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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学生群体的手机外观设计认知研究

王 毅

（陕西科技大学，西安 710021）

摘要：以认知心理学语言为基础，分析了手机产品的设计方法，并结合实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大学生群体所选用

的手机从造型、材料选用、色彩搭配等方面展开调查和分析。论述了心理学理论对于手机设计方法的价值和意义，

进而分析了信息收集和储存对于手机设计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验证了大学生消费群体的共同认知偏好，并提出

了针对这一特定消费群体的手机设计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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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cognition psychology as the foundation, it analyzed the design method of mobile phone.

Combined wit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procedure, it carri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odeling, material

and color of mobile phones selected by university students. It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psychology theory regarding

the design method of mobile phone, and then analyzed the feasibility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storage. Based on the

mentioned research foundation, it confirmed the common preferenc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proposed the mobile

phone design information system specific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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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设计体现着一种符号的现象，可以说是通过

设计符号实现的一种特定的传达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设计师将有目的的构成所承载于手机这一产品中

的文化价值，并忠实地传达给广大的消费者，来实现

对他们如期的驱动

[1]

。虽然手机自身的功能和结构并

不是十分复杂，但它却逐渐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

素之一。对于十几岁的孩子和年轻人来说，手机已经

到了令他们狂热的程度。因此手机在设计中持有特

殊和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于手机设计的信息认知分

析具有典型的意义。

1 消费者对于设计信息的认知心理

对于各类不同信息的接收、加工和交流可以将其

称之为人的心理活动。设计师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

也依靠着设计信息的不断传递，而这种信息传递要求

连续、准确、清晰。也就是说，产品的设计信息要能够

准确、简便地被消费者理解、认知，使消费者与设计师

之间达到一种心理上的交流与契合。

如果想要使产品自身更加人性化，应将设计信息

最大化的传递交流。设计师必须从消费者的角度出

发进行思维活动，并同其行为联系起来，构架出消费

者对一个产品的使用知识以及其他必要知识，最终减

少消费者使用产品时学习的知识量和难度

[2]

。所以对

于提升产品设计和信息设计的要素，就需要了解消费

者在使用产品时的认知方式，心理活动。

认知过程是个体认知活动的信息加工过程。认

知心理学将认知过程看成一个由信息的获得、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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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提取和使用等一系列连续的认知操作阶段组

成，按一定程序进行信息加工的系统

[3]

。信息的获得

就是接受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刺激信息，感觉的作用就

在于获得信息。信息的编码是将一种形式的信息转

换为另一种形式的信息，以利于信息的贮存、提取、使

用。个体在知觉、表象、想象、记忆、思维等认知活动

中都有相应的信息编码方式。信息的贮存就是信息

在大脑中的保持，在记忆活动中，信息的贮存有多种

形式。信息的提取就是依据一定的线索从记忆中寻

找所需要的信息并将它取出来。信息的使用就是利

用所提取的信息对新信息进行认知加工。

2 大学生手机外观数据分析

被测试的对象全部为陕西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和

本科生，均为在校大学生，回收的有效问卷一共为 50

份，其中男性31名，女性19名。

2.1 外观材料与性别、年龄、月消费状况的关联分析

外观材料与性别见图 1，男性对外观材料的排序

为：磨砂质感>钛合金>镁合金>铝合金>半透明塑料>

光亮质感>不同材料搭配>真皮。女性对外观材料的

排序为：钛合金>磨砂质感>铝合金>镁合金 >光亮质

感>不同材料搭配>半透明塑料>真皮。

金属材料在手机上的运用还是得到消费者认

可。因为金属不仅耐摔，而且本身就会给人以高贵的

语义。但出乎意料的是真皮材料的得分最低，受到了

所有人的排斥，而且“不同材料搭配”这一项也排在倒

数第2和第3位。

30~35岁年龄组对“不同材料搭配”打分最高，17~

20岁年龄组对“真皮”打分最低。对于“表壳采用真皮

材料”一项，不同年龄组差异较大，25~30岁与 30~35

岁年龄组呈正向态度，其中 25~30岁年龄组态度较为

积极，而25岁以下年龄组则呈负向态度。

外观材料与月消费者状况见图 2，从数据和曲线

图可以看到，消费者水平在 500~1 500元之间的消费

倾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看作是大众市场。而消费

者水平在 1 500元以上的消费倾向则和其他 4个有差

异，这是由产品生命周期中的革新者的身份决定的。

突出的不同点在于其他几个得分高的（钛合金）和其

他几个得分低的（光亮材质）与其正好相反，体现了革

新者不依常规，求新求变求异的精神，也体现出创新

者对潮流的引领作用——总是走在潮流的前面。

2.2 手机显示屏与性别、月消费的关联分析

手机显示屏与性别、月消费见图3~4，对于手机显

示屏的问题，男女的态度比较一致。都是：分辨率高>

显示屏大>可触摸>有色玻璃>装饰纹样>其他形状。

男性对于显示屏的尺寸大小相对女性来说兴趣

更高，女性对分辨率高的显示屏则更有浓厚的兴趣。

前3项的得分较高，后3项的得分较低，因此在产品开

发时应重点考虑前 3项的信息传达。在考察 1 000~

1 500元与 800~1 000元这 2个消费群体，在“分辨率

图1 外观材料与性别

Fig.1 Exterior materials and gender

图 2 外观材料与月消费者状况

Fig.2 Conditions of appearance materials and consumers

图 3 手机显示屏与性别

Fig.3 The screen and gender of mobile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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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与“显示屏大”上两者有着相似的态度，而手机的销

