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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户外便携水壶的使用功能，增加户外运动用品与人的亲和性。根据户外

运动水壶特殊使用环境及用户心理的需求，重新对其进行设计，为产品注入更多人性化的因素。方法方法 以

方式设计理论方法为指导，运用人机工程学的研究方法，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对日用便携水壶结构进

行重新分析和设计，发现和改进不合理的使用方式，运用艺术与技术的整体化设计来提高水壶的使用功

能，加强便携水壶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结论结论 从方式设计的角度对户外便携水壶的重新设计，能够更

好地发挥水壶的功能，从使用方式到携带方式都能为用户提供更人性化的使用体验，方式设计给设计师

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产品与使用者的关系，使产品设计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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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discusses how to better play the use function of portable kettles，and increase the affinity for outdoor
sports activities and human.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and users′ psychological needs，it redesigns
it and puts more humanized factors into products. Using pattern design theory as a guide，it use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ergonomics，starting from the people oriented point of view，reanalyzes and designs the domestic portable kettle structure，
discoveries and improves the unreasonable use，improves the use function using art and technology overall design，and
strengthens the effects of portable kettle on people′s way of life. It redesigns the outdoor portable kettle from the way the
pattern design，which can play the kettle function better，and provide more personalized experience for users from using to
carry w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ign to the designer of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products and the use of them make the
product design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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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的户外便携水壶种类繁多，造型越来

越美观，材料越来越健康环保，但是能够针对户外运

动特点和人们在户外使用水壶的习惯进行有针对性

的好设计并不多见。真正的户外便携水壶主要针对

人们外出旅游探险以及户外作业环境时使用，既要满

足人们心理方面对造型和材料的个性化、高品质化的

需求；同时又要卫生，方便快速开启和关闭且方便携

带，这样才能很好地满足户外及野外复杂环境下的使

用。鉴于以上多重需求，从方式设计的角度，对户外

便携水壶进行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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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式设计的定位与意义

