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COVID-19三級警戒期間，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博館）網站流量與使用
者大增，其中網頁瀏覽量增加到 3倍，使用者增
加了 6倍。透過這樣的數字呈現，可感受到民眾
對於博物館知識的需求，也反映出疫情期間，博
物館釋出線上教育資源的決策正確。然而，這些
暴增的流量，不僅僅只是表面的數字而已，或許
當中還有更多值得發掘的證據。此段期間，共產
生了超過 80萬筆瀏覽紀錄，以及 45萬筆無個資
識別的使用者資料；在這樣大量數據的背後，更
需要拿起放大鏡，往下一層繼續來探究，是否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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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尋找出更多有用的資訊及線索。

本文透過蒐集科博館的網站瀏覽紀錄，整合
疫情前後的數據，經過資料整理後，比較不同的
資料分析工具和模型，找出其關聯、規則以及描
述出各種不同的特徵。所得的結果，除了可供了
解博物館使用族群的行為與習慣，也能夠回饋給
博物館課程開發人員，做為未來知識內容發展
上的參考：藉由更多非實體的管道，上架各式各
樣的教育內容，來繼續滿足民眾對於科學知識
的需求。

前言

科技的進步，讓我們的生活環境充斥著大量數據，唯 透過審慎地分析、蒐
集、篩選、檢視以及使用正確的工具，以證據為導向的思維來洞察背後真正的
意義，才能讓資料協助我們做出更好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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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博物館與數據

近年來隨著數位內容的普及與科技的

進步，博物館也將知識內容逐漸同步到線

上，以打破時間與地點的限制，呈現給民

眾更多元、更豐富的博物館虛實學習資源。

其中線上網站即是重要的媒介之一，每間

博物館皆具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主題，以及

各自發展出的主軸特色。以科博館為例，

線上教育資源可分「線上導覽」、「科教

影音」、「共享資源」、「數位典藏」、「數

位學習」、「行動學習」以及「線上閱讀」

等數個類別；上述整合成「線上博物館」

網站，並呈現在官網明顯處，讓民眾可馬

上找到，且根據自身需求連結至不同的學

習資源。

開發這些學習資源，過程需要教育專

業人員及團隊的密切合作，從產生博物館

重要的典藏成果、展示亮點、科教演示到

互動直播演講，目的皆是為了闡明自然科

學之原理與現象，啟發社會大眾對科學之

關懷與興趣。每一次上架後，自然可吸引

觀眾注意，進而瀏覽與檢視，而課程人員

想要從中得知其效益，最直覺的就是從瀏

覽人次統計中觀察，高的瀏覽人次或參與

互動人次，代表其受觀眾歡迎及喜愛，該

數據通稱「點擊率」，為衡量內容熱門程

度的指標。但僅僅依賴「點擊率」單一數

字進行決策，仍不夠審慎與精確，因為該

指標僅能針對個別項目進行評估，無法解

釋觀眾是否真正閱讀其內容，或是無法藉

以判斷觀眾停留之時間，反而容易陷入數

字高的迷思，進而產生重量不重質的決定。

圖 1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線上博物館（圖片來源：https://
　　    www.nmns.edu.tw/online-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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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明，在某個影片專頁中，有 20部影片

