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華   大   學  

創意產品設計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 文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Design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Nanhua University 

 

 

仕女包彩繪造型意象之研究 

The Study of Graphic Image Drawing for Lady’s Bags 

 

 

 

 

 

研 究 生：蔡佳玲 

Graduate Student: Chia-Ling Tsai 

指導教授：陳木杉  
Advisor: Mu-Shan Chen 

 

 

 

 

 

 

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 



 
 
 
 
 
 
 
 
 
 
 
 

 



 
 
 
 
 
 
 
 
 
 
 
 

 

   

誌謝 

   時間飛快，轉眼間就學多年的我即將從南華大學創意產品設計所畢業，回想自己

剛唸研究所時，好像才不久前的事呀!記得申請就讀研究所之前，花了相當多的心力

準備審查資料，由於這是我的第二個碩士學位--不同於以往的大學外文專業教學領

域，南華創意產品設計所對於我而言是一個全新的學習領域，而在十分忙碌的教學生

涯中，以一般碩士生的身份重回校園，這讓我有種重新歸零，重獲新生重新得力的感

覺。回想研究所新生開學的第一堂上課，是郭春在老師的論文研究課，一進教室，老

師看了一下小遲到的我，說道:"這位同學，妳又是在哪一家廣告公司任職?"哈!原來

我班上同學們不乏廣告與設計界的菁英，這對從事多年英文教學的我，真的令我對同

學們的才華深感崇拜呀!可想而知我們設計所裡老師們師資陣容之強大與臥虎藏龍

了!  

   求學過程中，林振陽老師教導了我們豐富的設計概念，老師常鼓勵我們要多逛街，

多關心時尚流行，尤其是好的產品設計要多加留意，他鼓勵我們要針對同一產品下功

夫研究。林振成老師提醒我們設計上的安全考量，他常提醒我們作為一位設計師，安

全的設計才是最好的設計。導師林明泉老師負責盡職地關心我們每一位同學的論文進

度，真的很感謝老師如此用心地關心我們能否順利完成論文。郭春在老師在我求學過

程中，指導我很多統計學上的概念,更懷念郭老師時常請我們全班喝飲料與咖啡，真

的非常感恩! 

   在最後一學期專心完成論文階段，我的指導教授陳木杉教授，給予我很多論文流

程與進行的寶貴的意見，我的口試委員陳文生教授、李安勝教授在論文修正上，給予

我很多寶貴的指導，使我的論文能愈臻完美，非常感謝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們對我論

文的建議與幫忙。感謝系助理子棋溫暖地提醒諸多事項並給予我許多的協助，真的非

常謝謝她! 

   能夠在百忙的教書工作中，遠離塵囂地置身在這桃花源般美麗的校園就讀，並且

與可愛可親的同學們與尊敬的師長們一起研究設計，這讓我的人生有了不同於以往的

美麗看見。在南華的時光，除了遇見良師們的教導之外，我的同窗好友班長歐欣宜，

她總是如此熱心地幫助忙碌中的我，在此特別感謝她，還有我的同學好友吳昀芸，我

們時常一起分享課業上的問題與彼此教書工作的心情點滴，這樣子溫馨的情誼互動，

讓我更加期待與熱愛上學。 

   要感謝的人很多，我吳鳳科大的學生劉玉雯(布布)，她幫助我論文初期資料的打

字與資料整理，特別要感謝我的學生蔣百宏(帥哥)，他細心地幫助整理論文編排與累

人的校對工作，在此對於學生們的貼心協助深覺感動呀!此外:我要再次感謝郭春在老



 
 
 
 
 
 
 
 
 
 
 
 

 

   

師，感謝老師在他南華大學退休之際還關心我的論文是否完成，並給予我統計分析方

面的大力幫助，真的很感謝老師的關心與幫助!深深感謝! 

  我要感謝我人生中的插曲~協助吳鳳科大美容美髮造型系的創立，它讓我下定決心

前來南華創意產品設計所攻讀設計學位，所以我也要謝謝我自己的勇敢。在此；更要

大大地感謝我的主，阿爸天父，因為祂垂聽我的禱告並且給予我信心的勇氣，感謝主!

最後，我要珍而重之地將這本論文送給我在天堂的媽媽，感恩媽媽用她的生命給予我

永不止息的疼愛與關懷。 

   研究所期間的點點滴滴，都將成為我未來人生中美好的回憶，期許自己帶著所有

的溫暖幫助並鼓勵身邊的人們，感謝我親愛的每一位南華師長同學們，感謝大家不斷

地幫助學子們而令其遇見更美好的自己，祝福大家並深深感謝! 

 

 

 

 

 

 

 

 

 

 

 

 

蔡佳玲 謹誌於 

南華大學創意產品設計所 

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 



 
 
 
 
 
 
 
 
 
 
 
 

 

I 

 

中文摘要 

論文題目:仕女包彩繪造型意象之研究 

研究生: 蔡佳玲                             指導老師: 陳木杉 

本論文旨在探討仕女彩繪對仕女包之造形元素與流行意象的影響。因

此，彩繪藝術的造形元素與流行意象，倘若能結合成為一種創作，那麼

美的仕女包也可以是一種設計，更是一種多數人喜歡的流行設計。  

本研究以仕女包之仕女彩繪為研究對象，以仕女彩繪的造形為研究主

軸，排除色彩等影響因素，此外;蒐集相關形容詞語彙進行問卷調查，並

將 40 餘個仕女繪造形分類為 6 組，來探討受測者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差

異情形，以問卷方式進行。部份採生活形態 AIO 量表題目，一部份採語

意差異法設計仕女彩繪造形意象問卷。 

   經進行項目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得知仕女彩繪

造形樣本 7、樣本 8、樣本 31、樣本 33、樣本 38、樣本 40，在不同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區、都有意象認知差異情形存在。而 AIO

題目進行因素分析、集群分析，將受測者分為活動的、興趣的、意見的、

三種族群，而後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不同族群對於仕女彩繪造

形在 6 個樣本中，都有意象認知差異的情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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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造形意象、仕女彩繪、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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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tle of Thesis: The Study of Graphic Image Drawing for Lady’s Bags 

 

Name of Students: Chia-Ling Tsai         Advisor: Mu-Shan Chen 

 

    The thesis was tried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lady’s graphic drawing upon 

form factor and fashion image of lady’s bags.  Thus, if both the form factor 

and fashion image of graphic drawing art could be united to be one kind of 

creation, then the pretty lady’s bags could not only become one kind of design 

but also a popular design welcome by most of people. 

As for the research object, lady’s graphic drawing of lady’s bags, treats 

the form of lady’s graphic drawing as the main focus, excluding the cause of 

color. Besides, gathering the relevant objective vocabulary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thesis also organizes more than 40 sets for the form of lady’s 

graphic drawing and divides them into 6 groups.  For discussing the 

investigators’ cognition difference upon the lady’s graphic drawing, the thesis 

adopts the way of questionnaire as well.  Accompanied with the Lifestyle 

State AIO topics, the thesis also involves the semantic differences toward the 

shape images of the lady’s graphic drawings questionnaire, analyzed by the 

project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s, T verification and single factor 

variation number analysis.   

After all the analysis above, the results for the lady’s graphic drawing 

respectively for sample 7, sample 8, sample 31, sample 33 sample 38 and 

sample 40 in different gender, age, education degree, career and living are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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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 the situation of image cognitive difference.  The thesis also adopts the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under AIO topic tests.  Then, there are 

three groups established, they are named after activity group, interest group 

and opinion group.  After that, the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s that different groups do have the different image cognition 

upon the 6 samples of lady’s graphic drawing as well. 

Keywords:  form image、lady’s graphic drawing、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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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伴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相對的

提升，因為整個產品設計及生產技術的日益新穎，使得群眾因著多元的

社會認知與生活形態的不同，所追求的事物及品味喜好也不盡相同，此

現象反映在產品上，不再如同以往僅止於功能，因為伴著多元的見解與

品味，更進一步藉由設計的不同意象來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 

以往產品給予人的感覺是以功能為主，但隨著時代多元化與科技的

進步，因為產品可選擇的多元性，而就著重第一印象而言，除卻功能之

外的外觀造形與美感，觀賞者或使用者對於任何一件產品的外形所呈現

的原義是產品給消費者最直接也是最立即的感受。因此產品造形的視覺

感受是產品與使用者最初的第一接觸。意象予人感覺會依據不同的時代

背景、文化、價值觀等之因素改變而有所改變，此外；意象也呈現出對

於當代環境的價值觀與偏好，所以意象對於產品外觀與造形喜好度具有

一定的影響力(張宏睿，2008) 

一般消費者都想擁有各種不同的體驗，但這些慾望不是沒得到滿足，

就是尚未被消費者意識到。若產品能呼應消費者的情緒及夢想，相信會

比其他產品更具吸引力。有效結合基本需求及情感可提高銷售量，還能



 
 
 
 
 
 
 
 
 
 
 
 

 

2 

滿足消費者的夢想，進而維持品牌的忠誠度及誠信。對於生活精品與實

用商品來說，為產品注入喜悅及信賴元素更是務實創新的關鍵。 

根據莊耀嘉在「馬斯洛－人本心理學之父」之中所提及心理學家馬

斯洛 Abraham Maslow 所主張的論述，凡人類行為皆由七種動機所驅使，

他在人類的七種基本需求之中說明［人類動力需求五層次］，每當較低層

次的需求獲得滿足時，較高一層的需求機能才得以產生(莊耀嘉，1997)。

若低層需求被剝奪得太厲害，相對的則較高層次的需求則無法被意識，

而五種需求如下: 

1、 生理的需求 Physiological need 

2、 安全的需求 Safety need 

3、 歸屬和愛的需求 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 

4、 自尊需求 Esteem need 

5、 自我實現需求 Self-actualization need 

(呂明，陳紅雯，1992) 

 依據這樣的論點，可得知當生活水平不斷地提升，低層次需求漸漸被

滿足進而實現之時，那麼人們便會不斷地實踐美的高層需求並朝向更高

階的目標前進，而仕女彩繪包產品在多元化社會的今天，相信除了著重

原來功能的實用性之外，更增加了美觀及夢想追求的需求。 



 
 
 
 
 
 
 
 
 
 
 
 

 

3 

人類文明與社會水準的提升過程中，皮包的發展逐漸地從絲布，珠

玉、縫製皮革、皮毛材質，及現代化科技皮革，因為不同的文化、環境

的改變，進入到實用、美觀，轉而用來表示身分地位，個人形象，自我

品味等不同階段、年齡、身分表徵的演繹，從實用、功能性到方便使用，

進而尋求藉由仕女彩繪中尋求美感，以突顯自身的個性與品味，繼而從

追求美的過程中，獲得階級差異中的滿足及流行與創意的價值觀感。 

陳弘美提及，年輕時沒有足夠的知識和感性，不懂得花錢花得有意

義。「依賴名牌」的深層心理是:「沒有自信，又想別於他人。」就以名

牌來提高自己。成長了，擁有知性、感性，就愈懂得如何花錢在內在、

無形上。不過人生繞遠路並不白費，這只是一個成長的過程。真正有智

慧的優雅女性識貨、品味好，講究「質」不須「名」。 擁有氣質、知性

和風格，自身就是個獨一無二的品牌(陳弘美，2009)。 

而擁有氣質、知性和風格，那種憧憬是屬於個人的，人們有共同的

憧憬，一樣的夢想；渴望冒險、獨立自主、安全、感官享受、自信及權

利。為了滿足人們的冒險需求，產品必須提供刺激及探索體驗，若要傳

達自信的感覺，產品必須提供解放的自由。至於安全，產品就要提供安

全感及穩定性。在感官刺激方面，產品就要提供奢華體驗。若是論及自

信，產品就必須協助使用者自我肯定，提高使用產品的動力，若是要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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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力，產品就要提高影響力及控制能力。 

如何將夢想轉化為產品？那些產品元素會引起使用者的憧憬？消費

者希望透過產品來強化，並實現生活風格，而不只是享有功能或時尚的

外觀。一旦產品滿足了消費者的夢想，就等於超越現狀，實現了夢想中

的生活方式。 

有了這一層認知之後，相信不但有助於製作技術提升，使得產品(皮

包)出現了多樣的造形、款式，更相對地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慾望，且可滿

足消費者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更進一步地轉為對美的需求，並達到對

於自我的實現。 

1.2 研究目的 

由於網際網路的發達，國與國、人與人之間交流的距離已縮短為按

下電腦鍵盤的瞬間。相對的，流行與時尚，似乎不再如同既往那般的影

響緩慢，早期當西方歐美之時尚流行影響東方時，正當東方時尚受其影

響而開始流行之際，然而，西方歐美國家早已又種下了另種形式新的時

尚符號與流行。 

儘管文化各有不同，但藝術的美與好相信是共通的語言，而仕女彩

繪包的造形意象旨在皮包外形加入仕女彩繪圖案，相信對於觀者或使用

者而言，因基於美的共通性，儘管來自不同文化與生長背景，相信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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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體悟得以找到相同的語言，更因為目前少有學者對於仕女彩繪包造

形意象做過有系統之整理與分析，故期盼此研究能整合及從中探討，並

比較各種仕女彩繪形態給人之不同觀感，在學術上希望可以供後續學者

參考之依據，並達到對於流行時尚設計產業之貢獻，而在設計上的應用

則可縮短了解仕女彩繪包形態意象的學習，更進一步期盼做為日後設計

仕女彩繪包創作之參考依據，進而提升國內的皮包設計與創意產業的水

平。 

依據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將針對仕女彩繪造形意象進行

研究調查，除了有理論文獻上的資料蒐集外，亦藉由問卷調查後的結果，

分析歸納出較具系統性的資料，若能將此答案找出，相信將來更有助於

設計者從事仕女彩繪樣式設計時，可以依據消費者的需求及流行時尚風

潮，創作出更貼近消費者內心意象的商品，並能於競爭者之間做有效之

區隔，此外；對於有意從事此創意設計的業者而言，亦可提高此設計在

市場上與眾不同的優勢。本研究將以造形的觀點，剖析仕女彩繪的形態

意象，並對於彩繪外觀輪廓給人之意象感覺，造形間之影響程度及關聯

性進行分析。因此，本論文研究目的歸納如下: 

1. 透過語意差異法將受測者之語彙感受度予以量化，進而得到不

同仕女彩繪造形語彙意象，並歸納各造形之共同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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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利於設計者於特別文化:如日本、美式、中國等文化差異，

