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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关注老龄化人群用户，重视老年人群顺应时代发展的潜在需求，提早一步为老年人考虑交

互产品设计，消除老年人接触新产品时的陌生感、无力感，使老年人能够享受科技产品带来的快乐。方方

法法 从我国社会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老年人产品设计的现状，分析和了解老年人这一特定的群体所具有

的较于其他群体更为显著的心理与生理特点。结合交互设计的开放性设计思维，从用户体验层面进行

设计研究。结论结论 通过分析研究，提出未来用户体验角度进行老年人产品研发的4个关注点，并结合案

例分析对其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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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cus on aging users，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lderly with potential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consider beforehand interactive product design for the elderly，eliminate the strangeness and powerlessness when old

people contact with new products，enable the elderly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o enjo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ducts.

Based on product design status of the old 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rend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it analyzed the status and understand the elderly of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that had more significant than

other groups in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combination of interaction design open design

thinking，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user experie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it put forward four points for the

future user experience perspective for the product research combined with ca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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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社会比例

日益增加，且我国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

的，然而在国内市场中，站在产品设计及研发的角度，

专门针对老年人而设计、提供给老年人使用的产品并

不是十分丰富。随着老年人口数量逐步增多，未来市

场适合老年人使用的产品需求量会逐步增大，市场发

展空间极大[1]。重视老年人群适应时代发展的潜在需

求，提早一步为老年人考虑交互产品设计，使老年人

从惧怕新产品到轻松使用产品，甚至到更高层次的享

受产品。随着这样的市场需求，需要在产品的设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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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阶段对老年人用户的生理、心理需求进行分析和研

究，以期提高产品的用户体验[2]。

1 国内外针对老龄化人群设计研究发展近况

在我国，针对老龄化人群的产品设计和研发尚处

于起步阶段，详细探索分析也都汇合在理论研究层

面，在老龄化人群的用户体验感受和交互设计方面，

学术成果并不太多，主要有4个钻研方面：钻研老龄化

人群的产品研发方法和准则[3]，例如有研究人员提出

了化繁为简、人性化设计、使用功能精准定位、安全关

怀、重视本土文化融入等原则；基于现有某设计原则

研究老龄化人群产品设计，如通用设计、无障碍设计、

绿色设计等理念在老年人产品开发中的运用等；就某

一类功能性产品针对老龄化人群进行研究，例如针对

家用电脑、老年人手机、娱乐电子产品、治疗康复设备

等，从产品的功能、造型、结构、色彩、材料等方面提出

适应老龄化人群的设计原则[4]；结合以上提出的几种

方法进行综合运用，例如结合相应的设计方法对某一

产品从不同功能角度进行分析，然后解决相应问题。

在设计研究比较前沿的西方国家，对老龄化人群

产品的设计研究较之国内则相对实际一些：技术研

究，要提高相关设计的发展，首先要有足够的技术支

撑，一些世界五百强企业如Intel、通用GM、IBM和HP

等公司均设有老年人服务技术中心，专门针对老龄化

人群产品的相关技术进行研发；产业方面，国外老年

人相关产品比较发达，有专门的老年人玩具及产品公

司，还有旅游、教育中心及老年人用品商店等；产品方

面，国外老年产品种类丰富，几乎包含了生活中常见

的各种产品，比如一些美国厂家针对老龄化人群用户

的特殊需求，会推出假牙专用口香糖、老年人专用药

盒等产品。

2 用户体验层面的老年人交互性产品设计分

析研究

2.1 用户的无脑体验

所谓用户的无脑体验，意思就是用户在操作产

品或接触新产品时不用经过大脑思考和下指令，而

更像是条件反射的反应或者是一种行为成为习惯

后，就能够进行正确操作。对人脑无意识操作行为

的研究，十分有助于提升用户使用产品的体验。例

如人们在阅读时习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用户在使

用电器时，习惯先找开关；网页页面右上角的小叉号

代表关闭页面等。由此可见，产品设计最好的用户

体验，就是用户在使用产品时仅通过习惯性行为就

能够进行正确操作。

老年人作为自然人类存在，相对来说第一维度的

用户体验是和人类大脑无关的，人们在使用某件产品

时，很多时候会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进行操作，也就是

身体的条件反射反应。在进行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应

该考虑到用户的这种条件反射，也就是重视用户的无

脑体验，使用户在接触新产品时，很容易就能够上手

使用[5]。

“脚踏升降购物车”设计见图1a（图片摘自爱稀奇

网站），许多老年人在完成购物行为时，比方说去买

菜，老年人会推一个便携式的推车，购买了所需的食

材装进推车后，推回家中，省去了背部与手提时身体

脊椎或手肘需要承受的重力。在多数时候，这一操作

过程关注到这就结束了，可是，图1的这位设计师察觉

到了其中不完善的一点，也就是当人们推车回家，需

要取出食材时，在最上层的好拿，可是越往下，取物品

的难度对老年人来说就越大。考虑到很多老年人都

有骑自行车的体验，因此对他们来说使用有轮子的推

车更习惯于用脚踏的方式进行操作，为了降低取购物

车下部物品的危险性，采用了脚踏式结构设计去解决

这一问题。该项设计获得了2013年红点设计奖的最

佳设计。

使用该产品，当老年人购物回到家中需要取出

食材时，便可不用弯下腰或者曲膝蹲下来探入车内

取物，只需要用脚轻踩踏板充气，而这种脚踏的方式

是他们十分习惯的操作方法，内置的小平台就会开

始上升，将菜往上顶，让内部的物件始终保持在最上

层的位置。“脚踏升降购物车”内部图示见图1b（图片

摘自爱稀奇网站）。当用户拿出所有物品以后，使用

脚踏方式对购物车进行放气操作，托板会恢复到初

始位置。

图1 脚踏升降购物车设计

Fig.1 Foot lift c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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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品的孤独体验

