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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可供性理论在产品设计领域的价值与方法，进而为产品设计提供建议，实现更具人性

化和情感化的产品设计。方法 阐述可供性理论的起源及其在设计领域的发展，从吉布森与诺曼对可供

性的不同定义来阐述在生态心理学中的可供性与在设计领域内的可供性的区别。对可供性理论在产品设

计领域中的应用进行探讨，归纳出可供性在产品设计领域的三种类型，即潜在的可供性、集体的可供性、

情感化的可供性。基于人的行为对产品可供性进行挖掘，提出行为的停顿、行为的可视化、自然行为关

系三种产品设计策略，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结论 为设计师提供关于将可供性概念运用在产品设

计中的理论依据，为用户创造舒适自然的使用体验，满足人们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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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ffordance in Product Design 

LI Shuai, FENG Hui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value and method of affordance theory in the field of product design, and then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product design to achieve more humanized and emotional product design. The origin of the af-
fordance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design were explained. From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affordance of 
Gibson and Norm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ffordance in ecological psychology and the affordance in the field of de-
sign was explained. The application of affordance theory in the field of product design was discussed, and the three types 
of affordance in the field of product design were summarized, namely, potential affordance, collective affordance and 
emotional affordance. Based on human behavior, the product affordance was explored, and three product design strategies: 
behavioral pause, behavioral visualization and natural behavioral relationship were proposed and analyzed combined with 
actual cases. The designers are provided with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ffordance in product 
design, to create a comfortable and natural experience between users and products, 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 in 
pursuit of higher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affordance; product design; unconscious behavior; ecological psychology 

传统设计理念的重点在于对产品和用户之间需

求关系的探究。对于产品的用户，产品设计理念是在

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产品通过其形态、功能，以及

其功能实施对用户所产生的生理及心理的“体验”[1]。

一些看似在性能、品质、价格等方面都不错的设计，

在市场上的流通性并不好，这是由于设计师在设计时

过于主观，忽视了用户的使用方式及使用环境，以至

于设计意图并没有很好地传达给用户。使用行为的发

生，总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通过对使用环

境的信息提取，有助于设计师创造出更符合用户切实

需求的产品。产品设计不仅是造型和功能的设计，也

不应该局限于对用户和产品交互关系的探讨，而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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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理成章地将设计融入到行为的流程当中，让用户身

体与环境相调和，因此，对产品的设计需要逐步转化

为对用户行为的设计。 

1  可供性理论 

可供性是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在 20 世

纪 50 年代后半期所提出的。它是生态心理学的主要

概念。生态心理学互补地理解了动物的行为和知觉与

其生存的环境，并提出动物可以借由介质中的某种信

息，直接感知行为来源的可供性[2]。吉布森的直接知

觉论认为，可供性的属性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

可供性的存在基于事物的某些属性，这些属性是不以

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人或动物去感

知这些属性，可供性也会因为没有对象而失去存在的

意义。可供性对环境与行为是同样的事实，它同时指

向了环境和环境中的观察者（人或动物）[3]，即可供

性是基于人的行为，对环境这一客观事实的主观认知

活动。例如，一棵倒下的树提供了“坐”的可供性，

而人对这个可供性的感知来源于树的物理特征，以及

人对其物理特征的认知和坐的行为发生。地形、气候、

建筑、生物等环境内的所有事物都具备可供性。由于

环境的可供性是环境提供给观察者的，也是观察者对

环境的感知行为，因此，它并没有好坏之分，有的时

候，观察者所感知的可供性也可能是错误的。 

2  可供性理论在设计领域的发展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将可供性概念引
入了设计领域，并将其定义为“一个行为者恰好容易
感知的那些行动的可能性”。吉布森与诺曼对可供性
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吉布森认为可供性是具有物
理性，并且真实存在的，与意识和意图毫无关系。而
诺曼则认为可供性不仅可以被感知，而且依赖于用户
的个人经验和文化背景等知识。诺曼认为人能够直接
感知环境中的可供性，不需要任何媒介，只需要环境
的某些特征指向某个特定的可供性，人与环境之间即
可完成特定的交互行为。在诺曼的《设计心理学》一
书中提到，可供性是被物体感知到的实际存在的属
性，它主要指那些可以决定物品如何被使用的基本属
性[4]，例如表面平整且坚硬的地面，由于人可以在上
面自由活动，地面就提供了可站立或奔跑的可供性，
这种可供性并不需要去说明，而是基于动物所感知的
地表物理特征，这是直接感知的。 

3  可供性理论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产品设计旨在为人设计实用、轻便、经济、美观

