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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培养工业设计创造性思维的方法进行研究。方法方法 从工业设计实战的角度出发，结合

国内外经典设计案例对培养创造性思维进行了较为系统与深刻的分析。结论结论 工业设计的创造性思

维包含多种方式，通过研究产品造型、功能、语意、理念4个方面，体现了工业设计创造性思维对具体

产品带来的功能性、审美性、认知性和价值性的提升。因此，工业设计的设计过程应该要把对创造性

思维的培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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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methods of cultivating the creative thinking of industrial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thinking culture methods，combined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ases，it makes a more systematic and profound
analysis of cultivating creative thinking. Creative thinking of industrial design contains a variety of ways，through research
product modeling，four aspects of function，semantics，philosophy.The promotion of functionality，aesthetics，cognition，
value is embodied by the creative thinking of industrial design products to specific products.Therefore，the design process of
the industrial design should take the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thinking on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
KEY WORDS：industrial design；creative thinking；product semantics；thinking cultivation methods

收稿日期：2015-04-20

基金项目：天津市201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TJJX13-040）

作者简介：主云龙（1965—），男，天津人，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工业设计教学和设计创新方面的研究。

如今，工业设计已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工业设计的本质是创新，所以创造性的思维

是工业设计的灵魂，它存在于企业、公司、大学等各个

领域，而工业设计思维的培养，成为工业设计发展中

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国际化设计思潮的涌入，对于

很多工业设计从业者而言，如何培养一个工业设计师

良好的设计思维，已引起人们全面而系统的思考。

1 对工业设计思维重新的探索

工业设计的兴起，要追溯到1919年的包豪斯设计

艺术学院，它是由德国著名建筑师和教育家沃尔特·
格罗皮乌斯创建，在这里设计作为独立的学科登上了

历史大舞台。早在包豪斯时期的探索体系中，就已经

涵盖了对设计师创新思维培养的方法，使当时的产品

设计能够打破常规，获取思路上的新格局，设计出符合

工业化生产、满足以人为主体的社会需求性产品[1]。而

如今伴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互联网趋势的强势来

袭，先进设计思潮、设计理念的融入，智能化场景时代

的到来，工业设计逐渐发展为一个交叉型学科，设计

不单单要考虑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更要关注人与人

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超越自然环境、放眼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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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重新认识事物与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用创造性

