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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背景、起源、现状和未来发展路径为脉络，探讨人工智能技术为产

品设计的构成要素带来的新特征。基于产品设计的新特征，提出智能产品情感交互设计的重要性和设计

方法。方法 通过文献梳理法和案例分析法，提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产品设计从传统的物质表

达进入到虚拟沉浸体验阶段，产品的传统功能也进阶到智慧功能的扩展，传统人机系统呈现出更加友好

互动的交互趋势。在这种互动趋势的影响下，产品设计需要建立智能情感交互方式，以此加强用户和机

器的友好沟通。最终通过智能厨房调料盒设计案例来分析智能情感交互设计的方法。结论 提出建立多

维度综合智能交互系统和联想隐喻动态图形交互的设计方法，以此增强产品情感交互的新体验，为产品

的智能化创新设计提供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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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eatures of Product Design and Emotional Interaction Design  

From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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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new features that AI technology brings to the components of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rigin,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Based on new features of product de-

sign, the importance and design methods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design of intelligent product are proposed. Through lit-

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I, product design has transited from the stage 

of traditional material expression to the stage of virtual immersio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product functions have ad-

vanced to intelligent function expansion, and traditional human-machine system also sees a more friendly interaction 

trend.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an intelligent emotional interaction method needs to be adopted for the product design as a 

link to connect users with the machine. Finally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design method is analyzed through the 

case of intelligent kitchen seasoning box desig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fresh experience of intelligent product interaction and 

contribut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intelligent product design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the method of establishing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system and associative metaphorical dynamic graphic interaction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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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端计算等技术的

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已被视为本世纪最有影响力

的发明。人工智能已经走过了 60 多年的探索期，如

今进入到成长阶段，犹如“无形的手”在各种领域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为传统产业赋予了新的生

命，更影响着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当下人工智能

正在引发链条式产业发展，并引发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的再次升级。很多技术发达国家也纷纷加强对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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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开发。可见人工智能是人类长期奋斗的方向，

而现阶段的技术发展则仅仅是一个开始[1]。 

我国也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2017 年国务院

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同年由中科院、

清华大学和百度公司以校企联合的方式建立了我国

首个人工智能实验室，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进入实质

性发展阶段。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大

力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应用，这表明我国

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作为战略发展部署。 

1  人工智能的概念与发展脉络 

1.1  人工智能发展简述 

1）理论萌芽阶段。1936 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

席森·图灵发明了图灵计算机，也称作图灵机[3]。这

是一种理想计算机的数学模型，为计算机的发明提供

了理论基础。1943 年，美国神经生理学家迈克罗琪

与匹兹建立了第一个神经网络模型，对后来的微观人

工智能及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这时期

的人工智能探索主要依靠数学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

为基点，对未来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理论确立阶段。1956 年，科研人员在美国荙

特茅斯（Dartmouth）学院举办了一场人工智能夏季

研讨会。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概念，并使其正式成为

一个独立的研究学科。在 1969 年，国际上召开了人工

智能联合会议，也标志着人工智能在国际上成为标准学

科。这一时期，人工智能从最初抽象的模型建立进入到

理论的确立，并最终成为正式学科，开始影响世界。 

3）发展阶段。1997 年，IBM 的深蓝计算机战胜

了当时围棋冠军，2016 年，谷歌的人工智能再次战

胜了棋王冠军。这 2 次的胜利表明人工智能走向成熟

阶段，全世界也用期待的眼光迎接它的到来。人工智

能也开始逐渐走向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领域，并开始为

设计赋能。 

1.2  人工智能的概念 

明斯基曾提出，人工智能是一门科学，让机器来

完成富有智能的事情。尼尔森曾提出人工智能的定

义，认为其是关于知识的科学，所谓“知识的科学”

就是研究知识的表示、获取和运用[4]。 

目前，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的概念是利用数字计算

机或数字计算机控制机器，将人的智能进行模拟、延

伸和扩展，从而感应环境、获得知识，并利用知识获

得最优化的理念、方式、技术和全面的应用系统[5]。

具体应用的形式为语音合成、语音助手、智能翻译、

智能教育系统与智能专家系统等[6]。换句话讲，人工

智能就是让机器富有智能，通过为机器赋能，使机器

成为智能体，来完成需要人类智能完成的工作。 

完成人工智能的三要素包含数据、算法和算力。

人工智能通过对大数据的学习和推算，并通过特定

的算法，借助算力高效运转，完成最终的结果。如今

人工智能凭借数据、算法、算力和应用场景的提升，

已经从后台运转工具走向前台，成为服务社会的一

部分。 

2  人工智能赋予产品设计新特征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具备“深度学习、跨界融合、

