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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概念分析 
 

一、研究緣起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處為傳達與塑造國家公園的特徵理念，於今年

（2009）舉辦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活動，徵求具有獨特性與代

表性的形象識別圖紋。本研究以陽管處辦理之「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

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活動」所徵求之 1,396 件設計作品為例，探討

民眾對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之知概念分析及圖紋環境教育推廣之初步

規劃，俾便日後陽管處辦理各項環境教育、生態旅遊等工作之參考。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以 WHO-IDEA 思議方法建構之環境素養學習方程式，從思維

方向與內涵概念之觀點，探討民眾創作圖紋作品中陽明山國家公園之

意象概念。在研究分析方面，可分為參與者分析、概念分析、得獎者

訪談等三大研究面向。依據概念分析結果，本研究透過環境教育推廣

座談會研討交流，共同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圖紋於環境教育之推廣

應用進行初步規劃。 

三、重要發現 

本研究透過意象圖紋概念分析，在 1396 個圖紋作品中，共整理出

181 種意象，總計 8980 個概念數。若從陽明山國家公園徵選主題概分，

其中火山地質意象有 953 個、動植物生態意象 3071 個、人文意涵意象

有 2105 個、其他題材意象 2817 個、迷思概念意象 35 個。 

在性別組成上，意象圖紋徵選參賽民眾中，以女性居多約佔 65％。在

學歷組成上，以大專院校為主，約佔48％，其次是高中職約有35％。就意

象概念組成比例，意象圖紋以動植物生態比例 34％最高，以迷思概念

最少 0.004％，顯示陽管處的環境教育推動與解說教育工作成效良好。 

本研究從宏觀生態系統觀點，初步將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概分為

自然生態及人文生態。其中自然生態意象涵括天文、氣象、自然景觀、

動物生態、植物生態等；人文生態意象包括人文景觀、人文意涵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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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整體意象概念分析結果顯示，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自然景觀意象，

如火山地質、山、森林、溪流等最多，約占全部意象的 31％，其次是

人文景觀意象，如溫泉、景點、步道、建築古蹟等。 

從個別意象分析結果顯示，以山的意象最多(作品繪出山形，但未

說明何種)，其次是火山、溫泉、太陽、櫻花、蝴蝶及海芋等。圖紋意

象中，屬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的保育類物種計有 4 種。其中鳥類部分，

珍貴稀有保育類(Ⅱ)，有大冠鷲、領角鴞；其他應予保育(Ⅲ)，有台

灣藍鵲。兩棲爬蟲類部分，台北樹蛙為珍貴稀有保育類(Ⅱ)。 

四、主要建議事項 

    本研究透藉由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內涵的概念分析結果與座談

會辦理，建議未來可善加運用識別意象符號，推廣陽明山國家公園的

理念與願景。以下茲將建議事項，說明如后。 

一、 為使意象圖紋有系統融入與結合到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與

育樂三大目標，本研究建議陽管處可建置環境教育平台，凝聚政

府單位、專家學者、民眾、環境教育人員等參與者共識，並將意

象圖紋之推廣應用，結合至經營管理、教材教法、保育教育、解

說教育、文化創意等面向，進行陽明山國家公園研究、保育及育

樂成果的社會行銷，以強化陽明山國家公園全方為永續經營。 

二、 進行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社會民意調查、內涵分析及概念階層建

構應用。後續應持續針對專家學者、陽管處人員及社會大眾之陽

明山國家公園意象認知概念分析與建構，藉此交叉比對，以作為

陽明山國家公園未來推動環境教育之基礎架構與內涵。 

三、 進行陽明山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影像拍攝與歷年影像分類整合。

本研究歸納分析意象圖紋中，動植物生態與山林溪流地景等意象，

大量出現在多數圖紋作品。因此，透過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生態、

植物生態、地質景觀、人文生態與活動的靜態影像拍攝與分類整

合，都是後續解說教育與環境教育推動基礎。 

四、 進行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系列環境教育專書與教學資料庫建置，

整合陽管處保育研究成果、解說叢書與意象圖紋，結合到陽明山

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系列專書與教學資料庫開發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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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image, concept analysis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YMSNP) held the “YMSNP Identification 

Image Contest” in 2009. With the 1,396 responding works,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participants’ recognition of YMSNP through background analysis, 

image work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contest winners’ interview. The result 

of participants’ well understanding of the YMSNP’s key concepts shows the 

accomplishment of its long-term effort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 the identification image into national 

park’s mission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recommend 

that YMSNP should establish 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latform to 

consolidate each partner’s (government agencies, consultant authorities, 

general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understanding, and to promote 

the marketing YMSNP’s conservation and education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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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陽明山國家公園鄰近

大台北都會區，是具備多方

位功能的國家公園，也是許

多人共有的記憶有「台北後

花園」的美名。在台灣的七

座國家公園中，陽明山國家

公園擁有獨特的火山地質

及生態體系，面積雖小，但

景觀細緻且緊鄰都會區，因

此在國土保育、環境教育解

說宣導及遊憩育樂等功能上， 

扮演極重要的地位。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企業精神建立與經營理念傳達，有助於企業追

求永續經營的目標。透過規劃良善的視覺傳達設

計，以及非實體化的服務品質，以表現獨有的企

業文化，已是必然的趨勢與走向（林盤聳，1985）。

形象，是一個概括的、籠統的與抽象的概念，具

有相當豐富的意涵（Ithiel de Sola Pool and Kali 

Prasad, 1958）。形象，基本上與「概念化圖像」同義，是印象、主題、

意見、與態度的綜合體，由此形成一種全面性的代表意象，同時也是

描述企業或個人特徵最簡潔的方法（Merril，1962）。近年來，企業形

象識別（Corporate Identity，簡稱 CI)的觀念，已延伸至國家、政府、

機關、團體。其優點在於，對內可建立獨特之企業文化，增進員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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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力與歸屬感，並強化組織的體質；對外能建立社會大眾的優良觀感

形象，促進優勢的公共關係，並為機關提昇多元化的經營管理效益。 

為傳達與塑造陽明山國家公園

的特徵理念，陽明山國家公園管處

（以下簡稱陽管處）於今年（2009）

舉辦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活

動，為陽明山國家公園中，許多人

與環境、土地、自然及文化彼此生

態交會的故事，徵求具有獨特性與

代表性的形象識別圖紋。 

陽管處推動保育研究、環境教

育多年，一般民眾透過出版文宣、

教育活動、遊憩育樂、傳播媒體等

型式，探索、了解、保育、讚賞、

連結及迴響，逐漸形成對陽明山國

家公園的環境概念。這也是典型的

政府機關公共形象與公共關係的溝

通模式。就本質上而言，環境概念，

係指個體對具同類屬性事物所獲得

的概括性單一經驗，通常會以一個

或多個概括性的名稱或符號來代表

具有共同屬性的事物。 

從民眾參與觀點，環境概念影響環境行為及其參與環境事物決策

的經緯方向（汪靜明，1995、1996）。對於環境教育參與者而言，適宜

環境概念的建構及概念迷思的澄清，是重要的認知學習目標，且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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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環境中的參與者對於環境議題的

溝通協調與工作推動（汪靜明，2006、

2007）。 

本次徵選活動，陽管處邀請民眾

一同參與，凡對形象識別意象設計有

興趣之人士皆可遞件參加。在作品主

題的設定上，由參與者將心目中最能

代表陽明山地區之火山地質、動植物

生態、人文等生態元素與內涵概念，

融入意象創意圖紋設計中，並檢附創

作理念與作品說明。由於民眾踴躍投

件，共徵得稿件 1,396 件，已從眾多

優秀作品間，選出最能符合國家公園

理念，並表現勾勒出陽明山國家公園

識別意象的創意圖紋。標誌本身並不

能形成完整的品牌印象。藉由形象識

別徵選活動的良好開端，應進一步妥

善應用創意圖紋，標誌在各種視覺製

作物上、以及彰顯在所有陽明山國家

公園的服務行為中。 

一般而言，形象識別圖紋可應用於產品、事務用品、辦公室器具

設備、招牌旗幟標籤牌、衣著制服、建築外貌櫥窗、交通工具、包裝

用品、廣告傳播以及展示陳列規劃延伸應用等。期許未來能凝聚內部

共識，也將陽明山國家公園的理念推廣出去，對日後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理處推動各項環境教育、保育措施或生態旅遊活動，均有極大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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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項目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台灣本島北部，緊鄰大台北都會區，位處台

北盆地北緣，東起磺嘴山、五指山東側，西至向天山、面天山西麓，

北迄竹子山、土地公嶺，南迨紗帽山南麓，面積約 11,455 公頃；海拔

高度自 200 至 1,120 公尺範圍不等。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生態特色，向來以特有的火山地形地貌著稱，

以大屯山火山群為主，園內火山口、硫磺噴氣口、地熱及溫泉等景觀

齊備，是個火山地形保持十分完整的國家公園：另一方面，深受緯度

及海拔之因素影響，氣候季節性變化極為明顯，也造就陽明山國家公

園，極富生態、地理、景觀、人文、遊憩等多樣化的資源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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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成立於 1985 年，歷經 20 多年歲月，已確立了

國家公園的基本雛形。陽明山國家公園已具備生態保育研究、環境教

育解說宣導、遊憩育樂、環境管理等多方位功能，並進一步依資源特

性分為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遊憩區及一般管制區，以有效兼顧

保育、研究、育樂之功能。 

為發展出陽明山未來願景，塑造更

具美質的國家公園，陽管處於今年

（2009）一月～六月辦理「陽明山國家

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活動」，

徵求符合國家公園理念與識別概念（內

含代表陽明山地區之火山地質、動植物

生態及人文意涵）之意象圖紋設計。圖

紋徵選民眾參與情形，受到各界熱烈迴

響、投稿踴躍，共收得稿件 1,396 件。

其中，許多作品在創意、設計及用色方

面皆在水準之上，經過精挑細選、反覆

投票與討論的冗長評選過程，共 9 件作

品獲獎。 

經由此項徵選活動，陽明山國家公

園不僅已找到最具代表性的符號，也為

陽明山做了最好的社會行銷活動，未來

可善加運用識別意象符號，推廣陽明山

國家公園的理念與願景，對於經營管理

有極大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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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以陽管處辦理之「陽明山國家公

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活動」所徵求之

1,396 件設計作品為例，探討民眾參與陽明山國

家公園經營管理之認知概念分析及環境教育推

廣策略之初步研究，俾便日後陽管處辦理各項

民眾參與之環境教育、生態旅遊、資訊公開等

工作之推動。主要研究工作項目如后： 

  

1.分析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民眾參與情形 

2.分析民眾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之意象概念認知情形 

3.初步規劃陽明山國家公園徵選圖紋於環境教育之推廣應用 

 

 

 
 

圖紋創作/尤喬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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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及流程進度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流程 

