

Total 

% 年齡 

204 36 38 56 51 51 436 

46.8% 8.3% 8.7% 12.8% 11.7% 11.7% 100.0% 

表 11 年齡 *到臺博館的頻率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158.280a 25 .000 

說明：a. 7格(19.4%)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1.57。有效觀察值個數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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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年齡與臺博館「活動簡訊」使用次數之交叉分析與卡方檢定，結果

詳表 12、表 13所示。當自由度為 10，卡方值為 97.962，P值<0.05，顯示

不同年齡的觀眾與臺博館「活動簡訊」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其中 50歲以

上族群使用率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初次使用族群最多的年齡層落在 19-29

歲，整體而言重複使用率不高。 

表 12 年齡 *「活動簡訊」使用次數之交叉分析 

 使用臺博館「活動簡訊」的次數 
Total 

第 1次 約 2-5次 6次以上 

年齡 18歲以下 76 21 2 99 

76.8% 21.2% 2.0% 100.0% 

19-29歲 90 18 4 112 

80.4% 16.1% 3.6% 100.0% 

30-39歲 69 19 4 92 

75.0% 20.7% 4.3% 100.0% 

40-49歲 43 19 7 69 

62.3% 27.5% 10.1% 100.0% 

50-59歲 17 9 17 43 

39.5% 20.9% 39.5% 100.0% 

60歲或以上 4 6 9 19 

21.1% 31.6% 47.4% 100.0% 

Total 

% 年齡 

299 92 43 434 

68.9% 21.2% 9.9% 100.0% 

 

表 13 年齡 *「活動簡訊」使用次數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97.962a 10 .000 

說明：a. 3格(16.7%)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1.88。有效觀察值個數434。 

 

經年齡與因「活動簡訊」介紹內容而利用博物館之交叉分析與卡方檢

定，結果詳表 14、表 15所示。當自由度為 5，卡方值為 44.670，P值<0.05，

顯示不同年齡的觀眾在「活動簡訊」介紹內容而利用博物館有顯著差異。

其中 50歲以上族群比例最高，其他各族群分布尚屬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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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年齡 *因「活動簡訊」介紹內容而利用博物館之交叉分析 

 因「活動簡訊」而利用博物館服務或參與活動 
Total 

是 否 

年齡 18歲以下 27 72 99 

27.3% 72.7% 100.0% 

19-29歲 37 74 111 

33.3% 66.7% 100.0% 

30-39歲 36 57 93 

38.7% 61.3% 100.0% 

40-49歲 31 39 70 

44.3% 55.7% 100.0% 

50-59歲 29 14 43 

67.4% 32.6% 100.0% 

60歲或以上 17 1 18 

94.4% 5.6% 100.0% 

Total 

% 年齡 

177 257 434 

40.8% 59.2% 100.0% 

表 15 年齡 *因「活動簡訊」介紹內容而利用博物館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44.670a 5 .000 

說明：a.0格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7.34。有效觀察值個數434。 

經學歷與到臺博館之頻率交叉分析與卡方檢定，結果詳表 16、表 17

所示。當自由度為 20，卡方值為 34.162，P值<0.05，顯示學歷與到臺博館

之頻率間達顯著差異，扣除小學以下學歷大多是家長或老師帶領前往外，

學歷越高，到館頻率有漸增的趨勢。 

表 16 學歷 *到臺博館之頻率之交叉分析 

   到臺博館的頻率 
Total 

   第一次 每週至少一次 每月至少一次 每半年至少一次 每年至少一次 好幾年一次 

學歷 國小及以下  24 0 1 4 1 0 30 

 80.0% .0% 3.3% 13.3% 3.3% .0% 100.0% 

國(初)中  11 1 1 0 3 3 19 

 57.9% 5.3% 5.3% .0% 15.8% 15.8% 100.0% 

高中職  42 6 6 4 12 7 77 

 54.5% 7.8% 7.8% 5.2% 15.6% 9.1% 100.0% 

大專院校  97 24 21 33 25 31 231 

 42.0% 10.4% 9.1% 14.3% 10.8% 13.4% 100.0% 

研究所(含)以
上 

 30 5 9 15 10 10 79 

 38.0% 6.3% 11.4% 19.0% 12.7% 12.7% 100.0% 

Total 

% 學歷 

 204 36 38 56 51 51 436 

 46.8% 8.3% 8.7% 12.8% 11.7% 11.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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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學歷 *到臺博館之頻率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34.162a 20 .025 

說明：a.10格(33.3%)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1.57。有效觀察值個數436。 

