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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綺
應用劇本實驗室創辦人
清大服務科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經歷：

• 1994-1999, 工研院概念設計小組使用者研究計畫負責人

• 1999-2004, 任職於IC設計公司，建立人因物件研發部

• 2004-迄今, 創辦應用劇本實驗室，主持用戶經驗研究與營運

• 2004-迄今, 擁有超過千人之質化研究經驗，研究範疇：友善城市
/智慧家庭/智能家電/智慧醫療/智慧製造/智慧金融/智慧交通/未來超市；研
究主題：中高齡行動照護，癌症醫院/手術室/加護病房/急診室、藥局、熟年
好宅、養生平台、銀髮餐食、便利商店、永續環保、生態村、 渡假酒店、觀
光工廠、觀光旅遊、創業經營/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快樂商機、美麗生活、智
慧車/車用電子/機車/休旅車、資訊生活/多螢幕生活/商務顯示器、手持多媒
體裝置/手持觸控、數位家庭生活(大中華區)、智慧居家(美國/日本/義大利)。  
研究成果均轉換為可供後續創新操作之知識工具或地圖。

• 2007-迄今, 進行大中華區酷獵研究，研究包含北京、上海、
成都、香港、臺北、東京等城市，分析微趨勢，設計酷卡片
與地圖，已成功協助二岸企業進行用戶經驗酷創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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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誌學(Ethnographic)研究應用於設計的建立者，於 1994 年開始以生活型態用戶經驗協助資訊產品發展未來應用

情境，2000 年出版「劇本導引」一書，是台灣設計界重要參考書，2004 年創辦應用劇本實驗室 Scenario Lab 推廣實

踐，協助品牌企業導入用戶經驗創新，並將用戶經驗轉換為可操作的知識模組(Knowledge module)，為企業建立專屬

的創新工具，以進行持續自主的創新活動。2023 年即將出版「小處著手厚設計：大健康劇本導引設計思考工具書」。

專長：行為式設計、用戶經驗合作創新、服務設計、
劇本收集（生活型態研究、用戶人誌學、概念評價）

98-109 年度，於服科所開設「服務創新」

110 年度迄今，於服科所開設「服務設計」

111 年度迄今，於後醫系、資工系開設「醫學資訊簡介」

111 年度迄今，於資工系開設「偏鄉智慧醫療專題實作」



陳學琳
應用劇本實驗室劇本企劃總監

背景：
義大利Domus Academy | Business Design
東海大學 | 工業設計系

經歷：
• 2012.08, 實習於Qisda佳世達設計中心
• 2013-2014, ARCH雅砌雜誌執行編輯
• 2015.09-11, 實習於義大利杜林用戶經驗創新公司 Experientia
• 2016-迄今, 擔任應用劇本實驗室研究員，經手專案研究範疇包含：熟齡

好宅研究、銀髮餐食共創工具設計、車用電子產品創新、智慧站牌導流
、機場服務創新、生態旅館客群研究/服務創新、溫泉飯店服務設計、設
計平台研究、在地商品平台創新、駐衛雲端智慧服務平台設計；並透過
創新導引協助新創基地團隊、健康照護相關系所/團隊、工研院單位共創
發想；為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自造者嘉年華、CPC及多所校系企
劃創新人才培育，與導引相關劇本式設計思考創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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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用戶研究、服務設計、用戶經驗合作創新



小處著手厚設計
大健康劇本導引設計思考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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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綺、陳學琳 與應用劇本實驗室團隊

協助在健康場域、對劇本導引設計思考創新有興趣的
工作者，有效運用設計思考方法，跟隨工具書操作演
練，從願景層以終為始的思考，並從小處著手做創新，
設計體驗的過程中兼具義與意，偕團隊共創厚設計。

本書以設計思考為基礎，加入更契合東方思維的劇本
式設計、經驗願景提案、服務設計、行為式設計等相
關手法，本書四大單元：「用戶研究」、「創新轉
換」、「顧客歷程」、「願景提案」，均以「起、承、
轉、合」框架，來推動創新流程演進。

此外，每個單元可以拆解進行，從 15 分鐘的個人小
試煉，2 小時小組合作共創，或是 6 小時起承轉合歷
程，甚至是四天的衝刺，都可以自由運用，為此，我
們以「事拾圖」進行導讀，方便讀者以導引師、PM、
研究員及設計師等四種角度進行工作坊的企劃，協助
判斷如何帶領團隊搭配此書做創新。



應用劇本實驗室
2004 年由創辦人余德彰研發總監與林文綺營運總監共同成立，是台灣第一個應用人類學用戶研究、
情境敘事合作創新取向的設計顧問公司，結合客戶進行用戶經驗創新，打造包含工具、流程、空
間的創新環境，協助企業內部持續自主的創新活動，有效經營創新的產品服務。

