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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創新透過多元思考匯合觀點對攝影創造力量表之編製 

黃金俊 

摘要 

創造力是個體產生有價值事物能力。攝影表現過程，若能透過多元

思考匯合觀點，表現不同的創意運用，將可創造有價值影像。過去較少

研究探討高職設計類科學生攝影學習，使用自陳式攝影創造力量表進行

評量。本研究為了補足上述不足，探討教育創新透過多元思考匯合觀

點，了解攝影創造力組成成分，編製攝影創造力量表，評估學生攝影創

造力表現。 

研究者分別以臺北市高職設計類科 781 位學生為研究樣本，進行量

表預試和正式施測。預試部分經過項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後，顯示

此量表具有環境題材觀察、人格特質探索、動機主題建立、智慧構想發

展、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及價值影像構成七因子結構，而且各

項目分析皆是良好。正式施測的驗證性因素分析也顯示此量表七因子結

構具備良好的模式適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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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of Preparation 
of Creativeity Scale of Photography Through 
Multiple Thinking and Confluent Viewpoints 

Chin-Chun Huang 

Abstract 

Creativity is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produce valuable things. If the 
photographic expression process can demonstrate different ideas and 
application through multiple thinking and confluent viewpoints, it will 
create valuable images. Few studies on learning photography by vocational 
high school design department students use the Self-Reporting Scale of 
Photographic Creativity. To make up for that shortcomi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tudies of education innovation through multiple thinking and 
confluent viewpoints, understands the components of photographic 
creativity, and compiles the Scale of Photographic Creativity to evaluates 
students' performance of photographic creativity.  

The researcher uses 781 vocational high school design department 
students in Taiw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conduct scale pretests and then 
the formal tests. After the item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are conducted in the pre-test pha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ale 
contains a seven -factor structure: Environmental Theme Observation, 
Personality Trait Exploration, Motivation Theme Establishment, Wisdom 
Concept Development, Use of Thinking Patterns, Photographic 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Value Image, and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item are 
good.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performed in the formal tests, 
also show that the seven -factor structure of this scale has a goodness-of-
fit.  
 
 
 
 
 
 
Keywords: photography, creativity, confluence of multiple thinking, 

photographic creativity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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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發展建立在知識創新之上。未來

國家擁有知識和創新人才數量，將直接影響在國際上競爭力

（Petrowski, 2000）。為了順應世界潮流，迎接知識經濟時代來臨，政府

近幾年無論是在國家科學發展計畫或是知識經濟方案，都可以看到提升

創造力重要性。創造力從藝術領域、科技與社會角度，是實踐新穎想

法，通往成功的利器（Hennessey & Amabile, 2010）。 

攝影是技術與藝術結合學科，透過照相機捕捉真實世界影像

（Sontag, 1977/2022）。Hermann 強調藝術表現經由多元思考觀點能夠展

現個人創造力（林宸妤，2019）。楊慶梅等人（2019）指出攝影表現應

該以多元化觀點進行思考，創造新價值視覺效果。過去攝影學習有著重

技巧、輕創造現象，使得攝影表現落入俗套和技巧不斷重複，未來教育

過程需要引導學生從多元思考觀點發揮創造力，達到影像價值創新水準

（孫曉璐，2015） 

創造力是創造新事物能力，過去學者對於創造力研究大多從歷程、

個人、產品、環境四個獨立觀點進行探討（彭月茵，2010）。近年來學

者們發現創造力複雜，不能由單一向度形成，應該從多元層面思考匯合

（張世慧，2018；Sternberg, 2017）。Sternberg、Lubart（1996）提出創

造力投資理論，指出創造力以人為中心，包含環境、人格特質、動機、

智慧、思考型態、知識等層面多元思考匯合。吳明雄等（2008）指出應

用創造力投資理論六項資源，發展匯合取向的創造力評定量表，可以建

構高職學生技術創造力指標，做為未來培育高職學生技術創造力參考。 

因應以知識創新為導向的新經濟時代，高職將擔任新一代技術人才

創新能力角色。高職除了教導專業知識、培養實用技術人才外，更以增

進學生創造力為目標。為了達成此一目標，十二年國民教育中，高職在

課程規劃提供學生創造思考機會，鼓勵學生專業科目學習激發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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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國家未來發展（教育部，2014）。 

攝影是創造力表現方式之一，面對各種不同環境拍攝有很大的差異

（曹小曙，2000），如何發展一個攝影創造力量表，讓學習者創作歷程

能夠進行檢視，找到自己攝影定位很重要。過去攝影創造力相關量表研

究，主要探討一般性自陳式創造力量表（Kandemir & Kaufman, 2020）、

自陳式工業技術創造力量表（吳明雄，2018）、自陳式視覺創造力量表

（Akca & Kavak, 2021）、自陳式舞蹈創造力量表（林宸妤，2019）、自

陳式攝影靈感啟發學習量表（佚名，2015）、自陳式攝影想像力量表

（佚名，2020）、自陳式多元智慧攝影量表（佚名，2022）、自陳式攝影

能力量表（陳婷綺，2019）、攝影作品評分量表（吳振宏等人，2010）。

較少以攝影能力發展攝影創造力量表。 

本研究目的是教育創新，了解攝影創造力組成成分，編製高職設計

類科學生自陳式攝影創造力量表，以及進行攝影創造力量表實測，了解

學生攝影創造力多元思考表現。首先從攝影創造力理論基礎、攝影創造

力涵義與面向、攝影創造力學習模式、創造力評量與攝影創造力量表編

製相關文獻進行探討，然後編製適合評量高職設計類科學生的攝影創造

力量表，以及驗證攝影創造力量表信效度，了解學生攝影創作思考過

程，是否能從創造力角度進行多元思考，作為未來高職教育參考。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目的主要如下：（1）編製適合評量高職設計類科學生攝影創

造力量表。（2）探討高職設計類科學生攝影創造力量表實測之多元思考

表現。 

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想要對下列問題進行探討：（1）高職設計類

科學生之攝影創造力量表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為何？（2）高職設計類

科學生攝影創造力量表實測之多元思考表現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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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樣本以臺北市高職設計類科學生為研究範圍。在樣本蒐集過

