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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通过对家电外观个性化设计的分析来阐述重构的重要性。方法方法 从家电产品外观构成要

素中的形态、色彩、图案、肌理4个方面来研究。结论结论 产品外观设计一定要以使用功能为前提，脱离

了使用功能，再漂亮的设计也很难被消费者接受。虽然家电产品外观设计的重构给了设计无限的空

间，但重构并不是一味地打破传统，还是要依附于传统的审美机制和审美心理。那些个性化的家电外

观设计，虽然不是每一款都能成为大众普遍拥有或喜欢的，但外观的重构却给设计师一种新的设计思

路，不妨碍它们成为一种时尚，甚至引领未来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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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importance of reconstruction is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ersonalized design of

the household appliance appearance. Methods It studied respectively from four aspects: form, color, pattern, skin texture.

Conclusion The design of product appearance should base on use function. Without use function, the beautiful design

could not be accepted by consumers. Th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ousehold appliance appearance has the infinite

space, the reconstruction should not break the tradition, but depend on traditional aesthetic mechanism and aesthetic

psychology. Not every personalized design was popular, bu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ousehold appliance appearance gave

designers some new design ideas and was becoming a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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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旺盛，家电

的功能逐步在细化、提升，家电的质量也越来越好。

比如电视机，从以前的14英寸黑白到大彩电，从手动

换台到遥控换频道，从笨重的样式到现在的轻、薄、

透，无不显示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纵观市面上销售的家电，虽然外观已有所改善，

但抄袭、雷同的多, 形状、色彩和材质肌理上缺乏创

意，甚至没有美感。一个电器，最先被消费者关注到

的是它的外观，漂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者

的购买。当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成为大众普遍拥

有的生活必需品时，如果仅仅靠功能来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是不行的。追求时尚、美感、个性、与众不同是当

下消费者的普遍心态。当家电被赋予了打破常规的

设计时，那这种设计必然会引领时尚，进而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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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因此，对家电外观设计的重构是目前设计师新

的创作思路。

重构是创造性的思维方法。一件产品的成功与

否，不仅在于制作工艺的考究，装饰技法的娴熟应用，

还取决于设计师的创造性思维能力[1]。在产品外观设

计中，形态、色彩、图案、肌理是设计的主要要素，在这

4个方面进行重构，可以让产品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

出，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1 形态重构

形态重构主要指产品外部轮廓设计的重构。传

统的家电形态都是棱角分明的四方形，单一、坚硬、中

规中矩，缺少人情味和艺术性。在家电还是奢侈品的

年代，人们不会觉得这样的方形不够美观，但当生活

质量得到不断提升的时候，消费者对产品以外的精神

追求也悄然兴起。用家电、读家电、赏家电，消费者需

要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选择。产品的基本使用功

能决定产品的外在表现形式，产品的外形要符合产品

的结构[2]。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现代的家电产品，已

开始超越了印象中对家电的定义，用更加多元的形态

来诠释家电新的含义。当严肃笔直的线条变成优美

柔和的曲线时（见图1-4），当仿生的形象也出现在冰

冷坚硬的电器上时（见图5-6），产品就会焕发出崭新

的生命力。图1的鹅卵石形洗衣机，是一款外形像鹅

卵石一样的概念洗衣机，这个具有流线体美学的洗衣

机是对传统洗衣机外观的挑战和重构；图2的眼镜蛇

音箱，是从眼镜蛇的形象中提取元素，改变了原有音

箱的外观设计，变得现代、流畅、优美、轻盈；图3的卷

式空调，从卷纸中得到灵感，整体设计婉约、清逸；图4

的堆叠式冰箱，虽然还是用直线来设计，但冰箱已经

变成了少见的六边形，充满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工

业化时代，家电形状总是以几何形居多，但人是自然

之子，总是对自然形态有一种天生的眷恋[3]。图5的足

球电视机和图6的猫头鹰风扇，形状俏皮、可爱，能引

起特定消费群体的共鸣和喜欢，就算这样的家电不用

了，也可以美化居家环境。

2 色彩重构

在产品设计中，色彩作为重要的视觉元素，对消

费者的审美心理影响很大。色彩设计所创造的价值

既表现为物质的，也表现为精神的，色彩的创意设计

使其传递的信息充满情感，更高效、更准确，也更有艺

术韵味[4]。产品色彩要把产品和消费者的心理结合起

来，只有深入研究产品市场环境、消费者的精神和物质

追求，才能以独特的色彩构思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和喜

欢。在对一件产品进行色彩重构时, 首要的问题是要

了解这种产品的设计定位, 有针对性地进行色彩设计，

对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消费群采用不同的色彩来满

足他们的需求[5]，这样才能让色彩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在中国，色彩设计在许多家电生产领域尚未得到

应有的重视，很多生产商认为只要质量好、功能全就

行。电视机除了黑白灰，鲜有其他色彩；空调大多以

白色作为主要基调；洗衣机的色彩同样单调。在当今

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有些家电生产企业已经意识到使
图1 鹅卵石形洗衣机

Fig.1 Egg washing machine

图2 眼镜蛇音箱

Fig.2 Cobra speaker

图3 卷形空调

Fig.3 Scroll air conditioning

图4 堆叠式冰箱

Fig.4 Stackable refrigerator

图5 足球电视机

Fig.5 Football TV

图6 猫头鹰风扇

Fig.6 The owl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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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相统一的重要性，色彩要比过去丰