可推出符合消費者需求之商品，因此將進行形態意象之認知差

異度分析，以利於市場行銷。 

3. 以萃取因素的方式，找出語彙間之共通性，以利於建立不同仕

女彩繪形態之造形意象。 

4. 將透過形態分析，對造形元素做一研究，可得知彩繪形態要素

且利於仕女彩繪包設計之多樣性。 

5. 探討彩繪造形元素與意象間之對應關係，並分析出各語彙下影

響最強之要素，並創作出造形設計原則。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對象的選定上，為避免因產品機能、用途使用方式等

非造形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故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仕女彩繪之正

面形態」為研究對象，因而範圍與限制歸納如下： 

1.3.1 研究範圍 

1. 以目前行銷於市面上一般女性所使用之仕女彩繪包為研究對象。 

2. 為求客觀之問卷結果，實驗樣本之平面圖像，以仕女彩繪之圖像為

主，不搭配包包外形，以避免受測者在視覺上產生干擾。 

3. 本研究僅針對仕女彩繪主體正面之外觀形態進行分析，不另外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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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面或背面之意象，且受測者對其商品的偏好及意象感覺，是以受

測者的直覺意象為判定基準。 

4. 本研究之意象調查問卷之受測者，將以等同於大學年齡之 18 歲以

上之男女為受測對象。 

1.3.2 研究限制 

基本上，造形具備三大要素，即形態、色彩及材質，完整的造形研

究，理論上應全盤考量此三大要素，然而本研究之造形模式較偏重於形

態的衍生，但因礙於研究時間有限及色彩與皮包款式與材質是屬於設計

的另一個階段，因此，本研究僅將針對彩繪圖像形的變化加以探索，而

研究之限制則歸納為下列幾點： 

1. 為求仕女彩繪包之產品圖像的一致性與統一性，圖像之色彩呈

現均以黑白灰階表示。 

2. 一般市面專櫃上販售之仕女彩繪包含有強調機能特性、品牌知

名度，為避免因商品機能、材質或色彩應用等其他因素，對研

究結果有所影響，所以，上述因素皆不列入本研究範圍。 

3. 仕女彩繪包品牌及款式眾多，無法以彩繪包實物作為實驗評估

對象，而實驗樣本為仕女彩繪包商品之等比縮放平面圖像，柯

連田(2001)曾提及實際產品與影像圖片對於使用者的意象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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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明顯的差異，故本研究將運用圖像供受測者進行感覺意象

之評估。 

1.4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分為六個章節，主要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一般

大眾對仕女彩繪形態的意象認知，並以量化為基礎，藉由線性的統計分

析方式，透過數值的表示方法，以作為描述形態的變數，進行分析與探

討，本研究之架構與流程分述如下: 

1.4.1 研究架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節主要針對研究主題之背景與動機，其中包含仕女彩繪包之發

展背景，人類之需求及符合消費者需求之商品等研究做-陳述。並在研究

目的、範圍與限制、架構及流程部分進行界定與說明，以期契合本研究

的方向和目標。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針對皮包的機能性之不同，造形、理論，意象理論，及生活形態等

相關論述進行分析，以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經過相關文獻分析後提出理論架構，使整個研究具完整性，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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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統計方法，步驟及流程圖等相關細節之實施

方式。 

第四章 實驗調查規劃 

定義各部分之實驗對象、實行步驟使用之工具等相關細節說明，使

實驗規劃更加具體而詳盡，本研究分成幾個階段加以詳述： 

步驟1. 對仕女彩繪包之彩繪樣本做蒐集，並以意象特徵進行萃取， 

   以確立實驗樣本之選定。 

步驟2. 蒐集彙整感受性語彙並建立感性資料庫，並對數值化的轉換 

    方式加以說明，分別將整理過後的感性語彙進行縮減，並確 

    立實驗用語彙。 

步驟3. 實驗問卷設計部分，則整合第一、二部分所得之仕女彩繪樣 

   本及感性語彙以擬定基本資料及主要實驗之問卷。 

第五章 實驗結果與統計分析 

將調查所得到之數據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得到量化資料並分別說明實

驗部分的結果，並依據所取出數字加以分析比較。同時歸納出感性意象

與造形要素間之對應關係。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提出研究之發現，並總結研究所獲得的成果與研究之缺失，可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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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者們作為其後續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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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流程圖

 

 

 

第一章 

緒論 

•研究主題與方向確立 
研究背景、動機、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架構與流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與資料蒐集 
仕女彩繪包之多種機能造形理論、意象理論、生活形態相關理論。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及工具說明 
語意差異法、形態分析法、因素分析、變異數分析、數量化一類 

第四章 
實驗調查結

果 

•基礎研究與規劃 
仕女彩繪包之彩繪樣本選定，感性語彙選取，實驗問卷設計。 

第五章 
實驗結果與
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分析 
仕女彩繪包之彩繪形態意象與感性語彙所屬分析、族群於仕女彩繪
意象認知差異分析、感性意象與造形關聯性分析。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研究缺失及侷限、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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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造形與形之差異 

德國實驗美學家費西諾 G.T.Fechuer 認為造形是為了給予視者舒適

的美感，必須具有多樣的統一性(Lewalski,1998)。而漢寶德在”談美感”

一書中曾提到，在文明社會中到處都需要美，因此在生活面上展開，美

是無處不存在的，舉凡生活中所需的器物、自餐具、寢具、文房用具，

樣樣都可以是美感的載具。而廣義的美指的是垂直面，文學與繪畫的展

現，其重點在於情義，其實一切藝術多少都向情意方面伸展，而每一種

生活中美感的載具，雖都以功能的滿足為目的，但都有向上發展為情意

表現的可能。而情意的展現，就讀者或觀者的反應而言就是感動，受感

動的人除了對生命有所體會之外，也會感受到一種近似美感的舒暢，如

果以生活的美感為基礎，他會放射出生命的光輝(漢寶德，2007)。因此，

每一種形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它是經由生活經驗所形成的，而形成的

原理都是呼應某種條件和功能而設計的。造形的目的既然是在滿足人對

產品使用方便及效率性的「實用機能」與感官、情緒心理美化的「審美

機能」，因此在進行造形活動時就必須分析造形中，兩者所各佔的比例，

如此才可以因為有目標的摸索，創作出有意義的造形。(林振陽，1993)。 

而就美感的教育而言，非從生活面做起不可；一旦在生活面有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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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素養，在精神面上，就有向上垂直發展的動機，一如對於文學與藝

術的思想內涵亦可以有真誠的掌握，例如古代詩人王維是身處森林才有

「明月來相照」的名句，其意境的高度是由美感的親身體驗中得到的，

豈是無病呻吟的文人所可以理解的。(漢寶德，2007) 

造形與形態不同，形態只是造形中的一個細項，形態還包括幾何形

態與有機形態，而它若要構成造形還必須加上「基本要素」及「補充要

素」；一件美觀功能性、操作完美的產品，之所以產生美感並為使用者接

納，必定是根據一定的造形要素與秩序法則而完成。然而為使產品形態

能達到美感的標準與要求，造形要素及美的法則須加以綜合，並配合形

態構成要件，使設計品達到人與環境諧和的境界(林振陽，1985)。 

形式美是可以演算的，不管是藝術家在建築的正面上，或繪畫的構

圖上，或人體與面孔的描繪上，都顯示比例與幾何的重要性。也就是認

識了美與秩序之間的關係。(漢寶德，2007) 。 直到現代建築時代，大

建築家柯比意(Le Corbusier)先生還使用黃金比例及人體美推演出一套

合乎美感的比例系統，稱為黃金尺(漢寶德，2004)。 

另一個形式美的來源是直接訴諸自然，由於科學是研究自然，自其

中發現真理的學問，我們直接觀察自然物或自然現象，就符合科學精神。

可是在生活中，我們觀察自然物大多是為欣賞其美感，當人們因而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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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進一步去追問來源時，竟發現了到處都有秩序存在的驚奇。 

例如，我們欣賞花朵的美，發現他們大多是簡單的幾何形，而且是

從圓形發展出來的。生命多奇妙！它們從一個中心呈輻射長出各式各樣

的花瓣。梅花的花形可能是最典形的，一切花朵都是自此變化而來。然

後是對稱形，我們所喜歡的蘭花是自對稱的秩序中發展出來的，甚至樹

葉長在樹枝上，都依一定的幾何次序排列著，才使我們不知不覺中感受

到它的美 (漢寶德，2007) 。 

2.2. 造形的定義 

造形的觀念源自於 1919年德國成立的 Bauhous造形學院，故「造形」

一詞在英文裡並無合適的原文。(呂清夫，1984)。「造形」一詞裡包含了

兩個意義，一個是動詞的「造」，一個是名詞的「形」，就是造一個完整

的形，而經由人為的抑制或自然法則來完成一個完整的形，也稱為「造

形」(林振陽，1993)。 此外；造形一字既是源於德國 Gestatung，意義

就是完形，也就是完全形態的意思。自我意識的表達也為造形，成形的

過程透過外界各種相關資訊的輸入，將具象或是抽象的記號或符號，運

用各種可解決的方式，予以合理的系統化組合，而最終產生形或形狀。

造形為物體表達的訊息，除了視覺上的形象之外，內在可以帶動觀察者

情緒的起伏，即為一種感覺的傳遞(練紀旺，2003)。造形可分為廣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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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兩種，在廣義上的詮釋，乃透過人類的視覺器官，由外界所接受到

的訊息或是景況轉成有意義的形；而狹義的造形是指，經由人類心中的

意念或外界的自然法則，透過媒介完成一個形的過程。造形就是利用各

種成形的方法，表現物的存在意義之行為，而且讓人們記住各式「以表

現意義之形態的存在」(林崇宏，1995)。立體之形 Form是由面之移動所

造成的，平面之形 shape 是由線之移動造成的(大智浩，1968)。造形在

人類的感知又可分為心理和生理兩種現象，在心理上對造形的反應是靠

過去的經驗，在生理上的反應，則是透過視覺的過程，將造形的現象完

全的表達出來(林崇宏，1998) 

漢寶德(2007)認為形式的美感是最基本的，形式之外在應用藝術上，

為功能之美，在文學與藝術上則為風情之美。但在形式之外的美感，嚴

格說來並非美感。例如，把花朵以不同的方式安排在瓶子裡，或畫幅上，

是形式之美，但同樣可以感動人，這種感動是直接對感官產生影響，我

們稱之為感覺，是英文中的 Feeling。 它的感動力來自人生的經驗，比

如一張畫中畫了一朵大牡丹，就給我們堂皇富麗的感覺，畫了一些枯枝

上一朵梅花，就給我們孤寂清高的感覺。正因形式可以喚起我們的經驗，

抽象藝術才能盛行。在這裡形式與內容是不分的。有了美的形式，自然

就有某種感覺，而感覺就是內容。我們要注意，美是一種感覺，不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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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因情而有所感，情並不是美，感才是美。你自己選一幅畫，如果是

為了美化生活，人生向正面看，要選一幅形式美，畫面感覺愉快，呈現

的形象又有歡樂氣氛的作品。這種畫是一般人所喜歡的，因此如果不在

形式與感覺上把關，很容易落入俗套。現代藝術止於美感，就應在形色

之美上考究。(漢寶德，2007)。 

而探討到美，就更需進一步去整理出它系統之理論即「美的形式原

則」，它不僅能使我們對美的評鑑有更多的依據，同時就造形創作方面，

亦能增加思索的方向。美的形式原則是不會因個人喜好厭惡，價值判斷

而影響其價值的。相信它的形成是經歷無數世代的美感經驗所累積出來

的，因此當設計者了解到美的形式原則，於是當他們從事創作之際，就

會因有美的形式原則這個重要的錨，因而使其創作之造形更美好，並進

一步給予觀賞者或使用者，欣賞或使用其創作之作品時更具有感覺。 

林振陽(1993)提及所謂造形美的形式，其原則包含了反覆、對稱、漸

層、律動、對比、平衡、調和重點及統一，共九個原則，其要點如下： 

1. 反覆：相同的形或色、音；在同一條件下繼續連續下去，使其

並列或出現兩次以上。 

2. 對稱：同均稱，即以點或為軸，在軸的左右或上下所排列的現

象完全相同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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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漸層：漸次變化的反覆形式，它含有等級漸變之意，是相似的

形態重複，及加上層層的逐次變化。 

4. 律動：其本質是與音樂相關的詞句。原理就在於不斷地重複著

相同或近似的元素。 

5. 對比：又稱對照；兩種事物並列，其中又有極大不同點，互異

互斥的反應要素。 

6. 平衡：穩定的性質，觀之使人產生穩定安全感，以無形軸為中

心，在軸的周圍使其在質與量上相等。 

7. 調和：處於單調之反覆與雜然之破調之間，是比較中性且兼具

兩極端之特徵。 

8. 重點：有強調之意味，在造形設計，重點原則是解決產品過於

呆板最佳方法之一。 

9. 統一：其原理及為綜合上述所提諸原理，目的在使各要素提高

連貫性，易讀性，抑制其他競爭要素。 

以上這些形式原則綜合之即成為統一性之原則，是美學上所稱的「多

樣性的統一」，它可消除呆板使之產生興趣；但若是多樣變化而無法限制

時，就會變得支離破碎，因此必需以統一加以統率使之有相互制衡的作

用。故統一性其重點即是在變化中現出單純，在複雜中保有統一(林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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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 

2.2.1 形態的定義 

漢寶德(2004)曾提到，美在西方的理論中主體是比例。音樂與視覺

藝術的審美基準也都立基於比例。其實每一種視覺藝術品，包括日常用

品的瓶瓶罐罐，以及較複雜的人像雕刻與繪畫，都需要合乎比例美的原

則。對古希臘人而言，他們討論的美學，覺得只是比例優美是不夠的，

應該另有客觀的因素，他們發現凡物都有一種功用，如果功用不合，那

麼其外表再美，也無法感受其美。因此，他們把合用視為一個重要條件，

稱之為適當或稱為合目的性，以概括一切情況(漢寶德，2004)。而生物

學家 C.Dehamark多年來的觀察，發現了自然界造形的法則，得知形態的

由來是因為功能的需求，例如：魚的身形是為了在水中游動時將阻力減

至最低(林崇宏，1998)。而漢寶德(2004)亦曾提及，一把椅子坐起來安

全舒適的，看上去就有美感，因此，對於物的功能有所理解，可以有助

於體會它的美感，舉個相反的例子來說明，如果您看到三條腿的椅子，

會不會感到美呢？由於只有三條腿，這只座椅是不安全的，因此即使它

合乎形式美的原則，一般人都會感到不安而忽略其美(漢寶德，2004)。  

因為形態與機能間共存著某種緊密的關聯性，正如同「造形隨機能」，

意指形態隨著其機能而改變，且形態必須合乎其目的(Rowland，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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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形與功能而言，「外形」(form)經常被當作包裝技術的外殼。在某些

