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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重點在於對視覺影像處理相關眼球運動研究的文獻回顧與綜合討論，分為三大部分：眼球運

動研究概述、文獻整理以及綜合討論。首先就視覺注意機制和使用該方法的原因進行陳述；其次將文獻

整理部分區分為圖像知覺、圖文共陳與影片知覺三個區塊；最後則對圖像辨識、偏好與審美等議題進行

探討。經由文獻結果交叉歸納，提出四點結論：(1)眼球追蹤是一項客觀的影像偏好評估工具，但建議配

合其它研究方法進行深度剖析，(2)視覺影像上的感官愉悅，具有「安定省力」和「積極探索」的特質，

(3)美學目的之圖像觀察重視視覺元素的空間佈局，(4)美感性的傳播必須提升影像在圖文媒體中的使用

地位。建議未來研究應拓展至：(1)流行文化影像，(2)影像之視覺元素和語意特徵與心理處理階段間的

關係，(3)未直接注意的影像區域，(4)不同觀者間之文化差異比較。 

 
關鍵詞：眼球運動、視覺影像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在今日擁擠且複雜的視覺環境中，與二、三十年前的景象大不相同：電視、電影、漫畫、電玩、MTV、

網路甚至炫麗的賣場空間，充滿繽紛、碎裂、跳躍、複合的影像風格特質，錯綜複雜的視覺觀影與資訊

消費經驗，使得「視覺」成為一種新的強勢語言，圖像文化已深入我們的心智之中，空間圖像思維的方

式成為新一代的文化背景。因此，瞭解視覺處理的心理機制與圖像形式或結構間的關係，成為視覺研究

領域不可或缺的主題，而眼球運動研究即為選項之一。 
眼球追蹤研究方法雖然已有百年的歷史，然而直到 70 年代由於技術上的突破，才使得研究者廣為應

用，但因操作不便且價格昂貴，普及度並不高。事實上，眼球運動的記錄資料，提供了研究者觀察受試

者內在心理機制的有效實徵數據，相信日後將是視覺研究領域的一大利器。 

1-2 研究目的與方法 

Rayner[91]曾經作了一個關於閱讀方面的大規模眼球運動文獻回顧，促使我們對於閱讀的心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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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務應用有了廣泛的瞭解，然而視覺圖像的眼球運動研究仍散見於各個文獻中，著墨不多且不夠全面。  
有鑑於此，本研究匯集了視覺影像知覺與認知相關之眼球運動文獻，以理論回顧與整合回顧方法，

加以闡述和討論，檢驗視覺元素與視覺影像心理解讀間的關係，期能對日後視覺影像相關領域者，提供

理論與應用的基礎。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針對影像處理機制進行探討，收集以影像研究為核心，並以眼球追蹤技術為實徵方法之

相關文獻。由於目前國內針對影像之眼動研究極為缺乏，故以國外文獻為收集之標的，將其豐碩之研究

成果，提供國內影像相關研究者參考。 
 

二、眼球運動研究概述 

2-1 眼球運動研究簡史 

法國科學家 Emily Javal 於 1878 年發現，學童閱讀課本時眼睛會發生細微的跳動[99]，開啟了眼球運

動研究的先端。雖然許多認知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才使用此一方法[91]，但事實上眼動研究已有百年的

歷史，在許多領域提供有用的幫助，如人類知覺與使用性研究。Rayner[91]總結了眼球動研究發展各階

段的特徵如下： 
1. 1879 年–1920 年 
發現許多基礎眼球運動的事實。 

2. 1930 年–1958 年 
開始進行應用性研究，與實驗心理學的行為主義運動同一時期。 

3. 1970 年–1998 年 
改善眼球運動記錄系統，正確性與測量的容易性提高。 

4. 1999 年–現在 
更廣泛的應用研究。 

70 年代由於眼球追蹤科技的改進，眼球運動研究開始盛行。今日，眼球追蹤技術被運用在應用與研

究領域有增加的趨勢，不管是在神經科學、心理學、工業工程、人因、出版品、廣告與電腦工程等[23, 24]，
其中閱讀與場景知覺(scene perception)研究是最被廣為討論的[94]。場景中包含許多的物體，人類對於場

景的知覺是一個主動且動態的過程，眼球的運動並非隨機，通常依照作業的目的，主動地導向場景中重

要和具訊息性的區域，以協助我們辨識物體[43]，故此類研究主要是以場景的圖片進行施測。 

2-2 眼球運動與視覺注意機制 

由光反射的物體影像必須落在人類眼睛的中央小窩，才能獲取清晰的處理，所以眼睛會不斷的運動，

此一過程形成了所謂的眼球運動行為，而觀察眼動訊息的偵測技術即為眼球追蹤技術。眼動行為主要區

分為三種基本形式：注視(fixation)、跳動(saccade)與追隨運動(pursuit movement)，前兩者是影像知覺上最

被廣泛應用的兩個參數。研究中通常定義「注視」為在特定區域的視覺注意，大約 200-300 毫秒以上的

不動凝視；「跳動」則定義為在眼球注視點間持續且快速的移動，是一種引導到特定視覺目標的快速眼

球運動，當跳動時，資訊處理是被壓抑的，儘管可以獲得一些周邊訊息[91]；注視與跳動的順序則被稱

為掃視軌跡(scanpath) [82]，這個名詞最早由 Noton & Stark [78,79,80]所提出，並將其定義為當受試者暴

露於視覺刺激下所產生的眼球運動軌跡。 



設計學報第11卷第4期 2006年12月                                                          61 

 

視覺注意分配的選擇機制通常分為兩類。一是由下而上(bottom-up)的注意選擇機制，依賴快速、通

常是強迫性的刺激驅動，根基於輸入的特質，如視覺搜尋作業中的突出刺激特徵(salient stimulus features) 
[114]；另一是由上而下(top-down)的注意選擇機制，屬於目標導向的機能，根基於觀者的興趣或意圖，

如任務需求[55,115]與內需模型[42,78,79,80]。由於人類眼睛的視野約有 200 度，但是能夠接收到詳細

資訊的視野只有 2 度[59]，選擇性的視覺注意機制，成為視覺環境中引導注視目標物件最重要的功能，

尤其在一個「過度傳播的社會」裡，任何影響傳播的因素都是值得重視的[95]，眼睛凝視的位置與注意

力的空間分佈的位置存在強烈的相關性[24]，突顯出眼球運動研究的價值。 

2-3 為何使用眼球追蹤方法在視覺影像研究 

傳播內容的認知與態度研究，常立基於人類資訊處理理論(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64]，但是真正要分析觀者內隱的知覺或認知態度卻是非常困難的。對於多數的視覺研究者來說，透視

心理過程的方法多採問卷或訪談等方式，媒體內容的回憶與辨識成為評估傳播效果的重要指標[51,87]，
然而，此一方法可能衍生以下幾個問題： 
1. 在媒體傳播或觀眾行動意圖上，回憶與辨識的有效性被嚴肅質疑[19]，評量受試者對目標物直之短期

