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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听觉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阐述了听觉语言在产品设计中的重要性及产品设

计现状与需求的关系，具体分析了残障人士和正常人士的听觉特性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结论结论 提出

了听觉体验是产品设计中的最终目的，产品设计既要符合环境和社会需求，又要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各

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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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uditory application in product design. Methods It expounded the importance of

auditory language in product design and product design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dem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disabled and normal auditory featur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duct design. Conclusion It put

forward the auditory experience is the ultimate goal in product design，product design should not only conform to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equirements，and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human bod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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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美感经济的年代，新时代的行销模式就是

通过五感来提供消费者愉悦的消费经验和感官知觉

的满足，以此来提升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感觉来自

于他们的五官感受（眼、耳、鼻、舌、身）与大脑记忆。

人的情感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来满足感

官需求[1]。人们对于产品的认知大部分来自于视觉，

少部分是来自于听觉，视觉和听觉是对产品感知的最

重要的两种感官。听觉是仅次于视觉的重要感觉系

统，但有时比视觉更为重要，特别是针对一些残障人

士，如盲人用的产品设计。由于缺失了正常人的视觉

认知能力，因此，听觉语言在盲人使用的产品设计中

就至关重要了。

1 听觉与声音

听觉的来源是声音，声音感觉是人们重要的一种

感觉，这种感觉是从声波沿耳道传布使鼓膜发生振动

开始的，是由人的听觉器官系统所感受到的外界声音

给人的一种感觉。人对听觉信息的接受处理主要是

靠信息编码的方式来完成的，毫无疑问，发声器官与

听觉器官有密切的关系。语音表现与语音感觉和人

的意志与情感有强烈的联系。听觉是跟人的耳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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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盲人阅读器

Fig.1 The blind readers

个部分的功能相关，听觉是通向语言的途径，也是人

类特有的一种技能，一个正常婴儿一出生，其耳朵就

能适应人类的声音，以此增强语言、情感和智力间神

经中枢的联系。儿童在处理声音时如果遇到有一个

微波的故障就会影响听觉的发育。

2 听觉在产品设计中的重要性

声音在产品设计中也是影响消费者的一个重要方

面，也是听觉在产品设计中的重要体现。人们都愿意

使用能产生有趣味的、能满足某种心理关联的声音的

产品。产品的声音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向使用者传递各

种信息：比如工作状态、安全警示、心里提示及产品质

量的展示等，比如城市道路清洁用的洒水车的音乐声、

办公室复印机运转时“嗡嗡”声、打印机的“嚓嚓”声、家

庭电话机按键的“滴滴”声，汽车车门开关时的“砰”声，

儿童玩具的各种拟人的声音等。所有这些产品发出的

声音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给人不同的心里感受，同时

对应了产品在设计时设计师所设定产品的某些特质和

功效。声音在产品设计中最重要功能就是提示性功

能，比如人们坐电梯时电梯门的“咯哒”声告诉人们电

梯门已经关好了；汽车的车钥匙遥控的“滴滴”声，表明

车子已经打开或锁上了；婴儿车上的锁扣锁住时的“嘀

哒”声音是提醒婴儿车已锁好，人们听到了这种提示的

声音从心里就觉得已是安全了，放心了。

3 残障人士听觉特性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以盲人为例）

在人类社会中，残障人士的生活状况能从侧面反

映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盲人作为残障人士的一

个群体，他们是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因为眼睛失明，

可以说他们长期生活在“黑暗”中，他们的社会沟通和

交流的能力相对正常人来说一般都要低。作为一个

产品设计工作者，在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残障人

群的本能水平和行为水平，考虑到盲人的情感体验，

在设计中将盲人的情感诉求体现在产品中，让盲人在

使用产品时能产生舒适、愉悦的心情。

3.1 盲用产品的听觉设计现状

国内现有的盲用产品在听觉语言的设计上仍然

存在着不少问题。盲人及视力障碍人士是社会的一

个弱势群体，他们无法像普通人一样读书看报，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以上的文字信息都是以视觉