依據研究實務之需要，本研究流程可概略分為研究範疇與方位界

定、研究方法與執行、研究成果與推廣規劃等三大部分。首先，在研

究範疇與方位界定上，本研究從國家公園緣起背景著手，針對陽明山

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為範疇，研擬研究目的。研究進

行初期，研究團隊召開研究說明會，確認與調整團隊任務分工與聯繫、

單位協助與配合、研究進度與整合等事項。 

其次，在研究方法與執行方式上，本研究以 WHO-IDEA 思議方法建

構之環境素養學習方程式，從思維方向與內涵概念之觀點，探討民眾

心目中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形象概念。在研究分析方面，可分為參與者

分析、概念分析、得獎者訪談等三大研究面向。參與者分析，指針對

參與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活動之民眾進行參與

者背景分析，如年齡、性別、學歷、關連等變項；概念分析，是針對

徵選活動徵求之 1,396 件作品，分析其內涵的創作理念、主題概念、

迷思概念、表現方式等四大面向；得獎者訪談，是指針對得獎、佳作

及入選等獲選 9 件作品之設計者，進行訪談，以互補參與者分析、概

念分析等量化研究結果，並可進一步了解參與者獲得活動訊息管道、

活動參與心得、專案推動建議、以及圖紋應用建議等內容。 

依據概念分析結果，本研究透過環境教育推廣座談會，邀集環境

教育推廣者-台灣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研究生與陽明山國家公園解說

志工、相關領域專家學者、經營管理者-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解說

課）、以及徵選得獎者，共同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圖紋於環境教育之推廣

應用進行初步規劃，並納入研究成果彙編內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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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範
疇
與
方
位
界
定 

研
究
方
法
與
執
行 

研
究
成
果
與
推
廣
規
劃 

圖 2-1、研究架構與流程 

研
究
緣
起 

WHO 思維方向 
․原因 Why 
․內容 What 
․參與者 Who 
․時間 When 
․地點 Where 
․資源 Which 
․方式 How 

․覺知 Awareness 

․知識 Knowledge 

․態度 Attitude 

․技能 Skill 

․行動 Action 

IDEA 內涵概念 

․議題 Issue 

․文件 Document 

․評論 Essay 

․分析 Analysis 

環境素養學習方程式

研究說明會
․團隊任務分工與聯繫 
․單位協助與配合 
․研究進度與整合 

參與者分析 

年  

齡 

性  

別 

學  

歷 

概念分析 

創
作
理
念

主
題
概
念

迷
思
概
念

得獎者訪談 

訊
息
管
道

參
與
心
得 

專
案
建
議

應
用
建
議

․徵選得獎者 
․環境教育推廣者 
․專家學者 
․經營管理者 

環境教育推廣座談會 

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概念分析 (N=1,396-) 

結論與建議 

․了解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民眾參與情形 
․分析民眾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之意象概念認知情形 
․初步規劃陽明山國家公園徵選圖紋於環境教育之推廣應用 

研
究
目
的 

․陽明山為都會國家公園，具有特殊的火山地質、動植物、文化等豐沛生態資源。 
․陽明山國家公園，具有生態保育、環境教育解說宣導、遊憩育樂等多方位功能。 
․陽明山國家公園歷經20年，基本功能雛形已確立，如何定位新願景，以蛻變、重現活力。

․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徵求符合國家公園理念與識別概念。 

意象概念融入於 
環境教育平台之規劃 

形象圖紋應用於 
解說教育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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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資料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陽管處辦理的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

之作品，其所呈現出的主題與創意，進行概念分析與探討、圖紋意象

概念階層架構建立、環境教育推廣應用初步規劃。 

（一）資料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以陽管處辦理之「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

徵選活動」所徵求之 1,396 件設計作品為例，進行形象識別意象創意

圖紋主題及內涵概念分析。 

（二）概念階層架構建立 

本研究應用「概念涵括分析」和「概念階層分析」方法，蒐集陽

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作品與創作理念，透過內容

分析方法，萃取篩選出作品與創作理念中含括的主題概念，並經過幾

位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與具有相關實務經驗之人員討論，初步建立「陽

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概念階層架構」。 

二、資料分析 

本研究之資料分析過程中，以量的分析為主並輔以與質的分析等

兩部分。 

（一）量的分析 

將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之作品，透過內容

分析法，選取出每個作品中的主題概念。再藉由統計方法呈現出每種

概念的總數與百分比，了解陽明山國家公園給民眾的整體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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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的分析 

在質的資料分析上，本研究團隊整理分析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創

意圖紋徵選作品之創作理念、圖紋意象呈現及創作者對陽明山國家公

園的經驗與感受。在歷經多年教與學的互動中，學習者常受限於參與

時間，亦常侷限於某特定主題的鑽研，而有諸多「研究限制」、「以偏

概全的推論與結論」，並難於回歸到整體環境問題、教育本質，亦難回

饋到有關經營管理與政策制度之實質改進。此外，多年來在課程教學、

研討會議及專題演講中，許多參與者想要進一步的延伸閱讀，並困於

沒有脈絡及系列的框架中。為環境教育研究、教學及諮詢服務，研究

主持人汪靜明教授，多年嘗試歸納出有脈絡、易檢視、可評價的學習

方程式，以便在交流平台上，可分工並合作地協同與整合環境行動。 

汪靜明(2009)整合研發之 WHO-IDEA 思議方法，係從環境生態及環

境教育理論哲學思考，參考國內外有關哲學知識論、社會研究法、行

動研究法（詳如參考文獻），以及指導之環境教育實證研究結果，初步

研擬環境素養的學習方程式：環境素養ΣEL＝基本素質 B＋［思維方向

WHO］．［內涵概念IDEA］（如圖三）。環境素養（environmental literacy），

係奠基於學習者先前既有之素養或素質（base），而養成於某學習歷程

中設定之目標及參與活動。在學校與社會環境教育參與者角色互動模

式（汪靜明，1995b；2000d）中，推廣者（供給者與中介者）的角色，

在於啟發、引導學習的接受者之思維方向，以探索與瞭解事件的來龍

去脈，及其過程中互相影響的內涵變因。而後，經由教育推廣者將環

境相關的目標導向於覺知、知識、態度、技能與行動，有組織地系統

整合，並導向於事件有關的議題。 

在學習方程式中，對於事件的來龍去脈的「思維方向」，即是所謂

的「道」。在我們待人處事中，有效的學習，必然要瞭解事件的「6W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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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6W」涵括：Why 為什麼（原因）、What 什麼（內容）、Who 誰（參

與者）、When 何時（時機）、Where 何地（場域）、Which 哪些（資源），

而「H」則是 How 如何（方法）。在經營管理上，所謂的「know How」

是企業的關鍵核心知識與技術，不與他人分享。在教育上，我們則講

求將「know-How」的四方（方位、方向、方法、方式），傳道、授業、

解惑於學習者。筆者進一步認為，除了「know-How」之外，「know-Why」、

「 know-What 」、「 know-Whom 」、「 know-When 」「 know-Where 」與

「know-Which」，也是學習參與行動中，可多方「思」維的「道」。 

 

圖 2-2、WHO-IDEA 思議方法建構之環境素養學習方程式 

環境中存在的命題與問題，常是學習課題中的議題（Issue），也是

環境素養內涵概念（IDEA）的建構來由。我們可經由事情相關紀錄（如

文字、影音等）及文獻（如政策計畫、問卷資料、新聞報導、研究報

告、出版品等）等文件（Document）中，歸納參與研究者觀察的觀點及

評述的論點（Essay），做為事情分析（Analysis）之議「理」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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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進度規劃 

依研究工作性質，分列資料蒐集彙整、概念分析、環境教育推廣

應用初步規劃、研究成果報告會編等四項研究工作，並規劃於民國 98

年 8 月起至 12 月完成（詳表 2-2）。 

表 2-1、研究進度甘梯圖 

進度表% 

 

研究項目        比重% 

民國 98 年(2009)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資料蒐集彙整 10 

  

  

50 100 

2.形象圖紋意象 

概念分析 
40 

參與者 
分析 

認知概念 
分析 

得獎者 
訪談 

概念分析結
果 

50 70 100  

3.環境教育推廣 

應用初步規劃 
30   

環教推廣座
談會 

初步規劃 
成果 

40 100 

4.研究成果 

報告彙編 
10    

研究報告 
彙編 

100 

5.期末簡報 10    

期末簡報 

100 

合計 100 25 38 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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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項目成果 

 

第一節 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民眾參與分析 

 

在圖紋徵選民眾參與部分，本研究團隊針對性

別組成、學歷及服務機構/就讀學校等三方面，進

行分析。 

在性別組成上，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

象創意圖紋徵選民眾中，以女性906位，男性490

位。在性別組成比例上，女性有65％，男性35％(參

圖 3-1)，顯示本次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圖紋參選

作品中，女性創作佔多數。 

 

 

男，490

35%

女，906

65%

圖3-1、圖紋徵選民眾性別組成比例圖 

意象圖紋創作/徐鈺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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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歷組成上，研究所以上 87 人、大專院校 665 人、高中職 492

人、國中 150 人，國小 1人，未註明 1 人。整體而言，本次陽明山國家

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民眾學歷組成，以大專院校為主，約佔 48

％，其次是高中職約有35％，國中約有11％(參圖3-2)。 

值得進一步分析的是，本次圖紋作

品中，有一位國小高年級學童參賽，其

作品創作意象表現上，以大屯山系、七

星山及台灣藍鵲為主；在理念說明中，

也陳述二子坪步道、大屯山步道中，豐

富的動植物生態，如青斑蝶、獨角仙、

紅楠、墨點櫻桃等。顯見其對陽明山國

家公園的了解與體認。 

 

 

研究所

6%

大專院校

48%

高中職

35%

國中

11%

國小

0%

未知

0%

意象圖紋創作/陳宣宇，國小學童 

圖3-2、圖紋徵選民眾學歷組成比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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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業/服務機構/就讀學校分析上，

徵選作品創作者以學生居多，達1176人，

其次是從事商業設計工作者(如廣告、創

意設計等)，有44人。從事公職或教職者

(公務員、教師等)，有 42 人；從事工商

業者38人；自由業34人；待業或無工作

者，有26人(參圖3-3)。整體而言，本次

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

徵選民眾，主要以學生為主，約占84％，

其中不乏有設計相關科系學生參賽。 

 

 

1176

44 42 38 34 26 18 13 4 1

意象圖紋創作/林如櫻 

圖3-3、圖紋徵選民眾職業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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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創意圖紋概念認知分析 

一、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圖紋概念階層架構 

在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

象創意圖紋作品之主體、主題、

創作理念及內涵概念選取與分

析上，本研究團隊依據創意圖文

作品主體與主題、創作理念說明

等原則，選定圖紋中所呈現的概

念。在概念名詞合併上，本研究

依據(1)涵義相同、用詞不同；

(2)概念具衍生關係，但不具代

表性，將之併入較具代表性之概

念；(3)內容相同、合併後，以

主題為前置等合併原則，將概念

名詞做適當之合併(參表 3-1)。 

本研究應用「概念涵括分析」

和「概念階層分析」方法(參表

3-2)，蒐集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

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作品與

創作理念，透過內容分析方法，

萃取篩選出作品與創作理念中

含括的主題概念，並經過幾位相

關領域之專家學者與具有相關實務經驗之人員討論，初步建立「陽明

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概念階層架構」(參表 3-3、圖 3-4)。 

  

