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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今物品繁多，而環保意識興起，如能將物品簡化，但維持良好美感，將更具吸引力，且亦是環保永續之道。有鑑於此，

本研究嘗試以單人座椅為例，探討簡潔而美的座椅幾何構成特徵。 　　研究首先蒐集現有單人座椅圖片，請受測者依美感

與簡潔度兩個向度評價樣本椅，再針對每一張樣本椅評價多項幾何構成特徵，以幾何構成特徵評價結果為自變數，美感與

簡潔度評價結果為因變數，進行線性複迴歸分析，探討出幾何構成特徵對美感與簡潔度的影響比重。 　　結果顯示，影響

美感的幾何構成特徵依由大而小的比重次序為:椅背、椅座、椅腳接合連續順暢、椅背元件構成可視為單一元件或多元件構

成但可視為單一元件、外形左右對稱、椅背為有曲度變化的滑順曲面。影響簡潔度的幾何構成特徵依由大而小的比重次序

為:椅座為有曲度變化的曲面、不具有過多的裝飾性構件、椅背椅座椅腳的比例均衡、椅腳上下端之間之形式或尺寸變化小

。如欲設計出簡潔又具美感的單人座椅，當同時把握這些原則並依其影響比重取捨進行設計。 關鍵字：座椅，美感，簡潔

，造形，複迴歸分析

關鍵詞 : 座椅、簡潔、造形、複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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