核心團隊於 1990 年初在工研院高畫質電視計畫下，打造了 2010 年後才出現的 Smart TV。曾獲
得國際創新與設計獎，包含協助工研院照護機器人團隊獲得 2020 CES 創新獎；軟電揚聲器技術獲
得 2009 紅點 Best of Best 金獎，以及2023年以「彰基七期醫療大樓服務體驗設計」獲得金點設
計獎肯定。目前於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設立「未來場景製片所」，協助創新企業到一趟未來，
建構明日劇本。 6



未來場景製片所 123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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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能量登錄
經濟部工業局技術服務、設計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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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設計服務：
品牌及企業識別形象規劃設計
網頁設計

創新管理服務：
用戶經驗設計
設計思考

整合設計服務：
服務設計

設計協同服務：
設計策略研究及規劃

設計管理



9

服務模組

劇本收集
• 用戶研究 User research
• 酷獵研究 Cool hunting

劇本導引創新
• 企業共創 Client co-creation
• 用戶參與式設計 User 

Participatory Design

劇本設計
• 經驗雛型 Experience prototyping 
• 應用劇本資料書 Scenario 

datasheet



使用者研究
建立
知識模組

以人類學手法收集活動故事

研究使用者行為模式

瞭解活動議題與價值

分析建構可重複應用的使用者經驗知識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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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獵研究
探索
創新前緣

以文化酷獵手法收集創新趨勢

採集最新酷炫文化創意

瞭解酷炫基因組合

轉換至其他應用

藥局卡酷獵創新卡 環保卡

咖啡卡斷用連卡 旅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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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合作
整合
創新智慧

導引企業團隊透過合作設計工作會

結合使用者經驗知識模組

勾勒創新產品服務概念及高價值應用劇本

發展有效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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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參與
確保
創意接地

導引用戶參與創新活動

提供創新意見與活動體驗

確保創新有效接地

13



雛型評價
產出
高價值設計

邀請概念雛型與經驗劇本評價

發掘加值空間，浮現對策

並透過產品服務功能與使用介面設計

傳達效益，具體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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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劇本資料書

記錄
行為創新

結構化檔案格式，紀錄活動樣貌，

從企業理念，用戶輪廓，

到價值，活動，互動劇本。

外化設計體驗，協助創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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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案例



廣達新事業處 2009 

行動照護用戶經驗創新
探索慢性病目標族群之生活活動，與
科技公司核心團隊合作，共創以用戶
為中心之行動照護創新解決方案。該
事業處已成功於歐美推廣商品。



行動照護
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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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照護活動
行為地圖



商業司/工研院 2009

減重行動家-藥局創新服務
由藥局和顧客的用戶經驗出發，與資訊
工程人員合作共創，進行層層概念熟化
，創新資訊平臺，協助民眾健康照護。

流程_健康生活科技創新應用服務.mp4
%E6%B5%81%E7%A8%8B_%E5%85%A8%E5%AE%B6%E4%BE%BF%E5%88%A9%E5%95%86%E5%BA%97%E9%97%9C%E6%87%B7%E8%A9%B1_20120828.mpeg
流程_健康生活科技創新應用服務.mp4


雙和醫院 2010

未來手術室
傳統醫院手術室常面臨建築師完成後，醫師
才開始動手修改的問題。運用1 D、2 D、3 D
、4 D的合作共創，與醫護團隊、建築師團隊
共同勾勒未來的手術室。



南科管理局 2018 

智慧醫療合作共創

以智慧醫療為主題，導引六家  A I / R O B OT  
新創團隊與醫院場域企業合作共創，提出
智慧醫療解決方案。

%E6%B5%81%E7%A8%8B_%E5%85%A8%E5%AE%B6%E4%BE%BF%E5%88%A9%E5%95%86%E5%BA%97%E9%97%9C%E6%87%B7%E8%A9%B1_20120828.mpeg
file:///d:/Video/TAIRA2018-夢想起飛加速新創實現(長官版).mp4


PECOLA 家具型照護機器人 2018-2019

協助工研院資通所發展照顧機器人原型，以家具式方向，導引工研
院團隊共創用戶經驗原型，結合後續機電，資訊，工業設計發展，
產出銀髮照顧環境合一的機器人，並獲得 CES2020 智慧家庭創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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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OLA companion robot 
協助工研院資通所發展照顧機器人原型，以家具式方向，導引工研
院團隊共創用戶經驗原型，結合後續機電，資訊，工業設計發展，
產出銀髮照顧環境合一的機器人，並獲得 CES2020 智慧家庭創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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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思考



