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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在現代的飲食行為中所使用的食器具，因環境、工作、價值觀、

生活步調…等差異，食器具最初所要帶給使用者的初衷已不能滿足現

有的需求。在設計研究的重心是探討現有食器具中融入生活中讓人感

到幽默、詼諧、有趣、反思的情感後會有什麼不同的變化？  

經過設計產出現代飲食行為與設計上之作品五件，名稱分別為

「顛倒歲月」酒架、「朵朵分享」飲料分流器、「鯨魚尾巴」調味罐、

「拱橋底下的秘密」食器具收納架、「火山冒煙」鍋蓋。 

利用住家空間舉辦聚餐跟宴會的方式，提供作品在聚餐與宴會的

過程中來使用，觀察並訪談參與者在使用這些作品的過程中的使用經

驗，加以記錄驗證： 

(1) 使用這些作品時，有無與以往的生活經驗相互呼應或連結

的印象？ 

(2) 在使用過程中有無情感上的變化？ 

(3) 若有的話，是否和研究者預期的目的有呼應與一致性？ 

(4) 沒有的話，是否在使用的過程中或認知的有可以改進的部

分。 

關鍵詞: 食器具設計、情感設計、使用者經驗、飲食行為、 

        產品設計、情感變化。 



II 

Abstract 

 The eating utensils that we used in modern dining behavior, its 

original purpose simply couldn’t satisfied the current needs of the diner. 

After conducting a myriad of observation,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research focus on how utensils make a 

difference by integrating into the lives of people, thereby creating 

humorous, harmonious, and fun environment. 

Five designs based on modern eating behaviors are developed. The 

titles are “Reverse years”, “Blossoming share”, “Sailboat seasoning cans”, 

“Flower splitter”, and “The smoking volcano”.  

The five designs implementation will take place in the personal dinner 

party and banque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he 

attendees, the implementation would more on whether the impressions of 

previous life experiences of attendees were affected or linked with other 

attendees, and the emotions changed during using or not. If so, the results 

should probably confirm the purpose as expected by the researcher. If not, 

it will decide should the process of utilization or cognition be probably 

improved. 

Keywords : Tableware Design ,Emotion Design, User Experience, Eating Behavior, 

Product Design, Emotion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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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依背景動機、設計研究目的、範圍與限制、架構，分述如下： 

1-1 背景與動機  

早期台灣農村生活的用餐模式因為環境與工作模式的關係，且大

家庭式的互動與連結在餐桌與食器具上關係其實大多是由上至下的，

又因為社會環境的需要，沿用至今的感官與想法就是需求與機能上的

滿足為主，其他裝飾、色彩、用材與表面下的各個細節的考究，在價

格與實際上的考量中，往往會被忽略掉。更遑論後續的使用者在使用

相關器具中情感上的變化。 

比起歐美國家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因生活習慣與食材料理上的差

異，不管男女老幼大多都有固定的餐具來分餐使用，並不是如台灣的

生活家庭中，普遍就是碗與筷就可以食用大多數的料理了。 

現在的生活中，飲食並不單單只是如以往所述說的將飲品或把料

理器具就於口中，是因不同於以往的食材、生活習慣、身心理的變化…

等，有別於以往的飲食習慣與行為進而衍伸出來的飲食器具，這些不

同於以往的食材、生活習慣、身心理的變化中所對應的食器具並不只

是現有的杯、碗、盤、碟；刀、叉、匙、筷…等等所能呈現的，這些

食器具並不完全遵循以往只有功能上的需求而進行設計與製造，該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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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何使用不同的風格、情感、造型、色彩…等元素融入現有的生活

中，是需要再深思的。 

1-2 設計研究目的  

    現有的生活中，將部分生活情境以外型特徵、色彩、使用性等元

素來進行食器具的設計，讓使用者感到詼諧、有趣、反思、高興、快

樂…等情感上的影響讓準備食材、烹飪、用餐的行為中有更多的情感

上的變化與往日生活經驗的呼應，不單單的將胃填飽而已。 

    分析從食器具的顏色、材質、裝飾、造型…等元素給使用者使用

現有的飲食器具時，回溯在以往的感官與行為經驗的回饋，而有精神

與心理上的影響。將上述精神與心理上受影響的因素蒐集彙整，納入

設計的元素中進行設計並進行後續探討。 

    在眾多食器具中，因配合研究的需求，故以能夠轉化飲食行為與

呼應以往的生活經驗與習慣，從行為與經驗等部分能轉化成設計元素

的器具為主，並加以分析歸納。食器具中使用者並不完全因食用行為，

也可能因顏色、材質、裝飾、造型…等元素，藉此產生新的感官經驗。 

1-3 範圍與限制  

    初期的觀察與前測問卷是為了記錄與了解在居家的日常生活場

域中用到食器具的過程有哪一些，特別在於料理之前的準備與用完餐

後整理收納。而不論餐前到餐後的各式器具的設計，都將融入設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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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轉變的元素，這些過程與相關的器具目前多屬於機能性的需求與

相關導向的產品為主。 

    食器具創作的範圍可運用在餐前的準備到中途的用餐過程至用

完餐後的整理歸納，而融入使用產品後轉化情感的因素，並沒有限制

在特定的設計與場合中，日常生活中的相關經驗都在設計範圍內。 

1-4 架構  

研究共分為四個階段探討(圖1-1)。 

第一階段，先確認研究動機與概念有無落差或尚未設想周全的過

程，再來進行相關的文獻與市面上產品的收集。現有市面上有許多相

關的食器具設計，挑選與情感轉化相關的連結性較強的商品加以整理。 

第二階段，進行相關場域和飲食、料理過程的情境觀察，分析哪

些料理準備到收拾的行為，過程中會與情感產生影響或共鳴，再以日

常生活的經驗加以連結轉化。 

第三階段，將觀察的情境與相關過程融入問卷的題目中，並進行

問卷的前測，確認現有家庭中家人與餐具和料理過程的關係為何？與

食器具的了解有無基本的認知。並進行設計與草模建立。 

第四階段，將相關的設計讓使用者進行使用。並以問卷和訪談分

開進行並分析和彙整。並討論說現有市售的商品與設計給使用者有無

相同的情感轉化與互動，最後進行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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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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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有四個部分，食器具的範圍與界定、認知在飲食過程中

的應用、飲食的心理情感與行為影響和現有市場商品分析，分述如下： 

2-1 食器具的範圍與界定 

在日常生活中的飲食活動，人們明確有了更高層次的要求，無論

是對菜餚的美味、用餐器具、進食環境品質的追求（王晢馨，2013）。 

    用餐時享用的不在僅是盤中的食物，是追求整體用餐氛圍與心靈

層面的享受，甚至將烹飪與飲食提升到了藝術相融合的境界。（朱振

藩，2005），並隨著飲食烹飪方式的改進，其食器具也隨之不斷演變

改進。 

相關的食器具上透過使用行為而使某種情感概念的形象性表達，

及表現者對某種更為廣泛的情感呈現（鍾毓珊，2006）。 

在國語大辭典（小學館，1976）中明確描述“食器”是吃飯用的

器具、容器。如：碗、盤子、筷子、刀子、叉子等。“食具”的定義

則有三，一是吃飯的準備；二是裝盛食物的器；三是吃飯用的器具、

容器。 

在國語大辭典中查找食器和食具是一樣的意思，但在筷子刀叉匙

（山內昶，2002）一書描述到，很多時候這些詞是無法明顯區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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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似乎可以概分為：裝入某種東西的被動性器具=器，而主動使對

