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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面向老龄化社会的产品及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将赋能的设计理念和价值引入其中，探
索设计结果提升老年人能动性和参与性的赋能品质，为设计师开展设计赋能实践提供参考。方法 以设
计教学中的学生设计方案作为研究材料，邀请设计研究者参与工作坊，对设计结果的赋能属性进行分析，
并通过聚类获得类别化的设计属性，产生了能描述赋能品质的属性词汇表。结果 总结了包含 5 组形容
词组的设计赋能品质集，这一集合包含“顺应性”和“激励性”两个面向。结论 研究结果为设计师进
行老龄化设计提供了知识参考，有助于提升设计师的赋能意识。揭示了设计赋能充满矛盾性的品质，提
出面向老龄化的设计赋能需要在“顺应”和“激励”之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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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duct design and product service system design for the aging society,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value of empowerment, explores the empowerment quality of the design outcome to enhance older peo-

ple’s participation, and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designers to use design for empowerment. Using students’ course 

work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 design researchers from related fields were invited to a workshop to analyze and discuss 

empowerment qualities. Design attributes were summarised through clustering, and the attribute vocabulary that can de-

scribe the enabling quality was generat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sign enabling quality duos of “compliance” and 

“motivation”. It provides a new reference for designers to address ageing, and help to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design 

empowermen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ntradictory quality of design empowerment, and proposes that design empower-

ment needs to find a fine balance between “compromising” and “incentiv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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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催生了巨大的“银发市场”。在设计
实践领域，大量的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及产品服务系统
应运而生。如面向老年家庭的智慧家居系统、“为老
服务”的智能机器人、智能提醒药盒、可服务于老年
人的便利店送餐服务和超市送货服务等。这些设计在

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
如上门送餐的服务在减少老年人出行带来的安全风
险（如摔倒）的同时，也增加了老年人的社会隔离。
日本七膳食公司推出这项服务时，不少老年人依然坚
持到便利店取餐，他们表示这样可以和店员互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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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孤独[1]。又如智能提醒的设计在减少老年人因认知
能力下降带来的健康风险（如忘记吃药）的同时也减
少了老年人自身的认知努力，长此以往可能加速老年
人的认知衰退。研究表明，在解决自身问题时，老年
人表现出巨大的智慧[2]，在能动地解决自身问题的过
程中，老年人会得到身体活动能力、认知能力和社交
能力的锻炼，这样有助于延缓增龄过程带来的衰退。
设计在对用户行为的塑造和调节中可以扮演重要的
角色，维贝克和诸多技术哲学、道德物化理论的学者
肯定了设计在调节人的行为时的介导作用[3] 。例如，
荷兰超市里提供的餐桌椅和免费咖啡服务使得缺失
社会互动的老年人以餐桌为中心，一起喝咖啡聊天，
这一服务调节了老年人社交行为的活跃性。老龄化设
计在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的同时，需要考虑如何让用户
更主动地参与行为，鼓励用户的能动性。 

1  赋能及其品质属性研究的必要性 

赋能的理念和方法关注人的能动性和在解决自
身问题时的积极作用[4]。在社会工作中，赋能关注被
帮助对象的内在优势和潜质，鼓励其用自身力量解决
问题，将自己当作改变和行动的初始力量[5-6]。在护
理学中，赋能的理念体现在让病患利用内部资源谋求
福祉，积极参与健康护理决策[7-8]。设计学者也意识
到对用户赋能的意义。Manzini 较早在社会创新设计
中强调赋能的价值，并将设计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称之
为“赋能生态系统”。引介 Manzini“赋能生态系统”
说法中对设计专家角色的定义[9]，并参考 Nesta 的协
作生产和赋能服务[10]的说法，可以将“设计赋能”定
义为通过设计的过程、手段和结果以增强用户和设计
活动中其他参与者的能动性和决策力，拓展人们的能
力，支持其功能的发挥，使其实现有价值的生活和行
动方式的过程。赋能理论所倡导的能动性和积极参与
有助于激发老年人的身体和认知活动，从而给老年人
带来健康收益。老龄化设计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如何
赋能于用户成为设计的重要考量。 

