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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國內寬頻網路環境日趨成熟與普及，網友在網路的使用上，無論頻率、時間或深度

均逐年增加，網際網路上的活動與行為成了各界關注的焦點；部落格 (Blog) 的經營是

年輕網友相當喜愛的網路活動之一，與 Blog 有關的話題也成為年輕人生活上重要的一

環。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探索個人與團體的認知基模變化，並利用基模變化對業者提

出 Blog 設計方向；此外，本研究將以質性 (qualitative) 研究法的敘事研究 (narrative 

research) 詮釋年輕網友其認知基模轉變歷程；研究訪談四位 Blog 使用者，兩位受訪者

是設計背景，另外兩位非設計背景，其使用經驗 1-2 年，收集資料以半結構式訪談，研

究歷時三個月，分別以 t1、t2、t3 三個時間點區分，深度訪談後的逐字稿分別以開放譯

碼 (open coding)、主軸譯碼 (axial coding) 的概念 (或主題) 做歸類，開放譯碼 (open 

coding) 由三位研究者達成共識分析而得，並詮釋 blog 使用現象，與追蹤其基模變化。

於 t1 時間點四位受訪者的共同認知基模有六個，於 t2 時間點有四個，於 t3 時間點有六

個，結論將對經營者提出 Blog 設計改進方向。 
 
關鍵詞：基模變化、Blog 設計、敘事研究、紮根理論分析 
 
 

Ⅰ. 前    言 
根據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 (Market Intelligence Center, 

MIC) 「2005年台灣網路使用者行為分析」一文提到，台

灣Blog的發展在2004、2005年開始引起重視，根據此次的

調查結果顯示，已有43%網友曾使用過Blog，且有越年輕

越熱衷的趨勢 (http://mic.iii.org.tw/intelligence/)，因此隨著

網際網路的成熟，個人化網站風氣興起，網路日誌 (Blog) 

已經成為時下年輕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對於Blog的使用

及設計上的改進，或是企業公司運用Blog延伸消費市場的

服務，都是值得我們探討。國內對於Blog的學術研究目前

尚未成熟，其認知與瞭解大部份皆延用國外文獻，往往忽

略掉台灣的社會風氣、歷史文化及研究對象的背景等等重

要特性，此外，國內學術也顯少有縱貫性研究 (Longitudinal 

research) 探討心理面、心態上或認知結構隨著時間變化的

歷程，然而，要如何探索個人與團體使用Blog之認知變化？

要如何利用基模轉變歷程探討Blog設計？將是值得大眾深

思之處。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Nonaka (1998) 將 人 類 的 知 識 可 分 為 外 顯 知 識  (tacit 

knowledge) 及內隱知識 (explicit knowledge)，內隱知識較

難以取得與認知，皮亞傑 (Piaget, 1954) 認為知識結構的基

本單位為基模，如何辨識、解讀人的內隱知識及認知變化

呢？本研究藉由分析Blog的使用經驗累積，希望能達到以

下的目的： 

1. 探討個人與團體使用Blog認知基模變化。 

2. 利用認知基模轉變建議業者Blog設計方向。 

1.2 研究範圍 

本研究從個人與團體的基模變化探討Blog設計，以Blog使

用者經驗的深度訪談，並利用基模變化探討Blog的設計，

進而提出改進Blog設計的建議。 

1.3 研究架構 

從提出問題、文獻探討至相關研究等，本研究討論Blog發

展脈絡及理論相關知識，研究方法採質性 (qualitative) 研

究法中的敘事 (narrative research) 研究並用紮根理論分

析，以敘事研究之特性將不同時間點的因果關係呈現事件

關聯性，故以t1、t2、t3三個連續的時間點深度訪談四位 

Blog使用者，所得的12段訪談錄音檔，將分別轉騰為成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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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稿，三位研究者經紮根理論分析並取得共識，將開放譯

碼 (open coding) 歸類成主軸譯碼 (axial coding)，依不同的

時間點分別提出研究發現及結論。 
 

 
 

圖1  研究架構 

Ⅱ. 相關研究 

依研究目的所述，本章節之文獻主要涵蓋Blog相關知識、

認知的發展與基模理論。  

2.1 Blog相關知識 

1. Blog背景與現況 

部落格 (Blog) 最早的原型誕生於1993年，原本是一種網路

過濾器 (filter)，功能僅限挑選一些網站，並做些簡單的介

紹。一九九四年美國史瓦斯摩爾大學 (Swathmore College) 

大學生霍爾 (Justin Hall) 建立了第一個Blog，然而卻因受

限於技術，直到1999年「Blog」名稱正式出現時，全球也

不過只有二十三個部落。同年，美國工程師威廉斯 (Evan 

Williams) 開發出方便市井小民自助架設部落格的網站

Blogger後，和其他類似的網路服務商一舉帶動起「部落格

全球風潮」，至今全球已經有三千一百萬個部落格 (史倩

玲, 2005)。在台灣地區，Blog的發展主要是在2002年由「藝

立協」組織將Blog的技術和觀念引進台灣，剛開始使用的

族群多為新聞工作者或文學創作者，近來來由於研究生與

大專院校學生的熱衷參與和討論，使得台灣網路天空聚集

了數以萬計的部落格族群 (郭姮劭, 2005)，根據資策會資訊

市場情報中心 (2005) 公佈之「2005年台灣網路使用者行為

分析」報告，Blog為興新的網路活動，已有43%的台灣網

友擁有過使用Blog經驗。以年齡層區分，19歲以下網友使

用比例高達52%，其次為20-29歲，比例佔48%；以性別區

分，女性佔54%，男性佔46%；以參與撰寫Blog文章區分，

女性佔的比例約61%，男性僅有39%，由此可見女性網友在

自 我 表 達 方 面 較 活 躍 ， 年 輕 世 代 參 與 B l o g 較 為 積 極 

(http://mic.iii.org.tw/intelligence/)。此外，根據資策會創新應

用服務研究所FIND (Foreseeing Innovative New Digiser-

vices) 中心 (2006) 公佈之「2006年我國家庭寬頻、行動與

無線應用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中提到，透過2005年及2006

年的數據相較，各項網路應用行為的使用人口皆呈現成長

的現象，其中「管理使用網路日誌 (Blog)」的使用人口年

成長率超過四成 (45.1%) 比例 (http://www.find.org.tw/ 

find/home.aspx)，由此可見，台灣部落格的使用情形，在過

去一年有長足的成長，台灣Blog熱潮已邁向網路全民運動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 2007)。 

