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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展覽已成為大眾普遍所知的行銷媒介，就策展理念轉化為具體展覽
規劃而言，「展覽」已不再只是一種內容與型式的展現，而是觀念
傳遞的媒介。一場好的展覽不僅具備資源整合與統籌能力，更是創
造足以引起人們共鳴的觀點，就如同設計思維的本質：具有洞見、
觀察與同理心。本研究藉由「詩情畫意-仙雲之美油畫習作展」之策
展，首先探討策展人如何運用設計思維，在展覽規劃時如何與創作
者共同合作，將藝術畫作賦予展品創新觀點發揮最大的展覽效果。
根據前述的個案，本研究透過理性的認知模式與感性的審美體驗
，以探討觀眾的喜好認知與審美感受。因此，本研究進行了兩個相
關實驗，一是探討閱聽者如何認知藝術家繪畫創作的抽象「詩情」
意境與具象「畫意」情境，另一則是不同媒體呈現的畫作對觀眾的
感受。其主要目的在於說明策展如何透過適當研究，以驗證展出的
效果，以提供創作者、策展人與觀眾對藝術策展認知的參考。

中文關鍵詞： 設計思維、策展模式、傳達效果、參觀體驗

英 文 摘 要 ： In recent years, the demand of exhibition is increased day
by day. How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exhibition concept
of curator to visito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Exhibitions are obviously regarded as a communications
platform between exhibitors and visitors. Exhibitors
arrange a unique field, plan unusual experience and pass on
specific message to visitors. The process of exhibitions
holding just like design thinking process including
Insight, Observation and Empathy. By curating the
exhibition of turning poetry into painting,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how to transform abstract idea into
concrete exhibition and how to cooperation with creators
and exhibitors for visitors. Two studie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ed issues. Study I investigated the
cognition of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visual scenes when
turning poetry into painting.  The results provided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 of
understanding viewer perception, and to explore the
feelings associated with turning poetry into painting. The
other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media presentation forms on viewers’ perception,
preference, and viewing time. It is advised to provide
proper painting titles and good viewing environment during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to help viewers develop pleasant
emotions and further increase their preference for
paintings. Eventuall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give
an insight into the cognitive of exhibitors, creators and
visitors.

英文關鍵詞： Exhibition process, Exhibition model, Communication effect,
Visi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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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思維應用於展覽體驗模式之研究 

中文摘要 

展覽已成為大眾普遍所知的行銷媒介，就策展理念轉化為具體展覽規劃而言，「展覽」已不再只是一

種內容與型式的展現，而是觀念傳遞的媒介。一場好的展覽不僅具備資源整合與統籌能力，更是創造

足以引起人們共鳴的觀點，就如同設計思維的本質：具有洞見、觀察與同理心。本研究藉由「詩情畫

意-仙雲之美油畫習作展」之策展，首先探討策展人如何運用設計思維，在展覽規劃時如何與創作者共

同合作，將藝術畫作賦予展品創新觀點發揮最大的展覽效果。根據前述的個案，本研究透過理性的認

知模式與感性的審美體驗，以探討觀眾的喜好認知與審美感受。因此，本研究進行了兩個相關實驗，

一是探討閱聽者如何認知藝術家繪畫創作的抽象「詩情」意境與具象「畫意」情境，另一則是不同媒

體呈現的畫作對觀眾的感受。其主要目的在於說明策展如何透過適當研究，以驗證展出的效果，以提

供創作者、策展人與觀眾對藝術策展認知的參考。 

關鍵詞：設計思維、策展模式、傳達效果、參觀體驗。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mand of exhibition is increased day by day. How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exhibition 

concept of curator to visito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Exhibitions are obviously regarded as a 

communications platform between exhibitors and visitors. Exhibitors arrange a unique field, plan unusual 

experience and pass on specific message to visitors. The process of exhibitions holding just like design 

thinking process including Insight, Observation and Empathy. By curating the exhibition of turning poetry 

into painting,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how to transform abstract idea into concrete exhibition and how to 

cooperation with creators and exhibitors for visitors. Two studie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ed issues. 

Study I investigated the cognition of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visual scenes when turning poetry into painting.  

The results provided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 of understanding viewer perception, 

and to explore the feelings associated with turning poetry into painting. The other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media presentation forms on viewers’ perception, preference, and viewing time. It is 

advised to provide proper painting titles and good viewing environment during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to help 

viewers develop pleasant emotions and further increase their preference for paintings. Eventuall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give an insight into the cognitive of exhibitors, creators and visitors. 

 

Keywords: Exhibition process, Exhibition model, Communication effect, Visit experience. 

一、前言 

近年來，多元化展覽啟迪了台灣民眾對生活美學的冀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2011 年在台北市舉

辦的 IDA 世界設計大展，許多滿懷熱情的藝術工作者為此投入心血，充分展現「策展設計」的宗旨。

然就實際而言，歐美許多學校早已將策展設計融入設計相關課程，並於此領域多所鑽研，例如 Pratt 

Institute, NYU, MIT, University of the Arts, Royal College of Art, Art Center 等學校。另一方面，台北市已

被選為 2016 世界設計之都，未來如何引進設計策展的理念，且透過策略聯盟的方式將台灣的設計創意

推廣至全世界，亦是策展設計的另一個課題，其重要性不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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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是展覽的核心人物，原為西方博物館系統裡的典藏管理員，負責藏品整理、登錄與研究，

而逐漸發展為博物館專業的研究人員。隨著一般大眾對於參與展覽需求的增加，使得各類展覽的舉辦

單位不再侷限於博物館、美術館、政府及企業，進而促使策展人從藝術品的關照者，轉變為提升藝術

家及藝術創作意義與價值的主動性角色 (Farquharson，2003；O’neill，2007)，或為中介於客戶（政府、

企業或藝文機構）、創作人（藝術家）與觀眾間的溝通協調者。過往的策展人多具有藝術相關背景，

而如今只要能透過策展人的觀點，讓觀眾發現另一個觀看世界的角度，並能以更包容的思維擴大到能

創造足以引起人們共鳴的觀點者，就稱之為策展人，因此展覽擁有跨領域身分的策展人已成為普遍的

現象。本研究乃以較寬廣的定義來看待策展人，只要能作為跨領域溝通的橋樑，提供具創造性的觀點，

賦予展品具資訊價值，進而引起觀眾共鳴的人即可稱之為策展人。 

觀眾參觀展覽前與參觀展覽後的認知經驗為影響展覽滿意度的基礎，因此策展人需透過展覽傳達

其策展理念，在展覽中讓參觀者感受、瞭解策展人欲傳遞的觀點。然而策展人的創造性觀點，如何藉

由展覽來完全傳達給觀眾？許多研究者認為運用相同的認知語言乃是決定設計者與參觀者間溝通成效

的重要議題 (Blythe，1999；Crilly, Maier & Clarkson，2008)。策展人將抽象的觀點規劃於實際展場中，

其創意演繹的過程，包含個人特有的經驗、信念、文化養成以及能力的影響，如同設計師在設計過程

中，運用直覺的心智活動來處理消費者生活中的問題，因此設計活動被稱為「神秘的黑箱作業」。而

Hsieh, Lin & Hsieh （2011）研究中曾指出設計師與消費者之間的認知是有落差的，據此本研究從認知

的角度，探討策展人如何運用設計思維，將抽象的概念轉化為實體展覽、賦予展品創新觀點，亦或在

展覽初始如何與創作者共同合作，將展覽的效益延伸至展覽結束之後，以及探討觀眾對展覽的感受。 

觀眾在觀賞畫作的同時，將自我的情意投射進去，和畫作之間的相互交感，這是以美學的感受來

體會，絕不能以科學的分析來理解。而觀眾與畫作之間是否能融和交感？其間是否有必然的關係存在？

這是哲學上的老問題。雖然西洋歷代許多哲學家都反對以認知，來探討美學欣賞的這個老問題；然而，

這一個問題如果不借助認知的理論，則觀眾與畫作之間的隔閡便無法克服了。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

理性的認知模式與感性的審美體驗，以探討觀眾的喜好認知與審美感受。認知理論而言，閱聽者去參

觀藝術創作相關的展覽，假如事先對展覽的內容沒有足夠的訊息，形成一個概念模式，就會發生欣賞

或體驗的困難 (Jakobson，1987；Silverman，1983)。而一個藝術家、策展者與觀眾之間的交流模式，

是藝術家將其理念經由內在轉化成為創作模式，並透過美學的外在形式表現作品，再經由策展者的詮

釋，讓觀眾知道如何了解該藝術作品的欣賞方式 (林榮泰，2013)。 

本研究藉由「詩情畫意-仙雲之美習作展」之策展，探討一個藝術創作者，如何創作「詩情畫意」

的作品，經由策展人的詮釋，傳達展覽主題內容，最後，觀眾經由展出的內容，知覺、認知與感動其

過程，以再現藝術家的「詩情畫意」。研究目的在於說明策展如何透過適當研究，以驗證展出的效果，

提供創作者、策展人與觀眾對藝術策展認知的參考。本研究以實驗探討畫作的認知與在不同媒體呈現

情況下，對觀眾審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其主要目的有三: (1) 探討如何將策展理念轉化為具體的展

覽規劃，(2) 探討如何引發觀眾內在美感的共鳴並提升其對畫作內容認知的體驗， (3) 探討不同媒體

內容如何加值展覽效益。 

二、文獻探討 

設計學報曾於 2013 年 12 月出版「策展設計」專集，徵稿期間投稿相當踴躍，可見策展設計這個

議題的重要性。該專集亟欲藉助設計學報傳播的力量，廣徵策展設計相關專文，期能讓更多讀者有深

入學習、思考與分享的機會。該專集因篇幅有限，收錄人才培育到策展設計共五篇論文，雖無法呈現

策展設計之全貌，惟期許能拋磚引玉，共創策展設計未來之發展(林榮泰，2013)。各篇研究旨趣簡要說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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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策展人才養成：以美國藝術育才策略為例」一文（林廷宜，2013），從探究美國對博物