另外在複選題部分，經年齡與取得臺博館資訊的方式交叉分析，結果

詳表 18所示。各年齡層取得臺博館資訊的主要來源為官網或 Facebook等

網路平臺，49歲以下年齡層也多透過口耳相傳取得訊息，50歲以上則較常

透過臺博館海報、看板、掛旗或活動簡訊等文宣品。 

表 18 年齡 *取得臺博館資訊的方式之交叉分析 

 取得臺博館資訊的方式 

Total 

臺博館 

網路平臺 

臺博館 

文宣品 

臺博館 

活動簡訊 口耳相傳 

其他 

電子媒體 

其他 

平面媒體 其他 

年

齡 

18歲以下 47 12 11 43 14 5 10 98 

48.0% 12.2% 11.2% 43.9% 14.3% 5.1% 10.2%  

19-29歲 53 17 15 36 24 10 14 112 

47.3% 15.2% 13.4% 32.1% 21.4% 8.9% 12.5%  

30-39歲 43 16 8 25 18 5 9 93 

46.2% 17.2% 8.6% 26.9% 19.4% 5.4% 9.7%  

40-49歲 29 20 9 20 10 11 14 70 

41.4% 28.6% 12.9% 28.6% 14.3% 15.7% 20.0%  

50-59歲 21 11 15 11 9 5 5 42 

50.0% 26.2% 35.7% 26.2% 21.4% 11.9% 11.9%  

60歲或以上 15 10 8 8 4 2 0 19 

78.9% 52.6% 42.1% 42.1% 21.1% 10.5% .0%  

Total 208 86 66 143 79 38 52 434 

2. 滿意度與觀眾背景變項 

經年齡與展覽資訊滿意度交叉分析與卡方檢定，結果詳表 19、表 20

所示。當自由度為 20，卡方值為 31.719，P值<0.05，顯示年齡與展覽資訊

滿意度間具顯著差異，其中 18 歲以下觀眾認為非常滿意的比例最高

(59.6%)，其次為 19-29歲(50%)，均超過該族群 50%比例。表達不滿意度比

例較高的族群個數過少，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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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年齡 *展覽資訊滿意度之交叉分析 

 展覽資訊滿意度 
Total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滿意 非常滿意 

年齡 18歲以下 0 0 40 59 99 

.0% .0% 40.4% 59.6% 100.0% 

19-29歲 0 1 55 56 112 

.0% .9% 49.1% 50.0% 100.0% 

30-39歲 0 1 51 41 93 

.0% 1.1% 54.8% 44.1% 100.0% 

40-49歲 0 0 40 30 70 

.0% .0% 57.1% 42.8% 100.0% 

50-59歲 0 1 29 13 43 

.0% 2.3% 67.4% 30.2% 100.0% 

60歲或以上 0 1 10 8 19 

.0% 5.3% 42.7% 42.1% 100.0% 

 Total 
%年齡 

0 4 225 207 436 

.0% .9% 51.6% 47.5% 100.0% 

表 20 年齡 *展覽資訊滿意度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31.719
a
 20 .046 

說明：a.13格(43.3%)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17。有效觀察值個數436。 

經年齡與教育活動滿意度交叉分析與卡方檢定，結果詳表 19、表 20

所示。當自由度為 20，卡方值為 52.558，P值<0.05，顯示年齡與教育活動

滿意度間具顯著差異，其中 18 歲以下觀眾認為非常滿意的比例最高

(59.6%)，其他年齡層均有三成比例。表達不滿意者個數過少，不予討論。 

表 21 年齡 *教育活動滿意度之交叉分析 

 教育活動滿意度 
Total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滿意 非常滿意 

年齡 18歲以下 0 1 39 59 99 

.0% 1.0% 39.4% 59.6% 100.0% 

19-29歲 0 0 77 35 112 

.0% .0% 68.8% 31.2% 100.0% 

30-39歲 0 0 57 36 93 

.0% .0% 61.3% 38.7% 100.0% 

40-49歲 0 2 41 27 70 

.0% 2.9% 58.6% 38.6% 100.0% 

50-59歲 0 0 31 12 43 

.0% .0% 72.1% 27.9% 100.0% 

60歲或以上 0 2 11 6 19 

.0% 10.5% 57.9% 31.6% 100.0% 

 Total 
%年齡 

0 5 256 175 436 

.0% 1.1% 58.7% 41.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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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年齡 *展覽資訊滿意度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52.558
a
 20 .000 

說明：a.13格(43.3%)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22。有效觀察值個數436。 

經年齡與附加資訊滿意度交叉分析與卡方檢定，結果詳表 23、表 24

所示。當自由度為 20，卡方值為 39.235，P值<0.05，顯示年齡與附加資訊

滿意度間具顯著差異，其中 18 歲以下觀眾認為非常滿意的比例最高

(49.5%)，其他各年齡層都有約 6成表示滿意，2-3成表示非常滿意。而 30-39

歲表達不滿意者達 5.4%，雖比例不高仍需留意，60歲或以上表達不滿意者

雖達 15.8%，但個數過少，不予討論。 

表 23 年齡 * 附加資訊滿意度之交叉分析 

 附加資訊滿意度 
Total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滿意 非常滿意 

年齡 18歲以下 0 1 49 49 99 

.0% 1.0% 49.5% 49.5% 100.0% 

19-29歲 0 2 72 37 111 

.0% 1.8% 64.9% 33.3% 100.0% 

30-39歲 0 5 58 30 93 

.0% 5.4% 62.3% 32.3% 100.0% 

40-49歲 0 2 51 17 70 

.0% 2.9% 58.6% 24.3% 100.0% 

50-59歲 0 4 31 9 43 

.0% 9.3% 72.9% 20.9% 100.0% 

60歲或以上 0 3 11 5 19 

.0% 15.8% 57.9% 26.3 % 100.0% 

 Total 

%年齡 

0 17 271 33 435 

.0% 3.9% 62.3% 7.6% 100.0% 

 