富得多。比如冰箱不再是传统的黄、绿、白色，开始有

纯黑、土豪金，还有红、橙、黄、绿、蓝、紫等纯度很高的

色彩（见图7-10）。这些以往很少出现在冰箱上的色

彩，成了很多年轻用户的首选。现在消费者对于电器

颜色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甚至有些消费者因为购买的

电器颜色而改变室内色彩。

3 图案重构

很长时间以来，家电的外立面都是以纯色作为基

调，自从某韩系家电品牌带来让人惊艳的印花面板设

计后，近几年国内各品牌推出的新品可以说是掀起了

一股“印花”热。产品刚上市还受到追捧，但争相效仿

后的结果是图案雷同，让消费者产生了审美疲劳。

在产品的外立面设计图案，是打造家电个性化、艺

术性最好的方式。优秀的图案文化逐渐被引用到设计

中，并得到进一步延伸与发展，主要是因为图案艺术能

提升设计的附加值[6]。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家电设计

和艺术是两个不同的载体，很难将二者结合。西门子

率先从家电行业角度，致力于打造产品和艺术交流的

平台，不定期和艺术家合作，从艺术家的角度让家电来

一场艺术设计的革命（见图11）。这些图案融聚艺术与

生活的精髓，致力于创作灵感、设计理念和精湛工艺的

不断探索，寻找家电设计的无限可能，并改变艺术曲高

和寡的局面，让艺术走进寻常人家，为消费者带来与众

不同的生活体验。2011年，澳柯玛宣布冰箱定制服

务。设计师可以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照片或图案，制作

成独一无二的冰箱面板，让消费者的个性需要变成现

实，让每一台冰箱都深深地烙上主人的个性标签。虽

然冰箱在形状上并没有改变，但仅仅通过图案的重构，

使产品依然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世界上的图案种类纷繁复杂，每个消费群体都有

不同的审美心理，针对不同消费群体选择不同的图

案，让艺术赋予设计灵魂与个性，能够满足消费者对

产品从里到外的需求。例如，代表中国国粹的青花瓷

图案，让一台普通的洗衣机变成了艺术品，深得追求

传统文化、怀旧一族的追捧（见图12）。

4 肌理重构

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肌理美感，不同的美会给

消费者带来不同的视觉和触觉上的感受，以及不同的

情感体验。现代产品设计的选材不仅要考虑材料的

理化特性和加工工艺性能能否满足使用的需要，同时

还要考虑产品材质与人的情感关系，通过选择宜人的

材料来增加产品的感性成分，增强产品与人之间的亲

近感和互动性[7]。在这基础上，材料的选择有无限的

可能性。当材质被运用到产品形态上时，同时也增加

了产品设计内涵的语境传递[8]，使产品具有外在的形

式美感和张力，带给人们更多的精神享受。

图7 多彩冰箱

Fig.7 Colorful refrigerator

图8 卡萨帝星空系列

Fig.8 CASARTE emperor

Star Series

图9 卡萨帝复式滚筒洗衣机

Fig.9 CASARTE emperor double

drum washing machine

图10 SMEG冰箱

Fig.10 SMEG

refrigerator
图11 西门子手绘冰箱

Fig.11 SIEMENS

hand-painted refrigerator

图12 青花瓷洗衣机

Fig.12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wash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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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产品离不开对肌理的精心设计。传统家

电的材质肌理大多是烤漆和不锈钢面板，这两年，又

加入玻璃面板作为主要外观材料，光洁、明亮、平整，

科技感强，但仍然缺乏个性，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在符合生产工艺和使用功能的条件下，任何材料

都可以成为家电的外观用材。肌理的美主要体现在

表面的结构和纹路上，就算还是采用传统面板，仍可

以在表面的结构和纹路上重构。家电的外立面可以

变得凹凸不平，可以有锈迹斑斑的金属质感（见图

13），可以原始、自然、古朴，各种各样的肌理美都有可

能诠释家电产品的内涵。

当家电产品外观在形态、色彩、图案、肌理上打破

常规的设计时，必然会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能让消费

者注意产品，产品营销就成功了一半。虽然家电产品

外观设计的重构给了设计无限的空间，但重构并不是

一味地打破传统，还是要依附于传统的审美机制、审美

心理。设计师应致力于把传统和现代的设计理念结合

起来，使家电产品外观设计有更多、更实用的突破。

5 结语

商业必须符合人性的需求，而工业设计又必须依

附商业[9]。产品外观设计一定要以使用功能为前提，脱

离了使用功能，再漂亮的设计也很难被消费者接受。

构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综合形式设计语言，它既关注

当代，又关注传统，更关注未来[10]。那些个性化的家电

外观设计，虽然不是每一款都能成为大众普遍拥有或

喜欢的，但外观的重构却给了设计师一种新的设计思

路，不妨碍它们成为一种时尚，甚至引领未来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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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钟表冰箱

Fig.13 Watch refrig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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