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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築設計是一種多人參與的整合與處理大量資料的活動，而藉由設計表現以達溝通

之模式是設計團隊合作必要的條件。本研究乃在於探討設計者在設計過程中，以及如何

應用溝通媒介呈現視覺化圖形資料。針對設計過程中的設計草圖、設計發展及施工圖三

個階段探討。設計資料之傳輸工具為溝通媒介。設計資料為溝通過程中所有視覺式圖形

資料。探討內容包括設計溝通理論、傳達及技術三層面。本研究以設計溝通理論為出發

點，探討著重於傳遞者及接收者間之溝通模式，及溝通內容中討論主題及表達形式。研

究方法包含設計資料之表達形式分類、實務案例分析、與問卷調查分析。研究成果包含

建立設計溝通模式，歸納設計圖形資料之表達形式與使用時機。研究結論為設計溝通與

思考有關，表達形式具有階段性特徵，設計者常使用方式為「文字＋圖示」組合之表達

形式，以及表達形式與工具有關。電腦在建築設計應用層面越來越廣，未來在設計溝通

的領域則可朝電腦之工具、數位化溝通內容及資料管理面作深入探討。 

 

關鍵詞：設計溝通、設計過程、溝通媒介、表達形式 

 

一、概論 

1-1 背景與研究動機 

  設計溝通(design communication)為設計研究之基本課題，主要包括口述(verbal)與視

覺(visual)表現二種途徑。本研究乃針對視覺化圖形資料在設計過程中之溝通現象探討。視

覺化設計表現 (presentation)或再現(representation)，例如徒手素描、圖案、電腦繪製圖

面、或文字符號等、皆是設計者自我或與人溝通之媒介。Robbins (1994)的研究指出建築設

計者繪圖乃具有一種社會或文化功能，瞭解設計者為何繪圖與其意義或作用幫助我們釐清圖

面所隱藏之複雜關係。設計者藉由素描圖來溝通對於空間之概念，例如圖1為設計者間以素描

圖溝通對於平面配置之看法。圖面資料可說是呈現一種設計語言，為繪圖者與觀圖者間之溝

通媒介。設計者透過圖形媒介來溝通與協助設計思考，不同線條型式與表示法皆呈現不同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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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 1998 

圖1 設計者間圖形溝通之記錄 

 

  就視覺溝通的角度而言，設計資料本身即需要讓人達到可理解的程度，否則將造成溝通

的障礙。以認知心理學的觀點，視覺資訊傳達設計有四項參考的因素：可識性、顯著性、可

讀性、含意性〔張悟非 1992〕。 

  就溝通方式與工具而言，Schon and Wiggins(1992)強調徒手畫(freehand sketches)的

重要性，徒手畫也是設計者與設計意念反射式溝通的主要媒介。雖然電腦輔助繪圖與設計工

具對於設計之效率具有影響性，但是徒手畫還是有其作用。某些研究的確發現徒手畫在設計

過程至少有二個角色：1.再詮釋性(reinterpretation)，2.非預期式的發現(unexpected 

discovery)。二種動作引起解決設計問題過程中的非連續性，正是創造性解決問題的關鍵。 

  上述研究說明設計中視覺化圖形資料所扮演角色之重要性。但是並未檢驗：何種設計表

現形式是可能的？何種表現形式可以從不同階段的設計動作形成？不同設計表現形式與設計

溝通的關連性為何？圖形資料在何種時機被使用？以及就整體而言，圖形資料之角色？上述

之問題，引發我們關心視覺化圖形資料與設計溝通之關係。 

1-2 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目的是以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之觀點來瞭解與討論設計溝通之現象，係

指個體接受訊息、貯存訊息、以及運用訊息的訊息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歷程，以

源於山農及偉佛(Shannon and Weaver 1949)與白羅(Berlo)的設計溝通理論兩者組合之模式

為出發點，著重於傳遞者及接收者間之溝通模式之探討，及溝通內容中討論主題及表達形式

[吳定等譯 1991]。由於設計表現形式往往受設計者習慣與工具之影響，而本研究所引用之設

計溝通理論並未對內容、工具與使用時機說明，因此本研究嘗試以此分類加以分析。同時也

嘗試探討日益普及應用之電腦工具對溝通之影響。 

研究方法包含(1)設計資料之表達形式分類、(2)實務案例分析、與(3)問卷調查分析。本

研究首先對設計者在設計溝通之表達形式作分類及功能特性探討，嘗試瞭解設計者使用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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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之使用狀況，並透過功能特性的分析，對其使用時機能先進一步探討。在案例分析部

