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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老年人的感性需求。方法方法 通过论述老年群体的生理及心理特

征，并关注感性需求对老年消费群体的重要意义，来分析感性需求提取的技术方法。以实际设计案例

为论点，以前向式推理感性工学方法为基础，进行老年3G手机外观设计。结论结论 提出老年3G手机设计

中以消费者感性需求为主的设计原则在实践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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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perceptual demand of the aged people as a special social group. Methods
Through discussing the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features of aged people, focus on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perceptual demand for aged people，it analyzed a method of perceptual demand extraction.Through the practice case，based

on the forward inference type of kansei engineering，it can design the appearance design of 3G phone for the aged people.

Conclusion It put forward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3G phone for the aged people with customers′peiceptual demand using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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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据

有关数据统计，2013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

量达到2.02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4.8%。预计到2030

年，中国老龄人口总数将增加到4亿左右。随着社会老

龄化进程的加快，这个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对于

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正日益成为全社会的话题。

在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在工业设计领域，

随着产品设计细分化的发展趋势，专门面向老年人而

设计的产品呈上升趋势[1]。但由于设计者对老年人的

感性需求缺乏调研考证，许多产品得不到老年消费群

体的认可，尤其是市场上的手机等数字产品。对于老

年人而言，手机是他们的情感寄托物，但手机市场中

低廉的老年人手机不能满足老年用户的日常使用需

求，高端的智能手机又不符合老年用户的操作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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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对3G手机的感性诉求得不到合理满足。鉴于

老年3G手机市场的巨大潜力，设计者在设计老年3G

手机外观时，可以从老年人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出

发，运用前向式推理感性工学方法，研究老年消费人

群的感性需求，再将理想的感性需求词汇运用到3G

手机外观设计中，从而促进老年3G手机市场的良性

健康发展。

1 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征分析

步入老年后，人们生理的各种机能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逐渐减退，大脑也会逐渐出现退行性改变。主

要表现为：运动反应迟缓，行走、持物等能力减退，记

忆力下降，智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也逐渐减退。在感知

能力方面，触觉、听觉、嗅觉等能力逐渐减退，对颜色

的感受性也逐渐降低[2]。当老年人生理机能下降的同

时，其心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们常常给人留下

迟缓、死板、守旧、孤僻的印象，但这都是出自一种自

我保护的心理。虽然老年人生理机能的下降是不可

抗的客观规律，但心理方面的改变程度是可控的。如

必要的情感关怀，能使他们忘却生理机能衰退所带来

的消极心理感受，而这些关怀可以是亲人的陪伴或是

一个体现老年人感性需求的产品等。

2 消费经济下的感性需求与获取方法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物质生活不断充裕，人们

的生活状态以及消费模式都发生了转变。感性消费时

代下，消费者往往以个人主观认识作为衡量产品优劣

的重要标准，通过个人的认知心理活动，对未知的、多

义的、不明确的产品由直觉感受到决定是否购买产品[3]，

其购买行为建立在主观感性逻辑上。消费观念的转变，

必然会改变设计方向，企业与设计师应逐渐将消费者

或用户本身的感性需求作为设计的关注点。

2.1 消费者的感性需求

感性需求主要指消费者对客观产品产生的主观

心理感受以及意向、预期需求[4]。大部分消费者对产

品的内部功能与结构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当消费者准

备购买物品时会设定一个预期，如安全的、精美的、高

档的等，这些能使感官得到享受、个性得到体现以及

精神得到愉悦的意向思想都属于感性需求，且主要通

过产品的外观造型、色彩、材质等载体表现出来。美

国著名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认为，设计里含消费者

的感性需求成分要比功能需求成分对产品的成功更

重要[5]。由此可见，与以往产品功能需求相比，感性需

求所关注的是来自消费者本身的需求与感受，且通过

这些需求和感受来定义产品的设计风格特征，从而使

设计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精神与审美需求。

2.2 从前向式推理感性工学中获取方法

感性工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日本。广

岛大学的长町三生认为，感性工学是一种以顾客定位

为导向的产品开发技术，一种将顾客的感受和意向转

化为设计要素的翻译技术[6]。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

感性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因此设计师需要采用科学的

研究方法对目标群体的感性需求进行研究，将感性精

准化为设计师进行产品设计的有效方法[7]。

前向式推理感性工学是感性工学中的一种研究类

型，根据其研究方法的不同，分为前向定性推理感性工

学和前向定量推理感性工学。前向定性推理感性工学

采用递推的方式建立树状图，将人对物的意向与期望

转化为设计要素[8]，见图1。前向定量推理感性工学，将

产品的人群定位后建立可描述产品的感性词汇库，使

用感性词汇库调查人的感性，再对得到的感性词汇进

行量化分析，从中得到期望值最高的感性词汇。

可见，前向定量推理感性工学作为定量分析方法

适用于前期问卷调查的方式，确立用户人群对产品的

感性需求期望点，然后运用前向定性推理感性工学作

定性分析，将确定好的感性词汇递推进产品的各设计

要素中，最终得到符合消费人群感性需求的产品。

图1 前向定量推理感性工学方法流程

Fig.1 The flow diagram of forward quantitative inference

type of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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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年3G手机外观设计

