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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下課常聽到老師的大聲阻止同學在走廊奔跑，以免發生危險。我想要找出有效的解決方

法。我想到利用視線的阻擋，也許會有效。要證實我的假設，若直接找同學來做測試，可能

會有危險。我決定先採取小鼠來做實驗。發現可能的原理，也許就可以應用在人的身上。我

們實驗比較不同顏色、不同寬度與不同長度的紙條，懸吊在小鼠通過的走道上，比較小鼠通

過率及時間，確認影響因素。經統計結果得知，所有型態的視覺阻擋都有效，長度和寬度及

顏色都有影響。根據動物實驗的發現，製作各種視覺阻擋的走廊模擬圖，設計問卷請同學回

答。發現同學的問卷結果和小鼠的結果相符。因此，設計合適的物理性視覺阻礙，有助於防

止同學在走廊奔跑，減少受傷的危險。 

壹、 研究動機 

   「停下來!」「為什麼要在走廊奔跑?」這是下課時，常常聽到老師大聲喊的聲音。我的學校

裡，老師們常因為同學們在走廊快速奔跑，造成碰撞跌倒受傷而煩惱。學校老師一再提醒全

校同學，不要在走廊奔跑，但是同學可能因為要省時間或搶操場的籃球場地而屢勸不聽。這

使我思考這難解又一直存在的問題要如何解決。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同學在走廊慢慢走，不要

快速奔跑? 

    我想到幾個方法。第一，在走廊地板平均分佈放置好幾個橘色警示三角錐，讓同學無法

直線跑過，要繞著三角錐走過，讓人無法奔跑。問題是因為整個學校有許多走廊，會花費太

多費用，全部都放三角錐不好走路，也阻礙餐車行駛，可能不實用。第二，在走廊地板黏貼

馬路上的突出物，像是讓車子減慢車速的減速塑膠。一樣也會花費太多費用，但是同學如果

還是奔跑，反而因地板不平而容易跌倒，更加危險，也不實用。每天下課，我還是看到許多

同學在走廊奔跑，每天我都在想解決的方法。 

    有一天，我到日式餐廳的廁所，看到一個彩色的門簾，因為不知道後面有什麼東西？我

只好慢慢的走過，才不會不小心撞到別人或是跌倒，這個門簾，讓我不想要快速跑過。突然

讓我想到，說不定可以在學校走廊上製作像餐廳廁所的布簾子一樣的東西，利用人們視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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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擋，讓人覺得後面好像不確定是否有東西，而不敢快速通過，改成慢慢經過。到底有沒有

效呢?我想要證實我的假設，並找出有效的解決方法。但是直接用同學來做實驗時可能有危險。

因此，我想到自然課中曾學習到不同動物的運動方式，遇到阻礙時的表現。因為(1)小鼠體積

小，所需的距離短(2)需要的設備工具少，還有(3)小鼠可以重複實驗，我決定先採用小鼠來做

實驗。如果找到阻礙小鼠快跑的方法，再加以改良之後，也許就可以應用在人的身上，慢慢

修正，達到改善同學走廊奔跑的壞習慣。 

貳、 研究目的 

我們假設利用物理性視覺阻礙，將有助於防止同學在走廊奔跑，減少受傷的危險。我們

先採用小鼠來做實驗。如果找到阻礙小鼠快跑的方法，再加以改良之後，也許就可以應用在

人的身上。我準備一個長型紙盒讓小鼠從一邊入口進入走道，利用各式各樣的紙條，作成簾

子垂下來阻擋小鼠的視線，探討哪一種形式的簾子能讓小鼠慢慢過去，或是不想過去。改變

紙條作的簾子的不同顏色、不同粗細寬度，不同間隔(寬度)，不同離地面高度 (紙條垂下長度

的長短)，是不是就有不同結果?  希望找出最有效阻擋視線讓小鼠不想走過的條件。根據這些

結果，我們想驗證相同的實驗條件是否對同學走廊奔跑的行為有影響。我們依據相同的實驗

製作各種視覺阻擋的走廊模擬圖，設計問卷請同學回答。比較不同顏色、粗細，間隔寬窄，

離地高度的視覺阻擋，在同學走廊通過的走道上，會不會影響同學想快速跑過的意願。以統

計學的方法驗證小鼠和同學問卷各組實驗結果的差異，以動物實驗和同學問卷同時驗證我們

假設的可能性，並找出最有效的條件，希望能作為應用到防止學校同學走廊奔跑的最佳方法。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實驗第一部分: 動物實驗 

(一) 一個大型長方形紙盒 超過小鼠站立後可爬出的高度 

(二) 十隻小黑鼠 小黑鼠飼料一些 

(三) 細長竹棍數十支 塑膠吸管數十隻 可剪成不同長度 

(四) 白色與深色色紙 (比較深色與淺色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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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直尺(測量紙條長寬)  

(六) 實驗紀錄本 

(七) 計時器 (測量小鼠到達的時間) 

(八) 錄影及照相工具 

 

 

 

 

 

 

 

 

圖一：左：以紙盒製作小鼠通過的走廊；右：加上視覺阻擋的紙條的紙盒 

二、 實驗第二部分:同學問卷 

(一) 問卷調查問卷表，根據狀況一至九分別填寫回答 

(二) 依小鼠實驗中，視覺阻擋紙條，長寬等比例放大的走廊情境模擬投影片 

(三) 電腦軟體和統計工具 

同學問卷內容: 

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的主題是有關「走廊奔跑」，在學校走廊奔跑很危險，我想要想個好

方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大家的幫忙，請用心地填寫資料，才可以向學校反映小朋友的想

法。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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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狀況 1-9 所示,寫下答案] 

當你下課想去操場玩，要經過走廊，走廊出現,如同螢幕投影所示狀況, 走廊天花板有長長的

紙條垂下來,你會怎麼做? (只有九種情況 共有十個問題)  

答案有三種: (1) 停下來。(2) 慢慢走過。(3) 快速跑過。 

狀況 1 ~9 

你想去操場玩, 但是當走廊出現如同投影所示狀況, 你會  

(1) 停下來 

(2) 慢慢走過 

(3) 快速跑過 

 

10 為什麼你下課想要在走廊奔跑?(複選題) 

(1) 想要快一點到廁所，很急。 

(2) 想要快一點到操場，搶籃球場，佔場地。 

(3) 像要快一點到下一節課的教室。 

(4) 如果慢慢走，下課時間會不夠用，來不及回來教室。 

(5) 就喜歡快跑 

(6) 看別的同學都奔跑，也想跟著跑。 

(7)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狀況 1-9 

狀況 1：對照組 (以下等比例 根據阻擋小鼠 2cm 視線位置與身高 135 學童的視線的相對位

置) 

狀況 2：寬 2 公分 X 高 7.5 公分，等比例，白 

狀況 3：寬 2 公分 X 高 7.5 公分，等比例，深色 

狀況 4：寬 2 公分 X 高 4 公分，等比例，白 

狀況 5：寬 2 公分 X 高 4 公分，等比例，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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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6：寬 2 公分 X 高 2 公分，等比例，白 