象產生作用的輔助性器具=具；也就是說一是容器，一是器具。在食

器與食具一書中，專用術語的研究中指出：「在技術論的世界中，器

類稱為勞動受容器，而使其發生作用的稱為勞動做用具。用來做出吃

這個動作的所有東西都不叫食器，應該稱為食具。在用餐的道具中就

於口的就叫做食具。」（山口昌伴，1999）。 

呼應到情感設計和設計的心理學在心理歷程的層次和行動階段

的週期中，就本能反應（感知）─ 看見、拿取等簡單控制肌肉的動

作，得知這是一件甚麼樣的產品。行為層次與預期密切相關，所以在

乎對行動的預期和對回饋的評估，依形狀預期如何使用這件產品，使

用起來感覺如何。反思層次是目標性及計畫性的活動，在乎預期的目

標和實際結果的比較，使用後有甚麼樣的感覺，跟心裡所想的比較起

來又如何。器具本身只有一個介質，並非介於本體，而是基於此，所

創造的回憶與情感（唐納‧諾曼，2014）。 

    在現有食器具的用途中，不論種類與功能，在鍋、碗、瓢、盆、

杯、碗、盤、碟、刀、叉、匙、筷與其它(洗菜籃、濾水架、醒酒器、

筷架…等)，不單單僅只是被當作裝盛與就於口中的容器外，更延伸到

了在準備料理之前與用餐清潔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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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認知在飲食過程中的應用 

感官是意識的門戶，它的功能並不等於一個負責蒐集情報的感知

器（sensor），感知器是一種能量轉換器(transducer)，負責將某種特定

的形式的能量轉化成另一種便於儀器或使用者解讀的能量形式 (陳

烜之，2007)。 

任何形式能夠表現出適應性行為的有機體，均需依賴某種形式的

感官功能，方能對該有機體與環境的要求或限制做出最恰當的反應

(鄭昭明，2010)。 

知覺的產生與互動是由感覺收器(觸覺、聽覺、視覺…等)接收刺激

開始與大腦產生連結與互動，組織所有的資訊，以往的記憶和外在的

訊息還有自身的期待…等等。雖然這與餐飲過程中的體驗並沒有顯著

的關聯，但餐飲過程中知覺和感覺的區別在於，例如：客人看到廚師

料理時，會因香氣跟料理的過程節奏感到愉悅 ─ 這是感覺。但客人

無法從這當中辨識廚師打算出什麼料理時，會用過往料理過程的經驗

去辨識當中的食材、器皿、調味…等等過程，來協助他對料理的辨識

做出正確的解讀 ─ 這是知覺 (張琬菁、喬正康，2001) 。 

在用餐過程中所涉及的知覺歷程中，不僅僅是口感的傳達，尚有

裝盛器皿樣式與食材顏色的搭配、燈光的視覺效果、食用行為與器具

的相互關係…等，這當中的知覺與感覺過程需依照不同的情況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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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使用，達到研究的需求與後續使用者在行為上情感的變化。 

2-3 飲食的心理情感與行為影響 

在最早的飲食行為當中，吃，是為了生命的延續；而在現代的飲

食行為中，吃，不單單只是為了滿足生理需求，還有味蕾(香氣嗅覺)

與精神上的愉悅與滿足。在酸、鹹、苦、辣、鮮..等味道中，並沒有所

謂的好或壞、正向或負向的因素來描述與定義，這是因為每個人對不

同口感的刺激會有不同的精神影響，有些人喜歡苦後的回甘；有些人

喜歡食材即時料理後的甘與鮮；更有些人喜歡辣的一身發汗或者是酸

起來覺得有滋有味…等等，這當中的界定應予以在食用後到不同人對

於味道上適應與差異 (張琬菁、喬正康，2001) 。 

    食器具與情感之間的關聯，須從上述章節當中的界定再予以延

伸，這呼應到了現有食器具的用途，並不單單只是裝盛或是就於口

中的容器，在食用前後的準備作業與用餐後的收拾中，這些食器具

的使用行為，帶給使用者在飲食的過程中重疊或呼應了以往的生活

經驗或是記憶。這些記憶與生活經驗會在當下轉化成一種有趣、會

心一笑的情感。其使用的方式與轉化行為是在後續的討論與設計中

將會予以探討和驗證。(張琬菁、喬正康，2001) (鄭昭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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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現有市場商品分析 

    在現有的食器具設計中，普遍皆以機能、造型風格來進行設計，

這在很長的時間中，多次的再設計讓使用者感覺產品更好用、產品因

造型或裝飾感覺更漂亮為主。在這些設計當中，少數是重新定義零件、

材質與使用的行為方式呼應到情感的變化達到讓人感覺眼睛一亮，但

多是回到滿足該功能的需求當中。 

    在現有產品案例來分析下列設計中與研究相關的因素(表 2-1 )，

如：造型、色彩、使用行為、影響的情感、呼應到的生活經驗…等。 

    案例產品資料來源源自於電子通路商、設計商店、生活雜貨

等、包含網路和實體店面。如：Pinkoi、Yahoo、Ruten、Shoppe、

Peleg-Design、大人物、北歐櫥窗…等。 

    分析後得知在眾多市售的產品中，大多是造型輔以使用行為產生

了與以往生活經驗的呼應跟情感上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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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現有商品分析表 

市售產品圖 產品使用說明與轉化意象 

 

食樂枯山水 

以和菓子融入枯山水、日本禪意的情

境，將黑芝麻糕點砌成庭園裡的岩

石，底下鋪的沙狀顆粒是可食用的方

糖。 

 

 

 

湯杓濺落架 

以湯杓濺落液體中的情境來當作造型

跟趣味的意象。 

 

 

攻防餐刀架 

以戰鬥中武器的攻防來轉化為刀架的

收納。 

 

小精靈手套 

以電玩遊戲中的小精靈遊玩的動作來

當作隔熱手套夾取東西的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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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蝟研磨器 

以刺蝟的背部倒刺意象延伸到研磨用

途的刀具。 

 

Sharky 

以鯊魚游泳的意象來當作茶葉與調味

料在液體中的使用。 

 

萌猴吊掛 

以動物的身體構造來延伸到產品的需

求與功能中。這一件產品的用途是用

猴子的尾巴來延伸到吊掛的產品中。 

 

Squeezable Gulping Yolkfish 

魚吐泡泡的動作轉化為蛋黃與蛋白分

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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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立得切片器 

用拍立得及時呈現底片影像的動作轉

化到切取起司片上，並把底片成象的

過程與切片起司的切取達到同樣的效

果。 

 

用寵物的造型與生活行為與造型來加

以延伸到削皮器的兩端，達到有趣的

效果。 

 

HIMALAYA Mountain Spice Shakers 

用西馬拉雅山的造型延伸為瓶蓋與瓶

身的用法。 

 

ICHO 

用銀杏葉的造型來延伸到倒出液體的

漏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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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Description 

以酒瓶的形狀來當作酒瓶軟木塞的收

集功能，並利用了軟木塞的收集來推

疊成酒瓶的形狀。 

 

尼斯湖水怪湯勺 

一般使用者對尼斯湖水怪的印象就是

探出頭來的長脖子，這邊把長長的脖

子與身體當作用在湯裡的把手與湯

杓。 

 

 

 

寵物玻璃調味瓶 

使用臘腸狗長長身體的造型當作一般

調味瓶的瓶身，並利用尾巴來當作像

一般調味瓶的瓶口來使用。 

 