設計思考須具備的精神
Stanford d. school

• 以人為本

• 同理心

• 做中學習

• 跨域團隊合作

• 快速原型製作

• 及早失敗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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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IDEO, London

IDEO 工作坊．1994

1994-1999 工研院概念設計小組

Nokia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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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打棒球，工研院概念設計與 IDEO團隊於倫敦

電視遙控器(1994)

Wii
任天堂

2007



設計思考 Double Diamond Model
British Design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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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定義 設計 產出

發散 發散收斂 收斂



改善醫療經驗的設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jIpGFKUT8

30



改善醫療經驗的設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jIpGFKU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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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破壞
Mayo CFI 梅約診所創新中心

• Think Big, Start Small, Move Fast 

• 2005, SPARC 實驗室(See, Plan, Act, 
Refine, Communicate)

• 2008, CFI(Center For Innovation)，
全球第一個在醫院內的創新中心

• 引進設計思考、服務設計等創新流程

• Mayo CFI 的團隊由醫師、護理師、服
務設計師、專案經理等人，以及外部
顧問組成的跨領域團隊，以設計思考
的方法，與全院同仁協作，開發梅約
診所院內的服務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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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o Clinic 生態系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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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驅動創新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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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與數位科技演進

35
資料來源：國網中心林沿妊博士



「AI 醫療」全面啟動

以美國來說，醫療 AI 工具正快速增加：

1. 讓 AI 協助疾病預測，重新定義醫療。

2. 將病患身體的狀態數據化，改善醫病溝通方式。

FDA 批准支持人工智慧(AI) / 機器學習(ML) 的醫療設備中，高度集
中在放射學和心血管領域(2022.10)，其他治療領域分別為眼科、
臨床化學、普通和整形外科、微生物學、腸胃/泌尿科和麻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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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FDA 批准 2 個投入
醫療的 AI 演算法

2018

每個月 1-2 個
演算法獲批准

2020

近 30 個演算法
獲批准

2021

累計已有 300 多件 
AI/ML 上市醫材

2019

FDA 啟動 AI 
醫療行動計畫



OpenAI 新模型 GPT-4o 問世！
對話能力強到會「插嘴」，還能讀懂人類語氣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dOm-ZZ8IT3I

在 OpenAI 的演示中，GPT-4o 能夠在聊天過程中即時口譯，讓說著
不同語言的兩人順暢地進行交談。又或者請求 GPT-4o 講一個睡前故
事時，可以用更飽滿、有語氣的聲音生動地說故事；又或者能用接近
人類的口吻，教導人們解開簡單的數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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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6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dOm-ZZ8IT3I


ChatGPT: 工作坊宣傳文案

親愛的大健康照護夥伴們，

面對日益增加的患者需求和技術更新的挑戰，我們深
知您的辛勞與壓力。衛福部創新人才培育計劃誠摯邀
請您參加共創工作坊，與專業人士共同探討創新解決
方案，提升醫療品質，緩解工作壓力。讓我們攜手共
創更高效、更人性化的健康照護未來！期待您的參與！

衛福部創新人才培育計劃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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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工作坊 Slogan

1. 解決壓力，共創健康新局

2. 擺脫困境，創新醫療新風貌

3. 提升效率，優化健康照護

4. 創新醫療，減輕您的負擔

5. 攜手合作，共迎醫療新未來

6. 激發潛能，優化照護體驗

7. 共創解決方案，提升醫療品質

8. 聯合智慧，減少工作壓力

9. 攜手創新，打造人性化醫療

10. 迎接挑戰，共建高效健康照護

39



數位健康照護 創新產品原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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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用戶研究

承
創意發想

轉
商業模式

合
提案發表

團隊提案
653

腦力書寫

海報設計

商業模式
How Might 

We

專家頒獎
與講評

酷獵研究 概念情境



角色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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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x 1

副導演 x1

設計師 x 1-2

研究員 x 1-2

看護人 x 1

｜願景激勵

｜協同引導

｜視覺建構

｜傾聽觀察

｜樂於助人

將角色名稱及名字
寫在便利貼上貼在身上

導引師
Céline

5min



起
用戶研究



經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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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各團隊主題為主要情境

回想該主題發生在生活或工作當中的各種情境時

曾觀察注意到、或自己發生過的任何正面或負面經驗

請仔細回想照這些經驗裡

所涉及的人、物件、環境有哪些

舉例如在院內曾遇過的快樂情境或經驗？

與病患互動時的狀況或應變方式？

連續事件發生時的焦急與迫切期待改善？

遇到心理上的焦慮尋求什麼協助？

以經驗故事表單記錄

每人撰寫 3 則故事，包含 2 則正面故事/ 1 則負面故事



關鍵活動-經驗故事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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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活動-經驗故事表單