份，則針對實務設計溝通之資料進行表達形式使用現象的分析，以瞭解實務設計者設計溝通

進行之真實情形，並根據溝通內容的分析及先前表達形式之探討，提出設計者在設計過程中

使用表達形式現象的看法。案例設計資料分析在於探討實務設計者設計資料呈現現象、表達

形式種類使用情形以及討論主題與表達形式的關係。問卷調查則探討實務設計者在設計案中

溝通之比重、產生原因、困難，及頻率等現象，以及分析不同接收者、設計過程、表達工具

及傳遞工具對於表達形式是否有差別。 

  以下說明設計溝通理論作為本研究之基礎，進行設計資料之表達形式分類，實務案例分

析，以及說明問卷調查分析結果。 

 

二、設計溝通理論與模式 
 

  本節所討論設計過程的溝通現象之焦點為視覺化圖形資料，乃是設計者設計思考具體化

的呈現與作為視覺溝通之傳達媒介。設計溝通理論幫助建立設計溝通的模式，探討設計資料

表達形式與主要內容在傳遞中所代表的意義。 

2-1 設計思考與設計溝通之關係 

  Archer (1965)曾述及設計是一種連續性的活動，活動本身則受到發展方向及一般課題所

關連[Rowe 1987]。他認為設計過程為一整體性行為。並表示出每一個行為之間的關係，也列

舉外部表徵、活動過程及問題解決者的三個相關領域來描述設計過程，活動過程受到設計者

之專業訓練及經驗的影響，到發展階段後則為溝通到解答的階段。 

Zeisel則將設計比喻為一個螺旋形的結構，在每一個循環都經歷構思、表現、測試三個階

段活動。構想階段乃是設計最初期，設計者藉由知識及經驗來發展與組織各種想法，並在腦

中以這樣的隱約草圖來定義有待解決的問題，或者引導設計者找尋最佳的答案。在表現階

段，設計者以草圖或者模型等種種方式表達內心中以形成之概念。在測試階段，設計者測試

設計是否符合原定之目標，如圖2 所示。設計過程在螺旋性的循環中，隨著設計的發展螺旋

會漸漸縮小，最後落入解答的範圍。顯示設計構想在表現階段藉由「視覺化的成品」，將設

計構想具體化，以能夠「清楚」傳達出自己的「不太確定」想法，並能藉視覺化的成品不斷

嘗試與修改設計構想[Peng 1994]。 

  設計者常透過圖象思考的方式，探索、記錄、發展設計構想，明顯具體的設計構想產生

後，再對外傳達以達到溝通的目的。在設計構想具體化的現象，則是設計構想在設計初期，

會定義一些設計條件，並加以修正使其能夠被理解，而後逐漸在心中描繪出構想。隨著設計

的進行一邊增加其精密度，一邊加以捕捉使其能夠具體化。設計者不斷的修正、試誤並累積

經驗去找尋最佳的方案，透過不同的表達方式，如像塗鴉的草圖、透視圖、平面圖或者模型

等，尋求設計概念，表達形式形成設計思考的記錄過程[Robbins 1994]。 

  設計者在設計過程中往往面臨兩項溝通的階段。第一即是將自己在機能、美感和含意中

的理念，明確的表示出來以便提供個人繼續修正和發展之用，就是透過一些表達形式，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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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何孝元 1995

圖2 Zeisel的設計過程模型 

己的理念表示清楚給自己看，做為自我溝通之用。這是屬於自我溝通的範疇。第二是將自我

溝通的暫時成果，拿來和其他設計者、顧問以及業主做雙向和多向的的意見交換。這是屬於

與他人溝通的範疇。就設計者而言，設計溝通的目的在於：1、將自己的設計構想發展及記

錄，即從記錄中去思考探索更多可能性。2、將自己的設計構想呈現並與他人溝通。因此，設

計溝通需將設計思考呈現出來，並考慮到對方的背景，編輯整理後，再傳遞設計構想給對方

[劉育東 1996]。 

  前述的自我"內在的"溝通的範疇，其研究較偏向設計認知方面的領域，與他人"外在的"