視覺記憶能力的視覺記憶評分，是有限的測量指標[10,27,62,105]。 
2. 事後回溯(after the fact recall)無法真正瞭解觀看視覺媒介時，當下的資訊處理過程[29]。 
3. 以上方法均無法確認受試者觀看時的知覺順序[94]。 
4. 紙本問卷傳統上以指導語來幫助受試者回答問題，但缺點是受試者常不遵照指示[71]。 
5. 從內省法(introspective)取得的資料，如放聲思考(thinking aloud protocols)或問卷，常因受試者隱瞞內心

真正的想法而得到錯誤的結論[9,98]。 
在這個脈絡下，一些研究者表示眼球追蹤技術對於分析傳播中內隱的意識處理深具潛力[4,5,28,30, 

34,54,58,88,93,104,110]，認為眼球運動資料揭露人們在特定情境下，對視覺區域所付出的注意能力，

藉以發現受試者背後隱藏的心智動機，是觀察與瞭解認知內在過程易於取得的實驗數據[102]，其重要性

可歸納為以下三點[41,45]： 
1. 人類的視覺是主動的(active)。視覺、認知與眼球運動被視為是一種關於輸入、中樞、輸出的系統，合

乎科學且易於處理的理論區塊[40]。 
2. 眼球運動讓我們進一步瞭解人類注意力的選擇性質。在資訊選擇的過程中，記憶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

豐富的揭露[86]，勝過傳統的反應時間測量[50]。 
3. 眼球運動提供一個無干擾(unobtrusive)、靈敏、即時的視覺認知測量指標[60,91,99]。 
 

三、文獻整理 
 
本研究將影像知覺的眼球運動研究文獻區分為三大部分：圖像知覺、圖文共陳和影片知覺。首先，

圖像泛指靜態的圖片刺激，包括線描、圖畫、照片等，其中包含各種不同的視覺表達物件與元素；其次，

由於媒體內容往往以圖文並陳的方式呈現，圖文間的眼動比較可以使我們更加瞭解影像的特質；最後，

影像間動態轉換，即視覺影片的相關研究雖然不多，但同樣可提供與靜態圖像刺激的參照。 

3-1 圖像知覺的眼球運動 

對於圖像或藝術作品之知覺研究，可以說是附屬在場景知覺研究中的一個次領域，檢視一系列特殊

結構影像的注視[23]。本研究將歷年來關於圖像知覺的眼球運動研究區分為四大類，詳述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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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圖像的風格認知 

Buswell [15]是第一個提出關於圖畫中眼球注視位置的系統性研究者，同時也是一系列眼球運動實驗

的開創者，致力於人們觀看照片、線描(line drawing)與藝術作品時，眼球運動行為所代表的知覺與認知

意涵。根據他的研究，人們一開始會有較短時間的整體注視，當觀看時間增加時，注視的持續時間變長、

跳動變短，並且傾向注視在與影像相似的空間位置上，但注視順序每個人並不相同。Norton & Stark [78, 
79,80]提出「掃視軌跡理論」(scanpath theory)，認為眼球的運動並非採取無效率的隨機方式，視覺處理

對圖像採取系統性的搜尋，觀看藝術作品時的掃視路徑是一種緊密的圓圈模式，並且在最短的時間內獲

取最大的視覺資訊效益[102]。 
Molnar (1974) [75]使用古典與巴洛克繪畫作品，來比較跳動長度與注視持續時間的差異，發現觀看

古典(文藝復興)作品的跳動幅度較大、跳動速度較慢，然而觀看巴洛克作品時，卻有較密集、動態、小

幅度的眼球運動，顯見眼球運動模式與圖像風格認知具有相關性。 
另一個偵測藝術作品的眼球運動研究由 Molnar[74]所提出，投射八幅古典作品(從林布蘭到基里訶)，

並將自願受試者分成兩組，給予不同的指導語：語義組(「你看到什麼？」)與美學組(「畫作的美學品質

如何？」)，發現掃視軌跡並無太大的差異，相似於注視的圖形特徵，但是注視時間卻有顯著不同，美學

組的受試者注視時間顯然較長於語義組。 
除了具像式的古典描繪作品外，Locher & Nodine [61]挑選五幅抽象圖畫作品來作為刺激物，然後以

x 軸與 y 軸(水平與垂直軸)為基準作各種變化，發現如果圖形不對稱，那麼注視點的分佈就會比較分散；

圖形若對稱，則注視較為集中。 
DeCarlo & Santella [20]利用知覺原則與眼球追蹤方法，設計電腦軟體來加工圖像的線條與色彩，以

達到美學上愉悅的特質。提議優良的影像設計有賴於結構性的視覺資訊分類方式，故將照片影像轉化成

粗線邊緣與大區域色塊的線描，以風格化、抽象化的圖像計算方法達成此一目標。 
 

3-1.2 圖像的資訊與記憶 

早期的眼球運動研究顯示受試者對影像的注視集中在感興趣或資訊豐富的地方[15]。眼球追蹤研究

先驅 Yarbus [115]發現受試者觀看圖片時的眼球運動並不是隨機的，受到任務特質的驅使。Yarbus [115]
記錄同一受試者在不同的任務指令下，觀看 Ilya Repin 畫作「The Unexpected Visitor」時的眼球運動情形，

發現根據問題的不同(如「畫中人的年紀？」、「訪客到訪前家人作些什麼？」)，掃瞄路徑也會有所差

異，資訊的特性與物件注視點的分佈呈現相關性，得知眼球運動並非只是單純的反映圖像的物理特徵，

尚包含了許多有用且必要的知覺資訊。此外，Yarbus [115]也發現，人或動物的臉部是眼睛注視最多的地

方，尤其是眼睛與嘴巴這兩個富含表情功能的部位，同樣反映資訊豐富處是注意集中的區域。同樣的，

Loftus & Mackworth [63]聲稱眼睛視點會落在充滿資訊的地方，並可使用 AOI (Area of Interest)來加以測

量。Pelz, Canosa, & Babcock [84]也證明了注視持續時間會受到任務困難度的影響。 
Mackworth & Morandi [66]將兩張彩色圖片劃分成 64 個區域，測量受試者的注視點，另一群受試者

則依辨識容易度加以評分(10 點尺度)，結果顯示場景中可區分為富資訊特徵(informative)與冗贅(redundant)
區域，顯示眼睛注視集中在資訊豐富處，在這些區域裡，辨識度與注視密度均高。 

一些研究者則是研究場景圖片的語義資訊特徵對於眼球運動行為或辨識記憶的影響[3,21,31,44, 
63,66]，這些實驗通常依實際場景的圖片(彩色或黑白)或單純的線條畫來進行，結果發現眼球運動並非隨

機，參與者的不同注視點都是落在富含資訊的區域，即使不同的受試者，在影像的特定區域通常遵循相

同的跳動軌跡，與先前的研究結果相同。 
Henderson & Hollingworth (1997) [42]比較真實場景的線條畫、彩色照片、3D 電腦模擬彩色圖像的觀

