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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女性视角下的文创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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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女性视角影响下的文创产品设计策略。方法 “她经济”时代的产品发展越来越倾向于

女性的审美情感和使用需求，女性消费者是文创产品的消费主力，但真正为女性消费者而设计的文创产

品仍存在多方面的不足，首先对女性消费者的主观心理进行分析，然后对女性文创产品在各方面的现实

问题展开探究，基于现实条件提出丰富种类和内涵、拓展增值空间等的发展方向与实践标准，最后借助

色彩、材质和更高层次的情感进行深入论述，总结相关的设计思路与具体策略。结论 面向女性消费者

视角的文创产品，符合女性对色彩、外形、材质等方面的审美倾向，能够提高目标人群的满意度，也会

在无形中拓宽现有的产品市场，从而成功打造未来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产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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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LI Hong-gang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Shanxi Datong 037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y of wen gen produc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emale per-

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in the era of "her economy" is more and more inclined to the female's aesthetic 

emotion and use requirements, and female consumers are the main consumers of wen gen products, but there are still 

various shortcomings in wen gen products designed for female consumers, Firstly, the subjective psychology analysis of 

female consumers are analyzed. Then, the real problems of female wen gen products in various aspects are explored,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practice standard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alistic conditions, such as enriching the variety 

and connotation and expanding the value-added space. Finally, an in-depth discussion is conducted with the help of color, 

texture and a higher level of emotion, and the related design ideas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are summarized. Wen gen prod-

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consumers are in line with female's aesthetic preferences in color, appearance and 

material, which can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target groups and expand the existing product market invisibly, thus suc-

cessfully creating an indispensable product form in the future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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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现代消费市场可以发现，女性偏向的产品逐

渐出现，并以极快的速度抢占市场。之所以出现这一

现象，是因为女性消费者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

军，随着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对家庭开销的

掌控更加明显，已然成为了社会中消费群体的主力[1]。

目前快速发展的创意经济同样不容忽视，文创产业甚

至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支柱产业。随着文创产业的

不断发展，女性消费者成为相关设计师在设计中不容

忽视的因素[2]。为了迎合女性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文

创设计者开始从女性消费者的特点和需求着手，结合

这一群体的认知、喜好、情感、审美等各个层面进行

细分和优化处理，在文化的融合和思维的碰撞中制造

新鲜感，能否可以通过视觉效果直击女性消费者的内

心，成为一款产品制胜的关键所在。从现实的设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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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出发，总结发展规律，融入视觉与情感层面的有利

