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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名稱 兒童讀者尋書滿意度調查研究 

主辦機關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調查日期 

專案建置前-調查研究：106.4.15-106.5.3 
專案建置前-實驗研究：106.4.19-21 
專案建置後-調查研究：106.7.19-106.8.2 
專案建置後-實驗研究：106.6.28-30 

調查母體 

專案建置前-調查研究：本館 1-5 年級兒童讀者 13,380 人 
專案建置前-實驗研究：106.4.19-21 臺中市信義國小 2、3、5 年級兒童 
專案建置後-調查研究：本館 1-5 年級兒童讀者 13,380 人 
專案建置後-實驗研究：106.6.28-30 臺中市信義國小 2、3、5 年級兒童 

抽 
樣 
樣 
本 
數 

專案建置前-調查研

究：353 份 
專案建置後-調查研

究：323 份 
專案建置前-實驗研

究：78 份 
專案建置後-實驗研

究：77 份 

有 
效 
樣 
本 
數 

專案建置前-調查研究：

328 份 
專案建置後-調查研究：

323 份 
專案建置前-實驗研究：78
份 
專案建置後-實驗研究：77

份 

有 
效 
樣 
本 
率 

專案建置前-調查研究：

92.9% 
專案建置後-調查研究：

100% 
專案建置前-實驗研究：

100% 
專案建置後實驗研究：

99% 

研究目的 

配合「虛實整合穿戴式手錶導航視覺化兒童圖書館」專案計畫之建置，進行兒童讀

者閱讀興趣、使用兒童學習中心情形、尋書行為、使用容易度及滿意度調查研究，

目的在了解本館兒童讀者在專案建置前尋書行為及對兒童學習中心的滿意度(包含

館藏)，以及專案建置後使用視覺化智慧尋書設備易用度、助益度及使用傾向，調查

研究結果提供專案系統優化及強化本館兒童尋書相關服務品質之參考，以滿足兒童

讀者探索與學習之需求。 

調

查

方

法

 

抽樣方法 簡單隨機抽樣、分層隨機抽樣、時段取樣 

調查方式 現場分發紙本問卷 

資料分析 

方法 

單變項統計分析：次數分配、百分比 

雙變項統計分析：卡方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迴歸分析 

因素統計分析：確認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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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樣本 
調查研究樣本，專案建置前抽樣有效受訪總人數為 328 人，女生 51.4%、男生

48.6%；就讀年級集中在二年級（22.3%）、三年級(24.4%)及四年級（20.4%），

一年級(16.2%)和五年級(16.8%)略少。專案建置後，調查研究之抽樣有效受訪

總人數為 323 人，女生占 53.3%、男生占 46.7%，年級集中在二年級（24.5%）、

三年級(23.2%)和一年級（20.1%），四年級(17.6%)和五年級(14.6%)略少。專

案建置前後全程參與實驗研究總人數為 77 人，男女比例約 50%，年級以二年

級(36.4%)較多，其次為四年級（33.8%）及五年級（29.9%）。 
二、 兒童讀者的閱讀興趣 

喜歡之圖書主題以角色、科學、動物三種較多；喜歡之圖書寫作風格以冒險最

多；喜歡之圖書體裁以漫畫最多。 
三、 兒童讀者使用兒童學習中心情形 
(一) 陪同造訪情形為爸爸媽媽共同前來，或與媽媽一起來館之比例最高。造訪頻率

最多為每個月 1 至 3 次(42.2%)，每次約停留 1 至 2 小時(50.3%)。 
(二) 兒童讀者在兒童學習中心採用之尋書方式前三名隨意走隨意看(75.3%)、用電

