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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在釐清想像力的意涵與能力特徵，並進一步建構與驗證再造性與創造性想像的理論

模型。本研究首先分析整理 1960-2011 年間與想像力研究相關的文獻，釐清想像力的內涵與可

能面向，接著，針對兩個教育領域樣本，共計 782 名受測者調查所得，進行探索性與驗證性因

素分析，研究結果印證了「想像力雙因素運作模型」為適切的理論模型。亦即想像力可區分為

「創造性想像力」（creative imagination）與「再造性想像力」（reproductive imagination）；創造

性想像力之能力特徵包括：探索力、直覺力、感受力、新穎力、專注力、生產力；再造性想像

力則包括：具象力、辯證力、轉用力、有效力；兩者於學習者而言有所差異，然仍具備一定程

度之相關。本研究最後針對研究結果，導出想像力進一步研究的理論議題與建議。預期透過能

力特徵的引導，進一步帶動領域研究之創新，亦帶動實證研究之進行，創新學理運用與實務延

展的新風貌。 

關鍵詞：探索性因素分析、想像（力）、驗證性因素分析 

人類學家在歷史留下的斷壁殘垣中，運用想像累積片段證據，進而再現歷史場景；詩人透過

想像抒發浪漫情懷，終成不朽詩作常成佳話；那麼，科學領域呢？Barr 和 Steele（2003）曾分析相

關文獻指出，過去在啟蒙運動鼎盛的年代，「想像」曾經一度被認為是不理性與阻礙科學發展的

思維。不過，經過一個世紀以來淬鍊的結果，優秀科學家再度現身說法讚許想像的價值。例如，

愛因斯坦便說：「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看舊的問題，都需要想像力，想像，

是科學進步的原動力」（引自 Policastro & Gardner, 1999）；法拉第（Faraday）在躺椅上想像「力

線」的動態關係 (the dynamic of lines of force)，而提出電與磁的感應定律；名詩人濟慈也曾從觀賞

希臘留下來的古甕，從甕身裝飾性雕刻的人像、樹木、吹笛人、少年與少女引發想像，進而創作

＜希臘古甕頌＞（Ode on a Grecian Urn, Ⅰ & Ⅱ）（尤克強，2004）。這些例證均肯定，想像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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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前源能力，能成為該領域優異的創造者，擁有高品質的想像是不可或缺的能力，而想像在

各領域進行學理與應用的探究，均有高度開發的價值。 
事實上，哲學界探討人類的想像能力後，已得出一些共識：「在認識領域，想像發揮綜合的

作用」，因為想像而有超乎人們一般經驗理解的理論被建構出來；「在實踐領域，想像發揮創造

的作用」，因為想像使人們看到以現實為基礎的其他可能性；「在審美領域，想像發揮自由聯想

的作用」，透過想像使人們的審美經驗不僅發生感性的共鳴，也延展了理性的探索（王建軍，2008；

Lindqvist, 2003; Ricoeur, 1978; Taylor, 2006; Thomas, 2003; Vygotsky, 1971）。Gardner(2007)也強調，

學生需要更為寬廣的思考基礎，以了解不斷變化的世界，他們需要精通思考的方法，也需擁有想

像與模擬的能力；Mansilla 與 Gardner（2008）亦同時呼籲「學習」應轉而培育學生的思考、想像

或模擬未知的能力，這使得學生在遭遇複雜的問題時，不會過度簡化而直線式地思考。 
但是，「想像力」在一般文獻的論述中，通常都直接被引導到透過何種方法可以激發，相關

的實證研究亟待累積。也因此，想像的本質究竟為何？是哪些成份的組成或會有哪些行為表現？

這些基礎問題鮮少被追根究底地探詢和釐清 （Thomas, 1999, 2003, 2010）。Murray 早在 1986 即

指出：「要描述想像不是甚麼，比描述想像是甚麼來得容易些；想像通常不創造已知或可見者；

具想像力的思考並非指發生在脫離現實的幻想」（引自 Reiner & Gilbert, 2000）。同時，想像不僅

只是幻想或模仿（Sutton-Smith, 1988, p. 7），它是發展有效行動、創意地解決問題、形成社會責任

感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的思考途徑。根據文獻探討，建設性的想像（與純粹的幻想不同），具

有「模擬操作增加熟練度」、「拓展認知廣度」、「預設可能的問題降低執行難度」、「連結內

隱知識」、「與既有的知識結構高相關」、「提升思考彈性」、「產生創造性見解」等正向效應

（Decety & Grèzes, 2006; Van Meer & Theunissen, 2009; Vgotsky, 2004）；但也具有「增加認知負

荷」、「降低行動意願」、「發散思考無法具焦」等因素阻礙學習成果累積 （Leahy & Sweller, 2008; 
Tindall-Ford & Sweller, 2006）。 

綜合有關想像力的研究，本研究將「想像力」（imagination）定義為一種能力，其意涵是指：

個體面對特定情境或問題，運用相關認知資源，思考各種可能性的能力，此能力與產生內心的圖

象（image）或產出想像意象（imagery）的能力有密切關係，其可能帶動創新創造並幫助產生多種

想法，它和理性邏輯式思考有所不同，但卻會大量豐富理性思考的內涵；本研究據此定義，便希

望深入探究想像力的特徵與組成，並透過嚴謹的統計分析，以建構理論模型。因此，本研究的目

的包括：  

（一）運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探究想像力的特徵能力及其意涵； 
（二）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探究想像力特徵組成的理論模型； 
（三）根據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探究想像力的能力特徵與關係。 
據此，本研究運用實證性研究方法，強化相關論證與討論，將更為具體地描繪有關「想像力」

的特徵能力，以作為持續研究以及實踐應用的前導。同時，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整合推導出「想

像力單一因素綜合運作模型」（以下簡稱單一因素模型），與「想像力雙因素區分運作模型」（以

下簡稱雙因素模型），並運用探索性（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與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進行探究。除了釐清想像力於學習者內在的心理構念（mental construct）之外，亦

藉由心理計量領域發展已相當成熟的因素分析技術，間接驗證想像力的特徵能力之組成構念，並

提供理論模型建構之論據；接續，將針對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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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像力的特徵組合 

「想像」是學習者內隱性的心智活動，而學習者進一步發展出的想像力有可能是創造力發展

的前源能力，因為，透過想像可以導向獨創（Finke, 1990, 1996; Policastro & Gardner, 1999; Thomas, 
2010）。有學者指出，想像是相當有價值的思考活動，但因為過去人們習於將其與純粹的「幻想」

概念連結，也源於其含糊不清的範圍或過於分歧的辭意，降低了想像能力意涵被深究的機會（Gaut, 
2003; Sutton-Smith 1988, p.7; Thomas, 2003）。依當代教育理論發展者 Dewey 所指：「想像能型塑

