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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眼球追蹤法探討衛教資訊中圖文對照對視覺注意力與理解度之影響 

林芳穗* 曾芷琳** 李靜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

摘 要

有效的衛教資訊設計及其內容不僅有助於推廣衛教資訊，喚起民眾對自身保健議題的意

識與警覺，且讓人能正確理解的衛教資訊內容，更能有助民眾記憶與學習，用以達到「預

防重於治療」的保健觀念。

本研究關注在人們如何感知以及理解以圖文對照之表現形式的乳房自我檢查流程資

訊，採用眼動追蹤法紀錄受測者的視覺注意力，包含觀看過程中受測者視線移動軌跡，

視覺焦點及停留時間；並輔以半結構式訪談，瞭解人們對圖文對照表現形式之訊息接收

情況，研究結果顯示：

1. 受測者普遍認為圖文對照形式較能達到幫助瞭解、記憶具有醫護理相關描述用詞的衛

教資訊內容。

2. 研究樣本編排一致造成受測者視線停留在主標題的時間較短，花較多時間於內文瀏覽

與圖形對照。

3. 受測者會因凝視具有指示方向的圖形，而產生停留在圖案訊息的時間比文字訊息時間

長的現象。

4. 衛教資訊內容之圖形具有指示方向符號，有助於動作上的理解、閱讀與記憶。

關鍵詞：視覺注意力, 眼動追蹤法, 衛教資訊設計, 乳房自我檢查

Ⅰ. 前 言 訊與健康服務的提供，同時降低環境風險；其二是透過健

1.1 研究背景 康資訊、教育與傳播 (information,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2009年臺灣行政院衛生署公布的「癌症登記報告」，臺灣 IEC)，激起民眾追求健康的需求，進而增加對可及健康服

主要死亡原因排名首位是惡性腫瘤，而乳癌高居台灣女性 務的利用 (Kar, Pascual, and Chickering, 1999)。健康傳播即

婦癌發生率第一名。根據行政院衛生署2007年公佈的流行 為人類健康與傳播或溝通之間的關係，而運用傳播的方

病學資料顯示，歐美婦女罹患乳癌的年齡大多是發生於更 式，用以改進公共衛生的問題，至少已有兩百五十年的歷

年期之後，臺灣則約有百分之五十的乳癌個案的發病年齡 史 (Atkin and Freimuth, 1989)。因此，衛教資訊除具有傳遞

是在50歲之前  (行政院衛生署, 2007)。臺灣婦女乳癌案例 與教育的功能，另一個主要目的是喚起民眾對自身保健議

中，有三分之二是發生在停經前，且小於40歲的患者約佔 題的意識與警覺，而有效的且讓人能正確理解的衛教資訊

15%，相較於歐美國家，比例明顯偏高，顯示臺灣的乳癌 內容，更能有助民眾記憶與學習。現今傳播媒體的高度發

婦女有年輕化的特性  (陳訓徹, 嬈啟明, 2003)。因此，為預 展，透過電視、廣播、報紙、雜誌、戶外及網路等大眾媒

防婦癌發生以及降低其發生率，婦癌防治中乳癌篩檢，是 體傳播通路，使得大眾擁有獲得傳播快速的健康資訊多元

國內推行婦女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政策之重點，用以喚起 管道，然而，各種健康資訊經由網際網路與媒體的報導與

婦女重視乳房健康之警覺。 傳播，雖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藩籬，卻也讓大眾淹沒在眾多

繁雜的健康訊息之中，因此，有效的衛教資訊設計及其內
衛生資訊是醫療保健和健康推廣中最重要的資源，因為它

容不僅有助於推廣衛教資訊，更與保健觀念與求醫行為息
是健康行為、治療與決定的重要指導策略 (Kreps, 1988)。

息相關，用以達到「預防重於治療」的保健觀念。
傳統上健康促進慣常使用的兩個策略：其一是增加健康資

Deering與Harris (1996) 將消費者健康資訊界定為能使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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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瞭解他們的健康，並為自己或家人做出健康相關決策的

任何資訊。健康資訊尋求被定義為搜尋和接收訊息，用來

幫助「減少關於不確定性的健康狀況」和「建構一個社會

和個人  (認知)健康的意義」(Tardy and Hale, 1998)，由此可

知，資訊設計為針對訊息內容呈現與傳達溝通的管道。而

根據國際資訊設計協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

tion Design, IIID) 對資訊設計的定義：旨在定義、計劃、形

成資訊內容及其所在環境，以達成可滿足使用者需求之特

定目的 (IIID, 2009)。Horn (1999) 則將之定義為一門綜合

藝術與科學的設計學門，與其他設計相比較，強調更能迅

速及有效地傳遞訊息，並指出資訊設計的三大主要目的：

1. 發展文件視覺化，使人能夠理解、有效、正確地再現，

並能輕易地轉化為有效的行動。2. 人機互動的介面設計，

讓人們操作儀器時更容易、自然且有趣。3. 讓人們在三度

空間中，以更容易且舒適的方法找到方向，也應用於虛擬

空間中。視覺的訊息能夠刺激內心的思維與情緒的反應、

感覺，也可以說服並給予觀者深刻印象，所以視覺訊息是

非常具效益的一種傳播方式。視覺傳播內容的認知與態度

研究，常立基於人類資訊處理理論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MacInnis and Jaworski, 1989)，心理學家