群智开放、自主智能”的特点，为设计思维、设计对

象、设计流程和设计方法带来很多改变[7]，并为产品

设计领域带来新的变化。尤其对产品设计构成要素中

的功能和形态的关系带来改变，这就为传统的产品设

计赋予了新特征。 

2.1  产品的形态与功能进行“虚实”转化 

由于智能技术的嵌入，产品的功能变得异常强大

和多元化。因此产品设计从物质表达进阶到虚拟沉浸

体验阶段。此时产品设计的外观形态被高度概括，呈

现出扁平化设计表达的趋势，即消除多余的外在装饰

元素，突出产品的功能。 

回顾诺基亚手机称雄市场的时代，手机产品的造

型花样百出，也是当时产品设计领域的一个缩影。诺

基亚手机以百变造型引领市场，各种手机品牌也顺应

其造型策略，将产品的外观作为产品营销的手段之

一，利用产品外观打开消费市场，并扩大品牌影响。

如今的智能手机却舍弃了多余的外观装饰，全部采用

单纯的平板机身，以全屏幕为媒介，将智能拍照、人

脸识别、指纹解锁等多种智能技术融入机器内部，使

手机成为了综合功能的集合体，从而成为当下手机领

域设计的“新标准”。 

此外，国产新秀品牌小米推出的各项智能产品，

外观采用几何化的极简形态，配以单纯的色彩，呈现

出扁平化的造型特征。可见由于智能技术的引领，产

品设计由物质表达转化到对虚拟功能的开发与使用，

这促使产品设计在造型上从过去丰富多变的形态转

变为单纯简约形态，呈现出扁平化的设计风格和趋

势，见图 1。 

 

 
 

图 1  传统手机的造型和智能手机造型对比 
Fig.1 Comparison between traditional  

mobile phone and smart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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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品功能与体验的关系进行“虚实”转换 

由于智能技术的影响，产品的功能也从物质功能

转化到虚拟体验中。无论产品设计如何发展，以人为

本是产品设计领域始终坚持的理念。设计活动所提倡

的以人为本理念，就是考虑人的全面发展[8]。传统的

产品设计以功能为基点，并通过物理介质如造型、色

彩、材料等要素来引导使用者的情感体验。人工智能

时代下，传统物理形态下的交互设备慢慢消失，产品

设计更加关注虚拟技术的应用，取而代之的是语言、

声音和表情等。产品通过多种交互系统更加亲近使用

者，在“以情动人”的情感体验下完成产品的功能。

如科大讯飞在奇点创新者峰会上发布了根植自主研

发的语音交互技术而设计出的智能驾驶交互系统，采

用无屏幕、无按键的形式，将驾驶、娱乐、聊天等功

能集于一体。使驾驶者完全依靠语音完成无障碍操

控，不仅解放了双手，更减少了传统驾驶过程中依靠

屏幕和按键所产生的安全隐患。这项基于人工智能的

驾驶系统将车内交互迭代升级到更高的层次。从这件

案例中可以看到智能时代下，产品从过去的物理功能

（实体）引导用户体验（虚拟）转向通过情感体验（虚

拟）来完成产品功能（实体），见图 2。 
 

 
 

图 2  智能驾驶系统 
Fig.2 Intelligent driving system 

 