的产品，从而创造出一种更舒适、便捷的生活方式。

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设计的形式也发生着巨大的

变化，从物质性的设计到数字化的设计，从单纯的功

能性设计到功能性和情感化相结合的设计，从最初探

究产品与人之间的双向关系，到如今从人的行为中去

思考产品及其所处使用环境之间的关系。 

3.1  潜在的可供性 

在环境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可供性，可供性是通

过人的行为所发掘出来的环境的价值。在相同的环境

里，对于不同的观察者来说，同一事物被发掘的可供

性有可能不相同。同一事物可以拥有多种可供性。例

如一汪清泉，口渴的路人取水来喝，水提供了饮用的

可供性；路人的手脏了，水又提供了清洗的可供性。

在产品设计领域亦是如此，当处于特定的使用环境

中，用户对产品使用的行为可能会产生多个可供性，其

中，不仅有用户对产品所具有的本职功能的需求，而

且有用户对产品其他方面功能的需求。潜在可供性的

发掘见图 1。国内外学者对潜在需求较为一致的认识

则是消费者尚未意识到的、朦胧的、没有具体满足物

的消费要求[5]。用户对产品的使用行为是其对产品可

供性的发掘，故而可以理解这一隐性需求是产品存在

的潜在可供性。例如长柄的伞，除了有防风遮雨的功

用，当用户行走累了时，还可以作为拐杖，用以支撑

用户的身体。另外，用户可以将手上的袋子挂在伞柄

上，从而减轻负担。这时，伞上能挂袋子便成了用户

对伞的隐性需求。 

3.2  集体的可供性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主要来自个体的早期生活

（特别是幼年生活）中那些受压抑、被遗忘的心理内

容 [6]。荣格出于对弗洛伊德个体无意识理论的批判，

提出了集体无意识。荣格指出：它（集体无意识）是

集体、普遍、非个人的，它不是从个人那里发展而来

的，而是通过继承和遗传而来，是由原型这种先存的

形式构成的，原型只有通过后天的途径才能为意识所

知，它赋予一定的精神内容以明确的形式[7]。这表明

在人的无意识行为里有着先天的普遍性行为，当多个

个体基于无意识的行为去完成某件事情时，会产生个

体之间无意识的共性，也就是集体无意识行为。集体

无意识行为对同一款产品的使用会指向同一个可供

性，集体的可供性见图 2。对地面上直径 3 cm 的木条，

无论是孩童，还是成人，都会选择用手抓或握，而不

是用手指夹起木条的方式去拿。在产品设计领域中， 
 

 
 

图 1  潜在可供性的发掘 
Fig.1  Excavation of potential affor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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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集体的可供性 
Fig.2  Collective affordance 

