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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執著研究過程，只因在意使用者感受 

能進入到全國科展的殿堂我想是每個高中生的夢想吧，我們真的很幸運能夠踏入這裡並

獲得行為與社會科學科的第一名，讓原本枯燥乏味的高中生活瞬間充滿了色彩。雖然在比賽

的第一天因為太過於緊張而導致在回答問題時沒有正常發揮，好在第二天評審願意再給我們

補充的機會讓我們能夠將作品再次的表達清楚，所以能獲得佳績都要感謝評審老師對於我們

作品的認同。 

這次能夠脫穎而出，實屬不易，畢竟我們是工科的學生而開發軟體一直是我們的強項，

但卻從未考慮過要讓使用者進行體驗，並利用訪談的方式去了解使用者使用後的感受與想法，

這些都是我們以前沒有思考過的。所以這次我們不僅開發了一套系統也結合了質性分析的研

究方法將我們的系統做得更加完善，且這樣的改變對於我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像

是在進行訪談時不論是前製還是後製的作業都因為太過複雜加上了解的也不多所以每次都讓

我們有想要放棄的念頭，但一想到我們開發的系統會因為這個訪談而變得更完整就讓我們又

充滿了動力。也因為這次的經驗讓身為軟體開發者的我們更加地了解在開發系統時不能只是

一味的開發系統，更要去了解使用者使用系統後所給予的意見回饋，這樣才能讓使用者在使

用系統時發揮到最大效益。 

想到這段期間，同學們放假時都在家中或是出門享樂去了，而我們卻是在實驗室裡不斷

地研究、還有平常大家讀書的時間很充裕，而我們還要另外找時間自修等等的事，就會讓我

們想放棄，也會懷疑自己：「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時間來為科展做準備呢？何必這樣折磨自

己？」過程中充滿了許多的壓力，但我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在這次研究的過程中，除了要

感謝團隊的夥伴在這漫長的研究中不離不棄，更要謝謝每位幫助過我們的老師以及學長姐，

還有一直以來都支持我們走這條路的家人，沒有他們這些靠山的撐腰我們也沒有今天的榮

耀。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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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有別於傳統行銷研究的市場調查法，嘗試自行開發一套自動傳送大量訊

息於個人 LINE 接收之 API 系統，自動傳送簡訊系統 (Automatic Transform Message 

System,ATMS)為本次的實驗儀器。來幫助老師們能夠及時地收到重要的資訊並採用隱喻抽取

法(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ZMET)探討使用者對於 ATMS使用經驗和內心隱藏

的、潛意識不易表達出來的感受，其實驗結果歸納出獨立傳送資訊、降低時地影響與介面操

作便利等共同構念、共識地圖，以作為未來量化預設理論和架構，並可提供即時通訊產業了

解使用者對該服務的認知、喜好與評價，作為產品服務開發、改善與行銷之參考依據。 

壹、研究動機 

在這個充滿資訊的時代，許多通訊軟體紛紛推陳出新。早期使用 EMAIL 來傳送訊息，

但根據市調公司 Retail TouchPoints報告指出，因垃圾郵件的氾濫，有將近 44%之電子郵件使

用者平均一天開啟信箱約 1 至 3 次，可見透過 EMAIL 發送訊息，已不符合現在的需求。時

至今日，在眾多的通訊軟體中 LINE占重要的角色，根據台灣 LINE官方 2018年統計，LINE

在台灣的月活躍用戶數成長至 1900萬，每天平均有 20次的開啟率，而在傳送影片、語音通

話以及桌機版的使用率都位居全球之冠，其中 40歲以上的中年與銀髮族的比例更超過 9成。

綜合上述的探討可以看出行之有年的 Email 已經不符合現今的趨勢，而我們決定透過課堂上

所學的程式設計來開發一套結合 LINE 且能大量傳送訊息的系統，因此，本研究將試著開發

與 LINE結合之簡訊 API，把想大量傳達的文字單獨發送至個別使用 LINE之用戶。 

在校園裡，每天都會有許多事物不斷地變動與調整，像是教師調代課通知，均透過 EMAIL

傳送，由於教師上課繁忙，加上較少主動查看電子信箱，導致因沒查看郵件，而造成班上沒

有教師授課的狀況。因此，本研究嘗試運用自動傳送簡訊系統(Automatic Transform Message 

System,ATMS)來幫助教師們能夠及時地收到重要訊息。此外，班級時常會收取一些班級經營

費用，老師可以透過 ATMS系統去發送需要繳費或是已繳費的訊息給每位家長，還能清楚地

知道家長有無接收到訊息是否有已讀或是回覆。 

ATMS 不僅僅能使用在教師調代課和班級經營上，只要是需要大量地傳送給許多個人訊

息、圖片，都可以派上用場，亦可清楚地知道接收者是否有收到訊息有已讀或是回覆。本研

究將有別於傳統行銷研究的市場調查法，進一步採用隱喻抽取法(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2 
 

Technique,ZMET)用以察覺使用者對於 ATMS之期望與認知，歸納出改進該軟體使用體驗的建

議。 

貳、研究目的 

一、本研究目的 

近年來通訊軟體已經和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使用上也比早期更加地方便，只需要透過

手機連上網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立即與他人聯繫。本研究希望藉由隱喻抽取法 ZMET來探

討教師們在使用 ATMS的心得和感受，並從中找出改進的方法，使系統更加能夠符合需求。 

本研究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擬定探討的目的如下： 

(一) 以 ZMET取得使用者對於 ATMS的內在思維與想法，抽取使用者的共同構念與相關

構念。 

(二) 依據使用者的共同構念與相關構念再取得關鍵構念之心智模式，以建構使用者對

ATMS的共識地圖。 

(三) 透過共識地圖的歸納分析，將結果應用於市場區隔、市場目標與市場定位之行銷策

略，做出實際的建議與實行方法，可作為 ATMS實際操作的參考。 

 

 

 

圖 1：研究流程圖 

 

二、團隊學習目的 

(一) 了解 C#程式語言撰寫驅動程式。 

(二) 了解隱喻抽取法 ZMET。 

(三) 了解凱利方格法和攀梯技術。 

(四) 學習心智模式與共識地圖之建立。 

(五) 學習行銷策略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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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設備與器材，如表 1所示。 
表 1：研究設備器材 

  

筆記型電腦 智慧型手機 

 
 

LINE 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Cod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4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文獻回顧 

(一)即時通訊應用系統 

即時通訊（Instant Messaging,IM）是一個終端連接即時通訊網路的服務，類似於使

用電子郵件交流訊息，允許兩人或多人使用網路即時地傳遞文字訊息、檔案、語音與視

訊交流。在即時通訊程式中，使用者輸入的每一個字元都會即時顯示在雙方的螢幕，且

每一個字元的刪除與修改都會即時地反應在螢幕上。目前在網際網路上最受歡迎的即時

通訊服務包含 AOL Instant Messager、Skype、LINE、WhatApp、Telegram與 QQ等。資

訊科技發展迅速，行動網路普及與智慧型手機技術日益更新，社群網站與行動族群透過

智慧型手機，拉近了你我彼此的距離，尤其各種即時通訊 APP 軟體的發展，使得行動

族群透過智慧型手機與遠端的朋友進行溝通互動的場景隨處可見。(胡惠君，2015) 