腦查詢館藏目錄(44.4%)、詢問陪同的家人(22.5%)、館員(17.3%)。 
(三) 超過九成五以上兒童在兒童學習中心大部分有找到想閱讀的書籍，沒有找到書

籍的原因主要為在書架上找不到或被借走。 
(四) 超過八成五以上兒童使用過本館自助借書機。 
(五) 知覺兒童學習中心易用度及滿意度 

1. 知覺尋書容易度平均 3.45；但尋書時需求幫助程度平均 2.57。 
2. 知覺借書機操作容易度平均 4.12。 
3. 知覺館藏滿意度平均 4.43。 
4. 對兒童學習中心整體滿意度平均 4.48。 
5. 接近九成八的受訪兒童表示會再次造訪兒童學習中心，七成三願意推薦邀

請同學前來使用。 
6. 部分知覺評價存在性別、年級及採用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有差異 

(1) 女生對館藏滿意度比男生高；男生來兒童學習中心的喜歡程度比女生高

並且比女生更願意邀請同學前來兒童學習中心。 
(2) 低年級(一至二年級)兒童尋書需求幫助程度比高年級(五年級)高，操作

借書機的容易度比中年級(三至四年級)低。 
(3) 調查受訪兒童對館藏滿意度比實驗研究之受訪兒童來得高，在兒童學習

中心尋書容易度也比實驗研究之受訪兒童來得高，也因此尋書需求幫助

程度比實驗研究之受訪兒童來得低。 
7. 整體而言，受訪兒童對於兒童學習中心的館藏和整體服務均高度滿意；會

使用自動借書機的比例超過八成，知覺操作容易度高；惟知覺尋書容易度

低於 4，但當兒童無法成功找尋到想要的書籍時，不一定會尋求他人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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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價視覺化智慧尋書設備 
(一) 分類星球互動牆體驗容易度平均 3.58，對了解各分類號書籍放在兒童學習中心

的位置助益程度平均 3.97。 
(二) 電子書牆體驗容易度平均 4.18；有助於其尋書之助益度平均 4.06；覺得電子書

牆推薦的書吸引兒童去書架找出閱讀之吸引度平均 3.68。 
(三) 智慧書架體驗容易度平均 4.41；覺得智慧書架系統所推薦的書籍助益兒童尋書

程度平均 4.36，且在智慧書架上容易找到書的容易度平均 4.26。 
(四) 穿戴式手錶體驗容易度平均超過 4 以上：穿戴容易度平均 4.24；操作容易度平

均 4.20；使用手錶找書容易度平均 4.01；接近九成八的兒童都有找到穿戴式手

錶推薦書籍所在的架位；認為手錶推薦的書符合兒童閱讀興趣之符合度平均

3.82；傾向再次去借手錶找書的吸引度平均 4.27。 
(五) 高達九成五以上受訪兒童傾向再使用四種視覺化智慧尋書設備。 
(六) 部分知覺評價存在性別、年級及採用研究方法的差異 

1. 男生比女生覺得分類星球互動牆容易體驗，同時比女生來得願意邀請同學前

來體驗。 
2. 高年級覺得體驗分類星球及穿戴式手錶比低年級來得容易。 
3. 實驗研究的受訪兒童覺得體驗分類星球互動牆及穿戴式手錶導航找書比調

查研究受訪兒童來得容易。 
(七) 整體而言，受訪兒童對於四種視覺化智慧尋書設備的評價，除分類星球互動牆

平均分數低於 4 分之外，其餘三種都高於 4 分，其中電子書牆是四種視覺化智

慧尋書設備整體效益貢獻度最高的設備，穿戴式手錶貢獻度最低，但卻是多數

受訪兒童最優先想要採用的尋書方式。 
(八) 三種優先採用尋書方式 

未體驗四種視覺化智慧尋書設備前，多數兒童採用以隨意走隨意看或利用電腦

查詢館藏目錄方式尋書，但體驗後，在七種尋書方式中，最多被選擇採用的方

式是手錶導航（82.5%），其次是智慧書架（60%），再其次是用電腦查詢館藏

目錄(53.5%)，選擇電子書牆也占了 40%，選擇直接在書架尋書比例約 28%，

較體驗前低。 

關鍵字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兒童、使用、尋書行為、閱讀興趣、滿意度、易用度、助益

度、忠誠度、使用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