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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餐具产品的包容性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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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包容性设计角度出发，对老年人餐具产品的适老性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老年人餐具产品

包容性设计研究的重要性，强调产品设计中包容性需更加完善，以促进设计中包容性的发展。方法 运

用案例分析法，分析成人餐具适老性问题及包容性设计与适老性餐具产品的能力包容、用户包容及心理

包容三个维度包容范围，基于需求理论的基本逻辑从平衡记忆能力、符合认知水平、契合操作机能、协

助障碍克服及顺应习惯共情五个方面探索老年人餐具产品的包容性设计路径。结论 提出包容性视角下，

老年人餐具产品设计应更具普及性，从包容性的角度涵盖多样化的用户群体，引导设计更具包容性以满

足更多用户的需求，关注良好的体验感，展现设计中包容性的灵活度，尊重用户的差异，体现关怀与共

情心理，提高老年用户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的发展，保证不同用户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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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Design of Tableware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YANG Zi-ying, ZHOU Rui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ageability of tableware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

sive design, and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ce of inclusive design research of tableware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and em-

phasize that the inclusiveness in product design needs to be improv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ness in de-

sign. Case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adult tableware’s ageability, inclusive design and 

capability tolerance of ageability tableware, user tolerance and psychological tolerance. Based on the basic logic of de-

mand, the inclusive design path of tableware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was explored in five aspects: memory balancing 

ability, knowledge level, fit operation function, assistance in obstacles overcoming, and adaptation to habits and empat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ness, the design of tableware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needs to be more universal, cover 

diverse user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ness, and guide the design to be more inclusive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more users, pay attention to a good sense of experience, show the flexibility of inclusiveness in the design, re-

spect the differences of users, reflect care and empath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users,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social equity and ensure the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for different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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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整体老龄化的持续发展与高龄化的加

速推进相伴，到 2026 年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

到 3.1 亿人，约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 25.0%[1]，拥

有世界最大体量的老龄人口。养老不仅仅是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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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集，而如何形成高质量的老年生活成为中国老年

人都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高频次使用的餐具是人们

饮食生活形态的缩影，真切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质量。从人口发展趋势角度来讲，老龄化是用户常态

特征之一，不应依然用弱势人群的视角来特殊化。在

此背景下，对于与人构成密切使用关系的餐具而言，

则更适合于用包容性来探索其产品设计的与时俱进，

即产品的使用能力要求与用户的实际能力相匹配的

设计[2]。将包容性纳入餐具产品的设计逻辑，也更加

符合用户特征的多样性与发展性。 

1  成人餐具的适老性问题 

“儿童餐具”已经成为社会广泛接受的相对比较

独立的餐具类型。然而目前在成人餐具中针对年长人

群或有一定使用障碍人群的相关设计开发还非常欠

缺，远远不如儿童餐具的设计品质和水平。虽然从用

户接受度的角度考虑并不提倡“老人餐具”这样的类

别称谓，但当前市面上成人餐具设计的适老性视角缺

位已是不争事实。在现有餐具产品的国家标准中，以

目前流行的密胺餐具为例，各类指标的规定多从材

质、原料、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严格规定，但在餐具的

设计方面却鲜有涉及。一方面，老龄用户属于成人用

户中比较弱势的群体，应该给以特殊关怀，对适老的

关注本质就是一种人性化设计；另一方面，老年人餐

具包容性缺位也在现实层面为特定用户群造成了诸

多困扰。适老性问题视角下成人餐具开发，意味着以

解决老龄用户或部分机能孱弱用户就餐问题为导向，

让餐具适应或顾及用户在餐具使用过程的特殊需求。

而这些需求往往与用户的老龄机能退化、疾病加速老

化、以及情感心态衰老有着直接关联。 

1.1  机能受限 

老年人出现抓握力、感知力、记忆力下降等机能

问题时，在使用餐具中多表现为手抖导致餐食掉落、

手眼不协调而不能精准喂食等，见图 1[3]（图片摘自

张建国、谭明义、周学荣等人的《城市老年人的肌力

变化及其对 ADL 的影响》）。由图可知，老年人随年

龄增长，握力呈下降趋势。普通成人餐具作为标准化

的产品，符合大部分用户的人机尺寸、使用习惯、情

感偏好等，但机能受限的老年人便不适用，如一些无

防滑设计的陶瓷材质餐具，使用时易造成餐具的损

坏，使其心理受挫；再如，成人勺子的弯曲角度、勺

体深度的设计使得老年人将食物送到口中的难度加

大，手部颤抖的尴尬与无措，让其自尊心受到伤害。

由此可见，成人餐具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满足老年用

户或患有就餐障碍的人群使用。从包容性设计角度出

发，充分考虑这一用户群体的差异性和机能受限性，

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达到更好的用户体验。 

 
 

