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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化设计在产品设计方向的应用研究
施若雯

（武汉工程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在当今智能化时代新技术背景下探究产品情感化设计与产品设计间作用关系，将情感体验划分为本能层次、行为层次、反思

层次，并将情感体验三维度与产品设计三维度相对应，研究产品情感化设计方法，基于现有产品情感化设计分析其设计方法，为工业设计

师把握情感化设计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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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当今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人们物质消费能力水平的提

高，消费者购买行为发生的决定因素逐渐由物质层面过渡到精神层
面。同类属性产品相较，为消费者带来温馨、舒适等的情感体验的产
品往往更能促使消费者发生购买行为。然而市场现存产品设计多侧
重于强调理性与实用，产品同质化愈加严重，忽略了用户情感体验
要素，因而产品情感化设计在产品设计领域显得日益重要，用户产
品需求导向也逐渐从“形式追随功能”向“形式追随情感”转变[1]。

2 情感化设计概述
一个好的产品必然满足四个维度的特性：功能性、可依赖性、可

用性与愉悦性。情感化设计即四大维度中的愉悦性，旨在抓住用户
注意力、诱发情绪反应，以提高执行特定行为的可用性的设计[2]，是
完善产品，提升用户产品使用体验的关键。情感化设计内部可划分
为正面情感与负面情感，正面情感即为用户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的
设计;负面情感在用户使用过程中会带来消极的情绪体验，是一种
保护性情绪，能够促进用户进一步的反思。

从本质上来看，情感化设计是沟通产品与用户间的桥梁，是一
种以用户内心需求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在传统产品设计中，设计师
多关注产品的“能用性”，过分强调高科技导向和多功能的叠加[3]，仅
完成了用户在产品功能层面的需求满足，实现浅层用户价值，无法
带来完善的用户体验，一个产品，首先是“能用”，其次是“好用”，最
后能为用户带来身心愉悦、安心舒适的情绪体验，从而促进用户“想
用”的情绪产生。设计师从产品的交互属性入手，通过操作、形态、色
彩、结构、肌理等因素进行产品情感化设计，将预期用户情感融入产
品设计物理要素中，从“能用的”、“好用的”、“想用的”三个层面提升
用户产品使用满意度[4]，赋予产品情感温度，使原本冰冷的产品变得
平易近人，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

3 情感化设计方法
3.1 三层次总述
唐纳德·A·诺曼在《Emotional Design》一书中将情感化设计分

为三层次，即本能层次、行为层次、反思层次。三种层次情感体验相
互交织，完成人与产品间的双向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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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本能层次
本能层次来源于用户对产品的直观印象，为情感化设计中的第

一层级，是用户对产品第一印象形成的主要因素，主要体现在外形、
色彩、声音、材质、气味等，能够在瞬间引发用户对于产品的判断[5]。
每一种不同的外观形态都为用户带来特定的情感反应，本能层次的
设计主要是以投合人们审美趣味为主的设计，通过产品外在层面内
容吸引用户注意，本能层的设计要求是符合大众审美的，能够在对
用户感官产生刺激，吸引用户对产品进行进一步的了解，这是最基
础的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3.1.2 行为层次
行为层次强调产品的使用效能，指用户通过对于产品的使用产

生的情感体验，对应为产品操作的便捷性、安全性等要素，要求产品
设计以人为本，产品使用方式符合人们行为水平要求，人们能够通
过自身的知觉经验对产品进行理解使用，高效的产品使用方式能够
为用户带来良好的产品体验感，例如门把手，若将门把手设计为直
线型，易使用户产生“拉”的第一直觉反应，而在使用流线型门把手
时可依托自身的生活经验，结合把手造型线条的暗示对产品进行解
读，从而判断出把手旋转方向。
行为层的快感来自于顺利完成任务或某事做得很好时所产生

的感受[6]，例如庖丁解牛中解牛的行为不仅依托于庖丁熟练的技艺，
同时拥有一副称心的工具也十分重要，技能与产品性能效用相结
合，让使用者在完成行为的过程中获得愉悦与良好的产品体验感。

