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計要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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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要素包含了「形態、色彩、材質、空間」四大項。當我們進行創

造的行為，便需結合形式要素，運用媒介物及表現方法，將腦中的構想呈現

出來，但形態、色彩、材質、空間各項的內容並非一成不變，其會隨著時間

的更替，不斷演進，同樣的照明器具，商周時期採用青銅，在現代則運用塑

膠、布、玻璃等材質(圖3-1)，其形態、色彩等便隨之有所改變，況且每個時

代的生活形態有所不同，其需求亦會改變，例如符合人體工學的概念車(圖

3-2)，便是針對未來居住空間可能變小，採取直立亦可平躺的設計模式，因

應其機能與舒適性。整體採用弧狀的形態與追求速度的磁浮列車(圖3-3)，採

用高科技材質，運用流線造形，仿效自然界海豚的造形。

 形式要素中，形態、色彩、材質、空間等四項密不可分，基本上，任何

視覺形式皆由這四項要素所構成，且其相互間會彼此影響，各形式要素都有

其特質，「形」的基本構成是點、線、面，「色彩」則藉著色澤、濃淡、明

暗與光來呈現，「材質」則透過物質肌理與質感表現，「空間」包括2D平

面空間與3D立體空間(圖3-4)，隨著電腦科技的發達，更加入了時間虛幻的空

間概念。例如藝術家杜布菲在美國紐約的公共藝術創作，採用感性半抽象的

形態，白底黑色線條，呈現簡約俐落風格，運用人造材質在大樓林立的都會

中，創造美好的人造風景，有如存在於童話幻想中的樹，行人可穿行其中，

凝望天空或休息片刻。了解形態、色彩、材質、空間四項形式要素之後，再

與美感原則相互配合，有助於在設計時，能兼顧機能與美感，茲就形式要素

四項分述如下。

圖3-1  現代燈具 圖3-2  站立的未來概念車 

學習提示

透過圖片認識形態、
色彩、材質、空間四
項形式要素的關連性
與基本概念。並在學
習活動中，用遊戲的
方式，加深對四項形
式要素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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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磁浮列車優美的弧狀造形 

圖3-4  杜布菲／四棵樹／紐約 

學習活動

猜物遊戲

活動目標：訓練觀察與描述形態、色彩、材質、空間的能力。

實施方式：

一、採分組進行，請各組先各自擬定題目物品。

二、各組自行進行討論，觀察分析題目物品的形態、色彩、材質、空間。

三、推派一位代表上臺，以形態、色彩、材質、空間四個方向，逐一描述 

 題目物品。

四、各組舉手搶答，以回答最快的組別為優勝，教師自行訂定獎勵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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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周遭千奇百種的形態，有的是自然的，有的是人為的，有的是具

象的，有的是抽象的，有的是寫實的，有的是變形的，更有以純粹符號展

現的形態等，這些形態豐富了我們的視覺、觸覺感官。透過不同的觀察方

式，如視角的改變、尺寸比例的放大縮小等或是除了從外在觀察形態，剖

面的觀察也可以發現平日不易察覺的構成，透過這些多面向的體察，便可

看見更多形態的表現。當比較、審視不同的形態，也會發現這些豐富的形

態，似乎皆可歸結為點、線、面、體等四種基本的純粹形態。相對地，進

行設計創作時，也可以將這些純粹形態做為基礎，發展各式各樣人為的形

態，了解形態的多樣性與觀察方式之後，便可進一步探索物體的形態與機

能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人們對物體要求的機能包括物理機能、生理機

能與心理機能，良好的形態除了富於美感，也是滿足人們追求機能性的要

素之一。

（一）形態的種類

形態是以線為主要符號所表現的視覺語言，大致上可分為兩類：「現

實形態」與「觀念形態」。「現實形態」可以直接知覺，在生活周遭比比

皆是，例如雞蛋、蜻蜓、建築、直升機等，「現實形態」可分為「自然形

態」與「人為形態」，像是雞蛋、蜻蜓屬於「自然形態」，而薄殼式建築

是仿造蛋殼結構的「人為形態」，直昇機也是模仿蜻蜓飛舞的「人為形

態」；「觀念形態」則為抽象，無法直接知覺，「觀念形態」常以符號作

為表現的方式，在觀念上可以知覺的符號，又稱為「純粹形態」。

 「自然形態」當中以「有機形態」占大多數，包含許多純粹形態，又

以曲面或曲線展露美感，自然界中這樣的形態比比皆是，不論是花草（圖

3-5）、樹木（圖3-6）、山石、蟲魚鳥獸等， 渾然天成，美不勝收，令人讚

嘆自然的造物之妙。

 「人為形態」可分為「具象寫實形態」、「具象變形形態」、「抽象

理性形態」及「抽象感性形態」等。「具象寫實形態」忠實呈現客觀事物

的外貌，如街頭的公共藝術，以青銅重現路人的形貌，與熙來攘往的行人

構成有趣畫面（圖3-7），「具象變形形態」則藉由誇張、扭曲或簡略等手

壹、形態



5�第三篇    設計要素

圖3-5  小麥草 

圖3-6  夫妻樹 

法，將客觀事物經由主觀變形呈現，如公仔玩偶的設計，為了凸顯個別特

徵，會採取玩偶局部尺寸放大與縮小的方式，達到引人注目的效果，又如

建築物外牆上的瓷磚裝飾，將自然的花草簡化、重複，並施以豔麗的色

彩，樸實而華美（圖3-8）。「抽象理性形態」著重於純粹結構，例如位於

臺北金融大樓（101大樓），運用層層堆疊的倒梯形，架構出摩天大樓的氣

圖 3-7 「具象寫實形態」，重慶北路青銅公共藝術雕 
    塑。

圖 3-8 「具象變形形態」，金門民宅外牆的瓷磚裝飾。

學習提示

了解形態多樣化的分
類，可藉由圖表一目
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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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抽象理性形態」的臺北101大樓外觀 圖3-10 「抽象感性形態」雕塑品