管理與策展專業人員育才的策略發展和基礎，分析其因應現今資訊時代的新方針；對於人才培

育、教育標準與評估方法的制定，藉由經驗分析提供台灣策展專業人才培育策略的參考與建議。 

 「美術館展示空間之牆面色彩設計研究」一文（蕭惠君，2013），透過六位美國美術館專業策

展人或展覽設計師的訪問，輔以相關美術館的文件資料分析，探討美術館展示牆色彩選擇的流

程；並深入分析美術館對於展示牆色彩設計的原則，提供美術館策展之參考。 

 「粉樂町政大續展」一文（黃巧慧、莊明振，2013），探討 FTCC（Form, Theme, Context, Cost）

做為策展決策參考模式之可行性。本研究以在藝術教育領域應用成功的 FTC（Form, Theme, 

Context） 模式為基礎，提出一 FTCC 策展決策參考模式，並將原先 FTC 模式各面向之考量因

子，轉化、調整為策展考量之決策因素，同時整合策展成本考量決策因素，以完成建構提供策

展決策參考之 FTCC 模式。 

 「後設認知觀點的歷史人物主題策展設計：以張七郎紀念展為例」一文（馬睿平、陳維翰，2013），

嘗試以台北 228 紀念館張七郎紀念展的策展設計為樣本，運用文獻探討、後設認知分析、深度

訪談進行個案解析，並歸納、統整後設認知與經驗學習相關理論，呈現一個「策展認知─學習」

分析架構，以探究團隊式策展設計對於歷史人物主題展的貢獻，提供後續研究參考。 

 「表演藝術策展─太陽劇團策展設計」一文（王台瑞、楊舒晴，2013），主要探討太陽劇團如

何以系統化方式執行表演策展，並分析在數位資源應用面向之數位策展相關內容，期能以「太

陽劇團」此具國際知名度的表演藝術團體，提供臺灣相關表演策展團體得以仿效學習。 

以上各篇研究呈現出近年由於全球文化創意產業興起，展覽的功能日益多元，形式也愈來愈複雜。

因此，策展專業人才的培育，確實是需要一套具有遠見的機制和過程。如何以明智的策展、借展或續

展，延續展覽影響力、創造新的價值，是策展人或策展團隊在做決策時的考驗。然而至目前為止，尚

未形成具有系統性的策展決策模式（或方法），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傳統的策展係由博物館以陳述

藝術品的歷史脈絡、營造一個特定氛圍，且在不搶鋒芒的前提下，突顯藝術品的精采，進而提供更美

好的參觀經驗。一般博物館歷史類的主題展，可區分為人物與文物兩類，其中以紀念歷史人物為主題

的策展，往往由於涉及特殊族群情感、詮釋觀點，甚至政治立場等議題，因而使得人物類的策展設計

有別於單純的文物展，更須考量到觀眾的感受與迴響。另一方面，在新時代的數位媒體匯流之下，表

演藝術團體應用現今的網路行銷觀點和做法，擷取表演內容並予以數位化方式呈現。其是否真正做到

以數位方式儲存結構化資料，且有效率地發揮嶄新雲端科技整合觀念及分析方法，確實值得進一步深

究。然因該專集篇幅有限，無法呈現策展設計之全貌；特別是策展人與觀眾之間溝通的相關議題，益

形重要。因此，以下為從不同的角度探討設計思維應用在創意策展相關議題的國內外研究。 

2-1 策展人與觀眾的溝通 

展覽是與觀眾溝通的一種平台，英國博物館學家 Hooper-Greenhill (1999)曾指出過去博物館的展覽是

一種「灌輸式的教學法」，例如將書畫、陶器、纖維織品等物件以不同的類別作為展示的分類方式，著重

於研究人員如何傳遞這些物件的相關知識，及其所隱涵的價值，而觀眾是被動的接收這些知識，被視為知

識消費者，研究人員則被視為積極的知識生產者，其溝通模式如圖 1 的上半部所示（李如菁、何明泉，2009）。 

而近年展覽展示被認為是中性的溝通媒介，傳遞的知識不是被發現，而是被創造出來的。針對此

理念的轉變是以 Hooper-Greenhill (1999)所提出的展覽溝通模型為基礎，其模型如圖 1 之下半部所示。

觀眾藉由展覽學習知識是主動建構的過程，其過程是建立在觀眾日常生活的經驗，並與不同文化背景

相關，因此展覽觀眾不再是消極的知識接收者，而是積極的意義和知識生產者，在此觀點之下，展覽

得以成為資源供應者，主要任務為促進觀眾生產意義的能力（李如菁、何明泉，2009）。因此觀眾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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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展覽所得到的知識，不再局限於特定知識，重要的是在參觀的過程中可以產生怎樣的感受，或注意

到一些事情，透過促進觀眾製造意義與詮釋意義能力的提升，讓展覽的功能更趨多元與寬廣。 

   

圖 1. 展覽溝通模式 

2-2 展覽的策展流程 

展覽的流程會依策展人的角色屬性而有所差異，根據策展人在策展團隊中的定位，Kamien (2001)

曾提出四種展覽發展的模式：(1) 開發者模式：教育推廣人員為展覽的負責人；(2) 團隊合作模式：策

展人、設計師與教育推廣人員，三者共同討論，策劃分工；(3) 策展人模式：策展人本身為展覽的主要

負責人；(4) 經紀人模式：企業、博物館或美術館等單位，根據已經發展完整的展覽，提供場地並辦理

展覽。而一場展覽的策劃需有明確的展覽流程，因其涉及工作團隊的組成、協商展覽合作模式、經費

的籌措及時程的掌握等，因此為能讓展覽順利完成，策展團隊間人力、資源的安排與分工皆需明確清

楚。（陳璽敬、陳俊良、林志隆，2014）。關於策展流程的進行步驟，Dean (2000)曾針對展覽的策劃

發展提出四個階段為構思階段、發展階段、執行階段及評價階段。而 Kamien (2001) 以其協助的 Franklin 

Institute 展覽為例，說明策展流程約有七個階段，包含概念形成、文件建構、概念發展與設計草案、確

立概念與設計展開、執行與布展、開幕、調整、建檔等。蘇憶如(2008)則以「波西米亞偶的家-捷克懸

絲偶戲展」為例，舉出國際交流的策展流程應包括：簽訂合作意向書、撰擬展覽文案、提擬展覽規劃

構想、發展展覽設計構想、辦理展品保險及進口報關事宜、辦理布展工作、開幕典禮、展覽期間、辦

理卸展工作等工作，以及在展覽結束後會針對展覽的活動效益進行評估與分析。而邵銘煌、劉維開

（2011）認為策展的固定工作離不開主題設定、展品蒐集、展覽架構、展場設計這四個流程，其中展

覽能否打動觀眾的心，進而得到共鳴，吸引力是重要的關鍵因素。陳璽敬、陳俊良、林志隆（2014）

整合上述策展流程認為，展覽執行期程大致可歸納成三個階段：(1)展覽開幕前：構思策展概念且將其

具體化，並執行展覽場地、展品的確認與準備工作。(2) 展覽期間：進行展覽開幕、展期至撤展活動。

(3) 展覽卸展後：評估展覽效益，並將展覽成果紀錄、建檔。上述學者提出的策展流程整理如表 1 所示。 

表 1. 策展規劃流程 

學者 開幕前 展覽期間 卸展後 

Dean (2000) 構思、發展與執行等三階段 執行階段 評價階段 

Kamien (2001) 
概念形成、文件建構、概念發展與設計草案、確立概念

與設計展開、執行與布展 
開幕、調整 建檔 

蘇憶如(2008)  
簽訂合作意向書、撰擬展覽文案、展覽規劃構想、發展

展覽設計構想、辦理展品保險及進口報關、辦理布展 

開幕典禮、展覽

期間、辦理卸展 
效益評估與分析 

邵銘煌、劉維開

（2011） 
主題設定、展品蒐集、展覽架構、展場設計 展覽 共鳴與吸引力 

陳璽敬、陳俊良、

林志隆（2014） 
概念具體化、展覽場地確認、展品確認、展覽準備 

展覽開幕、展

覽、撤展 

評估效益、成果紀錄與

建檔 

修改自陳璽敬、陳俊良、林志隆（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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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影響觀眾體驗之策展設計因素 

為什麼有些展覽特別能吸引觀眾，並受到喜愛？其影響的因素有那些，在展覽設計階段，策展人

如何運用這些因素，得以使策展人的策展理念透過展覽讓參觀者感受、瞭解策展人欲傳遞的觀點，然

而對參觀者而言，參觀展覽之目的除了見識真實事物或獲取新知外，也需要獲取精神與感官經驗上的

充實與滿足感，因此展覽並非完全由策展人所建構的知識灌輸模式主導，而必須著重觀眾的真實感受

才能發揮展覽的效益(Pes & Sharpe, 2012)。以觀眾的需求為出發點的理想展覽，Loomis(1987)曾指出其

應包括：展示主題生活化、觀眾可快速瞭解重點與得到訊息、內容符合各年齡層的需求，以及可以吸

引觀眾的注意力等。而目前關於展覽溝通的研究，多著重於教育知識面的印象記憶程度來評估展覽的

傳達效果（陳玫岑、張美珍，2009；陸定邦、楊莛莛、江致霖、黃思綾，2011），而近年來參觀展覽

的目的已從充實知識的教育面轉變為以觀光休閒的娛樂面（浦青青，2013），讓以知識認知作為參觀

展覽滿意度的指標，已轉變成以情緒感受為訴求(Wirtz & Bateson, 1999; Phillips & Baumgartner, 2002)

的展覽溝通價值。因此探討策展人藉由展覽所欲轉達的訊息與觀眾實際感受是否相符，以及策展人能

否拉近與觀眾對於展覽體驗的感受距離，成為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關於影響展覽體驗的因素，相關

