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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討高齡者在使用小型觸控式螢幕時的操作性為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主要以三組的受測族群：高

齡組、中高齡組、年輕組各 12 位；三種操作姿勢：坐著-手持個人數位助理（PDA）、坐著-PDA 置於

桌上、與站立-手持 PDA；五種虛擬按鍵尺寸：邊長分別為 3、5、7、9、11mm 的正方形；與兩種輸入方

式：用手指輸入、用觸控筆輸入，探討小型觸控式螢幕的操作性。每位受測者皆須操作 30 次作業（按鍵

尺寸 5種 x輸入方式 2種 x操作姿勢 3種），所有的實驗皆利用 PDA 進行，實驗作業為模擬電話號碼輸

入。實驗的軟體程式可同時記錄每次的操作時間，本研究以操作時間作為評估各項實驗條件下的操作性

優劣的依據。由本研究的結果得知，在任何按鍵尺寸與輸入方式之下，高齡者所需的操作時間都比中高

齡者與年輕人所需的操作時間長。將 PDA 置於桌上有助於操作的穩定性，其所需的操作時間較短。整體

而言，考慮到不同的使用族群，用手指輸入時，最小的按鍵尺寸建議為 9mm x 9mm；若用觸控筆輸入時，

最小的按鍵尺寸建議為 5mm x 5mm；本研究的結果可作為小型資訊產品之觸控式螢幕介面設計的參考。 

 

關鍵詞：高齡者、按鍵尺寸、操作姿勢、操作時間、輸入方式、個人數位助理 

 

一、緒論 
 

隨著科技的進步，資訊產品帶給人們生活上的便利，但也衍生操作複雜化與黑箱化的問題[6]；為了

探討資訊產品操作上的問題點，產品的介面設計遂成為重要的研究主題之一。尤其現代的資訊產品操作

介面皆強調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Human-Centered Design），特別重視使用者與產品之間的互動，例

如利用視覺或聽覺的回饋可以增進產品的操作性。如何讓使用者容易操作資訊產品或減少其操作的負

擔，雖已有許多研究提出使用者介面設計[23,25,31]或使用性評估的原則[2,24,28]被應用在資訊產品設

計上；但大部分的資訊產品對高齡者而言，仍不容易使用，其原因是目前的產品主要皆以年輕族群為訴

求的對象；為了要擴大資訊產品的使用族群到高齡者或弱勢族群，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20]的
觀念是值得參考與應用的。 

根據Lee & Kuo [18]的研究指出，高齡使用者對於複雜操作的資訊產品，只會使用其簡單的基本功 



46                                                                      設計學報第9卷第4期 

 

能；但設計優良的資訊產品可以增進高齡者生活上的便利性與社會互動的機會[10]。因為隨著年齡的增

加，造成老年人生理與心理上的變化，使高齡者不易操作產品的介面，其主要問題點可歸納為運動、知

覺與認知等方面的問題[15,17,26]。例如：在運動機能方面，因為高齡者的肌力退化與手指的靈敏度降

低，不容易操作細小的按鍵[18]；在知覺機能方面：由於高齡者知覺機能的退化，不容易看清楚產品的

操作介面[7]、或不容易聽清楚產品所發出的聲音[22]；在認知機能方面：由於高齡者記憶力的退化，不

易操作複雜功能的產品[18]。但是，過去的人因工程或使用者介面設計的研究，大部分以正常人或年輕

人為研究對象，有關高齡者的相關研究則較少[13,26,27]。近年，因為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高齡者的相

關研究才逐漸引起重視；例如日本高齡人口的成長趨勢非常快速，引起日本產官學界高度的重視，並積

極建立高齡者相關的人因資料庫與工業規格，提供企業與設計師使用即是最佳例證[3,8]。 

具有小型顯示螢幕與輸入按鍵為資訊產品的特徵之一。因現代的資訊產品，如行動電話、數位相機、

個人數位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以下簡稱為 PDA）等，重視產品的攜帶性，並隨產品功能的