45

SLAB

高伯，75歲，男性，退休軍官

高伯每週二固定回門診監控糖尿病病

況，常聽信偏方的高伯因為飲用符水身體

不適，衛教師趁機分享了一個因為吃符水

導致鉛中毒的個案，嚇得高伯直呼不再吃

了。

機會衛教改正不正
確的觀念

吃偏方的高伯

偏方或不良習慣造
成健康的損害



關鍵活動-經驗故事表單

46

SLAB

透過隨身3C產品紀
錄對病患方便

出國或長期出差不
利定期回診或治療

偉祥，42歲，男性，職能治療師

復健病人需長期出國工作，無法定期

進行療程，因此規劃居家復健與每日定時

紀錄方法，請病人用智慧手環量測生理數

據，以助追蹤。

居家生理數據紀錄



關鍵活動-經驗故事表單

47

SLAB

線上課程有效利用
彈性時間

學習的內容能真的
用在繁忙的事務上
嗎？

Dave，27歲，新進企劃組職員

醫院工作繁忙，Dave除了為醫院努

力發掘合適的加值課程，自己也努力利用

休假以線上學習參與更多創新課程，希望

可以有朝一日運用在工作中，幫醫院帶進

全新的企劃模式。

創新學習導入院內



關鍵活動-經驗故事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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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B

