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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Baddeley 的工作記憶模型與認知學習理論進行高齡者的介面操作訓練，探討工作記憶

系統屬性、介面模式與操作訓練方式對資訊介面操作績效的影響為本研究的目的。64

名高齡受測者分成 4 組高低能力之聽覺數字記憶廣度與視覺空間記憶廣度之工作記憶系

統屬性組別，進行介面操作訓練。實驗結果顯示，在分別操作直接式介面模式與階層式

介面模式的任務時，對不同工作記憶系統屬性的高齡者施以不同操作訓練方式確實會產

生顯著性的影響。尤其 1. 操作階層式介面模式任務時，工作記憶系統能力高的高齡受

測者，介面操作績效優於低工作記憶系統能力的高齡受測者。但在直接式介面模式任務

則無差異。2. 操作階層式介面模式任務時，陳述性訓練方式可以提升高聽覺數字記憶廣

度的高齡者操作績效，優於程序性訓練法。對於低聽覺數字記憶廣度與低視覺空間記憶

廣度的高齡者，程序性訓練法之操作績效則優於陳述性訓練法。3. 操作階層式介面模式

任務時，高齡受測者會因本身工作記憶屬性與操作訓練方式的影響，必須進行認知資源

的統整和訓練方式的消化與吸收，整體績效上則低於直接式的介面模式任務。 
 
關鍵詞：高齡者、工作記憶系統屬性、操作訓練、介面模式 
 
 

Ⅰ. 緒    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科技日新月異的快速發展，改變許多高齡者原本的生活與

工作方式；如何讓高齡者能夠融入資訊科技的生活環境是

一件刻不容緩之事。在歐美等先進國家，高齡者使用各項

資訊科技已十分普及，其政府也提供完善的資訊科技教

育，協助其適應科技社會的快速變遷  (Shapira, et al., 

2007)。若高齡者可以熟練的靈活應用相關資訊產品，將大

幅提升其生活品質：例如透過普及化的多功能數位影音商

品進行娛樂活動，增進生活樂趣 (Rice and Alm, 2008)；使

用行動電話增進人際互動的情感交流，運用電腦網際網路

可協助高齡者獲得多采多姿的生活資訊 (Czaj and Lee, 

2007; Stark-Wroblewski, et al., 2007)；新概念的任天堂Wii

遊戲機，也能讓高齡者與家人一起共享遊戲的樂趣；在醫

療上，遠端照護與即時訊息的醫療通訊產品，將透過網際

網路提升醫生與高齡者醫療關係上的互動，以達到醫療照

護的目的 (Ballegaard, et al., 2008; Wilson, et al., 2008)。但

是，高齡者因不諳相關資訊科技，迫使其提早離開職場，

造成人力資源的浪費。若具有適當的資訊科技能力，就可

持續參與或延續過去職場的工作，提高整體的勞動參與

率，對於高齡者本身經濟能力的維護、國家財政負擔減輕、

稅收來源、及未來高齡產業的消費能力、及減少疾病與健

康支出等，將有所助益。 

因此，如何讓高齡者能享有愉快的生活，與延伸高齡者的

就業機能是目前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此二項課題，均與

學習有關。學習應被視為高齡者生活中不可或缺的部分，

因為學習有助於維持心理和身體健康，並幫助高齡者能夠

獨立自主地生活，進而融入資訊社會中而不至於被淘汰 

(林麗惠, 2006; 黃富順, 2006; 魏惠娟等, 2008; Rogers, et al., 

2007)。 

從高齡者學習的過程中，可發現高齡者參加越多的學習活

動，就越能融入日常生活，對個人生涯發展產生極大的幫

助。所以，讓高齡者繼續學習並在社會扮演一定的角色，

將可以協助高齡者成功的老化 (林麗惠, 2007)。國內高齡者

學習議題的研究中，已有不少政府單位與專家學者透過成

人教育理論、社會學等觀點廣泛探討如何協助高齡者學習

(黃明玉等, 2003; 黃富順等, 2008; 蔡文瑞, 2006)，也訂定

了完善的高齡者教育政策發展方向 (教育部, 2006)；但高齡

化資訊社會下所強調的，在於鼓勵高齡者利用資訊產品連

結各項生活網絡，以強化高齡者對現代化生活的適應能

力；因此更必須要針對高齡化資訊社會，提供適合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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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介面之教育訓練與課程規劃。除了可以比較教學模

式、探討電腦學習障礙與學習態度的議題 (王百合, 2007; 

李青蓉, 2003; 林勤敏, 2002; 唐玄輝和劉凱明, 2007; 陳淳

迪, 2007; 蔡喬育等, 2007)，提出教學策略與建議，研究議

題也宜針對高齡者退化程度探討資訊介面的訓練規劃，以

因應高齡者個人能力差異的現象，滿足實際上的學習需求

與反應社會趨勢，其研究結果亦可作為資訊介面設計之參

考。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探討、實驗的規劃與設計、結果的分

析與討論，其研究目的如下： 

1. 瞭解高齡者不同工作記憶屬性間的差異。 

2. 在認知學習理論概念下，檢視適合高齡者介面操作的訓

練方式。 

3. 以工作記憶系統屬性差異為基礎，探討在操作不同介面

模式下，工作記憶系統屬性與介面訓練方式對於高齡者

操作資訊介面績效的影響。 

Ⅱ. 文獻探討 
2.1 高齡者認知能力與產品介面操作 

高齡者使用資訊產品，往往因複雜的資訊介面和功能，而

產生操作障礙與挫折感；更因沒有使用經驗或是過去其他

經驗的干擾，而容易發生焦慮與認知疑惑的現象 (Chang, 

2005)。高齡者與一般年輕族群的主要差異，在於因為老化

所產生的各項身心機能退化；對於設計人員而言，必須針

對高齡者運動、知覺與認知退化所產生的問題點，提出不

同的解決方法 (Charness, 2008; Demirbilek and Demirkan, 

2004)。若設計師不正視此問題，就會導致設計概念與使用

者心智模式不一致的問題 (Hawthorn, 2007)。高齡者在操作

資訊介面的過程中，許多資訊需要透過大腦不同的認知區

域，進行編碼解碼的訊息處理，並仰賴工作記憶 (working 

memory) 進行複雜而動態的認知運作 (Birren and Schaie, 

2006)。 

工作記憶是指個體在進行認知學習的過程中，對訊息的「暫

存」(short term storage) 與「處理」(process) 能力，為訊息

處理系統中一個主動參與的部分，對進入的訊息做短暫的

儲存，有容量與能力 (capacity) 上的限制 (Daneman and 

Carpenter, 1980)。而工作記憶在訊息處理系統中不僅儲存

原始訊息、扮演計算與轉換訊息的角色，還儲存了訊息經

過計算與轉換後的結果。Baddeley (2003) 依照不同的性質

與功能，將工作記憶區分成中央控制 (central executive)、

語音迴路 (phonological loop) 與視覺空間模版 (visuospa-

tial sketchpad) 等三個附屬成分；此工作記憶模型強調訊息

處理上的支配功能，整合聽覺與視覺訊息，使之成為有意

義的區塊。並透過中央控制系統協調訊息的抑制、分配、

提取、移轉等與注意力 (attention) 及統合力 (coordination) 

