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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齡者微波爐操作使用調查 

透過深入調查與觀察，掌握高齡者實際操作微波爐的情形及問題點，以及在微

波爐的操作過程對介面形式的喜好度、理解度、介面操作感官最小接收度等，進行

調查測試，以瞭解適合高齡者操作之介面形式。同時，也做為下一階段實驗階段的

參考依據。以下就分別從高齡者操作微波爐之「使用實態」、「介面操作」、「介面測

試」調查結果作一詳細分析與探討。 

第一節 使用實態調查結果 

使用實態調查結果部分，分為微波爐機種選擇、功能使用偏好、功能設定、

指令下達、微波後處理動作、清潔與維護上等六個方面（圖 4-1），根據高齡者

的不同狀況，會有不同的對應與使用方式，以下將分別對高齡者狀況與微波爐

各項使用情形作分析比較及探討。 

      

4-1-1高齡者基本資料統計 

訪談觀察結果以地區別分北部 10位，中部 9位，南部 11位，總計 30位

樣本數。其中男性 10位，女性 20位。年齡分佈 65~69歲的占 47％，70~79歲

占 30％，80歲以上占 23％。 

與子女居住的占 56％，與配偶居住的占 37％，獨居者占 7％。經濟來源以

自己存錢或退休金的占 86.7％，子女供給占 13.3％（圖 4-2）。教育程度以國小

學歷的占 33.3％，其次為專科/大學以上的占 26.7%，接下為國中程度的占 20

％（圖 4-3）。高齡者之視力狀況，有老花眼情形的有 29 位，僅 1 位無老花眼

困擾，有白內障情形的有 18位，而有青光眼情形的僅有 1位。 

圖 4-1 高齡者狀況與微波爐各項使用情形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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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高齡者之教育程度圖 

4-1-2微波爐機種選擇 

調查結果，微波爐共有 25 台，廠牌為尚朋堂的占 23.3%，Panasonic 的占

20％，National 的占 16.7％（圖 4-4）。而微波爐的介面型式，以平面觸控式的

占多數有 17台，其次為嵌入式按鍵式及旋鈕電子式皆為 3台，平面凸點按鍵式

有 3台。 

samsung

syntier

timeermaster

panasonic

national
三洋

夏普

聲寶

奇異

大同

尚朋堂

 
 

23.3% 

20% 

16.7% 
10% 

6.7% 

6.7% 

3.3% 

3.3% 

3.3% 

3.3% 

3.3%

圖 4-2 高齡者居住狀況 

圖 4-4  微波爐廠牌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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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爐之購買，為子女購買的占 53.3%，自行購買的占 40%，配偶購買的

占 6.7%；購買時所考量的因素以價格優先考量的占 47%，其次為功能占 33%，

方便使用的占 10%（圖 4-5）。微波爐放置的環境分別為廚房（52％）及餐廳（48

％）。放置位置以放在櫃子上的占 80％，其次為流理台上占 8%，其他位置占

12％（例如冰箱上）。 

47%

33%

7%

3%

10%

價格

功能

容量

操作面板

方便

 

 
4-1-3 微波爐功能使用偏好調查 

高齡者經常使用微波爐之功能以用來加熱的情形居多占 64%，其次為解凍

16%，酥烤與料理功能，分別為 11%與 9%。微波爐經常使用的時段，調查結果

顯示以隨性、想用時再用的情形居多占 37%，其次為午餐及晚餐，分別占 30%；

在與居住方式的交叉關係中（圖 4-6），與子女居住的高齡者在午餐和晚餐的時

段微波爐使用率較高；獨居的高齡者，在中餐時使用率最高，原因是加熱前一

天的餐點未食用完，隔天再加熱食用，另外隨性使用的機率也同樣很高；而與

配偶居住的高齡者，隨性使用頻率較高。 

而經常微波之食物以熱菜的情形占多數為 47%，其次為牛奶加熱占 11%，

煮魚占 9%。經常微波的份數以 2~3 人份的占多數為 53.3%，其次為 1 人份占

26.7%，3~4 人份與 4~5 人份各占 10%。與居住方式的交叉關係中（表 4-1），

可看出獨居的高齡者經常微波的份數是 1人份；而僅與配偶居住的高齡者，微

波的份數就在 2∼3人份間；與子女居住的高齡者以 1人份及 2∼3人份的情形

居多，有時也會為家裡的人微波較多人食用的份數。 

圖 4-5 購買時考量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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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微波爐功能設定調查 

（1）高齡者設定功能之情形 

 微波時間設定部分 

高齡者家中的微波爐以時分秒方式設定的占 53.3％，數字鍵設定的 36.7

％，旋鈕式設定的 10％。在這些不同的設定方式中，有 43.3％的高齡者會按時

分秒鍵（說明一）來設定微波時間（圖 4-7），26.7％的高齡者會按數字鍵設定，13.3

％會按快速鍵設定時間；其中，會設定微波時間的高齡者占 73.3％，不會設定

的高齡者有 26.7％（圖 4-8）。 

說明一 
時分秒鍵：面板上有時、分、秒的按鍵，例如：微波 12分鐘，10分鍵按 1次，1分鍵按 2次，依此類推。 

數 字 鍵：面板上有如電話數字鍵的按鍵，例如：微波 12分鐘，就按數字 1鍵，再按數字 2鍵，依此類推。 

旋 鈕 式：以旋轉的方式來設定所需時間，例如：微波 12分鐘，就轉到數字 12的位置，依此類推 

快 速 鍵：微波爐有如肉類微波、蔬菜類微波等功能項目鍵，供使用者快速啟動。 
加 熱 鍵：微波爐的加熱啟動鍵，內部設定時間以 1分鐘為主。

圖 4-6 居住方式與使用時段之交叉關係 

表 4-1 居住方式與經常微波份數之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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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4-8 的交叉關係圖中可以看出，會設定微波時間的高齡者，傾向操作

需思考時間的設定流程的設定方式，因為瞭解設定的方法，便可以完全掌握食

物所需的加熱時間，也可以避免食物加熱過度，或不熟的情況發生。而不會時

間設定的高齡者，則明顯趨向操作快速鍵或直接加熱鍵，快速鍵意指微波爐所

設定的智慧鍵，要加熱什麼就按什麼鍵。加熱鍵則是以微波爐內定的時間來加

熱，當時間不夠時，則再加熱一次，加熱足夠時，就按終止鍵停止。 

從教育程度來看（圖 4-9），學歷愈高的高齡者對微波時間的設定，操作上

較無困擾，而學歷愈低的高齡者，較不會設定微波時間。其中，高中職學歷的

部分高齡者，使用微波爐的頻率較低，因此，在學習的意願上也較低，若有不

懂的地方，會請家人幫忙操作。從年齡的分群來看（圖 4-10），可以明顯的看

出，年齡愈長的高齡者愈不會微波時間的設定，年輕的高齡者對微波時間的設

定較無困擾。 

 

 

 

 

 

 

 

 

 圖 4-10 是否會設定微波時間與年齡之
交叉關係 

圖 4-9  是否會設定微波時間與教育程度之
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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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高齡者微波時間設定慣用鍵                圖 4-8 是否會設定微波時間與家中設定方式之
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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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設定微波時間時，與設定時所按的設定鍵有明顯的因果關係。從圖

4-11中，可以看出，家中為時分秒鍵設定的，以按時分秒鍵設定微波時間的占

75％，家中為數字鍵設定的，以按數字鍵設定占多數（72.7％），家中設定方式

以旋鈕式設定的，會以旋鈕式設定來設定。少數幾位高齡者，不使用微波爐原

來的設定方式來操作，會以更簡單、快速的方式來設定，但此設定方法，可能

會發生因食品熟度不夠再加熱，或者太熟而食物在導致爐內爆開的情形。 

75

12.5 12.5

9.1

72.7
18.2

100

0

20

40

60

80

100

時分秒鍵 數字鍵 旋鈕式 快速鍵 加熱鍵

(時間設定慣用鍵)

