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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面对社会老龄化趋势，提出面向老年用户的家居类福祉产品设计目标。方法方法 基于对老

年人特殊需求的关注，分析了国内外老年人家居类产品设计的现状、老年人的消费心理和目前设计存

在的问题。结论结论 提出面向老年用户的福祉产品设计原则。针对老年用户的家居产品设计应着重关

注产品的安全性、易用性、愉悦性和环保性，设计优良的产品能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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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n the face of the social trend of aging, it put forward the target of welfare products design for

older users. Methods Based 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aged with special needs，it analyz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roduct

design for the elderly at home and abroad，the elderly consumer psychology and the current design problems. Conclusion
It analyzed the principle of welfare product design for elderly users.Product design for elderly us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afety，usability，enjoy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life of older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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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国家生

育政策的规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已成为老年

人口绝对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社会老龄化的程度

也日益加剧。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发布消息称，2013年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2亿，未来20年我国老

年人口将进入快速增长期，预计到2020年，全国老年

人将达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7%，形成了一个庞大

的老年消费群体[1]。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所占人

口比例逐年提高，但是与之不协调发展的是，为老年

人专门开发设计的家居产品却寥寥无几，如何提高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加他们晚年家庭生活的幸福感，

成为产品设计师新的研究课题。

1 老年用户福祉产品设计理念

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一个重要成就，无疑是物质

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然而，

现代化又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进程，与客观福祉的提高

形成比照的是主观幸福并没有呈现相应程度的上升，

这无疑构成了现代化的一种困境[2]。现代化的产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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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亦是如此，这种表现在老年人身上尤为明显，年龄的

逐渐增长使得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了一系列变

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不便。从产品设计的角

度出发，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系列以老年用户为中心

的设计理念，“无障碍设计”、“关爱设计”、“包容性设

计”、“通用设计”等，旨在通过设计为老年用户提供简

单易用、舒适可用、具有愉悦感的产品，进而为老年群

体创造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3]。福祉产品

设计的概念随之应运而生，福祉的基本解释是幸福、利

益、福利，其本意是降临的幸福，现在被用来代表美满

祥和的生活环境。福祉产品设计则是指通过产品的设

计手段，改善使用者的生活环境，满足使用者的幸福生

活是福祉产品设计的核心内容。对于工业设计师来

说，应更多地关注老年用户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让老年

用户享受平等设计，使产品真正适合老年人生活需求，

提升老年用户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2 老年用户家居类福祉产品设计的现状

由于国外发达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其对老

年用户的福祉产品设计研究相对成熟。目前，日本是

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为了让老年人能够充

分享受生活，日本的各类老年人家居产品设计都非常

精妙，他们根据老年人的特点，不仅开发出人性化的高

科技产品，而且日常家居用品的设计也是细致入微，精

妙绝伦。许多设计案例都成功地诠释了对老年用户的

关怀，以电子产品为例，一些企业针对老年用户的需求

开发了适合于他们使用的产品。然而我国的大多数企

业还没有意识到老龄化的消费群体所带来的市场机

遇，片面地认为老年产品研发成本高，营销利润低，因

此在福祉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方面，投入也相对不

足，造成了现在老龄福祉产业总量小、品种少、企业少、

规模小、传统产品多、科技含量少的局面[4]。老年人的

外出活动逐渐减少，家庭生活的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增加，家居类福祉产品的设计对他们的生活来说影

响很大。目前市场上的这类产品往往是式样陈旧、品

质粗劣、功能单一的，没有进行针对性的设计，产品适

应性差，给老年人的家居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进而影

响了老年用户家庭生活的幸福感。据调查，老年人在日

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超过50%都是与产品的设计有潜在

关联[5]。目前正处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智能产

品日新月异，为了促进消费，家居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老年人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相对较差，产品设计得

不合理，使得老年人在生理上不适应，心理上抵触高科

技智能产品。

3 面向老年用户的家居类福祉产品设计原则

3.1 安全性原则

对于老年人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健康，当

然这种健康包括身、心两部分。老年用户的家居类福

祉产品设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性，主要是保证

老年人使用过程的安全和方便。这就要求在设计过

程中，深入老年用户的家庭生活细节，从老年用户的

特点出发，以产品设计的安全性为前提，运用人机工

程学、设计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在外观形态设计、结构

功能规划、材质的选择、色彩的搭配上充分运用设计

的美学元素进行设计表达，通过外观造型和功能结构

的合理优化、产品中人机工程学的合理运用、产品质

感充分表达等给使用者在视觉与体验感受上传递产

品的安全性[6]。无障碍浴缸概念设计见图1，盆浴虽然

对健康有益，但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很多腿脚不好的

老年人不敢去使用浴缸，为了避免老年人泡澡时因跨

越浴缸而摔跤，这个无障碍浴缸通过控制浴缸边围的

升起降落，让老年人能方便出入。此外，浴缸的高度

设计成普通的座椅高度，能够给腿部一个缓冲，更加

方便老年人安全使用。

保护用户的安全性同时，也要保证产品使用的安

全，产品的设计要允许用户长时间使用而不被损坏。

对许多老年用户来说，他们不敢去使用一些产品的根

图1 无障碍浴缸概念设计

Fig.1 Barrier free batht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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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也是由于他们怕损坏东西，不敢去尝试使用