相關之作業 (Baddeley, 2003; Just and Carpenter, 1992)，完

成複雜的認知處理過程。因此工作記憶是一個集合概念，

強調具有獨立資源的附屬系統，有其不同的屬性功能；不

同工作記憶系統屬性與能力高低是影響使用者操作介面任

務的關鍵 (李玉琇, 2000)。透過魏氏記憶力量表第三版 

(WMS-III)，聽覺數字記憶廣度測驗 (Digit Span，簡稱DS)

與視覺空間記憶廣度 (Spatial Span，簡稱SS) 等兩項工作

記憶功能測試 (single working memory function test) 的定

義，可瞭解聽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測驗所強調的概念在

於可以評量受測者的專心程度、被動暫存及對所接受訊息

的判斷處理能力；視覺空間記憶廣度 (SS) 測驗則可量測

受測者對空間訊息貯存，以及複雜訊息轉換的能力，故此

兩項測驗可分別代表個人的認知處理速度與空間視覺化組

織能力 (Ryan, et al., 2000; Wechsler, 1997)，符合工作記憶

的屬性定義與系統分工功能 (花茂琴等, 2005)。因此，認知

心理學家認為工作記憶是個體在學習、智力、推理及問題

解決能力上重要的指標 (Conway, et al., 2007; Raphaelle, et 

al., 2005)。工作記憶是學習的關鍵成分，不同工作記憶系

統屬性的能力較高，其注意力與學習能力可能會越好。但

在高齡者認知能力退化的情況下，釐清不同工作記憶系統

屬性與學習之間的關係，仍是重要的課題。 

一般而言，高齡者的認知能力，包括智力、記憶力、注意

力、工作記憶與搜尋能力等都會隨著年齡的增長而產生退

化的現象 (Gilbert and Rogers, 1999; Hawthorn, 2000; Pak, 

et al., 2008)。這些退化的認知能力也影響到高齡者學習與

操作產品介面的績效 (Boulton-Lewis, et al., 2007; Echt, et 

al., 1998)。例如，操作資訊介面過程中，使用者必須搜尋

各層選項組合的資訊，其中介面顯示的功能選項及目錄的

排列會牽涉到工作記憶系統屬性中的視覺空間記憶廣度能

力  (Freudenthal, 2001; Pak, et al., 2006; Sweller, 1993; 

Vicente, et al., 1987)；其他如文書處理應用程式或是電子郵

件的互動操作介面，也都牽涉到如工作記憶廣度與知覺處

理速度等認知能力 (林迪意和莊明諺, 2004; Freese, et al., 

2006; Lin and Hsieh, 2006; Sharit, et al., 2008)。因此，針對

高齡者資訊介面設計，除了呈現簡單易懂的介面，讓高齡

者以較低的身心負荷操作外 (Persad, et al., 2007)，還必須

考量在操作不同介面模式時，其工作記憶能力的限制，為

高齡者建立一個良好之訓練方式。這不僅提供完善的操作

Wang-Chin Tsai and Chang-Franw Lee    Effects of Training Methods and Working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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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也可藉由訓練的過程獲得較佳的理解能力，繼而熟

悉資訊介面的操作 (Bruder, et al., 2007; Dickinson, et al., 

2005)。 

2.2 認知學習理論與介面操作訓練 

許多有關高齡者學習的研究結果均支持高齡者仍然有學習

新科技的能力  (Fernandez-Ballesteros and Calero, 1995; 

Githens, 2007; Slegers, et al., 2007)，發現不論是高齡者或是

年輕人，經學習或訓練後，可以改善其認知能力，並認為

若可以配合高齡者的學習型態並輔以適當的訓練方式，將

使訓練結果更成功、擁有較高的介面使用滿意度及操作能

力 (Jamieson and Rogers, 2000; Kramer and Willis, 2002; 

Ownby, et al., 2008)。另外，當高齡者有機會接受訓練或使

用說明書來熟悉介面的操作技巧時，也會更有興趣使用資

訊 產 品 以 串 連 生 活 網 絡  (Dickinson and Hill, 2007; 

Dunlosky, et al., 2003; Hickman, et al., 2007)。但是高齡者在

學習上卻依然會面臨許多的困難，除了生理自然老化的因

素之外，經驗干擾、注意力無法集中、記憶力退化等，都

是影響高齡者學習效率的因素 (Gist, et al., 1988)。面對高

齡化社會與資訊產品使用普及的環境下，如何充分有效地

運用高齡者不同的認知特質與知識儲存架構，搭配不同的

訓練方法，以達到較好的操作績效，為教育訓練的重點。 

本研究透過訊息處理論中的認知學習理論，採用程序性知

識  (Procedural knowledge) 與 陳 述 性 知 識  (Declarative 

knowledge) 概念，探討以此兩種知識模型為基礎之訓練方

式 (Anderson, 1982)，如何影響對高齡者操作不同資訊介面

模式的任務績效；因知識結構與受測者的介面操作表現之

間具有關聯性 (Ball, et al., 2002; Mead and Fisk, 1998)，同

時此兩種概念所衍生出的操作訓練方式已普遍運用在相關

學習領域上 (張新仁, 2003)，因此本研究應用此概念發展的

訓練方式具有其理論基礎。陳述性知識結構是透過「組織」

的運作策略，是一種事實與真理方面的知識；也可稱為

know what的知識，將不同知識分類與階層化，並假設能夠

提升記憶、理解等認知表現。而人們是如何運用陳述性知

識來促進學習活動呢？因陳述性知識的最小單位是概念，

兩個概念相互連結後，可以形成有意義的命題，不同的主

題結構如經過有效的連結則會形成命題網路 (proposition 

network)，最後在進一步組織成陳述性知識 (Gagne, et al., 

1993)。陳述性知識是以階層 (hierachy) 的方式存放在長期

記憶結構中 (Collins and Quillian, 1969)，因此人們在學習

一種新的陳述性知識時，通常會透過組織 (organization) 與

詳細論述 (elaboration) 的兩種運作歷程，使新舊概念作出

最好的連結 (周水珍, 2003)。所以陳述性知識訓練法是以意

義化的原則將所有的訊息屬性結構化，例如一個操作介面

的層屬架構十分複雜，以此陳述性知識訓練法就能協助學

習者瞭解其功能選項間的脈絡關係與歸類方式。 

程序性知識結構為一種「知道要如何完成某件事情」的知

識，是know how的知識。此類型知識的運作是以「若」(if)

