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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再次创新文创键盘设计，设计一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满足

方便携带需求的键盘。方法 以键盘产品为研究对象，分析文创产品的设计现状。以竹简的造型和材质

为基础，从中提取传统文化元素，结合键盘的艺术形式与传承价值的联系，导入 QFD 理论原理构建质

量屋并对用户需求进行分析，将其转化为用户对键盘设计的需求产品，结合 TRIZ 理论中的 39 个工程

参数，利用 TRIZ 理论的 40 个发明原理解决用户需求与产品技术之间的矛盾。结论 通过对文创产品“便

携键盘”的分析，证实 QFD 与 TRIZ 理论对此设计领域具有一定可行性，能够掌握用户需求趋势和方向，

有效提高设计师的文创产品设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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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boar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QIU Bao-j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3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in-depth exca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keyboard 

is innovated again to design a keyboard with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venient to carry. Taking typical 

keyboard produc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urrent statu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shape and material of bamboo slips, extrac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combining with the connection between 

keyboard art form and inheritance value, introducing QFD theory to build house of quality, analyzing user needs, trans-

forming it into user demand products for keyboard design, and describing technical requirements with 39 engineering pa-

rameters in TRIZ theory, the 40 invention principles of TRIZ theory were used to 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user re-

quirements and product technolog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ortable keyboar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t was 

confirmed that QFD and TRIZ theory had certain feasibility in this design field, which can grasp the trend and direction of 

user dem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esign innovation, and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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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文创产品的调查发现，市面上大多数文创

产品只是通过简单的方式将传统文化拼凑到产品设

计中[1]。在键盘的造型设计中有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案例，但只停留在键帽上贴传统文化元素等不能提升

用户使用新鲜感的设计。因此本研究以此为背景，旨

在解决用户需求与键盘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利用

QFD 和 TRIZ 理论对文创键盘展开分析与设计，为

QFD 和 TRIZ 理论的实际应用提供思路和参考。 

随着民族文化意识的增强，文创产品设计在行业

内也受到了更多关注，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各个地域的

文化产品赛事不断增多[2]。现如今，国家对文化方面

的传承非常重视，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传

统文化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必定有着顺应时代发展的

内在因素。历史元素是中华文化特征多样性的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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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方式。当大众具有精神文化需求时，精神文化领域

的消费也将随之增加。然而以键盘为例，可以发现市

面上的产品造型风格相近，导致传统元素很难融入其

中，大多停留在将元素复制、拼凑至产品中，忽视使

用的环境、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差异性和使用者的个性

化与情感等需求[3]。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进行分析

和推理，并以促进键盘文创产品设计为讨论对象进行

相关问题的探讨。 

1  文创产品概述 

1.1  定义 

文创产品即文化创意产品，是将文化融入产品上

以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的载体，同时也是地域文化对

外传播和交流的媒介。在现代产品设计领域将文化与

现代的科学技术融合，使其具备以往文创产品不具备

的实用性和附加值。文创产品的开发需要考虑的方面

非常多，例如从造型上或是材料上展现文化的内涵意

义，或是在工艺上继承传统的工艺手法，除了这些产

品上显现的客观因素外还包括环境外界因素和用户

需求的主观因素等，好的文创产品不仅体现着产品内

涵的表达，也能顺应现代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1.2  文创产品设计对传统工艺的意义 