产品设计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类物质功能需要及

精神层面需求[1]。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

和谐共生。古人很早就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提出和谐

统一的观点。在《考工记》中记载了“天有时、地有气、

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可以为良”的观点。现代

产品设计中提到的人与产品、环境和谐统一思想就是

《考工记》中所强调的统一和谐概念的延续。

方式设计是近几年来业界关注的一种独特的产

品设计视角，同样是一种创新思维指导下的设计形

式，它以人的生理及心理特质为基础，通过对人的行

为方式的研究和再发现，以产品的工作方式或人与产

品发生关系的方式为出发点，对产品进行改良设计或

创造全新的产品。其内在追求在于回到原点重新审

视周围的设计，以最为平易近人的方式来探索设计的

本质[2]。方式设计实际上是基于实用主义展开的设

计，罗维有几个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简练，容易维修

和保养，典雅美观，使用方便，最重要的是通过产品形

态表达使用功能[3]。基于方式设计的产品要能够通过

外形的表达，向消费者传递方式上的功能和使用方

法，而不需要过多的说明和演示。

方式设计以发现和改进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为出

发点，使人与产品、人与环境更加和谐相处，进而创造

更新、更合理、更美好的生活方式。人类生活方式随

着所使用工具和产品的演变而随之演变着，这种演变

是产品和人不断磨合、不断交流的发展过程[4]。设计

是为使用者而存在的，反过来，设计的使用者也刺激

和反作用于设计[5]。在方式设计思维中，产品是实现

人的需求的中介，其意义在于更好地服务于人的潜在

需求，寻找人与产品沟通的最佳方式。

消费需要就是设计的核心[6]，方式设计着眼于消

费者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包括产品的工作方式及使

用方式），并从这些看似“平常”的方式中发现不合理

的方面，通过设计的改良，使产品的工作方式更好地

符合人的使用习惯，从而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如水龙

头开关设计的演变，从传统的旋转式开关到后来的扳

手式开关再到现在的触感开关，通过开启方式的不

同，让人们使用水龙头时能够更快捷、更卫生。方式

设计从人机工程学、心理学、行为学等方面综合考虑

产品设计，对人类生活进行新探索和再发现，使产品

更加适应用户的使用方式，同时给人带来新奇、有趣、

耳目一新的感觉。

2 从方式设计的角度对户外便携水壶进行重

新分析与设计

随着人们休闲时光的增加，户外从事各种生产与

休闲活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重要工作与生活方式，户

外运动水壶针对户外活动为用户开发设计。与普通

日常水壶相比，在携带方式、饮用方式设计中都应该

具有独到之处，以适应户外活动的特殊需要。

从方式设计的角度对水壶在旧有的使用方式与

操作方式的设计上加以革新与改良，从而重新引起使

用者的注意与兴趣。它要求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充分

把握人机工学的要求，探究用户的潜在使用心理和使

用习惯，对于已有的使用方式进行剖析，研究人们在

户外使用水壶时的动作特点，并将这些特点进行归

类，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创新设计，目标定位于如何

更方便卫生快捷地储水、饮水。

从方式设计的角度分析，水壶的设计首先要考虑

水壶的基本功能，即储水。户外便携水壶的储水功能

更强调“防漏性”，在颠簸的使用环境中，保持良好的

防漏性是户外便携水壶的首要设计任务。其次是“便

携方式”的考虑，用户在户外活动中会携带相对较多

的行李，如背包、各种工具、摄影摄像设备、手杖等，水

壶作为使用频率较高的户外用品，在便携性方面尤其

要达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境界，不给用户带来

额外的负担。第三个重要的设计点是“饮水方式”，即

如何让用户快捷卫生地饮水，且不会占用使用者太多

的资源，例如单手能够完成操作的设计，就要比双手

完成操作的设计更优化，解放了一只手，让用户节省

了50%的资源，若对于徒步攀登的户外运动者来说，

这50%的资源是相当可观的。

2.1 对使用群体的分析

方式设计从人的根本需要而来，服务于人的根本

需要，表现出的则是对人更加体贴、细腻的关怀。在

消费者为中心的时代，不断提高的生活品质，使消费

者对产品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烈。他们对产品的

喜好度往往更多地取决于产品自身折射出的信息价

值与个人的喜好、信仰、品质等心理认同是否暗合。

用户希望自己身边的物品更加方便而富有乐趣，从而

使生活变得更轻松、愉悦。方式设计通过对产品的完

善与创造，使产品能更好地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更好地迎合人的需要。具体对户外便携水壶用户的

分析如下。（1）用户需要从户外便携水壶的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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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新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源于对生活的热爱，他

们对生活的细节有着特别的关注及高品质的要求。

如相对同类产品它使饮水的过程更加方便、快捷，使

“饮水”与“放置”更适合户外复杂、多变的客观环境。

（2）用户通过创新的户外便携水壶设计获得方便、有

趣、耳目一新的感觉，接受由方式设计产生的新的产

品模式和生活方式。满足人们更多的对时尚、运动等

个性化的需求。独特的设计会给用户带来新鲜感与

满足感。对于他们来说，产品的造型要简洁而富有内

涵，从造型语言中能够体现产品的品质和功能，造型

不仅是产品的外衣，更是内在功能与气质的体现[7]。

（3）用户都希望产品是平易近人的，方式设计力求在

生理与心理的体验中拉近用户与户外便携水壶的距

离，通过创新设计实现产品与人的良好沟通。通过方

式设计赋予产品精细的做工、完美的材质、高贵的气

质，最重要的是更好用的方式和更合理的使用过程。

这一切都给人无限的享受，它可以改变工业产品在人

们心目中的形象，使人们联想到一种无言的默契，一

种更体贴的生活方式[8]。于是，水壶已不再是简单的

工具，更是生活中的伙伴，是自己对未来生活状态的

形象表达。

2.2 从方式设计角度确立户外便携水壶的设计目标定位

方式设计的着眼点是人与产品之间在方式层面上

发生的关系，以及产品自身为实现功能目的而产生的

结构上的相互联系。换句话说，方式设计的着眼点是

人与产品的相关作用中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产品产生

时就已经被确定了，并被人们所接受。能否有更好的

饮水方式，可不可以有更好的结构来使人更舒适、方便

地使用是方式设计目标的着眼点。具体定位为：良好

的储水功能，合理的密封性结构设计；便携，方便有效

地实现“取”和“放”；单手完成开启和关闭的操作。

设计师要认真分析以上功能定义是否简洁明了、

准确，还要考虑这些功能的实际意义以及实现这些功

能的技术手段，最终对功能进行整理分类，并分解成

子功能，运用现有技术进行求解。

2.3 从方式设计角度对户外便携水壶的设计目标分析

方式设计从“使用”着手，探讨更多未知的且更合

理的“使用方式”，使生活中的事物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同一用途的产品将有不同的实现方式，这些方式