「則」(then) 的假設考驗方法進行的 (Anderson, 1982)。程

序性知識運作相當強調自動化的技能。自動化處理是程序

性知識學習的核心，因此，個人在操作過程中就不需要隨

時注意去處理某些訊息；程序性知識的概念運作須歷經「認

知階段 (cognitive stage)」、「聯結階段 (associative stage)」

與「自律階段 (autonomous stage)」等三個階段 (Anderson, 

1983, 1989)。「認知階段」指的是「釐清問題情境」的階

段，「聯結階段」是指「將知識概念序列化」的階段，「自

律階段」是指「程序性技能知識自動產生的階段」。以程

序性知識所發展的訓練法在於訓練個體在不同的情境中遇

到問題時，快速從其知識系統中活化與此問題情境相關的

訊息，再經由分析與決斷的過程提出解答此困境的可行性

辦法，最後則依據研擬的辦法執行問題解決的行動。例如

在操作單一功能且重複性的介面任務，透過程序性的知識

即能協助學習者產生例行性的自動化操作反應，快速完成

任務。 

由上可知，陳述性與程序性訓練皆是掌握學習內容組織架

構與主要概念萃取的有效訓練方式，以訊息處理與認知學

習等理論面分析其中隱含的一連串訓練活動。Hickman等 

al. (2007) 在研究中即是以此概念為導向發展「行動指導」

(Guided Action Training) 與「注意力指導」 (Guided At-

tention Training) 等兩種訓練方式，主要是為了減低高齡者

使用科技產品時工作記憶的負荷。因此，對高齡者在操作

介面的過程，利用此兩種訓練概念可以促使一連串的訊息

處理與決策思考等認知行為，也可減低使用科技產品時的

認知負荷；其中「陳述性知識訓練法」則是協助分配注意

力資源，使用間接的教導，利用「觀念理解」的方式及過

程，協助高齡者瞭解整體操作介面的概念與脈絡，繼而完

整瞭解產品介面的使用方式。而「程序性知識訓練法」是

為了減少對記憶儲存的負擔，而使用「一步一步」的教學

方式，著重在操作步驟上的指示及操作，協助高齡者快速

有效的記憶操作步驟，完成操作任務。 

2.3 研究假設 

如上述的文獻探討內容，可得知目前高齡者介面的相關研

究中，鮮少運用高齡者不同的認知特質與知識儲存架構，

搭配不同的訓練方式探討介面操作性的議題。因此，本研

究假設不同工作記憶系統屬性下的高齡者，在透過不同的

認知訓練方式，操作不同模式的資訊介面時，對其操作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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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產生的影響。 

Ⅲ. 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高齡者工作記憶能力退化的觀點，透過工作記憶

系統屬性的分類與能力量測，將高齡者分組，並接受不同

的操作訓練方式，評估其在操作不同介面模式任務下之主

觀評價與操作績效。繼而分析與探討如何提供高齡者有效

的操作訓練方式，以作為未來資訊介面訓練與規劃的參考。 

3.1 實驗設計與程序 

為探討適合不同工作記憶系統能力差異的高齡者產品介面

訓練方式，本實驗設計共有工作記憶系統屬性、操作訓練

方式與介面模式三項的自變項，且為了避免高齡者各項學

習效應的干擾，故採用4×2×2之3因子的混合實驗設計

(Dickinson, et al., 2007)。其中工作記憶屬性 (聽覺數字記憶

廣度高、聽覺數字記憶廣度低、視覺空間記憶廣度高與視

覺空間記憶廣度低)、與操作訓練方式 (陳述性訓練法與程

序性訓練法) 皆為獨立樣本自變項，各有4個與2個處理水

準；介面模式為相依樣本，2個處理水準。依變項有介面操

作時間與主觀評價。本實驗程序如圖1所示，受測者需先填

寫基本資料，爾後接受工作記憶測驗與分組。不同工作記

憶系統屬性的高齡者分成4組後，分別接受2種操作訓練方

式的介面任務學習，主要教學內容分為5個直接式介面模式

與5個階層式介面模式的訓練，完成訓練後，受測者填寫訓

練後之主觀評價問卷，為5點Likert量表，問卷內容為訓練

方式之主觀滿意度，與訓練方式內容等評價項目。爾後再

進行操作績效測試實驗 (共有6個應用測試任務，其中3個

為直接式介面模式任務，其餘3個任務為階層式介面模式任

務)。實驗結束後，贈送受測者精美禮物。有關受測者、工

作記憶能力屬性、介面訓練方式與介面任務的說明，詳見

以下內容。 

3.2 受測族群 

本實驗參考Dickinson等  (2007) 的研究，配合研究的主

題，以具有學習動機與意願的高齡族群為抽樣母體，故實

驗開始前，利用社區大學名冊資料並配合亂數表，以簡單

隨機抽樣的方式，在社區大學招募120位的高齡受測者。個

別量測受測者的工作記憶能力，所採用的項目為Baddeley

工作記憶模型概念。本研究考量高齡者因為體力上較虛弱

且易疲勞，在神經心理評估工具之挑選，以簡便能快速完

成且有足夠信效度的測驗工具，故採用中文版魏氏記憶力

量表第三版 (WMS-III) 中的聽覺數字記憶廣度測驗 (DS) 

與視覺空間記憶廣度 (SS) 等兩項分測驗，評定個人的工

作記憶系統屬性與容量。其中60人接受聽覺數字記憶廣度

測驗，另60人接受視覺空間記憶廣度測驗。試題難度由每

組兩個測驗開始做起，逐次累加到回憶表現的最大量，即

為該受測者的聽覺數字記憶廣度與視覺空間記憶廣度的容

量。聽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測試有兩部分，第一部分要

求受測者依序重複背誦實驗者所說的一系列數字串；第二

部分則要求受測者以相反的順序背誦，兩部分共計最高總

分為30分。視覺空間記憶廣度 (SS) 採用立體積木，分別

有0至9等十個數字在不同的積木上。第一部分要求受測者

依序重複指出實驗者所觸碰一系列加長且位於不同空間位

置的積木。第二部分則要求受測者以相反的順序指出來，

兩部分共計有32分。上述兩項分測驗量測總時間約為25分 
 

 
圖1  實驗流程圖 

程序性訓練法
(Procedural

Training Method)