勢（圖3-9），又如山林中許多秀麗的吊橋，以理性的線性結構構築而成，

紅色的線條在山谷之間格外亮眼。「抽象感性形態」追求純粹性靈的

展現，展露靈動而變化多端的特性，藝術家藉由此種形態再現內心情感

（圖3-10）。

現實形態

觀念形態

自然形態

人為形態

純粹形態（符號）

有機形態

具象寫實形態

具象變形形態

抽象理性形態

抽象感性形態

形態

表3-1  形態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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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的方法

 透過仔細的觀察，可以發掘形態的多樣性，利用敏銳的觀察以客觀的

角度審視，再經由主觀表現，將「現實形態」轉換為具設計構成的圖像或

是作為設計的素材。觀察的方法包括：不同角度的觀察、顯微鏡的觀察以

及剖面的觀察等。

 形態存在於空間，透過不同角度的觀察，可增廣表現的方法與視覺感

受，如仰視可產生龐然大物之感，俯視則可將形態一覽無遺，三百六十度

的旋轉觀察，可察覺平面視角所無法發現的形態特點。例如觀察一幢建築

物，從建築底端向上仰視，建築物會顯得格外高聳，我們的視角放越低，

其仰視所造成的強度愈強（圖3-11）。站到建築頂端，向下俯視所觀察到的

是建築物周遭的一切細節（圖3-12）。又如觀察一顆蕃茄用不同角度觀察，

也許會有各種不同的發現：從底部仰視手掌大的蕃茄會變得較為壯碩（圖

3-13），從俯視觀察，可仔細觀察莖葉的形貌（圖3-14），三百六十度的觀

察可對其不同方向的面貌有更多的接觸（圖3-15），若能結合不同角度觀察

得來的形態，將使創作內容與視覺效果更加多元而有變化。

 改變角度的觀察之外，顯微鏡的觀察將帶來肉眼所無法看到的細微構

成，這樣微觀的世界，常令人對其豐富多變的結構感到驚奇，如菌類的形

態、雪花的結晶等。除了觀察整體外的形態，剖面的形態結構也非常吸引

人，不論是縱剖面或是橫剖面，其結構紋理皆是豐富而多樣，例如前述的

蕃茄，我們已經仔細地觀察過外在的形態，其縱剖面與橫剖面所呈現的並

不相同，種子與果肉的組織結構，縱剖面有其均衡的形式（圖3-16），橫剖

面呈放射狀的形式（圖3-17），皆具有不同的視覺感受。

（三）形態的基本架構

 平面構成的基本元素是點、線、面，這三者也是各種形態的基本架

構，點有集中的特性，線有延伸的效果，面有面積、重量的性格。幾何學

上，點有位置，沒有大小，是線的界限或交點。線是點移動的軌跡，體的

界限或立面，面則是線移動的軌跡。在設計構成上，點、線、面有不一樣

的定義（圖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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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建築仰視圖 圖3-12  建築俯視圖 

圖3-13  蕃茄仰視圖

圖3-14  蕃茄俯視圖

圖3-15  蕃茄360度旋轉觀察圖

圖3-16  番茄的縱剖面

圖3-17  番茄的橫剖面

學習提示

認識多樣的觀察方
式，如：不同角度的
觀察、顯微鏡的觀
察，以及剖面的觀察
等，可發覺更多有趣
的形態，並透過點線
面的定義，認識基本
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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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8  書刊編排，文字—點，行—線，段落—面。

 1.「點」在整體空間中具有集中性，並成為最小的集中單位時，皆可

認定為點的造形。點有大小，也有方圓等不同形態。

 2.「線」以長度的表現為主要特徵，將粗細限定在一定範圍內，與其

他視覺要素做比較，仍具有連續性，則可稱為線。線的長度雖然是

其本質，但是寬度和深度卻更能加強表現力，極細的線予人速度、

尖銳之感，極粗的線予人遲緩、剛強之感，線尚有直線與曲線，直

線能帶來單純、明確、理智與男性化的感覺，曲線則有圓滑、優

雅、感性與女性化之感。

 3.「面」除了是線移動的軌跡之外，面也是由許多人為技法創造出的

形，形的決定要素是輪廓線，符合此條件的平面空間，皆可為形。

形包括幾何形與自由形，又可區分為直線形與曲線形，直線幾何形

具有簡樸、明確、理性之感，曲線幾何形有簡潔、圓潤的效果，直

線自由形則有活潑、強烈、明確之感，曲線自由形有優雅、感性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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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態與機能

 良好的形態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Jean-

Baptiste de monet,Chevalier de Lamarck）曾說過影響機能主義的名言：「機

能決定形態（Form Fallows Function）」究竟人為的產物應該重形態，還是

重機能？過於重視形態，易使物品流於繁複，許多並不實用的造形，佔據

物體的絕大部份，如追求趣味性的咖啡杯（圖2-19），其湯匙與底盤皆採用

有趣的白手套造形，但在清理時卻有一定的困難性，又如像模仿電視機形

態的CD盒，其形態固然已經簡化，但實際可容納的空間還是相當有限，在

容器的機能上，就沒有發揮到應該有的程度（圖3-20）。過於重視機能，不

必要的裝飾被去除了，卻又使物品偏向枯燥貧乏，失去美的價值，如圖2-21

的開罐器，講求實用性，物品本身對於形態並沒有嚴格的要求，雖然沒有

人會為了它的功能而抱怨，但卻也容易讓人感覺單調，又如傳統路燈的形

態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在照明的功能上已可滿足人們的要求，如果路燈

的造形可以趨向多樣化，應能更加賞心悅目，增加城市豐富的景觀。

 因此，形態除了提供美好的視覺經驗之外，也應該兼顧良好的機能，

兩者不可偏廢；人類對機能的要求包括：物理機能、生理機能與心理機

能。物理機能是針對結構性而言，拿公共空間的座椅為例子，椅子的結構

是否堅固耐用，可以長期經多人使用，這就是物理機能所重視的範疇；椅

子在使用上是否能讓使用者感到舒適、便利，便是生理機能所強調；心理

的機能則是透過設計的手法，重視椅子的形態、色彩等，使其富於美感，

藉以滿足使用者精神或心理上的要求，滿足其心理機能（圖3-22）。

   

學習提示

明白機能與形態間的
關係，實不可偏廢。

圖3-19  形態重於機能的咖啡杯組 圖3-20  形態重於機能的CD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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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態與機能實應相輔相成，互為表裡，現今的消費社會，人們購買商