表 24 年齡 * 附加資訊滿意度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39.235
a
 20 .006 

說明：a.14格(46.7%)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74。有效觀察值個數435。 

經學歷與教育活動滿意度交叉分析與卡方檢定，結果詳表 25、表 26

所示。當自由度為 16，卡方值為 39.343，P值<0.05，顯示學歷與教育活動

滿意度間具顯著差異。其中國小及以下觀眾認為非常滿意的比例最高

(76.7%)，其次為高中職學歷(49.4%)。而表達不滿意者個數過少，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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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學歷 *教育活動滿意度之交叉分析 

 教育活動滿意度 
Total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滿意 非常滿意 

學歷 國小及以下 0 1 6 23 30 

.0% 3.3% 20% 76.7% 100.0% 

國(初)中 0 0 11 8 19 

.0% .0% 57.9% 42.1% 100.0% 

高中職 0 1 38 38 77 

.0% 1.3% 49.4% 49.4% 100.0% 

大專院校 0 2 148 81 231 

.0% .9% 64.1% 35.1% 100.0% 

研究所(含)
以上 

0 1 53 25 79 

.0% 1.3% 67.1% 31.6% 100.0% 

 Total 
%學歷 

0 5 256 175 436 

.0% 1.1% 58.7% 40.1% 100.0% 

表 26 學歷 *教育活動滿意度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39.343
a
 16 .001 

說明：a.11格(44%)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22。有效觀察值個數436。 

經學歷與附加資訊滿意度交叉分析與卡方檢定，結果詳表 27、表 28

所示。當自由度為 16，卡方值為 41.418，P值<0.05，顯示學歷與附加資訊

滿意度間具顯著差異。其中國小及以下觀眾認為非常滿意的比例最高

(63.4%)，其次為高中職學歷(47.4%)。而研究所以上學歷表達不滿意者達

7.6%，雖比例不高仍需留意。 

表 27 學歷*附加資訊滿意度之交叉分析 

 參觀資訊滿意度 
Total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滿意 非常滿意 

學歷 國小及以下 0 1 10 19 30 

.0% 3.3% 33.3% 63.4% 100.0% 

國(初)中 0 0 10 9 19 

.0% .0% 52.6% 47.4% 100.0% 

高中職 0 2 42 33 77 

.0% 2.6% 54.6% 42.9% 100.0% 

大專院校 0 8 157 65 230 

.0% 3.5% 68.3% 28.2% 100.0% 

研究所(含)
以上 

0 6 52 21 79 

.0% 7.6% 65.8% 26.6% 100.0% 

 Total 
%學歷 

0 17 271 147 435 

.0% 3.9% 62.3% 33.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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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學歷*附加資訊滿意度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41.418
a
 16 .000 

說明：a.11格(44%)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74。有效觀察值個數435。 

 

3. 使用偏好與觀眾背景變項 

經年齡與喜歡的「活動簡訊」頁面尺寸之交叉分析與卡方檢定，結果

詳表 29、表 30所示。當自由度為 10，卡方值為 34.925，P值<0.05，顯示

不同年齡在尺寸偏好上有顯著差異。其中 60歲以上喜歡大尺寸的比例最高

(88.9%)，30-39歲喜歡小尺寸的比例最高(29.7)，凡 50歲以上族群都有約 8

成的比例喜歡原尺寸，19-39歲族群的偏好尺寸則分散較平均。 

表 29 年齡 * 喜歡的「活動簡訊」頁面尺寸之交叉分析 

 喜歡的「活動簡訊」頁面尺寸 
Total 

目前的尺寸 約目前的 1/2 存褶或護照 

年齡 18歲以下 59 25 13 97 

60.8% 25.8% 13.4% 100.0% 

19-29歲 50 32 30 112 

44.6% 28.6% 26.8% 100.0% 

30-39歲 36 28 27 91 

39.6% 30.8% 29.7% 100.0% 

40-49歲 36 19 14 69 

52.2% 27.5% 20.3% 100.0% 

50-59歲 32 3 6 41 

78.0% 7.3% 14.6% 100.0% 

60歲或以上 16 1 1 18 

88.9% 5.6% 5.6% 100.0% 

 Total 

%年齡 

229 108 91 428 

53.5% 25.2% 21.3% 100.0% 

 