溝通的範疇才是本研究探討主題，此部份雖也涉及設計認知層面，但本研究將偏向探討設計

者透過視覺方式的設計溝通現象。 

2-2 溝通理論與元素 

  根據本地建築師經驗，在一般設計案中，估計花在溝通上面佔百分之六十[邱茂林 

1996b]。就管理學之組織行為而言，組織之存在是為了溝通[吳定等 1991]。因此，有效的設

計溝通成為設計者能夠共享設計資訊之關鍵。設計溝通過程中，設計者將訊息（message）藉

由媒介（medium）及管道（channels）傳遞到接收者。同時接收者可在藉由媒介將新的訊息

回饋給原傳送者。因此，設計溝通之簡化模式可如圖3 所示〔邱茂林 1996a〕。 

源於山農及偉佛（Shannon and Weaver）與白羅（Berlo）之溝通理論兩個組合的模式

中，經由部份的修正，可將溝通程序分為七個重要元素，其修正模式如圖3所示。 

來源

Source

編碼

Encoding

管道

Channel¨

解碼

Decoding

接收者

Receiver

回回  Feedback

訊訊  Message

 

圖3 山農及偉佛溝通理論之修正模式 

 

  圖3 中溝通元素所代表的意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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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來源（source）與接受者（receiver）：來源即是傳送者。顯示溝通需要二人或二人以