狀況 7：寬 2 公分 X 高 2 公分，等比例，深色 

狀況 8：寬 4 公分 X 高 7.5 公，等比例，白 

狀況 9：寬 4 公分 X 高 7.5 公分，等比例，深色 

圖二：懸掛不同紙條產

生視覺阻擋的走廊情境

模擬圖（投影片）．圖片

是依照小鼠實驗中，紙

條的大小，考慮小鼠和

同學的體型身高，長和

寬等比例放大，製作走

廊懸掛不同紙條，產生

視覺阻擋的走廊情境模

擬投影片 

 

 

 

 

 

 

 

將所有的問卷結果登記，輸入實驗記錄簿，整理計算並且利用統計方法分析，製作圖表，畫

出分析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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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實驗第一部分: 動物實驗 

(一) 準備一個大型長方形紙盒，長度大約 100 cm 寬度 50 cm 盒子深度超過小鼠站立的高度，

讓小鼠不會翻牆而出。（P4. 圖一左） 

(二) 使用厚紙板與白紙在兩旁圍出中央細長走道 約 8~12 cm 寬。（P4. 圖一左），將小鼠飼料

放在走道的終點。 

(三) 紙條簾子的製作: 用竹籤穿過吸管，吸管上黏貼著不同的紙作簾子，改變紙簾的型態，依

照不同的長寬裁剪不同的紙條，依照不同顏色裁剪不同的紙條，將竹籤放置在紙箱預先

準備好的四個凹槽，讓紙條自然垂下，紙條長度不會碰到紙箱底為主。（P4. 圖一右） 

(四) 將紙箱分成前、後、和終點三部分（P9. 圖三）:前:一開始放下小鼠的區域，後:小鼠走紙

箱中間 終:小鼠走到終點 (很接近飼料但沒有吃到食物)。紀錄小鼠從入口走到紙箱的前

面部分、後面部分、終點部分的通過率。還有記錄下所消耗的時間(以秒鐘為單位)。少數

小鼠不走，超過觀察時間三十秒，即停止計時並且紀錄下未通過。 

(五) 比較不同顏色、不同粗細，不同間隔(間格寬或窄)，不同離地面高度(紙條垂下長度的長

短)的紙條，對小鼠走路通過的秒數的影響。 

(六) 每次實驗記錄如下: 錄下小鼠每次走過走道的影片，之後仔細看每次的影片，記錄下小鼠

是否走到紙箱的前部、後部、和終點 (A 前 B 後 C 終)。記錄下小鼠通過所需要的時間，

以秒鐘為單位，小鼠鼻子碰到終點隔板就是到達。為了減少不同小鼠之間的差異，對照

組和每個實驗組的每個設計條件都做進行五隻以上小鼠實驗以求取平均值和誤差。 

1. 建立對照組 

(實驗一) 以測量小鼠走過沒有紙條阻擋走道的通過率與計算所需要的時間為對照組。 

2. 觀察不同紙條顏色對小鼠的影響  

(實驗二) 以 2cm x 7.5cm（寬 x 長以下的標示均相同）前後白色紙條為阻擋，以 2cm 

x 7.5cm 前後深藍色紙條為阻擋，以 2cm x 7.5cm 深藍色前白色後面阻擋，以 2cm x 

7.5cm 白色前深藍色後面阻擋，分別依上述方法測量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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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察不同紙條長度對小鼠的影響  

(1) (實驗三) 紙簾子長度以 2cm x 4cm 前後白色紙條為阻擋，以 2cm x 4cm 前後深

藍色紙條為阻擋，以 2cm x 4cm 深藍色前白色後為阻擋，以 2cm x 4cm 白色前

深藍色後面為阻擋，分別依上述方法測量並記錄。 

(2) (實驗四) 再以 2cm x 2cm 前後白色紙條為阻擋，以 2cm x 2cm 前後深藍色紙條

為阻擋，以 2cm x 2cm 深藍色前白色後為阻擋，以 2cm x 2cm 白色前深藍色後

為阻擋，分別依上述方法測量並記錄。 

(3) 和實驗二的結果進行比較 

4. 觀察不同紙條寬度與間隔對小鼠的影響  

(1) (實驗五) 觀察不同紙條寬度對小鼠的影響 以 4cm x 7.5cm 前後白色紙條為阻

擋，以 4cm x 7.5cm 前後深藍色紙條為阻擋，以 4cm x 7.5cm 深藍色前白色後為

阻擋，以 4cm x 7.5cm 白色前深藍色後為阻擋，分別依上述方法測量並記錄。 

(2) 和實驗二至四的結果進行比較  

5. 觀察不同紙條長寬度對小鼠的影響  

(1) (實驗六) 相同白色紙條，不同長寬，和實驗二至五的結果進行比較  

(2) (實驗七) 相同深色紙條，不同長寬，和實驗二至五的結果進行比較  

(七) 觀察從前走到終點通過紙條關卡的比率:小鼠通過率 

1. 不是所有的小鼠都會走完走道，有時阻擋效果太好，小鼠只走到一半。因為有兩個紙

條當作柵欄，將紙箱分成前部、後部(兩個簾子之間)和終點三部分。小鼠通過兩個簾子

從頭走到終點就是前後終都通過；如過通過第一個簾子，沒有通過第二個簾子就是到

B 部分，如果第一個簾子也沒有通過就是在 A 部分。此處通過是指小鼠全身通過。 

2. 反覆仔細看影片，將每個小鼠的情況記錄下來，也就是小鼠通過關卡的通過率，也是

代表簾子阻擋的效果好或不好。(通過率%=通過的小鼠數目/測試的小鼠數目，以百分

比表示) 

3. 每次實驗記錄如下: 錄下小鼠每次走過走道的影片，之後仔細看每次的影片，記錄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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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是否走到紙箱的前部、後部、和終點 (A 前 B 後 C 終)。記錄下小鼠通過所需要的時

間，以秒鐘為單位。為了減少不同小鼠之間的差異，對照組和每個實驗組的每個設計

條件都至少有五隻小鼠以上的試驗。 

4. 將所有實驗記錄簿的結果輸入 excel，計算及插入圖表，畫出分析比較圖。P<0.05 為具

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圖三 (左)：小鼠走廊示意圖，將紙箱分

成前、後、和終點三部分:前:一開始放下

小鼠的區域，後:小鼠走紙箱中間 終:小

鼠走到終點 (A 前 B 後 C 終) 

圖四 (下)：製作兩層視覺阻擋的小鼠

走廊示意圖（依照情況改變長短，顏

色，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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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第二部分: 國小學童問卷調查 

研究方法:  

