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轉化意象圖片為造形概念之程序模式 

 
 
 
 
 
 
 

經過實驗結果的分析，我們提出了一套輔助設計師從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型概念的模式，作

為協助設計者在設計過程中能依循此架構來提示、發想；並引導設計師應用圖片來轉化為產品

造形，進而幫助設計師在利用圖片來輔助設計時，能更有效率的產出構想。 
 

從圖片轉化成產品造形的過程，有一套完整的操作流程，以下依序描述，第一個步驟是“分

析題目＂，是屬於準備的階段，設計問題通常是非常複雜的，它們通常有好幾個目標和許多限

制，因此這個步驟是為了幫助設計師在進行構想發展前，能先熟悉所有和設計問題相關的訊資、

重點以及設計物本身的限制等設計規範，也因此，設計師能有清楚的思考架構能順利的銜接至

下一個步驟。第二個步驟是“收集圖片＂，在這個步驟中需要收集到一系列與主題相關的意象

圖片。第三個步驟是 “應用圖片來轉化為產品造形＂，這個步驟是本研究所描述的重點部份，

設計師能憑藉本研究所提示的造型發展模式來輔助設計工作，此步驟較清晰的操作過程將在以

下章節一一介紹。設計師應用意象圖片發展造形概念之設計流程如圖 7 所示。 
 

本研究將在各種轉換模式說明完畢後，用三個實際的執行案例作為輔助說明完整的設計流

程。 

    

                                                

               設計任務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分析題目           收集圖片           應用圖片轉化為產品造形 

                          

                                                      設計產出 

 

圖 7. 應用意象圖片發展造形概念之設計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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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形概念的模式 

 

經過實驗結果的分析，本研究將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形概念的模式，經過歸納後分成六種類

型的轉化方式。分別為型態類、色彩類、材質類、功能類、使用方式類以及情境類，圖 8 為意

象圖片發展為造形概念的模式之架構圖，圖 9 則為本研究依據各類造形轉換模式所發展出的設

計案。 

 
各類型的說明及演化流程將在以下章節一一介紹。 

 

                                                                                                       

                                                                   轉換模式 A-1 

                                       基本型態            轉換模式 A-2 

                         型態                    

                                       細節型態             轉換模式 B-1 

                                                        轉換模式 B-2 

                                                 

 

                         色彩                              轉換模式 C 

                                          

                                                           

                         材質                           轉換模式 D 

                                                            

 

                                                           

                         功能                           轉換模式 E 

      意象圖片                         

                                                   

                       使用方式                         轉換模式 F-1 

                                                        轉換模式 F-2 

 

                  
                                                        轉換模式 G-1 
                        情境                            轉換模式 G-2    

                                                        轉換模式 G-3 

                                                           

                  

圖 8. 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形概念的模式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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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形概念的模式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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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型態 

 
在型態這一個項目中，所指的是：從圖片中擷取的設計元素，經過這一類型的轉換模式，

將可以發展為構想草圖中產品的型態特徵。型態特徵可以細分為基本型態與細節型態兩類，以

下分別說明。 

 
基本型態所指的是架構產品外觀的外圍輪廓，細節型態所指的是裝飾在外圍輪廓之內的細

節型態。以圖 10 說明：A 表示一個包含基本型態與細節型態的完整數位相機型態，B 的紅色部

分為數位相機的外圍輪廓，是屬於“基本型態＂所探討的範圍，C 的綠色部分為數位相機的細

節型態，是屬於“細節型態＂所探討的範圍。 

 
 
 
 

 
 
 

               
                   

 

 
圖 10. 基本型態及細節型態說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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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型態 
 

