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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O’Hara & Sternberg(2001)的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目標要求和思考風格對

美國大學生論說文寫作表現(essay-writing performance)的交互影響，本研究同

樣也在探討不同的目標要求，對不同個人風格的臺灣大學生，在視覺設計表

現上的影響。本研究和 O’Hara & Sternberg(2001)的研究一樣，目標要求的設

計皆分為創意目標、分析目標與實用目標，而不同的是，本研究除以視覺設

計取代論說文寫作之外，並另外編制測量學生的創新導向、分析批判導向與

實踐導向的個人風格量表，以代替 O’Hara 與 Sternberg 研究中所測量的立法

型、司法型與行政型思考風格。 

 

本研究採實驗研究法，以 167 名(男生 68 位，女生 99 位；自願參與 83

位，非自願參與 84 位)政治大學的學生為研究樣本，將其隨機分派到創意組

(N=41)、分析組(N=42)與實用組(N=41)三個實驗組，以及一個控制組(N=43)

中。實驗程序分為兩階段，首先，透過文字的說明傳達目標要求，創意組要

求發揮創造力，分析組要求展現比較、分析的能力，實用組要求發揮講究實

用性與實踐性的能力，控制組則無特定要求，請受試者依說明的內容完成視

覺設計。接著，請受試者填寫「背景資料量表」與「個人風格量表」。本研究

所使用的「背景資料量表」，包括「相關經驗」、「樂趣程度」、「特質傾向」三

個部分；「個人風格量表」中含三個分量表，分別為吳靜吉等人(民 85)改編自

Scott & Bruce(1994)的「創新行為量表」，與自編的「分析批判導向量表」、「實

踐導向量表」。學生的視覺設計表現，由六位評分者依據 Amabile(1996)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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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評量法」進行評分，其中三位為視覺設計專家，其他三位為具專兼任相關

工作經驗的廣告系所畢業生，六位評分者的信度（Cronbach α）在創意性表

現方面為.91，在分析性表現方面為.86，在實用性表現方面為.84。           

                                                                             

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驗證研究假設，考驗「相關經驗」、「目標要求」、

「個人風格」、「樂趣程度」與「交互作用」(目標要求＊個人風格)等預測變項，

分別對創意性、分析性與實用性三種視覺設計表現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

在目標要求方面，創意目標的要求不僅能提昇學生的創意性表現，對分析性

表現也有幫助，分析目標會提高分析性表現，實用目標對三種表現則都沒有

顯著預測力；在個人風格方面，學生的創新導向最能預測創意性的表現；在

交互作用的部分，目標要求與個人風格在創意性、分析性與實用性表現上都

沒有交互作用存在；在相關經驗與樂趣程度方面，當學生在視覺設計上擁有

的經驗愈多，樂於投入的內在動機愈強時，對其展現創意性、分析性與實用

性表現都有正向的重要影響。另外，由於本研究的受試者來源包含自願參與

和非自願參與的學生，為瞭解此兩類學生的表現差異，進一步以二因子變異

數分析進行探討，結果發現自願參與學生的創意性、分析性與實用性視覺設

計表現，均顯著優於非自願參與的學生。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從教學輔導與未來研究兩方面提出建議，

作為教師教學與未來研究參考。關於教學方面：1.將創造力納入教學目標與

表現評量中；2.解讀並支持學生的個人風格；3.滿足學生學習的樂趣並運用其

相關經驗。關於未來研究方面：1.在研究對象上，可以其他學習階段的學生

為對象、或進一步探討自願參與和非自願參與學生的表現差異、或將性別變

項納進研究中；2.改變任務主題；3.修訂分析批判導向量表；4.延長實驗時間

進行後續研究；5.使不同個人風格相得益彰的探究；6.假設未獲支持的再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