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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设计认知研究的发展历程为出发点，从设计认知研究现状切入，以系统的角度探讨不同

因素对设计发展过程的影响，并对设计认知的研究方向、实验方法、研究成果等进行全面的归纳和研讨，

旨在对未来的设计认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方法 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将现有文献归类划分

为设计媒介、认知刺激、设计师及设计团队四类，依次对划分后的研究进行整体分析、归纳及总结。结

论 针对当前设计认知研究领域中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重点不突出、设计实践

与理论研究结论存在冲突等问题，提出未来的研究应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研究成果，采

用更多种类方法对设计认知问题展开探索，提高理论研究成果在现实设计中的适用度。从元认知的视角

探讨设计认知将成未来重要研究方向之一，这将更有利于分析和发现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不同阶段的创新

思维演变，并逐步建立统一的研究范式以及全面的设计认知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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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Design Cognition 

ZHOU Mei-yu, WANG Zheng-yu, SHI Zheng-yu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design development from a systematic perspective 

by taking the whol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design cognition research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esign cognition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 and discus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experiment 

methods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design cognition, thus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 and idea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n de-

sign recogni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emphasis, the literature was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design me-

dia, cognitive stimulation, designers, and design teams, and these four categories were analyzed, summarized and con-

cluded in turn. In consideration of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design cognition field, such as lack of unified research 

standards, fragmentation of research structure, blurred research focus，differences between actual design problems and 

laboratory research conclusion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will combin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big data,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neuroscience, and other research fields and adopt multiple methods to explore design cognition prob-

lems, thus improv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in practical design. Exploring design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cognition will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field, which will be 

more conducive to analyzing and discovering the evolution of designers’ innovative thinking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de-

sign process, and gradually establishing a unified research standard and a complete framework of design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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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应用认知心理学等学科

研究，为认知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1]。

自 1960 年以来，设计认知研究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2]，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设计认知进行深入地挖掘

和研究。设计认知是从人的认知的角度研究设计发展

的问题，运用科学的推理方法和实验手段，分析设计

过程中的信息交互及其对设计绩效影响，并得出设计

认知规律，以帮助设计师进行优化判断和决策[3]，对

设计团队创造力提高能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回顾设计认知研究的发展历程，本文

在收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分析和整

理后发现设计认知领域论文自 1970 年以来在数量上

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研究覆盖面也逐渐变得更加广

泛 [4]。同时设计认知研究也存在一些尚未跨越的障

碍，例如研究手段较为单一、定性研究方法仍然占据

主导地位、重点研究内容相似度较高、缺乏统一的研

究规范与全面的设计认知研究框架、现实设计与理论

研究结果的冲突等。 

一些学者针对当前设计认知研究领域中出现的

问题，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力

求得到设计认知更加系统、全面以及更具科学性的研

究模式。刘征[5]从草图概念特征、草图认知、草图研

究方法以及计算机辅助草图设计技术四个方面对设

计草图的认知问题进行分析，总结了草图认知活动的

规律，为计算机辅助草图系统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必

要的理论基础。有研究者通过对近 20 年设计灵感及

固化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后，发现当前该领域的文献大

多采用不同种类的定性研究方法，并且不同学者研究

的结果也存在一定差距[4]；在对研究文献中设计认知

影响因素进行收集和比较分析后，总结了设计灵感和

固化方面相关的研究方法，并为未来该领域实验研究

的发展提供了详细的建议。文献[3]提出设计元认知对

充分理解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表现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但元认知在目前的设计认知研究中往往被忽

视；从元认知的视角出发，对设计认知相关文献进行

分析后，发现这些文献在问题求解、类比推理、心理

模拟和设计固化、设计方案生成等方面的研究结论上

存在较高的一致性。 

设计认知领域研究可以分为设计媒介、认知刺

激、设计师及设计团队四种类型。本文在对设计认知

概念、理论、设计沟通媒介，以及设计认知研究的复

杂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上述各类型的研究方向、

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进行探讨，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提出研究建议和展望。 