高DS組-8人 高DS組-8人

低DS組-8人 低DS組-8人

陳述性訓練法
(Declarative

Training Method)

高SS組-8人 高SS組-8人

低SS組-8人 低SS組-8人

操作訓練內容

5個直接式操作介面模式任務訓練
5個階層式操作介面模式任務訓練

操作績效測試

3項直接式操作介面模式測試
3項階層式操作介面模式任務測試

主觀評價

120 位受測者參與工作記憶測驗並分組 

Wang-Chin Tsai and Chang-Franw Lee    Effects of Training Methods and Working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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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經過量測之後，觀察全體受測者的工作記憶數據，並

篩檢符合本研究條件的受測者。首先將受測者的總分依高

低順序排序，進一步透過Shapiro-Wilk test的常態性檢定，

檢測受測者資料樣本是否為常態分配。結果顯示測驗樣本

為常態分配 (p>0.05)，拒絕虛無假設。因此，在常態分配

下，最適當的比率是高低分組各佔27% (Kelley, 1939)。在

一般的測驗與評量中只要介於25%至33%均可，如果是標準

化測驗的話，習慣上仍採用27%作為高、低組別分組的標

準 (陳英豪，吳裕益，1990)。故將兩項分測驗的高分組 (前

27%人數) 與低分組 (後27%人數) 依臨界分數篩選出高聽

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組別16人 (60×27%=16)、低聽覺數

字記憶廣度 (DS) 組別16人、高視覺記憶廣度 (SS) 組別

16人與低視覺記憶廣度 (SS) 組別16人。爾後再分別接受

不同操作訓練的介面操作實驗。此64位高齡受測者 (58歲

至70歲，平均年齡62.9歲，標準差2.2歲)。教育程度為國小

2人，國中25人，高中36人，大專以上1人，健康狀態普遍

為良好狀態，居住狀況為與配偶同住或是與子女同住。此

外，高齡受測者多處於退休狀態，其語文能力為中文，具

有電腦滑鼠基本操作能力和接觸日常生活家電產品之經

驗，每週使用電腦1-2次，使用時間為1個小時，主要為網

路瀏覽，無本研究採用Windows Media Player V11.0軟體的

操作經驗。 

3.3 操作訓練方式、介面模式與典型任務 

訓練方式的應用，對於身心機能退化的高齡者在學習使用

上極為重要，而工作記憶退化對於高齡者之學習是一項關

鍵的因素，若能以認知基礎發展相關的訓練方式教導高齡

者，即是一大優勢。本研究導入認知學習理論的訓練方式：

即「陳述性訓練法 (Declarative Training Method)」及「程

序性訓練法 (Procedural Training Method)」，訓練高齡者操

作資訊介面。本研究以Microsoft 之Windows Media Player

介面作為高齡者訓練之實驗介面。根據研究顯示，現有及

未來的資訊介面發展概念的趨勢可歸納為：直接式操作概

念 (圖2) 與階層式操作概念 (圖3) 之介面模式 (Lee and 

Tsai, 2007; Moggridge, 2007)。而Windows Media Player包含

此2種操作介面概念的操作任務，因此採用此介面作為訓練

的媒材。其中，直接式介面模式的操作概念，在於操作過

程中必須觀察功能選項的對應位置、圖示大小與分佈的範

圍，需要較直覺的判斷技巧。而階層式操作概念介面模式

任務會有不同的步驟順序，因為階層式介面會以層次化的

形式來組織介面內的功能選項，把功能加以歸類，並且提

示使用者如何透過選項上的設定方式，增進使用者對架構

的理解。同時建立一個基本的系統化之層屬關係架構，使

操作介面可視化 (visualization)，提供指示讓使用者知道現

在所處狀態，並且讓使用者可以輕易地在各種功能選單之

間切換。因此，此兩種介面模式的呈現，分別代表不同任

務底下所衍生的操作概念，使用者必須利用不同的工作記

憶資源來處理任務。 
 
 

 
 

圖2  直接式操作概念介面模式 
 
 

 
 

圖3  階層式操作概念介面模式 
 
 

使用性工程中，針對典型任務的定義為，任務本身必須具

有代表性，可以符合使用者操作一般介面的基本需求，同

時可以透過任務的分析找出潛在的使用性問題 (Nielsen, 

1993)。本研究基於上述使用性工程典型任務的設計與安

排，針對此資訊介面的使用性原則，挑選如表1所示的播

放、設定與檔案管理等10項操作任務，作為介面樣本的主

要訓練內容；其中直接式介面模式任務共有暫停歌曲、調

整歌曲音量、調整曲目順序、刪除曲目與調整歌曲播放速

度等5項；階層式介面模式任務則包含播放檔案歌曲、尋找

特定資料夾播放歌曲、選取歌曲檔案至媒體櫃播放、尋找

特定媒體櫃播放歌曲與將歌曲另存新檔至特定位置等5項

任務。本研究將直接式操作與階層式操作的介面模式，透

過兩種操作訓練的方式教導給不同工作記憶系統屬性的高

齡學習者，繼而探討對操作績效的影響與工作記憶模型下

子系統屬性之間的關係；並且以小班制的分次教學訓練高

齡者，每次8名受測者。在課程進行之前，先與3位資深的

高齡教育工作者討論任務的內容、講述的方式和教室環境

是否適合高齡者，以避免訓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干擾因

素。整體課程訓練時間共30分鐘，同時在完成整體訓練任

務後，請其填寫主觀評價問卷。操作訓練方式與步驟內容

之重點摘要，如表1所示。 

3.4 操作訓練績效任務測試階段 

操作訓練結束之後，徵詢高齡者的同意，進行操作訓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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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理解與偏好主觀評價，共有3個問項；爾後再接著進行

