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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藉由唇型及口紅顏色的研究分析結果，探討高中職學生所產生的心理意象與看法之差異性。本研究採

量化問卷法，針對高中職學生做先導性研究，以感性工學的觀點，編出語意差異問句的SD法，經由感覺直覺以獲取事物

之表徵進行的調查。共調查565份有效問卷使用SPSS軟體作分析與比較，應用感性工學的概念，應用形容詞語彙之意向，

針對高中職學生對於唇型造型與口紅色彩間之關連性，作一探討，以瞭解兩者之間的關連性影響。 從研究的結果發現，高

中職生對於唇型造型與口紅色彩間之關連性的解讀能力與其喜好的程度是有相關性的，在唇型與唇色間的測試結果:(1)高中

生對於化妝的基礎概念與喜愛度方面，是喜歡的(2)高中生對於化妝最重要的是擦粉底，其次男生重視眼影及眼線；而女生

方面則重視眼線及睫毛(3)畫口紅對高中生來說，不管男生或女生都是不重要的(4)大部分的高中生對厚唇的感覺，皆是感覺

庸俗的(5)在大唇方面，紅色及暗紅色，感覺性感及庸俗；而粉紅色及橘色呈現清純的意象(6)對於小唇及薄唇的感覺是冷漠

及輕佻的。高中職學生所運用的聯想方式較趨於個人主觀性的判定；因此，藉由學校的色彩課程與造型設計課程的教授後

，可以強化學生的專業知識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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