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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三個虛擬網頁視覺圖像為測試樣本，分別以高複雜度、中複雜度、低複雜度三

種不同複雜程度的網頁視覺圖像，測試十一個不同年齡層的受試者，以分層隨機抽樣法，不

分性別，排除網頁文字因素、網頁色彩因素與其他會干擾網頁視覺感受之相關因素，做網頁

視覺圖像複雜度的偏好測試，將問卷調查的統計結果，與應用類神經網路模型運算所得的結

果比較。類神經網路模型的進行步驟為：先輸入單數組之年齡組，經由類神經網路的學習與

預測得知結果。利用單數組之年齡組的偏好百分比數據，去推論雙數組的年齡組對網頁視覺

圖像複雜度偏好的百分比數據，將類神經網路模型所得到的結果，與問卷調查的統計結果相

互驗證，結果證明以類神經網路模型運算，確實可以用較少的樣本數來測試，得到與較多樣

本數測試的結果相似，且其誤差小於5 %，驗證本研究運用類神經網路之RBF-NN模型實驗的

「合理性」及「價值性」。本研究之結果顯示：中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普遍來說接受度

較高，年齡層較高的受試者對高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較偏愛。 

 

關鍵詞：類神經網路、網頁、視覺、圖像、複雜度 

 

一、緒論 
 

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近幾年來成為各專業研究領域中的新寵，不論是心理學

(Psychology)、生理學(Physiology)、工程學(Engineering)、哲學(Philosophy)、商學或醫學等，都

可以藉由類神經網路成功地解決傳統無法解決的問題，其理論與處理資訊的過程，更是一種新

興的應用科學[31,25]。目前探討視覺圖像的研究文獻很多，而探討類神經網路的研究文獻也

相當多，但是將此兩個領域合而為一做探討的研究文獻並不多見，此一課題將為視覺傳達設計

之領域開啟一扇新門，可使類神經網路的運用增添的一項專業領域[3]。 
本研究有鑑於先前的一系列研究[1,2,3]，探討不同性別及不同年齡層，對電腦網頁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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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之複雜度評價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對「性別」而言，不論那一種年齡層，對電腦網頁

視覺圖像之複雜度的評價，均無顯著之差別，只有「年齡」對圖像複雜度的評價有顯著差異，

故本研究只以「年齡」為變數，做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又因「視覺系統」是所有感覺系統中

最複雜的系統[6]，在視覺的認知中，圖像的傳達遠比文字的傳達接受度高，而且傳達較有效，

故本研究的範圍是以網頁中的視覺圖像為主要研究範圍，且僅以視覺圖像中的「複雜度」為主

題，做各個年齡層的偏好測試。以類神經網路模型來分析，是希望能夠以較少的問卷樣本數來

預測母體，而能得到與以大樣本數調查的結果相近。研究目的是欲了解網頁視覺圖像複雜度的

偏好，以問卷統計的結果與以類神經網路模型預測的結果，是否有其一致性，若兩者的結果相

符，則未來將可以用此理論，擴大研究範圍去處理有關視覺傳達的相關問題，此研究結果，也

可做為視覺傳達設計者及資訊設計者之參考依據。 
 

二、文獻探討 
 
類神經網路或稱為人工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是指模仿生物神經網路的資訊處

理系統，為一種模擬人腦神經組織和功能的網路系統，它可以將人腦的知覺、記憶、思考、想

像、邏輯推理等，建立一個具模擬運作系統[16]。類神經網路是一種基於腦與神經系統研究所

啟發的資訊處理技術，它可以利用已知範例(即系統輸入與輸出所組成的資料)，建立系統模型

(輸入與輸出間的關係)，如圖2所示，這樣的系統模型可用於推估、預測、決策、診斷，因此廣

義來看，類神經網路是一種特殊型式的統計技術[15、35、25]。類神經網路的應用依其輸出變

數之特性可分成兩大類：一是函數型問題，即網路的輸出為一個連續值的變數；一是分類型問

題，即網路的輸出為一組代表分類的變數；其應用可說是涵蓋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各領域。 
近年來，國內外有數以萬計類神經網路應用之相關論文，在設計領域中，只有少許的論文