蓮花濾水菜杓 

用堆疊跟拉伸的方式來收納與使用，

整體造型完全展開後與蓮花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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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o D'Oliva   

用外盒包裝袋的巧妙構思，延伸到後

續的使用，讓從瓶口倒油出來的時候，

可以有控制液體量大小跟防滴漏的功

能。 

 

眼睛夾具架 

把吊掛餐具的支撐用來比喻在擬人的

五官上，支撐的餐具中，補足五官上的

面貌，達到聚焦與會心一笑的功能。 

 

雞蛋盔甲 

因為雞蛋這一樣食材給人的印象中，

帶有脆弱，容易打破的感覺，設計者用

古代盔甲的造型來包覆以及做使用上

的托架與支撐。 

 

Fuji 玻璃杯田島硝子 

透過杯底的特殊設計拉高厚度做成富

士山的造型，讓使用者倒不同顏色的

液體會有不同的顏色的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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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截自於實體和網路通路後彙整

Nendo&Häagen-Dazs 

巧克力日曆 

佐藤與哈根達斯一起合作的設計，把

隨著時間融化的冰淇淋再賦予日曆上

的每分每秒都會流逝的意象。 

MR. SPONGE 

把領結的造型與意象轉化到菜瓜布的

收納與使用後造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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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結 

 根據文獻回顧後整理，現有食器具的產品趨勢可彙整成下列幾

項： 

(1) 食器具的界定越來越廣泛，並不單單只有在用餐的時候使用， 

餐前的準備、餐後的整理…等皆會用到相關的器具。 

(2) 食器具除滿足需求與賦予情感外，不同的造型、使用行為、色  

彩…也會產生不同的心理變化。 

(3)  賦予情感的食器具會越來越多，且不只是從功能來相互呼應， 

 也可能從造型、色彩與使用行為來加以連結。 

 現有的飲食過程中所使用的器具，大多以滿足用餐的需求為主

要的目的。又因每個烹調料理的人跟用餐的人對於用餐或料理的形

式都不盡相同，故沒有相當明確的將餐飲過程的前置準備或後續的

收納中其他也會使用的用具一起納入在食器具中，但這些食器具一

樣可以在使用行為、造型、色彩、功能需求上…讓使用者感到情感

上的變化與以往生活經驗和情境的呼應，在現有市場商品的分析中

也說明了這一點。再後續的研究與驗證中將這些因素納入問卷與訪

談和設計當中，將此探討那些因素會在使用上讓使用者感到情感上

的變化或以往生活情境的呼應，並將這些因素融入後續的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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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研究的方法將分成觀察與半結構式問卷兩部份，觀察用餐者與

料理者的烹調過程與飲食行為並透過現有日常生活中餐具的種類、

飲食習慣、料理的方式、家中的用餐人口到相關餐具的認知與了解

等因素，納入在問卷的題目中。 

    因研究者有餐飲製作相關的背景與經驗，故在觀察的過程中，

除了觀察用餐者的用餐過程外，還會觀察料理者的料理過程，包括

餐前的各種食材與餐具準備到餐後的收納整理，欲得知用餐者在料

理的過程中，使用哪一些器具來烹調何種食材時會有什麼樣情感上

的變化或是會有以往生活經驗的呼應。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發現一般人對於食器具的了解都僅僅停留在

用餐過程中會用到的餐具而已，故在問卷中除了一開始想要了解受

訪者居家環境背景與日常生活的飲食習慣外，在問卷後半段有設置

了能透過使用行為、產品造型、與食材佐料的配合等能夠轉化情感

的食器具的一些題目，想要知道使用者對於現有市售含有轉化情感

的食器具了解多少？並將這些題目的部分圖案遮蓋，模擬只有單一

產品時和產品使用時的情境這兩種方式。這樣填答問卷的方式，是

為了知悉使用者是否能單單從這些產品的造型就可以得知產品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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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的問題或滿足的功能？還是需要將這些產品跟食材或一些料理

行為相互配合，才能達到情感上的變化與生活上的呼應。 

    將觀察與問卷整理後的重點融入在後續的設計與驗證中，再次

利用問卷與開小型宴會的方式來討論和觀察。想要從問卷中了解這

些設計的造型、外觀、色彩、材質等因素，會不會讓受訪者第一眼

看到就知道如何使用，用起來會不會跟以往的生活經驗有關聯？會

不會達到該有的功能？可能會跟什麼樣的環境空間或是料理來搭配

會比較適合，進而會有情感上的轉變。 

    另一方面透過小型宴會與活動的方式讓大家一邊飲食一邊模擬

這些設計使用的過程，想要了解這些設計在料理的過程或相關的使

用情境中有沒有可以達到轉化情感跟以往生活經驗的呼應？有的

話，那將這些因素彙整後加以記錄；沒有的話，探討哪一些原因是

不是對使用者來說影響的因素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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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設計與驗證 

食器具除了基本的功能與需求的滿足外，從產品的外型、色彩、

相關經驗的轉化到以往生活經驗的記憶…等等都有一定的關聯性，要

如何藉由上述描述的過程來透過文獻收集、觀察、訪談與問卷的過程，

找出假設的使用者族群並觀察與訪問相關使用者們日常生活的習慣

與平常用餐的過程為何？又欲得知出以往的生活記憶或是經驗有無

共通或是觸及相關的回憶，以及日常的料理過程與情感轉化的因素與

部分相關設計商品的了解程度採用之方法以觀察法語問卷訪談為主，

分述如下： 

4-1 觀察與問卷前測 

以長時間在餐廳內的餐飲管理與客戶服務的經驗，觀察一般人

在用餐、料理以及其他使用食器具時的過程，切入點分兩大項，第

一項是用餐者在用餐時的過程，哪些行為會是用餐者在用餐時會讓

此有情緒上的反應。第二項為製作餐飲的過程，也就是廚房內料理

者的料理過程，包含前置準備與餐後處理。 

分別詳述以一及二項的觀察過程如下： 

用餐者在用餐的過程中，從一開始菜單的選擇到上餐點至用餐

者面前是一種期待，而期待後的反應好壞與用餐者第一眼看的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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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與色彩與第一口食用的餐點口感成正比。再來才是食材的料理

口感、餐點間的排列、餐具的使用情況、從餐點上桌開始食用到結

束用餐。 

二是廚房中料理者從準備食材、料理餐點至送出餐點給客人時

的過程，準備餐點的鍋碗瓢盆、處理食材、處理好的食材用容器排

列裝好、烹飪食物、擺盤、送餐點至客人，收拾料理器具、清潔廚

房。 

將上述觀察到的過程與收集後的文獻加以彙整整理設計前問卷

以探究大多數接觸到食物的人，不論是料理者(廚師、一般做菜的

人)或用餐者(顧客)，會不會有共通的轉換原則？使用食器具其外觀

造型、色彩、使用性…等元素，有無心理上的反應如：回憶起某一

天我跟誰一起在時的感動或看到這個用品像富士山酒杯一樣覺得有

趣或原來把蛋黃從蛋白當中分離就像魚吃飼料一樣好玩等等。 

在問卷中依觀察與文獻收集後的資料設計問卷，想要了解飲食

行為與日常生活用的食器具中的關聯性，並透過問卷得知對於現有

在市面上流通可以帶給使用者在食器具中感到有趣、會心一笑、與

其他影響情緒或心理因素的食器具中是因它的造型、色彩、功能、

使用…等因素中那些因素讓答題者有相關的影響，如【附錄一】前

測問卷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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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問卷設計的題目與型式上，因研究的需要與考慮答題者回答