程，礙於人力與物力限制，僅能從便利取樣尋找參與者，無法從隨機抽

樣選擇參加者，係為本研究的限制。 

貳、文獻探討 

一、攝影創造力理論基礎 

攝影是科學與藝術結合，運用照相機發揮個人技術及創造力，表現

意念及美感經驗，產出藝術性影像（江村雄，2020）。過去吳明雄

（2018）應用創造力投資理論多元思考匯合觀點發展工業技術創造力量

表；吳振宏（2011）應用認知心理學、社會學習理論與批判思考理論發

展線上教師評量與同儕互評的攝影作品評分量表；佚名（2022）綜合多

元智慧理論、認知心理學、價值理論編製多元智慧攝影量表。本研究從

創造力投資理論、認知心理學、價值理論進行探討，以對攝影創造力提

供不同的學習視角，作為編製攝影創造力量表構想來源。 

（一）創造力投資理論（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 

創造力投資理論由 Sternberg、Lubart 在 1996 年提出，主要是反對

傳統智力理論過於狹隘與呆滯，將智力的內部成分、外部情境及經驗世

界加以整合，提出創造力投資理論，包含環境、人格特質、動機、智

慧、思考型態及知識六項資源，主張將資源多元思考匯合強化創造力，

發展多元化價值（張世慧，2018）。 

創造力投資理論主張六項資源相互作用創造力愈大，就像馮勇

（2010）應用創造力投資理論編製中學生創造力表現量表，對學生創造

力表現進行差異分析，了解不同性別、城鄉及年級學生在創造力的多元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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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價值理論（value theory） 

「價值」一詞興起於十九世紀末，哲學家視為「完美」別稱，認為

只有完美事物才是價值。價值是個體或是社會用以衡量及判斷事物信

念。只是價值分類混亂，不同人以不同角度將價值作分類，諸如

Golightly 將價值區分為實質的（essential）和操作的（operational）價

值；Lewis 將價值分為外在的（extrinsic）、內在的（inherent）價值

（Schwartz, 2006）。 

價值理論注重理想，引導個人思考周遭重要需求。就像朱新亞

（2013）指出應用微距攝影表現鈞瓷釉色變化，能夠把釉色細節表現得

更真實，展現一個別開生面的微觀世界，賦予鈞瓷影像獨特的視覺美感

價值。 

（三）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 

認知心理學起源於 50 年代歐洲，包括兩大流派：一以瑞士心理學

家皮亞傑（Piaget）為代表，二則以「訊息處理理論」為主。研究重點

是個體對事物認識與理解心理歷程，以及整個訊息處理過程如何組合，

如何改變個人心智結構，包含感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運思期、形

式運思期（張春興，2020）。 

認知心理學論點強調每一個人皆可以經由事物認識、理解，以及訊

息組合形成行為模式，就像吳明雄（2000a）指出認知心理學派強調學

習經由訊息檢索、編碼與組合心智歷程，若是應用在專業知識與技能，

會有新價值產物輸出。 

本研究綜合上述不同理論觀點獲得相關啟示，例如創造力投資理論

重視六種資源投入與彼此間相互作用，產生的創造力愈大，可以應用為

攝影創造力六個面向；價值理論注重個人思考周遭重要需求，表現獨特

視覺價值效果，可以強調攝影創造力的價值影像構成；認知心理學注重

事物認識及理解，以及各式訊息組合與作用，可以強調攝影創造力六個

面向及價值影像構成的創新組合與運用。上述三種理論觀點對本研究編



黃金俊  教育創新透過多元思考匯合觀點對攝影創造力量表之編製 99 

製攝影創造力量表之環境題材觀察、人格特質探索、動機主題建立、智

慧構想發展、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以及價值影像構成分量表有

所啟發，成為本研究編製攝影創造力量表，建構攝影創造力學習模式的

構想來源。 

二、攝影創造力涵義與面向 

「創造力」一字源自於拉丁語的「creatus」，意思是指製造或生產

（to make or produce）之意（Piirto, 1992）。張氏心理學辭典將創造力解

釋為在問題情境中突破習慣限制，形成嶄新的心理歷程（張春興，

2011）。毛連塭等人（2000）指出創造力是賦與某些新事物存在能力。 

攝影創作歷程李曼嘉（2019）指出探索周遭環境題材進行主題創

作，透過照相機應用攝影知識，思考及構想視覺影像進行價值構成表

現。黃嘉勝（2004）指出創造力投資理論主張的六項資源多元思考匯合

觀點，可以引發學生創意構想，建立在職業學校攝影技術實用性與藝術

成份表現。攝影創造力面向，研究者綜合李曼嘉（2019）、黃嘉勝

（2004）論點，定義攝影創造力為攝影者在攝影創造表現歷程，透過創

造力投資理論六項資源的多元思考匯合觀點，進行視覺影像價值表現，

包含環境題材觀察、人格特質探索、動機主題建立、智慧構想發展、思

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及價值影像構成七個面向，因此研究者從此

七個面向進行探討： 

（一）攝影創造力是環境題材觀察創造表現 

創造力來自環境刺激，例如同儕接觸、社會空間接觸，產生富有創

造力的作品（Mellou, 1996）。顧錚（2013）指出攝影創造力透過環境題

材觀察，從每天看到風景、經過場所，瞬間感受周遭景物，透過影像思

考方式創造表現。 

攝影創造力環境題材觀察表現，盧語荒（2013）指出可以從街道上

一些都市車輛、人影、角落生活紀錄，進行題材價值創造。秦凱

（2007）指出可以從看到的陌生人物、表面紋路質感或是藝術作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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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 

