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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引出“行为记忆”的概念，将日常产品设计导向更为理性和细致的理论分析层面。方法方法

通过理论分析阐述了“行为记忆”的体验点及其设计模式，并引用实例对两者进行验证。结论结论 通过理

论结合实例的论证方法，得出“行为记忆”具有普遍性、避免挫折、存在反思可能性3个体验点，得出把

握记忆结合点、考虑融合性、落实实用性的行为记忆的设计模式的方法论。“行为记忆”为设计提供一种

新的思维概念，挖掘出人们意识中曾出现却被忽略的碎片，进行分析整合，获得新的设计及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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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Behavioral Memory" in Daily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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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t led daily product design to a more reasonable and meticulous theoretical analysis level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oncept of "behavioral memory". Methods It elaborated the experience and design mode of
"behavioral memory" by theoretical analysis, using example to prove it. Conclusion By using the method described above，
it came that there were universality，frustration avoiding，self-examination，total three experience points existing in the
"behavioral memory".So that we can get a methodology of design mode which needs to take advantage of memory
consistent points，consider the integration，make the design more practicable."Behavioral memory" offered a new concept to
design.It digged out the memory chips ignored by people.By analysis and integration，we can get a new method of desig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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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多学科渗透将设计学领向更为广阔的研

究领域：不管是路易斯·沙利文的“形式追随功能”，还

是深泽直人的“无意识设计”，这种日渐对人性深层次

认知领域的探寻，在设计界发展得尤为迅速。从现代

主义、后现代主义到情感化，对设计中人本精神的不

断探求，不置可否是一种飞跃，但有时却会使人们遗

忘设计的初衷和顺序。需要从产品具有无尽人文关

怀的光环下再次拉回到设计的理性状态，产品从客观

物质开始，发挥其足够的功能后，再探究其人文意

义。对于产品本身而言，其核心价值以及保持产品长

久生命力的关键，在于其效用——产品的功能、易懂

性、可用性和物理感觉[1]，即设计的行为水平。与此同

时对设计本质的关注是有所回报的，据统计人们会接

触的30000多件日常用品，不会对每一件都留下回忆，

产生情感，但是却会因为使用产品的功能而留下“行

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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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为记忆”的概念

