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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類的大腦是一個自我組織的系統。資訊的流入可以豫表為水倒入一個沙堆上，當第一道水倒入沙堆後形成一條溝痕，之

後，第二道水主體會照著第一條溝流，加深第一條溝的深度，偶爾也會產生新的溝痕，以此類推，越到後面的水倒入後對

沙堆的影響就只在溝痕的加深，對新的溝痕產生就越發不可能。這個現象，說明資訊系統的進入順序，對人類產生資訊的

型態有極大的影響。 本研究以法國積木DefiZen的井字形圖形，以兩組對照的順序比較固定順序和隨機順序的積木輸入對

最後井字型圖案的影響。共有20位實驗參與者，每位實驗參與者個別給予固定順序和隨機順序的積木輸入。積木的給予方

式是兩兩給予。這是因為Defizen的積木可以分為三組形狀相同的組合：圭字形、手字形和重疊的E字形。這些組合都是用

兩兩堆疊出來的。實驗的結果將用KJ法比較各組實驗與標準井字形圖形的相似程度來歸類。共有5位評審員參與歸類的評

審。最後用Dendrogram將集群的結果展現出來，並做出積木的輸入順序對最後井字型圖樣的影響結論。實驗結果顯示固定

順序共有18個是正確的，兩組是錯誤的。但是這錯誤的兩組與標準組合的差異在於凸角的方向，因此，這個差異是非常小

的。反觀，隨機順序在20個實驗當中沒有一個是正確的。 本研究可應用在於口字形的建築。由於口字形的建築具有抗震的

優越性，因此，成為未來集合式住宅的建構模式。本研究的固定順序可以幫助建築業者正確的組裝順序。最特別的地方在

於組裝時是兩兩給予的。 關鍵字：DefiZen、Rhino、口字形建築、集群、Dendrogram

關鍵詞 : 口字形建築、集群、Dend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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