1  设计认知概念、理论及特征 

1.1  设计认知 

设计是人类实现自己设想、计划、策划、创意的 

 
 

图 1  设计与设计认知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ign and design cognition 

 
一种拓展性活动[6-7]。根据人类设计概念的产生到结

果的过程可以将设计分成自然（直觉）设计及意图设

计两种类型[8]。对设计从简单的设计概念到创意实现

的过程进行研究，就是对于单个设计师或者团队设计

认知过程的研究[9]。如果把设计定义为一种由满足需

求驱动的探索性活动，则对其可以从设计的原则、设

计的过程以及设计方法论三个方面进行探讨[10]，且这

三个方面总称为“设计认知”，见图 1。设计认知的

研究能够帮助研究人员了解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复

杂心智的变化情况，解析设计师运用知识进行设计的

过程，它对设计师创造力的增强、设计绩效的提升以

及数据驱动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CAD）的知识自

动化起到极大地促进作用。 

1.2  设计认知理论 

设计是一种将抽象本质和产品形体结合进行创

造的综合性学科[11]，其认知研究的发展依赖于相关学

科的进步[12]。工程学、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以及

应用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为设计认知提供了良好的研

究基础。自图灵测试的提出与发展，到人工智能的兴

起，增强了计算机模拟人类的思考方式提供了技术依

据。此外专家系统（知识基础系统）也为解决设计过

程中的认知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目前设计认知理论

研究主要将解题模式以及运筹学运用到设计行为、设

计过程建模、算法创新等方面，Simon 提出的问题求

解理论和 Schon 提出的情境反思理论 具代表性，设

计与设计认知的关系见图 1。本文以时间为轴，将设

计认知理论大致划分为经典设计认知理论和新型设

计认知理论两个部分。经典设计认知理论包含“分析

—综合—评估”模型理论[13]、模式语言体系理论[14]、

符号信息加工理论[15]、情境理论[16]、图式推理理论[17]

等，主要采用更加系统思考方式对认知问题进行研

究，重点关注设计认知理论的系统性和规律性。 

新型设计认知理论包含“想象—表达—实验”模

型理论[18]、抽象草图图表分析理论[19]、综合型设计

生成新模型[20]、设计三层结构理论[21]等。新型设计

认知理论也同样关注理论的系统性，但其更多地从宏

观层面进行系统性研究，同时该理论在促进设计管理

和设计教育的发展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具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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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的成果。此外，新型理论提倡设计研究数据的