一、設計問卷，製作走廊情境照片供同學答題參考。 

二、發下問卷，請同學依照不同的走廊情境，寫下問卷答案。 

三、收回問卷，統計問卷的結果。 

四、製作統計圖表，我們將同學的回答分成兩組:一組是快速奔跑與另一組不會快速奔跑(包

含(1) 停下來。(2) 慢慢走過)。比較走廊上每個不同狀況下，選擇快速奔跑的人數與不

會快速奔跑的人數，使用 chi-square 統計方法，來分析視覺阻擋的效果，因為人數較

少，我們以 p<0.1 為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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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實驗第一部分: 動物實驗 

實驗進行：對照組:  

 

 

圖五：對照組實驗進行圖（沒

有視覺阻擋） 

在對照組中，小鼠看不到阻擋

物, 從 A 階段, B 階段到了第 C

階段,最後到達終點了。 

 

 

實驗進行：實驗組:  

 

 

實驗進行代表圖（一）:  

不同長度，寬度，和顏色的視

覺阻擋物 

看得到小鼠從A階段遇到了第

阻擋物而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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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進行代表圖（二）：長 2

公分 寬 2 公分的白色視覺阻

擋物，和先深色再白色的視

覺阻擋物 

看得到小鼠通過了第一個阻

擋物但因第二個阻擋物而停

留在 B 階段，也可通過第二

個阻擋物然後到 C 階段。 

我們這部分的實驗圖表都是用 t-test 來驗證不同組別通過時間有沒有統計上的意義,以便篩選

合適的視覺阻擋條件來做進一步的實驗。 

實驗二：寬 2 公分 長 7.5 公分的白色、深色、先深色再白色、先白色再深色，及對照組 (在

下圖以不同顏色呈現) 

 

 

 

 

 

 

(A) 由圖可知各種視覺阻擋的通過率 (縱軸), 明顯的表達出我們預期的結果有阻擋比對照

組來的好,阻擋效果較好。 其中, 寬 2 公分長 7.5 公分的白色效果比其他的都好,只有

一隻小鼠通過所有視覺阻擋到達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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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圖可知各組視覺阻擋的秒數。 可以證明長寬 2 公分 7.5 公分的白色真的比其他的寬

2 公分長 7.5 公分和對照組還有阻擋效果。（藍色的長條是平均,藍色長條上面的灰色線

條是標準差） 

 

 

 

 

 

 

(C) 由圖可知此統計結果再次證明可知寬 2 公分長 7.5 公分的白色、先深色再白色和先白

色再深色跟對照組比起有統計上的意義,視覺阻擋的效果較好。 這張圖表證實了兩點,

第一個是寬 2 公分長 7.5 公分的所有組別除了深色的組別,都比對照組的視覺阻擋效果

還要好。 

 

實驗三：寬 2 公分長 4 公分的白色、深色、先深色再白色、先白色再深色及對照組 (在下圖以

不同顏色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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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圖可知長 4 公分寬 2 公分的組別並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結果,只有深色、先深色再

白色、先白色再深色的通過率比對照組低。長 4 公分寬 2 公分白色的通過率跟對照組

一模一樣,可見長 4 公分寬 2 公分白色視覺阻擋的效果不好。 

 

 

 

 

 

 

 

(B) 由圖可知長 4 公分寬 2 公分的先白色再深色在長 4 公分寬 2 公分的組別中視覺阻擋效

果最好,秒數較多。這次出乎意料的是長 4 公分寬 2 公分的白色的通過秒數,竟然比對

照組還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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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圖可知此統計結果再次證明長 4 公分寬 2 公分的組別中,長 4 公分寬 2 公分先白色再

深色的視覺阻擋效果最好。這張圖證實了長 4 公分寬 2 公分的白色跟對照組比起沒有

統計上的意義,代表長 4 公分寬 2 公分的白色的視覺阻擋效果最不好。 

 

實驗四：寬 2 公分長 2 公分的白色、深色、先深色再白色、先白色再深色 

 

 

 

 

 

 

 

(A) 由圖可知長 2 公分寬 2 公分的組別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結果,通過率都比對照組還低。

可是長 2 公分寬 2 公分的先深色再白色組別在 B 階段通過率跟對照組一樣,可見長 2

公分寬 2 公分的先深色再白色的視覺阻擋效果比較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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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圖可知此圖再次證明我們預期的結果,也就是長 2 公分寬 2 公分的白色、深色、先

深色再白色、先白色再深色比對照組秒數還要多。這張圖明顯得表達出長 2 公分寬 2

公分的白色的平均秒數最多,代表長 2 公分寬 2 公分的白色視覺阻擋效果最好。 

 

 

 

 

(C) 由圖可知此統計結果再次證明長 2 公分寬 2 公分的白色的平均秒數最多,視覺阻擋效

果最好。此圖再三證明長 2 公分寬 2 公分的白色、深色、先深色再白色、先白色再深

色比沒有視覺阻擋的對照組視覺阻擋效果還好。 

實驗五: 寬 4 公分高 7.5 公分的白色、深色、先深色再白色、先白色再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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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圖可知長 7.5 公分寬 4 公分的組別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結果,這張圖明顯的表現出長

7.5 公分寬 4 公分的組別比其他視覺阻擋組別還有視覺阻擋的效果。其中長 7.5 公分寬

4 公分的先深色再白色的組別,沒有一隻小鼠到達 C 階段,視覺阻擋的效果較好。 

 

 

 

 

 

 

 

 

 

(B) 由圖可知長 7.5 公分寬 4 公分的白色平均秒數最多,阻擋效果較好。這張圖也再次證明

長 7.5 公分寬 4 公分的組別比沒有視覺阻擋的對照組還有視覺阻擋的效果。 

 

 

 

 

 

 

(C) 由圖可知此統計結果再次證明長 7.5 公分寬 4 公分的白色平均秒數最多,阻擋效果較

好。此圖也再次證明長 7.5 公分寬 4 公分的白色、深色、先深色再白色、先白色再深

色,四組與對照組到比對都有統計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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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六: 根據實驗二到五的結果，比較白色但不同長寬對老鼠通過速度的影響 

 

 

 

 

 

 

 

(A) 由圖可知長 7.5 公分寬 2 公分的白色平均秒數最多,阻擋效果較好。寬度並沒有太大的

影響。這張圖也再次證明長 7.5 公分的白色組別比沒有視覺阻擋的對照組還有視覺阻

擋的效果。 

 

 

 

 

 

 

 

 

(B) 由圖可知此統計結果再次證明長 7.5 公分的白色平均秒數最多,阻擋效果較好。此圖也

再次證明在白色的阻擋下，長度較寬度更有效果。 

 

 

 



18 
 

實驗七: 根據實驗二到五的結果，比較深色但不同長寬對老鼠通過速度的影響 

 

 

 

 

 

 

 

(A) 由圖可知深色的平均秒數多,阻擋效果整體效果好。在深色的阻擋中，長度和寬度並

沒有顯著的影響。 

 

 

 

 

 

 

 

(B) 由圖可知此統計結果再次深色的阻擋效果比對照組好較好。此圖也再次證明在深色的

阻擋下，長度和寬度的影響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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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第一部分: 動物實驗總結 