在基本型態這一個項目中，所指的是：從圖片中擷取的設計元素，經過這一類型的轉換模

式，將可以發展為構想草圖中產品的外圍輪廓。根據實驗結果，基本型態的轉換模式可以歸納

成兩種轉換模式。 

 
第一種方式的轉換模式是參考圖片中的型態特色，並以此特徵要素轉換為欲設計物的基本

型態。其從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形概念的模式有四個步驟：  

 
步驟一、觀察此張圖片中的一些比較有特色部位。這個步驟在執行上可能會因為每個人對

於圖片的解讀方式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但是這樣的差異並不會影響轉換模式的進

行。 
步驟二、進一步觀察圖片中一些型態上較有特色的部位，尤其是一些線條上的特色可以很

有效的幫助發想。 
步驟三、同時考慮設計主題、欲設計物的基本型以及圖片中的特殊線條等三項條件後，解

讀此線條的特性，經過簡化、轉換等手法，最後表現於基本型態設計中。 
步驟四、將構想具體化。另外，從一張圖片中，選擇某一部位的方法有幾個訣竅：一、選

擇圖片中線條構成較為簡單的部位。二、對照欲設計物的基本型態，選擇圖片中

線條與基本型可以快速套用的部份。 

 
此轉換模式，請參照表 21 以及表 22 作為說明此類型轉換模式的範例。 

 
有別於第一種方式的轉換模式直接從圖片中擷取設計元素，第二種方式的轉換模式在操作

上就比較需要憑藉“感覺＂，這些感覺所指的可能是圖片所象徵的意義，也有可能是設計師經

由聯想等思考過程而產生的，端看不同圖片而變化。 

 
第二種的轉換模式是同時參考多張圖片，以多張圖片所象徵的共同概念作為構想發展之依

據，轉換為欲設計物的基本型態。其從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形概念的模式有四個步驟。 

 
步驟一、將可能相關聯的幾張圖片分類成一類。 
步驟二、參考這些被歸為同一類的圖片，彙整出此類型的圖片中，所象徵的共同概念。 
步驟三、同時考慮設計主題、欲設計物的基本型以及多張圖片中所象徵的意念等三項條

件，解讀此線條的特性，經過簡化、轉換等手法，最後表現於基本型態設計中。 
步驟四、將構想具體化。 

 
此轉換模式，請參照表 23 以及表 24 作為說明此類型轉換模式的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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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基本型態類的轉化方法一之一 

 

步驟一：觀察張圖片中的一些特色部位。 

 
 

步驟二：進一步觀察圖片中的型態特徵做參考。  

 
 

步驟三：簡化、轉換圖中產品的線條，表現於基本型態設計中。下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設計

進行前的基礎。圖 2 則嘗試將捕手護具的線條簡化，應用於數位相機上。圖 3 則進一步將數

位相機的基本型態做轉換。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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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基本型態類的轉化方法一之二 

 

步驟一：觀察張圖片中的一些特色部位。 

 
 

步驟二：進一步觀察圖片中的型態特徵做參考。   

 
 

步驟三：簡化、轉換圖中產品的線條，表現於基本型態設計中。圖 1 為捕手護膝的簡化圖。圖 2 到圖

3 則是嘗試將捕手護膝的外圍輪廓之線條應用於數位相機上。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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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基本型態類的轉化方法二之一 

 

步驟一：將可能相關聯的圖片聚集成一類。 

 

 
步驟二：彙整出此類型的圖片所象徵的共同概念。以這四張圖片為例，彙整出這些圖片都象徵有“保

護＂及“包覆＂ 的概念。 

 
步驟三：將概念融入於設計中。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則嘗試將圖片

象徵的概念，應用於數位相機上，讓整體感覺就像是機體包覆鏡頭的感覺。圖 3 則進一步將

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態做轉換。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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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基本型態類的轉化方法二之二 

步驟一：將可能相關聯的圖片聚集成一類。 

 

 
步驟二：彙整出此類型的圖片中，所象徵的共同概念。以這四張圖片為例，彙整出這些圖片都象徵有

“網子＂及“片狀＂ 的概念。 

 
步驟三：將概念融入於設計中。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則嘗試將圖片

象徵的概念，應用於數位相機上，讓整體感覺就像是一片薄薄的網子的感覺。圖 3 則進一步

將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態做轉換。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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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節型態 

 
在細節型態這一個項目中，所指的是：從圖片中擷取的設計元素，經過這一類型的轉換模

式，將可以發展為構想草圖中產品的細節型態。此類型的轉換模式與基本型態類的轉化方法一

相同，都是是參考單張圖片中的型態特徵，並將此特徵轉換為欲設計物之中，差別在於基本型

態類的轉化方法一對產品所造成的影響是發生在產品的基本型態，而在此，對產品產生的效果

是發生在產品的細節型態。 

 
在基本型態維持不變的條件下，細節型態的轉換模式可以歸納成兩種方法。在操作上有四

個步驟：  

 
步驟一、觀察此張圖片中的一些比較有特色部位。 
步驟二、進一步觀察圖片中一些型態上較有特色的部位，選擇其中一部分做為參考的依據。 
步驟三、同時考慮設計主題、欲設計物的基本型以及圖片中的特殊線條等三項條件後，解