2. Blog定義與類型 

部落格 (Blog) 為網路上的記錄 (Log)，這些紀錄的內容可

以為任何內容，例如商業網頁、正式文件、個人日記等等，

它是一種新興的電子媒體系統 (熊波波, 2004)，也是一種進

入門檻低的線上發表工具 (Gumbrecht, 2004)，更是私人的

佈告欄 (史倩玲, 2005)，可以讓每一個人輕鬆在網路上創

作或出版也可以將意見公開呈現於給大眾 (熊波波, 2004; 

Gumbrecht, 2004)，就像是一個新的、充滿熱情的頻道，網

路朋友可在此交換關於產品、政治、甚至其他媒體的資訊 

(Smith, 2005)。此外，Blog不僅是一種個人表達方式，它亦

提供了一個私人且受保護的空間，Blog的作者可以藉此和

其他人溝通，同時保有控制權 (Gumbrecht, 2004)。在台灣，

致力於推動Blog的林克寰 (2004) 則認為Blog並非特定軟

體，也不是特定的系統或服務，Blog實際上是一種強調吸

收資訊及分享的生活態度，象徵著代表作者的價值觀與信

念，是一種以作者為中心的傳播媒體，其影響力就像世界

的耳朵和眼睛，以公民、記者身份確認尚未決定的重要事

物 (Fernando and Angelo, 2004)。在類型部分，Blood (2002) 

界定Blog有三種基本的類型，過濾器 (filter)、個人日記 

(personal diary) 與筆記本 (notebook)。在Blog普及化後，網

友發現它在網頁上不僅好學、好用，亦可以用文字串聯照

片及影音，而且還可以互相鏈結，因此，Blog立刻變成建

立「個人網頁」的最佳解決方案，而它簡單容易上手的特

性，也造成Blog的數量以等比級數的速度增加，呼應著二

十一世紀個人主義時代「喊出自我」的潮流  (史倩玲, 

2005)。 

2.2 認知的發展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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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學中，「認知」 (cognition) 一詞涉及的範圍很廣，由

較低層次的感知覺 (sensory-perceptual process)、注意，到

記憶、概念、思考、判斷、解決問題，甚至於創造、審美

等問題都可說是認知問題 (張欣戊等, 2004)。認知是知識的

獲得與使用，其中牽涉了兩個層面的問題：一是知識在記

憶中是如何被貯存的，以及貯存什麼的意義內容問題；二

是知識是如何被使用或處理的歷程問題。前者強調的是心

智結構，後者強調的是心智歷程 (鄭麗玉, 1993) 此外，認

知亦是一種知覺、記憶及訊息處理的心理歷程，透過這種

心理歷程，個人能獲得知識、解決問題的能力，並且能計

畫未來 (周宏室, 2002)。因此，認知可泛指注意、知覺、理

解、記憶、思考、語文、解決問題、智力、創造力等心智

活動 (溫世頌, 2000)。總而言之，認知是一個系統，它由許

許多多的成份或元素構成，認知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系統

一樣，具有自己的結構、過程和功能 (彭聃齡, 張必隱, 

2000)。認知發展 (cognitive development) 是指個體自出生

後在適應環境的活動中，對事物的認識以及面對問題情境

時的思維方式與能力表現 (張春興, 1999)。Neisser (1967) 

認為認知是將感覺輸入後，經過轉換、去除、儲存、再還

原並使用的過程 (傅秀媚, 1998)。人類的心智歷程謂之認知 

(Rothenberg, 1981)，因此認知包含諸多的心理活動，諸如

知覺、學習、記憶、推理和判斷等心智能力 (Hahn and 

Lopater, 1975)。一般而言，認知發展是指個人心智結構的

成長及心智活動的發展歷程 (陳李綢, 1992)，Rogers (1995) 

指出一些顯著影響認知到採用行為的通則，包括：年齡、

教育程度、社經地位、社會參與、社會體系連結程度、與

決策者的接觸程度及傳播媒介接觸情形等。人類認知發展

的基本單位是基模 (schema)，它是會組織及會重複出現的

行為模式 (蘇建文等, 1995)，在皮亞傑 (1952) 的研究中有

提到認知發展具有兩項功能，即是組織 (organization) 和適

應 (adaption)。認知的組織是指每個人認知行為是相互連結

成一系統的，而非獨立的 (陳李綢, 1992)。在適應的部份是

指個人認知結構 (cognitive structure) 與環境交互作用，亦

是個體的認知結構或基模因環境限制而主動改變的心理歷

程 (張春興, 1999)。皮亞傑 (1954) 認為適應過程分為兩

種：即同化 (assimilation) 及調適 (accommodation)，同化

的歷程是個體以現有的認知結構與基模，直接將外界的事

物納入或吸收。調適的歷程是個體需要改變內在的認知結

構，去適應外在事物或環境 (蘇建文等, 1995)。同化與調適

是相輔相成的概念，也是認知發展的基礎，認知的發展是

在同化與調適兩種過程下產生 (張欣戊等, 2004) (如圖2 

所示：)。 

基模與基模之間會相互組織，再形成另一個認知行為的基

模 (陳李綢, 1992)，在圖2的認知結構 A，在同化與調適相

互的作用下慢慢變化、修正，最後變成另一個認知結構 B，

由 A 至 B 的轉變就是認知上的發展 (張欣戊等, 2004)。

因此，認知是把現實同化於轉換的結構中，認知能助長智

力建構，為個人行動思維的延伸 (林益昌, 1999)。此外，行

為 或 思 維 方 式 也 可 被 稱 為 認 知 結 構 或 基 模  ( 溫 世 頌 , 

2000)，在個體的認知發展活動中，可以把認知理解成一種

統合運用其認知基模的結果，而這種統合運用基模的功

能，是所有人類個體在任何發展時段中都會具備的 (張春

興, 1999)。 
 

 
 