有效的想法及追求目標，不會與現實環境脫節」（Dewey, 1916, p. 60, 152）；「想像是一種是洞悉

世理與感受世界的方式，能將熟悉的舊事物轉變成為新的經驗」（Dewey, 1934, p. 267），據此發

展，使得想像力應是具備「有效」（effectiveness）、「感受」（sensibility），與「新穎」（novelty）

已清晰地浮現出來；而從事藝術教育工作多年的 Eisner（2002, p.4）與滕守堯（1997）另指出，情

感是想像的起點，個體透過感知作用將已儲存或眼前事物重新組合，進而創造出一個全新的意象，

同時，想像是建立觀賞者與藝術作品，或創作者產生深刻交流的心智活動，透過想像將活化人們

的感受能力、讓我們看到另一種可能的圖像、使視界變得不同並帶動創造，進而形成新的世界。

他們的觀點除了呼應想像力具備「感受」與「新穎」之外，「具象」（crystallization）也由想像的

眾多能力特徵中被指認出來。 
同時，Reichling（1990）在專文＜the image of imagination＞當中，論述想像的意象後指出，

想像包含了直覺（intuition）、知覺（perception）、思考（thinking）、情感（feeling）等四個面向，

也指出在想像運作的不同階段，往往會同時具備「精進」（elaboration）等特徵；心理學界的 Finke、

Ward 和 Smith（1992）則指出，個體在對某一特定產品產出之前所應用的想法和心像，很接近一

種「生產探索模式」（Geneplore model），而富於想像力的思考者，其想像的內涵會反應出「探

索」與「生產」之特徵。當想像力運用在聯結內在概念與具象世界，進而產生創造性想法時，又

往往需要專注而持續性地投入。另外，探索人類的想像特徵，時間相當長久的哲學家 Kant 甚至認

為，想像力是意識綜合的能力，其能聯結感官與智能，以創造性的方式表現，人們運用了想像力，

將潛伏在第一對象中的意涵或價值，轉化造出創新的第二對象，進而帶出想像「轉用」

（transformation）的特徵（引自徐復觀，1998）。依據文獻探討，本研究進一步細究想像力所含

的九種特徵，並進一步推論其反應於想像運思時，應有的特徵表現： 

（一）探索（exploration） 
Finke（1996）曾主張，想像之探索式思考，像是一種「生產探索模式」 （geneplore model），

透過探索，個體能夠連結其隱默的知識（tacit knowledge），也可能進而提供個體不同的問題理解

架構（Pylyshyn, 2002）。同時，個體運用五感（視聽嗅味觸）的開放探索，亦有益於想像的促發

也獲得證實（Bensafi et al., 2003; Dallos, 1992; Smith, Gosselin, & Houde, 2002）。換句話說，想像

的「探索力」，可以指個體具備探索的態度進行想像的能力。 

（二）感受（sensibility） 
Reichling（1990）認為，想像的感受成份是較五感知覺更為深入，且隸屬於認知維度的理解，

並呼應 Ricoeur（1978, p. 156）的觀點，認同想像的情感或感受不僅僅只是內心的狀態，也是一種

內化了的思想。Eisner（2002, p. 4）也指出，觀賞者具備想像的能力，將能夠建立起與藝術作品或

創作者產生深刻的交流，因為想像活化了觀賞者的感受能力，使視界變得不同並帶動交流與創造。

所以，當人們聆聽馬勒於 1907 年，融入中國唐詩意境創作的交響詩《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所帶動的感受，往往不僅只因壯闊或對音樂的感受帶出激動情緒，其將更包含了對創作



教 育 心 理 學 報 ．352． 

者生命低潮時期體驗的思索。換句話說，想像的「感受力」，是指學習者對想像內容有敏銳的感

受能力。 

（三）直覺（intuition） 
Bowers、Regehr、Balthazard 與 Parker（1990）認為，直覺是個體對內容的某種型態、意義或

結構，所初步凝聚（coherence）的模糊知覺，其在不為意識所覺察的層面浮現，但卻會引導個體

將思考方向朝向此凝聚的預感而行；就在凝聚點突破了被指認的邊界，個體瞬間產生「啊哈！」

的連結。想像的直覺特徵促使個體將知覺到的訊息完成統一，並連結到可能的內心圖像。Finke
（1996）便提到個體在產生創意前，往往會產生許多自發性與非預期中的想法，而這些前創意階

段的想法多半是直覺、新穎，但也是矛盾與相互不協調或未整合的。Reichling （1990）也認為，

想像中的直覺很接近立即性的獲知，它是一種洞悉或對整體瞬間掌握的狀態，但往往非經理性分

析產生。換句話說，想像的「直覺力」，是指學習者對想像內容產生瞬間連結的能力。 

（四）新穎 (novelty) 
多位學者均一致提及，「新穎」是想像與發明的核心（Finke, 1996; Mandler, 1995; Pelaprat & Cole, 

2011），重要或實用與否則是隨之發展出來的應用層面。Ward、Finke 與 Smith（1995）更提到，

有時候個體在產出想像的創新成品之前，會刻意避開熟悉的事物或習慣性的理解框架，或運用玩

樂似的類比連結讓突然跳躍的可能性有機會浮現，以進一步開發新的看法或體驗；Beaney（2005）

也指出，具有想像力的人通常是指擅於變換內心影像（conjuring up images）的人，其能在熟悉的

已知中提出新的觀點，亦能將自己投射到不尋常的情境之中，進而產生突破性的見解。換言之，

想像的「新穎力」，是指學習者能產出的想像內容可能是與眾不同的。 

（五）生產（productivity） 
富於想像力的個體，往往也具備產出許多想法的能力（Feist, 2010）。而 Ribot（1906）與 Betts

（1916）也都認同數量多寡（quantity）是衡量內心影像呈現的關鍵能力。Folkmann（2010）亦提

及，想像有整體與細節兩個極端的觀點，因此，人們對想像力豐富與否的界定，多半是以該人具

有多量而流暢的內心圖像為主，如 Beaney（2005）認為，具有想像力的人泛指能想出很多可能性

的人士。至於個體如何產出豐富的想法，也有研究者從不同的思考型態切入探討，例如：運用發

散性思考、聚歛性思考，以及類推或聯想發展論述等（如 Karwowski & Soszynski, 2008; Palaski, 1970; 
Reichling, 1990），都被認為是產出豐富想法或意象的思考方法。換言之，想像的「生產力」，是

指學習者產出豐富想像內容的能力。 

（六）具象（crystallization） 
Kosslyn（1995） 認 為 ，想 像 產生 的 意 象 ，通 常 不 是 命題 式 的 資 訊  （non-propositional 

information），而學習者在運用想像的意象進行思考時，可以像照像機一般，用「Zoom in」、「Zoom 
out」來放大與縮小心智中的意象，並進行系列的審視與思考。Vygotsky（2004）亦表示，想像歷

程的完成必須要能將想像內容連結到外在影像，這也就是想像的具象化，或稱將想像內容轉換為

真實。換言之，想像的「具象力」，是指學習者能以具體意象來表達抽象概念的能力。 

（七）精進 (elaboration) 
Loasby （2001）引用 Marshall 在 1994 年提出的演化模型（evolutionary model），來闡釋人類

認知先透過大腦做印象收集、促發行動，以及依回饋樣態來進行類比，並透過組合來發展不同的

聯結網絡。這些觀點與研究趨勢都可適度解釋，如何透過想像來精進既有和已知。Finke（1996）

亦曾指出，個體在產出發明前的思考狀態，往往充滿著張力、矛盾或不合諧，也有一些自動閃現

的想法；同時，想像的精進特徵涉及對已有初步的意象或隱喻進行試驗式的思考，也涉及內在想

法與外在應用，或者概念之間內部與外部連結之間的辯證（Folkmann, 2010; Reiner & G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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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或進一步產生相互矛盾的接軌（Reichling, 1990），這些特徵均在相關的論文當中遍舉可

