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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推 薦 序
教育翻轉，產業也一樣跟著翻轉！在數位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人類的學

習習慣也被快速改變。

「剪髮數位化」藉由技藝操作知識（動態精湛技術）結合科技工具運用（QR 

Code）讓學習者可以跳脫師資及時空的限制，成為髮型設計界的紫領階級－擁

有藍領技術、白領智慧、進而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紅得發紫，也將是指日可待。

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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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推 薦 序
新世代科技的發展已經全面改變人類的生活，各類產業唯有傳承、轉型與

創新才能在變動大環境中開創新局，美髮的傳統教育更應如此。

黃思恒碩士任教於技職體系科技大學端、美髮業界專業教師多年，為美髮

業界名師，係本校時尚美妝設計研究所碩士班專技助理教授，教學認真且治學嚴

謹，強調專業技術本位，其技術專精、創新，深受學生歡迎與業界肯定。黃思恒

老師所帶領的「數位美學教學」研究團隊八位老師，在美髮實務職場及教學加總

累計有 215 年的工作經驗，堪稱為美髮業界的尖兵，歷經彙整多時編著出版此

書「髮型設計－實用剪髮數位教學」，其內容有完整的文獻考究，在技術內容上

更有詳細的基礎論述，更值得推薦其創新的教學模式－美髮、數位、學習、生活

融為一體，數位教學即將翻轉傳統美髮教育者與學習者的新理念，本人予以極力

肯定與推崇。

此書編輯十款經典時尚髮型，將剪髮造型應用系統化構成，更將傳統幾何

剪髮技法創新融入數位結構圖，開啟剪髮數位化的幾何科學，每款髮型的裁剪過

程分段採用 QR Code 條碼連結雲端播放操作影片，以先理解再操作的數位化理

念翻轉傳統美髮教學，此書教學內容傳承美髮、創新美髮，黃思恒老師足以堪稱

為我國美髮數位教育的「先驅者」，本人極力樂予推薦此一用心的革新專書巨著。

東方設計大學：民生設計學群長 (院長 )

時尚美妝設計研究所創所長

時尚美妝設計系創系主任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創系主任

2016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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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推 薦 序
21 世紀的美髮產業全球發展趨勢，走向兩極化與多元需求的傾向已逐漸明

朗，為因應各類族群的不同需求，美髮設計師基礎技能的紮根更顯重要；同時在

結合數位化與雲端資訊科技，對教育事業所帶來的便利性與效益，可讓實務技能

教學更能符合學習者的需求，也翻轉了美髮技能的傳統教學方法。

本書作者群黃思恒等八位老師，均具有相當豐富與完整的職場實務經驗、

教學培訓熱忱及學術涵養，因此不論是在文字內容的撰寫與編排、圖像影音的處

理與製作，以及理論建構與實務演練的表現上，都相當的細膩、豐富且具邏輯

性。本書從各種剪髮技術的理論談起，先建構讀者的剪髮基礎理論，再列舉十款

經典與時尚髮型為例，應用前述理論技法，從設計概念的說明，到操作過程的完

整解析，讓讀者能更清楚容易及精準的掌握與學習到美髮技術的精髓，實為一本

美髮技術紮根的難得著作。相信應用於教師教學與學生自學上，都會是一本相當

具有參考價值的寶典，擁有此書對美髮技術的養成與持續精進，必能收事半功倍

之效。

黃思恒老師在實務教學與人才培訓方面是相當的認真積極與投入，對美髮

教育懷有極高的熱忱與理想，如今由黃老師整合美髮領域菁 英師資團隊，將大

家數十年的專業知能集結成書，時為我美髮產業之福 !謹推薦此新書「髮型設計－

實用剪髮數位教學」于各位美髮界的先進。

樹德科技大學 研發長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 教授

博士

2016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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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推 薦 序
當大眾在討論台灣技職教育問題時，已經有人默默的把一生經驗作傳承。

更可貴的是，這本著作除了文字與圖像呈現外，更結合新媒體 QR Code，讓學

習者可以從動態影像中獲得精湛技術，這本「剪髮數位化」是髮型設計界將流傳

千古的葵花寶典。

高雄市政府 新聞局主任秘書

2016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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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推 薦 序
智慧型手機帶來的便利性、快速性、豐富性，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也打破