連結，我們可透過每部影片的「點擊率」來得知受

歡迎的項目，但卻無法了解實際看該部影片的時間

為何？是否看完整部片？以及使用者在某部影片觀

看完畢後，當下還會對哪部影片感到興趣？這些資

訊都無法就點擊率來得知，因此我們評估效益的方

向，應不僅僅只從單一項目所獲得的數據來觀察，

而需要轉由觀眾的視角出發，找出更能說明這些行

為的資料及關聯性，再進一步探討與分析。

分析資料所需的技術涵蓋範圍很廣，從資料蒐

集、整理、分析到視覺化，同時考慮資料的流動和

變異性，導入各種適合的數據分析工具，才能夠正

確解釋並進行預測。這些皆為資料科學的範疇；妥

善運行後，可有效回饋給博物館作為營運和經營參

考，進而做出更好的決策。因此近年來，科博館持

續整合以數據為導向的營運資訊團隊，結合資料

科學的核心主軸，打造以觀眾為中心的數據驅動

流程，為博物館未來跨領域專業發展奠基更全面

的基礎。

疫情下的契機

COVID-19疫情期間，博物館加速推廣豐富的

線上學習資源，讓學生或民眾可繼續在家中，即

可飽覽各式自然科學與人文知識，彌補無法實際

到博物館的不足，透過網站流量統計服務 Google 

Analytics，可初步得知這段期間所產生的效益。

表 1為科博館官網自 2019年疫情尚未開始蔓

延，每半年的相關瀏覽數據，包含使用者、網頁瀏

覽量與工作階段。其中工作階段是 Google Analytics

計算使用者積極與網站互動行為的次數，積極互動

行為包含畫面瀏覽、切換網頁與點擊內容等事件，

且要限制在固定時間內（預設為 30分鐘 )進行，才

表 1　比較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官網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半年的網頁瀏覽數據 （單位 : 次數）

2019
上半年

2019
下半年

2020
上半年

2020
下半年

2021
上半年

使用者 420,061 401,777 280,798 471,327 798,276

網頁瀏覽量 1,941,003 2,014,880 1,335,121 2,218,405 2,192,233

工作階段 647,472 617,259 436,531 733,492 1,106,936

能被計算進去。因此同一位使用者可能會產生多次

工作階段；此種評估方式，比網頁瀏覽量，更能真

實反應訪客使用網站的狀況。

在 2020年臺灣第一波疫情期間，科博館就開

始整合過去的數位學習資源上架於官網中。由於

2020年臺灣疫情仍處於穩定狀態，民眾照常上班上

課，因此，2020上半年之流量，與 2019年相比未

有顯著差異，且疫情之初，公共場所採取較嚴格之

入場管制，大大減少民眾到博物館之意願，相對拜

訪網站的人數明顯變少。但在 2020下半年，適逢

暑假熱門時段，且科博館於 10月份舉辦了全臺灣

大型科學活動，瀏覽人數反而又有上升的趨勢。

註 　   資料蒐集方式經由Google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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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轉折點是在 2021年上半年，5月下旬政府

宣布臺灣進入第三級警戒：學生停止到校、公共場

所關閉、博物館也停止實體參訪；而在此時，博物

館推出比前一年度更完整之線上學習資源，因此明

顯可看出其造訪人次與工作階段顯著增加。若我們

再更進一步觀看 2021年 5月前後之數據，更能看

圖 2　三級警戒前之流量與訪客主要造訪網頁

圖 3　三級警戒後之流量與訪客主要造訪網頁

出其差異。圖 2為政府尚未宣布三級警戒前，民眾

仍可正常參訪博物館，訪客主要造訪網頁以票價、

展覽、劇場與展館開放時間等資訊為主。圖 3為宣

布三級警戒後，整體瀏覽量突然增加，訪客拜訪之

網站改以線上解說與線上博物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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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線上教育是博物館一直以來發展的