图 1  握力与年龄增长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grip strength and age growth 

 

1.2  疾病诱因 

许多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导致身体衰退，疾病

成为他们生活中一大阻碍。譬如患有帕金森病的老年

人出现手抖的现象，使其不能拥有正常的用餐体验，

在手抖状态下，用户很难将食物准确送入口中。同时，

人的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加会发生变化，认知功能

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衰退[4]。认知功能的衰退，意味着

感觉、知觉、思维等功能也在弱化，易使老年人出现

感受不及时等现象，如在接触较高温度的餐具时，因

感知力低而造成烫伤现象出现。无论是由于疾病还是

正常生理引起的认知衰退，都会为老龄用户的生活带

来相关的阻碍。可见疾病诱因会降低老年用户在使用

餐具时的体验感，因此，普通的成人餐具的适老性高

低，体现着包容性程度的强弱。 

1.3  情感因素 

研究表示，人的一生将随着周围环境和文化标准

的改变引发生理或心理变化，等到老年后将加速这种

变化[5]。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不能快速接纳新事

物、新产品，具有很强的怀旧意识，喜欢沉浸在熟悉

的环境中，并使用自己习惯的产品。譬如传统木筷和

金属筷子相对比，他们更愿意接受传统木筷。西方包

容性设计的研究人员在对老年人的称呼时多采用相

对概念的“Older people”，避免使用一些过于直白的

词汇。由此可见，对于老年人的称呼指代时，需要关

注到其心理情感需求；同样，老年人或就餐有障碍的

人群在心理上易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

动。其心理的脆弱性，致使他们在生活中，不喜与普

通用户在就餐时存在差异化，所以在对老年人或患有

就餐障碍人群的餐具产品设计时也更应该注重其情

感因素，尊重用户的心理多样性。 

1.4  康养需求 

健康、养生等需求成为现代人竞相追逐的热门话

题。适当的康养需求可以使人们在生活中减少一些障

碍的产生。在日常的饮食生活中，适宜性显得尤为必

要。凸显相应的适老性可以给老年人群在生活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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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极大的便利。譬如通过提前考虑到相关的设计，