运用，并试图依托模型理论研究设计认知问题，目前

已经开始转向更有实用性的设计理论研究和跨学科

研究。 

1.3  设计认知特征 

设计也可认为是一项以目标为导向、有约束的决

策活动，设计发展过程具有组织性、复杂性、耦合性

的特点[9,22]。设计认知也具有逻辑性的特征，它依附

于设计实践的验证，实用性特征明显，研究难度较高，

而设计认知的复杂性特征在设计过程中是普遍存在

的，因此受到学界的重视。 

2008 年 Zamenopoulos 提出了设计认知复杂性理

论，并系统地论证了设计认知的复杂性问题，他认为

设计认知的复杂性包括以下四个方面[23]。 

1）设计团队的复杂性。现阶段设计的发展逐渐

走向多领域人员合作的趋势[24]，设计师的能力、背景、

经验等都对设计过程产生较大的影响。此外，由不同

设计师组成的设计团队之间在设计效率、团队认知绩

效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也表明设计认知研究

变得更加复杂化、多样化，设计团队内设计师间的交

互信息认知成为研究热点。 

2）设计过程的复杂性。设计活动本身是一个动

态发展的过程，其发展并不具备规律性，对其变化的

预测因此较困难[10]。设计过程中产生的交互信息是多

样的，如在产品设计概念阶段多是语言文字信息，方

案阶段是二维或三维图形信息， 后阶段用于交互的

则是样机，这使得设计过程不同阶段的信息认知变得

复杂。 

3）设计内容的复杂性。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为

寻求 优解，会根据实际情况对方案进行不断地对

比、修改、更新或删除，期间易受到一些认知刺激的

影响。故对设计内容的分析、研究和完整获取对于设

计认知主体提出更高的要求。 

4）设计方法的复杂性。设计过程面临大量模糊

定义问题[25-26]，相应的设计方法众多[27]。在不同的设

计阶段中，设计人员会根据现实情况采用与之相对应

的设计信息交互媒介及方法，由此也会使得设计认知

研究同样具有较高的复杂性。 

2  设计认知主要研究方向及其研究现状 

设计作为一项复杂且多耦合的活动，其背后隐藏

着诸多模糊的定义和信息，每个设计阶段所包含的心

智活动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部分心智活动及其规律

对产品设计的完成存在密切关系[12,28]。因此，本文从

设计主体出发，认为设计过程中不同因素给设计带来

的影响较为重要。由此将这些影响因素归为“设计客

体”、“设计主体”两大类，见图 2。“设计客体”包

含设计媒介与认知刺激两个部分，其研究内容包括草 

 
 

图 2  设计认知研究分类 
Fig.2  Classification of design cognition researches 

 
图、口语、视觉刺激、触觉刺激等相关因素。“设计

主体”则包含设计师和设计团队两个部分，其研究内

容包括团队绩效、团队创造力、潜意识影响、设计师

思维固化等。通过“设计客体”、“设计主体”两大类

文献的研究，并分类提出目前设计认知领域中存在的

问题。 

2.1  设计媒介 

设计媒介是人类感官及思维的延伸[29-30]，其能够

帮助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完成信息交换的任务，增强

信息传播的高效性和辨识度[31]。因此，设计媒介的选

用对设计细节修改、错误纠正等产生巨大的影响[32]。

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大多依赖视觉沟通媒介进行交

流，例如图形图像等[17]，“视觉思维”在设计认知过

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33]。设计沟通媒介一般分为传统

媒介和新媒介两类，传统媒介包含口语、表情、动作、

手势，绘制的草图、制作的实体模型以及计算机模型

等。新媒介是一种综合性概念，它包含文字、声音、

声像、综合、通道五个体系的综合[34]。目前新媒介相

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开发了许多分析工具和模

型，例如自动生成二维草图及三维图像的树结构遗传

算法模型[35]、数字虚拟混合建模工具(HIS)[36]、VR3d

草图[37]等。目前，设计媒介主要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

传统草图、CAD、VR-3D、数字虚拟混合建模等视觉

媒介对设计认知效率的影响方面。 

研究人员对设计草图的认知研究后发现草图表

达与设计认知活动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不同形式草图

方案的运用能够提高设计成果的创造性[38]。此外，草

图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有利于获取设计师的抽象思维

演变过程[34,39]和其认知草图的规律，这些研究为机器

识别草图技术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5]。 

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技术的发展，学者开始探

索除传统媒介以外新型设计媒介的认知研究[40]。刘弘

等人 [35]利用树结构的遗传算法来优化设计过程生成

二维草图及三维图像，在解决产品外观创新问题上，

促进设计人员间的交流便利性，提高了设计师的概念

理解能力和设计创新水平；Dorta 等人提出并利用数



48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2 月 

 