LINE為 NHN Japan所開發，2013年公司更名為 LINE株式會社，現為韓國 Naver

公司旗下子公司，是一個即時通訊軟體與行動應用程式。使用者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在不

額外增加費用的情況下與其他使用者傳送文字、圖片、動畫、語音和影片等多媒體資訊。

2016 年，LINE 於全球擁有超過 10 億人註冊使用，其服務性質相當於舊有電信商提供

的多媒體簡訊或簡訊等服務。然受惠於智慧型手機的特性使視覺效果顯得豐富，並有部

分替代效果，唯電信簡訊一般依則數加收費用；另使用無線區域網路(WLAN)或電信資

料量可能造成的額外費用外，通常 LINE基本文字通訊、網路電話與內建或商家廣告贈

送之貼圖免費，只在額外販售的貼圖、主題或其他服務有計價。 

雖然 LINE已具有許多便利的功能，但在現今通訊市場仍面臨許多通訊軟體同業的

強烈競爭，各通訊軟體之特色愈趨於相似的情況下，使得獨自的特色顯得更加重要，因

此 LINE受使用者歡迎的最大原因之一乃在於其提供自創的表情貼圖，透過生動活潑的

貼圖來表達使用者想表達的意思(楊士弘，2014)，使用者使用即時通訊軟體，除了軟體

功能、知名度、易用性外，不同年齡的使用者或不同目的的使用者在功能注重程度也大

不同(蔡佳翰，2015)。 

(二)隱喻抽取法 

隱喻抽取法 ZMET(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ZMET)主要的目的是對

消費者的選擇能深度地了解，由 Zaltman與 Coulter，2位學者共同提出，是一種用於了

解某項產品或品牌對消費者的意義，並且能夠挖掘出顧客之潛在的消費行為；與傳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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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同的是，ZMET 為一種結合非文字語言(圖片)與文字語言(深度訪談)的消費者研究

方法，能夠利用圖片引導消費者對於某項產品構念，並運用隱喻誘引結合攀梯法，建構

出消費者心智模式的關聯性，過去像是電訪、面訪、問卷調查等傳統的消費者研究方法，

問題受限於研究者，卻主要依賴消費者意識化的回憶作答，無法深度探索消費者內心深

處的無意識意念，消費者往往無法精確地用文字敘述出對於某項產品的期望或意圖，許

多埋藏在潛意識中的想法也可能是消費者所不知道的(李玉梅，2011)。 

根據 Zaltman(1997)對於隱喻抽取法的進行，除了要了解其假設前提外，對於獲得

消費者的心智地圖與共識地圖，執行隱喻抽取法 ZMET主要有 10個步驟，如下表 2所

述。Zaltman(2002)認為要了解受訪者潛意識的想法和感覺，可藉助兩個工具來完成：隱

喻與想像。ZMET的研究者都認同，人類的決策與行為主要是由潛意識所驅動，且基於

人類原始想法以圖像的形式產生出來為根本，在研究的過程中特別重視由圖像來探索受

訪者的深層意識(黃子芸，2010)。 

(三)凱利方格法和攀梯技術 

凱利方格法的理論是根據 Kelly（1955）發表的個人建構理論（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PCT）衍生出來的。Kelly 認為構念是人用來解釋世界的方式，一個人的構念系

統就是他的人格，人所用於解釋事件的建構，界定了他自己的世界。他並認為所有的構

念都是二分的，均各有相似的與相異的兩極，要形成一個構念至少需要 3 個元素

（elements），其中 2個元素是被視為相同的，而與另外第 3個元素是相異的。因此在執

行 ZMET構念抽取時從分類圖片中挑出 3張，請受訪者比較 3張圖片並說明其中 2張

是如何相似、又與第 3張有什麼差別的地方，可湧現出受訪者對主題如何感覺的相關構

念(胡惠君，2015)。 

攀梯技術是誘導連結構念與構念關係的良好工具，可以有效的了解受訪者隱喻背後

的意義，並且辨識其重要性及關聯性。於深度訪談時以直接誘引的方式進行，受訪者回

答對主題所認知的構念，此構念一旦被確認，訪問者則以循序漸進、反覆詢問的深入探

索方式，詢問受訪者該構念的重要性為何？為何對你重要？直到受訪者無法回答為止，

如此能幫助受訪者更精確的描述想法與感覺(胡惠君，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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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ZMET執行步驟 

步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1 說故事 
Storytelling 

受訪者描述所選擇圖片的內容，但訪談者在訪談過程中不能解釋

這些圖片。 

2 遺失的影像 
Missed images 

受訪者描述他想表達卻無法取得的圖片並加以說明他們的

相關性，遺落的圖片或許有可能也具有重要的相關性。  

3 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受訪者分類圖片為有意義的類群並提供每一類群標籤或是

描述。這幫助受訪者建立與自己偏好相關的主題或構念。  

4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利用圖像為刺激，運用凱利方格法將基本的圖像構念之間

的相關性在結構式的訪談中抽出，並以攀梯技術引出構念

與構念之間的關係。共同使用此兩個互補的方法，能有效

地協助受訪者精確描述其構念。  

5 
最具代表性圖片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受訪者指出哪一個圖片最具代表性並給一些理由。  

6 反向影像 
opposite images 

描述所抽取出來的圖片的相反意象。  

7 感官影像 
Sensory images 

描述被抽取出來的構念所包含及未包含並使用其他感官

（如：嚐、觸摸、聞、聽、顏色與情感）來描述正面及反

面所發現的概念。  

8 心智地圖 
Mental map 

受訪者使用被抽取出來的構念創造一個因果模式。  

9 
總結影像與小短文 
Summary image & 
vignette 

受訪者建立一個總結的圖像表達對研究主題的看法。  

10 共識地圖 
Consensus map 

研究者從訪談底稿中建立一個因果模式地圖包含了最重要

的構念。  
資料來源: 林美蘭等人(2016) ; Khoo-Lattimore, Thyne & Robertson (2009) 

 

 

二、開發自動傳送大量訊息於個人 LINE上接收系統 

現今使用 LINE的用量遠大於 Email，但當要發送大量訊息給不同人時只能透過一個一個

傳送的方式去通知，現在我們設計了一套 ATMS系統，先將收件人的姓名以及所要傳送訊息

的內容，運用 Excel或是記事本輸出成 csv或是 txt檔，透過 ATMS將檔案上傳並結合 LINE

將訊息個別發送給不同的收件人。這樣不僅能降低成本也能減少人為錯誤，降低成本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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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程式設計流程圖 