新的产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通过产品语义的引导，

传达给用户正确的产品操作方法和操作顺序，避免出

现错误；二是通过设计，使产品在使用中即使出现了

操作失误，也不会导致产品损坏。

3.2 易用性原则

家居类福祉产品的易用性就是易于使用，对于产

品而言，要做到易于使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产

品的使用人群十分广泛，如何满足不同使用者的不同

需求，需要科学合理的设计研究过程对使用者进行综

合分析，最后将使用者的需求体现在一件产品上。产

品易用性原则应体现以下特征。

首先是易学性，指的是用户很容易就能掌握产品

的操作和使用过程[7]，这对老年用户来说尤为重要。

老年人的听觉、视觉、触觉、记忆力等各项身体机能都

逐渐衰退，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明显变差，而现代

家居产品往往功能多样，操作按钮复杂，这就使得老

年用户很容易混淆产品的按键和功能，往往要经过较

长时间的摸索才能逐渐学会使用。安卓手机界面应

用Big Launcher化繁为简，没有花哨的配色和界面设

计，一切都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带来最方便使用的设

计。全部采用大字体和大图标显示，增加简洁化的功

能设计，让老年人“一学就会、一用就懂”。安卓手机

界面设计见图2。

其次是高效性，指的是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使用效

率，用户能够非常便捷地达到使用产品的操作目的。家

居类产品与老年用户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老年人在使

用家居产品时，常常会由于产品的设计缺陷，而使老年

人产生误解，再加上错误的心理模型和不良的信息反

馈，从而影响产品的使用效率，进而降低了老年用户家

庭生活的幸福感。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产品的操作更

加复杂化，使得老年人容易从心理上排斥使用。

三是易记忆性，指的是用户在一段时间不使用产

品之后，仍然能很容易地使用产品。老年人的记忆能

力明显下降，只有通过设计的引导，表达明确的产品

语意，才能减少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记忆负担，提

高产品的使用效率，避免操作失误引起的不良情绪，

增加使用的愉悦感。智能药盒设计见图3，对于那些

上了年纪，需要定时服药的老年人来说是最好的产品

关怀设计，老年人很难记住每种药物的服用时间，智

能药盒通过颜色区分每种药物，可以提前设置服药时

间，并通过指示灯提醒老年人按时服药。

四是少犯错，指的是用户在使用一个产品的过程

中，尽量减少对产品的误操作，即使有误操作，也比较

容易察觉[8]。老年用户在摸索使用产品的过程中，设

计的不明确常常会使他们产生一些误操作，经过多次

失败以后，会使他们陷入无助的状态，从而产生不良

情绪，因此在产品操作过程中要化繁为简，通过恰当

的装饰，巧妙地规划操作界面的布局，通过分区的方

法将复杂的操作归类布置，并可以使用不同的材质、

色彩、形态等加以区分说明。另外，还应运用形象而

生动的图形语言，表现产品的功能与使用方式，这就

要求产品设计师具有产品形态的立体塑造能力，使产

品的操作方式通过产品语义表达出来，从而为老年人

带来良好的体验。

3.3 愉悦性原则

家居类福祉产品设计所给用户带来的愉悦感，来

自产品的形态、色彩、材质、操作界面、人机交互等各

个方面。产品的良好外观设计能带给使用者愉悦的

生理和心理感受[9]。针对老年用户的特点，家居产品

图2 安卓手机界面设计

Fig.2 Android mobile phone interface design

图3 智能药盒设计

Fig.3 OEMO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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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观形态要尽量避免棱角，采用有机的自然形态，

在保持产品科技感的同时，表现出产品的亲和性，使

用户易于接受。色彩上则应多采用轻快、典雅、质朴

的色调，符合老年用户的审美心理，同时增加产品色

彩的辨识度，方便老年人识别，合理运用色彩使产品

整体而不单调，使用户获得较好的情感体验。产品的

材质不仅与用户的触觉体验直接相关，更影响着使用

时的心理感受，在材料的选择上，尽量选用生态、绿

色、质朴的材料，在搭配上注重安全性，表达安全、可

靠、耐用的产品语义，巧妙运用材质可以增加产品的

情趣，唤起老年人情感上的共鸣。

3.4 环保性原则

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匮乏，老年人更

怀念自己年轻时自然、简朴的生活状态，因此他们更关

注产品的健康性和环保性，表现在设计上，他们更喜欢

使用一些设计简洁、材料环保、经济实用、耗能量低的

产品[10]。现在市面上大多数家居产品都是针对年轻人

而设计的，往往加入了大量年轻人经常使用的功能，这

种功能的复杂化，不仅使老年人操作困难，也造成了资

源和能源的极大浪费，这与老年人一贯秉承的节俭生

活大相径庭，因此，为老年人设计的产品应尽量使用绿

色材料和可再生资源，产品的外形迎合老年用户的怀

旧心理，避免不必要的装饰，使产品充满亲和性。

4 结语

面向老年用户的家居类福祉产品设计应该在实

现产品的基本功能前提下，针对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

特征、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开发适合于他们使用的产

品。满足老年人的健康性、安全性需求，表现老年用

户的个性，使他们主观上对产品产生认同感，让他们

获得良好的产品体验。创新，让老年生活更美好，设

计更科学、更健康、更符合老年人实际需求的福祉产

品，对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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