（二）攝影創造力是人格特質探索創造表現 

人格是個人和其他人不同的特質。創造力源於人格特質，是發現自

我和實現自我指標（Guilford, 1959）。Mcmanus 與 Furnham（2006）指

出藝術創造過程能投入、專注，形成較好的影像價值品質。 

涂毓修（2014）指出攝影藝術創造力人格特質可以從生活周遭事物

接觸、仔細觀察事物特徵進行視覺展現。黃富昌等人（2007）指出事物

創造力表現人格特質可以從事物進行猜測及探詢可能發展方向進行展

現。 

（三）攝影創造力是動機主題建立創造表現 

動機指引起個體活動，朝向某一個目標的內在歷程（張春興，

2020）。劉文奕（2001）指出創造力涉及動機性決策，促使攝影者思考

特殊的主題表現。 

莊琬琳（2011）指出攝影創造力表現過程可以透過各類的攝影競賽

活動，發展攝影可以表現的動機主題。趙敏（2016）指出可以透過學校

同學討論事情及課堂老師教學過程，發展攝影動機主題進行創作。 

（四）攝影創造力是智慧構想發展創造表現 

智慧指產生新想法，從一個不同角度把不相關資訊結合在一起

（Sternberg et al., 1997）。郭潤滋（2013）指出攝影是人類智慧結晶，透

過事物選取不同視角，拍攝中融入自我認識、自我比較及自我實現的主

觀視覺認知。 

趙申申（2021）指出攝影智慧構想創造，主要是透過與外在環境互

動和對話方式，把不相關概念組合在一起。張甜（2016）指出攝影智慧

構想，可以綜合感性、理性思考，重新組合事物，創造出新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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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攝影創造力是思考型態運用創造表現 
思考型態指多元思考運用，例如行政型態配合周遭情況；立法型態

產生不同想法；司法型態評估別人工作（Sternberg et al., 1997）。李佳

（2013）指出攝影創造力表現能多元化思考影像特徵形成多元攝影風

格。 

攝影創造力思考型態，黃嘉勝（2005）指出可以透過對問題旁敲側

擊，例如擴大些如何?縮小又怎麼樣?秦興和（2015）指出可以配合周遭

現況進行表現。郭力昕（1998）指出可以從別人觀點進行評估與思考。 

（六）攝影創造力是攝影知識應用創造表現 

要有創造力必須要有知識。知識可以讓你將想法轉換成高品質的作

品（Sternberg & Lubart, 1995）。攝影應用知識進行影像創造，把科學和

藝術相結合，創造出成功的攝影作品（肖仁麗，2012）。 

張顏華（2013）指出應用戶外自然光線概念表現事物立體效果。麥

仕能（2002）指出運用光圈概念表現被攝物與周遭的清晰度；以及運用

曝光概念進行事物明暗階調表現。汪素琴（2011）指出透過快門速度概

念創造出影像動態效果。王蘭榮（1988）指出運用相機震動、對焦模糊

概念進行事物特殊表現。 

（七）攝影創造力是價值影像構成創造表現 

攝影價值影像構成指攝影表現周遭環境，記錄生命和歷史的價值影

像（範一飛，2012），以及運用動態、符號，融入時間與空間理念，創

造出價值影像構成表現（陳漢元，2005）。 

攝影創造力價值影像構成，鄒春祥（2015）指出可以呈現當今社會

問題。吳俊辰（2013）指出可以呈現事物暗示性抽象效果。王楠

（2017）指出可以呈現事物超現實虛構現象。劉晉彰與洪瑞宙（2018）

指出可以呈現事物諷刺批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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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攝影創造力學習模式 
「攝影」（Photography）源自於希臘字母的 Phos（光）與 Graphis

（繪畫），意涵為「用光線繪圖」，自公元 1839 年問世以來已經成為當

代重要藝術創作形式（李賢輝，2015）。蔣京川（2007）指出創造力投

資理論主張六項資源，培養學生多元思考匯合的價值建立。白天宇

（2019）指出攝影創造力透過環境題材、自我探索、主題訂定、智慧構

想、思考型態與攝影知識運用，展現多元化思考價值。綜合以上論點，

攝影創造力表現可以運用創造力投資理論六項資源的多元化思考匯合觀

點，表現富有創造力的價值影像構成，這些在攝影學習過程可以經由創

造力學習模式，建立有效的學習反應及指標（Kolb, 2012）。 

過去攝影創造力相關學習模式建立，吳明雄等人（2008）以高中職

學生為研究樣本，根據創造力理論的多元思考匯合觀點建構環境、人格

特質、學習、能力、思考歷程、作品面向的藝術創造力學習模式，然後

發展自陳式創造力影響評定量表，對受試者進行評量，結果發現 56 項

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陳建宏（2013）以技職院校創業團隊為研究樣

本，根據創造力理論多元思考匯合觀點，探討個人、環境和場域等因素

對商業創新影響，建構團隊特質、創業動機、創業能力、知識獲取、創

新思考、家庭支持、學校支援、團隊運作、規範準則、守門人面向學習

模式，然後發展自陳式商業創新系統創造力量表，對創業團隊進行調

查，結果發現創造力影響面向可以有效解釋商業創新表現。 

綜合上述文獻，創造力學習模式可以是藝術創造力學習模式，也可

以是商業創新學習模式，並且透過創造力量表加以評估。本研究教育創

新透過多元思考匯合觀點的創造力投資理論進行攝影創造力量表編製，

經由攝影創造力相關文獻探討，建構環境題材觀察、人格特質探索、動

機主題建立、智慧構想發展、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及價值影像

構成之攝影創造力學習模式，除了採用 Sternberg、Lubart 提出的創造力

投資理論六項資源外，導入第七個因素–價值影像構成，主要是多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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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出應用創造力投資理論進行思考，可以創造出價值影像構成；而且

在攝影創造力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時，能從攝影創造力量表結構模式看

出創造力因素影響價值影像構成因素，以及透過不同的創造力因素路徑

進行價值影像構成學習。 

創造力投資理論的六項資源彼此獨立且存在相互作用（Sternberg & 

Lubart, 1996）。過去蔡雅婷（2022）指出攝影創作的環境題材影響人格

特質；蘇文妤（2021）指出攝影創作的人格特質影響智慧構想；洪佩欣

（2011）指出攝影創作的智慧構想影響動機主題；張浩（2017）指出紀

實攝影的環境題材影響思考型態；周功梅等人（2020）指出旅遊攝影的

人格特質影響動機主題；羅聰明（2018）指出攝影創作的智慧構想影響

思考型態；簡子瀞（2019）指出敘事攝影的動機主題影響攝影知識；劉

晉彰與洪瑞宙（2018）指出敘事攝影的思考型態影響攝影知識；林俊吉

（2017）指出攝影表現的攝影知識應用影響價值影像。因此本研究假定

攝影創造力學習模式面向的環境題材觀察影響人格特質探索，人格特質

探索影響智慧構想發展，智慧構想發展影響動機主題建立，環境題材觀

察影響思考型態運用，人格特質探索影響動機主題建立，智慧構想發展

影響思考型態運用，動機主題建立影響攝影知識應用，思考型態運用影

響攝影知識應用，攝影知識應用影響價值影像構成。研究依據攝影創造

力學習模式面向及其之間影響關係編製攝影創造力量表，然後驗證攝影

創造力量表信效度，檢視學生是否能經由攝影創造力學習模式七個面向

創造新價值影像，作為未來教育參考。 

四、創造力評量與攝影創造力量表編製 
創造力是產生新奇事物能力。創造力評量起源於多元智慧概念，由

於早期發展的智力測驗無法評量出創意潛能，因此應用心理計量取向研

究方法發展創造力評量（葉玉珠，2006）。過去 Torrance 編製陶倫斯創

造思考測驗（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 TTCT）成為評量一般

性創造力主要方法（張世慧，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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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量表編製，陶玟廷（2021）以科技大學學生為研究樣本，應