(一) C#與 JavaScript互相整合 

 
圖 3：C#與瀏覽器框架中的 JavaScript互相調用功能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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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載入資料 

 
圖 4：載入檔案資料的程式碼 

(三)GUI介面 

 
圖 5：C# Window Form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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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動傳送簡訊系統(Automatic Transform Message System,ATMS)實作 

 
圖 6：系統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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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啟程式 

開啟 ATMS系統，點選 LINE-KeyBoard.exe之執行檔即可下一步操作系統，如圖 7所示。 

 
圖 7：系統介面 

(二) 新增傳送者 

為不另開 LINE 進行使用者搜尋，可點選系統內之「新增」按鈕，進行單一文字訊息傳
送，如圖 8所示。 
 

 
圖 8：傳送訊息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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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量訊息傳送 

本功能可匯入 csv或 txt檔案進行大量訊息傳送，傳送者可一次作業讓不同使用者接收單

獨的訊息，如下圖 9、10所示。 

圖 9：整合 csv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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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整合 txt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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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訊息傳送 

使用者可檢視訊息是否有傳送成功，於下圖 11可觀察訊息傳送成功與否。 

  

圖 11：檢視訊息是否傳送成功 
(五) 訊息接收 

使用者大量發送個別訊息至不同接收者，其接收畫面如圖 12所示。 

 
圖 12：接收者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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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隱喻抽取法 ZMET研究過程 
本研究屬於質性研究，不以大規模樣本受訪，受訪對象鎖定於對使用 ATMS使用者。一

般而言，使用者對於使用 ATMS會有更多的想法，也會有較多元的心智模式，能夠提供有價
值的資訊。 
(一) 涉入程度 

本研究的問卷為篩選受訪者的重要依據，根據 Zaichkowsky(1994)個人涉入量表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PII)來篩選出使用者的涉入程度，因此本研究以此來衡量
受訪者對 ATMS 關注的程度為基礎發展本量表。以 10 題題項來衡量受測者對 LINE 和
ATMS的看法，依正面感覺至負面感覺間的 7個等級計分，經 RPII值加總後，分數介於
10-70分之間，分數 51分以上為高涉入程度；分數 10~50分為中低涉入者，作為受訪對
象。 

(二) 前置作業 
本研究以使用 ATMS為主體，採個別訪談的方式進行 ZMET深度訪談。依據準備階

段的作法，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尋找出符合條件的受訪對象，並告知受訪者本研究的

目的。確認受訪對象後，在訪談開始前 2週告知受訪者，請受訪者找尋最能代表對 ATMS
使用的感受圖片 12張，並預留 1週的時間讓受訪者思考及找到代表自己感覺的圖片。 

(三) 實施訪談 
首先，請受訪者對他們所選取的圖片來描述其故事。對於使用 ATMS後的感受之訪

談題項，參考林美蘭(2016)之研究並修改為適合本研究之主題，而訪談題項依 10個步驟，
依序如下表 3。 

表 3：訪談題項 
1. 說故事 

Storytelling 
請描述為什麼會找這些圖片，而這些圖片分別帶給您對使用ATMS
有怎麼樣的想法與感覺? 

2. 遺失的影像 
Missed Images 

請問是否有找不到或者是忘記帶來的圖片嗎？ 如果有，請描述對於
使用ATMS後，所找不到的感受和想法？ 

3. 分類整理 
Sorting Task 

請將圖片分類並標示名稱再加以說明為何如此分類。 

4. 構念抽取 
Construct Elicitation 

請在分類中找出3張圖片，兩兩圖片的不同與兩兩圖片的相同之處。 

5.最具代表性的圖片 
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請挑選出符合使用ATMS主題且最具代表性的圖片，為什麼？ 

6. 相反的影像 
Opposite Images 

請挑選出符合使用ATMS主題且最不具代表性的圖片，為什麼？ 

7. 感官影響 
Sensory Images 

請說明使用ATMS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和情緒應該像
什麼？不像什麼？為什麼？ 

8. 心智地圖 
The Mental Map 

請描述各個構念的意義，以及和構念之間的關係途徑，您是否同意？ 

9. 總結影像 
The Summary Image 

請依您帶來的圖片擷取想要的部分，來總結一個圖像，排列出最符

合您心中使用ATMS的畫面，此影像的重點在於表達，不在美觀。 

10.小短文 
Vignette 

請對總結影像的表達，描述一段小短文，代表您使用ATMS在生活
中的重要性。 

資料來源：修正於林美蘭(2016)  



15 
 

 
(四) 建立共識地圖 

共識地圖的建構包含了 2個主要元素，共同構念與共同構念關係。共同構念為門檻

值以上受訪者所提過的構念；共同構念關係則是門檻值以上的受訪者提到 2個構念間的

因果關係，且構念間的關聯性必須有 3位以上受訪者的心智地圖都包含此連結性。在訪

談結束後，研究者以訪談紀錄進行分析，將受訪者所提及的重要陳述運用關鍵構念(Key 

Constructs)相互對應找出相對構念(Paired Constructs)，並建立共識地圖。但須符合共同構

念為題及某關鍵構念的人數須達 1/3 或 3 人以上，還有提及相對構念之因果關係之受訪

者也須達 1/4或 3人以上(Christensen&Olson,2002)。 

伍、研究結果 

一、 研究樣本 

研究採用質性研究裡的訪談法，以 ZMET的流程進行深度訪談，引導出訪談者內心

真正潛在想法與感覺。根據 Zaltman and Coulter(1995)、Zaltman(1997)和 Coulter and 

Zaltman (2001)的研究指出4-5名的代表性使用者的訪談，可取得一般質性研究90%資訊。

為了找出符合本研究之條件且有意願接受訪談者，進行問卷設計依個人涉入程度量表

（Revised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RPII），以 Zaichkowsky（1994）重新修改提出

的 RPII量表來篩選出使用者的涉入程度（Zaichkowsky,1994）。此部分問卷設計尺度為 7

點量表，依據研究目標將 10個測試項目的語意修改為「LINE對我來說是重要的」、「LINE

與我的生活息息相關」、「LINE能夠為我的生活帶來便利」、「ATMS的開發對我來說很有

意義」、「ATMS 幫我節省了人力成本」、「ATMS 解決了傳送大量訊息的困擾」、「ATMS

與 LINE的結合改善我的工作不便」、「ATMS與 LINE的結合節省了我很多時間」、「ATMS

與LINE的結合讓我感到很有價值」、「ATMS與LINE的結合能夠讓我接收更多即時資訊」。

最後詢問是否有意願協助深度訪談並留下聯絡資料。 

本研究針對使用者對 ATMS使用之心智模式研究，抽樣採用立意取樣，樣本對象為

有使用過 ATMS 之使用者。藉此找出最能符合研究目標的原始受訪者，填寫

Zaichkowsky(1994)個人涉入量表，再進行 ZMET 深度訪談。本研究受訪者共 72 人，其

中 8份為無效問卷（以 10題涉入程度項目答案具有一定規律或全部相同時，視為無效問

卷），64份為有效問卷。經 RPII值加總後，分數 10~50分為中低涉入者，分數 51分以

上為高涉入程度（Zaichkowsky,1994）。本研究共找了 20 位使用者進行深入訪談，高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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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程度的 ATMS 使用者，涉入平均分數 56.9 分；中低涉入程度的 ATMS 使用者，涉入