售应在这2种消费档次的人群之间顺利过渡。因而，在

产品开发时，无疑要凸显手机的这2个方面的特性。

2.3 手机按键区与性别的关联分析

手机按键区与性别见图 5，可以看出性别因素对

以上手机按键区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男女大学生的

态度比较一致。尽管差异不明显，但对态度指数均

数的分析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差别。总体来看，所

有的题目平均分都在 3分以上，态度值都是正向的，

“采用尽量少的按键”以及“按键区能隐藏”是最受欢

迎的，而“键盘能够拆卸”关注度最低。相对而言，男

性对按键少评价最高，这也正体现了男性对于简练

外观的诉求，而女性对按键区能隐藏兴趣最大，这也

迎合了女性“求便”的心理特征。产品造型上来讲，

以上共同点就是对外观形态要求的简洁与洗练，无

论是按键的最少化还是把按键区隐藏，结果都是手

机外表面的整洁。

2.4 对手机整体形状与性别、接受价位的关联分析

手机整体形状与性别见图6，总体来讲，性别的态

度差异不明显。无论男女，对手机“薄”的呼声最高，

对“小”的要求紧随其次。对于硬朗的和圆润的外形，

大学生比较倾向于圆润的形态，这也是一种民族的审

美倾向

[4]

。态度指数均数分析：在“外形普通”这个选

项上，3 000元以上价位组与 800~1 200元这一组无明

显差异。在“外形奇特”这个选项上前者态度较之后

者要明显的积极，说明前者的求新求奇的审美倾向更

强烈，敢于追求新事物，而后者则相对要保守。在手

机的“薄”、“小”的选项上，1 600~2 000元这个价位组

的态度相对其他组要积极，这一组是大学生手机消费

的主流力量，他们代表了目前主流消费态度，对于最

后 2项“能够变形”的选项，1 600~2 000元与 2 000~

3 000元这 2组相对其他组态度积极，而这 2组恰恰是

大学生手机最重要的人群，可以作为开发的参考。

2.5 手机整体色彩与性别、年龄的关联分析

手机整体色彩与性别见图7，可以看到，色彩排序

为：银色系列>蓝色系列>白色系列>红色系列>黑色系

列>黄色系列。银色系作为现今的流行色被大家一致

认可是可以预见的，比较中性的蓝白两色系的认同度

也比较高，对于黄色系的认同度最低。黑色和红色系

图 4 手机显示屏与月消费

Fig.4 Mobile phone screen and on the consumption patterns

图5 手机按键区与性别

Fig.5 The keypad and gender of mobile phone

图 6 手机整体形状与性别

Fig.6 The overall shape and sex of mobile phone

图 7 手机整体色彩与性别

Fig.7 The whole color and gender of mobile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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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别认知不同也差别不大。

不同年龄的人对整体色彩方案的意见相差不多，

但在“整体采用黑色系”的态度上呈正比。年龄越大

的人认同度越高，年龄越小认同度越低，说明随着年

龄的增长，大学生的性格也由活泼趋向成熟对色彩的

爱好也趋向于稳重。

2.6 大学生手机外观总体设计效果的模型

综合以上对手机外观材质、显示屏、按键等，可以

得到大学生关于手机外观的总体方面的认知：（1）材

料。应该首选采用表面磨砂质感的金属材料，如果要

进行产品档次系列划分，可以将钛合金使用在高端产

品上，将铝合金使用在低端产品上。虽然“真皮材料”

受到大家的冷落，但仍要看到年龄大的组别相对于年

龄小的组别态度指数要高，因此，如果产品要体现的

是稳重、事业成功等相关诉求时，可以考虑使用真皮

材料

[5]

。（2）显示屏。对于当今的产品设计开发，尺寸

大和分辨率高的屏幕会被较多地采用，有选择性的使

用触摸屏幕。如果考虑要吸引800~1 500元/月的消费

群体，则要凸显前2个要素。如果是针对男性市场，则

一定要强调屏幕大，如果针对女性市场，高分辨率是

必要的。（3）按键。在开发按键时应重点考虑按键的

最少化和按键区的隐藏性。按键材质则采用软性塑

胶材质；按键的颜色要与手机的整体颜色体现出一定

的差别。如果是针对女性市场，则手机操作上一定要

简洁，不能太过于繁琐。（4）整体形状。对于整体形状

而言，应要尽量体现出手机的“轻薄”，其次要体现出

“小巧”，机身整体显得圆润。（5）色彩。对于手机整体

的外观色彩，银色系为认同度最高的色彩。红色系与

黑色系由于性别差异导致不同的认知，使用时需要引

起注意，调查同时也显示出消费水平越高，对红色系

的喜爱程度也越高

[6]

。而黄色系则尽量避免使用，对

于黑色系，由于它与年龄呈正比，所以，如果是针对低

年级的大学生时，应该考虑降低使用频率。另外，对

于手机色彩的自主性，大学生希望能DIY自己手机的

色彩，以体现出一种个人的识别性。此外，色彩数量

不宜过多，在色彩上体现出简洁的特点。

3 结语

笔者的研究工作围绕基于大学生这一特殊消费

者群体，对手机产品的信息认知而展开，运用工业设

计原理、认知心理学、设计符号学等多学科知识点进

行交叉分析。对消费者认知偏好的信息研究进行了

验证，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手机产品的造型特

征进行了实际的定义与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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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突破，多角度全方位地考量，才能使研发的产品在

市场上走得更加稳健和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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