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實驗結果 

 
 
 
 
 
 
 

本章為實驗之結果，將分成五個部份一一說明。第一部份介紹分析的流程以及整體架構。

第二部份說明本研究在分析構想草圖時，剖析造形的標準。第三部份將舉單一案例來說明本研

究的分析方式。第四部份為分析的結果。第五部份則為本研究從實驗結果中得到的其他相關發

現。 

 
 

4-1  分析架構 

 
實驗結果的分析方式，是依據實驗的口語紀錄對照構想草圖及參考的意象圖片來進行，分

析時分別探討各個案例中，受測者如何將意象圖片轉換為構想草圖中的造形元素，並整理成各

設計師面對意象圖片時產生的各種造形轉換模式，於每個設計師的資料分析完畢後，最後彙整

各個設計師的分析結果，成為一系列的造型轉換模式。圖 5 為分析流程的示意圖。 

 
 

           設計師 A            設計師 B           設計師 C             設計師 D           

          的 9 張草圖         的 10 張草圖        的 10 張草圖           的 7 張草圖       

 

 

           彙整出：            彙整出：           彙整出：             彙整出：          

            6 種轉換模式           7 種轉換模式         5 種轉換模式            5 種轉換模式        

 

 

                              彙整成： 

                                  8 種造型轉換模式 
 

圖 5. 分析流程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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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造形剖析標準 

 
造形特徵的剖析標準，分成兩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是根據文獻探討，以不同的學者對於造

形的構成要素所做的解釋與說明來進行資料分析，我們先將文獻整理出的造形剖析標準中歸納

出四項較容易從構想草圖中分析的造型要素，分別為：型態、色彩、材質、功能。按照此四類

解析造形的標準來解析構想草圖中的造型要素，同時分析這些造型要素與圖片的轉化關係。於

整理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單憑這四項造型要素的分類方式，會遺漏一些設計師實際應用於設計

的造形特徵，因此在第二階段，我們將這些未能被歸類的型態特徵，歸納成“使用方式＂以及

“情境＂特徵兩類，也因為剖析造形的標準增加了兩項新的要素，因此也將所有的實驗結果重

新再分析一次。 

 
由此可知，本研究定義造形的構成要素一共有六大類，分別是型態、色彩、材質、功能、

使用方式及情境。以下分別介紹各類型的造型剖析標準： 

 
型態特徵是所有特徵中出現頻率最高的，因此我們將型態特徵細分為基本形態特徵與細節

型態特徵，就是在解析構想草圖時，面對草圖中的型態特徵會以基本形態特徵與細節型態特徵

兩種標準來剖析造形，將此特徵對照所參考的意象圖片，將會分析出不同類型的造形轉換模式。 

 
色彩特徵的剖析標準包含顏色與配色特徵，也就是當我們在解析構想草圖時，會剖析草圖

中的顏色特徵以及配色特徵，同時對照所參考的意象圖片，將分析出屬於色彩類的造形轉換模

式。 

 
材質特徵的剖析標準包含產品的觸覺材質與視覺材質兩種特徵。也就是當我們在解析構想

草圖時，會依照此標準來剖析草圖中產品的使用方式特徵，將此特徵對照所參考的意象圖片，

分析出屬於材質類的造形轉換模式。 

 
功能特徵的剖析標準包含產品的基本功能、特殊功能及附加功能特徵。也就是當我們在解

析構想草圖時，會依照此標準來剖析草圖中的功能特徵，將此特徵對照所參考的意象圖片，分

析出屬於功能類的造形轉換模式。 

 
使用方式特徵的剖析標準包含產品的使用、操作、攜帶、佩帶方式等特徵。也就是當我們

在解析構想草圖時，會依照此標準來剖析草圖中的使用方式特徵，將此特徵對照所參考的意象

圖片，分析出屬於使用方式類的造形轉換模式。 

 
情境特徵的剖析標準包含設定使用者使用產品時，心理層面的設定以及對於產品特徵較為

抽象的描述等特徵。也就是當我們在解析構想草圖時，會依照此標準來剖析草圖中的情境特徵，

將此特徵對照所參考的意象圖片，將分析出屬於情境類的造形轉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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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分析方式 