看行為。受試者觀察刺激圖片，隨後施以記憶測試，區分出不同場景中單一物件的微小細節改變；在不

同影像形式的眼球運動模式中，發現微小但可信的差異：彩色照片比線條畫傾向於較少的注視次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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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注視時間長於電腦模擬圖片與線條畫。儘管影像形式在眼球運動模式中有很小的差異，但是觀看模

式的相似度卻是令人驚訝的，整體來說注視時間與掃視幅度在不同影像形式下明顯相似。 
Wooding [113]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眼球追蹤研究，在三個月的期間，收集了 5,638 位受試者觀看國

家藝廊收藏的數位圖片資料，提出影像「顯著比對」(salience map)的的概念，證明觀眾確實只注視藝術

作品中小部分的區域，並將興趣區域的視覺因素予以量化表示。 
 
3-1.3 圖像的偏好與品質評估  

Babcock [8], Babcock et al. [9]探討視覺注意集中的區域，以配對比較、排序與等級劃分任務探討色

彩偏好判與檢測差異。注視區域傾向於臉部與語義特徵處，與先前研究結果相符。內省報告總是無法與

注視區域一致，顯示廣泛使用眼球追蹤方法的必要性。 
Vuori, Olkkonen, Pölönen, Siren, & Häkkinen [108]研究是否可用眼球運動追蹤來評估影像品質，結果

指出眼球運動追蹤可以成為區分不同影像品質的評估策略。該研究中，影像的模糊度增加，掃視持續時

間隨著增加，意味在不良的影像品質下，掃視持續時間增長，因此結論中提出較短的掃視持續時間反應

較佳的影像品質的評估假設。 
 

3-1.4 觀察者特質的研究 

1.專家與生手研究 

Konecni [52]似乎是最早記錄肖像繪畫時眼球運動的調查者，他使用錄影機記錄六位受試者進行肖像

素描的眼球掃視情況，並且發現掃視頻率的不同，從每分鐘 19 到 25 次，藝術家與生手間有微小的顯著

差異。 
Nodine, Locher & Krupinski [77]發現影像構成與受過訓練及未受過訓練者觀看畫作時知覺的關係。藝

術家的注視時間較長，眼球運動模式在物件與背景間較有結構性的關係取向；相對地，未經訓練的觀看

者，注視時間較短，眼球運動主要集中在前景或包含最多語義資訊的圖像元素。 
Miall & Tchalenko [72,73]記錄有經驗的畫家創作時的眼球運動，以藝術家 Humphrey Ocean 的肖像

寫生為實驗樣本，發現畫家素描或繪畫時的眼球運動不同於非畫家，也不同於畫家新手：藝術家非常詳

盡且重視細節的獲取視覺資訊，動作被創作的過程所驅動。與視線停留在模特兒身上的時間比較，藝術

家盯在畫布上的注視時間較短、較為迅速，平順的追隨筆尖在畫布上的移動。當視線在畫作與模特兒間

轉換時，藝術家的注視總是精確的落在目標上；相對的，未經訓練者作畫時的眼球運動轉換並不清楚，

即使他們對於模特兒的個別細節有精準的注視。 
Tchalenko, Dempere-Marco, Hu, & Yang [103]延續以上兩則研究，調查 12 位專家與生手肖像寫生時，

P-M-P (paper-to-model-to-paper)循環韻律、手眼協調模式，以及描繪前線條(pre-drawn line)的空間精確性，

提出受試者眼睛控制描繪位置的準確度，可以經由注視點與描繪線條前的距離加以測量，顯示肖像寫生

與高階的眼動控制顯著相關。 
2.不同年齡層的比較研究 

    有許多發展研究指出隨著年紀增長，對於靜態刺激的視覺掃瞄會有質與量方面的增長[65,81,111]。
兒童會在成人認為資訊豐富的地方注視較久、有較少的眼球運動、在任務指定的資訊處注視較長的時間

與較少的集中區域。但是少量刺激暴露增加後，年輕和年長兒童的眼球運動模式會變得差不多[33,116]。
「熟悉」是成人眼球運動模式的一個重要因素[3,33,53,78,79,80]，成人較少注視在缺乏資訊的地方，

所以較有效率與模式化。比較四歲與六歲兒童對於靜態圖片的眼動情形，結果顯示四歲與六歲兒童在一

開始時有顯著不同，但持續增加暴露後開差異會消失[29]。 
由以上研究可知，不同年齡的受試者一開始是具有差異的，但在圖像重複施測後，注視時間增加、

注視間距離縮短、掃視軌跡變異縮小、注視畫面變異縮小，因此彼此間觀看模式的差異相對也變小了。 



64                                                    視覺影像處理之眼球運動相關研究探討 

 

3.東西方的觀看差異研究 

Chua, Boland, & Nisbett [18]比較美國人與中國人對於圖像知覺的差異，發現美國人較為快速且較多

的注視在突出的物件上，中國人則有較多的跳動在背景上。文化的不同造成眼球運動圖像意義與知覺判

斷的不同，西方人傾向於注意在焦點物件上，東方人傾向於觀看上下文的資訊。 
 

綜合以上對於圖像知覺的眼球運動研究，歸納出以下幾個重點： 
1. 在無其它條件影響下，眼球運動的軌跡反映人們觀看圖像時的心智模式是趨於相近的[2,15,21,31,32, 

42,43,63,66]。 
2. 當給予不同的指導語時，也就是當觀者有不同的意圖或觀影目的時，針對同一圖像，即使是同一位受

試者，掃視軌跡也會產生顯著的差異[74,115]，顯示高階認知對於圖像觀察的具體影響。 
3. 當圖像刺激形式或風格不同時，掃視軌跡會產生變化[61,75]，顯示出圖像構成對於圖像觀察的具體

影響。 
4. 當圖像刺激形式或風格不同時，注視持續時間產生變化[61,75]，顯示圖像觀察時心智能力負荷的差

異。 
5. 藝術家經過長期訓練的視覺心智能力，明顯優於未經藝術訓練養成者[52,72,73,77,103]，又年齡增

長或圖像重複施測後，觀看者彼此間的眼動模式差異相對變小[29,65,81,111]，顯見視覺教育對於圖

像表達與解讀能力的重要性。 
6. 從圖像知覺與閱讀的研究中，得知影響眼球注視的時間長短的因素可歸納出以下三點：困難度[91, 

92]，興趣或意圖[78,79,80,115]，以及新奇、複雜、不協調性[44,63]。較長的眼球注視通常指涉較

多的心理歷程[91]，例如觀者偵測圖畫中的物件時，場景自然構成中，不協調的物件吸引比較長時間

的注視[44,63]。 
7. 對於圖像特質的眼球運動研究可區分為兩個脈絡：圖畫、風格與喜好的[15,61,75,115]以及圖片、場

景與辨識的[3,21,31,32,42,44,63,66]。 
8. 在圖像知覺的眼球運動研究上，初期在於風格認知、興趣區域方面的討論[3,15,66,115]，後一階段

