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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视觉体验与日用产品设计的关系以及将视觉体验应用于日用产品设计中的创新设

计方法。方法方法 引入“视觉体验”的概念，从视觉元素带给人们的不同视觉体验入手，依托日用产品设

计，分别从视觉体验与产品形态表现、色彩表现、材质表现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结论结论 体验经济时

代下，产品设计不再仅是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工具或器械，而是带给人们丰富情感体验的媒介，通过

日用产品视觉体验的研究，总结出能够满足人们情感体验需求的日用产品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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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ual experience and household product design and the innovative

method of household product design applied to visual experience. It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visual experience" from the

aspects of visual elements to bring people different visual experience，based on the household products design，analyzed and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ual experience and product form performance，color performance，material performance.

In the era of experience economy，product design is not only the tools or equipment for meeting people′s using function，

but the media giving people a rich emotional experience. It can draw a design methods of household products to meet the

people′s rich emotional experienc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visual experience of household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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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产品设计貌似不起眼，却在日常生活中扮演

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

关。过去，日用产品的设计主要集中在功能的创新

上，解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问题。现在，日

用产品在注重功能的基础上，开始考虑美感和装饰

性，为了迎合新的消费趋向以及体验经济时代的到

来，日用产品设计不再只是满足人们使用功能需求的

工具或器械，而更加关注带给人们的不同体验，日用

产品逐渐成为人们表达、交流和表现的媒介[1]。如何

赋予日用产品基本使用功能外的情感体验成为设计

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这里提出将“视觉体验”的概念

引入日用产品的设计中，以期能找到一种能够满足人

们丰富情感体验的产品设计方法。

1 视觉体验概述

视觉是人类接触和感受世界最直观的一种方式，

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不同的视觉现象构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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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完整视觉感受并伴随着相应的心理感受。心理机

制及心理作用下，视觉现象进一步的变化与发展使人

拥有复杂的视觉体验。视觉体验是一种普遍而又特定

的体验，是在“看”的基础上，通过某种特殊的抽象过程

而生成的经验[2]。目前，视觉体验的研究主要应用于视

觉艺术设计中，如平面设计、动画等，它们都是通过各

种视觉符号（图形、文字、图像等）激发人们不同的视觉

感受，从而达到传递信息的作用。在产品设计领域中

视觉体验的研究是空白的，从视觉的角度提升产品的

附加值，丰富人们的视觉体验，满足人们对产品更高层

次的需求，这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

在产品设计领域中的视觉体验实际上是用户体

验的一部分，在设计时从视觉感受入手，选择不同的

视觉语言对产品信息进行编码、组合，通过刺激受众

的视觉感官，使其产生多种情感体验，让目标受众更

好地感知产品的相关信息，诱使消费者做出购买决

定。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视觉元素（形态、色彩、材质

等）激发人们的情感，从而形成一种体验，可以是趣味

的、刺激的、搞笑的、甜美的，达到迎合消费者多层次

的精神需求的目的。

2 视觉体验在日用产品设计中的研究

视觉体验起步于对物象中形式因素的观察与分

析的表达，发现物象中的趣味之处或令人愉悦之点。

如何提取视觉元素并运用于日用产品设计中是这类

型产品设计的关键，所涉及到的视觉元素包括形态、

色彩、材质3个方面。

2.1 视觉体验与日用产品的形态表现

日用产品泛指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生活产品，具

有体积较小、结构相对简单、功能单一、无高科技应用

的特点。日用产品的形态设计是产品功能、设计思维

与情感表达的主要载体，是人们认识产品、产生情感

共鸣的基础。在设计中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形态符合视觉认知。日用产品是生活中最常见