們透過研究人類資訊處理的過程，提出主張 (Hochberg and 

Brooks, 1962; Messaris, 1994; Rieber, 1995)：人們對於圖像

刺激的感應，是與生俱來的本能，但對於文字訊息的理解，

則是後天學習的結果。且許多相關研究亦顯示，人們對於

圖像的記憶遠超過對於文字的記憶  (Anderson, 1990; 

Badgett and Sandler, 1989; Mandler and Ritchey, 1977)。

1.2 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以乳房自我檢查流程做為本實驗之衛教資訊內容，

而目前針對乳房自我檢查流程的衛教資訊形式，無論是衛

教單張、線上衛教資訊內容、電子文件等多以圖文對照呈

現為主，本研究即以此最常見的表現形式，做為本實驗刺

激材料的樣本設計參考，透過眼動追蹤法記錄人們觀看視

覺刺激的視線軌跡，用以瞭解人們在接收以圖文對照為呈

現形式的衛教資訊內容時，所產生的視覺與心理的反應，

對於受測者在視覺注意力與理解程度之影響，進而提出有

效傳達衛教資訊內容的設計建議，目的有二：

1. 結合客觀測量與主觀的心理分析與評估：利用眼動儀測

量眼睛移動的實驗方法，得到人體反應的客觀數據，用

以彌補感性判斷所造成的誤差，提高本研究成果之效度

及參考價值。

2. 提供衛教資訊內容更精確之設計依據與建議：本研究經

由資訊之訊息接收度，包含視覺注意力、理解度的關連

數據，可提供衛教資訊內容設計時更精準之操控依據，

達到強化視覺傳達與資訊溝通之成效。

1.3 研究限制

有鑑於乳癌罹患的好發年齡層有逐年下降之趨勢，以及近

年來國內外醫學單位積極推廣年輕女性重視乳癌防治相關

資訊，進而落實「預防重於治療」的保健觀念，本研究限

制有二：

1. 本研究以即將進入乳癌好發年齡層之30-39歲年齡區

間，進行乳房自我檢查衛教之預防宣導，做為本研究受

測對象。

2. 本研究以衛教單張、線上衛教資訊內容常見的呈現形式

－圖文對照為主，並排除色彩變因，以無彩色呈現衛教

資訊，作為本實驗的刺激材料。

Ⅱ.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為眼動追蹤法  (Eye-tracking 

method) 與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兩

種，客觀記錄與分析受測者在觀看實驗刺激材料時的視覺

注意力，實驗後以半結構式訪談深入檢視受測者實驗成效

－記憶、理解度以及喜好傾向，並加入開放式訪談整理受

測者實驗後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與建議。

2.1 眼動追蹤法之實驗設計與程序

眼動追蹤法被應用於協助解答問題，例如完全不同的學習

目標 (cf. goal-specificity effect) (Sweller and Levine, 1982) 

會如何影響視覺注意力和學習中，對於圖像的處理過程

(Brunye´ and Taylor, 2009)。因眼球在視覺系統中扮演第一

個接收視覺訊息的角色，所以當我們想瞭解某人正在注意

或觀看那些訊息時，眼球的位置與運動過程即成為被觀察

的重要指標之一(蔡政旻、葉玉玲、李傳房、管倖生，民95)，

因此，透過觀察人們的眼球運動可直接反應內在注意力的

心理歷程 (Duchowski, 2003; Henderson and Hollingworth, 

1999; Josephson and Holmes, 2002; Rayner, 1998)。已有許多

心理學研究指出，視線軌跡 (scanpath) 是一種最直接的注

意力分佈指標，且人閱讀文字與圖片的訊息接收方式也不

相同  (唐大崙, 莊賢智, 2005)。人類視覺系統為保持物體影

像落於視網膜中央窩，以獲得清晰的視覺影像，所以兩眼

須對準所注視物體，將眼睛對準所觀看物體的行為稱之為

「凝視 (fixation)」，視覺系統為實現對不同物體之間的凝

視而移動眼球之動作則稱之為「跳視 (saccade)」(Rayner, 

1998)，其反覆的過程即形成眼球運動。在研究上將「凝視

(fixation)」定義為對特定區域的視覺注意，大約200-300毫

秒以上的不動凝視；「跳視 (saccade)」則定義為在眼球注

Fang-Suey Lin, Chih-Lin Tseng and Ching-Ying Lee 
14                  Visual Attention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 Health Care Education Information with Text and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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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點間持續且快速的移動，是一種引導到特定視覺目標的