品常面臨眾多的選擇，如果能以合理的價格，購買到一件具有優美形態、

適當色彩、堅固、實用又舒適的商品，何樂而不為？萊特（Frank Lloyd 

Wright）也曾說過：「形態與機能是一體的。」一件良好的設計，即應同

時兼顧形態與機能，形態應思慮到物理機能、生理機能與心理機能三方

面，如圖3-23模仿鼻子形態的眼鏡架，兼顧了放置眼鏡便利實用的機能性，

適切的形態與色彩能為使用者帶來心理上的滿足，又如修正用的立可帶，

形態多樣，小巧的體積便於收納，弧狀的造形同時呈現優美的形態，以及

生理機能上握持的便利性。金門地區的電話亭（圖3-24），除作為安置公用

電話的處所，當作遮風避雨外，其利用文字造形而設計的整體形態與鮮豔

的色彩，儼然成為當地顯著又具代表性的公共設施。

圖3-21  重視機能的開罐器

圖2-23  眼鏡架 圖2-24  金門顯著的電話亭設計

圖3-22  公共空間坐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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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光的存在，我們才能覺知千變萬化的色彩表現，換言之，物

體之所以產生色彩，是因為受到光線照射，反射到眼睛而引起的感覺，因

此，人類要看到物體的顏色，就必須具備三項要素：光線、被觀看物、觀

看的眼睛等。色彩可分為「光的色彩」與「顏料的色彩」，前者簡稱「色

光」，後者簡稱「色料」，色彩與形態更是密不可分，色彩可強調形態本

身的特質，予人鮮明的意象，另外，色彩本身的應用亦十分廣泛，如色彩

的象徵意義、色彩的機能與色彩的韻律等。

（一）光、律動、聲音

 「光」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卻也因為它存在的必然性，讓我們

時常忽略了光豐富的表現力，光可分為自然光與人造光兩類，自然光包括

太陽光、燭光等，如美好的日出與夕陽時分、萬里無雲的晴天或是驚鴻一

瞥的閃電等，自然界的光總是以不同的面貌呈現，帶給我們許多不同的感

受。在西方的藝術史上，早期印象派的畫家，就以企圖用畫筆捕捉自然界

光線變化的努力而聞名，像莫內，就曾嘗試以相同的場景為主題，創作一

系列的作品，運用不同色調表現從清晨到黃昏的光線，由此我們可見到藝

術家觀察自然光的努力，透過他們創作的畫面，我們便可深刻感受到生活

周遭自然光的存在。

 自然的光線之外，人造光像是燈泡、日光燈、霓虹燈、雷射光等的表

現也非常豐富，在舞台表演、攝影、電影、建築、展示陳列等各種領域，

或各種藝術表現中，光線伴隨著律動與聲音出現，皆容易成為眾人注目的

焦點，如二○○五年名古屋萬國博覽會當中，長久手日本館為了呈現夢幻

虛擬森林的意象，在展場中鋪設素雅的背景與竹林，再利用變換萬千的雷

射光與各種色彩的光線，一邊投射在樸素的背景上，不時呈現色彩的轉

換，一邊搭配音樂旋律、節奏與森林生物的鳴叫，使得參展的觀眾，在視

覺與聽覺上接收豐富的訊息，有如身處奇幻的世界，彷彿來到一座充滿生

機律動的未來森林（圖3-25）。

 現今許多建築物除了考量自然光與建築的對話，也側重以人造光

貳、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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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5   2005年萬國博覽會長久手日本館室內一隅

增加建築的魅力。前者如建築師貝聿銘所設計的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位於日本滋賀縣的山區當中，這座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美術

館，建築物有80%的面積都在地底下，美術館內採用大面積的玻璃窗引入

自然光，一天之中隨著時間的轉換，光線透過窗戶投射的光影變化，時常

讓人驚嘆連連，而許多展品的照明也是利用自然光的投射，使得整座美術

館，從建築到展場，不時被自然光線所圍繞，充分展現自然與人文結合之

美（圖3-26）。後者如城市的夜景或建築物的夜間照明，都是利用人造光與

建築的結合，創造出與白天相異的兩樣風情，像是美國紐約的曼哈頓島，

白天瀰漫著濃濃的商業氣息，到了夜晚，人造光線給予建築物豐富的表

情，也為城市帶來了不少浪漫的情懷（圖3-27），當我們拉近視線觀看，夜

晚的建築物透過人造光投射，建築物外表的許多凹凸細節，即變得更為明

顯，因此，建築物在夜間的照明若是設計得宜，人造光的作用能比自然光

更凸顯建築物外在的特色。另外，光結合律動與聲音最好的例子，應該就

是水舞表演，當旋律開始的剎那間，光線忽明忽暗，顏色任意轉換，水柱

高高低低，時快時慢，隨著配樂的節奏旋律而起舞，展現視覺與聽覺結合

豐富的律動性，觀眾的情緒便隨者不同色光的交互出現以及水柱的跳動、

翻滾，時而激昂，時而靜謐，時而興奮，時而喜悅。

學習提示

從自然光與人造光，
體會光在生活周遭的
豐富表現及光結合律
動與聲音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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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6  美秀美術館走廊 圖3-27  美國紐約曼哈頓島夜景

（二）色光與色料

 構成形態的色彩有兩項基本因素：照射物體的光與物體表面的「物體

色」，換言之，我們所看到物體的色彩也就是光線與顏料的綜合體。基本

上色彩可分為「色光」與「色料」，其中「色光」的主要來源是太陽，而

人為光源也是來源之一，牛頓在十七世紀時，利用三稜鏡把一束白光，分

解成由紅、橙、黃、綠、藍、靛、紫組成的「光譜」，也就是平日雨過天

晴，充滿水氣的天空經過陽光照射，所形成的彩虹色彩，這些被三稜鏡或

水珠分解出來的色光，經過混合，又可恢復為原初的白光。

 在「色光」與「色料」兩個色彩體系中，都有其基本的「原色」

（Primary Color）。「色光」的三原色為紅、綠、藍，而「色料」的三原色

為紅、黃、藍（圖3-28），原色的相互混合可以得到二次光或二次色：

 1.「色光」的二次光為黃、藍、紅，很接近色料的三原色，紅色光與

綠色光混合可得黃色光，綠色光與藍色光混合可得藍綠色光，藍

圖3-28  色光三原色與色料三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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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與紅色光混合可得紫色光，當等量的色光三原色相加，會形成

