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與後續研究 

 
 
 
 
 
 
 

6-1 結論 

 
本研究透過了解設計師運用意象圖片來輔助構想產出的過程，提出一套運用意象圖片來產

出設計構想的模式；同時也使設計初學者及較資淺的設計師在執行設計時，能更了解圖片所隱

藏的構想線索，進而能有效率的利用圖片來輔助設計。 

 
就研究的動機而言，本研究所提出的六種造型轉換模式，的確含括了大部分設計師以圖片

為參考對象，所產生的設計手法。本研究提供的不只是對於設計師執行設計時的幫助，同時藉

由了解意象圖片隱藏的設計資訊，設計師將可以更有效率的收集及運用意象圖片，達到輔助設

計工作的功效。 

 
對於設計初學者，藉由本研究來了解意象圖片中隱藏的構想線索，進而懂得如何收集意象

圖片。我們並不要求初學者可以因為本設計方法而產出很多很多的構想，但是卻要讓他們知道，

資深設計師是如何利用意象圖片來產出設計。本設計方法中有些轉換模式容易學習有些則困

難，初學者並不需要一時之間就完全學會，但是藉由本研究的呈現以及說明舉例，將提供初學

者多一種的設計方法可以學習及運用。設計初學者將來如果需要運用意象圖片來輔助設計時，

就可以參考本研究所提出的六種造型轉換模式，協助構想的發展。 

 
對於資深設計師，我們不預期這樣的設計方法能對他們所熟悉的設計方式有所改變，但是

我們希望讓資深設計師了解，在解決設計問題時，可能有一些固定的手法是不斷的被運用的，

這些手法的確是有學習的價值，但是這些固定的設計方式，也可能會成為設計的盲點，使得設

計功力的瓶頸難以突破。另外我們提供設計師將來在解釋設計作品時，多了一種解釋設計構想

的方向，同時藉由本研究所分類出的六種造型轉換模式，可以在設計提案的準備過程中，協助

設計師將其所繪製的構想草圖做分類及編排，組織成較完整提案的架構。並且，透過方法的彙

整，將能產生比任何單一位資深設計師還更多的造形轉換模式。相信這樣的研究模式，應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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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補資深設計師的經驗法則，成為更為有系統化的設計程序模式。 
 
 
 

6-2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然在架構及實驗設計上盡量克服各項因為人力、資源、時間等因素所造成限制，

但是這些努力永遠都是嫌不夠的。最後，我們再針對研究方法的建議以及提出對後續研究方向

的看法。 

 

6-2-1  研究方法建議 

 
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運用了一些方式來協助研究的進行，可供參考，以下一一介紹： 

 
一、本研究準備了一系列的實體模型供參考，設計師憑藉著實體模型的協助，提升了構想

發展的效率。同時也因為每次構想發散時都需要從基本型開始著手設計，因此也減少了構想產

出過於發散而導致不易收斂實驗成果的狀況。 

 
二、為了使實驗結果能更真實的反應設計師的想法，我們同時採用兩種記錄方式來擷取設

計師的思考過程，其一，參考的研究方法是口語分析中的放聲思考法，於實驗進行的過程中，

請設計師直接敘述其設計行為。其二，於每個設計案例完成後，我們請受測者即時的解釋方才

執行的設計行為，同時也再次說明此案例中的設計特徵。這樣的研究過程，同時兼顧放聲思考

法以及回溯法的概念，以實驗結果而言，的確產生了不錯的成效。 

 
三、實驗設計中，我們設計了一些題目請受測者將圖片分類，也請受測者將自己繪製的構

想草圖相互比較，這些動作中記錄到的資料，雖然與預設的研究目標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卻

有助於我們觀察設計師。相對於過於針對性的實驗設計，這些題目也讓我們獲得了一些預期外

的資訊，同時也提供了分析工作進行時的參考資訊。 

 
 

6-2-2  研究議題的延續 

 
限於時間及經費，本研究在實驗階段是以在學學生與實務資深設計師，作為實驗對象，因

此就研究取樣的數量可能有些嫌少，相信若有更多量的受測者，會使實驗結果更客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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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下針對研究對象的議題，我們分為兩個部份作檢討。 

 
一、實驗中有兩位研究生，雖然他們都有在業界工作的經驗，但是在資歷上並不能算是資

深設計師，扣除作為前測實驗的第一位設計師不談，我們將另一位資歷較淺的設計師的實驗結

果與其餘四位資深設計師的實驗結果相比較，發現就其構想的擴散程度以及運用圖片的手法等

等……，並無太大的差異。 

 
雖然“設計師資歷對於設計能力的影響＂並不在本研究的範圍內，但是我們假設，如果單

純只就設計發想階段的來看，一位擁有良好繪圖能力的設計師，在此階段的確能展現出不遜於

資深設計師的表現。探討不同資歷的設計師對於實驗結果的影響，應該可以作為後續研究的方

向。 

 
二、本研究所訪談的四位資深設計師，他們的工作環境、工作性質等，可能過於均質化使

得其代表性不夠客觀，研究的成果僅提供參考，至於不同環境、不同工作性質或是不同文化背

景的設計師，運用的思考方式以及對於運用圖片的模式都可能會有所不同而影響研究之結果。

至於“不同屬性的設計師之設計行為＂對於實驗結果所產生的影響，亦可以作為後續研究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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