％

時分秒鍵 數字鍵 旋鈕式

 
圖 4-11 家中時間設定方式與高齡者時間設定慣用鍵之交叉關係 

在比例占最多的時分秒鍵中，會設定微波時間的高齡者，其教育程度的分

佈（圖 4-12），以高中職程度的高齡者居多，占 40％；其次為專科/大學程度以

上及國小程度的高齡者，各占 30％；而不識字及國中程度的高齡者不會微波時

間的設定。 

0 1 2 3 4 5 6 7

國小

高中職

專科/大學以上

（人數）

會設定火力  
圖 4-12 時分秒鍵中，會設定的高齡者之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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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力段數設定及火力顯示讀取部分 

「火力設定部分」，在所調查的微波爐中，設定方式以單鍵調整（說明二）的

占 80％，數字鍵調整 16.7％，旋鈕調整的 3.3％。火力顯示的方式，以旋鈕調

查的占 3.3％。而火力段數的顯示方式，在螢幕處顯示的占 76.7％，面板燈示及

螢幕處顯示的占 16.7％，數字鍵加文字說明及旋鈕加文字說明的各占 3.3％。 

從圖 4-13中，可以看出，高齡者家中的火力段數設定方式，以單鍵調整火

力段數方式的高齡者，不會火力設定的情形較多，而以數字鍵調整的方式，則

以會火力設定的居多。與教育程度的關係（圖 4-14），會設定火力的以國小程

度的高齡者居半數以上，占 54.5％，其次為專科/大學以上的高齡者，占 27.3％，

高中職學歷的高齡者占 18.2％。 

 

 

 

 

 

 

 

 

 

 

 

 

 

說明二 
單鍵調整：功能設定為單鍵的形式，例如第一段火力，即按一下，第四段火力即按四下，依此類推。 

數字鍵調整：功能設定如電話數字鍵的形式，上面會加註文字說明，例如要第一段火力，即按數字鍵 1，第三

段火力即按數 3，依此類推。 

旋鈕調整：功能設定為旋鈕的形式，上面會加註文字說明，例如第一段火力，即旋轉至火力一，第二段火力

即旋轉至火力二，依此類推。 

圖 4-13 是否會設火力段數與家中火力
段數設定

圖 4-14 是否會設火力段數與教育程度之交叉關係

72.7

84.2

27.3

10.5
5.3

0

20

40

60

80

100

會設定火力 不會設定火力

％

單鍵調整 數字鍵調整 旋鈕調整

0
10.5

54.5
21.4

0
31.6

18.2
10.5

27.3 26.3

0%

20%

40%

60%

80%

100%

會設定火力 不會設定火力

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以上



 
 
 

第四章  高齡者微波爐操作使用調查 

 82

 

 
「火力顯示讀取」部分，高齡者家中的微波爐火力的顯示，以螢幕文字顯

示的居多，占 80％，面板燈示及螢幕顯示的有 17％，旋鈕燈示加文字說明有 3

％，如圖 4-15所示。 

80%

17%

3%

螢幕文字顯示

面板燈示及螢幕顯示

旋鈕加文字說明

 
圖 4-15 家中火力顯示形式 

 加熱時間的控制 

在微波的過程中，高齡者對微波時間功能的調整，在加熱時間足夠時（表

4-2），30％會按停止取消鍵，26.7％會等微波時間停止，16.7％會拔掉插頭。而

從教育程度上來看，高中職以上的高齡者，會使用微波爐功能讓微波動作停止，

而國中學歷以下的高齡者，即使是食物已經熟了，還是會讓微波爐繼續運作至

停止為止。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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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教育程度與加熱時間足夠時所採取動作之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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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食物加熱時間不夠時（表 4-3），高齡者會採取的動作，不論教育程度

高低，都會等第一次加熱時間完畢後，再加熱一次，同時，也會利用微波加熱

的空檔，去做其他事務，等微波好了再去端出；另外，高齡者通常會盡量讓加

熱時間不要過長，以避免發生食物在微波爐內爆開，在清潔上會很麻煩。 

 

 

 

 

 

 

 

（2）微波爐機種功能設定方式 

在「時間設定部分」，會以時分秒鍵來設定的占多數（56％），其次為數字

鍵（36％），旋鈕式占 8％（圖 4-16）。與介面形式的關係，時分秒鍵與數字的

設定方式以平面觸控式的形式居多，而旋鈕式的設定方式，以旋鈕電子式的為

主（圖 4-17）。 

 

 

 

 

 

 

 圖 4-16 微波爐時間設定方式 圖4-17 微波爐時間設定方式與介面形式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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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教育程度與加熱時間不夠時所採取動作之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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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設定部分」，利用單鍵調整的占 76%，數字鍵設定占 20%，旋鈕設定

占 4%（圖 4-18）。單鍵調整與數字鍵調整火力段數的介面形式以平面觸控式的

居多，旋鈕調整則為旋鈕電子式的介面形式（圖 4-19）。而火力段數情形在操

作面板上的顯示方式為螢幕文字顯示的占 72%，其次為面板燈示及螢幕顯示的

占 20%，數字鍵加文字說明及旋鈕加文字說明的顯示方式各為 4%（圖 4-20）。

單鍵調整與數字鍵調整的方式皆以螢幕文字顯示的形式居多，旋鈕調整方式以

旋鈕加文字說明的形式顯示（圖 4-21）。 

 

 

 

 

 

 

 
 

 

 

 

 

 

 

 
圖 4-20 火力段數顯示方式 圖 4-21 火力段數顯示方式與火力段數調整方式之交叉關係 

圖 4-18 微波爐火力設定方式 圖 4-19 微波爐火力設定方式與介面型式之交叉關係 

微波爐火力設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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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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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鍵調整 數字鍵調整 旋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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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按鍵式

旋鈕電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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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鍵調整 數字鍵調整 旋鈕調整

微波爐火力顯示型式

72%

20%

4%

4%

螢幕文字顯示 面板燈示及螢幕顯示

數字鍵加文字說明 旋鈕加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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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文字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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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微波爐指令下達動作使用情形 

調查結果顯示，高齡者在對微波爐下達指令動作時，73%的高齡者是透過

螢幕顯示功能項目來確認，24%是從按鍵按下的感覺來確認自己所選取的功能

是對的。55%的高齡者會從螢幕顯示功能開始運作（例：時間在倒數）來確認，

17%會從按鍵按下的聲音來確認，15%會從指令下達後發出的嗶嗶聲來確認按

下按鍵後指令已確實下達。而如果發現指令下達錯誤時，高齡者所會採取的應

對動作，43%會以按停止取消鍵來應對，18%的高齡者會以拔掉插頭的動作來

應對，12%的高齡者會按其他鍵來干擾以求停止運作（表 4-4）。其中在指令下

達錯誤時，會採取拔掉插頭的高齡者，在教育程度上（圖 4-22），以國小到高

中職學歷的高齡者居多。 

表 4-4  微波爐指令下達動作使用情形 

 如何確認選對自己所需
之功能 如何確認指令已下達 指令下達錯誤時所採取之

應對動作 
聽語音指示 0% 聽到嗶嗶聲 15% 按停止取消鍵 43% 

按鍵按下的感覺 24% 按鍵按下的聲音 17% 拔掉插頭 18% 

螢幕顯示功能項目 73% 螢幕顯示運作中 55% 按其他鍵干擾 12% 

按鍵亮光 3% 按鍵亮光 2% 找人求助 6% 

  閃光提示 0% 重按 9% 

選 

 

項 

  觀看內部是否已運作 11% 其他 12% 

0
1
2
3
4
5
6
7
8
9

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以上

（個數）

不會拔掉插頭 會拔掉插頭

 
圖 4-22 教育程度與拔掉插頭動作的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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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微波後處理動作執行之狀況 

在微波加熱完畢後，有 69％的高齡者是藉由微波爐所發出的嗶嗶聲，來得

知微波已結束；其次有 13％是自己記微波大概的時間，等微波時間差不多時再

去察看；10％則是看到運作中的光線熄掉（圖 4-23）。而在微波結束後執行取

出動作時，57％的高齡者會在微波完畢後馬上取出食用；30％的高齡者則較隨

性，有時會馬上取出，有時會等一下再取出（圖 4-24）。取出微波好之食物時，

會透過隔熱手套或布來拿取的高齡者有 56％，其餘會直接以手來拿取有 44％。 

69%

8%

13%

10%

聽到嗶聲 看螢幕顯示

記微波時間 運作中光線熄掉

   

