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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策展透過揀選資訊來建立脈絡，將相關聯的主題分門別類後

以數位化展示、分享及傳遞訊息，是一個傳遞資訊的載體。

- 陳育民， 2019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中華開發教育平台的「數位策展」課程單元二及單元三）
耿鳳英（2019）。【108-1】數位策展。中華開放教育平台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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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說故事整合了說故事過程中包含的文字、圖像、影片與

音效等元素，以數位科技來敘說故事。

- 游政男， 2016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游政男 (2016)。以行動載具數位說故事輔助公民參與社會之教學歷程: 以教師引導小學生
探索農舍議題為例。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 (114)，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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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以往在數位策展的研究多將重點放在數位技術的討論和使用

性上

（阮明淑，2014；曾一婷，2021；Sabharwal, 2015），

展覽內容是否影響觀者態度的調查較為缺乏。

本研究建構了一個和在地文化有關的數位展覽－《可視的文化》，

展覽內容主要介紹臺南普濟殿的歷史、建築特色與相關活動，

以《可視的文化》數位展作為數位策展對在地文化態度調查的研究工具。

阮明淑（2014）。公共圖書館的創新服務要角－館員與數位內容策展。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31（4），30-49。

曾一婷（2021）。博物館參與的起點－談故宮Google Arts and Culture線上策展實踐。博物館學季刊，35（2），57-77。

Sabharwal, A. (2015). Digital curation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Preserving and promoting archival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Chandos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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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問題

民眾在看完《可視的文化》數位展後，是否能讓民眾認識在地文化故事

與特色，並因此對在地文化態度有積極的影響？

曾去過普濟殿現場與從未去過的民眾，在觀展後的態度是否分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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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和訪談，提出數位說故事應用於數位策

展對在地文化態度改變的問卷結果與觀察現象。

2-2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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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與步驟

數位策展規劃 態度量表開
發

實施問卷資料蒐

集
前測問卷

半結構式訪

談

觀看展覽

後測問卷

資料整理與分

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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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１數位策展規劃
[ 展覽簡介 ]

普濟殿一磚一瓦訴說著歷史、《普濟時光》壁畫

描繪了神話與現代人生活的種種；普濟燈會點亮

了街頭鄰里，彷彿也點亮了希望。期望透過數位

策展的方式，重新定義故事論述，將蘊含歷史與

神話故事的普濟殿文化介紹給大家。

[ 策展人 ] 高雨彤

[ 計畫名稱 ] 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 資料來源 ］

• 普濟文史研究協會編(2021).普濟帶路人企劃工作坊講義，未出版。

• 臺南市普濟文史研究協會蔣文正先生提供資料

• 陳彥伯專家分享普濟殿歷史與建築藝術文史內容

• 許荷西老師分享《普濟時光》壁畫故事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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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連結：https://sites.google.com/stust.edu.tw/theculturecanbeseen/

3-１數位策展規劃 策展理念

普濟殿的前世 普濟殿的今生 普濟殿的來世

[  展覽主題單元簡介 ]

《可視的文化》數位展針對普濟殿特色規劃了三個主題，

「普濟殿歷史與建築」、「普濟時光壁畫」與「普濟燈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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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地圖簡介 ]

「普濟殿歷史與建築」與「普濟時光壁畫」

主題主要以故事地圖的方式呈現。

普濟殿拜亭的各項細節都擁有不同故事；

《普濟時光》壁畫除了傳統廟宇彩繪元素，

也加入貼近生活的題材。提高資訊清晰度與

互動性。

3-１數位策展規劃

[ 資料來源 ]

陳彥伯專家於普濟殿現場分享普濟殿歷史與建築藝術文史
內容。許荷西畫家壁畫故事分享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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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１數位策展規劃
[ 語音導覽 ]

在「普濟殿歷史與建築」與「普濟時光壁畫」

主題中，包含在地文史研究專家陳彥伯老師

與彩繪藝術家許荷西畫家的解說音檔，透過

過多元的方式進一步介紹普濟殿建築與壁畫。

[ 資料來源 ]

語音導覽內容為在地文史研究專家陳彥伯老師口述。
語音導覽內容為彩繪藝術家許荷西畫家口述。

15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



1

數位策展對在地文化態度調查初探－《可視的文化》數位展為例

WEDHIA 2021

3-１數位策展規劃
[ 文字、插畫、圖片、影片 ]