了很多的商業模式。順應潮流、趕上潮流，運用現代網路的發達，能夠把生活型

態與商業模式結合成一體，善用網路、社群網站，將會爆發新商機。

拜讀黃思恒老師與楊淑雅、李品軒、王財仁、孫中平、吳碧瓊、黃賢文、

胡秀蘭等八位名師，合著的「髮型設計－實用剪髮數位教學」大作，真的非常佩

服各位老師的認真精神，以及迎合潮流，把剪髮數位化。

這是講求數位化、科技化、智慧化的快速時代，黃老師等讓剪髮與髮型設

計可以更科學性的學習，還有數位化的便利學習，說明改變與迎合時代的腳步很

快。但也不得不佩服他們的勇氣，在消費型態改變與網路搜尋資料的便利下，書

籍銷售和書店生存不易之下，還有勇氣出書？不知道應該說是很有錢還是說很勇

敢？但我相信黃老師等，應該是出於使命感，為後代美髮學習者，建立一個快速

學習剪髮、科學化的好方法。

明佳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謹序于

2016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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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作 者 序
本書編輯製作之目的在於建構剪髮技術基礎理論，將剪髮操作技法及過程

導入數位化教材之製作，讓新世代的教育與學習者，能融合傳統一對一操作過程

的示範概念，並建構 剪髮技術對照數位化結構圖的幾何科學模式，進而使用「QR 

Code 條碼」掃描器，導入最具體詳實的數位化「微電影」教材，開創無時無刻

可以瀏覽的數位化教、學模式。

整個製作過程皆引用關聯性的文獻來源，彙整形成本書編輯的概念與架構，

例如：「剪髮的幾何學與圖形」、「剪髮的結構與構成」、「剪髮數位化整合的

新思維」等，讓本書的創意概念更具基礎性、多樣性、科學性、系統性、教育性、

實用性與完整性。本教材製作的構面總共導入「文字」敘述、幾何「圖形」、操

作「圖像」、雲端「微電影」四個內容，使剪髮教材形成一門誇領域的數位化應

用科學。

本書操作技法及過程導入數位化教材，其製作的本質在於應用剪髮技術基

礎理論，透過「結構」與「構成」概念，可以達成以下結果：

1. 剪髮基礎技術的具象化、圖型化、科學化、數位化、結構化、系統化。

2.  結合「文字」、「圖形」、「圖像」、「微電影」跨領域的製作內容，

建構剪髮教材導入數位化的模式。

3. 提升剪髮基礎技術成為有意義的學習教材。

4. 讓隨身手機成為導入剪髮數位化教材最棒的學習工具。

作者與網友、書友 facebook 互動平台

本書宗旨以剪髮設計為主體，「數位」、「美學」、「教學」之應用為目標。

想多了解本書更多訊息者，歡迎

掃瞄 QR C o d e 在此留言互動。

歡迎掃瞄 Q R C o d e 條碼。

並在臉書（ f a c e b o o k ）

粉絲專頁「發訊息」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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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髮型設計－實用剪髮數位教學

1-1 數位環境的應用趨勢

由於網際網路的興起，以及無線傳輸和數位化載具的普及，已改變了人們獲取資訊的方

式，與此同時生活步調也起了變化，其影響層面更及於未來的教育與學習。數位科技應用已成

為時代進步的重要推手，教育與學習者藉由數位內容、工具和技術的導入，可於未來創造更多

的可能性與競爭力，就如同數位革命一書中提到：「當一個個產業都攬鏡自問，我在數位化的

世界中有什麼前途時，其實百分之百端看他們的產品或服務能不能轉換為數位形式」（Nicholas 

Negroponte 尼葛洛龐帝，齊若蘭譯，1995）。

數位科技的出現必然帶來多元性的影響，無論站著、坐著、躺著、靠著、走著、等著、吃飯

時、上課時、工作時、睡覺前，生活中人手一機的滑呀滑！點呀點！已形成無時無刻、無奇不

有的低頭族，無形當中你是否也成為重度使用者呢 ?可見數位環境的使用者已具備完整的網絡、

軟體、硬體，反映國人漸漸成為「數位素養」的未來公民。任何導入數位化的內容都潛力無窮，

以剪髮技術來說，這畢竟是一項專業領域，但現有的資訊傳遞中缺乏誇領域的結合，尤其國內

的學術研究對於導入實際教學，或落實到教育和產業應用上仍有很大改善空間（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2008，p4），意即現在的剪髮供應者，必須突破傳統一對一的教育思維及經驗傳承