高伯，75歲，男性，退休軍官

高伯每週二固定回門診監控糖尿病病

況，常聽信偏方的高伯因為飲用符水身體

不適，衛教師趁機分享了一個因為吃符水

導致鉛中毒的個案，嚇得高伯直呼不再吃

了。

機會衛教改正不正
確的觀念

吃偏方的高伯

偏方或不良習慣造
成健康的損害

15 min 



關鍵活動-經驗故事表單

49

SLAB

高伯，75歲，男性，退休軍官

高伯每週二固定回門診監控糖尿病病

況，常聽信偏方的高伯因為飲用符水身體

不適，衛教師趁機分享了一個因為吃符水

導致鉛中毒的個案，嚇得高伯直呼不再吃

了。

機會衛教改正不正
確的觀念

吃偏方的高伯

偏方或不良習慣造
成健康的損害

看護人 發放表單給組員

每人撰寫 3 張經驗故事表單

包含 2 則正面故事/ 1 則負面故事

請用彩色筆撰寫

15min



回饋分析

50

正面意見 負面意見 關鍵疑問 連想點子

＋－！？



經驗梳理

請導演引導組員輪流分享，並將回饋分析寫在便利貼上，並貼在該
張表單上。

51

加入旅遊史
更有價值

這樣就萬無
一失了嗎？

沒有時間做

整合政府資
料

加入科技協
助更即時 加班都不夠

有時間參加
嗎

需要一點放
鬆的增進

對醫護來說
很便利

對同仁有正
面影響力



經驗梳理

請導演引導組員輪流分享，並將回饋分析寫在便利貼上，並貼在該
張表單上。

52

加入旅遊史
更有價值

這樣就萬無
一失了嗎？

沒有時間做

整合政府資
料

加入科技協
助更即時 加班都不夠

有時間參加
嗎

需要一點放
鬆的增進

對醫護來說
很便利

對同仁有正
面影響力

15 min 



How Might We 我們該如何…

• 收斂情境，梳理明確的設計挑戰：我們該如何○○○

• 一個價值可被不同的設計滿足→一個價值可能包含不同的
HMW

• 請導演帶領討論，選出一個價值

53



How Might We 我們該如何…

54



How Might We 我們該如何…

55

用戶是誰：性別/年齡/特質

負面議題：用戶面臨的問題情境/痛點

正面需求：用戶需要/想要的

用戶價值：解決問題/獲得價值後的願景目標

一個問句：具體、明確的設計挑戰



How Might We 我們該如何…

56

27歲，男性，對服務創新有興趣的行政人員

想透過創新提升就醫品質，卻屢屢覺得自己在孤軍奮戰

有用且有效的內部溝通

工作團隊共同投入醫療服務創新

讓服務創新的概念在工作團隊中傳遞並激發動機？



How Might We 我們該如何…

57

29歲，女性，積極效率高的急診室護理人員

急診室人數眾多、狀況複雜，面對詢問難以一一回覆

即時資訊系統指引病患療程進度

醫護人員能專注於診療工作

有效整合人力與資訊系統，讓醫護專注於診療工作？



How Might We 我們該如何…

58

50歲，女性，初罹乳癌，控制慾強、個性較急躁

面對未知的療程，焦慮不已

即時資訊系統指引病患療程進度

了解診療原因及風險

讓病人清楚各種檢查的原因與風險，讓他們安心？ 15 min 



How Might We 我們該如何…

59

50歲，女性，初罹乳癌，控制慾強、個性較急躁

面對未知的療程，焦慮不已

即時資訊系統指引病患療程進度

了解診療原因及風險

讓病人清楚各種檢查的原因與風險，讓他們安心？

研究員 帶領組員討論

鎖定三組研究方向整理成 How Might We

每組分工撰寫 3 張 HMW 表單

請用彩色筆撰寫

15min



酷獵研究



酷獵卡片

61



醫院沒那麼可怕了！像積木城堡的兒童醫院

62

遠遠看會以為是一座由各色積木堆疊成的城堡，實際上是一間兒童醫院。孩子們可以自己
控制自己病房的燈光，給醫院「上色」，讓孩子對於醫院的空間恐懼感降低，創意的病房
設計讓孩子在住院期間減少心理負擔與壓力，協助病情康復。空間的設計將住院部門與門
診整合同一處，保證孩子與照護人能連貫進行。以患者為本的設計角度讓員工可以更高效
率完成工作，也鼓勵醫療、兒童患者與照護者共同建立起良好關係。

http://news.zhuyitai.com/18/1223/7e1c4edb3d384756b048dc7c676d9244.html

價值：增加兒童醫療的進度與效率推進，醫護與照護之間的關係提升。

酷點：從空間設計切入，減少兒童對就醫的恐懼感。

NEMOURS
兒童醫院

美國

http://news.zhuyitai.com/18/1223/7e1c4edb3d384756b048dc7c676d9244.html


兒童專用音樂照護耳機協助早產兒治療

63

在瑞士日內瓦的大學醫院，音樂被納入早產兒護理計劃。這個項目具有三首特定的歌曲，
嬰兒通過專為細小而脆弱的頭戴的耳機收聽。這些歌曲是進行中的研究之一，該研究旨在
了解音樂如何影響早產兒的大腦，以及它如何很好地識別旋律，節奏和音調，這些技巧可
能與語言處理有關。在嬰兒聽的這些歌曲簡短，目的是為了幫助嬰兒入睡、喚醒或互動。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9/05/190528095220.htm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9/01/12-innovations-technology-revolutionize-future-medicine/

價值：提供常見醫療方式之外的藝術治療方案。

酷點：專為早產嬰兒做的音樂輔助與治療。

日內瓦
大學醫院

瑞士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9/05/190528095220.htm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9/01/12-innovations-technology-revolutionize-future-medicine/


酷點：

價值：

Alder play 陪孩子們一路玩過療程

64

英國的 Alder Hey 兒童醫院打造 APP：Alder play，透過遊戲和AR技術讓兒童的注意力從手
術轉移走，降低小孩對醫療過程的擔心和焦慮。透過將醫療過程轉變成遊戲裡的任務，孩
子們在完成治療、掃描、手術後就能獲得獎勵。也能透過 Alder play 提前了解整個醫院的樣
貌和具體的治療過程，減少對醫院和療程的陌生感和恐懼。不只如此，還有專屬的聊天機
器人：Oli，孩子們可以藉由與 Oli 對話，減少等待治療時的無聊與枯燥感。

https://www.digitalhealth.net/2018/01/alder-hey-childrens-nhs-foundation-trust-app/

利用遊戲化解病人對治療的恐懼

將醫療轉化為遊戲任務、聊天機器人

Alder Hey
兒童醫院

英國

營運中心



酷獵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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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獵表單

66

NEMOURS 美國

像積木城堡的兒童醫院

遠看像一座積木堆疊成的城堡，

實際上是一間兒童醫院。孩子們控制病

房燈光，給醫院「上色」，降低醫院恐

懼感，鼓勵兒童患者與照護者共同建立

起良好關係。

美國Nemours兒童醫院

讓孩子自己控制
燈光如同玩遊戲
一般！減少兒童
對就醫的恐懼感。

以患者為本的設
計角度，醫護與
照護之間的關係
提升。

SLAB SLAB



酷獵表單

請根據前面所設定的 HMW 來進行酷獵研究，每位組員蒐集 2 則
相關的科技應用、創新服務或產品酷故事。

67

20 min 



承
創意發想



653
腦力激盪



653 How might we

70

6個人，每人每 5分鐘想 3個點子

的腦力激盪接龍!