字虚拟混合建模工具，将草图进行三维可视化呈现，

增强了设计师与草图的良性互动效率，有利于设计师

之间的理解和认知，进一步促进设计的创新和深入发

展[36]。此外，也有学者在探索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之

间的设计认知的差异和优劣性问题。其中比较具有代

表性的是 Bilda 和 Demirkan 的研究，他们发现大部分

情况下新媒介的使用可能会带来新的设计工作模式，

对设计师产生更好的影响，但在视觉空间特征感知、

设计组织关系、提供替代解决方案等方面，传统草图

使用效果更好[41]；文献[42]认为新媒介的应用场景更

多，并且其使用可以改善设计师共同进化感知概念以

及发现空间关系的视觉特征能力。然而，新媒介的使

用效果与设计师的个人经验存在联系，新手在面对某

些特定的设计任务时，采用传统草图等工具更为有效
[43]。综合来看，这些研究都基本肯定了新媒介的未来

发展潜力，以及对设计创意的促进作用。 

目前“视觉”以外的设计媒介研究仍处于探索阶

段，但该领域已具备一些研究基础。在无视觉媒介的

设计研究中，设计师采用触觉、听觉等媒介来代替视觉

媒介，它们的运用重新表达了设计师的认知与感知[33]。

此外，口语媒介对设计研究同样具有较大的影响作

用。徐江等提出了一个集数据链接、过程链接、概念

链接为一体的多维设计认知模型，通过收集设计过程

中的口语信息，对设计过程中的认知变化进行捕获[44]，

此研究结论论证了口语媒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同样

能够为设计师提供设计反馈及指导。 

2.2  认知刺激 

设计认知的研究目的是总结设计规律。在探索过

程中，许多研究人员通过认知实验，控制认知刺激的

类型、数量和实验时间等内容，推导分析出设计规律

中的影响因子[45]。在设计认知实验中，以认知刺激为

条件的研究 为广泛，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刺激

变量对设计认知的影响，可以分为刺激形式、刺激数

量、刺激抽象程度及其与目标设计之间接近程度、刺

激的呈现阶段四类。 

2.2.1  刺激的形式 

设计研究过程中，设计师绝大数的认知信息来源

于视觉刺激、听觉刺激和触觉刺激。其中视觉刺激易

对设计师产生影响[46]，并在设计研究过程中起到引导

作用，故相关研究的数量 多。设计过程中，范例和

相关简报的提供对设计师产生影响，使其的作品产生

较多与范例相似的特征，并且设计想法的类别也因此

减少，从而影响设计的创新性[45,47]；Goldschmidt 认

为刺激形式的不同能够给设计创新带来不同的影响，

其研究成果证明文本显示的视觉刺激易帮助设计者

提高解决方案的质量和创新度[48]。 

此外，相较视觉刺激，听觉刺激更易通过潜意识

建议激发设计师的设计灵感[49]。听觉刺激起到良好的

认知传达作用，因此在设计教育、设计创新活动中，

运用听觉刺激能帮助学生及设计师更好地进行思考，

增强设计成果的原创性。设计的空间感通过触觉记

忆，对设计师产生刺激影响。Miller 发现二维刺激能

够促进设计师产生更具创造力的想法，其设计成果的

功能也更集中，而三维刺激则促进设计师产生了更多

数量的设计想法[50]。类似的结论在 Simon 的研究中

得到证实，他发现二维刺激的提供数量（客户审美意

向图）与设计结果创造性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51]。

关于视觉和听觉刺激的研究，有的学者应用 fMRI 技

术探讨正常人、聋人对视觉刺激反应的差异，结果发

现两者的闪烁频率和亮度的反应规律相似，但聋人的

视皮质 大兴奋的闪烁频率高于正常人[52]。通过视觉

刺激产生的认知差异，设计师能为聋人提供特殊的视

觉设计。 

视觉刺激是设计信息的主要来源，其研究发展对

设计认知产生积极影响。但以视觉刺激为主导的研究

现象可能会带来忽视其他“四感”数据收集的负面作

用，进而影响了设计认知研究。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

注听觉、触觉等多刺激对设计效率的影响及对设计认

知产生的作用，并且借助元认知的视角重新看待设计

认知，促进对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不确定性心智波动

变化的完整理解，为设计研究提供新思路。 

2.2.2  刺激的数量 

在设计不同的阶段中，设计师受到的刺激数量会

对其认知多样化起到影响作用，其中专注于单一刺激

的设计师易出现设计固化现象[53]。在多量刺激的研究

中发现，多形式的刺激易降低设计应用的实例整合效

应[54]，提高多类别的设计成果产出[55]。此外，设计

想法的质量与设计范例的借用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但设计想法和成果的数量并未对设计质量产