的产品，它的形态应能够表达产品是什么以及有什么

用。这就需要通过研究人的视觉认知特性，并与产品

形态的表现形式联系起来，可采用用户调查的方法建

立一系列的“认知—形态模型库”[3]，并应用到日用产品

的设计中，将形态表现与用户认知达到和谐自然的关

系。具象形态所表现出的用户认知行为，例如挂钩设

计，见图1（图片摘自my doob网），它利用人体的不同姿

势与挂钩形态进行类比，让人通过联想能够很快识别

出产品的功能，并在视觉体验的过程中激发有趣和新

奇的感觉，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视觉交互形式。

2）形态暗示使用方式。在视觉上，形态的表现形

式应该能够暗示出如何使用产品，而不需要特殊的说

明。日用产品设计见图2（图片摘自my doob网），它们

不同的形态清晰地表现出了是插、放还是挂的行为，产

品的形态表现形式很好地吻合了人对于操作行为的视

觉认知。每一种产品都具有一定的特征形状，设计师

应当从用户的角度把几何形状理解成使用的含义，从

思维方式上更接近用户的需要。

3）形态传递情感。产品形态具有情感作用力[4]，通

过视觉感知，在心理上产生共鸣，从而产生情感体验，

它包括积极的情感体验和消极的情感体验[5]。比如将

传统文化元素与日用产品形态相结合的方式来传达某

种文化情感，引起共鸣，从而增强产品的亲和力。计时

器设计见图3（图片摘自Alessi网），它利用了清朝肖像

的元素，命名为“清朝家族”，该设计通过日用产品传达

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递了一种文化情感。烟灰缸设

计见图4（图片摘自BillWang网），将人体的肺部形态与

烟灰缸的形态设计联系起来，给人一种恐怖和警示的

情感体验，从而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

4）形态丰富视觉感受。形态的塑造来源于生活，

通过重现或创造一定的生活情景，提取一些静态的、动

态的、幽默的、夸张的、新奇的或是可爱的视觉元素，勾

起人们的联想，从而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丰富人们的

图1 挂钩设计

Fig.1 Hook design

图2 日用产品设计

Fig.2 Household product design

图3 计时器设计

Fig.3 Timer design

图4 烟灰缸设计

Fig.4 Ashtra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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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感受，满足人们对于日用产品的精神需求[6]。大肚

子纸架和HELP搅拌棒设计见图5（图片摘自mydoob

网），提取了意外的幽默情节，令人捧腹不已。举重CD

架设计见图6（图片摘自mydoob网），通过动感态势的

捕捉，将产品的功能融合在一个动作当中，成为动作的

一部分或动作道具，带给人们动态的视觉感受。

2.2 视觉体验与日用产品的色彩表现

日用产品的色彩可以说是视觉体验中最强烈、最直

观的元素，它不仅具有审美性和装饰性，还具有符号意

义和象征意义，色彩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视觉感受和

情绪状态[7]。色彩给人的视觉体验是强烈的，不同的色

彩及组合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受，比如红色热烈，蓝

色宁静，紫色神秘，白色单纯，黑色凝重，灰色质朴，表达

出的不同情绪会成为人们不同的视觉体验[8]。首先，日

用产品的色彩表现应该服从产品的主题，起到暗示使用

方式和提醒注意的作用。菜刀和菜板的组合设计见图7

（图片摘自爱稀奇网），运用不同的色彩对应不同功能的

菜板，红色对应切肉的菜板，绿色则对应切蔬菜的菜板，

并且菜刀手柄上的色彩与菜板的颜色一一对应，给人们

清晰易懂的视觉提示。其次，色彩的组合有主有次、层

次分明，但不能种类过多，通常不超过3种，色彩间达到

和谐统一，以丰富人们的视觉体验。最后，注重色彩的

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感染力，提升情感体验的强度。

例如“蜗牛”胶带座的设计，见图8（图片摘自mydoob

网），运用了对比色，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2.3 视觉体验与日用产品的材质表现

不同材料的质感会带给人们不同的感知，这种感

知还会引起人们的联想，从而产生某种情感，这种情

感特性在日用产品设计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带给产

品设计新的思路和方法。日用产品的材质表现可以

从不同种类的材料入手，表现不同的视觉体验。比如

金属给人坚硬、光滑、理性的视觉体验；塑料给人轻

巧、细腻、艳丽的视觉体验；玻璃给人高雅、明亮、光

滑的视觉体验；木材给人自然、协调、亲切的视觉体

验；皮革给人柔软、浪漫、手工的视觉体验；陶瓷给人

典雅、精致、凉爽的视觉体验[9]。材料的组合也可以提

升产品的视觉体验[10]。比如塑料与金属的组合，形成

柔软与坚硬的对比；玻璃与木材的组合，形成透明与

不透明的对比；陶瓷与草编材料的组合，形成光滑与

粗糙的对比，等等。3种材质的组合可使得视觉体验

更加丰富多变，例如茶壶设计，见图 9（图片摘自

BillWang网），它融合了陶瓷、金属和木材，给人多种质

感的视觉体验，既丰富了视觉感受，又产生了很好的

情感体验，同时也符合人们的使用需求。因此，材质

的创新或组合成为了产品设计的一种方法。

3 结语

新的消费趋向促进了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

的消费需求已经由实用上升为情感，产品设计更加注

重其带给人们的情感体验。这里提出了把通常用于

视觉艺术领域的“视觉体验”移植到日用产品的设计

中，对于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一类型产品，

在满足简单功能的前提下，从形态、色彩和材质的表

现形式中挖掘带给人们或搞笑、或亲切、或夸张、或新

奇等不同视觉体验的产品创新方法，以期对日用产品

的设计提供一种新思路。

（下接第 131 页）

图5 大肚子纸架和HELP搅

拌棒设计

Fig.5 Big belly paper holder

and HELP stirring stick design

图6 举重CD架设计

Fig.6 Weightlifting CD

frame design

图7 菜刀和菜板的组

合设计

Fig.7 The kitchen knife

and cutting board design

图8 “蜗牛”胶带座的设计

Fig.8 "Snail" tape dispenser

design

图9 茶壶设计

Fig.9 Teapo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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