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工程 第 37 卷 第 10 期

·70·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6 年 5 月

收稿日期：2016-0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12BG055）；江南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重点项目基金（JUSRP51326A）

作者简介：刘柏松（1989—），男，满族，黑龙江人，江南大学硕士生，主攻交互设计。

通讯作者：辛向阳（1971—），男，安徽人，江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交互设计、文化产品创新和设计理论。

神经心理学下的潜意识交互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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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在神经心理学为指导理论下的潜意识与交互设计结合所能产出的设计方法。方法 通

过对原有的潜意识理论指导下的设计方法的研究，得出潜意识理论与设计学科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对交互设计和神经心理学下的潜意识理论研究，得出该理论与交互设计结合的可能性及应用方向，

通过对神经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对现有案例的分析，得出应用新潜意识理论的设计方法。 结论 在理

论研究和案例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神经心理学下的潜意识交互设计的两个方法，即习惯导向式设计

和预期对话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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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conscious Interaction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Theory of Neuropsychology

LIU Bai-song, XIN Xiang-yang, LIU Yua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is is a design method research for interaction design with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subconscious in neuro-
psychology. It acquires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purpos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action and subconscious of neuropsy-
chology theories through the study of previous design methods inspired by Sigmund Freus subconscious theory. It finds out the
possibility and application aspects of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action design and subconscious of neuropsychology theories. It
acquires new interaction design method based on subconscious theory of neuropsychology by analysis of present cases. By
theoretical study and case analysis, two interaction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subconscious theory of neuropsychology are ac-
quired: custom fostering guided design and expectation communication design.
KEY WORDS: interaction design; neuropsychology; subconscious; design methods

交互设计由于其对人类认识和行为的关注，与

对潜意识的渊源由来已久。此前人们对潜意识与设

计的结合，其目的主要是挖掘用户的隐性需求，降

低产品给用户带来的认知负担。而心理学领域中，

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更新了潜意识理论。神经心理学

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心理学的问题的学科

[1]
，

它的提出将先前潜意识的研究方法从对临床经验的

积累和总结变为对脑部的科学测量。从目前的研究

可知，潜意识这一概念的更新也将给交互产品带来

改变，对这一理论的关注也将给交互设计带来更广

阔的发展前景。

1 神经心理学下的潜意识交互设计

神经心理学下的潜意识交互设计是指利用神经

心理学中潜意识的理论来指导交互设计的设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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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这种设计思路旨在关注交互设计及产品中对人

类潜意识造成的效应，研究这种效应的原理从而得

出新理论在交互设计中的应用。

1.1 潜意识设计理论综述

潜意识与设计的交叉研究由来已久。弗洛伊德

的潜意识理论对设计学科相关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

响。弗洛依德指出，人的心理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其中能够为人意识到并能够把握的是意识，而另一