那么，如何在老龄化设计中提升设计师的“赋能
意识”呢？“Thoughtful Interaction Design”中明确
提出“要发展一种设计的质量感就需要发展出一种
（可以表达设计理念和设计属性的）语言”[11]。设计
师是通过实际的行动、通过获取有关设计的形式知识
（包含属性、特征和与设计相关的其他因素）来开发

设计的技能和策略[12-13]。一项交互设计的研究表明将
交互设计品质的属性词汇表（包含连续性、可预测性
等）应用于交互设计实践和设计教学中能明显提高设
计师的设计意识，改变设计师对交互设计的理解方
式，对设计的结果有明显的提升[14]，因此，为了提升
设计师应对老龄化设计的赋能意识，需要建构能传达
老龄化设计赋能属性的词汇表。 

目 前 ， 少 有 赋 能 的 研 究 涉 及 到 赋 能 的 品 质 。
Giaccardi 倡导为老年人服务的科技产品应该具备一
定的“开放性”，从而为老年用户提供使用中的再创
造性，提升老年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2]。张黎引介卡
尔·迪赛欧的对抗性设计理念，认为设计物的“争胜
性”有助于形成新的社群关系，促进民主和赋能[15-16]。
“开放性”和“争胜性”等赋能属性可以为设计实践提
供评价的标准和设计前期的参考。然而文献对赋能品质
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图景，因此，本研究将试图建立
一个赋能品质集，为设计赋能的实践和教学提供参考。 

2  设计赋能品质的属性提取 

从事老龄化设计和设计赋能相关的研究者和设
计参与者已经积累了相关的设计知识，受赋能理念和
价值影响的设计也通过设计的结果传达了一定的赋
能品质。为了使这种知识外显化，本研究邀请了相关
方向的研究者对以赋能为出发点的设计案例进行意
向词汇的描述。这一方法受感性意向理论体系的影响
采用感性意向词汇（如“豪华的”、“个性的”等形容
词）对产品进行描述的方法[17]的启发。考虑到学生设
计方案可以呈现更开放的内容和更多未经提取的隐
形知识，作为研究材料可以刺激更丰富的思考，本研
究把研究材料设定在学生的设计方案上。基于以下 3
个标准对材料进行选择：（1）设计服务的对象是老年
人；（2）设计教学和指导中嵌入了赋能这一价值导向；
（3）设计方案展示材料有完整的音视频材料，确保
在显现的时候不需要经过第三方的转述而产生传达
的偏差。基于此，研究最终选择了国内外三所设计院
校（包含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和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业设计工程学院）的 3 个
设计课程和 1 个毕业设计的 10 个设计方案。工作坊
研究材料一览见表 1，11 组老龄化赋能的设计方案简
介见表 2。其中每个设计方案都以 3 min 左右的音视
频文件呈现设计研究和设计解决方案的具体细节。研 

 

表 1  工作坊研究材料一览 
Tab.1  Research materials for the workshop 

编号 课程名称 主题 年级 单位 年份 方案数

A 
用 户 研 究 与 产 品 创 新

课程 

老年人社区参与、赋能与社区

包容 
研究生一年级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

学院 
2018 年 7 个 

B 健康心理学课程 面向老年人的设计赋能 研究生二年级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2018 年 1 个 

C 毕业设计 Resourceful aging 研究生二年级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2018 年 1 个 

D 用户研究课程 针对社区的老龄化设计研究 本科三年级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2017 年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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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 组老龄化赋能的设计方案简介 
Tab.2  Brief introduction to11 proposals for older people empowerment 

方案名称 方案简介 设计者 

A1 
“特约参加” 