平均分數 26.8分。  

二、 共同構念抽取與構念關係分析 

本研究分別對 10位高涉入和中低涉入 ATMS使用者經各步驟深度訪談後，取得每位

受訪者個人構念，再依據共同構念抽取的準則（3位受訪者以上提及的構念納入共同構念），

分別共抽取出 27個共同構念，包含 9個屬性（A）、9個結果（C）、9個價值（V），資料

整理成表 4 與表 5。本研究中屬性（A）定義為：ATMS 本身的功能性特徵，根據其特質

加以描述，包含具體屬性與抽象屬性；結果（C）定義為：在使用 ATMS後的結果，包含

使用 ATMS後立即感受的功能性結果，及使用後不可見或個人心裡感受的社會心理結果；

價值（V）定義為：因為使用 ATMS而形成的一種偏好或行為認知的助益性價值，以及使

用 ATMS受訪者內心追求的最終價值。 

進一步構念與構念之間的因果關係，運用攀梯技術引出，以門檻值 1/3的原則來取得。

經分析後，分別各有27個構念間的相關性達受訪者3位以上提及。Zaltman與Coulter（1995）

就指出共識地圖中需要的是構念與構念間的因果相互關係，並非去注意獨立的構念，因為

這些獨立構面沒辦法顯示構念的延續與關聯。因此，最後分別各得到 9個屬性（A）、9個

結果（C）、9 個價值（V）。表示高涉入使用者選擇 ATMS 主要動機是因為能「自動化」

和「輸入多元」，且最喜歡 ATMS的「自由」、「順手」、「人為錯誤」、「跨平台」、「雲端」、

「專業機器」和「介面簡潔」的功能。也是因為 ATMS可以「快速」、「井井有條」、「暢通

無阻」、「輕鬆便利」、「減少人力」、「方便」、「整齊」、「操作簡單」並且具「節省時間」，

而讓使用者感到興趣而願意繼續使用它。使用者心中對 ATMS的最終評價則是「舒服」、「擴

充性」、「時間成本」、「即時性」、「開心」、「友善」和「親民化」，且 ATMS具有「個人化」

和「無國界」。 

中低涉入者不選擇 ATMS主要動機是因為「不穩定」和「不順手」，且對於 ATMS的

功能像是「操作機器」、「手動輸入」、「功能有限」、「不自由」、「格式限制」較為不熟悉，

但對於系統的「跨平台」和「介面簡潔」表示認可。不過因為中低涉入者對於 ATMS不熟

悉所以使用上會有「困擾」、「增加時間」、「上傳緩慢」、「重複輸入」、「沒興趣」、「增加不

便」、「困難重重」、「操作複雜」的問題，讓中低涉入者不感興趣而不願意使用它，卻對

ATMS能夠「整齊」將訊息傳送感到不可思議。中低涉入者使用後心中對 ATMS的最終評

價則是「不舒服」、「擴充性」、「時間成本」、「記憶性」、「操作指南」、「一目了然」和「測

試成功」希望我們能夠將ATMS包裝得更加完整且簡單明瞭，但和高涉入者一樣認為ATMS

具有「個人化」和「無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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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ATMS高涉入使用者共同構念項目、提及者和人數統計 

編碼 構念項目 
提及受訪者 

提及人數 
A B C D E F G H I J 

A01 自由 ⚫  ⚫   ⚫  ⚫  ⚫  ⚫   ⚫  ⚫  8 

A02 順手  ⚫  ⚫  ⚫  ⚫  ⚫  ⚫  ⚫  ⚫  ⚫  9 

A03 輸入多元   ⚫   ⚫  ⚫   ⚫  ⚫  ⚫  6 

A04 人為錯誤 ⚫   ⚫  ⚫    ⚫  ⚫  ⚫   7 

A05 跨平台 ⚫    ⚫   ⚫  ⚫  ⚫   ⚫  6 

A06 雲端 ⚫  ⚫  ⚫  ⚫  ⚫    ⚫  ⚫  ⚫  8 

A07 專業機器    ⚫  ⚫   ⚫  ⚫   ⚫  5 

A08 自動化  ⚫  ⚫  ⚫  ⚫  ⚫  ⚫  ⚫  ⚫  ⚫  9 

A09 介面簡潔 ⚫  ⚫  ⚫  ⚫    ⚫   ⚫  ⚫  7 

C01 快速  ⚫  ⚫   ⚫  ⚫   ⚫  ⚫  ⚫  7 

C02 節省時間 ⚫    ⚫  ⚫  ⚫  ⚫  ⚫  ⚫  ⚫  8 

C03 井井有條 ⚫  ⚫   ⚫  ⚫    ⚫  ⚫  ⚫  7 

C04 暢通無阻   ⚫  ⚫  ⚫  ⚫  ⚫  ⚫  ⚫  ⚫  8 

C05 輕鬆便利 ⚫  ⚫  ⚫   ⚫  ⚫  ⚫   ⚫   7 

C06 減少人力 ⚫   ⚫  ⚫  ⚫  ⚫    ⚫  ⚫  7 

C07 方便 ⚫  ⚫  ⚫  ⚫   ⚫  ⚫  ⚫  ⚫  ⚫  9 

C08 整齊    ⚫  ⚫  ⚫  ⚫  ⚫  ⚫  ⚫  7 

C09 操作簡單 ⚫  ⚫   ⚫  ⚫  ⚫  ⚫  ⚫  ⚫  ⚫  9 

V01 舒服 ⚫   ⚫  ⚫  ⚫  ⚫   ⚫  ⚫  ⚫  8 

V02 擴充性  ⚫   ⚫      ⚫  ⚫  4 

V03 個人化 ⚫  ⚫  ⚫    ⚫  ⚫   ⚫   6 

V04 時間成本    ⚫   ⚫   ⚫  ⚫  ⚫  5 

V05 無國界  ⚫   ⚫   ⚫   ⚫   ⚫  5 

V06 即時性  ⚫  ⚫    ⚫   ⚫  ⚫  ⚫  6 

V07 開心 ⚫  ⚫  ⚫   ⚫  ⚫  ⚫  ⚫  ⚫  ⚫  9 

V08 友善  ⚫   ⚫    ⚫  ⚫   ⚫  5 

V09 親民化 ⚫  ⚫   ⚫  ⚫  ⚫   ⚫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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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ATMS中低涉入使用者共同構念項目、提及者和人數統計 