以類神經網路應用在工業設計上及建築設計上，如吳東龍[7]以類神經網路分析，探究不同的

網頁色彩配色可能呈現的風格意象對應關係、如林彥呈[8]以類神經網路非線性模式進行造形

與色彩推論的分析、如林佩珊[9]以「改良式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建立造形認知的預測模式、

如周瑞君[11] 以類神經網路建立感性語彙與產品造形的對應關係、如施韋名[12] 應用類神經

網路分析人的心理感受與造形之間的關係、如魏士超[20] 應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建立產品造

形意象設計系統、如陳國祥及管倖生等[13]以類神經網路分析造形元素與消費者感性之關聯、

如李傳房(Lee)[26]應用類神經網路在疲勞度之探討等，以上國內知名學者大多數是將類神經網

路應用在造形或色彩上，而在視覺傳達設計的領域(平面設計領域)中，幾乎無與類神經網路相

關應用之論文。 
「圖像」可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解釋，狹義的圖像是指一種視覺的符號；廣義的圖像，是

指包含攝影圖片、繪畫圖片、線條圖案、色塊圖案或其他圖案等，本研究的視覺圖像，是指廣

義的圖像而言，被測試的視覺圖像樣本，並僅選定為線條圖案為主。「圖像複雜度」是指視覺

圖像中，用來傳達視覺訊息的密度。圖像的密度愈高，則圖像就愈複雜；反之，圖像的密度愈

低，則圖像就愈單純。圖像複雜度的內容包括：線條描繪、內在細密程度、背景訊息[3]。國

內外有關圖像複雜度的研究不多，如 Saunders[34]研究平面視覺圖像(Graphics)與認知間的關

係、如 Rieber[32、33]研究不當的網頁視覺圖像造成注意力的分散、如 Tillman[36]提供網頁視

覺設計的要領以說明圖像訊息的重要性、如 Micklos[30]的研究圖像中的訊息與學習障礙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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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如 Dwyer[28]研究太過複雜的圖像與學習目標的關係等。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對象幾乎包含大部份上網人口的年齡層，從 11-65 歲，採用分層抽樣法(Stratified 
Sampling)中的「分層隨機抽樣」，此抽樣法可有效降低抽樣誤差、可靠性較高、便於比較、

取樣方便[5]。從母體中抽取樣本，先將年齡以五歲為一個單位，分成十一層，分別是 11-15
歲、16-20 歲、21-25 歲、26-30 歲、31-35 歲、36-40 歲、41-45 歲、46-50 歲、51-55 歲、56-60
歲、61-65 歲如表 1 所示，再從十一個年齡層中各抽 40 人，不分性別，共 440 人進行問卷調查。

先將問卷調查的結果統計出十一個年齡層對三個不同複雜程度的圖像偏好之百分比值，然後以

類神經網路模型驗證。先取十一個年齡層中的單數組年齡層六組(第 1、3、5、7、9、11 組)，
做為類神經網路模型的訓練 (Training) 對象，再以全部十一個年齡層做為類神經網路的預測 
(Performance) 對象。 

類神經網路的架構有許多種，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對視覺圖像之偏好，所使用的類神經網路

模型為「徑向基底函數型」網路模型（Radial Basis Function Neural Network；簡稱 RBF-NN），

因為文獻上[31、25、27]證明 RBF-NN 模型具有「強烈」(very)的非線性迴歸之特點，對於「視

覺圖像」此類較為複雜的認知與判斷之分析(註：通常若社會科學探討的對象是「人」，則會

具有此非線性的特性，而探討的主題若與人的「偏好」或「知覺」有關，則其非線性關係會更

明顯且更強烈)，RBF-NN 更勝於其他一般只具有「普通」非線性特性的類神經網路模型。 
此外，RBF-NN 模型也能夠從一些訓練的數據資料中，預測新的非線性結果，且將較適合