1. 我們發現對照組(走道沒有任何阻擋)，因為有食物在前面吸引小鼠，全部小鼠都可以完全

通過走道快速到達終點。走廊沒有阻擋的小鼠很快地走過去，所需的秒數最少，平均只

花 11.3 秒就到達。 

2. 所有型態的視覺阻擋，小鼠都比對照組走得慢，通過關卡的比率低。 

3. 相同寬度的紙條簾子，長度比較長的時候小鼠走得慢，通過比率比較低。 

4. 相同長度，寬度比較寬的時候小鼠走得慢，通過比率比較低。 

5. 紙條簾子又寬又長時 4x7.5cm，小鼠的通過率大大降低，很明顯看到跟對照組差別很大 

6. 顏色方面:在 2 x 7.5 cm 的組別明顯白色簾子比深色簾子讓小鼠走的比較慢，通過比率低。

紙簾子使用白色比深色更有阻擋效果。但長度的改變有可能改變顏色造成的影響。 

7. 如果用統計分析，4 組與對照組都有統計上的差異。 

 

實驗第二部分: 國小學童問卷調查 

我們不能只有實驗小鼠的視覺阻擋，因為小鼠的視覺阻擋結果不代表人的結果，因此我們做

了同學的實驗，因為安全的考量，我們選擇用問卷調查代替實際的通過。 

 

實驗一: 比較視覺阻擋能否有效的防止快速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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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圖可知此圖明顯的表達出等比例 7.5x2 的白色視覺阻擋效果比沒有視覺阻擋的對照

組還好很多,想快速奔跑的同學意願也大幅的減少。沒有視覺阻擋的對照組跟等比例

7.5x2 的白色組別比對起,要有統計上的意義,代表等比例 7.5x2 的白色和對照組的同學

快速奔跑意願完全不一樣, 等比例 7.5x2 的白色只有一位同學選擇快速跑過。 

 

 

 

 

 

 

 

 

(B) 由圖可知此圖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結果等比例 7.5x2 深色想要快速跑過的同學意願比對

照組還少六個。可是如果和等比例 7.5x2 的白色比較等比例 7.5x2 的白色比較有視覺

阻擋效果,因等比例 7.5x2 深色的快速跑過同學意願比等比例 7.5x2 的白色多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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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圖可知此圖明顯的表達出我們預期的結果,等比例 7.5x4 白色的快速奔跑同學意願比

對照組還少八個,並且比對起有統計上的意義。可是與等比例 7.5x2 的白色比較起,快速

奔跑同學意願比較多,因為的等比例 7.5x2 白色快速奔跑同學意願只有一個。 

 

 

 

 

 

 

 

 

(D) 由圖可知此圖與等比例 7.5x2 相同,等比例 7.5x2 也要達到我們預期的結果,快速跑過的

同學意願比對照組還少，可是快速跑過同學有四位，跟對照組比隊有統計上的意義。 

實驗二: 比較顏色的效果，能否有效的防止快速跑過 

 

 

 

 

 

 



22 
 

(A) 比較深藍色和白色紙條的阻擋效果。由圖可知此圖與等比例 7.5x2 深色和白色紙條，

快速跑過的同學深色阻擋有四位，白色阻擋只有一位，有點不同但無統計上的意義。 

 

 

 

 

 

 

 

 

(B) 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 4x2 深色和白色紙條，快速跑過的同學深色阻擋有九位，白

色阻擋只有十一位，有點不同但是沒有統計上的意義。 

 

 

 

 

 

 

 

(C) 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 2x2 深色和白色紙條，快速跑過的同學深色阻擋有十四位，

白色阻擋只有十四位，甚至比對照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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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此圖與等比例 7.5x4 深色和白色紙條，快速跑過的同學深色阻擋有四位，白色阻擋只

有兩位，有點不同，但是沒有統計上的意義。 

實驗三: 比較長短的效果，能否有效的防止快速跑過 

 

 

 

 

 

(A) 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同樣白色,相同寬度,長度由長至短,等比例 7.5：4: 2 快速跑過

的同學分別為一比十一比十四位，長度不同與阻擋效果，有統計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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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同樣深色,同樣寬度,長度由長至短,等比例 7.5：4: 2 快速跑過

的同學分別為四比九比十四位，長度不同與阻擋效果, 

也有統計上的意義 在深色或淺色 長度都有意義 

實驗四: 比較寬窄的的效果，能否有效的防止快速跑過 

 

 

 

 

 

 

 

(A) 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相同長度同樣白色 等比例寬度是 2:4 快速跑過的同學分別為

一比二，有點不同但是沒有統計上的意義。視覺阻擋的效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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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相同長度同樣深色 等比例寬度是 2:4 快速跑過的同學都是四

位，沒有統計上的意義。 

 

實驗第二部分: 國小學童問卷調查總結 

    人的實驗結果中，總共有 27 位四年級同學完成問卷，男生 14 人，女生 13 人。我們比照

小鼠視覺高度與學生身高視覺高度，利用等比例的紙條阻擋，利用走廊的門簾視覺阻擋模擬

圖讓同學看圖並且回答會選擇哪一種行走方式。 

    我們的統計分析分成兩種：（一）快速跑過與（二）不會快速跑過：停下來與慢慢走過。

我們利用統計分析將各種情境下同學的表現，敘述如下： 

1. 有視覺阻擋讓快速跑過的人數變少，有統計上的意義。 

2. 人的問卷調查研究結果中，門簾或紙條的顏色差異，白色或深藍色，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3. 門簾或紙條相同寬度，長度長比短的效果好，效果有統計上的意義。 

4. 人的問卷調查研究結果中，門簾或紙條的寬度差異，沒有統計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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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 

1. 我們假設利用簡單的紙條布簾，造成物理性視覺阻礙，就能有效的防止快速跑過的行為。

我們實驗的結果發現，各個實驗組通過的平均秒數能比對照組還要多，代表能拖延的時

間較多，無法快速跑過。 

2. 由以上結果得知，簡單使用紙條柵欄的視覺阻礙，可以很有效地阻擋小黑鼠的快速前進

的行為。所有的結果一致呈現小鼠在有紙條阻擋時，會有以下的改變: (1)通過走道的速度

變慢，所花費的時間變多，從前到後到終點的所需秒數明顯增加。(2)可以完全通過到達

終點的小鼠數目變少，完全通過紙條關卡的小鼠比率變少。(3) 在具有紙條阻擋的情況下，

可看到小鼠變成走走停停， 不會一下子衝過去。(4)紙條柵欄越長越寬，阻礙越明顯，所

需要的秒數也增加，越少的小鼠可以一下就通過，通過率降低。 

3. 小鼠用四隻腳著地走路時，紙盒底到小鼠背最高點的高度差大約是 4~5 公分，依體型大

小有點不同。我們採用小鼠體型身高的一半，也就是 2 公分 開始做實驗，也有考慮小鼠

眼睛位置，希望可以確實做到視覺的阻礙。我們想小鼠看見紙條柵欄時，因為不知道紙

條後面有什麼東西，所以會慢慢走過去，就可以達到我們想要讓動物慢慢經過的目的。 

4. 由此實驗可知，我們成功用最簡單的方式阻擋單一小鼠在走道的快速前進，因為阻擋物

體不同而有不同效果。未來經過改良修正，用這個想法可能可以找到讓同學在走廊上慢

慢通過的方法。 

5. 我們在小鼠的統計結果中發現：白色的紙條布簾比深色的紙條布簾，有統計上的意義。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推測小鼠是夜行性動物，對深色物體不敏感，反而不怕。或許白

