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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Edward De Bono關於資訊順序對最後資訊的解讀的影響。由於大腦是一種自我組織的機構，因此先前

的資訊會影響後來資訊的解讀，因為人類對資訊的解讀是堆疊上去的。兩種積木，DefiZen和孔明鎖，被用來陳明這項理

論。十二位受測者分別用固定順序和隨機順序來測試最後的積木成果和標準圖型的差異性。 固定順序是依照合理的步驟建

構最後積木成果得來的，而隨機順序由電腦隨機產生。實驗的結果用KJ法加以歸類集群並且用相似度的Dendrogram來估

算出各個實驗結果和標準圖型的差異性。結果顯示在固定順序中十二位受測者所產生的DefiZen房屋模型和標準模型差異

距離為61，而隨機順序為75。這說明固定順序較容易排列出標準模型。在孔明鎖的實驗中，使用固定順序有4次失誤無法

完成最後組裝，但在隨機順序卻有8次，這也說明固定順序比隨機順序更容易排出標準模型。 根據這兩項實驗，固定順序

顯然比隨機順序更容易讓受測者完成標準圖形。這也說明資訊的順序對最後資訊的解讀是有影響。

關鍵詞 :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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