複雜化，更突顯出小型螢幕空間的侷促性[4]；為了彌補高齡使用者視覺與運動能力的退化，許多資訊產

品將操作介面的字體或按鍵加大；從設計的觀點，因為字體或按鍵增大，容易被認為是為高齡者而設計

的產品、或是降低產品的美感程度，而不被一般消費者青睞。甚至許多資訊產品的螢幕介面設計都是引

用電腦螢幕的操作介面設計原則，造成許多消費性資訊產品不容易被使用[20]。目前大部分的資訊產品，

對高齡者而言過於複雜，不容易辨識其操作介面與瞭解如何操作；所以，從設計專業的立場，如何將通

用設計的觀念融入產品的使用者介面設計，提供高齡者容易操作的資訊產品，又不會被貼上「高齡」的

標籤，是值得設計師深思的。在國外已有許多以通用設計理念開發成功的產品，例如日本富士通公司的

FACT-V 自動提款機與松下通信公司的 P601es 行動電話[29]是考慮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的生理特性而設

計的產品，其產品不但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容易使用，一般人也容易使用，即是符合通用設計的產品。 

隨著無線網際網路技術的成熟，透過手機、PDA 等手持式無線設備，將逐漸成為各界注目的焦點[9]，
觸控式螢幕也將被廣泛的應用在這些產品設計上。觸控式螢幕是結合控制與顯示兩種機能於一體，其優

點為在有限的空間內，可彈性設計許多操作功能；且因為沒有實體按鍵與螢幕顯示內容的空間對應問題，

眼睛與手的操作協調較佳，所以非常適合新手[11]、高齡者[19]的操作。未來也可將小型觸控式螢幕應用

在高齡者相關的醫療保健、通訊（緊急聯絡）、家電等產品設計上，以減少高齡者的操作負擔。但 Okada 
[26]提出，必須先累積高齡者的運動、知覺、認知等機能特性的研究成果，才能應用在高齡者的產品設

計與介面設計上；因高齡者身心機能的衰退，一般的使用者介面設計原則，無法直接應用在高齡使用者

的介面設計上[16]。例如 Baumann [11]對以手指操作觸控式螢幕之按鍵尺寸提出建議值，但該建議值只

是針對一般的狀況，並未針對高齡者或特定的使用情形（如使用觸控筆、或小型觸控式螢幕）；因高齡

者的視力衰退與手指的靈敏度降低，造成手眼的協調能力降低，若該建議值要應用在高齡使用者的介面

設計上，則需進一步的探討、修正。若從通用設計的觀點，高齡者容易使用的產品，一般的正常人或年

輕人也容易使用該產品[15,20]。所以，本研究以探討高齡者操作小型觸控式螢幕的操作需求，研究成果

可應用在高齡者產品設計上，其設計也適合正常人或年輕人所使用，即達到通用設計的目標為本研究的

主要動機。但如前所述，觸控式螢幕的介面設計牽涉的層面非常廣，需考慮運動、知覺與認知等要素；

本研究比較偏向手部運動與視知覺對操作性的影響，其主要是探討不同年齡層的使用者、按鍵尺寸、輸

入方式與操作姿勢對小型觸控式螢幕之操作性的影響；未來再進一步探討其他知覺、認知等相關的議題。

所以，探討高齡者對小型觸控式螢幕操作性為本研究的目的。 

 

二、研究方法 
 
根據葉恆芬[9]、Douglas＆Naylor [14]的報告，PDA 被應用在工作、娛樂、醫療等範疇上，為一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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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資訊產品；且具有小型螢幕與可攜帶的特性，為一典型的資訊產品。本研究為探討小型資訊產品之