快速眼球運動 (Rayner, 1998)。本研究以客觀觀察方式進行

實驗，透過實驗材料在螢幕上的呈現，讓受測者觀看測試

圖片，並同時使用眼動追蹤儀 (eye tracker) 記錄受測者在

觀看實驗樣本時所反應的眼動行為，包含「凝視 (fixa

tion)」、「跳視 (saccade)」與、「視線軌跡 (scanpath)」，

實驗後再以半結構式訪談，檢視受測者對於施測內容的瞭

解程度與偏好等主觀意見，用以判讀使用者瀏覽衛教資訊

內容之成效影響，本實驗進行程序如下  (圖1)：

1. 在不告知受測者觀看越久與觀看次數越多、觀看圖文順

序之先後代表視覺注意力；以及實驗後半結構式訪談代

表理解度的情況下，進行本實驗，以免造成受測者心理

的預設立場，進而影響實驗結果。

2. 本實驗操作模式不設定觀看秒數，受測者觀看完單張乳

房自我檢查流程，即可按壓鍵盤ESC鍵，跳出該畫面後，

按壓鍵盤空白鍵，繼續瀏覽下一個衛教資訊內容畫面。

3. 每位受測者於實驗測量結束後，進行實驗後半結構式訪

談，包含三個部分結構式問項與開放式訪談，用以測量

實驗成效:第一部分為受測者基本資料兩題、第二部分為

針對乳房自我檢查資訊內容的三題單選題及兩題作圖

題、第三部分為受測者觀看資訊內容後所產生的視覺感

受六題，共計十三題，再以開放式訪談請受測者提出相

關實驗建議，全部實驗完畢每位受測者約耗費三十分

鐘。 

2.2 實驗樣本設計

本研究以乳房自我檢查資訊之圖文對照形式作為實驗刺激

材料，實驗樣本之內容設定如下：

1. 本實驗樣本之衛教資訊內容遵照人因之易讀性 (Legi

bility) 效標：指可在文字間識別出何者為何的屬性，有

賴筆畫粗細、字體型式、對比及照明等條件  (許勝雄等, 

1993)，主要涉及編排方向、字距、字型、字體大小、行

距的編排方式與印刷條件等編排過程  (柳閩生, 1987)，

並考量文字字級大小與視認距離之間的關係  (表1)，以

螢幕坐離受測者120公分 (1.2m) 之距離，刺激材料為

1024x764pixel之規格，設定主標題字高為16mm、副標

題字高10mm、內文10mm (圖2)。

2. 本實驗樣本之衛教資訊內容遵照人因之可讀性 (Read

ability) 效標：指文字之單字、詞句或文章等有意義的組

群方式表現，令人能夠解讀或認識材料的資訊內容的屬

性  (張銘勳, 鄭世宏, 1996)。Hackos 與 Stevens (1997) 

針對可讀性提出符合公認的標準原則  (Standards for 

Online Communication)，使用簡短、簡單、熟悉的用語，

避免使用專業用語，使用正確的語法與簡單的句子，使

用簡單的圖形元素等 (William, 2004)。本實驗樣本之衛

教資訊內容參考臺中署立醫院婦女保健中心，所提供之

衛教宣導單張以及個管師衛教影片中所描述之用語。

3. 本實驗樣本共計七張－乳房自我檢查七個流程，其衛教

資訊內容包含三項視診與四項觸診，用以進行眼動儀實

驗，實驗後受測者接受半結構式訪談，用以瞭解受測者

對乳房自我檢查流程的視覺注意力、理解程度與喜好傾

向  (圖3)。

2.3 受測對象

本實驗受測對象限制為三十歲以上女性 (30-39歲年齡區

間)，採立意取樣 (purposive sampling)，共計六位。受測者。

的視力必須經矯正後皆屬正常，且具有正常之辨色能力、

皆無視覺障礙以及眼部相關疾病，受測時可配戴眼鏡或隱

眼動儀測量 結構式問項受測者個別進入實驗室 測試前說明 本研究結束 開放式訪談 

圖1 本研究之實驗程序

表1 字級與視認距離之關係
專家文獻 字級大小 視認距離

mm m 
Kodak (1983) 2~5 0.7 

3 7 0.9 
Sato (1992) 2 0.3 

4 0.6 
10 1.5 
25 9 

圖2 實驗刺激材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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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診