意象圖紋創作/黃瑞光 

意象圖紋創作/周姵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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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概念涵括分析階段—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圖紋內涵概念合併結果 

類別 合併原則 合併名詞 被  合  併  者 

一 涵義相同、用詞不同 

藍天 天、天空 

土地 地、大地 

星辰 星、星星 

擎天崗草原 草原 

山櫻花 緋寒櫻 

彩虹 虹 

二 

概念具衍生關係， 

但不具代表性， 

將之併入較具 

代表性之概念 

太陽 日出、夕陽、日 

山林 森林、樹林 

櫻花 山櫻花、吉野櫻、大島櫻、緋寒櫻 

杜鵑花 紅星杜鵑、金毛杜鵑、大屯杜鵑、白花杜鵑、臯月杜鵑

芒草 芒花、白背芒、管芒、五節芒 

鳳蝶 
台灣麝香鳳蝶、大鳳蝶、斑鳳蝶、紅紋鳳蝶、台灣鳳蝶、

黑尾鳳蝶、青斑鳳蝶、烏鴉鳳蝶 

樹 樹木、林木 

花 花朵、花瓣 

大屯山 大屯火山 

橋 吊橋 

金包里大路 魚路古道 

山路步道 
山路、步道、仰德大道、魚路古道、二子坪步道、草山

古道 

三 
內容相同、合併後 

以主題為前置詞 

植物生態 植物 

動物生態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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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圖紋概念階層架構研究方法與說明 
 

階段 研究流程 研 究 方 法 與 目 的 參與者

概 

念 

涵 

括 

分 

析 

陽明山形象識別 

意象創意圖紋蒐集 

陽管處辦理的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

作品蒐集。 
研究小組 

意象圖紋作品 

內容涵括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創意圖紋作品之主體、主

題、創作理念及內涵概念選取與分析 
研究小組 

圖紋意象名詞選取 
依據創意圖紋作品主體與主題、創作理念說明等原

則，選定圖紋中所呈現的概念。 
研究小組 

圖紋意象 

概念名詞合併 

依據(1)涵義相同、用詞不同；(2)概念具衍生關係，

但不具代表性，將之併入較具代表性之概念；(3)內容

相同、合併後，以主題為前置等合併原則，將概念名

詞做適當之合併 

研究小組 

概 
念 

階 

層 

分 

析 

圖紋意象概念 

篩選與分類 

經研究小組討論，初步篩選生態概念名詞；並將陽明

山國家公園意象圖紋內容分成【自然生態】及 

【人文生態】兩大主領域。 

研究小組 

圖紋意象概念 

結構化及增訂 

將分類過的核心名詞，進一步依主領域、次領域、 

主概念等階層，予以結構化， 
研究小組 

建立 

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 

概念階層架構 

與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研究小組）討論各階層內容 

完整性與分配均衡性，初步建立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

概念階層架構圖。 

研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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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內涵概念架構 
 

自
然
生
態(

6
7
33
) 

天
文
氣
象
地
景(3662) 

天
文 

(707) 

太陽（579）、藍天（33）、月亮（28）、星辰（8） 

象 
(22 白雲（154）、彩虹（47）、雨霧（10）、雪（7）、風（3） 

自
然
景
觀(

27
3
5
)

火山地質
(953) 

火山（685）、火山硫煙（123）、硫磺（78））、地熱（31）
火山岩漿（8）、火山噴氣孔（7）、火山岩（6）、火山口（6）
安山岩（3）、岩層岩石（3）、火山爆發（2)、休火山（1） 

地景水文 
(1782) 

山（1357）、溪流（142）、水（138）、草原（59）、森林（41）
湖(21)、瀑布（13）、土地（10）、堰塞湖（1） 

動
植
物
生
態(3071) 

動
物
生
態
︵1

439
︶ 

哺乳類 
(74) 

台灣獼猴（28）、松鼠（23）、台灣野兔（12）、台灣鯪鯉（4）
赤腹松鼠（3）、台灣山猪（2）、白鼻心（1）、山羌（1） 

鳥類 
（643） 

鳥(304)、台灣藍鵲（179）、台灣擬啄木(五色鳥)（86） 
翠鳥（35）、繡眼畫眉（6）、大冠鷲（5）、白腹鶇（4） 
綠繡眼（3）、白鶺鴒（3）、赤腹鶇（2）、白鷺鷥（3） 
紫嘯鶇（2）、紅領綠鸚鵡（2）、領角鴞（1）、灰鶺鴒（1）
小彎嘴畫眉（1）、貓頭鷹（1）、竹雞（1）、洋燕（1） 
粉紅鸚嘴（1）、竹雞（1）、藍磯鶇（1） 

兩棲爬蟲類
(71） 

蛙（26）、台北樹蛙（26）、蛇（10）、蜥蜴（5）、石龍子（2）
麗紋石龍子（2） 

蝶類 
（579） 

蝴蝶（495）、青斑蝶（35）、台灣麝香鳳蝶（20） 
大鳳蝶（9）、斑鳳蝶（8）、紅紋鳳蝶（4）、台灣鳳蝶（3）、
蛇目蝶（2）、黑尾鳳蝶（1）青斑鳳蝶（1）、烏鴉鳳蝶（1）

其他動物
(72) 

魚（27）、動物（9）、甲蟲（7）、昆蟲（5）、瓢蟲（5） 
獸印（4）、獨角仙（2）、蝗蟲（2）、蟬（2）、蜻蜓（2） 
蜂（1）、螢火蟲（1）、紅圓翅鍬形蟲（1）、粉蝶燈蛾（1）
蝸牛（2）、蟹（1） 

植
物
生
態
︵1

632

︶ 

喬木 
(722) 

櫻花（472）、樹（116）、楓樹（38）、山櫻花（33） 
梅花（23）、山茶花（15）、吉野櫻（7）、竹子（6） 
箭竹（5）、大島櫻（3）、鐘萼木（3）、楊柳（1） 

灌木 
(559) 

花（342）、杜鵑花（183）、紅星杜鵑（6）、牡丹花（5） 
金毛杜鵑（5）大屯杜鵑（3）、大紅杜鵑（3）、白花杜鵑（2）
狹瓣八仙（2）、朱槿（2）扶桑花（2）、馬醉木（2） 
皋月杜鵑（1）、三葉五加（1） 

草本 
(248) 

芒草（128）、台灣水韭（66）、芒花（23）、藤蔓（6） 
山菊（5）、台北菫菜（4）、蕨（3）、白背芒（3）、管芒（2）、
美人蕉（2）、五節芒（1）、百合（1）、綬草（1） 
大花咸豐草（1）、七葉一枝花（1）、銀蓮花（1） 

藤本 
（6） 藤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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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生
態(

2
1
05
) 

人
文
景
觀(2040) 

山路步道 
(81) 

步道(40) 、山路（15）、二子坪步道（8）、金包里大路-魚路
古道（7）、草山古道（2）、仰德大道（1） 

遊憩據點 
(1318) 

溫泉（669）、七星山（183）、小油坑（112）、大屯山（104）
花鐘（81）草山（50）、紗帽山（40）、夢幻湖（27） 
竹子湖（20）、擎天崗（9）冷水坑（8）、硫磺口（6） 
牛奶湖（4）、硫磺谷（3）、竹子山（1）、硫磺山（1） 

建築史蹟 
(47) 

中山樓（8）、草山行館（8）、陽明書屋（4）、觀景亭（21）
橋（6） 

生物 
(594) 

人（131）、登山遊客（30）、牛（30）、小孩（10） 
女人（3）、農人（3）、和平鴿（4）、狗（1）、鯉魚（1） 
 
海芋（372）、蘭花（5）、向日葵（3）、玫瑰（1） 
鬱金香（1）、橘子（1） 

人
文
意
涵(65) 

文化 
(19) 

原民菱紋圖騰（9）、史前文化與石器（3）、藍染技術（2）、
紋面（2）凱族豐年祭搗年糕（1）、紅絲帶（1）、燈籠（1）

活動 
(17) 花季花海（16）、蝴蝶季（1） 

文字 
(29) 文字-草（7）、文字-陽（11）、文字-明（11） 

迷
思
概
念 

台灣黑熊（2）、熊（1）、梅花鹿（3）、101 大樓（15）、雷魚（2）、泥火山（2） 

鳳凰火鳥（2）、觀音山（2）、野柳女王頭（2）、海洋（1) 、長臂猿（1）、七星湖（1）

火焰（1） 

其
他
抽
象
象
徵
意
象 

愛心（7）、母親（2）、大地之母（2）、資源（1）、大自然（1）、小精靈（1） 

花仙子（1）、狐仙（1）、芬多精精靈（1）、家（1） 

側臉（11）、手（31）、眼（7）、足印（6） 

地球（6）、台灣（4）、單車（5）、公車（3）、王陽明（4）、生態（2）、溫泉蛋（2） 

台北盆地（1）、生物（1）、高冷蔬菜（1）、梯田（1）、情人坡（1）、擴音喇叭（1） 

攤販（1）、風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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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資訊整合示例表 
  



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文徵選活動之 
概念分析及其在環境教育推廣應用之初步規劃 

22 

二、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圖紋概念分析結果 
 

 本研究透過陽明山國家公園識

別意象創意圖紋概念分析，在 1394

個圖紋作品中，共整理出 181 種意象

(不包含迷思概念及其他非屬陽明山

意象)，總計 8980 個概念數(參表)。

若從陽明山國家公園徵選主題概分，

其中火山地質意象有 953 個、動植物

生態意象 3071 個、人文意涵意象有

2105 個、其他題材意象 2817 個、迷

思概念意象 35 個(參圖 3-4)。 

 

 

圖 3-4、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圖紋概念分析圖  

意象圖紋創作/邱萬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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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象概念組成比例，陽明山國家

公園徵選圖紋以動植物生態比例34％最

高(參圖)，以迷思概念最少 0.004％，

顯示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環境教育推動與

解說教育工作成效良好。 

其他題材意象，是除了火山地質、

動植物生態、人文意涵三大主題意象外，

所呈現的意象。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其他

題材意象，內涵涵括天文(如太陽、月亮、

星辰等)、氣象(如彩虹、雲霧、雨、雪

等)、地景水文(如山、草原、森林、溪

流、瀑布等)。分析結果顯示，陽明山國

家公園除了山地質、動植物生態、人文

意涵三大主題外，其自然景觀與天文氣

象，也是民眾對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想像

與連結。 

火山地質

11%

人文意涵

24%

動植物生態

34%

其他題材

31%

迷思概念

0%

意象圖紋創作/蔡蕙如 

意象圖紋創作/楊宜娟 

圖 3-5、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初步分析組成圖 



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文徵選活動之 
概念分析及其在環境教育推廣應用之初步規劃 

