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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討論 

5.1 各組實驗結果綜覽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呈廣告圖像設計中輻射狀構圖應用，是否會對觀看者的對注

意力分佈的產生影響。研究的方式是以不同的輻射狀中心焦點位置，探討中心焦點位

置呈現再畫面的中央與其他地方時，對於注意力的影響分布。 

當將具有輻射狀的廣告圖像圖像簡化後，輻射狀中心焦點至於畫面中心時，不同

型態得圖像造型所形成的輻射狀引導作用，以及當判斷的字母在不同刺激間隔時，對

於視覺注意力所產生的分布差異影響。實驗的結果顯示有輻射狀構圖時，在刺激間隔

時間 100 ms與 500ms時與沒有輻射狀圖像的控制組比較時，中心點的注意力判斷時

間較短，亦即在此情況下中心焦點有較大的注意力，而當刺激間隔時間在 2000 ms時，

實驗組與控制組的中心焦點注意力大小並沒有差異。 

在實驗的圖形中發現，簡化過後的輻射狀圖像，在焦點中心上會獲得較短的時間

判斷機制，亦即在此區域能獲得較大的注意力，同時經由測試點的比較發現注意力的

大小也隨著離焦點中心的距離增加而減小。而畫面中的測試點的判斷會隨著圖像出現

的時間增長，判斷時間亦隨之增長；也就是說當輻射狀的圖像出現越久，集中注意的

效果就越差。 

輻射狀中心焦點不是居於畫面中心的注意力分佈影響，實驗的結果可以看出，除

了輻射狀形式的延伸性明顯的圖樣能獲得較多的注意力分布外，其他形式的圖像在認

知上所產生的輻射狀構圖，並不能獲的提高注意力的校軌，推斷其原因可能是由於所

構成的輻射狀的圖像過於分散而影響注意力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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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相關研究比較 

本實驗在探討中心焦點位於畫面不同地方時的注意力分佈情形，許久以來在繪畫

藝術的創作上，一般的通則都會把重要的特質放在中央或接近中央的地方，而把不重

要的訊息放置周邊上。在 Arnheim(1974)的「結構地圖」中說明，圖像的中心位置具

有穩定的狀態呈現而能產生吸引力的效果。而 Solso(1994)指出眼睛在瀏覽圖像時，會

掃視畫面中許多形狀和顏色豐富的組合，不斷的在圖像中停留與移動，因此在畫面的

中央就會得到最大的流量。山田理英(1999)進一步的將「結構地圖」應用在廣告版面

的測試效果，在「結構地圖」中央的注目率為 58.4%，精讀率為 19.9%顯示出比其他

版面配置有較高的數值。 

視覺藝術最常被探索的地方是畫面中央部位，雖然其他的背景因素可能會將注意

焦點轉移到周邊，但 Kaufman和 Richard(1969)的研究就指出，在觀察畫面時還是會花

費比較多的時間在由畫面每個元素的感知重量所形成的視覺畫面重心上。而在實驗

中，中心焦點位於畫面中心亦即重心之位置而實驗的結果在此是一致的。但單就實驗

的圖形圖二的實驗數據顯示的結果也是傾向於 Kaufman 和 Richard 的圖像重心的詮釋

一致。 

Molnar(1981)針對繪畫作品與眼球運動的研究中提出，含有資訊豐富的圖像特質

會引起注意，以及我們傾向於加重對畫面中心的注意力。同時說明較複雜的圖像比不

複雜的圖像產生較短的眼睛定止，複雜的圖像包含太多的細節，需要我們對大量的視

覺元素給予注意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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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結果與應用 