色對小鼠比較明顯。未來需要用各種不同顏色再做實驗，再進一步確認。 

6. 我們在小鼠的實驗中，採用兩個紙條柵欄的視覺阻擋的原因，只有一個紙條視覺阻擋

時，小鼠快速通過，秒數太短很難比較，並且，我們發現只有一個紙條時，有些小鼠會

停在一半，有些會走到底，行為不一樣，但是都需要記錄為通過．所以我們試著用兩個

紙條柵欄時，分出三個區域，可以明確表現老鼠停在哪一個部分，比較容易比較出視覺

阻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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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在小鼠和人的結果中發現，有阻擋比沒阻擋好，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推測有可能

是沒有阻擋看的到後面的狀況，知道有沒有危險，有阻擋時會沒有安全感，看不到後面

狀況。有一位同學在最後一大題寫了：因為怕後面有危險。這句話支持了我們的假設。 

8. 我們在人和小鼠的統計結果中發現:長的紙條布簾比短的還有統計上的意義，為什麼會

這樣呢？我們推測有可能是因為：長的紙條布簾會阻擋後面的走廊景象，不確定是否有

人走過來，會沒有安全感。 

9. 動物和人的統計結果都發現寬度沒有統計上的意義，為什麼會這樣呢？相對於長度顯現

出明顯的統計學上的差異，結果顯示長度這個物理量對於視覺阻擋所造成的行為影響較

有效果，長度較容易引起擔心後面看不見的危險，而減少快速跑過的機會。 

10. 把小鼠和同學的結果比較後，有一些實驗結果不同。在小鼠的實驗中 2x 4cm 的白色沒

有很好的阻擋效果，而在人的實驗中，2x2 cm 的組別沒有很好的視覺阻擋效果。然後，

在小鼠的實驗中最有阻擋效果的是最長和最寬的紙條 4x 7.5 cm 的先深藍色紙條再白色

紙條，在同學的統計中，則是等比例 2x 7.5 cm 的白色。這個結果顯示了物種之間可能

的差異。 

11. 這個實驗中我們呈現快速行進過程中，動物和人受到視覺阻擋時的行為改變，結果發現

有視覺阻擋比沒有阻擋可以有效減少快速通過的意願，驗證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也確認

了我們的假設。經統計結果得知，所有型態的視覺阻擋都有效，長度和寬度及顏色都有

影響。未來改良後，設計出合適的物理性視覺阻礙，有助於防止同學在走廊奔跑，減少

受傷的危險。 

12. 本次研究可以再改進的地方：小鼠實驗中，我們可以考慮增加實驗次數，增加更多的小

鼠做實驗，才有更多資料，看看結果有沒有不同，如果結果一樣，就更具有代表性。同

時，同學的人數也可以增加，一樣可以讓結果更準確。還有阻擋的簾子的材質、透光

度、與背景的關係未來可以再探討。 

13. 同學問卷實驗中，有些限制，因同學問卷回答的過程，有可能同學寫下的答案並不是實

際狀況會做的舉動。如果要讓問卷調查更準確，我們可以在問卷中放入測試題，重複問

題找出答案前後不同，找出沒有認真填寫的同學並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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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研究中，有些沒有辦法由試驗設計所得到結果回答的問題，如未來應用在同學身上

時，人的學習經驗的影響。或許第一次的阻擋效果很好，後來同學了解後就不怕了。因

為人類的學習能力，行為複雜，還有同伴的競爭關係等等，都會影響。 

15. 同學實驗：我們實驗中探討的是視覺阻擋對動物的影響，但是小鼠快速奔跑和人的奔跑

目的不一樣，小鼠是因為食物，同學是因為想要搶先使用籃球場地，所以同學的部份還

可以用其他規範來幫助達成效果。 

16. 我們選擇不同的動物，包括小鼠和人做出兩組實驗，以小鼠實驗中的結果，加以應用在

人的研究上。考慮小鼠和同學身高的不同，製作長寬等比例的相同紙條，貼在走廊的相

片中，讓同學體驗不同的情境，發現結果非常類似，所以視覺阻擋可能是有效的方法，

讓動物改變行為，減少在走廊快速通過的意願。 

 

未來要進行的工作 

 

    在我們的實驗結果，我們在動物的實驗找到了會影響動物行進的物理變項，以等比例的

條件在同學的問卷上得到了驗證。由於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減少同學在走廊上奔跑的情況。 

若能直接在學校走廊測試將可得到直接的結果，驗證我們之前的想法，並找出直接可行的方

法應用在真實的校園。但在和研究人類行為的專家請教過後，了解要在同學進行驗證，要審

慎經專家審查確認後才可以進行實際的實驗。在真正實行實際的實驗之前，有沒有其他方式

可以更真實的驗證我們的想法？我突然想到，過去在電子用品的商店有玩過虛擬實境的眼罩。

如果我們可以把學校走廊的真實影像，寫進程式中，利用擴增實境的方法，透過攝影機的影

像畫面結合現實，讓我們研究得到的物理條件，以虛擬的物件融入真實的教室走廊中，就可

以準備好走廊阻擋快跑模式，來測試我們的結果。這樣可以讓我們在不讓參與試驗同學受傷

的安全條件下，再一次確認我們得到的物理性質條件。由於我現在還不會寫程式，因此可能

未來要找老師學習，進行下一步的研究。希望我們的結果可以應用到實際的校園，幫助到各

個學校的同學，減少走廊奔跑所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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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我們探討不同視覺阻擋對小鼠在走道上行走的影響，發現使用簡單紙條製作的簾子，不

需要完全擋住走道，只要長度讓小鼠直視時，可以感受到視覺阻擋，就能讓小鼠通過走道的

速度變慢，而且不想通過簾子，使通過的比率降低，有效阻擋小鼠快速通過。根據本次研究

的結果發現，利用物理性質的改變阻擋視野，可有效阻擋小鼠快速通過。根據動物實驗的發

現，製作各種視覺阻擋的走廊模擬圖，設計問卷請同學回答。同樣的，發現同學的問卷結果

和小鼠的結果相符。因此，設計合適的物理性視覺阻礙，有助於防止同學在走廊奔跑。未來

可能實施的方法，可以在下課時間使用簡單的紙簾子由天花板垂下，長度足以阻擋同學的視

線，可能有機會有效降低同學在走廊走路的速度，也因為視覺阻擋，可降低想要在走廊奔跑

的同學的意願，減少受傷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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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2909  

