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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幼兒接觸藝術教育的過程中，多半離不開繪畫、捏塑等課程，泡泡土捏塑則是最近才流行的藝術創作，泡泡土為一種新

型黏土，其操作簡易，尤其適合小朋友創作。通常要吸引小朋友喜歡，坊間的美術教育者會提供很多成品，讓小朋友從中

挑選喜歡的作品，再以其為範本逐步教導之。 本研究欲了解一般民眾對泡泡土造型玩偶的認知與意象，具體得知一般民眾

對於泡泡土造型玩偶的心理意象為何，以做為推廣泡泡土玩偶捏塑之依據，並作為坊間美術同好創作的參考。 此次研究採

調查研究法，選擇12個研究者創作的泡泡土玩偶作品為觀察物，使用語意差異法製作問卷，透過問卷調查以非隨機抽樣方

式採集樣本，收回之有效問卷共298份，將有效問卷資料輸入SPSS12.0統計套裝軟體以分析問卷資料。 研究結果顯示，性

別無關乎受訪者對於泡泡土的喜愛程度，但年齡是一個關鍵，受訪者對於泡泡土的喜好會隨年齡而有所改變，十八歲以下

的年齡層表現出對於泡泡土的喜好確實高於三十至四十歲的年齡層。此外，受訪者本身喜歡玩黏土或喜歡藝術或喜歡創作

，都會明顯提高泡泡土玩偶的喜愛；研究結果同時顯示，若受訪者曾經接觸過泡泡土的捏塑，亦表現出較為喜愛泡泡土玩

偶，這些研究結果均可作為日後推廣泡泡土玩偶捏塑的參考。

關鍵詞 : 黏土創作、泡泡土、藝術創作

目錄

封面內頁 簽名頁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誌謝 v 目錄 vi 圖目錄 viii 表目錄 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

動機 2 第三節 研究目的 4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範圍 5 第五節 名詞釋義 6 第六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8 第一節

黏土捏塑相關研究 8 第二節 造型研究 11 第三節 意象研究 1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16 第一節 研究流程 16 第二節 泡泡土玩偶製

作及篩選 17 第三節 挑選造型意象形容詞 20 第四節 問卷調查的設計與實施 21 第五節 抽樣方式 21 第六節 問卷實施方式 22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23 第一節 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23 第二節 研究信度及效度分析 25 第三節 受訪者藝術背景 26 第四

節 泡泡土作品意象分析 30 第五章 結論 62 第一節 研究結論 62 第二節 後續研究之檢討 63 參考文獻 65 附件一 問卷調查表

67 附錄二 問卷樣品 71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1.王宗興(2002)，自行車車架造型特徵對意象認知影響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2.李綿路(2003)。

民族民間美術，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 3.李潔、羅致遠(2009)。產品造型之意象認知差異研究—以女性香水瓶為例。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第十四屆設計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4.邱皓政(2008)。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基處篇) 。台北:五南書局。 5.邱振崑(2005) 。SPSS統計教學

實例應用。台北:文魁資訊有限公司。 6.宋曉梅(2009)。沂蒙地域泥玩具的調查與研究。臨沂師範學院學報，31，2，106-108。 7.沈育

璘(2007)。女性消費愉悅性與機車產品造形意象之研究。銘傳大學設計創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8.卓家語(2008)。刺繡意象之調查研究-以

生活中常見刺繡品為例之初步調查。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碩士論文。 9.卓和燕(2008)。公共藝術意象的調查研究-以台灣的戶外作品為

例。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碩士論文。 10.郭修廷(2002)。表達性黏土創作在兒童情緒與社會諮商上的應用，諮商與輔導，196，8-11。

11.游山逸(2001)。音箱造型語音質在視覺上之關係研究，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論文。 12.游昆豪(2011)。探訪生活工藝—捏麵人。台

灣教育期刊，667，54-57。 13.陳威亞(2002)。大學生旅遊產品意象、知覺價值滿意度調查，嘉義縣。南華大學旅遊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論文。 14.黃淑真(1992)。已使用情境為基礎之產品造形發展因素研究。交通大應用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15.楊利慧(1999)。女媧溯源 : 

女媧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測，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6.楊裕富(2000)。創意活力—產品設計方法論。台北:田園城市。 17.劉紅(2007)

。小郭泥塑藝術探究。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9，5，137-140。 18.鄭雄彭(2010)。淺談情感再陶瓷藝術創作中的地位與作用，陶瓷中國

，73-76。 19.鄭麗紅(1994)。認知心理學—理論與應用。台北:五南書局。 20.潘魯生、唐家路(2002)。民藝學概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二、網路部份 1.楚天(2004)。中華塑聖—楊惠之，大紀元網站，民100年7月16日取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2/27/n76070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