編碼 構念項目 
提及受訪者 

提及人數 
a b c d e f g h i j 

A01 不穩定 ⚫   ⚫  ⚫   ⚫  ⚫   ⚫  ⚫  7 

A02 操作儀器  ⚫  ⚫   ⚫  ⚫  ⚫  ⚫  ⚫  ⚫  8 

A03 手動輸入 ⚫  ⚫   ⚫  ⚫  ⚫  ⚫  ⚫  ⚫  ⚫  9 

A04 不順手 ⚫   ⚫  ⚫   ⚫  ⚫     5 

A05 功能有限  ⚫  ⚫  ⚫    ⚫    ⚫  5 

A06 跨平台 ⚫   ⚫    ⚫   ⚫   ⚫  5 

A07 介面簡潔 ⚫  ⚫  ⚫  ⚫  ⚫   ⚫  ⚫   ⚫  8 

A08 不自由    ⚫   ⚫  ⚫  ⚫  ⚫  ⚫  6 

A09 格式限制 ⚫  ⚫  ⚫  ⚫  ⚫   ⚫   ⚫  ⚫  8 

C01 增加時間 ⚫  ⚫  ⚫   ⚫  ⚫  ⚫  ⚫  ⚫  ⚫  9 

C02 上傳緩慢 ⚫  ⚫  ⚫  ⚫   ⚫   ⚫   ⚫  7 

C03 重複輸入 ⚫  ⚫  ⚫  ⚫  ⚫   ⚫  ⚫  ⚫  ⚫  9 

C04 沒興趣   ⚫  ⚫   ⚫  ⚫  ⚫    5 

C05 增加不便  ⚫  ⚫   ⚫  ⚫  ⚫   ⚫   6 

C06 困擾 ⚫   ⚫  ⚫   ⚫    ⚫  ⚫  6 

C07 整齊  ⚫   ⚫    ⚫  ⚫   ⚫  5 

C08 困難重重   ⚫  ⚫   ⚫  ⚫    ⚫  5 

C09 操作複雜 ⚫   ⚫  ⚫   ⚫  ⚫  ⚫    6 

V01 無國界  ⚫  ⚫    ⚫     ⚫  4 

V02 擴充性 ⚫  ⚫  ⚫  ⚫  ⚫  ⚫  ⚫   ⚫  ⚫  9 

V03 記憶性 ⚫  ⚫    ⚫    ⚫   ⚫  5 

V04 時間成本 ⚫  ⚫  ⚫  ⚫   ⚫  ⚫  ⚫  ⚫   8 

V05 操作指南   ⚫  ⚫  ⚫  ⚫   ⚫   ⚫  6 

V06 一目了然  ⚫  ⚫   ⚫   ⚫    ⚫  5 

V07 測試成功 ⚫  ⚫  ⚫   ⚫  ⚫   ⚫  ⚫   7 

V08 個人化  ⚫   ⚫    ⚫    ⚫  4 

V09 不舒服   ⚫  ⚫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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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識地圖 

本研究將受訪者有提及的共同構念，納入共識地圖中，歸納出起始構念、連結構念與

終結構念 3個部分。運用因果關係表分別各將 10 位受訪者的想法繪製成共識地圖，如圖

13與圖 14，為受訪者對「ATMS」的共識地圖。 

依圖 13的共識地圖可以得知，「順手」、「自動化」、「人為錯誤」等 6個構念，一開始

是分開獨立的，進行連結構念之後，彼此之間部分有了相互關聯性，最後集中在「獨立傳

送資訊」、「降低時地影響」、「介面操作便利」等 3個終結構念。以下為各項共同構念與構

念關係之間的說明。 

 
圖 13：高涉入使用者共識地圖 

註 1：             = 起始構念              = 連結構念             = 終結構念 

註 2：構念後的數字表示提及此構念之人數，如人為錯誤 6，表「人為錯誤」構念有 6位

受訪者提及。 

註 3：→表示相關性，線上的符號表示提及此相關性之人數，()內為提及之受訪者，如「人

為錯誤」→「減少人力」上的 4(A,C,D,I)，表示有 4人提及兩構念之因果相關性，

分別為為 A,C,D,I四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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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圖 14的共識地圖可以得知，「不順手」、「自動化」、「人為錯誤」等 6個構念，一開

始是分開獨立的，進行連結構念之後，彼此之間部分有了相互關聯性，最後集中在「穩定

系統操作」、「增加使用功能」、「更加簡單明瞭」等 3個終結構念。以下為各項共同構念與

構念關係之間的說明。 

 
圖 14：中低涉入使用者共識地圖 

 

註 1：             = 起始構念              = 連結構念             = 終結構念 

註 2：構念後的數字表示提及此構念之人數，如格式限制 8，表「格式限制」構念有 8位

受訪者提及。 

註 3：→表示相關性，線上的符號表示提及此相關性之人數，()內為提及之受訪者，如「格

式限制」→「增加不便」上的 5(b,c,e,g,i)，表示有 5人提及兩構念之因果相關性，

分別為為 b,c,e,g,i五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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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本研究分別對各 10位高涉入與中低涉入使用者進行訪談，從受訪者找來的圖片連結隱喻

再連結到構念的訪談，綜合總結如下： 

一、高涉入使用者 

(一) 受訪者心裡最重視 ATMS 的「獨立傳送資訊」，此項終結構念延伸出的構念群有「個

人化」、「舒服」及「擴充性」，來自「快速」、「節省時間」、「井井有條」等構念。

多數受訪者對 ATMS主要訴求為：在 ATMS上不但要有個人化的設定，同時也要具備

保護使用者的資料安全，這將是受訪者最大的滿足。個人化的意義來自「節省時間」這

個共同構念，會刺激使用者之使用慾。 

(二) 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是「降低時地影響」，此項終結構念延伸出的構念群為「時間成本」、

「無國界」及「即時性」，延伸自「暢通無阻」、「輕鬆便利」和「減少人力」，每個

使用者在發送重要訊息時，最在乎的莫過於被通知的人是否能在時間內收到。因此受訪

者對 ATMS不但要能即時收到通知，更要能符合時間成本。 

(三) 受訪者中最多人提及的構念「介面操作便利」，延伸出的構念群為「開心」、「友善」

和「親民化」，共同構念發展於「方便」、「整齊」、「操作簡單」，大多使用者都以

開心、親民化為在使用 ATMS 過程中的主要考量，因此受訪者也特別注重 ATMS 的操

作是否簡單與方便。 

(四) 10 位受訪者中對於 ATMS 感官的描述整理結果如下，各個感官知覺綜合為就像看到自

己心目中最喜愛的事物、聽起來最像動人旋律、聞起來像吸引人的香味、吃起來有甜甜

的味道，最後是情緒最像開心、興奮。 

二、中低涉入使用者 

(一) 受訪者心裡最重視 ATMS的「穩定系統操作」，此項終結構念延伸出的構念群有「測試

成功」、「不舒服」及「時間成本」，來自「困擾」、「沒興趣」、「困難重重」等構

念。多數受訪者對 ATMS主要訴求為：在 ATMS上不但要有測試成功很多次的案例，同

時也要達到整個系統有一定的穩定度，這將是受訪者最大的滿足。測試成功的涵義來自

「困擾」這個共同構念，會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慾望。 

(二) 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是「增加使用功能」，此項終結構念延伸出的構念群為「無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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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性」及「操作指南」，延伸自「增加時間」、「上傳緩慢」和「操作複雜」，每

