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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家具設計實證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of healing furniture design

藉由內容分析法
提出療癒家具建構因素 

根據專家訪談
修正結果呈現創作與過程

實證設計流程
檢測木馬椅使用後感受

內容分析法

創作背景

　　近年許多研究探討療癒議題，如：遊戲療癒、芳香療癒、等研究，表示現階段環境中，國人對療癒需求與日俱增
故本創作以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家具作為研究療癒主題。

創作動機

        人無時無刻伴隨著壓力，從出生至生命的終結，是對於療愈需求的根源所在。本創作出發點在對「家」的心理需
求，透過直接明瞭且在有限的生活環境，尋找大眾能輕鬆擁有釋放壓力方式。

創作目的

文獻探討
需求

消費者對於商品的功能性價值固然重視，但主要的產品喜好認知仍來自產品，所呈現之情感層面及體驗
感受之表現價值（饒宛平，2006）。

感官體驗（Sense）、情感體驗（Feel）、行為體驗（Act）、思考體驗（Think）、關聯體驗（Relate）
媒介

心理 應用

療癒性商品對熟齡族的陪伴具有轉移負面情緒及放鬆心情的作用。
溫和可愛與呆萌逗趣的造形特徵，情感上產生正面的情感撫慰功能。
自然明郎的色彩意象，具有放鬆心情與轉移壓力之效果。
異材質的結合，可增加視覺上的層次感，活化商品的療癒機能。

青春未滿：童年的溫暖與純真
憤怒未滿：負面情緒的可愛宣洩
寂寞未滿：人際互動的情感慰藉

專家訪談法

問卷調查法

創作資料分析方法

創作架構

研究架構

研究資料分析方法

研究流程 創作流程

專業證照

建築物室內裝修
專業技術人員

裝潢木工-乙級 裝潢木工-丙級

建築製圖應用_手繪圖-丙級視覺傳達設計-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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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期許能在家具中提供療癒的感受，是最為直接進行
療癒的方式，甚至配合在室內療癒空間中，提供使
用者更完整或更專注的進行療癒。

學理基礎

創作概念
家具樣式

創作形式
本創作往搖椅本質上探討，但搖籃似乎不適用於熟齡人，相較於「木馬」普遍帶給

人回味童年樂趣的感受，又可用於熟齡人上，故本創作將家具樣本鎖定在「木馬椅」。

家具材質

家具構成

經過實證，木材蘊含的自然感與散發出的芬多精（phytoncide）具有抑制空氣中細

菌與黴菌生長的功用，且木製家具對本國來說，具有產業成長過程之故事性。

榫卯技藝不論在文化意涵、使用程度具有相對的故事性與價值性，因此，使創作者

產生對於榫卯結構是否可以對於療癒上具有幫助的效果。

設計過程與修正
技術修正

學理修正

使用後評估
因素分析

信度分析

描述性統計
次數分配-性別

次數分配-是否玩過木馬

單一構面-感受因素

單一構面-嗅覺因素

單一構面-反思因素

單一構面-觸覺因素

關聯性分析

獨立樣本T檢定

結論

關聯性
互動性

家具性質

混合材料
複合材質

材質應用

仿生設計
圓潤曲線

造型設計

五感設計
情感曲線

療癒媒介

直覺感受
反思感受

使用感受

療癒家具建構因素 創作結果

細部設計

使用後評估

學理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