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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性的无意识设计方法

沙春发，卢章平，李瑞
（江苏大学，镇江 212013）

摘要：目的目的 针对下意识行为难发现、难应用的现状，探讨一种理性的开展无意识设计的方法。方法方法

首先，将下意识行为的促因归纳为天生本能、习惯与经验、自我适应3个类别，为分类下意识行为提供

依据；其次，从隐蔽性、稳定性、逆向设计难度、顺向设计难度，对比不同类别的下意识行为在产品创新

设计中的应用特点，为下意识行为的筛选和排序提供参考；最后，结合观察法与询问法，提出执行该方

法的具体步骤，并以某市图书馆环境下人的下意识行为为研究对象，改进该馆书架、桌椅等设施的设

计。结论结论 实例说明，该方法能有效地发现、筛选下意识行为，能将人对于产品的隐性需求显性化，进

而完善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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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sonable Method for without Though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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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reasonable method for without thought design is proposed because of the reason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out subconscious behaviors and apply them to design. Firstly，born instincts，habits and experiences，and self-adaptation
are set as the three aspects which can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subconscious behaviors. Secondly，the stealth，the tability，and
the difficulty for reverse design and forward design are shown as the references to sift subconscious behaviors.Thirdly，the
steps of the method are shown and performed with a design example for some library facilities.The method can find out and
filter subconscious behaviors effectively，which is good for product design for the needs that people cannot aware of to
improve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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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日常活动常常会附带一些不经大脑思考的行

为，比如思考时转笔、遇到难题时皱眉、久坐后抖腿

等。它们是随机的，不被意识关注的，是人不自觉的行

为，这样的一种心理学的活动便是无意识的心理活动，

又称为“下意识”或“潜意识”[1]。日本著名设计师深泽

直人提出了“将无意识行动转化为可见之物”的“直觉

设计”的设计思想，也称为“无意识设计”[2]，由此设计出

了众多享誉世界的产品[3-5]。但人们难以发现和应用下

意识行为，现阶段应用其开展产品设计的思考模式多

是突发的和感性的，表现出“灵感闪现”的特点，因此，

寻求无意识设计的理性思路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下意识行为的促因

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在心理学理论中，阐述了有意识行为与下意识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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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区别：有意识行为是主动的、有计划的、经过深思

熟虑的行为；下意识行为是没有预谋的、本能的行为，

是人在长期生活中的经验、心理作用、本能反应以及

心理和情感的暗示等不同的精神状态下自然流露的

客观行为[6]，常体现为人们常说的“小动作”。下意识

行为的促因可分为以下几类。

1）源于人的天生本能的下意识行为。这类行为

是人的生理、心理对外界刺激的先天反应。比如缩回

被烫的手指，躲开迎面开来的汽车，这些动作是本能

的反应，是大脑作出反馈并下达指令之前的本能动

作。这种反应不因人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而

不同，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2）习惯和经验演变成的下意识行为。人们不断

重复同一个行为，直至熟练到不假思索就能完成它，

久而久之这种行为演变成下意识行为。该类下意识

行为表现为两种形式：完成特定任务时的不假思索即

可完成相应动作的形式；对特定环境刺激的反应行

为，环境中的场景或者物体提供了完成相应动作的功

能刺激。这类行为可以通过后天训练达成，而且训练

的结果会因人而异。

3）基于直觉的自我适应形成的下意识行为。这

种下意识行为首先表现为能直觉地发现环境与自我

需求存在的矛盾；其次是基于这种矛盾的无意识的自

我调整与适应，这种自我调整多是基于个体自我生理

及心理的调整和完善，很少借助于外物。这种基于个

体的自我适应行为有种“将就就行”、“马马虎虎就好”