媒介形式出现的，因此视觉能力的缺失使他们无法以

最直观的方式获取信息。盲人阅读器见图1。

盲人阅读器作为一种将视觉文字内容转化为声

音信号，供视视力障碍人群获取信息的设备，给视觉

存在障碍的人带来了福音。但生活中与盲人频繁接

触的阅读器，却有很多不足之处，如阅读器中文本图

像的处理、字符的识别，语音的合成等方面还有待改

进。报时器和手机等电子类产品也大多存在声音小，

声音机械化、语速调节和模式切换都有难度等问题。

盲人报时器见图2，盲人音乐手机见图3。盲人使用的

电子类产品有些尽管在技术上有了改进，但却忽略了

盲人的心理需求，从而对使用者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心

理障碍。在一些盲人使用的电子类产品的设计中，不

仅需要满足使用者在功能上的需求，更应把设计重点

放在人性关怀上，更多地关注残障人士的生理、心理

和行为特征，满足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的心理追求。

图2 盲人报时器

Fig.2 Blind t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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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盲人对产品听觉设计的要求

由于盲人视觉的缺失，所以在听觉的设计上就尤

显重要了。（1）盲用产品听觉的设计要先满足盲人的

生理需求，这是盲人最基本、最原始的需求。（2）盲用

产品听觉语言要操作简单，不要过于复杂，盲人可通

过听觉来正确使用产品，产品也能通过语音形式反馈

回来，使盲人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能及时获得声音的

提示[2]，从而让盲人正确地使用产品。（3）产品的音量

设计要足够大。过小、过弱的声音刺激则无法察觉。

音量设计要考虑产品使用时周围的环境状况，要便于

识别区分，能让盲人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中也能把注意

力转移至产品上，在心理上要有安全感。（4）盲用产品

的听觉语言设计应体现人性化需求。盲人受生理不

健全的影响，心理上缺乏安全感，很难做到像正常人

一样工作、学习、生活，长期处于对黑暗的恐惧是常人

无法理解的。人性化设计有助于提高和改善人的人

性和人格，有助于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良好

的人际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3]。（5）盲用产品听觉

语言设计要注重情感表达。盲人产品听觉设计要追

求情感的沟通与交流，产品设计师要尽量找到一种能

传达情感的设计语言，并与使用者进行沟通。设计师

必须在人体工程学、心理学和人类生理学领域里作周

密的研究，与使用者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将数码技

术、摄影、视频、声音、互动等综合手段进行设计创作

并融入设计情感，从而引起消费者在使用方式和情感

上的共鸣。（6）设计盲用产品的听觉语言时要能有效

地挖掘盲人听觉潜能，提高盲人使用的积极性。在盲

人群体中，也存在着身体状况、感知能力、受教育程度

等不同的差异，他们所特有的感知力有的是先天的，

有的也是后天训练所得。

4 正常人士听觉特性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听觉是指听觉系统对声音的反应，噪声使人烦