證。想像的「精進力」，是指學習者對想像內容反覆辯證與尋求改善的能力。 

（八）有效（effectiveness） 
誠如 Ribot（1906）所認為，每個想法都起因於特定的需求或興趣，在此狀況下，目標是清楚

的，想像內容通常會受到所期待的目標（也許是創作物）的指引，而被聚焦在某種固定的範疇內。

Betts（1916）呼應，想像力的評斷必須要考量，為了實踐某些目的而組合內心影像的建構能力。

Finke（1996）亦指出，產生想像的經驗往往會導向特定的目標。也因此，吾人應可將想像的最終

產物是否能有效地達到目標或滿足需求，視為想像力的衡量特徵。Colello（2007）更明確指出，

再造性想像會連結到實務經驗與立即性的興趣；亦即，這些想像行動都有目的性，也因此必須要

考量到目的達成的有效性。也就是說，想像的「有效力」，將指學習者會針對目標產生有效想法

或想像的能力。 

（九）轉用（transformation） 
Ribot（1906）指出，「聯結」（association）是想像的關鍵，「類比」是聯結的核心面向，「轉

用」（transformation）則是類比的重要類型，而「轉用」便是將想法在不同領域中的轉傳應用。

轉用的想像能力，可讓人們運用已知來因應未知，運用既有經驗來因應沒有直接經驗的事務。也

因此，是否能在明顯不同的概念或領域之間找到關聯並加以應用，是衡量個體是否具有想像力的

能力特徵 （Beaney, 2005）。哲學家 Kant 便認為想像力是意識綜合的能力，所以個體能夠運用想

像力，將潛伏於第一對象的意涵價值，造出創新的第二對象(引自徐復觀，1998)，所以，想像的「轉

用力」，便是指學習者能將想像內容進行轉傳運用的能力。 
綜合上述，想像的多元的面貌，逐漸透過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時期，表達了對想像特

徵一定程度的共識。本研究從廣泛收集 Ovid PsycINFO、ISI、EBESCO 等資料庫 1960 年到 2011
以來有關想像力的研究文獻，以及運用 google 學術搜尋近五年有關想像力探討的研討會論文後，

逐漸明確聚焦先探索想像力的九個能力特徵，包括探索（exploration）、感受（sensibility）、直覺

（intuition）、新穎（novelty）、生產（productivity）等具有大量文獻支持的想像力特徵；以及在

不同領域之中，亦具有一定程度文獻論述的想像力特徵，包括：具象 （crystallization）、精進

（elaboration）、有效（effectiveness），以及轉用（transformation）等，同時本研究初步假設這些

能力特徵是單一因素綜合運作的型態，並提出想像力的能力特徵理論模型如圖 1。 
 

 

 

 

 

 

 
圖 1 假設模型一：想像力的單一因素綜合運作模型 

想像力

新穎 轉用 生產 具象 精進感受 直覺 有效 探索 



教 育 心 理 學 報 ．354． 

二、想像力的特徵差異 

由於人們可以透過「想像」思考不存在、不真實、抽象的事物，也因此，「想像」可被視為

協助人類形成概念的強大力量（Beaney, 2005; Sigurdardóttir, 2002）。但除了論述想像力使人們運

思充滿各種可能性之外，亦有眾多學者對想像力運作後，進一步的創新表現程度加以區分想像力

的類別。例如：Vygotsky（1971, 1995） 便將人類的認知活動，區分為再造性的（reproductive）

與創造性的（creative）的認知，並認為想像所帶動的創造性認知是一種意識活動，其使人們更深

入地認識世界，而文化、語言與藝術都是想像的重要認知工具。Reichling (1990) 則主張，將想像

區分為：奇幻想像（fantasy or magical Imagination）、再生想像（reproductive or literal imagination），

以及隱喻式與自相矛盾的想像（metaphorical and paradoxical imagination）等 3 個階層。而李璞珉

（1996）對想像力的分類，則是根據想像過程中之獨立性、新穎性和創造性三種特徵的高低程度，

將想像分為：「再造性想像」、「創造性想像」，與「幻想」（fantasy）等三種類型，這樣的分

類為當代重啟想像研究提供積極性的意涵。其中，「再造性想像」是指以既有的經驗或認知工具

所進行的想像；「創造性想像」則不受制於已知的事物或條件，但需有其他條件如原型啟發、積

極的思維，與靈感等條件配合才能發展。本研究探究至此，考量到未來實務推動的需求與限制，

乃先集中探討創造性想像與再造性想像，「幻想」式的想像，暫時不列入探究的範圍。 
此外，目前尚未有相關實證研究成果，做為想像能力特徵分類的基礎，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

除了建構假設模型一（詳見圖 1）之外，亦另根據文獻初步分類，建構理論模型二（詳見圖 2）；

此模型假定想像力是雙因素區分運作，進一步透過研究程序，發展「創造性想像力」的能力特徵，

以及「再造性想像力」的能力特徵，假設的理論模型二如圖 2： 

 

 

 

 

 

 

 
圖 2 假設模型二：想像力的雙因素區分運作模型 

 
值得留意的是，本研究團隊在持續的討論修正過程中，除了建構理論模型進行實證研究之外，

亦持續關注這些能力彼此之間的相關程度，並透過統計因素分析之斜交轉軸（oblique rotations）分

析，獲得不同因素之間具備最大區分表現的模型（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bam, 2006），

進而形成區分因素的基礎。 

新穎 轉用 生產 具象 精進感受 直覺 有效 探索 

／   再造性想像 創造性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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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想像力的運作 

Lindqvist（2003）及 Eckhoff 和 Urbach（2008）整理 Vygotsky 於 1930 年發表＜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in Childhood＞的研究重點指出，想像是一種意識狀態（consciousness）是個體連結現實

與未知的思考橋樑，並發展出想像產生的四個法則 (laws)，包括：（1）想像力是以豐富的生活經

驗為基礎，進而連結或拓展或轉換成不同的元素而創造出新的樣貌；（2）想像力通常能以他人的

經驗做為自己想像的題材，進而發展出模擬、預想或者同理他人的能力；（3）情緒對促發想像扮

演著重要角色，因為每個情緒似乎都會與特定的圖像連結，而透過語言或相關的認知媒介，想像

會與此圖像有更細緻的連結，這些經由媒介帶動的情緒張力，正是文學或藝術等作品之所以撼動

人心的關鍵；（4）最後，個體將想像力灌注於特定的對象或物體，創作者「看到」了所有的細節，

再經過系列製程，終而將內隱的想像轉變為真實的存在。 
在想像運作進而展現較佳的品質探討上，蔡淑桂（1999）整理了一套模式，此模式分為 A、B、

C 三部份：A 部份是發現想像的歷程，包括：視覺想像（初始層次）、身體感應，和有意義的瞭

解（較高層次）；B 部份是想像經驗的不同等級，分為：表面聯結、變動聯結，以及交互聯結（較

高等級）；C 部份是指高品質想像，並透過澄清、放鬆、接受、專心（較高能力）等因素的參與。

圖 3 即表示，當人們透過專心致志，歷經有意義的理解過程，獲得交互聯結的想像經驗時，進而

產生高品質的想像。 

 