的研究如下所述： 

1. 互動與引導設計的加入: Falk (2009)發展出學習脈絡模式，該模式建構出影響參觀的因素，包括

人們為什麼參觀展覽(動機、激勵及期望)，他們如何參觀展覽(過去的參觀經驗、單獨或不同類

型背景)，及導致什麼樣的參觀結果(學習、記憶)。該模型強調參觀前的預期心理（個人需求或

主題吸引性）、參觀時的體驗（展覽硬體設施或互動過程）以及參觀後的回憶（知識的獲得或

可與他人分享的記憶）等三部分的相互關係，如圖 2 所示。 

 

圖 2. 博物館體驗的因果歷程圖 (修改自 Falk，2009) 

 

2. 轉向內心感受的影響：關於情緒感受影響參觀者體驗滿意度的研究部分，Csikszentmihalyi 與 

Robinson(1990)強調情緒感受是影響展覽滿意度的重要因素，著重於心流的審美體驗，而參觀展

覽的心流體驗來自於參觀者自身意識狀態，透過參觀前對於展覽的先備知識，能提高對於展品

的理解及參與度，亦強化看展後的體驗深度。另一方面展覽可讓參觀者放鬆情緒、注意力之回

復及獲得平靜的體驗感受，其體驗效益的獲得取決於四種類型(表 2)：客觀經驗、認知經驗、反

思經驗與社會經驗 (Pekarik, Doering, & Karns, 1999)，根據以上研究結果可以推知，令人滿意的

展覽體驗為藉由參觀前展覽主題吸引性及期待感，與參觀後的認知是否一致來評估。 

表 2. 四種類型之體驗維度 

體驗維度 屬性 

客觀 眼見為憑、物以稀為貴、美的感受等 

認知 知識或訊息的獲得、豐富觀眾的認知 

回憶 體驗 預期 

● 社會背景 
● 預備知識 

● 環境 
● 互動

● 學習 
●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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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回憶、意義的連結、歸屬感或關聯性等 

社會 社交活動、兒童教育 

資料來源：Pekarik, Doering, & Karns(1999) 

 

3. 愉悅、幸福感等情緒感受的產生：一個令人滿意的展覽必須結合認知與情緒感受的刺激，當中

觀眾參觀前的預期心理是影響這些經驗最重要的因素，其原因是在於參觀過程中，若實際體驗

與預期越相符，所產生的愉悅感越大，參觀者的滿意度就越大，如同 De Rojas 與 Camarero (2006, 

2008)提出愉悅是另一個影響展覽滿意度的重要情緒，雖然此感受與展覽的預期心理及體驗無

關，卻具影響力。並提出展覽體驗與滿意度的關係，如圖 3 所示。 

 

          圖 3. 展覽體驗與滿意度的關係圖 (修改自 De Rojas ＆ Camarero, 2006, 2008)  

Packer (2008)認為民眾樂於參觀展覽的原因為：展覽可以帶來心理的幸福感、個人的幸福感及注意

力之回復，另外 Packer 與 Bond (2010)特別強調注意力之回復為影響展覽體驗的重要因素，其屬性包

含展場魅力、遠離塵囂的程度、合適性等，整體而言 Packer 提出影響觀眾參觀展覽滿意度的因素有服

務場域、外在環境的屬性、注意力之回復及幸福感，因此 Packer 認為觀眾參觀期待與滿意度間的關係

如圖 4 所示。而 Kirchberg, V., & Tröndle, M. (2012)則認為影響觀眾參觀展覽滿意度的因素為，參觀前

的外在環境與參觀者個人身心狀態，參觀期間的美感體驗，與參觀後的心理滿意度，與預期相符及幸

福感。綜合上述學者所提出關於參觀展覽滿意度之情緒感受影響如表 3 所示，顯示情緒感受為策展人

與展覽參觀者進行溝通的重要媒介。 

 

圖 4. 觀眾參觀期待與滿意度的關係圖 (修改自 Packer，2008) 

表 3. 觀展滿意度影響情緒感受之歷程 

學者 參觀前 參觀期間 參觀後 
Csikszentmihalyi and 
Robinson(1990) 理解程度、情緒狀態 審美(心流)的體驗 體驗的回饋程

度
Pekarik, Doering, and 
Karns(1999) 主題吸引性、期待感 令人滿意的體驗 滿意度與期待

相符 
De Rojas and 
Camarero(2006，
2008) 

預期心理 體驗、愉悅、預期相
符程度 

與預期相符程
度 

滿意度

真實體驗

預期體驗
社會文化特性 

(年齡、性別、 

參觀次數) 

 
 

展覽屬性 

參觀滿意度

愉悅 

確認 

心情、情緒等狀態 

參觀體驗 

參觀期待



 8

Falk(2009) 預期心理 互動體驗 回憶 
Packer (2008)，Packer 
and Bond(2010) 

服務場域，外在環境
的屬性 

令人滿意的體驗、注
意力之回復 心理的幸福感 

Kirchberg, V., & 
Tröndle, M. (2012) 

外在環境，個人身心
狀態 美感體驗 滿意，與預期相

符，幸福感 
修改自 Kirchberg, V., & Tröndle, M. (2012) 

三、詩情畫意 — 仙雲之美油畫習作展 

展覽已成為普遍的行銷媒介，「展覽」不再只是一種內容的呈現與展示，重要的是成為觀念傳遞

的媒介。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一場好的展覽不僅具備資源整合與統籌的功能，更是創造引起人們共鳴

的最好介面，策展過程就是一種設計思維。Brown (2009)認為設計思維基本上就是一種發想

（Inspiration）、構思（Ideation）與執行（Implementation）等三大探索的過程。而設計思維的成功，

必需經由可行性（Feasibility）、存續性（Viability）與可欲性（Desirability）三大準則的考驗，以達到

合諧平衡的狀態。除此之外，洞見（Insight）、觀察（Observation）與同理心（Empathy）是設計思維

成功的三要素，在設計思考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此，上述的三大探索的過程、三大準則

的考驗以及三大成功的要素，亦是策劃展覽所需具備的設計思維。以設計思維為中心的策展設計具有

兩個層面的意義，一是作為企業與消費者溝通橋樑的品牌策展人，二是作為企業與設計師溝通橋樑的

創意經紀人。其影響歷程就品牌策展而言，就是把品牌核心價值經由概念化，透過視覺化的設計，經

由展示化的創意，達到打動觀眾的感動化，最後，形成品牌的價值化；就創意經紀而言，就是把設計

師的想法創意化，透過感動人心的設計，製造為可營利的展覽商品，最後，形成策展品牌，如圖 5 所

示 (林榮泰，2013)。茲將「仙雲之美油畫習作展」如何應用設計思維進行策展，做以下說明： 

 

圖 5. 設計思維應用於策展設計的內涵 

3-1 策展理念 

「作自己好自在 - 素人的核心價值」。許多人退休後，開始有夢，有夢最美，逐夢踏實，築夢成

真。閒暇之餘，拿起畫筆，臨摹寫意；拿起相機，記錄美麗。用雲淡風輕的構圖，描繪生活的體驗；

用直白拙樸的筆觸，刻劃純真的藝術。將「作自己好自在」的核心價值，淋漓盡致地發揮在藝術創作

中，稱他們為 - 素人藝術家，實不為過 (林榮泰、李仙美，2015)。 

本文為了探討閱聽者如何認知藝術家繪畫創作的抽象「詩情」意境與具象「畫意」情境，策展了

「詩情畫意 — 仙雲之美習作展」。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一個藝術家，如何創作「詩情畫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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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策展人的詮釋，透過展覽傳達主題內容，最後，觀眾經由展出的內容，以其知覺、認知與感動的

