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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v本研究以有效指涉性的設計手法與符號學理論為基礎，進行產品設計創作。有效指涉性的設計起源於生態心理學中的

Affordance 概念，其中探討以使用者為導向的動作行為，引發出使用者的潛意識。另外符號學用於產品設計的案例，試著

瞭解設計師在著手設計時的轉化過程。 這兩者間看似相異卻又有不少的重疊性，本研究目的在於釐清兩設計手法間的模糊

地帶，嘗試建立其中的橋梁，幫助設計師在設計產品時，能夠增加與使用者間的誤為，也加強設計師瞭解使用者在於產品

的使用簡易性。 研究過程分三部份：1.研究導入部份，2.研究實施部份，3.研究整合部份。在研究導入階段中，蒐集並研

讀與研究相關之文獻，以增加理論與作為研究實施階段中各階段的交叉比對資料，並著手進行前期研究。其次是研究實施

階段，透過兩者設計手法的案例分析交叉比較，試著釐清其中模糊地帶，建立兩著間的橋梁；利用研究比較的模擬，以瞭

解新的設計手法在設計過程中意義與物品轉換的模式。並藉由研究者應用簡易模擬於實務設計後，進行專家訪談，以體會

該模式之設計過程，對有效指涉性設計與符號之間轉換的程序做更進一步檢核與修正。最後的研究整合部份，研究者將整

合研究實施階段的各項資料，架構出結論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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