圖2  認知的發展意示圖 

2.3 基模理論 

Adams and Collins (1979) 對基模 (Schema) 的基本假設是

閱讀理解時的基模，「文章」 (口說或書寫) 本身不具意義，

僅提供聽者或讀者方向來使用自己貯存的知識提取和建構

意義，這牽涉了資料導向和概念導向的歷程。在皮亞傑 

(1954) 的認知發展理論中，認知結構的組織單位是基模，

也代表某一類事物的共同特稱與歸納此類事物的原則 (蘇

建文等, 1995)。基模亦是事件、情境或物體有組織的知識

單位 (Moates and Schumacher, 1980)。例如，我們的「颱風」

基模包括了大風、下大雨、積水 (有些地區還淹水)、樹可

能倒了、停電、一些必要的防颱準備及蔬菜漲價…等。由

於基模會引導新訊息的接收與舊訊息的提取，所以我們聽

到颱風要來時，我們會做一些防颱準備，如買蠟燭、準備

手電筒、有的人還會搶購蔬菜…等，這些行為都受颱風基

模的引導 (鄭麗玉, 1993)。因為每個人有其基模，因此對事

物的詮釋、理解也不盡相同。有研究證實假如沒有恰當的

基模可用，理解和記憶都會很差 (Bransford and Johnson, 

1972; Dooling and Mullet, 1973)。基模可視為複雜的認知系

統，由各類不同屬性或關聯屬性之次基模共同形成人類的

「知識體」，因為基模的知識包含了情境整體及個別事物

的主要特質，此外，還包括這些特質彼此之間的關係。從

另一方面來看，基模的知識同樣包含了對未來可能發生的

事情的一種預期結果與行為模式 (Graber, 1988)。認知結構

a1 a3a2

認知 

結構 

B 

調適 調適 

c1 c2 c3

d1 

同化 同化 

認知 
結構 
A

d2 d3b1 b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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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稱之為基模 (schema)，是個人對人、事、物所具有的

認知，個人的認知結構是認知的基礎 (溫世頌, 2000)。Fiske 

and Taylor (1991) 指出，基模是人類處理訊息時一個很重

要的心理機制，它是人類基於對某個體的了解與過去的經

驗所形成的知識結構，結構中包含了與這個體相關的概

念，以及概念間的關係，以下將分別敘述基模的由來、概

念、功用及運作。然而，基模亦是每個人獨特的知識系統，

所以同樣讀一篇文章，輸入相同，每個人領會的意義卻不

一樣。鄭麗玉 (2000) 認為基模是讀者讀有關於概念、字的

意義、每天的活動和事件…等有組織的知識。此外，當人

們接觸到一個新的資訊或概念，基模會提供一連串完整有

組織的概念類目，以消化此訊息 (Fiske and Taylor, 1991)。

Bartlett (1932) 認為，基模是一個人用以同化新資訊及產生

訊息統整的知識結構，亦是個人所有認知的基礎 (Rumel-

hart, 1984)。Anderson (1980) 亦指出，基模是一抽象的認知

結構，由許多概念與概念之間的關係組織而成，當概念間

的關係被啟動時，彼此會互相連結，但因個人的先前經驗

不同，所以在不同的情境下，啟動的概念數量亦有差異。

因此，基模的功用主要幫助人們建構、組織、解釋新的資

訊或刺激，它需要對相關訊息的編碼、儲存、提取的一連

串動作，這些動作會影響認知基模的架構 (簡嘉良, 2003; 

Potter, 1998)。 

Ⅲ. 研究方法 

吳芝儀 (2005) 認為敘事研究即建構歷程，本研究欲建構接

觸Blog網友認知轉變的歷程，故將以故事的形式來表達組

織性基模 (Polkinghorne, 1988)，以下介紹本研究之架構與

方法。 

3.1 研究架構 

基於能夠系統地、詳細地得到心理在時間上發展的實際變

化資料、瞭解行為發展的連續過程 (林崇德, 1998; 蘇建文

等, 1995)，本研究架構屬於縱貫性研究 (Longitudinal re-

search)，研究架構如圖3所示，在橫軸部份有標示 t1、t2 與 

t3，即訪談的前後三個時間點，此外，基於時間脈絡的角

度，本研究每隔四至五週再次訪談受訪者，以便追蹤其認

知基模變化；在縱軸的部份為訪談者編號 (P1-P4)，共四

人；個人的認知基模以圓形符號表示。經過三個時間點的

訪談，將建構四位受訪者認知基模變化歷程，並提供業者

設計上的建議。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類型 隸屬質性  (qualitative) 研究法中的敘事 

(narrative research) 研究。Polkinghorne (1995) 認為「敘事

研究」乃是應用故事描述人類經驗和行動的探究方法，由

於人們透過敘說故事來為其生活賦予意義，Franzosi (1998) 

認為敘事研究應包含故事和情節，故事是具有時間邏輯順

序的事件；在Denzin (1989) 所著《詮釋互動論》 (Interactive 

Interactionism) 中將敘事界定為：「一個敘事即是一個故

事，述說對敘事者和其聽眾有意義的一系列事件。敘事，

如同故事一般，有其情節，一個開端、一個中段和一個結

語。它具有敘事者可以理解的內在邏輯。敘事以時間的、

因果的序列來使事件彼此相關聯，每一個敘事都描述了一

系列已經發生的事件。」，故要研究人們如何建構其生活

經驗之意義，敘事研究應是最恰當的研究方式。 
 

 
圖3  基模變化研究架構 

3.3 研究對象 

根據MIC於2005年7月上旬公佈之「2005台灣網路使用者行

為分析」報告，已有43％的台灣網友擁有使用經驗；在年

齡層部份，根據創市際ARO (Access Rating Online) 網路測

量資料庫在2005年8月的數據顯示，台灣部落格相關網站之

使用族群過半數為29歲以下的網友，其中又以學生為主要

族群，(http://www.insightxplorer. com/news/news_10_18_06 

.html)。本研究為質性研究所採用樣本是立意抽樣，受訪者

共有四位其中兩位是設計背景，兩位是非設計背景，立意

抽樣的主要原因：受訪者有1-2年部落格經營經驗。表1為

訪談對象基本簡介。 
 

表1  研究對象基本資料 

編號 P1 P2 P3 P4 
性別 男 男 男 男 
目前年級 研二 研二 研二 研二 
背景背景 工業設計 工業設計 資訊管理 資訊管理 
年齡 25 24 24 26 
使用平台 MAC MSN MSN 無名小站 
部落格 
經驗 