2.3  产品的功能向“智慧功能”升级 

任何时期的产品设计都是以技术为核心进行发

展的。从机械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每一次技

术变革，都推动产品设计的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新技

术，使产品在原有的功能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飞

跃。现代主义曾经提出形式追随功能。产品的功能指

实用功能，即使用价值，这也是产品设计的基础。随

后建筑师沙利文提出合理表达产品内部构造或功能

应该具备美的形式，就此相应地提出了产品的审美功

能，即通过形式、技术、材料使产品造型美学得以发

挥。进入到信息时代，产品呈现出虚拟化交互的趋势，

此时，产品具备了情感体验功能。如今进入到人工智

能时代，产品通过智能算法的运行来模拟人的思维，

并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为信息载体，使传统意义上的

产品功能进阶到“智慧”功能。智慧功能表现为更为

高级的人机互动，智能运算、智能服务等。此外，产

品可以整合多种功能于一体，如手机融合通话、付款、

娱乐等功能；智能手表也融合了娱乐、健康检测等功

能。产品的“智慧功能”促使产品呈现出跨界的特征。 

2.4  产品智慧功能的高级物化表达  

人工智能属于抽象的机器思维，用来完成模拟人

类大脑进行深度学习、分析、感知、思考、逻辑推理

等工作。人工智能要发挥出功效，需要借助一种载体

来进行表达。载体可以是虚拟的，亦可以是实体的。

实体载体从简单的设备向高端的机器进行发展。高端

的机器就是有智慧的智能体终端，那么机器人必然是

人工智能最好的智能体终端。将机械、电子、控制、

计算机、传感器、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以及前沿学

科集于一身的高端装备就成为了现代机器人[4]。人工

智能作为程序，并控制终端的一切行动，机器人也是

人工智能最好的表达方式。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对终端的要求也缺来越

高。终端不仅要具备聪明的“思维”，而且形态上更

要参考人体的动作，使功能不断拟人化。从软件到硬

件逐步完成对人的模拟，从而形成新的产业——智能

机器人产业。 

《美国机器人发展路线图——从网络到机器人》

的作者预言，机器人技术将如计算机的发展一样，在

未来数十年里遍布世界各地，并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变

革性的影响[9]。其中，以服务家庭生活为目的的机器

人会走进大众家庭，因此会在未来成为极有潜力的发

展领域。根据 2018 年至 2020 年家用机器人的销售数

据显示，全球家用机器人销量达到 3240 万台，价值

113 亿美元[10]。 

总之，由于智能技术的引领，产品设计的发展从
物质形态塑造走向功能的升级，从传统功能转向智慧
功能的扩展，从物质表达转向虚拟沉浸的体验，传统
人机系统也转向协同互动的高级人机系统。这就促使
传统产品设计开始向情感交互设计的方向迈进。建立
智能情感交互模式成为当下产品设计的主要内容和
研究重点。 

3  人工智能下的情感交互设计 

3.1  情感交互设计 

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缩写为

HCI）是人和计算机通过特定语言，运用一定的交互形

式，达成一定任务的人和计算机间的信息交换过程[11]。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人机系统演变为人机共生模式。

这就要求机器能够理解人的意图，并和使用者共同友

好相处。唐纳德·诺曼[12]曾提出，未来的机器会像人

一样具备情感。当机器面对与人类相同的情景时，以

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时，机器将需要一种情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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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情感。1997 年，MIT 的 Picard 提出了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的概念，通过赋予机器识别、理解和表