传统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文

化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人文、历史、物质和精神财富，

传统文化的融入使文创产品具备了传承价值。因此，

将传统文化符号应用于现代产品设计，以产品为载

体，让用户在与产品进行交互的过程中充分体验到文

化的内涵价值，弘扬民族文化。文创产品赋予了传统

工艺文化价值，开拓了工艺的发展和营销的道路，对

振兴文化产业有重要意义。文创产品以产品为载体，

注重传统工艺不具备的实用功能和文化价值。 

1.3  竹材元素的提取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简牍的出现为中国古代思

想文化的传播打下了基础，“简牍”是中国最早的书

籍形式，由狭长的竹或木片编织而成，或也会用到其

他质料编串起来成册[4]。“竹简”能够自由卷曲折叠，

方便长期收藏和携带。现代产品设计中对竹简造型的

运用十分广泛，例如竹简笔筒、竹简书皮等。 

竹材在我国古代各方面都有所涉及，一方面，竹

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存在于衣、食、住、行等方面，如

竹编衣帽、竹瓦房檐等；在礼乐器具方面，有很多竹

材做的乐器，如箫笛之类。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精神文

化一直被古人赞美和歌颂，竹具备的挺拔形象、竹根

稳固、中空有节和中国传统的美好品行吻合。同时竹

材作为设计的主要原料具有生长快、产量高的特点[5]，

它的可再生性 [6]是作为可持续发展材料的重要因素

之一[7-8]。 

2  文创产品现状分析 

2.1  缺少艺术性 

在文创产品设计中加入中国元素是传承本民族

文化的一种方式，文化元素的应用应在不影响产品功

能的前提下提高产品附加价值[9]。在设计过程中应充

分考虑产品与其关联语境应衔接融洽[10]。 

2.2  产品同质化 

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使得行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变

得透明化，导致同类产品的雷同现象严重[11]。因此，

依据传统的设计思维开发的产品已经无法满足用户

的多样化需求，尤其是针对群体不一致的文创产品而

言，特色的服务和使用产品的新鲜感显得尤为重要。

这要求开发产品时要从挖掘需求、用户属性、审美偏

好、购买习惯、使用场景等多个角度考虑。 

2.3  使用体验感差 

文创产品应该具有情感，因此在反思层面要极为

重视，只有使产品对消费者具有持续的内涵价值，才

能让消费者为文化买单，在使用体验上建立情感的共

鸣[12]。用户体验性包括行为体验和反思体验[13]。行

为体验指不是通过造型变化而引起的使用者的直观

视觉感受，而是以形、声、闻、味、触或行为等因素

为设计语言，将内在情感通过外显的交互进行传达的

过程，这是一种建立在精神层面的意义。 

2.4  键盘产品的现状 

18 世纪末文字的展示依靠活字印刷、刻板或书

写的方式。20 世纪 60 年代可视终端设备往往自带键

盘，用户的交互都是通过键盘来完成的。1983 年 IBM

推出 XT/AT 机，这意味着键盘正式问世。此后国内

外都迎来了文创产业爆发的机遇，这与我国当时文创

产业单纯讲究经济效益形成了反差。当时的键盘产品

仅仅是单纯地将传统纹样进行拼贴叠加，并没有对产

品本身附加交互或体验上的创新。 

市面上的外接键盘多为整架结构，不方便收纳和

携带，利用率很低，近些年也针对键盘的不便收纳携

带这一问题进行了产品的创新 [14]。例如红色激光键

盘，使用时只需通过一个小巧的设备就能发出键盘形

态的激光，不需要时关闭设备，放入包中，比传统的

键盘节省了很多空间。然而其弊端也非常明显，一方

面，虽然键盘通过发出的红色激光节省了整架键盘的

面积，但是却以失去键帽打字的手感为代价，触发的

按键是随着激光投射位置的表面变化而变化的，容易

发生误触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对使用环境的要求也

比较高，房间内的光线，激光投射的表面光滑或粗糙

程度等都会对操作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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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设计方案 
Fig.1  Design scheme 

 
表 1  评价指标 

Tab.1  Evaluating indicators 

评价指标 语义词对 

造型方案 

艺术的—枯燥的 

精致的—粗糙的 

独特的—平凡的 

使用方式 

便捷的—繁琐的 

便捷的—复杂的 

趣味的—枯燥的 

通用的—局限的 

趣味的—无聊的 

材质选择 
温润的—枯涩的 

安全的—有害的 

文化体现 
文化的—肤浅的 

深刻的—表面的 

 

3  基于 QFD/TRIZ 的文创键盘设计分析 

以消费者的购买需求为基础，分析用户对旅游纪

念品的需求，制作 QFD 质量屋，获取文创键盘的创

新需求矩阵，继而用 TRIZ 解决矛盾，这使文创产品

设计开发具有可行性[12,15-16]。 

3.1  设计方案 

将竹简元素的特征提取出来，将文化元素转换成

产品设计的过程，依照文创产品的特点，提出切实可

行的设计方案，见图 1。 

在引入一个实用的指标评估体系之前，首先要了
解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通常包括目的性、科学性、
可操作性、便携性、可比性和系统性。由于指标体系
构建的原则并不是所有的相关指标都包含在体系中，
所以要对指标中的具体对象进行筛选。可以通过多种
方式选择建立指标体系，然后挑选科学性指标进行论
述，通过观察文创键盘设计要素并根据竹简文化与键
盘的结合得出最终指标。本文在阅读和对比文献的基
础上，综合考虑指标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基于造型方
案、使用方式、材质选择、文化体现 4 个方面，选取
了 12 对典型的语义词对指标。根据这些指标构建了
评价指标，见表 1。 