情況下，科技和外形卻實密不可分，所以兩者是相關的。飛機的螺旋槳

或機翼就融合了外形與功能。用外形包裝功能的最佳範例是實現多個目

標的產品外殼。例如，CD 播放機的外殼，運用不同材質及顏色使外形更

符合消費者的生活品味。如果外形及功能的結合能滿足製造商及消費者

的所有期待，就算是完美的狀態(CraigM,Vogel,etal,2006)。 

造形的基本要素有三項，即形態要素、機能要素與審美要素 

(杜志偉，1989)，而造形的目的有四項，即審美性、實用性、經濟性及

創造性，因為人們必先滿足基本需求，進而追求高品質之生活，以提高

對於自我的肯定及滿足(葉亞欣，2004)。本文試圖藉由探討形態之意義，

期盼藉由不同形態的變化，得以更進一步明瞭不同族群所偏好與喜歡的

合目的形態與意象。 

2.2.2 皮包的形態與用途 

陳弘美 (2009)曾提及皮包要用對場合，皮包是女人在配飾上的一個

重點。皮包的大、小、有、無肩帶，布、皮質都各有適用的，不是昂貴

就是全能的。皮包的功能是以形狀大小和材質來決定的，基本的概念就

是要除去「貴的飾品，即是用在正式場合」錯誤觀念。正式宴會的皮包

應注意細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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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小：簡單來說，愈正式的宴會，拿得皮包越小。晚禮服越長，

皮包愈小。這時皮包的功用只是點綴，不是用來放置東西的。

皮包可以小到只夠放支口紅、粉餅和手帕即可。 

2. 顏色：「皮包和鞋子必須是一對，或是一樣顏色才正式」的觀

念已經淘汰了。皮包顏色可以與衣服、鞋子的顏色自由搭配，

沒有拘束。 

3. 材質：正式場合的皮包最要注意是大、小和材質。請注意昂貴

的鱷魚皮、蜥蜴皮、蟒蛇皮等爬蟲類的皮包，絕不用在正式晚

宴。原因是，這種材質給人「殘忍、剝皮、血腥」的感覺，不

適合柔和高貴的宴會氣氛。半正式的晚宴，穿著套裝，可以用

一般的牛、羊皮包。雞尾酒宴穿著半長禮服和最正式晚宴穿著

長晚禮服時，則不用皮製，要用絲布、珠玉、亮片等柔質小形

布包。 

而提到各形皮包的用途共包含三項，即手提包、肩背包與背包。而

手提包亦包括大形手提包、中形手提包與小形手提包。然而，肩背包則

包括大形肩背包、中形肩背包及小形肩背包。最後則是背包。以下是對

這三種形式皮包之描述(陳弘美，2009)。 

手提包的功用途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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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形手提包：從體積可以知道，它是著重於機能性，強韌又大

容量的包包。平常工作，開會用 A4 大的資料可以平放不用對

褶，小形筆記形電腦、厚重的書籍，都可塞得滿滿鼓鼓的，上

飛機時更方便，媽媽帶嬰兒出門時，裡面則可裝尿布、奶瓶。

昂貴的 Birkin(柏金包)用的愈「用力」讓它看起來更像身經

百戰才入流。因為 Birkin(柏金包)雖然貴，但是它是「奔波」

和「活動」時用的，不是秀氣、高雅的宴會用的，無論是不是

名牌，大形手提包即使裝飾有金鎖頭、鑲鑽鈕釦、仍只限用於

在「戰場上」幹活兒時用。 

2. 中形手提包：穿著裙裝和褲裝都合適攜帶中形手提包。現代女

性以褲裝居多，中形手提包於工作場合、宴會都可以上場。並

且手提包的高雅度可以緩和褲裝的陽剛度。 

肩背包的背帶掛在肩上會破壞全身衣裝的整體感覺，手提包則不會。工

作時，中形包款放不進資料，所以也別將資料放置其中。中形手提包的

目的不是奮鬥用的，其他資料類就另外拿個公事皮夾，看起來既有女人

味又專業。白天、晚上，從休閒到公差、晚宴都適用。日本皇太子妃雅

子，英國已故 黛安娜王妃也大多用此形的皮包。中形手提包高雅、穩重、

在歐洲，大約是女性過了三十五歲左右，有了相當的成熟度才開始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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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不必急著用這老乖乖(意指老成、穩重形)，還是多冒險作怪，多

嘗試選用繽紛大膽、較活潑的款式較合適。 

3. 小形手提包：這種類形皮包的用途很有限，像 Chanel 的小小

提包，裡面最多裝口紅、粉餅、手帕、幾張名片，用於宴會或

是晚上和情人吃飯時。這小小的皮包顯示「我今晚不用奔波」

的羅曼蒂克氣氛，由於純粹是裝飾用的，千萬別讓它裝得鼓鼓

的。 

肩背包：這大概是最普遍的皮包，讓雙手方便，是行動用的皮包。

由於是掛在肩上，所以它的大小會影響全身衣著的氛圍，而它的三種類

形詳述如下： 

1. 大形肩背包：這當然也是屬於「奔波」時用的皮包。年輕人帶

著走看起來非常的青春活潑。不過中年人用它除非是上等的材

質，否則看起來會邋遢。再怎麼王牌如 Hermes(愛瑪仕)等較

大形肩背帆布包，也只適用於休閒、穿牛仔褲和平底鞋時用。 

2. 中形肩背包：最普遍的皮包，大概每一位小女生，人生的第一

個皮包就是這一形。它的用途廣，唯獨正式場合最不適用此款

「行動派」的包款。 

3. 小形肩背包：因為它的功能也只是在於裝飾，絕不能裝得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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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沒有小形提包來的正式；至於可不可以在正式場合，要看材

質而定。像絲布、刺繡、鑲珠玉、亮片，既使廉價也適用於晚

宴。而繡著名牌 logo的皮包，不論是多貴，都不合適晚宴。(陳

弘美，2009) 

背包：背包在過去是登山的用具，現在已成為名牌裝飾了。它盛行

的時候，幾乎每一個名牌都生產小背包。背包讓雙手可以自由行動，又

使雙肩平衡，是很有機能性的袋子。但要注意，背包更是十足奮鬥形的，

因為年輕人健壯有朝氣，背起來覺得很輕快。 

而過了中年，除了是爬山休閒之外，在街上或在機場，背著背包的

打扮會給人「勞苦」的感覺。人上了年紀，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刻意

用年輕人的背包，反而會襯托得自己更蒼老。和珠寶一樣，身上的物品

和人像是主、從的關係。活潑帥氣的背包除了考慮功能之外，也要考慮

一下自己的年齡、體形和朝氣 (陳弘美，2009) 。 

名牌包的缺點在於，拿著它，就如同拿著標價走。和珠寶一樣，既

使買得起，也要考慮一下自己的年齡及場合是否對稱。比方在正式的宴

會上，有身分的夫人，拿著大學生拿的中低價位皮包，反而降低自己的

身份，不如帶個不知名，別人猜不出價錢的包包還不失身份。相反的，

一位二十歲剛出頭的小女生，帶著 Chanel 傳統的長方形金鍊帶的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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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令人懷疑是不是借用長輩們的皮包! 

年輕人的特權是禁得起冒險的。趁年紀尚輕，任意穿搭都沒有關係。

透過嘗試錯誤，多多磨練自己的感性品味和創意，不要依賴名牌。擁有

氣質、知性和風格，自身就是獨一無二的名牌!是你賦予皮包價值，不是

名牌賦予你價值 (陳弘美，2009) 。 

2.3 意象 

意象(Image)的形成，最初是外物對於感官的刺激作用而產生，意象

在字典中是指某事物的心理象徵，並不是直接的知覺，而是藉由印象或

想像；是一種心理的圖像或印象以及想法概念。通常會用看起來好像什

麼，來描述產品的外觀，意味著有相關的意象存在於我們的腦海中，意

象並非是恆久不變的，隨著社會文化，感覺經驗、價值判斷而改變，因

此感知的過程，個人的知識與經驗扮演重要的角色(談維漢，1963)。 

意象依刺激的管道不同因而有所差異，Mckellar(1972)進行意象結

合感官的調查，其中聽覺意象、視覺意象、觸覺意象、味覺意象，以及

嗅覺意象，其中以視覺意象比例最高，可見視覺意象影響力極大，使用

者透過感官接收，視覺接收聯想力最為明顯，腦中產生心靈活動存在一

些特徵的圖形，喚起腦中的已存在意念。意象是感覺經驗的心理表象，

以設計的活動來說「意」即是設計概念的運用，屬於產品的語言，「象」



 
 
 
 
 
 
 
 
 
 
 
 

 

25 

為產品呈現的具體風格。 

2.3.1 產品意象 

產品所欲傳達的語言，透過產品的色彩，線條、質感、結構等造形

現象以及文化所賦予的意義，傳達人心裡的認同，所以產品與使用者之

間的關係與傳統文化的背景，時代審美標準及日常習俗所形成的習慣及

想法相當密切，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於相同的產品會產生認同上

的差異。其中，認同意指產品在生活上的合適性與普遍性。使用者透過

感官所產生對於產品形態的直覺聯想亦為產品意象(游萬來，1997)。 

產品所傳達的訊息是以人的需求角度來思考的(高清漢，1997)，產

品的外在造形傳達的訊息並非單純的視覺感受與美感認知，其中包含了

價值判斷、操作功能、文化因素等內容，訊息的內容在人們心裡形成感

覺，與視覺及感覺經驗比對後，對產品產生辨識、感知的機能，藉由此

能更進一步了解產品，(馬永川，1998)。產品意象即由產品本身表現的

形狀、材質等，使用者接收訊息因而產生感知反映後，產生了對於產品

造形的意象。 

2.4 生活形態理論 

杜瑞澤(2004)提到生活形態依字面上可解釋如下：「生活」泛指一切

飲食起居動作而言，「態度」在《社會心理學》(李茂興，余伯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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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說：「只對於一切事物、觀念或任何一個人的態度，在認知、感情或行

為這三項成分上對於該人、事、物或觀念的一種持久取向，影響個人對

其行為選擇的內心心理狀態。」而態度牽涉到行為傾向。態度的行為成

分並非總是和感情及認知成分一致的。外顯行為可以控制態度的認知及

評估成分，人們可能因某種行為方式，因而他的態度也落在同一方向上。 

「生活形態」基本概念與理論，最早是在 1927 年由心理學家 Adler

所提出，他認為生活形態是指個人為其本身所建構的目標及用來實現這

些目標的方式，亦即生活形態是人們在一個中心目標下建構的方式

(Hall&Lindsey，1957)。此後有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來探討生活形態，

這些不同的取向為生活形態研究奠定了豐富的理論基礎。 

Lazer(1963)則定義生活形態為:「某一群體在生活上所具有的特徵，

此特徵足以顯示並解釋該群體與其他群體的差異。所以生活形態是文化、

價值觀、資源、法律等力量所造成的結果。」Lazer認為，生活形態是一

系統的概念，它代表著某一社會或其中某一群體生活中所具有的特徵，

這些特徵足以顯示出此一社會或群體的不同，而具體的表現於動態的生

活模式中進而衍生出與他人不同的生活形態。 

Plummer(1974)認為：「生活形態是消費者的價值觀、意見、活動、

興趣的綜合表現。而生活形態的重要性正如 Plummer所說：「生活形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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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基本前提在於，你愈瞭解顧客，則愈能和顧客做有效的溝通，如此

則賣給他們的東西的機會愈大。」因此，如何對消費者的價值觀、態度、

意見、活動、興趣等，在生活上各方面行為作個完整的描述，就成為生

活形態研究的主要課題。 

2.4.1 生活形態衡量構面 

Wind & Green(1974)將個人生活形態的描述和衡量方法分成五種不

同衡量基準： 

1. 衡量一個人所消費的產品及服務：當消費者購買一項商品或服務時，

其消費行為及使用產品所傳達的產品語意，代表著不同模式的生活

形態。所以，設計師的產品設計可以藉由消費者的活動與行為及產

品使用的經驗，來推測消費者的產品真正需求。 

2. 衡量一個人的活動(activity)，興趣(interest)及意見(opinion)：

針對活動的主動或被動性，興趣產生的過程和目的，以及態度的情

感認知和意見，也就是 A.I.O變數 

3. 衡量消費者的價值觀系統：當消費者的價值觀念及期望與需求不同

時，消費者的行動將產生不同的消費行為，同時影響著生活的形

態。 

4. 衡量消費者的人格特質及自我概念：當消費者的人格特質或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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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不同時，其行為模式的表達亦有所不同。 

5. 衡量一個人對於不同產品與品牌的態度及其所追求的利益：對於個

人在各類產品的態度及看法，是可以藉由消費者的消費活動情形或

使用產品時的方式與心態表現出來(杜瑞澤，2004) 

而李治賢(2012)提及，在衡量生活形態的方法中，以 AIO變數表使

用最為普遍，以 Plummer所編製的量表使用人數最多，將生活形態分為：

活動、興趣、意見及人口統計變數四大構面，共 36層面，整理如表 2-1

之 AIO量表。 應用生活形態的方式切入觀察，除了可區分使用者購買產

品的動機外，還可以了解使用者不同的需求與生活態度以及價值觀。 

表 2-1 生活形態構面表 

活動 興趣 意見 人口統計變數 

工作 家庭 自我 年齡 

嗜好 工作 社會 教育 

社交 社區 政治 所得 

假設 消遣 商業 職業 

娛樂 時尚 經濟 家庭人數 

社團 家事 教育 住所 

社區 食物 產品 地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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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 媒體 未來 城市大小 

運動 成就 文化 家庭生命週期 

  李治賢(2012)整理 

在這四個構面中，「AIO」是最為普遍之衡量變數，Engel等人(1978)

就認為「AIO」可以定義為： 

1. 活動(Activities)：是一項具體的行動，如：媒體的觀賞、逛

街購物…等，雖然這些行動都是平常易見的，但是構成這些行

動的原因卻很少能直接衡量。 

2. 興趣(Interest)：是對某事、物或主題感到興奮的程度，而且

持續並特別注意它。 

3. 意見(Opinion)：是個人於對一個刺激情況，在口頭上或書面

上的反應，是一個人對事情的解釋，期望和評估 (杜瑞澤，

2004) 。 

2.4.2 生活形態族群形成 

杜瑞澤(2004)提到將生活形態應用於產品設計策略中，「族群」的界

定與區隔是一項重要的關鍵。每個人都生活於不同環境、條件下，若是

生存環境相似者，則所養成的個性就會比較接近，同時會有類似的行為

反應，這稱之為「族群」的形成。觀察你身邊週遭所聚集的人，便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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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自己所處的族群與環境之關係。一般在複雜的環境因素下，最常用