主軸與長久目標之一；但在疫情的觸發下，整體開

發速度超前，許多未來要完成的項目，集中在這段

時間提前部署。同樣地，民眾開始接受不一定要實

際到訪博物館，在網路上也可獲得相同的教育資

源，甚至能加以預測後疫情時代的博物館線上教

育，會變得更加常態與普及。由此可說明，本次疫

情成為博物館同步發展虛實資源的重要契機。

資料來源與整

（一 ) 資料來源與蒐集方式

上述提及之整體網站瀏覽資料，涵蓋眾多不同

的時間點，且涉及子網站之間的串聯；本文主要聚

焦三級警戒前後的網站流量與觀眾行為，因此縮小

範圍蒐集 2021年上半年這段期間所產生之數據，

作為本文的資料分析來源，蒐集過程透過以下兩項

工具來進行。

1. Google Analytics

Google Analytics是由 Google所提供的網站流

量統計服務，也是目前網際網路上使用最廣泛的網

路分析服務。由於操作便利，幾乎各機構或企業，

都會用來分析所屬網站的客群與流量。使用上只需

要將追蹤碼嵌在目標網站的所有頁面中，即可在

Google Analytics的後臺中獲得所需的資訊，包括

來源、使用者、裝置、造訪路徑等。基本的 Google 

Analytics操作中，可針對某個時段網站的總流量、

人次、工作階段、平均網頁停留時間與跳出率進行

篩選分析；進階功能中，可針對某一特定頁面進行

細部分析，探索每一個頁面的訪問數據與其效益，

另外在訪客行為與足跡上，Google Analytic亦提供

很好的視覺化界面，來讓使用者能夠快速了解其行

為模式，找出網站規劃上的問題點，而進行改善

與提升。

2. 網站訪客日誌：

科博館官網在建置期過程中，採用完整的開源

式內容管理系統，來進行維護與管理，因此有足夠

權限取得系統內部的原始日誌檔案，包含訪客路

徑、歷程紀錄、頁面行為、網站流量等。部分資料

或許與 Google Analytics重疊，但不同之處，在於透

過自身所建構的系統，能夠直接掌握到未處理過的

原始資料（raw data)，藉由適當整理與歸納，可有

彈性地選擇更多的分析工具來進行處理，後續也較

容易產出自動化與客製化的資料處理架構。Hamid

（2005)等人指出，日誌檔案的資料是透過系統自

動收集，較少人工介入過程，因此能夠更客觀地深

入了解使用者真正行為與歷程，相當適合用來研究

和比較使用者之資訊尋求行為。

（二 ) 資料整理

1. Google Analytics是直接將紀錄傳送至 Google內

建平臺進行處理，因此可跳過資料整理之步驟，直

接到後臺資訊主頁觀看分析結果。本文透過篩選器

設定上述所定義之時間範圍，並框定分析目標為

「線上博物館」（https://www.nmns.edu.tw/online-

museum/)網頁及其延伸頁面，減少不必要之多餘資

訊，初步結果如圖 4。

2.網站訪客日誌檔案之處理過程較複雜，須經過多

次的格式轉換與正規化。系統可撈出的原始資料包

含單一訪客的瀏覽完整歷程、每個動作的訪問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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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Google Analytics「線上博物館 」資料初步呈現結果

圖 5　網站訪客日誌中，單一訪客的造訪紀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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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日期區間的訪客清單、訪客屬性以及詳細造訪

時間等。透過撰寫程式將上述原始資料進行標記、

轉置與連結等作業，最後統一將資料轉換成數個具

體的資料集，日期同樣為上述所定義之時間範圍。

圖 5為單一訪客的造訪歷程紀錄摘要，可看出訪客

之基本屬性、造訪次數以及完整造訪歷程。

1.發布三級警戒前後，「線上博物館」網站整體流
量之比較。

2.「線上博物館」網站中熱門資源以及相關指標。 

3.觀眾在「線上博物館」網站中選取不同學習資源
之規則與關聯。 

4.觀眾在「線上博物館」網站的行為順序分析，進
行觀察與進一步說明。

5.將觀眾的基本屬性分成不同群集，進一步解釋各
群集的主要特徵。

表 2　不同分析工具對應之資料來源，以及分析目的

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介紹 資料來源

網站內容分析
Google Analytics 網站流量統計服務，可針對「線上博物館 」整體網站與指定
網頁來進行評估。透過資訊主頁與報表，了解特定事件是否能為網站或應用程
式帶來流量，或是評估不同條件下的差異，進行網站效益分析。

「 線上博物館 」整
體網站與延伸網頁

關聯式分析

另稱「購物籃分析 」，從大量的交易紀錄中，發現常見的規則：如買 A 產品的
顧客，同時也會購買 B 產品。在本文中，透過訪客造訪歷程資料集，可知道每
一位訪客在一個工作階段中，所點選的不同學習資源，透過關聯式分析，可得
知看了什麼學習資源，也同時會觀看另個學習資源，最後統計出所有訪客裡常
出現的規則與模式。

訪客造訪歷程
資料集

行為分析
將訪客瀏覽網站過程中的行為，透過編碼的方式來進行定義，並以訪客造訪歷
程資料集為來源，進行分析與視覺化呈現，觀察整體行為的變化原則。

訪客造訪歷程
資料集

群集分析

屬於非監督式學習，將每位訪客之相關屬性，如地區、載具、造訪次數、時
數、平均瀏覽頁面時間等資訊，列出後成為訪客屬性資料集，透過分群演算
法，將訪客分成數個群集，同一個群集內的訪客特徵具有高相似性，來了解這
段期間，不同訪客族群的種類與特性。