 
 
 
 
 
 
 
 
 
 
 

 
圖 3 高品質想像的形成圖示 

資料來源：蔡淑桂（1999）。想像力與創造歷程。創造思考教育，9，54-56。 

 
有趣的是，Trotman（2006）提出想像將因不同情境實務（situated practice）有不同的型態，

細加考察這六種促動想像的情境實務，會發現若結合 Vygotsky(1930)的四個法則，以及蔡淑桂(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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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整理的模式，可將想像的運作發展描述得更為細緻，並傳達出想像從一人獨思到集體互惠的延

展歷程。六種促動想像的情境實務包括：獨思（solitary）、自覺性運思（contemplative）、向外試

探（correspondence）、外顯（contributory）、不和諧（dissonance）、集體互惠（collective-reciprocal 
or reciprocal collective），從獨思擴展到集體互惠，這些實務行為都是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的。 

就想像來說，「獨思」是重要的，在此情境中自由的思考、保持有意識地覺察、從事認知遊

戲、進行深刻反思等，都可以讓個體集中注意力，深入所見；從「獨思」到「自覺性運思」時，

Trotman（2006）認為內在會產生一個以上的思考對象，Burns（1979）曾指出，自覺運思是個人發

展群己概念之核心情境；從自覺性運思之後，個人會將自己意識到的內在主觀世界「向外試探」，

讓他人來解讀或評斷此一想像，而自覺性運思與向外試探的能力，均與同理心（移情）的發展息

息相關。接著，「外顯」階段則是將想像具化，結合各項認知工具，運用各種表現型式（例如：

簡報、演出、發表、展覽等），進入公共領域的社會情境。當自我想像經與外界社會接觸後，多

少會遇到一些「不和諧」的狀況，這時，原創者的包容與彈性面對的程度，都會影響想像的運行

和內涵的調整。最後，想像的「集體互惠」通常會顯現在社群、齊一、互相、信心等連結上，它

是一種集體性的想像行動，也是一種共流（communal in flow-ness）的集思狀態。Trotman 認為，

想像的集體互惠可被視為更大規模的想像外顯，是一種跨越主觀與人際的行動；Trotman 對想像從

獨思到成為共流的集思狀態的陳述，相當程度地呼應了 Piccaso （1881-1973）於 1907 年創作《亞

維儂姑娘》（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1907）時，Piccaso 從獨思到不和諧階段的經歷，而大眾

則從不和諧走到共流欣賞的奇特旅程。 
本研究從探究想像力的特徵組合，以及想像力的特徵表現之後，嘗試導出「想像力的單一因

素綜合運作模型」，以及「想像力的雙因素區分運作模型」，並將運用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進行探究與考驗。此外，初探個體想像力可能經歷的運思歷程，後續，將於理論模型建構有所進

展時，做為進一步討論之用。 

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邀請教育領域大二到碩士階段學生，參與想像力特徵能力建立之研究。首先，以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嘉義大學、淡江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市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科技相關系

所，共 402 人所建立的樣本，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其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中教育大學以

及臺南大學，課程設計領域相關系所，共 380 人所建立的樣本，則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研究對

象之人口特徵資料如表 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團隊自 2009 年起，持續廣泛收集 Ovid PsycINFO、ISI 與 EBESCO 等資料庫包含 1960
年到 2011 以來有關想像力的研究文獻，經分析發現目前國內外尚無現有具信效度的問卷工具可供

應用。因此，研究團隊依據文獻探討，以及自身所累積數十年教學經驗對於學生學習樣貌之理解，

研擬開發新的自陳式問卷。並運用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技術，嘗試建立想像力之能力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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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奠定相關理論基礎。本研究問卷探索想像力的九個特徵，這九項能力特徵均有相當數量的文獻

量支持其與想像力有關。 
問卷內容包括：「探索力」、「直覺力」、「感受力」、「精進力」、「新穎力」、「生產

力」、「具象力」、「轉用力」，以及「有效力」等九個能力特徵之調查。研究問卷係採用 Likert-type 
Scale 五點量表設計，邀請填答者就自身進行設計學習或教學活動設計時的真實經驗為基礎，自評

問項描述符合自身經驗的同意程度，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分五級，

計分的方式分別給予 5、4、3、2、1 分，其中，若有未填答的選項則設定為遺漏值。本研究問卷

雛型，先經兩位擁有 20 年教學經驗之大專教師編制初版問卷，進行效度檢驗，後經國內於想像力

領域研究有所專研的學者專家 10 位進行內容效度檢核，復經 10 名領域吻合的大學生進行表面效

度檢驗，以確認各題項之代表性、準確度，以及可讀性。 
研究問卷項目分析檢驗項目包括：平均值（介於±1.5 個標準差之內）、標準偏差（ > .75）、

偏態（ < ± 1）、極端值測試結果性（p < .05，t > ± 1.96）、相關係數（ > .3），以及因素負荷值

（ > .3）等均獲得確認。研究團隊復進行信度檢驗，「創造性想像力」與「再造性想像力」分量

表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777 和 .654（教育科技領域）； .819 和 .659（課程設計領域），

顯示本研究工具之內部一致性信度穩定。 

表 1 研究樣本之人口特性資料 

類別 探索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 
樣本來源 教育科技領域 課程設計領域 
樣本總量 402 380 

 
152 （37.8%） 94（24.7%） 

性別 
男性 
女性 250 （62.2%） 286（75.3%） 

 
61 （15.2%） 88（23.2%） 

116 （28.9%） 91（24.0%） 
89 （22.1%） 75（19.7%） 
19 （4.7%） 62（16.3%） 

年級 
大一生 
大二生 
大三生 
大四生 
碩士生 117 （29.1%） 64（16.8%） 

學校 
一般大學 
教育大學 

292
110

 
（72.6%）

（27.4%）

 
134（33.3%） 
246（66.7%） 

三、研究程序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探索性因素分析採用 SPSS 17.0 軟體，先後運用主成分因素分析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與主軸因子（principle axis analysis）分析，確認想像力特徵可分為「創造性想像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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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性想像力」。接著，運用 LISREL 8.80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並以最大概似法

（maximum-likelihood）（Jöreskog & Sörbom, 2002）分析樣本變異─共變矩陣（variance-covariance 
matrix），選取標準化殘差均方根（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d residual, SRMR）（Jöreskog & 
Sörbom, 1996）、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d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Steiger, 
1990）、比較適配指數（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Bentler, 1990）、Tucker-Lewis 指數（Tucker-Lewis 
index, TLI）（Bentler & Bonett, 1980）做為評估假設模型的指標。並根據 Fan 和 Sivo（2007）、

Hooper、Coughlan 和 Mullen （2008）、Hu 和 Bentler（1999）以及 Sivo、Fan、Witta 和 Willse（2006）

的模擬研究結果設定適配指數的切截分數，SRMR 和 RMSEA 的數值低於 0.08，以及 CFI 和 TLI
的數值高於 0.95，模型適配於樣本資料，則接受假設模型。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樣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教育科技領域」樣本，在九個能力特徵的資料分布情形：平均數均介於 1.5 個標準