653表單

71

創新產品(主題) 代言人姓名 得到什麼價值

1. 各組討論，

         訂定一人一張How might we 的腦力激盪目標。



653表單

72

智慧配件 癌症患者賴美娟 在居家環境感到安心且不焦慮

1. 各組討論，

         訂定一人一張How might we 的腦力激盪目標。

SLABSLAB

10 min 



653 How might we

點子1 點子2 點子3

2. 每個人針對該張表單目標發想出三個不同的點子，

依序填入上方的空格中，計時5分鐘。

73

SLABSLAB

智慧配件 癌症患者賴美娟 在居家環境感到安心且不焦慮



653 How might we

2. 每個人針對該張表單目標發想出三個不同的點子，

依序填入上方的空格中，計時5分鐘。

74

SLABSLAB

看診行事曆
自動發送提醒

智慧手環
個管分身 行動醫囑帶著走

智慧配件 癌症患者賴美娟 在居家環境感到安心且不焦慮



653 How might we

75

SLABSLAB

看診行事曆
自動發送提醒

智慧手環
個管分身 行動醫囑帶著走

延伸點子1 延伸點子2 延伸點子3

智慧配件 癌症患者賴美娟 在居家環境感到安心且不焦慮

3. 將表單傳給右手邊的人。參考前面的點子，

再作延伸，填入下方的空格中，計時５分鐘。



653 How might we

76

SLABSLAB

看診行事曆
自動發送提醒

智慧手環
個管分身 行動醫囑帶著走

個管師連結
看診管家

智慧手錶
專屬個管諮詢

行動病歷
走到哪科帶到哪

智慧配件 癌症患者賴美娟 在居家環境感到安心且不焦慮

3. 將表單傳給右手邊的人。參考前面的點子，

再作延伸，填入下方的空格中，計時５分鐘。



653 How might we

4. 再次傳給右手邊的人，接續發想，

依此類推，直至六個人都輪完。

77



653 How might we

30 min 

注意

• 同時作業

• 有疑問可以快速請教前一位

• 不討論

• 不批評

• 針對前面的點子補充修改或聯想

• 不留下空白格子給下一位夥伴

78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酷故事閱讀

可翻閱剛剛組員們所蒐集的酷故事，看看是否能連想到新點子，或
加值現有點子。

79



653 How might we

10 min 

80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點子

請閱讀653表單上的點子

不理解的點子可詢問撰寫者

最後請挑選 3 個你最喜歡的點子

用彩色筆框起來

然後與組內成員分享是哪 3 個點子

所有成員發表完後進行投票

每人有 5 票投給你最喜歡的點子

可以投給自己、也可以投給別人的



數位健康照護  評分標準

創新獨創性 30%

設計構想具備創新獨特之處，與其他類似概念有差異度與突破性。

市場價值性 30%

設計構想符合市場需求及商品化可能性， 具有創業之潛力與經濟

效益。

用戶體驗性 20%

設計構想可帶給目標用戶更好的體驗，解決現有工作現場中遇到的

問題，或提升用戶需求之便利性與實用功能性。

應用可行性 20%

設計構想所運用的科技技術具備合理性與可執行性，並可實踐於工

作場域。

81



概念表單*1

82

為概念想一個主題名稱

記得寫下組別！

代表概念的關鍵畫面

創新產品的特色1.2.3

創新產品有哪些的應用場景？服務內容？

具體會有哪些功能？• 請用桌上色筆撰寫

• 依照票選選出 1 個最高
票點子作為發展概念

• 導演 帶領討論發展概念，
若有其他相關點子及想法
可以在此時跟概念統整後
撰寫

• 研究員：協助文字敘述
• 設計師：可協助視覺呈現



概念表單*1

83

快速通關+手環病歷，加速看診

精準的看診協助

管家貼心陪伴

快速通關櫃台搭配手環病歷，加速看診流

程；櫃台旁還有看診管家，可針對長輩需求提供

精準服務。

SLab

個人化看診體驗

• 請用桌上色筆撰寫

• 依照票選選出 1 個最高
票點子作為發展概念

• 導演 帶領討論發展概念，
若有其他相關點子及想法
可以在此時跟概念統整後
撰寫

• 研究員：協助文字敘述
• 設計師：可協助視覺呈現



概念表單*1

84

貼片被動紀錄生理數據+上傳

拍照、文字主動紀錄食衣住行

APP分析提供建議，也供醫師安排療程參考

將生活數據紀錄上傳，APP做最適照養、

治療、就診推薦及提醒，也供醫師與個管師追蹤

評估。

SLab

健康即時ONLINE

• 請用桌上色筆撰寫

• 依照票選選出 1 個最高
票點子作為發展概念

• 導演 帶領討論發展概念，
若有其他相關點子及想法
可以在此時跟概念統整後
撰寫

• 研究員：協助文字敘述
• 設計師：可協助視覺呈現



情境表單*1

85

情境的關鍵畫面

故事主角的族群、特徵或類型

概念中的一個重要互動場景

記得寫下組別！

消費者/使用者和概念接觸與

互動過程的描述。

故事發生的場域和時間



情境表單*1

86

張太太，胃潰瘍患者

口袋裡的護理師

SLab

自從診斷出輕微胃潰瘍，張

太太每次用餐時都會拍照記錄自己

的飲食內容，並上傳至胃病管理

APP。昨天下班後跟同事聚餐，吃

的多一些，今天早上就收到APP提

醒，建議早餐可以吃南瓜蛋沙拉、

小杯豆奶和香蕉的溫和飲食。

家中/上班前準備早餐



概念與情境表單撰寫

87

• 選出 1 個最高票點子作為發展概念
• 導演 帶領討論發展概念，若有其他點子及想法可跟概念統整

後撰寫，分工完成一張概念表單與一張情境表單
• 研究員：協助文字敘述
• 設計師：可協助視覺呈現



紙原型



製作概念原型

參考：

• 概念表單中對點子的描述製作概念紙模型

89

修正紙原型測試紙原型製作紙原型
設定製作
原型的範圍



概念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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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麵包機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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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ake a cardboard prototype.mp4


紙模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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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概念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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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環
病歷

看診
管家

快速
櫃台



製作概念情境與原型

參考：

• 導演 帶領討論概念與情境表單，完整對概念的描述，並設定紙
原型的呈現樣貌，以展出 CES 展覽為目標製作

• 設計師 帶領組員以發展概念製作出紙模型

94

手環
病歷

看診
管家

快速
櫃台

30 min 