的探討多集中在場景辨識與記憶[21,31,32,42,43,44,63]，目前似乎以整合兩者為趨勢[113]，並且擴

展至對於影像偏好與品質評估的探討與應用[8,9,108] 
9. 針對觀看者特質的圖像眼動研究主要有兩個面向：一是專家與生手的研究[52,72,73,77,103]，另一

是不同年齡層，如成人與兒童間的比較研究[1,67,76,97]。(表 1) 

3-2 圖文並陳的眼球運動研究 

究竟是圖像或文字能夠吸引觀者較多的注意？媒體的傳達具有一定的複雜性，更遑論不同的傳播者

與閱聽眾各有所圖，因此，審視各種媒體圖文並陳的眼球運動研究，有助於瞭解圖像在文字共同配合下

的運作效果。 
 
3-2.1 圖像優先 

Finn[27]研究廣告與特殊廣告元素的尺寸，以及元素是否上色而非黑白線條對於廣告效果的影響，提

出著名的圖像較文字注意優先，不僅因為圖像比較生動，且因為它們抓得住視覺的注意力，舉例來說，

根據調查，超過 70%的平面廣告注視持續時間是投注在圖片上，15%在標題，其它則在內文(Andreson, 1988; 
Kroeber-Riel, 1993) [96]，但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對於以廣告元素或元素位置捕捉注意力的作用，很少可

以獲得可靠的結果[96]，廣告刺激的物理特徵與消費者的視覺注意的關係薄弱[107]，低階的注意機制受 
消費者動機或意圖的影響，需要更明確的認知機制，例如在平面廣告上，一般皆認為尺寸大就可得到較 
多的注意，圖形、文字與品牌尺寸的注意效果雖被熱切討論[1,67,76,97]，卻缺乏精確的實徵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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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眼球運動圖像研究的分類與趨勢 

分類 研究者 觀看任務 圖像形式 
Buswell (1935) 選擇愉悅的圖片 各式圖片 
Molnar (1974, cited in Molnar & 
Ratsikas, 1987); Molnar (1981) 

意義與美學特質 具像藝術彩色圖畫 

Locher & Nodine (1987) 任意瀏覽 抽象彩色圖畫 

風格認知 

DeCarlo & Santella (2002) 任意瀏覽 數位彩色圖畫 
Yarbus (1967) 多樣 具像藝術彩色圖畫 
Mackworth & Morandi (1967) 判別辨識容易度 彩色照片 
Norton & Stark (1971a, 1971b, 
1971c); Stark & Ellis(1981) 

任意瀏覽 黑白線圖 

Antes (1974) 選擇喜好的圖像 單色畫 
Loftus & Mackworth (1978) 回憶測驗 真實場景的線條圖 
Friedman (1979) 辨識回憶測驗 真實場景的線條圖(部分陰

影) 
Friedman & Liebelt (1981) 辨識回憶測驗 真實場景的線條圖(部分陰

影) 
De Graef, Christiaens, & d’Ydewalle 
(1990) 

辨識回憶測驗 真實場景的線條圖 

Henderson & Hollingworth (1997, 
cited in Henderson & Hollingworth, 
1998) 

辨識回憶測驗 真實場景的線條圖、彩色照

片、3D 模擬圖 

Henderson, Weeks, & Hollingworth 
(1999) 

辨識回憶測驗 真實場景的線條圖 

資訊與記憶 

Wooding (2002) 任意瀏覽 藝術作品的數位圖像 
Babcock (2002); 
Babcock, Pelz, & Fairchild (2003) 

評估色彩品質 彩色影像(LCD monitor) 

以圖像為主 

偏好與品質評估 

Vuori, Olkkonen, Pölönen, Siren, & 
Häkkinen (2004) 

評估影像品質 彩色影像(CRT monitor) 

Konecni (1991) 肖像描繪 黑白圖畫 
Nodine, Locher, & Krupinski (1993) 肖像寫生 具像藝術彩色圖畫 
Miall, & Tchalenko (2001a, 2001b) 肖像寫生 黑白圖畫 

專家與生手 

Tchalenko, Dempere-Marco, Hu, & 
Yang (2003) 

肖像寫生 黑白圖畫 

Mackworth & Bruner (1970) 任意瀏覽 彩色照片 兒童與成人 
Whiteside (1974) 視覺偵測 點狀圖形 

以觀察者為主 
 

東方與西方 Chua, Boland, & Nisbett (2005) 喜好度 彩色照片 

 
Peters & Wedel [85]於是針對廣告的三項關鍵元素：圖形、文字和品牌，對廣告注意具有的特殊優勢

之影響，做了更進一步的探討，認為圖像不論尺寸為何，對於補捉視覺注意力具有優勢；而文字大小有

適當的比例時，能夠得到最好的注意。其它研究的結果也都突顯出圖像對於視覺的吸引力，如

Radach,Vorstius & Radach [89]對廣告直指(explicit)產品與廣告不言明(implicit)產品(如推論、隱喻、類比)
進行實驗比較，結果發現觀眾對於隱諱式的廣告，圖文間的眼球跳動行為頻繁；會投予較多的時間、正

面態度和興趣；Holmberg [49]操縱報紙上文章在版面空間位置的分佈，結果顯示閱讀者的眼球運動傾向

於在有圖片資訊的文章上停留較久的時間；Underwood, Jebbett, & Roberts [106]比較自然場景照片與標題

兩種資訊出現的時間：一是讓文字與圖像同時呈現：另一則為讓文字與圖像一前一後出現，結果顯示在

圖片上的注視時間較長。 

 
3-2.2 文字優先 

Stanford Poynter Project (1998)提出了一個與大眾廣為接受的「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觀念相違背的調查研究結果，指出在網站新聞的閱讀行為，文字通常是線上新聞

閱讀者的初始著眼點(the first-entry points) [82]。Rayner et al. [93]也報告一個類似的發現，當觀看平面廣

告時，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在文字而非圖片上，不過注視持續時間與掃視長度在圖片部分比文字部分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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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文字區域有較多的注視點，觀者也不會在文字與圖畫間頻繁往返，而是傾向於先閱讀標題，然後

是內文，再看圖片(儘管有些觀者會先粗略的掃瞄圖片)。在 Schiessl, Duda, Tholke, & Fischer [98]的網路

觀看行為研究中則指出，女性傾向於非常仔細地接收文字資訊，男性一般在網站上會先瀏覽圖片，較少

閱讀文字，女性是文字和精確導向的，男性是圖像與寬鬆導向的。 

 
3-2.3 圖文偵測順序 

至於圖像與文字的偵測順序為何？Carroll, Young & Guertin [17]提出一個以線條漫畫與說明文字為

刺激物(Gary Larson 的卡通「Far Side」)的實驗，結果發現注視會短暫停留在漫畫上，比方說只有三個注

視點，再仔細的去閱讀說明文字，然後又回到漫畫上，這一次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停留，但是會停留在文

