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作元素之感知研究

王志強、趙方麟

E-mail: 9222793@mail.dyu.edu.tw

摘 要

產品除了外觀上的差異外，最直接可以注意到的就是功能與動作元素。動作元素的傳達認知在產品的特性表達上佔有重要

的地位。目前對於產品研究，大多偏向於其「形、色、質」，在動態傳達認知方面的研究則較為有限。本研究分析歸納動

作元素對於消費者的認知分類，將成果運用於產品設計上。 　　本研究依「動作元素感知分析」、「動作元素情緒感知調

查」、「聲音與動作元素情緒感知影響」等三部份進行研究與分析，分別敘述主要其結果如下： 1.動作元素感知分析： 動

作角度與情緒正負之間的關係、動作角度與情緒強度之間的關係皆是正比的關係。因此在設計動作時，可以依據上述之要

素進行設計，突顯其差異性。 2.動作元素情緒感知調查： 本研究之動作設計樣本、實驗以及問卷調查顯示動作之頻率越高

則代表情緒強度越大；特定的情緒種類較難從單純的動作中判讀得之；需仰賴「刻板印象」以及取決於動作之外的要素，

如顏色、表情等為輔助。 3.聲音與動作元素情緒感知影響： 音樂對於動作的表現亦會產生影響，更精確的說應該是動作週

遭的環境足以影響動作感知。因此產品動作的選用，仍需要依照其設計構想選定適合表現該產品的動作。 為縮短產品認知

上的距離，除了造形、色彩、介面的配合，巧妙的運用能表達出設計概念的動作，對概念傳達與認知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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