上。傳送者與接受者對溝通訊息的回應時，則角色互易，此為雙向溝通之要件。溝通目的

越明確，溝通雙方越容易交換信息。雙方的背景、觀念、態度的差異，對溝通效果亦有影

響。 

2.編碼（encoding）及解碼（decoding）：是相互解讀對方原意的動作。當傳送者與接受者

希望將某種構想、觀念、情感或事實等意思傳送給另一方，這些原意需藉由編碼的動作，

將原意轉變為文字或符號等方式，接受者接受信息後，又將其轉譯為原意，方能瞭解。這

種編碼的動作越周延，則越能達到溝通的效果。 

3.管道（channel）：管道是訊息傳遞的必備條件。此時傳遞的信息已非原意，而是經編碼的

符號。管道受阻礙或干擾則影響溝通的效果。 

4.回饋（feedback）：溝通過程中，傳送者對接受者之反應及回送訊息，即為回饋。 

5.訊息（message）：溝通的訊息即是將傳送者發出的原意轉換成符碼（code），藉由編碼將

訊息輸入，經過管道輸送，然後在經符碼還原送到接受目標。訊息未能充分傳遞或接收、

訊息被歪曲或被過濾、訊息未被預定傳遞對象接收及訊息為準時遞送，皆會對溝通的訊息

發生錯誤。 

  以上即對溝通元素流程及關係的探討〔吳秉恩 1986，俞成業 1985〕。依此觀之，就設

計領域溝通的過程而言，如表1所示。設計者與接收者以本身的專業素養、背景、經驗等為基

礎，將設計構想、觀念、工作情報等溝通原意，藉由表達形式即為符碼（code），進行編碼

的動作，轉變為可理解的文字或圖像等溝通主題，如圖3所示。經由媒介傳遞溝通訊息，接收

者在解碼的過程中，瞭解設計者的溝通原意，接收者則在發出回饋的溝通訊息，設計者與接

收者相互傳遞溝通的訊息，形成溝通的迴路，直到溝通的目的達成。 

  設計者溝通所使用的設計資料，只是溝通原意的表達工具而已，最終的目的在瞭解彼此

的溝通原意。故設計溝通的真正內涵，在於接收者是否有真接收到傳送者之原意，而不在使

用何種表達形式。但設計資料的表達形式必須與原意結合，使表達形式在可讀性及含意性上

呈現溝通原意，才能達到溝通效果。在設計者與接收者部份，設計資料，則必須建立在雙方

具有相同的認知的基礎上，不同的工作經驗與專業背景將造成溝通情況的差異，其背後所代

表的意義也會有所變動。 

  經由山農及偉佛與白羅之溝通理論修正模式的分析，設計溝通就其表達形式及人的因素

的探討，分別有五種溝通的元素。如圖4所示，主要為傳送者、接收者、訊息、媒介及回饋，

與溝通修正模式之差別在於少編解碼的動作。由於編解碼涉及設計思考的認知範圍，本文不

作深入探討。而溝通過程的元素中，探討人本身之影響因子及溝通內容之表達形式與傳輸形

式。在人方面，傳送者與接受者進行溝通時，會受其本身的觀念、外界影響因素、態度、知

識及經驗等不同程度的影響，會造成溝通訊息不同的瞭解。雙方「經驗範圍」重疊的越大溝

通就越容易，反之，則較困難〔徐佳士 1987〕。在溝通內容及傳輸方面，訊息所使用的表達

形式，有口頭、文字、圖像、符號等。訊息需透過媒介即傳輸工具傳達給對方，因此訊息之

形式與媒介之功能性質具有重要關係。媒介可由口頭、傳真、電子式、文書可傳輸不同的表

達形式的工具傳送訊息給對方。而溝通過程中設計者表達形式使用的適切否，則會影響訊息

傳遞的精確度，媒介的選擇也會造成訊息的減弱或不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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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溝通理論元素之意義比較表 

 原溝通理論之意義  設計溝通之意義 

來源 

為溝通發動的來源。來源有需要、意

願及消息等因素促使溝通的實現。來

源與接收者的背景觀念等，會影響溝

通效果。 

傳送者

即設計者。在設計過程中，需採取溝通的手

段，解決設計案進行之種種問題。溝通的動

機於是產生。設計者之背景、專業訓練、經

驗、知識等因素，會影響溝通效果。 

編碼 

將來源發出的需要、意願、消息等，

藉由編(想表達的心思)＋碼(文字符

號等)，形成溝通訊息。 

編碼

設計者溝通的主題，藉由編（心想的溝通議

題）＋碼(文字、圖像、模型、動畫等表達

形式)，形成溝通訊息。 

管道 
訊息需經過溝通管道傳遞。管道受到

阻礙干擾則影響訊息傳遞品質。 
媒介

溝通訊息可藉由人口頭的說明或用電子傳遞

工具，如電話、傳真機、電腦傳輸等媒介，

傳達溝通訊息。 

解碼 

來源傳送的訊息，接收者需要藉解(

來源想表達的心思)＋碼(文字符號等

)的程度，來瞭解溝通訊息多寡。 

解碼

設計者傳送之溝通訊息，接收者需藉解(設

計者想傳達的溝通議題)＋碼(文字、圖像、

模型、動畫等表達形式)，來瞭解溝通訊息

的多寡。 

接收者 即溝通訊息的接收者。 接收者 即溝通訊息接收者 

回饋 
接收者因溝通而引起反應，並回送訊

息給來源。 
回饋

接收者對設計者之溝通訊息引起反應，回送

訊息給設計者。 

訊息 代表溝通之完整流程。 訊息 代表設計溝通之完整流程。 

資料來源：顏蘇禎，1996 

 

設計溝通之元素

傳送者
Sender

訊訊
Message

媒介
Medium

接受者
Receiver

Ideas                 觀念
Stimuli  外外外外外素
Attitude             態態
Knowledge        知知
Experience         經經

Verbal    口口
Written   文文
Pictogial 圖圖
Symbolic 符符

Oral             口口
Fax              傳傳
Electronio 電電電
Written       文文

Ideas                 觀念
Stimuli  外外外外外素
Attitude             態態
Knowledge        知知
Experience         經經

回      回
Feedback

 
圖4 設計溝通元素 

2-3 設計溝通內容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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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資料是溝通的主要內容。設計資料在溝通過程中，既是設計者將設計概念具體化結

