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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意圖設計圖卡之創新設計教學（華康

楷書體W5 22P） 

詹孝中*  劉子瑄**  許涵瑋**  徐琬婷*（文鼎粗仿體 12P） 

*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文鼎粗仿體12P） 

**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研究所（文鼎粗仿體12P） 

摘要（華康粗黑體加粗 12P） 

發展符合消費者需求之創新概念與關鍵技術、提出獨特且具新穎性之原創

設計，乃確保企業永續經營的不二法門。但是，產品創新概念形成之過程，似

乎永遠像個黑盒子般難以讓人探究，而概念發想的品質，也往往受到個人背景

與生活經驗之影響而有所差異。對設計初學者來說，儘管在學習設計的過程中，

曾經接受有關創意思考與設計方法這纇課程的訓練，但是在實務設計應用時，

學生仍多採行直覺式的概念發想方式，欠缺了系統性的創意思考模式。本研究

導入意圖設計之概念，將意圖設計圖卡中所列舉之設計概念與對應之設計提示，

作為創新概念發想之途徑。透過舉辦創新教學設計工作坊，讓學員們嘗試將圖

卡上的提示與設計主題進行強迫式的連結，以驗證意圖設計圖卡在不同設計面

向的可應用性。共有 10位學員參與為期 5週的設計工作坊，並完成了 11件設

計作品。研究成果顯示：意圖設計圖卡不僅可幫助設計者提出改變使用行為的

創新設計，對於一般性的設計主題也可刺激出新奇的提案。最後，學員們對於

參與本次設計工作坊之感想與建議也一併進行討論。 

關鍵詞：產品創新、設計思考、意圖設計、強制聯想法（華康中明體 12P） 

一、前言（華康粗黑體加粗 12P） 

1.1研究背景與動機（華康中明體加粗 12P） 

設計創新的成功關鍵在於有好的概念。但是創新產品概念形成的過程，卻

永遠像是個黑盒子，讓人難以參透。研究指出有經驗的設計師往往都有一套自

己遵行的概念發想方法或技巧（Daly et al., 2012），然而對於設計初學者而言，

發展多元且具創新價值之設計概念，往往是學習設計最困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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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借助 Lockton 教授所彙整意圖設計圖卡上的設計提示，與指定設

計主題進行創意聯想。所欲探討問題包括： 

1. 意圖設計圖卡上所揭示的設計概念與對應之設計提示，對於產品創新

概念之發想是否具有幫助？ 

2. 設計者應用意圖設計圖卡進行創新概念發想的思維過程。 

3. 設計者在應用此發想模式所遭遇之困難點為何？ 

二、文獻探討 

2.1產品創新 

2.1.1（華康中明體加粗 12P） 

1.（華康中明體 12P） 

（1）（華康中明體 12P） 

表 1. 概念發想方法分類（華康中明體加粗 12P） 

創意產生

方法 

（ Idea 

Generation 

Methods） 

類別 發想型態 適用方法 

直覺式 

設計方法 

（ Intuitive 

Methods） 

原生式方法（Germinal）： 

指設計師對解決對策無

既定想法時所採用的方

法。 

型 態 分 析 法 （ Morphological 

Analysis） 

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 

KJ 法（KJ Method） 

轉化式方法

（Transformational）； 

指設計師運用既有解決

對策進行轉化或修正。 

檢核表（Checklists） 

隨機刺激法（Random Stimuli） 

PMI 法 （ Plus, Minus, Interesting 

Method) 

漸進式方法

（Progressive）： 

指透過重複的步驟，將離

散的想法逐漸聚焦。 

6-3-5 法（Method 6-3-5） 

協力草圖法（C-Sketch） 

長廊法（Gallery Method） 

組織化方法

（Organizational）： 

係將一些具意義的想法

加以組合而成。 

親近圖（類似 KJ 法）（Affinity 

Diagram） 

故事板（Storyboarding） 

魚骨圖（Fishbone Diagrams） 

混合式方法（Hybrid）： 關聯法（Syne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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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據各階段之需求而

採行不同的方法。 

邏輯式 

設計方法 

（ Logical 

Methods） 

歷史沿革式方法（History 

Based）： 

係使用經分類或建檔之

歷史資料庫為基礎。 

設計目錄（Design Catalogs） 

萃思（TRIZ） 

分析式方法

（Analytical）： 

係以系統化的方式探索

初始解決方案之可能的

變化 

SIT 法 （ Systematic Inventive 

Thinking） 

Forward Steps 

問題倒轉法（Inversion） 

資料來源：Shah et al, 2000 

 

 

圖 1. 77項設計啟發模式圖例內容說明（華康中明體加粗 12P）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華康中明體 1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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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novative Design Teaching Method using the 
Design with Intent Toolkits（Arial 18P）  

Shaio-Chung Chan1  Tze-Hsuan Liu  Han-Wei Xu  Wan-Ting Hsu（Times New 

Roman 12P） 

Department of Product Design, Ming-Chun University（Times New Roman 9P） 

ABSTRACT（Cambria加粗 12P） 

Developing innovative concepts and key technologies that meet consumer 

needs, and proposing original designs that are unique and novel, are the only way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businesses. However, the process of forming the 

innovative concept always seems to be like a black box, which is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explor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concept is often affected by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life experience. For design beginners, although they have been trained in the 

courses of “Creative Thinking” and “Design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design, they still adopt intuitive conceptual thinking methods in the application of 

practical design, and lack of systematic creative thinking patterns.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Design with Intent, takes the design concepts listed in the 

Design with Intent Toolkits as a tool to innovate the concept. A design workshop was 

held to allow participants to try to force links between the design concepts proposed 

by the Design with Intent toolkits and the design project to verify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Design with Intent toolkits. 10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5-week design 

workshop and completed 11 design works. The design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with Intent Toolkits can not only help designers come up with innovative designs 

that change the use behavior, but also stimulate novel ideas for general design 

projects. Finally, the participants' comments on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 and 

suggestions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design workshop we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Product Innovation, Design Thinking, Design with Intend, Forced 

Relationship method (Times New Roman 1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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