轉
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

97

商業模式是一個理論工具，它能夠描述一個組織
如何創造，傳遞，並獲取價值。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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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價值主張。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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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客戶族群

組織所瞄準的客戶族群。這些族群具有某些特殊的共通性，從而組織能夠針對這

些共通性提供客戶所需的價值。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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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主張

針對目標客戶族群的問題與需求，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這些價值主張確認了組

織存在的真正意義。

創新性、效能/性能、客製化/訂製化、解決方案、設計、品牌/地位、價格、風險降低、觸及性、便利/可用性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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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渠道

將價值主張傳遞到目標客戶族群的各種途徑，並涉及到組織對於市場的銷售策略。

通路類型：自有通路、合作夥伴通路

通路階段：認知、評估、購買、傳遞、售後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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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關係

組織與目標客戶族群之間所建立的情感聯繫並能夠讓客群不斷與組織接觸與溝通。

維繫關係的方式：個人助理、專門個人助理、自助服務、自動化服務、社群、共同創作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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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模型

組織成功替目標客群加值後，所得到的結果。一般而言會是金錢，但也可能是其

他有形或無形資產。

名聲、行為改變、社會影響力、服務費、訂閱/會員費、租金、授權費、仲介費、廣告費、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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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資源

為了產生價值主張所必須利用到的資源。其中包含人力（腦力）、物力、金錢等

有形及無形的資源。

實體資產、智慧資產、人力資源、財務資源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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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活動

為了產出價值主張所做的所有事情。包含了組織的核心能力以及管理流程與運作

平台。

生產、解決問題、經營平台網路、舉辦活動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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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夥伴

為了產出價值主張而結合的重要夥伴或供應商。這些夥伴能夠有效的提供價值並

為共同策略目標努力。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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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結構

為了創造價值主張而產生的費用總和。大多會發生在經營關鍵資源，關鍵活動以

及關鍵夥伴時產生。

人力成本、原物料成本、生產成本、營運成本、維修成本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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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b身心靈補給吧

傷病患親友盡在掌握的急診安
心體驗

-掌握醫護人員動態
-透過飲食舒緩心情

醫護資訊系統
螢幕
急診補給吧
補給吧食品運送

滿意度回饋單
關心電話

名聲
病患及親友醫院滿意度

程式編寫人員
醫護動態追蹤技術
補給站食品
補給站食品物流系統

醫院人員服務宣導
動態追蹤設備建置
資訊系統程式發包
補給站空間設計
補給站空間建置
補記站食品購買
補給站食品運送

動態追蹤設備廠商
資訊系統廠商
螢幕廠商
健康食品廠商
食品運送物流廠商

商業模式

動態追蹤系統設置
資訊系統開發
螢幕設置
食品購買
食品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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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b身心靈補給吧

傷病患親友盡在掌握的急診安
心體驗

-掌握醫護人員動態
-透過飲食舒緩心情

醫護資訊系統
螢幕
急診補給吧
補給吧食品運送

滿意度回饋單
關心電話

名聲
病患及親友醫院滿意度

程式編寫人員
醫護動態追蹤技術
補給站食品
補給站食品物流系統

醫院人員服務宣導
動態追蹤設備建置
資訊系統程式發包
補給站空間設計
補給站空間建置
補記站食品購買
補給站食品運送

動態追蹤設備廠商
資訊系統廠商
螢幕廠商
健康食品廠商
食品運送物流廠商

商業模式

動態追蹤系統設置
資訊系統開發
螢幕設置
食品購買
食品運送

15 min 



商業模式一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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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概念表單。