 
依据人在环境中发掘可供性的普遍性行为，可以创造

出更适合用户集体需求的产品，为企业创造更丰厚的

利润。 

3.3  情感化的可供性 

马克·第亚尼曾提到：经过工业时代的积累，设

计将越来越追求一种无目的性、不可预料和无法准确

测定的抒情价值[8]。在设计过程中，情感化的设计将

预期的用户情感因素融入到产品的物理要素中，突出

产品的美学特征和交互属性，从多个层面提升用户满

意度，使用户在产品技术功能实现的过程中，获得情

感化的交互价值[9]。基于可供性理论的产品设计是在

人的潜意识里寻找一种不易被察觉的记忆和经验。从

认知层面和知觉层面出发，综合考虑用户在使用产品

时所能感知的各种可供性前提下，增加产品的记忆印

象不仅能使用户对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而且能带来

新鲜感。 

4  基于可供性理论的产品设计策略 

吉布森认为可供性是角色（人或动物）与环境发

生活动的可能性，即可供性是环境与人或动物之间相

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环境中充满了潜在的可供性，

人们不断地在其中发现价值。并非人对可供性起反

应，而是人们在环境中寻找可供性，并将之挑选出

来。在产品设计领域，可供性是研究用户与产品直

接自然交互行为下的可能性，设计行为是将产品的

可供性根据人的行为发掘并利用的过程，因此，根

据可供性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应用，从人的行为范畴

提出了以下三个设计策略，并结合实际案例，以供

设计师参考。 

4.1  行为的停顿 

行为是由多层次组织的，一个动作的完成往往是

由多个“下一层行为”到基础行为的依次表现。行为

的多层次组织见图 3。例如，“冲泡牛奶”这一事件

是由一些列的动作串联而成。首先，要把奶粉放进杯

子里，然后，往杯子里加入热水，最后，搅拌均匀。

其中，将热水注入杯中的行为又可以被分解为拿起装

热水的壶，将热水倒入杯中，放下热水壶等更下一层

的行为。由此可见，所有的基础行为均由下一层行为

构成，当下一层行为完成后，移往下一个基础行为之

际的连接处经常会出现行为的停顿。基于行为的停顿

的设计思路，把相关的事连接到一起，能让事情得到

及时的处理，减少未完成的任务量，从而减少事情的

启动次数，提高办事效率，因此，设计师在进行产品

设计时，应该考虑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用户行为的连续

性，使产品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例如，深泽直人设

计的打印机，见图 4。设计师在阐述这个设计作品时，

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它的外观，而是更多地围绕使用打

印机的场所、环境，以及目标用户的行为进行设计。

深泽直人观察到，人在打印时，往往会多打印几份，

并且选择其中较优的一份，其余的则多半会被扔进垃

圾桶里。从这一连串的行为中，他发现当打印行为结

束后，紧接着的就是投递垃圾的行为。他从行为的停

顿处，去发掘行为的流向，最终设计了这款打印机与

垃圾桶结合的产品。 

4.2  行为的可视化 

当产品在被不同的用户使用时，由于其所处地

域、文化和个人经验的不同，导致使用产品的方式也 
 

 
 

图 3  行为的多层次组织 
Fig.3  Multi-level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图 4  打印机 
Fig.4  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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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差万别。设计师与用户之间被地域、文化、社会等

因素所分离，以致用户对产品的认知和使用方式往往

面临着各种的“错误”，也就是所谓的“认知摩擦”，

即人类智力遭遇随问题变化而变化的复杂系统规则

时所遇到的阻力 [10]，设计师不能根据用户的不同条

件来及时调整产品的功能、技术、材质等，从而导

致其设计意图与使用意图相斥。这不仅不能解决用

户的问题，而且使产品不能很好地在市场上流通。可

供性为设计师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使他们从

人的行为角度去思考用户与产品之间的交互关系，进

而填补设计师、用户、产品三者关系之间的间隙。例

如，韩国设计师 Cheol Woong Seo 和 Jae Hee Park 设

计的“Lean on Me”长伞，见图 5。下雨天从室外进

入室内时，如果没有专门设置放伞的装置，人们会

习惯性地把伞靠墙立着。基于这一无意识行为，Cheol 
Woong Seo 和 Jae Hee Park 设计了这款长伞。他们不

仅对伞的手柄处和伞尖的接触点进行了设计，而且

在这两个位置使用了防滑硅胶。这使此款产品在突

破雨伞传统造型的同时，功能性更强，能更稳地立

于墙面和地面之间。 

4.3  自然行为关系 

在可供性视角下的设计表达了一种追求自然而

为之的交互过程，围绕产品的功用性，去繁求简，使

产品能有更直观的表现。用户与产品的自然行为关系

主要表现为产品对用户来说是易于理解并使用的。可

供性的存在是基于人与动物对环境中真实属性的感

知。这些真实的属性成为事物如何被使用的关键因

素。也就是说，好的产品是不需要任何视觉信息来特

别说明其使用方法的，产品本身就能将功用特征传达

给用户，并且它的使用体验应该是舒适流畅的。这不

仅是一种设计产品的思路，而且是一种从人的认知和

经验中发展而来的设计手段。例如，深泽直人设计的

带有圆盘的台灯，见图 6。当人们回到家中，总会把

钥匙、手表、眼镜等随身物品放下，深泽直人根据这

一行为习惯，设计了这款底部带有圆盘的灯。圆盘上

面设置了灯的开关，其使用方式简洁、易懂，即从下

往上地拨动开关。开灯后，用户可以取下身上的物品，

放置在盘子里。这些动作形成了一系列自然、连贯的

行为过程。 

5  结语 

在产品设计领域，设计师应致力于为用户创造多

样、美观、易用的产品。可供性理念为设计发展的新

阶段提供了方向，也给设计师提供了全新的研究领

域。它的出现是环境、用户和产品内在关系的探索，强

调用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得到自然舒畅的体验感。这

种体验感不仅是当代消费者对产品提出的基本要求，

而且是以用户为中心的现代设计的必然要求。 

 
 

 
 

图 5  “Lean on Me”长伞 
Fig.5  “Lean on Me” umbrella 

 

 
 

图 6  带有圆盘的台灯 
Fig.6  Table light with a d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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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针对性地解决设计问题，服务更多不同层级的用

户，推动家用呼吸机设计向系统化、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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