3.2  用户需求分析 

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是无法通过明确的定义来区
分好坏的，通过将现象模糊化，用传统的数学方法来
精准描述现象是很难成功的。针对不确定性、复杂性
和模糊性之间的矛盾，扎德教授 1965 年提出了模糊
集合的概念。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用户需求，可
以将用户需求量化为设计实践。 

3.2.1  用户需求与质量要求确定 

马斯洛提出人的需求可以由低到高分为 5 个层
次，见图 2，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解释，无数
的专家根据具体应用领域都对该“金字塔”进行了细
化，在本次研究中可以将键盘设计要素与情感化设计
联系起来，分别从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创建文创
键盘的质量展开要素，见图 3[17]。 

 

     
 

图 3  文创键盘质量展开要素 
图 2  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 

Fig.2  Analysis of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Fig.3  Quality deployment element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key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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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质量屋 
Tab.2  House of quality 

文创键盘质量要素 

造型要素 交互要素 文化要素 

本能 行为 反思 

强相关：5 

◯相关：3 

▲弱相关：1 

重要度 

造型美观 基本功能 收纳便捷 使用方便 环境多样 交互创新 具有文化内涵

文化的 6   — — — —  

便捷的 5     ◯ ◯ — 

趣味的 4 ▲ ◯ — — —   

通用的 3 —      — 

艺术的 2 — — — — — —  

用户需 

求要素 

精致的 1 — ◯ — — — ▲  

用户需求重要度 34 85 40 40 30 51 65 

 

结合文创键盘的性质及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的分析，将消费者的需求总结为产品的造型要素、交

