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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設計轎車過程中，繪製側視線稿圖是重要的步驟，側視造形是 由許多元素所構成，如車門、車窗、車燈等，造形元素本

身與彼 此間的搭配，應對整體美感有所影響，如何在線稿圖階段檢視造 形元素的良窳，值得探討。本研究嘗試運用完形

心理學的理論， 分析哪些轎車側面元素對美感較具有影響性以及元素間的搭配性 是否影響美感，嘗試找出評價轎車側面

美感的方法。研究運用問 卷評價方式，首先篩選出具有美感車輛和不具有美感車輛，接著 篩選出哪些構成元素影響汽車

美感，依之建構造形元素本身美感 與元素間搭配性之評價表，比較以造形元素評價表評價結果與直 接評價整體車型美感

的結果排序是否一致。最後請五位受過設計 訓練之研究生各繪製一部側視造型，分別以元素評價表進行評價 及就整體外

觀直接評價，結果兩者所得排序一致，而元素評量表 可以顯示元素本身或元素間搭配的好壞，有助設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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