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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經驗設計研究實踐：社會科學研究領域
User experience design research

• Research (Experience) & Design (Prototype)
• Usability test 
•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 REC(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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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Research Ethics連結
• 人因設計、產品使用性、使用者經驗探討
• 主要研究對象族群
• 觸覺無障礙UI/UX介面設計(智慧輔具設計應用研究)
• VR/AR 虛實整合場域/產品使用性設計研究
(人類行為科學研究與設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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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經驗設計研究程序
UX research process

• 探索到設計 (先期調查)
• 設計到評估 (實驗刺激)

YU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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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覺的特殊性/觸覺資訊處理
• Non-visual UI
• 「視覺障礙者」的困難(行為/認知)
• Accessible UX
• 產品使用平等
• VR/AR 虛擬世界的行為

YUNTECH

近年從使用者經驗中發展最適使用性產品設計



研究倫理原則(貝爾蒙報告 Belmont report)

• 尊重自主原則：個人應被視為自主的主體對待。研究人
員須尊重具自主能力的個人所做的抉擇；自主性較低或
沒有能力做決定的個人應獲得保護。此原則要求「取得
受試者知情同意」和「代為保密」。

• 行善原則：將可能利益最大化、可能傷害最小化。此原
則要求研究的潛在利益須有合理的平衡始可招募受試者
加入 (風險利益評估)。

• 公平正義原則：公平分配研究的負擔和利益（涉及分配
正義）。這個原則要求不得剝削易受傷害的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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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被研究者權益的基本原則

YUNTECH

研究者
明確

告知義務

被研究者
知情同意

公平對待
原則

保護
被研究者
的隱私



使用者經驗設計研究中
常見易受影響(傷害)的參與者族群

•未成年人 (國小學童、青少年、高中生…)

•身心弱勢族群

•高齡者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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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經驗設計研究中
研究參與者的敏感性、易受傷害議題

•是否被公平的參與、補償等
-->以學習者(學生為主要參與者)

• 結合課堂教學進行，建議申請人宜在口頭說明稿中再次提醒學生(研究參與者)參與研究活動
不會影響課堂成績或授課教師觀感等。

• 前後測、實驗組控制組問題

•探討問題的敏感性
• 過往經驗的回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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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經驗設計研究中
不同角色的考量點
•研究者：議題探討、資料蒐集的準確度等
•研究參與者：參與時間、隱私、補償程度等
•家長/法定代理人：參與風險、隱私等
•守門人：研究時程配合、研究範圍契合度等

YUNTECH



使用者經驗設計研究中的常見訪談活動

•焦點團體
注意共同討論時的敏感議題或個人隱私

•專家訪談
一對一對象(視障者or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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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經驗設計研究中
常有的實驗刺激
•生理數據蒐集、VR、自製實驗刺激
實驗設備包括有腦波儀，建議宜簡易地向參與者說明該設備有無任何風險
或指引(低電磁波等)，尤其係高齡參與者。

虛擬實境裝置可能有3D暈眩不適之狀況，讓研究參與者充分了解實驗裝置
的風險。另外，虛擬實境頭戴式顯示器為封閉式虛擬環境，宜安排相關防護
人員，以防止研究參與者進行實驗時的碰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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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經驗設計研究中
可能需要研究參與同意書

YUNTECH

• 人類行為科學應用研究常見對象(高齡者、障礙者、未成年)
• 調查對象：視障青少年的問題

• 常見問題點：18 歲或20歲？
• 公開的問卷調查，是否需要取得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還是只需
青少年本身的同意？

• 判斷點：風險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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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
兒童族群議題



Case study：觸覺無障礙設計研究

• 視覺障礙者的核心需求
• 參與者的招募管道
• 訪談地點的選擇
• 實驗場地的設計規劃(倫審建議)

YUNTECH

(從個案中了解研究倫審議題)



Case study：觸覺無障礙設計研究

• 訪談的成員/ 守門人
• 訪談的動機陳述(解決問題)
• 訪談的過程(參與者及研究者應注意)
• 問卷工具的調整
• 參與者的適當補償

• 研究方法設計的妥適性

YUNTECH

(從個案中了解研究倫審議題)



實驗刺激設計與施測：簡單易懂原則

• 觸覺記憶測試

• 實驗難易度涉及研究參與補償
• 適當的補償概念分享

YUNTECH



實驗刺激設計與施測：使用行為記錄

• 觸覺感知對應
• 合適的實驗紀錄方式
• 錄影角度是否涵蓋臉部之必要性

YUNTECH



實驗規劃：獨立不干擾(隱私考量)
• Vibrotactile emotion index (V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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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過程：視覺障礙對象訪談

• 從參與者(使用者)的角度考量：(參與者的擔心跟顧慮)
• 訪談時間的準確
• 訪談的流程、邏輯和順序
• 訪談的用詞-->考量參與者
• 提供相關訊息與協助
• 研究者充足的練習

YUNTECH



好的訪談可以獲得好的資料品質(研究者關心的重點)

• 在人的行為中找到使用者經驗延伸設計

YUNTECH



使用者行為與經驗整理

• 使用者行為地圖
• 瞭解問題
• 解決問題
• 設計指引

YUNTECH



訪談：思考參與者會想知道什麼？

這些問題有適合？
(切入主題)

研究過程有成就感？
(盡量帶給參與者成
就感/鼓勵）

是否有開啟錄音研究內涵 /目的

要簽署何種同
意書 (事前 )

是否主動詢問拍
攝許可

YUNTECH



訪談：思考研究者可以做什麼？

專注參與者的回饋與現
場反應

給予參與者適當的思考時間
或空間 (不逼迫原則 )

面對參與者的自
我調適、保持正面
積極態度

開始前
深呼吸

使用適當的問卷量表 (問項 )

以一個關於研究的有趣
問題作為開場白

YUNTECH



仔細解讀 /觀察參與者回饋

使用者經驗設計研究中與研究參與者的互動

使用體驗水準不同？

(公平參與)

過於陌生的實驗

場域？

過分引導？

參與者的動作

或態度轉變？

問題過於敏感或

模糊？

YUNTECH



研究過程：研究人員訓練

• 研究人員預先練習

• 重視流程、指南

• 實驗場域控制 (安全防護、空間維持)

• 盡量貼近參與者的使用情境，以真實接收回饋 (UX)

YUNTECH



研究過程：資料紀錄
• 影像會注意不露出參與者面孔視角紀錄，主要在記錄手部操作
動作，受測者臉孔不會被記錄。

• 實驗中的電子影像或數據會放置於本研究人因實驗室的電腦資
料庫內，並有視窗密碼保護。

• 實驗後的資料將燒錄於檔案名為「數據資料分析」之實體光碟
中，不會有網路分享或置於伺服器之聯外讀取風險，預計作為
著作論文分析及佐證之用，？年後銷毀。

• 受測者資料皆採不記名記錄，受測者僅會以實驗編號註記於研
究室電腦資料庫中。本研究不會進一步蒐集受測者其他個資。

• 研究人員的社群分享議題。

YUNTECH



倫審議題交流

• 從參與者的使用(參與)經驗角度 (時間、地點、情感)
• 參與者受測補償議題
• 實驗場地規劃議題
• 研究成果延伸回饋議題 (招募前、回饋對象)
• SSCI/SCI期刊的倫審議題
• 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YU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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