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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服務設計翱翔於創意思考的天空 

一. 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公佈 201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台灣排名全球第 13，且

在亞太地區排名第 4，報導中更將台灣評為「超級創新國」；然而再看路透社

同樣於 2018年所發佈之全球最具創新力大學排名，前 100名毫無台灣身影，

顯見台灣在產業創新環境面或許做得還不錯，但在大專院校的創新能力培育與

環境建構顯然不足，在面臨當前地方創生政策推動的時刻，「創意、創新、創

業、創生」的策略如何落實於校園教學場域，讓學校教育的內容得以跨越死亡

之谷而到商業化應用的階段，就成為本計畫推動的主要動機。 

此外，在服務設計引入創意思考課程前，很多老師也好、學者也罷，對於

如何「教創意」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究其原因除了坊間創意思考的教材雖多，

但真正能引出學生族群或年輕世代創意構想的方法卻相當少，多數仍流於理論

闡述或個案分享。本計畫即著眼於此，希望透過課程內容設計，逐步引領學生

利用系統性方法，創造不同的創意主題，並透過競賽、企劃案撰寫、專利檢索

等方式，讓創意構想更可行、更強壯，藉此激發學生從創意為起點，逐步朝向

創新、創生，乃至創業的目標邁進。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茲彙整在創意思考的教學上，常用的教學方法如下表 1： 

表 1 創意思考教學上常用的方法 

使用方法 說明 使用方法 說明 

解凍與暖身 
分組後讓同學說說對本次主

題(課程)的想法與期待 
TRIZ法 

從矛盾理論及 40項發明原

則、39工程參數去進行創

新思考 

線索法 
教師提供一些線索或指引，

來激發學生思考 
六六討論法 

一組六人，給六分鐘進行討

論後。再回到大團體中分享 

腦力激盪法 
集體透過思想相互激盪，來

產生連鎖反應，引導出創意 
六頂思考帽 

利用不同顏色的帽子來代表

不同思考方向的創意訓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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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列舉法 
列舉所研究問題或物品的屬

性，然後提出改進的辦法 

635默寫激

盪 

找六人參與，每人默寫三個

構想，並在五分鐘內完成 

六W檢討

法 

從 why、what、who、

when、where、how來檢討 
糾合術 

將不同或不相關的東西或元

素結合在一起進行聯想 

分合法 
嘗試把熟悉的事物變新奇；

或新奇的事物變熟悉 
希望購想法 

不論可行性，先把所有想到

的創意全部列出來再檢視 

目錄檢查法 
將問題的大綱，有系統的列

成表格，作為創新參考指南 
擬人法 運用同理心，將事物擬人化 

KJ法 

1.製作標籤；2.蒐集標籤；

3.群組編排；4.圖解與敘述

化 

創造性發問 
應用開放性問題、激勵性問

題來激發學生創造力的方法 

形態分析法 把人事物重新排列來說故事 情境故事法 用故事板繪製情境來分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1.09 

 

誠如上述研究動機提及，創意思考的方法與教材雖多，但歸納文獻資料後

發現，教授創意思考成功與否的關鍵，主要包括下圖中之五大教學元素： 

 

圖 1 創意思考的關鍵教學元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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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1) 如何有效透過服務設計方法，培養學生創意思考的行為，並透過創意思考

解決問題。 

(2) 如何利用服務設計方法，啟發學生動手創造一些新事物或新模式。 

(3) 在受過系統化創意思考課程之培訓前後，學生創新能力上是否有所提升？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應用服務科學學者Marc Stickdorn等人於 2010年提出之服務設計方法與工

具為基礎，從人物誌(Persona)、消費脈絡分析、使用者旅程分析(User 

journey)、心智圖(Mind map) 、腦力激盪術、TRIZ、商業模式、服務藍圖設

計、企劃書撰寫技巧，到最後的雛型製作，引導同學透過系統化方法，創造具

商業價值之創意成果。 

 

圖 2 本研究所使用之服務設計方法及對應使用課程週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1.09 

 

