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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无意识行为的概念及特征，指出无意识行为是人情感最自然的流露，是思想的直接传达和需求的外在

表现。将用户无意识行为融入交互设计，进而分析了用户无意识行为在交互设计中的价值。利用无意识行为具有

满足用户隐形需求、丰富产品种类及感动用户内心的优势，将用户的无意识行为转化为设计元素应用于交互设计

中，从而探索了新的交互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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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laborate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nconscious behavior，point out that unconscious behavior is the

most natural outpouring of emotion and it is the direct communication of thought and needs of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Mix the user′s unconscious behavior into interaction design, describe the value unconscious behavior in

interaction design, take the advantage of the user′s unconscious behavior to meet the user internal needs, rich product

ranges and move the user. Conversion user′s unconscious behavior into design elements and used in interaction design,

so as to provide a new desig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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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反映人需求和情感的直接体现。通过研究

用户的无意识行为，可以了解交互行为中用户的行为

方式、情感反应以及产品给用户带来的影响，设计师也

可以从中获得设计灵感，使用户、环境及产品三者达到

和谐统一的状态，此时设计也可发挥最大价值。

1 无意识行为解析

1.1 无意识行为的产生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把人的精神意识分

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

[1]

。其中，无意识是指那些在

一般情境中几近于本能产生的或几乎不会进入意识层

面的东西，其所引起的行为被称为无意识行为。

无意识行为是人普遍存在的一种意识行为，是人

本能的最直接体现，是生活中由经验意识所慢慢积累

的结果。在生活中当人们与周围环境接触时会自然

的做出一系列行为，这些行为通常是人们没有注意到

的，它们长期以来融于生活中，形成习惯，影响着人的

行为和生活。

1.2 无意识行为的特征

通过对人无意识行为的分析可以发现，无意识行

为具有普遍性、丰富性和隐藏性等特征。普遍性:几

乎每个人的行为活动中都有无意识行为的存在，无意

识的行为活动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并渐渐融入生

活习惯中。丰富性:据分析报告指出，如果将人类的整

个意识比喻成一座冰山的话，浮出水面的部分属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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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范围，约占意识的5％，而95％隐藏在冰山底下

的意识属于无意识的范畴

[2]

。可见，人的无意识占据了

整个意识中的大部分，是一个丰富多彩的部分。隐藏

性:无意识行为普遍存在于人们生活中，往往是在一定

情境下自然流露的，是不引人注意的。例如生活中的

无意识行为，见图1。使用翻盖手机的用户，当无聊时

手会不停的翻动手机盖；有些人在思考时会不知不觉

的用双手托住下巴；在车站等车时，不安的心理因素会

让人握紧随身携带的包或者不停的低头看手表上的时

间；人在忘记带纸的时候会在手上记录；使用一次性纸

杯时，会揉捏空杯子或是留下咬过的痕迹等。

1.3 无意识行为的转化

对用户来说，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行为不会引

起特别的关注，但作为设计师却不然。他们可以通

过观察生活并运用设计的手法，将人的无意识行为

转化为设计元素呈现在用户面前，从而带给用户意

想不到的使用体验。将用户的无意识行为转化为设

计概念，有利于用户在使用产品时“不加思索”，自然

地领会设计师所要表达的产品含义

[3]

。例如在雨天，

当人进入餐馆等公共场所时，会将随身携带的雨伞

放在一旁，但是当离开时却时常忘记带走，因此需要

一个设计通过用户的无意识行为来提醒他们在离开

时携带雨具。Dangling雨伞，见图 2，当用户顺手把雨

伞悬挂至桌边的时候，伞柄部位会有“DON’T

FORGOT”的提示字样，这种设计就是对无意识行为

的转化利用，通过这一改变可带给用户有意义的结

果及体验。

2 无意识行为在交互设计中的价值

2.1 产品的多样化

产品多样化不仅是在横向上扩展产品种类，而且

在纵向上丰富产品的个性。日常生活中，人们形成了

许多特定的无意识行为习惯，使用者的无意识行为与

产品本身的物质特性之间隐藏着多种可能性。设计

师对使用者的使用行为深入研究，找到这些“多种可

能性”并将它们转化为实体产品在造型及功能上的创

新点。发掘用户的无意识行为，将用户自身最熟悉的

行为方式转化为设计元素形成新的产品，丰富产品个

性，使产品设计趋于多样化。

2.2 满足用户的隐性需求

在设计中，设计师往往会去刻意追求产品的附加

价值，绞尽脑汁的去想如何产生更加美妙奇特的用户

体验来取悦用户。然而实际上，已在人们生活中存在

的行为或在意识层面内早已形成的元素，往往是最容

易满足用户需求的，也最容易与用户产生共鸣。以等

车这一日常行为为例可以发现，人对外界环境的不安

全感，会使人紧紧握住随身携带的包或者不停的低头

看时间，同时人在等车劳累焦躁时，会无意识的寻找

一个身体的支撑物来缓解站立时的疲劳感，靠栏杆这

一动作是人隐性需求的自然流露，见图 3。敏感的设

计师就顺应并利用用户这一无意识行为，设计了一些

可供用户倚靠的公共设施，来缓解人在等车时的劳

累，见图 4。设计师将用户的隐性需求化暗为明产生

的不仅仅是自然、和谐和实用的设计，同时也是一个

深得用户满意的设计。

图1 生活中的无意识行为

Fig.1 Unconscious behavior in our life

图2 Dangling 雨伞

Fig.2 Dangling umbrella

图3 公交站台

Fig.3 Bus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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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感动用户内心