網站首頁輔以插畫介紹普濟殿

簡介、城門歷史與主祀神明的

傳說故事，普濟燈會的部分則

以影片、照片與文字說明等

方式呈現。

[ 資料來源 ]

蔣文正等 (2020)。在地創生の燈會普濟燈會。台南

市普濟文史研究協會。

普濟文史研究協會 (2019)。2019府城普濟燈會 | 越

是在地・越是國際。flylinV。

https://www.flyingv.cc/projects/20047。檢索於

202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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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態度量表開發 數位策展觀展態度瑟斯頓量表

用於測量受測者觀展態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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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斯頓量表（Thurstone scales）是一種可以用於測量態度的量表，

出自於Thurstone與Chave（1929），其優點在於可以調查問題範圍

不廣的態度問題。

此特性正符合本研究欲探討與解決的研究問題

17

Thurstone, L. L., & Chave, E. (1929). J. The Measurement of Attitud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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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準備

問卷設計執行，專家問卷題項設計

問卷設計執行，專家針對題項進行態度評分

問卷設計執行，確立問卷題項

[ 開發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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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準備 > 專家問卷題項設計 > 專家針對題項進行態度評分 > 確立問卷題項

[ 問卷設計準備 ]

首先，確認評定的數位策展觀展態度主題為「對普濟殿文化的認同感」。

整理線上展覽涵蓋之圖文及文史資料，編排參考文件作為專家發想題項的參考的素材。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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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9位熟知普濟殿歷史背景且能為本研究問卷開發提供協助的專家，

根據參考文件內容，各自發想與展覽內容有關之陳述句作為題項。

[ 專家進行問卷題項設計 ]

3-2 態度量表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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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準備 > 專家問卷題項設計 > 專家針對題項進行態度評分 > 確立問卷題項

[ 評分表形式 ][ 專家針對題項進行態度評分 ]

題項（共100題）
評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廟宇通常不會正北朝南

我不知道普濟寺改稱為普濟廟的原因

《普濟時光》壁畫上的樂器為南管北管

我對普濟寺的歷史不感興趣

《可視的文化》數位展讓我對廟宇文化有進一步認識

傳統彩繪大量使用漸層與撞色。

《普濟時光》壁畫貼金箔是為了彰顯威儀。

普濟燈會的活動增加了我對藝術文化的好感。

普濟殿周圍人口老化，廟埕已不若以往熱鬧。

現今普濟殿的主要作用不是祭祀神明。

20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

評分的方式為11點計分，

「1」代表最不同意的態度

「11」代表最同意的態度

3-2 態度量表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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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準備 > 專家問卷題項設計 > 專家針對題項進行態度評分 > 確立問卷題項

按照中位數數值區分出11個區間，

個位數相同的為同一組區間。

在每一個中位數區間中，找出

四分位差最小的題項，作為數位

策展觀展度問卷中使用的題項。

[確立問卷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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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專家評定的分數，依序鍵入Excel，進行整理．以公式找出該題態度分數的中位數、

第一四分位數（Q1）及第三四分位數（Q3）、四分位差（Q3 - Q1）

3-2 態度量表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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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準備 > 專家問卷題項設計 > 專家針對題項進行態度評分 > 確立問卷題項

[確立問卷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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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開發之「數位策展觀展態度瑟斯頓量表」]

3-2 態度量表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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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測問卷]

[ 後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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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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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濟殿的民眾(B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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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濟殿的民眾(A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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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SUS TP500LN

TOSHIBA PORTEGE Z930

MSI P65 Creator 9SD-1064TW

電

腦

硬體

運用於實驗中，提供受測者瀏覽展覽網頁

手

機
AMSUNG Galaxy A52 

運用於實驗中錄音、拍攝照片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

3-3 研究操作程序

[ 研究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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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場域與環境介紹 ]

3-3 研究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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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濟殿的民眾(A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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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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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場域與環境介紹 ] 未曾去過
普濟殿的民眾(B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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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操作步驟］

宣讀知情同意書內容

發放摺頁，簡述展覽內容

受測民眾填寫前測問卷

(包含７題基本資料 / 11題態度問題)