觸診

前導語

圖3 衛教資訊內容設計－乳房自我檢查七個流程

形眼鏡，但均不能影響實驗效果，若造成影響時需排除，

另行隨機選替補受測者

2.4 實驗環境與設備

本研究之實驗環境為台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

所所屬之眼動儀實驗室，實驗相關設定如下：

1. 環境設定：正式實驗前，請受測者坐於離40吋LED螢幕

前120公分處  (圖4)，螢幕中心與受測者成一直線，螢幕

橫寬約42.73度視角，縱高約23.63度視角，測試材料寬

約為22.54度，高則約16.81度。

2. 實驗設備：請受測者入座並調節Eye Link1000頭罩眼動

儀，使之偵測到受測者的瞳孔與角膜，並設定以250Hz

抽樣頻率，紀錄受測者右眼視線軌跡。

3. 實驗校正：以眼動儀蒐集眼動資料前，受測者必須先進

行兩次9點視點校正  (圖5)，通過校正，方可進行眼動實

驗。

2.5 半結構式訪談

本研究於實驗後，為測量受測者接收訊息之成效，並進一

步分析受測者感性評估的主觀資料，用以對照客觀數據之

現象說明，因此，每位受測者於實驗後接受半結構式訪談，

內容包含三個部分結構式問項與開放式訪談  (表2)，第一部

分為受訪者資料，六位受測者皆在30歲以上，平均年齡為

33.5歲。第二部分為三題觀看衛教資訊內容的選擇題

(2-1~2-3)，兩題乳房自我檢查的繪圖題 (2-4~2-5)，共五題

關於受測者學習成效之題目，亦即反映出受測者對於衛教

資訊內容之記憶與理解度成效。第三部分為受測者依據本

衛教資訊內容－乳房自我檢查流程的經驗，依同意程度以

九點量表予以評分，共計六題(3-1~3-6)，用以分析受測者

針對衛教資訊內容的喜好傾向，最後以開放式訪談請受測

者針對本實驗內容提出受測後心得，以及對於研究樣本的

相關建議，做為後續研究樣本修正之參考建議。

圖4 本研究眼動儀實驗室環境設定示意圖

圖5 受測者進行實驗9點視點校正

Fang-Suey Lin, Chih-Lin Tseng and Ching-Ying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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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實驗後半結構式訪談內容設定
問項 所屬類別 題號 問項內容

一 基本資料 1-1 受測者年齡

二 記憶 2-1 
2-2 

請問乳房自我檢查主要包含幾個流程? 
請問乳房自我檢查主要有幾種診示方式? 

理解度 2-3 
2-4 
2-5 

請問下面那一項是乳房自我檢查-視診所「無法」檢查出來的內容? 
請您畫出乳房自我檢查-觸診主要的按壓方向? 
請您圈出乳房自我檢查-觸診主要的檢查區域? 

三 喜好傾向 3-1 您認為衛教資訊內容有圖形較能吸引您瀏覽? 
3-2 您認為衛教資訊內容有圖形較能幫助你掌握內容重點? 
3-3 
3-4 
3-5 
3-6 

對於前述乳房自我檢查中的資訊內容，瀏覽起來清晰悅目? 
對於前述乳房自我檢查中的資訊內容，標題與內文是容易區分的? 
對於前述乳房自我檢查中的資訊內容，如果只有文字較能幫助你瞭解? 
對於前述乳房自我檢查中的資訊內容，如果只有圖形較能幫助你瞭解? 

四 建議 4-1 開放式訪談

Ⅲ. 研究結果與討論

3.1 圖文對照形式之視覺注意力分析

本研究觀察重點為瞭解受測者對於圖文對照表現形式的訊

息接收情況，經由眼動儀紀錄受測者觀看實驗樣本的凝視

位置，所呈現的客觀數據資料予以分析，六位受測者以 A、 

B、C、D、E、F予以編號，以螢幕正中心 960 pixel (X) × 540 

pixel (Y) 為基準，將受測者的凝視位置區分出左  (文) 與

右(圖)。由六位受測者觀看測試內容的總凝視時間與凝視左

文、右圖時間的比例  (圖6) 可知，其中受測者 D、F兩位所

花費時間最短，受測者 A、E時間較長，而受測者 B、C兩位

則與平均值  (約133秒) 較接近，而在總凝視時間上，則以

受測者E所花費時間最長  (約166秒)，受測者D花費時間最

短  (約100秒)。

本研究進一步檢視受測者凝視圖文所花費的時間  (表3)，在

左文觀看時間上，同樣是受測者 E最長  (約115秒) 而D最短 

(約87秒)，但受測者 E在文字部分所花時間僅佔其總時間的 

69%，而受測者 D則花了近9成時間在文字閱讀上；而在右

圖觀看時間上，仍以受測者E最長  (約51秒) F最短  (約11

秒)，而受測者 E也同樣是所有受測者中花最多時間在圖的

閱讀；大致上受測者花費 77%的凝視時間在視野左方的文

字內容，本研究結果顯示接收文字訊息確實需較多時間。

圖6 受測者總凝視、與圖文凝視時間之比例 單位：毫秒 (ms)