 
四位設計師的實驗，一共產生了約 40 組的案例。本研究分別把各個案例作單一的分析，

分析的紀錄內容分為兩個部份。第一個部份的目標是尋找出受測者繪製的構想草圖以及構想草

圖的過程中所參考的圖片，並將兩者做初步的核對、比較。以設計 D 的實驗紀錄為例，實際的

情形如表 5 所示，第一個部份有三個欄位，第一個欄位內記錄的是受測者所繪製的構想草圖，

第二個欄位內記錄的是繪製構想草圖的過程中受測者所參考的圖片，第三個欄位內記錄的是此

構想草圖從圖片中所擷取的造形要素。 

 
在第二個部份分為四個單元，第一個單元為受測者於實驗過程中的口語紀錄。第二個單元

所記載的是本研究根據此案例所參考的圖片以及口語紀錄後，所彙整出的內容，內容主要是說

明構想草圖中的特徵與圖片之間的關係。第三個單元是總結各項資料後，將各特徵的造形轉換

模式做逐一的描述。第四個單元記錄的是個案例中的備註說明。以設計師 D 的實驗紀錄為例，

實際的情形如表 6 所示。 

 
本研究的所有案例皆根據此分析方式逐一進行，詳細的實驗紀錄收錄於附錄之中，而以下

小節則是本實驗將單一設計師的各個設計案例分析後，彙整出的四位設計師分別的造型轉換模

式總表。 
 
 

表 5. 實驗紀錄表一 

構想草圖 參考圖片 從圖片擷取的造型要素 

 

 

‧ 細節型態 
‧ 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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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實驗紀錄表二 

‧口語紀錄： 

 
1.與 Sketch E-1 是同一個想法，在畫第二次的時候才加入圖片裡的元素

(加五條線，代表手放置的位置，可以跟手套作結合)。 

2.手套像橡膠的軟性材質讓人有抓的感覺，五條線的功能有引導使用者

可以兩手操作的作用。 

3.側邊的造型像棒球棍，可以提起來的操作方式。但是還需要再研究看

看，暫時只是一種想法。 

‧構想草圖中的造

形要素： 

 

1.相機的基本型態，是受測者從前一張構想草圖延續而來，這一特徵，

靈感並非來自於圖片。 

2.相機的上的線條屬於相機的“細節型態＂，是擷取圖片中的物品而

來，取手套上的線條作應用。 

3.相機的材質，是擷取圖片裡的物品的材質，而後再轉化為相機的“材

質＂，所以這一特徵，靈感來自於圖片。 

4.相機上的線條有引導使用者可以兩手操作的“功能＂，同時也影響到

了相機的“使用方式＂，這些特徵，靈感並非是來自於圖片。 

5.相機側面的“基本型態＂，構想雖然是擷取棒球棍而來，同時也影響

到了相機的“使用方式＂，但這些特徵，靈感並非直接來自於圖片。

‧意象圖片發展為

造型概念的模

式： 

 

從圖片擷取的設計元素： 

1.細節形態：選定圖片中物品較有特色的部位，擷取其中的特殊線條，

同時參考相機的基本型態，經過簡化後轉換為相機的細節型態。 

2.材質：憑藉圖片裡物品材質的意象，而後再轉化為合適於相機的材質。

不是從圖片擷取的設計元素： 

1.基本形態：延伸先前所繪製的構想草圖，繼續發展。 

2.功能：憑藉構想草圖中的細節型態，聯想其特性，增加它的功能及使

用方式特徵。 

3.基本形態：配合題目，很快的可以聯想到球棒，進而轉化為相機的基

本型態。 

4.使用方式：憑藉構想草圖中的基本型態，聯想使用方式。 

‧備註： 1.一邊畫圖一邊看圖片可能可以帶入較多的設計元素，但是相對的也會

受較多的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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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實驗結果 