模式，進而結合數位化製作教材，因此如何將教材數位化，讓教材變成有意義的學習內容，都

是本書編輯製作的目標，更是剪髮教育及學習導入數位應用的主軸。

1-2 剪髮的幾何學與圖形

引述 Vidal Sassoon 於 1992年出版的髮型作品集中就曾說過：「I dreamt hair in geometry; 

squares, triangles, oblongs and trapezoids.」及「1964創意設計的 Five point cut是一款原創的髮型，

其靈感是來至於幾何剪髮」（Vidal Sassoon，1992，p9、p48），可見從 20世紀 60年代以來剪

髮就是一門「幾何學 geometry」的應用技法，這個幾何應用概念後來更影響了數十個年代，至

今仍受剪髮教育與學習者的承襲引用。從不同領域的應用科學上也可看見，幾何學 Geometry 一

詞的拉丁文，原意就是土地測量，研究物體形狀、大小、位置以及它們互相關係的學科，也是

一種應用圖形線條描述一個目標物的形狀及特徵，更是表達平面或空間的一門「圖形」科學，

透過點、線、面、體、形狀、大小、位置、方向、角度等元素的結構，即可在二度空間表達出

三度空間的幾何科學。

幾何概念應用於造型而言，賈克‧瑪奎在「美感特質」文章也指出，「Form」就是幾何形

狀之間的關聯，它們是一個以方形和圓形、方體和圓柱體、角和平行線所組成的系統（Jacques 

Maquet，2003）。綜合以上文獻導入本書數位化教材之製作，將剪髮造型的基礎技術理論以幾

何圖形分類：可擬出正方形、圓形、三角形、長方形、梯形、角、平行線等，若再從中微觀，

其結構就是由幾何元素的點、線、面、體所組成，因此應用幾何學建構剪髮技術的圖形，就是

本書要將幾何剪髮基礎技術轉化為數位化教材之過程，同時也必將提升剪髮技術形成一門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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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視覺化、數位化的幾何科學，我曾在以前「剪髮數位構圖」的研究中提到，剪髮是將幾何學

的理論概念轉化，然後應用於剪髮的方法和過程（黃思恒、朱維政，2011），所以常稱為「幾何

剪法」或「幾何剪髮」，前者是表徵剪髮技術的科學原理，後者是表徵剪髮的過程。換言之本書

剪髮數位化教材之製作，就是整合剪髮專業技術、幾何學理論、數位構圖、數位教材製作、數位

微電影剪輯所形成的總體方法，這項跨領域整合將是剪髮供應者在現況必須面對的思維與挑戰。

綜合以上「幾何」觀點歸納為三項：1.剪髮、2.幾何、3.數位化圖形，納入本書編輯論述

的架構，因為這些內容的互相關係、如何應用於實務的操作過程，這將是未來為提供剪髮教育

與學習即將觸及的課題。所以「準備、理解再操作」是本書編輯幾何剪髮數位化的概念，以及

剪髮創意設計的流程。

1. 準備－意指瀏覽本書「緒論」的章節內容，這是在論述跨領域數位化的概念思維。

2. 理解－ 意指瀏覽本書「剪髮專業技術名詞圖解」的章節內容，這是在論述操作過程章節中所

涵蓋的剪髮基礎技術理論，也可稱為剪髮造型設計的基本技法，或稱為剪髮數位構圖

的基本元素。

3. 操作－ 意指瀏覽本書各個「髮型設計概論及操作過程解析」的章節內容，這個論述將『剪髮

專業技術名詞圖解』各項剪髮基礎技術理論，以髮型設計為導向的聯結構成，這種有

設計導向的聯結構成概念，就如同一位教育學者所言：「有意義的學習就是將新學習

的概念聯結或關聯到原有認知的概念上，以統整成為一個更龐大的認知結構」（余民

寧，1997，P61），這正是本書要呈現有意義的教學及數位化教材的製作目標。

1-3 剪髮的結構與構成

「結構 -Structure」與「構成 -Construction」這兩個用詞在應用科學領域是最常被引用的，

例如：平面構成、立體構成、價格構成、色彩構成、產品結構設計、建築結構設計、網站結構

設計、結構化程式設計、道路結構設計、語言結構等，雖然「結構」與「構成」這兩個用詞都

泛指兩種以上的事物相互作用的組合，但是不同科學領域引用的事務各有不同，本書以結構、

構成、結構與構成三類語彙，整理各領域的應用概念，再分析其內容涵意統整表，如表一本書

以剪髮數位化教材應用設計的概念，提出數位化教材、幾何圖形繪製，作為建構教材「系統化」

的邏輯架構，其分析如下：

1. 結構：是泛指設計「元素」與「元素」相互之間產生作用的組合，元素是設計過程的第 1層（最

底層）單位，也是剪髮基礎理論之技術，因「結構」的作用而產生設計過程的第 2層單位，

這個第 2層單位本書稱為剪髮設計「區塊」，所以「結構」是髮型「區塊」內，「剪髮基礎

技術」相互之間的作用。

2. 構成：是泛指設計「區塊」與「區塊」相互之間產生作用的組合，因「構成」的作用而產生

設計過程的結果，所以本書稱「構成」是髮型的「區塊」，為達成髮型造型目標相互之間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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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結構與構成在各領域的應用概念

