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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交互理念的家居产品设计研究

陆琬青，张凌浩

（江南大学，无锡 214122）

摘要：以交互设计理念正不断应用于各个领域为切入点，在理解交互设计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在设计领域

中应用与传播的过程，并着重探讨了交互式家居产品的类别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交互式家居产品设计需在体

验设计、情感化设计等多种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以及在满足可用性、易用性的同时，还应注重用户的心理需求，适度

的运用交互技术，使交互理念更轻松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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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pt of interactive design is continuously applied to various domains. Take this phenomenon as a

inter point, and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e concept of interactive design, it analyzed the process how the

concept was used and spread in the design field. It also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active products. Based on

this, it put forward an idea that the design of interactive products should be guided by experience design, emotional

design and so on. Meanwhile, the design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usability, but also emphasize the users'

psychological needs, to apply the interactive design moderately and get this concept to people's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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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境中交互技术的应用态势呈显著上升

状，2008年，飞利浦公司推出 Living Colors家居照明

系列产品，这款灯具通过调节色彩与光线营造出千

变万化的家居氛围，带给人与众不同的视觉感官和

心理体验。同年，在 BETWEEN ON & OFF概念数码

产品展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智能开关——“Just Draw

It!”，在连接灯具等电器之后，用户只需在面板的时间

轴上进行涂画，便可轻松设定电器的使用时间。打

破了传统开关的操作模式，使“开-关”这一动作智能

化、人性化。由此可见，交互设计所涉及的领域不再

仅限于人们普遍认识的信息设计、电子产品设计、网

页设计、UI设计中，其范畴也并非只是对人机交互、

用户界面、用户体验的研究。交互设计的理念正逐

渐应用于家居产品设计领域，除人们普遍认知的智

能家电外，其他家居小产品也在设计中注入交互式

的使用方式。

1 现代家居产品设计中交互理念的凸显

交互设计的核心理念是产品需有较好的可用性

及用户体验

[1]

。交互设计的目标之一是为用户开发可

用、好用、想用的产品，满足最基础的功能层面的使用

需求，让其能够安全高效的完成操作；目标之二则是

为用户提供多重的感官、情感、思维、行为体验。这 2

个目标之间，可用性目标是实现用户体验目标的客观

基础，用户体验目标更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不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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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同一产品的感受与评估因人而异。交互设计概

念传播示意见图1。

随着交互设计与人机工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

等学科的交叉，交互设计的理念也逐步推广到设计的

各个领域及方面。交互观念融入设计学之初，限于3C

产品设计、UI设计、网页设计，研究重点是人机交互方

式；后来逐渐应用在多媒体设计、智能家居设计、环境

设施设计、包装设计等领域，此时则注重以心理学角

度分析用户的需求，注重用户体验

[2]

。在与其他学科

相互交融、相互影响下，交互设计的范畴也在不断扩

大，已远远超出人们普遍认识的范围。

2 家居产品中的交互理念

家居产品以家庭生活为使用背景，具有特殊性。

在此环境中的物品，“实用”仅仅作为最基础的需求，

更主要的关注于为使用者提供良好的视觉、触觉、听

觉等精神层次的情感体验，让使用者能够在家中得到

舒缓、舒适、惬意的感受。至此，情感、心理需求逐渐

成为家居产品的深层目标。在这种用户需求的导向

下，家居产品设计过程中，通常会融入以下几种交互

理念。

2.1 情感化

现代家居产品设计时，在使用方式、过程等方面

更加关注其带给使用者的视觉体验、情感体验、互动

体验等

[3]

。这些多重感官的体验，能够给使用者带来

富有新意的感触，唤起使用者的共鸣，亦或是激起使

用者参与的兴趣。Touch拖鞋见图2，设计目标是使儿

童能够跟随大人的脚步来学习走路，并通过这双鞋子

来激起孩子学步的兴趣。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穿上

鞋，一来孩子更有安全感，二来家长不会错过孩子学

会走路这一具有纪念性的时刻。同时，这也是增进亲

情的良好方式。

2.2 人机交互

家居用品在设计时，需参考大量人体工学数据，

以求使产品更贴近人的身材比例、空间需求。此外，

还更加注重产品与使用者之间的互动性，关注其潜在

的心理、行为需求，采用有效的信息反馈、交互方式。

此类产品一般采用电子技术使产品的运转状况、操作

方式等通过界面设计呈现可视化状态，来完善产品的

功能。Save & Safe插座见图3，将插头插入插座中，可

避免儿童不慎将液体泼洒在墙壁上，流入插口中。使

用时通过旋转插头来接通电流，此时周边圆形的感应

灯光亮起，提示线路通电。拔去插头时，插座将自动

逆向旋转复位，并同时切断电流。

3 交互式家居产品设计概述

3.1 交互式家居产品设计的含义

在交互设计与情感化设计、体验设计等设计理念

具有共通性的基础上，交互式理念自介入家居产品设

计之初，即注重将新技术、新科学、用户体验等因素纳

入家居产品设计考量的范畴，使得信息时代下的新科

技可以更好的为用户服务，满足用户的需求。

笔者将具有交互式理念的家居产品理解为交互

式家居产品。在此基础上，则可将交互式家居产品理

解为具有情感的、注重用户体验、便于用户使用的家

图1 交互设计概念传播示意

Fig.1 Spread schemes of interactive design concept

图2 Touch 拖鞋设计

Fig.2 Touch slippers

图3 Save&Safe插座设计

Fig.3 Save & Safe socke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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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产品，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心理需求，