互要素、文化要素。查阅与文创产品相关的文献，总

结得出 7 个最具代表性的键盘质量要素，分别为造型

美观、使用舒适、收纳便捷、使用方便、适用于多种

环境、交互创新、具有文化内涵。 

根据键盘文创产品整理归纳具有相反意象的词

汇共 12 对，将文创键盘的需求调研群众设定为 20~40

岁的学生及白领。调研共发放问卷 100 份，回收问卷

86 份。在文创键盘设计的背景下从问卷调研结果排

序中选取 6 个评价指标，分别为文化的、便捷的、趣

味的、通用的、艺术的、精致的。将用户对键盘的需

求和键盘技术要求的相关度进行关联，将负相关产品

的特性向 TRIZ 问题转化[18-19]，通过解决问题提高文

创键盘产品的设计质量。 

3.2.2  构建 QFD 质量屋 

QFD[20]是以用户需要为设计目标的质量功能展开

理论，质量屋可将用户对产品的需求融入技术要求中。 

用户需求和键盘技术要求的相关程度分为无相

关、弱相关、中相关、强相关。根据相关程度确定需

求重要度给技术要求排序，根据质量屋矩阵分析，以

基本功能、文化内涵、收纳方便、使用环境多样、文

化创新为文创键盘设计的首要参考因素。 

3.2.3  质量屋矛盾定义阶段 

分析屋顶矩阵，产品技术要求之间存在着 2 对主

要矛盾，分别为有文化特色和易于加工、携带便捷和

保证正常功能。冲突问题的 TRIZ 问题转化见表 3。 
 

表 3  冲突问题的 TRIZ 问题转化 
Tab.3  TRIZ problem transformation of conflict problem 

序号 负相关技术要求 所属的 39 个通用工程参数

有文化内涵 NO.32 可制造 
1 

方便使用 NO.33 适应性 

收纳便捷 NO.8 适应性 
2 

基本功能 NO.13 可操作性 

表 4  TRIZ 问题的解决方案 
Tab.4  Solutions to the TRIZ problem 

依相关技术要求序号 矛盾类型 可用的 TRIZ 理论解决办法

1 物理矛盾 NO.2 提取法 

NO.1 分离法 
2 物理矛盾 

NO.15 动态法 

 
TRIZ 理论是由发明家阿奇舒勒创立的，现在已

经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可以为设计师拓宽思路。

TRIZ 比传统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加便捷、全面、准确、

高效。如今文创产品在创新方面也需要与时俱进，而

TRIZ 可以为文创产品的创新提供新思路。 

通过表 3 冲突问题的 TRIZ 问题转化，将负相关

技术要求分为有文化内涵、方便使用、收纳便捷、基

本功能 4 个方面，对应 39 个通用工程参数中 NO.32

可制造、NO.33 适应性、NO.8 适应性、NO.13 可操

作性 4 个参数。通过分析相关参数，得出负相关的解

决方案。 

3.3  设计问题的分析与解决 

通过将产品特性和需求之间的冲突转化为 TRIZ

问题，分析矛盾类型，提出负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21]，

见表 4。 

4  基于传统文化元素的键盘创新设计分析 

如今，电脑办公已经成为了我国的重要工作方式[22]。

对传统整架键盘进行创新设计，运用 TRIZ 理论中的

分离法、提取法、动态法[23]对文创键盘进行设计。 

4.1  设计方案 

4.1.1  造型独特 

可利用 TRIZ 理论中 NO.2 提取法解决元素拼贴、

堆砌所导致的键盘产品的同质化问题[24]。 

NO.2 提取法指抽出必要的部分或属性。将竹简

的元素样式加以提炼和修改，把传统整架键盘按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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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竹简的造型横向分成 6 片，让它的形状看上去

像竹简，经过提炼的元素能让产品的外观更简洁，使

用者能像收纳竹简一样收纳键盘，实现用户对键盘的

新颖的视觉与互动体验[25]。在结构上精简，便捷键盘

只保留了 6 片简片造型，剔除了无用的装饰；造型上，

传达出了竹材的气韵之美，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色

彩上，保留了竹材的原色，有质朴、纯粹的视觉感受；

文化上，将键盘与传统中国元素巧妙结合，充分考虑

了用户的使用体验，竹简的造型为键盘创造了全新的

交互方式。产品具有与所提取的文化相符合的形态，

使文化内涵更加明显，在满足实用性的同时也对竹简

文化的继承产生了重要影响。将键盘造型做了一个形

态的转变，保留了键盘的按键、工作指示灯、充电口

等部件，结合中国传统元素，整体看，它还是一个键

盘，不影响功能的使用。竹简的造型改变了人们对传

统键盘形态的固有思维[26]，在用户使用产品的过程中

能直观感受产品的颜色、外观、材质及操作方式等要

素[27]，最终使用户更愿意去体验产品。键盘与竹简组

合见图 4。充电口和指示灯见图 5。 

4.1.2  方便携带 

结合 TRIZ 理论中的 NO.1 分离法和 NO.15 动态

法解决键盘产品不便收纳和携带的问题。 

NO.1 分离法指分成相对独立、可以组合拆装的

部分。NO.15 动态法指将物体分割，可以改变相对位

置，使物体可动。与传统的整架键盘相比竹简键盘可

以灵活折叠，键盘中根据竹简元素的造型特性，相当

于把键盘架部分设置成 6 条相同的竹片，每片之间增

加连接的装置，可根据使用需要卷曲或恢复各部件位

置。在不需要使用键盘时，将键盘的竹片卷曲收纳，

使它看起来像古代卷起来的竹简一样，有效缩小了占

用空间，可以将键盘放入包中或是轻松拿在手上；需

要正常使用时展开竹简键盘，展开铺在桌面上正常使

用即可，见图 6[28]。 

 

 
 

图 4  键盘与竹简组合 
Fig.4  Keyboard and bamboo slips combination 

 

   
 

图 5  充电口和指示灯 
Fig.5  Charging port and indicator light 

  
a  轻松打字                    b  卷曲收纳 

  
c  放入包中                   d  拿在手里 

 

图 6  使用方法 
Fig.6  Usage 

 

4.2  设计说明 

这是一个可以卷起来的木制键盘，设计的独特之

处在于它可以折叠。使用时将竹片卷成直径为 6 cm

的竹棍，这种大小能使它很容易被放入包里，与普通

键盘相比，它可以节省很多空间。此外，产品的材料

也很独特，采用了竹制的方式，竹制键盘看起来更像

中国传统的竹简，使其成为传统工具的一种新的传承

方式。 

5  结语 

随着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对文化的传承越来

越重视，深入研究富有特色和内涵的传统文化，将其

转化为各种文化符号并应用到各类产品设计中的实

践方法[29]，既能开拓产品创新之路，也能使文化元素

融入产品之中。此研究通过对用户需求和产品技术要

求的分析，结合文创产品设计的现状，利用 TRIZ 理

论的通用工程参数的创新设计方法巧妙地提炼出中

国传统元素，并以键盘为媒介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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