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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移情设计方法进行研究，并探索该方法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从移情的角度出

发，研究移情设计的特点，以此为基础结合实际设计案例，归纳出几种基于移情的设计方法。结果结果 将

基于实际情境中真实用户为中心的移情设计方法运用到产品设计中。结论结论 移情设计作为以用户为

中心的设计方法是产品开发中的重要环节，有别于传统的以设计师为中心的设计，在国内还属于研究

的初级阶段。移情设计能够帮助设计师突破固有的惯常意识，激发设计灵感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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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mpathy Design Methods in the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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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empathy design methods，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in product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empathy perspective，it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pathy design，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design case，sums up several design method based on empathy.The empathy design of real user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cir⁃
cumstances as the center is applied in the product design. Empathy design as the user centered design method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product development，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designer as centre，also belongs to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re⁃
search at home. The empathic design can help designers to break through the inherent，to inspire the design and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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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这一词源于美学范畴，并在心理学领域得到

应用，是很多心理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情现象在

艺术领域中普遍存在，如音乐艺术中的氛围移情、语

言艺术中的言语移情、雕塑艺术中的空间移情等。在

产品设计领域，现代设计过分强调产品的外观和功能

而忽略用户使用过程中的感受，人们越发认识到，产

品设计也应该移入情感。哈佛大学两位教授Dorothy

Leonard和 Jeffre Rayport对移情设计与工业设计的关

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撰写了《通过移情设计实现革

新》一书，芬兰研究交互的设计师Koskinen等也出版

了《移情设计—产品设计中的用户体验》，为研究移情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基础。

移情设计作为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不

是一种对所有设计问题的通用解决方法。采用移情

设计方法的最佳时机是在产品开发早期的概念成形

阶段，其目的在于剖析用户丰富而多变的情感特点，

辅助设计师确立清晰而准确的设计定位，设计既符合

功能需要，又满足情感需求的产品。

1 移情设计方法概述

对于移情的研究源于19世纪的德国，“移情”这一

术语在德语中为"einfuhlund"，英语对应词由E.铁钦纳

（美国心理学家）根据Sympathy（同情、共鸣）转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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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athy。他解释"Empathy"为“感觉我们自己进入到

其他物体内部的过程[1]”。

对于“移情”二字，中国的传统理论虽未形成系统

的学说，但中国人乍听起来似乎都不陌生，古代诗文

中不乏有触景生情、移情于物的经典诗句：“露从今夜

白，月是故乡明”等，这也是汉语言文学中常用的修辞

手法之一。可以将其解释为：移情是将人的主观个人

感情转移到客观存在的其他事物上，反之，又用被感

染了的客观事物反衬主观情感，使物人合一。

移情设计是一种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设计方法，

设计师通过各种手段，与实际用户进行不断交流和接

触来激发和验证设计师的想象，设计者可以另辟蹊

径，发现除产品功能性之外的其他特点和细节，从而

拓展产品的卖点，更好地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

2 移情设计的特点和方法

传统的产品设计是以设计师为中心的设计实践，

或者是设计师及其团队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经验而

进行的，其设计前期也会经过诸如市场问卷调研、相关

人体数据测量等科学的方法收集基础研究数据，其优

点在于由于针对的是广泛的用户群，所以调查所得数

据更具广泛性，更符合多数人对产品的需求和审美，也

比较适合工业化大生产阶段的社会需求[2]。但不足之

处在于，对于设计师的个性化创新设计价值却相对较

小，因为它忽略了很多对设计师有用的设计细节信息，

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设计师的大胆创意。事实也证

明，人们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而且这种

差异会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而变得更加具体。

而移情设计方法则相反，它是基于实际情境中真

实用户的各种表现，分析用户行为特性、消费动机、情

感认知变化、心理预期等，虽然获得的研究数据可能

是针对少量用户的，但获得的设计信息更为具体和有

效，看似是个例，实际能代表一类人，也激发了设计师

心灵深处的创作欲望和激情，设计出埋藏用户在心底

的产品，这是传统设计方法无法做到的[3]。

既然把移情作为一种设计工具，作为教育工作

者，必须将其归纳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设计方法，以

便于学生的理解和应用，见图1。

2.1 沁入式移情观察法

在设计实践中，笔者进行过几次数据统计，当面对

一个设计项目时，约40%的设计者习惯性地直接凭自

己的感觉和经验开始设计，往往他们更关注要设计与

众不同的产品；约50%的设计者是有或多或少的调研

过程，他们更关注改良性设计；只有约10%的设计者会

主动地针对某用户进行分析，不自觉地进行移情式观

察法，他们的作品往往更具创造性和针对性。

然而在现实中，普通的观察法是不够的，虽然能

够观察到用户的行为方式、消费特点等外在表象，但

很难观察到人们内心的思想和感受，包括消费动机、

心智模式、价值观、选择判断标准、心理预期及心理矛

盾等内在因素，这些可称为观察盲区，而这些因素恰

恰是目前市场最大的商机，绝大多数消费者在购物时

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状态[4]。比如家庭中使用的电灯

开关，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普遍存在指向性不明确

的问题，一是表现在开关功能上，即便是家庭成员也

经常会造成错开误关的情况；二是表现在并列的多个

开关的对应性不明确，从而造成能源的浪费。传统开

关与基于用户界面元素的开关对比见图2，显然图右

侧的一组开关设计更加关注用户的感受。

设计者要切实深入到目标用户的真实生活中去，

感受作为使用者的真实内心状态，而不是用户之外的

图 1 移情设计方法

Fig.1 Empathy design methods

图2 传统开关与基于用户界面元素的开关对比

Fig.2 The traditional switch and switch based on comparing the

user interfac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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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或指手画脚的局外人。这种对用户使用情景