白光，就如同「光譜」各色光聚集後的效果一般，「色光」這種二

次光相互混合會愈明亮的特性，稱之為「正混合」或「加法混色」

（Additive Mixture）。

 2.「色料」的二次色為紅橙、綠、藍紫，也很接近色光的三原色，紅

色與黃色混合可得紅橙色，黃色與藍色混合可得綠色、藍色與紅

色混合可得藍紫色，當等量的色料三原色相加，其明度會愈加愈

低，直到近似黑色，這種特性稱之為「負混合」或「減法混色」

（Subtractive Mixture）。

 除此之外，色彩可分為有彩色（C h r o m a t i c  C o l o r）與無彩色

（Achromatic Color）兩大類，有彩色即包括了光譜色彩、自然物體色彩與

人工色彩等。色彩有三個屬性，色相、明度、彩度，色相為色彩的表面特

質，明度是色彩明暗的程度，彩度是色彩本身的強弱度。無彩色是指黑、

灰、白的色系， 無彩色便沒有彩度的區別，只有明度的差異。

（三）色相環與色調

 利用色料的三原色，可以調配出許多不同的色彩，而根據光譜中基

本的色相：紅、橙、黃、綠、青、紫，再加上黃橙、黃綠、青綠、綠青、

青紫、紅紫等，共十二個色相，把這些色彩依序排列，形成環狀，便成為

「色相環」（圖3-29），利用「色相環」可以了解更多色彩之間彼此的關

係。例如色相環當中的黃色明度最高，明度向左右兩邊對稱遞減，直到黃

色對面的藍紫色明度最低，或是類似色與對比色的概念，類似色是在色相

環上相近的色彩，就像是黃色與橙色、黃綠都是類似色，而對比色就是在

色相環上兩兩相對的顏色，拿色料三原色來看，黃色的對比色是藍紫色，

藍色的對比色是紅橙色，紅色的對比色是綠色。

 當色相環上的色彩彩度皆相等時，若是配合相同明度的無彩色，便得

到統一的色調，也就是所謂的「色彩調子」（Tone），簡稱「色調」（圖

3-30、圖3-31），指這些色彩有共同的因素存在，形成一種統一感。例如相

同彩度的不同色相，同樣加入50%的灰色，便會形成50%灰色的調子，在

這裡，50%的灰色即為共同的因素，讓這些色相具有統一與調和的感覺。

不論是色相環上的類似色或對比色，都可以利用無彩色，而達到調和的效

果，只要能善加利用色調的配色，依循彩度或明度的漸層變化，抑或是色

相環的排列，都可以藉由這些有秩序的構成，達到色彩的調和。

學習提示

了解色光與色料的意
涵，並認識色相環與
色調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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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色調
（亮）

p
明色調

b

灰色調
g

濁色調
d

純色調
v

暗色調
d k

深色調
d p

圖3-29  色相環

圖3-30   色彩調子

圖3-31  色彩調子室內裝飾實例（國銘營造提供）

（四）色彩的調節

 色彩的調節（Color Conditioning）是利用色彩刺激所引起的心理反

應，可以有效表達某種氛圍或是強調造形的特色。換言之，造形與色彩可

相互增補，若是善加運用，即能提升視覺傳達的效果，更加落實兩者在生

活中的實用性。伊登（J. Itten）便曾說過：「原色紅、黃、藍的基本形態，

相當於正方形、正三角形和圓形，這三種形態能清楚地表現出它們彼此的

特徵。」另外，基於三原色的二次色：橙、綠、紫，各帶有兩原色混合而

成的特徵，他認為形態亦是如此，因此伊登定出橙色相對於梯形，帶有正

方形與正三角形的特徵；綠色相對於圓弧三角形，帶有正三角形與圓形的

特徵；紫色相對於橢圓形，帶有圓形與正方形的特徵（圖3-32）。

 色彩的調節運用在創作上，常常是無意間就發生的，活潑、溫暖、圓

滿的造形，往往會搭配紅、黃等暖色系色彩，增強其造形的意象，更加受

人注目，例如兒童的遊樂設施，多半採用圓弧的造形，一方面予人溫馨和

諧的感受，一方面提升兒童遊戲時的安全性，其色彩選用暖色系，便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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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3  兒童的遊樂設施

圖3-32  伊登的形與色

學習提示

體會色彩與造形相互
配合的作用，並在學
習活動中落實於個性
的造形設計。

強化一個屬於兒童的天地所應該呈現活潑愉悅的感覺（圖3-33）。又如藝術

史上的巴洛克時期，擅於展現光與影的效果，使用大量圓弧形與對比強烈

的色彩，不論是建築、繪畫或是雕塑，皆帶給我們一場充滿動感、輝煌而

華美的視覺饗宴。

 相對地，若要強調靜態、冷峻、尖銳的造形，便適合搭配寒色系的

色彩，例如早期多數的電子產品，為了展現高科技的感覺，其造形多採用

簡單俐落的形與線組合，色彩搭配無彩色或是藍色、銀色等色彩，更加凸

顯科技產品講求的理性秩序與品質效率（圖2-34）。設計史上的裝飾藝術

（Art Deco）喜愛運用直線、簡單的幾何外型以及對稱的構成，除了經常運

用當時多樣化的新材料為其內涵，在色彩上，亦結合金屬與冷靜色系做搭

配，展現機械式的冷豔華麗，美國紐約的克萊斯勒大樓即為良好典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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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鏽鋼尖塔由簡單的幾何形構成，仿造汽車散熱器的外罩，色調單一，