 

4-4-1  實驗結果 ─ 設計師 A 

 
實驗時間是 2005 年 2 月 2 日，下午 2 點 30 分 
實驗地點是○○○○科技公司設計中心，會議室 

 
設計師 A 的設計年資為 5 年，本次實驗一共進行了 1 小時又 15 分鐘，其中，於圖片分類

的步驟中花費了 15 分鐘，於繪製構想草圖的步驟中花費了 50 分鐘，最後於實驗後訪談的步驟

花費了 10 分鐘。一共繪製了 9 張構想草圖，9 張構想草圖皆成功的從圖片中擷取造型要素並應

用設計之中。 

 
從設計師 A 的 9 張構想草圖分析，一共擷取了 6 種類型的造形轉換模式是與圖片有直接關

係的，分別為基本型態類類、細節型態類、色彩類、材質類、功能類及情境類。設計師 A 從意

象圖片發展為造型概念的的造形轉換模式出現之次數統計如表 7 所示。另外，詳細的造形轉換

模式，紀錄內容如表 8 所示。 

 
 

表 7. 設計師 A 之各類型轉換模式出現次數 

造型轉換模式 出現的次數 
基本型態 3 次 

型態 
細節型態 9 次 

色彩 5 次 
材質 1 次 
功能 2 次 
使用方式 0 次 
情境 1 次 
其他 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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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設計師 A 之各類型轉換模式 

造形特徵 從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型概念的模式 

基本型態 

1.參考圖片後，整理出一種概念，而後再轉化為相機的“基本型態＂。 
2.選定圖片中物品較有特色的部位，擷取其中特殊的線條，運用其特性，並參考

相機的基本型態，經過簡化後轉換為相機的基本型態。 

 

細節型態 

1.擷取圖片裡物品的功能意象，而後再轉化為合適於相機的功能，同時轉化成具

有符合此功能的細節型態。 
2.同時參考兩張圖片中物品較有特色的部位，擷取其中特殊的線條，運用其特性，

並參考相機的基本型態，經過簡化後轉換為相機的細節型態。 
3.選定圖片中物品較有特色的部位，擷取圖片中物品的特殊線條，同時參考相機

的基本型態，經過簡化後轉換為相機的細節型態。 
4.憑藉圖片裡的物品的色塊跟造型的配合情形，而後再轉化為相機的細節型態。

5.在靈感取得的方法上，可以參考圖片中各部品之間配置的情形，選擇圖片上可

以快速與欲設計物做聯想的部份，之後再，運用其線條的特性，並參考相機的

基本型態，經過簡化後轉換為相機的細節型態。 

 

色彩 

1.憑藉圖片裡物品的色彩及色彩的分配方式作應用。 
2.憑藉圖片裡的物品的色塊跟造型的配合情形，而後再轉化為相機的色彩分配方

式。 

 

材質 
1.憑藉圖片裡物品材質的意象，而後再轉化為合適於相機的“材質＂。 

 

功能 

1.擷取圖片裡物品的功能意象，而後再轉化為合適於相機的功能。 
2.觀察圖片裡物品的局部位，擷取其功能上的特徵，而後再轉化為合適於相機的

功能。 

 

情境 
1.憑藉圖片裡的物品的色塊跟造型配合的感覺做聯想，轉化為相機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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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實驗結果 ─ 設計師 B 