24 

本研究從整體生態系統觀點，初步將陽明山

國家公園意象概分為自然生態及人文生態。其中

自然生態意象涵括天文、氣象、自然景觀、動物

生態、植物生態等；人文生態意象包括人文景觀、

人文意涵等意象(參表 3-4)。 

表 3-5、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圖紋概念分析表 

類別 自然生態 人文生態 

主題 
天文氣象地景 動植物生態 

人文景觀 人文意涵天文 氣象 自然景觀 動物生態 植物生態
意象 
概念數 717 221 2735 1439 1632 2040 65 

 整體意象概念分析結果顯示(參圖 3-6)，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自然

景觀意象，如火山地質、山、森林、溪流等最多，約占全部意象的 31

％，其次是人文景觀意象，如溫泉、景點、步道、建築古蹟等(23％)。 

 

人文景觀

23%

植物生態

18%

動物生態

16%

自然景觀

31%

天文

8%

氣象

3%

人文意涵

1%

圖 3-6、陽明山國家公園徵選圖紋整體意象概念組成

意象圖紋創作/葉政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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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個別意象分析結果顯示(參圖

3-7)，以山的意象最多(作品繪出山形，

但未說明何種)，其次是火山、溫泉、

太陽、櫻花、蝴蝶及海芋等。圖紋意象

中，屬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的保育類物種

計有 4種。其中鳥類部分，珍貴稀有保

育類(Ⅱ)，有大冠鷲、領角鴞(貓頭鷹)；

其他應予保育(Ⅲ)，有台灣藍鵲。兩棲

爬蟲類部分，台北樹蛙為珍貴稀有保育

類(Ⅱ)。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陽明山國家公園長年來推動的解說教育、

保育教育、環境體驗、花季活動等，能讓民眾對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

景觀、環境生態與人文意涵，有進一步的認識與了解。 

 

圖 3-7、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概念數前 25 名 

    

山 火山 溫泉 太陽 櫻花 蝴蝶 海芋 花 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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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圖紋創作/朱碧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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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團隊透過概念分析及

階層架構建立，將陽明山國家公

園識別創意圖紋意象概分自然生

態及人文生態意象兩大類群，其

中自然生態涵括天文氣象地景意

象、動植物生態意象；人文生態

意象涵括人文景觀及人文意涵。

以下茲將各類別意象概念組成及

分析結果，說明如后。 

（一）天文氣象意象概念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創意圖紋作品中，有關於天文氣象的意象，

以太陽最多，概念數高達 579 筆，其次是白雲、彩虹、藍天、月亮等

（參圖 3-8）。 

  

 

579

154

47 33 28 10 8 7 3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太陽 白雲 彩虹 藍天 月亮 雨霧 星辰 雪 風

圖 3-8、天文氣象意象概念組成 

意象圖紋創作/錢真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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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約位於北

緯 25 度，有明顯的亞熱帶地區季風

型氣候的特徵，夏季受到西南季風影

響，大多屬晴朗、午後有雷陣雨的天

氣；冬季則因東北季風南下而潮濕多

雨。此外，陽明山國家公園內，複雜

的地勢與多變起伏的地形，使區內微

氣候變化相當明顯，常有東側飄雨、

西邊晴的景象。此外，山中水氣豐厚，

午後常有雨霧雲海，景物也常在瞬息

間被突然擁至的濃霧所遮蔽，是陽明

山國家公園特色。 

綜而言之，陽明山國家公園一年

四季，普遍給人的感受與印象是，

春季花海綻放，盛開如畫；盛夏時

節，是遊客的最佳避暑之地；秋風

起，起伏於山谷問的芒花與枝頭零

落的紅葉為大地染上蕭瑟的色彩；

寒冬中的疾風勁雨，偶爾露臉的冬

陽或瑞雪都特別的令人驚喜；這豐

富多變的面貌呈現出陽明山國家公

園四季鮮明的景觀。

圖紋創作/雷富茹 

圖紋創作/黃凱郁 

圖紋創作/曾靖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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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火山地質意象概念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內以大屯

火山群為主體的地質地形景觀，

是台灣國家公園中，最具特色的

地景之一。因此在陽明山國家公

園意象創意圖紋作品中，有關於

火山地質意象的概念高達 953 筆，

其中又以火山意象最多，概念數

多達 685 筆，其次是火山 

硫煙、硫磺、地熱等意象(參圖 3-9)。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火山地質構造多屬安山岩，外型特殊的錐狀

或鐘狀火山體、爆裂口、火山口和火口湖，構成本區獨特的地質地形

景觀。在噴氣孔與溫泉主要分佈於北投至金山間之「金山斷層」週邊。

它們的形成，在於地表水下滲地底，被地下熱源加熱後，再由地殼裂

隙冒出地面，形成火山活動的特殊景觀。區內的大油坑、小油坑、馬

槽、大磺嘴等地，都可見到強烈的噴氣孔活動。除上述火山及地熱活

動等景觀外，園區內特殊的礦床、岩層都是園區內重要的景觀資源。 

685

123 78 31 8 7 6 6 3 3 2 1

圖紋創作/黃相議 

圖 3-9、火山地質意象概念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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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景水文意象概念分析 

 識別意象圖紋作品中，有

關於地景及水文意象的概念有

1782 筆，其中以山(未說明山名)

意象最多，概念數有 1357 筆，

是所有意象中，次數最高者。其

次是溪流(流水)水、草原、森林

等(參圖 3-10)。陽明山舊稱草

山，顧名思義是以山林景觀與火

山地質為主的國家公園，因此，有 

九成以上的作品都呈現山的意象。 

 

 

除了山系外，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有許多以放射狀向四方流瀉溪流，

由於水流急、流程短且坡度陡峭，使的國家公園內的峽谷與瀑布特別

多。區內較著名的瀑布有大屯瀑布、楓林瀑布、絹絲瀑布與聖人瀑布；

主要的溪流有源於七星山北麓的北磺溪、源自七星山南麓的南磺溪、

還有南向的雙溪及東流的瑪鍊溪等。 

1357

142 138
59 41 21 13 10 1

山 溪流 水 草原 森林 湖 瀑布 土地 堰塞湖

圖 3-10、地景水文意象概念組成

圖紋創作/鍾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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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內著名的芒草原景

觀，主要分佈在小油坑、馬槽至冷水坑、

大油坑至擎天崗一帶。園區內的芒草大

多為「白背芒」，是一種具韌性的禾本科

植物，常生長於其他植物所不能忍受的

地質、地形條件之下，是台灣最常見的

草本植物之一。森林景觀則以低海拔闊

葉林為主，其中樟科植物為優勢種，人

工造林樹種則以相思樹、柳杉、楓香等

較普遍。 

火山活動中岩漿噴出之處，通稱為

火山口，凹陷的火山口常因盛積雨水成

為湖泊，則稱之為「火口湖」，如陽明山

國家公園內的向天池。若原本山谷中的

溪流被火山噴出的熔岩堵塞，積水而成

的湖就叫做「堰塞湖」，位於七星山與大

屯山之間的竹子湖即是在這種情況下形

成的，唯當地在湖水乾涸後，今日已開

墾為蔬菜、花卉之栽培區。意象圖紋中，

出現湖的意象有 21 筆，雖未說明是何

種類型，但本研究推測應屬陽明山國公

園內特有的火口湖地景。 

 

圖紋創作/陳信穎 

圖紋創作/葉竹萱 

圖紋創作/劉思儀 



第三章 工作項目成果 

31 

 

（二）動植物生態意象概念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多樣的地形及繁

茂的植被，提供了各種動物絕佳的覓食、

活動和棲息場所，進而孕育了豐富的動

物群聚。本研究透過概念分析方法，將

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

選作品中，有關於動物意象部分，依據

概念數量多寡，概分為哺乳類、鳥類、

兩棲爬蟲類、蝶類及其他動物（如魚、

甲蟲、蜻蜓、蝸牛、蟹等）等五部分，

其中以鳥類意象數量最多，其次為蝶類、

哺乳類、其他動物以及兩棲爬蟲類（參

圖 3-11）。 

結果顯示陽明山國家公園在動物生態方面，以鳥類與蝶類給人印

象較為深刻，本研究推測應與園區內常辦理賞鳥活動、賞蝶季或出版

相關書籍有關。以下茲將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創意圖紋中，有關

於各部分動物意象組成，說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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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 蝶類 哺乳類 其他動物 兩棲爬蟲類

643
579

74 72 71

圖 3-11、動物生態意象概念
組成

圖紋創作/王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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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鳥類意象分析 

 根據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資源資料庫(http://gis.ymsnp.gov.tw/nature/sys_guest/Main.cfm)，

鳥類紀錄高達 618 種。在圖紋徵選

作品中，鳥類意象呈現上，以「鳥」

的意象(鳥的圖像，但未說明是何種

鳥種)數量最多，其次是台灣藍鵲、

五色鳥、翠鳥、繡眼畫眉及大冠鷲

等（參圖 3-12）。結果顯示陽明山國

家公園在野鳥解說教育與保育研究

工作上，已有相當成效。 

 

 

 

 

304

179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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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鳥類意象概念組成

圖紋創作/吳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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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種類與數量相當豐

富，普遍常見的野鳥約有 122 種，因為交

通便捷，是北部地區重要的賞鳥地點之一，

尤其以大屯山區二子坪到新北投一帶林木

茂密，鳥類數量甚多，陽明山國家公園管

理處已將該路線規劃為賞鳥步道，提供民

眾進行鳥類觀察與賞鳥活動。 

除低海拔常見的粉紅鸚嘴、繡眼畫眉、

竹雞和台灣擬啄木(五色鳥)等優勢鳥種外；

少見的台灣藍鵲於區內不難見到。每年秋

季的 10 月及春季的 3 月，因為候鳥過境的

關係，是本區鳥種最豐富的月份。除此之

外，區內最具代表性的還有台灣特有種-

台灣擬啄木、台灣藍鵲等亮麗的野鳥。 

以鳥類分布的層次來說，樹林中較常

見的有竹雞、綠繡眼、紅嘴黑鵯，山紅頭、

繡眼畫眉等；草原或灌叢棲地，則較容易

見到尖尾文鳥、灰頭鷦鶯、粉紅鸚嘴；春

秋兩季則可見到赤腹鶇、黑臉鵐等冬候鳥；

水域常見的鳥類則有小白鷺、白腹秧雞、

黃頭鷺、紫嘯鶇、灰鶺鴒及鉛色水鶇等；

天空除燕科、雨燕科鳥類活動外，天氣晴

朗時，也可見著名的草山鷹飛-大冠鷲優遊

盤繞陽明山景象。 

圖紋創作/黃于珊 

圖紋創作/伍妙錚 

圖紋創作/林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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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蝶類意象分析 

根據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資

源資料庫蝶類紀錄高達 379 種。

陽管處網站有關於蝶類的介紹，

普遍常見的約有 168 種。 

在圖紋作品中，有關於蝶類

意象部分，以蝴蝶概念數最多，

其次是青斑蝶、台灣麝香鳳蝶、

大鳳蝶等(參圖 3-13)。 

 

 

 

 

495

35 20 9 8 4 3 2 1 1 1

圖 3-13、蝶類意象概念組成

圖紋創作/陳思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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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除了是台灣北區的

