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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设计师在情境作用下的系统性思维过程，旨在构建基于情境的产品交互设计思维模型，

为设计师如何设计出用户体验较好的产品提供思路。方法 以设计思维作为研究对象，将设计过程置于

情境分析中，采用理论框架构建和实验验证的方法，基于“5W1H”方法构建情境组织模型，以分析设计

过程中的情境作用。结论 通过实验及分析进一步提出基于情境作用的产品交互设计思维模型，在设计

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有利于促进设计师开展产品交互设计活动，完善其设计方案，以提升产品的

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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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process of designers under the action of scenario, in order 

to build a thinking model for interactive design of products based on scenario and provide ideas for designers to design 

products with better user experience. Taking design think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design process was put into sce-

nario analysis, the method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struction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was adopted, and the situ-

ational organiz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5W1H" method was built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al role in the design process. 

Through experiment and analysis, a thinking model for interactive design of products based on scenario is further pro-

posed,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process, and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designers to carry out product’s 

interactive design activities and improve its design scheme, so as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produc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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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智能产业快速发展，

不同种类的智能产品层出不穷，人们的需求不断提

高。对于设计师而言，要更好地适应设计领域的变革，

面对新产业的挑战，如何更高效、创造性地进行设计

实践活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1]。人工智能时代的到

来，其技术的发展，为整个产品设计行业创造了良好

的发展环境，同时人们对于产品体验的关注度也越来

越高，因此，设计师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即如何设计

出体验好且满足用户潜在需求的智能产品。交互设计

以关注人的心理、行为为出发点，着重设计人与人、

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情感需求[2]。为

了优化用户体验，设计师应该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对设

计问题进行思考[3]。对于交互设计而言，智能时代下

的产品用户体验日趋重要，其产品功能却愈加复杂，

产品本身具备智能系统[4]，并具有独特的操作方式，

因此设计师只有基于用户所处的使用情境中，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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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角度去进行设计活动，才能更细致地思考设计

问题。设计思维是设计师对于设计问题的求解过程中

的思考方式。本文从研究智能产品交互设计思维出

发，基于“5W1H”方法构建情境组织模型，将设计情

境（设计师）与使用情境（目标用户）相关联，通过

智能产品交互设计认知实验，提出情境作用下的智能

产品交互设计思维模型，以求能够为设计师在设计的

过程中提供支持。 

1  产品交互设计思维 

“以人为本”[5]的设计理念的提出使得设计师更

加关注用户，关注用户体验，因此，如何更好地设计

出产品以满足用户的需求，需要设计师以用户的角度

去进行思考以及解决设计问题。在传统产品的交互设

计过程中设计师更多的关注点在产品功能层面，通过

材质、形态、结构等方面去实现产品的功能性[1]。智

能产品设计思维过程与传统产品的交互设计不同点

在于，智能产品自身的交互系统也需要进行交互设

计，设计师在对传统产品进行交互设计时，主要考虑

的是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人与产品的交互，而在进行

智能产品的交互设计时需要考虑其所处情境下的产

品本身系统的交互，才能使得用户有较好的体验感。

以往产品的交互设计中更多的目的是提供简洁易用

的操作界面，而智能产品设计问题求解过程需要更多

地关注目标用户，将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态度贯穿整

个设计概念生成到实现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需要

更多地考虑用户的真实需求以及行为。 

2  基于情境的智能产品设计思维 

2.1  设计思维过程中情境分析 

在设计过程中，为了更加了解目标用户的需求，

设计师以目标用户的认知思维去思考设计问题，从而

唤起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的反思，促进设计问题的解

决，挖掘用户在与产品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需

求。基于情境的智能产品交互设计，实质上是一个系

统性创新思维的过程，以用户为中心研究整个交互设

计思维过程中所有的组成部分。由于智能产品处在一

个互联模式下，面对复杂的设计情境，设计师在进行

设计过程中贴近用户使用情境，可以更好地协助设计

师了解用户需求、预测用户行为，最终解决相关设计

问题。 

设计师在设计情境下，基于产品本身的材质、形

态、结构等元素，结合产品自身的交互系统，赋予产

品功能性；目标用户在使用情境下基于用户本身的认

知，引发用户体验；设计师与目标用户间的情境转换，

使得设计情境与使用情境之间得以贯通，从而形成目

标用户—产品系统—设计师之间在情境因素下的信息

交流模式（见图 1），进而对用户体验产生综合影响。 

 
 