果傳達給對方的依憑，也是接收對方需要藉由「有形的」溝通訊息，依此為憑藉，才能展開

熱絡的溝通對話(dialogue)。設計者作設計溝通時，常藉由許多有關設計案的文件資料，提

供雙方討論，不管對業主或設計小組的之間，能提供意見交換的依據，並可在資料上進行修

改或註明，展開討論的話題。而在設計溝通訊息傳遞過程中，設計者如何形成溝通的訊息，

訊息流通的過程如何及受那些因素的影響，將在下述探討。 

  設計溝通需面臨兩個階段，一為設計思考，另一為編解碼。設計者常在自我設計思考

後，與有關人員進行溝通，如業主或專業技師等，溝通後再進行設計的修改或變更，而設計

思考則會影響編解碼的動作，如圖5所示。設計思考為設計者對內之自我思考，利用表達形式

呈現思考，但對內之設計思考部份不為本文之範圍，在此將不於討論。而編解碼則為對外與

他人的溝通，為溝通原意利用表達形式形成溝通訊息。溝通原意的形成受設計者經驗、知

識、態度及外界因素如環境等影響。在編碼的動作完成後，溝通訊息則藉由媒介傳輸給接收

者。接收者收到溝通訊息則需經過解碼的過程。接收者則對設計者之溝通訊息提出回饋，形

成溝通循環的過程。 

  設計溝通的內容，在溝通理論中，需歷經傳送者、編碼、媒介、解碼、接受者、回饋及

訊息的溝通流程。訊息需在溝通的流程中，不受到溝通元素的影響及阻礙，才得以順利達到

溝通的目的。但傳遞訊息的目的，主要在於傳達設計者的溝通原意，而不在於溝通表達的形

式，溝通原意藉由表達形式形成，表達形式再通過媒介傳給接收者。故接收者如接收到傳送

者之溝通原意，便達到溝通的真正目的。因此溝通原意與表達形式需相互契合，才得以先產

生清楚明確的溝通訊息。設計資料的傳遞方向將影響溝通訊息的效能，設計資料未被預定傳

遞對象接收，將會造成訊息被誤解或降低預期瞭解效果。 

設計者 編  碼 媒  介 解  碼 接收者

編
溝通原意

+
表達形電

經 經
知 知
態 態

外外外素

口 口
傳 傳
電電電
文 文

解
溝通原意

+
表達形電

經 經
知 知
態 態

外外外素

回    回

訊    訊

設計思考 設計思考

 
圖5 設計溝通模式 

  同時現今建築設計資料已漸數位化，各種設計資料的型態已可以藉由電子傳遞工具迅速

傳到接收者手中，但接受資料者是否對於所接收資料有所瞭解以及傳送者所期望得到的回應

情況是否能夠做到，皆是需考慮的課題。 

 

三、設計表現形式 

3-1 表達形式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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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設計階段，不同的工作目的往往呈現不同的表現特性，選擇某種表達的方式則意指

選擇設計表達的內容。何明泉(1995)以工業設計的範疇提出設計溝通之表達方式。本研究則

據此提出相關於建築設計的表達形式分類的看法。雖然兩者設計涉及的知識領域並不相同，

但其設計概念表達的過程有某程度的同質性以及表達的形式種類類似。顏蘇禎(1996)在設計

表達形式與溝通媒介之關係研究中，初步探討建築設計過程中表達形式之分類，並列舉其範

例。本研究並考量建築設計過程使用的表達形式與產生工具之關係及相關文獻資料，作部份

的修改，分類出屬於建築設計的20種表達形式。 

  20種表達形式之種類從一維的文字，二維的草圖、表格、施工圖，三維的模型至四維的

電腦動態模擬都包含在內，如表2所示。其分類原則以空間向度為主，可方便指認媒介/工具

之特性。以"溝通"之資訊而言，本研究之向度是以傳遞的媒介物的向度為主，而表現內容為

輔。因此例如照片之產生並無法逆向改變其產生，而且僅能以二維方式呈現，而彩繪圖是以

電腦圖學產生影像，原具有3D之資料，但可以多重的二維或三維方式呈現。建築設計的過

程，本是由抽象的設計思考到具體建築物成形的過程。並考慮人至未來建構好的實質環境中

的感覺體驗，而需有可像身歷其境的透視圖（三維）及空間動態模擬（四維）來呈現這樣的

效果。因此，空間往往是建築設計過程中，最後的訴求及依循的對象。藉由空間向度來分

類，可瞭解表達形式於設計溝通過程與設計思考之相互關係；形式之間彼此的差異、功能及

特性，經此劃分比較，也能清楚的掌握。 

表2 建築設計表達形式分類 

空間向度 形式分類 20 種建築設計表達形式 

1. 片段文字描述（Paragraphic Verbal Description） 

2. 重點式文字描述（Outline of Verbal Desciption） 

文字 

指示符號 

3. 程序或公式化邏輯敘述（Logic Statement） 

4. 表格（Tables） 

5. 泡泡圖（Bubble Charts） 

6. 矩陣圖（Matrix） 

1D 圖表 

指示符號 

幾何圖元 

(點、線） 7. 流程圖（Flow Charts） 

8. 分析圖（Analysis Diagrams） 

9. 抽象草圖（Doodlings） 

10. 具體草圖（Concept Sketch） 

11. 格子圖（Grids） 

12. 正交投影圖(即平、立、剖面圖) 

