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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设计出适合小型工作室的智能化办公家具，从而为用户打造轻松、高效的智能办公方式。方方

法法 以用户体验理论为基础，将“智能化”概念引入办公家具设计中，在一定技术实现的基础上，探讨用户体

验设计所关注的产品设计要素及人机尺寸、内容设计、用户行为、信息形式4个部分。结果结果 得出小型工作

室智能化办公家具的设计方法。结论结论 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智能化办公家具是未来办公家具行业的发

展趋势，通过载入交互界面设计给人们的办公方式转变带来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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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Office Furniture Experience Design for Small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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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designs a set of intelligent office furniture which is suitable for small studio，and to create comfortable and
efficient way of intelligent office for users.Based on the theory of user experience，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t to the
design of office furniture.On the basis of a certain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and discusses four parts focused by the user
experience which include product design elements and man-machine，content design，user behavior and forms of
inform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esign method of intelligent office furniture for small studio.It adheres to user-centered
intelligent office furniture 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office furniture industry.It will change the way people work
and bring great significance by loading with interactive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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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是由于受到外部因素刺激人的感官、经验、

认知等信息而产生各种感觉、情绪的过程[1]。在体验

经济背景下，设计更关注用户的行为及用户与整个产

品间特定的虚拟服务，这使智能化办公家具的设计不

同于传统的办公家具，坚持以“人的活动”为主题，而

不只是“物的形式”。通过从用户行为方式、办公习

惯、用户体验等角度出发，对办公家具进行研究，从而

设计出满足小型工作室环境中用户渴望自由、轻松办

公环境的智能办公家具产品，为其提供最佳的办公环

境，带去良好的用户体验。

1 小型工作室的智能化办公家具分析

1.1 智能化办公家具发展现状

随着物联网的普及，许多国家在智能化办公家具

领域取得相应成绩。美国纽约现代博物馆中的智能

化桌子，集合了400多个芯片及20多个网络接入点，

需要控制有信息装置的特定物体时，可通过感应手部

的动作实现。日本也将智能交互技术应用到办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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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以提高用户办公效率及体验价值。国外智能化办

公家具设计的研究对重塑办公空间形象起到重要作

用，为现代办公空间增添了时代气韵。

国内的办公家具也开始智能化风暴的探索。不

管是涉足智能家居最早的传统家电公司，还是后起之

秀，他们对智能化的探索只是停留在智能家具方面，

对办公家具的涉足还不够。

比如，市场上常见的为了缓解工作疲劳、增添生

活乐趣的各种椅子倍受青睐，在这些产品的设计中，

办公的理念很少得到具体体现，更不用说关注用户使

用价值方面的理论研究了。

1.2 小型工作室对智能化办公家具的需求分析

随着办公市场的需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型工

作室，它们一般是由一个或几个人组成，其最大的特

点在于工作室的结构小、成员少，无需受太多条条框

框的束缚。

从使用场景来说，小型工作室中多种办公产品的

介入占据很大空间，使得有效可用空间大大减少，而

注重整体功能性的智能化设计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

的最好方法。

从用户需求方面来说，在小型工作室办公的大多

都是年轻人，他们对办公家具具有较高要求，而智能

化办公家具赋予产品更多智慧化功能，能满足用户的

使用及功能需求。

从办公及交互需求来说，小型工作室的办公环境

也将迎合未来办公家具的发展趋势，向灵活多变的无

纸化办公发展，通过简单、易用的交互形式为用户打

造非同凡响的用户体验。

2 智能化办公家具设计与用户体验

2.1 智能化办公家具组成

智能化办公家具作为控制办公家具的整体系统，

从智能的角度来看，主要指的是硬件系统方面，见图

1。与普通办公家具相比，智能化办公家具不单局限

于家具本身的智能化功能，也应与周围环境相连通，

为人们提供一个全面的、智能的办公环境，从而优化

办公方式。

创新设计与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以技术为依

托的[2]，小型工作室的智能化办公家具的技术实现分

为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其中感知层需要的技术和

设备为FRID、传感器、二维码等，网络层需要的技术和

设备为ZIGBEE、WIFI、3G/4G、接入网，应用层需要的

技术和设备为智能管理、多屏共享、手势控制、多点触

控等。感知层的技术承担着信息的采集，可以感知的

对象有办公桌、电脑、数字打印机等办公设备，也包括

办公环境的光线、温度等抽象的物理量。网络层的主

要功能在于将感知和采集到的信息进行整合、处理传

输，将此传到数据终端或数据汇聚处，如云端，通过处

理从而为各种应用提供服务。物联网的最终目的是

为人类提供应用和服务，应用层主要完成提供应用和

人机交互的作用[3]，通过对感知层、网络层采集到的数

据进行处理，从而实现信息的共享，使其变得易操作、

人性化、可使用。

2.2 智能化办公家具的用户体验设计

通常，用户使用一个产品的所有生理和心理感受

统称为体验，并以此来评价交互体验的优劣[4]，而用户

体验是用户使用产品（服务）过程中所建立的纯主观

的心理感受，它受用户自身及“使用情境”的影响。智

能化办公家具想要带给用户良好的体验、实现真正意

义的交互，并不是一个产品、一套系统、一个设计组织

独立成就的，它需要在各个环节之间营造一种特定的

情境去实现。情境不同，用户的情感和行为都不一

样，这直接影响到用户体验设计的成败[5]。

小型工作室的智能化办公家具用户体验设计是

以用户体验概念为中心的一套设计流程，指通过对产

品设计要素及人机、内容设计、用户行为、信息形式的

综合因素去考虑用户在使用产品达成用户目标的整

个过程中的体验。从用户角度看，这种体验是呈连续

性的[6]。

产品设计要素及人机尺寸指的是产品的具体形

态和人机尺寸的设计，带给用户独特的视觉感受和全

新的感官体验。通过明确用户需求和产品目标使整

个过程更加和谐融洽。交互设计关注的是用户行为

的设计，简便的交互过程可使用户高效地完成其目

标。界面设计体现的是信息展现给用户的一种设计

形式，使用户完成目标的过程更加容易。总之，这4个

部分是紧密联系的，小型工作室的智能化办公家具想

图1 智能化办公家具的组成

Fig.1 The composition of intelligent office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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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营造良好的用户体验设计必须做到这4个部分的相