問題的複雜性，故以半結構式問卷來設計。問卷中除基本資料與初

步了解平常使用食器具的習慣外，在提問可以帶給使用者感到有

趣、會心一笑、與其他影響情緒或心理因素的食器具中，除了初步

的肯定與否定的回答確認外，其餘皆須以描述文字或語音來記錄答

題者的描述與想法。並在【附錄一】前測問卷中問卷的第二、三頁

右側，以上下兩張重疊覆蓋的圖示(上圖為產品圖，被覆蓋的下圖為

產品使用與情境示意圖)，來讓答題者對於問卷題目有更深入的理

解。問卷中產品與產品情境示意圖節錄於 Squeezable Gulping 

Yolkfish、Himalaya Mountain Spice Shakers、Ototo Products 三個網站

中。 

4-2 問卷過程與分析 

問卷發放數量為 50 份，有效回收問卷為 41 份。 

問題中除了得知受訪者現有的基本資料外，可以依照問題的順序

與要點來反推並了解日常使用的食器具與用餐模式為何？並初步得

知對於能夠增加料理與用餐氛圍或改變使用者情緒的食器具購買意

願為何？ 

在問卷內家中同住的成員與煮飯次數問題中，顯示家中有同住成

員的有 26 份，佔問卷比例 63%；有 15 份問卷顯示自行居住，佔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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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37%，在 15 份問卷中，均顯示超過一個月才會烹飪一次。在 26

份問卷中，有 24 份問卷，均顯示會在一個月內料理與烹飪一次，佔

問卷比例 92%；只有兩份問卷顯示超過一個月的時間才會烹飪一次，

佔問卷比例 8%。再縮短至一周內的則有 17 位，佔問卷比例 65%。這

顯示了在家中成員與烹飪次數中有一定的關聯性。 

因中餐與西餐的使用器具有所區別，故可依照叉子、碟與碗、筷

之間的擁有差異來得知現有餐飲習慣的區別。 

在居家飲食器具中，中餐需要用到的碗、筷、杯、盤的擁有中，

41 份問卷均顯示了擁有上述 4 項食器具，在西餐中較需要用到的叉、

碟、中分別是 15 與 11 位，佔問卷比例 37%與 27%，這顯示了飲食習

慣中，現有中餐的烹調習慣還是多於西餐烹調與料理。 

以蛋黃分離器的問題中，單看產品圖片就知道如何使用或知道這

是什麼產品的有 0 位；但以情境圖顯示並請受訪者回答模擬用起來的

感覺會感到有趣或是其他情感變化的有 41 位，在這 41 位中，回答是

使用起來會感到情感上的變化有 38 位，造型的有 3 位，分別佔問卷

比例 93%與 7%。描述與概況指出產品哪部分有情感與心理影響中，

描述嘴巴的有 38 位，描述造型的有 3 位，分別佔問卷比例 93%與 7%。

這顯示這項產品中，大多是產品用起來會讓人感到有趣。而且是凸顯

在因為用起來會魚的嘴巴像在吐泡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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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尼斯湖水怪湯杓中，單看產品就知道如何使用的有 15 位，佔

問卷比例 37%。有使用過產品的有 1 位，佔問卷比例 2%。以情境圖

來模擬，會讓受訪者感到有趣與其他情感上變化的有 41 位，佔問卷

比例 100%，描述是哪個部位會感到使用或情感上變化的，身體的有

15 位，描述造型的有 16 位，描述頭部的有 10 位。這顯示了這項產

品因為產品本身的意象連結上使用的情境會讓人感到有趣。 

以小人檔板的問題中，知道該產品用途的為 12 位，不知道的有

29 位，佔問卷比例 30%與 70%；有使用過這件產品的為 1 位，沒有用

過的有 40 位，佔問卷比例 2%與 98%。以情境圖來模擬，這件產品讓

你感到會心一笑的有 29 位，沒有感覺的 12 位，佔問卷比例 71%與

29%；描述與概況出產品哪部分有情感與心理影響中描述造型的有 14

位，描述動作的有 10 位，佔問卷比例 34%與 66%。這顯示了這件產

品單產品本身可能無法讓使用者得知產品的功能與需要表達的意象，

需配合產品的需求來使用。 

以西馬拉雅山調味罐的問題中，知道該產品用途的為 41 位，佔

問卷比例 100%；有使用過這件產品的為 2 位，沒有用過的有 39 位，

佔問卷比例 4%與 96%。以情境圖來模擬，這件產品讓你感到會心一

笑的有 36 位，沒有感覺的 5 位，佔問卷比例 89%與 11%；描述與概

況指出產品哪部分有情感與心理影響中描述造型看起來像樹的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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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描述造型看起來像山的有 31 位，佔問卷比例 24%與 76%。這項

產品 Q1 與 Q2 的顯示中，雖然沒有用過，但就知道如何使用是因為

產品本身的造型跟調味罐相當相似，無須延伸到後面的情境圖來示意，

但情境圖模擬了山的意象，讓產品的使用造型與功能和行為連結起來，

達到情感轉的效果。 

4-3 問卷小結 

將問卷過程與分析的結果予以彙整並整理出結論。 

1. 和配偶、家人、小孩共同居住的環境，會因為有配偶與家人的

緣故至少會在一定的天數內烹飪、料理食物或點心。 

2. 不論是在單身與否或有無共同居住，在食器具的擁有上，明顯

日常生活與中餐所使用的杯、碗、盤、刀、匙、筷等擁有數量遠大於

西餐、西點所需要用到的叉、碟等食器具，故推論現有的居家飲食習

慣大多數還是以中式為主。 

3. 在問卷的食器具描述中，以蛋黃分離器的數據顯示，雖然產品

已在市面上流通一段時間，但答題者無法單以產品外型來聯想該產品

的用途，需以與食材一起結合使用，才讓答題者恍然大悟，發現可以

這樣使用。而讓答題者感到印象深刻與有情感與心理的影響，是因該

食器具有結合了原有生物中的餵食動作，巧妙的把該動作結合在食器

具的功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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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問卷的食器具描述中，以尼斯湖水怪湯勺與西瑪拉雅山調

味罐的數據顯示，因以往既有的食器具造型，讓產品即使小眾或市面

上流通不多，但依然可以依其外型來推測該產品可能的用途，並不需

要特定的外觀與行為來說明，或與食材放置一起來表示。 

5. 在問卷中彙整出單單產品的外觀造型、色彩、功能並無法完全

讓使用者體會到詼諧、有趣、反思、高興等情感，而是配合使用行為

與環境產生上述的情感，在後續的設計與研究上將同時納入使用行為

與環境、產品外觀造型來進行使用者的分析與設計的元素。 

    從前測問卷得到小結後，依照小結與日常的情境觀察提出設計

提案，探討提案中在日常生活的情況時使用者使用該設計的情感與

影響後設計有五件產品，分別是「顛倒歲月」酒架、「朵朵分享」

飲料分流器、「鯨魚尾巴」調味罐、「拱橋底下的秘密」食器具收

納架、「火山冒煙」鍋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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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顛倒歲月 

在一般紅白酒的存放中，未開瓶的酒瓶中，酒體需要與軟木塞持

續接觸(圖 4-1)，故在酒瓶的放置中，需要一定的傾斜角度。開瓶後如

未飲用完畢，酒瓶當中的酒體不管是需要繼續等待並期待的丹寧柔和

還是為了下一次給朋友們之間的分享，都需要讓軟木塞跟酒體之間分

隔開，也就是說酒體需要離開瓶口的軟木塞，避免持續接觸空氣(圖 4-

2)。在這放置的過程中，又需要另一種傾斜角度來放置。 

現有酒架中，大部分都只有針對其中一種功能來進行設計來滿足

使用者的需求，也就是說，只能使用在開瓶前的酒架，開瓶後來使用

該酒架，會加速酒體的變質，反之亦是如此。 

 