操作訓練績效任務的施測。操作訓練績效可由兩個面向探 

討，一則為探討訓練後的技能保存能力，確認受測者是否

可以在訓練之後，將習得的知識技能正確保存於知識系統

中 (Schmidt and Bjork, 1997)。另外，從立即的介面操作成

效表現來判斷受測者在當下的學習狀況與獲得立即的意見

回饋表達，重點在於立即檢視受測者對於訓練方式的看法

與融會貫通的程度，同時也可避免其他干擾變項影響實驗

的整體誤差 (Baldi, 1997)。因為高齡者的教育訓練著重在

協助其獲得新的資訊、培養合適的能力與態度，藉由訓練

策略與環境氣氛之塑造，產生立即正向持續的學習氣氛 

(林麗惠, 2007)。因此，本研究採立即施測的方式檢視高齡

受測者在績效與成就感上的滿足。受測者在績效測試之實

驗為「沒實際訓練過之測試任務」，作為受測者是否理解

之測試實驗，並可視為教學訓練課程的應用篇；其任務的

操作概念及步驟相同，但在關鍵字的使用有所落差，如在

開啟檔案的名稱與訓練時所使用的名稱不同。而在直接控

制的應用也與訓練課程不一樣，如音量調整是以調整到最

小聲為完成任務，與教育訓練課程調整到最大聲的任務有

所差異。操作績效任務測試共有6項，直接式操作概念模式

與階層式操作概念模式各3項，每項任務皆隨機出現。過程

中透過電腦軟體紀錄每項任務之操作時間，由任務開始到

任務完成為止，即為該任務的完成時間；爾後分別取其平

均任務時間作為該介面概念的操作績效。 

 
表1  操作訓練方式與步驟內容之重點摘要表 

直接式操作介面模式 
操作任務 訓練解說大綱 
1. 暫停歌曲 

陳述性知識訓練法 
這邊有一個控制面版，您只要瞭解每個按鈕分別代表一個

功能。就好像是汽車暫停燈按鍵一樣。因此要暫停歌曲就

必須按下暫停按鍵，此時確認沒有任何聲音產生。 

程序性知識訓練法 S1 請您在播放的控制項，直接點選暫時停止的圖示來暫

停這個曲目的播放/S2 沒有聽到聲音 
2. 調整歌曲音量 

陳述性知識訓練法 這個拉桿代表音量的大小聲 越左代表越小聲，越往右代

表越大聲，就好像是菜市場傳統秤鉈的道理一樣。 
程序性知識訓練法 S1 調成最大聲 (往右拉到底) /S2 聲音明顯變大即算完成。

3. 調整曲目順序 

陳述性知識訓練法 
這裡有 7 首歌，就像是一個算盤上面的算珠，您要聽哪一

首就可以直接選那一首歌來切換。(操作後，講解前一首

曲目與後一首曲目是一樣功能但不同方向)。 
程序性知識訓練法 S1 請按下一首曲目/S2 聽到不同音樂。 
4. 刪除曲目 

陳述性知識訓練法 
請在歌曲狀態中選擇任務所要的歌曲，並思考功能列上，

刪除圖示的意義，爾後嘗試按下選項之後觀察不同的地

方。 
程序性知識訓練法 S1 選擇 (歌曲) /S2.按下鍵盤 Delete 鍵/S3 歌曲刪除。 
5. 調整歌曲播放速度 

陳述性知識訓練法 
請您思考速度本身的意義並在播放的控制項中嘗試選擇

快速播放的按鈕。體會播放速度變快與變慢的差異。就像

是汽車加速與減速的感覺。 

程序性知識訓練法 S1 播放/S2 點右下方按鍵一下變成 1.4ｘ/S3 再點一下/S4
再點一下/S5 變 5X。 

階層式操作介面模式 
操作任務 訓練解說大綱 
6. 播放檔案歌曲 

陳述性知識訓練法 
許多檔案分佈在電腦中。建議觀察不同檔案的特性與圖

示。(如去菜市場買菜時，針對所想要的物品作挑選的動

作)，並嘗試執行選取動作，音樂產生即算完成。 

程序性知識訓練法 
S1 選取「檔案」/S2 按下「開啟 (檔案)」/S3 在「懷念老

歌」資料夾選擇「小城故事/S4 按下「開啟」播放/S5 音樂

播放/S6 聽到音樂。 
7. 到特定資料夾播放歌曲 

陳述性知識訓練法 

就如在冰箱中冷凍區拿到想要喝的飲料。觀察工具列上不

同的檔案類型，並思考所要的功能為何，再選擇您要的歌

曲 (飲料)；您要試著找出您現在想要選擇哪個按鈕來執

行，開啟後有聲音即算成功。 

程序性知識訓練法 
S1 檔案/S2 開啟 (檔案) /S3 按下「實驗歌曲」旁的向下箭

頭按鈕符號/S4 按「D」槽/S5.點選中文歌曲資料/S6 點選

「何日君再來」/S7 開啟/S8 聽到音樂。 
8. 選取歌曲檔案至媒體櫃播放 

陳述性知識訓練法 

請思考如何將檔案移動的方式，有如用手拿取物品至購物

籃中的取出與取入概念。ctrl 的用意是可以選擇你要的多

首音樂。請您嘗試進行拖曳動作並放到播放介面並播放，

音樂產生即算完成任務。 

程序性知識訓練法 

S1 按「媒體櫃」/S2 做視窗移動動作/S3 打開「實驗歌曲」

資料夾且移到右邊/S4 按住 ctrl，滑鼠按住「我只在乎您」

與「淚的小雨」/S5 拖曳移動到左邊的介面移開滑鼠按鍵

/S6 按「播放」即完成/S7 聽到音樂。 
9. 尋找特定媒體櫃播放歌曲 

陳述性知識訓練法 

階層架構的概念，有如一個唱片商店散佈了許多音樂 CD
片。你有好幾個櫥櫃可以去選擇。譬如一開始你需要從「所

有音樂」展開選擇，慢慢的依序展開，並思考這裡不同的

音樂整理方式：「專輯」、「演出者」與「音樂類型」，再選

擇所要求的任務選項，音樂產生即算完成任務。 

程序性知識訓練法 
S1 媒體櫃/S2 點選所有音樂前的+號/S3 點選演出者前的+
號/S4 選擇鳳飛飛/S5 在另一個面板上選擇「好好愛我」/S6
播放即完成/S7 聽到音樂。 