用創造力相關理論，設計一般性創造力測驗，有語文創造力測驗一份及

圖形繪製創造力測驗二份。然後採取調查研究方法，以學生作答反應項

目進行類別和百分比次數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評分指標的

Cronbach’s α 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83，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

為.43~.73，評分指標可以分為流暢性、原創性、精密性、變通性。方善

誠（2008），以國中學生為研究樣本，應用 Sternberg、Lubart 提出的創

造力投資理論，採取多元思考匯合觀點，編製自陳式科學創造力量表，

然後採取調查研究方法，資料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發現

Cronbach’s α 總信度為.95，各題目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5，可以分為擴

散思考、聚斂思考、人格特質、思考型態、動機五個部分。賴慕回

（2009）以高職學生為研究樣本，應用創造力理論發展電機電子領域產

品技術創造力量表，然後採取調查研究方法，資料以肯德爾和諧係數分

析評分者信度，並且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效標間相關指標，研究結果

發現量表評分者信度、效標關聯效度皆是良好，可以分為流暢力、變通

力、獨創力及實用性四個部分。     

綜合上述，創造力可以評量個體產生新價值事物能力。過去評量創

造力有圖形繪製、自陳式、產品評量方法，也有一般性創造力、領域創

造力評量。本研究目的是編製高職學生使用之自陳式攝影創造力量表，

透過攝影創造力相關文獻探討，依據攝影創造力學習模式，編製一套適

合評量高職學生的自陳式攝影創造力量表，包含環境題材觀察、人格特

質探索、動機主題建立、智慧構想發展、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

及價值影像構成七個分量表，以及驗證攝影創造力量表信效度，了解學

生攝影歷程是否可以從創造力角度進行思考，作為未來高職攝影教育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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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教育創新，透過多元思考匯合觀點，編製適合評

量高職設計類科學生的攝影創造力量表，以及實測探討學生攝影創造力

量表之多元思考表現。首先了解攝影創造力組成成分，然後依據攝影創

造力學習模式編製攝影創造力量表，以及採用調查研究方法對高職設計

類科學生進行施測，施測完將資料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

析，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變項之間

關係，並且進行模式適配度考驗，然後評估學生攝影創造力多元思考表

現。茲將研究樣本、研究工具及研究步驟說明如下：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樣本為臺北市公私立高職設計類科學生（教育部，2022）。

研究過程考量成本、時間及樣本選取可行性採用便利抽樣，參考 Akca

與 Kavak（2021）的自陳式視覺藝術創造力量表編製及 Kandemir 與

Kaufman（2020）的自陳式創造力量表編製樣本選取方式，攝影創造力

量表編製樣本選取，邀請臺北市公私立高職類科已學習過攝影課程的三

年級學生，人數總計 781 人，其中預試樣本數 373 人，預試樣本以外之

正式施測樣本數 408 人，列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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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攝影創造力量表施測樣本學校及科系 

學校 科系 預試樣本數 
正 式 施 測

樣本數 

臺北市立大安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圖文傳播科 
58 62 

臺北市市立士林 

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66 78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77 86 

臺北市私立泰北 

高級中學 

多媒體設計科 

室內空間設計 

美工科 

45 
34 
30 

56 
32 
31 

臺北市私立景文 

高級中學 

廣告設計科 
32 30 

臺北市私立開南 

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廣告設計科 
31 33 

總計 373 408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為攝影創造力量表，編製時參考學者出版或是發表的創

造力、攝影創造力文獻論點，然後邀請相關學者審視題項內容，建立研

究工具內容效度。以及藉由探索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建立建構

效度。 

（一）內容與題項篩選 

本研究工具之攝影創造力量表，包括環境題材觀察、人格特質探

索、動機主題建立、智慧構想發展、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及價

值影像構成七個分量表。研究工具編製在環境題材觀察分量表，參酌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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錚（2013）指出可以從瞬間感受周遭景物，透過影像思考方式創造表

現、盧語荒（2013）指出可以從都市車輛、人影、角落生活紀錄，進行

題材價值創造、秦凱（2007）指出可以從表面紋路質感或是藝術作品表

現進行量表編製；在人格特質探索分量表，參酌涂毓修 （2014）指出

可以從事物接觸、仔細觀察事物特徵進行視覺展現、黃富昌等人

（2007）指出可以從事物進行猜測及探詢可能發展方向展現進行量表編

製；在動機主題建立分量表，參酌莊琬琳（2011）指出可以透過各類的

攝影競賽活動，發展攝影表現動機主題、趙敏（2016）指出可以透過學

校同學討論事情及課堂老師教學過程，發展攝影動機主題進行量表編

製；在智慧構想發展分量表，參酌郭潤滋（2013）指出可以融入自我認

識、自我比較及自我實現的主觀視覺認知、趙申申（2021）指出可以透

過與外在環境互動和對話方式，把不相關概念組合在一起、張甜

（2016）指出可以綜合感性、理性思考，重新組合事物，創造出新的影

像進行量表編製；在思考型態運用分量表，參酌黃嘉勝（2005）指出可

以透過對問題旁敲側擊，例如擴大些如何?縮小又怎麼樣?、秦興和

（2015）指出可以配合周遭現況進行表現、郭力昕（1998）指出可以從

別人觀點進行評估與思考進行量表編製；在攝影知識應用分量表，參酌

張顏華（2013）指出應用戶外自然光線概念表現事物立體效果、麥仕能

（2002）指出運用光圈概念表現被攝物與周遭清晰度；以及運用曝光概

念進行事物明暗階調表現、汪素琴（2011）指出透過快門速度概念創造

出影像動態效果、王蘭榮（1988）指出運用相機震動、對焦模糊概念進

行事物特殊表現進行量表編製；在價值影像構成分量表，參酌鄒春祥

（2015）指出可以呈現當今社會問題、吳俊辰（2013）指出可以呈現事

物暗示性抽象效果、王楠（2017）指出可以呈現事物超現實虛構現象、

劉晉彰與洪瑞宙（2018）指出可以呈現事物諷刺批評現象進行量表編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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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題材觀察分量表，主要是測量學生攝影創造力表現是否能透過