字說明中提到的物件或角色，只有少數的證據顯示注視會在文字與圖形間游移，觀者傾向於閱讀整個文

字後，才會回到圖形。若將卡通圖片與文字刺激物依順序呈現：先文字、後圖片，以及先圖片、後文字

作比較，發現文字吸引較多的注視，有較長的閱讀時間。不管呈現的順序先後，圖片的總偵測時間沒有

變異，但如果圖片放在文字後出現，會有較長的注視持續時間。Hegarty [38,39]以滑輪機械圖形伴隨說

明文字，報告了一個類似的結果。Rayner et al. [93]的研究也顯示，觀者傾向於閱讀並瞭解完整的標題或

文字後，才會將重點放在圖像上。在報紙與雜誌的廣告中，圖文的整合更常出現，然而這些報告一般也

都吻合於 Carroll et al.的研究結果[93]。 

3-3 影片知覺的眼球運動研究 

 
多數的圖像知覺關注於靜態刺激物的研究，以動態影片形式進行探討的眼球運動研究並不多見。其

實影片場景意味著圖像的景框，場景間的接續則代表剪接的手法，影片知覺的特色是每一個場景只有短

暫的注視時間，並不斷的交替場景圖像。 
 
3-3.1 影片的時間性 

電視影片經重複施測後，注視時間增加、注視間距離縮短、掃視軌跡變異縮小、注視畫面變異縮小，

顯示相同受試者的眼球運動在時間軸上具有的差異性[29]，此一結果類同於靜態圖形刺激的眼動研究結

果。 
 

3-3.2 影片的剪接方式 

1.剪接率與複雜度 

Hochberg & Brooks[47,48]檢驗剪接率與複雜度對觀者興趣間的關係，實徵性的驗證 Spottiswoode 
[101]提出的有效剪接調性(affective cutting tone)。Spottiswoode [101]指出必須在影片內容的高峰點上進行

剪接，以達到最大的正面效果，Hochberg & Brooks [47,48]進行與其類似的研究結構，稱為視覺動量(visual 
momentum)，將其定義為觀者獲取視覺資訊的動力(impetus)，即視覺興趣(visual interest)。實驗中區分出

複雜度與剪接率兩個變數，然而結果顯示剪接率與注意的複雜度並無強烈的互動，雖然高剪接率會造成

眼球跳動率降低，顯示注意力增加，認知過程縮短，但僅有複雜度變數對於美感判斷具有顯著性，無法

證明剪接方式對於影片評價的影響。由於該實驗以靜態圖片連續播出的方式，無法類推於真正的動態影

片，故實驗結果仍有待商榷。 
2.剪接規則與缺失 

d’Tdewalle & Vanderbeeken [22]參考 Bretz [14] & Mascelli [69]的研究，區分出三種水準的剪接規則

(以及相關的剪接缺失)。第一級剪接規則在於產生流暢的知覺[46]，根基於雙維的空間結構知覺過程，剪

接缺失的操作是以微小的攝影機移置或影像尺寸改變等「跳接」(jump cut)手法來干擾知覺過程；第二級 



設計學報第11卷第4期 2006年12月                                                          67 

 

剪接規則根植於對於場景建構空間認知基模的能力，干擾可以解釋為基模左右位置的轉換，剪接缺失指

涉改變攝影機位置，產生所謂的「反轉角度鏡頭」(reversed angle shots) [46]，造成三度空間位置表徵的

知覺改變；第三級剪接規則根基於影片的敘事結構，通常意指保持影片的「活躍」(alive)，如果影片接

續可完全預測，那麼場景將會「死去」(cinematically dead)，電影工作者會刻意改變攝影位置或製造新的

場景，去破壞故事的流暢性。研究發現第一級與第二級剪接缺失會降低眼球運動的變異，使其在螢幕上

的運動範圍縮減；第三級剪接缺失則延緩了手動反應的時間。第二級剪接缺失會比第一級剪接缺失產生

較多的眼球運動變異，可能起因於受試者後知覺(post-perceptual)上的困擾，觀者必須旋轉視覺心像並保

持故事主旨的進行。實驗結果研究者支持古典剪接觀點，認為知覺連續性較高的剪接優於現代的敘事手

法。 

 

四、綜合討論 
 

4-1 從眼球運動看圖像辨識與偏好評估 

4-1.1 圖像辨識 

以物體為中心(objected-centered)的辨識理論，如視覺計算理論(computational theory of vision)與成分

辨識理論(recognition by components theory; RBC theory)，認為物體辨識的視覺資訊以邊界輪廓為主，多

元線索並無法加速物體之辨識[12,13,37,68]。因此，形狀與輪廓是辨識物體最重要的基礎部位，對物體

的深凹處加以切割時，便可獲得組成物體的基礎部分；刪除線段交點或深凹處時，辨識上較刪除線條中

斷處來得困難。早期 Attneave [7]即請受試者用 10 個點來表示一些圖形，受試者傾向於將點放在輪廓轉

向最明顯的地方，即使將大量實物變化點間的曲線改為直線，加以簡化繪製，圖形還是可以輕易的辨識

出來，得知辨識的方法是透過對「變化點」的分析來進行。在 Buswell [15], Norton & Stark[78,79,80], 
Yarbus [115]以及 Mackworth & Morandi [66]的圖像眼動研究中，掃視軌跡與觀察物件形狀相似，冗贅的

輪廓處只有少數的注視，質感區域注視時間與辨識度均低，顯示圖像辨識的關鍵點在於充滿資訊的輪廓

處，呼應了圖形辨識的論點。總言之，對一個圖像設計者而言，形體資訊的掌握能力，是傳達視覺意像

的第一要件。 
但是如果圖像辨識的重點在於輪廓，色彩與質感這些風格要素無法成為討論的主題，那麼眼球追蹤

技術的研究範圍勢必有所限制。檢視 Henderson & Hollingworth (1997) [42]比較線條畫與彩色照片觀看行

為的實驗，彩色照片比線條畫傾向於較少的注視次數，注視持續時間長於線條畫，研判因為色彩提供了

更為豐富的資訊，不但符合真實世界的基模，更得到較多記憶基模的刺激，因此減少了注視次數並延緩

了注視時間。如果色彩是造就圖像風格的重要元素，那麼這個元素確實仰賴於高階認知的支援，因此，

辨識的基礎雖然輪廓資訊，但色彩的重要性並無法被忽視。 
 

4-1.2 圖像品質與偏好評估 

近來的眼球運動文獻中，偏好的問題似乎又回到了檯面，並且結合特徵突顯理論，延伸至影像評估

和設計等應用層面，例如使用眼球追蹤方法來評估產品[90]、使用配對、排序、等級劃分等方法配合眼

球追蹤來評估影像品質[108]或影像色彩偏好[8,9]。高度的吸引力往往代表觀者願意投注更多的時間去注

意產品或影像的資訊，加上內省方法的不確定性，因此將眼動方法應用在偏好評估的可行性受到重視。 
眼球運動記錄是否能夠法有效評估視覺偏好問題？一方面，視覺刺激(如色彩、空間頻率區域)的低