达人类情绪的能力，使计算机拥有更高的智慧。因此，

情感交互需要给予机器洞察、理解和产生各类情绪的

能力，最终使机器像人类一样进行真实、自然、赋有

情感的交互[13]。 

人工智能下的产品设计要以情感交互为方向，建

立友好、生动、智慧化的交互方式，以此加强用户和

机器的友好沟通，使产品呈现出时代特色。 

3.2  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的产品情感交互设计方法 

3.2.1  建立多通道、多感官、多维度的综合智能感知

交互系统 

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技术犹如一张网，将万

物互联。产品设计从硬件的开发走向软件的全面建

设，从形态的设计走向情感交互的发展。 

传统的人机交互方式根据交互通道的不同，可以

分为以下 4 类：基于视觉的交互，如手势动作识别、

表情捕捉识别、体态运动分析识别、人的测试和追踪；

基于听觉的交互，如识别语音、识别声音（非语音）

等；基于触觉的交互，如触摸屏幕、触摸其他物体感

应；此外，还有如脑电交互、红外感应等其他形式[14]。

目前人机交互的研究热点是自然交互，他属于用户自

然的操作方式，如语音对话、手势表达等。这种自然

交互方式也在向多通道、多感官、多维度的综合智能

化交互系统发展[15]。国外研究人员将人的视觉、听觉、

嗅觉进行多种通道组合，视觉作为单通道，视觉和听

觉作为双通道，嗅觉、视觉和听觉作为多通道，研究

以上感知系统对使用者的刺激，来判断使用者是处于

兴奋、高兴、还是失望和愤怒等。这种多通道、多感

官、多维度的研究方式运用到智能产品交互设计中，

构成综合智能化交互系统。具体可以通过人脸识别、

表情追踪、声音识别、体态分析来全面理解用户的心

理情绪，从而做出友好的互动。例如驾驶系统中，智

能设备可以通过捕捉驾驶者眼部的动态、面部的表

情、声音状况和驾驶坐姿体态等，来分析驾驶者是否

处于疲劳状态，并通过富有情感化的方式对驾驶者进

行友好提醒，使用户在愉悦的体验中，安全高效地完

成产品的操作。 

可见产品设计的交互模式从过去的人与物的实

体交互，转化到人与机器界面的交互，如今进化到人

与智能感知系统的交互。因此建立多通道、多感官、

多维度的综合智能感知交互系统，可以更全面有效地

了解用户的感知和认知能力，判断出用户使用产品的

场景需求，利用富有情感化的方式与用户友好地互

动，完成高效愉悦的人机交互全过程。 

3.2.2  运用联想隐喻动态图形交互设计 

3.2.2.1  动态图形交互 

动态图形的理念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

于数字媒体的产生和发展，为空间赋予了“时间向

量”，使传统的平面图形具备了“动态”的形式和功

能。动态图形为传统的图形演示赋予了新的生命力[16]，

也使传统交互界面的图形表达呈现动态化的趋势，并

演变成为动态图形交互。动态图形交互集合了诸如平

面设计、影像设计、动画设计、生效设计等多种艺术

表达形式，其充分利用设计元素的多样化和信息传播

的动态化，以多媒体的艺术效果，使用户的感官系统

受到刺激，并在多维度空间内享受到沉浸式体验的乐

趣[16]。 

动态图形交互具有叙事性、互动性及趣味性的特

征。运用动态图形的交互设计不仅提高了信息传达的

时效性，也能增强产品的艺术感染力，最终增强用户

使用产品的情感体验感。 

3.2.2.2  运用联想隐喻动态图形交互 

联想隐喻是指通过联想，利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

种事物，属于一种文学修辞的方法[17]。隐喻法也可以

用在智能产品设计中，通过联想用一种事物或现象来

对产品相关功能或属性进行映射。然后通过动态交互

界面设计，对产品的相关概念和功能进行动态化的表

达。尤其在动态交互设计的环节，充分运用隐喻动态

图形交互的模式对产品的功能和概念进行指代。首先

通过联想，将智能设备的部分功能和生活中的事物或

现象进行比较，找寻他们之间相同的概念，建立起联

系。然后用这种事物或现象对产品的功能进行映射，

再通过艺术化的视觉语言进行提炼，最终利用富有美

学的动态图形对产品的功能进行艺术化表达，将抽象

的功能具象化。这样可以使用户无障碍地理解产品的

信息，提高产品的使用效率，并增强产品的联想趣味。 

以手机的电量图标显示为例，目前的手机电量图

标显示是利用模拟电池形态的图形，这种图形只是对

事物功能的直观再现，缺乏隐喻的艺术性和联想的趣

味性。人们可以利用联想隐喻的设计方法，用蜡烛的

属性来比喻电量。将电量图标设计成一根蜡烛燃烧的

动态图形。随着手机的电量消耗，蜡烛逐渐融化，火

苗也呈现逐渐熄灭的状态。当手机接通电源后，屏幕

上模拟蜡烛的火苗就继续升高，以代表电量持续充满

的状态。 

在智能产品的情感交互界面设计中，可以利用联

想隐喻动态图形进行设计与表达，使交互界面变得更

加生动有趣。联想隐喻动态图形交互也更能激发用户

的想象力，从而增强用户使用产品的情感交互体验感。 

3.2.3  设计案例分析  

结合健康生活的大背景，利用综合交互感知系统

和联想隐喻动态交互理念设计的智能厨房调料盒。力

图将视觉、触觉、听觉通道进行综合开发，建立多感

官、多通道、多维度的智能交互系统，并在交互方式

上采用联想隐喻动态交互设计的理念，建立新型的人

机智能交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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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对自身健康高度关注，
饮食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很多人对饮食
中的调料（如盐、糖、味精）使用过量，易造成肥胖、
血压高、糖尿病等症状。目前市场上厨房调料盒的设
计还是停留在物质形态的传统容器造型层面，需要手
动控制调料的使用量。因此，设计者结合人工智能技
术，设计出这款智能厨房调料盒。 