各有所长，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被选择使用，针对户

外便携水壶的设计目标具体分析如下。（1）水壶的储

水方式决定了它的防漏性能，螺旋式壶盖要优于搭扣

式壶盖。（2）水壶的携带方式主要有肩带背挎式以及

直接手握或放入背包等方式，从方式设计的角度考

虑，水壶如果能够随时“吸附”在身体周围，将是理想

的携带方式。（3）单手实现开与关的操作，在使用方式

上是一种进步，结构方面要考虑周全，主要靠五指指

腹抓握瓶身，指腹握器皿的方式主要是大拇指与其他

4个手指形成夹子形状，运用五指指肚的夹力来夹住

物体，这种姿势的另一个特点是饮用器皿与手掌心之

间是有很大距离的。这种方式可以实现三指抓握，另

外两指开启旋盖[9]。首先是结构的合理性，其次是在

卫生、耐用以及不影响水壶其他功能方面的考虑。

以上3个方面都涉及到方式设计的思维，首先要

研究户外运动用户在使用水壶方面的方式特点，现有

水壶的方式设计缺陷，以此展开设计分析，从结构和

人机工程学的角度出发，设计合理的使用方式。

2.4 具体设计展开

方式设计从人的潜在需要出发，伴随科技日新月

异和人自身进化的强烈意识，寻找新的人因方式提高

生活、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这款户外便携水壶是笔者

参加2011年五金工业设计大赛的作品，获得当年的金

奖，见图1。笔者在设计这款户外便携水壶时，主要针

对以上的分析进行展开，其中方式设计的思想在设计

构思中占主导地位。通过产品工作方式和消费者使

用方式的改变，带给消费者全新的体验。在设计中，

本着以更合理的使用方式设计为出发点，使技术与艺

术、科学与美学、创造与工艺紧密联系的方法来展开

设计。该款水壶的储水口和饮水口分开独立设计，这

和传统水壶有着鲜明的区别，这样设计的优势在于储

水口的密封性可以得到最大的保障，储水与饮水采用

不同的出口，储水口的封闭设计就可以尽量牢固，而

不必考虑开启的方便性，采用螺旋封闭的方式，尽量

图1 水壶的结构设计

Fig.1 Structure design of ke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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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旋紧力可以保证水壶不漏水。

饮水方式上也采用了与传统户外水壶不同的方

式，筒形握器皿的手势是指手形成全包围状态，器皿握

在手心中，这种姿势要求器皿至少有一段长度要小于

手的围合。在生活中最直接的筒形握器皿的例子是啤

酒瓶。水壶的上盖内部设计了行星轮结构，这样的结

构可以实现用户在轻轻旋动壶盖上的螺环时，行星轮

会带动壶体中间的吸管螺旋式上升，吸管顶开壶顶的

保护盖后，用户就可以饮水，反方向旋转螺环，吸管退

回壶内，保护盖在弹簧作用下自动封住吸管口，整个过

程可实现单手操作，而且保证了吸管的干净卫生。水

壶的便携设计见图2，如图2a红圈部分所示，电动工具

领域尝试在机身上设计卡子的形态，方便在工作间歇

将工具别在工人腰带或裤兜上，这种一体式的携带方

式启发了笔者，将其移植到此款水壶的设计中，在耐用

性与便携性上都优于传统独立卡子的设计。如图2b，

水壶的侧壁采用了类似电动工具卡子的设计，这样在

户外运动中，使用者饮水后就可以直接将水壶别在背

包带子上或者腰带上。如图2c-d，减少了放入背囊的

环节，为户外运动者提供了更多的便捷。

3 结语

方式设计在不断尝试改善人与物的关系，通过更

好的使用方式或工作方式，产品进化得越来越好用，

越来越亲和，不断提升了产品的设计品质。产品方式

的改变与优化是设计师对产品与消费者深层次解读

的结果。正如深泽直人提出的“无意识设计”一样，方

式设计是让产品与人“无缝对接”[10]的又一个友好桥

梁。通过方式设计，产品不再是以外形、色彩和材质

来取悦使用者，而是通过满足人们潜意识的需求而存

在，人与产品通过共同的方式进行交流，产生无形默

契，这应该是产品设计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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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水壶的便携设计

Fig.2 Design of portable ke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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