使家居产品与用户在使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产生更

深层次的交流。

3.2 交互式家居产品设计的类别及特征

3.2.1 智能家居环境系统

智能家居环境系统是早期交互式家居产品设计

的一种主要方式，它是借助于互联网来实现的庞大的

智能家居体系。智能家居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它

一般是以住宅为基础平台，将家庭中各种相关的通信

设备、家用电器、安全装置连接成为一个高效、安全、

便利、环保的居住环境系统，构建成具有高度人性化、

智能化的生活空间，让家庭生活更加舒适、节能

[4]

。

“Just Draw It”智能开关见图 4，属于智能家居环境系

统，它的特点是网络多种家用电器，整合调整及控制

其工作状态，合理运用资源的同时，为用户提供便利

的使用方式。

智能家居环境系统具有以下特征：（1）家庭设施

自动化，家庭中具备完善、综合的智能控制器，集成控

制家中的电器产品；（2）网络家电、信息家电，家庭内

部的家用电器组成内部网络，并与外部的互联网相连

接。智能家居系统的住宅家庭，与小区及社会设有具

备高度的信息交互能力的网络系统，为家庭提供多种

完善、安全的综合性服务

[5]

。

3.2.2 单一小型家居产品

这里所指的单一小型家居产品针对智能家居环

境系统而言，是一些独立工作的产品。一种是小型智

能产品，包括灯具、时钟等最初使用状态下运用到电

能的产品，也包括为使用方便而需要用到电能的新型

电子产品及电器，诸如采用投影技术营造动态壁纸效

果等隐藏、虚拟的家居产品。另一种是运用交互理念

的传统家居用品。

这些交互式家居产品具有以下特征：（1）产品有

很好的辨识性及操作性。良好的交互式家居产品，不

会选用过于复杂的使用方式，常常从形态、色彩、材质

等直观要素上对用户进行功能的提醒。‘+/- hot plate’

餐盘设计见图 5，设计师将可以发热的电路印刷到盘

子的表面，用低压电源来供电，加热或保温盘里的食

物。（2）产品范畴涵盖多种使用环境需求。充分考虑

人—环境—产品之间的协调性，根据不同环境、场所

下，人行为需求的不同，赋予产品特有的造型特点。

袖套毛毯设计来源是天气冷时，躺在床上看书的人总

是会觉得手凉，一面想要把手放回被窝里面取暖，一

面又希望可以继续看书。袖套毛毯正是从这个小细

节入手，让毛毯上多出两只“手套”，为读书的人提供

便利。此件交互式家居产品，首先在功能上解决了

“手冷”这一问题，其次在解决需求的手段上，选择了

与使用环境、用户需求最为接近的方式。（3）产品本身

具有情感。产品在操作或使用时，会传达出自己的情

绪，拥有“喜怒哀乐”，产品的一些反馈信息可以为用

户提供良好的使用感受。Riant电子秤见图6，是一个

会对体重发出警告的电子秤，假如使用者的体重过

重，它就会发出尖叫似的警告提醒。使用者在听觉及

视觉的共同提示下，更为直观地了解自己的体重状

况。（4）产品关注用户的心理及情感需求。家居产品

设计注重舒适度、情感化、情趣性等人的行为、心理需

求细节的设计。交互式家居产品，以家居产品本身的

宗旨为设计目标，在此基础上，适当采用交互技术来

完善这一目标。例如：有一款钥匙见图7，它可以随时

图4 Just Draw It 智能开关

Fig.4 Just Draw It smart switch

图5‘+/- hot plate’餐盘

Fig.5 +/- hot plate′dish

图6 Riant电子秤

Fig.6 Riant electronic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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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用户门是否关好，这个设计的存在是基于对一种

潜在心理的分析——人们经常会怀疑家门是否锁

好。这把钥匙的工作原理是：在钥匙的把手处有一个

挂锁图标，该图标的关闭、开启状态与门锁相对应。

因此，门的开关状态可以通过钥匙迅速辨别，用户则

不需在出门后，反复怀疑自家的门是否关好。这样的

产品还有很多，它们都是在分析用户的行为及心理需

求后产生的。

4 交互式家居产品的设计方法

4.1 以多重理论指导设计

现代家居产品设计是在多种设计理论指导下完

成的，要实现产品的可用性及家居产品特有的用户体

验目标，应当在交互设计概念的背景下结合通用设

计、情感化设计、体验设计等常运用在家居产品设计

中的理论。交互设计概念与其他设计方法相互结合，

见图8。

交互设计与通用设计共同强调设计的可用性，二

者都认为产品要让使用者可以灵活、简单、直观的使

用，同时都强调人、产品、环境三者之间应当相互协

调，从而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家居产品在可用性

的 3个层面即能用、好用、想用上，应至少定位在“好

用”这一层。家居环境应提供给用户较好的舒适度及

愉悦的使用方法，让其以更便捷、舒适的途径来使用

产品。

交互设计还与情感化设计、体验设计有着诸多共

同点。它们除了要求产品的可用性外，更加注重精神

层面的设计

[6]

