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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造形發展的研究，一直不斷地被相關研究者發現與探討，因其在發展上的因素牽涉眾多。目前造形系統的建立，通常為將

造形解構後的元素進形討論，在動態與時間軸上的變化解釋甚少。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空間主導的影響下，產品(座椅)造形

發展可能的變異因素與脈絡，以圖面化的座椅造形特質對居家空間改變所產生的變化問卷，進行調查研究。所得的結果包

含在不同的居家空間當中，座椅造形特質需求的不同及改變，提出空間因素影響產品造形發展的推衍，以作為設計思考模

式的預測推演。於結論部份，本研究以時間數列的陳述，說明產品造形發展預測當中，影響其時間數列的變化因素，及提

出對設計人員的建議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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