预防一些疾病或障碍的产生，以带来更佳的用户体

验；再如，这种适老性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养生进行

体现，在相关产品的设计上带有长期性、普适性，随

着用户年龄的增长展现不同的适宜功能，既保证用户

的康养需求，又能使产品带有可持续性。普通成人餐

具拥有最基本的功能：满足装盛食物的需求，但在针

对适老性上却不能够随着用户年龄的增长带来更好

的用户体验，包容用户在不同情况下的需求。 

2  包容性设计与适老性餐具产品 

通用设计、无障碍设计及包容性设计三者在一定

程度上有相近之处，但其内在含义中有着不同的差

别。通用设计提倡产品和环境不需要进行特别的调整

而尽最大可能为所有人使用，强调对待用户的一致

性；无障碍设计提倡能让残疾人与健康人享有平等地

位的相关环境设计，所针对的重点是残疾人和老年

人；包容性设计则承认多样及差异的存在，提出在认

识到用户多样性的情况下，相关的产品、环境及服务

等能尽可能地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并关注到极端用户

的体验。 

2.1  包容维度 

适老性问题对于成人餐具的设计开发来讲既是

挑战也是机遇。成人餐具的适老性本质上与产品开发

倡导人性化设计一脉相承，既是对产品用户群的包

含，又是对人生长的客观规律的尊重，即宏观层面而

言是对人性的包容。那么，具体到目标设计对象或目

标用户群，适老性餐具产品的开发则需要包容并契合

其设计定位，可视为中观层面的设计目标。尤其是当

前倡导用户体验的设计背景下，见图 2，以用户为中

心的设计（UCD）通过包容性设计，以广义的能力和

心理作为基础支撑，可以促使从一种设计理念真正落

地转化为对于目标用户的包容。由此可见，用户包容

不仅仅是指对老龄用户群或某些机能障碍人群的囊

括，而且本质是通过包容性设计对用户体验的践行，

帮助用户越过餐具使用的痛点而实现赋能，可以非强

求式地、扬长避短般智慧地回避了某些能力缺失。而

具体到基于餐具产品要素的设计创新则属于包容性

设计的微观层面。即围绕前述的中观层面设计开发目

标，针对老龄用户具体的障碍或弱点展开餐具的包容

创新设计，涵盖诸如操作机能、认知水平等方面。因

此，从“老年人餐具产品的包容性设计”命题来看，

包容维度可以解读为：宏观的适老性的人性本质—中

观的餐具产品的开发目标—微观的包容性需求响应

创新路径。 

2.2  用户包容 

适老性餐具不仅仅针对老年人，同样适合就餐有 

 
 

图 2  包容维度 
Fig.2  Inclusiveness dimension chart 

 

  
 

  
 

图 3 “Eatsy”餐具套组 
Fig.3  “Eatsy” tableware set 

 
障碍的人群。包容性设计在充分认识到用户群体多样

性的前提下，提倡产品设计、相关服务、周围环境等

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譬如老年人可能由于自然

生理原因无法获得更好的就餐体验，但也存在由于疾

病等患有就餐障碍的用户群体。适老性餐具产品应利

用包容性来适应用户的变老过程，涵盖更多用户群

体，减少老年人及就餐有障碍人群与普通用户之间的

差异感。包容性设计是对人生活中的种种障碍和不平

等进行动态调节，给予大众平等的机会去参与、分享

和互动[6]。一套名为“Eatsy”的餐具（见图 3）不仅

适用于老人、儿童也适合普通用户，而且对有着不同

使用习惯的用户很友好。此餐具使用不同的材质搭

配，利用硅胶的柔软性更好地帮助用户定位壶口，避

免洒落，盘子的曲度可将食物进行引导聚拢，方便用

户盛出，勺子的尾部采用适当的凹陷及防滑的材质，

可准确地扣在盘子上防止其滑落。用户的差异也会对

同样的产品提出不同的需求，从包容性设计角度提出

更多的用户容纳，减少产品中的设计排斥，蕴含着可

持续的思想。 

2.3  能力包容 

相对而言，就餐过程是一个综合多能力协作的过

程，在就餐中，不仅需要调动手部动作能力，还需要

同时协调视觉、嗅觉、触觉等多方面的感官合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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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防滑、防烫吸盘式餐具 
Fig.4  Anti-slip and anti-scalding suction cup tableware 

