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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轎車前視是由許多造形元素所構成，元素本身以及其彼此搭配關係對於前視美感應有影響。劉俊佐（2009）曾針對轎車前

視發展一套「造形元素及其構成美感評價表」，以評價多部轎車前視之黑白線稿之美感，並與就整體前視進行美感評價之

結果比較，顯示以兩者所評樣本車美感排序一致。由於其研究係以線稿為之，而實車則因塗裝會造成明暗差異，對於美感

應有影響。因此本研究延續該研究，將前視元素加入不同程度之灰階，探討灰階對美感評價的影響。 第一階段利用二十部

市售車式樣，分別以線稿及兩種深淺之灰階樣本請受測者進行整體美感評價結果，三種樣本的二十部車美感排序有別，顯

示灰階確實會影響美感評價。經挑選出與線稿差異較大的較深灰階樣本，進行「造形元素及其構成美感評價表」修正，再

以就整體排序前中後三部樣本車進行評價結果，順序與整體美感評價相同。顯示「造形元素及其構成美感評價表」之可用

性。 研究第二階段為驗證與應用，請五位有汽車設計經驗者各設計一款前視概念樣本，再邀請兩批受測者，分別進行整體

美感評價以及運用「造形元素及其構成美感評價表」進行評價，結果顯示，兩種評價方式的五部車型美感排序一致。其後

依照評價表所顯示的「弱點」進行設計修改，再進行評價，結果顯示整體美感評價與運用評價表評價排序仍然一致，且分

數皆較改善前高，顯示藉由評價表確實能有助於設計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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