生影响[45]。 

目前该领域的文献已经对刺激数量带来的影响

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研究，但综合来看大部分的研究仅

分析了无刺激与多刺激两个对照组，并未通过多组分

析探索刺激数量和设计创新与新颖程度之间的比例

关系。在刺激物的选用上也尚未对其属性进行明确的

划分，而不同属性范例刺激的提供可能会对设计师产

生相反的作用，并且属性划分问题也会对既得数据的

精准度产生影响。  

2.2.3  刺激抽象程度及其与目标设计之间接近程度 

随着设计认知研究的不断发展，研究人员开始对

刺激变量的抽象程度以及其与目标设计之间的接近

程度展开研究。Sio 等人[45]发现较为单一且抽象的范

例更能提高设计想法的新颖性，高熟悉度的领域范例

同样能够增加设计师想法的创新性[56]。Alipour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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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研究后提出刺激与设计目标物保持一定相似

性距离可以减少设计固化现象，增加设计的创新性[57]；

Tseng 通过实验研究得出在产品的功能、结构、外观

等方面，远距离范例的参考能够对设计师产生积极作

用，从而增加解决方案的数量和提高设计的创新性。

Tseng 认为，在设计初期远距离范例可能会对设计师

产生消极作用[58]。 

刺激的抽象程度对设计认知的影响研究，有利于

对设计创新的发展。刺激变量与目标设计的相似度，

使得设计师产生认知上的熟悉度，而该熟悉度对设计

师的创新思维会产生影响。高相似范例的多量刺激，

会固化设计师的设计认知，从而产生创新麻痹现象。

因此，设计师如何通过刺激变量学习相似范例，从而达

到认知上创新，能为未来认知创新研究起到指导作用。 

2.2.4  刺激呈现的阶段 

一些学者认为，在不同设计阶段呈现刺激会对设

计师的设计方案产生影响，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情况能

够减少对设计成果的消极作用。设计过程一般经历产

品定义、概念设计、技术设计、详细设计四个阶段[59]，

若把技术设计归入概念设计，则可以将设计过程划分

成产品定义、概念设计以及详细设计三个阶段[60]。由

于当前刺激呈现阶段的影响研究，具有较强的目标时

序性，故根据时间将设计过程分为设计初期（概念创

新阶段）、设计中期（知识补充及细节设计阶段）以

及设计后期（设计总结及修改阶段）三类。部分学者

认为，设计过程中刺激呈现的越早，对设计成果起到

的影响越积极[4]，但 Perttula 等人[61]发现在设计前期

进行刺激相比在设计中期进行刺激的设计师，产出的

设计成果的类别更少，此问题可能源于不同设计阶段

适用的刺激类型存在差异性。在设计过程进行到细节

设计阶段时，设计师可能会出现思维固化现象，该现

象的认知促使设计师搜寻更多设计灵感，激发新的设

计思想来打破设计固化[55]，此阶段设计刺激的呈现能

够给设计师带来更多新颖的想法。 

由于不同研究针对的设计过程阶段存在差异性，

加之缺少对设计过程进行精细划分的方法，因此实验

设计中刺激呈现时的精确时间阶段仍较模糊。此外，

目前该领域缺乏对不同设计阶段适用的刺激类型问

题的研究。同时，需要进一步探索设计阶段的发展和

设计新想法的输出在固化问题上的作用。 

2.3  设计师 

设计师个人的经验、学科背景、创造力水平、思

考模式等都会对设计概念及设计深化产生影响，推动

设计师差异因素影响研究，对设计的质量、效率、创

新性等方面起到主导作用。在个人经验对设计影响的

研究中，Ozgu 发现资深设计师相较新手设计师而言，

拥有权衡设计新颖性和设计效率等的能力，且更具丰

富的设计经验，因此其更易掌控结构相似性的类比设

计。Ozgu 还认为专业知识水平、源与目标之间的距

离，以及源与目标之间建立的相似性类型是设计类比

中相互影响的三个重要因素[62]。专家和新手在进行产

品概念评价时，在步骤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内容上专

家的评价较新手而言更加客观全面[63-64]。 

有学者对设计师专业背景和创造力差异带来的

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Lawson[65]认为理科背景的学

生通常会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对问题结构进行

描述，而建筑设计专业背景的学生更倾向于以提出设

计方案为中心的方法。此问题的原因可能来源于不同

学科在学生能力的培养方面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对学

生的设计行为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Wang 等人[66]