周遭環境進行觀察。人格特質探索分量表，主要是測量學生攝影過程是

否能從表現題材進行自我探索、猜測。動機主題建立分量表，主要是測

量學生攝影表現是否能從外在相關活動和學習內容建立攝影主題。智慧

構想發展分量表，主要是測量學生從攝影表現主題，是否能以不同的角

度，從不相關事物組合實現新奇想法。思考型態運用分量表，主要是測

量學生是否能從周遭環境和別人角度進行評估，產生多元思考想法。攝

影知識應用分量表，主要是測量學生攝影表現是否能透過光線和相機功

能攝影知識形成創新手法。價值影像構成分量表，主要是測量學生攝影

表現是否能從事物效果和社會現象實現價值影像。 

量表初稿建構完成後，分別給大學攝影創作專長教授、大學致力創

造力推廣與量表發展心理測驗學者，以及任教高職攝影課程教師，依據

專業背景知識檢驗量表架構、測驗概念與攝影題項，對各題項敘述進行

內容效度審核，分別訂出適用、修改後適用和不適用等修改建議。量表

審核建議修改後，再邀請五位高職學生預作試答，並且依照試答結果作

為量表修改與文字修訂依據，以確認各題項代表性、準確度與可讀性。

量表題目經過修正後原先編訂 35 題，後來將思考型態運用相近的兩題

合併成 1 題，量表題目共有 34 題。 

本研究攝影創造力量表編製採用李克特（Likert）量表方式。李克

特量表是由 Likert 於一九六二年創立，通常使用「完全不同意」、「不同

意」、「不確定」、「同意」及「完全同意」五項等級回答，來呈現一個人

對於問題的感受或反應程度，並且計分為 1，2，3，4，5 分，為總和評

定計分量表。只是許多計量心理學者主張，為了避免答題者選擇「不確

定」的選目而不願意表示其真正的態度，研究者可設計偶數個選目，使

用四種等級量表來評量（楊坤原，2023）。本研究參考潘朝昱（2007）

編製之自陳式國中學生創造性傾向量表，採用李克特四點量表評量及計

分，每題 1 至 4 分。計分方式填答完全不符合給 1 分、經常不符合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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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經常符合給 3 分、完全符合給 4 分。另外參考黄程琰（2015）編製

的自陳式大學生批判性思維傾向之量表編製與實測的實測分析研究方

式，從學生量表答題平均數得分集中與分散情形，了解學生的學習表

現，包含正向認同看法與趨勢，以及學習表現高分和低分認同度。因此

定義攝影創造力正向認同看法與趨勢指學習者在攝影創造力量表的表

現，不論是全量表或是分量表答題平均數大於 2.50，表示學生對於攝影

創造力具有正向認同看法與趨勢。 

量表題目編修完成後進行預試，然後作預試分析。預試分析有項目

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作為量表陳述及題項修改。 

1.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主要針對題目進行適切性評估，進而剔除未達檢驗標準題

目。本研究參酌邱皓政（2019）建議標準，分析 373 位高職學生在量表

填答結果。在 34 個項目中，所有項目填答完整，無遺漏值。量表各試

題平均數介於平均值±1.5 個標準差內，標準偏差皆大於.75，偏態皆低

於絕對值 1。極端組 t 檢定學生得分最高 27%與最低 27%之極端組 t 值

皆大於 1.96， p 值皆小於.001，達到顯著差異，顯示各題項皆具備良好

鑑別度。分量表各試題與分量表相關係數、分量表各試題因素負荷量、

分量表與總量表相關係數皆高於.3，顯示量表各試題相關性頗高。綜合

言之，本研究量表所設計的 34 題對高職學生而言皆具有適切性，因此

在這階段並無進一步修改而全數保留。 

2.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主要是探索量表潛在因素結構。攝影創造力量表探

索性因素分析 KMO 值為.96，球形檢定之 χ2值為 6916.06，達到顯著水

準（p <.001），表示量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量表主要是從攝影過程

攝影創造力七個面向編製題目。研究者認為因素間具有某種程度相關，

因此採主成分分析方法，並且採用適合量表編製及注重因素間相關之

Promax 斜交轉軸法，以取得更適切的收斂度（吳明隆，2017）。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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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時萃取特徵值大於 1 因素，轉軸後以組型矩陣（pattern matrix）係數

作為刪題標準。 

攝影創造力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摘要表結果列於表 2。攝影創造力

量表經過因素分析後有七個特徵值大於 1（13.91、2.06、1.91、1.50、

1.16、1.09、1.02），其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1.46%。四個因素內各題項因

素負荷量介於.63~.84 間，重疊共同性係數介於 .50~.73 間，皆大於.3，

符合 Tabachnick與 Fidel（2007）建議：因素分析時只要特徵值大於 1，

因素負荷量大於 0.4，而且能解釋 40%以上，因素分析結果就具有解釋

力。 

攝影創造力量表原先 34題，預試後分析有 3題無法歸類及 2題因素

負荷低於 0.4，因此予以刪除，最終量表為七個因素，經過學者確認後

分別是環境題材觀察 5 題，人格特質探索 4 題，動機主題建立 3 題，智

慧構想發展 5 題，思考型態運用 3 題，攝影知識應用 5 題，價值影像構

成 4 題，總計 29 題。 

（二）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代表測量工具正確性與有效性，本研究邀請相關學者審視

題項內容，建立研究工具內容效度證據。此外，藉由探索性因素分析與

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量表測量模型是否與理論構念相契合，建立建構

效度證據。 

（三）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代表測量工具穩定性與一致性。本研究採 Cronbach's α 係