一年以上 兩年以上 近兩年 一年以上 

3.4 訪談時間 

P3 

P1 

P3 

P2 

P4 

t1 

P1-P4 共 4 人 

P2 

P4

P1 

P3 

P1 

P4 

P2 

(W5) 
t2 t3 

(W10) (W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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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and Gerry (2004) 探討中階經理認知轉變與發展歷程

的研究中指出，前後訪談時間的區間以四週以上較為恰

當，本研究訪談時間類似其作法，每四至五週為一個訪談

週期，以便追蹤其認知基模變化歷程，四位受訪者的訪談

次數皆為三次，訪談紀錄如表2所示。 
 

表2  訪談時間紀錄 

編號 次數 日期 (t1)  日期 (t2)  日期 (t3) 
P 1 3 95.10.19 95.11.15 95.12.22 
P 2 3 95.10.19 95.11.15 95.12.21 
P 3 3 95.10.20 95.11.15 95.12.22 
P 4 3 95.10.20 95.11.15 95.12.12 

3.5 資料收集 

深度訪談是一種存在已久的資料蒐集方式 (Platt, 2002)，也

是質性研究中最常被採用的資料收集法  (Marshall and 

Rossman, 1995)，它的目的在取得正確的資訊或瞭解訪談對

象其真實世界的想法、態度與感受  (王仕圖 , 吳慧敏 , 

2005)。在訪談進行之前，會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來設計訪

談大綱，而訪談問項皆圍繞個人對Blog的認知，例如：「您

對Blog的認知為何？」、「Blog對您生活有何影響？」、

「對Blog印象深刻之處？」等等，為了保持資料的完整性，

訪談過程皆有錄音存證，事後會將錄音擋轉謄為逐字稿 

(verbatim)，以便於資料完整呈現，另外，亦會請受訪者再

次確認逐字稿的內容是否與其原來相同，以提昇本研究之

效度。表3為逐字稿檔名清單，後續呈現除了檔名外，在檔

名後還會以 l來表示該話出現於逐字稿某行，例如：P2：

「記錄心情的東西，可以放一些照片」(P2-t1-l5)，其中P2-t1

為逐字稿檔名，l5即此段話出現於逐字稿第五行。 
 

表3  逐字稿紀錄 

編號 檔名 (t1)  檔名 (t2)  檔名 (t3)  
P 1 P1-t1 P1- t2 P1- t3 
P 2 P2- t1 P 2- t2 P 2- t3 
P 3 P 3- t1 P 3- t2 P 3- t3 
P 4 P 4- t1 P 4- t2 P 4- t3 

3.6 資料分析  

本研究資料分析是依據Lieblich, Tuval-Mashiach and Zilber 

(1998) 提出一個整合「內容」和「形式」，並分別以「整

體」的和「類別」的觀點來進行分析的敘事分析模式。敘

事的「內容」 (content) 是指從敘事者的立場關照發生了什

麼事、為何發生、誰參與此事等，其目標是藉由探問故事

的意義、某個部份傳達什麼個人特質或動機、什麼意象被

敘事者用來作為敘事的象徵而得到隱喻的內容等。敘事的

「形式」 (form) 是指情結的結構、事件的順序、與時間軸

的相關性，故事的複雜度及連貫性、經由故事所引發的感

覺、敘事的方式、隱喻或文字的選擇 (主動或被動) 等等。

「整體」 (holistic) 的觀點是指將個人生命故事或敘事視為

整體，在內容部份可以數個主要主題掌握其整體的印象。

「類別」 (categorical) 的觀點在內容部份分析類似於傳統

的 內 容 分 析  (content analysis) 或 主 題 分 析  (thematic 

analysis)，將故事段落依其意義概念或主題加以分類和歸

納；在形式部份則檢驗其認知功能和情緒表達 (吳芝儀, 

2005)。將深度訪談所蒐集到的資料擷取出與主題相關的字

辭 (基模)，再將基模濃縮成數個類別，這些類別即是概念

或主題，用來代表資料中所象徵的特殊意義。為使編碼具

有效度，以三位質性研究者透過開放性編碼 (open coding) 

討論達成共識後擷取。之後，再依主軸編碼 (axial coding) 

的目的，將開放編碼中所找到的概念 (或主題) 做歸類的動

作，以對某種現象做更精確複雜的詮釋。 

Ⅳ. 研究結果 

本章節依第三章描述的研究方法進行分析，每個時間點執

行步驟皆相同，分析結果將依t1、t2與t3時間點完整呈現並

以圖形化的方式呈現認知轉變。本研究以「Blog」本身是

一個Schema，本文譯碼後所得的範疇如「Blog優點」、「Blog

分享」…等項目是「Blog」這個Schema的內容成分而不是

獨立的Schema，但為寫作之便利故將上述「成份」指稱為

個別的Schema特予說明。 

4.1 t1時間點的研究分析 

從四位受訪者 (P1、P2、P3與P4) 的訪談逐字稿中擷取出

受訪者個人對Blog的認知基模，於t1時間點，四位受訪者

認知基模數量分別為39個、43個、17個與21個，其概念 (開

放性編碼) 與範疇 (主軸編碼) 如表4所示，圖4是以圖形化

的方式呈現四位受訪者於t1的認知基模分部情形。在四位

受訪者親自經營Blog，他們對Blog皆有一定的體驗與認

知，經範疇歸類後四位共同的認知基模主要有六個，分別

是Blog使用感受、Blog分享、Bloge溝通、Blog網站、Blog

內容與Blog功能。在Blog功能方面，有兩人 (P1和P2) 對目

前認為Blog功能設計無法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另外兩人 

(P3和P4) 則認為網站提供的是制式化的Blog。 

在Blog內容方面，則以日誌、記錄自己的事情、相簿為四

位受訪者較常使用，使用習慣上會有固定的時間在瀏覽其

他人或朋友的Blog或經營Blog。在Blog網站部份，大部分

使用無名小站、MSN等提供的網站，只有一人 (P1) 使用

付費的Apple網站中的Blog，屬於對Blog有高度需求與顯現

較多表現個人的介面設計功能。Blog 溝通方面，對四位受

訪者而言，是跟朋友或其他人的溝通工具，傳遞訊息、發

表個人想法與了解朋友近況的空間。在Blog分享部分，對

四位受訪者而言，分享個人想法、關心朋友、發表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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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P2 