讀此線條的特性，經過簡化、轉換等手法，最後表現於設計中。 
步驟四、將構想具體化。另外，細節型態的造形發展模式，可以分為兩種層次，第一種層

次的應用時機是在繪製構想草圖的開始階段就擷取圖片中物品較特殊的線條作

應用。第二種層次的應用時機是於構想草圖繪製到一個階段後，再次尋找同張圖

片中物品的特殊線條作應用，而此動作則可以讓整個產品的細節型態都能有相同

屬性的整體感。 

 
此轉換模式，請參照表 25 以及表 26 作為說明此類型轉換模式的範例。 

 
設計師經常應用此種模式來進行設計，但是有時候設計師不一定會只單取一張圖片作為參

考，而是會同時參考多張圖片作為發想的依據。因此本研究將這樣的現象歸納成第二種方法的

轉換模式，此模式也可以說是第一方法之加強版。 

 
此類型的轉換模式與第一方法的轉換模式幾乎相同，差別在於此方法是同時參考多張圖

片，並將多張圖片中的型態特徵同時轉換為欲設計物的細節型態。此轉換模式，請參照表 27 以

及表 28 作為說明此類型轉換模式的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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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細節型態類的轉化方法一之一 

 

步驟一：觀察張圖片中的一些特色部位。 

 
 

步驟二：進一步觀察圖片中的型態特徵做參考。 

 
 

步驟三：簡化、轉換圖中產品的線條特徵，表現於基本型態設計中。下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

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則嘗試將捕手護具的線條簡化，應用於數位相機上。圖 3 則進一步

將此線條融入於設計之中。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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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細節型態類的轉化方法一之二 

 

步驟一：觀察張圖片中的一些特色部位。 

 
 

步驟二：進一步觀察圖片中的型態特徵做參考。 

 
 

步驟三：簡化、轉換圖中產品的線條特徵，表現於基本型態設計中。下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

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則嘗試將捕手護膝的線條簡化，應用於數位相機上。圖 3 則進一步

將此線條融入於設計之中。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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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細節型態類的轉化方法二之一 

 

步驟一：選擇多張圖片，觀察張圖片中的一些特色部位。 

 
 

步驟二：各從圖片中選擇幾個型態特徵做為參考。 

  

步驟三：簡化、轉換圖中產品的線條特徵，表現於基本型態設計中。下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

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則嘗試將捕手護具的線條以及鞋子上面的線條做簡化，同時應用在

數位相機上。圖 3 則進一步將這些線條融入於設計之中。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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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細節型態類的轉化方法二之二 

 

步驟一：選擇多張圖片，觀察張圖片中的一些特色部位。 

 
 

步驟二：各從圖片中選擇幾個型態特徵做為參考。 

  

步驟三：簡化、轉換圖中產品的線條特徵，表現於基本型態設計中。下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

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則嘗試將捕手護膝的線條以及鞋子上面的線條做簡化，同時應用在

數位相機上。圖 3 則進一步將這些線條融入於設計之中。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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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色彩 

 
色彩對於設計而言，有助於商品對消費者的吸引力和注意力，也因為不同色彩象徵各種不

同的意義，也因此增加了商品更多的豐富性與象徵性。 

 
色彩的轉換模式，經常配合著其他的轉換模式而共同成為產品的造型特徵。在這一個項目

中，所指的是：從圖片中擷取的設計元素，經過這一類型的轉換模式，將可以發展為構想草圖

中產品的色彩特徵。色彩特徵可以細分為顏色與配色兩類，以下分別說明。 

 
顏色單指產品外觀上的顏色部分，配色所指的是產品外觀上色彩的分配方式。以圖 11 說

明，A 表示一個包含色彩與配色特徵的完整數位相機，其中的綠色代表的是數位相機的顏色特

徵，B 的綠色部分在數位相機上所佔的比例、位置及分佈的方式等，是屬於數位相機的“配色＂

特徵。 

 