觸控式螢幕的操作性，所以選擇 PDA 為本研究的實驗載具。 

2-1 實驗說明 

實驗載具為一市售 PDA（Compaq, iPAQ 3850C），具有彩色螢幕，其大小為 57.6mm x 76.82mm，

解析度為 240 x 320 pixls。實驗程式以 Embedded Visual Basic 撰寫，再載入 PDA 中，進行實驗測試。

實驗前先向受測者說明實驗進行的步驟，並讓受測者練習、熟悉實驗作業的操作方式。實驗為模擬輸入

電話號碼的作業，其螢幕畫面如圖 1 所示，虛擬按鍵（以下簡稱為「按鍵」）排列與一般的電話機相同。

電話號碼以立意抽樣的方式，自研究者的電話號碼簿選出、設定。實驗時，受測者依螢幕上的指示，先

按紅色「電源」鍵，螢幕上方即呈現 10 碼的電話號碼，受測者依序輸入電話號碼，最後按「確定」鍵，

即完成一次作業的操作。若有操作錯誤，受測者可利用「退後」與「清除」鍵更正，直到操作正確為止；

從受測者按「電源」鍵開始，到按下「確定」鍵為止，為其一次作業的操作時間，實驗程式可同時紀錄

每次作業的操作時間；即輸入電話號碼的動作時間與操作錯誤的時間之總和，為實驗一次作業的操作時

間。本實驗模擬操作 PDA 的實際狀況，其視覺距離與視線不限制，以能看清楚螢幕內容為原則。實驗時

避免螢幕有反射光，實驗是模擬一般的作業環境將照度控制在 600~800 lux 之間[1]。 

 

 

圖 1 PDA 螢幕的操作案例 

 

為探討按鍵尺寸對小型資訊產品之觸控式螢幕的操作性，本實驗設計 5 種不同大小的按鍵，其分別

為邊長 3、5、7、9、11mm 的正方形（如圖 1所示），兩按鍵的相鄰距離為 2mm，即相鄰按鍵的間距（兩

按鍵中心點的距離）分別為 5、7、9、11、13mm。輸入方式有直接用手指（食指）輸入與用觸控筆輸入

兩種。操作姿勢有三種：坐著-手持 PDA、坐著-PDA 置於桌上、與站立-手持 PDA，如圖 2所示。 

2-2 受測者 

受測者共有三組：年輕組（20-35 歲；平均 26.8±4.5（標準差））、中高齡組（45-55 歲；平均 48.8

±4.4）、高齡組（65 歲以上；平均 69.5±4.8），每組 12 人。所有受測者皆視力正常或經矯正後正常，

即在實驗前的練習操作時，確認每位受測者皆能夠清楚視認螢幕呈現的所有文字。每位受測者皆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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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著-手持 PDA                  坐著-PDA 置於桌上                 站立-手持 PDA 

圖 2 操作姿勢 

 

30 次作業（按鍵尺寸 5 種 x 輸入方式 2 種 x 操作姿勢 3 種），其操作順序依拉丁方格法排序（Latin square 
layout），藉此避免固定的操作順序造成實驗結果的偏差。  

2-3 實驗數據 

    本實驗探討對不同年齡層的使用者、觸控式螢幕的按鍵尺寸、輸入方式與操作姿勢對操作性的影響，

故以操作時間來衡量其操作性的優劣。實驗的數據以 Windows 版 SPSS 統計軟體（8.0.1 版）做四因子

（受測族群、操作姿勢、按鍵尺寸與輸入方式）變異數分析與用 Scheffe 法做事後比較，其檢定結果以

p<0.05 作為自變數對其依變數（操作時間）有顯著性影響的判斷基準。 

 

三、實驗結果 
 

    本研究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因自變數（受測族群、按鍵尺寸與輸入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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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結果如下說明。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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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測族群（A） 38249.6 2 19124.8 318.1 *** 
操作姿勢（B） 1087.1 2 543.6 9.0 *** 
按鍵尺寸（C） 42141.1 4 10535.3 175.2 *** 
輸入方式（D） 9718.8 1 9718.8 161.6 *** 
A * B 349.3 4 87.3 1.5 - 
A * C 8709.4 8 1088.7 18.1 *** 
B * C 346.7 8 43.3 0.7 - 
A * B * C 188.9 16 11.8 0.2 - 
A * D 2862.7 2 1431.4 23.8 *** 
B * D 281.4 2 140.7 2.3 - 
A * B * D 196.3 4 49.1 0.8 - 
C * D 17314.9 4 4328.7 72.0 *** 
A * C * D 4019.6 8 502.5 8.4 *** 
B * C * D 330.4 8 41.3 0.7 - 
A * B * C * D 309.0 16 19.3 0.3 -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無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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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表 2），用手指輸入時，本研究的按鍵尺寸大小對操作時間有顯著性的影響