差之內，並無顯現極端值；標準差以 >.75 為檢驗規準，則有「探索」（SD = .69）、「感受」（SD 
= .73），以及「有效」（SD = .71）其資料離散程度較低；各特徵均無顯示偏態 < ± 1；且特徵之

間彼此相關數值分佈在 .150～ .520 之間。「課程設計領域」樣本，在九個能力特徵的資料分佈情

形：平均數均介於 1.5 個標準差之內，無顯現極端值；標準差檢驗則有「探索」（SD = .72）與「有

效」（SD = .71）兩特徵其標準差略低於 .75 的檢驗標準；各特徵之分佈偏態檢驗均 < ± 1；且特

徵之間彼此相關數值分佈在 .181～ .618 之間。此外，兩個樣本的描述性統計資料如表 2。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首先針對「教育科技領域」以探索性因素分析 ，分析九個能力特徵的聚斂情形。結果

顯示此 402 份樣本資料，相當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MO = .846）。接著運用主成分因素分析，並

採斜交轉軸方法取得更適切的收斂度（邱皓政，2010），結果顯示，透過自由抽取因素的探索性

方法，本研究所提出的九項想像能力的特徵，聚斂出兩個因素，總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52.82%；若

強迫萃取一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僅 40.32%，因此，研究團隊決定採用兩個因素的模型來建構

理論。 
本研究將這兩個因素與文獻比對後命名：第一組因素內含探索、直覺、感受、新穎與生產等

五個能力特徵，命名為：「創造性想像力」，特徵值（eigenvalue） 達 3.629，解釋變異量為 40.32%。

第二組因素內含具象、精進、轉用，以及有效等四個能力特徵，命名為「再造性想像力」，特徵

值達 1.124，解釋變異量為 12.49%。此外，各題項的共同性，除了第四題（我擅長以具體意象來表

達抽象概念）在主軸因子分析中因素負荷量較低（低於 .40）之外，其餘題項之共同性均高於 .40，

亦採取探索性因素分析選取因素負荷量 .40 以上之題項要求 （Mata-Toledo & Gustafson, 1992）。

此外，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進一步再運用主軸因子因素分析，更嚴謹地考驗各題項因素負荷量，

所得結果與主成分因素分析相當一致，並再次確認「具象」（第四題）在題意或理論建構的層面，

需要進一步做精細探討，結果詳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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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抽樣樣本平均數與標準差 

教育科技 
（n = 402） 

課程設計 
（n = 380） 

想像能力特徵 M SD M SD 
探索力 3.92 .69 3.91 .72 
直覺力 3.78 .76 3.72 .76 
感受力 3.70 .73 3.69 .78 
新穎力 3.21 .78 3.34 .81 
生產力 3.27 .80 3.38 .83 

創造

性想

像 
力 

項目數據 3.58 .56 3.61 .61 
具象力 3.44 .82 3.42 .83 
精進力 3.50 .81 3.46 .79 
轉用力 3.55 .76 3.49 .75 
有效力 3.57 .71 3.54 .71 

再造

性想

像 
力 

項目數據 3.51 .60 3.48 .60 

 

表 3 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摘要表 

主成分分析 主軸分析 題項 

1 2 共同性 1 2 共同性 

2.  我經常會直覺反應出新的想法 .84 -.16 .615 .80  .497 

3.  我經常以敏銳而豐富的感受來幫助想像 .75  .558 .72  .328 

7.  我會不斷有很多的靈感或想法 .72 .12 .609 .63  .530 

1. 我經常會因好奇而探索未知問題與新事物 .64  .443 .51  .328 

6.  我的想法經常與眾不同或前所未有 .61  .428 .44  .318 

5.  我會將已產生的想法持續改善後，才發展另一

個新的想法 

-.175 .83 .602  .52 .228 

9.  我經常會針對作業目標來產生有效的想法  .73 .574  .73 .462 

8.  我的想法有彈性且可變通應用在其他作業上 .35 .54 .573  .61 .535 

4.  我擅長以具體意象來表達抽象概念 .21 .48 .352 .21 .30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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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另針對各能力特徵之間的關係，進行聚合（convergent）與區別 （discriminate）之分

析。結果發現「創造性想像力」之各特徵之間，具備良好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 = .777）；「再

造性想像力」各特徵之間，具備次佳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 = .659）。再進一步先就各特徵與

該屬因素之總分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各特徵與該屬類之想像總分有較高的相關（相關在 .66 
~ .79），並與不同類別的想像能力特徵有較低相關（相關在 .24 ~ .53），顯示各特徵分屬不同類

別的想像力性質之間，具備一定程度的區別效度（Brown, 2006）。 

三、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根據「教育科技領域」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保留所有題項，並進一步運用驗證性

因素分析，考驗想像力之「單一因素模型」，以及想像力之「雙因素模型」，何者是較佳的量表

理論構念。結果發現，「單一因素模型」的適配指數表現不佳，且相較於想像力之「雙因素模型」，

卡方差異檢驗，Δχ2 = 60.81，df = 1，p < 0.05，顯示想像力之雙因素模型優於想像力之單一因素模

型。所有試題的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效果，t > 2，p < 0.05，相關數值詳見表 4 與表 5。 
本研究為求理論建構有更穩定的構念基礎，另選取「課程設計領域」樣本，亦進行探索性因

素分析，並得到完全一致的聚斂結果，同時「創造性」與「再造性」想像力之兩因素的解釋變異

量達 55.31%（創造性想像力，涵蓋探索、直覺、感受、新穎與生產等五個能力特徵，其特徵值

（eigenvalue）達 3.931，解釋變異量為 43.68%；再造性想像力涵蓋具象、精進、轉用，以及有效，

其特徵值達 1.046，解釋變異量為 11.63%。且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525 ~ .896）。接著，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仍顯示雙因素區分運作模型優於單一因素聯合運作模型，且卡方差異

檢驗達顯著（Δχ2 = 40.89，df = 1，p < 0.05），所有試題的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效果，t > 2，p < 0.05，

題項適宜做為想像力因素的能力特徵，相關數值詳見圖 4、表 6 與表 7。 

 

 

 

 

 

 

 
 

圖 4 想像力的雙因素區分運作模型之因素負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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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想像力理論模型建構適配指數摘要表－教育科技領域 

 χ2 df SRMR RMSEA TLI CFI 

單一因素模型 157.95 27 0.06 0.11 0.90 0.93 

雙因素模型  97.14 26 0.05 0.08 0.95 0.96 

 

表 5 想像力之因素負荷量和建構信度摘要表－教育科技領域 

模型一：單一因素想像力 模型二：雙因素模型想像力 

構

面 

能力 因素 

負荷量 

測量誤差
構面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測量誤差 

探索力  .56 0.68 探索力  .56 0.69 

直覺力  .61 0.63 直覺力  .64 0.59 

感受力  .64 0.60 感受力  .66 0.57 

新穎力  .59 0.65 新穎力  .60 0.64 

產出力  .73 0.46 產出力  .75 0.43 

－ － － 

創造性

想像力

建構信度  .78 － 

具象力  .45 0.79 具象力  .46 0.79 

精進力  .36 0.87 精進力  .44 0.81 

轉用力  .66 0.57 轉用力  .77 0.41 

有效力  .50 0.75 有效力  .62 0.61 

想

像

力 

建構信度  .81 － 

再造性

想像力

建構信度  .67 － 

表 6 想像力理論模型建構適配指數摘要表－課程設計領域 

 χ2 df SRMR RMSEA TLI CFI 

單一因素模型 143.78 27 0.06 0.10 0.92 0.94 

雙因素模型 102.89 26 0.05 0.09 0.95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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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想像力之因素負荷量和建構信度摘要表－課程設計領域 