在交互设计的研究中，产品与用户之间所产生的

情感体验尤为重要，情感传达与交互设计有着密切的

联系。“好的设计应该不只是满足功能，更需要激发出

人积极的情感，让设计与使用者之间建立情感联系

[4]

”。

人的无意识中往往渗透着意识，在感性中交织着

理性，其中又凝结着人的情感

[5]

。人与人之间，人与物

之间通过一个无意识的细小行为可以传达出隐藏的

感情。例如：人对手中的一件物品爱不释手时，会不

停地抚摸；女孩子往往将心中的秘密写在带锁的日记

本中；情人之间通过相互拥抱来体现心中的爱意。可

见，人类有时将心中的情感隐藏在行为中。设计师与

其去营造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不如放大人们的亲身

体验，这样更容易打动用户。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有结婚送红包的习俗，设计作品“Have a lovely

baby”，见图5，改变了传统红包的纸质材质，巧妙地运

用双手传递红包这一行为动作，将“早生贵子”的寓意

融入其中，这样传递的不仅仅是一份礼物，更为新婚

夫妇含蓄地传递了真挚的祝福。将用户的无意识行

为放大并转化为产品，产品的设计在满足用户内心需

求之时，也令用户感动。当产品物有所用并从情感上

打动用户时，才会深入人心。

3 无意识行为在交互设计的应用

无意识行为在设计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将无意

识行为融入交互设计中可以为交互设计带来新的设

计理念，为用户提供自然的用户体验。

3.1 设计回归用户直觉的外观造型

从用户的无意识行为层面展开设计，回归用户的

直觉感受，使用户在直觉层面抓住产品的设计意图，

达到一种用户都可以感受到的情感体验

[6]

。深泽直人

为东芝设计的MP3播放器，见图 6，他通过观察发现，

人们习惯将播放器的耳机线缠绕在机身上，无意识中

形成了一种形式美，这一现象触发了他的设计灵感。

他顺应人的这一无意识行为，将MP3播放器的造型设

计为如同被电线缠绕一般，也像打了一半就停止的毛

线球，把用户无意识行为所产生的结果静态化，塑造

成不仅让人倍感亲切同时具有遐想空间的产品造

型。从造型上打破了传统播放器的造型，新颖有趣。

3.2 建立顺应用户行为的操作方式

1）设定操作的优先顺序。人的无意识行为是在

长期生活中积累的一种习惯性行为，从人的行为出发

的操作方式是符合用户使用习惯及认知习惯的。顺

应人的使用习惯而设计的操作顺序，使得人与产品之

间的交互方式更加顺畅。

2）去除繁冗的操作方式。生活中，常常被微波炉

究竟是拉开还是按钮打开这样的问题困惑，或者面对

新奇电子产品的多层级操作而不知所措。繁冗复杂

的操作方式及操作过程不符合用户的行为习惯，给用

户带来了诸多困扰，导致人与产品交互的不和谐

[7]

。

然而，当设计师绞尽脑汁构想各种差异性设计的时

候，却忘记了从用户本身行为出发的操作方式是最省

力有效的。

3）尊重自然的行为方式。IDEO创始人之一的比

尔·莫格里奇在谈到设计时曾指出：“设计是动词而非
名词”

[8]

。这就说明在进行设计时，可以从用户行为的

研究中获取灵感，突破现有产品造型形式的束缚。例

如：生活中许多男士常常用手轻抚下巴，来自我欣赏

图4 公交站台的公共设施设计

Fig.4 Public facilities of bus stop

图5 “Have a lovely baby”结婚红包设计

Fig.5 "Have a lovely baby" red envelopes design

图6 东芝MP3

Fig.6 Toshiba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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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此展现自己帅气的一面。设计师就运用男士这

一无意识行为设计了这款指环剃须刀，见图 7。男士

在抚摸下巴的同时完成剃须的过程，同时小巧的造型

便于携带，一改传统的剃须刀形式。这一款崭新的产

品让人在无意识行为中完成了要做的事情，整个操作

过程无需再进行其他的操作步骤，而是在“自然而然”

中达到了使用目的。

3.3 创建与用户行为一体的使用情境

无意识行为通常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中。人与情

境之间相辅相成，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人们根据长

期形成的经验，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会产生不同的行

为。无意识行为是人协调自身与环境的一种有效方

式，因此，把它应用于设计中可以达到和谐平衡的作

用。例如，当人们接到不愉快的电话时不免会挂掉电

话，甚至会用力将手机摔在桌子上，这些都是无意识

行为。倘若当人们做出这样的行为时，手机会出现相

应的表情或声音提示来缓解情绪，这样或许会让用户

的心情由阴转晴。当爱人打来电话时，手机在发出特

殊铃声的同时，如果再配合情人特有的香气来营造甜

蜜的氛围，这样会让用户倍感甜蜜。可见，基于用户

无意识行为创建与行为一体的使用情境，可以营造产

品的使用氛围，满足用户不同的使用需求。

4 结语

在现今纷繁复杂的产品世界中，什么产品是用户

真正需要的无疑是当今设计师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通过对无意识行为的分析研究和探讨，可以帮助设计

师留意平常所忽略掉的行为动作，以此发现新的设计

契机，为用户提供高效、自然、赋有情感的交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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