的結果相互排列，並以一個非常簡單的代數運算，去替代一個非常複雜的數值計算。本研究使

用 RBF-NN 也因為目前在眾多類神經網路應用之設計相關論文中，大多數是使用類神經網路

中的多層倒傳遞網路，或其他類型的網路模型，尚未有設計相關研究使用過徑向基底函數型網

路模型，故本研究以此一神經網路模型做一測試，而且 RBF-NN 也能比其他模型更準確的計

算出預測值。本研究所做「數值的比較」，是亦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之一，目的是想要嘗試建立

一個非線性的預測模型。 

3-2 研究步驟 

本研究採用人員訪談之問卷調查法，也就是面對面且一對一的問卷調查法[22]，問卷調查

人員攜帶筆記型電腦顯示樣本，以利受試者看樣本勾選問卷，因螢幕樣本測試比紙本樣本具有

較高的正確性。對於年紀較長或年紀較輕的受試者，是以口述問卷題目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

由問卷調查人員代為勾選問卷，除了年紀較長或年紀較輕的受試者外，其餘受試者均自行填寫

問卷。也因問卷均能在短時間內即可測試完畢，故其問卷的回收率相當高。此外，受試者勾選

問卷只能單選不能複選，問卷並附有開放式問題，讓受試者填寫對網頁視覺圖像偏好之原因。 
將回收的問卷分別依十一個年齡層做資料的統計運算及偏好原因分析，再利用類神經網路

模型，輸入單數組年齡層的數據，使網路系統進入學習過程(Learning)，再經過回想過程

(Recalling)，最後運算出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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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以「徑向基底函數型」(RBF-NN)類神經網路運算網頁視覺圖像複雜度偏好之模型圖 

 
在圖 1 中，輸入層(input layer)為「年齡」，共有 K(K=1)個節點(node) 表示年齡（正規化成

0 至 1）；隱藏層(hidden layer) 有 J 個節點(J=2)，為「類神經網路的思考過程」，共；輸出層

(output layer)為「對網頁視覺圖像複雜度的偏好百分比」，共有 I(I=3)個節點。而其第 p 組輸入

向量 )( px 所得到的輸出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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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輸入層和隱藏層變數之間的非線性轉換關係。在第(2)式中， jv 表示隱藏層高斯函數變數的

平均值向量， j∑ 表示共變異數矩陣(autocovariance matrix)，而 RBF-NN 的訓練流程如下： 
步驟 1：設定隱藏層至輸出層之間的權值( ijw )之起始值為隨機亂數值；設定隱藏層高斯函數變

數的平均值向量 jv 為任意輸入向量；設定共變異數矩陣 j∑ 的對角線項為常數，而非

對角線項為 0。 
步驟 2：將第 p 個輸入向量套進輸入層之各節點。 
步驟 3：根據(1)式及(2)式，計算隱藏層及輸出層的各節點之值。 
步驟 4：比較輸出層的各節點之計算值 )( pyi 與理想值 )( pdi 是否一致？如果 )()( pdpy ii = ，1

≦i≦I ，則跳至步驟 5。如果有某任一 i 節點之 )()( pdpy ii ≠ ，則 ijw 與 jv 更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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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如果 p=PT (PT 為所有訓練向量的總數)，且總均方根誤差小於預訂之臨界值時，則訓

練完成。如果 p≠PT ，則將 p 值加 1，並跳至步驟 2 繼續訓練[27]。 

3-3 受試樣本 

本研究在調查的過程中，儘量提高其準確性及客觀性，惟研究樣本仍有諸多限制，如樣本

僅能針對「單一種風格」的網頁視覺圖像作調查、僅以黑白的線畫風格出現、僅取單一情節內

容為測試主題、僅以靜態畫面的圖像做分析探討、僅以圖像為主而未出現文字、僅以「黑白」

圖像呈現等限制，其網頁視覺圖像樣本如下： 

(1) 「高複雜度」訊息之網頁視覺圖像，包含主題人事物的細節描繪及背景訊息，如圖 A。 

(2) 「中複雜度」訊息之網頁視覺圖像，包含主題、人、事、物的細節描繪，如圖 B。 

(3) 「低複雜度」訊息之網頁視覺圖像，只有主題、人、事、物的線條描繪，如圖 C[1]。 

 