 

                                  
圖 11. 色彩及配色說明圖 

 
色彩類型的轉換模式是參考圖片中的色彩特徵，並將其轉換為欲設計物的特徵。此模式有

四個演化步驟： 

 
步驟一、觀察圖片中色彩的特徵。 
步驟二、考慮設計主題的屬性後，進一步觀察圖片中的色彩特徵，選擇其中的幾個部分做

為參考。 
步驟三、同時考慮設計主題、欲設計物的基本型以及圖片中的色彩特徵等三項條件，將此

色彩的特徵，於構想草圖之型態幾乎完成的階段，表現於設計中。 
步驟四、將構想具體化。另外，為了讓設計本身更符合主題，可以用色彩來加強感覺。而

色彩的靈感來源可以是來自於單張圖片，亦可以是瀏覽過多張圖片後留下的印象。 
此轉換模式，請參照表 29 作為說明此類型轉換模式的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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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色彩類的轉化方法 

步驟一：觀察圖片中色彩的特徵。 

 
 

步驟二：進一步觀察圖片中的色彩特徵做為參考。 

 
 

步驟三：將色彩特徵表現於設計中。圖 1 為數位相機之型態幾乎完成的階段，也是將色彩特徵表現於

設計的時機。圖 2 為從圖片中補手護具擷取到的橘色、白色及黑色。圖 3 則將這些色彩特徵

融入於設計之中。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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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材質 

 
在產品設計上，“材質＂的作用有很多，對產品在造成的影響也很顯著，產生的效果可以

提升產品整體的質感，也可以幫助產品在詮釋細節時有更多的表現方式。因此設計師經常運用

各種材質來表現設計作品。 

 
材質類型的轉換模式，所指的是：從圖片中擷取的設計元素，經過這一類型的轉換模式，

將可以發展為構想草圖中產品的材質特徵。材質特徵和型態特徵及色彩特徵一樣，都可以透過

視覺來傳達其表現，但材質特徵有別於它們，還可以透過觸覺來表現。因此材質特徵可以分為

兩類，一種屬於視覺型，所指的是產品中以材質外觀上可視的一類，另一類是屬於觸覺型，主

要所指的是產品中具有實質功能性且可以摸觸的到質感的特徵。 

 
此類型的轉換模式是參考圖片中的材質特徵，並將其轉換為欲設計物的特徵。此轉換模式

在執行上有四個步驟： 

 
步驟一、觀察圖片中產品的部份，分析產品各部位的材質。 
步驟二、考慮設計主題的屬性後，觀察圖片中材質的特徵，選擇其中的幾個部分做為參考。 
步驟三、同時考慮設計主題、欲設計物的基本型以及圖片中的材質特徵等三項條件，將此

材質的特性，表現於設計中。 
步驟四、將構想具體化。另外，在材質要素的應用上，有兩種層次的使用方式，一種是單

純的設定構想草圖中各部位的材質，另一種層次為，同時結合型態及材質的特

徵，表現於構想草圖中。 

 
此轉換模式，請參照表 30 以及表 31 作為說明此類型轉換模式的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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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材質類的轉化方法 

 

步驟一：觀察圖片中材質的特徵。 

 
 

步驟二：進一步觀察圖片中的材質特徵做為參考。 

 
 

步驟三：將材質特徵表現於設計中。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為從圖片

中補手護具擷取到的材質。圖 3 則將此材質特徵融入於設計之中。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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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材質類的轉化方法 

 

步驟一：觀察圖片中材質的特徵。 

 
 

步驟二：進一步觀察圖片中的材質特徵做為參考。。 

 
 

步驟三：將材質特徵表現於設計中。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為從圖片

中鞋蛇部位擷取到的材質。圖 3 則將此材質特徵融入於設計之中。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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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功能 

