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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探討受測者在不同實驗情況下，對於 3D物體形狀之辨識的處理基制之特

性，主要三個部份來進行：（1）形體特徵的感知與情感意象之關係；（2）形體特徵構
成與相似性檢驗關係；（3）形體特徵對分類行為的影響。各項實驗結果，呈現形體特

徵與辨識評估間的關係，主要在籬清形體的構成特徵對於不同實驗情況的影響程度。 
在特徵感知與情感意象關係的研究方面，是利用語意差異法來探討消費者對於個

別形體的感知中，其情感意象分佈的特性。實驗之結果顯示，各聚群皆有特定的共有

特徵，並且顯示這些特徵對於情感反應的特定關係。其結果顯示各聚群所具有之特定

的代表特徵，其在空間各具有分佈相當獨立與明確的位置，及其與形體特徵分佈的關

係，顯示受測族群在做語意差異評估時，會較固定依某幾種特定特徵組合為依據。它

同時也驗証情感反應與視覺感知之間確實有非常密切的關係。 
在形體特徵與相似性檢驗方面，主要是在了解當受測者在比較形體之間的差異(相

似)程度時，其辨識判斷機制與特徵間之關係。研究結果可顯示，受測者會依據特徵的

突顯性差異，而決定形體間的相似程度； 同時也發現受測者在做相似性判斷時時會以
特徵比對的行為進行比較。而這種特徵比對的行為和各個特徵的突顯性有相當大的關

係。本實驗的結果證實受測者在進行相似性判斷時，會運用相當具有結構性的特徵關

係，來有效地處理看似複雜但卻可被賦予特定特徵關係的視覺資訊。 
本研究在最後進行 3D形體特徵與分類行為關係的研究，從果發現受測者在進行形

體之分類處理時，都會以特定的複合特徵形式，主導各向度出現之次序。受測者在做

自由意志分類時，是以部份特徵間在特定組合下會產生整體形體的印象來進行分類。

藉由計算出各特徵會引起注意的權重值，顯示各特徵有很明顯之突顯性程度的差異。

至於在相同特徵數量與整體相似性的關係曲線分析中，也發現兩組受測者都是傾向以

形體間之整體性感覺來處理分類性資訊。 
本研究除了釐清各種不同辨識行為的特性外，更可幫助工業設計師在進行形體特

徵詮釋時，先有系統地分析設計目的與消費者在特定情況下的辨識行為，再精確地掌

握產品造形特徵與設計目的關係，以使更有效地掌握消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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