10. 歌曲另存新檔至特定資料夾 

陳述性知識訓練法 思考檔案額外儲存與移動的意義。嘗試利用工具列上的功

能作另存音樂的動作。 

程序性知識訓練法 S1 選擇檔案/S2 另存媒體/S3 確認選定桌面後按儲存 S4 縮

小面框/S5 確認是否在桌面上即算完成 

 
表2  操作績效測試任務內容 

操作績效測試任務 訓練概念來源 
階層式操作概念模式  
T1 從「經典金曲」資料夾用開啟「橄欖樹」

這首歌，播放此首歌 
訓練任務 8 應用題

T2 請您從媒體櫃，利用階層選取找出演出

者「蔡琴」尋找「被遺忘的時光」播放 
訓練任務 9 應用題

T3 請您從現正播放的「被遺忘的時光」另

存媒體檔案在桌面上，並檢查桌面上是

否有檔案在上面 

訓練任務 10 應用

題 

直接式操作概念模式  
T4 請您先「播放」歌曲，接下來聽我指示

動作，先「暫停」，再「播放」，再使整

首歌「停止」下來。 

訓練任務 1 應用題

T5 麻煩您播放此首歌曲，並把歌曲速度調

快成「更快速播放 2x」 
訓練任務 5 應用題

T6 請您把此首歌的音量用調整的方法，調

到最小聲到無聲為止 
訓練任務 2 應用題

 

3.5 數據分析 

本研究係以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SPSS 12.0) 分析各項資料，統計程序主

要為三因子變異數分析。本研究假設為訓練方式與工作記

憶屬性對高齡者操作資訊介面會有顯著性差異。在實施分

析時，以工作記憶系統屬性、操作訓練方式與介面操作模

式為自變項，以操作任務之績效為依變項，並以F考驗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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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對操作任務時間之交互作用，如達到交互作用顯著水

準，則符合研究假設，並藉由條件篩選 (condition selection)

方式進行單純主要效果 (simple main effects) 考驗；其檢定

結果以p<0.05作為自變項對其依變項有顯著影響的判斷基

準。 

Ⅳ. 結果與討論 
4.1 高齡者之操作績效分析 

本研究的變異數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因自變數 (工作記憶

屬性、訓練方式與介面模式) 之間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則

再進行各因子的單純主要效果比較 (吳明隆，2003)，同時，

工作記憶屬性、操作訓練方式與介面模式之單純主要效果

的變異數分析中，在不同條件下的同質性考驗，假設α = 

0.05，以levene Statistic進行考驗的結果發現，其p值＞0.05，

均未達顯著水準，並未違反變異數同質性假設。根據研究

結果顯示 (表4)，高齡受測者操作階層式介面模式任務時，

透過陳述性訓練法的引導，其工作記憶屬性對操作績效有

顯著性的影響 (p<0.001)；經事後比較，高聽覺數字記憶廣

度 (DS) 的受測者績效高於視覺空間記憶廣度 (SS) 的受

測者，其次為低視覺空間記憶廣度 (SS) 與低聽覺數字記

憶廣度 (DS) 的受測者。同樣的，接受程序性訓練時，工

作記憶屬性也對操作績效有顯著性的影響 (p<0.001)。高聽

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和高視覺空間記憶廣度 (SS) 的受

測者績效相近，並優於低視覺空間記憶廣度 (SS) 和低聽

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的受測者。因此，受測者接受陳述

性訓練法與程序性訓練法之後，在操作階層式的介面模式

任務時，聽覺數字記憶廣度與視覺空間記憶廣度較高的受

測者，會有比較好的操作績效。高齡受測者在操作這類複

雜度較高的任務時，必須分心去注意任務與介面選項內容

的邏輯關係，繼而做出判斷。因此工作記憶能力較低的高

齡者，其聽覺數字記憶廣度與視覺空間記憶廣度的資源較

為不足，對於高齡者的認知負荷量較大，造成注意力不集

中和花費過多的時間做操作思考，而發生不斷嘗試錯誤的

操作歷程 (Gregor and Dickinson, 2007)。相對的高工作記憶

容量的受測者，可以運用足夠的資源記住介面任務中的重

要訊息，因而在關鍵操作概念的整合過程中可以獲得較佳

的成就，理解的表現優於工作記憶容量較低的受測者 (Just 

and Carpenter, 1992)。但操作直接式的介面模式任務，則沒

有任何差異。 

根據操作訓練方式之單純主要效果的變異數分析結果 (表

5) 顯示，對於高聽覺數字記憶廣度的受測者 (DS) 而言，

操作階層式介面模式任務時，操作訓練方式對操作的績效

有顯著性影響 (p<0.001)。透過陳述性訓練法的操作績效會

高於程序性訓練法。究其主因，可以推論陳述性訓練法對

於高聽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的受測者，可以協助分配注

意力資源並增加高階思考的形成，協助對訊息的處理與應

用，以增進問題解決思考方式與內在心智結構，發揮並延

續訓練的技能維持。因為陳述性訓練法主要著重在利用既

有知識的邏輯化推理方式，建構操作觀念，因此許多不同

性質的訊息可以有效被激發，以提供理解作業所需。 

對低聽覺數字記憶廣度的受測者 (DS) 而言，操作階層式

介面模式任務時，操作訓練方式對操作的績效也有顯著性

影響 (p<0.001)。程序性訓練的引導下所表現出的操作績效

會高於陳述性訓練法。同樣的，對低視覺記憶廣度的受測

者 (SS)，操作階層式介面任務時，訓練方式對於操作績效

有顯著性影響 (p<0.001)。程序性訓練法的引導下所表現出

的操作績效會高於陳述性訓練法。因此，對於低聽覺數字

記憶廣度 (DS) 的高齡者輔以程序性訓練法，應可透過制

式化的步驟引導，在工作記憶模型下的語音迴路子系統維

持記憶材料，達到語文知識的有效保存，以進入短期貯存

部位，等待接受中央控制部位的訊息處理。並控制注意力

並加深介面的操控與配置，以提供即時的反應動作，增加

操作績效。同時，視覺空間記憶廣度 (SS) 能力較不足的

學員，因為接受程序性訓練法之後，可以快速的在操作階

層式介面模式任務中，透過訓練的指引，協助與分配視覺

空間記憶廣度，活化工作記憶模型下的「視覺貯存部位」

(visual storage)，加深階層介面的功能認知與位置分佈觀

念，而讓高齡者執行任務時不會延遲太久，以致訊息從視

覺空間記憶系統中消失。 

由上述可知，陳述性的訓練方式透過概念建構與觀念敘

述，跨越不同介面階層間的任務重組與交互連結，其訓練

方式可提供高聽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的高齡者更多機會

去反覆思考不同知識間的關連性與意義性，在操作較複雜

的階層式介面模式任務時有較佳的績效。此外，研究顯示

高齡者在視覺資訊處理時 (Process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

較為遲緩 (Ryan, et al., 2003)，像是辨識介面選項的能力減

低 (Capitani, et al., 1988)，容易將介面選項視為破碎或不完

整。若可以在視覺搜尋目標方面，提供步驟性引導的位置

訓練法，協助轉換同類型的視覺空間資訊 (Duff and Logie, 

2001)，產生較好的操作績效 (Fisk, et al., 1997)。因此，在

操作階層式介面模式任務時，程序性訓練方法確實有助於

低視覺記憶廣度與數字記憶廣度的高齡者的績效提升。而

在操作直接式的介面模式任務時，高聽覺數字記憶廣度 

(DS)、低聽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與低視覺記憶廣度 (SS) 