訪客屬性
資料集

問題定義與分析工具

（一）問題定義

為了了解 2021年三級警戒期間，科博館所推

出的「線上博物館」之流量效益，以及民眾存取網

站的各種行為與表現，本文列出可嘗試探究之問

題如下：

（二）分析工具

本文分析方式透過網站內容分析、關聯式分

析、行為分析以及群集分析，來針對上述問題與所

對應資料的提出進行探究，說明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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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比較三級警戒發布前後一個月的相關流量

2021年
4月14日至5月15日

2021年
5月16日至6月16日

入站人數(單位:人次) 107,666 605,720

平均網頁停留時間（分:秒) 01：15 03：06

網頁瀏覽量(單位:頁面數) 292,805 859,400

使用者透過[搜尋引擎]進入網站比例 70.73% 8.36%

使用者透過[轉址／社群／直接]進入網站比例 29.27% 91.64%

跳出率 57.87% 82.07%

主要發現與討論

( 一 ) 網站整體流量

政府於 2021年 5月宣布學校停課後，不少媒

體新聞與社群網站也迅速整理全臺各家博物館的

線上資源，以提供民眾參考。在此效應之下，發現

一個月總入站人數為 60萬人次，與非嚴重疫情期

間比較，一個月總入站人數為 10萬人次，整整增

加 6倍。平均網頁停留時間從 1分鐘上升到 3分鐘，

代表民眾花更多時間探索網頁的內容，以及尋找可

用的資訊。再者，分析訪客進入博物館網站的主要

管道：三級警戒前訪客大多是透過搜尋引擎進入博

物館網站；然而，這段期間，訪客入站行為模式明

顯改變，透過搜尋方式下降，而是藉由其他網站的

引導，或是社交工具的點擊來進入網站，說明本

次流量增加的效益，部分是藉由外部影響所達成，

如社群網站、新聞網頁、學校網站、數位學習中心

等媒介，成為推廣博物館線上學習的一大助力。

其中有項數據值得深入探究，即是跳出率。跳

出率是指使用者未與網頁互動的單頁工作階段之

百分比。換句話說，就是使用者進入網站後，只

造訪一個網頁就離開的行為。因此對於網站開發

者來說，此數據應越小越好，在三級警戒期間，

該數據由 57.87%提升至 82.07%，根據 Google官

方說明文件（https://support.google.com/analytics/

answer/1009409)指出，跳出率偏高有兩個方向可

以解釋：

而在本案例中，我們發現流量最高的頁面為

「大自然的真相」影片，該頁面屬性為單頁網頁，

透過行為分析工具可得知，使用者到此網頁後，找

到想看的影片，便會離開網站導向外部視頻網站觀

看影片，拉高整體網站跳出率。透過排除該網頁重

新計算後，發現跳出率為 57.73%，與原本三級警戒

前相當。同時，也不能完全排除第 2點：訪客對於

網站無興趣而離開的因素，此部分則需要透過網頁

設計最佳化與使用者經驗去改善。

1.網站為單頁網站，所有資訊都可在一個頁面中獲

得，則跳出率偏高為正常現象。

2.使用者到訪網站後，發現不如預期便離開，不繼

續瀏覽其他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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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熱門資源以及相關指標

民眾最常點擊的線上資源類型，以「科教

影音」類和「線上導覽」類為最高，此類資源

可讓民眾在較短時間內，獲得最多知識，也無

須有過於複雜的操作。其中最熱門的頁面，

即為「大自然的真相」影片，占整體流量的

70%，加上博物館透過限時免費公開之行銷策

略，讓在三期警戒期間，60萬個訪客中就有

50萬人次，是直接到訪此網頁。「大自然的

真相」影片共計 20部，由科博館各學門研究

人員親自上場，主題涵蓋生物、植物、地質、

考古等多領域，透過實地考察與詳細解說，拍

攝出每部長度不超過 10分鐘的科普知識影片，

也是本次受學校教師推薦的項目之一。

 