過程，再現藝術家的「詩情畫意」。 

「詩情畫意」通常用來形容優美的自然景觀，就像詩所描寫的情境與畫所描繪的意境，給人以美

好的感受。「詩情畫意」一詞出自宋‧周密《清平樂‧橫玉亭秋倚》：「詩情畫意，只在闌桿外，雨

露天低生爽氣，一片吳山越水。」其意涵包括具體描繪情境與抽象營造意境；然而寫景容易，表意較

難 (王國維，2004；王力堅，2005)。誠如清‧毛祥麟的《墨余錄》：「詩情畫意，尚可言傳，惟此一

片深情，當於言外領味。」其中具象的「尚可言傳」與抽象的「言外領味」，正是人們如何感受詩情

畫意的重點 (童丹，2013)。例如，「水中撈月」透過寫景所描繪的情境，尚可言傳，甚至溢於言表；

但是如何領會李白喝酒之後，伸手撈月亮的意境，就只能「言外領味」(林榮泰、李仙美，2015)。 

就傳播理論而言，藝術家如何「如詩如畫」地表達意境與情境，閱聽者又如何去心領神會，是一

個編碼與解碼的過程。如同「詩情畫意」的認知就在編碼與解碼之間 (Barthes，1967；Fiske，1990)。

其中，「言外領味」比「尚可言傳」更為複雜；首先，藝術家在編碼過程中，從「詩情」形成到概念

化，包括：從詩詞意境建構、訊息提示形成一個情境；到畫作情境構圖和質感表達，最後「畫意」具

體化，以達到「詩情畫意」的創作，其編碼是一個複雜的心路歷程 (Fiske，1990；林榮泰、李仙美，

2015)。其次，閱聽者經由情境認知和象徵回饋，經由文化背景、經驗、概念模式與刻板印象等，交互

作用下產生「尚可言傳」的語意認知，形成對畫作「言外領味」的延伸，其解碼也是一個複雜的認知

過程 (Fiske，1990)。 

藝術家編碼的創作過程與閱聽者解碼的認知行為，就是 Norman (2002)所說的心智模式；其包括：

設計模式、使用者模式以及系統印象。設計模式是藝術家心中對「尚可言傳」編碼的概念，使用者模

式則是指閱聽者對「言外領味」解碼的認知，系統意象指的是被創作的藝術品。理想狀態是透過藝術

創作品讓「尚可言傳」和「言外領味」的認知一致。因此，「詩情畫意」所展現的系統印象就顯得格

外重要，因為藝術家必需確定畫作在寫情與寫意的表達恰如其分，在其畫作所營造的背景涵構下，引

領閱聽者進入其創作時的情境，讓領閱聽心領神會達到一致的認知。因此，「詩情畫意」牽涉到傳播

理論的編碼與解碼，以及心智模式的語意認知的相關理論，也是一個熱門的研究議題 (Beatty & Ball，

2011；葉茉俐，2014；林榮泰、李仙美，2015)。 

3-2 主視覺設計 

就傳播理論而言，一件成功的藝術作品傳達的「詩情畫意」內涵必需滿足三個層面：外形知覺的

技術層面、意義認知的語意層面與內在感受的效果層面。從認知工程的觀點而言，一個成功的藝術作

品其「詩情畫意」的認知也包括了三個層次: 閱聽者能否看到(外形知覺)？閱聽者能否了解(意義認知)？

閱聽者能否感動(內在感受)？一般藝術創作相關研究，比較關心構圖用色醒目與否，能不能吸引閱聽者

等外觀的因素，也就是第一個層次：外形知覺的問題。而第二個層次的「意義認知」與第三個層次的

「內在感受」，則較少有深入的研究探討 (徐啟賢、林榮泰，2011；Lin, Chen, Chen & Lin, 2015; Chen, 

Lin & Lin, 2014, 2015)。林榮泰等人(2015) 曾深入探討閱聽者的認知模式，結合前述的概念模式、溝通

理論與認知工程，其關係整理成「詩情畫意」的認知模式，如圖 6 所示 (林榮泰、李仙美，2015)。 

由於本研究的進行與展覽同步，研究團隊與策展人溝通之後，雙方認可上述的認知模式。據此，

經由先期研究包含創作者及策展人的深度訪談與觀眾的問卷調查，一方面訪談創作者為作品命名的緣

由及深入了解作品的意涵，再方面訪談策展人如何以觀眾的角度來重新詮釋作品，三方面以問卷調查

的方式評估觀眾對於創作者與策展人的詮釋方式何者較為認同，以及是否會提升觀眾的滿意度。最後

策展人根據調查結果，選擇「江闊雲低故人歸」這幅作品作為主視覺設計，並據此設計了海報、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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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設計理念說明卡等文宣品，如圖 7 所示。會場的視覺設計則透過「江闊雲低故人歸」所營造的氛

圍，以引導觀眾感受「詩情畫意」的情境，如圖 8 所示。整體而言，可以得知策展人亦是運用設計思

維的同理心來設計主視覺。 

 

圖 6. 詩情畫意的認知模式 

  
            圖 7. 主視覺相關的文宣品設計                         圖 8. 展覽場的主視覺設計 

3-3 展場布置 

一個成功的展示場域，尤其是與設計相關的展場，其成功因素至少包括三個要件：（1）營造一個

感性場域；（2）提供一個感動體驗；（3）展示感質商品。感性場域是一種情境和訴說故事的方式，

從櫥窗的展示設計到大型遊樂場的設計，都是透過情境設計營造場域氣氛。感性場域除了吸引觀眾，

並進而要讓觀眾感受到其所營造情境的功能，最後，達到感動觀眾的體驗。而感動體驗係經由如何營

造感性場域與提供感質商品，以滿足觀眾體驗的心理需求。因此，感性場域意象與感質商品設計，都

是影響觀眾體驗的關鍵因素（顏惠芸、林榮泰，2012）。 

本展覽於國立台灣藝術大學之國際展覽廳展出，展覽場地分為兩處，一處為展覽會場，另一處為

辦公室。而在展覽會場隔壁的辦公室，擺放辦公桌椅及實驗用電視，以利進行螢幕及畫冊觀看的實驗

條件。其展覽空間(20 公尺*13 公尺)中分別展示原畫作及平面輸出畫作。原畫作布置在展覽場門口的右

側(如圖 9)，平面輸出畫作則布置在左側(如圖 10)，兩種形式畫作採用相同的擺放順序。為呈現展覽的

氛圍並區隔兩個不同的展示空間，除了主視覺設計以外，另選了「天上浮雲似白衣」、「天光雲影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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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與「朝辭白帝彩雲間」等三幅作品，作為輔助視覺設計，如圖 11 所示。並據此設計掛軸分隔兩

個不同展覽空間，其設計與空間布置如圖 12 所示。 

   

         圖 9. 原畫作 21 幅展示於會場情形     圖 10. 平面輸出畫作 21 幅展示之全景 

  

         圖 11. 輔助視覺設計的掛軸           圖 12. 輔助視覺掛軸的會場布置設計 

四、研究方法 

觀眾在觀賞畫作時，將自我的情意投射進去，與外物相互會通交感，這是以美學的感受來體會，

不能以科學的分析來理解。而人與外界是否能融會交感？其間是否有必然的關係存在著？這是哲學上

的老問題。例如，莊周夢蝶的故事，莊子透過美感經驗，藉化蝶的寓言來除去物我隔離，融合人與外

在的自然世界。莊子看待人與外在之觀點不似西方的哲學家，他不從認知的立場去追問，而是以美感

的態度去體驗。然而，美感體驗如果落到不可認知的範疇時，人與外在的隔離便無法克服了。因此本

研究嘗試將觀眾審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透過理性探討感性的審美體驗。 

以感性工程的觀點而言，一個成功的展覽必需讓觀眾透過展出內容，完成認知的三個過程：（1）

情境知覺，觀眾能否看到；（2）意境認知，觀眾能否了解；（3）心理感受，觀眾能否被感動。在這

個認知的過程中，觀眾如何去了解藝術家抽象的「詩情」意境，以及具象的「畫意」情境。因此，「詩

情畫意」的認知值得作系統化的探討，讓提供藝術家如何創作「如詩如畫」的繪畫，與閱聽者如何感

受、認知「詩情畫意」作為研究參考。根據前述的「詩情畫意 — 仙雲之美習作展」個案，本研究進

行了系列探討。茲以下列兩個相關研究探討閱聽者如何認知藝術家繪畫創作的抽象「詩情」意境與具

象「畫意」情境 (Lin et al., 2015; Chen et al., 2014, 2015)，以及不同媒體呈現的畫作對觀眾的感受 (Chen, 

Lin, Lee & Kang, 2016)。執行了二個研究，說明如下。 

4-1 詩情畫意的認知模式研究 

4-1.1 研究架構 



 12

根據相關的文獻探討、理論建構與分析，本文將詩情畫意的認知模式研究分為三個階段：階段一

包括文獻探討與理論建構，已如前述；階段二則以樣本選取、先期測試、問卷設計與正式測試為主要

工作；首先有計畫的選取畫作樣本，並以相關詩詞作為畫作標題；經由先期測試輔以專家訪談及兩階

段之問卷設計後，正式進行認知模式測試與媒體形式評估的問卷調查。階段三則將問卷資料整理成畫

作與詩詞匹配的混淆矩陣，並輔以相關的統計分析，透過傳播理論、認知心理及語意分析等，探討研

究相關的結果，得到可能的結果與建議，研究架構如圖 13 所示，本研究的相關說明請參考 Lin et al. (2015)

以及林榮泰與李仙美(2015)之相關著作。 

 

圖 13. 詩情畫意認知模式之研究架構 

4-1.2 樣本選取 

本研究以習畫五年的素人畫者李女士之畫作為主，選取其畫作樣本共 23 幅，並以 23 句詩詞作為

畫作標題；經由先期測試輔以專家訪談後，選取其中 21 幅與 21 個相關詩詞作為畫作標題，21 幅畫的

選取標準分為畫作完成時間、畫作內容與畫作之詩詞命名等三大部分。就畫作完成時間而言，可以分

為初期、中期與近期三個階段；李女士 2008 年開始學畫，初期(2008-2009)由家教指導入門；中期

(2009-2012)加入畫室，與一群同好相互切磋琢磨，適時由畫室老師指點作畫；近期則指 2013 年以後根

據特定主題的自我創作。就畫作內容而言，初期之畫作內容，皆以風景畫為主。近期畫作分為兩大類，

一是以雲為主題的自由創作，其靈感或來自雲的千變萬化，或風情萬千；一是以特定的詩詞為主題的

創作。李女士被要求利用 Michel (1999)於其論文--「將詩詞轉換為畫作：一個視覺化的實驗」中所介紹

的方法，也就是視覺構圖(illustration)、語意翻譯(interpretation)與內在反應(reaction)等三個過程，根據

選定的詩詞創作。 

而畫作之詩詞命名，初期的 9 幅風景畫，係由策展者依畫作內容直接以適當的詩詞命名；近期以

雲為主題的自由創作以及以詩詞為主題的畫作，則由策展者透過畫者上述創作過程後，根據詩情與畫

意直接以其選取的詩詞中的詩句命名共 12 幅。初期的 9 幅風景畫作樣本與其相對之詩詞標題，如表 4

所示；近期的 12 幅以詩詞創作為主的樣本與其相對之詩詞標題，如表 5 所示。 

本研究的問卷內容係根據傳播理論、認知心理及語意分析等學理設計(Lin，1992，1993)，主要分

成兩個部份，第一個部份，類似觀眾在沒有準備及資訊的情況下，參觀畫展的情形；第二個部份，就

像參觀者經由解說或畫作名稱而去了解畫作。此部分共進行兩個實驗: (1) 測試一「詩詞無題」：畫作

內容與詩詞標題之匹配實驗，與(2) 測試二「畫作有名」：畫作與指定詩詞之契合度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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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 幅風景畫作樣本與其詩詞標題 

A.江闊雲低故人歸

(1) 

B.雲日相輝映萬里

(2) 