展現了藝術與機械產業的結合（圖2-35）。

 形、色之間的關係如此緊密，值得仔細探索，我們也可以說形的特質

偏向於視覺而屬於理智的範疇，色彩則偏向感覺，屬於情感的領域，兩者

若能相互搭配得宜，互相輔佐，必能有助於創作上的表現，達到事半功倍

之效果。

（五）色彩應用

 色彩運用在生活上各個層面，

可說是十分廣泛，各種色彩的機

能，均可用在食、衣、住、行、

育、樂等實用的層面，其色彩的象

徵意義與色彩的韻律等抽象的感

覺，都與生活密切相關，如何善用

色彩，實是我們應努力的目標。色

學習活動

色彩的角色扮演

活動目標：培養搭配形態與色彩感覺的能力。

實施方式：

一、教師選定一故事情節，並指定故事當中，幾種象徵不同特質的人物 

 角色，例如不苟言笑的嚴厲父親、慈祥和藹的老奶奶、活潑好動的 

 可愛小女孩等。

圖2-35  克萊斯勒大樓 圖2-34  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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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機能是設計創作時不可忽視的一環，包括色彩的寒暖、輕重、進退、

脹縮等。人類之所以會感覺色彩的寒暖效果，與感知自然界現象的經驗有

相關，例如柴火的紅橙色烈焰，帶來暖和的溫度，而冷冽的山澗、河水、

湖泊、海洋等，則是寒色系的代表。在色相環上，可以區分為暖色(Warm 

Color)、寒色（Cool Color）與中性色（Neutral Color），暖色如黃、橙、紅

與紅紫等，寒色如藍、藍綠、藍紫等，中性色如黃綠、綠、紫等。暖色給

人的暖和感，也有明朗、興奮、歡愉、華麗等積極正面的效果，寒色則帶

給人涼意與安祥、沉靜、樸素等較為消極的意義，中性色實為不冷不熱的

中性色彩，偏向暖色系則有暖和感，反之，偏向寒色系則帶有寒意。

 色彩的輕重取決於明度的屬性，人類在生活中對於輕重的感覺，是透

過提拿的動作來感受，而在視覺上，感覺重的物體如石頭、金屬等，多半

都是明度低，感覺輕的，如紙張、羽毛等，則為明度高的物體，這樣的視

覺經驗，使人習慣用明暗來判斷輕重，因此在色彩的感知上，高明度感覺

輕，低明度感覺重；明度相同時，高彩度感覺輕，低彩度感覺重，暖色系

感覺輕，寒色系感覺重。這樣的色彩機能運用到生活中，就像是搬運重物

的箱子，相同的重量，若是箱子為高明度、高彩度、暖色系，則會感覺比

較輕盈，可以減輕搬運者的心裡負擔（圖3-36），或像是選擇汽車的顏色，

感覺較輕的色彩可以帶來速度以及靈活感，感覺重的色彩則有穩重的感受

（圖3-37）。

 一群色彩在同一平面上，且與觀看者距離相同，卻有前後之感，這

樣的感覺，稱為色彩的前進性與後退性，色彩的進退以色相影響最強，其

次為彩度，最後為明度。暖色系、高彩度、高明度具有前進性；寒色系、

低彩度、低明度具有後退性。原因在於色彩之所以有前進後退之感，是因

為色彩波長，與人類眼睛水晶體之間的產生作用，例如以色相來說，波長

長的紅色，因折射率小，成像於視網膜上，藍色波長短，折射率大，成像

二、學生分組進行，各組選擇一個角色，依據其人物的特質進行討論， 

 應 該選用哪些形態與色彩作為造形設計上的搭配？並選定一名同 

 學為下次上課上台展示的模特兒。

三、學生各組依據討論決定的內容，回家尋找適合的衣物與配件。

四、上課時各組模特兒展示成果，各組並上台說明造型設計的緣由。

五、各組互相觀摩討論，教師說明各組特色並做總整理。

學習提示

認識色彩特性在生活
中的運用，如：輕與
重的色彩、前進與後
退的色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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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視網膜前，經水晶體膨脹與緊縮來調整影像位置，將位於後方的成像往

前推，產生前進之感，位於前方的成像往後推，而產生後退感。例如前述

選擇汽車顏色時，若以安全為考量，宜以具前進性的色彩為優先，在行車

時，相同的車行距離，前進色在視覺上感覺的距離會比後退色較近，而讓

駕駛者較能提高警覺。

 色彩的膨脹性及收縮性，與前述色彩的前進後退相當類似，一般來說

前進色具有膨脹的特性，相反地，後退色便具有收縮性，色彩的膨脹色會

看起來比實際尺寸大，而收縮色會看起來較小（圖3-38），相同面積的藍

底橙色圓圈與橙色底藍圓圈圖形做比較，橙色圓圈會比藍色圓圈看起來較

大。色彩的膨脹性及收縮性運用在生活中，穿衣的選擇是最好的例子，較

瘦小的人若想要看起來比較有份量，就應選擇具有膨脹性的色彩，體積較

龐大的人若要顯得較為苗條，就以選擇具收縮性的色彩為宜。

 色彩的象徵意義來源包括聯想與傳統。聯想指色彩本身帶來視覺上的

刺激，進而使我們產生反應的感覺，傳統是指色彩的意義會根據各地域、

民族、國家的文化習俗與習慣而不同，例如象徵悲哀的色彩，在中國與日

本都是白色，在多數的西方社會則是黑色（白色卻代表著天真與純潔，西

方多數的婚禮也是用白色），在埃及與緬甸是黃色，在伊朗是藍色。因此

當我們進行設計創作時，亦須考量不同文化背景與性別、年齡對顏色的認

同，才能獲得最大的支持。以下便以不同的色彩舉例說明。

圖3-36  感覺輕的紙箱與感覺重的紙箱 圖3-37  色彩感覺輕的與色彩感覺重的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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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9  手扶梯上的緊急停止按鈕 圖3-40  消防栓 

 相同的色彩有時也會產生相互矛盾的象徵意義，以紅色來說，是代表

愛的顏色，但也象徵革命、危險等意義，另外，基於紅色色彩的高強度，

容易吸引人類注意力，在一些指示標誌、操作按鈕或是各類緊急事件需要

的物品等，都可見到紅色的運用，帶有些許的警示意味，例如汽車的煞

車燈、交通號誌、手扶梯機械上的緊急停止按鈕（圖3-39）、消防栓（圖

3-40）或救護車等，紅色的使用皆帶有引人注目的功效。而用在居家布置

中，傢具、地毯的紅色可以予人溫暖而豐富的感覺。在華人社會中，紅色

在傳統上是好運的象徵，每當農曆年到來，不管是室內或戶外，總是洋溢

著喜氣般的紅色（圖3-41），傳統的婚禮習慣也是如此，拿紅包、穿紅衣、

貼紅字等，都是常見招來福氣的習俗。

 黃色在藝術家梵谷的創作中，代表著陽光與創造力豐富，黃色帶來

的聯想還包括了希望、積極、明朗等特性，黃色系的食物也會帶來可口的

感覺，與在埃及、緬甸社會中所代表悲哀的黃色有著不同意義。綠色帶有

放鬆情緒的性質，常常象徵著希望、生長、自然、健康、年輕、新鮮等意

義，有撫慰人心的作用，因此在醫院與學校的環境色彩當中，時常會出現

綠色（圖3-42）；另外，在蘇格蘭綠色代表著榮譽，而綠色更是愛爾蘭國家

  