模型一：單一因素綜合運作 模型二：雙因素區分運作模型 

構

面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測量誤差 構面 題項 

因素 

負荷量 
測量誤差 

探索力  .60 0.64 探索力  .60 0.64 

直覺力  .68 0.54 直覺力  .69 0.53 

感受力  .72 0.48 感受力  .72 0.48 

新穎力  .65 0.57 新穎力  .67 0.55 

產出力  .75 0.44 

創造性想

像力 

產出力  .76 0.42 

－ － －  建構信度  .82 － 

具象力  .56 0.69 具象力  .61 0.63 

精進力  .37 0.86 精進力  .39 0.85 

轉用力  .62 0.61 轉用力  .72 0.48 

有效力  .44 0.81 

再造性想

像力 

有效力  .56 0.68 

想

像

力 

建構信度  .84 －  建構信度  .66 － 

四、想像力特徵能力理論建構與討論 

（一）想像力特徵能力再精進 
本研究初步的理論建構顯示「雙因素區分運作模型」（將想像力區分為創造性想像力與再造

性想像力），理論適配良好。但針對特定題項，仍有再淬煉的空間，例如：想像的「精進力」（第

五題），不論是教育科技領域，或課程設計領域，其驗證性因素分析中的因素負荷量均偏低（因

素負荷量低於 .50，並介於 .36 ~ .44 之間）。研究者思索此題項的內涵與題項陳述方式，並進一

步檢驗相關理論論述（如 Loasby, 2001 的演化模型）後發現，此因素可能應進一步區分為：「辯

證力」與「專注力」，因為原先使用「精進力」的概念若細加推敲，除了包含持續針對想像的內

容反覆推敲改進之外，更需要投入持續性的專注（focusing）才能讓想像的內容具象凝聚。此外，

教育科技領域之第四題：想像的「具象力」，其因素負荷量低於 .50，但於課程設計領域（因素負

荷量達 .61），仍有不錯的表現。此外，其餘的因素均能達到高於.50 的因素負荷量，而雙因素之

整體理論建構的適配度亦表現良好。 
綜合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所得的結果顯示，想像力的能力特徵於理論建構上可看出是「雙

因素模型」，同時，研究者正式修正「精進力」特徵，改為「辯證力」的內涵加入題項當中，另

加入「專注力」（focusing）使整體想像力的能力特徵，包括了十項，分別是：創造性想像的能力

包含「探索力」、「直覺力」、「感受力」、「專注力」、「新穎力」與「生產力」等 6 項特徵；

而再造性想像則涵蓋了「具象力」、「辯證力」、「有效力」與「轉用力」等 4 項特徵。本研究

進一步針對這 10 種能力，在理論層面與實務層面的意涵與應用，進行淬煉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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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造性想像力的特徵內涵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在教育技領域或課程設計領域，創造性想像力均聚歛出「生產」、「感

受」、「直覺」、「新穎」、「探索」等能力，且其因素負荷量之高低，亦依相同的順次排列，

顯示這幾個特徵能夠適切地解釋創造性想像力的變動情形。同時，「想像力雙因素特徵區分模型」
除符合理論論述基礎之外，亦獲得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檢證之支持。另外進一步比對文獻分

析的結果顯示，在多篇代表性論述創造性想像的研究當中（Pylyshyn, 2002; Rechling, 1990; Thomas, 
2010; Vygotsky, 2004）亦均指向這些能力特徵。然而這些能力如何協同運作，或者其在心智運作

的歷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本研究依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所得，暫時無法推導出進一步

的運作架構，未來極富持續探究的價值。以下針對「創造性想像」之能力特徵並依其因素負荷量

自高而低之表現，進行深入討論： 

1. 生產（productivity） 
想像的生產力，是指學習者產出豐富想像內容的能力，在本研究之因素分析中穩定地聚歛於

創造性想像力的因素中。此結果除了呼應 Ribot（1906）與 Betts（1916）認同數量多寡（quantity）

是評估內心影像呈現的關鍵之外，亦與 Feist（2010）肯定富於想像能力的個體，常也具備了產出

大量想法的能力的觀點相應。而對生產力更深入的解釋，則呼應 Folkmann（2010）認為想像的豐

富性，包含了整體層面的多元豐富，也包括特定層次的細緻質感的觀點。因此，人們對想像力豐

富與否的界定，多半意味著該人具有多量而連貫的內在圖像（Palaski, 1970; Reichling, 1990）。 

2. 感受（sensibility） 
想像的感受力，是指學習者對想像內容有敏銳的感受能力，在本研究之因素分析的表現上，

聚斂於「創造性想像力」的因素組群當中，且具有相當高的因素負荷量。對照 Reichling（1990）

認為想像的感受力雖有情緒的成份，但它是隸屬於認知維度的情緒，以及 Ricoeur（1978, p. 156）

認為想像的情感或感受不僅僅只是內心的狀態，也是一種內化了的思想兩相呼應。而 Vygotsky
（2004）指出每個感受或情緒都會與特定的影像產生連結，每一個想像內容均會對人類的感受產

生影響的看法，更強化了創造性想像在感受層面的重要性，本研究結果均回應了文獻中對於人們

透過想像力產生共鳴與敏銳感受，或創造性思索的相關研究。 

3. 直覺（intuition） 
想像的直覺力，是指學習者對想像內容產生的瞬間連結的能力。本研究結果對照完形心理

（Galstalt）學者認為，人類進行知覺與認知結構探索進而形成意象的想像，或在創造性的想像歷

程中，直覺往往發揮著靈光一閃的作用（Thomas, 1999）相當吻合；另外對照 Reichling（1990）認

為想像中的直覺很接近立即性的獲知，及其是一種洞悉或對整體瞬間掌握的狀態，而非由理性分

析而產生的狀態，更突顯了直覺在創造性想像中的意義。而想像的直覺能力，聚斂於創造性想像

力群組當中，也呼應了 Bowers 等人（1990）認為直覺是個體初步凝聚（coherence）的模糊知覺，

在凝聚點突破指認邊界時，個體所瞬間產生頓然連結而使想法豁然開朗的說法。 

4. 新穎（novelty） 
想像的新穎力，是指學習者能產出與眾不同想像的能力，本研究結果在因素分析的表現上，

穩定地聚斂於「創造性想像力」的因素組群當中。此研究完全吻合多數學者認為，想像的「新穎

力」，是想像與發明的核心（Finke, 1996; Mandler, 1995; Pelaprat & Cole, 2011）的看法。不過，也

如 KEA European Affairs（2009）所提示的，好的創意或新穎的想法，還是需要吻合當代社會的價

值或需求，而最擅於創造真正的新穎想法或作品的人，也往往深刻地捕捉了當代社會文化的集體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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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注（focusing） 
想像的專注力，是指學習者對想像內容的持續專注與蘊釀成型的能力，在本研究中，是從「精