     
圖A：高複雜度之網頁視覺圖像                圖B：中複雜度之網頁視覺圖像 
 

                                         
圖 C：低複雜度之網頁視覺圖像 

 

四、實證結果分析與探討 
 

表1 研究對象之年齡層及人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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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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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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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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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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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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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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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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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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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歲

人

數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合計 440人(不分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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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各年齡層對圖像偏好之問卷統計結果 

本研究各年齡層對圖像偏好之問卷統計結果之百分比，如表 2所示，表 2中之受試者的問

卷百分比值，繪出各年齡層對三個不同複雜度網頁視覺圖像偏好之百分比趨勢圖，如圖 2 所示。 

 

表 2 各年齡層對三個不同複雜度網頁圖像偏好之百分比(%) 

組別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第4組 第5組 第6組 第7組 第8組 第9組 第10組 第11組

年齡 11-15歲 16-20歲 21-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50歲 51-55歲 56-60歲 61-65歲

偏好圖A者 21.8 22.0 24.5 26.5 31.0 30.0 25.0 24.0 26.0 30.5 39.7

偏好圖B者 43.1 45.0 45.0 44.0 41.0 41.5 44.0 44.0 42.0 39.5 37.0

偏好圖C者 35.1 33.0 30.5 29.5 28.0 28.5 31.0 32.0 32.0 30.0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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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各年齡層對三個不同複雜度網頁視覺圖像偏好之百分比之趨勢圖 

4-2 問卷統計結果與類神經網路結果之比較與應證 

以表 2的問卷值為依據，並取表 2中的第 1、3、5、7、9、11 組為訓練對象如表 3 所示，

表 3即是單數組別年齡層對圖像偏好的數據，也是類神經網路的訓練數據，經由類神經網路的

「訓練階段」後，接著是類神經網路的「預測階段」(Performance)進入 RBF-NN 模型中進行訓

練，類神經網路的學習階段，之後由 RBF-NN 模型程式計算(RUN)出「預測值」，最後以「問

卷值」和「預測值」做一比對驗證，列表對照預測出所有組別年齡層之受試者對三個網頁視覺

圖像複雜度的偏好百分比之數據，並算出兩者的誤差值百分比，如表 4所示。 

 

表 3 類神經網路「訓練階段」之受試者對網頁視覺圖像偏好人數百分比(單數組別) 

組 別 第 1組 第 3組 第 5組 第 7組 第 9組 第 11 組

年 齡 11-15 歲 21-25 歲 31-35 歲 41-45 歲 51-55 歲 61-65 歲

偏好圖 A 人數百分比 21.8 24.5 31.0 25.0 26.0 39.7 

偏好圖 B 人數百分比 43.1 45.0 41.0 44.0 42.0 37.0 

偏好圖 C 人數百分比 35.1 30.5 28.0 31.0 32.0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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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問卷調查結果與類神經網路輸出層之偏好百分比結果比對表(%) 

組別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第4組 第5組 第6組 第7組 第8組 第9組 第10組 第11組

年齡(歲)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31-35 41-45 41-45 51-55 51-55 61-65