结合上文论述的智能产品设计的新特征，在产品

形态上采用扁平化的造型风格，选用单纯的圆柱几何

形态，摒弃繁琐的装饰元素，配色上选用白颜色，以

此代表纯净健康的理念，见图 3。 
 

 
 

图 3  厨房智能调料装置 
Fig.3 Kitchen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图片来源：曹祥哲，孔繁华，李柏嫒设计与制作） 

 
调料盒内部针对调料类型设置不同的空间，以便

装入盐、糖、香料、味精等不同的调料制品，通过内

部中心旋转轴芯，可以自动旋转到调料出口。 

在交互方式上，摒弃传统的硬质交互界面，利用

综合感知系统，调动用户的综合行为体验。使用者轻

轻触摸调料盒顶部，会自动进入开启模式。用户可以

通过语音输入，进行任务选取，调料盒可以将语音转

换成趣味的声音提示，并以此和用户进行交流。如使

用者可以通过语音输入任务，如“我需要盐”，调料

盒会提示用户“食盐要适量呦”，或者“晚餐需要少

吃呦”等友好提示。随后调料盒通过内部旋转轴装置

自动将装有盐的调料区旋转到出口的位置，并自动将

盐通过出口向外倒出，用户使用餐具接取即可，整个

过程完全通过语音交互完成。 

内部机芯通过计算模块的智能算法，可以精准检

测用户每次使用调料的用量，并能够统计出用户对调

料的使用习惯。当用户使用调料的用量超标时，调料

盒会提醒用户。在这个环节，运用联想隐喻动态图形

交互的方式，将产品的交互界面设计成趣味的冰山形

象，见图 4。一旦倒入盐或其他调料的用量超标，冰

山图像颜色逐渐变浅，并呈现出冰山融化的动态图

像，通过冰山融化的状态来提示用户对调料的用量超

标，见图 5。通过这种视觉图像的隐喻和交互，使用

户知道自己对调料使用的状况，从而对食用调料进行

控制，这样巧妙的动态设计还能提高用户对环境保护

的关注。因此，采用联想隐喻的动态视觉交互方式，

不会像传统的数字或者警示颜色那样枯燥，提升了用

户的创造性思维和情感期望。 

 

 
 

图 4  厨房智能调料装置界面交 1 
Fig.4 Interface interaction 1 of kitchen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图 5  厨房智能调料装置界面交互 2 
Fig.5 Interface interaction 2 of kitchen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此外，用户每天可以通过手机 APP 看到家庭食
用调料的量，APP 会自动提醒用户是否食用调料超
标。图 6 为用户使用盐量的 APP 数据监测，用蓝色
进行界面显示；图 7 为使用糖量的 APP 数据监测，
用橙色进行显示。通过颜色的区分来隐喻不同调料的
感觉，以此对家庭饮食进行管理。 

通过建立视觉、听觉和触觉等综合智能感知交互
系统和联想隐喻动态图形交互方式，为用户带来新的
使用体验，并增强使用产品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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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厨房智能调料 

装置配套 APP 
Fig.6 Supporting App of 

kitchen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图 7  厨房智能调料 

装置配套 APP 
Fig.7 Supporting App of 

kitchen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4  结语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传统产品设计带来

了新的发展空间，为产品创新带来了新的活力。作为

产品设计师，从设计思维、设计方法和设计理念都要

进行转变。 

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和实践应用的分析，探讨在

人工智能的影响下，产品设计从传统的物质表达进入

虚拟沉浸体验阶段，产品传统功能也进阶到智慧功能

扩展，传统人机系统也呈现更加友好互动的交互趋

势。在这种转变下，产品需要建立智能情感交互方式

作为纽带，连接用户和机器的沟通。最终提出构建综

合智能交互系统和运用联想隐喻动态图形的交互方

式，可以增强用户使用智能产品的情感体验，并能够

促进新型人机系统的高效运行，使产品体现出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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