研究主題很切合學生生活經驗，欲解決走廊奔跑的問題，且

設計觀察動物行為以檢驗實際用於人類活動時設計的可行性，然

而如何驗證小鼠的視覺與人類相同，將是一個挑戰，建議可考慮

實際人物行為進行測試更具實際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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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下課常聽到老師的大聲阻止同學在走廊奔跑，以免發生危險。我想要找出有效的解決方法。從日式門簾的啟發，思考利用視
線的阻擋，也許會有效。要證實我的假設，若直接找同學來做測試，可能會有危險。我決定先採取老鼠來做實驗。發現可能
的原理，也許就可以應用在人的身上。我們實驗比較不同顏色、不同寬度和不同長度，懸吊在老鼠通過的走道上，比較老鼠
通過率及時間，確認影響因素。經統計結果得知，視覺阻擋有效影響老鼠通過率及時間，長度和寬度及顏色均為可能之影響
因素。根據動物實驗的發現，我們製作各種視覺阻擋的走廊模擬圖，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請同學回答。發現同學的問卷結果和
老鼠的結果相符合。因此，設計合適的物理性視覺阻礙，將有助於防止同學在走廊奔跑，減少受傷的危險。

研究動機
「停下來!」「為什麼要在走廊奔跑?」這是下課時，常常聽到老師大聲喊的聲音。學校老師們常因為同學們在走廊快速奔跑，造成碰撞跌倒受

傷而煩惱。一再提醒，但是同學屢勸不聽。這使我思考這難解又一直存在的問題要如何解決？有甚麼方法可以讓同學在走廊慢慢走，不要快速奔跑？

有一天，我到日式餐廳的廁所，看到一個彩色的門簾，因為不知道後面有什麼東西？我只好慢慢的走過，才不會不小心撞到別人或是跌倒，這個門

簾，讓我不想要快速跑過。突然讓我想到，說不定可以在學校走廊上製作像餐廳門簾一樣的東西，利用人們視線的阻擋，讓人覺得後面好像不確定

是否有東西，而不敢快速通過，改成慢慢經過。到底有沒有效呢?我想要證實我的假設，並找出有效的解決方法。直接用同學來做實驗時會有危險，

難以實行。因此，我先以小老鼠進行動物實驗。而且因為(1)老鼠體積小，所需的距離短(2)需要的設備工具少，還有(3)老鼠可以重複實驗，我決

定先採用小老鼠來做實驗。如果找到阻礙老鼠快跑的方法，再加以改良之後，也許就可以應用在人的身上，慢慢修正，達到改善同學走廊奔跑的壞

習慣。

研究目的
假設利用物理性視覺阻礙，有助於防止同學在走廊奔跑，減少受傷的危險。研究目的是希望找出最有效的阻擋視線紙簾，所謂的阻擋效果好是秒數

多(比別組秒數多)、通過率低、快速跑過意願低。先採用小老鼠來做實驗。如果找到阻礙老鼠快跑的方法，加以改良，可以應用在同學走廊奔跑的

行為上，以問卷調查印證我們的小老鼠結果。我們依據相同的實驗設計，製作各種視覺阻擋的走廊模擬圖，問卷調查同學的反應。比較不同顏色、

不同寬度和不同長度，在同學走廊通過的走道上，會不會影響同學想快速跑過的意願。以統計學的方法驗證老鼠和同學問卷各組實驗結果的差異，

以動物實驗和同學問卷同時驗證我們假設的可能性，並找出最有效的條件，希望能作為應用到防止學校同學走廊奔跑的最佳方法。

研究設備及器材
實驗第一部分: 動物實驗

1.一個大型長方形紙盒 深度超過老鼠站立後可爬出的高度

2.十三隻小黑鼠 小黑鼠飼料一些

3.細長竹棍數十支 塑膠吸管數十隻 可剪成不同長度

4.白色與深色色色紙 (比較深色與淺色的差別)

5.直尺(測量紙條長寬)計時器 (測量老鼠到達的時間)錄影及照相工具

6. 實驗紀錄簿

研究過程或方法
實驗第一部分: 動物實驗

準備一個長型紙盒讓老鼠從一邊入口進入走道，利用各式各樣紙條，作成簾子垂下來阻擋老鼠的視線，探討哪一種形式的簾子能讓老鼠慢慢過去，

或是停止。改變紙條作的簾子的不同顏色、不同寬度和不同長度，是不是就有不同結果? 

1. 準備一個大型長方形紙盒，長度大約100 cm 寬度 50 cm盒子深度超過老鼠站立的高度，讓老鼠不會翻牆而出。

2. 使用厚紙板與白紙在兩旁圍出中央細長走道 約8~12 cm寬，將老鼠飼料放在走道的終點。

3. 紙條簾子的製作: 用竹籤穿過吸管，吸管上黏貼著不同的紙作簾子，改變紙簾的型態，依照不同的長寬裁剪不同的紙條，依照不同顏色裁剪不同

的紙條，將竹籤放置在紙箱預先準備好的四個凹槽，讓紙條自然垂下，紙條長度不會碰到紙箱底為主。

4. 將紙箱分成前Ａ、後Ｂ、和終點Ｃ三部分:Ａ前:一開始放下小鼠的區域，Ｂ後:老鼠走紙箱中間Ｃ終:老鼠走到終點 (很接近飼料但沒有吃到食

物)。紀錄老鼠從入口走到紙箱的前面部分、後面部分、終點部分的通過率。還有記錄下所消耗的時間(以秒鐘為單位)。少數老鼠不走，超過觀

察時間，即停止計時並且紀錄下未通過。

5. 比較不同顏色、不同寬度和不同長度的紙條，對老鼠走路通過的秒數的影響。

6. 每次實驗記錄如下: 錄下老鼠每次走過走道的影片，之後仔細看每次的影片，記錄下老鼠是否走到紙箱的前部、後部、和終點 (A前B後C終)。記

錄下老鼠通過所需要的時間，以秒鐘為單位。為了減少不同老鼠之間的差異，對照組和每個實驗組的每個設計條件都做進行五隻以上老鼠實驗。

實驗觀察紀錄
 小鼠通過率：觀察從前走到終點通過紙條關卡的比率，不是所有的老鼠都會走完走道，有時阻擋效果太好，小鼠只走到一半。因為有兩個紙條

當作柵欄，將紙箱分成Ａ、Ｂ(兩個簾子之間)和Ｃ三部分。

 反覆仔細看影片，將每個老鼠的情況記錄下來，也就是小鼠通過關卡的通過率，也是代表簾子阻擋的效果好或不好。

 每次實驗記錄如下: 錄下老鼠每次走過走道的影片，之後仔細看每次的影片，記錄下老鼠是否走到紙箱的前部、後部、和終點 (A前B後C終)。

記錄下老鼠通過所需要的時間，以秒鐘為單位。為了減少不同老鼠之間的差異，對照組和每個實驗組的每個設計條件做七隻老鼠的試驗。

 將所有實驗記錄簿的結果輸入excel，計算並且利用公式，及插入圖表，劃出分析比較圖。P<0.05 視為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我們這部分的實驗圖表都是用student.t.test來驗證通過時間有沒有統計上的意義，以便篩選合適的視覺阻擋來做進一步的實驗。