的三群受測者，並無因為訓練方式的差異而產生操作績效

上的顯著影響。此外，高視覺記憶廣度的受測者 (SS)，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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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是在怎樣的介面模式任務底下，皆不受教育訓練方式的

差異對於操作績效產生顯著性影響。可能因為不同工作記

憶系統屬性的高齡受測者在操作直接式介面模式任務時，

已藉由兩種訓練方式，理解到操作的概念。因此，可以推

論這兩種訓練方式皆適合發展與應用在相關直接式介面模

式的操作任務上。 

根據介面模式之單純主要效果的變異數分析結果 (表6) 顯

示，對任何受測族群而言，接受兩種訓練方式的結果，直

接式介面模式任務的操作績效皆高於階層式介面模式任

務。在直接式的介面模式操作任務上，受測者對呈現的物

件做直接點選的操作動作，物件必須立即動態的呈現工作

進行狀況以及回饋工作的結果，並讓使用者清楚的看到。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可以推論在操作此類的介面模式任務

中，受測者可以藉由介面本身呈現的訊息引導，完成操作。

相對的，在操作階層式介面模式任務時，受測者可能因為

本身工作記憶屬性與接受的操作訓練方式影響，必須做工

作記憶資源的統整與訓練方式的消化與吸收，需要較多的

時間處理，故整體績效上低於直接式的介面模式任務。 

4.2 高齡者操作訓練後理解與偏好主觀評價 

本研究採用李克特尺度量表，應用受測者操作訓練後的主

觀評價。本研究使用5階段量尺的評定量表，針對不同操作

訓練方式的教學課程進行使用性的主觀評價，作為比較兩

種不同操作訓練方式對不同工作記憶差異高齡者的理解度

與滿意度的指標。如表7所示，高聽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受測者對於整體訓練方式的理解度與滿意度上，偏好陳述

性訓練法；而低聽覺視覺記憶廣度 (DS) 的受測者卻剛好

相反，偏好程序性訓練法。此外，視覺空間記憶廣度低的 
 
 

表3  操作時間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p值 (顯著性) 
受測者間      
工作記憶屬性 (A) 29357.23 3 9785.74 121.18 .000 
操作訓練方式 (B) 459.58 1 459.58 5.69 .027 
A * B 2607.13 3 869.04 10.76 .000 
群內受試 (A * B * S) 1695.88 21 80.76   
受測者內      
介面操作模式 (C) 282107.53 1 282107.53 2847.50 .000 
A * C 30572.81 3 10190.94 102.86 .000 
B * C 323.47 1 323.47 3.26 .074 
A * B * C 2327.07 3 775.69 7.83 .000 
A * B * C * S 9015.54 91 99.07   

 
表4  工作記憶屬性之單純主要效果的變異數分析結果 (表內數值為操作時間的平均值 (標準差)，單位：秒) 

變異來源 DS高 (A1) DS低 (A2) SS高 (A3) SS低 (A4) p值 (顯著性) 事後比較 
陳述性訓練法 (B1)       
直接式介面模式 (C1) 21.2 (4.4) 21.0 (3.3) 18.2 (2.4) 17.7 (3.4) .108 - 
階層式介面模式 (C2) 68.9 (6.7) 166.1 (4.5) 89.5 (20.1) 141.8 (14.8) .000 A1<A3<A4<A2 
程序性訓練法 (B2)       
直接式介面模式 (C1) 21.0 (5.1) 19.6 (3.8) 18.3 (3.1) 16.7 (2.4) .155 - 
階層式介面模式 (C2) 86.9 (9.7) 141.4 (17) 90.5 (13.9) 119.7 (14.2) .000 A1, A3<A4<A2 

 
表5  操作訓練方式之單純主要效果的變異數分析結果 (表內數值為操作時間的平均值 (標準差)，單位：秒) 

變異來源 陳述性訓練法 (B1) 程序性訓練法 (B2) p值 (顯著性) 事後比較 
DS高 (A1)    
直接式介面模式 (C1) 21.2 (4.4) 21.0 (5.1) .939 - 
階層式介面模式 (C2) 68.9 (6.7) 86.9 (9.7) .001 B1<B2 
DS低 (A2)     
直接式介面模式 (C1) 21.0 (3.3) 19.6 (3.8) .600 - 
階層式介面模式 (C2) 166.1 (4.5) 141.4 (17) .002 B2<B1 
SS高 (A3)     
直接式介面模式 (C1) 18.2 (2.4) 18.3 (3.1) .956 - 
階層式介面模式 (C2) 89.5 (20.1) 90.5 (13.9) .907 - 
SS低 (A4)     
直接式介面模式 (C1) 17.7 (3.4) 16.7 (2.4) .543 - 
階層式介面模式 (C2) 141.8 (14.8) 119.7 (14.2) .005 B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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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介面模式之單純主要效果的變異數分析結果 (表內數值為操作時間的平均值 (標準差)，單位：秒) 
變異來源 直接式介面模式 (C1) 階層式介面模式 (C2) p值 (顯著性) 事後比較 
DS高 (A1)     
陳述性訓練法 (B1) 21.2 (4.4) 68.9 (6.7) .000 C1<C2 
程序性訓練法 (B2) 21.0 (5.1) 86.9 (9.7) .000 C1<C2 
DS低 (A2)     
陳述性訓練法 (B1) 21.0 (3.3) 166.1 (4.5) .000 C1<C2 
程序性訓練法 (B2) 19.6 (3.8) 141.4 (17) .000 C1<C2 
SS高 (A3)     
陳述性訓練法 (B1) 18.2 (2.4) 89.5 (20.1) .000 C1<C2 
程序性訓練法 (B2) 18.3 (3.1) 90.5 (13.9) .000 C1<C2 
SS低 (A4)     
陳述性訓練法 (B1) 17.7 (3.4) 141.8 (14.8) .000 C1<C2 
程序性訓練法 (B2) 16.7 (2.4) 119.7 (14.2) .000 C1<C2 