 
產品的功能特徵相對於其他特徵，在構想的呈現上是比較不明顯的，以數位相機來說，相

機的畫素、變焦、對焦、快門速度等，無論是產品的基本功能、特殊功能及附加功能等，都是

在造形的表現上所不容易表現的，但是，如果換個角度來看，功能特徵若能表現於造型上，對

於產品一定能達到加分的作用，因此此類型的轉換模式，是希望能提供設計師一些表現功能特

徵的發想方法。 

 
功能類型的轉換模式，所指的是：從圖片中擷取的設計元素，經過這一類型的轉換模式，

將可以發展為構想草圖中產品的功能特徵。 

 
此類型的轉換模式比較特別的是可以配合型態的轉換模式一同使用。過程中同時考慮圖片

中產品的型特徵與功能特徵，並將它們同時轉換為欲設計物的功能特徵。其從意象圖片發展為

造形概念的模式有四個步驟：  

 
步驟一、觀察圖片中具有功能性的部份，並分析他們所具備的功能。 
步驟二、考慮設計主題的屬性後，進一步觀察此部位的功能特徵與型態特徵，並將特徵做

聯想。 
步驟三、同時考慮設計主題、欲設計物的基本型以及圖片中的功能特徵等三項條件後，經

過簡化、轉換等手法，將此功能的特徵，表現於設計中。 
步驟四、將構想具體化。 

 
此轉換模式，請參照表 32 以及表 33 作為說明此類型的轉換模式之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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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功能類的轉化方法 

 

步驟一：觀察圖片中功能的特徵。 

 
 

步驟二：進一步觀察圖片中的功能特徵與型態特徵做為參考，將特徵做聯想。 
 

 
 

步驟三：將功能特徵表現於設計中。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為從圖片

中擷取釘鞋的功能特徵與型態特徵。圖 3 則將特徵融入於設計之中。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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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功能類的轉化方法 

 

步驟一：觀察圖片中功能的特徵。 

 
 

步驟二：進一步觀察圖片中的功能特徵與型態特徵做為參考，將特徵做聯想。 

 
 

步驟三：將功能特徵表現於設計中。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為從圖片

中擷取鞋舌上的透氣功能特徵與型態特徵。圖 3 則將特徵融入於設計之中。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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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使用方式 

 
產品的使用方式特徵，相對於其他特徵是以“形＂為出發點做設計發想，此特徵是先以

“人＂為出發點再做設計發想，因此能幫助產品的造形上有較大的突破，同時訪談中有設計師

表示，如果沒有太嚴苛的設計條件限制下，會以產品的“使用方式特徵＂作為設計發想的主軸。 

 
在使用方式這一個項目中，所指的是：從圖片中擷取的設計元素，經過這一類型的轉換模

式，將可以發展為構想草圖中產品的使用方式，而有關於使用方式的特徵包括產品的操作、攜

帶、佩帶等。根據實驗結果，使用方式特徵的轉換模式可以歸納成兩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的轉換模式是參考圖片中人物使用產品的方式，並將此特徵轉換為欲設計物的

使用方式。進行此模式有四個步驟： 

 
步驟一、選擇圖片中有“人物使用物品＂的圖片。 
步驟二、解讀圖片中的人物使用物品的方式。 
步驟三、同時考慮設計主題、欲設計物的基本型以及圖片中的使用方式特徵等三項條件

後，經過簡化、轉換等手法，將此材質的特性，表現於設計中。 
步驟四、將構想具體化。另外，此類型的造形發展模式，有兩種層次的使用方式，一種是

單純的設定構想草圖中各部位所具備的功能，另一種層次為，同時結合型態及功

能的特徵，表現於構想草圖中。 

 
此轉換模式，請參照表 34 作為說明此類型轉換模式的範例。 

 
第二種方式的轉換模式與第一種方式的轉換模式幾乎相同，差別在於此類型的轉換模式所

參考的圖片中，並沒有人物來使用產品，因此需要透過圖片中的產品作為發想的依據，先聯想

產品的可能使用方式，進而應用於為欲設計物的使用方式。此轉換模式，由表 35 作為說明此類

型轉換模式的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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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使用方式類的轉化方法一 

 

步驟一：選擇圖片中有“人物使用物品＂的圖片。 

 
 

步驟二：解讀圖片裡人物使用物品的方式。 

 
 

步驟三：將使用方式特徵表現於設計中。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為從

圖片中擷取的產品使用方式。圖 3 則將此種使用方式配合產品的造型，融入於設計之中。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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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使用方式類的轉化方法二 