P3 

P4 

P1、P2、P3、P4：Blog 功能、Blog 分享 
、Blog 內容、Blog 溝通、Blog 使用感受、Blog 網站

P2、P3、P4： 
Blog 缺點

P1、P2、P3： 
Blog 技術 

P1、P2、P4：

Blog 優點 

商業價值 

Blog 隱私 
Blog 未來的功能

希望別人或是自己能被別人或朋友有更多的了解。 Blog

使用感受的情形，對四位受訪者而言，主要是抒發心情、

了解別人，也是表現自我的方式之一。總結四位受訪者對

於Blog內容、Bloge溝通、Blog分享、Blog使用感受等是現

代年輕人對外表現自己、與他人分享溝通的途徑。因此，

Blog網站的選用似乎就很重要，但目前提供免費的Blog在

Blog功能都採取制式化的配套功能選項及介面設計。制式

化Blog是否能滿足Blog愛用者或是希望有更多個人化的功

能，顯然有更多空間可以改善。 

 

 
表4  四位受訪者於t1開放性編碼及主軸編碼 

範疇 概念 
Blog 功能 展示、規格都很制式、換換底部、排列那些格式、

Free 的空間 (P1)；限定開放、照片功能、video 的

功能、vlog (P2)；全世界的人幾乎都可以看到

(P3)；取代以前那種個人網頁 (P4)。 
Blog 網站 Weblog、微軟、無名小站、Apple、msn、天空部 (P1)；

無名小站、靜態跟動態的部落格、msn、Microsoft 
Messenger 上面部落格 (P2)；無名、msn 的 space
(P3)；無名、msn (P4)。 

商業價值 企業開始重視這個東西、使用者的一些反應、維護

的意見、回饋給消費、專門的人員在做部格落、公

司的制度 (P1)  
Blog 未來 
的功能 

聊天的空間、讓它更開放一點、類似聊天室、版面

的話讓我自己設計、把自己設計的圖片可以放上

去、建築的空間、東方主義、空間越大越好 (P2) 
Blog 缺點 隔閡 (P2)；得到一些有的沒的資訊、浪費多餘的時

間 (P3)；接觸上的障礙、制約、會拉遠距離、造成

更大的誤會 (P4)。 
Blog 分享 交流、最近發生的事情、一些看法 (P1)；交流、把

自己的事情公佈…洩漏一點點、抒發自己心情

(P2)；看法、事情的感想 (P3)；習慣會去看別人的、

知道別人最近發生了什麼事 (P4)。 
Blog 優點 一些新的反思、新的想法、客觀、超然的立場、透

過部落格去看到不同的人、所見即所得的方法去設

計製作出來的 (P1)；連繫的感覺、 show 給更多人

看 (P2)；拉近距離的、媒體制衡 (P4)。 
Blog 隱私 隱蔽空間 (P2)。 
Blog 溝通 自由溝通、匿名、他會更認識我、改變對他的觀感

(P1)；傳遞訊息、根據、說服我 (P2)；固定時間會

去看別人的布落格、變異自己的布落格、了解自己

的好友最近發生了什麼事 (P3)；傳達工具、資訊的

傳達能力、準備發表的時候會慎重一點 (P4)。 
Blog 技術 User 就會去測試、繪畫排版軟體 (P1)；軟體、掛在

網路上伺服器 (P2)；windows 的介面、效仿它的技

術、模組、視覺上的拖拽 (P3)。 
Blog 內容 日誌、記錄自己的一些生活事情、分享一些照片、

看到了什麼他們沒看到的東西 (P1)；記錄心情、搞

笑短片、照片、音樂、日記、圖片、一些形式、影

音日記、日誌、相片、網誌 (P2)；相簿 (P3)；私秘

或會引起誤會、對號入座、透過布落格來影射一些

事情 (P4)。 
Blog 使用 
感受 

so far so good、抒發你自己的心裡、窺看別人的內

心世界 (P1)；使用者想用什麼方式去表達的、抒發

心情、新的樂趣、寫一寫沒人會看，所以就比較淡

(P2)；情緒上的抒解、使用者使用上認知的問題

(P3)；抒發情感、為寫而寫、巫力、被它給束縛住

(P4)。 

 
圖4  四位受訪者於t1基模關係圖 

 

在三者交集的部份有三個，第一部分在P1、P2、P3三位受

訪者的共識，在Blog技術部分，對三位受訪者而言，會去

測試附在Blog上軟體。但是否滿足或有更多的需求，受訪

者表示網站有附軟體會去試，兩位設計背景者 (P1和P2) 