階特徵，引導低階的特徵突顯比對處理，另一方面，知覺也受到高階認知因素(如語義特徵、動機與情緒

因素)的影響，特徵突顯比對取決於影像意義與品質[83]。換言之，人們對於影像的偵測，同時受到視覺 
 



68                                                    視覺影像處理之眼球運動相關研究探討 

 

場景特徵和視覺任務屬性的雙重影響，後者確實能夠提供偏好上的測量依據。此外，影像品質或偏好原

因的口語陳述，對受試者來說往往是困難的，進而影響實驗的結果[112]，所以研究者需要應用更為客觀

的方法，再者由於受試者的主觀評估，會受到情緒與動機等太多外在因素的影響，而眼球運動大部分是

受到無意識處理的控制[2]，提供了影像評估知覺與認知過程的直接資訊，因此成為偏好與品質評估中一

個良好的選項。 
然而進一步以 Babcock [8], Babcock et al. [9], & Vuori et al. [108]的研究來觀察，事實上眼球運動工具

尚未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偏好評估準則，原因可能是眼球運動反映內隱的無意識機制，對影像品質的評估

有其高度的正確性，數據上是絕對客觀的，但在偏好評估的判讀上往往帶有若干研究者的主觀性，因此

對於影像偏好問題，建議仍應結合如問卷等研究方法，有趣的是，傳統研究工具的缺失，正是當初使用

眼球追蹤工具的原因。此外，Babcock et al. [9] & Vuori et al. [108]以電腦螢幕呈現刺激樣本，並利用數位

影像的可編輯性，逐步改變影像品質後加以追蹤的實驗設計，也是一個相當值得借鏡的方法。 
在圖像偏好的評估上，也可以採用一種產品評估的方法，例如 Räihä et al. [90]將九隻手機圖片放在

同一個版面中，進行眼球運動實驗，並假設受到注視較多的手機得到受試者較佳的評價。然而此一方法

可能有以下兩個缺點：1.注視在某區域的原因在於具有高度的興趣，但此一興趣可能是喜歡、覺得奇怪

或者早有特殊的意圖，無法就此確定明確的原因，而提出最佳設計的判準，2.畫面中央一開始會受到最

多的注視，包括最多的注視點和最長的注視時間，因為人們總是傾向於將焦點集中在靠近畫面重心的部

位。對於這些缺點，應有以下兩個解決的方法：1.使用訪談、配對或排序等方法加以輔助。注意的是，

當初使用眼動方法的原因即在刺激物間的差異不大，上述方法可能對受試者造成回答上的困難，因此，

在使用上應更為謹慎，研讀詳細的眼動資料後再安排設計合適的問卷或訪談比較適宜，2.在同一畫面中

的多個刺激物應以隨機排列的方式呈現，同時增加受試者人數。 

4-2 從眼球運動看圖像審美 

眼球運動既然可以成為評估圖像偏好的客觀實證方法，那們從眼球運動實驗文獻中，是否可以看出

對於圖像審美的一些規則或原則？美的構成要素不外乎永恆不變因素與隨環境變化的因素。美可以說是

一種人類共通的經驗，清晰、對稱、和諧與鮮明的，能夠帶來舒服的感覺，凝聚注意力，使人採取某種

行動來確保基因的延續，是一種吸引力、安定的力量；但是美也可以透過後天文化薰陶來養成，是父母

或社會灌輸的觀念、品味，甚至是同儕的影響加上流行文化微調而成的，代表了解讀的多樣性，是曖昧

的、隱諱的，表達出不同的真相。正如 Arnheim [6]所言，對於藝術的認識應該有兩種途徑：直覺與理智，

相信也是審美的兩個正確途徑。 
 

4-2.1 直覺的生理層面 

從第一個觀點來看，審美的目的在於描繪出事物的本質，從可見的、不斷變化的訊息中萃取出基本

不變的特質，在追求恆常性的同時，超越所有個別的型態與異質性，這是德國哲學家康德的美學觀、柏

拉圖哲學的「理型」論述，亦是心理學上「基模」與「原型」的概念，圖像觀看的眼動注視軌跡路徑的

極小化現象[102]，正意味著這種觀看的方式。Langlois 等人即認為審美是生俱來的，嬰兒有辨別美醜的

天性，凝視時間較長的臉部正是成人也覺得較美麗的人臉[56,57]，而且嬰兒會專注在眼睛、鼻子、嘴巴、

耳朵充滿資訊特徵的地方，與眼球運動研究中，人們會注視的人臉特徵處相符[36,109,115]，確實有越

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出嬰兒有一套普遍的審美喜好，喜歡對稱的圖案勝過不對稱的、喜歡和諧的音樂勝過

不和諧的[26]，因此，從生理出發的美感體驗，應該是專注於特徵而且不費心智力量的，是笛卡兒所言，

毫無屏障和專注的心靈，一種簡單、可靠的精神力；也是柏拉圖所說，對先驗本質的直接把握；圖像描

繪的細節缺少並不是由於直觀認識的缺陷所造成，而是由有益的節約原則所導致，這一原則貫穿於認識

與表象之中[6]，也是實驗審美理論中所提到的流暢性(fluency)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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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ocher & Nodine [61]的研究中，對稱的抽象圖形相較於不對稱的抽象圖形，眼球注視軌跡較為集

中，即代表了較不費力的原則，這種均衡、安定、明確的特徵，也是古典作品強調的風格意象，但是將

古典作品與動態的巴洛克作品比較下[75]，古典作品的掃視軌跡反而是比較分散的，由於兩則實驗的其

它要件並無差異，可以合理推測具像與非具像因素造成此間的差異。圖畫的佈局形同抽象的構成(從畫家

繪畫的底稿往往具有抽象特質的情況即可明白)，垂直與水平是最容易被視覺接受的走向[16]，古典式均

衡構圖造成視覺觀看時的省力原則，於是觀者有了餘力去進行具像的探索與深度的處理。反觀巴洛克作

品的動態性的傾斜力量，眼睛疲於在主體物件與邊緣細節間取得協調，促成了生理上的緊張和興奮感，

反映出圖畫風格與觀者心智運作的連動性，包括 Molnar [75]對蒙德里安與瓦沙雷利等現代作品的比較實

驗，也獲致相同的結果，其以複雜性來作為此區分作品的視覺變數，但我們無寧說是構圖方式的差異，

一個視覺創作者想要帶給觀眾的感官生理的衝擊，可以透過視覺元素的精心安排。 
 

4-2.2 理智的認知層面 

然而試想到美術館或畫廊中，如果沒有帶著審美的意圖，這些擺設的物件或許會顯得乏味且單調許

多，人們必須感受到色彩、線條、形狀這些風格的要素，視覺的任務是把影像帶入心智之中來加以解讀，

因此審美是否能脫離主題的概念，說法上或許見仁見智，但是這樣的觀點極有可能使我們喪失了更進一

步的審美體驗與瞭解。一個成功的視覺作品或許會帶來瞬間生理感官上的快感，然而這些突出的特徵無

非是要引導人們進入一個更為震撼的象徵世界裡，圖像(場景)辨識的眼球研究中，不斷的驗證了低階的

生理辨識，必須協同高階的心理機制來共同運作，特徵突出更提供了圖像豐富的資訊，但是歷史的、社

會的、文化的途徑，促使我們更多元的去看待一張圖畫，引領多方面的感受，Yarbus [115]的眼動研究結

果中，受試者透過不同的觀察意圖，顯示出不同的掃視軌跡，即透露出這樣的訊息，雖然 Molnar (1974) 
[75]的研究中，認為注視持續時間存有顯著差異外，美學組與語義組的掃視軌跡是相似的，但其他研究

