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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挖掘引导性设计如何触动人的深层情感需求。方法方法 以地铁站的垃圾箱如何实现设计主

题为例，融入引导性思维的生态化表达，使被生态的产品具有体会生态的深层意义，甚至能够引导受

众提升、建立生态观念的深层理念。结论结论 通过对引导性设计的分析，以带入情境的方法，获得城市公

共设施如何实现对受众行为方式影响的结论，进而实现具有更高层次的生态性表达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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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cavate guiding design how to touch "people" deep emotion. Methods Taking the
dustbin subway station as an example，the use of guided design express ecological expression made the being ecology
products with the deeply ecological ideas，even could guide the audience promotion and build up the deeply ecological ideas.
Conclu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guiding design，taking into the context，it accessed to the city public facilities to
achieve effects on audience behavior，thus to obtain more level ecological expression 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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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生态化已作为社会热门词汇出现在各个领

域[1]。生态化设计涉及技术科技等多领域，而设计的

生态化表达更多强调形与意能否让受众更真切的体

会到这个设计是生态的。对这两个部分的理解及城

市公共设施如何运用相关理论解决实际设计问题需

首要切入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

1 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

人在环境中，被环境影响，进而产生对应的行

为。如人在酒店的卫生间会比在环境恶劣，设备简

陋、肮脏的卫生间有更强烈的洗手愿望。费希纳在其

心理物理学研究中，注意到了人的不同感觉与产生它

的物理刺激两者之间的关系[2]。因环境的不同，人的

感受也存在差异。可见，环境会对人的行为产生重要

影响。地铁站的垃圾桶，所在环境人群流动性强、节

奏快。在这一环境下，它至少需具备能准确投递垃圾

的基本功能。准确投递与匆忙而过的人之间存在矛

盾。这种矛盾将是引导性设计的重要切入点。为了

实现环境中的“物理刺激”目的，从“使受众感受到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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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开口垃圾桶

Fig.1 Large opening trash

圾桶可被快速投递”与“使人能够放慢行走速率，准确

投递垃圾”两个方向进行设计都能得到答案。设计的

引导性从此点出发，需结合人与环境的复杂辩证关系

来确定最终解决方式。

2 设计的顺从性引导思维分析

顺向思维是迎合“快节奏的人”，反映的设计态度

是“顺从的引导”。设计形式将最终具有“特别强烈地

告诉人，这个垃圾桶好找，好投，使用方便”的优点，从

而完成准确投递垃圾的设计目的。此过程分3个层次

进行分析，设计的引导方向完全围绕着“快节奏的人”

展开。首先，它一定具有极强烈的“垃圾桶”符号认知

感；其次，在形态上使受众产生“这个垃圾桶很容易把

垃圾扔进去并且还不用太靠近它”的心理感受。大开

口垃圾桶见图1，较准确地诠释出第二层级的受众心

理感受。最后，设计需要使用户能够在更为自然的动

作引导下完成投放垃圾的动作。下沉式的垃圾桶见

图2，用户在自己最舒服的状态下实现了准确、快速清

理垃圾的目的。

3 设计的基于逻辑关系性引导思维分析

对垃圾投掷继续剖析，适当放慢人的节奏并能顺

利完成与投掷垃圾产生逻辑关系的某个积极动作的

引导，是具有更高层次的设计推进方式[3]。如放慢投

递垃圾的同时，引导受众完成对垃圾分类、回收、生态

的顺利思考，或放慢投递垃圾的同时实现对受众爱护

公共环境设施的意识引导等符合事件发展逻辑关系

的附加功能的实现[4]。

完整的设计分析首先是使用户实现放慢投掷。引

导性设计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习惯、认知经验，以更

为隐化的方式引导用户完成对设计的理解，并参与到

用户、产品、环境共同构成的“事系统”活动之中。由人

的原有认知经验，引导用户完成新的操作，实现由人、

物、环境共同构成完整的“事系统”活动[5]。在地铁站这

一环境体系中，实现匆忙行走中的人放慢速度投掷垃

圾行为引导的分析需从本质出发，寻找具有清晰逻辑

关系的设计思路。

人乘坐地铁的目的是缩短行程，快速到达目的

地。能够令人主动放慢行进速度不产生抵触情绪，需

要结合情境，确立能够使人产生情感共鸣的物理刺激

要素。

4 情境对人行为的深度影响

情境之于人，人已作为一个组成要素融入情境

之中，并且人也成为了情境进程的一个动态分子。

没有人的参与，情境将不再完整。在日本乡村，居民

为了防止自家门前的路灯被经过的宠物狗随意大小

便，在宠物狗抬腿小解身高尺寸范围内彩绘上神社

形式的墙贴，幽静的小路，绘有神社的路灯，主人与

狗构成情境。关键性物理刺激要素——神社，使带

着宠物狗的主人在此情境中产生对原有语境的联想

与暗示。宠物狗对着神社小解与狗的主人对神社的

敬畏与美好向往产生强烈冲突。这一情境的设计建

立使身处之中的人能主动地完成不要自己的狗随便

小解的目的。设计以引导代替强硬的命令或直白诉

说的模式[6]，不仅能实现基本的设计目的，更能在适

度提升设计层次后达到引导人建立新的行为模式的

更高层次目的。

图2 下沉式的垃圾桶

Fig.2 Subsided tr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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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引导性设计思维分析