 
實驗時間是 2005 年 2 月 15 日，下午 1 點 30 分 
實驗地點是○○○○科技公司設計中心，會議室 

 
設計師 B 的設計年資為 5 年，本次實驗一共進行了 1 小時又 30 分鐘，其中，受測者定沒

有圖片分類的動作，於繪製構想草圖的步驟中花費了 1 小時又 5 分鐘，最後於實驗後訪談的步

驟花費了 20 分鐘。一共繪製了 10 張構想草圖，其中有 8 張構想草圖成功的從圖片中擷取造型

要素並應用設計之中， 

 
從設計師 B 的 8 張構想草圖分析，一共擷取了 7 種類型的造形轉換模式是與圖片有直接關

係的，分別為基本型態類類、細節型態類、色彩類、功能類、使用方式類、情境類及其他類。

設計師 B 從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型概念的的造形轉換模式出現之次數統計如表 9 所示。另外，詳

細的造形轉換模式，紀錄內容如表 10 所示。 

 
 

表 9. 設計師 B 之各類型轉換模式出現次數 

造型轉換模式 出現的次數 
基本型態 2 次 

型態 
細節型態 3 次 

色彩 2 次 
材質 0 次 
功能 1 次 
使用方式 1 次 
感性 1 次 
其他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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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設計師 B 之各類型轉換模式 

造型特徵 從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型概念的模式 

基本型態 
1.擷取圖片中物品的外觀輪廓型態作應用，轉化為相機的基本型態。  

 

細節型態 
1.選定圖片中物品較有特色的部位，擷取圖片中物品的特殊線條，同時參考相機

的基本型態，經過簡化後轉換為相機的細節型態。 

 

色彩 

1.為了讓相機更符合主題的感覺，憑著個人經驗採用一些符合主題的色彩，來加

強感覺。 
2.憑藉圖片裡物品的色彩及色彩的分配方式作應用。 

 

功能 
1.憑藉圖片裡的物品的意象，而後再轉化為合適於相機的功能。 

 

使用方式 

1.以型態為基礎作發想，參考型態相當的其他物品，聯想使用者可能的使用方式，

而後適當的轉換於相機設計中。 
2.瀏覽過所有的圖片後，想像使用者參予活動時的裝扮方式，而後轉換為相機的

使用方式。 

 

情境 

1.以型態為基礎作發想，參考型態相當的其他物品，聯想使用者可能的使用情境，

而後轉換為相機使用者的心情。 
2.以圖片裡的物品所象徵的意義做聯想，轉換並設定為產品給使用者的感覺。 

 

其他 
1.瀏覽多張圖片並尋找出圖片之間相通的概念，再以此概念間接作為設計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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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實驗結果 ─ 設計師 C 

 
實驗時間是 2005 年 2 月 16 日，下午 1 點 30 分 
實驗地點是○○○○科技公司設計中心，會議室 

 
設計師 C 的設計年資為 6 年，本次實驗一共進行了 2 小時又 40 分鐘，其中，於圖片分類

的步驟中花費了 15 分鐘，於繪製構想草圖的步驟中花費了 2 小時，最後於實驗後訪談的步驟花

費了 25 分鐘。一共繪製了 10 張構想草圖，其中有 5 張構想草圖成功的從圖片中擷取造型要素

並應用設計之中， 

 
從設計師 C 的 5 張構想草圖分析，一共擷取了 6 種類型的造形轉換模式是與圖片有直接關

係的，分別為細節型態類、材質類、功能類、使用方式類及其他類。設計師 C 從意象圖片發展

為造型概念的的造形轉換模式出現之次數統計如表 11 所示。另外，詳細的造形轉換模式，紀錄

內容如表 12 所示。 

 
表 11. 設計師 C 之各類型轉換模式出現次數 

造型轉換模式 出現的次數 
基本型態 0 次 

型態 
細節型態 1 次 

色彩 0 次 
材質 1 次 
功能 1 次 
使用方式 3 次 
感性 0 次 
其他 1 次 

 

表 12. 設計師 C 之各類型轉換模式 

造形特徵 從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型概念的模式 

細節型態 
1.選定圖片中物品較有特色的部位，擷取其中的特殊線條，同時參考相機的基本

型態，經過簡化後轉換為相機的細節型態。 

材質 1.憑藉圖片裡物品材質的意象，而後再轉化為合適於相機的材質。 

功能 
1.憑藉圖片裡物品材質的意象，而後再轉化為合適於相機的“材質＂。同時憑藉

此材質的特性，再轉化為相機的功能。 . 