躁，影响工作与休息，音乐则有益身心。听觉抗干扰

能力较视觉强，在产品中注意利用声音作为反馈信息

或警报信息[4]。正常人士的听觉大多跟声音密切相

关，听觉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和视觉在产品设计的应

用一样重要，会引起受众的情感交流，甚至比视觉更

易引起人的亲和力。

4.1 对声音的感知

声音最基本的意义在于给人们传达某种特定的

信息，或者增强或者减弱对某种信息的表达效果。对

正常人来说，这种感觉更强烈。声音按照其传达信息

的方式不同，可分为语言、音乐、产品声音，语言的产

生在于它直接的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对事物的

描述及看法，它最直接地表达出了事物的特征在人们

眼中、心里的反映；音乐与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音乐

的作用在于它本身并不直接地表达，而是从某些侧面

间接地反映，这需要人们结合自己的经历并且用心去

体会；产品声音像汽车、家电、手机、玩具等产品在使

用的过程中会发出各自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也反映

了该产品的某种特性，它影响着该产品对人们的接受

情度并对环境产生影响。儿童音乐小板凳见图4，小

板凳上设计了不同音乐的按键，当儿童坐上小板凳

时，就会发出欢快、活泼的儿歌，儿童感知到小板凳能

发出声音，既好奇又兴奋，都想拥有这种产品，这也给

家长带来了喜悦的好心情。有些产品在使用时的声

音可以接受，有些声音就很难接受，如汽车刺耳的喇

叭声。每个人对产品的感知都通过身体上的各种器

图3 盲人音乐手机

Fig.3 Blind music cell phone

图4 儿童音乐小板凳

Fig.4 Children music small wooden b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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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来感知的，但不同的人感知到的东西也各异。

4.2 使用者与声音的关系

产品的使用者是产品声音的接受者，同时又是产

品声音的制造者[5]。使用者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

职业等对他们感知声音有不同的影响。病人在使用

产品时，对产品发出的声音就有特别的要求。如一个

设计师设计了一个音乐椅子，当病人坐进该椅子时，

椅子就发出舒缓轻松的音乐，这种音乐对病人具有理

疗作用，也就是通过听觉上的享受来达到治疗的作

用。产品的声音还给使用者一种提示的作用，如洗衣

机洗完衣服的“滴—滴—滴”声，提示衣服洗完了。一般

来说年轻人比较偏向轻快前卫时尚的音乐，对交通噪音

不太反感，而一些中年人则容易对交通噪音发出抱怨。

使用者在使用产品时的心理情绪也影响着对产品音量

品质的评价。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所有这些声音的选

择和使用，达成了产品与使用者心灵上的沟通[6]。

4.3 产品设计中的听觉表现与情感体验

体验，是指人亲身的经历、实践、体会、理解、认

识、感受等。它既属于行为范畴，也属于心理活动的

范畴。体验的过程既是感觉、知觉的过程，也是注意、

思维的过程以及情绪产生和变化的过程。情感体验

是指人们通过自己的感觉系统达到对产品的情感体

验[7]。在当今数字信息化时代，在数字虚拟实境中，观

众是参与者而不再是旁观者，奇妙的体验让你浑身舒

服，把观众带到虚幻的现实境界，使其能看到、听到、

触摸到产品。产品的听觉设计不再只是向消费者进

行单向的输出，而是将主动权交给消费者，不同的人

产生不同的体验结果。产品通过听觉与使用者交流，

这是一种其他感觉形式不能替代的人机交流方式。

听觉设计可以给消费者不一样的感官体验，增加其愉

悦感。音乐椅子见图5。

在产品听觉设计中将声音进行感性化处理，能进

一步增加产品对使用者的亲和力，增加使用者对产品

的信任度。产品声音能反映产品自身品质，尤其在汽

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宝马公司力图给消费者一种更

好的听觉体验和满足，宝马公司的汽车声学工程师研

究了独特发动机声音，对于使用者来说，每一次的操

作都是一次听觉器官的享受[8]。这些或许就是宝马汽

车能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驾驶体验的原因所在；也几

乎成了他们品牌的代表声音。在汽车设计中对开关

车门时发出的声音设计师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使得

汽车在开关车门时能发出音量合适，富于磁性的“感

性化”的声音，给人一种厚实的感觉。

5 结语

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产品已不仅

仅是作为功能的辅助物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人们对

产品的精神内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作品在造

型、质地、色彩、结构、尺寸等方面符合环境和社会需

求，也要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各种要求，为人们提供更

加舒适、安全、健康的使用条件和使用环境。产品也

成了人类情感交流的载体。声音的选择与设计在产

品设计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人们需要通过对

产品声音的设计来补偿部分视觉语言的信息，听觉设

计要解决的正是如何使产品都能满足消费者的情感

体验，让他们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获得美好而互动的

体验。产品设计师应该以人为设计出发点和归宿，追

求设计的生活本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人与

人的和谐生活，人与物的和谐生活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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