57%

10%

30%

3%

馬上取出 待1、2分後取出
隨性 其他

 

4-1-7. 清潔與維護情形 

微波爐的清潔與維護方面（圖 4-25），除了 36％的高齡者平日並不做清潔

與維護，及 13％的高齡者認為沒有清潔與維護上問題外，有 16％的高齡者認為

在清潔上會遇到死角而不好清洗的問題，有 10％的高齡者認為拖盤或滾輪不易

定位；另外有 13％的高齡者認為有其他問題，如盤子破掉等。而在不做清潔工

作項目中，與居住方式的交叉關係，有顯著的關係性，與子女居住的高齡者，

不做清潔工作的明顯居多，理由是有子女會去清潔與維護的工作；而獨居的高

齡者不做的理由是，自己一個人使用較不在意是否清潔、乾淨的問題（表 4-5）。 

圖 4-24 加熱完畢後多久去取出百分比圖 圖 4-23 加熱完畢後如何得知百分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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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使用實態調查小結 

使用實態的調查部分，主要

在瞭解高齡者使用微波爐時實際

的使用狀況，從選購微波爐到清

潔維護工作，作個初步的瞭解。

在微波爐機種的選購上，根據調

查結果的統計與分析，以尚朋堂

的微波爐為最多人選購（圖

4-26），其次為 Panasonic（圖

4-27），第三為 National（圖 4-28）；在這三個品牌中，其操作介面的形式以平

面觸控式為主。 

圖 4-25 清潔與維護會遇到的困擾之百分比圖 

12 4 16
75.0% 25.0% 100.0%
3 3

100.0% 100.0%
4 7 11

36.4% 63.6% 100.0%
19 11 30

63.3% 36.7% 100.0%

個數
%
個數
%
個數
%
個數
%

與子女居住

獨居

與配偶居住

居住
方式

總和

不做 做
微波爐清潔工作

總和

表 4-5 居住方式與微波爐清潔工作交叉關係 

圖 4-26  尚朋堂微波爐  型號：S1230 

17%

7%

7%

10%

36%

13%

10%

有死角不好清潔

溝槽處會卡油漬

有異味

拖盤或滾輪不易定位

不做清潔工作

沒有問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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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常使用的功能中，以加熱功能最多，其次為解凍，而微波的料理以熱

菜和牛奶、煮魚為主。高齡者最常使用微波爐的時段以中餐時最頻繁，尤其與

子女居住和獨居的高齡者，使用頻率更高，原因是當子女外出時，高齡者就會

有 1∼2餐是必須自己解決的，因此，有時會將前一天的菜冷藏起來，隔天再加

熱食用，而這樣的情形，在獨居的高齡者生活中，更是經常如此，所以，加熱

的食物會以熱菜的情形居多；因為常會有自己解決 1餐的時候，在微波的份數

上，就會以 1人份或 2人份的分量為多。 

對於微波爐的操作，以微波「時間設定」及「火力設定」為主要操作項目。

高齡者在這兩項設定中，微波時間設定的問題點最多，而火力的設定則較無影

響，在高齡者認知中，時間是影響食物是否熟了的關鍵，而不是火力的大小，

因此，不會設定火力的高齡者（11位），比不會時間設定的高齡者多（8位），

大部分的高齡者並不會特別去設定火力，甚至覺得火力設定的存在無必要性。

對於時間設定的功能鍵，從調查結果中，有數字鍵、分秒鍵和旋鈕式 3種，和

微波爐機種的介面型式的關係，會設定微波時間的高齡者，可操作平面觸控式

的數字設定鍵或分秒設定鍵，而不會微波時間設定的高齡者就偏重以旋鈕式的

設定。 

在設定微波加熱的時間時，高齡者較無法拿捏加熱時間的長短設定，尤其

對教育程度較低的高齡者，則會選擇按快速鍵來微波，較沒有設定上的困擾；

在高齡者的認知裡，認為加熱時間不夠比加熱時間過長好，理由是加熱時間過

長，食物可能會在微波爐內爆開，而不能食用也不好清潔。 

 

圖 4-27  Panasonic微波爐 圖 4-28  National微波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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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在對微波爐下達指令時，都會透過液晶螢幕的顯示，以確認設定無

誤，然而螢幕上的文字大小、背景，會讓高齡者有解讀上的困擾，訪問的過程

中，經常會看到高齡將身體前驅至螢幕前，以看清楚螢幕顯示的內容；另外，

部分高齡者會透過按按鍵的感覺來確認設定。在訪問的過程中，會看到高齡者

有重複按按鍵的動作，以確定自己有按到按鍵，也因為這個重複按鍵的動作，

會造成設定步驟過多，而有取消設定再重新設定的情形。 

微波結束後，多數高齡者是透過微波爐的嗶嗶聲來確認，認為提示性強，

也很清楚，不用再特別去記微波時間，只要聽到嗶嗶聲，即可知道微波已結束。

可知，聲音的回饋設計，對高齡者的使用很便利，其在高齡者的操作認知中意

義也很強烈。而對清潔與維護的工作，大部分的高齡者不會去做清潔的工作，

在高齡者的認知中，認為，食物並沒有和微波爐直接接觸，因此，便覺得微波

爐的清潔並不需要經常進行，除非很髒或有異味，才會進行清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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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介面操作調查結果 

介面操作調查部分，將其結果整理成「介面功能操作情形」、「面板操作識

別之狀況」、「語音功能系統之喜好度」等三項調查。微波爐因功能多樣、步驟

繁複，因此，在介面設計上會以不同樣式來呈現與告知。高齡者在年齡與教育

程度不同的變因下，操作微波爐介面時，會有不同的反應，以下就分別對高齡

者狀況與微波爐介面操作情形作比較分析（圖 4-29）。 

 
圖 4-29 高齡者狀況與微波爐介面操作情形關係圖 

4-2-1. 介面功能操作情形 

（1）微波功能鍵的尋找 

在尋找所須使用的功能鍵時，有 33％的高齡者會憑過去的使用記憶或經驗

來尋找；有 31％的高齡者是以認按鍵位置的方式來尋找；有 23％的高齡者會看

按鍵的文字說明來找到要使用的功能；另外，13％的高齡者則以做記號（貼標

籤、貼紙等）的方式來找到功能項目。 

與教育程度的交叉關係上（圖 4-30），較無明顯的差異性，原因為大部分高

齡者只有在第一次使用時，會看介面上的說明，或是請店員或家人的指導，在

使用習慣後，就以記憶或使用的經驗來操作，因此，不論學歷高低，都會以記

憶或經驗來找到自己所需的調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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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 6 7 8

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以上

(個數)

做記號

憑記憶或經驗

認位置

看文字說明

 

與年齡的交叉關係上（圖 4-31），年齡愈大的高齡者做記號的行為明顯變

多，由此可以推測高齡者隨著年齡增長，在記憶力與學習力上確實會受到生理

機能退化的影響，因此逐漸會以做記號的方式，來幫助自己找到要使用的調理

功能項目。 

0 2 4 6 8 10 12 14

65~69歲

70~79歲

80歲以上

(個數)

做記號

憑記憶或經驗

認位置

看文字說明

 
 

（2）功能讀取能力 

高齡者在遇到看不懂的功能項目時，有 23％的高齡者看不懂英文，27％的

高齡者會請家人解釋，25％的高齡者會記位置，12％的高齡者會做記號。與教育

程度的交叉關係中（圖 4-32），對英文介面看不懂的高齡者，以國小學歷的高齡

者居多，占 46.7％；請家人解釋的以國中學歷的高齡者居多數，占 27.8％；以記

功能項目位置的高齡者也以國小學歷的高齡者居多；而以做記號方式的高齡者以 

 圖 4-30 教育程度與如何找到所需功能之交叉關係 

圖 4-31 年齡與如何找到所需功能之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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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識字、國小和高中職學歷的居多，分別各占 25％；而會看說明書的，則以專

科、大學以上學歷的高齡者為主。可知，看不懂功能項目的情形，對學歷較低的

高齡者來說，較易感到困擾。而與年齡的交叉關係中（圖 4-33），可以明顯的看

出，不論是任何年齡層的高齡者都會有請家人解釋功能的情形；而隨著年齡的增

加，做記號的情形愈多。 

5.5 12.5 12.5 13.3
5.6

25
37.5

46.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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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13.322.2