因素，是满足女性消费群体需求的不二之选。 

1  女性文创产品设计现实状况与发展要求 

与男性消费者相比，女性消费者的要求更多，她

们更加注重产品设计是否具有新奇、互动性强、内涵

丰富等特点，也就是说，面对一个产品，女性消费者

会在产品的使用前、使用中和使用后 3 个阶段，对产

品各个细节的设计进行审视和评价，一旦让她们感觉

不够理想，那么她们不仅会放弃购买，还会劝说身边

的朋友不再购买[3]。现有的针对女性消费者的文创产

品常缺乏足够的对女性消费者的特殊关照，少了一丝

人情味和审美性，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多样性表现

不足，女性文创产品的市场定位不够准确，虽然适合

女性消费者，但与市场上的相关产品有着较高的相似

度，加上整体的造型、花纹等都是直接被添加在文创

产品中，设计手法缺乏多样性，精准度、时尚度不够，

难以吸引女性消费者的目光；第二，文化内涵缺失，

现有的女性文创产品在文化内涵的表达上缺乏全新

的立意，仅通过简单地附加文化符号所设计出的低端

文创产品数量仍然很多，且这样的产品在市场上处于

饱和状态，缺乏必要的文化内涵，个性不足，竞争力

自然难以提升。这样的现实状况对女性群体的审美和

情感关照都有所欠缺，没有对文创产品开发形成应有

的发展后劲[4]。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女性文创产品的设计应

从形式、内涵等层面逐一丰富并创新，从而打造出更

加个性、更具辨识度的时尚标签。第一，积极拓展产

品属性，进一步丰富产品的形式与种类，将各种有效

的元素进行结合和补充，以多样化的选择来满足女性

消费者的审美愉悦，从而更好地激发女性群体的购买

欲望。第二，丰富深层内涵[5]。女性文创产品并不是

仅凭华丽的外表就能取胜的，还要有文化内涵的支

撑，并且这种内涵的表达必须是创造性的、符合女性思

维的，而不是简单地进行传统文化元素的复制粘贴[6]。

第三，拓展增值空间。女性文创产品想要从众多的文

创产品中崭露头角，成为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必须

积极拓展增值空间，使多种文化融入各个销售渠道的

宣传中，始终以女性的视角进行审视，从而使其占据

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 

2  女性文创产品设计的实践与创新路径 

人们对产品的需求是不断变化升级的，女性群体

由于其性别、个性和喜好等的特殊性，希望获得更加

理想的购物和使用体验[7]。对女性文创产品而言，目

前市场上的产品缺失已经较为明显，其中的问题也逐

渐清晰，只有认识到女性消费群体的现实需求和审美

需求，从产品内涵延伸到审美强化，通过色彩、材质

和情感进行多方面的照应与强化，才能让自身的外在

形式和内在蕴含更加突出，从而占领更大的市场。 

2.1  色彩的有效激发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对信息的获取，绝大多数都

是借助视觉而实现的，很多时候，只要一眼，人们就

能通过产品的外在表现形式在脑海中生成一种或美

或丑、或喜或恶的概念[8]，这证实了视觉因素在产品

中的重要性。针对女性消费者的文创产生设计，应让

产品更加符合女性的视觉审美特点，从而获得女性消

费者的青睐，因此，色彩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文创产品

实现这一设计目的的有效窗口，尤其是那些独特的色

彩更让女性消费者不自觉地被吸引。相较于冷色系，

一般情况下，女性消费者更喜欢暖色系带来的温暖与

轻松之感[9]。另外，不同的年龄阶段，女性消费者的

审美倾向也不尽相同，其对色调的深浅有着一定的喜

好差异，因此，在具体的文创产品设计中，设计师应

从具体的女性受众群体出发，使色彩运用得恰到好

处，将产品的吸引力最大化[10]。例如，女性喜爱收纳，

对生活中的各种小物件都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在收

集到足够多的各色小物件之后，女性消费者便会借助

各种工具对这些小物件进行艺术化的收纳，让其更具

艺术魅力，为整个居住环境增添亮色，从而提升居住

环境和工作环境的质量。在设计收纳类的文创产品

时，对女性消费者的审美喜好进行归纳和提取，借助

个性化的色彩搭配，可以让整体的收纳实现文化与审

美的完美融合。将手机支架、收纳盒、笔收纳、杂物

架等作为一组文创产品进行系列化设计，除了采用新

奇、富含文化意蕴的造型外，还需要配上色彩这一“灵

魂”，如以明亮的黄色为主色调，配以少量的白色，

可以传达出一种积极与温暖的感觉，这样一种符合女性

消费者审美的视觉形象，能够帮助女性消费者在视觉

上得到极大的满足。由此不难看出，女性消费者对色彩

的要求独特而强烈，设计师在应用时需要将色彩应用得

恰到好处，并将色彩的张力和吸引力进行最大化的放大。 

2.2  材质的合理应用 

在个性化的外形和色彩设计之后，设计师还需要

对材质进行具体的设计与使用[7]，因为仅靠外在的形

式和色彩，不能放大文创产品的审美体验感，还需要

从行为层面来充分考虑女性消费者的需求。一般情况

下，那些看起来柔软，触摸之下倍感细腻的材质更容

易得到女性的偏爱。例如有着温润质感的陶瓷、拥有

磨砂质感的塑料，以及那些没有被过度加工的散发着

古朴气息的木头等，这样的材质与女性群体对敏感与细

致的体会与追求相适应，使其接受起来更加快速[11]。

一款针对女性消费者的福禄满堂葫芦碟，就巧妙地抓

住了女性消费者对实用性和审美性的追求，整体采用

白瓷材质，胎质温厚，色泽纯净，配合简约的葫芦造

型和实用的功能，满足了女性消费者的收纳需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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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放置颜料、茶点、零食，在材质的细节之处也很好

地照应了女性对手感的追求，这种与众不同的小惊喜

恰恰是女性消费群体所追求的。因此，在女性文创产

品设计中，除了要拥有良好的外形和色彩，还要在质

感上下足功夫，让女性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爱上那种

简约而不简单、实用而又细节满满的使用体验。 

2.3  情感的完美升华 

成功的文创产品设计离不开与消费者的情感共
鸣，那些好的作品总是能够凭借自身的文化魅力让消
费者折服，从而实现文化传播、情感传递的现实意义。
在女性文创产品设计中，关注女性消费者的情感诉求
能够使产品的意义非凡，进而使女性在实用和审美的
满足中得到情感的升华[12]。某款玫瑰花茶的设计从女
性受众的角度出发，结合国风元素，将中国特色进行
了很好的展现。设计师从云肩这个传统服饰的装饰织
物中汲取灵感，同时配合旗袍这一元素，设计出了有
着东方魅力的雅趣茶品，这种新中式文创产品设计将
现代产品与传统元素自然融合，建立起一种情感联
系，让产品与受众之间产生情感层面的碰撞，有利于
激发女性消费者的探究欲望。另外，女性消费者更喜
欢动手体验，乐于从产品互动中找到参与的满足感，
因此设计师在进行这方面的文创产品设计时，可以创
造性地设计一些半成品，通过这种特殊的文创产品来
吸引女性消费者的探究欲望。这些对情感的追求，或
是一种视觉刺激，或是一种实践参与，但无论是哪一
种，都必须立足于女性消费群体，时时刻刻从这一受
众群体的需求出发。 

3  结语 

基于女性视角的文创产品设计，需要坚持以女性
受众为本，在不断提升文创产品价值的同时，增强自
身的视觉吸引力和文化价值。目前相关的女性文创产
品发展不够成熟，相关的设计师也需要在之后的设计
实践中不断历练和创新，在实践中拒绝一切简单、照
搬的设计，以更加个性、突出的产品形式与内容，去
吸引女性受众，真正设计出以女性为主要创造视角的
文创产品，为她们带来愉悦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体
验，这既是对女性消费者的理性关照，又是对文创领
域的一种指引，有利于设计师更好地进行设计创新，
不断探索更加多元的形式和科学的发展方向，促进文
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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