計畫同時搭配對學員進行前測與後測的分析結果，檢視有受過系統化服務

設計訓練的學員與訓練前自身在創意能力上的差異性，以驗證本計畫提出方法

的效益，同時為後續服務設計方法之推動，建立相關的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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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 研究對象：致理科技大學企管系二年級學生 (樣本數=54)。 

◆ 研究期間：2020/9~2021/1，每周一次的創意思考課程，合計共 18周。 

◆ 量表設計：詳如下表。 

表 2 學生前後測問卷量表與相關題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設計，2021.09 

◆ 學習成效差異分析：詳如下表。 

表 3 學習前後測問卷差異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1.09 

◆ 研究小結：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學員無論在創意能力或實作分析等

服務創新的面向上，在實施創意教學方法的前後，皆有顯著的進步。 

◆ 教學成果： 

A. 研討會投稿：施智文，應用服務設計方法引導創意思考與實作教學， 

2021教學創新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2021.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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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競賽指導： 

 教育部 109年度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優選，獎金十萬元。 

 2020年經濟部技術處搶鮮大賽－創意發想類優選，獎金一萬元。 

 2020年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第五屆大健康創業創意競賽－佳作。 

C. 課堂實作成果錦集： 

 

圖 3 創意思考課程實作成果照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1.09 

 

(2) 教師教學反思 

在本計畫實施服務設計工法於創意思考的教學過程中，身為教師的我

發現，工法主要在培訓同學具備發現問題的能力、溝通與團隊合作、專案

思考的能力，以及面對真實的人生問題，所以在創意思考的過程中，絕不

是一昧天馬行空，還是要考慮後續可行性與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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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課程是透由小組自行找一個領域，並鼓勵同學除了文獻外

亦可親身到該領域去體驗一下，找到服務或產品使用上的痛點，透過研究

中也發現，如果成員中有跨院系合作的學生，整體創意的構想往往會比較

具特殊性與創新性，這部分或許在未來教學時，可再多納入一些樣本進行

研究與觀察後，再進行更嚴謹的研究驗證。 

最後，在課程內容的設計上，研究者也發現動手做的氛圍，可讓同學

更融入課程中的每個單元，整個學期課程下來，無論是老師或同學，大家

都很享受每周課程的氛圍，整體教學氣氛也變得更加活潑，相信學生在本

課程中所習得的工具或方法，未來都有機會在其他課程中持續進行應用。 

 

(3) 學生學習回饋 

除前述在計畫中發放的問卷調查成果可看出學生的學習成效外，其實

學生對於本計畫所推動之課程，最大的回饋即在於是否會跟學弟妹們推薦

本課程，主持人因生涯規劃之故，本學期離開原服務學校轉往他校任教，

透由原校內系秘回饋，發現學生在 Dcard上詢問為何 110學年的創意思考

課程換了任教老師，我想這應該就是身為一個老師，得到最好的回饋吧！ 

 

圖 4 學生於 Dcard上表達的回饋畫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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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1) 創意思考教授的重點在教授捕魚的方法 

➢ 很多老師想要看到的是魚，但學生很多時候需要的是漁網。 

➢ 服務科學是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但奠基於社會科學，所以相關學理

的學習還是很重要。 

➢ 老師在課堂上應教方法而非給答案，這是創意思考類課程的重點。 

(2) 創意思考課程著重於行動、決策、態度兼備 

➢ 鼓勵學生在創意過程中不要在意原型失敗了多少次，只想著持續嘗試 

➢ 引導學生要先問對的問題，才有可能得到對的答案。 

➢ 提供專屬的創新空間，同時創新過程嚴禁批判口吻。 

➢ 適當建立獎勵制度，並鼓勵跨領域創新與合作，往往有意想不到成果 

(3) 學生應把創新視為成功之道而非課程/生涯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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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 問卷設計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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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發表證明 

 

 

◆ 指導學生競賽得獎證明 

1、 教育部 109年度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優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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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年經濟部技術處搶鮮大賽－創意發想類優選證明 

 

 

3、 2020年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第五屆大健康創業創意競賽佳作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