數檢驗量表內部一致性，並且以刪題後 Cronbach's alpha 明顯提高題項

作為修改與刪題判斷原則。攝影創造力量表信度分析，總量表與七個分

量表題數 α 值分別為.95 與.85、.78、.70、.79、.75、.81、.83，皆在.70

以上，表示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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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研究運用預試樣本數的題本填答，進行量表結構與項

目品質檢測，以決定題目優劣，作為正式量表決策依據，形成量表正式

題本。 

三、研究步驟 

本研究第一階段是量表題目編修，先區分攝影創造力七個因素，並

且設計題目，然後經過攝影、心理測驗及教育三位學者進行審題，檢驗

量表架構、測驗概念與題項初稿，進行內容效度檢核。第二階段是量表

預試及正式施測，先訂出預試及正式施測對象，然後進行預試施測、分

析預試結果及修正題目，接續進行正式施測、分析正式施測結果。施測

方式以班級為單位，於上課時間在該班教室由研究人員進行施測，時間

約 20 分鐘。預試及正式施測均於兩週內完成。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調查資料回收後，先檢視量表填答狀況，針對有效量表進行

資料編碼，然後以統計軟體 SPSS 22.0 進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

與信度分析等統計考驗，了解各題項的鑑別度、與總分相關性和因素負

荷量，作為刪題或是修正預試目的依據。接著各題項以 LISREL 10.3 軟

體進行 SEM 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攝影創造力量表七因素結構的模式

適配度。然後在實測結果部分採描述性統計，呈現攝影創造力量表的平

均數與標準差，透過總量表及各分量表平均數得分集中與分散情形，了

解學生在攝影創造力的多元思考表現。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攝影創造力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量表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為了能了解分量表之間潛在因素結構

模式之適配程度，研究者以 SEM 對四個分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前，先檢核本量表是否適合進行驗證性因素分

析。根據邱皓政（2018）指出 SEM 分析樣本數最少為變項數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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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於 100。本量表共 29 題，樣本數為 408 人，符合上述標準。再

者，進行模式適配度檢驗之前，先進行多變項常態分配假設檢驗。

Kline（2016）指出常態分配檢驗標準：偏態的絕對值小於 3.0，峰度的

絕對值小於10.0，適合採取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L）。研

究者以 SPSS 軟體驗證 29 個變項，偏態介於-.54 到.29 之間，峰度介於

-.88至.37之間，符合常態分配，因此以常態分配的最大概似法作為參數

估計。攝影創造力量表結構模式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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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攝影創造力量表結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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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研究者進行模式適配度檢驗。Joreskog與 Sorbom（2006）指

出考量模式適配度須同時檢驗三方面：基本適配度（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本研究適配度指標如下： 

1.基本適配度 

本研究參考 Hair et al.（2019）的基本適配度驗證標準，如表 3 所

示。本研究量表基本適配度之誤差變項皆為正值、誤差變項都達到顯著

水準、估計參數的相關絕對值未接近 1.00、各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介

於 .50-.95、未有過大標準誤因素，本研究量表基本適配度符合標準。 

表 3 
攝影創造力量表基本適配度檢驗結果 

檢驗項目 數值 

沒有負的誤差變項 .42~.66 

誤差變項皆達顯著水準 p <.001 

參數相關絕對值未太接近 1 .15~.37 

因素負荷量介於.50-.95 .59~.78 

因素未有過大標準誤 .08~.13 

 

2.整體模式適配度 

本量表在整體模式適配度各項指標檢驗結果如表 4 所示，卡方值達

到顯著水準，顯示量表之模式適配不佳。但是多數學者認為卡方值受到

樣本數大小影響甚深，因此該值僅作參考，並非主要評估指標。若是卡

方值達到顯著水準，但是卡方值/自由度比率小於 3，可視為良好的適配

度（余民寧，2012）。本研究卡方值達到顯著水準，但是卡方值/自由度

比率小於 3，可視為良好的適配度。其餘檢驗項目都符合標準，本研究

量表整體模式適配度符合標準，可以與觀察資料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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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攝影創造力量表整體模式適配度檢驗結果 

檢驗項目 數值 

卡方值未達到顯著水準 χ2
 （399）＝548.44，p <.001，達到顯著水準 

卡方值/自由度小於 3 548.44/368=1.49 

SRMR 指數小於 0.08 0.05 

RMSEA 數小於 0.08 0.04 

NFI 指數接近 1 .97 

NNFI 指數接近 1 .99 

CFI 指數接近 1 .99 

IFI 指數接近 1 .99 

RFI 指數接近 1 .97 

AIC 指數比獨立模式指數小 AIC 指數為 703.66＜獨立模式指數 18871.49 

PNFI 指數達到.5 .88 

PGFI 指數達到.5 .75 

 

3.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指模式內在品質考驗，本研究依據 Bagozzi、

Yi（2012）建議從五項標準判斷，如表 5 所示。本量表個別項目信度、

潛在變項組合信度、標準化殘差符合標準。環境題材觀察、人格特質探

索、動機主題建立、智慧構想發展、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及價

值影像構成之平均變異抽取量介於.45~.55。過去余民寧等人（2012）在

大學生心理資本量表編製及其相關因素研究指出，各潛在變項的變異抽

取量介於.44~.53，顯示各潛在變項所能解釋到的變異量比值尚屬適切。

本研究之平均變異抽取量介於.45~.55，顯示各潛在變項能解釋的變異量

尚屬適切。估計參數皆達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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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攝影創造力量表整體模式適配度檢驗結果 

個別項目信度在.50 以上 .50~.61 

潛在變項組合信度在.60 以上 .60~.85 

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大

於.50 

.45~.55 

估計參數達到顯著水準 環境題材觀察對人格特質探索影響、環境題

材觀察對思考型態運用影響、人格特質探索

對動機主題建立影響、人格特質探索對智慧

構想發展影響、動機主題建立對思考型態運

用影響、智慧構想發展對動機主題建立影

響、智慧構想發展對攝影知識應用影響、思

考型態運用對攝影知識應用影響、攝影知識

應用對價值影像構成影響 

標準化殘差絕對值小於 2.58 -.11~.15 

個別項目信度在.50 以上 .50~.61 

潛在變項組合信度在.60 以上 .60~.85 

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大

於.50 

.45~.55 

估計參數達到顯著水準 環境題材觀察對人格特質探索影響、環境題

材觀察對思考型態運用影響、人格特質探索

對動機主題建立影響、人格特質探索對智慧

構想發展影響、動機主題建立對思考型態運

用影響、智慧構想發展對動機主題建立影

響、智慧構想發展對攝影知識應用影響、思

考型態運用對攝影知識應用影響、攝影知識

應用對價值影像構成影響 

標準化殘差絕對值小於 2.58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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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式各變項間效果 
使用 SEM 方法驗證理論模式，因素之間存在著影響關係，透過模