表 30 年齡 * 喜歡的「活動簡訊」頁面尺寸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34.925
a
 10 .000 

說明：a. 2格(11.1%)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3.83。有效觀察值個數428。 

經年齡與可接受的最小文字尺寸之交叉分析與卡方檢定，結果詳表 

31、表 32所示。當自由度為 15，卡方值為 30.477，P值<0.05，顯示不同

年齡在可接受的最小文字尺寸偏好上有顯著差異。其中 50歲以上族群均超

過 9成選擇 7級字，整體而言，可接受小文字尺寸的比例隨年齡增加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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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年齡 *可接受的最小文字尺寸之交叉分析 

 可接受的最小文字尺寸 
Total 

7級 6級 5級 4級 

年齡 18歲以下 63 20 11 4 98 

64.3% 20.4% 11.2% 4.1% 100.0% 

19-29歲 74 30 8 0 112 

66.1% 26.8% 7.1% .0% 100.0% 

30-39歲 64 21 7 1 93 

68.8% 22.6% 7.5% 1.1% 100.0% 

40-49歲 48 16 6 0 70 

68.6% 22.9% 8.6% .0% 100.0% 

50-59歲 38 3 1 0 42 

90.5% 7.1% 2.4% .0% 100.0% 

60歲或以上 19 0 0 0 19 

100.0% .0% .0% .0% 100.0% 

 Total 
% 年齡 

306 90 33 5 434 

70.5% 20.7% 7.6% 1.2% 100.0% 

表 32 年齡 *可接受的最小文字尺寸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30.477
a
 15 .010 

說明：a. 9格(37.5%)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22。有效觀察值個數434。 

經年齡與喜歡的資訊整理方式之交叉分析與卡方檢定，結果詳表 33、

表 34所示。當自由度為 15，卡方值為 46.135，P值<0.05，顯示不同年齡

喜歡的資訊整理方式有顯著差異。其中 60歲以上族群(63.2%)偏好製作重點

小圖標，其餘族群均超過偏好製成表格。而 19-39 歲族群也有 3 成左右的

比例喜歡左右分欄。 

表 33 年齡 *喜歡的資訊整理方式之交叉分析 

 喜歡的資訊整理方式 
Total 

製作小圖標 左右分欄 置底醒目標示 製成表格 

年齡 18歲以下 23 23 9 44 99 

23.2% 23.2% 9.1% 44.4% 100.0% 

19-29歲 20 38 10 44 112 

17.9% 33.9% 8.9% 39.3% 100.0% 

30-39歲 13 30 3 46 92 

14.1% 32.6% 3.3% 50.0% 100.0% 

40-49歲 14 12 5 39 70 

20.0% 17.1% 7.1% 55.7% 100.0% 

50-59歲 13 4 1 25 43 

30.2% 9.3% 2.3% 58.1% 100.0% 

60歲或以上 12 0 1 6 19 

63.2% .0% 5.3% 31.6% 100.0% 

 Total 
% 年齡 

95 107 29 204 435 

21.8% 24.6% 6.7% 46.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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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年齡 *喜歡的資訊整理方式之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卡方值 46.135
a
 15 .000 

說明：a. 5格(20.8%)預期個數少於5。最小預期個數為1.27。有效觀察值個數435。 

(五) 其他 

除封閉式問題外，另有 28位民眾透過開放式問題表示希望文字加大（5

人)、增加英日文版（3人)、分類再更清楚（3人)、交通指南更詳細（3人）、

多利用 QR 圖卡（3 人）、設計優良（3 人）等。調查過程中亦有許多民眾

會以口頭提供建議，主要為希望以更簡潔的文字呈現內容、分類可以更明

確、多考量外國觀光客需求。 

綜而言之，從本次調查可發現臺博館活動簡訊設計不論是資訊內容或版面

設計均有良好的滿意度，顯示目前的使用者對於此文宣品採肯定正面態度。但

問卷發送過程也發現，多數入館者不會主動拿取活動簡訊，不使用者的觀察與

使用需求將可作為未來研究內容，以此開發潛在用戶。 

 