为扩大社区睦邻中心活动的参与范围，设计了一套活动邀请信和激励方式，通过附在老

年人订阅的杂志中来分发给他们，让老年人了解并参与到睦邻中心的活动中。邀请信中
会附带活动体验卡、奖章、明信片、简易工具包、优惠券等。老年人可以相互传阅或赠
送这些卡劵，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组织活动。 

Luca Piallini
顾丽雯 

王楚 

A2 
“盖个章吧” 

设计组织了为自己喜爱的活动签字“盖章”的行动，帮助社区睦邻中心了解居民的偏好，
从而组织更受欢迎的活动。 

张智怡 

张旻阳 

A3 
“社区英雄库” 

利用社区周边的退休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建立了一个包含 12 种能力分类的社区人力
资源系统，以弥补社区技术人员的不足。以“招募社区英雄”为名发布“英雄帖”招募
具备不同技能的居民以建立“英雄库”（人才资源库）。 

陈依 

袁雅婵 

A4 
故事分享板 

为了促进社区居民的互动，在活动室设计了一个分享空间，居民可以把自己的照片带过
来张贴在展示板上并分享自己的故事，也可以在展示架上陈列自己的手工作品，以这个
分享空间为媒介，让老年人分享人生经历，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和联结。 

刘盈 

魏秋实 
Luca Tajè 

A5 
“兴趣可视化” 

 

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让居民以毛线作为表达工具制作具备观赏性的编织作品，作品中毛线

的疏密传达出老年居民不同兴趣的密集程度，社区睦邻中心的管理者可以从中挖掘居民
的喜好，并基于此有针对性地开发、建设相应课程，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建立社区老年居
民和社区管理者之间双向对话的机制，促进彼此之间艺术化的沟通。 

Christina 
Bauer 

宋英子 

万思敏 

A6 
老年志愿者 

教学卡 

设计了一套智能手机操作的辅助教学卡片。教学卡片上展示了微信的核心功能供老年人
学习时参阅。同时这套教学卡片上提供了个人信息页，页面上呈现了微信的几个核心功
能项，老年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学习的进度对各个功能项进行自我评估，并张贴在学习

进度墙上，通过这种方式老年学习者可以相互学习，从而减少对志愿者的依赖，提高学
习的效率。 

陆子安 

孟莉琴 
Anna Rigillo

A7 
共同编织 

连接了社区老人的编织技能和周边高校设计学生的设计创意，并设计了编织模版和手

册。在活动过程中，老人和学生利用编织模版，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共同协作完成编织
作品。编织活动也能促进彼此的交流，让学生去体验老人的经历，也让老人从学生身上
获得创意和编织材料上的支持。 

牛逸姜 

鲍壹方 

B1 
Likebrary 

“图书馆约起” 

Likebrary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图书馆。图书分散在个人和一些城市中的咖啡馆、图书馆、
社区活动室。喜欢阅读的老年人可以在线上注册，把图书分享给其他的用户。用户之间
通过共同的阅读兴趣彼此相连，在线上预约交换或传递图书，分享观点，老人们可以因

此结识新朋友。在线下约见的咖啡馆设计了陌生读者之间碰面的体验，在一个特殊的角
落中提供可以引发话题的小道具，从而促进彼此之间产生交流。 

陈越 

翁浩鑫 

白洎铭 

C1 
Connected  
Resources 

“互联资源” 

结合物联网技术，设计了具备不同功能的 4 个组件和在线平台。每一个组件都可以作为

输入组件和输出组件，4 个组件随意组合形成了 16 种功能，用户可以根据生活场景对组
件进行任意的组合，以帮助老人策略性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把信息铃和发光夹的
功能组合在一起，在铃声响的时候，发光夹会闪动，进行双重提醒。设计用简单熟悉的