式適配度可以驗證彼此影響性（張偉豪，2013）。本研究攝影創造力量

表結構模式各因素存在著影響關係，如表 6 所示。環境題材觀察對價值

影像構成除了直接影響效果外，也有間接影響效果。環境題材觀察透過

人格特質探索、智慧構想發展、動機主題建立、攝影知識應用對價值影

像構成產生間接影響效果；以及環境題材觀察透過人格特質探索、動機

主題建立、攝影知識應用對價值影像構成產生間接影響效果；以及環境

題材觀察透過人格特質探索、智慧構想發展、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

應用對價值影像構成產生間接影響效果；以及環境題材觀察透過思考型

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對價值影像構成產生間接影響效果。人格特質探

索、智慧構想發展、動機主題建立、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成為

環境題材觀察影響價值影像構成中介效果，如圖 1 所示。 
本研究從觀察資料中發現環境題材觀察、人格特質探索、動機主題

建立、智慧構想發展、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可以解釋新價值影

像構成的總變異量為 60%（即 R2 值＝.60）。 

表 6 
攝影創造力模式各變項間效果 

因素間影響 標準化數值 

環境題材觀察對人格特質探索 .87，p <.001 

環境題材觀察對思考型態運用 .47，p <.001 

人格特質探索對智慧構想發展 .86，p <.001 

人格特質探索對動機主題建立 .46，p <.001 

智慧構想發展對動機主題建立 .51，p <.001 

智慧構想發展對思考型態運用 .58，p <.001 

動機主題建立對攝影知識應用 .32，p <.001 

思考型態運用對攝影知識應用 .62，p <.001 

攝影知識應用對價值影像構成 .71，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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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區別效度檢驗 

本研究攝影創造力量表的區辨效度，依據 Hair et al.（2019）指出若

各分量表的平均變異抽取量，皆大於兩兩分量表之積差相關係數的平

方，顯示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本研究七個分量表的平均變異抽取量介

於.45-.55，皆高於兩兩分量表之積差相關係數平方值.23-.44，顯示本量

表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 

二、高職學生攝影創造力量表之實測分析 

攝影創造力量表以高職設計類科 408 位學生為對象之實測結果如表

7 所示。不論是全量表或是各分量表，所有項目中答題的平均數皆大於

2.5，顯示學生對於攝影創造力持認同的看法與趨勢。以及從七個分量

表平均數來看，學生在價值影像構成分量表的平均數較其它分量表的平

均數表現低分；學生在環境題材觀察分量表的平均數表現較其它分量表

的平均數表現高分。 

表 7 
攝影創造力量表實測 

    項目 

量表 
平均數 標準差 

總量表 2.69 0.67 

環境題材觀察 2.82 0.70 

人格特質探索 2.81 0.55 

動機主題建立 2.64 0.74 

智慧構想發展 2.62 0.61 

思考型態運用 2.74 0.67 

攝影知識應用 2.71 0.64 

價值影像構成 2.53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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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創造力量表之分量表得分最低與最高題號平均數之實測結果如

表 8 所示。在所有分量表中，研究樣本於價值影像構成分量表的第 7 題

平均數得分最低，在人格特質探索分量表的第 9 題平均數得分最高。從

各自分量表中各題項得分平均數來看，皆有平均數得分最低與最高題

號。 

表８ 
攝影創造力量表之分量表得分最低與最高題號平均數實測結果 

                    項目 

量表 

得分最 

低題號 

得分最低題

號平均數 

得分最 

高題號 

得分最高題

號平均數 

環境題材觀察 第 8 題 2.74 第 10 題 2.86 

人格特質探索 第 22 題 2.73 第 9 題 2.88 

動機主題建立 第 26 題 2.51 第 28 題 2.80 

智慧構想發展 第 24 題 2.52 第 11 題 2.73 

思考型態運用 第 21 題 2.73 第 27 題 2.76 

攝影知識應用 第 3 題 2.62 第 4 題 2.80 

價值影像構成 第 7 題 2.50 第 1 題 2.57 

 
三、討論 
（一）攝影創造力學習模式驗證 

本研究綜合創造力投資理論、價值理論、認知心理學等不同理論觀

點及李曼嘉（2019）、黃嘉勝（2004）學者論點，發現攝影創造力組成

成分包七個面向，因此假定攝影創造力學習模式，依據模式面向及之間

因果關係，編製攝影創造力量表進行驗證與評估。攝影創造力量表經由

攝影創造力學習模式驗證與評估，從評鑑結果發現大多數指標皆在可以

接受範圍內，研究假設模式契合觀察資料。未來學生攝影創造力學習可

以包括環境題材觀察、人格特質探索、動機主題建立、智慧構想發展、

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及價值影像構成七個因子結構，可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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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高職教師評量學生攝影創造力學習參考。有關這方面研究結果就如