所有受測者在完成眼動儀實驗後，會個別進行半結構式訪

談，內容包含與實驗內容相關的問項，用以檢視時間是否

對訊息正確接收有影響，即花費較多時間者，是否於問項

回答時表現出較高的正確率。因此，本研究以受測者回覆

問項的第二部份前三題 (2-1~2-3) 正確率，對照每一位受

測者所花費的觀看時間  (表2)，結果顯示正確率為 1的受測

者D，所花費時間為所有受測者中最短的，其次正確率為 

0.67的受測者E、A、F，其排名依序為 1、2、5；而進一步

檢視前述四位受測者在觀看實驗樣本時間上的表現，其中

完全答對、以及答對兩題的受測者 D與F，均花費將近 9成

時間於文字的閱讀上，而受測者 E、A兩位答對兩題者，受

測者E為所有受測者中花費最少時間的 (69%)，而受測者 A

則是接近平均值 (73%)。

受測者回答問項第二部份的後兩題 (2-4~2-5) 與觀看圖片

的後四張－觸診衛教資訊內容有關，因此，進一步分析受

測者凝視圖片與資訊內容時間與理解內容之關係  (表4、表 

5)，受測者D與F在觸診的凝視時間最短，且耗費較多時間

於文字凝視上，除受測者D之外，其餘受測者此兩題均可

正確作答。而針對受測者每個凝視點的平均時間，即視點

在圖文區域上所停留的時間，大致上，受測者視點在文字

區域停留時間比圖案區域短，此現象亦符合前述相關研究

結果。

最後進一步檢視受測者的圖文凝視時間發現，受測者 D與E

呈現正好相對的閱讀模式。受測者D凝視左文時間比率高

於右圖時間，而受測者 E則相反。受測者 D的總凝視時間最

短而E最長，但在圖或文的視點停留時間上，受測者 D均高

於受測者 E，對照兩者的問卷作答表現  (表3、表4)，初步

顯示受測者D的閱讀模式有助於對整體訊息的記憶，但對

訊息內容的理解則較差，受測者 E的情況則正好相反。此現

象亦反映出總訊息接收時間，與停留在訊息時間兩者，對

於訊息內容的接收程度具有某些不同的影響因素，當然，

亦可能與測試材料的圖文表現形式對個體訊息接收與理解

有所影響。

林芳穗 曾芷琳 李靜穎 以眼球追蹤法探討衛教資訊中圖文對照對視覺注意力與理解度之影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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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受測者總凝視時間、佔比與排序 單位：毫秒 (ms)
編號

A 
B 
C 
D 
E
F 
Ave.

總凝視時間

157124 
132548 
141024 
100332 

 166004 
101428 

 133077 

排序 凝視左文時間、佔比與排序 凝視右圖時間、佔比與排序 問卷 2-1~2-3正確率
2 114392 73% 2 42732 27% 2 0.67 
4 102644 77% 3 29904 23% 4 0.33 
3 102296 73% 4 38728 27% 3 0.33 
6 86844 87% 6 13488 13% 5 1.00 
1 114524 69% 1 51480 31% 1 0.67 
5 90496 89% 5 10932 11% 6 0.67 
- 101866 77% 31211 23% - -

編號

A 
B 
C 
D 
E
F 
Ave.

觸診凝視時間

90556 
79328 
93900 
67896 

 103984 
75344 

 85168 

表4 觸診步驟之總凝視時間、佔比與排序 位：毫秒 (ms)
排序 凝視左文時間、佔比與排序 凝視右圖時間、佔比與排序 問項 2-4~2-5正確率

3 61540 68% 4 29016 32% 2 1.0 
4 59096 74% 5 20232 26% 4 1.0 
2 65076 69% 2 28824 31% 3 1.0 
6 59076 87% 6 8820 13% 6 0.5 
1 68680 66% 1 35304 34% 1 1.0 
5 64944 86% 3 10400 14% 5 1.0 
- 63069 74% - 22099 26% - -

編號

A 
B 
C 
D 
E
F 
Ave 

總凝視時間 排序

157124 2 
132548 4 
141024 3 
100332 6 

 166004 1 
101428 5 
133077 -

表5 受測者每一凝視點平均停留時間與排序 單位：毫秒 (ms)
總凝視次數 排序 總凝視點平均時間 排序 左文凝視點平均時間 排序 凝視右圖平均時間 排序

622 2 253 3 255 1 247 5 
509 4 260 1 239 3 379 1 
579 3 244 4 224 5 317 2 
390 6 257 2 254 2 281 3 
690 1 241 5 227 4 277 4 
449 5 226 6 224 5 243 6 
540 - 247 - 236 - 287 -

本研究經由受測者的視線軌跡 (scanpath) 圖  (圖7)，瞭解

視覺注意力的方向性由左上主標題至右圖、由上至下，亦

顯示受測者，視線來回於圖與內文的對照與閱讀；但當檢

視受測者的凝視 (fixation) 圖  (圖8)，圖形具有明確的指示

符號或是檢測區域標示，則受測者對特定區域的注意力增

加。因此，進一步將六位受測者經由實驗所輸出的視覺注

意力地圖  (map) 予以堆疊，並劃分九個視覺注目區域 

(A1-C3)，用以瞭解全體受測者閱讀衛教資訊內容的視覺注

意力表現區域。研究發現受測者觀看衛教資訊內容第一張

－視診(圖9)時，視覺注意力多落在 A2區，其次為 B2區，視

線短暫停留於A1與C2區；而受測者觀看至第五張－觸診 

(圖10) 時，視覺注意力明顯落在 C2區，其次為A3區與B3

區，據此，由兩張資訊內容的視覺注意力地圖 (map)(圖9，

圖10) 以及對照受測者左文右圖每一凝視點的平均  (表5)

確知，衛教資訊內容之圖形具有指示方向符號，亦即加強

圖形的標示或說明，能有效引起視覺上的注意力。然而，

本研究亦發現受測者進行至第五個流程 A1區出現學習效

應，受測者多數略過標題，直接將視覺注意力放置內文與

圖形兩者之間的對照與閱讀。

圖7 受測者觀看衛教資訊內容圖與文閱讀方向 圖8 受測者觀看衛教資訊內容圖與文閱讀範圍

Fang-Suey Lin, Chih-Lin Tseng and Ching-Ying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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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受測者觀看衛教資訊內容－視診的注意力區域