 

圖 4-1 紅酒開瓶前 示意圖 

空氣透過軟木塞跟酒體呼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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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紅酒開瓶後 示意圖 

 

設計特點： 

    可以依照開瓶前與開瓶後不同的存放方式來進進行使用。 

    設計意象在於用橡木桶圓型的造型與樹木材質下去進行發想，

因為葡萄榨汁並進行處理後放進橡木桶裡的發酵存放與轉化酒體的

時間佔整個過程的大多數，故把這段過程的特徵加以凸顯(圖 4-3)，

並進行設計，達到使用時可以依照造型材質跟使用行為回想釀造時

的時間與等待，並將期待心情等待到開瓶跟飲用後的美好情感。 

利用放置角度， 

軟木塞阻隔跟酒體呼吸反應 



 

 
28 

圖 4-3 顛倒歲月 產品外觀 

  

圖 4-4 顛倒歲月 酒架與廚房餐桌配置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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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朵朵分享 

從飛利浦史塔克開始讓大家知道了功能並不等於需求的外星人

榨汁機後，對於使用者來說單單滿足商品功能或是飲食需求的產品已

不再是主要追求的目的。在情感上，心理層面的影響與刺激回應到情

感的變化，用起來感到有趣、會心一笑…與往日的生活記憶形成連結。 

在多人的餐飲宴會中，倒酒是為了舉杯慶祝(圖 4-5)前的準備，但

是多人倒酒時，除了有酒瓶與酒杯配置的問題外，還有可能發生一瓶

酒需要倒很多杯的時間花費。透過情境模擬與設計達到，一次可以倒

很多杯的分流器具(圖 4-6)，並以此增加樂趣。 

 

圖 4-5 舉杯慶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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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方式為將玻璃杯放置於容器內後，將要想要分享的飲品倒

進上方的引流器中，讓液體從引流器分流至下方各個玻璃杯中，達

到分享的樂趣與轉化尷尬情感的方式。 

圖 4-6 朵朵分享 產品外觀 

 

圖 4-7 朵朵分享 飲料分流器與客廳餐桌配置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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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鯨魚尾巴 

在料理湯類的料理與需要用到湯鍋來煮沸一些液體或食材時，總

是在等湯水煮滾與放置食材待熟的時候，因為需要注意湯水的滾沸與

食材的加熱情況，故在這段過程中，多以發呆注視湯鍋內的料理情況

為主。 

 

 

圖 4-8 鯨魚尾巴示意圖 

設計特點： 

在結合到以往的生活經驗中，從平面的水中會連結到大海的意象，

而會出沒在海上的是普遍多是魚類跟船類兩種居多，又因調味跟料理

相關的印象中，魚的印象能連結在食材、烹調料理、食器具上，故在

過程中的調味器具上，以魚類的形象下去進行設計(圖 4-9)。而在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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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魚類中，給人能感到驚艷或是一看即便知悉的是鯨魚尾巴(圖 4-8)。 

使用方式為將底下的湯杓挖取或放置需要調味或浸泡的調味料

後，將本體卡扣上去，放置於湯鍋內，讓湯體可以透過溝槽滲透進湯

杓的調味料中。在浸置的時候因為熱水的滾沸與物體與流力之間的關

係，會讓此設計產生浮動，模擬出鯨魚在活動的意象，讓使用者可以

回想到不管是在海上或是各種媒體影視中看到的鯨魚印象，達到會心

一笑的有趣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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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鯨魚尾巴 產品外觀 

 

圖 4-10 鯨魚尾巴 調味罐與湯鍋配合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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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拱橋底下的秘密 

觀察情境： 

    從大湖公園拱橋(圖 4-11)的欣賞中，最吸引人的是橋中拱起來

的弧形跟水中連起來的倒影與遊客走在上面的優閒。回到與食器具

上的連結與延伸，在情境場域的發想跟訂定中，因橋拱中間的意象

就會聯想到收納跟放置一些體積小的物品，在廚房或是料理過程

中，就是小型的瓶罐多為調味罐是第一印象，再來才是碟子、盤

子…等小樣裝盛器具。 

圖 4-11 大湖公園 

設計特點： 

    以原有本體加上水中倒影來做為設計造型的與機能上的細節，

再加以用直覺的應用磁吸功能在調味罐上與弧型的把手可以放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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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的湯杓與菜匙的用途(圖 4-12)。 

    使用方式為透過中間的收納空間可以用磁吸的裝置使用與收納

調味罐外，還把調味與料理時的器具可以放置在兩側的造型上，並

透過造型與顏色和使用的方式，讓使用者回憶起去該環境的氛圍，

達到回憶當下與寧靜的情感。 

圖 4-12 拱橋底下的秘密 產品外觀 

圖 4-13 拱橋底下的秘密 食器具收納架與餐桌配置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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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截自於居家生活雜誌 

4-8 火山冒煙 

    設計者常在煮料理的過程中，等待鍋爐內的食材滾起冒煙的時

候，除了還有未完成準備的食材外需要預備外，其他的時間會不自

覺的看著食物在水中翻滾與霧氣的雲霧裊裊(圖 4-14)，等待打開鍋

子的那瞬間，水氣一起冒出來的那一刻。 

 

圖 4-14 鍋蓋示意  

設計特點： 

    在火山的意象與騰升的煙氣中，轉化成在烹調料理時造型與意

象。利用鍋蓋的把手代替成火山的造型(圖 4-15)，冒煙即意味著鍋

內的食材與湯體開始加熱到一定的溫度，達到提醒的功能(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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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使用的方式為將火山鍋蓋放置在準備滾沸的湯鍋中，讓滾沸的

湯體產生水蒸氣後從火山口冒出來，達到模擬火山爆發的環境讓使

用者除了有提醒已經滾沸的功能外，還有因湯鍋滾沸後可以模擬火

山冒煙情境讓使用者感到會心一笑的情感。 

 

圖 4-15 火山冒煙 產品外觀 

 

圖 4-16 火山冒煙 鍋蓋使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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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驗證 

    以問卷【附錄二】和開小型宴會這兩種方式分別進行驗證。小

型宴會的過程中會利用草模來進行討論說明。問卷則以產品圖片、

概念、發想、使用情境等方式來讓受訪者了解產品的使用。 

    小型宴會舉辦次數為 3 次，參與人數共 19 人。宴會過程中會和

參與者討論與問卷類似的問題，但是以更為開放的方式，一邊使用

草模，一邊討論的方式讓大家共同討論與回答。問卷發放 40 份，截

至目前有效回收問卷為 23 份，問卷受訪者中並不包含宴會參與者在

內。 

    整份問卷包含兩部份，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調查，第二部

分為問卷主要內容，分成概念構想、作品圖片、情境示意、作品問

題等部份。 

    將宴會討論過程跟問卷回收後的內容整理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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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問卷與討論內容整理建議  

拱橋底下的秘密 

 

 