2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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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02525
11.1

0%

20%

40%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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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人解釋 做記號 記位置 英文看不懂 看說明書

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以上

 
 

0 2 4 6 8

65~69歲

70~79歲

80歲以上

(個數)

其他
沒有問題

看說明書
英文看不懂
記位置

做記號
請家人解釋

 

 

 

圖 4-32 教育程度與看不懂的功能之交叉關係 

圖 4-33 年齡與看不懂的功能之交叉關係 



 
 
 

第四章  高齡者微波爐操作使用調查 

 93

 

4-2-2. 介面操作識別之狀況 

對於操作面板上的字體（圖 4-34），有 56%的高齡者認為在字體的解讀上，

較無看不清楚的問題；41%的高齡者認為字的級數太小，不易解讀。而從年齡的

分群來看，年齡愈大的高齡者，能看清楚字體的人愈少。 

 
0 2 4 6 8 10

65~69歲

70~79歲

80歲以上

(個數)

其他

字級太小

看得清楚

 
 
4-2-3. 語音功能系統之喜好度  

目前市面上微波爐開始有加入語音功能的設計，但還未普遍，且價格偏高。

本研究也針對微波爐加入語音功能後，高齡者的接受度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接

受語音系統功能的高齡者占 53.3%，不能接受的高齡者占 33%，其他占 13.3%；

不能接受的原因是覺得會用、看得懂就可以了，也有認為不喜歡與機器說話的感

覺等；其他如沒接觸過，不能想像自己喜不喜歡，或不會想像操作語音功能的情

境。與年齡分群比較（圖 4-35），年齡愈輕的高齡者，對有語音功能的微波爐接

受度較高，相較於不能接受的高齡者，有些許的兩極化。在教育程度的交叉關係

中，從整體來看，可以明顯的看出，國小學歷以下的高齡者對微波爐有語音功能

的接受度較低，國中學歷以上的接受度較高（圖 4-36）。

圖 4-34 年齡與操作面板上的字體之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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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介面操作調查小結 

高齡者在介面使用上，受到年齡與教育程度的不同，會有「操作」和「讀取」

的困擾。從上述對高齡者在介面操作上的調查，整理成圖 4-37。 

 
圖 4-37高齡者狀況與操作困擾點之關係 

高齡者在介面功能搜尋、字體讀取的清晰度與功能說明的讀取上，因只需辨

識所搜尋之項目是否為自己所需，不需思考該項目的功能操作，而眼睛搜尋的能

圖 4-35 年齡與語音功能接受度之交叉關係 圖 4-36 教育程度與語音功能接受度之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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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會與生理狀況有關係，年齡愈大，在搜尋上的能力就會比較差；其中，功能

的讀取方面，除了會有年齡愈大，做記號的情形愈多外，功能在搜尋到後，還會

有解讀上困擾，例如英文看不懂、請家人解釋功能等情形，這些困擾，則不論教

育程度高低，都會感到困擾。 

除了教育程度的因素影響功能讀取上外，也會影響功能介面的形式與語音系

統的喜好。對於需透過思考才能理解該功能之意思，教育程度愈低，感到困擾的

地方就愈多；另外，對語音系統的加入，教育程度較低的高齡者會擔心機械所講

的內容聽不懂，且也不喜歡和機械說話的感覺，反之，學歷較高的高齡者對語音

系統的加入，接受度較高，覺得不需自己思考就可以操作很方便；從這部分可以

看出，在使用微波爐上理解力及學習力較佳的高齡者，語音系統接受度較高，而

學歷較低的高齡者，對操作功能多一知半解，反而不喜歡語音系統的加入，寧願

用自己的方式來適應，甚至排斥。 

從高齡者對介面操作的操作情形來看，大部分的高齡者對不需思考，能一眼

就明瞭讓功能項目的作用為何、如何操作的介面，操作的意願較高，微波爐對年

齡愈高的高齡者而言，與過去單向回饋的烹煮習慣差異愈大，對須記憶操作流程

的產品，其接受度低，也因生理機能退化的緣故，在學習操作與記憶流程上就較

弱，因此，對微波爐較為複雜的操作項目，是抱持著能不用就不用的心態，反之，

較年輕且教育程度也較高的高齡者，較能接受以微波爐來調理的方式，且在學習

的意願上也較高。 

對於介面功能的辨識能力，則與教育程度較無關聯性，而與年齡和生理狀況

的不同有關，對不易記起，或不熟悉的介面，高齡者習慣以做記號或是認位置、

憑經驗來找到自己所需的功能項目，而不是以學習該功能項目的方式來使用；然

而微波爐的功能多且複雜，高齡者無法記得去記每一項功能的使用方式，在學習

力和記憶力變弱的情形下，易理解、易搜尋的功能項目，是高齡者最常選擇的條

件。因此，也就會有高齡者使用微波爐，僅使用其中一、兩個功能，而選擇的功

能有可能不是功能所代表的（例如加熱牛奶，卻按烹調肉類的功能鍵，因為，時

間是剛好高齡者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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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介面測試調查結果 

    微波爐操作面板的調查，分別從「文字讀取」、「圖像讀取」、「時間設定及

顯示讀取」、「火力設定及顯示讀取」、「按鍵操作」等五個部分對高齡者進行使

用測試，以求得高齡者在年齡、教育程度、使用情形、使用偏好等不同變因下，

對各項測試中的讀取的最小接受度、喜好度的情形，並將調查結果應用在日後

實驗設計時的參考依據。（圖 4-38） 

 
圖 4-38高齡者狀況與介面測試操作關係圖 

4-3-1. 文字讀取測試 

（1）字體與背景辨識測試 

 無彩色圖地關係 

無彩色的測試裡，測試限制為第一次與第二次不得重複選擇。測試結果顯示

（測式樣本如圖 4-39），高齡者對不同字體與不同深淺背景的圖地關係中（表

4-6）。第一次測試結果辨識度最佳的為 K100 的底色搭配粗圓體字（5D），其次

為 K10 的底色搭配粗圓體字（6B），第三為 K100 的底色搭配粗黑體字（3B）。

在第二次辨識度測試結果，最佳辨識度為 K100 的底色搭配粗黑體字（3B），第

二為 K10的底色搭配粗圓體字（6B），第三為W100的底色搭配粗圓體字（1D）。

從圖 4-40 來看，高齡者在第一次辨識選擇時，明顯比第二次辨識選擇時強烈，

到第二次選擇時，結果較為平均。而最不易辨識的字體與背景的圖地關係中，以

K10 的底色搭配白色細圓體字（1A）的辨識度最差，有 83.3％的高齡者皆認為

是最不易辨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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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觀之，在不重複選擇的條件下，辨識度最佳的為 5D，其次為 3B或 6B，

然後為 1D；這 4組看來，皆是字體與背景的對比強烈，如：5D與 3B的白色粗

體字與黑色背景，或是 1D 與 6B 的黑色粗體字與淺色背景等，尤其以黑底反白

字的搭配，是測試結果中，最易辨識的前兩組。另外，不論是何種搭配方式，皆

為粗體字，由此可知，黑底反白的粗體字，是讓高齡者最易即時辨識的搭配組合。 

 

 

 

 

 

 

 

 
表 4-6 字體與無彩色背景測試結果 

辨識度最佳 
 

第一清楚 第二清楚 第三清楚 

第一次選取 

 
 

  

測試編號 5D 6B 3B 

色料比例 C：0  M：0  
Y：0   K：100 

C：0   M：0  
Y：0   K：10

C：0   M：0  
Y：0   K：100

第二次選取 

   

測試編號 3B 6B 1D 

色料比例 C：0  M：0  
Y：0   K：100 

C：0   M：0  
Y：0   K：10

C：0   M：0  
Y：0   K：0 

※ 測試編號參考圖 4-42 
 

圖 4-39 字體與背景之測試樣式－無彩色 

圖 4-40無彩色字體與背景圖地辨識測試結果

※ 測試編號參考圖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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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圖地關係 