來作為族群區隔的條件項目有(Mahon等人，2003)： 

1. 年齡：每一個年代的社會、經濟等條件都不相同，而生長在同

一年代的人們，自然會形成獨特的相似個性傾向。 

2. 性別：通常是造成生理、心理和社會角色的差別，雖然這是個

講求男女平等的時代，但兩性之間還是會有先天上的差異。 

3. 地理性：因生存所在地之環境不同而產生差異。例如：國籍、

城鄉、熱帶地區與寒帶地區的生活飲食、消費習慣都不相同。 

4. 經濟能力：因經濟情況的差異，所能消費的量與質也就跟著受

影響，造成生活品質的差異。 

5. 種族性：因各種族的文化觀念與傳統有所差異，而形成不同的

差異，例如：東方人與西方人的不同。 

6. 教育程度：因個人的教育程度不同而形成的差異，相對的認知

觀念也會有所差異。 

7. 職業區別：因職業的不同所形成的生活習慣差異。例如老師跟

商人的生活作息、消費習慣就會有所差距。 

8. 興趣嗜好：因興趣嗜好不同，會購買的東西也就不一樣，也會

形成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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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個人性格：每個人都也有自己的性格，因個人性格之不同所形

成的差異。 

10. 其他具有共通性的因素：每個人都有個人不同的背景、機遇、

成長背景…等因素，故又可分成許多不同的次級族群。(杜瑞

澤，2004) 

 

杜瑞澤(2004)探討族群的生活形態，可針對不同族群需求，進行產

品的設計策略以及市場定位，不同族群會出現不同的生活形態，同時不

同族群間也會出現不同的特性，因此不同族群會對產品有不同的需求？

而族群形成要如何判斷區分呢？其實倘若是單靠設計師的主觀判斷是不

完整且風險的，就如同一句俗話說：「你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

(林資敏，1999)。所以設計師或產品分析師應當放下身段，放棄舊有概

念，讓自己融入消費者的生活，進而去體驗族群的特性，透過傾聽消費

者的聲音，不論消費者的年齡大小，當你洞悉到消費者生活上的需要就

會有好的設計產生，因此以說最好的設計師就是消費者的代言人。 

從生活形態族群形成的探討可知，生活形態族群的形成造就了不同

生活樣式與消費需求，當在進行產品的設計策略以及市場屬性的定位時，

不同的族群屬性差異就會出現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會出現不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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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與習性，因此不同生活形態族群會對生活所需求產品有不同的使用需

求和期望，這也是生活形態族群形成對消費產品所帶來的利益與價值。 

2.4.3 生活形態族群剖析 

杜瑞澤(2004)曾提及由於現在市場的競爭日漸激烈，以及產品與品

牌的同質化現象趨於普遍，因此如今單靠消費者人口變數已無法明顯區

隔出品牌市場，而是必須藉由消費者生活形態的研究分析來為品牌或產

品重新定位，確實掌握消費趨勢以取得市場新產品開發銷售先機，進而

鞏固市場地位。例如聯廣企業於 28 週年慶(1998)時進行了全省質化(全

省共 8場座談會)及量化市場調查(全省 800份樣本)以更能確實掌握本土

市場消費者的消費動向與偏好，並期望由生活新趨勢中觀察未來商品市

場潛力及行銷傳播方向。調查主要針對客戶行銷需求所挑選出四個族群，

分析其目前及未來的生活習慣、價值觀及購買習慣與意願等，用來看出

未來商品潛力、消費趨勢及生活形態。 

而四大族群分別包括有「快速昇級懂得疼愛自己的新女性(20歲以上

非學生)」、「大膽重外表的青少年(12-19歲)」、「認真生活的單身貴族(20

歲以上未婚)」、「繭居重健康的中年安逸族(40-50歲)」(陳芳真，1998) 

從上述針對現今生活形態族群所做的剖析，不僅看到如今消費族群因為

生活習慣、消費價值以及產品購買習慣與意願的不同，而有了各自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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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形態與想法。因此倘若要設計開發出具市場潛力，以及符合消費動向

和消費者偏好的商品，確實有其必要針對消費族群作生活形態剖析，進

而將所得之結果作為商品企劃之參考，如此方可提高商品在市場的接受

度及成功率。(杜瑞澤，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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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3.1 研究方法 

為使本研究順利達到研究目的，了解仕女彩繪包造形意象對女性皮

包消費者的影響，歸類不同仕女彩繪造形經過整理，以隨機抽樣方式選

取樣本，研究採文獻探討法，問卷調查法、統計分析法等進行研究，受

訪者屬不同背景變項，其個人對事物的價值觀，感官偏好及接收度各不

同。其研究方法茲分別敘述如下： 

1. 文獻探討法： 

研究中常需透過文獻探討及分析以獲得，主要在解釋某特定時間的

某現象之狀態，或在某段時間內該現象的發展情況，其為研究者不

介入事物中的一種研究，在許多的領域中，常透過此分析已獲得的

資料。本研究在相關文獻探討上分為相關造形和意象理論及了解其

相關的研究方向。 

2. 意象分析法： 

透過聯想，想像等心理過程並藉由意象的感覺、記憶、表象為基礎，

具有直觀的意象思維方法。本研究利用此方法整理對於仕女彩繪包

造形意象相關意象語彙，進行意象形容詞語彙的蒐集，探討群眾對

於仕女彩繪包造形於腦海中形成的主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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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常用於對個人行為與態度測量的一種技術，其能將多數人

的想法加以整理，藉由統計技術整理以及分析來了解問題的本質。

問卷調查實施過程可分為下列七個步驟： 

(1).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2). 詳細開列擬調查和探究問題之細節 

(3). 研究理論架構及基本架構的建立 

(4). 研究過程以及研究工具的設計 

(5). 問卷設計 

(6). 調查實施 

(7). 資料分析處理及解釋 

本研究為紙本問卷的方式，問卷的設計採用 AIO量表及語意差異法

(SD法)編製而成，探討群眾對仕女彩繪包造形感覺意象認知，以蒐集的

相關形容詞語彙進行語彙萃取。 

4. 李克特量表 

Likert量表屬於評分加總式量表法中最常用的一種，問題來反映對

議題所持的態度，量表上的每一項目都具有同等的態度價值、重要

性或權重等之假設，每一個單一題目包含了一個陳述與一套量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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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者依個人的意見及實際感受作答，該量表總分代表該特質的強

度，藉由此量表分析，探討仕女包彩繪造形對群眾之認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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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流程與步驟 

 

＜相關文獻蒐集與探討＞ ＜仕女彩繪包之彩繪機能文獻蒐集＞ 

＜圖像及感性語彙蒐集＞ 

＜仕女彩繪設計元素分析＞ 

＜仕女彩繪樣本確立＞ 

形態分析法 

直立分列法 

＜感性詞彙資料庫＞ 

＜感性詞彙選定＞ 

腦力激盪法 

KJ 法 

＜仕女彩繪包彩繪圖像之共同意象歸納＞ 
描述性統計 

＜族群間對仕女彩繪包之彩繪意象認知差異分析＞ 

變異數分析 

＜感性意象與造形要素之對應關係＞ 
數量化一類 

仕女彩繪包彩繪設計法則建立 

法則驗證 

結論 

研
究
界
定 

基
礎
研
究 

主
要
研
究 

設
計
原
則 

圖 3-1 研究架構流程圖 

 

 

＜主題與對象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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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實施 

4.1 仕女包之仕女彩繪造形樣本取樣 

本研究將以樣本 40 個仕女彩繪分類為 1、長捲髮著帽及帽飾花朵造

形，以下簡稱長捲髮著帽造形 2、長捲髮飾有珠子、花朵或蝴蝶的造形，

以下簡稱有頭飾的長捲髮造形 3、挽髮、綁辮子以及頭髮上飾有花朵的

中長捲髮造形，以下簡稱有變化的髮形造形，以現場拍攝蒐集資料並以

電腦軟體隨機抽樣，各分別抽取兩只樣本而長捲髮著帽造形分別抽出樣

本 7及樣本 8，另外有頭飾的長捲髮造形抽出樣本 31及樣本 33，最後有

變化的髮形造形抽出樣本 40與樣本 38，表 4.1.1為三組樣本圖片，圖片

以灰階處理排除色彩及品牌的干擾，又將隨機樣本分別命名，為其中樣

本 7命名為牛仔風髮形，樣本 8命名為優雅風髮形，樣本 31命名為中東

風髮形，樣本 33 命名為娃娃風髮形，而樣本 40 命名為東方禪風髮形，

而最後樣本 38命名為俏麗風髮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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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仕女彩繪造形圖片電腦抽樣樣本 

 分類 樣本圖片 

長捲髮著帽

造形 

 

 

 樣本 7(牛仔風髮形) 樣本 8(優雅風髮形) 

有頭飾的長

捲髮造形 

  

 樣本 31(中東風髮形) 樣本 33(娃娃風髮形) 

有變化的髮

形造形 

  

 樣本 40(東方禪風髮形) 樣本 38 (俏麗風髮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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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意象語彙萃取 

透過形容詞語彙，了解受測者表達對物體之感受情形，以語意差異

法編製問卷。首先進行相關造形語彙蒐集，翻閱相關目錄以中文辭典及

相關研究論文等，篩選適合之語彙，再以問卷方式挑選語彙，其中受測

者為 50 人依照個人對形容詞意象適合本研究之組別勾選 20 組，候選相

關形容詞篩選數量 50組(表 4-2)，問卷回收再從中挑選高分組 20組。 

表 4.2 仕女彩繪造形候選 50 組意象語彙 

新穎的－陳舊

的 

 浪漫的-實際

的 

 乏味的-趣味

的 

 低俗的 -尊貴

的 

 

醒目的－低

調的 

 普通的-個性

的 

 簡潔的-複雜

的 

 愉快的 -嚴肅

的 

 

迷幻的 -閃亮

的 

 冷漠的-溫暖

的 

 平淡的-耀眼

的 

 呆板的 -生動

的 

 

誇張的 -實在

的 

 冷酷的-熱情

的 

 細膩的-粗曠

的 

 厚重的 -輕巧

的 

 

樸實的 -華麗

的 

 溫和的-強烈

的 

 冰冷的-火熱

的 

 時髦的 -古板

的 

 

保守的 -前衛

的 

 稚氣的-成就

的 

 特色的-平凡

的 

 時尚的 -復古

的 

 

純樸的 -典雅

的 

 輕鬆的-沉重

的 

 精緻的-粗糙

的 

 講究的 -馬虎

的 

 

斯文的 -狂野  拘謹的-豪放  大方的-含蓄  僵硬的 -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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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的 的 的 

便宜的 -昂貴

的 

 高級的-平實

的 

 柔軟的-剛硬

的 

 俗氣的 -高尚

的 

 

對比的 -協調

的 

 美觀的-醜陋

的 

 沉悶的-活潑

的 

 生硬的 -活力

的 

 

動感的 -靜態

的 

 優雅的-粗俗

的 

 保守的-開放

的 

 創意的 -單調

的 

 

多變的 -單調

的 

 溫和的-冷峻

的 

 突兀的-平凡

的 

 俐落的 -笨拙

的 

 

聰明的 -愚笨

的 

 輕浮的-穩重

的 

     

接著再經三位專家從 20組語彙挑選 9組最符合仕女彩繪造形意象語

彙，其語彙組分別為：新穎的對陳舊的、精緻的對粗糙的、高級的對平

實的、優雅的對粗俗的、簡潔的對複雜的、特色的對平凡的、時髦的對

古板的、時尚對復古的、創意的對單調的(如表 4-3)。 

表 4.3 仕女彩繪造形候選 20 組語彙選取之情形 

新穎的－陳舊

的 

 浪漫的-實際的  簡潔的-複雜

的 

 愉快的-嚴肅

的 

 

樸實的-華麗

的 

 輕鬆的-沉重的  特色的-平凡

的 

 時髦的-古板

的 

 

精緻的-粗糙

的 

 純樸的-典雅的  斯文的-狂野

的 

 時尚的-復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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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的-含蓄

的 

 高級的-平實的  柔軟的-剛硬

的 

 俗氣的-高尚

的 

 

對比的-協調

的 

 優雅的-粗俗的  多變的-單調

的 

 創意的-單調

的 

 

4.3 正式問卷內容 

本研究問卷參考李志賢編製之問卷，問卷除了基本資料外，分為兩

部分一為語意差異法編製而成，隨機樣本共有 6張圖片配合篩選後 10組

語彙進行。二為 AIO量表以李克特五等第量表編製問題共 47題，。以下

就問卷兩部分說明編製過程。 

4.3.1 語意差異法 

語意差異法以隨機樣本共有 6張圖片配合篩選後 10組語彙進行配對編製

而成。語意差異法問卷填答與計分方式(如表 4-7)。 

表 4.4 仕女彩繪造形意象問卷調查填答方式 

圖片 

越趨時尚的                                  越趨復古的 

          -2        -1        0        1          2  

時尚的      復古的 

為了統計分析方便，接著進行資料統計時將分數轉換-2轉換為 5分，-1

轉換為 4分 0轉換為 3分、1轉換為 2分、2轉換為 1 

表 4.5 仕女彩繪造形問卷調查統計方式 

原始問卷分數 -2 -1 0 1 2 



 
 
 
 
 
 
 
 
 
 
 
 

 

43 

↓ ↓ ↓ ↓ ↓ ↓ 

轉換後統計分數 5 4 3 2 1 

4.4 生活形態 AIO 問卷題目選定 

AIO 問卷計 65 題，分為活動的、興趣的、意見的，將其分別為命題，其

中預試問卷中題號 1到 25號為量表中興趣之題目，題號 26到 49題為量

表中活動之題目，題號 50到 65為量表中意見之題目。AIO量表分別為五

個等級(表 4-6)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進行資料

統計時，給予分數，分別為 5 分、4 分、3 分、2 分以及 1 分表 4-6 AIO

問卷李克特 5等第量表(如表 4-6)。 

表 4.6 AIO 問卷李克特 5 等第量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喜歡造形獨特的產品      

接著以紙本方式進行問卷預試，共發出 160 份問卷回收 152 份，其中 3

份為無效問卷，即 149 份為有效問卷。為提升問卷之內容效度及信度，

特進行問卷之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預試問卷所得數據以

SPSS20.0套裝軟體進行分析，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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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目分析:以 SPSS 進行項目分析刪除題目，以量表總分上、下

