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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是針對運輸工具造型設計的領域運用形容感性的形容詞經過收集及彙整來做的初步探討有關休旅車的儀表板設計。

由於人類的感性需求已經從追求物質的滿足提升到精神及心理層面，因此本研究利用感覺意象形容詞分析，萃取出適合休

旅車儀表板的形容詞，加上專業設計人士訪談的意見，加以分析得知最適合休旅車意象的儀表板造型意象，進而與商用車

和轎車的儀表板造型加以區隔，建立起屬於休旅車儀表板獨有的造型風格。並將研究出來的結果提供運輸工具設計研究部

門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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