圖3-38  色彩的膨脹性及收縮性。

學習提示

認識不同色彩的象徵
意義與常見的運用方
式，以及色彩帶來的
韻律感等。學習活動
中可培養學生仔細觀
察生活細節，指出相
同色彩的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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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顏色。藍色是代表知性、理性的色彩，象徵著沉靜、悠久、寬廣、清新

與合理的態度，這可能與天空永恆的色彩聯想相關。但是藍色也有負面的

象徵，例如消極、憂鬱等。藍底白字或是綠底白字的交通標誌（圖3-43），

辨識度亦相當高，因此拿來作為指示標誌的配色之用。紫色是光譜上的最

後一個色彩，帶有神祕的象徵，在羅馬與拜占庭時期，紫色是社會最高階

級的專屬色彩，代表著身分與權力，現今紫色也象徵著優雅、高貴、權

勢、神祕、不安等特質。

 由於自然界多為棕、綠等柔和色彩，因此人類的目光自然被強烈的色

彩所吸引，這時，將色彩置於明顯位置或構圖中央，便非常容易吸引人們

圖3-41   過年的街景

圖3-42  充滿綠意的教室環境 圖3-43   辨識度高的交通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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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

色彩與生活

活動目標：觀察生活周遭色彩的運用與意義。

實施方式：

一、學生分組進行，選定一種色彩為主題。

二、蒐集生活中使用該色彩的物體圖片。

三、輸入電腦中，製作成powerpoint播放檔案。

四、上課時各組展示成果，並上臺說明該色彩象徵的意義。

五、各組互相觀摩、討論，教師說明各組特色並做總整理。

的目光，大面積的色彩計畫，也具備了某種象徵性與心理上的調適意味，

因此在反對複雜裝飾與具象表現的藝術設計上，色彩便顯得重要，色彩的

韻律於現代建築與產品設計上相當突出，此時色彩取代了裝飾與創造韻律

的古典法則，並以色彩本身的特性去創造韻律感。例如在建築當中，純粹

的色塊融入建築的結構當中，便很容易創造出和諧或是驚奇的效果，百水

公寓外牆多變且濃郁的色彩塊面，帶給人輕快、活潑與童話般的感受（圖

3-44）。

圖3-44  百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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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5  各種材質的湯匙

 一件物體具有相同的形態，若是使用不同的材質，會帶來截然不同的

感受，例如木製的湯匙與不鏽鋼、銅、陶瓷、塑膠、玻璃等材質構成的湯

匙（圖3-45），每一件都具有其獨特的質感。設計創作皆要靠材質來展現，

沒有材質，任何再好的構想都無法成真，而各項材料本身皆有其特性，如

何配合構想選擇正確的材料，並使用正確的方法處理，實是創作者重要的

課題。材質與質感互為表裡，各項材質皆是藉著質感來展露其面貌與表達

其特性，質感可分為視覺與觸覺上的感受，質感的對比亦可增加創作上更

多的趣味性。

參、材質

 (一)材質與質感

 「材質」是指物體其組織成分上的特殊性質，例如岩石、木材、花

葉、布料、金屬、塑膠等，這些材質的組成份子不同，其特性也各不相

同。而「質感」是指不同的材質顯露於外，所給人不同的感覺，因此，

「材質」與「質感」互為表裡，物體內部的構造為「材質」，而物體外在

所予人的感覺及印象，呈現在色彩、光澤、紋理、粗糙、厚薄、透明度等

多種外在特性的綜合表現，例如岩石的粗獷（圖3-46）、木材的溫潤（圖

學習提示

了解材質與質感的定
義，以及純粹自然材
質、人為加工材質的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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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6  粗獷的岩石 圖3-47  溫潤的木材 圖3-48  柔順的布料 

3-47）、布料的柔順（圖3-48）、金屬的冷硬等，這些視覺與觸覺的感覺，

便是「質感」。

 「材質」又可分為純粹自然材質、人為加工材質兩大項。在自然界

廣泛的資源中，即使是相同的材料，也幾乎無法發現一致的質感，一般來

說，自然材質較人為加工材質來得質樸溫馨，像是岩石、木材、花葉等便

是屬於純粹自然材質，因此在居家佈置上，許多人喜愛使用自然材質做為

裝潢或傢具的材料，就是因為自然材質所帶來的質感，像是木材的溫潤、

竹材的柔細、石材的粗獷、皮革的平滑等，原味十足，可予人自然、舒

坦、恬適之感（圖3-49）。位於美國，建築師萊特所設計建造的落水山莊，

也是善於運用自然材質的良好例子，像是房子的粗面石牆與石材樓板，與

當地的自然景觀相互融合，視線也藉由大面積的玻璃窗，產生室內與室外

的連貫性，藉著材質與空間的營造，將居住環境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理念具

體呈現（圖3-50）。

 人為加工的材質是以自然材料為基礎，經切割、提煉、打磨、刻劃、

燒烤、敲擊等技法加工而成，其質感也是取決這些加工的技法，這種加工

的方式，使得材質本身添加許多工具和技巧的趣味，另外創作者天馬行空

的突發奇想，使得人為加工材質，往往較自然材質呈現出更為豐富多樣的

質感特性。例如：絲綢的細緻、不鏽鋼的光滑冷硬、塑膠材質的彈性與韌

性等，這些繁複而多樣貌的材質，用在各項裝飾與物品上，亦為我們的生

活增添不少情趣，例如研磨過的大理石，可呈現平滑、富麗的質感，其紋

理的展現也是相當有變化，因此在居家設計上，經常出現在地板、牆壁以

及各式檯面（圖3-51），甚至成為裝飾的主角（圖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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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提示

