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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品设计中人性化设计的研究

陶飞 柯常忠 何宏模

(武汉理工大学 430070)

摘要：

在文章中，提出了什么是人性化设计，为什么要进行人性化设计这一个既现代又十分重要的问题，结合人

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美学、市场经济学等分析并论证了什么是人性化设计，为什么要人性化设计。并结合当今

一些著名的、成功的设计，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如何才能实现产品的人性化设计，最后基于以上的研究，再结

合自己的四年专业知识论证了未来人性化设计的几个发展方向。

关键词：

产品设计 人性化设计 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一个产品的要求不仅仅满足于其使用价值

了，而越来越注重产品的附加价值——情感价值、美学价值、个性化价值等，一句话，人性化

需求越来越高。从当代设计的发展趋势来看，人性化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对产品设计中

人性化设计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 什么是产品的人性化设计

产品都是为人而设计的。从设计的本质来说，在产品设计过程中，任何观念的形成均需以

人为基本的出发点。如果设计师对物与物的关系过分重视?而忽略了物与人的关系，则设计可

能就会迷失方向，而与一般结构设计就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上述结构设计对产品设计的构造或

功能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并不是不去考虑这方面的因

素，而是在设计理念上要更加强调人性化。后者较前者更为重要。因此就产品设计的本质来说，

以人性化为主应看作是首要的设计理念。注重人性化的设计，正是工业设计所追求的崇高理想，

即为人类造就更舒适、更美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2.为什么要实现产品人性化设计

设计人性化要求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社会的、个体的原因，也有设计本身的

原因。归结来看，以下三个方面可能是其最主要的原因。

2.1．人性化产品设计是社会经济和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需要阶梯化上升的内在要求

设计才的目的在于满足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因而需求成为人类设计的原动力。需求

不断推动设计向前发展，影响和制约产品设计的内容和方式。美国行为科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

要层次论，提示了设计人性化的实质。马斯洛将人类需要从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归属与爱情)、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认为上述需要的五个层

次是逐级上升的，当下级的需要获得相对满足以后，上一级需要才会产生，再要求得到满足。

人类设计由简单实用到除实用之外蕴含有各种精神文化因素的人性化走向正是这种需要层次

逐级上升的反映。产品设计在满足人类高级的精神需要、协调、平衡情感方面的作用却是无庸

置疑的。因而设计的人性化因素的注入，绝不是设计师的“心血来潮”，而是人类需要的自身

特点对设计的内在要求。

2.2．人性化产品设计是未来工业设计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国民

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对产品的质与质的需求提升到空前的高度，而且

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具体、个性化，而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本身，既然人们对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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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个性化，所以设计师应设计出更有个性的产品。一句话，人性化设计是未来工业设计的

发展趋势之一。

3.如何实现产品的人性化设计

既然产品的人性化设计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那产品的人性化设计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师。设计师通过对设计形式和功能等方面的“人性化”因素的注入，赋予

设计物以“人性化”的品格，使其具有情感、个性、情趣和生命，最终达到产品人性化设计的

目的。 一个产品设计的几个主要要素就是产品的形式、功能、名称等，而人性化正是在这几

个方面体现出来的。下面我们就一一来论证。

3.1．产品设计形式要素的人性化设计

产品任何一种特征内容或含义都必须通过产品本身来体现，而要体现产品的人性化，就得

从产品的要素上着手，分析产品的各种形式要素。通过设计的形式要素——造型、色彩、装饰、

材料等的变化来实现产品的人性化设计。

3.1.1.产品造型的人性化设计

造型设计中的造型要素是人们对设计关注点中最重要的一方面，设计的本质和特性必须通

过一定的造型而得以明确化、具体化、实体化。以往人们称设计为“造型设计”，虽然不很科

学和规范，但多少说明造型在设计中的重要性和引人注目之处。在“产品语意学”中，造型成

了重要的象征符号。意大利设计师扎维·沃根(Zev Vanghn)于 80年代设计的 Bra椅子，采用了

传统椅子的结构，但椅背却运用了设计柔软而富有曲线美的女性形体造型，人坐上去柔软舒适

而浮想联翩，极富趣味性。1994年意大利设计师设计推出的 Lucellino壁灯，模仿了小鸟的造

型，灯盏两旁安上了两只逼真化的翅膀，在高科技产品中带进了温馨的自然情调，一种人性化

的氛围扑面而来。

3.1.2.产品色彩的人性化设计

在设计中色彩必须借助和依附于造型才能存在，必须通过形状的体现才具有具体的意义。

但色彩一经与具体的形相结合，便具有极强的感情色彩和表现特征，具有强大的精神影响。针

对不同的消费群和不同的使用场合，颜色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如婴儿用的座椅和小学生做功课

用的椅子的颜色可以丰富一点。适合他们的心理和成长需要。如“干燥椅”，她的结构很简单，

但是给人一种十分新颖的感觉，原因是他采用多种色彩的苯胺或油漆自然上色，或是进行抛光

处理，色彩非常的丰富，十分的大胆和有创意思，取得了料想不到的效果.原因是她的色彩和普

通的椅子的不一样，十分适合那些追求个性化需求的消费者的需求。

3.1.3.产品材料的人性化设计

产品的材料人性化设计对于当今绿色设计和环保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选择可以在循

环利用和便于加工处理的材料十分的重要，因为我们人类的资源越来越缺乏，我们要合理利用

有限的资源，在设计选者材料时要节约。我们选者设计师在节省能源方面所起的作用有以下方

面：

1、设计能改善的产品；

2、设计可再生利用的产品，重新生产一种材料所需要的能源总是要比再生利用材料所需

要的能源要多；

3、采用低能耗生产的材料；

4、择一种经典性、永恒性的外观设计，或者通过改换少数关键部件可以方便地更新造型

风格。从而延长产品的：“相对使用寿命”，达到节省的目的。

3.2．产品功能的人性化设计

好的功能对于一个成功的产品设计来说十分的重要。人们之所以有对产品的需求，就是要获得

其使用价值——功能。如何使设计的产品的功能更加方便人们的生活，更多、更新考虑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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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需求，是未来产品设计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一句话，未来的产品的功能设计要具备人