研究者回收前測問卷

🟏 約10分鐘可以完成此步驟

3-3 研究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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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說明摺頁使用方式

受測民眾瀏覽線上展覽

勾選折頁紀錄瀏覽過的單元

受測民眾告知研究者已觀展完畢

3-3 研究操作程序

[ 觀展步驟 ]

🟏 約15-20分鐘可以完成此步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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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操作步驟］

發放後測問卷

受測民眾填寫後測問卷

(11題態度問題與前測相同)

研究者回收後測問卷與摺頁

🟏 約 5 分鐘可以完成此步驟

3-3 研究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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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操作程序

［半結構式訪談操作步驟］

徵得受測民眾同意進行訪談

研究者依據受測者觀展與填答問卷狀況

從訪談題目中選擇題目進行訪談

受測民眾進行回饋

🟏 約 5分鐘可以完成此步驟

1. 請問你有觀看過線上展覽嗎?
可以談談現場與線上展覽分別
給你的感受為何嗎?

1. 已經來過普濟殿,還會想透過
網站了解普濟殿資訊嗎?

1. 本數位策展有幫助你了解
普濟殿文化嗎?為甚麼?

1. 你覺得影像地圖對於在地文化
的了解有幫助嗎?為甚麼?

訪談題目（曾去過普濟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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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操作程序

［半結構式訪談操作步驟］

徵得受測民眾同意進行訪談

研究者依據受測者觀展與填答問卷狀況

從訪談題目中選擇題目進行訪談

受測民眾進行回饋

🟏 約 5分鐘可以完成此步驟

1. 這個數位展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主
題是甚麼?為甚麼?

1. 看了這個展覽,你最喜歡的三個內
容是甚麼?為甚麼?

1. 看了這個展覽，你覺得文字、插
畫、圖像、聲音，哪種呈現方式
比較吸引你?為甚麼?

1. 本數位策展有幫助你了解普濟殿
文化嗎?為甚麼?

1. 你覺得影像地圖對於在地文化的
了解有幫助嗎?為甚麼?

訪談題目（未曾去過普濟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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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流程，約 30 – 40分鐘，完成全部步驟。

3-4-2 瑟斯頓量表發放規劃

後
測

前
測

觀
展

訪
談

曾去過
普濟殿的民眾

未曾去過
普濟殿的民眾

🟏 約１0分鐘 🟏 約 15-20分

鐘

🟏 約 5分鐘 🟏 約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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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去過普濟殿的民眾 回收31份（2份無效問卷 / 29份有效問卷）

未曾去過普濟殿的民眾 回收23份（1份無效問卷／22份有效問卷）

3-4 資料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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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述發放流程，最終共回收54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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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料整理與分析

「曾去過普濟殿」與「未曾去過普濟殿」的受測者背景資料

性別 曾去過普濟殿 未曾去過普濟殿

男性 19 9

女性 12 12

其他 0 2

合計 31 23

年齡 曾去過普濟殿 未曾去過普濟殿

18歲以下 2 0

18-25 2 22

26-35 12 1

36-45 13 0

46-55 2 0

合計 31 23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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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展態度分數統計方式

在回收問卷計算態度分數時只需計算受測者填答「同意」題項的態度分數，

且該題項原本的中位數需大於等於6才列入計算。

3-4 資料整理與分析

因中位數1至5代表的態度分數偏低在統計上不具其意義，中位數6及以上才

具效度，因此最終會列入態度分數計算的題項為中位數大於等於6的題項。

(Guffey, Larson, Zimmerman & Shook,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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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ffey, J. E., Larson, J. G., Zimmerman, L., & Shook, B. (2007). The development of a Thurstone scale for identifying

desirable police officer traits. 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22(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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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料整理與分析
［題項原本的中位數需大於等於6才列態度分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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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前測與後測所得之分數，以ＳＰＳＳ軟體進行成對樣本t檢定，

驗證其效果是否顯著。

3-4 資料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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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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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統計與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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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去過
普濟殿的民眾(B組)

未曾去過
普濟殿的民眾(A組)

成對樣本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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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異，正向影響］

4-1  統計與分析結果

［曾去過普濟殿］ ［無顯著差異，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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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去過普濟殿］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

