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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視覺與觸覺意象評估差異之探討

高科技 (8) 極簡 (7) 變相高科技 (5) 原型 (5) Memphis(5) 現代主義 (4) 北歐現代 (4)   

綠色設計 (6) Ready-made(5)

泰國設計 (3) 仿生 (3) 後現代主義 (3) 日本禪風 (3) 普普藝術 (2) 流線型 (2) 包浩斯 (2)

新藝術設計 (2) 國際主義風格 (2) 新藝術 - 格拉斯哥派 (1) 幽默設計 (1) 復古 (1) Alchimia(1)

＊ ( ) 表示被提及次數。

現代主義

北歐現代      

高科技

極簡

原型

變相高科技

Memp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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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

鋁板：光滑面 鋁板：霧面 鋁板：髮絲面 鋁板：鏡面

塑料

壓克力：光滑 壓克力：霧面 PP：咬花面
橡膠（輪胎皮 / 黑色）：

黏滯、彈性差
橡膠（防護墊 / 紅色）：

平滑、彈性佳
橡膠 ( 巧拼軟墊 )：粗糙、

彈性中

石材

大理石：光滑 大理石：粗糙（較細緻） 花崗岩：粗糙（凹凸不平） 陶瓷：未上釉 陶瓷：上釉 ( 磁磚 ) 

木料

柚木：光滑面 龍紋木：粗糙（較細緻） 軟木：粗糙 竹：板狀 - 平滑 

皮革

合成皮：粗糙面 合成皮：平滑面 合成皮：光滑 ( 黏滯、澀 ) 真皮：粗糙面

布料

布：長毛纖維 布：中毛纖維 布：短毛 絨布：粗 絨布：細 絲綢：平滑

玻璃

玻璃：鏡面 玻璃：霧面 玻璃：咬花面（粗糙）

特殊

水泥：平滑 水泥：粗糙 海綿：粗 ( 菜瓜布 ) 海綿：較細緻 泡棉：中等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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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覺性意象詞彙
冰冷 - 溫暖 剛硬 - 柔軟 粗獷 - 細膩

止澀 - 滑順 低觸感 - 高觸感 舒服 - 不舒服

視覺性意象詞彙
明亮 - 暗沉 簡潔 - 複雜 矯飾 - 質樸

純淨 - 混雜 幾何 ( 規律 ) - 有機 ( 變動 ) 好看 - 不好看

心理性意象詞彙

冷靜 - 熱情 親近 - 疏離 驚豔 - 低調

衝突 - 和諧 大膽 - 保守 自然 - 人造

安心 - 危險 活潑 - 呆板 喜歡 - 不喜歡



12 感性學報│第二卷│第二期│二○一四年│秋季號 



13視覺與觸覺意象評估差異之探討

意象詞彙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好看 - 不好看   .903 -.161 -.074 -.204

喜歡 - 不喜歡 .871 -.353 -.064 -.143

細膩 - 粗獷 .851 -.101 -.241 .259

純淨 - 混雜 .788 .325 -.334 .188

滑順 - 止澀 .764 -.018 -.120 .323

簡潔 - 複雜 .733 .336 -.349 .211

質樸 - 矯飾 .728 -.059 -.569 -.146

舒服 - 不舒服 .641 -.575 -.293 -.054

和諧 - 衝突 .638 -.467 -.516 .088

冰冷 - 溫暖 .035 .951 -.063 .139

疏離 - 親近 -.225 .930 -.044 .059

剛硬 - 柔軟 -.156 .870 .102 .079

冷靜 - 熱情 .355 .809 -.376 -.002

低觸感 - 觸感導向 -.109 .685 .023 .610

大膽 - 保守 -.277 .103 .925 -.001

活潑 - 呆板 -.073 -.326 .903 .071

驚豔 - 低調 -.380 .052 .867 -.013

有機（變動） - 幾何（規律） -.082 -.529 .596 -.400

危險 - 安心 -.505 .543 .557 -.052

明亮 - 暗沉 .317 .047 .046 .822

人造 - 自然 -.179 .613 -.061 .619

特徵值 8.624 6.161 2.057 1.251

解釋變異量 29.64% 26.92% 20.21% 9.39%

累積解釋變異量 29.64% 56.56% 76.77% 86.16%

粗體表示此意象詞彙在其所歸屬的因子中負荷量低於 0.7，且在其他歸屬因子負荷量高於 0.5，屬於歸附不明顯之意象詞彙。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Total