 

步驟一：觀察圖片中產品的部分。 

 
 

步驟二：憑藉圖片中產品的使用方式，發想成為欲設計物的使用方式。 

 
步驟三：將使用方式特徵表現於設計中。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為由

圖片發想而來的產品使用方式。圖 3 則將此種使用方式配合產品的造型，融入於設計之中。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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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情境 

 
情境類的轉換模式相對於其他所有的轉換模式在操作上是最困難的，也可以說是所有轉換

模式的綜合版。圖片中隱藏的資訊有很多，有的很明顯有的則需要經過較多層次的聯想才能取

得，而此類型的轉換模式在擷取圖片資訊時都是需要設計師透過較多層次的發想才能進行，但

是也因為需要經過較多層次發想，往往構想會在形成時，會產生一連串的造形特徵，這也是這

類型的轉換模式的特色之一。 

 
 “情境＂的特徵包括了產品給使用者的感覺、使用者使用產品時的心情及環境等，它與

其他特徵並沒有非常明顯的界線，但是此轉換模式如果運用得宜的話，比起他種轉換模式，往

往更能讓產品具有故事性。 

 
在情境這一個項目中，所指的是：從圖片中擷取的設計元素，經過這一類型的轉換模式，

將可以發展為構想草圖中產品的情境特徵。根據實驗結果，情境特徵的轉換模式可以歸納成三

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的轉換模式是想像圖片中人物使用產品的心情，並將此特徵轉換、設定為使用

者使用產品時的心情。發展的模式有四個步驟： 

 
步驟一、選擇圖片中有人物以及物品的圖片。 
步驟二、觀察圖片中圖片中的人物與物品的關係，並聯想此人物使用產品時可能的心情。 
步驟三、同時考慮設計主題、欲設計物的基本型以及圖片所象徵的情境特徵等三項條件

後，經過轉換等手法，將此人物使用產品時的心情轉換為欲設計物的特徵。 
步驟四、將構想具體化。 

 
此轉換模式，請參照表 36 作為說明此類型的轉換模式之範例。 

 
 
第二種方法的轉換模式需要經過兩個階段的設計發想，第一個階段的設計發想是擷取圖片

中物品所象徵的意義，並藉由此概念來聯想一些符合此概念的物品，這些物品也有可能是與本

來的設計物是無直接關係的。而在第二個階段的設計發想中，就藉由這些物品再次發想，思考

這些產品的特徵如何與欲設計物做結合，最後轉換為產品的特徵。 

 
其從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形概念的模式有四個步驟： 

 
步驟一、觀察圖片中產品的部份。 
步驟二、擷取圖片中產品可能象徵的意義，並以此概念發想，聯想一些與此概念相關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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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可以說是先讓本來很抽象的意念經過聯想而具體化。 
步驟三、經由這些具體的物品來聯想，設法讓它們的特徵與欲設計物做結合，再同時考慮

設計主題、欲設計物的基本型，經過轉換，將此情境的特性，表現於設計中。 
步驟四、將構想具體化。 

 
此轉換模式，請參照表 37 作為說明此類型的轉換模式之範例。 

 
第三種方法的轉換模式與第二方法的轉換模式幾乎相同，差別在於此類型的轉換模式是擷

取圖片中人物所象徵的意義，而非擷取圖片中產品所象徵的意義。此轉換模式，由表 38 作為說

明此類型的轉換模式之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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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情境類的轉化方法一 

 

步驟一：選擇圖片中有人物及物品的圖片。 

 
 

步驟二：聯想此人物使用產品可能的心情。 

 

 
步驟三：將情境特徵表現於設計中。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設計進行前的基礎。圖 2 到圖 3 則

嘗試將憤怒的情緒，應用於數位相機上。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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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情境類的轉化方法二 

 

步驟一：觀察圖片中產品的部份。 

 
 

步驟二：擷取的圖片中產品可能象徵的意義後，聯想到機器人的盔甲。 

 

 
步驟三：經由機械人的盔甲來聯想，設法讓特徵表現於設計中。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設計進

行前的基礎。圖 2 到圖 3 則嘗試將機器人的意象，應用於數位相機上。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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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情境類的轉化方法三 

 