重要賞鳥景點，也是台灣北部蝶類的盛產

地，普遍常見的種類多達 168 種。陽明山

國家公園區域內，每逢春夏兩季 5 月至 8

月間，常可發現色彩艷麗的蝶群出現在不

同類型的棲地環境，尤其各山頂草原區之

青斑蝶類，更常成百上千地隨著氣流日日

重覆上演著群蝶飛舞的壯觀景象。也因青

斑蝶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特殊性，從圖

紋徵選作品中蝴蝶意象結果顯示，青斑蝶

似乎成了陽明山國家公園的代表蝶種。 

除了青斑蝶，體型大又優雅美麗的鳳

蝶，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內也有豐富的數

量分佈。其中以台灣麝香鳳蝶，最具代表

性，不僅是台灣特有種蝶類。其外型更是

艷麗漂亮。其他大鳳蝶、大紅紋鳳蝶、

烏鴉鳳蝶和黑鳳蝶較為易見。 

每年約五月到八月更是本區最繽紛

的蝶季，主要的蝶種包括鳳蝶科的大鳳

蝶、烏鴉鳳蝶、白紋鳳蝶和黑鳳蝶等；

斑蝶科中的青斑蝶、小青斑蝶、端紫斑

蝶、圓翅紫斑蝶等；蛺蝶科中的黑端豹

斑蝶、石牆蝶及三線蝶類等最為常見。 

  

圖紋創作/法利 

圖紋創作/黃思樺 

圖紋創作/鍾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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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哺乳類意象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圖紋徵選作

品中，哺乳類意象概念數總計有74個，

其中以台灣獼猴意象最多，其次是松鼠

(繪出松鼠圖像，未說明是哪一種類)、

台灣野兔、台灣鯪鯉等(參圖 3-14)。根

據調查，目前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至少

有哺乳動物 30 種。園區的中型哺乳動

物以赤腹松鼠、台灣野兔、鼬獾及台灣獼猴族群數量較多，白鼻心、

穿山甲與麝香貓僅偶可見而台灣獼猴與台灣小葉鼻蝠更是台灣 

特有種。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雖因地形陡峭及人為活動頻繁，較不利於

大型哺乳動物活動，但複雜的林相仍然提供了許多中小型野生動物活

動、覓食和棲息場所；在生態保護區內台灣獼猴、台灣野猪、台灣野

兔、赤腹松鼠、白鼻心、台灣鼴鼠、刺鼠、鬼鼠等哺乳動物活動頻繁，

活動範圍以天然闊葉林與草原為主，其中又以赤腹松鼠最為常見。 

28

23

12

4 3 2 1 1

台灣獼猴 松鼠 台灣野兔 台灣鯪鯉 赤腹松鼠 台灣山豬 白鼻心 山羌

圖 3-14、哺乳類意象概念組
成

圖紋創作/高湘詠 



第三章 工作項目成果 

37 

 

4.兩棲爬蟲類意象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至少有

兩棲類 22 種、爬蟲類 53 種。在意

象圖紋徵選作品中，屬於兩棲爬蟲

類意象概念數總計有 71 個，其中以

台北樹蛙及蛙(繪出蛙的圖像，但未

說明是哪一種類)意象最多，其次是

蛇、蜥蜴等(參圖 3-15)。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的兩棲類

中，計有樹蛙科、赤蛙科、蟾蜍科、

狹口蛙科、樹蟾科等共 22 種，以

台北樹蛙、澤蛙、長腳赤蛙、盤古

蟾蜍等族群量較大。每逢夏季夜晚

或下雨時，經常可在步道、水澤、

樹林、草叢裡看到牠們的身影，其

中又以澤蛙、長腳赤蛙、台北樹蛙

及盤古蟾蜍分布較廣、數量也較多。 

本園區內的爬蟲類亦多達53種，其中以梭德氏遊蛇、赤背松柏根、

草花蛇、花浪蛇及青蛇等數量較多。毒蛇類則以赤尾青竹絲、龜殼花、

眼鏡蛇較為常見。蜥蜴類，則以經常棲息於草叢間的印度蜓蜥與麗紋

石龍子最為常見。 

 

26 26
10 5 2 2

蛙 台北樹蛙 蛇 蜥蜴 石龍子 麗紋石龍子

圖 3-15、兩棲爬蟲類意象概念組
成

圖紋創作/張建元 

圖紋創作/吳孟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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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動物意象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圖紋徵選作品

中，其他動物意象部分，以魚最多，其

次是動物(未說明哪一種類)、蟲、昆蟲、

瓢蟲等(參圖 3-16)。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內，在淡水魚

類部分，曾在本園區內記錄到的共有 26 

種，其中有 16 種為原生種，10 種為外

來種或養殖種。此外，除了蝶類以外，

獨角仙、鍬形蟲、吉丁蟲、叩頭蟲及台

灣北部特有的台灣角金龜，與隨處可見

的螳螂、螽蟖、蟋蟀、蝗蟲、竹節蟲等

昆蟲，更凸顯出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生物

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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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其他動物意象概念
組成

圖紋創作/葉千琦 

圖紋創作/劉經倫 



第三章 工作項目成果 

39 

 

(三)植物生態意象概念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圖紋徵選作品中，植物意象部分以櫻花意象

數量最高，有 515 筆，有將近三成的作品呈現櫻花意象(27％)。其次

是海芋 372 筆、花 372 筆、杜鵑花 203 筆、芒草 157 筆、樹 116 筆、

台灣水韭66筆等(參圖3-17)。其中花的意象泛指作品中有描繪出花朵、

花瓣，但未說明也無法辨別種類的花；樹的意象泛指描繪出樹木、樹

幹或林木，但無法鑑定也未說明種類的樹種。 

植物生態意象結果顯示，參與圖紋徵選民眾對陽明山國家公園植

物的意象，幾乎都與陽明山國家公園辦理的花季活動有關，如櫻花季、

海芋季、杜鵑花季、古道秋芒之旅等，顯見陽管處辦理的主題活動、

環境體驗及宣導，能增加民眾對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認知與了解。而台

灣水韭為台灣特有種，且僅分布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內，其重要性與

代表性，也透過國家公園的解說教育及保育宣導，使民眾對台灣水韭

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產生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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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植物生態意象概念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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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別植物組成比例分析，海芋意象佔整體植物生態意象最高，

達 19％，其次是花（18％）、櫻花（27％）、杜鵑花（11％）等(參圖

3-18)。顯見陽明山國家公園花季與海芋季活動辦理，能帶給民眾有深

刻的印象。 

 

 

從宏觀的生態系角度，陽明山國家公園有亞熱帶雨林、暖溫帶常

綠闊葉林與山脊矮草原等不同的植物帶。其次是後火山活動，使園區

內土壤溫度偏高、缺鈣且呈強酸性。因此，陽明山國家公園在植物生

態上，大致以森林植被闊葉林為主，海拔分布大約在 500 公尺到 900 

公尺的範圍，主要以高大的樟科植物為主。 

在擎天崗地區則有草原植被景觀，而夢幻湖等水域，則可見到水

生植物，其中台灣水韭屬於台灣特有種，且僅生存於本區的七星山東

坡，是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極具代表性的植物。因地理分布上具特殊意

義，足以做為陽明山國家公園代表的植物，則有鐘萼木、大屯杜鵑、

野鴉樁、大吳風草等。其中鍾萼木及大屯杜鵑都有被納入意象圖紋創

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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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植物生態意象概念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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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圖紋徵

選作品中，植物生態部分，研究

者初步將有關植物意象分為喬木、

灌木、草本及藤本等四大類群。

其中在喬木部分，圖紋作品中，

以櫻花(櫻花樹、櫻花瓣)意象出

現的數量最多(472 個概念數)，

其次是樹(樹木、林木)、楓樹(楓

葉、楓香等)、山櫻花及梅花等。 

圖紋作品中灌木部分，以花

(未註明種類的花朵、花瓣)意象出

現的數量最多，其次是杜鵑花(參

下圖)、紅星杜鵑、山菊、牡丹花

等。 

每年春季 2月到 3月是陽明山

國家公園內的傳統花季，這個結合

陽管處、北市府工務局公園路燈工

程管理處陽明公園管理所，及北市

府警察局北投分局，共同規劃花季

活動及相關的交管措施，已成為 

陽明山國家公園春季重要的活動。 

     

  

圖紋創作/耿敬恩 

圖紋創作/蔡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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緋寒櫻及繽紛多樣杜鵑花，是

陽明山花季的主角。因此，在識別

意象上呈現上，櫻花與杜鵑出現的

概念總數多達 723 個，出現在 52

％作品中。 

 在草本植物部分，以芒草意

象出現的數量最多，其次是台灣水

韭、芒花、美人蕉、藤蔓等。 

 整體而言，陽明山國家公園

植物意象，主要以櫻花、杜鵑、海

芋、芒草及台灣水韭為主。 

研究團隊認為這些圖紋意象的

呈現，顯示出陽明山國家公園長年

推動的花季、賞秋芒等環境體驗活

動，使民眾有較深的印象與較多的

連結。 

 

 

     

 

圖紋創作/高珮綺 

圖紋創作/陳為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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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文生態意象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圖紋概念

分析上，人文生態部分概分為兩大

部分，分別是人文景觀及人文意涵。

人文景觀意象涵括山路步道、遊憩

據點、建築史蹟 (47) 及生物等；

人文意涵意義包括文化、活動及文

字等。以下茲將各人文意象分析結

果說明如后。 

1.人文景觀-遊憩景點意象 

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圖紋作品中，遊憩景點意象概念中，以溫泉

意象數量最多，高達 669 筆，約佔全部徵選作品的 48％，有將近一半

的創意圖紋呈現溫泉意象，顯示溫泉意象是陽明山國家公園中，極具

特色之資源。其他遊憩景點中，以七星山意象次高，再來是小油坑、

大屯山及花鐘(參下圖 3-19)。 

 

  

669

183

112 104 81
50 40 27 20 9 8 6 4 3 1 1

圖 3-19、遊憩景點意象概念組成  

圖紋創作/林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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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文景觀-山路步道意象分析 

山路步道泛指圖紋作品中或創作理

念中，具體呈現與說明的步道、山路、

古道或道路等。遊憩景點意象概念中，

以步道意象(未說明名稱)數量最多，其

次是山路、二字坪步道及金包里大路等

(參圖 3-20)。  

 

 

金包里大路在昔日具有交通運輸功能，除了己知的迎娶活動外，

還有其他的經濟活動，如魚貨、茶葉、硫磺的挑運，甚至牛隻的運送

均仰賴這條大路。金山、萬里、石門位處北海岸，早期魚業活動頻繁，

不論牽罟或魚船作業得所得魚獲，欲銷往陽明山地區甚或士林一帶，

除了走水路經淡水至士林外，便只有取道金包里大路，所以亦有人稱

這條大路為「魚路」。金包里大路步道特色為天然石塊舖設而成，沿途

有土地公廟、石屋及石橋等。昔日先民曾在此廣泛種植很多大菁藍染

植物，製作藍靛後供染布或外銷，以發展藍染產業。藍染產業至日據

初期，因人工染料合成而漸趨沒落。 

40

15

8 7

2 1

步道 山路 二子坪步道 金包里大路 草山古道 仰德大道

圖 3-20、山路步道意象概念組成  

圖紋創作/蔡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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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文景觀-建築史蹟意象分析 

