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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情感化视角下的适老家具设计路径及前景。方法 由家具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出

发，结合当前人们在使用家具的过程中对情感性的追求分析情感化设计的具体内涵与特点，并与老年群

体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相结合探析适老家具产品的情感化设计核心，提出适老家具在造型、色彩、功

能、材料等方面的具体设计要求及原则，最后结合人性化、趣味性和智能化等方向，就适老家具的设计

思路与策略展开探讨，深入论述适老家具在情感化表达上的突破与创新。结论 家具设计的情感化发展

是必然趋势，尤其适老家具更应在关注产品的功能和造型的基础上结合情感化设计视角进行设计，尊重

老年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审美观和价值观，在产品中体现出精神上的关怀和情感上的满足，让适老产

品设计符合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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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Emotional Design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LU Xiao-me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 Design, Jinan 2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path and prospect of furniture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emotion. Based o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rniture and people’s daily life,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people’s emotional pursuit in the use of furniture,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design were 

analyzed. The core of emotional design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was explor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Specific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principles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were put forward in terms of modeling, color, function, material, etc. Finally, design thoughts and strategies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were discussed from human nature, interesting and intelligent direction. And the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ons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were discussed in-depth in term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Emotional devel-

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furniture design, especially for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which should designed based on 

function and modeling of the produc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motional design. It should respect the personalized needs, 

aesthetics and values of older consumers, reflect the spiritual care and emotional satisfaction in product, and make the de-

sign of product for the elderly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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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的产品更好用”，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

的，并且在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各个领域均有着不

同程度的体现，有时还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家具

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其设计的优劣直接影响着人们在

使用过程中的情绪。在现代家具设计中，家具的实用

性和功能性得到了提升，外在形式也更加多样，但也

存在着模式化、过于现代简约等问题。事实上，现代

家具设计已经不能再局限于现有的形式与功能，还应

考虑与人之间的精神与情感的互动交流，以感性的形

式赋予家具情感内涵，更多地体现人们的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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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在使用家具的过程中体会到自身的被尊重与

轻松、舒适。从情感角度分析，家具的情感化设计包

含本能、行为、反思三方面，且呈递进式存在，只有

从其使用对象的群体特征与情感需求的现实出发，才

能设计出更加符合目标人群的情感化家具设计，达到

理想的设计与使用效果[1]。适老家具作为家具设计领

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整体设计既要关注产品的功

能，又要从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出发，提高老年人生活

质量。想要实现这一理想的设计目标，设计者必须正

视情感化设计的内涵并结合老年群体的整体特点，进

行整体到局部、外在到细节的综合性尝试与实践。 

1  情感化设计的内涵  

情感是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在心理层面上的反映，

且每个人对事物的情感是不同的。所谓情感化设计就

是从人们内心的情感需求出发，充分考虑产品的功能

和情感，结合某种符号、语义、色彩、材质等设计要

素在产品的外形上进行合理设计，达到一种人与物的

和谐，逐渐让人们对产品产生情感的依赖[2]。这种情

感是人们的主观因素，所以设计者在进行情感化的设

计时需要建立在本能行为的层面上，让产品的使用方

式进行适当的改变，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同

时赋予产品以符号性和象征价值，让人们在使用过程

中通过感官去感受设计本身。 

2  适老家具产品的情感化设计核心 

老年群体随着年龄增长和生理特征的变化，在视

觉、听觉、触觉以及对外界刺激的敏锐性方面逐渐下

降，直接导致身体的肌肉力量减弱和灵活度降低，行

动不便，难以灵活控制动作的幅度，尤其在起身、落

座、弯腰等方面表现吃力[3]。与此同时，老年群体的

心理特征多表现出悲观、抑郁等不良情绪。他们渴望

被社会接受，渴望融入社会，但局限于室内的现实也

让他们的内心更加孤独，甚至产生自卑感和失落感。

这些特征都给适老家具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适老家具的设计核心正是从老年人的这些现实

需求和性格特点出发得出的，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第一，适老家具应具备稳固性和安全性，在选材、尺

寸和功能等方面结合老年群体的身体实际进行灵活

设计，避免家具对老人的伤害[4]。第二，适老家具应

成为老年人的帮手，帮助他们顺利完成一些基本的起

居活动，如座具座位面的高度应结合老年人的身体特

征进行科学设计，最大化地协助老人起身站立并对老

人站立起支撑帮助作用[5]。第三，适老家具应解决老

年人“居家养老”治疗的需要，如将床设计出升降、

翻转、折叠和移动等功能，便于老年人输液、打针、

翻身、上厕所等需求的实现。第四，适老家具应根据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进行设计，如可以调节高度的

椅子、可以升降的书桌等。第五，适老家具应满足拆

换清洁的现实需求。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问题是手抖，

也常因此不小心泼洒咖啡、茶、汤等导致家具的污染，

这时便于拆洗功能便显得十分重要。 

3  适老家具产品的情感化设计表现 

情感化设计在适老家具产品中的表现可以借助

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设计语言进行情感的寄托，以各种

形式传递其内在所蕴含的情感，并引导使用者在使用

体验中产生生理和心理的满足[6]。具体来看，适老家

具产品的情感化设计表现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造型上的情感化设计提倡采用相对柔和的曲线