（p<0.001）；經事後比較，高齡者所需的操作時間都比中高齡者與年輕人所需的操作時間長（p<0.001）；

在按鍵尺寸為 3mm x 3mm（p<0.001）或 5mm x 5mm（p<0.05）時，中高齡者所需的操作時間也比年輕人

所需要的操作時間長。用觸控筆輸入時，按鍵尺寸大小對操作時間有顯著性的影響（p<0.001）；其中，

在任何按鍵尺寸之下，高齡者所需的操作時間都比中高齡者與年輕人所需的操作時間長（p<0.001）；在

按鍵尺寸為 3mm x 3mm 時，中高齡者所需的操作時間也比年輕人所需的操作時間長（p<0.05）。 

 

表2 受測族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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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組 中高齡組 高齡組 p 值(顯著性) 事後比較 

用手指輸入      

按鍵尺寸 3mm x 3mm 22.8(12.5) 35.6(21.7) 62.9(22.4) *** [年輕] < [中高齡] < [高齡]

按鍵尺寸 5mm x 5mm 11.0(2.9) 15.4(5.1) 29.1(10.2) *** [年輕] < [中高齡] < [高齡]

按鍵尺寸 7mm x 7mm 10.8(3.8) 14.1(5.3) 23.1(7.6) *** [年輕]、[中高齡] < [高齡]

按鍵尺寸 9mm x 9mm 8.8(1.9) 11.3(2.3) 18.6(4.3) *** [年輕]、[中高齡] < [高齡]

按鍵尺寸 11mm x 11mm 9.6(3.2) 11.9(2.9) 19.4(9.4) *** [年輕]、[中高齡] < [高齡]

用觸控筆輸入      

按鍵尺寸 3mm x 3mm 12.7(6.4) 16.2(4.3) 26.9(8.0) *** [年輕] < [中高齡] < [高齡]

按鍵尺寸 5mm x 5mm 9.3(2.8) 13.4(4.0) 20.4(5.7) *** [年輕]、[中高齡] < [高齡]

按鍵尺寸 7mm x 7mm 9.1(2.2) 12.0(2.9) 19.0(3.9) *** [年輕]、[中高齡] < [高齡]

按鍵尺寸 9mm x 9mm 9.2(4.4) 10.9(3.0) 17.1(4.1) *** [年輕]、[中高齡] < [高齡]

按鍵尺寸 11mm x 11mm 8.9(2.1) 11.7(3.5) 17.4(4.2) *** [年輕]、[中高齡] < [高齡]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無顯著性) 

 