 建築史蹟泛指圖紋作品中或

創作理念中，具體呈現與說明的建

築物、古蹟、屋舍或橋樑等。建築

史蹟意象概念中，以觀景亭意象最

多，其次是中山樓與草山行館等

(參圖 3-21)。 

 

 

 
  

21

8 8

6

4

圖 3-21、建築史蹟意象概念組成 

圖紋創作/顧采姍 

圖紋創作/何芝穎 

圖紋創作/紀佳璟 



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文徵選活動之 
概念分析及其在環境教育推廣應用之初步規劃 

46 

4.人文景觀-生物意象分析 

人文景觀中的生物意象，泛指圖

紋作品中或創作理念中，所呈現人為

栽種的植物，如經濟作物-海芋、向

日葵等；圈養的動物，擎天崗的牛隻

等。此外生物意象也包含人類，小孩、

遊客等。意象概念中，以海芋意象最

多，其次是人(人的圖像)、登山遊客

與牛隻等(參圖 3-22)。 

 

 

  

372

131

30 30 10 5 4 3 3 3 1 1 1 1 1

圖 3-22、生物意象概念組成  

圖紋創作/陳政璇 圖紋創作/劉蓉珊 

圖紋創作/楊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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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文意涵意象分析 

 人文意涵概念泛指圖紋作品

中或創作理念中，所呈現的文化(紋

面、原住民圖騰)、活動(如花季、

蝴蝶季等)及文字(部分作品中，將

文字藝術融入作品中)。人文意涵意

象中，以花季花海意象概念數最多，

其次是文字-陽、明、原住民菱紋圖

騰等(參圖 3-2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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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3
2 2 1 1 1 1

圖 3-23、人文意涵意象概念組成 

圖紋創作/吳孟蒨 圖紋創作/傅仰發 

圖紋創作/劉昱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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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概念分析 

    本次圖紋徵選作品中，有

部分創作意象是非屬於陽明山國

家公園區內的物種、地景與事物。

其中以台北 101 大樓意象最多，

其次是梅花鹿、台灣黑熊、泥火

山及野柳女王頭等(參圖 3-24)。

其中台北 101 大樓是北台灣的地

標，站在陽明山國家公園俯瞰台

北市景，台北 101 是極為醒目的

建築，所以圖紋作品將陽明山國

家公園與台北 101 大樓意象連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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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迷思概念組成

圖紋創作/作品編號 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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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黑熊，是臺灣唯一

原產的熊類，大都棲居在海

拔一千五百公尺至兩千五

百公尺間的山區。臺灣黑熊

曾廣泛分布在臺灣，但近幾

十年來自然環境過度開發

及人為活動頻繁，使得黑熊

的數量和分布範圍都大幅

縮減，目前多局限於地形較

崎嶇陡峭或人為活動較少的山區，族群也處於受威脅或瀕臨滅絕的狀

態，只有在臺灣中央山脈隱密環境及生物相良好的山區，才有機會見

到臺灣黑熊蹤跡。因此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並無梅花鹿族群及台灣黑

熊族群。 

梅花鹿為台灣特有亞種，早期棲息於台灣西部平原，到了台灣荷

西殖民時期時，因為鹿皮的需求很大，受到大量的濫捕，幾瀕臨絕種。

1969 年後，由於棲息地受到破壞與人類的大肆捕獵，已見不到野生的

台灣梅花鹿，僅剩人工飼養。目前經過復育野放，可在墾丁國家公園

以及綠島見到野生族群。 

                其他意象 

抽象 
母親（2）、大地之母（2）、愛心（7）、資源（1）、大自然（1）、小精靈（1）、花仙子（1）

狐仙（1）、芬多精精靈（1）、家（1） 

象徵 側臉（11）、眼（7）、手（31）、足印（6） 

其他 
地球（6）、台灣（4）、生態（2）、台北盆地（1）、生物（1）、高冷蔬菜（1）、梯田（1） 

溫泉蛋（2）、情人坡（1）、擴音喇叭（1）、攤販（1）、風箏（1）、單車（5）、公車（3） 

王陽明（4） 

圖紋創作/作品編號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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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陽明山國家公園徵選圖紋於環境教育之推廣應用規劃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長年推動

解說教育、保育研究及環境教育，為發

展出陽明山未來願景，塑造更具美質的

國家公園，陽管處於今年（2009）辦理

「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

圖紋徵選活動」，徵求符合陽明山國家

公園特色與主題之意象圖紋設計，共收

得稿件 1,396 件。 

為求審慎公平，陽管處特別邀請專

家學者，經過精挑細選、反覆投票與討

論的冗長評選過程，共 9 件優秀作品獲

獎。單一的圖紋意象並不能代表完整的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涵與印象。因此，將

圖紋意象進一步妥善規劃與應用，標誌

在各種視覺製作物上或彰顯在所有陽明

山國家公園的解說教育、環境教育等服

務行為中，能獲得更大成效。 

為使意象圖紋有系統融入與結合到陽明山國家公園經營管理，本

研究團隊透過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圖紋推廣應用座談會辦理，邀

集相關專家學者、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徵選得獎者、台灣師大環

境教育研究所研究生、陽明山國家公園解說志工等環境教育推廣者，

共同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圖紋於環境教育之推廣應用進行初步規劃與研

討交流，並納入研究成果彙編內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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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團隊在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圖紋推廣應用座談會議程

規劃上，含括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理念、得獎者頒獎、陽明

山國家公園意象創作圖紋設計理念分享、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認知與

概念分析等議程主題。綜合討論議程，則規劃形象圖紋應用於解說教

育之推廣、意象概念融入環境教育平台之規劃等議題。以下茲將座談

會交流研討主題，摘錄說明如后。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林永發處長

表示過去圖紋意象的概念，廣泛應用在企

業界，也就是所謂的形象識別。不過現在

這些圖紋意向的概念，逐漸被國家公園相

關機關所採納、運用。因為透過這樣的溝

通平台，可以清楚表達出國家公園所涵蓋

的、推廣的，以及希望達到的目標。 

林永發處長說明最早出現圖紋意象

概念是雪霸國家公園，當初希望在部落入

口處放置當地最具代表性的 Logo，透過形

象推廣與包裝，將部落推展出去。同樣概念也發展到太魯閣國家公園，

以及現在的陽明山國家公園。 

林永發處長認為此次參賽作品就好比設備精良的機器人，我們從

中進行拆解與分析，找出零組件中最適合的元素，進行推廣與運用，

讓圖紋意象以最佳的方式呈現在大家的面前，最大的收益者不單是國

家公園，而是參與其中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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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汪靜明教授    

指出，過去林永發處長就在太魯閣國家公

園舉辦過類似的意象圖紋推廣活動，身為

國家公園的處長能夠出於主動，而且願意

去做這樣推廣的活動，別具意義。汪靜明

教授也認為有了過去太魯閣國家公園的初

版，以及現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草版，未

來也能將成功經驗移植到整個國家公園，

讓所有國家公園都有屬於當地特有的意象

圖紋，盡棉薄之力幫國家多做一點有意義

的事。 

 

在得獎者創作理念分享議程，圖紋徵選

活動第一名得獎者-朱碧霙，得知陽明山國家

公園舉辦意象圖紋的甄選活動時，所剩時間

已經相當緊迫，當下決定以陽明山給她的第

一印象為出發點，當做這次創作發想的主軸。

朱碧霙表示，她個人的習慣是以資料蒐集做

開端，根據蒐集來的資料做出整合的動作，

例如：圖形的選擇、字體的搭配，以及色彩

的運用等。另外，朱碧霙也說這次圖紋意象

是從觀光的角度切入，希望藉由圖紋意象作

品的呈現，增進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觀光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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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姵含(圖紋徵選活動第二名)表示

當初自己設計的概念是以簡單為取向，希

望透過簡單的符號，讓普羅大眾輕易就能

了解作品本身要呈現的內容與意涵。周姵

含認為陽明山國家公園跟其他國家公園

相比，比較不同的地方，就是在於它是一

個都會型的國家公園。所以這次陽明山國

家公園甄選，周姵含把比較具有台北都市

色彩的感覺，置入圖紋意象的作品裡面。

另外在顏色的運用上，她以鮮豔色彩為基

調，希望帶給人既繽粉又有活力的感覺。 

潘昌文(第三名)從就讀文化大學開

始到念研究所，有長達八年以上的時間，

一直居住在陽明山附近，所以對於陽明山

國家公園一帶非常熟悉。基本上，潘昌文

表示他的作品是以圖騰為主要概念，希望

藉由圖騰的呈現方式，帶出人文意象的創

作意念。至於在色彩要求上，他盡量做到

簡化，以紅、綠兩種色系相互運用，紅色

代表櫻花與楓葉，放射狀與不規則方式呈

現的綠色太陽，則是企圖塑造出手工木雕

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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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元(入選)表示他對陽明山的感覺

與印象，跟先前三位得獎者相較起來，沒有

太大的差別。不過張建元希望以更貼近民眾

的方式，來呈現他所想要表達的圖紋意象，

激發大家對國家公園的參與感。另外，張建

元也表示其設計上也做了相當程度的分類，

主視覺以外的小圖，可以獨立區隔出來，體

現陽明山特定地方的特色。例如，提到竹子

湖，就可以海芋來代表其地緣性，如此就不

會有圖像侷限的情形發生，反而能朝更多面

向使用與發展。 

綜合上述得獎者創作理念與感想，汪靜

明教授表示雖然這次的評選結果已經告一

段落，但更重要的是後續能持之以恆的推動

圖紋意象之概念，希望未來國家公園能充分

利用如此豐富的圖紋意象資源，做出最有效

率的推廣與應用。至於，汪靜明教授本人也

表示未來將透過著作權與創用的過程，捐出

10,000~20,000 張照片，進行環境教育與生

態解說之推廣與運用。 

在綜合討論與意見交流過程中，中華生

態資訊協會錢念圭秘書長認為，基本上整個

意象概念我們看到的是火山地質、人文意涵、

以及動植物生態，如何從這樣的架構去推想，

再從推想過程發掘焦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



第三章 工作項目成果 

55 

 

就是找出能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特性作結合的元素。至於陽明山國家公

園最重要的特點，錢念圭秘書長認為在於「草山行館」，不論從歷史背

景或人文互動，甚至從生態文化的角度切入，草山行館在陽明山國家

公園都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 

國立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程藍萱助編分享

她目前關於衍生商品的產業分析與研究。她表

示有些概念也可以移植到國家公園的圖紋意象

推廣上。程藍萱助編認為目前圖書館商品行銷

策略為例，分成兩大主軸：第一、由館內相關

美術設計人才自行開發，因為這部份的人對於

館內資源運用最了解，比較能達到充分利用的

目標；第二、對外合作，例如今年圖書館與雲

科大創意設計中心合作，學校方面可以此做為

學生評鑑參考的依據，學生也可藉此獲得創作發展的機會。至於商品

通路方面，則是以能夠跟商品做連結的單位合作，像是兩廳院目前就

是圖書館合作對象之一。這些經驗也可以做為陽明山推廣圖紋意象的

參考，讓設計不單只是設計，還能衍生出更多樣化的商品型錄。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解說教育課黃佩陞