造型使得用户可以自信地使用新科技；造型上的嵌合为用户的主动组合发出邀请信号，
有趣的造型使得用户愿意尝试新的组合形式。 

Masako  
Kitazaki 

D1 

“朝夕”—代际
技能交换平台 

“朝夕”取自朝夕相处，“朝”代表着年轻的一代，“夕”代表了老年的一代。老人分享

智慧，年轻人普及新鲜。以技能交换为核心，辅以线上线下求助，为老年人的生活注入
年轻的血液，为年轻人提供更具人文、更有内涵的技能学习与志愿服务机会。 

张静茹 

骆雨生 

张文露 

蒲若桐 

 
究邀请了 6 名从事相关方向研究（社区营造、技术哲

学、交互的能动性、老龄化设计与系统设计）的代尔

夫特理工大学设计研究人员（包含讲师 1 名，博士 2

名，研究生 3 名）参加工作坊。 

研究分为赋能设计品质提取与生成、赋能设计品

质聚类与归纳以及设计意涵访谈与阐释 3 个步骤。首

先邀请参与者观看视频，逐个反思不同的设计提案为

何可以赋能老年群体的设计品质，基于反思对设计提

案的赋能特征进行解读提取，产生能描述赋能特征的

形容词。由于语言和词汇表达的难度，工作坊要求设

计师可以同时采用中文和英文词汇辅助表达，力图找

到最能准确传达意义的词汇。接着要求 6 个参与者分

成两组对这些形容词进行卡片分类，对相近语义的词

汇进行合并，对不同语义和同一面向的词汇进行聚

类，产生更具概括性的形容词。两个小组互相阐述各

自的形容词属性，讨论产生更完备的形容词属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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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针对形容词属性集对工作坊参与者进行访谈，理

解这些形容词的具体设计意涵。 

3  设计赋能品质的属性归纳与解析 

工作坊一共产生了 91 个形容词，参与者对相同

和意义相近的词进行合并后共产生 36 个词汇，进一

步对这些词汇进行归纳产生了包含 10 个概括性较高

的属性词汇 ，即“包容 性”“ 生产 性”“ 兼容 性” 
 
 

“开发性”“易用性”“开放性”“表现性”“磋商性”

“协作性”和“抗争性”，这 10 个形容词形成了面向

老龄化的设计赋能品质集。对参与者的访谈和对赋能

理论的反思进一步完善了与这些设计品质相对应的

设计指南及相关的设计案例，从而为设计师提供具体

指导和参考。面向老龄化的设计赋能品质类别与设计

解析见表 3。 

以“易用性”这一品质为例，这一属性形容词由 

表 3  面向老龄化的设计赋能品质类别与设计解析 
Tab.3  Categories and design analysis of design empowerment for older people 