 
终通过大脑指挥，让眼睛和手部共同配合才能达到一

次成功的就餐。因此，通过包容性设计，协调老年人

在就餐中多方面的能力，体现餐具产品中的适老性。

适老性应该是伴随老年人的整个用餐过程的，适老性

餐具产品能够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更具有优势。如

果包容是我们的设计目标，我们就需要超越简单理解

残疾人的范畴，考虑到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可

能成为残疾人，可能成为被忽视的个体[7]。防滑、防

烫吸盘式餐具（见图 4）利用底座和碗的结合，在底

部设置吸盘，便于牢牢吸附住桌面，以免用户在使用

时不小心打翻，同时底座的延伸部分，正好作为端握

部位，避免用户因直接接触碗具而造成烫伤，利用这

样的设计可帮助用户解决生活中的不便，这种餐具不

仅适用于老人也适合于小孩或普通人等，可满足不同

能力需求的用户使用。包容性设计要求做到能在用户

的不同阶段都要了解用户的需求、行为等，从不同角

度关注用户，进而对设计逐步完善，以满足更多样化

的使用。 

2.4  心理包容 

心理学研究认为，人到了老年不善憧憬未来，而

是开始对走过的时光进行评价和自我批评，易于出现

怀旧心理。在社会的进步发展中，老年人的心理也越

来越趋向于追求年轻化，尤其是城市老年人的心理年

龄较实际年龄要小[8]。在一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

存在“不愿服老”的现象，他们不愿接受自己在某些

产品的使用上与普通人存在差异，无论在身体上还是

心理上都易于出现逞强的现象。由于这些现象的产

生，易导致他们在生活中出现高估自己或者认识偏差

的状况，即容易存在一种潜在的“邓宁—克鲁格效应

（Dunning-Kruger effect）”。研究者 Kruger 和 Dunning

通过制定任务并实验，发现个体实际表现与预期出现

了差异，尤其是处在能力排名最底端的人，差异最为

明显。Dunning 和 Kruger 把这种完成任务时对自己能

力做出不准确评价，特别是能力最低的个体最大程度

地高估自己的能力，甚至超过平均水平，而能力最高

的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做出低估评价的现象称为：邓宁

—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9]。邓宁—克

鲁格效应的存在揭示了该类人群难以正确认识自己

所具备的能力这一情况，而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易出

现的逞强现象恰恰不利于其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从

包容性而言，应关注到老年人或患有就餐障碍的人群

的心理状况，体现适老性在老年人就餐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 

3  老年人餐具的包容性创新路径 

3.1  适老性问题视角的包容框架 

3.1.1  餐具适老到适老餐具 

包容性设计理念指引下的产品设计，需要设计师

在此过程中反思设计方案有没有具有排他性。若存在

排他的用户群或功能因素，则需要通过设计创新进行

反向包容。而这种排他性的筛查反思，最容易被忽略

的是潜在、非主观性的现象。餐具产品就是比较典型

的类别。在现有的餐具商品认知里，从目标用户划分

而言，只有儿童餐具、以及对应儿童用户以外的姑且

称为“成人餐具”的这两种粗放类别。很显然，成人

餐具是一种泛泛称谓，一方面本身缺乏用户细分的思

考，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对一部分老龄用户形成了

不可避免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是以潜在形式客观存

在的，无论是“不够友好”还是“无法正常使用”。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餐具产品的适老性

问题也正前所未有地凸显。正如人机工程学理论构建

过程中“人适应产品”还是“产品适应人”发展，比

较熟知的设计理念却往往被设计师在实际开发中所

忽略。餐具适老，既是垂直开发的现实要求，又是包

容性设计的理念体现。用户包容成为成人餐具产品设

计的排他性审视首要维度，能力包容与心理包容则分

别以一外一内的形式构成立体框架的支撑。而在解决

适老性问题即“餐具适老”为导向的视角下，老龄用

户的餐具需要诸多与之对应的具体设计创新路径的

摸索，最终实现老龄包容即“适老餐具”。这是从设

计创新路径或方法到设计观念的蜕变与提升。 

3.1.2  老龄包容的需求逻辑 

经典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从低到

高依次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

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老年人的包容性创新基本逻辑

应该置于遵循人的普适性需求规律基础之上。针对餐

具产品的老龄包容性设计体系见图 5，从微观层面来

看，通过分析既有餐具所存在的问题及老年人在餐具

使用中易于受到的阻碍，提出在人的需求基本逻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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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下，分别将餐具产品的适老性问题与之形成对应关