（Ortho-graphic Drawings） 

幾何圖元 

（面、體） 

13. 施工圖（Working Drawings） 

2D 

幾何圖元(面體) 14. 照片（Photographics） 

15. 彩繪圖（Renderings） 空間 

16. 量體圖（3D Model） 

17. 透視圖（Perspectives） 
3D 

空間 

18. 模型（Physical Models ） 

19. 錄影（Video） 
4D 

4D 動態 

20. 電腦視覺模擬（CAD，3D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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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種表達形式中，從文字及指示符號、圖表、點線之幾何圖元、面體之幾何圖元、三維

空間到四維動態呈現。有些具有顏色，有些則為真實的表達記錄。第1-3項文字及指示符號部

份，為常去使用述說一件事情、整理條列化事情內容或者比較偏邏輯性的數學描述的三種方

式。第4-7項為透過一些圖表、泡泡圖、流程圖去整理設計收集的資料或探討設計的機能等各

方面的表達形式。第8項是分析圖建築基地環境的分析圖面。第9、10項為探索設計概念，初

期的探索階段到較具體形象出現的方式。第11項是透過格狀線去輔助設計的表達方式。第

12、13項為經常使用的平、立、剖面等及施工時所需要的工程圖說。第14項照片具有真實記

錄的特性，也可藉由攝影剪貼的技術輔助模型的模擬環境製作等。第15項為著色的圖面，可

表現未來真實的色彩質感或欲表達某種設計概念的感覺等。第16項常為了研究建築物量體空

間感。第17項表達三度空間的臨場感或是展現建築的空間關係等。第18項模型製作，可表達

建築物型態、細部材料表現或者設計初期研究的草模皆是。動態的展現為第19、20項的錄影

及電腦視覺模擬，錄影的有照片真實記錄的特性並可動態呈現。電腦視覺模擬則可模擬各種

的視點，動態觀察設計的建築物。 

3-2 表達形式之性質功能 

  表達形式可說是設計者對環境或建築等未來現實的映象。設計者選擇那些徵象在於其認

為這些課題的徵象描述是重要的，設計者會為了表達課題及描述有關課題，把自己認為不重

要的一切都略去〔馮紀忠等 1987〕。表達形式的選擇，取決於表達形式的目的。如要將建築

物清楚明顯的表達出來，則可使用透視圖、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及模型等適宜的形式，

但如需表達造價與跨度的關係，則可採用別種形式。現將表達形式之功能特性說明如表3。 

  設計者選擇表達形式之因素包括內在與外在之因素，外在之因素包括接受者之要求例如

業主希望以模型或電腦視覺模擬說明，以及時間或成本之限制；內在之因素包括三項：一、

表達的目的與內容，二、表達形式之適合性，三、設計者之表達能力。設計者往往同時受內

在與外在之因素之影響。表達形式有如設計者溝通之表達工具。認識越多有效的工具種類及

適切的使用，必然有較有效的溝通效果。其功能特性可針對設計溝通主題的性質的不同，而

採用不同的形式發揮所長。 

四、案例分析 

4-1 分析目的 

  案例分析主要透過建築設計實務設計者在設計過程中設計溝通資料的分析。表達形式的

類別及功能性質的建立分析，可幫助驗證與瞭解實務設計溝通現象。案例分析將試圖探討下

列幾點表達形式的使用現象： 

1.一般設計者如何作溝通？設計資料如何呈現？ 

2.設計過程中設計者常使用那些表達形式？ 

3.表達形式使用的時機？是否具有階段性？ 

4.在某種溝通的主題下，是否會常使用某種表達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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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10種表達形式之功能特性 

表達形式 特性功能 表達形式 特性功能 

1.片段文字描述 

能不能整理一些資料，關

於金屬帷幕牆與玻璃、石

材搭配的實例能提供給業

主參考...... 

•較像口語式表達，說

明想法快速自然方便

。 

•描述性質較強，具連

續性。 

•可直接快速記錄。 

•描述事物說明能力強。

6.矩陣圖 

 

•可找出關連性及各元素

間的連結與相互關係。

•具有評估比較分析的特

性。 

•排列組合的關係。 

•矩陣式評估。 

2.重點式文字描述 

a.建蔽率：請檢查一下一

樓平面大廳會不會過

大？ 

b.結構：柱子會不會太多

？ 

c.簡報：簡報資料已準備

好。 

•條列式傳達訊息。 

•掌握綱要，重點分明

。 

•清楚扼要容易瞭解。 

•經過整理之簡單、扼

要、明確之文字記錄

。 

7.流程圖 •具有程序性的安排。 

•先後步驟關係的表示。

•線性層次性表達。 

•有關時間、進度的規畫

進行。 

3.程序或公式化邏輯敘述

a.造型＝型態＋機能＋結

構＋關係 

b.Design(t1,t1(t11...)