根据市场调研，发现当前手机消费市场虽已升级

至以3G手机为代表的智能手机时代，但老年3G手机

却被定位为低端产品。设计上不追求功能的多样化

与外观的美感，手机的设计仅仅解决通话等基本功

能。老年人虽然生理机能不断衰退，但是他们并不希

望因此被社会所忽视，尤其在心理上，老年人大多都

拥有渴望与外界接触、扩大社交范围和接收新奇事物

的意愿，因此，作为当代设计师，对老年3G手机外观

设计应注重消费者的感性需求，使老年消费者在感性

层面上接纳产品。采用前向定量推理感性工学方法，

提取老年手机需求的感性词汇。

3.1 确立老年3G手机外观设计感性意向定位点

感性词汇是消费者对所描述产品的感性意向形容

词汇，将人们心中模糊不清的感性需求以词汇的形式

精准地展现。确立以老年人作为3G手机的用户，运用

前向定量推理感性工学方法，通过网络、市场、杂志等

平台与若干手机销售人员和消费者进行访谈，广泛收

集人们对于老年手机相关的主观感性形容词汇并建立

感性词汇库。为了后期调查的精准，需对感性词汇库

中的形容词汇进行筛选，剔除意思相近的词汇，最后将

老年3G手机的感性词汇确定为：独特的、艺术的、安全

的、舒适的、科技的、新颖的、情感的、简约的、流线的、

亲切的、轻快的、精致的、大气的13个感性词汇。根据

选取的13个感性词汇建立独特的—普通的、艺术的—

非艺术的、安全的—危险的、舒适的—难受的、科技的

—自然的、新颖的—保守的、关怀的—漠视的、简约的

—复杂的、流线的—方正的、尊重的—轻视的、轻快的

—缓慢的、精致的—粗糙的、耐用的—易坏的13组语意

差分量表。选择100个受测者发放调查问卷进行测试，

其中包括50位家中有老人的中年，25位老年人以及25

位专业设计人员，运用ISD量表，根据主观认识选择老

年3G手机感性意向定位点。将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

对每份调查问卷的各个选项所得分值进行加权平均，

并绘制出人们对老年3G手机外观设计的预期分析曲

线图，见图2。根据预期分析曲线图将平均分值较高的

感性词汇，确立为定位老年3G手机外观设计的元素。

根据调查结果得出受测者希望老年3G手机拥有艺术

性、安全感以及关怀感。

1）外观追随艺术需求。艺术化是感性需求中的

表象特征。美的事物总是吸引人的，艺术的产品最能

给消费者带来感官刺激。老年消费者在选择3G手机

时，能对配色、材质质感、线条曲线都符合自身审美需

求的不明确产品产生主观的判断。同时，艺术化的外

形设计能让老年用户使用更加愉快，同时在使用过程

中产生与中年、青年等人群的行为差距弱化的心理。

2）外观追随关怀需求。情感关怀是感性需求中

的核心特征。从细节设计中体现对消费者关怀的产

品设计必然成功。手机作为24 h伴随用户的产品，希

望从使用中带给老年用户内心愉悦的体验。在老年

3G手机外观设计中，关怀主要通过设计上的创新以及

细节来表现。

3）外观追随安全需求。安全感体现在产品的使

用过程中，由合理的人机关系而产生[9]。依赖感是消

费者选择并使用产品后产生的内心感受。当产品在

体验中给老年用户带来依赖感、安全感和归属感时，

产品与用户之间便产生微妙的关系，通常满足用户需

求的产品更容易让人产生依赖感。

3.2 感性需求转化为老年3G手机外观设计要素

前向定量推理感性工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得到

受测者对老年3G手机外观感性意向。接下来通过前

向定性推理感性工学进行定性研究，采用层次递推

图将得到的感性意向特征运用到老年3G手机外观设

计各要素中，得到老年3G手机外观设计模型树状图，

见图3。

图2 老年3G手机外观设计的感性预期风格曲线

Fig.2 The graph of perceptual style of 3G phone design for

age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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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3G手机外观设计见图4，在外观造型设计中，

打破传统方正的老年手机造型，以曲线形态代替，既符

合人机工程尺寸又独具时尚感，造型的创新体现出消

费者对手机艺术感的感性需求。老年3G手机外观设

计细节见图5，除大屏幕、大字体等符合老年群体使用

特征的基本功能外，在操作面板视觉效果设计上特别

采用了红、绿彩色块面区分手机的接、挂电话功能，为

老年人迅速作出选择提供了方便，使用上更加精准，见

图5a。在功能按键上设置了家庭一键通，帮助老年人

在紧急情况下迅速联系到家人。复合型塑料的运用使

手机的握持感舒适且不易滑落，这是手机使用安全感

的体现，见图5b。注重心理学的设计逻辑，体现对老年

人的关怀，见图5c。蓝牙耳机中镂空“福”元素的加入，

使儿女赠送父母手机时蕴含“送福”的含义，从而提升

了产品的附加价值，见图5d。可见，“关爱通”老年3G

手机的外观设计让老年人在使用此款产品时感受到

“新”，同时增加了老年人与年轻人交流的砝码，从心理

上营造不脱离社会前沿的健康心态，使老年手机在便

于操作的同时也带有流行元素，不仅符合了感性需求

的心理效应，而且体现了人文关怀。

4 结语

在全球化的市场里，商品竞争力的核心在于消费

者需求的把握能力与体现水平[10]。在中国步入老龄化

社会的今天，老年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在任何方面

都需要被关注。在感性认知为主的消费时代下，生产

企业与设计师不应只关注主力消费人群的感性需求，

老年人群的感性需求也应受到重视。在老年手机竞争

市场中，老年消费者的感性需求也是3G手机研发应关

注的设计焦点之一。这里通过对老年消费者的生理、

心理等方面进行分析，采用前向式推理感性工学为设

计师提取老年消费人群的感性需求获取了有效的方

法。以前向定性推理感性工学与前向定量推理感性工

学进行研究，从定量的方式得到受测者对老年3G手机

的精准感性意向与期望的形容词，再通过定量分析将

得到的感性需求特征转化为细部设计要素。该方法对

感性需求导向下的老年3G手机外观设计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为老年3G手机后续研发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价值。从许多品牌的发展经验来看，以人为本的设计

理念是老年3G手机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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