使用方式 
1.依據圖片中物品的使用方式做發想，發展出合適相機的使用方式。 
2.擷取圖片裡的人物使用物品的方式，而後轉化為相機的使用方式。. 

其他 1.瀏覽多張圖片並尋找出圖片之間相通的概念，在以此概念間接作為設計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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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實驗結果 ─ 設計師 D 

 

實驗時間是 2005 年 2 月 17 日，上午 8 點 00 分 
實驗地點是○○○○科技公司設計中心，會議室 

 
設計師 D 的設計年資為 5 年，本次實驗一共進行了 1 小時又 50 分鐘，其中，於圖片分類

的步驟中花費了 10 分鐘，於繪製構想草圖的步驟中花費了 1 小時又 20 分鐘，最後於實驗後訪

談的步驟花費了 20 分鐘。一共繪製了 7 張構想草圖，其中有 6 張構想草圖成功的從圖片中擷取

造型要素並應用設計之中， 

 
從設計師 D 的 6 張構想草圖分析，一共擷取了 6 種類型的造形轉換模式是與圖片有直接關

係的，分別為基本型態類、細節型態類、色彩類、材質類、功能類及情境類。設計師 D 從意象

圖片發展為造型概念的的造形轉換模式出現之次數統計如表 13 所示。另外，詳細的造形轉換模

式，紀錄內容如表 14 所示。 

 
表 13. 設計師 D 之各類型轉換模式出現次數 

造型轉換模式 出現的次數 
基本型態 1 次 

型態 
細節型態 3 次 

色彩 0 次 
材質 3 次 
功能 0 次 
使用方式 2 次 
情境 1 次 
其他 0 次 
 
 

表 14. 設計師 D 之各類型轉換模式 

造形特徵 從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型概念的模式 

基本型態 
1.了解設計主題後，瀏覽多張圖片並尋找出圖片之間共通的概念，以此概念作為

此設計的最重要特色，並以此發展出合適的產品基本型態。 

 

細部型態 
1.選定圖片中物品較有特色的部位，擷取其中的特殊線條，同時參考相機的基本

型態，經過簡化後轉換為相機的細節型態。 

 
材質 1.憑藉圖片裡物品材質的意象，而後再轉化為合適於相機的“材質＂。 

使用方式 1.了解設計主題後，瀏覽多張圖片並尋找出圖片之間共通的概念，以此概念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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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設計的最重要特色，並以此發展出合適的產品使用方式。 
2.擷取圖片裡物品與使用者的關係聯想到可以合適於的相機與使用者的關  
  係，而後再轉化相機的使用方式。 

 

情境 
1.擷取圖片裡物品給使用者的感覺，而後轉化為使用者使用相機時的感覺。 

 
 

 
 

4-4-5  小結 

 
根據四位設計師實驗所分析的結果，將各種類型的轉換模式彙整、紀錄於下表，其中，轉

換模式的內容與上述四位設計師分別的紀錄內容並非完全的相同，原因在於本研究考慮各項的

轉換模式都能有利於事後運用時的通用性，因此將一些過於特殊的轉換模式做了一些取捨。 

 
四位設計師的造型概念模式出現於實驗中的次數如表 15 所示。而五位設計師從意象圖片

發展為造型概念的模式，經過匯整後的內容如表 16 所示。 

 
 

