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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老年产品的通感设计

何景浩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郑州 450015）

摘要：以数字时代老年产品问题为出发点，通过数字化老年产品在日常生活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弊端，进行总

结、分析，归纳出数字化老年产品亟待解决的数字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通感设计的解决方式。尝试利用通感现象

给予数字化老年产品从功能、过程、使用诸方面加以改观，从而引导老年人适应数字科技的发展，最终达到享受数字

化产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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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aesthesia Design of the Elderly Products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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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roducts for elderly in the digital era, it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digital problems for

elderly products through a series of abuse in daily life, and finally proposed the solution of synaesthesia design. In order

to change the function, process and use for elderly products, we should convert digital products targeted for elderly

people to simple and familiar knowledge in respects of function, using and application through synaesth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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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经济持续高速

发展，我国已继发达国家之后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

中国的老龄化趋势仍在延续并持续加深。老龄工作

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这种情况为中国经济、社会、政

治、文化等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地影响。与此同时，数

字化旋风也如期而至，迅即覆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并且已经引发一场范围广泛的产品革命。当前社

会似乎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诚然，数字化给现实生

活增添不少色彩和乐趣，但同时数字化也为老年人带

来新的问题，给老年人生活增添了烦恼。

1 国内老年产品现状和问题

1.1 现状

电脑不敢开，手机不会用，短信不会看，取款机不

敢碰等，相信跟老年人有过共同生活经历的朋友，对

此类的尴尬事情不胜枚举。数字化现代产品给老年

人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同时也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使得曾经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年群体不

能平等享受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成为了“科技弱势

群体”，甚至出现“科技恐惧症”。就现今国内的产品

市场而言，相对于中青年消耗产品的日新月异，老年

产品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缺乏持续更新与设计改

良，值得生产商和设计师反思。

1.2 问题

1）产品较少且难以操作。普遍为传统延续下来的

产品和专有产品，如残疾人使用的轮椅、拐杖等转而成

为老年朋友行动的辅助产品。再则就是以保健和医疗

产品为主，而涉及老年人的文化娱乐和精神享受方面

的产品没有得到很好开发。即使存在一些老年产品，

生产厂家为了节约成本而继续沿用青年产品的习惯模

式，结果造成老年人难以操作或根本不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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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色彩过于单调、沉闷，造型语言生硬，无法给人

安全感、亲切感。

3）不能明确使用对象。市场上的老年产品由于

过于现代和时尚，使老年人无法判明使用环境及方

法，从而产生心理障碍，继而对这些产品产生抵触心

理

[1]

。

4）产品设计及配套服务不到位。生产商和设计

师在相当多老年产品上运用高科技，有时甚至变本加

厉，而在方便消费者理解和运用高科技产品上却很不

用心，缺乏相关地训导和服务

[2]

。正是由于目前这些

老年产品在设计、服务上忽略了老年消费者的特殊需

求，降低了老年人的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生产销售低

迷，周而复始形成老年产品市场的恶性循环。

5）通用设计。老年用品之间缺乏关联性，造成使

用上的相对隔断；整个社会缺少老年产品的整合设

计。虽然经过调查列举了老年产品出现的问题，但可

以肯定的是问题不仅限于此。在对这些问题仔细整

理后，发现相对突出的问题是：老年产品数字化给老

年人带来的麻烦。毫无疑问，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任

何人都无法回避数字科技产品的程度，老年人的生

活、娱乐和交流也越来越需要数字科技的支持。与老

年人有关的数字产品见表1

[3]

。

表1 与老年人有关的数字产品

Tab.1 Digital products relating to elderly

日常活动

休闲娱乐

保健

交流

学习

日常辅助

相关数字产品

娱乐 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CD机、VCD机、DVD机、MP3播放器、电脑、PSP

爱好 照相机、摄像机、电脑网络

旅游 照相机、电子地图、导航仪

检测 电子血压仪、电子体温计、电子温湿度计

保健 电子按摩器

通信 电话、手机、传真机、电脑网络

阅读 电子书、翻译机

书写 电脑、扫描仪

学习 电视机、VCD机、电脑网络

听写 收音机、录音机、复读机

计时 电子钟

记事 PDA

提醒 吃药定时器

生活 热水器、电茶壶、电冰箱、微波炉、电饭锅

救护 求救仪

据调查，老年人在日常生活遇到的问题超过50%

都是与产品的设计有潜在关联。其中只有 53%的人

经过良好的训练后才能很好地使用产品，以满足他们

的需求

[4]

。无疑这给设计师提出了新课题，纳巴罗指

出，设计应该更有包容性、兼容性。

2 通感设计弥合老年产品与数字化间的鸿沟

2.1 通感

从广义上讲，可以作为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生理

学、修辞学、哲学、词汇学等众多领域的概念，设计中

的通感现象主要与文学上的通感修辞关系密切

[5]

。文

学上对于通感修辞的解释，是用形象的词语使感觉转

移，把适用于甲类感官上的词语巧妙地移植到乙类感

官上，使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觉彼此相通。通

感形成的基础，在于审美主体一种感受的实现，客观

上有多种途径可以传达，但殊途同归，令人体会到的

是同一种结果

[6]