赋能品质 包含词汇 设计指南 设计案例 

包容性 低门槛的 

平等的 

广泛的 

可及的 

全面的 

基于老年人能力、资源、信息渠道的缺失或

不足，通过提供平等的、平易的机会和较低
的参与门槛促进更广泛的参与 

A1 使用杂志这一平易的方式，为所有老年人提

供活动参与的信息，避免科技手段对老年人的
排除性 

生产性 
产出的 
正面的 
积极的 

基于老龄化的积极因素，塑造正面的老年人

形象，强调老年人的社会贡献，基于老年人
的资源和能力为老年人提供社会贡献的机
会（生产性来自“生产性老龄”一词） 

A3 通过“英雄帖”赋予老年人社区参与和贡献

的积极形象，激发老年人在社区自治中贡献自
己的技能 

兼容性 相关的 

鼓励的 

刺激的 
唤起的 

设计的活动或服务与老年人自身的经验相
兼容，唤起用户熟悉的体验 

A4 在社区睦邻中心设置故事分享板，老年人可
以分享自己的故事，唤起年轻时期的活力 

开发性 
教育的 

开发的 

通过培训等方式开发老年人的潜能，提升老
年人的能力与技能 

A6 通过微信教学卡对老年人的微信使用进行

培训，提高老年人的科技接受，帮助其开发新
的沟通方式和技能 

易用性 易用性 

标准化的 

有参考的 

提供指南的 

示能的 

设计为老年人提供可供参考的模版或指引，
标准化人与物品的交互方式，使产品易用 

A7 提供了编织的木质模版，一方面降低编织的
难度，另一方面为编织提供规范和指引 

开放性 开放的 

有适应性的 

个人化的 

多样性的 

模糊的 

设计提供开放的形式和功能，老年人可以根

据特定的使用情景创造性地根据自己的意
图对产品进行改造、组合和利用 

C1 提供功能和形式简单的原材料组件，老年人

可以根据具体的生活场景对组件进行创造性地
组合从而产生更丰富的功能如生日提醒、快递
提醒等 

表现性 对公众可见的 

表现性的 
透明的 

为老年人提供自我表达的媒介，向公众呈现
更鲜活的老年人形象 

B1 通过线上评论和线下交流的方式使得老年
人可以表达自己对图书的观点和评论 

磋商性 
协商的 

交互的 
可传达沟通的 

提供一个可以充分表达和相互磋商的双向

对话机制，使得老年人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
获得控制感 

A2 通过盖章的方式，传达老年人对社区活动的

兴趣度和需求，盖章提供了一个更温和、更趣
味的表达方式，可视化的需求呈现方式促进彼
此的对话和更良性的沟通 

协作性 集合的 

互补的 

联结的 
协作的 

综合同质性和差异性的能力、资源与需求，

设计一个同质聚合和异质互补的机制，共同
解决问题 

D2 支持设计师与老年人的合作，通过连接设计

师的创意和老年人的手工技艺，支持老年人的
技能发挥 

抗争性 
竞争的 

争胜的 

在群体合作中，设计竞争机制，激发相互争
胜，以激发老年人更充分的表现与提升 

A7 对编织的茶杯垫进行评比，对优胜的结果进

行奖励。通过竞争的机制激发老年人的创造欲
与表现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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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标准化的”“功能性的”“辅助的”“可靠

的”“有参考的”“提供指南的”和“示能的”这 6 个

形容词归纳而来，对应到设计上表现为给老年人提供

可供参考的模版或指引，简化人与物品的交互方式。

研究材料中“A7 共同编织”这一设计方案体现了这

一设计原则，即提供了编织的木质模版，一方面降低

编织的难度，另一方面为编织提供规范和指引，“易

用性”属性示例——“共同编织”方案通过编织模版

提供更确定的形式见图 1。而“开放性”这一品质由

“开放的”“有适应性的”“个人化的”“多样性的”

和“模糊的”这 5 个词汇归纳而来。在设计中，“开

放性”这一原则指的是物品提供开放的形式和功能，

老年人可以根据特定的使用情景创造性地根据自己

的意图对产品进行改造、组合和利用。“CI-Connected 

Resources”这一毕业设计体现了这一原则。“开放性”

属性示例——“Connected Resources”设计了多样化

的组件组合形式见图 2[8]。设计者提供了功能和形式

简单的原材料组件，老年人可以根据具体的生活场景

对组件进行创造性地组合从而产生更丰富的功能，如

生日提醒、快递提醒等。 

“易用性”和“开放性”这两个词汇体现了人工

物对老年人赋能的两个不同面向，“易用性”是对老

龄化过程中衰退的顺应和支持，通过提供确定的功

能、简化的形式和可参考的模版，降低活动和行为的

难度，通过提升胜任感来赋能。而“开放性”则相反，

它认可老龄化的积极变化，对老年人的能力状态进行

激发、调整和提升，让老年人在使用物品的时候最大

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意，设计过程提升

了老年人的价值感。这一组充满矛盾性的词汇提示出

好的设计应该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由上述思考所激发，研究者对 10 个表达赋能品