步驟一：觀察圖片中產品的部份。 

 
 

步驟二：擷取的圖片中產品可能象徵的意義後，聯想到啦啦隊。 

 
 

步驟三：經由啦啦隊來聯想，設法讓特徵表現於設計中。圖 1 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是設計進行前的

基礎。圖 2 為從啦啦隊聯想到的加油用的彩球。圖 3 則嘗試將採球的意象，應用於數位相機

上。 

 
 

步驟四：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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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完整案例說明 

 
以下再針對設計師實際執行設計工作時，應用意象圖片來幫助發想的過程，做一次完整的

說明，並完整的演練一次。 

 
完整的意象圖片發展為造形概念之模式需要透過七個步驟來完成： 

 
步驟一、運用意象圖片來幫助設計發想之前，需要有一個具體的設計主題。不同的設計案

會有不同的目標和限制，而在進行造型轉換前，我們需要了解的設計主題內容至

少包括此設計案所要設計的產品以及此設計案預期要表現的意象。 
步驟二、具備設計主題後，此步驟則主題來收集相關的意象圖片。收集圖片的數量約一二

十張即可，實際執行時亦可以考量時間做調整，並且不一定需要一次就完成此收

集圖片的動作，可以一邊進行構想發展一邊收集圖片。 
步驟三、選擇一張有特色的圖片。 
步驟四、於構想草圖繪製的同時，先解析設計案中，構成產品的主要元素，此步驟的作用

在於讓設計者能更有效率的繪製構想草圖。以一個設計數位相機設計為例，相機

的基本元素至少包括機身、鏡頭和快門三項元素，因此構想發展時，則需要特別

要考量這些元素，並以這些元素作為數位相機的基本型態。 
步驟五、圖片選定後，必須在考慮設計主題與欲設計物的基本型後，判斷想要在設計中加

入哪些圖片中的特徵，針對這些特徵的屬性選擇相對應的轉換模式。 
步驟六、以上步驟完成後就可以根據本研究所提示的轉換模式，將圖片所提供的資訊應用

於設計之中。 
步驟七、概念形成後，在最後一個步驟中將構想具體化。 

 
實際的執行步驟，則由設計案例一、設計案例二以及設計三作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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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設計案例一 

 
這是一個手機的設計案例，設計的主題是手機，並希望能表現出復古的感覺。在收到設計

任務後，按照主題收集了約 15 張復古意象的圖片。 

 
因為覺得法老王的皇冠及鬍子是可以是一個很特別的型態特徵，因此從多張圖片中選擇選

定了一張法老王的圖片。圖片選定後接下來就要繪製構想草圖，考慮手機的基本型態是一個有

機身、按鍵、話筒和螢幕等元素的長方體，因此憑藉著基本型，運用型態類之轉換模式，將皇

冠的型態融入於設計之中，基本型繪製完成後，對照圖片，發覺可以利用圖片中法老王突出的

下巴，當作手機話筒的型態，因此再次運用型態類之轉換模式，將皇冠的型態融入於設計之中，

最後，覺得光是套用皇冠的型態特徵還不夠表現法老王的感覺，因此又運用色彩類型之轉換模

式，將皇冠的黃黑相間的色彩融入於設計之中，最後則將此構想草圖加上一些情境及說明，就

完成了。 

 
表 39. 實際案例一 

步驟一、了解設計主題。這個案例的設計主題是手機，預期表現的意象是復古的感覺。 

 

步驟二、收集圖片。 

 
步驟三、選定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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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建立手機的基本型，並運用“型態類的轉換模式＂將手機的基本型與圖片結合。 

 
 

步驟五、基本型態完成後，為了增加手機的細節型態，再次運用“型態類的轉換模式＂將圖片中的型

態特徵加入手機中。 

 
 

步驟六、大致的型態都完成後，為了增加構想的豐富性，再次運用“色彩類的轉換模式＂將圖片中的

色彩特徵加入手機中。 

 
步驟七、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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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設計案例二 