六、 研究結論 

綜合本研究分析調查結果，提出結論如下：  

(一) 臺博館活動簡訊主要使用者為 39歲以下具大專院校以上學歷的女性，且多

數為學生。 

臺博館活動簡訊使用者以女性為多數，年齡多平均分布在 39歲以下，

且 19至 29歲起年齡越高觀眾比例越少，至 50歲以上族群明顯減少。具有

大專院校以上學歷者達 71.1%，職業大多為學生，其次為自由業、家管及

退休人員等時間分配較彈性的族群，可能受博物館常有學校組團參訪所致。 

(二) 臺博館「活動簡訊」使用者多是第一次到館者，且多肯定「活動簡訊」對利

用博物館有幫助。 

臺博館活動簡訊的使用者近半數是第一次到館，多數入館者不會主動

拿取活動簡訊，也因此大多不曾因活動簡訊利用博物館，但仍有超過 9 成

的使用者認為博物館發行活動簡訊有助其利用利用博物館。 

(三) 民眾習慣透過官方平臺取得資訊，特別是網路平臺。 

使用者較常取得臺博館資訊的方式是透過臺博館的網站或 Facebook等

網路平臺、口耳相傳及透過臺博館海報、傳單、看板等文宣品。再加上因

路過進來參觀的民眾比例，可發現多數民眾習慣透過官方平臺取得資訊，

在廣告宣傳時可多加利用。 

(四) 臺博館活動簡訊的資訊內容及設計風格均具有高滿意度。 

臺博館活動簡訊使用者對目前的活動簡訊表達高度肯定，各項目均有

超過 95%人數認為滿意或非常滿意，其中以「參觀資訊」整體評價最佳，「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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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資訊」整體評價較弱。就單一項目而言，則是「展覽資訊」的資訊內容

表現較佳，「附加資訊」的資訊內容及版面設計滿意程度較弱。對目前但在

研究實施過程中，研究者也觀察到，更高比例的入館者並不會主動拿取活

動簡訊，因此在未來需改版時，可優先以小幅調動為主，同時搭配不使用

原因調查，以保障既有使用族群並開發潛在使用者。 

(五) 不同年齡與到博物館的頻率、「活動簡訊」使用次數及是否因「活動簡訊」

介紹內容而利用博物館者間具有差異性。 

從卡方獨立檢定中得知，18歲以下第一次到博物館者比例最高，40-49

歲則是好幾年來一次的族群中比例最高，整體到館頻率隨年齡層增加而有

提升的趨勢，但多數均超過半年才會來一次。50歲以上族群會再次使用「活

動簡訊」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且會因「活動簡訊」介紹內容而利

用博物館。19-29歲多屬初次使用，整體而言重複使用率大致不高，且年紀

越低則受「活動簡訊」引導的比例也越低。由此可知，高齡者對簡訊的依

賴度較高且較有機會發展成為博物館常客。 

(六) 不同學歷與到博物館的頻率間具有差異性。 

從卡方獨立檢定中得知，學歷為國小以下者第一次到博物館比例最

高，而國（初）中學歷者好幾年來一次者比例最高，到館頻率隨學歷增加

而有提升的趨勢。 

(七) 不同年齡與臺博館現行活動簡訊的「展覽資訊」、「教育活動」的滿意度，以

及學歷與「教育活動」、「附加資訊」的滿意度具差異性。 

從卡方獨立檢定中得知，29歲以下認為「展覽資訊」非常滿意的比例

最高，18歲以下認為「教育活動」及「附加活動」非常滿意的比例最高，

特別是國小以下學歷的民眾，可能與教育活動主要對象為學生族群有關，

惟可留意的是隨年齡增加，各項目非常滿意的比例有微幅下降的趨勢，特

別是 50至 59歲區間的民眾。。 

(八) 不同年齡與喜歡的頁面尺寸、可接受最小文字及資訊整理方式間具差異性。 

從卡方獨立檢定中得知，60 歲以上喜歡大尺寸的比例最高，30-39 歲

喜歡小尺寸的比例最高，而 19-39 歲 3 種尺寸的喜好程度分布趨於平均。

50歲以上族群可接受最小文字為 7級字的比例超過 9成，年齡越低可接受

小文字的比例越高。資訊整理方式部分，60歲以上喜歡製作小圖標的比例

最高，19-29歲較喜歡左右分欄，其他年齡層均較喜歡製成表格。 

七、 建議 

博物館的觀眾來自四面八方，有不同的使用偏好和習慣，然而在有限資源

下，通常會採通用性文宣，再針對特定目標對象或訴求發展不同版本。博物館

發行活動簡訊除了有助觀眾掌握博物館展覽與活動資訊，也有協助館員自我管

控時程的功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以下依研究調查結果，提出未來改版優化

建議如下： 

(一) 透過購票時主動發送、增加發送點及不使用者研究開發潛在使用群。 

目前臺博館「活動簡訊」的發送方式是放在傳單架由民眾自行取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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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容易被初次入館者忽略，本研究建議未來在售票時可隨票提供「活動簡