 
表7  整體操作訓練方式之主觀評價表 

主觀評價問項    
Q1. 我覺得很容易去學習整個Media Player的課程-績效度 
Q2. 我覺得這樣訓練的方式非常容易理解-理解度 
Q3. 我覺得很滿意這種模式的教學方式-喜愛度 

5非常同意  4同意  3沒意見  2不同意  1很不同意 

工作記憶系統屬性 操作訓練方式 Q1主觀評價 Q2主觀評價 Q3主觀評價 
高聽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陳述性訓練法 (B1) 4.1 (0.6) 3.3 (0.5) 4.6 (0.5) 
 程序性訓練法 (B2) 3.0 (0.7) 

B2＜B1** 
4.2 (0.7) 

B2＜B1** 
3.5 (0.3) 

B2＜B1* 

低聽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陳述性訓練法 (B1) 2.5 (0.2) 3.2 (0.5) 3.3 (0.7) 
 程序性訓練法 (B2) 4.3 (0.6) 

B1＜B2* 
4.2 (0.7) 

B1＜B2** 
4.2 (0.5) 

B1＜B2* 

高聽覺視覺記憶廣度 (SS) 陳述性訓練法 (B1) 4.3 (0.5) 3.1 (0.4) 3.1 (0.5) 
 程序性訓練法 (B2) 4.2 (0.6) 

- 
3.2 (0.2) 

- 
4.2 (0.7) 

B1＜B2* 

低聽覺視覺記憶廣度 (SS) 陳述性訓練法 (B1) 2.3 (0.7) 4.3 (0.4) 3.8 (0.6) 
程序性訓練法 (B2) 3.1 (0.2) 

B1＜B2* 
3.2 (0.2) 

B1＜B2* 
4.0 (0.7) 

- 

 

受測者在操作訓練方式的滿意度，偏好陳述性訓練法；低

視覺空間記憶廣度 (SS) 的受測者在操作訓練方式的理解

度上偏好程序性訓練法。此結果可以整體操作績效的結果

相呼應，證實不同工作記憶系統屬性的高齡者，因不同的

操作訓練方式產生主觀評價的差異。 

Ⅴ. 結    論 

從上述的整體分析結果顯示，在操作直接式介面模式與階

層式介面模式的任務時，對不同工作記憶系統屬性的高齡

者，施以不同操作訓練方式確實會產生顯著的差異。未來

資訊產品介面的呈現內容，會以直接式介面模式與階層式

介面模式的概念並存，高齡者在操作此類介面過程，仍因

認知退化所產生的個人差異影響，產生許多介面使用性的

問題。而這些使用性問題可以藉由人因工程與使用性設計

改良提出解決，並提供訓練方式及產品說明，以提升高齡

者對產品的使用性。因此如何透過訓練，讓高齡者在資訊

產品及新興科技的使用上，能夠如年輕族群方便無礙操作

產品，是設計改良環節背後相當重要的部分 (Rogers, et al., 

1998)。因此，從研究結果可得到以下的結論： 

1. 操作階層式介面模式任務時，工作記憶系統能力高的高

齡受測者，介面操作績效優於低工作記憶系統能力的高

齡受測者；但直接式介面任務則無差異。 

2. 操作階層式介面模式任務時，陳述性訓練方式可以提升

高聽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的高齡者操作績效，優於程

序性訓練法。對於低聽覺數字記憶廣度 (DS) 與低視覺

空間記憶廣度 (SS) 的高齡者，程序性訓練法之操作績

效則優於陳述性訓練法。 

3. 操作階層式介面模式任務時，高齡受測者會因本身工作

記憶屬性與接受操作訓練方式影響，整體績效上則低於

直接式的介面模式任務。 

本研究結果應證操作訓練方式對於不同工作記憶系統屬性

的高齡者，在操作兩種介面任務的操作績效上具有顯著的

差異，雖然此研究未能支持所有不同認知能力差異者的假

設，但對於特定的工作記憶系統屬性與能力高低受測者，

可以透過本研究的兩種操作訓練方式，提供在產品介面之

教育訓練的參考。有鑑於此，當在設計介面技能訓練材料

時，必須避免所需的工作負荷超過訓練對象的工作記憶系

統負荷；尤其，對複雜、快速轉換的資訊操作介面而言，

顯得更為重要。透過教學訓練的設計，將操作程序與觀念

作適度的組合與重組化 (chunking)，使其符合使用者的工

作記憶屬性並提供有效的記憶輔助，以減輕學習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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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輝，劉凱明，2007，以海報式說明書增進中高齡者手

機的使用性，人因工程，第9卷，第1期，頁55-64。 
負荷，以提昇學習及操作的績效 (Xie, 2007)。而此結果也

呼應過去相關操作訓練的文獻 (Dickinson, et al., 2005; 

Hickman, et al., 2007)，認為針對高齡者提供的科技訓練，

必須依照個人的認知能力差異，發展合適的訓練方式。本

文旨在利用實驗設計法歸類不同工作記憶系統屬性的高齡

受測者，在操作兩種介面模式的任務過程中，施以不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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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意義、性質、與原理的瞭解，強化整體操作訓練的

意義。繼而透過不同的操作訓練方式，協助高齡者改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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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grounded on 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representative working 
memory model suggested by Baddeley.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eries of interface 
training program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the working memory attributes, inter-
face mode, and training method on interface mode performance. After completing a 
working memory function test, 64 older adults were divided into 4 different groups 
based on working memory attribute levels (higher/lower Digit Span and Spatial 
Span attribute group). Each group then participated in 2 training different methods 
to examine the resulting performance on interface mode tasks. Results show that the 
type of training method has main effects on different interface mode operations for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working memory attribute levels.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working memory attribute had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n hierar-
chical interface mode tasks; the greater the working memory capability, the better 
performance for each task. However, working memory did not have a main effect on 
the direct interface mode. 2. Follow-up performance analyses on hierarchical inter-
face mode tasks revealed that the training method had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n 
training method. Specifically, the declarative training method was superior to the 
procedural training method for older adults with high digit span attribute. Moreover, 
the procedural training method was superior to the declarative training method for 
low digit and spatial span attribute older adults. 3. More time is needed to perform a 
hierarchical interface mode task than a direct interface mode task; due to the former 
required the elder to integrate the cognitive resources and training method process. 
Therefore, the direct interface mode offered better task performance than the hierar-
chical interfa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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