這個產品的顏色看起來怪怪的..但是說不出來那裡

有問題。 

這個產品外觀沒說明的話，單看起來很像生魚片

呢~。 

它跟拱橋之間的關聯性沒有想像中的強烈。 

經過圖片與跟說明之後，發現很多特徵都有融合

在裡面，但是感覺還不夠明顯。 

這個產品用起來，除非是連貫的動作，不然可能

分開之後，沒用過的人會不知道怎麼裝回去。 

調味罐可以吸起來的部分特徵，需要加強一下，

因為不見得每個人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 

我覺得功能有達到，但是無法滿足我的需求。 

用一用，久了就會想把調味罐放在旁邊了，而不

是橋底下。 

這個產品用起來會讓我覺得有趣，但不是因為它

的造型或是跟拱橋有沒有關，而是因為用的方式

很隱密，而且是磁吸的。 

顛倒歲月 

 這個產品材質的顏色看起來比預期中的淺。 

單單只有酒瓶感覺還好，但架上去後，整體看起來

很大一個，感覺很像展示品。 

我沒有辦法第一眼看到就會使用這件產品，但是我

可以知道這個孔應該是要拿來把瓶口放進去的。 

說明完後，我覺得這個產品蠻巧妙的，可以用下面

的間距達到換置重心的功能。 

這個產品我覺得放在客廳或是書房的感覺應該不

錯，這會是一個不錯裝飾品。 

它跟餅乾、巧克力、零食感覺還蠻搭配的。 

這個產品第一眼看到，感覺沒有很穩固。 

對我來說，它的功能沒有比能更這樣晃動還要有

趣。也就是說我不會覺得知道開瓶前後時要怎麼轉

動，但是我覺得這樣轉動的功能很不錯。 



 

 
40 

表 4-1 問卷與討論內容整理建議  

鯨魚尾巴調味罐 

 

 

這件產品的質感有點廉價，產品的顏色沒有很搭，

形狀倒是很有趣。 

這個產品我知道是鯨魚尾巴的概念，但是我不知道

怎麼來使用。 

從不知道這是什麼產品到把它放在湯鍋裡用，讓我

有恍然大悟的感覺。 

我覺得有達到功能跟需求，但是用起來太繁瑣了。 

我可能用一用就會想放在一旁了。 

這件產品我覺得它是在需要熬煮的湯類上來做使

用，不然感覺會放很多調味料進去。 

感覺可以再把底部裝盛的盆子設計的再更大一些，

可以拿來裝一些需要浸泡或是熬煮的材料。 

我覺得漂在湯上面的感覺跟以前去看鯨魚的景象可

以相互呼應。 

使用後感覺會很油膩的，要一直清洗。 

 

朵朵分享 

 這個產品造型我很喜歡，而且玻璃跟木頭的顏色很

有質感。 

這個產品玻璃跟木頭的意象結合的很有趣。 

一開始看到的時候，我會想把水或茶往中間倒下

去，看看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覺得有達到功能跟需求，但是人數跟產品似乎無

法完全配合，像是只有固定幾個人才能去使用它。 

用起來會讓我想到花朵的水露珠。 

它拿來在宴會跟一般客廳使用上很不錯。 

雖然當下會很開心，但是用完的清理似乎沒有想像

中的輕鬆。 

倒下去的時候，感覺會有部分液體會灑在旁邊，但

是剛好有可以裝盛的盆子，感覺有替使用者設想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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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問卷與討論內容整理建議  

 

 

 

  

火山爆發 

 

 

 

 

 

這個產品單單放在那邊，沒有跟鍋子放在一起，我會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但是跟鍋子放在一起，會讓我

覺得很有趣。 

這個產品單單放在鍋子上，我就可以知道會有什麼用

途了。 

這個產品單看到就會吸引我，但是我會懷疑草模之後

的正式產品中的顏色質感是不是可以跟圖片一樣精

緻。 

我覺得有達到功能跟需求了。 

但是這個產品有個奇怪的地方，因為我們都習慣照既

有的印象去拿中間的把手，但是中間的把手現在被設

計成火山，感覺會很燙。 

這個鍋蓋配合鍋子拿來煮湯或是熬東西感覺很棒，可

以從煙的大小來知道我煮的東西可能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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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透過研究，了解使用者在使用食器具時，使用行為與產品的互動

會對使用者什麼樣生活經驗連結與情緒上的變化。其中五件產品帶給

使用者情感上的起伏影響有高有低，同樣一件產品給不同使用者使用

也會產生不同的生活經驗連結 

作品開始模擬與使用後，有從文獻與研究流程和受訪者的回饋中

發現，在情感元素與相關的轉化方式中，現有的研究流程與對情感的

定義過於廣泛。因從研究發現，每一種情感的轉化方式不見得會相同

或類似。又因連結到生活經驗與呼應後續的情緒變化，在： 

 

   

    圖 5-1 作品與情感轉化流程 

這個過程中，應該需要更多的測試與研究。在作品與作品之前的

設計概念、定義、研究方法，甚至回到更之前的文獻回顧中，應該需

要定義清楚現有的產品當中，哪一種型式的食器具與飲食行為會呼應

到哪一種的生活經驗與感官經驗，進而會產生什麼樣的情緒與情感變

化。 

    在五件作品的連結情感中，現有的受訪者與宴會參與者所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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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饋中，多以造型加上使用方式達到讓使用者能夠連結情感與呼

應以往的生活經驗，但是在設計中，眾多細節與特徵，如、作品顏

色、表面材質的處理、作品的孔洞、相互配合的零件…等，對於使

用者的使用與感受有很大的影響，需在表 5-1 予以說明加以改善與

建議的部份。 

表 5-1 作品連結情感方式與改善建議 

作品名稱 讓使用者感到

有連結情感與

呼應生活經驗

的方式 

建議改善的部分 

拱橋底下的秘密 造型 材質與顏色： 

    表面材質與產品顏色在使用

的過程中，較難聯想到拱橋或相

關的情境。 

造型： 

    現有造型與拱橋意象以有相

關的連結，但是不夠強烈，也因顏

色與細節特徵，會讓人連寫到其

他的情境中。建議在造型特徵中

加強。 

使用的方式： 

    因為現有造型在使用上，並

非完全直覺或有其特徵細節讓使

用者知道該功能怎樣去使用。 

配合組件： 

    在配合的零組件上，因磁吸

的功能在一般的使用者的以往經

驗中並不多見，故建議以符號或

其他特徵加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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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歲月 使用方式 使用方式： 

    使用的方式與開瓶前後的放

置順序，並沒有區隔開來，故對酒

類放置程序不熟悉的使用者來說

會產生混淆。建議在部分特徵加

以提示與說明。 

材質顏色： 

    木頭的材質顏色，和酒類存

放的意象中，都有老舊、黯淡…等

感覺，在材質與顏色的處理上加

以注意。 

朵朵分享 造型、使用方式 清理方式： 

    在使用分流器中會灑漏液體

在杯子以外的部份，建議在分流

器的特徵中，加強液體的導引流

向。 

鯨魚尾巴調味罐 造型、使用方式 使用方式： 

    用起來過於繁瑣，建議可以

參考在料理調味過程中，找尋更

直覺的使用方式。 

材質顏色： 

    在產品的顏色跟材質使用的

表現中，讓使用者感到突兀，跟生

活意象或鯨魚、海洋等意象不搭

配，建議在加強色彩的搭配。 

火山冒煙 造型、使用方

式、色彩 

使用方式： 

    因為火山冒煙鍋蓋的拿取跟

一般鍋蓋的使用並無不同，但是

在火山冒煙中，給予使用者的情

境與意象會造成矛盾，建議在該

特徵上予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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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些定義中與轉化的過程，歸納出相同與有差異的部份，進而