認為更開放的技術更好，如所見即所得編排方式或是繪畫

排版軟體等。非設計背景但因是資管系 (P3) 認為Blog技術

根本不會覺得很shock。如果能增加技術的變化，也是改進

Blog的方法之一。第二部分在P1、P2、P4三位受訪者的共

識，在Blog優點部分，對三位受訪者而言，Show給人看有

自己的舞台，強調個人的表現。但在制式化的Blog是否真

正滿足了個人的表現？第三部分在P2、P3、P4三位受訪者

的共識，在Blog缺點部分，對三位受訪者而言，產生隔閡、 

誤解和垃圾消息。這是負面的溝通不良，改善Bolg設計是

否有助於資訊溝通的正面性。在個人認知基模部份，P1認

為Blog的商業價值有些企業已在公司網站裡架設Blog提供

服務與消費者。P2覺得Blog隱私如同個人隱蔽空間但同時

兼具開放的特性和Blog未來的功能認為Vlog有靜態跟動態

的部落格較優。 

4.2 t2時間點的研究分析 

從四位受訪者 (P1、P2、P3與P4) 的訪談逐字稿中擷取出

受訪者個人對Blog的認知基模，於t2時間點，四位受訪者

認知基模數量分別13個、19個、42個與15個，其概念 (開

放性編碼) 與範疇 (主軸編碼) 如表5所示，圖5是以圖形化

的方式呈現四位受訪者於t2的認知基模分部情形。 

在t2時間點四位受訪者經範疇歸類後，四位共同的認知基

模主要有四個，Blog功能、Blog分享、Blog內容、Blog優

點，四位受訪者在t2時間點上對Blog功能有新的體認，如

記錄的行為、科技還原、新的資訊來源等。Blog分享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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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受訪者在t2時間點上的認知無新的觀點。Blog內容方

面，四位受訪者在t2時間點上的認知有新的體認，如六度

分隔理論、真實訊息、介紹自己專長、美食等。Blog優點

方面，四位受訪者在t2時間點上的認知無新的觀點。 

在三者交集的部份有二個，P2、P3、P4三位受訪者的共識

有，Blog使用感受 & Blog溝通。 顯示三者在t2時間點上

的認知有愈來愈一致的看法。三者在Blog使用感受無新的

感受與t1時間點上趨於一致。在Blog溝通方面，顯示三者

在t2時間點上的認知有新的認知，如間接、資訊逆、逆流、

資訊反轉等。 

 

 
圖5  四位受訪者於t2基模關係圖 

 
表5  四位受訪者於t2開放性編碼及主軸編碼 

範疇 概念 
Blog 功能 記錄的行為、平台、聯絡、交談 (P1)；跟人家討

論、觀賞別人的部落格 (P2)；個人網頁、模組、

科技還原、簡單、留言 (P3)；逛別人網站的習慣、

新的資訊來源 (P4)。 
其他溝通方式 手機、e-mail (P3) 
Blog 技術 技術層次的那種門檻比較低 (P3) 
Blog 優點 別 人 的 一 些 回 應 、 不 一 樣 的 看 法 、 得 到 一 些

feedback、別人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P1)；展現自

己、不像紙本那樣容易消失不見、方便 (P2)；朋

友認識新的管道、用另外一個方式去看看一些事

情、方便、不一定就是說要直接找他、獲得資訊

(P3)；抒發自己心情、了解別人 (P4)。 
Blog 
使用感受 

秀出來心情、花了很多時間 (P2)；抒發自己的情

緒、人類本質、自由的、發揮自己、部落格會做

一些隱喻、用隱喻的方式、習慣部落格 (P3) ；打

發時間 (P4)。 
Blog 缺點 blog 也會掩蔽、習慣用部落格來評斷一個人、不

會去用當面溝通 (P3)；不知道他消息來源是真的

還假的 (P4)。 
Blog 隱私 小收藏、小空間、小天地、私人的感覺 (P2)；有

些事情不是他願意會跟你講、冷靜的空間 (P3)。
Blog 分享 分享、照片 share、分享照片 (P1)；分享、交流、

抒發心情 (P2)；了解你、了解對方、認識人的機

會 (P3)；最近發生什麼事、看到別人的想法、看

別人 blog (P4)。 
Blog 溝通 有意無意、故意透露了訊息 (P2)；發表自己對一

些事情的看法、表達自己的想法、誤會、達訊息

的管道、客觀、誤解、間接、資訊逆、逆流、資

訊反轉 (P3)；溝通的一個管道、自己的…一些事

情、自己好朋友看到 (P4)。 
Blog 內容 心裡面的事情、生活經歷、日誌 (P1)；相片、照

片、日記 (P2)；好或不好，就是很難界定、六度

分隔理論、真實訊息 (P3) 照片、介紹自己專長、

賽車的專欄、美食、game (P4)。 

在二者交集的部份有二個，第一部分在P2和P3二位受訪者

的共識有Blog隱私，顯示二者在t2時間點上的認知上覺得

愈來愈重視。第二部分在P3和P4二位受訪者的共識有Blog

缺點，顯示二者對訊息的真實性的懷疑。在個人認知基模

部份有二個，P3認為Blog技術和其他溝通方式。認為Blog

技術屬於層次低，也可以使用其他溝通方式。 

4.3 t3時間點的研究分析 

從四位受訪者 (P1、P2、P3和P4) 的訪談逐字稿中擷取出

受訪者個人對Blog的認知基模，於t3時間點，四位受訪者

認知基模數量分別為23個、18個、20個與26個，其概念 (開

放性編碼) 與範疇 (主軸編碼) 如表6所示，圖6是以圖形化

的方式呈現四位受訪者於t3的認知基模分部情形。 
 

 
圖6  四位受訪者於t3基模關係圖 

 

在t3時間點四位受訪者經範疇歸類後，四位共同的認知基

模主要有六個，分別是Blog優點、Blog分享、Blog溝通、

Blog網站、Blog內容與Blog功能。在t3時間點中，四位受訪

者對Blog優點，顯示出新的體認，如想像空間、發洩。在

Blog分享方面，無新的體認。Blog溝通方面，新的體認有，

如資訊傳導、資訊傳遞是由下而上的、挖八卦的好地方。

在Blog網站方面，有較不同的網站出現，如自有網站、

SURVIVE資訊。在Blog內容方面，無新的體認。在Blog功

能方面，顯示出新的體認，如創作中心、音樂多媒體。 

P1 

P2 

P3 

P4 

P1、P2、P3、P4：Blog 功能、 
Blog 分享 

P2、P3、P4： 
Blog 使用感受、

Blog 溝通 

P2、P3： 
Blog 隱私 

其他溝通方式 
Blog 技術 

P3、P4： 
Blog 缺點 

P1、P2、P3： 
Blog 使用感受 

P2、P4： 
Blog 缺點 

P2 

P1 

P3 

P4 

Blog 軟體 
P2、P3、P4：Blog 消費
Blog 未來的

功能

P1、P2、P3、P4：Blog 功能、Blog 分享 
、Blog 網站、Blog 溝通、Blog 優點、Blog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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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者交集的部份有二個，第一部分在P1、P2和P3三位受