( 三 ) 學習資源關聯分析

本文持續嘗試就「大自然的真相」頁面進

行關聯分析，試圖找出觀眾觀看影片之間的規
圖 6　「大自然的真相 」影片集

表 4　「大自然的真相 」影片清單

序號 影片名稱 序號 影片名稱

1 海底變色龍 11 以子之矛，為己之盾

2 海洋鋼鐵人－美麗精緻的海膽體殼 12 赤背松柏根的領域行為

3 島嶼蘊藏的寶藏－臺灣玉 13 通往彩虹的那端－泰雅服飾文化

4 針鋒相對－多樣的海膽棘刺 14 五千年前的臺中－安和媽媽的故事

5 蜥蜴也有母愛－長尾南蜥的護幼行為 15 靈芝－流傳千年的藥用真菌

6 八爪祕密客 16 幽暗森林下的綠巨人－探索卷柏植物之單一巨大葉綠體

7 血藤 17 桑黄

8 海底的化石證據－澎湖水道動物群大發現 18 方解石與生物

9 海洋裡的軟珠寶－五花八門海蛞蝓 19 大地孕育的結晶－礦物晶形與寶石車工

10 浮光漾影－寶石礦物的光學現象 20 牛樟芝－臺灣特有的藥用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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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每部影片以序號的方式呈現，如表 4所示；

透過使用訪客造訪歷程資料集，可得知每一位訪客

觀看過的影片，如表 5所示。篩選觀看超過 2部影

片以上的紀錄，經由關聯式演算法進行分析後，列

出其頻繁樣式（Frequent pattern)，如表 6所示。

根據上述關聯分析結果，初步討論如下：

1.觀眾會習慣根據左到右的排序進行點選，因此
在網頁上排序較前面的幾部影片，同時出現的
頻率高。

2.有目的性的觀眾會選擇特定主題領域的影片，如
海洋、植物、礦石、地質與兩棲爬蟲類等系列。

3.影片名稱同樣會影響觀眾選擇，使用學童較喜愛
之名詞（如：變色龍、鋼鐵人、綠巨人、祕密客 )

時，同時被點閱的機率高。

4.影片縮圖具有實體物件的影片，同時被選取的
機會高。

5. [海底變色龍 ]影片與其他影片同時出現的機率較
高，屬於高頻率出現之項目，也是 20部影片中
點擊率最高的影片。

表 5　訪客造訪歷程資料集中，每位訪客觀看的影片項目
　　 （範例 )

表 6　「大自然的真相 」常見的觀看頻繁樣式

使用者 工作階段內所觀看之影片（不考慮順序性)

訪客一 影片 1、影片 6、影片 8

訪客二 影片 6、影片 15、影片 3、影片 9

訪客三 影片 12、影片 18、影片 16

訪客四 影片 6、影片 4

…… ……

常見的觀看規則

[ 海底變色龍 ]、[ 海底的化石證據－澎湖水道動物
群大發現 ]、[ 島嶼蘊藏的寶藏－臺灣玉 ]

[ 海底的化石證據－澎湖水道動物群大發現 ]、[ 蜥
蜴也有母愛－長尾南蜥的護幼行為 ]、[ 島嶼蘊藏的
寶藏－臺灣玉 ]

[ 海底變色龍 ]、[ 八爪祕密客 ]、[ 海洋鋼鐵人－美
麗精緻的海膽體殼 ]、[ 海洋裡的軟珠寶－五花八
門海蛞蝓 ]

[ 蜥蜴也有母愛－長尾南蜥的護幼行為 ]、[ 赤背松
柏根的領域行為 ]

[ 牛樟芝 －臺灣特有的藥用真菌 ]、[ 蜥蜴也有母
愛－長尾南蜥的護幼行為 ]、[ 幽暗森林下的綠巨
人－探索卷柏植物之單一巨大葉綠體 ]

[ 島嶼蘊藏的寶藏－臺灣玉 ]、[ 浮光漾影—寶石礦
物的光學現象 ]、[ 大地孕育的結晶－礦物晶形與
寶石車工 ]

[ 牛樟芝 －臺灣特有的藥用真菌 ]、[ 蜥蜴也有母
愛－長尾南蜥的護幼行為 ]、[ 幽暗森林下的綠巨
人－探索卷柏植物之單一巨大葉綠體 ]、[ 血藤 ]

[ 通往彩虹的那端－泰雅服飾文化 ]、[ 五千年前的
臺中－安和媽媽的故事 ]

（四）觀眾族群分析

透過訪客屬性資料集，可以得知每位訪客的地

區、瀏覽器資訊、載具作業系統、載具類型、總瀏

覽時間、造訪次數、瀏覽頁面次數、連外次數、進

入管道等。經由分群演算法，針對上述屬性進行篩

選與調整，多次計算後將訪客分成 5組，每一組稱

作一個群集（Cluster)，每一群集內的訪客彼此相似

性高，分群準則與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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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7可看出，本次蒐集以無個人識別資料為