去延伸與比較，探究是直接透過使用方式的改變，就會有不同情感上

的變化？或單單只有不同生活情境上的呼應？或是透過造型特徵讓

使用者感受到以往的生活經驗與感官，達到情感上的呼應與情緒上的

變化？ 

    依此再進行設計並用研究方法的過程確認，哪一部分與情感上的

變化有直接關聯？哪些部份是間接關聯？需要怎樣調整跟改善？ 

    最後，期望透過上述的調整，讓產品與人之間，並不單單只有滿

足功能與需求而已，還可以飲食行為與產品的造型與相關特徵等，產

生與以往生活經驗上的呼應，並有情感上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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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前測問卷 

您好： 

    目前正從事食器具與飲食行為上的研究，需要了解您在準備食材、烹飪、

用餐的行為時使用的器具可能會有哪一些？希望藉由問卷彙整出大家都會用的

食用器具，這些器具當中有沒有可以因有趣、好玩、使用起來除了該滿足既有

需求外，有其他會影響情緒或心理因素的功能產生。最後整理這些影響情緒與

心理的元素，將這些元素轉換在設計上，讓設計滿足既有的需求外，還可以讓

使用者感到會心一笑、有趣。 

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女   □男     年齡：                               ___ 

2. 居住方式：□獨居 □與子女居住  □與配偶居住    其他：     ___ 

3. 教育程度：□國小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

4. □研究所/以上 

5. 家中同住成員： □獨居 □配偶   □兒女   □寵物 □其他： ____

6. 平常在家裡煮飯的次數(居家料理)：□每天 □1~3 天 □一星期  □一

個月以上

7. 請問您個人平時在家用餐，最常用到那些餐具呢? (可複選)

□刀 □叉 □匙 □筷 □杯 □碗 □盤 □碟

□鍋 □瓢 □其他：_____

8. 平常除了基本的刀、叉、匙、筷、杯、碗、盤、碟、鍋、瓢、盆外，有沒有

其他用佐以烹飪與用餐時的食器具，如：在餐桌使用的調味罐、分離蛋白蛋

黃的蛋黃分離器、研磨山葵的研磨盤、增加氛圍的桌巾、用以沙拉或餐後水

果的削皮刀、切菜時讓刀更鋒利的磨刀器…等等。

□有，如：

□沒有

9. 你會願意購買增加料理、用餐氛圍或感到有趣或會心一笑的食器具嗎？願意

的話，該一食器具願意以多少價格來購買呢？

□願意  □100~300  □300~500 □500 以上 □1000 以上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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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問題中，將以一組 4 題的方式呈現，共有四組 16 題，答題方式為題目

右側的圖片有上下貼合的兩張，Q1,2 以上張為主，Q3,4 以下張圖片為答題之依

序。針對特定符合滿足使用性與可讓使用感到有趣、會心一笑、與其他影響情

緒或心理因素的餐具進行測驗。 

Q1-1 看到這件餐具，您會知道他有甚麼樣的用途與功能嗎？ 

□知道，  請試著描述它的功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

Q1-2 看到這件餐具，您有使用過他嗎？ 

□有   ，請說明使用的時間與場合：

□沒有

Q1-3 那你覺得這件餐具用起來，會讓您覺得有趣、 

    會心一笑或其他的情感或心理上的影響嗎？ 

□有，                 因為它讓我感覺：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Q1-4 這件餐具哪一部分會讓您有情感與心理上的影響？ 

    請將該部分圈出來並描述他。 

  這部分讓我感覺： 

Q2-1 看到這件餐具，您會知道他有甚麼樣的用途與功能嗎？ 

□知道，  請試著描述它的功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

Q2-2 看到這件餐具，您有使用過他嗎？ 

□有   ，請說明使用的時間與場合：

□沒有

Q2-3 那你覺得這件餐具用起來，會讓您覺得有趣、 

    會心一笑或其他的情感或心理上的影響嗎？ 

□有，                 因為它讓我感覺：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Q2-4 這件餐具哪一部分會讓您有情感與心理上的影響？ 

    請將該部分圈出來並描述他。 

  這部分讓我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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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 看到這件餐具，您會知道他有甚麼樣的用途與功能嗎？ 

□知道，  請試著描述它的功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

Q3-2 看到這件餐具，您有使用過他嗎？ 

□有   ，請說明使用的時間與場合：

□沒有

Q3-3 那你覺得這件餐具用起來，會讓您覺得有趣、 

    會心一笑或其他的情感或心理上的影響嗎？ 

□有，                 因為它讓我感覺：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Q3-4 這件餐具哪一部分會讓您有情感與心理上的影響？ 

    請將該部分圈出來並描述他。 

  這部分讓我感覺： 

Q4-1 看到這件餐具，您會知道他有甚麼樣的用途與功能嗎？ 

□知道，  請試著描述它的功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

Q4-2 看到這件餐具，您有使用過他嗎？ 

□有   ，請說明使用的時間與場合：

□沒有

Q4-3 那你覺得這件餐具用起來，會讓您覺得有趣、 

    會心一笑或其他的情感或心理上的影響嗎？ 

□有，                 因為它讓我感覺：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Q4-4 這件餐具哪一部分會讓您有情感與心理上的影響？ 

    請將該部分圈出來並描述他。 

  這部分讓我感覺： 

問卷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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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問卷 

您好： 

    感謝您填寫此份問卷。目前問卷進行於「日常生活中情感與食器具在設

計上的連結與應用」論文研究中。 

  感謝您花時間與耐心填寫此份問卷。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研究 

研究生：鄭威議 

連絡電話：

Email：

問卷說明： 

    因為需要得知您對相關產品的了解，故在以下問卷中除基本資料外還會

有產品本身的示意圖、產品情境圖，以及設計與使用說明。 

    在閱讀完相關的圖片與文字後，會有問卷問題需要讓您填寫，填寫的答

案並沒有回答上的限制，也可以用口頭來進行描述與答題。 

    在填寫問卷與答題的過程中，會進行錄音，錄音的原因是答題者可以用

描述與口說的方式進行答題，也因為過程中在口頭敘述或討論時，可能有弊

補缺陋的地方，故會以錄音來進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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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10. 您的性別：□女   □男     年齡：                               ___ 

11. 居住方式：□獨居 □與子女居住  □與配偶居住    其他：     ___ 

12. 教育程度：□國小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

13. □研究所/以上 

14. 家中同住成員： □獨居 □配偶   □兒女   □寵物 □其他： ____

15. 平常在家裡煮飯的頻率/次數：□每天 □1~3 天 □一星期  □一個月以

上

16. 請問您個人平時在家用餐，最常用到那些餐具呢? (可複選)

□刀 □叉 □匙 □筷 □杯 □碗 □盤 □碟

□鍋 □瓢 □其他：_____

17. 平常除了基本的刀、叉、匙、筷、杯、碗、盤、碟、鍋、瓢、盆外，有沒有

其他用佐以烹飪與用餐時的食器具，如：在餐桌使用的調味罐、分離蛋白蛋

黃的蛋黃分離器、研磨山葵的研磨盤、增加氛圍的桌巾、用以沙拉或餐後水

果的削皮刀、切菜時讓刀更鋒利的磨刀器…等等。

□有，如：

□沒有

18. 你會願意購買增加料理、用餐氛圍或感到有趣或會心一笑的食器具嗎？願意

的話，該一食器具願意以多少價格來購買呢？

□願意  □100~300  □300~500 □500 以上 □1000 以上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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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橋底下的秘密 

產品示意圖 

產品情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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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說明： 