C.天上浮雲似白衣

(3) 

D.白雲深處有人家

(4) 

E.白雲千載空悠悠

(5) 

F.晴空萬里雲滿天

(6) 

G.朝雲春樹溪水流

(7) 

H.連雲疊屋景無限

(8) 

 

I.碧雲天芳草無情

(9) 

註： A-I 為畫作編號；1-9 為詩句編號 

 

表 5. 12 幅詩詞創作樣本與其詩詞標題 

J.大風起兮雲飛揚

(10) 

K.天光雲彩共徘徊

(11) 

L.雲想衣裳花想容

(12) 

M.雲破月來花弄影

(13) 

 
N.去似朝雲無覓處

(14) 

O.雲雨巫山露凝香

(15) 

P.鴻雁在雲魚在水

(16) 

Q.來時淡春衣上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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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坐看山窮雲起時

(18) 

S.嬌雲春鶯容易飛

(19) 

T.朝辭白帝彩雲間

(20) 

U.行雲有影月含羞

(21) 

註： J-U 為畫作編號；10-21 為詩句編號 

4-1.3 實驗設計 

本研究受試者以大學生為主，共有 254 人其中包含 63 位男性與女性 191 人，年齡以 18~21 歲的人

數最多(88%)。受試者的科系背景均以設計相關的人數為最多(70%)，如商業設計系、視覺傳達系、工

藝設計系等，其次為大眾傳播(18%)，如廣告系，其餘為美術相關的科系，如美術系、書畫系等。 

本研究主要在學校教室進行，研究人員事先邀請學生參與調查並徵求同意。同意參與的學生會在

約定的時間進入教室，首先向受試者說明實驗目的並播放與標題並置的投影片，之後填寫對於畫作感

受問卷。問卷內容包含個人基本資料及每幅畫作的兩階段測試，匹配度與契合度評估，而基本資料包

括性別、年齡、系所及年級等項目。 

測試一「詩詞無題」中的 21 首詩詞隨機編號、調查目的及作答方法安排在問卷上方；21 幅畫作

則被隨機安排在一份 A4 大小的問卷，每幅畫作的右邊均列有：問題 1 要探討哪首詩與畫最匹配，每首

詩只能跟一幅畫配對；問題 2 則探討問題 1 最適配組合的匹配程度，以 0~100 分來評分，分數越高代

表匹配度越高；問題 3 與問題 4 分別探討詩詞與畫作的「情意」及「景物」之間的匹配度，以李克特

5 點量表評分，1 分為非常不匹配，5 分為非常匹配。 

測試二「畫作有名」為主觀估計契合度，21 幅畫作與其配對的詩詞，被隨機安排在一份 A4 大小

的問卷，每幅畫作的右邊均列有 3 項問題。問題 1 要探討詩詞標題與畫作內容的契合程度，以 0~100

分來評分，分數越高代表契合度越高；問題 2 與問題 3 分別探討詩詞與畫作的「情意」及「景物」之

間的契合度，以李克 5 點量表評分，1 分為非常不契合，5 分為非常契合。以上兩個測試，以測試一先

進行，隔周再進行測試二，測試進行中輔以相關的影音檔。每份調查表的作答時間沒有限制，一般而

言均能在三十分鐘內完成。 

4-1.4 結果與討論 

本次實驗屬於一系列研究之一部份，關於「具象畫作與抒情畫作之比較」與「具象與抒情畫作的

混淆」之詳細比較說明，請參考 Lin et al. (2015)以及林榮泰與李仙美(2015)相關著作。以下就測試一「詩

詞無題」與測試二「畫作有名」對具象畫作與抽象畫作進行認知比較，並予以討論。 

根據具象畫與抽象畫之實驗結果，圖 6 詩情畫意的認知模式之上半部，三階認知層次可再進一步

探究，形成如圖 14 閱聽者對具象畫作與抽象畫作之認知模式。在外形知覺層次中，閱聽者觀看具象畫

作之初，會先搜尋具象的線索。以本研究而言，閱聽者會以如屋、雲、船等，來臆測畫作的場景，接

著觀看畫作中的線條、色塊與整體構圖；若是觀看抽象畫作，閱聽者因無具體事物可供對照，則會直

接觀看畫作中的點線面構圖，之後腦中形成畫作蘊含訊息的概念而進入意義認知層次。此時若搭配適

切的作品名稱則可強化畫作傳達的訊息，但亦可能因雜訊的介入，如畫面過於抒情或不了解畫作名稱

之意涵，而誤解畫作內容導致產生對稱混淆或非對稱混淆的情形。不管閱聽者是否正確認知畫作的意

義，其心中仍會有所感觸，此即為內在感受層次。一方面畫作中具體的人、事、物會讓閱聽者與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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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連結而產生景象感受，另一方面線條、色塊的搭配與整體構圖，則會讓閱聽者產生情意的感受，

結合此二種感受最後成為對於這幅畫作的綜合感受。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北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

詞中之意，不能以題盡之也。」(王國維；2004)。顧炎武的日知錄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

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其強調詩詞係以營造

詩情畫意的境界為主，以景物建構「畫意(物境)」表達「詩情(心境)」，本研究謂之「詩情畫意」的境

界；詩人以理想寫境，畫家以浪漫造境。古詩之所以無題，主要是以抒發自己的情感為主，有感而發，

隨口諷詠，自然成章。顧炎武的日知錄因此詩詞可以無題，因為閱聽者可以透過文字表達，重新建構

作者所要表達的情境與物境，所以雖是無題卻是有意。相對於畫作，例如，印象派的畫作，作者用自

己的表達方式呈現一個畫面，如果沒有給個標題或背景涵構的說明，認知畫面的感受，就由閱聽者「存

乎一心」的自由發揮。本研究的測試一即針對「詩詞無題」，要求測試者配對一幅畫作，係以無題的

詩詞去匹配有內容的畫作。測試的第二個部份，係將畫作與其詩句標題並列，形成「畫作有名」，受

試者被要求主觀評估詩情畫意的契合度；再分別評估其詩句「情意」與畫作的內在意義，以及其詩句

「景物」與畫作的外在形式的契合度。將測試一「詩詞無題」畫作與詩句正確匹配情況下，整體、情

意及景物匹配度與測試二「畫作有名」的整體、情意及景物契合度分別進行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如

表 6 所示。對具象畫作而言，三項分數在測試一與測試二之間均無顯著差異，但抽象畫的結果則相反，

三種分數均有顯著的差異(p<0.05 或以上)，而從差異平均值來看，測試一契合度的分數均高於測試二的

契合度分數，顯示當受試者可以自行挑選詩句時，他們會給予自己選擇的詩句標題較高的分數。 

 

 

圖 14. 閱聽者對具象畫作與抽象畫作之認知模式 

表 6 測試一與測試二契合度之成對 T 檢定結果(平均值及 95%信賴區間) 

 整體 情意 景物 

具象畫(N=9) 1.20 (-1.41~3.81) 0.04 (-0.11~0.19) 0.11 (-0.09~0.31)

抽象畫(N=12) 3.58 (0.29~6.86)* 0.20 (0.08~0.31)** 0.21 (0.06~0.36)*

* p<0.05, **p<0.01 

4-1.5 小結 

傳統的匹配測試係用來探討公共標誌之視認度，經由圖形標誌與文字語意的配對，得到一個混淆

矩陣；進一步探討其圖形標誌與文字語意混淆的原因(Lin, 1992，1993；林榮泰，1998，1999)。「詩情

畫意」的認知研究其複雜程度，遠超過圖形標誌與文字語意的認識；本個案研究利用匹配測試架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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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矩陣，透過主觀的詮釋，探討受試者對詩情畫意的認知，再輔以客觀數據資料，嘗試研究受試者

認知錯誤的可能原因。本個案研究詩詞標題與畫作內容相關的詩情畫意認知，較之公共標誌的認知更

是複雜；因此，結合匹配測試的正確率與主觀評估的契合度，綜合實驗的結論如下： 

1. 就詩詞與畫作匹配而言，對稱與非對稱混淆影響匹配的正確率，除了對稱與非對稱混淆會影響

配對的正確率外，詩詞與畫作無足夠的資訊提供配對參考時，亦會影響配對的正確率；例如: 詩

詞(14)的「去似朝雲無覓處」，除了「朝雲」是具象的參考物以外，其他都是抽象的情境，受

試者只能據此自我想像。具象畫作比抽象畫作匹配正確率為高，例如，畫作(G)與詩詞(7)的「朝

雲、春樹、溪水流」都出現在畫作(G)中，提供受試者配對的參考情境，也證實傳播理論中「參

考功能」的重要性。 

2. 就隨機匹配而言，測試一「詩詞無題」的問題 3 與 4 係探討詩詞與畫作的內在意義(connotation) 

與外在形式(denotation)的關係，相關資料顯示在景物契合度明顯的高於情意契合度。可能的原

因是景物係具象的外在形式，其認知比情意的內在意義較單純。至於受試者如何根據詩詞描述

詩情的內在意義，選擇畫作「景物(畫意)」的外在形式，值得進一步探討。 

3. 就主觀估計契合度而言，測試二「畫作有名」中在有限的參考條件下配對，受試者因不確定性

高，其心智負荷自然提高，隨著詩詞與畫作的減少，其心智負荷慢慢減低。因此，隨著進行決

策的當時心智負荷或不確定性的增減，其主觀估計的契合度亦有不同的評估，從心智負荷角度

來看，不確定性是造成心智負荷高的原因之一，值得進一步探討。 

4. 就「詩情畫意」的認知而言，「詩詞無題」雖是無題卻是有意。因為閱聽者可以透過語意，循

著既定的提示，重建作者表達的情境與物境。「畫作有名」則提供閱聽者參考依據，避免完全

「存乎一心」的自由發揮。從相關的資料中顯示詩詞與畫作的匹配正確率，與「詩情」與「畫

意」的主觀估計契合度之間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其認知過程與差異，提供後續的研究參考。 