進」特徵經由文獻深研後進一步分化所得。比對 Eckhoff 和 Urbach（2008）認為提高想像的品質，

需要個體投入認知上的努力，也需要情意的投入，以及 Vygotsky（1978, p. 99）認為，投入想像的

程度與自我控制有關，而控制想像的專注力可讓人們創造想像內容且維持一段時間，並使個體主

觀的注意力遠離外在干擾的說法，強化了「專注」在創造性想像中的角色。未來，納入 Folkmann
（2010）對專注與渙散兩個極端的區別，進一步推論專注對想像的作用等觀點，將可進一步了解，

個體執行注意力的控制、暫時斷離無關訊息的干擾的做法，將如何隨著專注醞釀成型的表徵或意

象，使創意的想法更為接近突破階段。 

6. 探索（exploration） 
想像的探索力，是指學習者對未知事物抱持關心與探究態度的能力，同時，在本研究之因素

分析的表現上，聚斂於「創造性想像力」的因素組群當中。其意味著在想像的諸多能力特徵當中，

探索的態度可以降低學習者認知層面的警覺，恰好讓想像有馳騁的空間，使個體有機會連結其隱

默的知識（tacit knowledge）、提供個體不同的問題理解架構（Pylyshyn, 2002）。本研究對想像的

探索力所凝聚出的結果，也呼應 Finke（1996）的「生產探索模式」概念，因為探索力引導學習者

產生遠距的概念聯結、連結分立的線索之間潛在的關係，也較易聯結到潛意識的創造性，進而帶

動創造性想像的出現。  

（三）再造性想像力的特徵內涵與討論 
本研究另顯示，教育技領域或課程設計領域，於再造性想像力的特徵，均聚歛出「轉用」、

「具象」、「精進」、「有效」等四個因素，但其因素負荷量之高低，除了「轉用」（因素負荷

量最高），以及「精進」（因素負荷量最低）之外，「具象」與「有效」這兩個特徵，則隨領域

差異其因素負荷量高低略有變動。此外，有關「再造性想像」的相關文獻，亦不若創造性想像來

得多，並多以輔助論述與強調創造性想像的價值為主。同時，目前有關再造性想像的特徵（如原

命名的「精進」），仍需持續淬鍊。而同時，本研究也認為，雖然再造性想像的創新價值，不若

創造性想像來得高，但是，活躍的想像能力，往往來自豐富的生活經驗，以此為基礎，個體若能

持續累積再造性想像上的知能和經驗，亦能積累相當程度的創新成果。接著，以想像的雙因素運

作模型為基礎，依照因素負荷量之高低排序，再造性想像之能力特徵討論如下： 

1. 轉用（transformation） 
想像的轉用力，是指學習者能將想像內容運用於不同情境或領域中的能力，在因素分析的探

索中，聚斂於「再造性想像」的範疇。這個聚斂的結果，與哲學界 Kant 認為想像力是意識綜合的

能力遙相呼應，因為，人們往往能運用想像力能將潛伏在第一對象中的意涵或價值，造出創新的

第二對象。此外，亦呼應了 Arendt（1977）和 Barr 和 Steele（2003）力主培養和具備轉用運用之

想像能力的重要性。Arendt 更指出，與其用純哲學式的批判，還不如用敘說（narratives） 來釋放

新的意義，因為透過轉化敘說，將使個體融入不同形式的批判性思考中，並嘗試用說故事的方式

詢問：「如果妳從我的角度視事，你將看見甚麼？」（引自 Barr & Steele, 2003, p.511）。而 Barr
和 Steele（2003）亦對培養想像能力之轉用力，以啟發人文特質潛力，並透過想像他人（imagining 
the other）拓展學習者的多元視野，進而發展尊重多元的能力，都有更深切的期許，亦值得研究者

深入再探。 

2. 具象（crystallization） 
想像的具象力，是指學習者能以具體意象來表達抽象概念的能力。此外，想像的具象特徵在

探索性因素分析階段，雖於再造性想像的負荷量較低（ .30），且於創造性想像也有達 .21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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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量，但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當中則教育科技領域有達 .48、課程設計領域有達 .61 的因素負荷

量。換言之，對學習者而言，將抽象概念用具體意象表達出來，此能力較為接近再造性想像，同

時，想像的具象力，是從想像到實踐階段所表現出來的能力；還是仍在內隱運思，而用具體例證

來表達抽象，未來仍有進一步淬鍊的空間。未來將想像的具象性，與實踐想像或心智模擬的相關

進階研究，可參照 Vygotsky（2004）、Thomas（1997, 2010），以及 Kosslyn（1995）等人的論述

進一步探究。 

3. 有效（effectiveness） 
想像的有效力，是指學習者會針對目標產生有效想法或想像的能力，此能力於探索性因素分

析當中，因素負荷量穩定地居高（維持在 .70 以上），說明了學習者相當認同有效對於再造性想

像的重要性與解釋度。誠如前述文獻所指， Betts（1916）呼應，評估想像力需要考量，為了實踐

某些目的而組合內心影像的建構能力，也正如 Finke（1996）所指，產生想像的經驗往往會導向特

定的目標。因此，可將想像的最終產物是否能有效地達到目標或滿足需求的有效力，視為想像力

的能力特徵。 

4. 辯證（dialectics） 
想像的辯證力，是指學習者對想像內容反覆辯證與尋求改善的能力。本研究原先整理的能力

特徵是「精進」，後經過研究結果的反覆推敲，確定將「精進」再區分為「辯證」與「專注」等

兩個能力。同時，想像的精進特徵，在系列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當中，均穩定地聚斂於「再造性想

像力」的因素中；但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當中，其因素負荷量較低（.38 左右），未來尚值得以修正

後的「辯證」概念持續淬鍊。同時，Finke（1996）提及個體發明前的思考，往往充滿著張力、矛

盾或不合諧的提醒，以及 Reiner 和 Gilbert（2000）、Folkmann（2010）提醒我們想像對於初步的

意象或隱喻往往會是試驗式的思考，以及概念內涵與外部連結之間的辯證，甚至是 Reichling（1990）

提及矛盾接軌的討論等，均值得研究者持續針對想像的辯證力，再深入淬煉。 

（四）想像力特徵能力之間的關係 
依據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學習者的想像力可分為「創造性想像力」與「再

造性想像力」兩類，同時，理論與實務應用者應注意，兩者間雖有所不同，但仍具備一定程度的

相關。這樣的結果呼應了 Dewey（1934, p. 267）、Vygotsky（1971, 1995）、Reichling（1990），

以及李樸珉（1996）對想像力所做的分析。也就是說，想像力基本上有創造性，以及再造性想像

力之間的差異。而人們投入想像的過程中探索力、感受力、直覺力、專注力、新穎力和生產力等

特徵，較易發展出創造性想像力；而此系列的能力特徵，進一步結合蔡淑桂（1999）的模式，可

以推論學習者經由感官、肢體，或意義的探索力；透過澄清、放鬆、專注的感受力；在擴充聯結

的層面，在達到變動聯結與交互聯結的過程當中，可逐步表現出新穎力與生產力，而這些表現，

有許多內隱性的心智活動，會歸屬於 Trotman（2006）所指出的獨思與自覺性運思階段。 
至於再造性想像力，雖然在文獻上有系統的論述較有限，但集合了各學者對於想像力的探究，

