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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從創意思考方法的觀點探討焦點聯想法應用於設計創意激發之效益及適用性研究。設計是個講求創意的活動，一

件作品能否引起注意，端看創意是否符合社會趨勢與潮流，由此可知創意對設計者來說是相當重要。在我們的生活中常被

運用到的思考方法為聯想，聯想是藉由某物連結到另一物，被拿來使用在學習記憶上，而焦點法是先將主題不予理會，從

無關係的事物做出發點，並做不同領域事物的聯想，再將有關此事物的各要素與特徵列出來，並與主題連結的思考方式，

從擴散性思考到聚斂性思考，從醞釀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後再選擇解決問題的方案，而設計的創意就是在時候產生，

並且對於所構思的事物均作相關性聯結，不會有構想孤兒的狀況產生，也不會拘泥在現有產品上，因此，本研究以此觀念

為基礎，推衍出焦點聯想法的實行步驟。 為瞭解焦點聯想法對設計創意激發的影響，本研究藉由實際案例操作進行驗證，

以尋求焦點聯想法對設計創意激發之成效性，並掌握案例進行過程，觀察從設計過程到成果的呈現，是否有其他相關的設

計技能表現受到影響，以確立焦點聯想法在設計創意激發之可行性及重要性。 經由實際案例驗證測試後得到，焦點聯想法

在設計創意激發上有其效益存在，尤其在「提出新的操作方式或使用方式」、「創造新的產品功能」、「針對問題提出合

理的解決方式」、「提供產品的附加價值」、「有系統的整合構想」這些部分的創意表現有顯著的差異性，且在研究分析

過程中發現，受測者學習的課程與設計創意表現並沒有完全相關，在設計創意表現佳的同學其必修課程之學習成就較佳，

但在選修課程上卻表現普通，修習課程對學生產生這樣的狀況，是值得研究者繼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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