图 1  智能设计过程中信息交流模式 
Fig.1 Information exchange patterns  

during the intelligent design 
 

2.2  情境构建 

情境是指人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某种活

动的相关因素和信息的总和[6]，可以分为设计情境和

用户情境[7]。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

到来，智能产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大部分智能产品

之间是互联模式，即一个生态系统。如小米的生态系

统，以多样的智能产品（小米手机、MIUI、智能电

视等）打造出丰富的产品链，以服务软件和相关智能

周边产品，打造全新的产品服务系统。据此，智能产

品与周边的联系日趋紧密，情境构建能够帮助设计师

在不同情境下考虑到产品的不同状态，并深入了解使

用者的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8]。 

情境贯穿于产品的设计过程，情境构建是产品设

计过程的必然阶段，也是用户体验设计方法的补充和

发展[8]。设计师只有与使用者情境认知无限趋近，才

能真正以用户为中心设计出符合其需求的产品。设计

师只有真正了解目标用户，才能基于产品的具体使用

情境，为用户提供合适的服务以及良好的体验，因此，

在设计过程中引入“5W1H”方法，设计师以系统性思

维进行概念设计的过程中能够更加明确方向[9]，准确

把握用户的真实需求。“5W1H”方法有 6 个基本要素：

为了某种原因（Why），在某个时间（When）某个地

点（Where）某个人（Who）以某种方式（How）操

作 产 品 完 成 某 件 事 情 （ What ）。 设 计 情 境 下 基 于

“5W1H”方法，设计师可以更准确地从用户的角度去

思考设计问题，设计师在提出设计概念后对具体的设

计进行细化的阶段，根据 6 个基本要素对目标用户、

产品、环境进行预测以及情境分析，评估产品方案的

可行性，目的性更强地解决设计问题。设计师通过产

品系统建立使用情境，在产品系统层面表达出其设计

情境，用户才能理解到设计师的意图，使得产品用户

体验更好，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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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情境的组织模型 
Fig.2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of the scenario 

 

3  实验 

3.1  目的和方法 

通过智能产品交互设计认知实验，了解设计师智

能产品交互设计思维过程，构建符合智能产品交互设

计的思维模型。实验采用口语分析法[9]，要求被试在

对某一产品进行设计问题求解的过程中，描述其设计

的流程与思考过程，通过分析被试的口语报告，根据

整理的被试的设计思维过程，构建智能产品交互设计

思维模型。 

3.2  过程 

实验选取 8 名具有交互设计经验的设计师[10]进

行设计任务，以智能产品的交互方式为设计切入点，

要求被试进行交互设计工作。参与实验的 8 名设计师 
 

均具有 3 年以上的交互设计经验。本次实验时间每人

平均为 2 h，对设计者的设计过程进行录像和录音，

同时要求被试在进行设计方案时详细描述报告。对实

验基本数据进行搜集，将录像、录音的材料转为书面

材料以便分析。 

3.3  分析 

根据收集到的被试的描述报告进行分析，对收集

的口语报告进行编码分析，结合具体的设计任务特点，

从设计对象和问题的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对被试解决

问题的行为和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了基于情境的智能

产品交互设计过程中的思维规律，并为情境作用下设

计思维模型奠定了基础。根据口语分析的编码原则，

对被试解决问题的行为和策略[9]进行编码，再具体地

设计任务特点，从设计对象和问题的思维方式两个方

面建立口语编码，对被试的口语报告进行编码，见表 1。 

表 1  口语报告编码表（部分） 
Tab.1 Coding table of oral report(part) 

类别 编码 说明 编码示例 

Ps 提出解决方案 “解决思路是…...” 

Dd 决策 “我决定…...” 获取解决方案 

Co 考虑相关情境 “这个交互行为不适合这个情境…...” 

An 分析解决方案 “这个设计会对用户产生…...的影响.” 
分析解决方案 

Ev 评估解决方案 “这个可行性低…...” 

外显行为 Fi 寻找情境帮助 “我在使用产品…...” 

交互方式 Ip 操作的方式 “挥动手时可以控制开关…...” 

频率 Hz 行为动作的次数 “连续拍手 2 次后…...” 

