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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为了避免残疾人在使用辅助器具时，因为该产品的设计不当而引起他们的人际敏感的心

理特征。方法方法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出的残疾人的心理需求及人际敏感心理特征，得出在辅助器具设计

中引入情感设计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设计时需要根据辅助器具的使用特征、使用方式和使用环境等，

从形态、色彩和材质等方面自然而巧妙地使用情感设计手法，并引用优秀的辅助器具设计案例进行验

证。结论结论 通过设计方式的转变，即可将残疾人的情感需求体现在辅助器具设计中，消除或降低残疾

人在使用辅助器具时的人际敏感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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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void th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characteristic of disabled caused by poorly design when

using assistive devic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disabled and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character⁃

istic show in the survey，it can properly reach that emotional desig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in assistive device design.It

should use the emotional design method elemental and ingenious from the aspect of form，color and material based on the us⁃

ing feature，use-pattern and usage situation，ect.，and to cite the excellent case to verify it. Conclusion The emotional

needs of disabled could be reflected in assistive device design though the change of design method to remove or reduce th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characteristic when the disabled using a assistive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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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第二次人口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截至2006年，我国残疾人口共有8296万人，残疾人所

在的家庭共有7050万户[1]，因此，国家和社会对残疾人

的关注不断升温，其中也包括对残疾人辅助器具设计

的关注。辅助器具顾名思义是辅助残疾人克服生理

缺陷，完成日常运动的器械工具。目前市面上的残疾

人辅助器具种类繁多，包括用于个人医疗的辅助器

具、技能训练辅助器具等11种类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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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器具的设计并不能只考虑残疾人的身体缺

陷，还必须考虑到他们有被尊重和理解的心理需求。

残疾人的心理特征主要包括孤独感、自卑感、敏感多

疑和自尊心强等[3]，这里主要考虑残疾人人际敏感的

心理特征对辅助器具设计的影响，从形态、色彩和材

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设计方法。

1 残疾人的人际敏感特征

1.1 残疾人的心理需求

在物资丰富、产品逐渐同质化的今天，人们对产

品的需求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的满足，更表现为对心

理需求的追逐[4]。为满足残疾人的特殊需要，根据马

洛斯的《人类激励理论》中层次需求理论的论述，将普

通人与残疾人不同层次的需求作对比可得出，在满足

残疾人温饱及安全问题的前提下，更需关注他们高层

次的心理需求，如感受关怀、得到他人尊重和认可、拥

有崇高理想的需求等。而残疾人渴望得到和普通人

同等待遇的心理需求，证明他们具有敏感自卑等心理

特征。

1.2 人际敏感特征

人际敏感特征又称为社交焦虑障碍。现代社会

中，残疾人因为身体缺陷导致心理缺失从而形成了复

杂的心理特征。其中人际敏感特征尤为突出，表现为

显著持久的害怕与人交往，怕被人审视或得到他人否

定性的评价，担心在他人面前出丑或遇尴尬情况，从

而尽力回避[5]。这种心理特征出现在残疾人身上的主

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生理缺陷，并伴随其终生。

根据残疾人与正常群体心理生活质量的比较研

究[6]，在抽样调查的135份试卷中，分别对残疾人和正

常人的幸福感、自我价值感、情绪状态、人际关系等进

行了对比性的量表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残疾人与正

常人在人际敏感这一项的分值差异最大。这充分表

明了残疾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遇到的心理障碍比其

他的心理特征更值得关注。自身的特殊性导致残疾

人害怕被人忽略，更怕被人特殊关注。残缺的身体往

往使残疾人有更加细腻的心思，社会的言行给残疾人

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会以悲观心理揣测别人，

从而造成人际敏感的心理特征。

2 辅助器具心理需求的设计表达方法

心理需求又叫做“次级需求”，是相对于人类最基

本的生理需求而言的。心理需求意味着人们有根据

自己的心理特征表达情感意愿的需求，而将需求体现

在产品设计中则可以塑造出满足不同使用人群的特

定性产品。针对人际敏感特征的心理需求，主要有以

下几个基本特征：（1）结构与强度因人而异；（2）在同

一人身上其特性因时空和情境而不同；（3）发生在群

体交往中[7]。为满足残疾人人际敏感心理特征的辅助

器具设计，一方面要考虑到隐藏残疾人体征的特殊

性，另一方面需考虑到人际敏感特征多发生在与人交

往之中。这里探讨的几种设计方式是根据不同的心

理需求，从形态、色彩、材质、装饰等方面对产品赋予

情感特征，目的是为了消除或降低残疾人在使用辅助

器具时的人际敏感心理。

2.1 形态的情感设计方式

形态情感表现为产品造型与使用情境的匹配情况，

是设计符合产品语义的突出表达。产品形态不应当只

考虑功能应用，而应当将人的情感感受考虑到其中。

1）隐藏式设计。对于残疾人来说，满足他们情感

需求的辅助器具设计，应当避免使用者因身体缺陷而

遭受到歧视和受到不公待遇，让残疾人有着普通人的

生活模式，而隐藏式设计则代表着这种形态设计方

法。隐藏式设计将辅助器具的形态缩小化后通过人

体自身条件进行隐藏，如通过头发遮盖、服饰掩藏和

植入体内等形式将辅助器具隐藏起来。隐藏式设计

见图1，一款叫做中耳植入器的助听器将助听器植入

皮下，解决了老式助听器塞在耳朵里难以避免的压迫

感和阻塞感，并且很好地解决了听觉残疾人敏感多疑

的心理症状。

2）结合式设计。另一种形态设计方法是将辅助器

具与普通人使用的日常用品进行结合式设计，在不影

响其辅助功能的基础上，将辅助器具的造型和使用方

法进行改进从而形成模块化产品，最终完成辅助器具

的佩戴与日常用品完全匹配，即利用日常用品的使用

方式与辅助器具的辅助功能进行结合式设计。这种设

计的优势在于，即使辅助器具佩戴在残疾人身上，人们

仍不能认定他们残疾人的真实身份。结合式设计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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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骨导助听器被安装在听力残障人士的眼镜架上，佩

