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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在傳統觀念中，洋娃娃一直被視為專屬於女性的玩具。將洋娃娃塑造成為高價製作行銷的精緻藝術品，是提升台

灣傳統玩具業競爭力的方式之一。 本研究過程中，在造型方面的議題探討是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並在問卷完成後與部

分有收藏習慣的受測者進行深入訪談，以了解一般大眾與收藏者之間對洋娃娃造型的喜好與認知有何差異。 茲將分析問卷

調查後所做出的具體結論分列如下： 一、 性別差異方面：男性對娃娃造型的喜歡與討厭程度與女性 相當，並不會有明顯

排斥；但男性想要擁有洋娃娃的比例明顯低於女性。 二、 洋娃娃可愛與否方面：「可愛的」較受女性及低年齡層重視；

但在男性以及高年齡層，「可愛的」重視程度則變低。 三、 洋娃娃比例體型方面：全體皆偏好一般體型；特殊比例在國

人的接受度較低。 四、 洋娃娃衣著方面：流行服裝比特殊服裝，較為一般消費大眾所接受。 五、 洋娃娃性別與年齡方面

：男性喜愛較成熟的洋娃娃，女性&apos;&apos;則可接受兒童造型的洋娃娃；低於12歲以下的受訪者，對兒童造型的喜好

度反而不如青少年造型；另外，男性比女性較能接受男性的娃娃。 本研究的感知程度分析可作為玩具（洋娃娃）產業拓展

新消費族群以及開發新產品的參考。 關鍵字：娃娃、玩具設計、流行文化

關鍵詞 : 娃娃 ; 玩具設計 ; 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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