的味道。

2 下意识行为属性分析

徐燕[7]、李倩倩[8]分别将下意识行为应用到了药品

包装、公共设施设计当中。Suri F S研究了利用下意识

行为开展设计的基本方法[9]。谢伟等人介绍了使用内

隐测量技术研究下意识行为的方法[10]。这些研究说

明，下意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的隐性需求的显性

表征，已经成为产品设计创新的重要切入点，并且发

现下意识行为及其运行机制是开展无意识设计的关

键。从隐蔽性、稳定性、逆向设计难度、顺向设计难度

等角度，分析下意识行为应用于产品设计的难易程

度，从而为构建理性的无意识设计思路提供参考，避

难就易，提高设计创新的效率。下意识行为对比见表

1，为了更直观地体现分析结果，除了对相应属性进行

感性描述外，还通过（1）（3）（5）3个等级量化相应属

性，值越大表示相应的属性越强。

1）隐蔽性。隐蔽性描述了下意识行为被研究发

现的难易程度。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无意识

行为普遍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被发现的无意识行为也

只是冰山一角。相对而言，源于习惯和经验、自我适

应的下意识行为，受个体的后天经历影响较大，有一

定踪迹可寻。

2）稳定性。稳定性描述了改变下意识行为的可

能性，稳定性越强，可能性越小。天生本能的下意识

行为基本不具备改变的可能；习惯和经验演变成的下

意识行为，经过比其形成时更多的训练还可调整；基

于直觉的自我适应形成的下意识行为，会随环境的变

化而改变，这是它的特点。

3）逆向设计难度、顺向设计难度。逆向设计难

度、顺向设计难度描述了将下意识行为用于设计实践

的难易程度。逆向设计、顺向设计是在设计中应用下

意识行为的两种基本方法。从能否被社会环境认同

和有益于顺利完成任务的角度，可将下意识行为分为

3种：良好的下意识行为、中性下意识行为以及不良下

意识行为。对于不被社会环境认同或者不利于完成

任务的不良下意识行为，需要通过设计来限制或者改

变它们，这是逆向设计；通过设计强化或者顺应中性

和良好的下意识行为，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和提

高完成任务的效率，这是顺向设计。对于本能下意识

行为，它们的稳定性很强，逆向设计难度很大；基于习

惯和经验的下意识行为，可通过比形成时更多的训练

或者合理的设计来调整；基于自我适应的下意识行为

一旦被发现，调整较为容易，现有很多无意识设计都

属于这类。对于顺向设计而言，其关键在于发现下意

识行为及其反映的隐性需求，三者的难度基本相当。

4）应用难度。应用难度是该类下意识行为在产品

设计中应用难度的综合评价。应用难度是前几项属性

的综合描述，在数值上表现为前几个属性值的和。从

表1可以看出，自我适应形成的下意识行为在产品设计

中的应用较为容易，习惯和经验导致的下意识行为次

之，天生本能的下意识行为最难，因此设计中应首先处

表1 下意识行为对比

Tab.1 The contrast of subconscious behaviors

隐蔽性

稳定性

逆向设计难度

顺向设计难度

应用难度

天生本能

很强（5）

很强（5）

很难（5）

中等（3）

很难（18）

习惯和经验

强（3）

强（3）

难（3）

中等（3）

难（12）

自我适应

强（3）

弱（1）

容易（1）

中等（3）

容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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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于直觉的自我适应形成的下意识行为。

