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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器人形态的情感设计研究

周志勇，于忠海，孙 会

（上海电机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以服务机器人为对象运用“语意差异法”，通过实验与问卷调查的心理学研究方法，针对20个实验样本，从构

成外观形态的点、线、面等造型元素的形态语义角度，着重分析了服务机器人情感体验细节的设计要素。实验证明

了用户的情感体验与机器人外观形态的趣味性相关，并与构成要素形态语义的可接受程度成正比。研究结果还提

供了实现服务机器人情感设计的形态构成要素：“点、线、面”的细节设计要求与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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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motional Design of Service Robot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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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ervice robot as an object, using " semantic differential ", through experiment and questionnaire

of psychology research methods, it emphatically analyzed details design trend of service robot emotional experience

aiming at 20 experimental samples from the angle of dot, line and plane. Results showed that users′emotional experience

was proportional to the beauty degree of robot appearance and interesting appearance style robot more could bring users

good experience. Finally, it summarized details design guidelines that aimed at emo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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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年谢佐夫提出体验设计概念以来

[1]

，体验

设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它可以缓解用户在使用产品

过程中的紧张情绪

[2-3]

，并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但目

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主要是研究体验本身，对于具体

产品的体验设计研究得比较少

[4-5]

，基于上述情况，运

用感性工程学，通过实验

[6-7]

对服务机器人外观形态进

行了情感体验研究，以便为服务机器人的情感化设计

提供理论依据与实现手段。

服务机器人是专为普通用户设计，以为用户提供

各种生活服务和娱乐，并与用户直接交互的机器人，

因而，情感设计是服务机器人形态设计的重要内容。

为了验证服务机器人外观形态对用户情感体验的影

响，运用“语意差异法”

[8]

（Semantic Differential，简称SD

法）进行研究。SD法由被测试的“对象”、“评估尺度”、

形容词以及“被试者”所组成。

由于年龄、经历、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

人在不同场景下，对同样形态的情感体验会有差异。

限于实验条件，本次实验选择 18～21岁的 22名男生

和 20名女生作为“被试者”进行具体的测试实验。实

验包括实验对象的主观表述与客观分析，主观表述通

过问卷调查来获取，共发放调查问卷 42份，收回有效

问卷40份。

1 实验

选取 20个外观造型设计不同的服务机器人作为

被测试的“对象”，见图 1。为了给实验对象更明显的

视觉差异，所选取的试验素材外观设计造型与风格上

应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为了消除颜色差异对实验对

象情感的影响，最大程度上减小试验误差，统一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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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素材进行去色处理。

设计调查问卷见表1，根据H·schlosberg描述情绪

的“快乐—不快乐、注意—拒绝、唤醒—不唤醒”三维

度量表，选择12对形容词。同时为了验证实验的科学

性以及结果的准确型，确定“兴奋—安静、狂喜—悲

痛”2组描述唤醒程度的词组作为验证的依据。

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以 8 s的时间间隔依次播

放20张机器人图片，要求试验对象在看到图片的同时

凭第一感觉填写调查问卷，依据本人主观感觉予以评

估。“评估尺度”定为 5阶，评分值为从 5到 1的整数分

布。感觉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机器人给 5分，一般喜欢

给4分，感觉很一般给3分，感觉厌恶给2分，非常厌恶

给1分。

在进行数据统计中，问卷上的 5分以 2分记，4分

以 1分记，3分以 0分记，2分以-1分记，1分以-2分

记。例如：在“喜爱—厌恶”一栏，选“5”得 2分，选“4”

图1 20个机器人样本素材

Fig.1 20 robot samples

表1 李克特量表

Tab.1 Likert scale

喜爱

5

4

3

2

1

厌恶

美好

5

4

3

2

1

丑陋

愉快

5

4

3

2

1

不愉快

恐慌

5

4

3

2

1

平静

刺激

5

4

3

2

1

不刺激

有趣

5

4

3

2

1

单调

兴奋

5

4

3

2

1

安静

舒适

5

4

3

2

1

不安

活跃

5

4

3

2

1

沉闷

狂喜

5

4

3

2

1

悲痛

接受

5

4

3

2

1

排斥

注意

5

4

3

2

1

忽视

得1分，选“3”得0分，选“2”得-1分，选“1”得-2分。

2 实验可信度验证

利用Excel对数据进行分析，绘制折线图对实验

的可信度进行验证，见图 2和 3。图 2 刺激—不刺激

（菱形）、兴奋—安静（正方形）、舒适—不安（三角形）3

条折线重合度较高，说明实验数据可靠。图 3狂喜—

悲痛（菱形）、注意—拒绝（正方形）、接受—憎恨（三角

形）3条折线重合度较高，说明评价稳定有效。

3 规律总结

绘制“美好、丑陋—愉快、不愉快”和“有趣、单调

—喜爱、厌恶”散点图，见图4和5，总结规律：图4服务

机器人形态与用户情感体验关系散点图 x轴，美好—

图2 刺激—不刺激、兴奋—安静、舒适—不安折线图

Fig.2 Line charts of stimulation-no stimulation，excited-quiet，

comfortable-unease

图3 狂喜—悲痛、注意—忽略、接受—拒绝折线图

Fig.3 Line charts of ecstasy-grief，note-ignore，accept-ref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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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 y轴，愉快—不愉快散点主要分布于一三象限，验
证了用户的情感体验与外观形态的可接受性成正