認識視覺與觸覺所帶
來材質的不同感受，
與材質對比的趣味性
等，學習活動中可培
養學生搜集觀察生活
物品，以體會材質的
不同。

圖2-49  使用自然材質的居家設計 圖2-50  落水山莊

圖2-51  衛浴設備的大理石檯面 圖2-52  裝飾性強的大理石壁面 

（二）材質的趣味性

 質感的感知來自兩大部分：視覺與觸覺。直接觸摸材料，可以幫助我

們認識材質與其表面的屬性，好的設計創作者，應該廣泛認識不同材質的

屬性，並善於運用觸覺質感的吸引力，例如書本的裝訂—精美的裝訂方

式，總是比較吸引人，甚或是有特殊材質製作的封面（圖3-53），皆能引發

消費者閱讀需求之外的購買動機。另如毛織品、坐墊等產品（圖3-54），其

良好的觸覺品質，總能引發消費者擁有的渴求。有時一件標的物視覺與觸

覺的質感相同，但有時視覺與觸覺所帶給我們的質感卻不相似，而帶來某

些驚奇的感受，例如在建築材料上，運用有美麗木紋的木材當作模板，直

接壓製在混泥土的表面，可以創造人造材質的自然風貌或是桌椅（圖3-55）

運用一般概念中略顯笨重的水泥，其表面卻是仿製木材的質感，因此遠看

會以為是木料的座椅，實際觸摸才能感知到水泥的冰冷堅實。

 有時標的物僅存有視覺質感（Visual Texture），也就是材質所引發的視

覺感受，例如天空、遠方的山岳等是無法碰觸到的標的物，透過視覺可以

感受到質感的變化，天空原本只是光線與水氣的組合，但卻又變化無窮，

當我們仰望天空，偶爾可以感受到天空雲層移動的動態感受，而天清氣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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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3  封面的特殊材質 

圖3-54  毛料坐墊 

圖3-55  水泥製沙發椅 

圖3-56  迷濛陰霾的天空 

圖3-58  透明與不透明的罐子 圖3-57  亮麗耀眼的天空 

的時候，又可感受到靜態的質感；另外，天空的迷濛陰霾、昏暗漆黑、亮

麗耀眼（圖3-56、3-57）等，都是天空給予我們的視覺質感，而在雕塑、建

築、傢具、陶瓷、設計產品或是自然物等標的物的範疇，除了觸覺帶來的

質感外，其他像是形容視覺質感的名詞，例如陰暗與光明、透明與不透明

（圖3-58）、光澤與柔和等都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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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9  棉布的編織方向 

 色彩的對比可以強化我們對色彩的印象，當對比色並列時，色彩的意

象是鮮明的，而材質的對比亦是如此，粗糙與光滑的對比、堅硬與柔軟的

並列等，可以更加凸顯粗糙、光滑、堅硬、柔軟的特性，例如變化多端的

紡織品，不僅來源多樣，像麻、棉、絲等材質，若將麻與絲並列，粗面的

麻可襯托絲的滑順，滑面的絲亦可讓麻的原味更加顯著，或是像棉布的編

織方向不同（圖3-59），可以製造花紋的變化等，都是材質本身產生對比之

下的結果。另外，材質的對比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深刻認識質感的不同，

例如拿食物為主題，以粗糙面的橘子為主角，收集蘋果、柳丁、香瓜、葡

萄、蕃茄等圓形

的水果，比較其

質感與橘子有何

異同之處，並嘗

試運用形容詞來

描述這些不同的

水果，這樣的練

習，在日後設計

創作時，可作為

材 質 運 用 的 基

礎。

學習活動

材質的對比

活動目標：觀察生活周遭物品，並認識各項物品質感的不同。

實施方式：

一、學生個人選定一項主題或一樣質感的概念，如布類或粗糙的質感。

二、 蒐集生活中與主題相關的物品，如布類的棉布、麻布、絲綢、絹

布、皮毛、尼龍等，或是石頭、木材、織品、金屬等粗糙的質感。

三、 選定蒐集的物品其中之一為主，比較其他物品質感的異同，並說明

個別的特點。

四、製作為A4大小的材質小檔案。

五、教師可選擇部分同學展示作品，以供欣賞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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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的形態、色彩與質感，往往能表明其空間的狀態與特性，而我們

對於空間的感知可以從視覺、聽覺、觸覺得來，而空間的深度、密度、軸

線與空間、空間的並存與相互穿透、光與空間等因素，都可輔助我們去界

定空間並加深空間的概念。在2D平面的空間表現上，有許多表達空間遠近

或大小的方式，而3D立體的空間當中，物像本身即具備有其空間性，物像

與物像之間也有空間的關係，從物體便可延伸到大範圍的空間，從空間又

可衍生更廣泛的場域概念。現今電腦網絡世界發達，虛擬的空間也隨之而

生，時間與空間透過這些科技領域，也展現許多形態各異的樣貌。

（一）2D空間

 在平面的創作中，人類憑藉著觀察與表現，去描繪覺知到的空間感，

從古到今，平面的空間表現方式有許多種，包括了無秩序、一次元、展開

法的空間表現方式，以及重疊法、平行線法與反透視法、線性透視、空氣

遠近法、複合透視法、不同空間的並置表現方式等，以下便分別舉例說

明。

       無秩序的空間表現方式，是指對象

物隨機布滿畫面，例如原始人類的洞窟

繪畫或是兒童早期的繪畫表現方式。一

次元的空間表現方式，有基底線的存

在，像是埃及的壁畫（圖3-60）或是在

兒童繪畫中基底線的出現。展開法的空

間表現方式，是創作者運用主觀參與的

態度去描繪畫面，與現實的空間相差甚

遠，主觀意識強烈。

重疊法，是指當畫面中有A、B兩

個以上的物體造形，而當A遮蓋了B的

局部，則產生了兩者之間前後的空間

感，如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在一固圖3-60   一次元的空間表現方式——埃及的壁畫 