根據按鍵尺寸之單純主要效果的變異數分析結果（表 3）顯示，對年輕人而言，用手指輸入時，按

鍵尺寸對所需的操作時間有顯著性的影響（p<0.001）；經事後比較，在按鍵尺寸為 3mm x 3mm 時所需的

操作時間皆比其他按鍵尺寸所需的時間長（p<0.001），但其他按鍵尺寸之間所需的操作時間並沒有顯著

性的差異；用觸控筆輸入時，按鍵尺寸對所需的操作時間並沒有顯著性的影響。對中高齡者而言，用手

指輸入、在按鍵尺寸為 3mm x 3mm 時所需的操作時間皆比其他按鍵尺寸所需的時間長（p<0.001）；在按

鍵尺寸為 5mm x 5mm 時所需的操作時間比按鍵尺寸為 9mm x 9mm 時所需的時間長（p<0.05）；在按鍵尺

寸為 7mm x 7mm 時所需的操作時間也比按鍵尺寸為 9mm x 9mm（p<0.01）或 11mm x 11mm（p<0.05）時所

需的時間長。對中高齡者用觸控筆輸入時，按鍵尺寸對所需的操作時間有顯著性的影響（p<0.05）；尤

其在按鍵尺寸為 3mm x 3mm 時所需的操作時間比按鍵尺寸為 7mm x 7mm（p<0.05）、9mm x 9mm（p<0.01）、

或 11mm x 11mm（p<0.05）時所需的時間長。對高齡者用手指輸入時，所需的操作時間依序為按鍵尺寸

3mm x 3mm、5mm x 5mm、7mm x 7mm、9mm x 9mm 或 11mm x 11mm 而遞減（p<0.001）；對高齡者用觸控

筆輸入時，在按鍵尺寸為 3mm x 3mm 時所需的操作時間皆比其他按鍵尺寸所需的時間長（p<0.001）。 

根據輸入方式之單純主要效果的變異數分析結果（表 4）顯示，對任何使用族群而言，在按鍵尺寸

為 3mm x 3mm 時，用手指輸入比用觸控筆輸入所需的時間長（p<0.001）。另外，高齡者在按鍵尺寸為

5mm x 5mm（p<0.001）與 7mm x 7mm（p<0.05）時，用手指輸入也比用觸控筆輸入所需的時間長。 

依變異數分析結果（表 1），操作 PDA 的姿勢對所需的操作時間有顯著性的影響（p<0.001），但

與其他因子之間並沒有顯著性的交互作用。依 Scheffe 法的事後比較，坐著且 PDA 置於桌上時，比其他

兩種操作姿勢所需的操作時間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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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按鍵尺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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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mm x 3mm 5mm x 5mm 7mm x 7mm 9mm x 9mm 11mm x 11mm p 值(顯著性) 事後比較 

年輕組        

用手指輸入 22.8(12.5) 11.0(2.9) 10.8(3.8) 8.8(1.9) 9.6(3.2) *** [5]、[7]、[9]、[11] < [3]

用觸控筆輸入 12.7(6.4) 9.3(2.8) 9.1(2.2) 9.2(4.4) 8.9(2.1) - - 

中高齡組        

用手指輸入 35.6(21.7) 15.4(5.1) 14.1(5.3) 11.3(2.3) 11.9(2.9) *** [5]、[7]、[9]、[11] < [3]

[11] < [5]；[9]、[11] < [7]

用觸控筆輸入 16.2(4.3) 13.4(4.0) 12.0(2.9) 10.9(3.0) 11.7(3.5) *  [7]、[9]、[11] < [3] 

高齡組        

用手指輸入 62.9(22.4) 29.1(10.2) 23.1(7.6) 18.6(4.3) 19.4(9.4) *** [9]、[11] < [7] < [5] < [3]

用觸控筆輸入 26.9(8.0) 20.4(5.7) 19.0(3.9) 17.1(4.1) 17.4(4.2) *** [5]、[7]、[9]、[11]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無顯著性) 

 

表4 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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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指輸入 用觸控筆輸入 p 值(顯著性) 事後比較 

年輕組     

按鍵尺寸 3mm x 3mm 22.8(12.5) 12.7(6.4) *** [筆] < [手指] 

按鍵尺寸 5mm x 5mm 11.0(2.9) 9.3(2.8) - - 

按鍵尺寸 7mm x 7mm 10.8(3.8) 9.1(2.2) - - 

按鍵尺寸 9mm x 9mm 8.8(1.9) 9.2(4.4) - - 

按鍵尺寸 11mm x 11mm 9.6(3.2) 8.9(2.1) - - 

中高齡組     
按鍵尺寸 3mm x 3mm 35.6(21.7) 16.2(4.3) *** [筆] < [手指] 
按鍵尺寸 5mm x 5mm 15.4(5.1) 13.4(4.0) - - 
按鍵尺寸 7mm x 7mm 14.1(5.3) 12.0(2.9) - - 
按鍵尺寸 9mm x 9mm 11.3(2.3) 10.9(3.0) - - 
按鍵尺寸 11mm x 11mm 11.9(2.9) 11.7(3.5) - - 