課長表示，這次參賽作品高達 1,396 件，但其中

「迷思概念」的情況並不多見，代表陽明山國家

公園推廣環境教育，截至目前為止還算成功！黃

佩陞課長希望大家未來仍能持續支持陽明山國

家公園所舉辦的各項創意插畫圖文比賽，更歡迎

大家共同參與解說推廣與環境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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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談會最後綜合交流結論部分，

林永發處長表示藉由各位有系統地簡報

說明與經驗分享，為陽明山國家公園，

以及評選小組帶來很大的收穫。未來如

果還有任何圖紋意象相關之建議，可以

與汪靜明教授研究室團隊聯繫，或直接

與陽明山國家公園聯絡。 

相信透過各位的集思廣益，陽明山

國家公園將會呈現出一番有別於以往，

再出發、再運用的新契機。如此持續性

的推廣下去，相信未來不僅僅是陽明山

國家公園受惠，全台灣所有的國家公園 

也可依循這樣的模式，打造屬於當地 

特有的圖紋意象之典範。 

汪靜明教授也認為在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圖紋推廣應用與環

境教育研究所的平台上，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與陽明山國家

公園扮演著酵素的角色，給

年輕一輩揮灑的空間。汪靜

明教授表示在座年輕人是

薪傳很重要的種子，當老一

輩的人漸漸退休，年輕一輩

就要接棒銜接，未來有更多

的事情要靠你們年輕人去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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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圖紋推廣應用座談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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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藉由座談會

之環境教育平台，提供政

府單位、專家學者、民眾、

環境教育人員等參與者

共同研討交流，以期擴大

推動國家公園意象融入

環境教育及生態旅遊。 

為使意象圖紋有系

統融入與結合到陽明山

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與育

樂三大目標，本研究團隊

將意象圖紋之推廣應用，

結合至經營管理、教材教

法、保育教育、解說教育、

文化創意等面向。 

經營管理面向，在硬體設施上，意象圖紋可結合解說牌誌系統或

入口意象，形塑當地特色與內涵。在內部管理上，可將具有代表性的

圖紋，製作成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同仁或志工服裝上的標章或裝飾、

內部文件紙張或信封。 

保育研究面向，可針對意象圖紋分析所得的結果，如本次意象圖

紋分析顯示，以太陽（日出、夕陽）、山、火山、鳥（台灣藍鵲、台灣

擬啄木）、蝴蝶、櫻花、海芋等意象，加強對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與人

文生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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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面向，國家公園意象圖紋可

應用於事務用品（鉛筆、紙張、萬用卡、

明信片、筆記本等）、辦公室器具設備、招

牌旗幟標籤牌（如解說牌、活動旗幟）、衣

著制服（如帽子、T 恤、頭巾、方巾）、建

築外貌櫥窗、包裝用品（手提袋、環保帶）、

日常生活用品（茶杯、杯墊、環保碗筷、

環保杯）、平面出版品（陽明山國家公園出

版品頁底或內頁標示、折頁）等商品。此

外，意象圖紋結合國家公園社會行銷上之

廣告傳播、展示陳列規劃等延伸應用，也

都可以讓意象圖紋結合文化創意產業。因

此，開發代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創意系列商品，不僅能對外宣揚國家

公園保育與環境教育理念，也能透過社會行銷，讓更多人認識陽明山

國家公園。 

解說教育面向，除了持續現行解說教育系列活動與作法外，將意

象圖紋結合到解說題材與主題活動、陽明山國家公園網站、開發系列

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圖紋解說題材、解說員培訓等，都是意象圖紋應

用到解說教育之處。教材教法面向，除了未來應加強國家公園有系統

的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研發外，也可透過創意圖紋與教材的多元化融合。

本研究團隊認為「圖紋產品即教材、教材即圖紋產品」，結合陽明山國

家公園自然與人文生態內涵的意象圖紋所開發的文化創意商品，就是

環境教育推動過程中，可靈活運用的教材。如印有台灣藍鵲意象圖紋

的環保筷、環保杯、學習單，在解說活動中，教師或解說員可靈活運

用環保產品與生態概念於環境教育推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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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透過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創意圖紋概念分析，在 1394

個圖紋作品中，共整理出 181 種意象(不包含迷思概念及其他非屬陽明

山意象)，總計 8980 個概念數。若從陽明山國家公園徵選主題概分，

其中火山地質意象有 953 個、動植物生態意象 3071 個、人文意涵意象

有 2105 個、其他題材意象 2817 個、迷思概念意象 35 個。 

在性別組成上，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參賽民眾中，

以女性居多約佔65％。在學歷組成上，以大專院校為主，約佔48％，其次

是高中職約有35％。就意象概念組成比例，陽明山國家公園徵選圖紋以

動植物生態比例 34％最高，以迷思概念最少 0.004％，顯示陽明山國

家公園的環境教育推動與解說教育工作成效良好。 

本研究從宏觀生態系統觀點，初步將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概分為

自然生態及人文生態。其中自然生態意象涵括天文、氣象、自然景觀、

動物生態、植物生態等；人文生態意象包括人文景觀、人文意涵等意

象。整體意象概念分析結果顯示，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自然景觀意象，

如火山地質、山、森林、溪流等最多，約占全部意象的 31％，其次是

人文景觀意象，如溫泉、景點、步道、建築古蹟等。 

 從個別意象分析結果顯示，以山的意象最多(作品繪出山形，但未

說明何種)，其次是火山、溫泉、太陽、櫻花、蝴蝶及海芋等。圖紋意

象中，屬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的保育類物種計有 4 種。其中鳥類部分，

珍貴稀有保育類(Ⅱ)，有大冠鷲、領角鴞；其他應予保育(Ⅲ)，有台

灣藍鵲。兩棲爬蟲類部分，台北樹蛙為珍貴稀有保育類(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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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此項徵選活動，陽明山國家公園不僅已找到最具代表性的符

號，也為陽明山做了最好的社會行銷活動，未來可善加運用識別意象

符號，推廣陽明山國家公園的理念與願景，對於經營管理有極大助益。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陽明

山國家公園長年來推動的解

說教育、保育教育、環境體

驗、花季活動等，能讓民眾

對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景觀、

環境生態與人文意涵，有進一步的認識與了解。 

為使意象圖紋有系統融

入與結合到陽明山國家公園

保育、研究與育樂三大目標，

本研究辦理陽明山國家公園

識別意象圖紋應用座談會，

透過此環境教育平台，本研

究團隊凝聚政府單位、專家

學者、民眾、環境教育人員

等參與者共識，提出將意象

圖紋之推廣應用，結合至經

營管理、教材教法、保育教

育、解說教育、文化創意等

面向，以期強化陽明山國家

公園全方為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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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國家公園是是生命的軸帶、生命的核心，代表了生物多樣性的精

華。本研究透過得獎者訪談與互動交流，得知多數民眾主要透過網際

網路、傳播媒體、出版文宣、解說教育活動、遊憩育樂等型式，探索、

了解、保育、讚賞、連結及迴響，逐漸形成對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環境

概念與意象認知。陽管處經由此項徵選活動，除了為陽明山國家公園

找到具代表性的意象圖紋，也為陽明山做了極佳的社會行銷。本研究

藉由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內涵的概念分析結果與座談會辦理，建議

未來可善加運用識別意象符號，推廣陽明山國家公園的理念與願景。

以下茲將建議事項，說明如后。 

一、 進行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社會民意調查、內涵分析及概念階層建

構應用。本計畫已針對徵選民眾之意象圖紋進行認知概念分析，

後續應持續進行專家學者、國家公園內部人員及一般社會民眾之

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認知概念分析與建構，藉此交叉比對，以作

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未來推動環境教育之基礎架構與內涵。 

二、 進行陽明山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及其棲地靜態影像拍攝、歷年影

像分類與整合。本研究歸納分析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圖紋中，動

植物生態與山林溪流地景等意象，大量出現在多數圖紋作品。這

些意象圖紋內涵的生態概念，都是未來推動環境教育的主題與素

材。因此，透過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生態、植物生態、地質景觀、

人文生態與活動的靜態影像拍攝與分類整合，都是後續解說教育與環

境教育推動基礎。 

三、 進行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系列環境教育專書與教學資料庫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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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管處歷年來已進行了許多保育研究與解說教育規畫，未來應整

合保育研究成果、解說叢書與意象圖紋，結合到陽明山國家公園

環境教育系列專書與教學資料庫開發與建置。 

四、 建立陽明山國家公園數

位環境教育平台，提供

政府、民眾、學校、媒

體、企業或團體間，互

動交流與溝通管道。同

時持續針對重要環境教

育與永續發展議題進行

分析與研討，並透過數

位學習網站的建置與加

值服務，進行陽明山國

家公園研究、保育及育

樂成果的社會 

行銷。 

五、 將「一個陽明山國家公園」無可取代、極具特色的意象，結合到

實體與線上「兩種行銷管道」，透過教育解說有關(about)陽明山

國家公園、在(in)陽明山國家公園體驗學習、為(for) 陽明山國

家公園保育與研究等「三大教育面向」，學習陽明山天文氣象、

火山地景、動植物生態、人文意涵等「四大環境教育內容」，以

達到自然保育、生態旅遊、環境教育、解說服務、永續經營等「五

種目標」，同時連結政府、學校、媒體、社區、原住民、民間團

體等「六大夥伴參與」，可促進陽管處有系統推動環境教育與永

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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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陽明山國家公園識別意象圖紋推廣應用座談會 
活動日期： 2009 年 12 月 7 日（週一） 
活動地點： 台灣師大公館校區環境教育研究所 3 樓會議室（台北市汀洲路四段 88 號）

活動目的： 藉由座談會之環境教育平台，提供政府單位、專家學者、民眾、環境
教育人員等參與者共同研討交流，以期擴大推動國家公園意象融入 
環境教育及生態旅遊。 

主辦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承辦單位： 中華生態資訊協會、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統籌主持： 林永發處長／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汪靜明教授／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與 談 人： 朱碧霙(圖紋徵選第一名)、周姵含(第二名)、潘昌文(第三名) 

張建元(入選) 
 

 

【 時  間 】 【 研  習  內  容 】  

14：10～14：30 簽到 主承辦單位 

14：30～14：35 開幕致詞 貴賓暨承辦單位 

【引    言】 

14：35～14：40 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識別意象理念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永發 處長 

14：40～14：45 得獎者頒獎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4：45～15：15 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創作圖紋設計理念分享 
徵選作品得獎者 

15：15～15：25 陽明山國家公園意象認知與概念分析 
台灣師大環教所 汪靜明教授 

【綜合討論】 

15：25～16：00 議題一：形象圖紋應用於解說教育之推廣 
議題二：意象概念融入環境教育平台之規劃 

 