個 27%做高低分組，進行平均數差異檢定，分別求出每題的決斷值 t與顯

著水準，未達水準之項目予以刪除，以提升問卷之信效度。經進行項目

分析，未達顯著水準(P<.05)之題號予以刪除，由表 4.4得知，分別為 2、

3、11、12、15、18、28、29、43、46、47、53、54、58、61 共計 15 題

刪除，剩餘 50個項目。 

表 4.7 AIO 量表題目平均數差異檢定分析摘要表 

題號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1 2.998*** 105 .000 

2 -0.386 105 .528 

3 -1.689 105 .083 

4 -5.920*** 105 .000 

5 -4.985*** 105 .000 

6 -4.762 105 .000 

7 -4.385*** 105 .000 

8 -5.910*** 105 .000 

9 -5.522*** 105 .000 

10 -4.618*** 10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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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325 105 .000 

12 -1.672 105 .053 

13 -5.338*** 105 .000 

14 -3.485*** 105 .010 

15 -1.13 105 .268 

16 -3.617*** 105 .000 

17 -2.239* 105 .031 

18 -0.989 105 .290 

19 -1.9169* 105 .032 

20 -5.413*** 105 .000 

21 -4.423*** 105 .000 

22 -3.386** 105 .011 

23 -1.983* 105 .016 

24 -2.368* 105 .014 

25 -3.297** 105 .003 

26 -4.794*** 105 .000 

27 -3.987*** 105 .000 

28 -0.861 10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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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0.172 105 .871 

30 -5.737*** 105 .000 

31 -2.320* 105 .020 

32 -4.885*** 105 .000 

33 -3.865*** 105 .000 

34 -4.198*** 105 .000 

35 -3.896*** 105 .000 

36 -4.660*** 105 .000 

37 -4.356*** 105 .000 

38 -3.925*** 105 .000 

39 -2.860** 105 .010 

40 -4.834*** 105 .000 

41 -3.361** 105 .002 

42 -3.998*** 105 .000 

43 -1.212 105 .210 

44 -4.068*** 105 .000 

45 -6.568*** 105 .000 

46 0.405 105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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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628 105 .096 

48 -4.167*** 105 .000 

49 -4.881*** 105 .000 

50 -1.623* 105 .028 

51 -1.980** 105 .005 

52  0.898* 105 .501 

53 0.031 105 .886 

54 -.8041 105 .298 

55 -2.632** 105 .011 

56 -2.166** 105 .028 

57 -4.652*** 105 .000 

58  0.225 105 .658 

59 -2.156* 105 .034 

60 -1.736* 105 .040 

61 -1.010 105 .321 

62 -1.988** 105 .013 

63 -3.836*** 105 .000 

64 -2.012** 105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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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865** 105 .002 

* P<.05   ** P<.01  *** P<.001 

經進行項目分析刪除題目後 AIO問卷題目即產生，其中刪除的 15項

題目中 5題屬於活動構面題目，6題屬於興趣構面題目，4題屬於意見構

面題目，問卷經整理如附件一，其刪除之題項如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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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項目分析刪除題目之問題內容 

構面 問卷題目 

活動 28我經常捨不得丟東西 

29我經常假日在家休息 

43我經常慎重考慮才會購買東西 

46我經常詢問朋友後才購買東西 

47我經常一個人獨處 

興趣 2我喜歡造形簡潔的商品 

3我喜歡和朋友聊天 

11我喜歡外出運動 

12我喜歡看電視節目 

15我是極限運動的愛好者 

18我喜歡較灰暗色彩的產品 

意見 53我希望改善生活條件 

54我滿意我現在的生活 

58我認為貨比三家不吃虧 

61我認為彩繪造形會影響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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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因素分析 

本研究生活形態問卷經項目分析並刪除題目後，進行因素分析，以提高

問卷建構內容效度，及歸納群集情形；分析結果，KMO值為.931，可續進

行因素分析，因素成份共同性高者為一群集，並依題意加以命名；表 4-7

可看出，特徵值大於 1的成份有 3個，即有 3個問卷分量表。依題意命

名為 1.活動形的 2. 興趣形的 3.意見形的，與原命名相符；並將成份較

低題目予以刪除，刪除的題項為第 1、9、13、14、42、47、50、52、55、

56、60、65等 12題，50個題項經因素分析刪題目後，餘 38題為正式問

卷(如附錄三)。 

表 4.9 生活形態問卷因素分析一覽表 

題項 活動形的    興趣形的    意見形的      共同性 

32  .843                   .965 

35  .839                     .726 

19  .821                   .662 

4  .809                   .636 

44  .798                   .706 

17  .788                   .633 

30  .768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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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759                   .662 

36         .831               .725 

41         .807               .716 

40            .802               .638 

37         .779               .616 

34         .774               .539 

57         .768               .608 

38         .732               .712 

39         .726               .648 

33         .719               .659 

26         .706               .579 

45         .689               .636 

16         .678               .711 

51         .675               .699 

20         .668               .685 

21         .656               .706 

25         .624               .700 

23         .587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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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563               .518 

27         .541               .631 

22         .538               .495 

53         .529               .648 

59                     .825     .631 

62                     .809     .686 

64                     .803     .759 

63                     .748     .714 

6                     .732     .699 

7                     .678     .662 

5                     .671     .726 

8                     .669     .643 

10                     .658     .659 

 

特徵值 17.88   4.59          3.02 

累積解釋變數  83.96  

 表 4.9可顯示,經因素分析後,生活形態問卷，有 3個成份共同性高者，

其特徵值分別為 17.88, 4.59及 3.02，其共同解釋量高達 84%，表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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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具有高度效度；圖 4.1因素陡坡圖可看出成份分佈情形。

 

圖 4.1 因素成份分佈情形陡坡圖 

4.6 信度分析 

在信度考驗上，以 Cronbach α係數表示，α係數愈高，表示各層面

的內部一致性也愈高，結果「生活形態」量表三個層面的α係數分別為：

「活動形的」為.86、「興趣形」為.88、「意見形的」為.85，而總量表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61 6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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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係數為.93，分析結果顯示本量表信度甚佳，具有相當可靠性。 

4.7 問卷受測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調查問卷共發出 300份，回收 286份，回收率為 95.5%，

其中 22份問卷填答有題目遺漏等，均全部一致視為無效問卷予

以剃除，因此共 264 份有效問卷，其中受測者各變項人數比率

分析如下。在性別比例男性占 82.6(218 人)，女性佔 17.4%(46

人)，年齡比例 18-30 歲佔 54.5%(144 人)， 40 歲以上佔

44.9%(115 人)，41 歲以上佔 0.6%(5 人，因人數太少不具代表

性，統計分析時歸類為第 2 類，成為 45.5%，120 人)；教育程

度比率高中職 24.2%(64 人)，大專校院 43.2%(114 人)，研究所

以上 32.6%(86人)；在職業比率，學生 59.1%(156人)、商企業

26.9%(71 人)、自由業 14%(37 人，包括: 工商企業、軍公教、

自由業)；在居住地比率，北部 23.5%(62 人)，中部 35.2%(93

人)，南部 41.3%(109人)，整理如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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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問卷受測者背景變項統計表(N=264) 

背景變項 因子 男 女 合計 百分比 

年齡 18-30歲 

31 歲以上 

116 

102 

28 

18 

144 

120 

54.5% 

45.5%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大專院校 

研究所以上 

53 

92 

73 

11 

22 

13 

64 

114 

86 

24.2% 

43.2% 

32.6% 

職業 商企業 

自由業 

學生 

60 

131 

27 

11 

25 

10 

71 

156 

37 

26.9% 

59.1% 

14.0% 

地區 北部 

中部 

南部 

52 

76 

90 

10 

17 

19 

62 

93 

109 

23.5% 

35.2% 

41.3% 

4.8 資料分析與處理 

本研究採 SPSS12.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分析方法如下: 

1. 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功能在於篩選不適當之題項依據，以提高問卷可信度。

以量表總分高值與低值各 27%最為分組，而後分別求出各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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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斷值與顯著程度，顯著水準以 P<0.05 為標準，未達顯著

水準之題項分別予以刪除，反之，則保留該題項，本研究運用

其方式篩選 AIO量表中題目未達顯著水準之題項刪除，以建立

正式問卷。 

2. 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是多變項方法的應用之一，將多個彼此相關而且難以

解釋的變化轉化成少數有概念化的意義，並將此方法簡化一群

龐大的變項資料，及找出其可能存在變相後的共同因素。本研

究進行因素分析並萃取 AIO量表中的主要成分。 

3. 群集分析 

生活形態依據各群集在各因素的平均值之高低來命名族群，族

群對特定因素分數較高，即表示其因素在此族群較為明顯。本

研究採集群分析將各族群分別分類命名。 

4. 獨立樣本 t檢定 

自變項為兩組類別變項且依變項為連續變數時，則可採用獨立

數樣本 t檢定進行分析，旨在比較變異數，相同的兩個母群之

間平均數的差異，或同一母群之兩種樣本平均數之差異。本研

究運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於性別不同對於仕女彩繪造形語彙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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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差異情形。 

5.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均數差異檢定中，自變項為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類別變項，且

依變相為連續變項時，適合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進行分析檢定。本研究運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於探討不

同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對於仕女彩繪造形語彙認知

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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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5.1 受測者選擇仕女彩繪造形之現況 

    從表 5.1可以看出，在仕女彩繪造形中以選擇牛仔風法最高，其次

為東方風法，再次為娃娃風髮，其順序如表 5.1。 

表 5.1 各仕女彩繪造形平均數一覽表(N=254) 

造形 平均數 標準差 順序 

牛仔風髮 3.59 1.04 1 

優雅風髮 2.85 1.25 5 

中東風髮 2.92 0.87 4 

娃娃風髮 2.94 1.15 3 

東方風髮 3.40 1.04 2 

俏麗風髮 2.81 1.38 6 

註:下列各表有關 6種造形均已 1-6代號稱之。 

5.2 不同背景變項對仕女彩繪造形及意象認知差異情形 

    本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意象語彙認知之差異情形。 

5.2.1 不同性別對仕女彩繪造形差異情形 

    為了解不同性別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差異情況，經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由表 5.2得知，在六項仕女彩繪造形中，不同性別對優雅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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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形的看法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t=-2.21，P<.05)，女性對優雅風髮形

有較高的評價，其餘五種造形則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表 5.2 不同性別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差異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N=254) 

造形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比較 

1 

男 

女 

3.57 

3.69 

1.04 

1.03 

  

2 

男 

女 

2.77 

3.21 

1.26 

1.18 

-2.32★ 女>男 

3 

男 

女 

2.97 

2.74 

0.85 

0.95 

  

4 

男 

女 

2.95 

2.91 

1.17 

1.08 

  

5 

男 

女 

3.41 

3.35 

1.01 

1.10 

  

6 

男 

女 

2.80 

2.87 

1.29 

1.22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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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不同年齡對仕女彩繪造形之差異情形 

    本段落為了解不同年齡對仕女彩繪造形之差異情形，經進行獨立樣

本 t檢定結果，不同年齡對六項仕女彩繪的認知，均未達統計上顯著差

異水準(如表 5.3)。 

表 5.3 不同年齡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差異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N=254) 

造形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比較 

1 

18～30歲 

31歲以上 

3.60 

3.59 

1.05 

1.04 

  

2 

18～30歲 

31歲以上 

2.93 

2.78 

1.26 

1.24 

  

3 

18～30歲 

31歲以上 

2.88 

2.98 

0.86 

0.89 

  

4 

18～30歲 

31歲以上 

2.93 

2.96 

1.14 

1.19 

  

5 

18～30歲 

31歲以上 

3.41 

3.39 

1.02 

1.08 

  

6 18～30歲 2.86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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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歲以上 2.68 1.28 

5.2.3 不同教育程度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之差異情形 

    本段落分析不同教育程度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之差異情形，經進 

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不同教育程度受測者，對六項不同教 

育程度對仕女彩繪造形的認知均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表 5.4 不同教育程度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差異之子變異數分析摘表

(N=254) 

造形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事後比較 

1 

組間 

組內 

2.52 

281.11 

2 

261 

1.26 

1.08 

1.17  

2 

組間 

組內 

1.59 

410.35 

2 

261 

0.79 

1.57 

0.50  

3 

組間 

組內 

2.04 

197.62 

2 

261 

1.05 

0.76 

1.33  

4 

組間 

組內 

0.54 

251.20 

2 

261 

0.27 

1.35 

0.98  

5 

組間 

組內 

1.33 

286.11 

2 

261 

0.67 

1.10 

0.61  



 
 
 
 
 
 
 
 
 
 
 
 

 

62 

6 

組間 

組內 

0.24 

427.67 

2 

261 

0.12 

1.64 

0.73  

5.2.4 不同職業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之差異情形 

    不同職業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差異情況，經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

結果由表 5.5得知，在六項仕女彩繪造形中，不同職業對優雅風髮形的

看法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t=2.70，P<.05)，服務業比學生對優雅風髮形

有較高的評價，其餘五種造形則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表 5.5 不同職業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

(N=254) 

造形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

和 

F 事後比較 

1 

組間 

組內 

1.63 

282.00 

2 

261 

0.812 

1.08 

0.75  

2 

組間 

組內 

8.36 

403.58 

2 

261 

4.18 

1.55 

2.70★ 

服務業> 

學生 

3 

組間 

組內 

1.11 

198.52 

2 

261 

0.56 

0.76 

0.73 

 

4 組間 1.50 2 0.75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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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 349.76 261 1.34 

5 

組間 

組內 

0.52 

286.92 

2 

261 

0.26 

1.10 

0.24 

 

6 

組間 

組內 

2.40 

425.51 

2 

261 

1.20 

1.63 

0.74 

 

★P<.05 

5.2.5 不同地區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之差異情形 

            本段落對住於不同地區受測者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之差異情形，經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不同地區受測者，對六項不同教育程

度對仕女彩繪造形的認知均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表 5.6 不同地區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

(N=254) 

造形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事後比較 

1 

組間 

組內 

1.27 

282.36 

2 

261 

0.63 

1.08 

0.59 

 

2 

組間 

組內 

0.95 

401.99 

2 

261 

0.48 

1.58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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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間 

組內 

2.04 

197.60 

2 

261 

1.02 

0.76 

1.34 

 

4 

組間 

組內 

2.50 

349.21 

2 

261 

1.02 

1.36 

0.77 

 

5 

組間 

組內 

0.36 

267.08 

2 

261 

0.18 

1.10 

0.16 

 

6 

組間 

組內 

0.28 

427.61 

2 

261 

0.15 

1.64 

0.09 

 