位使用者在使用 ATMS這套系統時，最在意的是他們對於系統還不是很熟悉，因此受訪

者對於能不能讓他們在使用上減少時間抱持疑問，所以要製作一個簡單的操作指南來幫

助受訪者也能夠讓他們在使用上不會增加時間。 

(三) 受訪者中最多人提及的構念「更加簡單明瞭」，延伸出的構念群為「個人化」、「擴充

性」和「一目了然」，共同構念發展於「整齊」、「重複輸入」、「增加不便」，大多

使用者都擴充性、一目了然為在使用 ATMS 過程中的主要考量，因此受訪者特別要求

ATMS的操作要是能夠淺顯易懂的。 

(四) 10 位受訪者中對於 ATMS 感官的描述整理結果如下，各個感官知覺綜合為就像看到自

己心目中又愛又恨的事物、聽起來像吹眠曲、聞起來像不討喜的香味、吃起來像是酸中

又帶甜的食物，最後是情緒就像是哭笑不得。 

因此，綜合來說 ATMS 對於高涉入使用者來說，是舒服、方便的感覺。而經過 10 位高

涉入使用者的深度訪談之後，我們發現，ATMS 在日常生活中對使用者的幫助非常大，但是

不管 ATMS 多方便實用，還是要一直持續不斷更新系統才不會被越來越進步的社會給淘汰；

但 ATMS 對於中低涉入使用者來說，是增加使用時間、不太方便的感覺。而經過 10 位中低

涉入使用者的深度訪談之後，我們發現 ATMS在日常生活中對使用者的幫助並沒有發揮到最

大效益，所以我們要將系統包裝得更加完整且簡單明瞭，才能夠讓中低涉入使用者能夠更加

了解我們整體系統的運作並發揮到最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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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意見回饋與行銷策略之應用 

(一)使用者意見回饋 

本研究透過深入訪談的方式，進一步了解使用者對於 ATMS的反饋並從中去優化系統讓

系統更加完善，整理結果如表 6、圖 15與圖 16所示。 

表 6：使用者問題回饋 

使用者涉入程度 使用者對 ATMS使用後的問題 改善方式 

高涉入使用者 
ATMS除了能夠將大量的資料一次性
地傳送給不同的人，但是卻只能傳送

文字仍有些不便。 

新增「圖片傳送」功能，讓使

用者除能上傳文字的同時，也

能一併傳送相關圖檔。 

中低涉入使用者 

雖然ATMS能夠一次性將訊息大量傳
送外，但過訊息送出後卻只能一個一

個去查看收件者是否有已讀訊息，增

加作業上的困惱與工作時間。 

新增「查看狀態」功能，讓使

用者在發送訊息後，能輕鬆且

快速地從系統上看出使用者

是否有已讀、已回覆或是未讀

之狀態。 

 
 

 
圖 15：新增「圖片傳送」功能 

 
圖 16：新增「查看狀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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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銷策略應用 

本研究藉由訪談使用者之相同構念，進行 STP分析，透過大方向的問題方針提供未來更

多的思考角度及參考方向。 
表 7：STP分析 

STP 高涉入使用者 中低涉入使用者 延伸的想法 

S：市場區隔 

跨平台、自動化、快速、節

省時間、輕鬆便利、減少人

力、時間成本、即時性、無

國界 

跨平台、功能有限、格式限

制、增加時間、上傳緩慢、

重複輸入、增加不便、無國

界、時間成本 

跨平台、無

國界、時間

成本 

T：目標市場選擇 

專業機器、介面簡潔、井井

有條、方便、整齊、操作簡

單、舒服、開心、友善 

操作儀器、手動輸入、介面簡

潔、整齊、擴充性、記憶性、

操作指南、一目了然、不舒服 
整齊 

P：市場定位 

自由、順手、輸入多元、人

為錯誤、雲端、暢通無阻、

擴充性、個人化、親民化 

不穩定、不順手、不自由、

沒興趣、困擾、困難重重、

操作複雜、測試成功、個人

化 

個人化 

 

上述表格中，所提及之構念及建議，其解釋與想法建議陳述如下： 

1.市場區隔：跨平台、無國界、時間成本 

依「跨平台」、「無國界」、「時間成本」等構念為參考方向，因為使用者只需要一台有

網路的電腦就能使用 ATMS系統，讓使用者不論在何時何地皆可自由傳送訊息等。依

訪談構念進一步確認區隔變數並區隔市場，進行各區隔市場剖析，將消費者依不同的

需求、特徵，區分成若干個不同群體，進而形成個不同的消費群。 

2.目標市場選擇：整齊 

依「整齊」構念為參考方向，一個系統除了好用之外，能夠將系統井井有條、一目了

然的幫助使用者在操作系統上的便利，介面的簡潔也是消費者考慮的一大因素。評估

各區隔市場吸引力，選擇目標市場。選擇進入某個特定市場中的一個區隔市場或數個

區隔市場，通常是先從單一區隔市場成功後，再依序進入其他的市場。 

3.市場定位：個人化 

依「個人化」構念為參考方向，未來可依據使用者的需求去設計符合他們的介面，創

造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介面。然產品發展在目標市場的消費者心中有其明確、約定的

地位與品牌忠誠度，確認目標市場的可能定位，發展行銷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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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使用者對 ATMS使用之意願與偏好，採用隱喻抽取法 ZMET將使用者

隱藏的潛意識不易表達出來的看法抽取出來，以了解使用者對 ATMS的認知並掌握使用者的

感官感受。經由 ZMET訪談整理後，本研究發現大多數的受訪者在使用 ATMS時，高涉入使

用者心裡最重視 ATMS的「獨立傳送資訊」、「降低時地影響」、「介面操作便利」等構念；而

中低涉入使用者心裡最重視 ATMS的構念，則為「穩定系統操作」、「增加使用功能」、「更加

簡單明瞭」，以下將分別論述。 

(一) 高涉入使用者 

1.獨立傳送資訊 

將系統的第一印象也就是獨立傳送資訊放在的一位，包括系統的速度及時間的節省，因

此系統的速度如果非常地快速會帶給使用者順手且舒服的感覺，相對的也會吸引受訪者去使

用，同時也能滿足受訪者的工作需求。如同受訪者D在開放題當中寫到，「因為系統能夠節省時間

增加了個人的使用率」。再者， 受訪者F也在開放題當中提及，「ATMS具有輸入多元性質，因此會成

為我選擇使用的重要標準」，對於系統於獨立傳送資訊中多元層面的表現，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2.降低時地影響 