圖10 受測者觀看衛教資訊內容－觸診注意力區域

3.2 衛教資訊內容之理解度調查結果

本研究經由結構式問項進一步檢測，受測者對於衛教資訊

內容的記憶成效、理解程度與喜好傾向三個方面的結果，

六位受測者答題正確率皆在0.67以上，其中受測者A、D、 

E、F正確率達到80% (表6)： 

1. 衛教資訊內容之記憶成效

在檢測受測者對於衛教資訊內容的記憶成效方面，首先，

詢問BSE包含幾個流程 (2-1)，六位受測者皆能有效記憶本

資訊內容為七項乳房自我檢查流程，表示受測者皆詳讀本

實驗設計的指導語說明，亦表示參與實驗時所有受測者的

注意力皆在正常狀態；其次，詢問BSE有幾種診示方式 

(2-2)，則僅受測者D正確回答七項乳房自我檢查流程中，

包含視診與觸診兩種診示方式，此亦符合前述相關研究結

果－受測者多數略過主標題，出現學習效應之現象。 

2. 衛教資訊內容之理解度

本研究進一步以兩項繪圖題檢測受測者對於衛教資訊內容

之理解程度，首先，詢問進行 BSE觸診時的按壓方向 

(2-4)，由繪圖作答題可知，六位受測者皆能正確繪出觸診

按壓方向  (圖11)，其中受測者 B、D、E、F能填答出兩項

觸診按壓方向；受測者 C除能填答出三項觸診按壓方向之

外，且清楚標示 BSE的步驟順序；受測者 C、D並於畫面中

以數字和文字補述衛教資訊內容。

圖11 2-4乳房自我檢查-觸診主要按壓方向

其次，請受測者繪出觸診主要檢查區域範圍 (2-5)，僅受測

者D沒有作答；受測者 A、B、C、E、F皆能繪出觸診檢查

範圍；其中受測者 A、B、C、F以圈選為表現形式，而受測

者C、F不僅正確圈選出觸診檢查範圍，還能細部繪出與資

訊內容相同的虛線表示形式  (圖12)。 

3. 圖文對照形式之衛教資訊內容喜好傾向分析

受測者對於本實驗所使用之衛教資訊內容的喜好傾向之結

果，並用以分析使用圖文對照形式設計衛教資訊內容之成

效  (圖13)，受測者依據觀看完本衛教資訊內容－乳房自我

檢查流程的經驗，共計六題，依同意程度：最不同意1~最

表6 受測者於問項第二部分選擇題正確率
題號

編號

2-1 
BSE包含七個流程

2-2 
BSE有兩種診示方式

2-3 
視診無法檢查出乳房硬塊

2-4 
繪出觸診按壓方向

2-5 
繪出觸診主要檢查區域 受測者正確率

A O X O O O 0.80 
B O X X O O 0.67 
C O X X O O 0.67 
D O O O O X 0.80 
E O X O O O 0.80 
F O X O O O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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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2-5乳房自我檢查-觸診主要檢查區域

同意9給予評分  (最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3、稍

微不同意4、沒意見 5、稍微同意 6、 同意 7、非常同意8、

最同意9)：

首先，六位受測者皆同意衛教資訊內容有圖形較能吸引瀏

覽 (3-1, 同意程度為7.67)；其次，六位受測者皆同意衛教

資訊內容有圖形能幫助掌握內容重點 (3-2, 同意程度為 

8.33)；而在檢測本實驗樣本的視覺成效部分，六位受測者

皆同意前述衛教資訊內容瀏覽清晰悅目 (3-3, 同意程度為 

7.17)；在詢問本實驗樣本在標題與內文是否容易區分 

(3-4)，有兩位受測者表示不同意，四位受測者則同意前述

資訊內容標題與內文容易區分  (同意程度為 3.17)，然而，

對照於前述問項第二部分正確率可知，本實驗樣本的標題

與內文並未達到容易區分與記憶之成效。

在檢測以圖文對照形式設計衛教資訊內容的成效方面，五

位受測者不同意僅有文字較能幫助瞭解資訊內容 (3-5, 同

意程度為2.67)，且有四位受測者不同意僅有圖形較能幫助

瞭解資訊內容 (3-6, 同意程度為3.50)，結果顯示受測者普

遍認為分別單獨以文字或圖形無法幫助瞭解衛教資訊內

容，由此可知，圖文對照形式較能達到幫助瞭解衛教資訊

內容。 

9 
8 
7 
6 
5 
4 
3 
2 
1 
0 

7.67 
8.33 

7.17 

3.17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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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受測者對於衛教資訊內容之喜好傾向分析