 
通过对实验记录的编码和分析发现，在评估阶段

根据行为、策略中得到，设计的关键点在这一步骤，

评估过程可以看作是智能产品交互设计问题求解 [11]

过程，分为 3 个基本的“域”，即问题域、求解域和结

果域 [12]，相互辅助实现设计方案的最优解。每一个

“域”分别描述了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对设计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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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境因素，设计师可以更好地理解用户，挖掘需

求，在设计情境中不断地进行评估分析，设计方案不

断迭代，探索新的设计方案或者细化原有的设计方

案，直到找到最合适的概念方案。在求解域中构建使

用情境、信息情境、交互情境的映射关系[13]，帮助设

计师更好地完善设计方案。设计师在设计情境中针对

某一问题进行思考，同时使用情境会在概念设计中起

到优化作用，概念设计不合适将会转换到下一个情

境，以此类推，最终完成设计方案，见图 3。 
 

 
 

图 3  智能产品交互设计问题求解过程 
Fig.3 Solving process of intelligent product  

interactive design problem 
 

3.4  情境作用下交互设计思维模型 

通过对设计师的设计过程的分析研究可知，设计

师在设计过程中构建产品使用情境并作用到设计情

境中，逐步优化其设计方案。对被试设计思维过程进

行梳理，从设计师的角度出发，通过科学的转化过程

将用户的需求以及行为等进行转化，使得设计师可以

准确地获取用户的信息。综上分析，可以建立基于情

境的智能产品交互设计思维模型，见图 4。将概念标

记为 P，情境标记为 S，方案标记为 T，需求标记为

R，在设计问题求解的过程中，问题域与结果域均在

中间状态求解域的作用下，达到最终的问题与最终的

方案，一个问题 P 对应一个情境 S 或多个情境 Si，设

计师的求解是一个发散和收敛的过程，发散与收敛不

断发生，设计概念 Pi 和使用情境 Si 不断地重复评估

分析，该阶段基于“5W1H”方法构建的情境模型分析

概念的可行性；在情境因素的作用下，设计概念在不

同的情境下指向需求 R，设计师针对需求 R 进行修

改、处理，在修改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概念 P，构建新

的评估分析过程，由此形成一个循环，最后达到满意

的设计方案。 
 

 
 

图 4  基于情境的设计思维模型 
Fig.4 Design thinking model based on scenario 

 

4  设计案例 

在基于情境的交互设计思维模型的构建基础上，

将该模型应用到具体的设计实践中，建立了一个情境

作用下的虚拟仿真展演系统。该系统可以进行不同场

景下的仿真展演，设置多种场景，让设计师从用户的

角度进行设计活动。包括 3 个基本模块：情境构建模

块、评估模块和修改模块。 

当设计师再面临设计问题时，在情境模块输入基

本的情境要素，在整个过程中可以在各个情境中切

换，以获得最合适的情境；评估模块中设计师可以对

某个概念设计与情境适应度进行评估，最后进入修改

模块调整以获得最满意的解。情境构建后仿真展演界

面，设计师可以在界面设置交互过程中灯光开启的交

互方式、频率以及延时等细节进行设计，通过对设计

路径进行优化与参数化变形，实现不同的情境下的概

念方案快速调整与生成，为设计师更直接地以用户的

角度去体会优化设计方案提供可能。图 5 是在模拟用

户走近之后，灯开启情境的界面，设计师可以在两侧

的工具栏中进行交互方式、灯光频率等细节设置，以

达到最满意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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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展演界面 
Fig.5 Display interface 

 

5  结语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工业设计行业的设计师进行

设计活动提供了新的技术、新的机遇，同时也有着巨

大的挑战，因此，如何高效地运用设计思维等方法，

解决复杂的设计问题是目前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主

题。本文以设计思维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智能产品的

交互设计过程的复杂性，通过对设计情境和用户情境

进行分析，将交互设计问题求解分为问题域、求解域

和结果域 3 个基本的“域”，从探索设计过程中的设计

问题求解过程出发，针对用户情境进行探讨，基于

“5W1H”方法构建情境组织模型，将设计情境（设计

师）与使用情境（目标用户）相关联，通过本文的智

能产品交互设计认知实验，提出了情境作用下的智能

产品交互设计思维模型，以求能够为设计师在设计的

过程中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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