采用语义链接对不同层次创造性思维的成员在团队

协同设计任务中的表现进行探讨、分析和评价，结果

显示设计师的创造力水平与其在团队设计中的表现

基本成正比，但创造力水平较低的设计师并未使设计

速度减缓，相反其为设计概念提供了知识补充。在行

为及思考模式上，设计师之间也同样存在差异。新手

偏向从远域获得灵感，更加关注设计本身的功能性，

而专家偏向从近域出发，关注设计的完整性[67]。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设计师差异的研究存在共同

的局限。大部分研究的结论来源于数目较少的实验，

可能对结论的精准度产生影响，对研究人员的数据分

析、结果推测能力的要求较高。此外，该领域多数关

于专业背景差异相关的研究，常选择背景差异较大的

被试，例如理科与设计学科背景等，缺乏对设计相关

学科更细致地划分，例如产品设计、环境设计、平面

设计、数字媒体设计等专业背景间的差异研究。 

2.4  设计团队 

设计团队是指为实现某种设计目标而由相互协

同的个体所组建的群体，该群体往往由设计师组成。

但由于网络技术、计算机辅助工具等技术的发展，使

得设计逐渐演变成由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地域的成员

协同完成的创新性活动[24]，设计团队的成员构成也日

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作为设计创新中的一个重要因

素，设计团队的认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

值。因此设计团队的认知过程、创造力绩效、个人能

力等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形成了一些较

为完整的评估问卷或模型。例如情景态势评估问卷[67]、

科技团队创造力评估模型[68]等，这些评估问卷或模型

研究非常重视集体绩效的影响因素，忽视了由个人特

征差异引发的团队成员异质性问题。 

目前这方面问题涉及范围较广，有研究采用多角

度对其进行界定，例如年龄、种族、学科背景、创造

力、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异质性划分及其界定方法的

不同会带来迥然不同的研究结果[69]。Tindale 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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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具有较强设计能力的人在团队合作中能够

起到良好的作用[70]。此外，协同设计活动中成员的合

理分组至关重要，设计团队成员间在能力、背景等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对设计过程产生设计目标模