1. 實驗一: 建立對照組: 沒有紙條阻擋走道為對照組

2. 實驗二:以 2 x 7.5cm 紙條為阻擋（寬 x 長; 以下的標示均相同），搭配前和

後都是白、都是深色、先白再深色、和先深色再白共4種不同顏色紙條。

3. 實驗三: 以 2 x 4cm 紙條為阻擋，搭配前和後都是白、都是深色、先白再深色、

和先深色再白共4種不同顏色紙條。

4. 實驗四: 以 2 x 2cm 紙條為阻擋，搭配前和後都是白、都是深色、先白再深色、

和先深色再白共4種不同顏色紙條。

5. 實驗五: 以 4 x 7.5cm 紙條為阻擋，搭配前和後都是白、都是深色、先白再深

色、和先深色再白共4種不同顏色紙條。

6. 實驗六: 相同白色紙條，不同長寬，和實驗二至五的結果進行比較。

7. 實驗七: 相同深色紙條，不同長寬，和實驗二至五的結果進行比較。



研究結果

實驗二：寬2公分 長7.5公分 的白色、深色、先深色
再白色、先白色再深色

由圖可知各種視覺阻擋的通過率,明顯的表達出我們
預期的結果有阻擋比對照組來的好,阻擋效果較好。
其中,寬2公分長7.5公分 的白色效果比其他的都好,只
有一隻老鼠通過所有視覺阻擋到達終點。

由圖可知各組視覺阻擋的秒數,藍色的長條是平均,藍
色長條上面的灰色線條是標準差。 可以證明寬2公分
長7.5公分 的白色真的比其他的寬2公分長7.5公分 和
對照組還有阻擋效果。

由表中數據可知寬2公分長7.5公分 的白色先深色再
白色和先白色再深色跟對照組比起有統計上的意義,視
覺阻擋的效果較好。 這張圖表證實了兩點,第一個是
寬2公分長7.5公分 的所有組別除了深色的組別,都比
對照組的視覺阻擋效果好。

實驗四：寬2公分 長2公分 的白色、深色、先深色再白色、
先白色再深色

由圖可知寬2公分長2公分的組別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結果,
通過率都比對照組還低。可是寬2公分長2公分的先深色再
白色組別在B階段通過率跟對照組一樣,可見寬2公分長2公
分的先深色再白色的視覺阻擋效果比較不好。

由圖可知此圖再次證明我們預期的結果,也就是寬2公分
長2公分的白色、深色、先深色再白色、先白色再深色對
照組秒數還要多。這張圖明顯得表達出寬2公分長2公分的
白色的平均秒數最多,代表寬2公分長2公分的白色視覺阻
擋效果不好。

由圖可知此圖再次證明寬2公分長2公分的白色的平均秒
數最多,視覺阻擋效果最好。此圖再三證明寬2公分長2公
分的白色、深色、先深色再白色、先白色再深色比沒有視
覺阻擋的對照組視覺阻擋效果還好。

實驗五: 寬4公分 長7.5公分的白色、深色、先深色再白
色、先白色再深色

由圖可知寬4公分長7.5公分的組別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結
果,這張圖明顯的表現出寬4公分長7.5公分的組別比其他
視覺阻擋組別還有視覺阻擋的效果。其中寬4公分長7.5公
分的先深色再白色的組別,沒有一隻老鼠到達C階段,視覺
阻擋的效果好。

由圖可知寬4公分長7.5公分的白色平均秒數最多,阻擋
效果較好。這張圖也再次證明寬4公分長7.5公分的組別比
沒有視覺阻擋的對照組還有視覺阻擋的效果。

由圖可知此圖再次證明寬4公分長7.5公分的白色平均秒
數最多,阻擋效果較好。此圖也再次證明寬4公分長7.5公
分的白色、深色、先深色再白色、先白色再深色,四組與
對照組到比對都有統計上的意義。

第一部分: 動物實驗總結

我們發現對照組(走道沒有任何阻擋)，因為有食物在前面吸引小鼠，全部小鼠都可以完全通過走
道快速到達終點。走廊沒有阻擋的老鼠很快地走過去，所需的秒數最少，平均只花11.3秒就到達。
所有型態的視覺阻擋，老鼠都比對照組走得慢，通過關卡的比率低。
相同寬度的紙條簾子，長度比較長的時候小鼠走得慢，通過比率比較低。
相同長度，寬度比較寬的時候小鼠走得慢，通過比率比較低。
紙條簾子又寬又長時4cm x 7.5cm，小鼠的通過率大大降低，很明顯看到跟對照組差別很大。
顏色方面:在2 x 7.5 cm 的組別明顯白色簾子比深色色簾子讓小鼠走的比較慢，通過比率低。紙
簾子使用白色比深色色更有阻擋效果。
如果用統計分析，四組與對照組都有統計上的差異。

實驗三：寬2公分 長4公分的白色、深色、先深色再白
色、先白色再深色

由圖可知寬2公分長4公分的組別並沒有達到我們預期
的結果,只有深色、先深色再白色、先白色再深色的通
過率比對照組低。寬2公分長4公分白色的通過率跟對照
組一模一樣,可見寬2公分長4公分白色視覺阻擋的效果
不好。

由圖可知寬2公分長4公分的先白色再深色在寬2公分長
4公分的組別中視覺阻擋效果最好,秒數較多。這次出乎
意料的是寬2公分長4公分的白色的通過秒數,竟然比對
照組還要低。

由圖可知在寬2公分長4公分的組別中,寬2公分長4公分
先白色再深色的視覺阻擋效果最好。這張圖證實了寬2
公分長4公分的白色跟對照組比起沒有統計上的意義,代
表寬2公分長4公分的白色的視覺阻擋效果不好。

實驗第一部分: 動物實驗

實驗一: 建立對照組:  以測量老鼠走過沒有紙條阻擋走道的通過率與計算所需要的時間為對照組

實驗六: 相同白色紙條，不同長寬，和實驗二至五的結果
進行比較。

由圖可知寬2公分長7.5公分的白色平均秒數最多,阻擋
效果較好。寬度並沒有影響。這張圖也再次證明長7.5公
分的白色組別比沒有視覺阻擋的對照組還有視覺阻擋的效
果。

由圖可知此統計結果再次證明長7.5公分的白色平均秒
數最多,阻擋效果較好。此圖也再次證明在白色的阻擋下，
長度較寬度更有效果。

實驗七: 根據實驗二到五的結果，比較深色但不同長寬對
老鼠通過速度的影響

由圖可知深色的平均秒數多,阻擋效果整體效果好。在
深色的阻擋中，長度和寬度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由圖可知此統計結果再次深色的阻擋效果比對照組好較
好。此圖也再次證明在深色的阻擋下，長度和寬度的影
響不明顯。