視覺性意象
4 0 1 1 6

(2/3) → (12/25) (0) → (0) (1/6) → (3/11) (1/6) → (3/5) 

觸覺性意象
3 3 0 0 6

(1/2) → (9/25) (1/2) → (9/13) (0) → (0) (0) → (0)

心理性意象
2 2 4 1 9

(2/9) → (4/25) (2/9) → (4/13) (4/9) → (8/11) (1/9) → (2/5) 
Total 9 5 5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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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詞彙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剛硬 - 柔軟 .979 .006 .039 .060

冰冷 - 溫暖 .961 .121 .100 -.114

疏離 - 親近 .959 -.001 .068 -.227

危險 - 安心 .958 -.069 .157 -.031

冷靜 - 熱情 .929 .284 -.044 -.196

幾何（規律） - 有機（變動） .777 .441 -.059 -.328

衝突 - 和諧 .766 -.567 .246 -.074

低觸感 - 觸感導向 .595 .371 -.482 -.415

滑順 - 止澀 .105 .955 .012 -.164

細膩 - 粗獷 -.114 .937 -.041 -.282

純淨 - 混雜 .317 .901 -.102 -.203

好看 - 不好看 .125 .893 .126 .317

簡潔 - 複雜 .386 .739 -.334 -.401

舒服 - 不舒服 -.594 .737 -.115 .172

喜歡 - 不喜歡 -.432 .666 .008 .564

明亮 - 暗沉 .483 .597 .525 -.256

大膽 - 保守 .145 -.119 .955 -.055

驚豔 - 低調 .202 .065 .933 .146

矯飾 - 質樸 .149 -.141 .886 -.219

活潑 - 呆板 -.492 .118 .786 .184

自然 - 人造 -.206 -.237 -.070 .912

特徵值 8.511 6.050 3.830 1.431

解釋變異量 35.99% 29.29% 18.86% 10.26%

累積解釋變異量 35.99% 65.28% 84.14% 94.39%

粗體為此意象詞彙在其所歸屬的因子中負荷量低於0.7，且在其他歸屬因子負荷量高於0.5。屬於歸附不明顯之意象詞彙。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Total

視覺性意象
1 4 1 0 6

(1/6) → (3/20) (2/3) → (12/23) (1/6) → (1/3) (0) → (0)

觸覺性意象
3 3 0 0 6

(1/2) → (9/20) (1/2) → (9/23) (0) → (0) (0) → (0)

心理性意象
4 1 3 1 9

(4/9) → (2/5) (1/9) → (2/23) (1/3) → (2/3) (1/9) → (1)
Total 8 8 4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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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因子

觸覺因子
Factor 2 Factor 1 Factor 3 Factor 4 Sum

Factor 1

number  

冰冷 - 溫暖 

親近 - 疏離

剛硬 - 柔軟 

冷靜 - 熱情

低觸感 - 高觸感

(5)

衝突 - 和諧

(1)

安心 - 危險 

幾何（規律）- 有機

（變動）           

(2)

8

Factor 2

number

好看 - 不好看 

喜歡 - 不喜歡

粗獷 - 細膩

純淨 - 混雜

止澀 - 滑順 

簡潔 - 複雜 

舒服 - 不舒服 

(7)

明亮 - 暗沉

(1) 8

Factor 3

number

矯飾 - 質樸 

(1)

大膽 - 保守

活潑 - 呆板  

驚豔 - 低調 

(3)

4

Factor 4

number

自然 - 人造

(1)
1

Sum 9 5 5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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