高齡組     
按鍵尺寸 3mm x 3mm 62.9(22.4) 26.9(8.0) *** [筆] < [手指] 
按鍵尺寸 5mm x 5mm 29.1(10.2) 20.4(5.7) *** [筆] < [手指] 
按鍵尺寸 7mm x 7mm 23.1(7.6) 19.0(3.9) * [筆] < [手指] 
按鍵尺寸 9mm x 9mm 18.6(4.3) 17.1(4.1) - - 
按鍵尺寸 11mm x 11mm 19.4(9.4) 17.4(4.2) - -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無顯著性) 

 

四、討論 
 

本研究以受測族群、操作姿勢、按鍵尺寸與輸入方式等四項自變數，以操作時間為因變數探討觸控

式螢幕的操作性。本研究選用操作時間來衡量觸控式螢幕的操作性，主要是要評估受測者手部的運動與

視知覺等要素對操作性的影響，而避免受測者的認知行為對觸控式螢幕操作性產生影響。從實驗結果（表

2）得知，在任何按鍵尺寸與輸入方式之下，高齡者所需的操作時間都比中高齡者與年輕人所需的操作時

間長（p<0.001）。主要是隨著年齡的增加，注意力與運動能力逐漸降低，使得高齡者與中高齡者的操作

時間延長。Vercruyssen [30]曾提出，高齡者為了怕操作錯誤，所以在心理上特別要求操作的精確度，而

不太在意操作速度，使得其操作時間比中高齡者與年輕人所需的操作時間長。Brogmus [12]針對高齡受

測者進行手部運動的正確性與速度的實驗，其研究報告顯示：操作時間隨著年齡與作業困難度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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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本研究與 Brogmus 的研究結果一致。在本研究中，可以理解按鍵尺寸愈小時，對於中高齡者以上