思维方式开拓出符合现代生活方式与文化理念的设

计方法。

对于设计过程中创新能力与思维方法的培养，在

探索其前瞻性与重要性的过程中，如何在特定时代环

境背景中，将其充分大胆地应用于设计实践中，创新

出具有发展前景和价值的设计案例，仍值得设计学科

的各位同仁深思。

2 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

工业设计，本质是一种用于创造新事物的手段，

因此启发创造性思维，提高设计师的开创性、能动性

思维是工业设计的灵魂。所以，培养工业设计师的重

点，在于激发设计者思维创造力。只有这样，才能使

得设计师高效地动用思维创造力，打破寻常法则，从

全新的视角出发，全方位、多元化地进行创新实践。

以上所提及的要点，既是工业设计过程的本质、也是

设计方法的核心、造物的灵魂[2]。

3 创造性思维培养的方法

掌握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是后天培养设计创造

性思维的有效手段，多数创造性设计思维都是需要在

设计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积累而形成的。培养创造性

的设计思维方法在两大优势，其一是有利于设计者将

设计思维和艺术表达进行结合并应用于设计实践，形

成整体性、创新性、系统性的设计方法；其二是使得创

造性思维得到全面激发和运用[3]。

3.1 从造型上把握对产品的理解

在这两组的设计中，大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设计

师对于产品效果色调和形态的严谨把控，打破中规中

矩的设计套路，用发散性思维将自然生物与产品进行

解构再重组，保证实用功能的同时使外形特征与其相

统一，实现设计之初的意图与最终使用者的体验相

符，设计的价值和灵魂不仅是功能的实现，所要传达

的设计理念也不是简单的元素堆砌，应是在充分考虑

到使用者的生活方式、时代背景与文化特征的基础

上，将这些情感层面的理论切实体现在产品设计的功

能、形态和整体概念之中。

海螺灯见图1，设计通过点线面的运用，将形体线

条的螺旋上升伴随着灯光的由暗到亮的渐变，产品的

点性透光与形体线条形成优美的韵律感，暖色的渐变

透光考虑到不同的使用场景，无论在家庭和还是办公

场所都会给人以温馨、自然、清新的感觉；整体浑然天

成的美丽造型，像沙滩中的海螺描绘出了海滩柔美舒

缓的曲线，使设计贴近自然、惬意十足。蛋椅见图2，

它已经在国际中享有盛名，运用蛋形的有机形态，流

畅的线条具有雕塑的美感，使产品充满了灵性与活

力。根据人机工程学原理，能够有效缓解颈椎疲劳，

从而起到减轻压力，缓解疲劳的效果；微微翘起的扶

手与靠背犹如张开的双臂富有弹性释放出无限温情，

形态的表达也正恰到好处地诠释了功能的使用，产品

功能的实现和外部造型应是和谐统一的，不能被分开

单独考虑，“功能第一”和“造型第一”在现代设计看来

都过于片面，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是设计过程中不能

忽视的主要部分。

此两款产品都体现了设计师在产品设计过程中

对创新思维独具匠心的运用。在设计的过程中按照

设定的目的、运用创新的发散思维，从产品造型的角

度对产品功能进行理解，将脑海中的造型要素：形态、

材料、工艺、人机、颜色等加以整合运用，任何产品的

的研发与制造都离不开所处环境的物质技术条件，所

以作为工业设计师也必须充分了解材料特性、加工技

术与社会背景，才能够真正做到让形式美、造型美成

为产品的基因[4]，并融入时代环境中，体现出当时的文

化和社会环境特征。

3.2 从功能上把握对产品的理解

从产品本身来讲，使用功能是产品设计的一大要

素，视觉上的外形表达之外，使用者对于产品的评价

大多是使用价值，设计师在设计实践中对于功能的考

虑一直被认为是设计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设计

理念的发展，功能和造型之间孰轻孰重已不再是争论

的焦点，相反对于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被多数人

所认同，因此在对产品功能进行理解的过程中，应从

整体上把握设计的初衷和要传达出的设计理念。

图1 海螺灯

Fig.1 Conch lamp

图2 蛋椅

Fig.2 Egg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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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出行工具，

其功能和特点都比较明显。比如早期的自行车，两个

车轮，以及连接车轮的车架结构，车身造型非常简单，

但基本是可以满足当时条件下功能的需求。但随着

科学技术和人们对于产品功能需求的增加，车的功能

性对当造型的影响体现的淋淋尽致。和早期自行车

相比，为了满足不同时期功能的需求，现运用到了现

代技术材料和工艺制作，在造型中可以看到，折叠车

设计为了满足节省空间和便携方便的功能，采用了独

特的折叠方式，产品只有普通车的1/4体积，并且形式

美也得到了体现，见图3。防盗自行车见图4，设计师

巧妙地将可旋转的车座代替了普通车锁，达到功能与

造型的完美结合，解决自行车丢失的问题[5]。

从以上车的演变及其设计过程中可以发现，设计

思维的发散，很大程度上是以功能的实现为出发点，

这便要求设计师在设计初期要进行大量的社会市场

调研，发现社会痛点，了解人们的消费心理倾向和社

会价值观，进行精准的产品定位，巧妙地利用设计语

言来实现应有的功能特征。这种思维的针对性也更

强——能够更好地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将问题综

合在创造性的思维中，以此来影响产品定位和创新点

的提出[6]。

3.3 从产品语义中把握对产品的理解

所谓产品语义，即产品的语言含义，研究人造物

在使用环境中的象征特性，将其运用到工业设计

中。即通过形体的美观与功能的良好体现出的深层

次人为关怀或社会意识的产品[7]。产品语义包括造

型语义（形状、尺寸、体量、比例及相互之间的构成关

系）、色彩语义（产品颜色的搭配）以及材质语义（质

地与肌理）。

比如老年人由于生理的衰退，认知能力也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呈现步步衰退的趋势，所以对老年产品来