糊、沟通障碍等不利影响[71]，其原因是来源于成员学

科背景、能力的差异所带来的基础概念知识储备与思

维方式上的差异。然而，并不是所有背景不同的团队

都会带来设计阻碍问题。如若成员背景与目标设计相

关，此种异质性可能会起到促进设计多样化的作用。

这在先前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相较于相同学科背景

的设计团队，尽管不同学科背景团队在设计前期出现

认知与信息交流不畅、设计效率较低等问题，但该团

队极具发展潜力。在设计活动的中后期阶段，设计效

率明显变高，设计的流畅度也逐渐增加，并且提出的

概念发散程度较大、信息蕴涵量较多[72]。 

异质性给设计团队带来了两种相反的影响，正确

的利用异质性能够减少设计过程中的思维盲点，增强

团队内部的良性互动。目前设计认知团队相关研究在

异质性的界定上较为分散，并未形成系统性的结论。

相应的具体研究方法及标准尚未统一，因而研究结果

的偏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3  现存问题与展望 

上述通过对设计认知研究文献的收集与总结，及

对设计认知研究的设计认知媒介、认知刺激、设计认

知主体（设计师和设计团队）四个领域进行了概括性

的梳理。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自 1970 年以来，设

计认知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其中设计媒介的进步

发展、认知刺激的深入探索和设计者的认知研究为该

领域提供技术指导和设计参考，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

突破的共性问题。 

1）研究手段以定性研究为主，缺少一定的科学

性和严密性，使得设计认知对设计过程的认识还停留

在概念层面，凸显隐含的设计知识和功能的表征数据

较困难。有学者借助语义链接手段，得出了设计师心

智影像中知识单元与设计认知的部分联系。但由于现

阶段语义数据的处理并未完全实现计算机算法自动

化，因此随着文本数据的增加，可能导致数据处理速

度缓慢或信息遗漏等问题。因实验样本量的有限性，

设计认知规律的探究仍需要时间。 

2）研究的集中度较高。从收集的研究文献来看，

多数研究的重点放在设计认知研究方法，以及模型和

工具开发等方面，而关于设计者认知过程中的心智影

像内在运作机理的研究仍处于初始研究阶段。 

3）缺乏完整的研究框架。大部分研究都是围绕

设计认知过程分解来展开，因而存在研究点分散，没

有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等问题。此外将实验变量（例

如实验时间、问卷、被试的学科背景、被试的设计经

验、实验任务的复杂度分析、设计评价标准等）进行

整体化研究的文献数目较少，导致一些设计认知文献

分析的研究结论存在差距和出入。 

4）设计认知媒介研究单一。多数研究媒介集中

在视觉方面，例如草图、视频、手势等，其他感觉通

道的媒介认知研究较少，如听觉、触觉等的认知对设

计绩效的影响。此外，多感觉通道的复合刺激对设计

认知的影响目前的研究鲜有涉及，这方面的研究理论

及方法上需进一步发展。 

5）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脱节。针对设计认知领

域的理论和设计实践间差异性的研究也比较少，部分

实验的研究结论没有对设计实践产生指导作用[4]。 

目前设计认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但已

逐渐向更加系统、清晰的成熟阶段迈进。学者们也逐

渐意识到研究范式、系统研究框架等的重要性，提出

将“计算设计”作为设计认知领域的主要研究发展方

向，并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索[73]。由于设计认知研究的

复杂性较高，涉及的隐含因素较多，故该领域研究方

法、刺激变量的多通道整合认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将会从设计元认知的理论探索

入手，通过分析设计师在不同设计阶段的思维演变规

律，构建设计认知研究的基本框架，并以此为基础，

再对各变量进行逐步的分类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相关研究的深入，以符号表征人

的心智并在设计认知中应用将成为可能，大数据分

析、机器视觉、深度学习和计算模型等方法的运用，

对设计认知研究将会起到极大地促进作用。因此未来

的研究将会探索多学科交叉研究，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及实验技术，例如脑电、肌电、眼动追踪、功能磁共

振成像（fMRI）等生理测量技术，扩大设计认知实

验数据来源，捕捉在设计认知过程中的生理变化数

据，为解开设计师心智影像的运作机理提供技术支

持，从而促进设计认知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另外，理论研究对设计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由于

研究范式、方法等的差别，使得不同实验研究的结论

存在偏差，其在指导实际设计实践中难以达到预期目

标的问题。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实际案

例分析、观察记录等）与定量（语义、手势、表情等

信息编码计算）相结合的研究手段，再辅以生理测试

技术，以弥合实际设计实践与实验室研究之间存在的

差距，提升未来研究成果在设计实际中的实用价值。 

4  结语 

设计认知研究数目的增长无疑对该领域的发展

起到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对研究的规律总结及结构

整合带来了难题与挑战。针对此问题，本文结合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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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认知领域的基本发展情况，将设计认知研究文献

划分为设计媒介、认知刺激、设计师及设计团队四类，

并依次对每一类文献进行重点介绍，分析每一类研究

的发展情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论。研究结果显示

当前该领域研究存在定量研究少、研究集中度高、缺

乏完整的研究框架、设计认知媒介研究单一以及理论

研究与实践研究脱节问题。针对此问题，文中提出了

基本的解决方案，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及热

点方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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