就策展的角度來看，其主要的目的在於透過特定主題的展覽，傳達藝術家的理念。傳統的刻板印象

是「藝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無法進行量化的研究。因此，本研究結合主觀認知的量化與人

性模糊評估的特性，利用匹配正確率、主觀估計契合度的比較分析，雖然未盡周延，惟初步研究結果，

可以提供藝術家、策展人與閱聽者之參考。 

4-2 媒體形式對畫作觀賞體驗之影響 

4-2.1 實驗設計 

透過上述「詩情畫意-仙雲之美油畫習作展」之展覽，本研究進一步探討畫作在四種不同媒體呈現

情況，以及其對觀眾審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主要探討畫作在不同媒體呈現情況下，對觀眾感受、

喜好度及觀看時間的影響。本研究招募 15 位男性及 15 位女性參與實驗，男性受試者平均年齡為 22.20

歲(SD=3.85)，女性受試者平均年齡為 24.27 歲(SD=4.71)，均具備大學以上的學歷。獨立變項計有性別

(男性、女性)及畫作媒體形式，畫作媒體形式計有原始畫作、平面輸出畫作、螢幕呈現畫作、畫冊呈現

畫作等四種因子水準 (Chen, Lin, Lee & Kang, 2016)。 

原始畫作是以習畫五年素人畫者李女士之 21 幅油畫為實驗樣本，其中 9 幅為具象畫作、12 幅為

抽象畫作，所有原始畫作均使用相同款式之畫框，如圖 15 所示；平面輸出畫作係將 21 幅原作透過掃

描機(CRUSE-CS185ST 1100)掃描成電子圖像檔，並經由 HP designjet 5000 機台輸出為 A1 尺寸(84.1 公

分*59.4 公分)之平面圖像，之後採用相同鋁框來裱裝，如圖 16 所示。另，螢幕呈現畫作是將畫作電子

圖像檔製作成簡報檔，並透過 37 吋液晶電視(Panasonic TC-37MPJ)來呈現，如圖 17 所示；畫冊呈現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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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則將畫作輸出並裝訂成冊，展開之畫冊尺寸為 60 公分*30 公分，每幅畫作均以一張跨頁全景圖及一

張跨頁局部放大圖來呈現，21 幅畫共計 84 頁，如圖 18 所示。 

     

        圖 15. 原畫作展出之情形            圖 16. 平面輸出畫作之情形 

     

        圖 17. 螢幕呈現畫作之情形          圖 18. 畫冊呈現畫作之情形 

 

本研究量測變項分為兩種，第一種為主觀感受之問卷調查，第二種為觀看行為之紀錄。在問卷內

容方面，問卷包含兩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料，問題包含性別、年齡、最高學歷等。第二部分為展

覽體驗問卷，內有兩大類問項，第一類為參觀過程的感受，本研究以情緒感受程度作為評量標準，情

緒形容詞係參考薛惠月(2011)之研究，本實驗納入「愉快的」、「放鬆的」、「平靜的」、「喜歡的」

等四個形容詞，另外將「滿意的」此形容詞具體化為「願意將其中幾件作品掛在家中」，再加入「可

隨意地觀看作品」，合計六題納入問卷之中。第二類問項為對畫作的評價，問題包含「獨創性」、「吸

引人」、「價值感」、「感受到雲的意涵」、「畫作標題有助於提升喜好度」等五題。每題的評分方

式均分為 1 分(非常不同意)、2 分(不同意)、3 分(普通)、4 分(同意)、5 分(非常同意)等 5 項水準。此外，

為評量受試者的觀看行為，本研究同時用碼表記錄受試者觀看 21 幅畫作所花費的時間。 

4-2.2 實驗流程 

每位受試者以隨機方式決定實驗組合順序，研究人員首先向受試者說明實驗目的及流程，接著請

受試者觀看其中一種媒體畫作，當需要觀看原作或平面輸出畫作時，則請受試者到展覽會場；若需要

觀看螢幕或畫冊時，受試者則到辦公室進行實驗，四種媒體條件的實驗情形如圖 19，左上圖為原畫，

右上為平面輸出畫作，左下圖為螢幕呈現畫作，右下圖為觀看畫冊。圖 20 則為受試者測試過程中的

情形。 

本研究實驗場地分為展覽空間及辦公室，原作及平面輸出畫作在展覽空間中展示，而螢幕及畫冊

觀看則在辦公室進行。每位受試者以隨機方式決定實驗組合順序，受試者可隨個人喜好調整觀看每一

幅畫作的時間。在觀看原作或平面輸出畫作時，受試者須在展覽會場來回走動觀看；觀看畫冊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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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用手翻閱來依序觀看畫作；而螢幕觀看時，受試者手握無線簡報器(Logitech R400)，運用上、下頁

功能鍵來更換呈現的畫作。當 21 幅畫作觀看完畢後記錄觀看時間並填寫問卷，之後再觀看另外一種實

驗條件。每次只進行兩種實驗組合，相隔一周後再進行其餘兩種實驗組合。 

    

             圖 19. 本研究四種媒體之實驗情形       圖 20. 受試者參與研究實驗情形 

4-2.3 結果與討論 

本次實驗屬於一系列研究之一部份，關於媒體形式對畫作觀賞體驗之影響之詳細比較說明，請參

考 Lin et al. (2015)以及林榮泰與李仙美(2015)相關著作。以下就「詩情畫意-仙雲之美油畫習作展」探

討畫作在四種不同媒體呈現情況，以及其對觀眾審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並予以討論。 

根據畫作在四種不同媒體呈現情況之實驗結果顯示，性別因子對所有量測變項均無顯著影響，表

示男性及女性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及觀看行為是相似的。而媒體形式對「可隨意地觀看作品」、「作品

具有價值感」、「對畫作的喜好程度」及「觀看時間」等四項指標有顯著影響(p<0.05 及以上)。從受試

者進行實驗的過程中發現，原始畫作在前三項的得分均顯著高於其他三種媒體形式，僅觀看行為指標

卻以畫冊的觀看時間最長(511.13 秒)，其餘是原作(412.17 秒)、平面輸出畫作(364.73 秒)以及螢幕呈現

(282.17 秒)。可以發現觀看畫冊時，受試者普遍會閱讀畫作標題詩句及該詩句的出處，而且也會用較長

時間觀看每幅畫作的局部放大圖。 

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心情平靜」與「心情放鬆」兩者間的相關係數最高(r=0.77)，喜好度則與

「作品吸引人」與「觀看過程，心情是愉快的」的相關係數較高，分別為 0.48 及 0.45。「畫作標題有

助於提升喜好度」與其餘 8 項問題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適切的畫作標題有助於讓人產生正向情緒，

更可讓觀眾對畫作抱持正面肯定的看法。「觀看時間與其他變項均無顯著相關，顯示受試者觀看畫作

的時間長短並不會影響其看完後的感受。最後以性別、四種媒體形式、十題問卷題項及觀看時間作為

自變項，喜好度為應變項，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建立喜好度的迴歸模型，結果如下： 

喜好度= 1.03 +0.34 (作品是吸引人的) 

            +0.27 (觀看過程，心情是愉快的) 

            +0.21 (願意將畫掛在家中)       

Adj. R2= 0.35，p<0.001 

由模型可以得知，畫作越吸引人、觀看過程越讓人產生愉快的情緒，以及將畫掛在家中的意願越

高，受試者對畫作的喜好度也會越高。 

4-2.4 小結 

本次實驗搭配「詩情畫意-仙雲之美習作展」之展覽，探討原始畫作、平面輸出畫作、螢幕呈現畫作、

畫冊呈現畫作等四種不同媒體，對觀眾的感受、喜好度及觀看時間的影響。實驗結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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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始畫作在「可隨意地觀看作品」、「作品具有價值感」、「對畫作的喜好程度」的得分均顯

著高於其他三種媒體形式，而「觀看時間」以畫冊呈現畫作情況的時間最長。可以推論，觀看

畫冊時，受試者普遍會閱讀畫作標題詩句及該詩句的出處，而且也會用較長時間觀看每幅畫作

的局部放大圖；觀看原作時，受試者會用較多的時間觀看畫作本身，而畫作標題則稍微瀏覽即

過；觀看螢幕呈現畫作時，受試者的觀看時間最短，可能原因之一是無線簡報器更換畫作的時

間較短，原因之二是畫作在螢幕呈現的效果如同照片，受試者只會觀看整體的構圖及閱讀畫作

標題，不會特別注意畫作的細節，導致使很快地就結束觀看畫作。透過以上結果可以得知，展

覽之原始畫作有其吸引人的魅力所在，然因原作較難以長時間駐足觀賞、檢視細節，衍生畫冊

的存在，可以滿足觀眾欲深入探討畫作的需求。 

2. 透過相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後發現，除了畫作本身外，觀眾對畫作的認知過程及外在環境條

件均會影響對畫作的喜好度。若要觀賞者喜歡畫作，首先畫作必須在第一時間吸引他的目光，

引起觀看的興趣，接著讓觀賞者沒有困難地認知理解畫作意涵並且不受拘束地觀賞，進而產生

愉快的情緒。最好能讓觀賞者聯想到將畫作布置於住家的情境，如此有助於提升對這幅畫的喜

好度。因此建議展示畫作時，應提供適切的畫作標題及良好的觀賞環境，將有助於觀眾產生愉

快的情緒，進而提升畫作的喜好度。 

五、結論與建議 

如同美感與認知、感性與理性的論證一樣。畫作與詩詞之間的關係不全然是單純內在意義與外在

形式的簡單關係，然而為了容易探討聚焦，本研究從認知的立場去探討美感的相關議題，透過一個素

人畫者的個展，以其 21 幅畫作為題材，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一個素人藝術創作者，如何創作「詩情畫