    從大湖公園拱橋的欣賞中，最吸引人的是橋中拱起來的弧形跟水中連起來

的倒影與遊客走在上面的優閒。回到與食器具上的連結與延伸，在情境場域的

發想跟訂定中，因橋拱中間的意象就會聯想到收納跟放置一些體積小的物品，

在廚房或是料理過程中，就是小型的瓶罐多為調味罐是第一印象，再來才是碟

子、盤子…等小樣裝盛器具。 

問題： 

1. 這一件產品的顏色、材質或尺寸形狀的地方，會讓您喜歡嗎？假如不喜歡的

話，原因是什麼呢？

答：

2. 這一件產品，您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就會使用它嗎？有沒有感覺形狀像什

麼？跟您以往的生活經驗有沒有相關呢？

答：

3. 這一件產品，您覺得有達到該有的功能，以及滿足您的需求嗎？沒有的話，

請問是缺了什麼呢？

答：

4. 這一件產品，您覺得用起來有趣嗎？或是說，用起來有沒有其他的情感上的

波動呢？像是：感到幽默？ 會心一笑？ 好無聊？ 有反思的效果…等。

答：

5. 您覺得這一件產品可以用在什麼環境或是空間嗎？

答：

6. 您覺得這一件產品跟什麼料理會比較搭配呢？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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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歲月 

產品示意圖 

產品示意圖 

設計說明： 

    在一般紅白酒的存放中，未開瓶的酒瓶中，酒體需要與軟木塞持續接觸，

故在酒瓶的放置中，需要一定的傾斜角度。開瓶後如未飲用完畢，酒瓶當中的

酒體不管是需要繼續等待丹寧柔和還是為了下一次給朋友們之間的分享，都需

要讓軟木塞跟酒體之間分隔開，也就是說液體需要離開瓶口的軟木塞，避免持

續接觸空氣。在這放置的過程中，又需要另一種傾斜角度來放置。 

    可以依照開瓶前與開瓶後不同的存放方式來進進行使用。 

設計意象在於用橡木桶圓型的造型與樹木材質下去進行發想，因為葡萄榨汁並

進行處理後放進橡木桶裡的發酵存放與轉化酒體的時間佔整個過程的大多數，

故把這段過程的特徵加以凸顯，並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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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這一件產品的顏色、材質或尺寸形狀的地方，會讓您喜歡嗎？假如不喜歡的

話，原因是什麼呢？ 

答： 

 

 

2. 這一件產品，您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就會使用它嗎？有沒有感覺形狀像什

麼？跟您以往的生活經驗有沒有相關呢？ 

答： 

 

 

3. 這一件產品，您覺得有達到該有的功能，以及滿足您的需求嗎？沒有的話，

請問是缺了什麼呢？ 

答： 

 

 

4. 這一件產品，您覺得用起來有趣嗎？或是說，用起來有沒有其他的情感上的

波動呢？像是：感到幽默？ 會心一笑？ 好無聊？ 有反思的效果…等。 

答： 

 

 

5. 您覺得這一件產品可以用在什麼環境或是空間嗎？ 

答： 

 

 

 

 

6. 您覺得這一件產品跟什麼料理會比較搭配呢？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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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朵分享 

產品示意圖 

產品情境圖 

設計說明： 

    從飛利浦史塔克開始讓大家知道了功能並不等於需求的外星人榨汁機後，

對於使用者來說單單滿足商品功能或是飲食需求的產品已不再是主要追求的目

的。在情感上，心理層面的影響與刺激回應到情感的變化，用起來感到有趣、

會心一笑…與往日的生活記憶形成連結也是產品的精神之一。在產品中除了可

以飲用果汁、紅白酒、茶類….等等，讓多人一起飲用外，自製飲料的樂趣也是

設計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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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這一件產品的顏色、材質或尺寸形狀的地方，會讓您喜歡嗎？假如不喜歡的

話，原因是什麼呢？

答：

2. 這一件產品，您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就會使用它嗎？有沒有感覺形狀像什

麼？跟您以往的生活經驗有沒有相關呢？

答：

3. 這一件產品，您覺得有達到該有的功能，以及滿足您的需求嗎？沒有的話，

請問是缺了什麼呢？

答：

4. 這一件產品，您覺得用起來有趣嗎？或是說，用起來有沒有其他的情感上的

波動呢？像是：感到幽默？ 會心一笑？ 好無聊？ 有反思的效果…等。

答：

5. 您覺得這一件產品可以用在什麼環境或是空間嗎？

答：

6. 您覺得這一件產品跟什麼料理會比較搭配呢？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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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魚尾巴調味罐 

產品示意圖 

 

 

產品情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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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說明： 

    在料理湯類的料理與需要用到湯鍋來煮沸一些液體或食材時，總是在等湯

水煮滾與放置食材待熟的時候，因為需要注意湯水的滾沸與食材的加熱情況，

故在這段過程中，多以發呆注視湯鍋內的料理情況為主。 

在結合到以往的生活經驗中，從平面的水中會連結到大海的意象，而會出沒在

海上的是普遍多是魚類跟船類兩種居多，又因調味跟料理相關的印象中，魚的

印象能連結在食材、烹調料理、食器具上，故在過程中的調味器具上，以魚類

的形象下去進行設計。而在海上的魚類中，給人能感到驚艷或是一看即便知悉

的是鯨魚尾巴。 

問題： 

1. 這一件產品的顏色、材質或尺寸形狀的地方，會讓您喜歡嗎？假如不喜歡的

話，原因是什麼呢？

答：

2. 這一件產品，您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就會使用它嗎？有沒有感覺形狀像什

麼？跟您以往的生活經驗有沒有相關呢？

答：

3. 這一件產品，您覺得有達到該有的功能，以及滿足您的需求嗎？沒有的話，

請問是缺了什麼呢？

答：

4. 這一件產品，您覺得用起來有趣嗎？或是說，用起來有沒有其他的情感上的

波動呢？像是：感到幽默？ 會心一笑？ 好無聊？ 有反思的效果…等。

答：

5. 您覺得這一件產品可以用在什麼環境或是空間嗎？

答：

6. 您覺得這一件產品跟什麼料理會比較搭配呢？

答：

火山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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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示意圖 

產品情境圖 

設計說明： 

設計者常在煮料理的過程中，等待鍋爐內的食材滾起冒煙的時候，除了還有未

完成準備的食材外需要預備外，其他的時間會不自覺的看著食物在水中翻滾與

霧氣的雲霧裊裊，等待打開鍋子的那瞬間 水氣一起滾出來。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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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一件產品的顏色、材質或尺寸形狀的地方，會讓您喜歡嗎？假如不喜歡的

話，原因是什麼呢？

答：

2. 這一件產品，您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就會使用它嗎？有沒有感覺形狀像什

麼？跟您以往的生活經驗有沒有相關呢？

答：

3. 這一件產品，您覺得有達到該有的功能，以及滿足您的需求嗎？沒有的話，

請問是缺了什麼呢？

答：

4. 這一件產品，您覺得用起來有趣嗎？或是說，用起來有沒有其他的情感上的

波動呢？像是：感到幽默？ 會心一笑？ 好無聊？ 有反思的效果…等。

答：

5. 您覺得這一件產品可以用在什麼環境或是空間嗎？它跟什麼料理會比較搭配

呢？

答：

6. 您覺得這一件產品跟什麼料理會比較搭配呢？

答：

7. 最後，請教您，以上問卷中的設計當中，有沒有其他可以建議或是補充的地

方呢？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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