★P<.05 ★★P<.01 

5.2.6 不同生活形態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之差異情形 

    不同生活形態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差異情況，經進行獨立樣本 t檢

定，結果由表 5.7得知，在六項仕女彩繪造形中，不同生活形態對中東

風髮形與娃娃風髮形的看法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F值分別=5.58，P<.01

與 3.57，P<.05)，活動形的對中東風髮形有較高的評價，興趣形的對娃

娃風髮形比意見形的有較高評價，其餘四種造形則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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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不同生活形態對仕女彩繪造形認知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

表(N=254) 

造形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事後比較 

1 

組間 

組內 

4.74 

278.90 

2 

261 

2.37 

1.07 

2.22  

2 

組間 

組內 

2.64 

409.32 

2 

261 

1.32 

1.57 

0.84  

3 

組間 

組內 

8.17 

191.45 

2 

261 

4.09 

0.73 

5.58★★ 

1>2 

1>3 

4 

組間 

組內 

6.78 

344.48 

2 

261 

3.39 

1.32 

2.57  

5 

組間 

組內 

7.68 

279.79 

2 

261 

3.83 

1.07 

3.57★ 2>3 

6 

組間 

組內 

0.10 

427.81 

2 

261 

0.05 

1.04 

0.03  

★P<.05 ★★P<.01 註:1.活動的 2.興趣的 3.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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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受測者選擇意象語彙之現況 

    表 5.8可以看出，在意象語彙中，與仕女造形相配語彙最高分者為：

時髦的，次為簡潔的，再次為新穎的，各意象語彙排序如表 5.2，各語彙

平均數達分以上，偏向正面。 

表 5.8 各句意象語彙平均數一覽表(N=264) 

語彙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新穎的 3.65 1.19 3 

簡潔的 3.96 .99 2 

高級的 3.33 1.08 8 

優雅的 3.48 1.06 5 

精緻的 3.63 1.06 4 

時髦的 4.01 1.10 1 

醒目的 3.26 1.23 10 

時尚的 3.36 1.11 6 

創意的 3.35 1.02 7 

特色的 3.27 1.08 9 

註:下列各表有關 6種造形均已 1-6代號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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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不同背景變項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情形 

    本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意象語彙認知之差異情形。 

5.4.1 不同性別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情形 

    為了解不同性別對仕女造形意象語彙認知差異情況，經進行獨立樣

本 t檢定，結果由表 5.9得知，在 10句意象語彙中，不同性別對醒目的

的意象語彙看法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t=1.98，P<.05)，男性對醒目的的

意象語彙有較高的評價，其餘 9句則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表 5.9 不同性別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N=264) 

語彙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比較 

時尚的 
男 

女 

3.41 

3.15 

1.09 

1.19 
1.43  

創意的 
男 

女 

3.57 

3.25 

0.98 

1.22 
0.67  

特色的 
男 

女 

3.23 

3.37 

1.06 

1.16 
0.78  

新穎的 
男 

女 

3.52 

3.48 

1.12 

1.26 
0.22  

簡潔的 
男 

女 

3.52 

3.39 

0.92 

0.93 
0.85  

高級的 
男 

女 

3.35 

3.23 

1.06 

1.14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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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的 
男 

女 

3.44 

3.43 

1.09 

1.22 
0.31  

精緻的 
男 

女 

3.46 

3.43 

0.97 

1.03 
0.51  

時髦的 
男 

女 

3.56 

3.52 

0.96 

1.05 
0.27  

醒目的 
男 

女 

3.33 

2.94 

1.20 

1.31 
1.98★ 男>女 

★P<.05 

5.4.2 不同年齡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情形 

    不同年齡對仕女造形意象語彙認知差異情況，經進行獨立樣本 t檢

定，結果由表 5.10得知，在 10句意象語彙中，不同年齡對特色的、高

級的、與優雅的等 3種意象語彙看法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t值=2.31、

1.97、及 2.10，P均<.05)，18～30歲對特色的、高級的、與優雅的的意

象語彙有較高的評價，其餘 7句則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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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不同年齡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N=264) 

語彙 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t 比較 

時尚的 
18～30歲 

31歲以上 

3.38 

3.35 

1.16 

1.05 
-0.26  

創意的 
18～30歲 

31歲以上 

3.33 

3.58 

1.04 

1.00 
-0.30  

特色的 
18～30歲 

31歲以上 

3.36 

3.09 

1.07 

1.09 
2.31★ 1>2 

新穎的 
18～30歲 

31歲以上 

3.59 

3.42 

1.08 

1.06 
1.23  

簡潔的 
18～30歲 

31歲以上 

3.52 

3.47 

1.21 

1.01 
0.48  

高級的 
18～30歲 

31歲以上 

3.45 

3.19 

1.06 

1.07 
1.97★ 1>2 

優雅的 
18～30歲 

31歲以上 

3.57 

3.28 

1.08 

1.14 
2.10★ 1>2 

精緻的 
18～30歲 

31歲以上 

3.51 

3.38 

0.95 

0.99 
1.09  

時髦的 
18～30歲 

31歲以上 

3.59 

3.53 

0.97 

0.98 
0.48  

醒目的 
18～30歲 

31歲以上 

3.78 

3.12 

1.10 

1.35 
1.71 1>2 

★P<.05 註:1. 18～30歲 2. 31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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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不同教育程度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情形 

    不同教育程度對意象語彙認知之差異情形，經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檢定，結果不同教育程度受測者，對 10句意象語彙的認知，僅特色的

1句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F=5.67，P<.05)，大專以上程度者較喜愛特色

的語彙，餘 9句均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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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不同教育程度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N=264) 

語彙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事後比較 

時尚的 

組間 

組內 

2.52 

281.11 

2 

261 

2.05 

1.22 

1.67  

創意的 

組間 

組內 

1.59 

410.35 

2 

261 

0.61 

1.05 

0.58  

特色的 

組間 

組內 

12.68 

291.81 

2 

261 

6.38 

1.12 

5.67★ 

2>1 

3>1 

新穎的 

組間 

組內 

3.55 

340.42 

2 

261 

1.77 

1.30 

1.36  

簡潔的 

組間 

組內 

4.68 

217.32 

2 

261 

2.34 

0.83 

2.81  

高級的 

組間 

組內 

5.95 

298.72 

2 

261 

2.98 

1.15 

2.60  

優雅的 

組間 

組內 

4.13 

318.92 

2 

261 

2.06 

1.82 

1.69  

精緻的 組間 3.99 2 1.96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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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 245.46 261 0.94 

時髦的 

組間 

組內 

2.18 

246.97 

2 

261 

1.07 

0.95 

1.51  

醒目的 

組間 

組內 

4.08 

392.40 

2 

261 

2.04 

1.50 

1.36  

★★P<.01 註；1高中職.2.大專 3.研究所以上 

5.4.4 不同職業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情形 

    不同職業對意象語彙認知之差異情形，經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

定，結果不同職業受測者，對 10句意象語彙的認知，僅精緻的 1句達到

統計上顯著差異(F=2.80，P<.05)，學生比自由業者較喜愛精緻的語彙，

餘 9句均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表 5.12 不同職業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N=264) 

語彙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事後比較 

時尚的 

組間 

組內 

7.02 

322.39 

2 

261 

0.35 

1.24 

0.28  

創意的 組間  2 0.18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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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 261 1.06 

特色的 

組間 

組內 

 

2 

261 

0.49 

1.16 

0.42  

新穎的 

組間 

組內 

 

2 

261 

0.88 

1.31 

0.58  

簡潔的 

組間 

組內 

 

2 

261 

0.10 

0.85 

0.15  

高級的 

組間 

組內 

 

2 

261 

0.12 

1.17 

0.11  

優雅的 

組間 

組內 

 

2 

261 

0.22 

1.24 

0.18  

精緻的 

組間 

組內 

 

2 

261 

2.62 

0.94 

2.80★ 3>2 

時髦的 

組間 

組內 

 

2 

261 

1.35 

0.95 

1.43  

醒目的 

組間 

組內 

 

2 

261 

0.24 

1.52 

1.57  

★P<.05  注:1.商企業  2.自由業  3.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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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不同地區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情形 

    不同地區對意象語彙認知之差異情形，經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

定，結果不同地區受測者，對 10句意象語彙的認知，僅精緻的 1句達到

統計上顯著差異(F=2.79，P<.05)，南部地區比中部地區受測者較喜愛精

緻的語彙，餘 9句均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表 5.13 不同地區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N=264) 

語彙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事後比較 

時尚的 

組間 

組內 

6.34 

316.76 

2 

261 

3.17 

1.21 

2.61  

創意的 

組間 

組內 

0.56 

275.68 

2 

261 

0.28 

1.06 

0.27  

特色的 

組間 

組內 

2.70 

301.79 

2 

261 

1.35 

1.56 

1.17  

新穎的 

組間 

組內 

2.26 

341.70 

2 

261 

1.13 

1.31 

0.86  

簡潔的 

組間 

組內 

0.07 

221.92 

2 

261 

0.03 

0.85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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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的 

組間 

組內 

1.04 

303.63 

2 

261 

0.52 

1.16 

0.45  

優雅的 

組間 

組內 

2.84 

320.19 

2 

261 

1.42 

1.28 

1.16  

精緻的 

組間 

組內 

5.21 

244.24 

2 

261 

2.61 

0.93 

2.79 3>2 

時髦的 

組間 

組內 

1.41 

247.43 

2 

261 

0.71 

0.95 

0.75  

醒目的 

組間 

組內 

0.86 

395.62 

2 

261 

0.43 

1.52 

0.28  

★P<.05 註:1.北部 2.中部 3.南部 

5.4.6 不同生活形態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情形 

    不同生活形態對意象語彙認知之差異情形，經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檢定，結果不同生活形態受測者，對 10句意象語彙的認知，僅高級的

1句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F=2.79，P<.05)，活動形態者比意見的受測者

較喜愛高級的語彙，餘 9句均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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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不同生活形態對意象語彙認知差異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N=264) 

語彙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事後比較 

時尚的 

組間 

組內 

2.77 

320.32 

2 

261 

1.39 

123 

1.13  

創意的 

組間 

組內 

0.74 

275.50 

2 

261 

0.37 

1.06 

0.35  

特色的 

組間 

組內 

0.22 

304.28 

2 

261 

0.11 

1.17 

0.09  

新穎的 

組間 

組內 

2.31 

341.66 

2 

261 

1.16 

1.31 

0.98  

簡潔的 

組間 

組內 

3.55 

218.45 

2 

261 

1.78 

0.84 

2.12  

高級的 

組間 

組內 

8.07 

296.60 

2 

261 

4.03 

1.14 

3.55★★ 1>3 

優雅的 

組間 

組內 

0.49 

322.54 

2 

261 

0.25 

1.24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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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的 

組間 

組內 

0.84 

248.62 

2 

261 

0.42 

0.95 

0.44  

時髦的 

組間 

組內 

2.83 

246.32 

2 

261 

1.41 

0.94 

1.45  

醒目的 

組間 

組內 

6.29 

390.20 

2 

261 

3.14 

1.50 

2.10  

★P<.05  注:1. 活動的 2.興趣的 3.意見的 

5.5 受測者生活形態之現況 

    本節為了解受測者生活形態之現況，特就資料分析彙整，本研究生

活形態分為 1活動的，2興趣的，3意見的三個構面；從表 5.15可以看

出，興趣形態的分數最高，其次為活動形態的，再次為意見形態的。 

表 5.15 受測者生活形態現況(N=264)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題平均數 

活動的 29.05 5.41 8 3.63 

興趣的 77.83 13.41 21 3.73 

意見的 31.94 7.69 9 3.56 

總和 133.64 22.53 38 3.64 



 
 
 
 
 
 
 
 
 
 
 
 

 

78 

5.6 不同背景變項受測者生活形態之差異情形 

    本節在探討不同變相受測者其生活形態(包含活動的、興趣的，及意

見的三個構面)的差異情形，分析結果如 5-6-1至 5-6-6。 

5.6.1 不同性別其生活形態之差異情形 

   不同性別其生活形態差異情形，經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結果如表5.16，

顯示活動的形態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t=-1.82，P<.05)，女生比男生較

崇尚活動的形態。 

表 5.16 不同性別其生活形態差異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N=264) 

形態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比較 

活動的 

男 

女 

28.78 

30.30 

5.44 

5.11 

-1.82★ 女>男 

興趣的 

男 

女 

77.98 

77.13 

13.18 

14.60 

0.38  

意見的 

男 

女 

32.08 

31.65 

7.72 

7.62 

0.28  

總和 

男 

女 

132.61 

132.80 

22.37 

23.53 

0.53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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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不同年齡受測者其生活形態之差異情形 

    從表 5.17得知，不同年齡受測者其生活形態三個構面均無顯著差

異。 

表 5.17 不同年齡受測者生活形態差異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N=264) 

形態 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t 比較 

活動的 

18～30歲

31歲以上 

29.13 

28.95 

6.04 

4.56 

0.27 

 

興趣的 

18～30歲

31歲以上 

77.85 

78.13 

14.67 

11.79 

-0.34 

 

意見的 

18～30歲

31歲以上 

32.33 

31.47 

7.97 

7.33 

0.92 

 

總和 

18～30歲

31歲以上 

132.74 

132.53 

24.55 

19.94 

0.07 

 

5.6.3 不同教育程度受測者生活形態之差異情形 

    從表 5.18得知，不同教育程度受測者，其生活形態三個構面均未有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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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 不同教育程度受測者生活形態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264) 

形態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事後比

較 

活動的 

組間 

組內 

54.70 

7636.76 

2 

261 

27.34 

29.26 

0.94 

 

興趣的 

組間 

組內 

137.18 

47178.15 

2 

261 

68.59 

190.76 

0.38 

 

意見的 

組間 

組內 

57.63 

15481.40 

2 

261 

28.82 

59.32 

0.49 

 

總和 

組間 

組內 

451.99 

133538.53 

2 

261 

225.99 

509.91 

0.44 

 

5.6.4 不同職業受測者生活形態之差異情形  

    從表 5.19得知，不同教育程度受測者，其生活形態三個構面均未有

顯著差異。 

表 5.19 不同職業受測者生活形態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264) 

形態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事後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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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 

組間 

組內 

9.43 

7682.03 

2 

261 

4.71 

29.43 

.160 

 

興趣的 

組間 

組內 

139.05 

47176.28 

2 

261 

69.53 

180.75 

.385 

 

意見的 

組間 

組內 

27.42 

15511.61 

2 

261 

13.71 

59.43 

.231 

 

總和 

組間 

組內 

42.66 

133495.87 

2 

261 

21.33 

511.48 

.042 

 

5.6.5 不同地區受測者生活形態之差異情形 

   不同地區受測者其生活形態之差異情形，經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

定，結果活動的形態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F=2.94，P<.05)，北部地區比

南部地區受測者較喜愛活動的形態。 

表 5.20 不同地區受測者生活形態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264) 