  測試限制為第一次與第二次不重複選擇為主（測試樣本如圖 4-41）。此部

分之測試目的為了解何種背景色與文字色的搭配，是高齡者最青睞也最易辨

識。測試結果從圖 4-42 中可以看出，第一次測試中辨識最快也最清楚的為 5d

和 2e（表 4-7），第二辨識清楚為 3a。而在第二次測試中，第一辨識清楚為 6d，

第二辨識清楚為 5d，第三為 1d。同樣地，和無彩色圖地關係測試一樣，在第一

次選擇最易辨識也最清楚的，比第二次選擇時較集中，第二次選擇時，則較平

均。而最不易辨識清楚的是編號 5c的淺黃底白字（C：2 、M：4 、Y：40），

有 80％的高齡者覺得很難看得清楚。 

在不重複的條件下，5d是選擇次數最多的搭配方式，從第一次和第二次測

試的結果來看，飽和度較高的色彩辨識度較佳，配合白色字體，是高齡者認為

最易辨識，配色也最佳的組合。除飽和度高白色字體是為高齡者最易辨識的圖

地搭配外，飽和度中等，搭配深色字體，也是高齡者認為較易辨識及喜愛的搭

配方式。 

 

圖 4-41 字體與背景之測試樣式－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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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字體與彩色背景測試結果 
辨識度最佳 

 
第一清楚 第二清楚 第三清楚 

第一次選取 

   

測試編號 5d 2e 3a 

色料比例 C：0   M：99  
Y：95  K：0 

C：98  M：89  
Y：0   K：0

C：2   M：4  
Y：40  K：0 

第二次選取 

   

測試編號 6d 5d 1d 

色料比例 C：4   M：3   
Y：92  K：0 

C：0   M：99  
Y：95  K：0

C：86  M：0  
Y：97  K：0 

※ 測試編號參考圖 4-44 

（2）字級與背景辨識測試 

 無彩色圖地關係 

在經過字體與背景圖地辨識的測試後，接下來再從高齡者心目中所認為最佳

辨識的組合中，進行字級大小接受度的測試，以最小能接受的字級為主。測試結

果顯示（圖 4-43），在第一測試結果中，12級字是高齡者認為可以接受的最小字

級；第二次測試結果，為 10 級字。從整體來看，第一次與第二次的測試，字級

大小的接受範圍不會相差太遠，以 10∼12 級的字級，是為高齡者接受的最小字

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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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無彩色字級與背景圖地辨識測試結果 

圖 4-42 彩色字體與背景圖地辨識測試結果 
※ 測試編號參考圖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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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字體與背景圖地辨識中，最清楚的前 3種組合作比較（圖 4-44），最清楚

的 5D，以 12級字與 8級字選擇的次數最多；6B的組合以 12級字的辨識度最佳；

3B的組合以 14級字的辨識度最佳。其中，5D的組合，有部分高齡者認為，在 8

級時就可以辨識清楚，相較於 6B的白底黑字，黑色的背景會比白色背景來得顯

眼、易馬上搜尋到，因此，在辨識上，會較白底黑字的辨識性強。而從整體來看，

12級字的大小，對高齡者的辨識能力而言，是較適宜的。 
 

 

 

 

 

 

 

 

 

■5D：黑底白色粗圓體字    ■3B：黑底白色粗黑體字     6B：淺灰底黑色粗圓體字 

圖 4-44 無彩色字級與最佳辨識組合之交叉關係 

 彩色圖地關係 

彩色圖地關係部分，從圖 4-45可以看出，在第一次測試中，以 14級字的大

小，是為高齡者認為最小可以接受之字級；第二次測試中，為 8級及 12級；第

二次測試的結果起伏很大，部分高齡者認為 8 級字即能辨識出。整體來看，以

12∼14 級字的範圍，是普遍高齡者認為，最佳字級的範圍。而與無彩色圖地關

係比較（圖 4-44），無彩色圖地關係較彩色圖地關係，在視覺辨識上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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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彩色字級與背景圖地辨識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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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液晶螢幕的讀取測試 

調查結果顯示（圖 4-46），高齡者家中微波爐之液晶螢幕樣式以黑底綠字的

組合居多，占 46.7％；其次為黑底白字、灰底黑字、黑底紅字等，分別各占 16.7

％。與購買之廠牌比較（圖 4-47），台數最多的尚朋堂以黑底綠字的樣式居多，

其次為 panasonic，以黃底紅字及灰底黑字居多，第三為 national，樣式較為多樣。 

 

 

 

 

 

 

 

 

對高齡者進行液晶螢幕讀取的五種測試樣式中（圖4-48），測試結果以黃色底

背景黑色字的搭配，是讓高齡者最易馬上讀取出的（圖4-49）；而最不易讀取的搭

配方式，為黑色底背景紅色字的搭配方式，對視覺感官逐漸退化的高齡者來說，

圖地關係對比愈不強烈，在讀取上愈感到困擾。 

 
         灰底黑字        黑底綠字        黑底紅字        黃底黑字       黃底紅字 

圖 4-48 液晶螢幕測試樣式 

0 5 10 15 20 25

灰底黑字

黑底綠字

黑底紅字

黃底黑字

黃底紅字

個數

易讀取 不易讀取
 

圖 4-49 液晶螢幕讀取測試結果 

圖 4-46  高齡者家中微波爐液晶螢幕樣式調查    圖 4-47 家中微波爐液晶螢幕類型 

0
1
2
3
4
5
6
7
8
9

灰底黑字 黑底綠字 黑底紅字 黃底黑字 黃底紅字

台數

尚朋堂 panasonic national

灰底黑字

17%

黑底綠字

46%

黑底紅字

17%

黃底黑字

3%

黑底白字

17%



 
 
 

第四章  高齡者微波爐操作使用調查 

 102

在不易讀取的液晶螢幕樣式中，測試結果有 28 位高齡者在測試的選項中，

都有選擇不易讀取的樣式，但有 2位對所有的測試樣式的讀取，認為都沒問題。

從年齡層的分析來看（表 4-8），最不易讀取的黑底紅字樣式中，以 65∼69歲的

高齡者居多，占整體總人數的 45.5％。另外，從各年齡層與該年齡層之選擇人數

比重來看，則以 70∼79 歲之間的高齡者，在該年齡層中，對此一組合皆有不易

讀取的問題，占 88.9％。 

表4-8  液晶螢幕讀取不易與年齡層之交叉關係 

 

  

 

  

 

與教育程度的交叉比較上（表 4-9），最不易讀取的黑底紅字樣式中，以國小

程度的高齡者居多，占整體總人數的 40％。而從各教育程度與該程度之選擇人

數比重來看，則以不識字之高齡者，對黑底紅字之組合都有不易讀取之問題。 

表 4-9 液晶螢幕讀取不易與教育程度之交叉關係 

 

 

 

 

 

 

 

1 2 10 1 14
7.1% 14.3% 71.4% 7.1% 100.0%
50.0% 50.0% 45.5% 100.0% 46.7%

1 8 9
11.1% 88.9% 100.0%
25.0% 36.4% 30.0%

1 1 1 4 7
14.3% 14.3% 14.3% 57.1% 100.0%
50.0% 25.0% 100.0% 18.2% 23.3%
2 4 1 22 1 30

6.7% 13.3% 3.3% 73.3% 3.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數
年齡層內的 %
不易讀取內的 %
個數
年齡層內的 %
不易讀取內的 %
個數
年齡層內的 %
不易讀取內的 %
個數
年齡層內的 %
不易讀取內的 %

65~69歲

70~79歲

80歲以上

     
年
齡
層

總和

無讀取問題 灰底黑字 黑底綠字 黑底紅字 黃底紅字
不易讀取之液晶螢幕樣式

總和

2 2
100.0% 100.0%
9.1% 6.7%

1 9 10
10.0% 90.0% 100.0%
50.0% 40.9% 33.3%
1 5 6

16.7% 83.3% 100.0%
50.0% 22.7% 20.0%

1 3 4
25.0% 75.0% 100.0%
25.0% 13.6% 13.3%
3 1 3 1 8

37.5% 12.5% 37.5% 12.5% 100.0%
75.0% 100.0% 13.6% 100.0% 26.7%

2 4 1 22 1 30
6.7% 13.3% 3.3% 73.3% 3.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數
教育程度內的 %
不易讀取內的 %
個數
教育程度內的 %
不易讀取內的 %
個數
教育程度內的 %
不易讀取內的 %
個數
教育程度內的 %
不易讀取內的 %
個數
教育程度內的 %
不易讀取內的 %
個數
教育程度內的 %
不易讀取內的 %