。以人性化为基础，从感性的角度思考

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采用用户体验、角色扮演

等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此外，拉近使用者与产品之

间的距离，使其产生共鸣也是上述 3种设计理念的共

同目标。唐纳德·A·诺曼从心理学角度入手剖析情感
化设计的本质，他提到情感化设计的3个维度是本能、

行为、反思，这些都是基于对用户心理、人类行为的研

究。同时，在体验设计的概念中，强调产品或服务设

计应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用户的操作习惯，让用户

更方便的使用。

4.2 以用户为中心设置适度的体验

在家居产品设计中融入交互设计理念是一种设

计方法和趋势，但并非所有的家居产品都需要成为交

互式产品。诺曼在《设计心理学》中提到，好的设计并

不一定是要具有诸多强大的功能，也并非等同于技术

的累加。因此，避免设计出无谓的交互式家居产品，

需要先做到一点——停止设计师主观的天马行空，从

用户出发，观察用户的行为，确定用户的切实需求。

在确定目标用户群后，与他们一同进行设计，随时更

改设计方案

[7]

。

4.3 以环境的为背景采用切实的技术

家居产品通常会受到环境的制约，因此交互式家

居产品在设计时需注意家居环境特点对产品的影

响。从家居产品的基本特点出发，即安全、舒适、适

用，应避免运用过分夸张、不适合环境氛围的技术。

并非所有的高新技术都适用于家居产品设计中，有些

利用太阳能、或以环保为主题的产品，在实际的运用

中不仅不能达到预计的效果，反而在无形中造成了资

源的浪费。所以，应当在充分考虑使用环境的前提

下，让产品在用户的使用过程中达到设计初衷。

4.4 将产品的主动权交还给用户

一般产品在设计时，通常会被设计成完整的产品，

用户得到的产品很少能对其做出变动。家居产品在设

计时，设计师可以尝试将产品设计“一半”，把“另一半”

交还给用户，由他自己来决定产品的样式、功能等。“一

（下转第49页）

图 7 能随时告知用户门状态的钥匙

Fig.7 The keys which could immediately tell you the state of the

doors

图8 交互设计概念与其他设计方法相互结合

Fig.8 Combine the interaction design concept and other desig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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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意图、执行动作或感知反馈信息的各种通信方法，

如言语、眼神、脸部表情、唇动、手动、手势、头动、肢体

姿势、触觉、嗅觉或味觉等。

3D-vision（三维空间动态成像技术）是近年来在

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型展示技术，该技术可以使立体

影像不借助任何屏幕或介质，而直接悬浮在设备外的

自由空间，观众可以不佩戴任何辅助工具，接用裸眼

观看立体影像，还可以用手操作让它旋转，从任意角

度观看（电影“阿凡达”里就有这样的展示）。虚拟现

实的目标是用计算机技术生成一个虚拟的模拟真实

世界的环境，使操作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可穿戴

计算机和移动手持设备的交互，使得身着可穿戴计算

机的用户在身处复杂的展示空间的时候，可以找到展

品、路径等相关信息。

5 结语

人机交互是展示设计的发展方向，它采用多通道

用户界面、计算机协同工作，三维人机交互等高科技

的交互手段，为观众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观展互动

体验。人机互动通过调动现场观众的听觉、视觉、触

觉甚至嗅觉的刺激，极大的提高观众的参与度，使整

个展览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国内人机交互与展示

设计的结合刚刚起步，尚且存在不够完善和有待提高

的地方，因此必须继续坚持自主创新，同时探索如何

将现有技术和多媒体展示相结合。基于对展示的主

客体的正确理解和分析，选择合适的设计策略，以达

到预期的展示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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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y Development[A].Proceedings of 2010 Second Asia-Paci-

fic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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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并不意味不完整，只是它以不完整的形式来邀请用

户一起来完成剩余的“二分之一”。当用户为剩余部分

设计时，他或许会感受到产品本身不能带来的体验，这

种交互方式让用户不是面对一个自己没有自主权的产

品，而是通过参与使产品能为自己所用。

5 结语

将交互设计理念运用在家居产品设计中，最初体

现的形式是智能家居体系，但在后期的发展中，家中

的任何产品都可以用交互设计的理念进行设计。此

时，如何合理运用则成为设计时考量的重点，以交互

设计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结合家居产品对情感化、人

性化更好的要求，才能设计出有必要、有情趣、宜人易

用的交互式家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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