訪者的共識有Blog使用感受，無新的感受。第二部分在P2、

P3和P4三位受訪者的共識有Blog未來的功能，顯示t3時間

點上，對blog的功能有改善增強的需求。如電子簡訊、增

加網頁的彈性、字跟圖可以有些小動作、速度快、整合其

他的工具、由上而下的資訊傳遞模式。 

在二者交集的部份有一個，在P2和P4二位受訪者的共識有

Blog缺點，如效率不太好、步驟有點囉嗦、它沒辦法自己

調等無法獲得滿足。 

在個人認知基模部份有一個，P1認為Blog消費和Blog軟

體，在Blog消費方面，認同可以花一筆錢獲取較多blog的

功能及界面個人化。在Blog軟體方面，認為如CORELDRA 

W、排版軟體、繪圖軟體等有助界面個人化的設計使用。 
 

表6  4四位受訪者於t3開放性編碼及主軸編碼 

範疇 概念 
Blog 功能 多媒體、創作中心、制式的排版、制式的 (P1)；在網

頁上記錄 (P2)；音樂多媒體 (P3)；VLOG (P4) 。 
Blog 網站 APPLE、無名、SURVIVE 資訊 (P1)；網頁、空間、

MSN (P2)；MSN、無名、Blog (P3)；自有網站、MSN、

MSN SPACE 的部落格空間 (P4)。 
Blog 溝通 了解他、OPEN 出來、了解你 (P1)；任何想觀看這網

頁的人可以看、圖片下面可以寫一些註文心得 (P2)；
溝通、資訊傳導、由下而上的 (P3)；有些話你沒辦法

直接講、抒發管道、挖八卦的好地方 (P4)。 
Blog 優點 他的特色 (P1)；它不會不見 (P2)；外掛或找 link、客

觀 (P3)；想像空間、發洩 (P4)。 
Blog 分享 照片、影片、近況、 SHARE 出來 (P1)；分享、比較

喜歡看人家的、看別人的心情 (P2)；了解你、容易有

對號入座的狀況 (P3) 生活感言、搞笑 (P4)。 
Blog 
使用感受 

自由發揮、花不少時間、想像力 (P1)；心情點滴 (P2)；
抒發情感、好或壞，還是不能去斷定 (P3)。 

Blog 消費 花一筆錢、免費試用 (P1) 
Blog 未來 
的功能 

電子簡訊、增加網頁的彈性、字跟圖可以有些小動作、

速度快 (P2) ；整合其他的工具、聚合在一起、改進一

個由上而下的資訊傳遞模式  (P3)；改善它的速度

(P4)。 
Blog 缺點 步驟有點囉嗦、有點慢 (P2) ；花太多的時間、浪費時

間、效率不太好耶，就是有點慢、空間的問題、照片

可能不能傳太多、顏色、配色什麼的，它沒辦法自己

調 (P4)。 
Blog 內容 日記、自己的心情、圖畫 (P1)；記錄心情、照片、影

音 (P2)；生活紀事、隱喻的動作、照片 (P3)；寫出自

己的知識、自己生活趣事、最近的想法、影音、寫一

些自己想寫的東西 (P4)。 
Blog 軟體 CORELDRAW、排版軟體、繪圖軟體 (P1) 

4.4 t1、t2、t3三個時間點的比較研究分析 

研究發現t1、t2、t3三個時間點四位受訪者共同的認知基模

主要有三個，Blog功能、Blog分享和Blog內容，維持對Blog

的一致性。而Blog網站在t2時間點─變無。Blog 使用感受

在t2、t3時間點─變成三者的共識，顯然仍是被重視。Blog

溝通在t2時間點變成三者的共識，在t3時間點變回四者的共

識，顯示仍是很被重視。 

三個時間點在三者交集的部份，Blog技術方面，由t1三者

共識到t2個人最後t3變無，顯示Blog技術屬於層次低，也可

以使用其他溝通方式。Blog缺點方面，由t1三者共識到t2

和t3二者仍有共識，對Blog缺點好、壞有各一半的感受。

Blog優點 方，由t1三者共識到t2和t3四者仍有共識，顯示使

用者越來越對Blog使用有更高的興趣。 

三個時間點在二者交集的部份，Blog隱私方面，由t1個人

認知到t2二者共識最後t3變無，顯示Blog隱私覺得愈來愈重

視，但網路公開特性如何保持隱私與公開的平衡？對目前

使用者而言，仍有待解決的問題。 

三個時間點在個人認知部分有六個，t1除了Blog隱私時間

點演變有差異外，Blog未來的功能、商業價值、t2其他溝

通方式和t3 Blog軟體、Blog消費，分別在t1、t2和t3各個時

間點上提出。其中Blog未來的功能由t1個人認知到t3三者共

識，顯示出Blog的功能有改善增強的需求，使用者期望Blog

有更強的溝通功能。如電子簡訊、增加網頁的彈性、字跟

圖可以有些小動作、速度快、整合其他的工具、由上而下

的資訊傳遞模式。 

Ⅴ. 結論與建議 

1993年Blog的發展至今才短短的14年，已經為大多數的人

使用過，每年使用人口成長超過四成。Blog能夠讓人輕鬆

在網路上創作或發表，將自己意見公開呈現於給大眾，並

成為個人的表演舞台。由於Blog日漸被重視，但Blog的設

計未被討論及是否滿足使用者的需求等。本研究發現，Blog 

的設計和未來的功能等，使用者皆有高度期望Blog有更強

的設計與溝通功能，其商業價值將是未來可研究的方向之

一。 

 
表7  三個時間點的比較 

時間 Blog 
功能 

Blog 
網站 

Blog 
內容 

Blog 使用 
感受 

Blog 
技術 

Blog 
缺點 

Blog 
優點 

Blog 
分享 

Blog 
溝通 

Blog 
隱私 

Blog 未來 
的功能 

商業價值 其他溝 
通方式 

Blog 
軟體

Blog
消費

t1 Ⅵ Ⅵ Ⅵ Ⅵ Ш Ш Ш Ⅵ Ⅵ ＊ ＊ ＊    
t2 Ⅵ  Ⅵ Ш ＊ П Ⅵ Ⅵ Ш П   ＊   
t3 Ⅵ Ⅵ Ⅵ Ш  П Ⅵ Ⅵ Ⅵ  Ш   ＊ ＊ 
個人認知基模：代號-＊; 二者交集的部份：代號- П; 三者交集的部份：代號-Ш; 四位共同的認知基模：代號-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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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受訪者在t1到t3的共同認知基模維持4-6個基模，研究