訊」，並在館外尋找寄發的地點化被動為主動，另可將不使用者的觀察與需

求列入未來研究內容，開發潛在用戶。 

(二) 善用官方平臺，多利用網路平臺及公文發布資訊強化傳播率。 

配合使用者習慣，在資訊傳布時，50歲以上高齡者可多利用網路平臺

或現場文宣品，學生族群可多利用公文，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播。另外可

建立臺博館的網路會員名單，發展行動載具閱讀版本，於電子版出版時同

步發送，增加資訊傳播率。 

(三) 提供有變化的附加資訊以提高臺博館活動簡訊整體滿意度。 

建議在附加資訊的提供上可增加內容的變化性，例如精選藏品介紹、

博物館冷知識專欄或文創品介紹等；此外也可增加博物館商店的特色商品

或折扣，增加民眾使用意願。 

(四) 保留目前版面尺寸，在內文文字採用 10.5級以上的圓體字或黑體字。 

不論是活動簡訊偏好的尺寸、字級的選用上，民眾都呈現偏好大尺寸

的情況，但現行的活動簡訊字級使用多在 10級以下，建議調整到 10.5級以

上更有助閱讀效能。 

(五) 運用網路平臺延伸資訊，並多利用表格化整理紙本的內容使其更簡潔明瞭。 

為兼顧使用者認為段落文字內容不宜過多、各項資訊應完整提供、發

行電子版的期待。研究建議以表格化或清單的方式呈現資訊，較長的文字

說明以詳見網站或提供 QR 圖卡的方式延伸。在段落文字的編排上，每段

文字控制在 150字以內，單一頁面寬度達 12公分以上時，段落文字每行長

度不要超過版面三分之二。而在活動資訊的呈現上，先有明確的地點分類，

再輔以活動類型將更有助資訊內容傳遞。 

(六) 開發適合國外觀光客使用的版本，強化參觀資訊及導引內容。 

據研究調查過程的觀察，發現臺博館參觀民眾有許多為國外旅客，此

類旅客多為初次到訪，對週邊環境及本國語言不甚熟悉，較本國民眾更需

指引文件。研究者 2016年參觀美國華盛頓區的博物館時發現，許多博物館

都有針對國外觀光客設計的簡易版本，除提供博物館展覽介紹，也提供當

週活動或觀光導覽資訊，可與之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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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博物館活動簡訊分析表 

 附件 1-1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臺灣美術館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科學教育館 

一、首頁資訊設計 

 資訊內容 單位名稱、出版日

期、文宣品名、工作

團隊 

單位名稱、出版日

期、文宣品名 

單位名稱、出版日

期、文宣品名 

單位名稱、出版日

期、文宣品名 

單位名稱、出版日

期、文宣品名 

單位名稱、出版日

期、文宣品名 

 封面設計 全版圖_特展海報 全版圖_特展海報 文字符碼 組合圖_特展 全版圖_照片 全版圖_特展海報 

二、版面設計 

2.1 文字 

 字體 索引標籤-明體 

分類標題及內文-黑

體 

索引標籤-黑體 

分類標題-明體 

內文-黑體 

黑體 粗黑體 索引標籤及分類標題

-明體 

內文-圓體 

索引標籤-明體 

分類標題及內文-黑

體 

 字級 內文 10pt 

文字最小至 7pt 

內文 10pt 

文字最小至 8pt 

內文 8pt 

文字最小至 5pt 

內文 8pt 

文字最小至 5pt 

內文 8pt 

文字最小至 5pt 

內文 12pt 

文字最小至 8pt 

 段落字數 

 

段落文字每行最多

50 字；全段最多約

200 字 

段落文字每行最多

29 字；全段最多約

200 字 

段落文字每行最多

40 字；全段最多約

300 字 

段落文字每行最多

33 字；全段最多約

120 字 

段落文字每行最多

35 字；全段最多約

220 字 

段落文字每行最多

48 字；全段最多約

230 字 

2.2 色彩 

 背景 3 色(每期調整) 白 3 色 (每期調整) 白、灰 白 白 

 文字顏色 單一頁：2-3 種 單一頁：3-5 種 單一頁：2-3 種 單一頁：1-2 種 單一頁：1-4 種 單一頁：1-4 種 

 版面用色 單一頁：1-2 色 單一頁：1 色 單一頁：1 色 單一頁：1-2 色 單一頁：1-2 色 單一頁：1 色 

2.3 圖像 

 類別 照片、海報、插畫 照片、海報 照片、海報、插畫 照片、海報、向量圖

標 

照片、海報、向量圖 照片、海報、向量圖 

 編排 一文一圖 一文 1-3 圖 一文一圖 一文 1-2 圖 一文一圖 一文一圖 



附件一 博物館活動簡訊分析表 

 附件 1-2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臺灣美術館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科學教育館 

2.4 版型結構       

 視覺動線 左上至右下 左上至右下 左上至右下 左上至右下 左上至右下 左上至右下 

 版面數 6 8 14 12 14 6 

 規格 單張摺頁，左右 2

摺，摺完尺寸約長

28、寬 19 公分 

單張摺頁，左右 W 型

3 摺，摺完尺寸約長

25、寬 13 公分 

單張摺頁，上下 W 型

6 摺，摺完尺寸約長

10、寬 21 公分 

單張摺頁，左右 W

型 5 摺，摺完尺寸約

長 10、寬 21.4 公分 

單張摺頁，左右 W

型 6 摺，摺完尺寸約

長 12.2、寬 25 公分。 

單張摺頁，左右 2

摺，摺完尺寸約長

28、寬 19 公分 

 導覽方式 分類索引標籤 分類索引標籤 分類索引標籤 分類索引標籤 分類索引標籤（特殊

設計） 

分類索引標籤 

三、資訊內容       

 展覽資訊 常設展覽、特別展覽-

簡介 

線上展覽及學習資源

-網址 

特展-簡介 

常設展-清單 

特展-行事曆、簡介 特展-簡介 特展、常設展-簡介 特展訊息-簡介 

 