说，用产品语义来指导产品设计就变的十分必要，使

产品具有老年人熟悉的产品特征（形状、材料、色彩、

位置），让老年人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很快的了解与

熟悉产品性能，更好的引导老年人的操作使用。中兴

老年手机见图5，具有凸起式的鱼鳞键盘设计，超长的

续航能力，超大字体的屏幕显示。火烈鸟拐杖见图6，

流畅的线条根据人机工程学原理，让手掌更好地去

握住拐杖，让前臂更舒适地去依靠，有效分解整个身

体的压力，手持部位更是采用皮革的材质，舒适的肌

理感给人安心的心理暗示，这些都是产品语义对于设

计的指导，产品语义对于提高老年人产品的友好性、

精神内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

对于产品设计来说，无论是一家企业还是一件产

品，只有被赋予一定底蕴与精神，才能够让人们铭

记。在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要引导产品与人之间的

联系，注重情感的升华，比如倡导可持续发展、关爱弱

势群体、倡导积极生活方式等，赋予产品以意义，努力

构建产品与情感的纽带。

产品语义作为重要的设计理论基础，又开辟了多

种重要的创造性思维方法，随着设计思维的不断进步，

产品语义也已经扩展到更多的设计领域，使产品更好

地服务于人，更好地满足人们在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

3.4 通过国际性设计大赛把握产品设计理念

设计竞赛的吸引力来自于其自身带有的三大特

征，分别是学术性、权威性、鼓励性。不得不提的是国

际大赛，在国际大赛的平台上，全世界顶级的设计师、

设计团队争相角逐，并且国际大赛往往具有超越时代

局限的设计主题，所以参赛作品对未来的设计潮流和

趋势有一定的远见。德国的"Reddot"、"iF"、美国的

"IDEA"被称为国际三大设计奖。赛事尊重并鼓励设

计师的独创性、多样性思考，同时为设计师打造了一

个宽阔的思维环境，能很好地对设计师设计潜能进行

激发[9]。

设计竞赛的出发点往往是从现代的设计语境出

发，意图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思考社会热点问题，同

图3 折叠车

Fig.3 Folding bike

图4 防盗自行车

Fig.4 Anti-theft

bicycle

图5 中兴老年手机

Fig.5 ZTE old mobile

phone

图6 火烈鸟拐杖

Fig.6 Flamingo cru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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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将来的社会发展进行预想。设计竞赛中包含了

大量的前卫理念，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及寻找到既有设

计能力又有思维修养的前端人才。在全球化趋势不

断加深的今天，设计竞赛规模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国

际化，设计理念也随之迅速发展。设计师作为物质及

精神社会的思考及实践者，更应该以国际化的视野来

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10]。

4 结语

综上所述，创造性设计思维，其核心在于理解产

品功能与造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思维的激发

和强化。它体现了工业设计方法的科学性、系统性和

创造性，在设计产品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以下四点:

（1）理解产品，使产品具有良好的结构系统和完善的

功能表达；（2）美化产品，将造型美贯穿到整个产品设

计过程；（3）升华产品，以人为本，搭建人与产品的情

感桥梁；（4）把握时代脉搏，运用国际化的视野进行设

计研究。

在设计思潮已经国际化的今天，无论是设计教育

和设计实践，掌握创造性设计思维和培养创造性设计

思维，能使设计师真正设计出符合时代背景、社会环

境、满足市场需要、“以人为本”的设计实例，体现工业

设计的魅力和设计的灵魂[11]，用设计来创造生活，引导

生活，服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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