不識
字

國小

國中

高中
職

專科/
大學
以上

    
教
育
程
度

總和

無讀取問題 灰底黑字 黑底綠字 黑底紅字 黃底紅字
不易讀取之液晶螢幕樣式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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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中螢幕樣式與測試所選取的樣式的調查中，可以看出，高齡者在選擇測

試樣式時，不論家中為何種樣式的螢幕，大部分的高齡者，仍會選擇易讀取之樣

式，這與自己家中微波爐之螢幕樣式並無太大的影響性，僅少部分高齡者，會以

習慣家中的樣式來選擇測試的樣式。在選擇易讀取與不易讀取調查發現，年齡層

與教育程度因素，並不會對選擇有太大的影響；特別的是，高齡者所選擇的易讀

取樣式－黃底黑字，在所有高齡者家中的微波爐裡，僅有一台（大同）為黃底黑

字搭配的液晶螢幕，甚至是在調查中，使用廠牌最多的尚朋堂、panasonic、national

中，都沒有黃底黑字的顯示方式；由此可知，大部分高齡者，對家中的液晶螢幕

顯示方式，在讀取上確實有不便，以至於在高齡者心中理想的讀取樣式，會與家

中液晶螢幕的顯示方式有所差異。 

4-3-2. 圖示讀取測試 

自動烹調鍵上功能的告知方式喜好調查結果，有 60%的高齡者覺得以圖文搭

配的形式不錯，有助於看不懂的文字說明；而有 37%的高齡者認為僅需文字來告

知即可，對圖示的告知方式，則認為較無存在的必要性；而僅 3%的高齡者認為

以圖示來告知，頗具認同，因為只要看圖示就能清楚功能的意思，會比看文字來

的方便與簡單，可知高齡者多數偏好有圖示來輔助讀取。而圖示的表示手法讀取

測試調查結果如下： 

（1）米飯圖示 

測試結果顯示，有 83.3％的高齡者偏好選擇寫實表示的圖示，13.3％的高齡

者選擇圖案簡化的表示方式，僅有 3.3％選擇以圖繪表示方式的圖示，線條表示

的圖示，此部分測試無人選擇。 

 

 

寫實表示         圖繪表示         簡化表示        線條表示 

圖 4-50 米飯圖示測試樣本 



 
 
 

第四章  高齡者微波爐操作使用調查 

 104

（2）魚類圖示 

測試結果顯示，有 56.7％的高齡者偏好選擇寫實圖示，20％的高齡者選擇簡

化圖示，16.7％的高齡者選擇圖繪的表示方式，僅 67％的高齡者選擇線條的表示

方式。 

 

 
寫實表示         圖繪表示         簡化表示        線條表示 

圖 4-51 魚類圖示測試樣本 

 
（3）飲料圖示 

測試結果顯示，有 53.3％的高齡者偏好選擇簡化表示的圖示，20％的高齡者

選擇寫實的表示方式，圖繪和線條表示方式的圖示，各占 13.3％。 

 

 
寫實表示         圖繪表示         簡化表示        線條表示 

圖 4-52 飲料圖示測試樣本 

（4）麵包圖示 

測試結果顯示，大部分高齡者偏好選擇寫實圖示（70％），23.3％的高齡者

偏好選擇簡化表示的圖示，僅 3.3％的高齡者會選擇線條與圖繪的表示方式。 

 

 
寫實表示         圖繪表示         簡化表示        線條表示 

圖 4-53 麵包圖示測試樣本 

（5）綜合分析 

從圖 4-54可以看出，在這四個不同的功能選項圖示中，高齡者會因不同功

能而在選擇圖示的喜好上有所不同，大部分都偏好圖示以寫實的方式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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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以米飯圖示及麵包圖示居多；其次為簡化表示方式的圖示，以飲料圖示居

多。在訪談過程中，高齡者在選擇圖示，會考慮到現實食用的層面，例如經常

食用的米飯，高齡者會偏好選擇寫實表示；理由是寫實的表示方式，才能令他

們聯想到米飯，對圖繪與線條表示的圖示，圖繪表示的圖示覺得沒有寫實圖示

來得真實，因此，在比較之下會選擇寫實的表示方式；而線條的圖示，多數高

齡者認為，只利用線條來表示的圖示，像是沒有裝飯的空碗，因此，無法與加

熱後要食用的米飯做聯想。 

飲料圖示的表示方式，以選擇簡化表示的情形居多，大部分高齡者認為寫

實圖示的牛奶盒，好像只有熱牛奶的功能，因此，反而選擇用杯子裝飲料的圖

示，較能讓高齡者聯想到加熱液態類的食物。 

 

 

 

 

 

 

 

 

 
從年齡的部分來看（如上圖 4-55），不分功能種類，選擇寫實表示的次數

以 65∼69歲之間的高齡者居多，有 36次；其次為 70∼79歲之間的高齡者，有

19次；80歲以上的高齡者有 12次，可知，年紀較輕的高齡者，較偏好寫實表

示的圖示，年紀愈大的高齡者則認為，圖示過於複雜不易辨識，簡化的圖示可

以讓他們較易理解與聯想。而圖繪與線條表示方式，大部分高齡者認為不易理

解與產生聯想，因此，較不受高齡者青睞，在選擇的次數上也較寫實與簡化表

示的圖示少。 

圖 4-54 各圖示之喜好度                   圖 4-55 年齡與圖示選擇喜好之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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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6年齡與圖文喜好選擇之交叉分析  圖 4-57 教育程度與圖文喜好選擇之交叉分析 

從年齡層來看（如上圖 4-56），65∼69歲與 70∼79歲之間的高齡者看法較

近，大部分認為圖文搭配是最佳的方式；80歲以上的高齡者，在圖文搭配和純

文字表示的選擇，較無明顯的偏好，各占 42.9％。 

在教育程度的比較上，從圖 4-57可以明顯看出，教育程愈高的高齡者，愈

偏好以純文字表示的方式，認為對介面上的文字說明大致上都看得懂，要特別

加入圖案來提示說明；而教育程度愈低的高齡者，則認為圖文搭配的表示方式

較為理想，因為在看不懂字意時，看圖示也能理解其功能；而純圖示的表示方

式，高齡者則認為，容易產生混亂、搞不清的狀況，因此，選擇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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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時間設定與顯示讀取測試 

微波時間設定樣式如下圖（圖 4-58），對高齡者進行時間設定方式理解力

測試。測試結果顯示，對樣式中的設定方式能理解的（圖 4-59），有 46.7％選

擇數字按鍵設定，其次為旋轉鈕設定（30％），分秒鍵設定（16.7％），旋鈕式

液晶螢幕顯示的占 6.7％。最感到不能理解的，以旋鈕式液晶螢幕顯的居多（33

％），其次為分秒鍵設定，第三為數字鍵設定，其中，有 10％的高齡者，除了

自己所選擇的設定方式能理解外，對其餘的設定方式都不能理解。 

 
圖 4-58 時間設定測試樣式 
 
 
 
 
 
 
 
 
 
 
 
 
 
 
 
 
 

圖 4-59 時間設定之理解力測試結果 

與家中現有微波爐的設定方式做交叉分析（圖 4-60），結果顯示，家中為

數字鍵設定方式的，90.9％會選擇數字按鍵設定；而家中為旋鈕式，則有 66.7

％選擇數字按鍵設定；家中為時分秒鍵的，則有 50％會選擇旋轉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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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90.9

66.7

31.3 50

33.3

6.3

9.1

0 20 40 60 80 100

時分秒鍵

數字鍵

旋鈕式

％

數字按鍵設定 分秒鍵設定

旋轉鈕設定 旋鈕式液晶螢幕顯示

 
圖 4-60 家中設定方式與能理解的方式之交叉關係 

與在家中時間設定慣用鍵做交叉分析，在易理解設定部分，從圖 4-61中可

以看出，慣用數字鍵、旋鈕式設定的高齡者會偏好選擇數字按鍵設定，而慣用

加熱鍵、時分秒鍵設定的高齡者會偏好選擇旋轉鈕設定，其中慣用快速鍵的高

齡者選擇數字按鍵與旋轉鈕設定的各占 50％。高齡者認為，旋鈕上未標示此旋

鈕之功能，會不清楚是何種功能，且需透過螢幕才能得知設定的過程與結果，

會有看不清楚與不能理解的感覺，如慣用旋鈕式及數字鍵設定的高齡者，對分

秒鍵的設定方式，會感到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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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 高齡者設定慣用鍵與測試結果易理解設定之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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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年齡做交叉比較分析（圖 4-62），各年齡層的高齡者，都對分秒鍵設定