系：机能受限属于生理需求层次、疾病诱因严重影响

着用户的安全需求、情感因素蕴含着用户的社交需

求、而新时代的老龄用户康养则体现了用户对老龄阶

段的幸福感追求，以及人生对老这一自然界客观规律

的尊重和积极态度。就体验的角度而言，用户不同

层次体验的改善过程也是需求层次的满足与提升。

从包容性设计的角度来看，老龄用户餐具产品的创

新就必须实现前述设计包容维度框架（User-Ability- 

Psychology，UAP），不仅仅是创意创新特征，更应该

以解决目标用户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以老龄包容为设

计责任。在 UAP 包容维度框架中，创新设计对产品

适老性特征的促进与强化。以餐具适老性问题为抓

手，逐一解决并形成包容方案：餐具设计契合老龄用

户操作机能，符合其认知水平，以机能受限问题为重

心；协助老龄用户克服整个用餐过程的障碍，以期对

疾病方面问题进行助力，提高相关生活质量；平衡记

忆能力能从情感因素角度解决基础需求；顺应习惯共

情既体现了对用户的尊重，又呼应更高的老人幸福康

养的追求。相对于“儿童餐具”广泛接受的概念认知

与成熟商品品类来讲，老年人餐具的需求关注缺失及

其相应包容观念的缺位，老龄包容的设计观还需要不

仅仅囿于餐具产品，更应全面扎根现有设计领域。 

3.2  餐具产品的包容性设计路径 

3.2.1  契合操作机能 

饮食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就餐，就餐是需要
多种能力共同协作完成的。随着老龄化趋势的来临，
老年人群快速增长，“高龄”老人，作为老年用户中
的一部分，由于年龄增长产生身体障碍，如阿尔茨海
默病，导致其行动障碍会变得普遍。由此，通过包容
性设计帮助老龄用户在就餐时得到更好的用户体验，
提高老龄生活的质量。中国台湾姚彦慈获得斯坦福大
奖的餐具设计（见图 6），从不同方面对餐具进行设
计，通过碗底部的倾斜，使老年人能毫不费力地聚拢
饭菜，弯曲的勺子把柄，更贴合碗的边缘，让勺子不
易掉落。老年人或患有用餐障碍的用户，协调身体机
能性较差，用餐时比普通人更费力，而通过包容性设
计可以关注到环境差异及用户的多样性，采用设计的
方式，在老年人餐具产品上通过人机工学的尺寸比例
等帮助其进餐更便捷，利用适合的弧度设计减轻这类
人群的用餐障碍。适度弯曲的勺子（见图 7）在帮助
用户进行障碍克服时，根据使用者的障碍需求，对勺
子的弯曲度及方向进行有意识设计，协助用户，契合
操作机能。 

3.2.2  符合认知水平 

老年人大脑结构和功能的衰退是其认知功能下

降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大脑具

有可塑性[10]。通过正确的干预和适当的学习训练，可 

 
 

图 5  针对餐具产品的老龄包容性设计体系 
Fig.5  Inclusive design frame of tableware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图 6  获得斯坦福大奖的老年人餐具 
Fig.6  Use diagram and design creative display of  

Stanford Award-winning tableware 
 

  
 

图 7  适度弯曲的勺子 
Fig.7  Moderately curved spoon 

 
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老年进程中带来的变化，促

进他们改变带有偏差的认知及旧有习惯。利用循序渐

进的干预，使老年人餐具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包容多

样性的用户。因此，适老性餐具不仅仅针对老年人，

同样适合就餐有障碍的人群。从材料工学而言，不同

的材质给用户以不同的反馈体验感，譬如陶瓷、玻璃

会带有光滑、冰凉感，而硅胶类材质则带有柔软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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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再如，餐具材质若属于易传热材料，则可适当