3.3 衛教資訊內容之分析

受測者完成結構式問項後，進一步經由開放式訪談，針對

本研究之實驗樣本設計提出相關建議，六位受測者普遍認

為本實驗樣本可有效達到學習乳癌防治衛教資訊－乳房自

我檢查內容，其受測者中 A、C、D更進一步針對本實驗樣

本中呈現的圖與文提出實驗後的心得與說明，摘要如下： 

1. 衛教資訊內容的文字編排影響視覺注意力

受測者A反應「文字編排也是會影響閱讀的，比如行距、

字數等…那可能標題寫視診和觸診的地方看起來太相似，

所以後面就沒有特別注意，直接看下面的內文 ….(A)」，顯

示文字編排與視覺注意力有著相互影響的關係之外，也是

影響學習效應的關鍵因素。在閱讀文字訊息時，眼球會沿

著一行行的文字作上下或左右的移動，並伴隨著輪流進行

的跳視 (saccade)與凝視 (fixation)，閱讀文字時跳躍幅度與

平均凝視時間比觀看圖片時要小而短，且閱讀文字時，視

線動向有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的規律可尋，但觀看圖片時

就沒有此類規律 (Henderson and Hollingworth, 1999)。不管

是瀏覽圖片或閱讀文字，每個人的凝視時間與凝視位置並

不完全相同，端視個人的閱讀策略與知識經驗而定 (Hyona, 

Lorch, and Kaakinen, 2002)。 

2. 圖文對照可促進衛教資訊內容記憶

受測者A認為「…當我回答這些問項時，可以藉由剛剛看

過的圖來回憶衛教資訊的內容 …(A)」；受測者C則認為本

實驗樣本以圖文對照所呈現的衛教資訊內容，除了可促進

記憶外，亦可以表現出衛教資訊的重點，「 …這個實驗可

以幫助我清楚記得內容，而且圖文能夠表現出乳房自我檢

查的重點…(C)」。相關研究結果亦顯示，重複的文字配合

資訊圖片，比起單讀文字敘述或者單張的資訊圖片，更有

利於閱讀者對於訊息的接收與記憶 (Griffin and Stevenson, 

1992; 1994)。 

3. 指示符號有助增加視覺注意力與學習

受測者A認為「圖中加上有指示方向的箭頭能有助於衛教

資訊的學習(A)」，受測者C則提出「…建議圖中箭頭的指

示方向可再放大一點，更能吸引視覺上的注意 ….(C)」，由

於，對刺激材料特點的凝視順序和時間，會隨著受測者的

關注而有所不同  (Isaacowitz, 2006; Rizzo, Hurrig, and 

Damasio, 1987)，視線形態 (scan patterns) 的個別差異反映

出受測者的具體動機以及個人的評估，哪些方面的圖像是

有趣的，重要的，且值得注意的 (Balcetis and Dunning, 2006; 

Henderson, 2003; Isaacowitz, 2006)。因此，衛教資訊內容輔

助有相關圖像與標示重點的符號，可有效增加視覺注意

力，提升進一步閱讀並學習的可能性。

Fang-Suey Lin, Chih-Lin Tseng and Ching-Ying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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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文對照可運用於專業用語的說明