 活動資訊_標示

及類別 

「教育活動」下，以

活動類型或地點分設

小標。 

包括特展活動、節慶

活動、友善新住民與

移工系列活動、特別

活動、環教小學堂、

南門園區活動、博物

館尋寶記 

直接依活動類型或地

點標示。 

包括異業合作、講

座、主題活動、專案

計畫系列演講、教育

資源中心、優惠訊

息、卑南文化公園 

於「活動訊息」下，

提供行事曆列表、活

動簡介 2-3 則。 

分講座、活動、導覽

3 類 

直接依活動類型標

示。 

包括電影、蒐藏研

究、科教活動 

以活動類型設小標。 

包括 Maker 活動、熱

門預告、科學 Talk 

Bar、展場活動、兒探

館活動、暑期營隊 

 活動資訊_內容 簡介+參加資訊（時 簡介+參加資訊（時 簡介+參加資訊（時 簡介+參加資訊（時 簡介+參加資訊（時 簡介+參加資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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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臺灣美術館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科學教育館 

間、地點、費用、對

象、報名方式、報到

方式、聯絡人、備註） 

間、地點、費用、對

象、報名方式、聯絡

人） 

間、地點、聯絡人） 間、地點、費用、對

象、報名方式、聯絡

人） 

間、地點、報名方式） 間、地點、對象、報

名方式、聯絡人、注

意事項）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購票資

訊、參觀須知、地圖 

開放時間、票價公

告、導覽服務、交通

指南、地圖 

開放時間、參觀服

務、交通資訊、地圖 

哺乳室資訊、交通資

訊、開放時間、地圖 

開放時間、票價表、

演示活動、公共服

務、交通位置、停車

指南、地圖 

開放時間、購票資

訊、參觀須知、地圖 

 聯絡資訊 地址、電話、網址、

線上社群服務平臺位

址 

地址、電話、網址、

Email、FB 

地址、電話、網址 地址、電話、網址、

FB 

地址、電話、網址、

FB 

地址、電話、網址、

FB 

 其他 賣店資訊 主題活動紀念品店、

工作團隊 

中英對照，可付費索

取。 

電子檔下載位址、意

見反映管道。 

中英對照 

文創小舖、博物館商

店、場地租借、詳細

樓層指引及美食地

圖、館長的話 

 

四、發行情況       

 出版週期 月刊 雙月刊 雙月 季刊 雙月刊 月刊 

 年發行量 72,000 76,000（寒暑假較多）  60,000 36,000 100,000 96,000 

 出版型式 紙本、電子 紙本 紙本 紙本、電子 紙本、電子 紙本 

 名稱 活動簡訊 Newsletter Newsletter 館訊 Newsletter 活動節目簡介

Program Guide 

科工館訊 Newsletter 科教館訊 

 分析期數 2016 年 9 月、10 月 2016 年 9-10 月號 2016 年 228 期、229

期 

2016 年 93 期、94 期 2016 年 9-10 月號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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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博物館「活動簡訊」使用調查問卷 

一、 臺博館「活動簡訊」利用情況 

1. 請問您到臺博館的頻率約為： 

□第一次                 □每週至少一次             □每月至少一次 

□每半年至少一次         □每年至少一次             □好幾年一次 

2. 您通常從何處獲取臺博館展覽或活動資訊（可複選） 

□臺博館網路平臺（網站、FB 等）        □臺博館文宣品（海報、傳單、看板） 

□臺博館文宣品（活動簡訊）             □朋友口耳相傳 

□其他電子媒體（網路、廣播等）         □其他平面媒體（報紙、期刊、雜誌等）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3. 請問您過去使用臺博館「活動簡訊」的次數為： 

□第 1 次        □約 2-5 次       □6 次以上 

4. 您是否曾因「活動簡訊」介紹內容而參加博物館活動 

□是            □否 

5. 臺博館「活動簡訊」是否有助您利用博物館服務或參與活動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二、 「活動簡訊」使用滿意度 

請參閱臺博館「活動簡訊」，依您的滿意程度勾選下列選項。 

展覽資訊（常設展覽/特別展覽） 

1)資訊內容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2)版面設計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教育活動 

3)資訊內容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4)版面設計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參觀資訊（含開放時間、購票資訊、參觀須知、地圖） 

5)資訊內容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6)版面設計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附加資訊（含博物館賣店、線上資源） 

7)資訊內容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8)版面設計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您好： 