發現顯示這幾個基模如Blog使用感受、Blog分享、Bloge溝

通、Blog網站、Blog內容、Blog優點與Blog功能，一直較

多人觀注。另一方面，較少為人認知的如商業價值、Blog

隱私、Blog技術、其他溝通方式、Blog消費、Blog軟體和

Blog未來的功能。鄭麗玉 (2000) 認為基模是讀者讀有關於

概念、字的意義、每天的活動和事件…等有組織的知識。

此外，當人們接觸到一個新的資訊或概念，基模會提供一

連串完整有組織的概念類目，以消化此訊息 (Fiske and 

Taylor, 1991)。 

5.1 研究結論 

綜合Blog在t1、t2和t3三個時間點的基模變化與三個時間點

的比較分析，所得的結論如下： 

1. t1時間點的研究結論 

四位受訪者親自經營Blog，且對Blog皆有一定的體驗與認

知，經範疇歸類後四位共同的認知基模主要有六個，分別

是Blog使用感受、Blog分享、Bloge溝通、Blog網站、Blog

內容與Blog功能。三者交集的部份有三個，Blog技術、Blog

優點和Blog缺點。在t1時間點沒有二者交集的部份。在個人

認知基模部份有三個，商業價值、Blog隱私和Blog未來的

功能總計12個基模。研究發現此階段四位受訪者有極高的

共識，較少討論的是商業價值、Blog隱私和Blog未來的功

能。誠如林克寰 (2004) 認為Blog並非特定軟體，也不是特

定的系統或服務，Blog實際上是一種強調吸收資訊及分享

的生活態度，象徵著代表作者的價值觀與信念，是一種以

作者為中心的傳播媒體，其影響力就像世界的耳朵和眼

睛，以公民、記者身份確認尚未決定的重要事物 (Fernando 

and Angelo, 2004)。 

5. Blog設計的歸納分析 

以Blog設計歸納分析主要對Blog功能、價值、隱私、溝通

及未來的發展等提出設計方面的問題和建議。如Blog的功

能有改善增強的需求，使用者期望Blog有更強的溝通功

能。如電子簡訊、增加網頁彈性、字與圖可以混合搭配使

用、系統的反應速度要加強與整合其他軟體工具。在Blog

軟體方面，認為如排版軟體、繪圖軟體、CORELDRAW等

有助於界面個人化的設計使用。在t1到t3的時間點都顯示出

目前Blog設計使用者期望有更多元化的變化和選擇。Gérard 

Mermoz (2006) “The Designer as Author：Reading the City of 

Signs—Istanbul: Revealed or Mystified？”一文中討論設計

者如同作者，以平面設計角度探討城市符號美學，一個實

驗的研究，讓設計者以活動網絡參予城市的各種形態探

索，思考如何透過圖像為媒介以創造城市的不同遠景。相

對於Blog設計，以設計者如同作者的概念探討Blog設計策

略的虛擬烏托邦。 

2. t2時間點的研究結論 

四位受訪者在此階段共同的認知基模主要有四個，分別是

Blog功能、Blog分享、Blog內容、Blog優點。在三者交集

的部份有二個，Blog使用感受和Blog溝通。二者交集的部

份有二個，Blog隱私和Blog缺點。個人認知基模部份有二

個，Blog技術和其他溝通方式總計10個基模。研究發現此

階段四位受訪者的共識較少，變的較為分散，較少討論Blog

技術和其他溝通方式。Blog的分享和溝通對使用者而言是

一個重要的觀點，除了展現自己外，也重視與外部的溝通。 
5.2 未來研究建議 

Blog設計建議未來研究朝幾個問題探討： 
3. t3時間點的研究結論 

1. Blog商業價值：目前企業使用Blog與消費者溝通，其商

業價值如何評估。 
四位受訪者在此階段共同的認知基模主要有六個，分別是

Blog優點、Blog分享、Bloge溝通、Blog網站、Blog內容與

Blog功能。在三者交集的部份有二個，Blog使用感受和Blog

未來的功能。二者交集的部份有一個Blog缺點。個人認知

基模部份有二個Blog消費和Blog軟體。總計11個基模。研

究發現此階段四位受訪者取得多數一致性共識，較少討論

的是Blog消費和Blog軟體。Blog的使用前提是免費，關於

Blog消費的討論較少，以「社會交換理論」角度給Blog網

站經營者建議，Homans (1958) 認為人際間的互動行為是一

種過程，在這過程中雙方參與者執行與對方有關的活動，

且交換有價值的資源，而Munch (1993) 指出，當人們覺得

交換關係具有吸引力，才會繼續與對方互動。 

2. 未來Blog的功能：Blog未來以何種形式與大眾溝通互

動？ 什麼方式才能達到正面的溝通。 

3. Blog隱私：政府或相關單位如何辨別公開或私密的Blog

內容？個人如何管理Blog隱私及安全性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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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og has been a new activity on internet in recent years. It is gradually emergent and 
popular in Taiwan now. Give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on internet, young people dote 
on blog which has become a part of living life. Hence, the call for the internet re-
searchers to understand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this cyberspace 
has become loud and clear.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thesis were twofold. First, it 
investigated the cognitive change of the young people from the schema-based per-
spective systemically. Second, from the viewpoint of schema change, it compared 
group schema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ree periods, by using open 
coding and axial coding.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based on qualitative data is nar-
rative research to probe into young people who’s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different period (t1, t2 and t3). There are six schematas on the t1 period; at the 
end of t2 period has four, and the last period of t3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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