的理解和沁入的观察法定义为沁入式移情观察法。

2.2 设计原型模拟法

“我看到了，我忘记了；我听到了，我记住了；我做

过了，我理解了”，这是蒙台梭利在《童年的秘密》一书

中的描述，这句话非常适合帮助设计者理解设计前期

的一些基础工作。设计者不能把自己凌驾于设计之

上，而应该融入其中，要尽可能地去还原场景、贴近角

色，具体而言，对设计原型的模拟，如角色（Persona）扮

演、故事板（Storyboards）描述[5]、情节（Scenarios）再现

等，这些建立在移情解读方式之上的方法对于设计过

程至关重要。其中，角色是指塑造一个真实的、特征

鲜明的目标用户人物，就像老舍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

物，这虽然是一部分人或者一小类人的代表，但并非

虚构和想象的，能够让这一小部分人感觉到与该产品

有“缘”，其潜在消费群体就不可小觑；情节再现是设

计者为该产品搭建一个使用场景，并利用合理的故事

情节构架将角色自然地置入；故事板是带有大概情节

的图板，可以以漫画、照片或草图的形式呈现，设计师

通过创建故事板的形式获得视觉化的交互体验[6]。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例如要为某食堂进行一套服务再设计，在前期工

作中，角色扮演和情节再现尤为重要，其中角色的选

择要慎重，选择一位对环境较为陌生的角色更易发现

食堂存在的问题，情节再现也更有利于模拟角色活动

的真实状态。

2.3 用户行为模仿法

要想真正做到移情，就得360°无死角理解用户，

将很多问题进行重构。用户行为模仿虽然不能完全

反映用户的状态，但已经是最接近用户的方法了[7]。

设计者从用户使用行为的角度出发，通过还原产品的

被使用场景，模拟整个使用过程，也可以在预设的“体

验原型”中真正生活一阶段或者对特殊用户进行行为

模拟等。这样才有机会发现那些用户表达不出来，但

是又事实存在的可供设计者借鉴的问题点。

例如，在进行“针对轮椅使用者如厕和复健问题

的轮椅改良设计”过程中采用用户行为模拟法进行了

大量的实验和尝试，结果发现很多有复健需求的轮椅

使用者最大不便之处在于辅助自行站立及如厕问题，

而之前设计者更多地凭借局外人的理解，认为轮椅的

移动、伸缩、重量等问题是最重要的。就此，做出了轮

椅改良设计，见图3。

3 移情设计方法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对于移情在设计中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产品设

计领域，而且以国外的相关理论研究居多，在国内设计

界尚属于相对较新的领域，不过也逐渐被设计者所关

注。移情作为一种设计工具，在实际设计应用中，必须

要将其转化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人类创造出千万种产品来满足各种需要，产品能

改变生活方式、寄托人的情感甚至启发人的想象，人与

产品之间的交流已经不局限于使用与被使用之间的关

系，而更需要情感的纽带[8]。餐具是人们每日都离不开

的生活用品，只要设计者用心，平凡的餐具也可以改变

生活方式。我们从小就知道“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但

在生活中，想吃光碗里的最后一粒米谈何容易。究其

原因是碗和勺子通常都是圆的。设计师尹Jeho Yoon

设计的 ladle sweeper 运用了一个巧妙的设计解决了这

样的尴尬，他设计的勺子前半部分是用软性的硅胶制

成，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触碰到碗的任何部位，轻而易

举地践行了“节约粮食”美德。同时这种软性的硅胶材

料也非常易于清洗，见图4a。出于同一种设计思维，

Jeho Yoon 还设计了一款叫U-Bowl的碗，这个碗的部分

边缘也是用软性硅胶制成，硅胶能协助使用者清洁餐

勺里外残留的食物，见图4b。同时柔软的碗边令使用

者有一种别样的触觉体验，使拿碗变得更为方便，普通

的生活变得更富情趣。ladle sweeper 和 U-Bowl分别获

得了2013红点和IF概念设计大奖。这种触摸式验，也

成为了产品与用户之间的情感纽带[9]。

图3 轮椅改良设计

Fig.3 Modified wheelchair design

图4 ladle sweeper 和 U-Bowl

Fig.4 Ladle sweeper and U-B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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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好的设计并不一定是给产品加入更多的科

技成分，而是更接近用户情感需求的设计，但这需要设

计者充分了解产品的形态、触觉语义、情感诉求等具有

象征意义的内容，以唤起用户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4 结语

随着当今社会科技、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飞速发

展，人们的需求层次逐渐攀升到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

所说的认知、美等“衍生性需求”。市场的竞争，总是

越低端越激烈，特立独行的，能够让用户产生共鸣的

产品反倒受关注和追捧[10]。产品设计者再不能停留在

以满足用户本能层次和行为层次的需求阶段，而应该

更多地贴近体验，关注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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