問卷值(%) 21.8 22.0 24.5 26.5 31.0 30.0 25.0 24.0 26.0 30.5 39.7

預測值(%) 21.0 25.4 27.6 28.1 27.4 26.2 25.3 25.4 27.4 32.0 40.0

高 
複 
雜 
度 誤差值(%) 0.8 3.4 3.1 1.6 3.6 3.8 0.3 1.4 1.4 1.5 0.3

問卷值(%) 43.1 45.0 45.0 44.0 41.0 41.5 44.0 44.0 42.0 39.5 37.0

預測值(%) 43.6 43.3 43.2 43.2 43.4 43.4 43.2 42.7 41.6 40.0 37.1

中 
複 
雜 
度 誤差值(%) 0.5 1.7 1.8 0.8 2.4 1.9 0.8 1.3 0.4 0.5 0.1

問卷值(%) 35.1 33.0 30.5 29.5 28.0 28.5 31.0 32.0 32.0 30.0 23.3

預測值(%) 35.5 31.3 29.2 28.6 29.2 30.4 31.5 32.0 31.1 28.3 23.2

低 
複 
雜 
度 誤差值(%) 0.4 1.7 1.3 0.9 1.2 1.9 0.5 0 0.9 1.7 0.1

＊註：本表中，誤差值(%) ＝ | 預測值(%)－問卷值(%) | 。 

 

經由訓練好後之 RBF-NN 類神經網路去預測所有年齡層對網頁複雜度偏好之百分比，得

到表 4 之結果，表 4 中所指的「誤差」是：「預測值」與「問卷值」之差距，所以誤差值(%) ＝ 
| 預測值(%)－問卷值(%) |，即在表 4 中，任兩個預測值與問卷值的百分比相減，就會得到一個

誤差值百分比的絕對值。因為表 4 中所計算出的誤差值(%)，最高只有 3.8 %，最低為 0 %，由

此顯示：經由六組年齡層問卷數據所訓練出之類神經網路，去預測全部十一組年齡層對網頁視

覺圖像複雜度偏好之百分比，結果頗為吻合，平均誤差在 5 %以內，對社會科學之研究而言，

如此的誤差值應是極為合理的，因為問卷數據本身，即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誤差存在。從表 4
中，再以兩兩相比較的方式，就其個別趨勢繪出比較圖，如圖 3、圖 4 及圖 5 所示，可以很明

顯的看出本模型的誤差均在 5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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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偏好「高複雜度」圖像人數百分比之「類神經網路預測結果」與「問卷結果」之比較 
 

4-3 統計結果與視覺圖像之分析及其背後原因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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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偏好「中複雜度」圖像人數百分比之「類神經網路預測結果」與「問卷結果」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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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偏好「低複雜度」圖像人數百分比之「類神經網路預測結果」與「問卷結果」之比較 
 

數個世紀以來，大腦一直是個謎題，雖經過數十年來學者的多方研究，但仍有許多祕密尚

未解開。骨相學的類科學(pseudoscience)認為：氣質、人格、知覺、智慧等，均由大腦主宰。心

理學的臨床實驗研究顯示：很多高層次的心智功能，如思考、學習、記憶等，腦神經對這些訊

息的處理是重複的，也就是說遍佈於大腦各處，而且在很多地方是以平行的方式來處理[6]。

心理學家想要研究大腦的認知過程，以提供人類資訊處理模型，而腦神經系統是一種平行處理

的系統，此系統用來作為處理快速複雜的資訊是必要的。在認知心理學上有重大影響的發展，

即是類神經網路模型的形成，此模型可以使研究者更清楚的觀察大腦器官的生理結構，及內部

的運作過程，更可以藉此研究與大腦和視覺相關的課題。長久以來，視覺心理學的兩大學派：

「唯實學派」 (Realism Theories)與「相關提示學派」 (Relevant Cue Hypothesis)，一直是有各

自的理論支持者，兩大學派的研究者至今仍未達成最後的結論與共識。「唯實學派」的基本理

論是：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會隨著視覺圖像中的訊息增加而提高，認為學習者喜愛較複雜的視

覺圖像，因豐富的畫面讓學習者覺得有趣味，並且認為逼真的視覺圖像比簡單線條的繪圖更有

傳達效果及學習效果，而Antes & Metzger[24]更提出：背景訊息可以幫助學習者對視覺圖像建

立起一個整體的架構，且增進其對視覺圖像的辨別能力，更加肯定複雜訊息受到人們喜愛[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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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研究中的數據來看，複雜訊息受到人們喜愛，僅限於高齡層之受試者，從圖3的折線