研究結果

實驗第二部分:同學問卷

我們將同學的回答分成兩組:一組是快速奔跑與另一組不會快速奔跑(包含(1) 停下來。(2) 慢慢走過)。比較走廊上每個不同狀況下，選擇快速奔跑

的人數與不會快速奔跑的人數，使用chi-square統計方法，來分析視覺阻擋的效果，因為人數較少，我們以p<0.1為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A) 等比例2X7.5的白色視覺阻擋效果
比沒有視覺阻擋的對照組還好很多,想
快速奔跑的同學意願也大幅的減少。
沒有視覺阻擋的對照組跟等比例2X7.5
的白色組別比對起,要統計上的意義,
代表等比例2X7.5的白色和對照組的同
學快速奔跑意願完全不一樣, 等比例
2X7.5的白色只有一位同學選擇快速跑
過。

實驗一,比較有無視覺阻擋,能否有效的防止快速跑過

(B) 由圖可知此圖有達到我們預
期的結果等比例2X7.5深色想要快
速跑過的同學意願比對照組還少
六個。可是如果和等比例2X7.5的
白色比較等比例2X7.5的白色比較
有視覺阻擋效果,因等比例2X7.5
深色的快速跑過同學意願比等比
例2X7.5的白色多三個。

(C) 由圖可知此圖明顯的表達出
我們預期的結果,等比例7.5x4白
色的快速奔跑同學意願比對照組
還少八個,並且比對起有統計上的
意義。可是與等比例2X7.5的白色
比較起,快速奔跑同學意願比較多,
因為的等比例2X7.5白色快速奔跑
同學意願只有一個。

(D) 由圖可知此圖與等比例2X7.5
相同,等比例2X7.5也達到我們預
期的結果,快速跑過的同學意願比
對照組還少，可是快速跑過同學
有四位，跟對照組比隊有統計上
的意義。

(A) 比較深色色和白色紙條的阻擋效
果。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2X7.5深
色色和白色紙條，快速跑過的同學深
色色阻擋有四位，白色阻擋只有一位，
有點不同但是沒有統計上的意義

實驗二: 比較顏色的效果，能否有效的防止快速跑過

(B)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4x2深
色色和白色紙條，快速跑過的同
學深色色阻擋有九位，白色阻擋
只有十一位，有點不同但是沒有
統計上的意義。

(C)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2x2深
色色和白色紙條，快速跑過的同
學深色色阻擋有十四位，白色阻
擋只有十四位，甚至比對照組多。

(D)此圖與等比例4x7.5深色色和
白色紙條，快速跑過的同學深色
色阻擋有四位，白色阻擋只有兩
位，有點不同，但是沒有統計上
的意義。

(A) 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同樣白色,
相同寬度,長度由長至短,等比例7.5：
4: 2 快速跑過的同學分別為一比十一
比十四位，長度不同與阻擋效果，有
統計上的意義。

實驗三: 比較長短的效果，能否有效的防止快速跑過

(B)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同樣
深色色,同樣寬度,長度由長至短,
等比例7.5：4: 2 快速跑過的同
學分別為四比九比十四位，長度
不同與阻擋效果,也有統計上的意
義 在深色或淺色 長度都有意義。

(A)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相同
長度同樣白色 等比例寬度是2:4
快速跑過的同學分別為一比二，
有點不同但是沒有統計上的意義。
視覺阻擋的效果非常好。

(B)由圖可知 此圖與等比例相同
長度同樣深色色 等比例寬度是
2:4快速跑過的同學都是四位，沒
有統計上的意義。

實驗四: 比較寬窄的的效果，能否有效的防止快速跑過

實驗第二部分: 國小學童問卷調查總結
人的實驗結果中，我們比照老鼠視覺高度與學生身高視覺高度，利用等比例的紙條阻擋，利用走廊的門簾視覺阻擋模擬圖讓同學填答，回答看到
走廊情境，會如何選擇行走方式。我們的統計分析分成兩種：（一）快速跑過與（二）不會快速跑過：停下來與慢慢走過。我們利用統計分析將
各種情境下同學的表現，敘述如下：
1. 有視覺阻擋讓快速跑過的人數變少，有統計上的意義。
2. 門簾或紙條相同寬度，長度長比短的效果好，效果有統計上的意義。
3. 人的研究結果中，門簾或紙條的寬度差異，沒有統計上的意義
4. 人的研究結果中，門簾或紙條的顏色差異，白色或深色色，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結論
這個實驗中我們呈現快速行進過程中，動物和人受到視覺阻擋時的行為改變，結果發現有視覺阻擋比沒有阻擋可以有效減少快速通過的意願，驗證
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也確認了我們的假設。經統計結果得知，所有型態的視覺阻擋都有效，長度和寬度及顏色都有影響。未來改良後，設計出合適
的物理性視覺阻礙，有助於防止同學在走廊奔跑，減少受傷的危險。所以視覺阻擋可能是有效的方法，讓動物改變行為，減少在走廊奔跑的情形。

討論
• 我們在老鼠和人的結果中發現，有阻擋比沒阻擋好，為什麼？推測可能是沒有阻擋可看的到後面的狀況，知道有沒有危險，有阻擋時會沒有安全

感，看不到後面狀況。我們在人和老鼠的統計結果中發現:長的紙條布簾比短的還有統計上的意義，為甚麼會這樣呢？我們推測長的紙條布簾會阻
擋後面的走廊景象，不確定是否有人走過來，會沒有安全感。有一位同學在最後一大題寫了：因為怕後面有危險。這句話證實了我們的假設。

• 我們在老鼠的統計結果中出乎意料的發現：白色的紙簾比深色的紙簾，有統計上的意義，阻擋效果好。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推測老鼠是夜行性動
物，對深色物體不敏感，反而不怕，但是2x4cm的組別例外，我們猜測是實驗的誤差，需要未來再繼續做實驗。

• 我們在動物跟人的發現寬度沒有統計上的意義，我們猜測有可能是我們的寬度變化幅度太小，之後可以加入更大的變化。
• 改進的地方：老鼠實驗中，我們可以考慮增加實驗次數，才有更多資料，看看結果有沒有不同，如果結果一樣，就更具有代表性。同時，同學的

人數也可以增加，一樣可以讓結果更準確。實驗中，有些限制，因同學問卷回答的過程，有可能同學寫下的答案並不是實際狀況會做的舉動。如
果要讓問卷調查更準確，我們可以在問卷中放入測試題，重複問題找出答案前後不同，找出沒有認真填寫的同學並刪除。

• 但是這個實驗中沒有討論到學習經驗對老鼠和人的影響，或許第一次的阻擋效果很好，後來了解後就不怕了。而且人類的動機複雜，同伴的競爭
關係或搶先使用籃球場地等等，都會影響，這也是未來我們可以繼續深入探討的。

• 另外將來也可以加入透光度、材質及更多顏色等不同的變項，讓實驗更加豐富完整。
• 我們未來可以使用虛擬實境的技術，或者利用投影機器來製造假的視覺阻擋，可以改善安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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