质的属性进行进一步比较，产生了“顺应性”和“激

励性”两个大的赋能面向，老龄化设计赋能品质属性

集见图 3。“顺应性”指的是设计顺应老龄化的生理

变化，通过设计补偿老年人能力缺失的设计立场；而

“激励性”则是从老年用户保持稳定的能力和积累的

资源出发，试图通过设计激励用户积极调动自身资

源、开发潜能、保持活跃、应对挑战。“包容性”和 
 

 
 

图 1 “易用性”属性示例——“共同编织”方案通过编织模版提供更确定的形式 
Fig.1  Demonstration of the attribute of “Ease of Use”: “Co-knitting” reduces difficulty in knitting by providing knitting patterns 

 

 
 

图 2 “开放性”属性示例——“Connected Resources”设计了多样化的组件组合形式 

Fig.2 Demonstration of the attribute of “Openness”: “Connected Resources” designs a variety of component comb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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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老龄化设计赋能品质属性集 
Fig.3  A attributes set of design qualities of empowerment for older people 

 
“生产性”对应的是设计的视角，“包容性”的视角

将用户视作能力下降因而需要设计降低能力需求以

包容其使用，而“生产性”则是将用户视作能够产生

积极贡献的产出性角色；“易用性”和“开放性”体

现在产品功能设置上，“易用性”指的是产品功能实

现的易操作性，关注老年用户的胜任感，而“开放性”

指的是功能实现的过程中给予老年用户较大的空间，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对产品进行情境化改造和再

设计，从而得到认知能力的训练和提升；“兼容性”

和“开发性”对应的是用户经验，关注设计的产品或

服务是否与老年人自身的经验相兼容，前者在于利用

老年用户已有的经验，而后者关注开发用户新的潜

能，创造新的体验；“表现性”和“磋商性”分别指

的是在话语传达时给予老年用户自我表达的通道和

双向对话的机制；“协作性”和“抗争性”表现在人

机互动和人际互动中两者的关系上，前者指的是通过

两两协作提高用户的行动力，而后者则是通过两两抗

争，在抗争的过程中用户可以得到潜力的激发和能动

性的表达。设计赋能的文献中提到一款老年陪护机器

人的设计，该机器人在服务用户的同时，也会表现出

“小情绪”，甚至罢工，老年人在与机器人进行“主

动权”的抗争中获得了更真实的情感体验[15]。 

长久以来，赋能作为设计领域日益热烈的讨论话

题常常存在两种认识上的偏颇。一是把赋能作为一般

性的使能（Enable），关注外部系统对个体的支持和

顺应；二是强调个体批判意识觉醒的激进性政治设计

和设计行动主义，强调对自我和系统的挑战。对老龄

化这一问题的回应也存在类似的偏颇：老龄福祉科技

对用户的过度辅助和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过度激励。为

了避免这一偏颇，设计师需要在设计前期理解设计赋能

在不同维度上的两极性，辩证地理解老龄化设计赋能的

干预立场和尺度，在“顺应”和“激励”中找到平衡。 

4  结语 

设计赋能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可供实践参考

的设计知识和共识。本文所产生的表现设计赋能属性

的词汇表为设计师提供了有关赋能设计品质的显性

知识，让模糊的价值倡导在理解层面和实践层面发挥

作用。针对老年人的设计赋能品质属性集提供了具体

的设计属性的参考，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出设计针

对老龄化的干预实践要在“顺应”和“激励”的两极

上找到平衡。设计师在干预时需要尊重老龄化过程中

客观的能力衰退，通过功能的易用性、经验的兼容性、

人际的协作性等降低用户参与设计及社会互动的难

度，同时也要意识到老年人在解决自身问题和社会问

题上的能动性，设置开放性的功能、提供必要的能力

培训和开发活动、建立可供磋商的对话机制，激励用

户调动自身资源解决问题。在设计实践中，研究者以

词汇表为参考，对设计解决方案进行检视，平衡对老

年用户已有经验和能力的“顺应”和发展新潜能的“激

励”，既体现了老年用户对自我实现的需求，也是当

下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建立一个全年龄段积极参与可

持续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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