者往往忽略了以下的問題：Molnar (1974) [75]認為兩者間仍存有微小的差異，以及該研究的眼球記錄技

術的精確度不足。雖然無法取得完整的實驗樣本進行精確的推論，但是從 Molnar (1974) [75]提供的範例

觀之，可以注意到語義組的注視點集中在人的眼睛部位與教授的手部，與一般的研究結論相同，顯示辨

識畫中人物成為語義組的主要企圖，然而可以注意到美學組同時重視畫面空間的結構佈局，以致眼球掃

視軌跡較為分散，相較之下顯示出其空間探索的性質。 
反觀 Wooding [113]的研究，人們的視線總是集中在畫作上明亮之處，這是主要角色的所在位置，藉

由低沈調性的背景，使得前景從背景空間中突顯出來。主從關係的強調一直是繪畫的重要技巧，再一次

呼應了形式表現的重要性，如果我們不需要花費力氣在無關的細節，那麼就會有更多的餘力在重要的資

訊與深度的思考上。至於不同觀者注視軌跡的相似性問題，Wooding [113]觀察大量受試者注視藝術作品

的眼動軌跡後，認為事實上掃視軌跡是具有差異性的，所以眼球運動並非只是單純的生理現象，會受到

由上而下機制的影響。 
 

4-2.3 專家與生手的比較 

我們進一步來比較專業繪畫者與非專業者觀看時的眼球運動經驗，藉以了解社會文化的背景訓練，

對圖像審美的影響模式。首先，如果破壞了具像作品中原本均衡的構圖，專業畫家相較於未經訓練者在

此一情況下的注視軌跡，明顯變得較為分散[77]，可以推測由於專業畫家的視覺敏感度較高，圖畫元素

的空間佈局無法符合腦中均衡的感覺需求，故眼球無意識的積極探索整個畫面，造成了不安定的緊張感，

顯示出學習效應在不同受試者身上產生的分野，可以產生如同巴洛克繪畫觀看式的效果。Nodine et al. [77]
的另一則實驗中，專業畫家觀看圖畫時注視持續時間較長，重視主題物件與背景空間的結構關係；未經

訓練者觀看時只能將心智集中在前景物件與語義元素，因此可以說，專業畫家從事創作行為的觀看過程

是三維的，是有深度的、抽象式的處理；未經訓練者是二維的視覺觀看模式，是淺面的、具像式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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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模式進一步擴展到手眼協調的繪畫動作中[72,73,103]，專業畫家的視線不斷穿梭在畫布與描繪對

象間，筆尖的落點與描繪線條密合且俐落，是一種極具空間感的視覺運作方式，也是為了取得畫面空間

協調性的努力，確保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傳達出創作者的意圖，換言之，欣賞者可以最輕鬆的態勢來吸收

畫面的資訊。在不同年齡層的比較研究中，成人相對於兒童能夠以比較輕鬆的方式進行影像的觀看行為，

也訴諸於相同的道理。 
從以上的論述中獲知，美學的觀看方式在於探索物件在空間中的美感相對位置，試圖找出其中的感

性平衡；一般的觀看方式著重在瞭解圖畫中的物件意義，類似於辨識的功能。一個具有「審美」性的視

覺作品，具有「安定省力」且「積極探索」的特質，這兩個看似對立卻又相輔相成的關係，必須結合起

來。 

4-3 從眼球運動看圖文呈現 

4-3.1 圖像的歧義性 

比較卡通的瞭解任務或者商業廣告的搜尋任務，當文字與圖形一起出現時，甚至文字出現在圖像之

前或之後，在文字元素上比起在圖形上傾向較短的注視持續時間[17,93,106]。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語

句的特性是線性的、逐字觀看的；但圖形則具有全面瀏覽的性質，由是文字的部分會有較多的注視點；

又與圖像的歧義性相比較，文字具有任意性與約定成俗的特質，故產生較短的注視持續時間。 
當密集的文字偵測後，進一步檢測圖形時，會比圖文共同呈現時有較少的注視點和較長的注視時間

[17,93]，顯示放置在說明文字脈絡中的圖像，需要被整合到已解碼的說明文字中，長時間的注視持續是

觀者計算傳播意圖的指標。文字代表語言的思維，假設觀看文字後，以帶有思維的意圖進行圖像的觀看，

這個觀看是更為深入的。當圖像呈現先於文字與圖像呈現在文字之後比較，圖像也會有較長的注視時間

與較多的注視點[106]，因為在未有文字提示的情境下，觀者必須盡可能進行許多特徵突顯偵測與其關連

性的解碼任務，豐富的圖像資訊表徵需要擴展相關資訊解碼的時間，細節的解碼也需要更密集的注視力

集中。 
 

4-3.2 圖文平行處理機制 

圖文順序呈現與圖文同時呈現相比較，圖像的注視持續時間較長，應是圖文先後呈現時，觀者必須

將前一呈現者的解讀結果置放到短期記憶中，隨後提取與後呈現者加以比對，自然延長了注視的時間，

顯示圖文共同呈現可以縮短注視持續時間，平行處理機制(parallel processing) [70]共時處理；其次，文字

較早閱讀時圖像會比較容易處理，所以當圖像和文字一起呈現，參與者傾向於先看文字是十分合理的。

較長的注視時間與較為延伸的處理具有關連性，圖像解碼需要較多的處理過程，以致延長注視的持續時

間，文字的說明性質正如同 Barthes [11]所說的「錨點」(anchorage)功能，固定符號的浮動意義催化圖像

某些意義的結合，使得解讀速度加快，並且避免「歧異解讀」[25]的產生。任務符碼定義明確且易於瞭

解，凡是科學的、客觀的、普遍現象的探討都是以任意(邏輯)符碼來詮釋發現，將意義隱含於文本之中，

不期待閱聽眾在解讀過程中加入自己太多的想法，如新聞傳播重視文字功能旨在強化了這個特性，由於

文義理解是閱聽眾的主要意圖，促使其將注意力集中在文字說明上，圖像成為輔助的角色，獲得較少的

注視時間。相對的，美學式的符碼是開放的，變化多端且意義鬆散，不易界定，對於意義作了相當程度

的協商，歧異解讀是常態，閱聽眾可以加入自己主觀的詮釋，自由性的解讀成為愉悅的泉源，像是隱諱

廣告[89]的圖像與指涉物的關連較為薄弱，解碼難度提高，自然引起較高的注意力，必須經由延伸的理

解以建立圖像、文字與產品間關係的連結，延長注視的時間。 
 

4-3.3 圖像的掃視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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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呈現在圖像的掃視幅度上有兩個不同結果的報告，Rayner et al. [93]報告在圖片上有較長的掃視