3 一种理性的无意识设计方法

3.1 方法步骤

理性思路的操作步骤见图1，旨在通过有逻辑的

推演，以理性方法促进前文所述下意识行为难发现、

难应用等问题的解决。

Step 1，确定设计任务所涉及的产品或者场景。

Step 2，观察记录并分解行为。设计合理的观察

方案，准备好观察工具及记录介质，记录人们使用产

品或者在场景中的行为。在充分研究观察记录的基

础上，以表格的形式将观察记录的行为分解为尽可能

小的行为集A：{a1，a2，...，ai}。

Step 3，行为集筛选。从行为集A：{a1，a2，... ，aj}中

筛选出下意识行为集b：{b1，b2，...，bk}，其中 i>k。首先，

分析动作集A中的行为与下意识行为形成的促因的

匹配程度，保留与任一促因匹配的行为，删除其他行

为。其次，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才具有应用于设计的价

值，那些仅发生在个别观察样本上的行为应该被删

除。设样本具有某个共同下意识行为的比例为下意

识行为发生率，标记为ε，只有当ε≥30%时，该下意识

行为才会被保留。

Step 4，行为排序。得到下意识行为集 B：{B1，

B2，...，Bm}。首先，按照3类下意识行为的应用难度，由

易至难排列，即源于自我适应形成的下意识行为应被

设为优先解决的对象。其次，在3个类别中，按照行为

发生率由高到底排序相应行为，高发生率的行为应该

被列为首先要解决的对象。

Step 5，解决方案。分析下意识行为集 B：{B1，

B2，...，Bm}中各行为形成的原因，明确它们背后的隐性

需求；按照逆向设计、顺向设计的思路，提出满足这些

需求可能的解决方案R：{R1，R2，...，Rn}，并依据可行性

筛选解决方案。当低发生率下意识行为的解决方案

与高发生率下意识行为的解决方案矛盾时，应放弃与

低发生率下意识行为相关的解决方案。

Step 6，产品设计。进入一般的产品设计流程，物

化前面得到的解决方案，获取最终的产品设计方案P：
{P1，P2，...，Pn}。

3.2 设计实例

以某市图书馆为场景，观察人们阅读、查找书籍

等过程，发掘他们与桌椅、书架等公共设施交互时的

下意识行为，提出应用它们开展相关设施优化设计的

方案，改良现有设计。本次设计团队由4人构成，观察

样本数量为20个，使用数码相机记录，其关键步骤展

示如下。

1）行为分解及筛选。设计团队成员每个人随机

选择5个样本，按照样本进入场景到离开场景的顺序

如实记录他们的行为。经过讨论，将观察样本的行为

分解为52项有特点的行为（见表2），分析这些行为与

下意识行为形成的促因是否匹配，统计与促因匹配的

下意识行为的发生率，从而筛选出可用的下意识行

为。经过筛选，得到12项下意识行为。

2）行为排序。按照下意识行为类别以及行为发

生率对选出的下意识行为集进行排序，见表3。表3中

Z，X，T表示相应的下意识行为分别源于自我适应、习

惯与经验和天生本能。

3）解决方案。运用头脑风暴法、提问法，从样本

角度逐个分析行为B：{B1，B2，...，B12}形成的原因，发掘

隐藏在下意识行为背后的隐性需求，分别从逆向设

表2 行为分解（部分）

Tab.2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behavior（part）

编号

a1

a2

a3

a4

a5

a6

a7

行为

进门走向书架

进门走向书桌

找书时用手虚指书架

预览时轻轻倚靠在书架上

预览时书籍搭在书架上

预览时将脚搭在书架上

给小孩讲故事时偏着头

促因

匹配

×

×

√

√

√

√

√

ε

--

--

10%

30%

50%

10%

100%

图1 理性思路的操作步骤

Fig.1 The steps of the reasonable method

是否

保留

×

×

×

√

√

×

√

116



第37卷 第6期 沙春发等：一种理性的无意识设计方法

计、顺向设计的角度，考虑针对它们开展设计的可行方

案，通过对比筛选出较为合理的设计思路。从表3可以

看出：首先，筛选出的基于自我适应的下意识行为数量

较多；其次，挑选出的设计思路多是顺向的，逆向思路

较少；特别要注意的是未能对本能行为B10和B11提出合

理的解决方案；最后，设计方案多是对产品细节的调

整，对产品原有功能及结构组成基本没有影响。

4）产品设计。依据前期分析，按照正常的产品设

计流程，经过草图推敲、建模验证、人机分析等过程得

到最终设计方案。下意识行为B1的设计方案见图2。

将一般阅览桌的直边改为120°夹角，便于家长和儿

童进行沟通，从而消除“偏头”这一自我适应的下意识

行为，提高阅读的舒适性。其他设计见图3。对于书

架，针对B2将横向支撑板做成折弯的形状，可将书搭

在相应位置预览；针对B3在两侧增设软性材料，为倚

靠提供便利；针对 B5在底部增设座位，便于席地而

坐。对于书立，针对B9为书立3个边增加翻边，既可以

直接插入书籍，又便于掰动。对于椅子，针对B4将椅

背设计为倾向一侧以适应久坐身姿会侧斜的习惯；针

对B6将椅背设计为圆润形态，便于取放衣服。

4 结语

无意识设计通过优化产品细节使产品进一步符

合人的隐性需求。为了降低无意识设计难度、提高设

计效率，这里设计了一种理性的无意识设计方法步

骤，实际应用案例说明，按照该方法可以有条理地发

现、筛选下意识行为，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

案，从而顺利开展产品设计。目前，这种处理下意识

行为的方法是主观的，行为的分解、筛选、排序，解决

方案的提出，最终设计方案合理性和创新性的评价，

受执行主体的影响较大，需要理性方法的客观指导，

这也是本方法后续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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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行为排序

Tab.3 The order of the subconscious behaviors

编号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行为

给小孩讲故事时偏着头

预览时书籍搭在书架上

预览时轻轻倚靠在书架上

久坐身姿侧斜

儿童跪或坐在地上翻书

衣服挂在椅背上

找位置时伸长脖子

把手机放在桌边来查看

放回书籍时掰动书立

翘二郎腿

久坐抖腿

儿童晃腿

排序

Z1

Z2

Z3

Z4

Z5

X1

X2

X3

X4

T1

T2

T3

行为形成的原因

便于亲子阅读时交流

便于翻阅

稍作休息

斜坐更舒适

率性而为

在别处也这么做

感觉可以看的更远

看的更清楚

方便插入书

有支撑，放松

放松

无支撑，平衡

解决思路

逆向：调整桌面夹角

顺向：增加书架阅览板

顺向：改变书架造型

顺向：调整椅背造型

顺向：增加低座位

顺向：调整椅背

逆向：增设空座指示

顺向：调整桌面

逆向：调节书立形状

--

--

逆向：降低儿童椅高度

图3 其他设计

Fig.3 Other designs

图2 下意识行为B1的设计方案

Fig.2 The final design for the subconscious behavior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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