意」的作品，再經由策展人的詮釋，透過展覽傳達主題內容，最後，觀眾經由展出的畫作，知覺、認

知與感動的過程，再現藝術家的「詩情畫意」。另一方面，本研究亦考慮策展人與觀賞者以美感的態

度去欣賞畫作，在欣賞的同時，將自我的情意投射進去，與畫作產生互動後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基

於上述的觀點， 透過一個策展個案將策展相關議題進行系列研究，探討詩情畫意在認知的相關議題，

以及畫作在不同媒體呈現情況下，對觀眾審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其主要目的有三: (1) 探討如何將

策展理念轉化為具體的展覽規劃，(2) 探討如何引發觀眾內在美感的共鳴並提升其對畫作內容認知的體

驗， (3) 探討不同媒體內容如何加值展覽效益。 

1. 就探討如何將策展理念轉化為具體的展覽規劃而言：面對高齡社會的來臨，許多人退休後開始

習畫，也許一開始的目的只是打發時間，當作是休閒興趣之一。用自己喜歡的方式構圖，描繪

自己的生活體驗；用拙樸筆觸刻劃純真的藝術。將「作自己好自在」的核心價值，淋漓盡致地

發揮在藝術創作中，稱他們為 - 素人藝術家，實不為過 (林榮泰、李仙美，2015)。這些素人畫

者從開始習畫到嘗試自己創作的過程，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本研究個案策展的經驗提

供參考。 

2. 就探討如何引發觀眾共鳴並提升展覽的體驗深度而言：本研究探討詩詞標題與畫作內容相關的

詩情畫意認知，得到一些相關的結論，提供給正在學畫或準備把繪畫當作休閒的讀者參考。 

(1) 就詩詞與畫作匹配認知而言，詩詞與畫作之間如果沒有足夠的資訊，提供給觀賞人做配對

認知的參考時，會影響配對認知的正確率。  

(2) 就「詩情畫意」契合度而言，主要在探討詩詞與畫作的內在意義(connotation) 與外在形式

(denotation)的關係，相關資料顯示在景物契合度明顯的高於情意契合度。可能的原因是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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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具象的外在形式，其認知比情意的內在意義較單純。至於觀賞人如何根據詩詞描述詩情

的內在意義，選擇畫作「景物(畫意)」的外在形式，值得進一步探討。 

(3) 就「詩情畫意」的認知而言，「詩詞無題」雖是無題卻是有意。因為閱聽者可 以透過語意，

循著既定的提示，重建作者表達的情境與物境。「畫作有名」則提供閱聽者參考依據，避

免完全「存乎一心」的自由發揮。 

3. 就探討不同媒體內容如何加值展覽效益而言：本研究以探討畫作在不同媒體呈現情況下，對觀

眾審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得到一些相關的結論，提供給未來策展的參考。 

(1) 受試者認為畫作越吸引人、觀看過程越讓人產生愉快的情緒，及將畫掛在家中的意願越高，

受試者對畫作的喜好度也會越高。結合相關分析的結果來推論，若要觀眾喜歡這幅畫，首

先畫作必須在第一時間吸引他的目光，引起觀看的興趣，接著讓觀眾沒有困難地認知理解

畫作意涵並且不受拘束地觀賞，進而產生愉快的情緒。最好能讓觀眾聯想到將畫作布置於

住家的情境，如此有助於提升對這幅畫的喜好度。 

(2) 原始畫作呈現的價值感最高以及最受觀眾喜愛，觀看時間長短與喜好度之間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建議展示畫作時，應提供適切的畫作標題及良好的觀賞環境，將有助於觀眾產生愉

快的情緒，進而提升畫作的喜好度。而其他媒體，如衍生畫冊可以滿足觀眾欲深入探討畫

作的需求，這也是後續商業化、品牌化的過程之一。 

近年來由於全球文化創意產業興起，展覽功能日益多元，形式也愈來愈複雜。多元化的展覽啟迪

了台灣民眾對生活美學的冀求；尤以 2011 年在台北市舉辦的國際設計大會，許多滿懷熱情的藝術策展

人為此投入心血，充分展現「策展設計」的功能 (林榮泰，2013)。一個策展人或策展團隊，其主要工

作係從策展對象的了解、展出內容的分析到展出主題的規劃，藉以吸引觀眾進而達到感動的體驗；最

後，讓觀眾感受到策展所要傳達的主題內容。而如何創造展覽的價值，延續展覽影響力是策展人或策

展團隊在策展時必需面對的挑戰 (黃巧慧、莊明振；2013)。一個成功的策展人必需掌握策展的主題、

內容與理念等，透過情境設計營造場域氣氛，藉以吸引觀眾，進而讓觀眾感受到營造的情境；感動體

驗係經由感性場域的氛圍，襯托所展示的感質藝術作品，以滿足觀眾親身體驗的需求；最後，達到感

動觀眾的體驗（林榮泰，李仙美，2015）。而後續研究建議則可再深入相關分析，將創作者、策展人

與觀眾三者之間對畫作審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透過理性探討感性的審美體驗並加以分析比較，也

相信在以設計思維為中心的原則之下發展策展設計，應能對相關產業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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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作為溝通的平台，傳達受到觀眾認同的思維觀點，進而引起參觀展覽者共同的情緒反

應， 得以達成說服與銷售的展覽效用。當中作為客戶、工作人員、創作者和觀眾間橋樑，

及掌控展覽傳達效果的策展人，如何運用讓參觀者能夠理解且感興趣的溝通語言，成為重

要的課題。因此本研究以「詩情畫意 – 仙雲之美習作展」於國立台灣藝術大學國際展覽

廳之策展，透過問卷調查，比較策展人、策展工作團隊與參觀民眾對該展覽參觀體驗的差

異性，以評估運用此策展模式規劃的展覽之傳達效果。問卷結果發現策展人、策展工作團

隊與參觀民眾的觀賞體驗程度雖有些許不同，但分數均介於滿意到非常滿意之間，由此可

知策展人所採用之策展流程能夠具體落實展覽理念，同時讓觀眾充分感受，因此具有良好

的傳達效果。藉此彙整出策展模式，可提供相關人士將來策劃展覽時作為參考依據，提升

策展的效益與品質。並將心得寫成專書詩情畫意 – 仙雲之美習作經驗分享，出版分享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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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5 年 07 月 31 日 

一、參加會議經過 

2016 年第 18 屆人與電腦互動國際研討會(HCI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每一年舉辦一次。此

次於加拿大多倫多 THE WESTIN HORBOR CASTLE HOTEL 舉行。會議目標初期以人與電腦互動

為主，包含了軟硬體設計、人機互動，以及使用者導向相關的研究，近年來由於跨界、跨領域的

需求，也涵蓋人因工程、認知科學等科學與各種應用領域，甚至跨入文化差異、文化調適等文化

議題。研討會在為期 6 天的議程中，分成開始的前三天的工作坊(WORKSHOP)，與後三天主力重

點的研討會、海報會議與展覽等多項活動，今年有來自全球 74 個國家的學術界、研究單位、產業

界以及政府單位，與會學者專家計有 4354 人，共計發表論文 1287 篇，海報論文 186 篇；而所有

與會發表的論文，最後集結於 27 冊研討會專書出版發行。HCI 是全球知名的國際研討會，規模極

其盛大。其中包括以下 15 個研討會與主題領域： 

 

•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hematic Area 

• Human Interface and the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Thematic Area 

•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Ergonomics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niversal Access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144 -003 -MY2 

計畫名稱 設計思維應用於展覽體驗模式之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林榮泰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創意產業設計

研究所博班 

會議時間 
105 年 07 月 17 日

至 
105 年 07 月 22 日 

會議地點 Toronto, Canada 

會議名稱 
(中文) 2016 人與電腦互動國際研討會 

(英文)  HCI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發表題目 

(中文) 文化人因工程超越文化相關論文三篇 

(英文)  

1. Cultural Ergonomics Beyond Culture-The Collector as Consumer in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2. Thoughts on Studying Cultural Ergonomics for the Atayal Loom. 

3. From Ideality to Reality-a Case Study of Mondrian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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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rtual, Augmented and Mixed Reality 

•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oss-Cultural Design 

•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omputing and Social Media 

•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gmented Cognition 

•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Human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 in Health, Safety,  

Ergonomics and Risk Management 

•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sign, User Experience and Usability 

•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ributed, Ambient and Pervasive Interactions 

•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Aspect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Privacy and Trust 

•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CI in Business 

•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d Collaboration Technologies 

•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Aspects of IT for the Aged Population 

 

 主題演講 – Citizen Science: New Research Challenges for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正式研討會從 7 月 19 日當天下午六點舉行大會開幕典禮、專題演講，緊接著歡迎晚宴。開幕專題

演講者 Jennifer Preece 女士，她是 ACM SIGCHI 院士，曾經擔任馬里蘭州的資訊學院院長 (2005- 

2015 年)，本演講提出重要論述 -- 「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人機互動研究新挑戰。她的研

究涵蓋網絡和網絡社區、公民科學、常規的環境教育、人機交互設計、共享數據、人機交互教育

和跨文化的參與。其演講主題是多樣性的公民科學和資訊科技的難題，並論述 Citizen science 公民

科學的主題形式涉及廣泛，研究重點將有助於如何透過 HCI 領域的研究，引領塑造永續發展人類

美好的未來。緊接著開幕演講，就展開歡迎晚宴活動(Conference Reception)，來自全球參與研討會

的同好，在輕鬆的氣氛下進行交流，許多多年舊識得以再聚，相互交流，相談甚歡，開幕專題演

講者 Jennifer Preece 女士曾經來台訪問，席間再聚，相談甚歡。席間也見到許多來自台灣的學研單

位師生，齊聚盛會交流，顯示台灣的 HCI 學術研究已經相當國際化。 

 

    
報到暨研討會與會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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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題演講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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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跨文化設計 -- Cultural Ergonomics Beyond Culture 

 

本人為 Cross Culture Design 主題的國際委員，今年特別規劃一個 Cultural Ergonomics Beyond 

Culture 的主題，主要在探討文化人因工程的相關問題，其主題說明如下: 

   

Cultural ergonomics is an approach that considers interaction- and experience-based variations among 

cultures. Designers ne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ergonomics not just to participate in cultural 

contexts but also to develop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for users. Cultural ergonomics extends our 

understanding of interactions with cultural meanings and our ability to utilize such understanding 

designing and evaluating everyday products. This session aimed to combine cultural ergonomics and 

interactive design to explore human–culture interaction in user experiences. 