的族群其對操作時間的影響愈大；也可以說，按鍵尺寸愈小時，對於中高齡者以上的族群之操作能力要

求愈高，因而延長其操作時間。  

依 Fitts 法則[21]，手部的運動距離與按鍵尺寸（目標的大小）會影響動作時間；該法則（方程式）

的斜率隨著年齡呈線性的增加[12]。因本研究的各實驗條件之間，手部只有做觸控螢幕的動作，並沒有

大距離的移動手部，所以在相同的受測族群與操作姿勢下，操作時間受按鍵尺寸的影響較大，而受手部

的運動距離影響較小。如表 3 所示，用手指輸入時，對年輕人而言，在按鍵尺寸為 3mm x 3mm 時所需的

操作時間皆比其他按鍵尺寸所需的時間長（p<0.001），但其他按鍵尺寸之間所需的操作時間並沒有顯著

性的差異。對中高齡者與高齡者而言，大致上操作時間隨著按鍵尺寸逐漸增加而遞減（表 3）；可能因

為按鍵尺寸愈小時，作業的困難度愈高（例如：對操作的準確度與視覺對按鍵文字的辨識能力要求提高），

而增加中高齡者與高齡者的操作時間。整體而言，用手指輸入、按鍵尺寸大於 9mm x 9mm 時，其各族群

之間所需的操作時間並沒有差異性存在。用觸控筆輸入時，對年輕人而言，按鍵尺寸對所需的操作時間

並沒顯著性的影響；對中高齡者而言，按鍵尺寸為 3mm x 3mm 時所需的操作時間比按鍵尺寸為 7mm x 7mm

（p<0.05）、9mm x 9mm（p<0.01）、或 11mm x 11mm（p<0.05）時所需的時間長；對高齡者而言，在按

鍵尺寸為 3mm x 3mm 時所需的操作時間皆比其他按鍵尺寸所需的時間長（p<0.001）。整體上，用觸控筆

輸入、按鍵尺寸大於 5mm x 5mm 時，其各族群所需的操作時間並沒有差異性存在。依據以上所述，可以

推測用觸控筆輸入時，觸控式螢幕最小的按鍵尺寸建議值為 5mm x 5mm；對中高齡者以上的族群，若用

手指輸入時，觸控式螢幕最小的按鍵尺寸建議值為 9mm x 9mm。 

Baumann [11]建議觸控式螢幕的相鄰兩虛擬按鍵的垂直間距、水平間距至少需分別為 12mm 與 14mm；

但根據前述說明，本研究用觸控筆輸入與用手指輸入的方式皆比 Baumann 所建議的按鍵尺寸小，這可能

因為該研究皆沒有說明按鍵周邊可使用空間大小的限制下，所建議的按鍵尺寸值。而本研究是假設在有

限的空間條件（如小型的資訊產品）之下，探討不同的使用族群可接受的按鍵尺寸最小值為何？從本研

究的結果得知，在有限的空間之下，同時從通用設計的觀點考慮不同的使用族群，用手指輸入時，最小

的按鍵尺寸需為 9mm x 9mm（兩按鍵的間距為 11mm）；若用觸控筆輸入時，最小的按鍵尺寸為 5mm x 5mm

（兩按鍵的間距為 7mm）。但，若空間大小足夠的話，設計師也可參考本研究的前述建議值，將按鍵尺

寸適度加大，以提昇產品的操作性。 

如表 4所示，對任何族群在按鍵尺寸為 3mm x 3mm（p<0.001）時、與高齡者在按鍵尺寸為 5mm x 5mm

（p<0.001）與 7mm x 7mm（p<0.05）時，用手指輸入皆比用觸控筆輸入所需的時間長。因為觸控筆的筆

尖比食指的指尖小，所以操作小的按鍵時，用觸控筆可以提升其操作性；尤其在按鍵尺寸小於 7mm x 7mm

時，用觸控筆輸入可以明顯地提升高齡者的操作性。 

操作 PDA 的姿勢對所需的操作時間有顯著性的影響（p<0.001，表 1）；尤其以坐著且 PDA 置於桌

上時，比其他兩種操作姿勢所需的操作時間較短。可能將 PDA 置於桌上有助於操作的穩定性；若由手直

接握持 PDA 時，則操作的困難度較高，而延長作業的時間。本研究的結果只能說明點選或觸控虛擬按鍵

或圖像的操作方式，其他如手寫輸入的方式，則需進一步實驗才可以說明其操作姿勢是否對操作時間有

影響？另一方面，本研究只以操作時間作為衡量不同實驗條件下之操作性的論述依據，若能有受測者操

作錯誤率的記錄與分析，應可更詳細的探討作業績效；又，因高齡者的個人生理機能差異較大，若也能

同時量測受測者的手部操控能力與視力等數據，將有助於實驗結果之探討；以上建議可作為後續研究的

參考。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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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研究的結果得知，在任何按鍵尺寸與輸入方式之下，高齡者所需的操作時間都比中高齡者與年

輕人所需的操作時間長。將 PDA 置於桌上有助於操作的穩定性，所需的操作時間較短。在操作小型觸控

式螢幕時，建議高齡者儘量採用觸控筆輸入，可提升其操作性。整體而言，在有限的空間之下，考慮到 

不同的使用族群，用手指輸入時，最小的按鍵尺寸需為 9mm x 9mm（兩按鍵的間距為 11mm）；若用觸控

筆輸入時，最小的按鍵尺寸為 5mm x 5mm（兩按鍵的間距為 7mm）；本研究的結果可作為小型資訊產品之

觸控式螢幕介面設計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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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elderly for a small 

touch-screen. Twelve elderly subjects (above 65 years old), twelve middle-elderly subjects (45-64 
years old), and twelve young subjects (20-35 years old)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setting of the 
experiment was simulated by 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 Each subject had to perform the task 
of inputting a ten-digit phone number under 30 different conditions (five dimensions of virtual keys: 
square of 3mm, 5mm, 7mm, 9mm, and 11mm; two input devices: with a pointer and the subject’s 
finger; three operating postures: sitting posture and the PDA held by hand, sitting posture and the 
PDA put on a desk, and standing posture and the PDA held by hand). The operation time of each task 
was recorded when the subject performed the task.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elderly 
took longer operation time than middle-elderly and young subjects. Considering different user groups,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minimum dimension of virtual keys for a small touch-screen to be 9mm x 
9mm with finger input, or 5mm x 5mm with pointer input to effectively operate a small touch-screen 
product.  

 
Keywords: Elderly, Dimension of virtual key, Operating posture, Operation time, Input device,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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