實驗的結果顯示，輻射狀構圖的中心焦點置於畫面中時，比起沒有輻射狀構圖的

對照組比較有明顯的注意力分佈差異，也就是說當畫面中心有輻射狀圖像的中心焦點

時會獲得多的注意力；而在中心焦點不在畫面中央時如圖像形成的輻射狀效果不強

時，並不容易獲得預期的注意力分布。因此就本研究所探討的中心焦點而言，若要使

用輻射狀構圖形式來增加畫面的視覺吸引力效果建議如下：， 

當應用中心焦點在畫面中央的形式時，由於畫面本身的中央效應在注意力的效果

上有其優勢，因此輻射狀的圖像形式可以在設計上搭配表現主題有不同形式的表現，

在廣告訊息排列的方式可以依中心焦點延伸的方向依序的排列，可使訊息獲得不同注

目率之效果。 

輻射狀的圖像產生是由形狀特殊或是不一致的圖像所形成時，雖然在主觀上有輻

射狀型式的產生，但圖樣的基本形式很容易產生視覺注意的分散效果，因此在應用中

心焦點不置於畫面中心的構圖方式時，建議使用誘導性的連續圖樣，尤其是長而後退

的線條形式，最容易將視線引導進入中心焦點的區域內，而達到較佳的視覺效果。 

在多媒體時代，視覺影像被視為廣告的得重心，影像的功能在於傳遞訊息達到告

知的目的，但由於展示載體所呈現的訊息效果有極大的差異，運用輻射狀構圖形式應

呈現在視覺面積較大的媒體如 DM或海報時，須注意大小差異，避免在設計上產生壓

迫感，造成視覺的不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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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後續研究與建議 

由於本研究所探討的輻射狀構圖與注意力分佈的關係，在研究的過程中，涉及較

多圖像中的視覺生理及心理的領域，在實驗中僅能以現有的輻射狀廣告圖樣，針對少

數受測者進行實驗，研究中所衍生其其他相關的議題，在此列出以提供未來的研究者

在研究相關領域上的建議。 

 

 1. 受試者樣本的選擇 

在 Nodine(1931)的研究中指出，受過藝術設計訓練和為受過藝術設計訓練的受測

者之間的眼睛運動有些差異，在未受過美術設計訓練者，會花費較多的時間在多樣性

的探索上，比較少時間在特定性探索，本研究只完成了六位受試者的資料蒐集，而且

均受過視覺設計教育的訓練，因此建議再類似的實驗中，應對受試者的背景條件作適

當的條件限制或加以分組實驗，作為進一步探討的方向。 

 

2. 不同線條形式的輻射狀分析 

在基本的輻射狀形式中，線條粗細與連續得間隔的作用所產生的視覺效果差異，

以及當輻射狀線條密度的排列所產生的方向性，這些圖像所產生效應是否對於焦點中

心的注意分佈有強烈的分散性效果，仍待更進一步的實驗加以驗證。 

  

3. 中心焦點有圖像時的注意力分佈 

在本研究的實驗中，所實驗的圖像均是單純的輻射狀構圖型態，但在實際的設計

應用層面中，設計者往往會將所要表達的圖像訊息置於中心焦點上，這樣的擺置是否

會影響輻射狀的連續效果；要更進一步的探討注意力分佈影響，可以在輻射狀圖像的

中心焦點中置入簡單的中性顏色幾何圖形，再進行實驗，或許可以得到更接近實際設

計上使用效果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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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探討其他影響的因素 

個體差異是影響反應時間的一個很大因素，因受限於人力、財力及時間上的因

素，本研究僅針 6 位受試者進行實驗，每位受試者均分別接受，10 張圖像中，每個

輻射狀構圖中的 3 個測試點中分別比較，判斷目標與出現刺激相同與不相同的各 30

次比較嘗試，在實驗的過程中受試者的注意力的表現很容易產生前後前後數據不一致

的效果。另外對於媒體的呈現上在視野範圍較大時，如使用大螢幕模擬 DM或海報的

效果呈現時，注意力的分佈效果改變也是可以進一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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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實驗個別圖形數據 

 
     測試圖形(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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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圖形(圖二) 

     測試圖形(圖三) 

     測試圖形(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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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圖形(圖五) 

 

     測試圖形(圖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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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圖形(圖七) 

 

     測試圖形(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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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圖形(圖九) 

 

     測試圖形(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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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實驗圖形(一) 

 
圖 5-1-2實驗圖形(二) 

 
圖 5-1-3實驗圖形(三) 

 
圖 5-1-4實驗圖形(四) 

圖 5-1-5實驗圖形(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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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測試圖形(圖六) 

圖 5-1-7 測試圖形(圖七) 

 
圖 5-1-8 測試圖形(圖八) 

 
圖 5-1-9 測試圖形(圖九) 

圖 5-1-10 測試圖形(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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