本調查結果將做為臺博館優化文宣品之參考，若您沒有使用臺博館「活動簡訊」的經驗，敬請

不要填答，十分感謝您的協助，祝您平安順利！ 

國立臺灣博物館 研究助理林佳葦(jwlin@ntm.gov.tw) 敬啟 

問卷編號 

mailto:jwlin@nt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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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簡訊」使用偏好 

1. 請選出下列尺寸中，您較喜歡的「活動簡訊」頁面尺寸 

□臺博館目前活動簡訊尺寸 

□長條式，約臺博館目前活動簡訊二分之一 

□存褶或護照大小 

2. 請選出下表中，您最喜歡的內文字形 

□圓體 

「流轉的騎跡」特展-專家導覽 

臺博館配合「流轉的騎跡：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推出專家導覽，將帶

領民眾回憶自行車與生活記憶的故事，瞭解自行車承載的角色多樣性，歡

迎一起認識自行車的各種面貌。 

□明體 

「流轉的騎跡」特展-專家導覽 

臺博館配合「流轉的騎跡：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推出專家導覽，將帶

領民眾回憶自行車與生活記憶的故事，瞭解自行車承載的角色多樣性，歡

迎一起認識自行車的各種面貌。 

□黑體 

「流轉的騎跡」特展-專家導覽 

臺博館配合「流轉的騎跡：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推出專家導覽，將帶

領民眾回憶自行車與生活記憶的故事，瞭解自行車承載的角色多樣性，歡

迎一起認識自行車的各種面貌。 

 

3. 請選出下表中，您覺得最舒適的段落文字字體大小 

□12 級字 臺博館配合「流轉的騎跡：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推出專家導覽，

將透過活動與講師帶領民眾回憶自行車與生活記憶的故事，邀請大家

一起瞭解自行車承載的角色多樣性，及在民眾生活中的各種面貌。 

□11 級字 臺博館配合「流轉的騎跡：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推出專家導覽，將透過

活動與講師帶領民眾回憶自行車與生活記憶的故事，邀請大家一起瞭解自行

車承載的角色多樣性，及在民眾生活中的各種面貌。 

□10 級字 臺博館配合「流轉的騎跡：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推出專家導覽，將透過活動與

講師帶領民眾回憶自行車與生活記憶的故事，邀請大家一起瞭解自行車承載的角色

多樣性，及在民眾生活中的各種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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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級字 臺博館配合「流轉的騎跡：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推出專家導覽，將透過活動與講師帶領民

眾回憶自行車與生活記憶的故事，邀請大家一起瞭解自行車承載的角色多樣性，及在民眾生活

中的各種面貌。 

 

 

 

4. 請選出您可接受的最小文字尺寸 

□ 7 級字 臺北市襄陽路 2 號 

□ 6 級字 臺北市襄陽路 2 號 

□ 5 級字 臺北市襄陽路 2 號 

□ 4 級字 臺北市襄陽路 2 號 

 

5. 請選出您最喜歡的資訊呈現方式 

□行事曆 □清單式 □段落式 

 

 
 

 

6. 請選出您最喜歡的活動資訊呈現版型 

□相關資訊製成小圖標 □相關資訊列於右方 

 
 

  

□相關資訊列於下方 □相關資訊以表格呈現 



附件二 國立臺灣博物館「活動簡訊」使用調查問卷 

附件 2-4 

  

7. 閱讀活動資訊時，您偏好的分類方式為 

□依活動場館，例如總館、土銀展示館、南門園區 

□依活動類型，例如講座、特展活動、環教活動、兒童營隊、節慶活動… 

□依活動日期 

□依活動主題，例如特展活動、館慶系列活動等 
 

8. 以下輔助說明的方式，何者對您取得進一步資訊有幫助？（可複選，無則免勾） 

□在說明中列出網址，例如：報名請至臺博館官網（www.ntm.gov.tw） 

□在傳單中附完整查詢途徑。例如：報名請至臺博館官網（www.ntm.gov.tw）-活動專頁-

線上報名 

□提供 QR 圖卡 

□詳述報到方式。例如：1.網路報名：70 名（13:50 前土銀展示館服務臺完成報到，逾時

名額開放現場報名民眾參加；2.現場報名：額滿為止(13:30 於土銀展示館服務臺受理

現場報名） 
 

9. 官網發布「活動簡訊」電子版是否有助您獲得臺博館活動資訊？ 

□是 

□否 
 

10. 您對「活動簡訊」是否有其他建議，敬請惠賜。 

                                                                             

                                                                             

                                                                             

 

四、 個人背景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 

□18 歲以下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或以上 

http://www.ntm.gov.tw/
http://www.nt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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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歷： 

□國小及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研究所（含）以上 

4. 職業： 

□軍公教      □服務業       □資訊業      □工商製造業  □學生 

□金融保險業  □農林漁牧礦   □退休人員    □自由業     □家庭管理  

□其他(請說明)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