受測者D認為「…因為前三張有關視診的，沒有觸摸的動

作就沒有箭頭，所以文當中使用艱深的醫學用語，如果可

以依序對照橘皮、皺折等圖解，就能夠更快速而清楚的瞭

解衛教資訊內容 (D)」，由於，本研究之實驗刺激材料的

測試圖設定為一般大眾所熟悉的人形圖像，但測試文字內

容引用參自臺中署立醫院婦女保健中心，所提供之衛教宣

導用語。研究結果發現仍是一般大眾較無法理解的醫學用

語、說明文，此亦可能是造成圖文凝視時間差異的原因之

一。教育水準不高的人們受益於具有可讀性的教材低於許

多「容易閱讀」(easy-to-read) 的衛教教材 (Dowe, Lawrence, 

Carlson, and Keyserling, 1997)。在臺灣，外籍配偶日漸增

加，但其中僅有少數可以瞭解並閱讀我們的語言，為了使

醫生和外籍配偶之間溝通更加容易，使用圖像工具可以協

助兩者的溝通 (Lin, Lee, Tseng, Cassidy, and Hor, 2009)。 

Tillman等 (1997) 更強調利用圖片取代以單純文字呈現的

重要性。而相關研究亦顯示於插圖的各部位與各步驟加註

說明性短語，能助益於學習 (ChanLin, 1997; Mayer and 

Anderson, 1991; Mayer and Gallini, 1990)，因此，在衛教資

訊設計中使用圖文對照形式，確實有助於人們對醫護專業

用語的理解、甚或做為醫病口語溝通時的輔助解說工具。 

5. 圖文對照形式可運用為線上互動瀏覽與展示

受測者D認為「可運用線上點選的互動功能，如點選文中

關鍵字，而出現對照圖，用以說明衛教資訊內容 (D)」，網

站最主要能提供參觀者整合的資訊，以達到與大眾溝通的

目的，而互動功能為網際網路有別於其他溝通傳播媒體之

最大特性 (Griffith and Krampf, 1998; Willianms, Rice, and 

Rogers, 1998)。網站之動畫效果能吸引使用者的注意力，進

而注意螢幕所的資訊 (Vaughan, 1993)，多媒體展示以及網

頁不斷增加使用圖文對照形式的製作 (Davis and Marks, 

1993; Fischer, 1996; Pete, and Alistair, 1998)。 

Ⅳ. 結論與後續研究

4.1 結論

本研究以眼動追蹤法，探討人們如何感知以及理解以圖文

對照之表現形式的乳房自我檢查流程資訊，觀察受測者的

視覺注意力，透過客觀的觀察程序進行實證性研究探討，

以及實驗後半結構式訪談，用以瞭解人們主觀的心理感

受，進而分析其對於圖文對照表現形式之訊息接收情況，

研究結果證明圖文對照形式應用於衛教資訊內容，能有效

促進衛教資訊內容之記憶與學習，歸納出以下結論： 

1. 閱讀訊息時間、與視點停留在訊息的時間兩者，可顯示

出人們對於訊息的接收與理解程度有所影響，本研究之

受測者對於主標題的停留時間較短，花費較多時間於內

文的瀏覽與圖形的對照，這亦顯示出本研究以無彩色 

(黑、灰、白階 ) 呈現研究樣本，雖排除色彩的影響因素，

卻也表現出七張研究樣本的同一編排，為造成受測者對

於主標題凝視時間較短的因素之一，亦顯示文字編排與

視覺注意力有著相互影響的關係之外，也是影響學習效

應的關鍵因素。 

2. 人們對圖文對照訊息的接收與理解，可能因個體本身、

以及訊息的圖文表現方式差異而有影響，受測者普遍認

為圖文對照形式較能達到幫助瞭解資訊內容，而圖形較

能幫助使用者記憶衛教資訊內容，然而，在有效理解衛

教資訊內容說明的部分，受測者表示圖文對照應加強使

用於解說醫護理專業用語，如前三張資訊內容提及橘

皮、隆腫、皺折、分泌物等生理徵狀，應逐一圖解說明

則應能增加衛教資訊理解度。 

3. 受測者需較多時間接收文字訊息，但在衛教資訊內容之

圖形具有指示方向符號的研究樣本中，受測者每一凝視

點停留在圖像訊息的時間較文字訊息時間長，因此，不

僅是圖形，尚需加註符號或指示方向的圖形，有助於強

調衛教資訊內容中，操作步驟、動作上的理解、記憶與

學習。 

4. 本研究之實驗樣本遵循人因效標之設定，除避免使用醫

學專有名詞，樣本之用詞為目前醫療單位所使用之宣導

內容，但內容標示衛教資訊內容的檢測項目－視診、觸

診，以及醫護理相關描述用詞－螺旋式、縱長式、順時

針、指腹按壓、鎖骨下方至肋骨下緣等，一般大眾仍難

以在第一時間理解，因此，為有效達到傳達衛教資訊內

容之效用，圖與文的搭配呈現相形重要，圖文對照的編

排為影響流暢閱讀、快速理解的重要因素。 

4.2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從設計的角度思考有效的資訊設計，特別是與衛教

相關的資訊內容，除要容易閱讀，更要能夠讓人們維持記

憶，用以達到學習的目的，本研究之結果可提供設計師應

用於衛教資訊內容設計表現之參考，未來後續研究之建議

如下： 

1. 為有效吸引人們視覺注意力與理解度之影響，以圖文對

照形式所呈現的衛教資訊內容，應在不同的乳房自我檢

查步驟中，從主標題開始即以標註數字編號，內文中避

免提及艱深醫學用語，若為必要內容則建議加上圖解說

明。 

2. 人們會因閱讀文字中所提及乳房自我檢查的徵狀觀察

林芳穗 曾芷琳 李靜穎 以眼球追蹤法探討衛教資訊中圖文對照對視覺注意力與理解度之影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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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關鍵字，如橘皮、隆腫、皺折、分泌物等，搜尋圖

中是否呈現，運用線上點選的互動功能，如點選文中關

鍵字，而出現對照圖，用以說明衛教資訊內容，未來可

應用於線上衛教資訊設計的發展。 

3. 本研究之衛教資訊內容畫面採用無彩色  (黑、灰、白階 ) 

呈現，未來建議可加入色彩元素、圖文編排、文字訊息

量多寡等操作變因，除能降低學習效應的產生外，亦可

進行資訊內容訊息接收度相關差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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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ive health education information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 
education but also arouses the public awa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ssue of self health 
care and help them comprehensive the content，which can positively fulfill with the 
concept of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This Study was focused on how people perceive and comprehensive breast 
self-examination processes information in text and images formats. Eye movement 
experiment method was applied to observe participants’ visual attention, include 
scan paths and fixations by using eye-tracking system, through objective observ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procedures and evaluation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fter experiment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text with images format was easily understood, and it could help participants 

memorizing the content with health care-related terms. 
2. Participants spent more time in navigating the body text and the images than the 

head line due to the same layout of stimulus. 
3. The phenomenon of reaction in participants would spend more time in reading 

diagrams than text owing to gazing the direction pictograms. 
4. The images with direction pictograms can help participants understand and 

memorize the breast self-examinat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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