成對樣本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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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訪談結果

未曾去過普濟民眾

「看完網站後想去普濟殿走走網站資訊豐富所以有更了解。」(A03)

「有，我覺得用前世、今生、來世來區分單元描述普濟殿，讓我可以
透過這個網站了解到這個廟宇的文化，不用到當地。」(A04)

「有聽過普濟殿，但我沒有實際去過，以前我沒有想要去普濟殿的
動力，但我覺得我現在有這個動力會想要去普濟殿看看。」(A05)

「有空的話會想去燈會，也願意畫燈籠。」(A07)

「有幫助，不過如果一邊看一邊聽我會更有興趣。」(A21)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

未曾去過
普濟殿的民眾(A組)

針對數位展內容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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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訪談結果

未曾去過普濟民眾

「都還蠻容易傳達資訊的，但就是聲音這個，比較不習慣在
公眾場合聽，這邊感覺可以改一下。」(A15)

「有，但是這個圖片（影像地圖）操作不直覺，可以分開圖片和
細部，（影像地圖和音檔）兩邊放不同的…可以標註老師講的
內容，這樣就能切重點，不然有點聽不下去。」(A06)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

未曾去過
普濟殿的民眾(A組)

針對數位展技術面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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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訪談結果

曾去過普濟民眾

「是有更了解，也有幫助，不過其實已經來過很多次，也參加過
燈會。」」(B10)

「感覺很棒很用心，可以讓別人更認識普濟殿，那個是要怎麼讓別人搜尋到
是打『普濟殿」就會有了嗎？」(B13)

「平常是走過路過，沒有停下來細看，如果是線上展的話，就可以慢慢看細節。」
(B15)

「雖然在這邊長大，但也是會想看網站，有些改過的地方還是會想瞭解，像壁畫
就是最近才新增的，就會想透過這個網站來瞭解。」(B17)

「比較喜歡壁畫的部分，因為現場沒有解說，有更了解壁畫，
因為現場可能就看到一個很大的圖但不知道那是幹嘛的因為這個
以前也沒有，是這幾年才出來的，所以網站有讓我更了解壁畫。」(B20)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

曾去過
普濟殿的民眾(B組)

數位展內容面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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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訪談結果

曾去過普濟民眾

「這個網讓我瞭解了我原本不知道的事，像是那個「鯉魚鳳凰」，

我原本不知道，現在聽了那個說明我就瞭解了。」(B04)

「電腦介紹比較詳細，可以直接講重點。」(B10)

「我沒甚麼特別感想，因為我已經很熟了（普濟殿），要說的話，就是燈
會，我看了很有成就感。」(B19)

「會啊，我一直都有在關注普濟文史協會的FB，上面會一直更新
資訊、廟的歷史或日治時期的一些故事，如果之後繼續更新
的話，也能把這樣的地方，周邊文化推廣出去。」(B20)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

曾去過
普濟殿的民眾(B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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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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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主要研究發現

數位說故事應用於數位策展，

• 對未曾去過普濟殿的民眾之在地文化態度影響性為正向顯著，

• 而對曾去過普濟殿的民眾之態度影響性則為不顯著的正向影響。

觀察現象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

針對數位展內容心得部分

針對數位展技術面對觀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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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貢獻

理論之貢獻：

本研究嘗試策劃在地文化相關主題之數位策展，並針對民眾觀展態度進行實測，

證實數位說故事應用於數位策展，可以增進觀展民眾對在地文化的認同感。

實務之貢獻：

• 提出可能增加觀展者對在地文化態度產生正向影響的數位策展內容。

• 提出一套可用於評測觀展態度的問卷開發流程。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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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

研究樣本之限制：

有去過和未曾去過普濟殿的受測者背景未完全一致，

未曾去過普濟殿的年齡集中於18-25歲，職業亦較為單一。

未來可增加兩組之樣本多樣性。

展覽形式和內容之限制：

本研究所挑選之數位展使用互動式故事地圖、影音檔和圖文之形式來呈現展覽內容，未探

討更多新科技應用於數位展之多元性，

未來可以多嘗試不同數位技術於展覽中，如擴增實境、360度環景呈現等，並比較不同技術

應用之數位展對觀眾觀展態度有無差異。

研究背景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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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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