圖所示，56-65歲族群的受試者，其年齡愈大，對高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愈偏愛(圖3折線圖

愈往右側愈上升)，此一現象可歸納下列幾項原因： 

(1)高複雜程度網頁視覺圖像，其畫面較具有完成感與整體感。 

(2)高複雜程度網頁視覺圖像其內容較生動、活潑、熱鬧、有朝氣，所以受到較高齡層的受試

者偏愛。 

(3)高複雜程度網頁視覺圖像受到較高齡層的受試者偏愛，其背後的原因是較高齡層的受試者

不喜歡孤單、寂寞、空虛等的心理層面的因素影響。 

(4)由此可證明受試者會因心理狀態的不同，由由心理感受進而影響視覺上的圖像選擇，而不

全然是因為視覺(眼睛)因素的影響。故單就56-65歲族群的受試者而言，其研究結果是較接

近唯實學派的理論。 

 
表5 十一組受試者(不分年齡)對三種不同複雜度圖像偏好之百分比平均值 

偏好圖A之百分比平均 偏好圖B之百分比平均 偏好圖C之百分比平均 

27.4% 42.4% 30.3% 
 
「相關提示學派」的基本理論是：學習者不喜愛較複雜的圖像，且過多元素的畫面會讓學

習者的大腦增加負荷，而且因人類處理訊息的能力有限，所以會造成學習上的障礙。「相關提

示學派」的重要學者Dwyer[28]主張：圖像應該清晰且畫面簡單，只出現與學習主題有密切相

關的訊息即可。另一位相關提示學派的支持者Micklos[30]也指出，圖像中過多的細節會對學習

者形成一個障礙，因為此細節可能會變成一種視覺上的噪音(noise)，而干擾了視覺訊息的傳遞。

以本研究中的數據來看，綜觀各年齡層的測試結果，整體來說，大部份與「相關提示學派」的

研究結果較相同，此一現象可從圖4的百分比折線圖看出，最上方就是受試者對中複雜度的網

頁視覺圖像偏好百分比的折線，數值偏高，此結果也可從表5的十一組受試者(不分年齡)對三種

不同複雜度圖像偏好之百分比平均值表中看出，偏好圖B之百分比平均值為42.4%，與相關提示

學派的學者理論接近，只有少部份的特定對象，諸如年齡層較大的受試者，才與唯實學派所提

出的圖像實驗結果較相近。又根據王藍亭[2]之研究結果指出，受到年輕人認同的網頁視覺圖

是中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與相關提示學派的學者理論較相同。 

綜觀結果而言，對某些情況來說，最佳的網頁視覺圖像應該是中複雜度的圖像，只需要強

調重要部份的細節即可，也就是說在圖像中僅需要做重點強化之工作，這類的網頁視覺圖像不

但可以受到大多數人的喜好，而且在學習上，中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也是學習效果較佳的圖

像。從許多教育文獻上得知，受到偏好的網頁視覺圖像，相對的具有較高的學習效率[24]。另

外，也有文獻指出，圖像的複雜與否對認知學習有很大的影響，而此影響又與「年齡」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31]。不只是年輕人喜好中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以本研究的結果來說，中複

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也是受到較多受試者的喜愛，此一現象可歸納幾項背後之原因： 
(1)中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其視覺相關要素適中，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訊息傳達量恰到好

處，更不會增加人們視覺及大腦上的負荷，符合人們視覺容量可以接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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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畫面不會過度擁擠，且是人的眼睛看到元素疏密的最舒服程度。 

(3)中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其主題較可以一目了然。 

(4)中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具有適當的引導功能。 

(5)中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的溝通與傳達能力較強。 

至於低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是本研究中最不受到受試者喜歡的圖像，從表5偏好圖A之