。

2.2 通感在老年产品设计的运用

从产品文化脉络、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分析来

看，提供一种能够老年使用者理解、区分和评价的沟

通是非常必要的。数字化产品复杂系统的“行为”是

认知因素和逻辑过程的结合

[7]

，因此，通过通感现象来

重塑老年人的认知和操作逻辑。利用产品间的感觉

何景浩 数字化老年产品的通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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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依靠产品之间的相似性，包括功能的相似性、使

用过程的相似性、操作方式的相似性和工作原理的相

似性。这种互换，可以是直接地相互置换，也可以是

转借与学习

[8]

。

2.2.1 使用替代

老年人由于生活的时代、社会经验及环境与当今

的发展存在一些脱节的地方，其中数字化产品尤其突

出。如何让产品数字化无形的利用其使用方式的相

似性，将其转换成有形物化的产品。如何形象贴切地

将一种产品的操作方式或者工作原理转化应用到另

一种产品上，就完成了一个生动的通感设计。老年人

电脑见图1

[9]

。

相对于DOS这样的字符串界面而言，Windows已

经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这种图

形界面还是过于复杂。这款产品将电脑的几个主要

功能分门别类储存在几个“模块”里面，每个模块都对

应着电脑上面的插槽，用户可以通过模块来启动特定

的功能，并利用触摸屏直接对数据进行拖拽。

2.2.2 功能转借

是利用产品功能与其他产品功能之间的相连性，

可以是整体功能，也可以是比较关键的局部功用。不

同类别的产品，在不同的领域为人们提供服务，利用

这种相连性进行转借而互相联系起来。老年产品可

以利用老年人已有的生活经验，将其曾经熟悉的使用

功能转借到数字产品中。

自动药箱见图 2，这是一款提示健忘的老年人按

时吃药的提醒药盒。事先由主治医生给药盒基站配

好药，待到吃药的时间，药盒产生振动，用语音提醒病

人吃药。把药盒放回基站，基站会自动给药盒补充药

剂，并补充电力。让配药、吃药及时间这些琐碎而耗

费眼力、记忆力的过程，就像做饭放盐、辣椒等调料一

样如此地顺其自然、方便。

2.2.3 过程转换

由于现代化产品黑箱化，导致老年人对当今数字

产品产生畏惧心理，关键性因素是他们不能明确看到

产品的操作过程和预测未来的结果。因此，可以将数

字产品的操作过程替换为老年人日常熟悉的活动上

来，以消解对数字化产品未知过程的抵触心理。老年

人手机见图3。

大头贴电话则通过头像照很好替代按键号码。

把配有多个内置RFID芯片将特定的通讯信息存储在

相应的头像里面。使用的时候，只要将芯片贴到电话

的拨号键上然后按下去，就可以自动接通相应的电话

了。这种拨号方式省去了老年人寻找并播出电话的

繁琐程序，只需要记住长相就可以轻松使用电话。

3 结语

数字时代积极主动的研发适合老年人自身需要

的产品，丰富老年用品的市场结构，已经成为解决中

国老龄化社会问题的一种主动性措施之一。利用设

计的手段将数字技术融入老年产品，通过合理的设计

来有效引导和改变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这正是设计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老年数字产品设计中巧妙地运

（下转第50页）

图1 老年人电脑

Fig.1 The computers for elderly

图2 自动药箱

Fig.2 Auto kits

图3 老年人手机

Fig.3 The mobile phone for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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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和指端弧形设计，才能操作舒适。按键应凸出

面板一定的高度，过平不易感觉位置是否正确，如健

身车的手握心率按钮就突出把手一定的高度。各按

键之间应有一定的间距，否则容易同时按着多个按

键。

3）脚操纵器。主要有 2种形式：脚踏板和脚踏

钮。脚踏板的形式分为直动式、摆动式、迥转式（单曲

柄和双曲柄），健身车上选用的是双曲柄脚踏板，它能

连续转动且省力。用脚掌去控制脚踏板，才能保证骑

车的舒适性和效率。健身车的双曲柄脚踏采用坐姿

操作，操作时一般脚蹬采用的阻力为 14 N/cm

2

。当脚

蹬用力小于 227 N时，腿的最佳折曲角为 107°；当脚

蹬用力大于 227 N时，腿的最佳折曲角为 130°；而且

脚踏板的表面设计成齿纹状，以避免脚在用力时滑

脱。脚踏板上设计有脚带，根据健骑者脚的大小可进

行脚带调节。

6 结语

总之，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追

求健康成为人们的第一选择，健身器材的使用率越

来越高，所以必须能够提供给消费者具有优良人机

关系的家用健身器械，通过对家用健身车人—车系

统的研究和分析，使家用健身车的设计不断朝着科

学、安全、美观、轻巧的方向发展，提高健身车的人机

功效，满足当代消费者的审美心理，是家用健身车设

计的追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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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感，缩小产品技术与老人间的距离，赋予老年产

品全新的体验，最终设计出符合老龄人群心理和生理

需求的新时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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