部分潜伏在意识之下，成为了潜意识，人对它既不

能完全认识也不能把握

[2]
。它的内在是最原始的动物

性的本能冲动以及与各种本能有关的欲望，受到理

性意识的压制

[3]
。这一理论影响了大多数有关潜意识

在设计中的应用。

国内设计界对潜意识的研究兴趣，一定程度受

到了日本的设计大师深泽直人“无意识设计”理论

的影响。他运用了传统心理学中潜意识研究的成果，

达到了“产品与环境完美融合”的设计理念，从而

引发了基于潜意识的设计方法的积极讨论与研究。

除此之外，唐纳德·诺曼提出的 Affordance概念，

也与潜意识和认知联系紧密

[4]
。

目前，基于弗洛伊德为主的潜意识理论的设计

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通过下意识行为挖

掘并满足用户的隐性需求，产生心理上的满足感

[5]
；

通过有针对性的设计，使产品和相关服务的所有特

征属性信息，能够无阻碍地被用户准确接受、分析、

认知和理解，顺畅、迅速地转化为用户的使用和操

作行为

[6]
。

两种思路分别针对设计产品对人的潜意识影响

中的认知和行为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其局限性

在于所参考的心理学理论主要是心理学的临床研究

成果，主观性较强，而在神经心理学的发展下，潜

意识理论得到了更新。

1.2 神经心理学视角下的潜意识交互设计指导理论

1.2.1 神经心理学下的潜意识理论

神经心理学是心理学与神经学的交叉学科，它

把脑当作心理活动的物质本体，综合研究两者的关

系。它在理论上，对阐明“心理是脑的功能”具有

关键性的意义；在实践中，可以为神经科学的临床

诊断和治疗提供方法和依据

[1]
。

在神经心理学的定义中，潜意识影响着人们的

感知、记忆、社交行为、沟通方式、好恶、分类原

则、情绪与感觉以及自我意识

[7]
。这一全新的定义很

大地拓展了潜意识的概念范围和影响程度。

神经心理学重视观察人脑的活动，对关于潜意

识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科学拓展。现有比较常用的研

究方法有内隐联想测验、眼动测验、脑电测验及功

能性磁共振成像

[8]
。这些方法使潜意识变得可定量，

而通过这些技术，许多之前的心理学现象与假说得

到了科学的解释和修正。

这一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的区别在于，后者是

弗洛伊德在毕生的精神医疗实践中，对人的病态心

理经过无数次的总结、累积而逐渐形成的

[9]
；而神经

心理学对潜意识研究的贡献在于，将潜意识的研究

从观察推断转变成对脑的测量，因此在新的潜意识

概念基础上，对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也一定可以为交

互设计带来新的启示。交互设计将从挖掘和利用潜

意识，转变为塑造潜意识。

1.2.2 交互设计与潜意识

交互设计作为一门关注交互体验的新学科产生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其要素为人、动作、工具或媒

介、目的和场景。这里的动作一般是指有意识的行

为，自然就有了执行动作的人、行为的目的、实现

动作的手段或工具、行为发生的场景

[10]
。广义的交

互设计定义表明，交互这一行为存在于生活中的方

方面面。根据潜意识的形成原理可知，交互设计产

品必将对人们的潜意识产生强大的影响，在交互设

计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关注潜意识是一个必然趋势。

1.3 神经心理学下的潜意识交互设计的研究意义

现代认知双加工理论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是由

两种独立而不同的认知加工过程决定的。根据当前

的认知双加工理论，内隐无意识和外显意识加工同

时对人类的认知过程起作用。当两个加工方向一致

时，内隐加工的结果与外显加工结果一致，只有当

两个加工方向不一致、存在竞争的时候，往往内隐

加工会取胜

[11]
。心理学中的很多研究都指出，人们

平时意识思维的结果，往往在决策时被忽略，而一

些被认为不重要的因素却成为重要的决策标准。由

此可见，在设计中注重产品与潜意识间的交流往往

是更重要的，潜意识层面的认知明显对用户关于产

品的整体认知有着更深刻且不易察觉的影响。

将潜意识原理与设计相结合，可以深度挖掘用

户的内隐需求，并顺应用户的行为习惯，可以创造

出更易用、更具有深度的产品。而从塑造潜意识出

发，依据神经心理学的理论成果，更可以使产品具

有一定的行为和认知导向性，从而从伦理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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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及健康的角度出发，创造更大的价值。

2 潜意识交互设计方法

目前还没有关于神经心理学潜意识交互设计的

设计原则和方法，更没有针对影响潜意识而进行的

设计实践，但潜意识并不需要刻意的影响才能产生

效用

[7]
，因此一些交互产品影响潜意识的具体案例

中，结合神经心理学原理的分析，便可得到切实有

效的交互设计方法。以下是根据现有案例总结得出

的新潜意识交互设计方法。

2.1 习惯养成式的交互设计

神经心理学证实，习惯的养成是塑造潜意识的

一种典型方式。研究证明，外部或内部刺激作用于

人的感官，在神经系统里引起一系列的变化，极易

形成一条路径

[12]
。用户一定量的重复性的动作形成

了下意识的回路，于是用户的操作越来越迅速，以

至于可以超过思考的速度，此时新的潜意识行为已

在用户脑中形成。如用户下意识地解锁手机，边思

考问题边熟练地操作洗衣机，每到一个特定时间便

有坚持跑步的冲动，这些都是重复性行为培养习惯

的例证。

通过养成习惯而改变用户的行为和对产品的态

度，此类设计手法目前在劝导式设计领域得到了广

泛运用，但作为一个根据心理学原理产生的设计技

巧，通过这一方法提高操作效率，增强用户粘性甚

至提高产品竞争力，都得到了十分普遍的运用。

2.1.1 习惯养成式的操作方式在交互设计中的应用

关于交互设计中的操作习惯，最经典的案例就

是 Android 系统手机与 iPhone 的实体按键区别。

Android 系统手机的实体按键一般有主页键、返回键

和菜单键 3 个，而苹果手机只有 1 个主页键。这种

按键设置上的不同，使得两种系统的设备在相同软

件的操作上有很大的分别，因此用户在两种设备间

的切换，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不同的操作方式。

这种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用户对不习惯的操作

系统的反感和对已习惯的系统的拥护。同样的设计

手法不但可以应用于实体按键，其在交互界面操作

方式上的应用有着更大的拓展空间。例如，不同公

司的类似产品在操作逻辑上的分化，可以作为提高

用户忠诚度，从而成为增强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2.1.2 习惯养成式的功能设置在交互设计中的应用