互协作，见图2。

3 面向小型工作室的智能化办公家具体验设计

3.1 智能化办公家具用户需求和产品目标

对小型工作室的智能化办公家具产品来说，在使

用产品的过程中，每一个新增的特性、功能或步骤，都

增加了导致用户体验失败的机会[7]，这将给用户的使

用、认知过程造成较大困扰，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及

体验需求。

智能化办公家具的服务对象是人，每一件家具都

是由人使用的[8]，因此，产品的目标实现需以用户对产

品的功能需求为前提，见图3。只有坚持“以用户为中

心”的设计理念，从用户角度出发，才能创造一种轻

松、愉悦的智能办公氛围；将各功能模式的实现和用

户与用户、用户与产品间的交互相关联，体现交互过

程中带给用户的良好体验。

3.2 智能化办公家具的产品形态及人机尺寸

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提高，家具产品的形态也在

不断地向更高水平阶段发展。对智能化办公家具而

言，其整体形态的设计应满足用户办公习惯和各成员

交流互动的需求。同时，构建良好的产品形态及人

机尺寸，提升视觉刺激给人难以忘怀的体验，从而使

办公环境成为人们自由工作的港湾，面向小型工作室

的智能化办公家具设计以及人机分析见图4-5。

3.3 智能化办公家具的交互形式

明确产品用户需求和目标后，开始探讨智能化办

公家具产品的交互设计。

产品的用户需求和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交

互的功能方式，这里所探讨的不再仅仅是它作为一个

传统办公平台或办公环境的身份，而是一个对小型工

作室来说节省办公空间，了解用户需求，真正从用户

角度考虑，且充分“懂得”用户习惯、偏好的，可即时互

动的全新办公方式。

3.3.1 办公模式

在办公模式状态下，办公桌面既是传统办公书写

的载体也可作为像电脑显示器一样的交互媒介，为用

户打造无纸化办公体验，更加方便用户传输文件及智

能管理信息；借助RFID、传感器等技术使电脑显示器

给用户智能反馈……这种高效智能的交互形式将是

未来办公形态的发展趋势，在提高办公效率的同时为

用户带来智能办公方式。

3.3.2 会议模式

当开启会议模式时，移走圆柱体下方的储物柜，

上方圆柱体向下伸缩，较矮的办公平台旋转到较高的

办公平台下，整个办公家具就演变成常见的长条形会

议桌，但不同的是，此时的桌面也可作为交互界面使

用；圆柱体上方的投影仪就发挥功能，为用户提供最

佳显示方式，见图6。这种注重用户情境的空间布局

设计为小型工作室节省大量办公空间，且通过自由办

公、自主切换模式的“无形”交互，提升了用户适用于

不用使用情境状态下的用户体验。

3.3.3 娱乐模式

大面积、可多级控制、耐用、多点触控的交互式桌

面作为娱乐模式的交互载体，融合各种物联网技术，

图2 用户体验设计关注的4个方面

Fig.2 Four aspects of user experience design concern

图3 具体功能需求分析

Fig.3 Specific function requirement analysis

图4 面向小型工作室的智能

化办公家具设计

Fig.4 Intelligent office

furniture design for small studio

图5 人机分析

Fig.5 Human machin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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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看上去像科幻小说的场景也变为现实，见图7。这

种交互方式的设计更加直接地考虑到了用户在特定

情境下的交互行为及体验，使办公场所不只局限于办

公，通过娱乐活动的交互行为在增加用户交流需求的

同时，也为其创造了轻松、愉悦的体验价值。

3.4 智能化办公家具界面设计

当谈及智能化办公家具产品的具体界面内容时，

必须与用户所处的办公使用情境相结合，面向小型工

作室的智能化办公家具的界面设计具体到实质产品的

效果，即产品界面呈现形式，见图8。营造界面的视觉

焦点，引导用户抓住界面的重心[9]，而整个界面设计中，

过多的信息容易使用户产生“信息焦躁”的不良情绪，

降低信息的可读性和易读性，在用户产生厌烦情绪的

同时也会影响其使用体验，减少对产品的使用粘度。

智能化办公家具产品的信息层级应相对较少，因此对

使用频率较高的办公模式进行较多的层级分布设计。

产品的界面设计应适用于使用情境，从人机交互

过程中的信息传达的角度，描述了一种在交互过程中

由界面行为与用户行为所动态关联起来的操作语境[10]，

这就要求智能化办公家具产品的界面设计在不破坏交

互功能的前提下，通过界面反馈给用户行为以指导，并

体现界面本身对交互行为的有效支撑性，以促进信息

传递满足用户的交互需求，产品界面操作流程见图9。

4 结语

物联网的出现革新了人们的生活及办公方式，面

对产品更新换代的高频率，智能办公使传统办公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面向小型工作室的智能化办公家具在

功能实现的基础上，从用户体验系统理论的角度出

发，合理利用有效办公空间，解决办公、娱乐复合性引

起的不必要矛盾，及时给用户带来一种全新的办公方

式，同时也为用户营造一种轻松愉悦、掌控一切的完

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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