及旋鈕式液晶螢幕顯示的設定方式感到不易理解，而 80歲以上的高齡者，42.9

％對所有的方式都不易理解的情形。教育程度方面（圖 4-63），教育程度愈低

的高齡者，對旋鈕式液晶螢幕顯示的設定方式，感到不理解的情形愈多，而教

育程度愈高的高齡者，對分秒鍵的設定方式，感到不理解的情形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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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年齡與測試結果不易理解之交叉關係     
 

時間設定中，分秒輸入方式的部分（說明三），在所調查的微波爐中，76％為

累加式輸入（圖 4-64），10％直覺式輸入，換算式及旋鈕式各為 7％。而與家中

現在微波爐的時間設定方式做交叉分析（圖 4-65），家中為時分秒鍵設定的，

有 81.3％會選擇累加式的輸入。家中為數字鍵設定的，也有 81.8％會選擇累加

式的輸入方式；家中為旋鈕式設定的，則有 66.7％選擇旋鈕式輸入。由此可知，

時分秒鍵及數字鍵的設定，多以累加式的輸入方式為居多。 

圖 4-63 教育程度與測試結果不易理解之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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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加式

76%

直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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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式

7%

旋鈕式

7%

   
圖 4-64 家中微波爐分秒輸入方式       圖 4-65 分秒輸入方式與家中微波爐時間設定 

方式之交叉關係 

 

 

 

 

 

 

 

 

 

 

 

說明三 

 

累加式：例如 12分 03秒，即「10分鍵」的按 2次，「1分鍵」的按 1次，依此類推。 

直覺式：例如 2分 30秒，即按數字 0，依序再加 2‧3‧0，依此類推。 

換算式：例如 3分鐘，即 3分×60秒＝180秒，按 1‧8‧0鍵，即會換算成 3分鐘，依此類推。 

旋鈕式：例如 1分 20秒，即旋鈕控制鈕，至數字 1與 2之間，螢幕處會自動調整秒數，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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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火力設定與顯示讀取測試 

火力設定測試樣式如圖 4-66，測試結果得知（圖 4-67），對火力設定的介

面形式清楚的，以圖示旋鈕及文字旋鈕的形式，是讓高齡者能即時理解的，各

占 36.7％，而文字按鈕與圖示按鈕的形式，各占 13.3％。而對測試樣式不能理

解的火力設定介面形式，以文字按鍵的設定方式（56.7％），最不易理解；其次

為文字旋鈕設定（16.7％）。 

在能理解的測試中，高齡者因為能理解其火力設定，因此，會將理解與否

著眼在功能操作上，測試結果也就會出現偏好旋鈕式的設定；而在不能理解的

測試中，高齡者反而會將理解與否著眼在介面形式上，測試結果，以文字的形

式較不易理解，尤其是按鍵的操作上。可知，高齡者在面對火力設定時，其思

考模式會偏向，先以操作習慣來思考是否理解，再來思考設定的介面形式。 

 
圖 4-66火力設定測試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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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7 火力設定的介面形式之理解力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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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9測試結果易理解設定方式與教育
程度之交叉關係 

在不同年齡的使用群下，從圖 4-68 整體觀之，65∼79 歲的高齡者，對文

字旋鈕的設定方式較易理解，而 80歲以上的高齡者較對圖示旋鈕的設定方式較

容易理解，占該年齡層的 71.4％。教育程度方面，測試結果顯示，對易理解的

設定方式中（圖 4-69），整體觀之，以圖示旋鈕與文字旋鈕的設定方式，讓高

齡最易感到理解；在不同教育程度中，圖示旋鈕與文字旋鈕也比其他設定方式，

明顯來得高；而以文字按鍵與圖示按鍵的設定方式，學歷愈高的高齡者，理解

能力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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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顯示的方式，其測試樣式如圖 4-70，目的在測試高齡者在不同樣式的

火力顯示中，何種樣式是讓高齡者最易讀取與理解的。測試結果顯示（圖 4-71），

46.7％的高齡者對漸層燈示加文字的顯示方式理解力較佳；其次為漸層分格的

顯示方式（16.7％）；第三為漸層分格加文字的顯示方式（13.3％）。不易理解的

部分，黑色分格的顯示方式，是讓高齡者最感到不能理解的（36.7％）；其次為

液晶螢幕溫度顯示（23.3％）；第三為液晶螢幕處文字顯示（16.7％）。 

從測試結果得知，高齡者對直接以圖示來告知火力狀態的方式，較易理解，

可以一眼知曉設定之火力的狀態，另外，以燈示來顯示目前火力狀態，可明確

告知高齡者，使其更易理解力上更快；而不易理解的火力顯示方面，單一色分

格顯示，會讓高齡者對其火力大小的狀態感到模糊，而無法掌握真實的火力狀

態。觀看液晶螢幕時，多數高齡者認為，在同一視窗中，需尋找火力的顯示位

置，及其形式的意思感到困擾，相較之下，以色階的方式更讓高齡者所接受。 

圖 4-68 測試結果易理解設定方式與年齡之交叉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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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0 火力段數顯示測試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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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火力顯示方式之理解力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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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3 測試結果易理解之火力顯示方式與教育程度之
交叉關係 

從年齡分群來看（圖 4-72），最不易理解的黑色分格顯示形式中，以 65∼69

歲的高齡者最感到不易理解（50％）；其次為 70∼79 歲的高齡者（33.3％），最

不易理解的第二樣式，第三為 80歲以上的高齡者（14.3％）；80歲以上高齡者對

火力顯示的方式都不清楚的，也占了該年齡層的 42.9％。從教育程度來分析（圖

4-73），在最易理解的漸層燈示加文字顯示的方式中，以專科/大學以上的高齡者

理解能力較佳，占該年齡層的 62.5％，其次為國小學歷的高齡者（60％），第三

為國中學歷的高齡者（33.3％）；第四為高中職學歷的高齡者（25％）。而第二理

解度較高的漸層分格顯示，則以不識字的高齡者居多（100％），其次為國中學歷

的高齡者（16.7％）；第三為專科/大學以上學歷的高齡者（12.5％），第四為國小

學歷的高齡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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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4-74 中，可以看出，在理解度最高的漸層燈示加文字顯示的樣式中，

會設定與不會設定的比例相同；而理解度第二高的漸層分格顯示中，有 80%的高

齡者不會設定；理解度第三高的漸層分格加文字顯示樣式中，75％的高齡者也以

不會設定居多。而從圖 4-75 來看，不易理解的火力顯示方式中，最不易理解的

黑色分格顯示樣式中，有 63.3％的高齡者不會設定；第二不易理解的液晶螢幕處

溫度顯示的樣式中，同樣也以不會設定火力的高齡者居多（85.7％）；第三不易

理解的液晶螢幕處文字顯示的樣式中，則有 60％的高齡者會設定。 

由以上可知，不會火力設定的高齡者對測試樣式的反應較大，對淺顯易懂的

顯示方式，如（漸層、燈示提示可），明確告知火力段數的狀況；有些高齡者認 

圖 4-72 測試結果不理解火力顯示方式與年齡之
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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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上文字說明的顯示方式會更明確。以液晶螢幕來顯示的方式高齡者不理解的

情形居多，且多為以不會設定方式的高齡者；而會設定的高齡者，則在液晶螢幕

處以文字顯示的方式，有不理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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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按鍵操作測試 

按鍵測試分三個部分做測試，「按鍵大小」、「按鍵形狀」、「按鍵觸感」等。

以調查出高齡者對按鍵大小的最小接受尺寸、按鍵形狀之喜好、按下按鍵時

之敏銳度等。 

（1）按鍵大小接受度 

從圖 4-76 的測試結果來看，

高齡者最小能接受的按鍵大小，

以直徑 1.2 公分的大小接受度最

高（56.7％）；其次為 1公分與 0.8

公分的按鍵大小，各占 16.7％。 

 