3.1.3 反思层次
反思层对应为产品深层次内涵文化与用户间的交互体验，产品

能否向用户正确传达对应情感，唤起用户内心深层情感、思考等意
识活动，以及用户能否通过与产品交互过程中顺利完成对于产品情
感的解码。例如朝珠是清代朝服中重要元素，是具备品阶的皇亲国
戚、宫府官员穿正装时必须佩戴的珠串。故宫系列文创产品的朝珠
耳机，提取清代朝珠文化其造型、色彩、功能等元素，与现代耳机相
结合。将红、黄两种颜色的珠子仿制清代朝珠，使耳机的耳线全部隐
藏在朝珠的内部，肩部两侧延伸出入耳式耳机，用户通过对《朝珠耳
机》的外观形态的观察对产品进行本能层次的初步判断；进一步对
耳机的主动使用产生对《朝珠耳机》的移情理解，感受《朝珠耳机》所
营造的文化氛围，带给用户沉浸式体验；用户通过本能层次的观察、
行为层次的操作后产生自身对于清代朝珠文化的理解，实现了用户
与朝珠文化间的情感互动，深入体会朝珠文化内涵，完成产品与用
户间的情感传递，满足用户情感需求。
反思层次的感受取决于用户的文化背景、生活感悟及沉淀等，

不同用户会产生不一样的使用感受，设计师通过产品将人们对于产
品的特殊情感牵引出来，寄予每个人不同情怀[7]，反思情感设计关注
的是从“产品”到“思考”再到“感受”的过程，即设计产品整体形象给
使用者留下的感性印象[8]。

3.2 产品设计维度划分
产品设计是多层次的，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物理维度、生理维

度、情感维度，如图 1所示，三个维度与三层次情感体验相对应，形
成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思想[9]。

图 1 三层次情感对应关系
（1）物理维度。指产品设计中功能层面的设计，对应三层次情感

体验中本能层次，即在功能外观层面满足用户需求，这一层为功能
主义设计研究重点。

（2）生理维度。产品生理维度的适用性对应行为层次，应从人机
工程学角度出发，产品设计应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生理特性、操作习
惯，产品反馈方式符合用户认知与理解，有良好的作业效率。
（3）情感维度。要求用户能够通过与产品间的交互激发用户积

极或消极的情感反应，对用户情绪具有一定导向性，能够推动用户
购买行为的发生。

4 产品情感化设计案例分析
Alberto Alessi曾阐述：真正的设计是要打动人的，它能传递情

感、勾起回忆、给人惊喜；好的设计就是一首关于人生的诗，它会把
人们带入深层次的思考境地[10]。情感化设计使产品不再停留于功能
层面，以文化、情感、实用重新整合定义产品，针对用户的行为层次
进行设计，通过对生理维度的使用与感受为用户带来不同的情感体
验，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例如由深泽直人设计的壁挂式 CD机，将 CD机与老式排风扇
相结合，拉下拉绳时伴随有“咔哒”声，音乐仿佛随着风一般吹出来，
在复古与现代中找到情感衔接点，通过产品自身交互性唤醒人们旧
时记忆，激发用户情感体验。

情感化设计的意义在于为产品与用户创造更多联系，满足用户
多层次的情感需求，在进行产品设计时设计师可通过进行对产品物
理维度的改变，从材质、色彩、工艺、味道等角度入手，改变用户感官
体验继而带来不一样的情感体验，在产品与用户间创造一种良好关
系，并通过产品情感维护这种关系[4]，唤起用户不一样的情感体验。

5 结束语
一款优秀的产品设计不仅局限于产品功能层面的实现，同时还

应满足用户的心理需求与精神追求[11]，以人为中心将情感融入产品，
使产品不再是冰冷的“物”同时具备了一定的人性，增强产品可读性
的同时也为用户的生活中带来了色彩和温暖，正如美国设计师普罗
斯说过：“人们总以为设计有三维：美学、技术和经济，然而更重要是
第四维：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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