形態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事後比

較 

活動的 

組間 

組內 

112.91 

7578.59 

2 

261 

54.45 

29.04 

2.94★ 

北部>

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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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的 

組間 

組內 

695.84 

46619.46 

2 

261 

347.92 

178.62 

1.99  

意見的 

組間 

組內 

42.12 

15496.61 

2 

261 

21.06 

59.38 

0.36  

總和 

組間 

組內 

1474.63 

132063.90 

2 

261 

737.32 

505.99 

1.48  

★P<.05 

5.6.6 不同仕女彩繪造形選擇生活形態之差異情形 

    表 5.21顯示，不同仕女彩繪造形選擇不同生活形態之差異，僅優雅

風髮形在活動的形態上高於俏麗風髮形(F=2.63，P<.05)，餘皆未達統計

上顯著差異。 

表 5.21 不同仕女彩繪造形選擇生活形態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264) 

形態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事後比

較 

活動的 

組間 

組內 

235.31 

7456.14 

2 

261 

47.06 

28.90 

2.63★ 

優雅形

> 

俏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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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的 

組間 

組內 

621.84 

46693.46 

2 

261 

121.37 

180.98 

0.69 

 

意見的 

組間 

組內 

338.30 

15200.73 

2 

261 

67.66 

58.92 

1.15 

 

總和 

組間 

組內 

2111.63 

131426.90 

2 

261 

422.33 

509.41 

0.83 

 

★P<.05 

5.7 受測者選擇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現況 

    本節在於瞭解受測對六個造形適合搭配之時個意象語彙，結果如表

5.22表中顯示，認為牛仔風髮形配創意的人數最多(167人)，其次為優

雅風髮形配對醒目的(129人)，再次為東風禪風髮形配時髦的(108 人)。 

表 5.22 受測者選擇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一覽表(N=264) 

配對組 人數 百分比 順序 

牛仔風髮形 

(創意的) 

167 63.3% 1 

優雅風髮形 

(醒目的) 

129 48.9% 2 

中東風髮形 88 32.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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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髦的) 

娃娃風髮形 

(特色的) 

89 33.7% 4 

東風禪風髮形 

(時尚的) 

108 40.9% 3 

俏麗風髮形 

(新穎的) 

129 48.9% 2 

5.8不同背景變項受測者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情

形 

    本節在探討不同變項受測者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情

形，分析結果如 5-8-1至 5-8-6。 

5.8.1 不同性別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情形 

    從表 5.23顯示，不同性別對仕女彩繪造形與意象語彙配對，僅牛仔

風髮形─創意的有達到統計上差異水準(t=2.23，P<.05)，男生較女生更

喜歡牛仔風髮形配創意的，其餘均未有差異。 

表 5.23 不同性別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差異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N=264) 

變項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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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創

意 

男 

女 

4.40 

4.04 

0.94 

1.73 

2.23★ 男>女 

優雅-醒

目 

男 

女 

3.45 

3.52 

1.41 

1.35 

-0.35  

中東-時

髦 

男 

女 

3.74 

3.78 

1.15 

1.11 

-0.22  

娃娃-特

色 

男 

女 

3.15 

3.35 

1.21 

1.22 

-1.01  

東風禪-

時尚 

男 

女 

4.08 

4.17 

1.10 

1.08 

0.55  

俏麗-新

穎 

男 

女 

3.76 

3.63 

1.14 

1.15 

0.71  

5.8.2 不同年齡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情形 

    不同年齡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從表 5-24 可看出，

在優雅-醒目與俏麗-新穎兩組達到統計上差異水準(t=-4.28 與 2.69，，

P<.05) ，31歲以上比18～30歲組喜歡優雅-醒目與俏麗-新穎兩組配對。

另在娃娃-特色配對上，亦達到統計上差異水準(t=2.06，P<.05)，即 18

～30歲比 31歲以上受測者喜歡娃娃-特色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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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不同年齡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差異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N=264) 

變項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比較 

牛仔-創

意 

18～30歲 

31歲以上 

4.30 

4.38 

1.05 

0.92 

-0.69 

 

優雅-醒

目 

18～30歲 

31歲以上 

3.11 

3.86 

1.29 

1.42 

-4.58★★★ 

31歲以上

>18～30

歲 

中東-時

髦 

18～30歲 

31歲以上 

3.73 

3.76 

1.09 

1.21 

-0.32  

娃娃-特

色 

18～30歲 

31歲以上 

3.33 

3.00 

1.30 

1.20 

2.06★ 

18～30歲

>31歲以

上 

東風禪-

時尚 

18～30歲 

31歲以上 

4.15 

4.03 

1.00 

1.21 

0.83  

俏麗-新

穎 

18～30歲 

31歲以上 

3.57 

3.94 

1.15 

1.10 

-2.69★★★ 

31歲以上

>18～30

歲 

★P<.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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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不同教育程度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情

形 

    不同教育程度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從表 5.25可看

出，除了中東-時髦與娃娃-特色配對兩組未達統計上差異水準外，於 4

組均達到統計上差異水準(t=3.72、3.56、10.00、與 4.76，P<.05) ，表

中顯示:研究所以上較喜愛牛仔-創意、俏麗-新穎、東風禪-時尚 3個配

對組，大專畢業者偏愛東風禪-時尚組，而高中職則偏愛俏麗-新穎組。 

表 5.25 不同教育程度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N=264) 

變項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事後比較 

牛仔-創

意 

組間 

組內 

7.12 

251.82 

2 

261 

3.57 

0.96 

3.72★ 

學生>商企

業 

優雅-醒

目 

組間 

組內 

13.84 

501.70 

2 

261 

6.92 

1.92 

3.56★ 

學生>自由

業 

中東-時

髦 

組間 

組內 

5.29 

338.22 

2 

261 

2.64 

1.30 

2.04  

娃娃-特 組間 7.68 2 3.84 2.44★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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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組內 411.55 261 1.58 

東風禪-

時尚 

組間 

組內 

22.55 

316.63 

2 

261 

11.28 

1.13 

10.00★★

★ 

自由業>商

企業 

學生>商企

業 

俏麗-新

穎 

組間 

組內 

11.99 

329.98 

2 

261 

5.99 

1.26 

4.76★★ 

商企業>學

生 

★P<.05 ★★P<.01 ★★★P<.001 

5.8.4 不同職業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情形 

    不同職業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情形，從表 5-26可看

出，優雅-醒目與東風禪-時尚配對兩組達統計上差異水準(t=3.36與 3.74，

P<.05)，學生較喜愛優雅-醒目組，商企業較喜愛東風禪-時尚；其餘 4

組均未達到統計上差異水準。 

表 5.26 不同職業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N=264) 

變項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事後比較 

牛仔-創 組間 2.93 2 1.46 1.49  



 
 
 
 
 
 
 
 
 
 
 
 

 

89 

意 組內 256.07 261 0.98 

優雅-醒

目 

組間 

組內 

12.93 

502.62 

2 

261 

6.46 

1.93 

3.36★ 3>2 

中東-時

髦 

組間 

組內 

2.18 

341.33 

2 

261 

1.09 

1.31 

0.83  

娃娃-特

色 

組間 

組內 

6.79 

412.49 

2 

261 

3.39 

1.58 

2.15  

東風禪-

時尚 

組間 

組內 

8.82 

307.81 

2 

261 

4.41 

1.18 

3.74★ 1>3 

俏麗-新

穎 

組間 

組內 

1.46 

359.51 

2 

261 

0.73 

1.30 

0.56  

★P<.05 

5.8.5 不同地區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情形 

             不同地區受測者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情形，經進

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優雅-醒目、中東-時髦、及俏麗-新穎等

三駔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F=17.56、10.29、及 6.56，P<.05)，北中南部

設測者各有所好，北部喜愛俏麗-新穎的、中部喜愛中東-時髦的、而南

部則較喜愛優雅-醒目的；餘 3組則均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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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7 不同地區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N=264) 

變項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事後比

較 

牛仔-

創意 

組間 

組內 

3.65 

255.35 

2 

261 

1.83 

0.98 

1.87  

優雅-

醒目 

組間 

組內 

29.24 

487.30 

2 

261 

14.12 

1.88 

17.56★

★ 

南部>

北部 

中東-

時髦 

組間 

組內 

35.12 

318.34 

2 

261 

12.56 

1.22 

10.29★

★★ 

中部>

北部 

娃娃-

特色 

組間 

組內 

5.19 

414.08 

2 

261 

2.60 

1.59 

1.64  

東風禪

-時尚 

組間 

組內 

4.84 

311.79 

2 

261 

2.42 

1.20 

2.03  

俏麗-

新穎 

組間 

組內 

16.33 

324.64 

2 

261 

8.17 

1.24 

6.56★★ 

北部>

南部 

★★P<.01 ★★★P<.001 

5.8.6 不同生活形態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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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不同生活形態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經進行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檢定，由表 5-28顯示，僅娃娃-特色組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F=4.87，P<.05)，活動的生活形態者喜愛娃娃-特色組；餘 5組則均未

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表 5.28 不同生活形態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N=264) 

變項 組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 

事後比

較 

牛仔-

創意 

組間 

組內 

2.08 

256.92 

2 

261 

1.04 

0.99 

1.06  

優雅-

醒目 

組間 

組內 

0.13 

515.42 

2 

261 

0.62 

1.98 

0.03  

中東-

時髦 

組間 

組內 

1.34 

342.16 

2 

261 

0.67 

1.31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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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

特色 

組間 

組內 

15.09 

404.18 

2 

261 

7.55 

1.55 

4.87★★ 

活動的>

興趣的 

活動的>

意見的 

東風禪

-時尚 

組間 

組內 

1.72 

314.92 

2 

261 

0.85 

1.21 

0.71  

俏麗-

新穎 

組間 

組內 

1.61 

339.35 

2 

261 

0.81 

1.30 

0.62 

 

★★P<.05 

5.9 結語 

    根據上述各節重要發現歸納如下; 

1. 在仕女彩繪造形中以選擇牛仔風髮最高，其次為東方風髮， 

再次為娃娃風髮。 

2. 女性對優雅風髮形有較高的評價，服務業比學生對優雅風髮 

形有較高的評價。 

3. 活動形的對中東風髮形有較高的評價，興趣形的對娃娃風髮 

形比意見形的有較高評價 

4. 在意象語彙中，與仕女造形相配語彙最高分者為：時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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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簡潔的，再次為新穎的， 

5. 男性對醒目的的意象語彙有較高的評價，18～30歲對特色的 

、高級的、與優雅的的意象語彙有較高的評價；大專以上程 

度者較喜愛特色的語彙。學生比自由業者較喜愛精緻的語 

彙，南部地區比中部地區受測者較喜愛精緻的語彙，活動形 

態者比意見的受測者較喜愛高級的語彙。女生比男生較崇尚 

活動的形態。北部地區比南部地區受測者較喜愛活動的形 

態。 

6. 牛仔風髮形配創意的人數最多(167人)，其次為優雅風髮形 

配對醒目的(129人)，再次為東風禪風髮形配時髦的；男生較 

女生更喜歡牛仔風髮形配創意的，31歲以上比 18～30歲組喜 

歡優雅-醒目與俏麗-新穎兩組配對。另在娃娃-特色 配對 

上，亦達到統計上差異水準(t=2.06，P<.05)，即 18～30歲 

比 31歲以上受測者喜歡娃娃-特色配對。 

    研究所以上較喜愛牛仔-創意、俏麗-新穎、東風禪-時尚 3個配

對組，大專畢業者偏愛東風禪-時尚組，而高中職則偏愛俏麗-新穎組。

學生較喜愛優雅-醒目組，商企業較喜愛東風禪-時尚北中南部設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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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所好，北部喜愛俏麗-新穎的、中部喜愛中東-時髦的、而南部則

較喜愛優雅-醒目的；活動的生活形態者喜愛娃娃-特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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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先設計 AI0量表生活形態問卷，受測者經

統計分析後，產生三個族群構面，在對於不同的仕女彩繪造形與其相關

的意象語彙進行認知之差異統計分析。經透過文獻探討分析，仕女彩繪

造形樣本設計及意象語彙篩選設計第二部分調查問卷，以探討不同背景

變項之受測者對於仕女彩繪造形與意象語彙認知之差異；第三部分設計

仕女彩繪造形與意象語彙配對之問卷，以探討不同背景受測者對於兩者

配對喜愛的差異情形。問卷回收後，採用描述性統計，項目分析、因素

分析、集群分析、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就

受測者反應之資料加以分析處理。 

 6.1 研究結論 

1. 受測者選擇仕女彩繪造形，以選牛仔風髮最高，其次為東方風髮，

再次為娃娃風髮。本研究生活形態分為 1活動的，2興趣的，3

意見的三個構面，其中以興趣形態的分數最高，其次為活動形態

的，再次為意見形態的。在意象語彙中，以仕女造形相配語彙最

高分者為：時髦的，次為簡潔的，再次為新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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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背景對仕女彩繪造形之差異看法，在不同職業上，服務業比

學生對優雅風髮形有較高的評價；活動形的對中東風髮形有較高

的評價，興趣形的對娃娃風髮形比意見形的有較高評價。 

3. 不同背景對意象語彙之差異看法，不同性別對之差異看法，醒目

的的意象語彙看法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男性對醒目的的意象語

彙有較高的評價；不同年齡對特色的、高級的、與優雅的等 3種

意象語彙看法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18～30歲對特色的、高級的、

與優雅的的意象語彙有較高的評價，不同教育程度受測者，對特

色的 1句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大專以上程度者較喜愛特色的語

彙；不同職業受測者，對精緻的 1句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學生

比自由業者較喜愛精緻的語彙；不同地區受測者，對 10句意象

語彙的認知，精緻的 1句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南部地區比中部

地區受測者較喜愛精緻的語彙；不同生活形態受測者，對 10句

意象語彙的認知，在高級的 1句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活動形態

者比意見的受測者較喜愛高級的語彙。 

4. 不同背景對生活形態之差異看法，不同性別在活動的形態達到統

計上顯著差異，女生比男生較崇尚活動的形態。不同地區受測者

其生活形態之差異情形，經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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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形態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北部地區比南部地區受測者較喜

愛活動的形態。 

5. 不同背景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看法，不同性別對

仕女彩繪造形與意象語彙配對，牛仔風髮形─創意的有達到統計

上差異水準，男生較女生更喜歡牛仔風髮形配創意的；不同年齡

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在優雅-醒目與俏麗-新穎

兩組達到統計上差異水準，31歲以上比 18～30歲組喜歡優雅-

醒目與俏麗-新穎兩組配對。另在娃娃-特色配對上，亦達到統計

上差異水準，即 18～30歲比 31歲以上受測者喜歡娃娃-特色配

對；不同教育程度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顯示:

研究所以上較喜愛牛仔-創意、俏麗-新穎、東風禪-時尚 3個配

對組，大專畢業者偏愛東風禪-時尚組，而高中職則偏愛俏麗-新

穎組。 

    不同職業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情形，優雅-醒目與東

風禪-時尚配對兩組達統計上差異水準，學生較喜愛優雅-醒目組，商企

業較喜愛東風禪-時尚；不同地區受測者對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之

差異情形，優雅-醒目、中東-時髦、及俏麗-新穎等三駔達到統計上顯著

差異，北中南部設測者各有所好，北部喜愛俏麗-新穎的、中部喜愛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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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髦的、而南部則較喜愛俏麗-新穎的；不同生活形態對仕女彩繪造形

配對意象語彙之差異，經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娃娃-特色組達到

統計上顯著差異，活動的生活形態者喜愛娃娃-特色組。 

6.2 建議 

    歸納以上結論發現，提出以下建議，以供從事相關設計者之參考: 

1. 在仕女彩繪造形方面:從就業人士觀點，較強調優雅風髮形；就生

活形態，則偏向以喜好中東風髮形和娃娃風髮形。設計者可以此

做考量。 

2. 在意象語彙方面:男性比較喜歡醒目的，18～30歲對特色的、高級

的、與優雅的的意象語彙有較高的評價；而大專以上程度者較喜

愛特色的語彙；學生比自由業者較喜愛精緻的語彙；南部地區比

中部地區受測者較喜愛精緻的語彙；活動形態者比意見的受測者

較喜愛高級的語彙。設計者可以就以尚不同人口特徵的喜好，選

用相關詞彙。 

3. 在仕女彩繪造形配對意象語彙方面:男生較女生更喜歡牛仔風髮

形配創意的；31歲以上比 18～30歲組喜歡優雅-醒目與俏麗-新穎

兩組配對；18～30歲較年輕族群較喜歡娃娃-特色配對；研究所以

上較喜愛牛仔-創意、俏麗-新穎、東風禪-時尚 3個配對組，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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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者偏愛東風禪-時尚組，而高中職則偏愛俏麗-新穎組。學生

較喜愛優雅-醒目組，商企業較喜愛東風禪-時尚；北中南部設測

者各有所好，北部喜愛俏麗-新穎的、中部喜愛中東-時髦的、而

南部則較喜愛俏麗-新穎的；活動的生活形態者喜愛娃娃-特色組。

設計者在設計相關產品選擇意象語彙時，可以參考以上不同人口

特徵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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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仕女彩繪造形意象語彙調查問卷(試測) 

親愛的朋友,您好 

謝謝你抽空填答本問卷,本問卷研究主題「仕女彩繪造形意象之研究」,此問卷為仕女彩繪

造形意象語彙問卷。您寶貴的意見將是本研究之中要依據,在此由衷的感謝您的參與,感謝

您! 

祝  身體康泰  事事順心 

 

 

南華大學創意產品設計學系 

指導教授:陳木杉 

研究生:蔡佳玲 

 

請於 50組形容詞語彙中挑出 20組對於仕女彩繪造形適合的形容詞語彙。 

 

範例:請於形容詞語彙組中做記號’ 

陳舊的－新穎的 ˇ 浪漫的－實際的  乏味的－有趣的  低俗的－尊貴的  

 

 

陳舊的－新穎的  浪漫的－實際的  乏味的－有趣的  低俗的－尊貴的  

低調的 醒目的  普通的 個性的  簡潔的 複雜的  愉快的 嚴肅的  

迷幻的 閃亮的  冷漠的 溫暖的  平淡的 耀眼的  呆板的 生動的  

誇張的 實在的  冷酷的 熱情的  細膩的 粗獷的  厚重的 輕巧的  

樸實的 華麗的  溫和的 強烈的  冰冷的 火熱的  時髦的 古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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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 前衛的  稚氣的 成熟的  特色的 平凡的  時尚的 復古的  

淳樸的 典雅的  輕鬆的 沉重的  粗糙的 精緻的  講究的 馬虎的  

斯文的 狂野的  拘謹的 豪放的  大方的 含蓄的  僵硬的 柔軟的  

便宜的 昂貴的  高級的 平實的  柔軟的 剛硬的  俗氣的 高尚的  

對比的 協調的  美觀的 醜陋的  沉悶的 活潑的  生硬的 活力的  

感動的 靜態的  優雅的 粗俗的  保守的 開放的  創意的 單調的  

多變的 單調的  溫暖的 冷峻的  突兀的 平凡的  俐落的 笨拙的  

聰明的 愚笨的  輕浮的 穩重的      

 

【一 基本資料】 

A性別: 1.□男  2.□女 

B年齡: 1.□18~30 歲  2.□31~40 歲  3.□41歲以上 

C教育程度:  1.□高中(職)  2.□大專院校  3.□研究所以上 

D職業: 1.□商企業 2.□自由業 3.□軍公教 4□服務業 5.□學生 6.□其他 

E居住地區: 1.□北部 2.□中部 3.□南部 

 

【二生活形態】請您依照個人情況填答,於 1~5格選項中勾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喜歡造形獨特的產品      

2. 我喜歡造形簡潔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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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喜歡和朋友聊天      

4. 我喜歡流行的新產品      

5. 我喜歡逛街購物      

6. 我喜歡自己動手做東西      

7. 我喜歡抽空學習      

8. 我喜歡看流行時尚雜誌      

9. 我喜歡待在家上網      

10.我喜歡介紹產品給親友      

11.我喜歡外出運動      

12.我喜歡看電視節目      

13.我喜歡和別人不一樣的產品      

14.我喜歡四處旅行      

15.我是極限運動的愛好者      

16.我喜歡看目錄購買產品      

17.我有良好的運動習慣      

18.我喜歡較灰暗色彩的產品      

19.我喜歡與人相處      

20.我喜歡穿著與眾不同      

21.我喜歡嘗試流行新事物      

22.我喜歡購買特價品      

23.我喜歡精打細算      

24.我喜歡獨自完成工作,不依賴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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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5.經常關心時事與新聞      

26.我經常捨不得丟東西      

27.我經常假日在家休息      

28.我經常假日會外出活動      

29.我經常假日很忙      

30.我經常和家人一起休閒      

31.我經常買同樣產品      

32.我經常網購      

33.我經常和朋友出去遊玩      

34.我經常購物受廣告的影響      

35.我經常至購物中心購物      

36.我經常喜歡就會購買      

37.我經常便宜就會購買      

38.我經常逛百貨公司      

39.我經常購買流行類雜誌      

40.我經常和朋友聊天      

41.我經常慎重考慮才會購買產品      

42.我經常參與團體活動      

43.我經常購買新上市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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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我經常詢問朋友後才購買產品      

45.我經常一個人獨處      

46.我經常接近大自然      

47.我經常購買造形獨特的產品      

48.我善於表達自己      

49.我希望自己設計仕女彩繪造形      

50.我認為仕女彩繪造形都大同小異      

51.我希望改善生活條件      

52.我滿意我現在的生活      

53.我重視與家庭相處      

54.我重視與家人相處      

55.我認為自己觀念保守      

56.我認為名牌可以提高身份      

 

  



 
 
 
 
 
 
 
 
 
 
 
 

 

110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57.我認為仕女彩繪造形會影響購買意願      

58.我認為貨比三家不吃虧      

59.我認為仕女彩繪造形會影響價值      

60.我認為仕女彩繪造形會影響感覺      

61.我認為吸收流行資訊很重要      

62.我認為打扮可以顯露個性      

63.我認為逛街可以接收流行資訊      

64.我認為專櫃能提供我最佳產品      

65.我喜歡購買相同品牌的產品      

66.我經常東西買太多      

 

問卷到此結束,您提供的寶貴意見將是本研究的重要依據,由衷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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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分類 樣本圖片 分類 

長

捲

髮

著

帽

造

型  

  

樣本 07(牛仔風髮形) 樣本 01 

  

樣本 04 樣本 06 

  

樣本 32 樣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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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捲

髮

著

帽

造

型 

  

樣本 26 樣本 27 

  

樣本 08(優雅風髮形) 樣本 28 

有

頭

飾

的

長

捲

髮

造

型 

  

樣本 31(中東風髮形) 樣本 02 

  

樣本 03 樣本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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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25 樣本 09 

 

有 

 

頭 

 

飾 

 

的 

 

長 

 

捲 

 

髮 

 

造 

 

形 

  

樣本 10 樣本 11 

  

樣本 12 樣本 13 

  

樣本 14 樣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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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16 樣本 17 

有 

 

頭 

 

飾 

 

的 

 

長 

 

捲 

 

髮 

 

造 

 

形 

  

樣本 19 樣本 20 

  

樣本 33(娃娃風髮形) 樣本 22 

  

樣本 29 樣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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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23  

 

有 

 

變 

 

化 

 

的 

 

髮 

 

形 

 

造 

 

形 

  

樣本 38(俏麗風髮形) 樣本 36 

  

樣本 18 樣本 24 

  

樣本 30 樣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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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40(東方禪風髮形) 樣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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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仕女彩繪造形意象語彙調查問卷(正式測驗) 

親愛的朋友,您好 

謝謝你抽空填答本問卷,本問卷研究主題「仕女彩繪造形意象之研究」,此問卷為仕女彩繪

造形意象語彙問卷。您寶貴的意見將是本研究之中要依據,在此由衷的感謝您的參與,感謝

您! 

祝  身體康泰  事事順心 

 

 

南華大學創意產品設計學系 

指導教授:陳木杉 

研究生:蔡佳玲 

 

請於 50組形容詞語彙中挑出 20組對於仕女彩繪造形適合的形容詞語彙。 

 

範例:請於形容詞語彙組中做記號’ 

陳舊的－新穎的 ˇ 浪漫的－實際的  乏味的－有趣的  低俗的－尊貴的  

 

 

 

新穎的－陳

舊的 

 浪漫的-實際的  簡潔的-複雜

的 

 愉快的-嚴肅

的 

 

樸實的-華麗

的 

 輕鬆的-沉重的  特色的-平凡

的 

 時髦的-古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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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的-粗糙

的 

 純樸的-典雅的  斯文的-狂野

的 

 時尚的-復古

的 

 

大方的-含蓄

的 

 高級的-平實的  柔軟的-剛硬

的 

 俗氣的-高尚

的 

 

對比的-協調

的 

 優雅的-粗俗的  多變的-單調

的 

 創意的-單調

的 

 

【一 基本資料】 

A性別: 1.□男  2.□女 

B年齡: 1.□18~30 歲  2.□41歲以上 

C教育程度:  1.□高中(職)  2.□大專院校  3.□研究所以上 

D職業: 1.□商企業 2.□自由業 3.□學生  

E居住地區: 1.□北部 2.□中部 3.□南部 

【二生活形態】請您依照個人情況填答,於 1~5格選項中勾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喜歡造形獨特的產品      

2. 我喜歡造形簡潔的產品      

3. 我喜歡和朋友聊天      

4. 我喜歡流行的新產品      

5. 我喜歡逛街購物      

6  我喜歡自己動手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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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喜歡抽空學習      

7. 我喜歡看流行時尚雜誌      

8. 我喜歡待在家上網      

9. 我喜歡介紹產品給親友      

10.我喜歡外出運動      

11.我喜歡看電視節目      

12.我喜歡和別人不一樣的產品      

13.我喜歡四處旅行      

14.我是極限運動的愛好者      

15.我喜歡看目錄購買產品      

16.我有良好的運動習慣      

17.我喜歡較灰暗色彩的產品      

18.我喜歡與人相處      

19.我喜歡穿著與眾不同      

20.我喜歡嘗試流行新事物      

21. 我喜歡購買特價品      

22.我喜歡精打細算      

23.我喜歡購買相同品牌的產品      

24.我喜歡獨自完成工作,不依賴他人      

25.我經常東西買太多      

26.我經常關心時事與新聞      

27.我經常捨不得丟東西      

28.我經常假日在家休息      

29.我經常假日會外出活動      



 
 
 
 
 
 
 
 
 
 
 
 

 

120 

30.我經常假日很忙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1.我經常和家人一起休閒      

32.我經常買同樣產品      

33.我經常網購      

34.我經常和朋友出去遊玩      

35.我經常購物受廣告的影響      

36.我經常至購物中心購物      

37.我經常喜歡就會購買      

38.我經常便宜就會購買      

39.我經常逛百貨公司      

40.我經常購買流行類雜誌      

41.我經常和朋友聊天      

42.我經常慎重考慮才會購買產品      

43.我經常參與團體活動      

44.我經常購買新上市的產品      

45.我經常詢問朋友後才購買產品      

46.我經常一個人獨處      

47.我經常接近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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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造形意象】本問卷提供九組相對的意象形容詞作為量尺，共分為五個等級請你

根據娃娃造形樣本與意象形容詞語彙的契合趨向程度，1-5格的選答區中勾選最適當

的位置。 

範例: 

圖片 越趨時尚的  ←────────→ 超趨復古的 

 

           -2      -1       0       1       2 

時尚的      復古的 

        

 

 

 

時尚的      復古的 

創意的      單調的 

特色的      平凡的 

新穎的      陳舊的 

簡潔的      複雜的 

高級的      平實的 

優雅的      粗俗的 

精緻的      粗糙的 

時髦的      古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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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的      復古的 

創意的      單調的 

特色的      平凡的 

新穎的      陳舊的 

簡潔的      複雜的 

高級的      平實的 

優雅的      粗俗的 

精緻的      粗糙的 

時髦的      古板的 

 

 

時尚的      復古的 

創意的      單調的 

特色的      平凡的 

新穎的      陳舊的 

簡潔的      複雜的 

高級的      平實的 

優雅的      粗俗的 

精緻的      粗糙的 

時髦的      古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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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的      復古的 

創意的      單調的 

特色的      平凡的 

新穎的      陳舊的 

簡潔的      複雜的 

高級的      平實的 

優雅的      粗俗的 

精緻的      粗糙的 

時髦的      古板的 

 

 

時尚的      復古的 

創意的      單調的 

特色的      平凡的 

新穎的      陳舊的 

簡潔的      複雜的 

高級的      平實的 

優雅的      粗俗的 

精緻的      粗糙的 

時髦的      古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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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的      復古的 

創意的      單調的 

特色的      平凡的 

新穎的      陳舊的 

簡潔的      複雜的 

高級的      平實的 

優雅的      粗俗的 

精緻的      粗糙的 

時髦的      古板的 

問卷到此結束,您提供的寶貴意見將是本研究的重要依據,由衷感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