 

今年特別規劃的 Cultural Ergonomics Beyond Culture 的主題，共分為三個 sessions 進行，共有來自

台灣的論文 10 篇，中國 4 篇，巴西 4 篇，義大利 1 篇，新加坡 1 篇共 19 篇。分別由 Prof. John Kreifeldt

與本人分別主持。為了讓 Cultural Ergonomics Beyond Culture 的主題能特別凸顯台灣文化創意這些

年來的研究結果，特別安排由 Prof. John Kreifeldt 發表-- Cultural Ergonomics Beyond Culture-The 

Collector as Consumer in Cultural Product Design。引導國際友人進入台灣的文化創意的研究領域。 

 

 Kreifeldt, J., Taru, Y., Sun, M. X., & Lin, R. (2016, July). Cultural Ergonomics Beyond Culture-The 

Collector as Consumer in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oss-Cultural 

Design (pp. 355-364).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再由甫普今年台灣國寶的泰雅族 YUMA TARU 發表 Thoughts on Studying Cultural Ergonomics for 

the Atayal Loom。說明台灣如何保護文化資產所做的努力。 

 

 Taru, Y., Kreifeldt, J., Sun, M. X., & Lin, R. (2016, July).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oss-Cultural Design (pp. 377-388).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最後，再由本人發表 From Ideality to Reality-a Case Study of Mondrian Style。以如何將藝術畫作轉

換為空間設計的實務，向國際友人說明台灣文化創意產品的設計創意。 

  

 Lin, R., Hsieh, H. Y., Sun, M. X., & Gao, Y. J. (2016, July). From Ideality to Reality-a Case Study of 

Mondrian Style.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oss-Cultural Design (pp. 365-376).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由於主題富創意，論文具創意，國外友人參與討論熱烈，引起很大的迴響。本次 Cultural Ergonomics 

beyond Culture 來自台灣、美國、中國、巴西、新加坡、義大利的學者分別提出自己的研究目的與

成果，會議過程有諸多學者針對有興趣的研究提供問題與意見，報告人也向其進一步說明研究目

的以及歸納出來的結果現象等回饋，相互間交換許多寶貴的意見，可提供報告者不同或更大範圍

的思考與後續發展的建議，透過專業的交流建議對於實際研究有極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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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三個 sessions 的論文羅列如下，提供參考。 

Wednesday, 20 July 2016 

Conference Advance Program 

08:00 – 10:00  Coffee Break  10:30 – 12:30  Lunch Break  13:30 – 15:30  Coffee Break  16:00 – 18:00 

08:00 – 10:00 

Cross-Cultural Design 

Cultural Ergonomics beyond Culture - I 

Chair(s): Rungtai Lin, Taiwan ; John Kreifeldt, United States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llustrations of Zhuangzi 

MoLi Yeh, Taiwan; YuanQian Liu, P.R. China; Po-Hsien Lin, Taiwan 

 Influence of Media Forms on Painting Appreciation Experiences 

Si-Jing Chen, Chih-Long Lin, Sandy Lee, Yen-Yu Kang, Taiwan 

 From “Idyllic” to “Living Space”—Turning “Art Work” into “Interior Design” 

Ya-Juan Gao, Yun Lin, P.R. China; Li-Yu Chen, Taiwan; David Chang-Hsi Dai, United States 

 The effect of the transition design of artwork to the purchasing demand --- A case study of 

apparel design 

Chi-Ying Hung, Chun-Liang Chen, Taiwan 

 From Ideality to Reality -- A Case Study of Mondrian Style  

Rungtai Lin, Hui-Yueh Hsieh, Ming-Xean Sun, Taiwan; Ya-Juan Gao, P.R. China 

 The Influences of Children’s Temperament and their Parent-Child Reading Environment on 

their Preferences Regarding Parent-Child Reading 

Jo-Han Chang, Tien-Ling Yeh, Taiwan 

 Approaching a Chinese cultural transferring design model through analysis of culturally 

oriented design and its context 

Wenjin Yao, Gang Lu, P.R. China 

10:00 – 10:30 

Coffee Break 

10:30 – 12:30 

Cross-Cultural Design 

Cultural Ergonomics beyond Culture - II 

Chair(s): Rungtai Lin, Taiwan ; John Kreifeldt, United States 

 From “Illustration” to “Interpretation”: Using Concrete Elements to Represent Abstract 

Concepts in Spatial Design 

Li-Yu Chen, Taiwan; Ya-Juan Gao, P.R. China 

 QUALIA into the Fashion show Ca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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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Hui Huang, Ming-Chw Wei, Tzu-Chiang Chang, Taiwan 

 Cultural Ergonomics Beyond Culture -- The Collector as Consumer in Cultural Product Design

John Kreifeldt, United States; Yuma Taru, Ming-Xean Sun, Rungtai Lin, Taiwan 

 Thoughts on Studying Cultural Ergonomics for the Atayal Loom 

Yuma Taru, Taiwan; John Kreifeldt, United States; Ming-Xean Sun, Rungtai Lin, Taiwan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Learning by Exchanging Views -- A Report of the Cross-Cultural 

Design Workshop for Stone Craving  

Tai-Hua Lan, Xiao-Ge Wang, P.R. China; Ming-Xean Sun, Po-Hsien Lin, Taiwan 

 Characterizing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Luciana C. De C. Salgado, Clarisse Sieckenius De Souza, Catia M. D. Ferreira, Carla Faria Leitão, 

Brazil 

 The influences of culture on user experience: a review and research guideline 

Tales Rebequi Costa Borges De Souza, João L. Bernardes Jr., Brazil 

12:30 – 13:30 

Lunch Break 

13:30 – 15:30 

13:30 – 15:30 

Cross-Cultural Design 

Cultural Ergonomics beyond Culture - III 

Chair(s): Rungtai Lin, Taiwan ; John Kreifeldt, United States 

 Mobile User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for Low-Literacy Trends and Recurrent Design 

Problems : A Perspective from Designers in Developing Country 

Elefelious G. Belay, Ethiopia; D. Scott McCrickard, United States; Solomon A. Besufekad, Ethiopia

 The Brazilian HCI community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aspects in HCI 

Isabela Gasparini, Luciana C. De C. Salgado, Roberto Pereira, Brazil 

 HCI within Cross-Cultural Discourses of Globally Situated Rhetorical and Etymological 

Interactions 

Daniel G. Cabrero, United Kingdom; Arminda Guerra Lopes, Portugal; Barbara Rita Barricelli, Italy

 A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Product Identity 

Wen-Zhong Su, Po-Hsien Lin, Taiwan 

 The Thinking Model and Design Process of Empathic Design: Cases Studies of Counter Design

Wang Shu-Huei, Ming-Shean Wang, Taiwan 

 Use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to Measure Influenc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s on Cultural 

Adjustment   Shalinda Adikari, Singapore 

 Semio-Participatory Approach for Multicultural Interaction (re)Design 

Jean Rosa, Ecivaldo de Souza Matos,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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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進行的相關情形照片。 

 

三、 建議 

藉由每年參與 HCI 國際學術研討會的論文發表，以利更深入了解人機互動相關研究領域的進展，並

與各國學者所發表最新研究成果互動，透過學術交流活動帶動國內從事相關領域研究的師生邁向國

際化的舞台，引發相關研究的動力，從交流中學習成長。跨文化設計議題在國際上頗受注目，臺藝

大師生多年來所發表之論文，皆能反映出其重要性與前瞻的眼光，與國外學者相互激盪，本次研討

會互動頻繁，參與學生皆表示受益良多，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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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學生在論文發表的技巧與時間掌握上，上有精進空間，一般而言，每篇論文報告時間 15 分鐘，並

以自行編製之 PPT 投影片進行口頭簡報，並有 3-5 分鐘的提問與回應時間。建議每篇論文原則上 15

分鐘，應該大致分配如下: 

1. Introduction          (2 分鐘) 

2. Background          (2 分鐘) 

3. Method              (2 分鐘) 

4. Results & Discussion   (5 分鐘) 

5. Conclusions          (2 分鐘) 

 

此次 HCI 2016 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有許多學校師生參加並親自與會報告，下屆的 HCI2017 國際

學術研討會，將在 2017 年於加拿大溫哥華舉行，各校學術先進的論文研究探討，可及早因應及準

備，以期延續本年度的參與成果。而經由此次的國際研討會參與經驗，粗估為期 6 天的研討會議

程，除了學術研究的效益外，整體及周邊產值應可達破億台幣的規模，臺灣學術領域也許可以嘗

試建構可操作模式，除了增加國際間學術上的能見度及重要性外，亦可創造新的服務產業。  

 

另外，在觀察舉辦國將歷史文化資產發揮應用於觀光旅遊，如何結合旅遊、觀光休閒與學術研究，

值得台灣借鏡。臺灣擁有豐富的人文與環境特色，也一直是各國觀光客喜愛的旅遊之處，若能實

現國際化即在地化的精神，透過國際研討會的舉辦，將台灣的文化特色展現於世人，應對臺灣的

產業及經濟型態，有關鍵性影響與實質的助益。 

 

四、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2016 年第十八屆人與電腦互動國際研討會(HCI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的書面及光碟資料，

其中包含大會議程目錄、論文光碟、宣傳品 DM 等相關資料。所有同時進行的研討會論文，主辦 

單位集結為專刊，以網路方式限時提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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