同佚名（2022）以高職學生為研究樣本，假定多元智慧攝影學習模式，

依據模式面向及之間因果關係，編製多元智慧攝影量表進行驗證與評

估，檢視學生多元智慧攝影學習可以包括自然智慧、內省智慧、人際智

慧、空間智慧、音樂智慧、語文智慧、肢體智慧、數學智慧與新價值影

像九個因子結構，可以作為未來高職教師評量學生多元智慧攝影學習參

考。 

（二）攝影創造力量表實測 
本研究透過攝影創造力量表對高職設計類科學生進行實測，了解學

生攝影創造力多元思考表現，發現學生在攝影創造力及環境題材觀察、

人格特質探索、動機主題建立、智慧構想發展、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

識應用、價值影像構成分量表答題平均數得分皆大於 2.50，顯示具有正

向認同看法與趨勢，以及學生在價值影像構成分量表平均數得分最低，

在環境題材觀察分量表平均數得分最高，在分量表平均數得分表現有得

分最低題號及得分最高題號。關於這方面研究結果就如同林靜雯與吳育

倫（2010）研究國小教師科學模型功能及建模歷程量表之編製發展與實

測分析，指出結果發現國小教師在科學模型功能及建模歷程的答題分數

大於平均數，表示施測者能具有正向認同看法與趨勢，而且在溝通、解

釋及模擬三項與教學有較高的認同，但是在模型進階功能認同則略低，

以及在分量表平均數表現有得分最低題號及得分最高題號。 

未來教師可以運用本量表在高職設計類科的攝影課程進行評量，了

解學生對攝影創造力認知，發現促發學生攝影創造力七個面向內容，引

導學生創造未知，找到原創影像運用，產生具有價值影像構成的攝影作

品。而且學生透過攝影創造力量表評量，可以學習了解攝影創造力發揮

過程，如何透過環境題材進行觀察、如何人格特質探索、如何動機建立

主題、如何智慧構想發展，以及如何進行思考型態運用、如何應用攝影

知識，以及建立各種價值影像構成，產生具有個人創造力風格的攝影作

品。 



122 臺東大學教育學報 2023, 34(2), pp. 93-13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問題是瞭解攝影創造力組成成分，然後以臺北市高職設計類

科學生為研究樣本編製攝影創造力量表，進行學生攝影創造力量表實

測，評估學生攝影創造力，希望能提供一份評量高職學生攝影創造力表

現的評量工具。除了能了解攝影課程對學生攝影創造力發展成效，也有

利於未來攝影創造力人才培養。本研究為初探性質，除了列出研究結

果，並且提出值得討論部分作為未來研究建議參考。 

（一）高職設計類科學生攝影創造力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 

本研究編製攝影創造力量表，透過攝影創造力理論基礎、攝影創造

力涵義及面向、攝影創造力學習模式、創造力評量與攝影創造力相關量

表編製等文獻探討，以及學者的效度檢驗形成量表初稿。然後經過臺北

市 373 位高職設計類科學生實際施測，資料結果發現在項目分析、探索

性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檢驗指標具有良好的數據。本研究再以另外臺北

市 408 位高職設計類科學生進行實測，資料結果在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

各項指標具有良好的數據，表示本研究編製的量表具有好的建構效度。

本研究藉由理論架構，劃分出環境題材觀察、人格特質探索、動機主題

建立、智慧構想發展、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及價值影像構成七

個面向，其構念與各題項皆能反應出初始理論概念，證明本研究量表架

構符合量表的初始編製目標，可以作為未來高職教師評量學生攝影創造

力參考。 

（二）高職設計類科學生攝影創造力多元思考表現具有正向認同看

法與趨勢 

本研究 408 位高職設計類科學生在攝影創造力量表的表現，不論是

全量表或是分量表答題平均數皆大於 2.50，表示學生在攝影創造力學習

歷程，對於攝影創造力、環境題材觀察、人格特質探索、動機主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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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智慧構想發展、思考型態運用、攝影知識應用及價值影像構成面向

具有正向認同看法與趨勢。從七個分量表平均數得分來看，學生在分量

表平均數得分表現有得分最低題號及得分最高題號，以及學生在價值影

像構成量表平均數得分最低，在環境題材觀察分量表平均數得分最高，

表示學生在攝影創造力學習歷程習慣環境題材觀察，對於價值影像構成

應用較不足，這可能意味教師未來教學時需要引導學生多加探索題材與

建立主題，應用攝影知識、智慧構想與思考型態，進行多樣化價值影像

構成表現，展現創新的攝影作品。 

二、建議 

（一）推廣攝影創造力量表評量學生攝影創造力 

本研究編製之攝影創造力量表屬於自陳性量表，是以臺北市高職設

計類科學生進行開發，包含七個面向及面向間關係與學習歷程可靠、有

效的測量工具。對於應用在高職設計類科相關教學場域或是教學實驗，

評量學生攝影創造力，瞭解學生的攝影創造力學習歷程，值得未來積極

推廣。 

（二）運用攝影創造力量表發展攝影創造力人才培育課程 

本研究建議教育單位可以運用結構穩定、信度與效度良好的攝影創

造力量表發展攝影創造力課程架構，設計攝影創造力教學活動，培育攝

影創造力人才。 

（三）考量其他相關因素與研究方法對攝影創造力量表建構影響 

本研究為試探性質，僅選擇攝影創造力七個面向，主要是應用創造

力投資理論六項資源和了解是否影響價值影像構成因素進行探討。然而

攝影創造力可能與許多變項有關係，包括吳振宏（2011）應用社會學習

理論與批判思考理論發展線上教師評量與同儕互評的攝影作品評分量

表。是否在高職設計類科學生攝影創造力學習歷程，社會學習理論與批

判思考理論變項對學生攝影創造力產生重大影響。本研究由於時間及人

力因素未採用這些構念，建議未來可以採用量化或質性研究方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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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創造力研究，建構一個攝影創造力整體模式。 

（四）攝影創造力量表題目架構及內涵應持續修訂 

本研究攝影創造力量表建立主要是前導性質。未來研究可以擴大樣

本建立常模，例如以臺北市以外區域的高職設計群學生為研究樣本；或

是以大學設計系學生為樣本；或者使用學生實際攝影作品進行實徵研

究，除了文字量表層次上評估，在第二階段可以由專家選出創造力優秀

攝影作品的學生與創造力較差攝影作品學生，評估他們攝影創造力量表

差異，檢核攝影創造力發展成效建立常模，提供量表更完備資訊。 

（五）提供量表背景變項分析、重測信度、效標關聯效度或者是預

測效度 

量表的重測信度及效標關聯效度指標是量表編製重要資訊。本研究

參考 Kandemir 與 Kaufman（2020）編製的自陳式創造力量表及 Akca 與

Kavak（2021）編製的自陳式視覺藝術創造力量表進行編製。由於本研

究為前導性質，只對所蒐集的高職設計類科學生樣本作探索性因素分析

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未來建議可以進行「背景變項分析」，包括學校、

類科、年級、性別等分析，以及擴大樣本收集範圍及時間，提供量表重

測信度、效標關聯效度或者是預測效度等指標，了解量表的一致性與穩

定性，以及效標關聯效度的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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