軌跡，Carroll et al. [17]報告在線圖(line drawing)上有較短的掃視軌跡。這樣的差異可能源自於任務的不

同，以及使用圖片的不同[106]。由於兩則實驗對觀者並無特殊的提示，即使指導語有所影響，相信也是

微小的，視覺元素的差異才是重點，因此，檢視這兩則實驗視覺元素：Carroll et al. [17]的卡通圖案是線

繪式的，傳達出簡要但相對較少的訊息，Rayner et al. [93]的實驗樣本是汽車與護膚廣告，圖像帶有豐富

的視覺資訊，由於提供了更多的細節，擴展了掃視的軌跡區域。 

4-4 從眼球運動看影片偏好 

剪接是否會影響偏好的評估？在 Hochberg & Brooks [47,48]的研究中，視覺元素的複雜性對於影片

偏好的評估造成了影響，而剪接的方式卻無顯著的差異。由於該實驗設計中，以靜態圖片代動態場景的

轉換，加上圖片以隨機選取的方式加以排序顯示，不連續的情節可能導致剪接頻率無法成為偏好判斷的

顯著判因。然而 d’Tdewalle & Vanderbeeken [22]的實驗提供另一個肯定的方向：長時間的影片注視會使

得注視持續時間縮短，掃視幅度減小，意味先前的場景內容提供一個安定的記憶基模與脈絡，降低視覺

心智付出，而「流暢性」(fluency)正是審美偏好的成立要件。 
所謂的剪接手法，即場景轉換，有兩種極端的方式，一為連戲剪接(cutting to continuity)，一為跳躍

剪接(jump cut) [35]。連戲剪接是為讓故事的發展顯得明晰清楚，讓敘事的空間具有真實感，也是一種最

常使用的剪接方式，因為此種剪接方式極力的要隱藏剪接的痕跡，讓觀眾感受不到剪接的存在，於是將

注意力放在劇情的鋪陳上；跳接則是將兩幅不同的關連影像捻在一起，影像前後場景的視覺不完全一致，

感覺上就好像將時間跳過，製造一種突兀的、衝擊的感覺。從 d’Tdewalle & Vanderbeeken [22]的研究中，

可以看出連戲剪接在觀看場景轉換時的眼球運動變異和掃視軌跡幅度相對較小，是一種安定、不浪費心

智力量的方式；相對的，跳接在場景轉換時往往會帶來注視持續時間的延長與掃視幅度的擴大，反應心

理的不安與疑惑，由於故事線性的陳述力量薄弱，反而提高了對於視覺元素形式的注意。極端的跳接手

法形式上類同於隨機的圖片剪接，因此同時呼應了 Hochberg & Brooks [47,48]的研究。 
這裡產生了一個困惑：「安定省力」的連戲剪接以及「積極探索」的跳躍剪接何者才是審美的基準？

兩者可以同時存在嗎？如同先前對於靜態圖像得出的結論，靜態圖像中的古典風格代表省力原則，巴洛

克風格代表探索原則，但兩者其實都具備均衡與動態的素質，只是元素呈現的方式上有所不同，相信這

樣的審美態度同樣適用在連戲與跳接手法水平的兩端：一個過於均衡、平鋪直敘的影像呈現雖然可以節

省心智力量，卻容易令人覺得無聊厭煩；一個過於紛擾與衝突的影像雖然感到莫名的興奮，卻同樣令人

覺得坐立難安，唯有兩者適度的協調，才能在視覺上創造舒適的效果。 

 

五、結論與建議 

 
眼球追蹤技術以客觀記錄之數據資料補足內省方法的缺陷，確實擁有成為優良影像評估方法的潛

力，但是影像注視時間與軌跡受到困難度、興趣或意圖，以及新奇、複雜、不協調性等因素的影響，因

此對於影像觀看心理機制的解讀，仍須配合其它傳統研究工具，如問卷調查或訪談等，才能得出更為精

確的推論，未來如何能夠在眼動行為與影像特質間找出直接的對價關係，相信是研究的一大重點。 
除了影像偏好的評估外，對於藝術作品的眼動觀察，解讀了主觀審美感受背後支持的成因：視覺影

像上的感官愉悅，具有「安定省力」和「積極探索」兩項心理特質；感性的視覺觀察非但會注意視覺元

素的語義特徵，更會重視視覺元素與畫面空間的關係和佈局。由於圖像風格認知的眼動研究，早期多集

中在藝術作品的知覺上，日後應積極拓展至日常生活的流行文化影像，如插圖設計與電腦繪圖影像的視

覺審美或感受。 



72                                                    視覺影像處理之眼球運動相關研究探討 

 

至於圖像比較重要或是文字比較重要，均是過於武斷的論定。理性傳播需要借重文字的特質，美感

性的傳播則必須提升影像在媒體中的使用地位，美學目的之圖像觀察重視視覺元素的空間佈局，圖文觀

看效率則需視傳播目的與圖文的主題、形式、編排和呈現順序而有所不同。今日流行的電子媒體形式，

不僅包含靜態的圖文，尚包含動態的影像與文字，如何在畫面中結合靜態與動態雙方面的特徵，以收取

最大的注視效益，是圖文設計者考慮的重點之一。如影片剪接的動態性在評價因素上並不顯著，應與影

片情節與呈現風格具有密切的關係，有待進一步的實驗加以證實。目前眼動的研究聚焦在資訊豐富的直

接注視區域，相對的，未直接注意的圖像空間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值得關切的方向。 
對一般人來說，圖像注視時間的差異性往往比注視軌跡的空間分佈差異來的強烈，觀看的處理機制

呈現階段的形式，圖像的元素特質和語義特徵與不同處理階段間的關係，需要更為系統性的研究。然而，

不同特質受試者在畫面上的眼動軌跡與注視時間則呈現顯著差異的現象，此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專家和

生手，或成人與兒童的比較研究上，建議拓展至性別、地域、年齡與社會階層等多方面的人類眼動觀察，

如成人與青少年的圖像審美偏好差異，為整體文化層面提供具體的個體生理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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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discusses previous studies of eye movements in image viewing 
processing. First,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eye movement research, including visual attention 
mechanism and the reason for adopting this methodology, is given. Second, image viewing research 
of eye movements, such as picture viewing, picture-text integration and film watching, is reviewed. 
Finally, issues of recognition, preference and aesthetics of images are discussed. Our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a) Eye-tracking is indeed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tool in image preference, but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with other research methods. (b) Two characteristics of pleasurable feelings 
derived from image viewing are “stabilization with mental effort-saving” and “active exploration”.  
(c) When viewing pictures for aesthetic purpose, we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patial 
composition of visual factors. (d) Image viewing processing is the key factor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in picture-text communication. Suggested future research can explore issues of: (a) popular culture 
images, (b) relation between visual elements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images and viewing processing 
stages, (c) undirected visual attention to images, and (d) comparis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mong 
vie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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