用户体验的第二个维度叫产品的孤独体验，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用户购买产品的原因就是为了缓解自

己的孤独感，与产品交流。如果设计师在产品设计过

程中能够有效地让产品与用户进行一定的交流，就等

同于产品给用户提供了相应愉悦的用户体验。

交互式说明手册见图 2（图片摘自 claragaggero.

com），此款作品的设计师认为人们对于高科技的数码

产品是有追求的，例如追求功能更先进的手机，但是

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便是产品手册的简陋与缺少互动，

已经无法适应功能上的日趋复杂。对于上了年纪的

人，高科技并不总是带来便利，许多时候是带来沮丧

与失落感。这款全新的交互式说明书尝试解决这一

问题，理念在于将结构（部件）、功能和手册三者结合

在一起[6]。在这一交互式说明手册的创意理念中，当

手机组装完毕，打开功能页，中间是中空的设计，刚好

将手机放进去，四周则是功能介绍文字。通过这样的

设计，用户可以一边对照手机一边学习使用说明，而

用户手册上很明确地指出正在讲解功能需要使用的

按键位置及参考屏幕的显示位置。在这样的手册阅

览中，就如同有一个客服人员在手把手地为用户介绍

这款手机，操作方法简单、准确且明了。

卡片功能说明书见图 3（图片摘自 claragaggero.

com），交互式说明书其中包含的小册子尺寸如同信用

卡，可以放入钱包，随时查阅，这一功能对于记忆功能

衰退的老年人来说，非常便利，虽然用户并不一定能

熟记繁复的操作步骤，但是他们也有权利享受到最新

的科技成果。

功能地图见图4（图片摘自claragaggero.com），通

过对图形化交互式说明书的使用，把手机界面布局中

每个图标的功能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一目了然。

作为设计师，在对产品的外观进行提升的同时，应

该对产品的功能进行认真思考。不同年龄用户的生

理、心理特点都有所区别，对老年人产品设计的关注其

实就是对老年人的关怀[7]。在产品设计研发过程中重

视产品与老年人的互动与交流，通过带给老年人积极

的用户体验使他们保持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3 老龄化人群心理感知特点对提高产品用户

体验设计的启迪

随着年龄的逐步增大，老年人用户的内心世界变

得更加敏感，伴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老年人心理上的

落差感与失落感尤为突显。而随着当代产品设计智能

化和数字化的发展，在使用产品过程中相对比较复杂

的操作过程和并不十分友好的用户界面让老年人望而

却步，使老年人操作产品的用户体验很差[8]。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应该意识到，在为老年人进行

产品设计时应该站在用户的角度，通过不同途径提高

老年人使用产品的用户体验，那么，站在老年人的心

理感知特点，在交互设计角度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

简化使用产品过程中的操作流程，使操作过程更具有

交互性，将操作进行优化重组，去除多余的操作步骤

和程序。系统的反应速度要和老年人本身神经系统

的反应速度相协调，反应速度不宜太快。（2）尽可能地

减少逻辑推理的操作步骤和过程，而采用物理限制性

的逻辑程序。通过此方法削减用户在使用产品时需

要思考的部分，采取本能性的行动或者习惯性行为。

（3）在产品设计时，将主要信息与需要记忆的部分交

托给产品负责，而不要靠用户去记忆，产品只需要在

恰当的时机把需要的信息提供给用户即可。（4）产品

的说明书及操作说明应该简单易懂，图文并茂，增强

视觉效果的直观性。

老年人的产品设计首先是要满足老年人在使用中

的功能需要，再是兼具安全、便利、保健、养生、文化等

设计元素，让老年人能够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来接

受新鲜事物，从中得到进步和提高，同时获取新鲜资讯

并保持与社会的亲密接触[5]。如此正面的社会信息交

图2 交互式说明手册

Fig.2 Interactive instruction

manual

图3 卡片功能说明书

Fig.3 Card function

specification

图4 功能地图

Fig.4 Func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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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沟通，削弱了老年人在智能时代的遗落感。

4 结语

由当代我国社会老龄化的趋势点出时代背景下老

年人产品设计的现状，对现状进行分析的同时，了解老

年人这一特定群体所具有的较于其他群体更为显著的

心理与生理特点。从老年人的心理感知特点引出对交

互设计的启示，结合交互设计的开放性设计思维，用户

体验层面是人性化设计的初始点，无脑体验层面也就

是生理条件反射性行为意识。运用介绍实际案例的形

式，讲解笔者所要表达的我国当代老龄化社会下的交

互性产品设计关注方向[9]。笔者的研究尚处于探索层

面，而对于老龄化社会下的交互性产品设计发展方向

这一课题的研究，还需要更深层次地掌握各个与之相

关的知识范畴，来补充这里的不足之处，将老龄化社会

下的交互性产品设计发展方向这一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的研究命题不断丰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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