主，因此在解釋每個不同群體的特性上，以其瀏覽

行為（總瀏覽時間、造訪次數……）為準則，無法

從其個人特質（性別、年齡、職業……）剖析。對

此狀況，後續可將資料串聯至其他具個人資料之系

統（如會員資料庫），在此同時，也必須在遵循個

人資料保護法的範圍內進行蒐集。

( 五 ) 綜合討論

從流量趨勢圖可觀察出特殊事件確實可帶來大

量人流與關注，但仍需要把重心放在長期的經營，

不斷注入新的活水、新的學習資源，避免出現開高

走低的趨勢。從熱門學習資源中，也得知操作過於

複雜的介面，即使學習內容豐富，相對跳出率也同

樣增加，顯示觀眾對於網站操作體驗一樣重視與期

表 7　各訪客群集的特徵與所占比例

群集序號 訪客特徵與說明 屬性特性 所占比例

1
回訪者，固定檢視博物館頁面，主要以公
告、科普電子報等頁面為主。

造訪次數高，總瀏覽時間長，
瀏覽頁面次數高。

9%

2
回訪者，固定檢視博物館頁面，主要以首
頁、學習、展覽頁面為主。

造訪次數高，總瀏覽時間長，
瀏覽頁面次數低。

5%

3
新訪客，由其他網站／社群直接進入，只拜
訪「大自然的真相 」頁面後離開。

造訪次數低，總瀏覽時間低，瀏覽頁面
次數低、連外次數高，進入管道為透過
轉介／社群。

72%

4
新訪客，由其他網站／社群直接進入，拜訪

「 大自然的真相 」頁面後，還會瀏覽其他線
上博物館頁面。

造訪次數低，總瀏覽時間高，瀏覽頁面
次數高、連外次數高，進入管道為透過
轉介／社群。

8%

5
新訪客，由搜尋引擎進入，停留在網站中找
尋相關學習相關資源。

造訪次數低，總瀏覽時間高，瀏覽頁面
次數高、連外次數低，進入管道為透過
搜尋引擎。

5%

待。從博物館的觀點，應把目標放在同時提升每一

項資源被點閱的機率，而非只光找出熱門或不熱門

的資源；各種領域的主題，都有對應的觀眾需求，

加上由博物館所開發的專業內容，已相當完整且豐

富，因此更需要結合資訊的輔助，來讓知識的傳播

更有效率。

舉例說明，當網站系統導入自動化推薦功能，

掌握觀眾在看完 A項目後，可以採用主動的方式，

將 B、C內容自動呈現在頁面明顯處，或是在配置

內容時，將關聯性高的項目，以及同時觀看頻率高

的資源進行動態調整，這些都是將關聯式分析所產

出的結果之延伸應用。同樣推薦功能也可運用在

觀眾到訪網站時，結合會員系統，辨識出觀眾的喜

好、習慣以及預測行為模式，從中給予精準的行

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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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運用特定期間所產出的數據，進行分析與

初步解釋，往後更需要回饋給博物館各業務與研究

單位，綜合不同領域的專家意見，才能從數據中得

到經驗，提升下次執行的精確度，也把目標放在建

構自動化分析流程，結合資料視覺化介面，降低非

資訊領域人員跨入資料分析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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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模式，尤其這些行為與模式都是經營維運上做決

策的重要依據，如果不適度懷疑就全盤接受，產

生的結果勢必出現風險；因此，對任何數據都抱

持懷疑與研究的精神，才能真正掌握大數據的運用

（Ariana French, 2019）。

博物館在維運上，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也需

要更多的研究能量，來充分利用博物館可用的數

據，這些需要時間、精力、與持續不斷的關注。所

有數據分析的背後，還是需要專業的資料分析團

隊，這些團隊成員不必是跨領域的專家，但是必

須能夠與不同領域的專家合作，專注於問題的建

立、描述，取得最佳的共識來完成這些重要的工

作，也為博物館未來跨領域專業發展，奠基更全面

的基礎。

結語

科技是整合各領域重要的工具，能夠為推展業

務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契機，尤其過程中所產生的

各種資料與數據，更值得仔細去探究背後所具備的

價值，洞察當中所隱藏的證據。但是，光是透過單

一量化資料，無法客觀且完整地理解使用者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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