,t2,.) 

c.if(Function1)thendes

ign1 

•邏輯關係的運算、推

演。 

•強烈的理論性、關係

性。 

•說明關係、運算、推

演之有力形式。 

8.分析圖 •為分析環境的簡單重點

概要的表達。 

•分析項目包括所有影響

環境之因子。 

•抽象示意圖示及文字符

號描述。 

4.表格 •具有相關分析、比較

的特性。 

•可清楚的整理歸納。 

•整齊排列訊息清楚。 

•表格化可把相關訊息

集中處理。 

•統計計量比較訊息。 

9.抽象草圖 

 

•設計思考的初期探索、

發展、嘗試的呈現。 

•不確定嘗試塗改重複痕

跡。 

•設計構想呈現不確定變

數大不斷嘗試尋找理想

方案。 

5.泡泡圖 

 

•具解釋組織或層級關

係。 

•具關連、對應元素關

係之形式。 

•具描述、結合性的分

析。 

•整體性的輪廓觀念。 

10.具體草圖 •較抽象草圖清楚呈現設

計構想，仍具探索反覆

修改的特性。 

•圖像的意義較明確化，

已能對外說明設計構想

。 

資料來源：顏蘇禎，1996 

 

表3(續) 11-20種表達形式之功能特性 

表達形式 特性功能 表達形式 特性功能 

11.格子圖 

 

•利用格狀協助說明。

•可清楚顯示元素尺度

比例關係。 

•可清楚界定位置。 

16.彩繪圖 

 

•上色之設計圖像，為可

較容易感染明顯的形式

。 

•可真實顯現未來景象，

也可用「氣氛」式表達

設計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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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正交投影圖 

(即平.立.剖面圖等) 

 

•清楚、精準、明確的

設計圖 

•表達清楚的尺寸關係

。 

•二維關係的空間研究

思考。 

•可表達環境尺度或建

築尺度之空間、機能

、比例、尺度等常用

形式。 

17.模型 

 

•縮小的實體模型，具有

較真實的感受。 

•可在設計初期研究建築

物造型、量體、材料或

細部構件等功 用或最

後呈現完成的建築物。

13.施工圖 •精確之圖示尺寸，作

為未來建築物構成前

的施工依據。 

•構造之構法材料尺寸

清楚顯示 

18.錄影 

 

•真實動態記錄景物的形

式。 

•可保存聲音、影像、文

字的真實環境感受。 

•可做基地環境記錄分析

、或利用設備及模型感

受建築物內部空間感受

等多廣度功用 

14.照片 

 

•真實記錄事物特性。

•可複製、拼貼、改變

原記錄事物功能，具

有多廣度使用特質。

•可記錄環境、拍攝模

型進行拼貼 

改造背景等，多用途特

性。 

19.量體圖 

 

•為建築物以鳥瞰角度表

示。 

•建築物量體標示，可顯

示環境的空間感受及空

間體積、高度、比例關

係等多樣表徵 

15.透視圖 

 

•表達三維的透視關係

，呈現 

 視覺的空間感受。 

•可分析思考討論建築

元素之相互關係，如

在空間、造型、構造

等。 

20.電腦視覺模擬 •電腦的動態模擬展示。

•可自由旋轉及各種視角

都可動態觀察。 

•可模擬人視點的動態行

進體驗未來的建築物。

資料來源：顏蘇禎，1996 

 

4-2 分析對象 

  分析對象主要有兩個設計實務案例資料，分別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展示中心及彰化彰興

國小。案例一科學工業園區展示中心為美國TAC事務所、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及天杉科技的國

際設計合作案。收集之設計資料為設計發展階段，內容有傳送者與接收者雙方互傳的資料。

傳送的形式以文字稿＋圖示的方式。資料主要是透過傳真機在新竹與舊金山兩地傳送。案例

二彰化彰興國小為國內的設計合作案，設計的資料有三個階段，為草圖發展、設計發展及施

工圖階段。傳送的形式以圖示的形式為主，內容為只有傳送者一方的資料，以電話及傳真資

料來討論設計案，如表4 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