比。图 5服务机器人设计风格情感体验散点图 x轴，
喜爱—厌恶 y轴，有趣—单调散点主要分布于一三象
限，说明外观风格有趣的机器人更能带给用户良好地

体验，表明形态风格的趣味化是服务机器人情感设计

的主要内容。

通过实验验证了服务机器人外观造型对用户的

情感体验存在影响，且与可接受程度成正比。由于任

何产品形态都是由基本造型元素：点、线、面等组成，

因此，它们是影响用户体验的基本元素，决定了用户

对物品的第一体验，也是最直接、最本源的体验。

4 构成机器人形态基本造型元素的情感体验分析

为了明确服务机器人情感设计的设计指南，有必

要针对实验样本，具体分析构成形态的基本要素：点、

线、面等元素的形态语义与情感体验的关系。

4.1 点的情感体验设计分析

点是最基本的造型元素，其表现形式无限，在服

务机器人设计中点的运用主要在“眼睛”的设计上。

实验中 5，11，12，14，16，17样本在机器人“眼睛”的设

计上采用了具象的“点”的形式，其他样本采用了抽象

的形式。独立的点在形式中起到唤醒注意的作用，它

给人的感觉是独立、停顿和游离，显得独立、离经叛

道、存在向着四面八方游离的可能。根据实验数据绘

制的“美好—丑陋、舒适—不安、狂喜—悲痛”折线图，

见图6，易见6个实验样本整体的外观美好程度、舒适

度以及引起的用户良好情感都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抽

象形式的“眼睛”表达更能带给用户良好体验。

4.2 线的情感体验设计分析

直线，它理性、目的明确，同时常使人感觉紧张。

水平直线作为承载的底或压制的顶，表现出了无限理

性运动的情感基调；垂直线给人以成长、生命力的情感

体验，由于具有向上的动势，它还给人以威严和肃穆。

曲线没有了折线锋利的角，代表了忍耐与含蓄，

弧线的曲率越小，其隐忍、暧昧、含蓄的感觉也越强

烈，另一方面圆弧又传递了成熟和包容的态度。

实验 3，5，10，16样本造型以直线为主，其余样本

以曲线为主。根据“喜欢—厌恶”实验数据绘制的折

线图，见图7，易见用户对以曲线造型为主的样本的喜

爱程度明显高于以直线为主的样本，因此在服务机器

图4 服务机器人形态与用户情感体验关系散点图

Fig.4 Scatterplot char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robot form

and user emotional experience

图5 服务机器人设计风格情感体验散点图

Fig.5 Scatterplot chart of service robot appearance style

图6 美好—丑陋、舒适—不安、狂喜—悲痛折线图

Fig.6 Line charts of good-ugly, comfortable-uneasy, ecstasy-grief

图7 “喜欢—厌恶”折线图

Fig.7 Line chart of like-dis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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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感体验设计过程中要尽量考虑运用曲线造型。

4.3 面的情感体验设计分析

造型中的面分为有机曲面和几何曲面2种。有机

曲面整体带给人生命力、自由任意、活力的感觉，很容

易使人联想到生命体。几何曲面则传递了理性、规

矩、严肃、呆板等感觉。试验中样本1，6，13，15造型以

有机曲面为主，其余为以几何曲面为主。根据“愉快

—不愉快”实验数据绘制的柱形图，见图8，由此可见，

有机曲面对用户的情感体验有着积极的影响，以样本

19，20为代表的简洁的可展曲面组合会带给用户非常

愉快的情感体验。

5 结语

通过问卷调查与实验，就服务机器人形态的基本

要素对用户情感体验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从构成外

观造型的基本点、线、面等要素，着重分析了服务机器

人情感体验细节的形态设计要点，并由此得到如下结

论：实验证明服务机器人外观形态的美好程度对用户

的情感体验存在影响，并与其可接受程度成正比。形

态风格的趣味化与构成形态基本要素的形态语义相

关，是服务机器人情感设计的重要途径之一。服务机

器人情感体验细节设计指南：服务机器人抽象形式的

“眼睛”设计更能带给用户良好体验；服务机器人情感

设计过程中要尽量考虑运用曲线造型；有机曲面对用

户的情感体验有着积极影响，简洁的可展曲面组合会

带给用户非常愉快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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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愉快—不愉快”柱形图

Fig.8 Bar charts of happy-unpleasant

（上接第32页）

此，根据实际的家具生产特点还需对UV喷绘机器进

行专业性的改良。UV喷绘带来了全新的家具表面装

饰形式，也具有独特的装饰特点，在设计中合理的加

以应用，必定会拓展家具设计产品，促进家具生产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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