 
這是一個手機的設計案例，設計的主題是摺疊式的手機，並希望能表現出“野＂的感覺。

在收到設計任務後按照主題，收集了約 15 張越野意象的圖片。 

 
從眾多圖片中發現一張老虎張開嘴呼吼的圖片很特別，因為覺得老虎張開嘴的感覺很符合

摺疊手機打開機身的型態，因此從多張圖片中選擇選定了這張老虎的圖片。圖片選定後接下來

就要繪製構想草圖，考慮手機的基本型態是一個有機身、按鍵、話筒和螢幕等元素的長方體並

且可以摺疊。進一步觀察圖片，覺得老虎牙齒有“咬的功能＂很特別，因此運用功能類之轉換

模式，將虎牙的功能融入於設計之中，增加了手機的附加功能，讓手機也可以咬住很多地方，

後來，對照圖片，發覺可以圖片中老虎的很多型態特徵都可以套用於手機，因此運用型態類之

轉換模式，將老虎的一些細節型態融入於設計之中，最後，覺得還可以套用老虎毛皮的材質特

徵於手機來加強設計的豐富性，因此又運用材質類型之轉換模式，將毛皮材質融入於設計之中，

最後則將此構想草圖加上一些情境及說明，就完成了。 
表 40. 實際案例二 

步驟一、了解設計主題。這個案例的設計主題是手機，預期表現的意象是“野＂的感覺。 

 

步驟二、收集圖片。 

 
步驟三、選定圖片。 

                     

 73



步驟四、建立手機的基本型，並運用“功能類的轉換模式＂將虎牙可以“咬＂東西的功能特徵加入手

機中。 

 
 

步驟五、為了增加手機的細節型態，再次運用“型態類的轉換模式＂將圖片中的型態特徵加入手機中。

 
 

步驟六、大致的型態都完成後，為了增加構想的豐富性，運用“材質類的轉換模式＂將虎毛的材質特

徵加入手機中。 

 
步驟七、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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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設計案例三 

 
這是一個 PDA 的設計案例，並希望能表現出科幻的感覺，另外這個 PDA 是觸碰式螢幕的。

在收到設計任務後，按照主題收集了約 15 張科幻意象的圖片。 

 
因為覺得外星人很可愛也有很多特徵，並覺得如果能轉換其中的元素於設計應該可以產出

很特別的設計，因此從多張圖片中選擇選定了一張外型人的圖片。圖片選定後接下來就要繪製

構想草圖，考慮 PDA 的基本型態及設計條件，憑藉著 PDA 的基本型，運用型態類之轉換模式，

將外型人頭部的型態融入於基本型的設計之中，完成後，在對照圖片，發覺可以利用圖片中外

星人的頭髮及皮膚很特別，可以當作 PDA 的材質及型態，因此運用材質類及型態類之轉換模

式，將它們融入於設計之中，最後，覺得想要讓手機更有故事性，因此又運用情境類型之轉換

模式，將外星人用水晶球的氣氛轉換、設定為操作手機的感覺，最後則將此構想草圖加上一些

情境及說明，就完成了。 

 
表 41. 實際案例三 

步驟一、了解設計主題。這個案例的設計主題是手機，預期表現的意象是“科幻＂的感覺。 

 

步驟二、收集圖片。 

 
步驟三、選定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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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建立 PDA 的基本型，並運用“型態類的轉換模式＂將手機的基本型與圖片結合。 

 
 

步驟五、為了增加構想的豐富性，運用“色彩類以及材質類的轉換模式＂將圖片中的色彩及材質特徵

加入手機中。 

 
 

步驟六、大致的型態都完成後，覺得將圖片中外星人用水晶球的感覺可以增加構想的故事性，因此運

用了“情境類的轉換模式＂將圖片中的情境特徵加入手機中。 

 
步驟七、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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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小結 

 
本研究所提出的六種類型之轉換模式，於每一次設計案進行時，並不需要刻意從圖片中一

一擷取，勉強套用於設計中。正確的運用方式應該是考慮設計主題及各張圖片的特色後，取其

中幾項合適表現的轉換模式靈活應用。使用者可以，先利用本研究所提出的各類型轉換模式，

分別練習，於正式的設計工作進行時，面對意象圖片，並不需要刻意照著特定的步驟來進行，

因為本研究方法的使用訣竅是在於“如何活用此六種類型之轉化模式，來提示思考的方向＂，

設計師可以經由練習後，提升設計發想的能力，進而幫助設計產出的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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