然而，現今應用程式選擇性多，因此本研究結合降低時地影響來達到即時性、無國界和

時間成本的創新構想，會讓使用者有新鮮的感受也能夠吸引更多使用者對系統的選擇，也透

過這樣的方式去減少人為錯誤及降低人力成本，對於使用系統的使用者，能賦予更深層的想

法及感受，讓 ATMS不只是一個系統，甚至是一種減少負擔的小幫手。 

3.介面操作便利 

除了創造出多元的系統介面之外，而使用者認為方便的系統也是影響使用率的主要因素，

因面對使用者對於不友善的系統會直接拒絕使用，所以再考量上會以是否操作簡單和親民化

等來選擇的標準，透過有效的設計方法和設計工具，了解使用者的需求和渴望，以達到使用

者在使用上能夠開心，讓資訊科技真正成為人類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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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低涉入使用者 

1.穩定系統操作 

將系統的第一印象也就是穩定系統操作放在第一位，包括系統的穩定度及使用上時間的

花費，因此系統的穩定度如果非常地穩定就不會帶給使用者有困擾和不舒服的問題，相對的

如果讓使用者使用起來不順手，反而會增加使用者在使用上的困難度導致影響了時間成本不

符。如同受訪者 c在開放題當中寫到，「因為系統有不穩定的情況導致在使用上會有困擾」。再者，受

訪者J也在開放題當中提及，「ATMS雖目前並不穩定，但經過改善後也已測試成功，所以未來仍會考

慮使用」，對於系統於穩定系統操作中所改善的地方使用者也表示認同。 

2.增加使用功能 

現今應用程式的功能越來越多，因此本研究改善後增加了使用功能來達到無國界、記憶

性、操作指南的新構想，會讓使用者在使用上有別於以往的系統在使用上會有增加時間、上

傳緩慢或是操作複雜的問題，也透過這樣的改善方式讓使用者在操作系統上能夠解決以往的

問題，能讓系統發揮它最大的效益幫助使用者達到各項需求。 

3.更加簡單明瞭 

雖創造出多元的系統介面，但卻忽略了系統本身所潛在的問題像是檔案的上傳只能允許

一個格式，而使用者認為應該要可以重複的輸入不然這樣會增加使用上的不便，且在未來優

化上除了繼續保持介面的簡潔和整齊，也要透過有效的設計將系統做的淺顯易懂。 

 

綜合上述說明，對於高涉入使用者而言要做出一個會吸引他們使用的系統，除了親民友

善之外，使用者也會把節省時間列為是否使用的考量，受訪者 H 在開放題當中寫到，「因為

系統節省時間可增加吸引力，並可看到開發者的思想創作氛圍，也讓使用者感受到他的付出」，

因此將生活化的概念帶進去系統中，像是個人化和擴充性等都是吸引使用者的目的，進而增

加使用率；而對於中低涉入者而言要做出一個能夠達到各使用者完善需求的系統，除了要一

目了然之外，使用者也會把使用上順不順手、系統穩不穩定列為主要的考量，受訪者 i 在開

放題當中寫到，「因為這個操作儀器的介面簡潔讓他想深入探討系統，雖然使用上多少會有困

難，但可以從系統看到開發者努力的想達到各使用者的需求」，因此從使用者所給予的意見回

饋中去改善整套系統，像是測試成功和一目了然等都是使用者所給予的反饋，進而去優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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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系統。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分別對於高涉入與中低涉入使用者對 ATMS之想法調查，運用隱喻抽取法 ZMET

為工具，以訪談的過程中抽取受訪者內心的概念及想法，雖想盡力做至嚴謹，但是礙於時間

及人事物的影響，仍有些許不足與困難，如受訪者樣本選擇。訪談過程因訪談時間較長且步

驟繁多會造成受訪者些許不耐煩，訪談必須兼顧訪談者的內容歸納與訪談者的情緒會使得訪

談者與受訪者溝通與資料彙整上相對增加訪談上的挑戰性。 

 

三、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採用質化的研究方法，因此所得到的資訊較難以量化，亦是本研究方法的核心價

值，而受訪者是為教師角度得到內心想法居多，如果增加學生與行政人員等的受訪樣本，將

有別於本研究得到的價值以及利於系統上的優化。 

未來也可加入量化的問卷型式為輔，將得到更多資訊與增加整體研究的信度。根據研究

人員研究主題的需求，而結合不同的調查法進行大量樣本實證，如因素分析與多向度評量法

產生認知知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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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 

 

 請問您的性別：男／女 

 請問您的年齡：     歲 

 請問您所屬的群科是：               ；任教科目：                

 請問您是否願意接受後續之面對面訪談，後續訪談為進行更深入的使用感受之訪談，如

願意接受訪談，請留下以下資料以便我們做聯絡，謝謝您。 

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請您針對自己平常使用 ATMS與 LINE的習慣回答以下

問題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LINE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 □ □ □ □ □ □ 

2 LINE與我的生活息息相關 □ □ □ □ □ □ □ 

3 LINE能夠為我的生活帶來樂趣 □ □ □ □ □ □ □ 

4 ATMS幫我節省了人力成本 □ □ □ □ □ □ □ 

5 ATMS的開發對我來說很有意義 □ □ □ □ □ □ □ 

6 ATMS解決了傳送大量訊息的困擾 □ □ □ □ □ □ □ 

7 ATMS與 LINE的結合改善我的工作不便 □ □ □ □ □ □ □ 

8 ATMS與 LINE的結合節省了我很多時間 □ □ □ □ □ □ □ 

9 ATMS與 LINE的結合讓我感到很有價值 □ □ □ □ □ □ □ 

10 ATMS與LINE的結合能夠讓我接收更多即時資訊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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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標在發展 ATMS即時訊息傳遞系統，接著運用

ZMET內隱工具評量使用感受。能從周遭需要，開發適當工具解決

問題，是一個值得鼓勵的發想。若能進一步思考，如何讓系統更人

性化，將會是未來此系統是否更能發揮影響力的關鍵。 在運用

ZMET內隱評量時，受訪者使用 ATMS的經驗有多少？同樣的，

訪談者經過多少時間的培訓？構念之間的因果關係如何界定？ 共

識地圖(圖 13 and 14)的結果是否能夠被重複驗證，而不受到研究者

主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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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壹、 研究動機