百分比平均值可看出只有27.4%，從圖5之統計圖表也可清楚地看出趨勢，其年齡愈大，對低複

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愈不偏愛(因圖5折線圖愈往右側愈下降)，此一現象可歸納出背後的幾項

原因： 

(1)低複雜度的圖像給人的感覺太單調、乏味、空虛，使受試者沒有興趣。 

(2)低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令受試者看來有不完整的感覺。 

(3)低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無強度及量感可言。 

(4)低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主題不夠明顯。 

(5)低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對受試者的刺激不夠。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類神經網路是近幾年來新掘起的一項控制理論，由於它具有一些其他理論沒有的特性及優

點，如類神經網路僅需根據人的操作經驗、知識與控制法則去推論，故受到許多研究者的青睞，

本研究與應用類神經網路模型做圖像複雜度之探討，雖然此類神經網路模型不是新的運算模

型，而且有許多文獻也已經有探討，但是尚未有視覺傳達設計的研究文獻，運用RBF-NN模型

來做驗證。在工程學上，RBF-NN模型使用者甚多，且已被證實此模型的強烈非線性特性，本

研究將其運用在視覺傳達的領域上，是做一個嚐試性的實驗，而獲得可靠的結果(誤差小於5 
%)，使得本研究獲得以類神經網路RBF-NN模型驗證的「合理性」及「價值性」。 

本研究的重要變項是「年齡」，人們的視覺敏銳度，及對視覺訊息的接收量或處理訊息的

能力，本來就有某種程度的限制及視覺偏好，依年齡的不同，差異則有明顯的變化，而且受試

者的「視覺腦」也有其邏輯判斷與偏愛。此外，每一個都有其喜愛的知覺方式與喜愛的組織方

式，此特有的方式，會因出現在不同年齡階層，而會有不同心理認知與偏好的個別化差異。在

網頁視覺圖像複雜度的探討中，因人們的視覺敏銳度、對視覺訊息的接收量或處理訊息的能

力，有某種程度的限制，甚至是視覺偏好，更有年齡上的差異，故中複雜程度的網頁視覺圖像，

仍是較受到大多數人的喜好，此結果與心理學上的研究吻合，其次是低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

及高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此兩個網頁視覺圖像受試者的偏好百分比差距不大，惟老紀較大

的人較偏好高複雜度的網頁視覺圖像。就整體而言，可歸納出以下幾個重點：(1)網頁視覺圖像

以「中等複雜度」為最適合。(2)網頁視覺圖像的複雜程度會影響觀看者的「注意力」。(3)網頁

視覺圖像的複雜程度會影響內容「傳達」的能力。(4)網頁視覺圖像的「形式」也會間接影響到

圖像的複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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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本研究第一階段只選擇「年齡」要素(即輸入層只有年齡)，對類神經網路中的 RBF-NN 模

型做初步的實驗。因訓練樣本數成正比於類神經網路的「規模大小」(Input/Output 節點的數目)，
即現階段只以單數組的 6 個 data 做訓練。研究結果驗證此方法的可行性、且誤差甚小，則後續

研究中將加入其他的判別要素，如學習背景、教育程度、性別、其他等因素作探討，而判別要

素增多(即 Input 節點數多)，則所需的訓練樣本數相對的也會增加，後續第二階段研究會有較大

規模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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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ge effects on the favor of the visual complexity of web pages are 

studied using the model of neural networks. The visual complexity is divided into high 
complexity, middle complexity, and low complexity. The age of the tested people is from 11 
to 65 and is equally divided into 11 groups with each group 40 tested people. The effects of 
sex, words, colors, and other visual factors are ignored. With the use of neural networks, 6 
groups of tested people are used as the training data sets. This trained neural network is then 
used to predict of tendency of the total 11 groups of tested people toward the favor of the 
visual complexity of web page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ined neural network 
can predict accurately. Furthermore, the web pages of middle complexity are popular with 
most people, and those of high complexity are popular with the ol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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