 

 

1 

2 

3 

圖 4-75 測試結果不易理解火力顯示方式與是否
會設定火力之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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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4測試結果易理解火顯示方式與是否會設定
火力之交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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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6  按鍵大小喜好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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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鍵形狀喜好度 

按鍵形狀喜好測試之樣式如圖 4-77，測試結果如圖 4-78，最受高齡者青

睞的形狀為圓形（53.3％），其次為橢圓形（26.7％）。而高齡者較不喜歡的形

狀以橫長形居多（36.7％），其次為正方形（26.7％），第三為長方形（23.3％）。

從調查結果可知，多數高齡者偏好較圓滑之形狀，對似圓非圓，似方形非方

形的橫長形，會感到疑惑，認為按鍵太寬，不知要按那個位置，也有部分高

齡者認為，對於方形的按鍵，會感到按鍵比圓形小，而有不好按的感覺。 

 
圓形           橢圓形              橢長形           方形         橫長形 

 

 
圖 4-77  按鍵形狀喜好度測試樣式 

 

 

 

 

 

 

 

 
與年齡的關係，從圖 4-79來看，接受度最高的圓形按鍵中，以 66∼69歲

及 80歲以上的高齡者為主，分別各占該年齡層的 57.1％。整體來看，大部分

的高齡者，偏好圓形的按鍵，尤其為 65∼69歲的高齡者，而愈年長的高齡者，

其喜好較無年輕高齡者的感受來得強烈，在選取上較無明顯的喜好差距。 

  

圖 4-79  測試結果喜歡的按鍵形狀與年齡之
交叉關係

圖 4-78 按鍵形狀喜好度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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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鍵觸感敏銳度 

從圖 4-80來看，測試結果最易感覺到按按鍵的，以嵌入式按鍵是讓高齡者

執行按按鍵動作時，最能馬上感覺到的按鍵（73.3％）；其餘的按鍵型式，則較

無明顯的差異。而最讓高齡者較無按壓感的以平面觸控式的按鍵最多（60％）；

其次為平面凸點按鍵（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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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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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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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0 按鍵觸感測試結果 

與家中的面板形式做交叉比較，從圖 4-81來看，覺得最能感覺到已按到按

鍵的嵌入式按鍵式的選項中，家中現有微波爐若為平面凸點按鍵式的，高齡者

選擇此按鍵式的比例最多；其次是家中為平面觸控式的，有 77.8％選擇此按鍵

式；第三為旋鈕式電子式，有 75％。而觸覺感較低的，不論家中為何種形式的，

對平面凸點按鍵式的不易感覺到，其次為平面觸控式。從以上調查結果可知，

不論家中為何種按鍵形式，皆偏好選取嵌入式按鍵式的按鍵設計，因為最能感

覺到按按鍵之動作，尤其為與平面按鍵控制觸感差異最大的旋鈕電子式，最不

易感覺到已按下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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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1 測試結果與家中面板形式之交叉關係 
 

 
4-3-6. 介面測試調查小結 

從上述各項微波爐介面形式的測試調查後，我們可以從中得取及掌握高齡

者在介面操作上，其操作喜好、習慣、行為模式等的情形。掌握其喜好與易於

理解、辨識的範圍，亦有助於介面的設計，讓高齡者在操作上更為便利。 

而從調查的結果中，在文字讀取部分，高齡者對明暗度、對比性差異愈大

的介面形式較易於辨識，例如：黑/白、紅/白、黑/黃等。字體的辨識，細字體

較能清楚辨識。在字級的辨識上，10∼14級字的大小，辨識的情形較佳。文字

在介面上的運用，較其他介面形式的呈現多，高齡者在讀取時，對易於辨識的

文字，皆能即時做出反應，相對地，在執行的動作，便能更快進入狀況，同時，

也增加操作的意願度。 

圖示部分，高齡者對寫實手法的圖示，較易於辨識，選擇的原因與生活經

驗有關。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高齡者會以自身的生活經驗，來評斷圖示的表示

手法及類別的選取，愈接近其所認知的印象，認同感愈大，例如：飲料的選取

上，其功能涵蓋加熱牛奶、巧克力、水、湯類等項目，若僅其中一項為圖示來

表示，高齡者會誤以為僅能加熱此一項目。在教育程度上，學歷愈低的高齡者，

愈趨向以寫實表示的圖示，原因是較易於聯想；而學歷愈高的高齡者，對其他

（圖繪、線條、簡化等）表示手法，在聯想能力上，比學歷較低者來得強。 

家中面板型式 



 
 
 

第四章  高齡者微波爐操作使用調查 

 119

 

時間設定部分，多數高齡者的思考模式，較偏向於直覺式的思考，因此，

在設定方式的選擇上，選擇數字鍵的比例較多，且不論教育程度的高低，或是

年齡的差異，皆偏好數字鍵的設定方式。直覺式的輸入方式，與其他輸入方式

的不同在於，較不需經過運算來操作，對高齡者而言，是能快速操作與理解的

輸入方式。 

火力設定部分，高齡者較不易理解，為文字的介面形式，且因為文字敘述，

會受到教育程度的影響，學歷愈低的高齡者，不易理解的狀況愈多，尤其為不

識字的高齡者。設定的方式，以段數來告知火力大小，是較為高齡者所認同，

高齡者可以從介面上，來理解段數的呈現，及目前所設定的火力強度。而火力

顯示的方式，若以漸層的方式來呈現，較能讓高齡者產生火力強度的聯想，若

加上燈示或文字來指示，更讓高齡者在讀取火力強度時，理解能力更佳。 

按鍵操作部分，高齡者認為要有觸感的按鍵（例如嵌入式按鍵、表面質感

處理、凸點等），才會有確實按到的感覺。在調查的過程的中發現，按鍵在執行

時，雖然會發出嗶嗶聲，但大多數的高齡者同時也會依賴手指接觸按鍵來確認

功能的執行，因此，有七成三的高齡者較偏好選擇有觸覺感知的按鍵，尤其為

嵌入式按鍵。而按鍵的大小，以直徑 12mm大小的按鍵，是普遍高齡者認為適

當的尺寸。太小的按鍵，高齡者無法做按鍵執行的確認，太大的按鍵，則有部

分有高齡者認為，會因為太大而不知該按在何處。在形狀的選擇上，較偏好圓

形的按鍵；高齡者認為圓形按鍵在手指接觸及視覺注視時，有集中中心點的感

覺，因此，有五成三的高齡者選擇。 

就以上對高齡者在操作微波爐介面的喜好、辨識力、理解力等情形的調查

後，可以清楚知道，高齡者操作的偏好與困難，將其結果整理如表 4-10，調查

結果將做作下一階段比較調查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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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介面測試調查結果 
介面功能 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圖  例 

字體與背景 

‧ 無彩色圖地測試： 
以明度差愈大愈易辨識，如：黑底白字
（B100W100） 

‧ 彩色圖地測試： 
以飽和度及彩度愈高，搭配白色字體
的，愈易引起高齡者注意，如：紅色
（M100Y95）、藍色（C100M95）。或者
為飽和度及彩度愈低，搭配黑色字體，
如：淺黃（Y15） 

 

字  體 圓體字體辨識度較佳 如上圖 

字  級 

‧ 在無彩色字體與背景的圖地關係中，以 10∼
12級字辨識度較佳 

‧ 在彩色字體與背景的圖地關係中，以 12∼14
級字辨識度較佳 

 
文字讀取 

螢幕顯示 以黃底黑字的搭配辨識度最佳，其次為黑底綠
字與黃底紅字 

 

圖像讀取 表示手法 以寫實的圖像傳達性較佳 
 

時間設定 設定方式 時間輸入以 0∼9數字鍵之設定方式理解性較佳

 

設定方式 火力設定以段數告知的方式理解性較佳  

火力設定 
顯示方式 以漸層色加註文字及燈示的辨識度較佳 

 

大  小 按鍵最小接受尺寸在 12MM以上較佳  

形  狀 按鍵形狀喜好以圓形按鍵較多  
按鍵操作 

觸  感 以有表面處理或嵌入式按鍵，觸覺感較強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