和较大的曲面，减少直线和尖角的使用，同时配合一

些传统古朴的元素和符号，营造一种怀旧感，以迎合

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色

彩上的情感化设计多注重适用性，强调和谐的色彩搭

配；功能上的情感化设计应结合老年人的原有生活习

惯、观念进行合理设计，在丰富功能的同时讲究功能

的易用性，整体的操作尽量大众化、简单化[7]。材料

的情感化设计应考虑老年人触摸产品时的手感，尽量

减少高科技材质的使用，多借助其表面特征给人以视

触感受、心理联想及象征意义，让家具产品与消费者

实现良性互动。 

4  适老家具产品的情感化设计策略 

适老家具有着较好的市场前景，但是市场上的家

具产品主要针对的使用人群多是年轻人，他们对购买

适老居家产品的意识不强[8]。想要设计出更加适合老

年人的家具产品，弥补这一市场空缺，必须从实际的

用户需求和市场特点着手，结合各种元素与功能进行

科学合理的创意与实践。 

4.1  人性化设计 

设计中的人文关怀是对人性的尊重，也是对人自

身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满足，适老家具设计也不例

外。设计者在设计适老家具产品时应结合老年人的生

理特点、行为习惯和心理状况、思维方式等进行原有

设计基本功能的优化，让整个家具产品的使用体现出

人性化的设计本质。 

实用性就是人性化得以实现的基本要求。在适老

家具设计中，为了方便老年人使用，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满足他们希望更长久地保持独立生活能力的愿

望，设计者必须站在实用性角度进行设计[9]。比如，

在材料的选择上，适老家具要以不损害老年人身体健

康为宗旨，最大化地保证老年人家具的稳固性，防止

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另外，在具体的设计中

还要强调臂力的作用，减轻腿的负担，确保使用家具

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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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实用性的坚实基础后，设计者还要进一步丰

富家具的其他功能，以丰富、灵巧的组合与变化增强

适老家具的使用频率，提升使用感受[10]。比如，部分

轮椅的扶手多比普通椅子要高，为了让坐轮椅的老人

能够更加方便地就餐，设计者可以根据实际在普通餐

桌的边缘添加可翻折的小桌板，让老人根据实际需要

选择收起或打开小桌板，切实方便其就餐。 

4.2  趣味性设计 

产品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其原因大多是有着赏

心悦目的外形或是极具功能主义的设计，与消费者产

生了情感共鸣[11]。趣味性适老家具设计就是这样的一

种存在，其凭借对家具产品的形态、色彩、形式等方

面的个性化表达，实现了新奇的艺术表达效果，在视

觉和使用体验赏给人以愉悦，成功帮助老年人摆脱了

挫败、落寞、怀旧、孤独等心理，让老年人在使用过

程中产生积极的情感态度，有效提升了生活质量。 

为了增加适老家具产品的趣味性，设计师会采用

仿生设计，生动地模仿某种植物、动物、昆虫或人的

形态，结合科学、适当的概括、提炼和变形进行造型

的创新，并时刻注意将整个造型变得“圆润化”，凭

借产品光滑的平面、曲线化的造型和模糊化的边界，

让整个家具产品更加圆润丰满，富有亲和力，实现理

想的设计效果[12]。 

另外，趣味性更多的是建立在家具的使用安全性

上。旋转餐椅的座面可以在保证老年人使用安全的同

时，使得老年人在入座或起身离开前不再依赖于挪动

椅子的动作，为整体的使用过程增添了一丝趣味。 

4.3  智能化设计 

适老家具设计同样需要一定的智能化设计来降

低甚至消除老年人在家具使用过程中的困难，该设计

类型强调从“人”的角度出发，既要符合人体工程学

和人的心理特征，又要合其产品的功能性需求。适老

家具的智能化设计更多的是倾向于帮助老年人减少

因年龄问题所造成的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的退化，提

升其独立的生活能力。例如，座椅、沙发等家具的智

能化设计主要体现在方便老人调整变换坐姿方面，借

助扶手高度、头枕角度、坐高高度自动调节等相关功

能，提高老年人使用过程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带来轻

松、愉悦的使用体验[13]。卧室家具的设计也要体现智

能化的设计原则，在适宜的空间尺寸基础上，借助家

具的灵活摆放实现舒适休息环境的营造，并在床头设

置应急电源及智能传感器，一旦应急电源断电便会自

动点亮，实现手电照明的功能，而智能传感器可以方

便老年人的家人及其护理人员及时知晓老年人的身

体状态，为老年人的生活安全提供保障。 

需要注意的是，适老家具在智能化设计中必须做

到简单易操作，过多的智能设备反而会让老年人感到

无所适从，增加他们的使用负担。另外，智能传感器

的设置也应该根据实际合理选择，注意保护他们的生

活隐私。 

5  结语 

家具的情感化设计是一种有着广泛前景的具体

设计形式，尤其在适老家具设计中情感化设计更加重

要且必要，因为以人为本、以情感为导向的设计形式

已经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与老年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在现代的快节奏生活中，老年群体变得敏感而脆

弱，他们渴望获得尊重和认可，渴望拥有舒适温馨的

生活环境。因此，在对适老家具进行设计时，设计师

必须从情感化角度出发，在家具产品中体现出人性

化、趣味性、智能型等特质与追求，既要重视家具产

品的功能造型，又要体现精神上的关怀和情感上的照

顾，让适老家具设计带来更多的附加价值，让老年人

的生活更安全、更便利、更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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