16：00～ 賦歸 
註 1.為響應活動節能減碳減垃圾，敬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水杯、環保袋，以及具備永續教育與推廣之心。 
註 2.聯絡人：台灣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 曾文齡助理、曾啟銘博士生 02-2935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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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圖紋推廣應用座談會 
會議紀錄 

 
壹、時間：2009 年 12 月 7（星期一）下午 14 時至 16 時 
 
貳、地點：台灣師大公館校區環境教育研究所 3 樓會議室(台北市汀洲路四段 88 號) 
 

參、主持人： 林永發處長/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紀錄：吳煥章 

             汪靜明教授/計畫主持人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與談人： 
  林永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朱碧霙(圖紋徵選活動第一名) 
  周姵含(圖紋徵選活動第二名) 
  潘昌文(圖紋徵選活動第三名) 
  張建元(圖紋徵選活動入選) 
  錢念圭(中華生態資訊協會秘書長) 
  程藍萱(國立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助編) 
  黃佩陞(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課長) 
  陳偉熙(電影資料館設計) 
 
 參與人員：曾文齡、曾啟銘、賴仟定、曹家敏、周海華、陳雅萍、郭怡欣、 
            陳嘉修、張勝凱、辛立美、簡聰義、顏邵玫、張永祥、林敬勛、   
            鄭毓君、胡至翰、張志美、柳正鳴、葉凱翔、李家祥、楊嘉芸、 
            林曉鈴 
 

伍、發言記錄(摘述)： 

林永發處長/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過去圖紋意象的概念，廣泛應用在企業界，也就是所

謂的形象識別。不過現在這些圖紋意向的概念，逐漸被國

家公園相關機關所採納、運用。因為透過這樣的溝通平台，

可以清楚表達出國家公園所涵蓋的、推廣的，以及希望達

到的目標。最早出現圖紋意象概念是雪霸國家公園，當初

希望在部落入口處放置當地最具代表性的 Logo，透過形

象推廣與包裝，將部落推展出去。同樣概念也發展到太魯

閣國家公園，以及現在的陽明山國家公園。此次參賽作品

就好比設備精良的機器人，我們從中進行拆解與分析，找

出零組件中最適合的元素，進行推廣與運用，讓圖紋意象

以最佳的方式呈現在大家的面前，最大的收益者不單是國

家公園，而是參與其中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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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靜明教授/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本計畫主持人) 

 
    此次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象圖紋推廣應用活動，

是由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主辦，本人擔任評選委員。

活動目的是希望藉此推廣國家意象圖紋之發展，座談會

很高興邀請到陽明山國家公園處長─林永發，於百忙之

中親自主持。過去林處長就在太魯閣國家公園舉辦過類

似的意象圖紋推廣活動，身為國家公園的處長能夠出於

主動，而且願意去做這樣推廣的活動別具意義。有了過

去太魯閣國家公園的初版，以及現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

草版，希望未來能將成功經驗移植到整個國家公園，讓

所有國家公園都有屬於當地特有的意象圖紋，盡棉薄之

力幫國家多做一點有意義的事。 

 

得獎人感言&分享： 

 

朱碧霙(圖紋徵選活動第一名) 

 
    得知陽明山國家公園舉辦意象圖紋的甄選活動時，所剩時間已經相當緊迫，

當下決定以陽明山給我的第一印象為出發點，當做這次創作發想的主軸。我個人

的習慣是以資料蒐集做開端，根據蒐集來的資料做出整合的動作，例如：圖形的

選擇、字體的搭配，以及色彩的運用等。另外，這次圖紋意象是從觀光的角度切

入，希望藉由圖紋意象作品的呈現，增進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觀光效益。經過與指

導老師的討論，以及來回反覆的修正，終於完成現在大家所看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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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姵含(圖紋徵選活動第二名) 

 

當初設計的概念是以簡單為取向，希望透過簡單的符號，讓普羅大眾輕易就

能了解作品本身要呈現的內容與意涵。陽明山國家公園跟其他國家公園相比，比

較不同的地方，就是在於它是一個都會型的國家公園。所以這次陽明山國家公園

甄選，我把比較具有台北都市色彩的感覺，置入圖紋意象的作品裡面。另外在顏

色的運用上，以鮮豔色彩為基調，希望帶給人既繽粉又有活力的感覺。 

 

 

 

 

 

 

 

 

 

 

潘昌文(圖紋徵選活動第三名) 

 

    從就讀文化大學開始到念研究所，有長達八年以上的時間，一直居住在陽明

山附近，所以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一帶非常熟悉。基本上，我的作品是以圖騰為

主要概念，希望藉由圖騰的呈現方式，帶出人文意象的創作意念。至於在色彩要

求上，我盡量做到簡化，以紅、綠兩種色系相互運用，紅色代表櫻花與楓葉，放

射狀與不規則方式呈現的綠色太陽，則是企圖塑造出手工木雕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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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元(圖紋徵選活動入選) 

 

    基本上我對陽明山的感覺與印象，跟先前三位得獎者相較起來，沒有太大的

差別。不過我希望以更貼近民眾的方式，來呈現我所想要表達的圖紋意象，激發

大家對國家公園的參與感。另外，設計上也做了相當程度的分類，主視覺以外的

小圖，可以獨立區隔出來，體現陽明山特定地方的特色。例如，提到竹子湖，就

可以海芋來代表其地緣性，如此就不會有圖像侷限的情形發生，反而能朝更多面

向使用與發展。 

 

 

 

 

 

 

 

 

 

 

 

獲獎評語 

汪靜明教授/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本計畫主持人) 

我沒有得獎(因為我擔任評審)，但是我從得獎者身上學習到很多。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理處於今年（2009）辦理「陽明山國家公園形象識別意象創意圖紋徵選活動」，

徵求符合國家公園理念與識別概念之意象圖紋設計，共 1,396 份稿件。這次脫穎

而出的第一名，作品構思上很有自己的想法與計畫，而且色彩選擇運用非常聰明，

也很有層次感，獲得評審高度肯定；另外，比較特別的是第三名的創作者，因為

他是以圖騰的方式來表達圖紋意象，在創作概念上有其特殊性。雖然這次的評選

結果已經告一段落，但更重要的是後續能持之以恆的推動圖紋意象之概念，希望

未來國家公園能充分利用如此豐富的圖紋意象資源，做出最有效率的推廣與應用。

至於，本人之後將透過著作權與創用的過程，捐出 10,000~20,000 張照片，與之

推廣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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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聯想 

錢念圭秘書長/中華生態資訊協會  

 

基本上整個意象概念我們看到的是火山地質、人文意涵、

以及動植物生態，如何從這樣的架構去推想，再從推想

過程發掘焦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找出能與陽明山

國家公園特性作結合的元素。至於陽明山國家公園最重

要的特點，我認為在於「草山行館」，不論從歷史背景

與人文互動，甚至從多元的角度切入，草山行館在陽明

山國家公園都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 

 

程藍萱助理編輯/國立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 

 

目前我正在著手研究關於衍生商品的產業分析，有些概

念也可以移植到國家公園的圖紋意象推廣上。以目前圖

書館商品行銷策略為例，分成兩大主軸：第一、由館內

相關美術設計人才自行開發，因為這部份的人對於館內

資源運用最了解，比較能達到充分利用的目標；第二、

對外合作，例如今年圖書館與雲科大創意設計中心合作，

學校方面可以此做為學生評鑑參考的依據，學生也可藉

此獲得創作發展的機會。至於商品通路方面，則是以能

夠跟商品做連結的單位合作，像是兩廳院目前就是圖書

館合作對象之一。這些經驗也可以做為陽明山推廣圖紋

意象的參考，讓設計不單只是設計，還能衍生出更多樣

化的商品型錄。 

 

黃佩陞課長/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解說教育課  

 

    這次參賽作品高達 1,400 件，其中「迷思概念」的

情況並不多見，代表陽明山國家公園推廣環境教育，截

至目前為止還算成功！未來希望大家仍能持續支持陽明

山國家公園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在這邊先跟各位預告明

年陽明山國家公園蝴蝶季將舉辦創意插畫圖文比賽，歡

迎有興趣的人能夠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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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林永發處長/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藉由各位有系統地簡報說明與經驗分享，為陽

明山國家公園，以及評選小組帶來很大的收穫。未

來如果還有任何圖紋意象相關之建議，可以與汪教

授研究室聯繫，或直接與陽明山國家公園聯絡。相

信透過各位的集思廣益，陽明山國家公園將會呈現

出一番有別於以往，再出發、再運用的新契機。 

 

如此持續性的推廣下去，相信未來不僅僅是陽

明山國家公園受惠，全台灣所有的國家公園也可依

循這樣的模式，打造屬於當地特有的圖紋意象之典

範。 

 

 

 

 

汪靜明教授/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本計畫主持人) 

 

    在陽明山國家公園識別意

象圖紋推廣應用與環境教育研

究所的平台上，本所與陽明山國

家公園扮演著酵素的角色，給年

輕一輩揮灑的空間。在座年輕人

是薪傳很重要的種子，當老一輩

的人漸漸退休，年輕一輩就要接

棒銜接，未來有更多的事情要靠

你們年輕人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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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審查意見及綜合討論 回覆說明 

1、建議研究團隊分析所有作品中各

種不同元素，選取叫符合國家公

園理念者予以分析歸類，就本處

不同的活動或區內景點，分別選

擇適當之綜合性或單一意象元

素，予以歸類一系列解說宣傳品

之應用。 

謝謝建議。已依委員意見辦理。

2、請研究團隊針對管理處同仁設計

一份專家問卷，由管理處同仁針

對不同意象元素之重要性予以評

分，以了解同仁想法及民眾間之

不同。 

謝謝建議。已依委員意見辦理。

3、意象元素之分類，包括氣象、人

文、動植物、地質等四類，是否

足以含括所有作品？建議增加抽

象元素之類別。 

謝謝建議，已增加抽象元素之

類別。 

4、請解說課提供本處現行處徽，處

內員工滿意度調查資料與研究團

隊參考。 

感謝陽管處提供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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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審查意見及綜合討論 回覆說明 

1、由意象統計資料結果，海芋因平

民化易親近，出現比率極高，台

灣水韭見過的人則較少，未來應

持續設法增進民眾的了解。 

建議未來可規劃辦理。 

2、未來可將成果應用於本處 3D 網站

建立，結合影片、照片等資料或

利用飛行模擬，將網站作得更亮

麗，使民眾更願意也更容易了解

國家公園。 

建議未來可擴大規劃辦理。 

3、圖紋除可應用於硬體牌示、服裝

等，亦可製作成紀念章放在各服

務站供遊客紀念。 

建議未來可規劃辦理。 

4、圖紋意象可分開應用的概念很

好，如美國國家公園的臂章即為

類似的應用，亦可針對解說志工

分級應用，製成藍鵲臂章、水韭

臂章等。 

謝謝肯定。建議未來可規劃辦

理。 

5、簡報內容精彩，未來可針對員工、

志工調查陽明山具代表性的意象

元素，以比較與民眾認知的不同。

謝謝肯定。建議未來可規劃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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