肆、空間學習提示

認識2D空間的表現
方式，如：無秩序、
一次元、展開法的空
間表現方式，以及重
疊法、平行線法與反
透視法、線性透視、
空氣遠近法、複合透
視法、不同空間的並
置表現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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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視角，可以觀察到他們是彼此互相重疊的，因此帶來具體的空間感，當

同一構圖，沒有重疊的現象發生時，則空間的感受便沒有那麼顯著。而平

行線法，則是一種呈現無限延伸，沒有消失點的表現方式，常見於水墨畫

中的亭、臺、樓、閣。

 反透視法，是基於人類視覺的錯覺，感知到遠的物體比前景來得大，

所表現出近小遠大的透視方式；在藝術史上，西方文藝復興之前，用此手

法是為了將事物忠實且完整的表現出來；在二十世紀之後，此種手法的出

現，則是對傳統線性透視法產生的質疑與批判。線性透視，畫面中所有線

條皆集中一點而消失，在藝術史上，這是從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到十九世紀

照相術發明這段期間，2D空間表現最主要的方式，站在街道上觀察形形色

色的建築物，線性透視便俯拾皆是（圖3-61）。空氣遠近法，是基於空氣當

中的水氣與塵埃遮蔽視線，而在畫面中利用色彩或墨色表現近景與遠景，

登高望遠時，便能深刻感受到空氣遠近法的用意（圖3-62），近景色調較

濃而偏橙紅色系、筆觸大、影像較清晰；遠景色調較淡而偏青紫色系、筆

觸小、影像較模糊，此種表現方式在水墨畫與西方十八、十九世紀之後常

見。複合透視法，每項畫面中的物體皆有不同的消逝方向，因而讓畫面呈

現詭異、夢幻的空間感。不同空間的並置表現方式是用拼貼的手法，將不

同時空下的事物並置在同一畫面中，呈現多次元時空的空間組構。

圖3-61  線性透視的建築     圖3-62  遠眺可見到空氣所營造的空間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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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3  空間的深度 圖3-64  紫禁城

（二）3D空間

 物體本身便應具備其空間性，物體與物體之間也自然存在著空間的關

係，物體周遭的空間太過狹小，將顯得擁擠；空間過大，則顯得空泛，因

此如何掌握適當的空間，是創作者必須熟悉的。例如廣場上的噴水池，廣

場通常會有不同於別處的地面鋪設，這樣可與其他場地的空間感做區隔，

讓噴水池成為廣場空間上的主角。但要如何界定空間，可從許多方面著

手，例如空間的深度與密度、軸線、空間的並存與相互穿透以及善用光線

等。

 如何適當呈現空間的深度與密度，要視每個空間的狀況而定，基本

上，空間的深度可以藉著透視或空間的漸層變化等質感來表現（圖3-63），

而空間的高密度可用不同層次的深度或是牆面上的花紋展現，但是空間的

疏或密並無優劣性，端視設計者針對空間的性質來決定，過密的空間會造

成壓迫感，過疏的空間也會帶給觀者緊張感，一個富有層次性、韻律感的

空間，才能讓觀者感到舒適、安心。

 空間中的軸線讓群組的配置，以虛擬或實際的軸線為中心，可產生整

體的空間感，空間彼此也因此產生了關連性，具有軸線的典型例子便是北

京的紫禁城，重要建築皆落在完美的中軸線上，房舍依此左右對稱，整體

空間井然有序，更說明了傳統建築中左尊右卑的建築倫理（圖3-64）。

學習提示

明白表現3D空間的
特點，如：空間的深
度與密度、軸線、空
間的並存與相互穿
透、善用光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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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空間的開口也會影響空間與空間的關連性，包括空間的並存

與相互穿透，空間的並存也兼顧其自主性，例如房屋裡有完整的餐廳、客

廳、房間等空間，彼此是分離卻又相連的，當牆壁、天花板或是地板橫跨

兩個以上的空間時，這時空間便具有相互穿透且連續的性質，這樣的手法

會造成動勢的感覺（圖3-65）。光也是界定空間的要素之一，更是讓建築活

起來的重要因素，空間中光的質與量會讓空間的感覺產生很大的變化，光

的量是光線的改變，量的多寡會因人、空間特質而有不同；光的質是空間

的氛圍，如自然光可創造出較柔和的氣氛，現今居家佈置使用反射光源，

避免直接照射，便是以人造光模擬自然光的效果（圖3-66），而側光則會強

化對比，牆面裝飾的投射光屬於此類，由光線所創造的空間，身處其中可

以讓人更專注，例如書桌檯燈的運用。 

圖3-65  空間的相互穿透 圖3-66  反射光源的空間

 生活空間必須要滿足人類的需求，也就是空間規劃要具有機能性，一

般來說，人類對空間所要求的機能可分為物理性機能與心理性機能，物理

性機能是為了人類生理與活動上的需求，而心理性機能則是針對心理與精

神上的要求。例如家中餐廳的規劃，能讓居住在此環境中的人，舒適且便

利地坐在餐桌上用餐，以符合生理性機能的要求。運用照明、採光、材質

或色彩等，讓用餐環境具備愉悅且吸引人的氣氛，這便是心理性機能的範

疇。室內設計的目的便是要把生活空間，塑造成適合人類居住的環境，不

只要滿足物理性機能，更要滿足心理性機能；室內設計除了空間規劃，還

包含了傢具設計、照明設計、織物的規劃等，再配合形態、色彩、材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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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7  有自然採光的餐廳

圖3-68  運用鏡面擴大空間

圖3-69  配色明快的客廳 圖3-70  使用櫃子區隔空間 

要素，這種種的安排，皆是營造良好生活空間的一部分（圖3-67），適當引

進自然光源，可節省能源，桌椅與四周壁面有適當距離，在此用餐的氣氛

相當寧靜舒適，圖3-68的餐廳，雖沒有自然光源的優勢，但是運用圓形的黃

色調人造光源，也可營造出光源充足、和樂溫馨的空間氛圍，牆面上搭配

相同形狀的鏡子，亦可創造空間延伸之感。圖3-69的客廳設計，動線良好、

空間寬敞，運用鮮明對比的配色，讓整體空間感覺活潑明快；客廳與其他

空間具有互相穿透性，但藉著暗示性的區隔—採用具有穿透性的鏤空櫃

子，不會阻礙視線，也可讓整體空間感覺更加寬敞（圖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