仍然呼應了包括 Dewey（1916, p. 60, 152）對想像的「有效」、Eisner（2002, p. 4）的「具象」、

Reichling（1990）的「辯證」，以及 Kant 強調想像是一種意識綜合的「轉用」能力(引自徐復觀，

1998)。同時，這幾個能力特徵，也呼應了 Trotman（2006）論述想像之向外「試探」、「外顯」、

「不和諧」與「集體互惠」的實務情境，後續仍有持續深化論述的空間。 
此研究結果相當具理論啟發與實務應用價值。首先，從創造性想像力聚斂的能力看來，創造

性想像力的能力特徵，似乎與直接導向目標成果的能力特徵有所差異，且需要較長時間的投入，

同時，有時候重視過程要比成果的成分來得多。另外，進一步比對驗證性因素負荷量的高低，顯

示不論是教育科技領域或課程設計領域，「生產力」和「感受力」的因素負荷量明顯較其他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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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此間接顯示，長時間專注投入創造性想像的過程中，需要有較強的感受能力為前導，並有

一定數量的想法或意象產生，較能形成個體內在的增強回饋，引導個體投入心力進行創造性想像。

此結果直接呼應了 Eisner（2002）和 Vygotsky（1995）強調「情感是想像的起點」，以及「因為

每個情緒似乎都會與特定的意象連結，透過語言或相關的認知媒介，想像會與此意象有更細緻的

連結」的觀點。而其他包括：探索力、直覺力、新穎力與生產力之創造性想像力特徵，在實證研

究的層面，猶待更多的探究，以便確認其彼此之間的關係。 
至於再造性想像力，則聚歛了包括具象力、辯證力、轉用力、有效力等能力特徵，也突顯了

與預設目標之間連結較緊密的，當屬再造性想像力。其中，想像的「轉用」能力穩定地居高，顯

示轉用力，相當能解釋再造性想像力的變動情形。不過，同屬再造性想像力範疇中的「具象」特

徵，雖於驗證性因素分析中表現良好的因素負荷量，然於探索性因素分析中，仍呈現出跨因素的

特徵（如：表 3），研究團隊認為，有可能是創造性與再造性想像力，確實均具備「具象」的特徵，

然而以本研究所做的陳述方式（我擅長以具體意象來表達抽象概念），確實較易引導自評者評估

一般性表達的狀態，而分類上歸屬於再造性想像的成分較高。最後，則是「精進」的特徵，研究

團隊將再進一步區分出「辯證」與「專注」加以淬鍊。總體而言，創造性想像的特徵已漸明朗，

而再造性想像的部分，仍有較多持續精進的空間。未來透過累積眾多的小突破，也許距離較大的

突破也就不遠了。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論文透過文獻分析整理開展想像力研究的多元向度，設計問卷後執行嚴謹實證研究程序，

得出三項主要結論： 

（一）本研究結果呼應歷來文獻對於想像力的分析，而透過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歸納想

像力可區分為「創造性想像力」與「再造性想像力」；創造性想像力內含有：「探索力」、

「直覺力」、「感受力」、「新穎力」、「生產力」，並將納入「專注力」等六項能力；

再造性想像力則包括「具象力」、「辯證力」、「轉用力」，以及「有效力」等四項能

力。 
（二）本研究另以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想像力單一因素綜合運作模型」，與「想像力雙因素

區分運作模型」，研究結果顯示「想像力雙因素區分運作模型」為較佳理論模型，且與

單一因素模型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而十項想像力的能力特徵當中，「專注力」、「辯

證力」、「具象力」等三項特徵，將持續淬鍊與精進其概念精確化。 
（三）本研究提出想像力之能力特徵與意涵：「創造性想像力」之「探索力」意指學習者能對

新奇或未知的事物抱持探索的態度；「直覺力」指學習者對想像內容產生瞬間聯結的能

力；「感受力」指學習者以敏銳的感受來產出想像的能力；「新穎力」指學習者能產出

與眾不同想像內容的能力；「專注力」指學習者持續專注並醞釀想像成型的能力；「生

產力」指學習者能產出豐富想像內容的能力。而「再造性想像力」之「具象力」，意指

學習者能以具體意象來表達抽象概念的能力；「辯證力」指學習者對想像內容能反覆辯

證與持續尋求改善的能力；「轉用力」指學習者將想像內容進行跨領域運用的能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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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指學習者針對目標產生有效的想法的能力。同時，創造性想像力與再造性想像力

之間仍有一定程度相關，但可能具備不同的運思歷程。 

二、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結果呼應了研究者累積 1960-2011 年間的相關文獻，對「再造性想像」與「創造性想像」

的區分。對理論而言，雖因研究方法推論限制，暫無法針對這些能力特徵之間的關係深入探究，

但本研究成果未來結合 Trotman（2006）對想像的實務情境之論述，將有後續深研的廣大價值。而

對實務推動來說，將想像力區分為「創造性想像力」與「再造性想像力」，可能將意味著人們進

行「再造性」，或者是「創造性」的想像運思時，會有不同的運思歷程或階段，而需要不同的認

知資源或環境支持。 
由於想像力不獨是個體與生所具的能力，更是個體整合與創新既有知識及對複雜問題求解的

心智能力，因此，本研究成果具有跨領域應用的前瞻性。未來，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型，除了

教育領域，亦可應用於科學創新、科技應用，與藝術設計等相關領域，並可於不同對象持續淬鍊。

同時，透過個案研究方法，或者實驗法，將進一步釐清不同能力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提出想像力

特徵能力，以做為想像力研究的前導，除了理論建構應持續淬煉之外，未來於教育領域的研究，

可深入探究個體在發展這些能力的過程中，個人特質、心理因素，以及環境建構等構面之間的關

係；同時，結合特定學習領域，深入探究想像的運思歷程，在知識發掘與建構過程中的變化差異，

以使想像創新的過程變得可見與可理解，以啟發更多想像的靈感，創新研發包括科學理論創造、

科技應用創新，以及藝術審美人才培育的教育方案。換言之，透過持續深入理解想像能力的特徵

與發展歷程，對個體的發展、領域知識的創新，以及教育文化環境的建構，將注入更多本質性的

創新見解。愛因斯坦曾說：「想像概括世界一切，是知識進化的泉源。」當知識從已知邁向更多

的未知、當理論與現實差異產生挑戰、當目標與現狀有所落差時，便須要靠想像與經驗引領個體

突圍。投入想像力的研究，將使我們在二十一世紀面對許多可能的未來，帶著實踐想像的能力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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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imed to clarify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magination, and further construct and confirm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productive and creative imagination.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imagination and identify its potential 

characteristics,we first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on imagination between 1960 and 2011, Next, we surveyed two samples 

consisting of 782 participators, and performe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n the data. As a 

result two dimensions and 10 characteristics of imagination were emtracted from the data. The first dimension was named 

creative imagination, inclu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loration, intuition, sensibility, novelty, concentration, and 

productivity. The second dimension was named reproductive imagination, inclu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ystallization, 

dialectics, effectiveness, and transformation. The two dimensions show discriminative validity as well as a certain level of 

correlation.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magination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