性化。如送饭或药品的小车，在它的轮子上设计一个刹车装置，这样就不怕碰撞而使车子滑开

伤害到小孩或老人。又如超级市场的购物车架上加隔栏，有小孩的购物者在购物时可以将小孩

放在里面，从而使购物更方便和轻松。

3.3.产品名称的人性化设计

借助于语言词汇的妙用，给设计物品一个恰到好处的命名，往往会成为设计人性化的“点

睛”之笔，可谓是设计中的“以名诱人”。如同写文章一样，一个绝妙的题目能给读者以无尽

的想象，给主题以无言的深化。一种好的设计有时亦需要好的名字来点化，诱使人去想象和体

味，让人心领神会而怦然心动。意大利设计大师索特萨斯 1969年为奥利维蒂公司设计的便携

式打字机（此产品在工业设计史上附有图片），外壳为鲜艳的红色塑料，小巧玲拢而有着特有

的雕塑感，其人性化的设计风格已令消费者青睬有加。而其浪漫而富有诗意的名字——“情人

节的礼物”更是令人情意顿生，怜爱不已。 1992年意大利年轻的设计师马西姆·罗萨·和尼

设计了一个带扶手的沙发椅，虽然柔软舒适，造型却非常普遍。然而设计师对这一设计的命名

却让其名声大噪，身价倍增。他把这一作品叫作“妈妈”（产品设计杂志上有介绍），意味着这

一沙发能提供给人以保护感、温暖感和舒适感，就像躺在妈妈怀里一样。设计师在展示其设计

的实用功能的同时，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实用之外的东西，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和梦想，其给人

的心灵震憾和情感体验是不言而喻的。

3.4.情感化设计与个性化设计

设计的目的是为人而不是产品，而现代人的消费观念已经不是以前仅仅满足于获得产品的

使用价值。在产品设计中实施“情感化设计”，就是把产品设计的起点定位于当今的中国人身

上，从他们的生活的形态出发，研究尽可能符合消费者情感需求条件，设计出无论是在技术上

还是情感、风格上都合理、丰富与多元化的产品。

3.5.产品人机工程的人性化设计

所谓人性化产品，就是包含人机工程的产品，只要是“人”所使用的产品，都应在人机工

程上加以考虑，产品的造型与人机工程无疑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将它们描述为：以心理

为圆心，生理为半径，用以建立人与物(产品)之间和谐关系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潜能，

综合平衡地使用人的肌能，保护人体健康，从而提高生产率。仅从工业设计这一范畴来看，大

至宇航系统、城市规划、建筑设施、自动化工厂、机械设备、交通工具，小至家具、服装、文

具以及盆、杯、碗筷之类各种生产与生活所创造的“物”，在设计和制造时都必须把“人的因

素”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来考虑。若将产品类别区分为专业用品和一般用品的话，专业用品在

人机工程上则会有更多的考虑，它比较偏重于生理学的层面；而一般性产品则必须兼顾心理层

面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符合美学及潮流的设计，也就是应以产品人性化的需求为主。

4.未来产品人性化设计的的几个方向

20世纪 80—90年代是设计上的多元化时期，在设计风格的探索上可说是“群雄并起”，精

彩纷呈。而其中设计的“人性化”成为颇引人注目的亮点，并逐渐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综合以上的研究再结合我四年专业知识的学习，我总结了未来产品人性化设计的几个方向：

4.1．产品趣味性和娱乐性的人性化设计

现代产品设计不仅要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要，而且要满足现代人追求轻松、幽默、愉悦的

心理需求，当然生产商的经济效益也是可想而知的。英国 Priestman Goode设计咨询公司设计

出是一种电扇，和人们以往的想象完全不同，因为它的扇片是由布做成的，设计灵感来自帆和

风筝。和以往的风扇一样的是，它能送来阵阵微风，不同的是再也不用担心手被夹伤，它是完

全安全的。扇片可以在洗衣机里清洗，在不用的时候扇片垂下，一点也不占地方。风扇不再是

冰冷的机器，变成了带给我们乐趣的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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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消费者精神文化需求的人性化设计

设计师应将设计触角伸向人的心灵深处，通过富有隐喻色彩和审美情调的设计，在设计中

赋予更多的意义，让使用者心领神会而倍感亲切。例如人们常见的手机，一代一代的手机层出

不穷，为什么手机的市场那么大呢？原因是手机的样式和功能不断的在更新，人们的精神文化

需求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满足与手机的通话功能了，美妙的声音、丰富的图象操作界面、以及录

音、摄像功能是人们新的精神文化追求。

4.3．产品结构的人性化设计——追求更适合人体结构的造型形式

产品结构是指产品的外观造型和内部结构。产品的形态一定要符合使用者的心理和中国传

统的审美情趣。美观大方的造型、独特新颖的结构有利于使用者高尚审美情趣的培养，符合当

今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如一个专为女性设计的“X”型的烟灰缸，十分的性感，非常的有个

性，十分符合女性那种追求个性的生活的情感。

5.结论：

产品人性化设计是时代和社会进步的体现，是未来工业设计的发展必然趋势，我门作为新千年

工业设计的接班人，要从产品形式、色彩、结构、功能、名称、材料等各个设计因数出体现产

品的人性化设计，使未来的产品设计更加适合消费者的心理和个性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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