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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情感化设计影响下的产品设计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实践。方法 从情感化设计的主要

特点及其重要意义着手，对未来产品设计的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并结合趣味化设计、系统化设计、人性

化设计为代表性方向开展了详细的探讨，同时结合各个设计领域的代表性设计实践进行了更高层面、更

大范围的尝试，总结出了具体的应用路径。结论 情感化设计对产品设计有着重要的影响，且应用价值

明显，其能够帮助产品实现形式的创新，丰富更多的功能，从而给受众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满足受众

情感层面的多样化需求，在愉悦的使用体验中让人与产品的关系更加和谐与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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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ign Direction and Practice Based on Emotional Design 

FU Ye-jun, JIANG Peng, LI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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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product design un-

der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design. From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emotional desig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roduct design, carries out detailed discussion with interesting design, sys-

tematic design, and humanization design as typical direction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typical design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design for the higher level and a wider range of trying, summarizes several aspects of the application path. Emotional 

design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product design, with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value, it can help for realizing form in-

novation of products, more features, so as to bring the audience a better experience,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the audi-

ence’s emotional level, and create more harmony and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in the joyful experience and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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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当前产品智能化程度越

来越高，各种高新技术手段不断融入，给产品设计带

来了更大的创新空间。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产品设计

不仅要从性能和功能的完善上下功夫，还要在使用和

安全等方面做到位，从情感层面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

求[1]。于是，情感化设计开始出现在产品设计领域，

并以其特有的众多特点为产品设计带来了更多的可

能，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那么，情感化设计

包含哪些细节和特点呢？情感化设计强调从消费者

的实际使用需求出发，借助生理刺激和精神刺激等诱

发消费者的使用反应，从而让消费者获得良好的情感

满足。这种情感化设计之所以能够迅速融入产品设计

中，并获得设计者和消费者的青睐和认可，与现代人生

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放松时间有限等原因存在很

大的关联[2]。有了情感化设计的加持，产品设计在未

来将拥有更多的设计可能性，给消费者带来更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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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体验，从而更好地应对时代发展中的各种挑战。 

1  追求趣味性，迎合情感需求 

情感化设计的中心是人，这是产品能够在市场中

永远占据受欢迎的状态的一大关键，尤其随着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的追求不再只是实用层

面，而是内心的情感和精神的需求[3]。那么，如何才

能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获得这样的认知与情感的满

足呢？趣味性产品设计给出了答案。这种趣味性可以

是产品的外观属性，也可以是产品使用过程中的趣味

性，其所带给用户的不仅是其本身的乐趣，还包括生

活的乐趣。作为设计者，必须从这一层面着手，设计

一些具有趣味性、情感化的产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享受到愉悦、积极、正面的情感，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用户的生活压力[4]。 