語彙 編號 各領域的應用概念 內容涵意

結
構

1

「布龍菲爾德」用結構一詞描述材料的分佈，將此材料切分為其組

成成分，並用其在整體中的位置和在同一位置上可能的變異和置換

來規定這些成分中的每一個（李幼蒸，1997）。

元素之間的作用

2
面的周圍即為線所佔有的地方，所以面有時與線的結構，在視覺效

果土有極其難於分辨的情形（林書堯，1996）。
元素之間的作用

3

結構是藝術家運用媒材表現意蘊的形式架構，有些可以很清楚的分

析出規則，有些卻渾雜不清，完形心理學史要求必須整體的看待形

式（張忠明，2007）。

元素之間的作用

4 結構 -沿著頭部曲線的長度安排（Pivot Point，1992）。 元素之間的作用

構
成

5
形態可謂是圖紋的延伸，是平面或曲面所構成的一種形狀（李薦宏，

1997）。
區塊之間的作用

6

色彩構成是一門涉及物理、化學、數學、生理學、視覺、心理學、

美學、邏輯學等相關學科理論的多學科交叉的藝術設計基礎造型（張

玉祥，2002）。

區塊之間的作用

7
美學的構成條件，是一種融合感性的領悟與理性的判斷得來的（林

崇宏，2006）。
區塊之間的作用

8

基礎構成在設計教育中，是以形態、色彩、質感等基本要素所做的

構成練習，來提高學習者的組織、造形及評賞分析能力（葉國松，

1995）。

區塊之間的作用

9

平面構成的目的在於創造藝術或設計上所需的有趣形態，在於把

各種形態巧妙地配置在指定的空間之中（朝倉直巳、呂清夫 譯，

1993）。

區塊之間的作用

10
造形的構成法則：1 分割 2 位移 3 重疊 4 重複 5 錯視 6 反置（丘永

福，1992）。
區塊之間的作用

結
構
與
構
成

11
語言作為一個等級層次結構即由音位、詞、句、句組等主要層次構

成（李幼蒸，1997）。
元素及區塊之間的作用

12

在應用平面構成法則前，應先瞭解各項組成結構所必備的造形要素，

掌握不同的造形與色彩，再經不同的設計組合才能創造出視覺上特

殊的效果（葉國松，1995）。

元素及區塊之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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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位教育心理學家 Bruner 認為，掌握一個主題的「結構」，就是有意義的使許多其他

事物與該學科發生相關作用，藉由這種作用我們能瞭解該主題。簡言之，學習結構就是學習事

物彼此的關聯（Jerome Bruner，1977）（如表二編號 1）。而結構也是藝術家運用媒材表現意蘊

的形式架構（張忠明，2007）（如表二編號 2）。

表二　結構概念轉化模式

編號 概念 = 元素 + 元素 + 元素 + 元素

1 主題 = 事物 + 事物 + 事物 + 事物

2 形式 = 媒材 + 媒材 + 媒材 + 媒材

3 剪髮區塊設計 = 基礎技術 + 基礎技術 + 基礎技術 + 基礎技術

4 數位化結構圖 = 圖形 + 圖形 + 圖形 + 圖形

本書轉化以上編號 1、2結構概念之文獻，應用於剪髮區塊設計及數位化結構圖教材（如表

二編號 3、4），意即任何概念（剪髮區塊設計）成果是由 2個元素（剪髮基礎技術）以上，互

相之間彼此有意義的關聯發生相關作用來完成（如表二編號 3），並且藉由元素組合概念了解每

個元素都是有意義的學習教材，更可了解由加入新元素來達成不同的設計需求，這就如同一位

教育學者所言，有意義的學習就是「將新學習的概念聯結或關聯到原有認知的概念上，以統整

成為一個更龐大的認知結構」（余民寧，1997）。

若以「結構」來論述剪髮設計的元素圖形，一位剪髮設計師可以依個別設計的需求，將頭

部劃分為不同的設計區塊，再由個別設計區塊將適合應用的剪髮技術元素圖形互相組合，如圖

1-1為第 2設計區塊在不同面向呈現，由剪髮基礎技術元素－縱髮片圖形、移動式引導圖形、等

腰三角型圖形、提拉 0度圖形、切口 90度圖形互相組合的結構圖。

圖 1-1　第 2設計區塊，透過剪髮基礎技術元素互相組合的數位化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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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1這即是剪髮數位化結構圖的應用法則（如表二編號 4），此法則也可以引發教育與