表 15. 四位設計師之各類型轉換模式出現次數總表 

 設計師 A 設計師 B 設計師 C 設計師 D 總計 

造型轉換模式 出現的次數 

基本型態 3 次 2 次 0 次 1 次 12 次 
型態 

細節型態 9 次 3 次 1 次 3 次 21 次 
色彩 5 次 2 次 0 次 0 次 8 次 
材質 1 次 0 次 1 次 3 次 6 次 
功能 2 次 1 次 1 次 0 次 7 次 
使用方式 0 次 1 次 3 次 2 次 10 次 
情境 1 次 1 次 0 次 1 次 5 次 
其他 0 次 3 次 1 次 0 次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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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四位設計師之各類型轉換模式總彙整 

造形特徵 從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型概念的模式 

基本型態 

1.選定圖片中物品較有特色的部位，擷取其中特殊的線條，運用其特性，並參考

相機的基本型態，經過簡化後轉換為相機的基本型態。 
2.根據設計主題，同時參考多張相關意象的圖片後，整理出一種概念，而後再轉

化為相機的“基本型態＂。 

細節型態 
1.參考圖片中物品較有特色的部位，擷取其中的特殊線條，同時參考相機的基本

型態，經過簡化後轉換為相機的細節型態。 

色彩 
1.憑藉圖片裡物品的色彩及色彩的分配方式作應用。 
2.憑藉圖片裡物品的色塊跟造型的配合情形，而後再轉化為相機的色彩分配方式。

材質 憑藉圖片裡物品材質的意象，而後再轉化為合適於相機的“材質＂。 

功能 1..參考圖片中物品的特殊部位所具備的功能，而後再轉化為合適於相機的功能。

使用方式 1.擷取圖片裡的人物使用物品的方式，而後再轉化為相機的使用方式。 

情境 

1.考慮圖片裡的人物使用物品時的心情，而後轉化、設定為合適於消費者使用相

機時的心理性要素。 
2.擷取圖片中產品所象徵的意義，並將此特徵轉換並設定為產品給使用者的感覺。

3.以圖片裡的人物所象徵的意義做聯想，並將此特徵轉換並設定為產品給使用者

的感覺。 

其他 1.瀏覽多張圖片並尋找出圖片之間相通的概念，在以此概念間接作為設計的特徵。

 
 
 

4-5  其它的發現 

 
透過訪談的方式，我們除了彙整出以上所呈述的各類型造型轉換模式之外，同時針對實驗

中收集到設計師所提供的其他類別的資訊，我們將這些資料整理成四種類別的歸納，分別為：

1.執行面的建議、2.意象圖片與構想發展的關係、3.繪製構想草圖的訣竅，以及 4.圖片與構想草

圖的關連性等四項。 

 
 

4-5-1  執行面的建議 

 
針對設計活動的執行過程，設計師提出了對於“運用意象圖片來輔助設計＂，在實際執行

上的意見，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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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想前要先“消化圖片＂ 
 

在整個實驗的過程是屬於在執行沒大腦的“看圖直接拿來畫＂的過程，但是如果是一般的

情況下，設計師會將所有的圖片都消化後才畫圖，而不是看到圖片中哪裡不錯就直接拿來用。

而“消化＂過程，則可以先利用兩、三天的時間來熟悉這樣子的風格以及設計主題，並畫很多

很多的草圖，讓自己能達到“怎麼畫都是這樣的感覺＂，如此才算消化完成。 

 
2. 發想前要先有“中心思想＂ 
 

在剛開始構想發展的時候不要急著翻圖片，以免讓圖片去擾亂思緒。因為如果設計師的想

法只跟隨著圖片走，那可能會使想法缺乏組織性，應該先要有一個“中心思想＂再去尋找圖片，

因為如果先有一個中心思想，便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將思考構成網狀，也可以從各中方向去思

考，抓到不同的重點，而不會產生找到一張圖片就算一個構想、亂槍打鳥的感覺，並且顯的相

當空洞。 

 