从女性消费群体的特点进行分析，产品设计的趣

味性应借助视觉元素和功能元素，满足女性用户的个

性化需求。这一点在文创产品设计中也有着很好的体

现。例如，故宫福禄有余收纳盒就从女性的情感需求

着手，采用了十分具有质感的陶瓷材质，盒面还融入

了《玳瑁边嵌牙松鹤柏鹿图挂屏》及鲫鱼海水纹布等

元素，并对其用色进行了创新，青春可爱的气息浓郁。

不止于此，其整体的外形也十分出彩，大胆采用了粮

仓的造型，还对收纳功能进行了巧妙的设计，无论是

色彩、外形还是内容和细节，都抓人眼球，让女性消

费群体瞬间萌发购买的欲望[5]。 

对于儿童消费群体而言，相关的医疗产品也对趣

味性有着独特的见解与表现，增加了产品与儿童患者

的亲近感。洛可可的听诊器的设计十分讨巧，其从儿

童热爱自然，对世界充满好奇这一特点着手，选择了

对鹅卵石的仿生设计，这种造型对儿童而言有着更高

的亲和力，也满足了儿童强烈的好奇心，同时综合温

润的背部线条这一人机工程学的考虑，给了医生更好

的使用手感。可以说，这样的趣味性设计给儿童患者

和医生都带来了良好的使用体验，尤其趣味性的造型

减轻了儿童对医疗产品的恐惧紧张心理，有效缓解了

情绪的波动。 

2  实现系统化，提升情感体验 

情感化产品设计对系统化有着强烈的追求，这是

因为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产品的功能越来越全面，

即便是很小的一款产品，也可能具备各种不同的功

能，在这种情况下，模块化、智能化就变得十分迫切，

即从整体的视角设计产品，以科学的组合方式，在使

用过程中带给用户良好的使用体验和情感互动，满足

不同用户的不同情感体验，进一步提升产品设计的理

性，更好地为个性化服务创造条件[6]。 

从模块化的设计思路看，以子系统构建新的系

统，产生多个不同功能的系列产品，这样的设计理念

既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又减少了对环境的不利影

响，还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感受到了简便快捷，得到

了情感上的满足[7]。比如，生鲜包装盒的设计创新就

是很好的例子。传统的包装盒只是简单地采用泡沫

盒，这样的结果常常是用户带回家后直接扔掉泡沫

箱。在创新思想和模块化思想的驱动下，这样的生鲜

包装盒可以进行标准模块化设计，在其内部设计插嵌

结构，内置环保塑料盒，这样一来，环保塑料盒取出

后的泡沫箱还可以进行回收利用，或者让用户进行再

次利用，且标准化的模块让整个产品的使用率变高，

在节约资源的同时，带来了不一样的情感体验[8]。 

从智能化设计思路看，传统大众化的设计不利于

用户的使用体验，自由化、自然化的互动设计能够对

环境、用户习惯和使用过程进行优化，让用户的使用

更加自然，从而有效提升产品的使用体验[9]。例如，在

众多的大小家电设计中智能化设计十分普遍，尤其是

智能小家电更是十分符合用户的现实需求，不仅十分

便捷，还让用户的生活由此变得井井有条。一些小家

电不需要复杂的操作，只需要用户借助指令终端进行

指令操控，让整个使用过程更加简便且富有情感性。

另外，在智能化的基础上突出系统性设计更是一大突

破。将家电产品通过各个方式与指令终端进行信息连

接，建立智能化家居网络就是成功的尝试。这样，用

户即便不在家中，也可以利用智能方式轻松管理电器。

这种产品设计让用户的情感体验上升了一个台阶。 

3  突出人性化，强化情感关怀 

人性化是情感化设计的重要组成，其对产品设计

有着深远的影响[10]。在一定意义上说，基于人性化的

产品设计是情感关怀的一种表现，是产品能够最大限

度地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情感需求的一大实践路径。

只要在产品设计中渗透人性化理念，针对不同的消费

群体进行切合实际的设计尝试，便可以促进产品的情

感化设计目标的实现。 

对于婴幼儿而言，他们所使用的产品必须具备安

全性特质，因为他们并没有成年人的承受能力，有时

一些轻微的碰撞就可能出现不良的后果，所以在面向

婴幼儿的产品设计中，人性化设计成为情感渗透的一

大方向[11]。在造型方面，设计者应对婴幼儿所使用的

产品的外形进行人性化设计，以圆润的造型减少不良

事件的发生。例如，婴幼儿卫浴产品的设计就采用了

元宝外形，并在内侧设计收腰，以便婴幼儿的扶抓，

同时满足妈妈想要更靠近婴幼儿的情感需求。在材料

的选择上可以安全为基本的设计原则，尽可能地选择

无毒、无异味的环保材料，且具备可回收等特质，既

避免资源浪费，又为使用带来了良好的体验效果。另

外，在功能的设计上更是将情感关怀体现得淋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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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婴幼儿卫浴产品采用 PTC 热敏电阻，很好地实

现了加热器、开关、敏感元件等功能的集合，一旦超

过正常温度标准，电阻即增加，限制电流的增加，从

而使卫浴产品的温度始终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标准下，

体现出一种人性化的关怀。 

对于女性群体而言，人性化产品设计除了要具备

本身的实用价值，还应具备很强的吸引力和内涵性，

满足其精神层面的需求[12]。这一点在女性文创产品设

计中同样适用。一般而言，女性群体对产品的喜爱更

多地是在意产品的细节，希望在发现细节的过程中感

受到惊喜感，发现产品的与众不同。因此，在设计文

创产品时，除了外观过关，还应在情感体验上更进一

步，好看又好用，以此满足女性的情感需求，达到人

性化的设计目标。年轻女性群体多喜欢接受设计感

强、新奇有趣的产品，因此，文创产品应从个性化视

角出发，突出个性和情感，如文创产品设计并不完整，

留有一定的空间让女性消费者自由 DIY，以此迎合其

与众不同的情感需求。中年女性群体则因为生活阅历

和背景的不同，不再只追求新颖出奇，而是对产品的

品质和文化内涵有着较高的追求，所以其相关文创产

品的设计应转变思路，从品质和内涵上下功夫。这种

满足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的不同情感需求就是人性

化产品设计的具体表现。 

对于老年群体而言，产品设计应从其实际需求出

发，从其特殊的生理机能和情感需求开始探索，设计

出适合他们使用的产品，改善他们原本单一的生活环

境[13]。例如，老年人时常需要测量心率、血压，而传

统的血压计在使用上并不理想，给老年人了解自己的

身体情况造成了阻碍。从人性化设计理念出发，智能

血压计设计就十分理想，设计者将具体的测量结果设

计成大屏汉字显示，并配合真人语音播报，让老年人

可以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老

年人每次的测量结果还可以与儿女的微信捆绑，将数

据直接反馈至其子女的微信上，方便他们实时了解父

母的健康状况。 

4  结语 

未来的产品设计有着广阔的空间，如何把握时

机，实现更加理想的设计效果成为每一个设计者必须

认真思考的问题。情感化设计作为一种代表性的设计

理念与形式，对产品设计有着深刻的影响，其强调在

实用的基础上丰富情感，并针对不同用户的不同情感

进行不同的尝试与探索，以此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

帮助他们获得情感上的满足。无论是趣味性的追求，

还是系统性的尝试，抑或人性化的拓展，这些都是情

感设计的主要思路，是产品设计实现艺术效果和实际

价值的重要方式，只有从多个视角进行多方面的尝

试，从多个细节进行情感的融入与展示，才能让产品

设计实现更大的成功，给使用者带来情感层面的极大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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