學習者，對剪髮技術基礎理論、幾何圖形科學、角度應用、方向、層次、立體弧度等得到更多

的理解，並因應設計區塊的需求，再進行剪髮技術反向思維，也就是分解再重新互相組合，如

圖 1-2第 2設計區塊在不同面向呈現，由剪髮技術元素圖形－縱髮片圖形（圖 1-2左）、移動式

引導圖形及等腰三角型圖形（圖 1-2中）、提拉 45度圖形及切口 90度圖形（圖 1-2右）互相組

合的結構圖。

圖 1-2　第 2設計區塊，透過剪髮基礎技術元素分解再從新互相組合的數位化結構圖

如圖 1-3不同設計區塊在相同面向呈現，由剪髮技術元素圖形－縱髮片（或定點放射髮片如

圖 1-3右）圖形、移動式引導圖形、提拉 45度圖形、切口 90度圖形互相組合的結構圖。

圖 1-3　每個設計區塊，透過剪髮基礎技術元素互相組合的數位化結構圖

將圖 1-1和圖 1-2數位化結構圖的元素圖形，整理比較如表三，即可了解藉由抽換新元素圖

形之概念，是可以達成剪髮不同設計需求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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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剪髮技術元素圖形的比較

編號 元素圖形 元素圖形 元素圖形 元素圖形 元素圖形

縱髮片 移動式引導 等腰三角型 提拉 0度 切口 90度

縱髮片 移動式引導 等腰三角型 提拉 45度 切口 90度

「構成」是藝術設計的方法，所研究的是形態的創造規律，更偏重於創作過程，而通過構

成方法所設計出的作品稱之為「造型」，故構成更強調造型的過程，而造型則為結果（趙芳、

張強，2008）（如表四編號 1）。以造型的整體概念而言，賈克‧瑪奎在「美感特質」文章指出：

「構成」即形式 Form與形式 Form之間和諧共存的情形，就是使不同的視覺形式產生關聯，從

而構成一個有組織的整體（Jacques Maquet，2003）（如表四編號 2）。

本書轉化以上 2項「構成」概念之文獻，應用於剪髮造型或數位化結構圖、數位影片（如

表四），意即任何構成（剪髮造型）之成果是由 2個結構（區塊）以上，彼此有意義的關聯發

生相關作用來完成，若由剪髮造型來看「構成」的意涵，意即為各個設計區塊的層次間互相組

合的應用，從而構成一個有結構組織的剪髮造型（如表四編號 3）。「結構」的更換可達成不同

的造型變化，因此數位化教材亦可由多種結構來達成不同的構成目的（如表四編號 4）。

表四　構成概念轉化模式

編號 構成 = 結構 + 結構 + 結構 + 結構

1 造型 = 過程 + 過程 + 過程 + 過程

2 美感特質 = Form + Form + Form + Form

3 剪髮造型 = 第 1 區塊 + 第 2 區塊 + 第 3 區塊 + 第 4 區塊

4 數位化教材 = 文字 + 圖形 + 圖像 + 數位影片

若以「構成」來論述宏觀的剪髮設計，實質即是在研究一門剪髮「系統化」的邏輯架構，「構

成」是髮型設計區塊間互相作用的方式，如此即成為剪髮造型不斷創新的概念法則，因此可以

引發教育與學習者，對髮型的創新造型不斷進行探索、深入思考、模擬推理、解決問題。髮型

結構的四大類型為：1 零層次、2 均等層次、3 高層次、4 低層次，剪髮造型時即由此四大結構，

透過多樣化的區塊架構互相組合來完成，如圖1-4在不同面向呈現，透過 2 個區塊架構由高層次、

低層次 2 大結構互相組合的造型構成圖，如圖1-5在不同面向呈現，透過 3 個區塊架構由剃髮區、

推剪區、平頂區 3 大結構互相組合的造型構成圖，如圖 1-6在相同面向呈現 3個設計區塊互相組

合的造型構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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