“行为记忆”是根据唐·诺曼提出的设计的3个水平

中的“行为水平”作为理论基础，加之认知心理学中对

记忆的定义，得出其含义：使用者对产品的功能、易懂

性、可用性和物理感觉，经过体验之后，这一过程转化

为信息贮存在大脑中。“行为记忆”区别于“情感记忆”，

后者指人们对一些熟识的产品、熟悉的人、曾经居住过

的环境拥有特殊的情感和比较深刻的记忆[2]。它也有

别于“经验”，经验指的是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技能

及切身感受，从定义中可知，“经验”是技能和感受的凝

练，是直接体验的二次加工。而产品的“行为记忆”是

最直接的演绎，没有主观渲染，没有特殊的意义及背

景，是对日常使用的30000个工具最质朴的体验经历。

2 “行为记忆”的体验解析

2.1 “行为记忆”是日常用品使用的普遍本质状态

从产品实用性出发，“行为水平”是设计3种水平

中较好掌控的。相对于本能水平，“行为水平”是主观

体验的起点，具有记忆辨识度，同时它对个人经历、文

化、背景等波动性没有“反思水平”敏感，因此它自身

的相对稳定性，使其成为产品最直接的体验。日常用

品与人接触最为密切，它们是帮助一个人完成正常生

活的重要辅助工具，脱离了基础工具，人将寸步难

行。因此，对这些充斥于生活中的产品人们有熟悉的

使用经历，却没有细致的使用回忆，这是令人沮丧

的。人们坐过无数把椅子，没有天赋记住它们的每一

个零部件，也无暇知晓它们的具体结构，脑海中回想

出的只是大体的轮廓，这甚至称不上“经验”。这是大

部分日常用品的生存状态，不能引起关注却不可或

缺，它安静的存在着，等待着人们的行动[3]。这一矛盾

点恰恰是需要被正视和利用的，面面俱到地分析椅子

的材质、人机工程的巧妙是评论家的范畴，设计师需

要做的仅仅是搜集这些细小琐碎的本质体验感，重新

赋予它们新生命。

2.2 “行为记忆”有效降低产品挫折感

挫折感顾名思义，即执行的行动未能达到目的所

产生的消极用户体验。导致这类消极体验的原因，正

是由于产品的系统表象与用户的心理模式不一致。

因为人们习惯于对事物加以解释，这就形成了针对事

物的作用方式、事件发生过程和人类行为方式的概念

模型，即心理模式[4]，而产品被设计之后所呈现的系统

表象引导着产品与用户的交互。通常来说，根据记忆

的普遍特性，会记住物体的部分特征来应对目前陌生

的情况。而从“行为记忆”的角度出发，若产品中出现

一些熟悉的元素，则会在某些程度上消除使用的生疏

性，有时甚至会产生“这就是我要的产品！”“我怎么没

想到这么做！”等类似这样的高峰体验感受。因此，

“行为记忆”产品很好地验证和实践了这一要求，从而

减少用户使用错误，降低产品使用的挫折感，提升产

品整体使用性。

2.3 “行为记忆”产品存在“反思”的可能性

设计的“反思水平”注重的是产品的信息、文化及

产品效用的意义，它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从而深入意

识深处。而在“行为记忆”产品中也存在这种“反思”

的可能性，笔者将其分为2类：第一类是产品组成的某

些元素存在反思性，这些元素对人们来说存在情感认

知，它们有别于其他“行为记忆”元素；第二类是“行为

记忆”产品在与用户交互后，给用户带来了新的感受，

从而具有引起反思的可能性。分析这两类可能性，首

先就其本质，人们必定使用过它们，那么必定有过“行

为记忆”，因为对日常产品而言凭空的“情感记忆”是

不符合行为习惯的。这意味着该产品只有精神象征，

而没有实际功能，那么这样的产品并不是合格的日常

用品。虽然这类记忆最后上升为“反思水平”，但是仍

然不会影响其最质朴的体验记忆。与此同时，不能否

定“反思价值”对产品本身的意义，它使得产品内涵更

加丰富，更加容易被人接纳，但“行为”至“反思”的逻

辑是不可逆的。

3 “行为记忆”的设计模式

概念及体验解析使人们了解了“行为记忆”的理

论涵义，而这里总结出可行的“行为记忆”设计模式。

正确使用该方法可以为设计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和

实践指导，同时能够真正意义上从产品本身考虑，推

进设计思维，帮助塑造更为完善的产品系统表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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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行为记忆”产品

Fig.1 Product with conduct memory

而实现人与产品的和谐沟通。

对“行为记忆”产品进行简单分析，见图1，便签中

间被掏空，与开关正好吻合，这样使得便签上的文字

更容易被发现，利于便签发挥功能；钢钉与木材的接

触面变成斜面，可以方便钢钉钉入和钩挂其他物件；

从玻璃器皿口向下开一条细槽，方便点蜡烛，同时又

美观；将橱柜抽屉做成具象的服饰形象，便于分类。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产品具有切实可行、便捷好

用、颠覆传统等感受，设计师从受众的心理感受中获

得一定的线索和启发，并在设计中最大限度地满足受

众的心理需求[5]。那么根据这些感受，可以总结出以

下“记忆行为”的设计模式。

3.1 寻找记忆点

记忆点是“行为记忆”的核心部分，也是该设计方

法的起点。根据以上的概念和实例分析可以得出，行

为记忆具有浅显性、机械性、日常性的特点。结合这

些特点，加之记忆点普遍存在于日常产品的使用过程

中，设计师拥有足够的素材进行信息的提取和分析，

因此，“行为记忆”的设计方法为设计师拓宽了观察思

路，使设计出发点更为多元化。

3.2 考虑产品融合性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完备的“行为记忆”设计

产品，大多是由若干个“记忆点”组成，因此不得不注

重各自的结构特点和使用特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

“记忆点”元素之间无缝结合，以及产品流畅的表达。

3.3 解决现实问题

自后现代主义以来，设计界夸大了人类在心理和

精神上的需求[6]，而“行为记忆”理论的引出，其初衷即

关注产品的效用，经过设计提升产品系统表象之后，

产品本质功能特性需有所保留，并且能够使其深化，

用更广泛的方法解决原产品所存在的问题，这样的设

计才有生命力。

4 “行为记忆”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从“行为记忆”的3个体验特点，结合其设计模式