商業模式一頁書

112

2. 完成概念表單。

SLab

急診傷病患親友



商業模式一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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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概念表單。

SLab

急診傷病患親友 無法了解醫療人員動態和緊張情緒



商業模式一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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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概念表單。

SLab

急診傷病患親友 無法了解醫療人員動態和緊張情緒

身心靈補給吧



商業模式一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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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概念表單。

SLab

急診傷病患親友 無法了解醫療人員動態和緊張情緒

身心靈補給吧

資訊輔助系統和情緒舒緩空間



商業模式一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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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概念表單。

SLab

急診傷病患親友 無法了解醫療人員動態和緊張情緒

身心靈補給吧

資訊輔助系統和情緒舒緩空間 帶來盡在掌握的急診安心體驗



商業模式一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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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概念表單。

SLab

急診傷病患親友 無法了解醫療人員動態和緊張情緒

身心靈補給吧

資訊輔助系統和情緒舒緩空間 帶來盡在掌握的急診安心體驗

1. 呈現醫療人員動態   2. 透過飲食舒緩情緒



商業模式一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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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概念表單。

SLab

急診傷病患親友 無法了解醫療人員動態和緊張情緒

身心靈補給吧

資訊輔助系統和情緒舒緩空間 帶來盡在掌握的急診安心體驗

1. 呈現醫療人員動態   2. 透過飲食舒緩情緒

銷售系統或後台設計，搭配整體規劃給予醫院



商業模式一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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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概念表單。

SLab

急診傷病患親友 無法了解醫療人員動態和緊張情緒

身心靈補給吧

資訊輔助系統和情緒舒緩空間 帶來盡在掌握的急診安心體驗

1. 呈現醫療人員動態   2. 透過飲食舒緩情緒

銷售系統或後台設計，搭配整體規劃給予醫院

期待可以讓醫院的急診氛圍減低壓力，提供更以人為本的急診環境



商業模式一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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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概念表單。

SLab

急診傷病患親友 無法了解醫療人員動態和緊張情緒

身心靈補給吧

資訊輔助系統和情緒舒緩空間 帶來盡在掌握的急診安心體驗

1. 呈現醫療人員動態   2. 透過飲食舒緩情緒

銷售系統或後台設計，搭配整體規劃給予醫院

期待可以讓醫院的急診氛圍減低壓力，提供更以人為本的急診環境

讓科技協助您，共同打造更貼心優質的急診體驗



商業模式一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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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概念表單。

SLab

急診傷病患親友 無法了解醫療人員動態和緊張情緒

身心靈補給吧

資訊輔助系統和情緒舒緩空間 帶來盡在掌握的急診安心體驗

1. 呈現醫療人員動態   2. 透過飲食舒緩情緒

銷售系統或後台設計，搭配整體規劃給予醫院

期待可以讓醫院的急診氛圍減低壓力，提供更以人為本的急診環境

讓科技協助您，共同打造更貼心優質的急診體驗 10 min 



合
提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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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健康照護  評分標準

創新獨創性 30%

設計構想具備創新獨特之處，與其他類似概念有差異度與

突破性。

市場價值性 30%

設計構想符合市場需求及商品化可能性， 具有創業之潛力

與經濟效益。

用戶體驗性 20%

設計構想可帶給目標用戶更好的體驗，解決現有工作現場

中遇到的問題，或提升用戶需求之便利性與實用功能性。

應用可行性 20%

設計構想所運用的科技技術具備合理性與可執行性，並可

實踐於工作場域。
131



海報設計



準備宣傳海報

參考：

• 概念表單、情境表單中對點子的描述

• 思考創新概念的目標族群，設計吸引他的海報

請設計師主導，帶領組內製作宣傳海報

133



共用雲端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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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XGGdmj
（請使用手機中Google Drive APP

開啟才有上傳功能，或使用電腦開啟）

https://reurl.cc/XGGdmj


團隊提案準備

• 製作海報與提案簡報 (4分半)：
• 概念介紹

• 商業模式

• Slogan/價值主張

• 海報視覺

• 事前排練

• 布置 CES 展覽攤位：
• 展示發想過程與表單

• 紙原型精緻化

• 有需要也可運用筆電展現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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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in 



團隊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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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Q&A



「數位健康照護 」 
創新產品原型設計

評審頒獎



應用劇本實驗室
為您打造專屬的用戶經驗創新環境
www.scenariolab.com.tw

官方網站 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