以設計師 C 所提供的 MP3 隨身聽的設計案作為說明。這是一個實際的設計案，內容如圖 6
所示。受測者以主題(Music Catcher)為圓心，做了五種類型的發想，分別為 1.使用者，2.情境分

析，3.功能，4.細節，5.攜帶方式，發想完成後，則根據各類別的定義再次發散構想。在完成以

上步驟後，就會配合各種構想去收集圖片，最後才會執行設計。設計師 C 並表示，以上的分類

會隨著題目而做改變，也會隨著主題靈活分配各類別的比重。 

 

 
圖 6. 設計師 C 常用的設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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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意象圖片與構想發展 

 
針對設計活動的執行過程中，設計師對於意象圖片與構想發展之間的關係提供了一些看

法，整理如下： 

 
1. 圖片能導引構想發展。圖片能讓思考的方向能很快的聚焦，並且可以提示很多解決設計

問題的切入點，同時也有強迫思考的作用。 
 
2. 圖片能觸發靈感。每張圖片除了都會觸發設計師的思考，同時，在整理圖片的過程中，

圖片與圖片之間還會產生一些預料之外的關係，而這也是一個觸發靈感的方法。 

 
3. 圖片能協助聯想產品的細節。圖片可以讓人聯想到更多的構想，並且讓設計者對於物

體的造形掌握度能比單憑空想的效果更好。而且欲設計物的細節越多，就越需要圖片來輔助

設計。 

 
4. 圖片能輔助溝通。執行設計任務時就算沒有圖片也可以憑藉基本型或是其他資訊來輔助

構想發展，但是，如果遇到了需要解釋構想給別人聽的時機，圖片的確是很好的溝通工具。 

 
 
 

4-5-3  繪製構想草圖的訣竅 

 
我們整理出設計師提供的有關於“繪製構想草圖時使用圖片＂的一些小訣竅供參考，內容

如下： 

 
1. 發想時利用草圖及圖片來輔助。於設計的過程中，構想草圖會被逐步完成，並且越來

越完整，而在將構想草圖畫的更仔細的過程中，可以直接參考自己的草圖而不需直接去參

考圖片。但是如果遇到一些細節畫不出來的時候，則可以回頭再次參考圖片，觀察它們的

細節部份，輔助完成構想。 
 
 
2. 發想時需兼顧整體的設計感。在轉換圖片中的造形要素於設計時，應該要考慮整體的

設計感，並且盡量避免太直接的使用或是僅僅流於單純的裝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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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圖片與構想草圖的關連性 

 
我們對照設計師每次執行設計案時所選擇的意象圖片、實驗時的口語紀錄以及構想草圖等

三項資料，經由彙整，歸納出四種類別的關連性，主要是探討此三項資料之間的關係，整理的

內容如下： 

 
 

1. 依據題目挑選圖片後，選擇圖片中比較有特色的部位，將特色轉化成造型特徵，並

發展成為可能的表現手法與基本型體做結合，最後將造形特徵融合於構想草圖。 
 

在“選定圖片中較有特色的部位＂這個動作方面，設計師常採用一些特徵做運用，例

如：特殊的線條、物品的外觀輪廓、可以快速與欲設計物做聯想的部份、色塊跟造型的配合

情形…等。 

 
而在“將造形特徵轉換為表現手法＂的動作上，設計師有一些操作手法可以作依循，

例如：運用圖片中線條的特性並經過簡化後轉換為型態特徵或是將色彩及配色方式轉換為色

彩特徵，套用於產品上。 

 
以設計師 A 所繪製的 Sketch A-8 為例，構想草圖中相機的型態特徵是來自於圖片 007

中手套的一部分，而選擇這個特徵的原因就在於“圖片中物品的型態可以快速與欲設計物做

聯想＂。接下來，再運用這些線條的特性，同時參考相機的基本型態，經過簡化後轉換為相

機的細節型態。 

 
表 17. Sketch A-8 

構想草圖 參考圖片 擷取的造型要素 

 