对现有产品进行分析。

4.1 普遍的体验感

开放式悬挂衣橱见图2，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

一部分是常见衣架的三角挂衣档，第二部分是挂绳，

取代了衣架原有的挂钩。产品中存在两件典型的“行

为记忆”产品——衣架和挂绳。该产品省去了将衣架

取下再挂上的步骤，避免了使用者在挂衣服时由于衣

橱拥挤而耗费多余的力气。对于衣架和挂绳，大多数

人拥有无数次的使用经历，这种经验不被人们关注，

但是将两者结合后，却营造出了与本身产品截然不同

的交互过程，通过这样的设计行为，甚至会反思老式

的衣橱和衣架的不足之处。这就是“记忆行为”的力

量，它让人们感到无比亲切，这种亲切感不是虚无的，

而是切实针对产品本身功能的。

4.2 消除挫折感

具象分类垃圾桶见图3，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是普通踩踏式垃圾桶，第二部分是嵌入垃圾桶翻

盖中的具象垃圾的立体形象。通过这样的组合，使得

用户可以更直观地分类投放垃圾，而不会产生垃圾分

类无从下手的挫折感。具象的垃圾形象，即“行为记

忆”点，使用户能够快速与所要扔的垃圾快速匹配，却

不失产品的整体美感和完整性。而传统的分类垃圾

桶，只是简单地用颜色和文字标识加以区分，而这些

形态表现因为没有接触过，对于用户来说是无记忆可

图2 开放式悬挂衣橱

Fig.2 Design mode features of open-suspended ward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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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搜寻的。两者的对比更能体现出“行为记忆”更利

于产品的直接表达和降低用户的使用挫折感。

4.3 “反思水平”的可能性

泡沫日历见图4，由两部分组成。底部是一张印

有年、月、日等文字的白色纸片，覆盖其上的是一张透

明的气泡纸。完整的单个气泡可以透出底部日期及

详情，而被按破的气泡则模糊了底部文字。通过每日

按破日期文字之上的气泡，暗示一天的结束。在设计

学中会将“气泡纸”归于情感范畴，因为它是童年的回

忆、排解压力的帮手。但这种情感是基于“行为记忆”

之上的，是普遍的使用情况，因此不论是汽泡纸还是

印有日期的白纸，人们都存有“行为记忆”，当两者结

合时，消除了原产品的单一性，传达出了产品的深层

次语义，用户的体验由浅入深，并随着用户认知程度

的深入反应出递进的体验层次[7]，从而挖掘出按破气

泡之后，材质所带来的视觉变化能达到的设计效果，

更传递出需要珍惜时光的反思意义，使得产品体验更

加丰富及具体。

将身体感官的经验注入理论，才能够确实明了所

谓设计这种行为[8]。通过3个案例分析，得以验证前三

部分理论与实际产品的贴合度，因此，运用“行为记

忆”理论来辅助设计和分析产品，是切实可行的。

5 结语

就“行为记忆”理论本身而言有其局限性。正如

深泽直人所说：产品设计或者工业设计这一行业的内

部结构实在太复杂了,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提出改进的

意见还算好，一旦自己深入其中，才发现想要在这一

行里做出一些改变，实在是不容易[9]。这里提到的理

论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行为记忆”设计是针对某

类产品而言的，它并没有覆盖到整个产品设计领域，

有其局限性；其次，“行为记忆”中的“记忆点”虽然很

多，但是若要全部拿来作为设计的起点，那么设计恐

有千篇一律之势，而无百花争鸣之态；最后，“行为记

忆”依托于记忆，对产品的概念化创新、引领生活变革

之路仍力道不足。总而言之，体验是带有个体色彩的

心理感受，设计者只能为某种体验而设计，却很难设

计出某种体验[10]。摆正设计的初衷，才能追寻设计的

本源。“行为记忆”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概念，

挖掘出人们意识中曾出现过却被忽略的碎片进行分

析整合，从而获得新的产品设计方式，促进产品与人

的交互，更加贴合用户使用产品的心理认知状态。“行

为记忆”模式是引导设计者观察、理解用户的有效方

法，但是不要被其束缚和禁锢，毕竟设计中仍有很多

已知和未知的领域等待着人们去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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