戴舒适且造型隐蔽。这种设计功能完备、造型巧妙，是

辅助器具结合式设计的典范，值得设计师们深度挖掘。

3）通用式设计。通用式设计来源于通用设计的

理念[8]，即设计能被所有人使用。通用式设计综合了

设计的环境、空间与产品，并以全体大众为出发点。

一件通用式产品能够同时满足体能健全者和体能有

所缺陷者的不同使用需求，尽可能多地涵盖了使用对

象，也力求适用于不同的使用环境。颠覆了传统意义

上残疾人辅助器具只能应用于残疾人的设计理念，通

用式设计不仅为他们的行动不便提供了解决方案，同

样适用于普通人在特殊环境下的操作。通用式设计

见图3，单手厨具的设计改变了以往厨房中需要双手

同时协作才能够完成操作的使用方式，配备了各类食

材的巧妙装置使得单手下厨成为可能。作为通用式

设计的典范，它同时解决了普通人在接电话时双手操

作的不便和上肢残障者在使用厨具中的难题。

2.2 色彩的情感设计方式

色彩是表达情感的重要途径之一，除了冷暖的感

觉之外，色彩营造出的视觉冲击同样会给人们带来美

好的心灵感受。为满足使用环境以及人们的审美需

求，产品设计中色彩的应用既要美观大方、协调柔和，

又要根据产品自身功能和特征进行重新调整和配

色。目前辅助器具多采用金属色系和灰色系配色，这

种配色通常容易激起残疾人的人际敏感心理。为了

避免这种现象，在辅助器具设计中应采用多样化的色

彩设计，满足使用者融入社会的心理需求。

1）色彩设计要适合各种人群的需要。市场定位

作为产品设计的重要标准，也体现在辅助器具设计

中。根据不同年龄、性格和地域的残疾人心理特征，

产品色系要进行适当调整。色彩的冷暖感觉、轻重感

觉以及个性与特点都能深刻表达消费者不同的心理

需求。如性格内向者喜欢低调的冷色系，外向者则偏

爱热烈奔放的暖色系。色彩的明度也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降低，年轻人喜欢明度较高、鲜艳的色彩，老年

人则相反，偏向灰暗的配色[9]。拐杖设计见图4，多种

色调满足了残障人士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提升了产

品满意度，减弱了残疾人的心理敏感特征。

2）安全用色的考虑。为了给残障人士提供各种

便利，安全用色作为辅助器具色彩设计的主要考虑因

素，也起到警示、限制等作用。在辅助器具设计中必

图1 隐藏式设计

Fig.1 Hidden design

图2 结合式设计

Fig.2 Combining design

图3 通用式设计

Fig.3 General design

图4 拐杖设计

Fig.4 Can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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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使用安全用色时，安全用色成为该产品的首要考虑

因素，其他色彩应尽量和所使用的安全用色调和，使

产品的色彩设计具有整体感，既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

关怀，又避免了引起残疾人的敏感心理。

2.3 材质的情感设计方式

每种材质除了拥有自身的功能属性之外，还富有特

殊的情感语义。不同的质感肌理能带给人们不同的心

理感受：玻璃、金属材质表达了产品的科技气息，木材、

竹材可以表达自然、古朴、人情的意味等[10]。材料的质感

肌理是通过产品表面特征，给人以视觉和触觉感受以及

心理联想及象征意义，因此在选择材料时要考虑材料与

残疾人的情感关系，作为辅助器具材质设计的重要评选

尺度。一方面，某些特殊环境下，辅助器具的材质通过

外观、使用特征等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使使用者产生敏

感心理。辅助器具的材质应结合产品特性、使用特征和

使用环境综合考虑，避免产生对环境的干扰而激发使用

者的敏感心理。另一方面，残疾人对产品的品味功能也

有追求，为了配合他们的这种需求，辅助器具的设计可

以从改变其材质入手，赋予产品不同的品质。比如塑料

产品方便快捷，陶瓷制品代表着温润、有内涵等。最后，

为了使辅助器具的品质多样化，也可以对产品做多种表

面处理，使其表达出多样的情感。

3 结语

辅助器具最基本的功能是弥补残疾人的生理缺

陷，同时给予残疾人心理关怀。为了避免残疾人在使

用辅助器具时，因为该产品的设计不当而引起他们的

人际敏感特征心理，设计时需要结合辅助器具的使用

特征、使用方式和使用环境等具体情况，从形态、色彩

和材质等方面，灵活融入情感设计手法，一些优秀的

辅助器具设计案例充分地验证了这些设计方式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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