通过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来增强用户体验和忠

诚度，可以提高交互产品的质量。扇贝单词是一款

基于移动端的外语学习软件，其中的“打卡”功能

就是对潜意识交互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应用，扇贝单

词“打卡”功能界面见图 1。

图 1 扇贝单词“打卡”功能界面

Fig.1 The ＂punching card＂ pages of scallop word

通过“打卡”这一激励式的操作，用户更愿意坚

持使用，一定时间的规律操作就可以在用户的脑回路

中形成习惯的潜意识，一旦这种习惯形成，用户就可

以不通过任何提醒，完全自发地使用产品。这一功能

看似浅显，但是其效用却是十分显著的。通过软件联

结社交媒体的功能可以看到，此软件获得了大量的用

户推广，使用评价也远超同类软件，扇贝单词在社交

软件中的积极反响见图 2（图片摘自社交网络）。

图 2 扇贝单词在社交软件中的积极反响

Fig.2 Positive feedbacks of scallop word on social network

2.2 心理预期对话式的交互设计

期望式的对话也是通过引导潜意识认知来引导

用户行为的一个重要方法。现代语言学家和心理学

家都发现，人类社会存在着很多隐形的规范。比如

会自发地和陌生人之间有一个比较标准的距离；在

交流中下意识地调整语调音量来引起他人的注意或

给其他人表达的机会；不知不觉间使用一些身体语

言等

[7]
，这些被语言学家称作副语言。这些隐藏性的

语言一般不会被注意，但是却对潜意识产生刺激并

影响行为。人的潜意识可以精准地捕捉到对方对自

己的期待，通过这个原理，在用户与产品的交互之

中便可以对用户的行为进行适当引导。

现在很多交互产品中都广泛地运用着引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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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如将鼓励用户使用的功能或选项设置高亮

或者默认选择复选框中推荐的选项，通过这样的手

段来表达希望被使用的期望，通过按钮明暗对比的

方式传递对用户的期待，见图 3（图片摘自微博和

behance 客户端）。

图 3 通过按钮明暗对比的方式传递对用户的期待

Fig.3 Passing the user's expectations through the button light and

shade contrast

这种方式在神经心理学潜意识原理中，可以解

读为对用户期待的有效传递。通过视觉、听觉甚至

触觉及味觉上的巧妙设置，向用户传达出“推荐”

和“提倡”等潜台词。这种避开意识和理性思维，

直接与潜意识对话的方式与传统的说明式引导有着

显著的优势，这种方式免去了用户阅读大量信息的

需要，使交互的过程更加轻松顺畅，同时所倡导的

信息也更易于接受。

事实上，神经心理学证明，人们对预期的感知

能力十分敏感

[7]
，人们在交互产品上的行为会暗示人

们什么样的行为是“可行的”，而这种行为规范往往

会延续到现实生活中，因此某些交互产品的存在就

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社交软件“无秘”的部分使用画面见图 4，这种

图 4 社交软件“无秘”的部分使用画面

Fig.4 Part application pages of the social software ＂No Secrets＂

应用的定位明显地鼓励一种社交行为中带有争议的

形式，其倾向性和暗示性，在不知不觉中使用户产

生一种特定的行为倾向，改变用户的行为。虽然交

互产品中对预期的体现各不相同，但是这种存在是

广泛的，鉴于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交互设计产品功

能设置中的倾向性值得注意和利用。

3 结语

Alan Cooper 曾说过，当设计系统对人类生活具

有重大影响，交互设计师就会面临伦理问题

[13]
。潜

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实验

证明，潜意识对大脑资源的利用远比意识多

[7]
。而广

义的交互定义将能与人产生互动的一切人造物作为

设计的对象，必然与潜意识理论产生交叉。在交互

中准确把握潜意识理论，对交互中改善用户体验，

增强交互产品的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

设计伦理的角度来讲，潜意识这一现象应值得更多

的研究和重视。同时，从交互设计的目的出发，如

何降低用户的认知负担，做到人与工具的合二为一，

必将运用潜意识理论的效应和原理。这里谈及的潜

意识交互设计方法是由现有案例中成功运用潜意识

的部分总结得出的，是对神经心理学潜意识的粗浅

运用，还有更多的原理和效应有待运用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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