增加产品的厚度或采用把手形式以减少烫热感，亦或

采用隔热材料进行搭配。用户通过与材料的接触可以

得到更多的反馈体验，老年人伴随着年龄增长，认知

和知觉能力逐渐下降，接收事物的反馈感降低，不恰

当的材质选用易于出现受伤现象，在整个适应老年的

过程中，餐具产品是可以通过包容性设计视角采取适

当的材质，符合用户逐渐变老的过程，用引导的方式

帮助老龄用户进行适应，提高其认知的可塑性，拥有

更高质量的老年生活。通过研究发现利用设计的引导

性，可帮助用户有意识地用餐，有引导性的餐具设计

见图 8。同心圆的设计意味着将圆盘区分为不同的部

分，每一小部分的食用完毕都在提醒用户美食即将结

束，通过底纹的设计，心理的引导提醒用户放慢进餐

速度，享受美食。 

3.2.3  协助克服障碍 

老龄用户或患有某些疾病，可能出现不同情况的

就餐问题。如患有帕金森病的人群，最突出的症状就

是手抖，在就餐时，无法根据自己的意志，轻松地将

食物送入口中，处于这样长期的障碍下，对其心理造

成了很大的挫败感。谷歌旗下的 Verily 生命科学公司

发布了第二代产品“Liftware Level”（见图 9），可以

帮助使用者减少抖动，同时该勺子还能通过连接手机

APP，以类似机器学习的方式，不断提升其稳定性、

精度等。此设计能够识别用户手部在水平或垂直方向

的震动，主动降低勺子的震动幅度，保持水平方向，

若是出现用户无法确保水平方向进食状况，即可通过

主动控制使勺面保持水平方向，以帮助用户适应用餐

需求。基于包容性设计思想，为将“目标用户”扩展

到多样性的群体，参考国外对包容性设计的研究，国

内学者将其翻译发展为“三七律”，在三七律中明确

指出从第六步开始清除设计排斥，评估系统的可用性

及可访问性，并再一次验证，直到第七步评估需求匹

配，验证社会接受度。以此通过三个阶段，七个步骤

逐步完成，意在每一个部分的完成阶段都要对其进行

验证，通过前后反复验证，将不能包容的内容进行清

除，逐渐涵盖更多用户群体，这样的方式在实际中逐

渐发展为熟知的“迭代模式”，这种层层验证的迭代

方式也体现着包容性的重要性。包容性设计不但注重

包容用户的差异，尊重多样性，也更加注重用户良好

的体验感。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验证和更新，包容

老年人或就餐障碍的人群，协助该类人群克服障碍。 

3.2.4  平衡记忆能力 

由于老年人的年龄增长，记忆力也随之减弱，在

生活中常出现健忘的现象，进而更不可避免地出现社

交障碍。譬如有些老年人由于健忘而忘记餐具放置位

置，时常在需要时无法快速找到。无论是正常衰老还

是疾病诱因带来的记忆障碍都为老年人的生活带来 

 
 

  
 

图 8  有引导性的餐具设计 
Fig.8  Guided tableware design 

 

  
 

 
 

图 9 “Liftware Level”防抖勺子及其使用 
Fig.9  “Liftware Level” Spoon and Its Use 

 

  

 
图 10  不同色彩搭配的餐具设计 

Fig.10  Tableware design with different colors 

 
了巨大的困扰，用餐作为必须的日常，通过包容性设

计来改善就餐中高频使用的餐具产品，可以为老年人

群带来更高质量的生活状态。基于 CMF 理论，不同

的色彩在大脑中的反馈是不同的，而老年人由于认知

反馈能力逐渐下降，所接收色彩的感知能力较弱，因

此在老年人餐具的包容性设计时要注意色彩搭配，可

利用色彩的差异帮助老年人平衡记忆能力，当然也要

避免色彩过于亮丽而对老年人造成的强烈刺激，遵循

适度的色彩搭配原则。不同色彩搭配的餐具设计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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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加宽碗沿的餐具 
Fig.11  Widened tableware 

 
在餐具的套组设计中，通过适度的色彩搭配，可以帮

助用户养成记忆感知，逐渐让用户形成记忆点，尤其

是可更好地帮助记忆衰退的老年用户，平衡记忆能力。 

3.2.5  顺应习惯共情 

老年人一般不愿轻易改变旧有的认知与习惯，越

年长者对积习则越难改变。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保留

一些不良卫生习惯，比如在端握餐具时，习惯拇指扣

住餐具边缘其他四指托起，这样的方式在不经意间手

可能会触碰到食物，同时手指接触餐具边沿的部位又

极可能在进食时与口腔接触。针对这种普遍习惯，出

现了一些加宽碗沿的餐具设计以避免误触食物（见图

11）。此类设计就是从用户一些旧有的习惯出发，顺

应旧习，尊重用户的多样性，包容更多的用户群体，

展现共情心理。相关分析表明，社会支持、自尊与老

年人心理弹性和健康之间的两两相关均显著，说明社

会支持、自尊和心理弹性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相关因

素[11]。由此可见，帮助老年人确立良好的社会支持体

系，保障老年人的自尊及受人尊重的需求，有助于培

养健康的心理状态。餐具的包容性设计提倡尽可能满

足更多人的需求，在一定角度上，顺应用户的某些习

惯，减轻对其固有习惯的强行干预或破坏，减少或消

除老年人或用餐障碍人群的障碍阻隔，提供更多的可

能性和灵活度，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达到更好的共情

心理，助其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受人尊重本身也是幸

福指数提升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前提倡的康养除了生

理健康外更应囊括心理健康、人格健康，从而综合地

促成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质量，也是所谓幸福的体现。 

4  结语 

人逐渐变老是一个必经过程，而老龄化的趋势来

临，意味着用户的多样性和差异化也会有所不同。当

前成人餐具的适老性还不足以匹配用户的需求及用

户的多样化。在餐具产品设计上，一方面需要尊重用

户的差异，保证用户的心理情感需求，不再用特殊视

角看待；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多个包容角度出发，根据

生理和心理等的不同方面，由平衡记忆、符合认知、

契合机能、障碍克服、顺应习惯五个路径出发，探索

老年人餐具产品的设计路径，包容老龄用户或患有就

餐障碍用户的整个用餐过程，提倡产品设计中的灵活

度，尊重用户的多样性和发展性，更多地满足不同使

用者的需求。对于包容性设计而言，不仅需要与用户

的需求相结合，还可从包容性设计逻辑出发，结合相

关环境、服务流程等因素，从多个方面体现关怀与共

情心理，可持续地提高老年用户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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