‧ 基本型態 
‧ 細節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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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據題目挑選圖片後，以圖片中較有特色的部位為基礎，形成“修飾型＂的造形特徵，

並尋求透過該特徵來加強造形概念中的設計特色。 
 

整體而言，此類別與上一類別在運作流程上最大的差異在於此類別的造形特徵是屬於

“修飾型＂的，也就是用來加強造形概念的特色。因此，在“選定圖片中較有特色的部位＂

這個動作方面，設計師常採用的特徵也與上一類別有所區隔，例如：採用一些符合主題的色

彩、物品的材質以及產品的使用方式…等。換個方式做說明：如果第一類別的特徵是用來構

築設計物整體的基本架構，那這類的特徵就是構築在基本架構上的特徵物。 

 
而在“將造形特徵轉換為表現手法＂的動作上，有些方式可以作為依循，比如說：在

整體的概念形成後，再次採用圖片中出現的色彩、材質或是使用方式，套用於產品上。 

 
以設計師 A 所繪製的 Sketch A-9 為例，構想草圖中相機的色彩特徵是來自於圖片 040

中補手面罩的部分，而選擇這個特徵的原因就在於“橘色配黑色很搶眼同時也符合主題＂。

而表現手法的執行時機則是在相機的整體架構都設計完成後，再次尋找圖片中的色彩特徵，

並用來增加設計物的豐富性。 

 
表 18. Sketch A-9 

構想草圖 參考圖片 擷取的造型要素 

 

‧ 基本型態 
‧ 細節型態 
‧ 色彩 
 
 
 

 
 

3. 透過圖片的提示，直接形成產品的概念，將這些意象轉換為產品的概念，並發展成

為可能的表現手法，最後將造形特徵融合於構想草圖。 
 

在運用圖片來產出設計的過程中，有些方式並不是透過直接拆解圖片特徵的方式來進

行解讀，而是透過一張圖片本身給予看圖者的感覺，而直接形成的一些設計概念，例如：圖

片裡的物品的意象、圖片裡產品的使用情境以及圖片裡物品與使用者的關係…等。 

 
在表現手法上，設計師會將這些意象經由抽象、具象等過程，轉換為產品的概念，最

後將造形特徵融合於構想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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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師 B 所繪製的 Sketch B-3 為例，構想草圖中“吉祥物相機＂的概念是來自於圖

片 036 中的吉祥物，而選擇這個部位的原因就在於“圖片裡物品的意象以及情境，給看圖者

的感覺是契合主題的＂，因此透過聯想、抽象、具象等手法，運用此種“愉悅＂的情境特徵，

來完成設計。 

 
 

表 19. Sketch B-3 

構想草圖 參考圖片 擷取的造型要素 

 

‧ 情境 
 
 
 

 
 
4. 透過多張圖片的提示，聯想圖片間的關係而後形成概念，並發展成為可能的表現手

法，最後將此概念融入於構想草圖。 
 

同樣是透過圖片給看圖者的感覺來形成產品概念，但是觀看單一圖片與同時觀看多張

圖片，會產生不同的構想產出模式。例如：瀏覽多張圖片後尋找出圖片之間相通的概念、經

由比較圖片間的差異性而獲得的概念以及藉由圖片與圖片間的關聯性做聯想…等，最後再經

由抽象、具象等過程，將此概念融入於構想草圖。 

 
以設計師 C 所繪製的 Sketch C-7 為例，構想草圖中“望遠鏡相機＂的概念是來自於圖

片 055 及圖片 058，看圖者把兩張圖片之間的關聯性解讀為一種“距離由遠而近轉變＂的意

象，進而聯想到“望遠鏡＂的概念，運用此特徵，發展成為相機的特徵來完成設計。 

 
表 20. Sketch C-7 

構想草圖 參考圖片 擷取的造型要素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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