摘要

本研究將有別於傳統行銷研究的市場調查法，嘗試自行開發一套自動傳送大量訊
息於個人LINE接收之API系統，自動傳送簡訊系統 (Automatic Transform Message
System,ATMS)為本次的實驗儀器。來幫助老師們能夠及時地收到重要的資訊並採用隱
喻抽取法(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ZMET)探討使用者對於ATMS使用經
驗和內心隱藏的、潛意識不易表達出來的感受，其實驗結果歸納出獨立傳送資訊、降
低時地影響與介面操作便利等共同構念、共識地圖，以作為未來量化預設理論和架構
，並可提供即時通訊產業了解使用者對該服務的認知、喜好與評價，作為產品服務開
發、改善與行銷之參考依據。

關鍵字：ATMS、ZMET、共識地圖

圖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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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ZMET取得使用者對於ATMS的內在思維與想法，抽取使用者的共同構念與相關構念。
(二)依據使用者的共同構念與相關構念再取得關鍵構念之心智模式，以建構使用者對ATMS的

共識地圖。
(三)透過共識地圖的歸納分析，將結果應用於市場區隔、市場目標與市場定位之行銷策略，做

出實際的建議與實行方法，可作為ATMS實際操作的參考。

參、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開發自動傳送大量訊息於個人LINE上接收系統

現今使用LINE的用量遠大於Email，但當要發送大量訊息給不同人時只能透過一
個一個傳送的方式去通知，現在我們設計了一套ATMS系統，先將收件人的姓名以及
所要傳送訊息的內容，運用Excel或是記事本輸出成csv或是txt檔，透過ATMS將檔案上
傳並結合LINE將訊息個別發送給不同的收件人。這樣不僅能降低成本也能減少人為錯
誤，降低成本開銷。

圖2：程式設計流程圖 圖3：C#與瀏覽器框架中的JavaScript
互相調用功能的程式碼

這個充滿資訊的時代，許多通訊軟體紛紛推陳出新。早期使用EMAIL來傳送訊
息，但根據市調公司Retail TouchPoints報告指出，因垃圾郵件的氾濫，有將近44%之電
子郵件使用者平均一天開啟信箱約1至3次，可見透過EMAIL發送訊息，已不符合現在
的需求。時至今日，在眾多的通訊軟體中LINE占重要的角色，根據台灣LINE官方2018
年統計，LINE在台灣的月活躍用戶數成長至1900萬，每天平均有20次的開啟率。綜合
上述的探討可以看出行之有年的Email已經不符合現今的趨勢，而我們透過課堂上所學
的程式設計來開發一套與LINE結合之簡訊API且能大量傳送訊息的系統，把想大量傳
達的文字圖片單獨發送至個別使用LINE之用戶。本研究將有別於傳統行銷研究的市場
調查法，進一步採用隱喻抽取法(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ZMET)用以察
覺使用者對於ATMS之期望與認知，歸納出改進該軟體使用體驗的建議。



肆、研究結果

二、隱喻抽取法

隱喻抽取法ZMET(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ZMET)，為一種結合非文字語言(圖片
)與文字語言(深度訪談)的消費者研究方法並運用隱喻誘引結合攀梯法，建構出消費者心智模式的關
聯性。對於隱喻抽取法的進行，除了要了解其假設前提外，對於獲得消費者的心智地圖與共識地圖
，執行隱喻抽取法ZMET主要有10個步驟，分別是說故事(Storytelling)、遺失的影像(Missed Images)
、分類整理(Sorting Task)、構念抽取(Construct Elicitation)、最具代表性的圖片(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相反的影像(Opposite Images)、感官影響(Sensory Images)、心智地圖(The Mental Map)、總
結影像(The Summary Image)與小短文(Vignette)等。

圖5：系統操作流程圖圖4：ATMS共同構念項目、提及者和人數統計

圖6：高涉入使用者共識地圖

本研究針對使用者對ATMS使用之心智模式研究，抽樣採用立意取樣，樣本對象為有使用過
ATMS之使用者。藉此找出最能符合研究目標的原始受訪者，填寫Zaichkowsky(1994)個人涉入量表，
再進行ZMET深度訪談。本研究受訪者共72人，其中8份為無效問卷，64份為有效問卷。經RPII值加
總後者，本研究共找了20位使用者進行深入訪談，分數51分以上為高涉入程度的ATMS使用者，涉入
平均分數56.9分；分數10~50分為中低涉入程度的ATMS使用者，涉入平均分數26.8分。



本研究採用質化的研究方法，因此所得到的資訊較難以量化，亦是本研究方法的

核心價值，而受訪者是為教師角度得到內心想法居多，如果增加學生與行政人員等的受

訪樣本，將有別於本研究得到的價值以及利於系統上的優化。未來也可加入量化的問卷

型式為輔，將得到更多資訊與增加整體研究的信度。根據研究人員研究主題的需求，而

結合不同的調查法進行大量樣本實證，如因素分析與多向度評量法產生認知知覺圖。

伍、延續發展目標

本研究將受訪者有提及的共同構念，納入共識地圖中，歸納出起始構念、連結構念
與終結構念3個部分。運用因果關係表將10位受訪者的想法繪製成共識地圖。根據圖6的
共識地圖可以得知，「順手」、「自動化」、「人為錯誤」等六個構念，一開始是分開
獨立的，進行連結構念之後，彼此之間部分有了相互關聯性，最後集中在「獨立傳送資
訊」、「降低時地影響」、「介面操作便利」等3個終結構念。根據圖7的共識地圖可以
得知，「不順手」、「自動化」、「人為錯誤」等6個構念，一開始是分開獨立的，進
行連結構念之後，彼此之間部分有了相互關聯性，最後集中在「穩定系統操作」、「增
加使用功能」、「更加簡單明瞭」等3個終結構念。以下為各項共同構念與構念關係之
間的說明。

本研究藉由訪談使用者之相同構念，進行STP分析，透過大方向的問題方針提供未
來更多的思考角度及參考方向。

STP 高涉入使用者 中低涉入使用者 延伸的想法

S：市場區隔

跨平台、自動化、快速、
節省時間、輕鬆便利、減
少人力、時間成本、即時
性、無國界

跨平台、功能有限、格式
限制、增加時間、上傳緩
慢、重複輸入、增加不便
無國界、時間成本

跨平台、無
國界、時間
成本

T：目標市場選擇

專業機器、介面簡潔、井
井有條、方便、整齊、操
作簡單、舒服、開心、友
善

操作儀器、手動輸入、介
面簡潔、整齊、擴充性、
記憶性、操作指南、一目
了然、不舒服

整齊

P：市場定位

自由、順手、輸入多元、
人為錯誤、雲端、暢通無
阻、擴充性、個人化、親
民化

不穩定、不順手、不自由
沒興趣、困擾、困難重重
操作複雜、測試成功、個
人化

個人化

表1：STP分析

圖7：中低涉入使用者共識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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