在如何引导人主动放慢行进速度而不产生抵触

情绪的问题上，适度的情境建立需要准确把握住关键

性物理刺激要素。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要素共

同构成。匆忙行进的人，这里将以具有普适性的两种

状态切入分析，省略其他相关状态。状态一：精神高

度紧张；状态二：长久生活习惯造成麻木的、习惯性匆

忙行进。

状态一，精神高度紧张下的匆忙，放缓步伐的关

键是放松。如何能由情境直击其内心，使其精神放松

下来，是挖掘关键性物理刺激要素的必要条件。上下

班的高峰期，人们的匆忙和焦虑主要源自怕迟到，着

急回家，可概括为时间紧张。抓住人的习惯特征，构

建出具有缓解时间紧张感的情境，则可初步达到引导

放松的目的。

抓住人的习惯特征，注重动态引导尤为重要。精

神紧张而快步行进中的人，易忽略视觉要素，若从听觉

切入，舒缓的音乐的确是最好缓解紧张的方法。然而，

仅从传统认知经验代入音乐未必会产生最佳效果。在

纷乱的地铁站中播放舒伯特的小夜曲，这种违和感将

超越音乐本身的力量，受众将产生更多疑问而非情感

共鸣，因此，需要强调动态式的设计引导[7]。以和匆忙

人群节奏近似的轻快音乐开始，其意图在于初步的情

感共鸣和代入，传递出“请试着接纳我”的温和信息。

当受众习惯这一改变，再逐渐倾向更轻柔、舒缓的音乐

要素，这种有清晰层次和递进关系的引导式设计将能

更好地实现放松的目的。在此情境分析中，对地铁站

的垃圾桶设计，更注重对环境和构成情境中诸要素间

关系的考虑，不再停留在单体物的孤立分析中。

状态二，由生活习惯造成的匆忙感，是受众对某

种生活方式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一些行为模式已根

深蒂固。这一层面，引导性设计必须做到循序渐进，

更注重设计的引导而非将某些全新理念植入给受

众。对习惯所产生的行为模式的改变，必须最大化尊

重受众的原状态，完全剥离原有认知经验将会使受众

产生恐惧和迷茫。

如何实现缓慢投放垃圾需要从受众习惯性匆忙

的生活状态中挖掘可切入的点。如受众可以每天经

过一个垃圾桶却视而不见，真正想用时又找不到，使

其成为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存在。利用受众的习惯行

为模式通过设计进行行为引导，可在垃圾桶附近设计

一些暂停点，对其惯有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初步实现

设计目的。暂停点可以以多种打破常规的方式存在，

细小而短暂的新意是其最核心的表达精要。如对垃

圾桶的投影进行视觉化设计，夸张、变形，使习惯性匆

忙行进的受众在路过此处时产生细小而短暂的惊艳

之感，又不破坏受众自身的整体行为模式。

使受众完成较为自然、舒适的短暂停顿后，引导

性设计需要将关键性物理刺激要素与受众本身快速

代入设计情境中。使受众体会到特定设计情境所要

传达的信息，进而实现具有缓慢投放垃圾的高层次目

的。这些关键性物理刺激要素需要具有一定情境属

性的符号特征，如公共设施的生态性表达，诸要素需

要身处其中的受众通过其形态、交互方式、状态改变

以及功能表达等多种方式传达出生态性语意。

4.2 由引导性设计思维实现城市公共设施的生态性表达

在对这两种较为普遍的受众心理特征进行分析

时，在第二阶段，引导性设计对城市公共设施的生态性

表达，需通过建立能使受众产生相关语意联想的多个

关键性物理刺激要素，代入情境，完成对受众行为方式

的引导。通过引导性设计思维，实现受众放慢投递垃

圾的目的，使受众初步具有深入思考的机会。引导性

设计需要继续通过构建相应情境来完成深度设计目

标。由生态人们较易联想到低碳、绿色、生命、循环等

相关语，而这些相关语在人们的传统认知经验中，已经

与一些更为具体的形态发生了必然联系[8]。

直接降解垃圾的垃圾桶见图3，可通过降解垃圾

使其变成有机肥，体现生态性。但人投掷垃圾时不会

扒开垃圾桶看内部结构，生态化的设计表达通过其长

出的绿色植物，体现生命、再生等积极的设计理念。

这种外化的表达形式结合引导性设计完成初步情感

代入，共同构建出具有强烈生态语意指向的情境，使

身处其中的受众产生由最初“垃圾箱里怎么长出植物

的好奇”，发展到“好像垃圾箱不那么脏了，甚至有点

绿色植物散发的清香”，“我扔的垃圾让它们生长得更

好”等一系列心理变化，最终使受众建立起与传统对

垃圾箱肮脏、扔了就走等消极观念相对的具有强烈生

态指向性的认知体验。这种认知体验在受众持续使

用的过程中发挥作用[9]。植物的不断成长，使生态性

不断以新的形态呈现出来，这种动态发展、变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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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通过更符合人类本能需求的引导性方式，实现了

受众更高层次的设计需求。

由引导性设计[10]思维实现城市公共设施的生态性

表达，需要确定城市公共设施的存在环境以及在此环

境下受众的不同心理特征和行为习惯，并在此基础上

首先找到引导性设计的切入点，然后找到具有代表性

的生态化形态要素，由构建情境的方式完成对这些相

关要素的再设计和整合，再综合分析获得设计展开的

最优解。

5 结语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因所处环境与受众人群的复

杂性而具有更为丰富的表达方式。结合引导性设计

思维的生态化表达，力求以更贴近受众本我状态，实

现受众与环境、产品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引导性设

计基于对受众的心理特征以及认知习惯，由现象入

手，通过分析获得改变或引导受众行为习惯的切入

点，通过构建情境的方式，拓展出更为丰富的生态化

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引导受众建立健康、积极的价

值观，摒弃生硬、直白的设计理念强加于受众的方式，

真正做到由设计引导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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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直接降解垃圾的垃圾桶

Fig.3 Direct degradable tr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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