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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智能电饭煲界面用户体验原则与设计逻辑。方法 以智能电饭煲界面的用户体验评估的原

则为基础，从“全智能”时代下的电饭煲界面设计与用户体验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入手，对智能电饭煲的界

面设计策略进行研究总结。结论 在用户体验的大潮流下，智能电饭煲界面设计需充分考虑用户的行为特征

与使用逻辑，以用户的行为习惯以及产品交互需求层次来提出智能电饭煲界面定制的原则和策略。让用户

获得更好的操作体验，从而提升用户的使用自信和产品粘度，增加产品的品牌效应与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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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Experience Principle and Design Strategy of Intelligent Electric Cooker Interface 

ZHAO Zhi-jun, ZHANG Ling-hao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user experience principle and design strategy of intelligent electric cooker interfac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of electric cooker interface, starting from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interface design and the user experience information of electric cooker in the 

"full smart" era, the interface design strategy of intelligent electric cooker is concluded. In the trend of user experienc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use logics into consideration adequately in the process of interface 

design of intelligent electric cooker and propose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y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cooker interface 

customization. In order to help users get better operating experience, it can promote the user's confidence and the product 

viscosity, and increase the brand effect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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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智能风潮下，生活电器

也步入智能时代。而智能电饭煲是人们家庭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之一，因为它的多功能性和智能

化设计使它成为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智能化时代下

的人机交互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大企业对于产

品用户体验的设计规范和原则的制定放到了重要的

位置。就智能电饭煲的生产开发企业来说，对智能电

饭煲的界面的规范化、人性化、层级化的深入研究，

能够有效地完善产品的体验性能，缩短产品的适用市

场的周期。本文旨在基于电饭煲界面设计与用户体验

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以用户体验视角来进行评估智

能电饭煲的界面原则与策略，从而优化其设计逻辑的

严谨性和完整性。 

1  智能电饭煲界面的体验不佳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日新创新，人们生活

水平不断提升，其消费需求开始围绕“品质生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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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升级转变。纵观市面上的智能厨电产品，智能电

饭煲作为居家必备的常用电器，凭借其多功能，人

性化的产品特性，为快节奏的现代人群，打造轻松

便捷的烹饪环境，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与生产企

业的关注。然而，在用户的操作过程中，智能电饭

煲的用户体验原则不够明确，导致智能电饭煲的操

作界面存在普遍的交互需求层次混乱的问题，对用

户的实际使用造成迷茫混乱、焦虑挫败的负面体验。

严重影响了用户的操作感受，极大的打击了用户的

使用自信，对智能电饭煲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无形

的阻碍[1]。 

对于智能电饭煲这种信息显示方式具有层级叠

加、信息维度多、显示方式复杂的特点。在智能电饭

煲界面体验的复杂性问题方面，需要经过系统化的界

面设计原则总结和设计策略的运用，在保证基本的功

能基础上，将复杂的信息以层级递进的方式，有效地

呈现给用户，使用户在享受基本需求的使用基础上的

同时获得良好的用户体验。 

2  智能电饭煲交互界面用户体验原则 

2.1  用户重要性原则 

用户研究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产品设计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以用户需求和使用目的为设计中心[2]。优

质的用户体验可以给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带来心理愉

悦感，是打造优质产品的重要方法，也直接决定了用

户的使用习惯和用户粘性 [3]。根据用户的重要性原

则，通过用户对于智能电饭煲操作过程的研究，发现

用户对于智能电饭煲界面上使用区域的频率存在很

大的区别。根据用户的界面使用习惯，发现智能电饭

煲上的实体按键或者虚拟按键均呈现按高频操作、功

能优先性、和操作流程的次序性。按键遵循着参数设

置、常用功能、特殊操作顺序为基础进行排列，飞利

浦与象印智能电饭煲操作频率层级分区见图 1。重要

的和经常的操控键应设计在易操作区域，一般处于虚

拟界面的两侧进行分布；对于无按键的虚拟界面，则

以文字大小，颜色做具体区分。 

 

图 1  飞利浦与象印智能电饭煲操作频率层级分区 
Fig.1 Operating frequency level partitions of Philips and Zojirushi intelligent electric cooker 

2.2  信息对称性原则 

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乔治·阿克尔洛夫指出交易

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并通过模型化的分

析，证明了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即市场

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等，甚至市场不复存在[4]。由

此可见信息对称的重要性，在交互界面设计中，从任

务设置、信息的表达、界面控制操作等方面与用户理

解熟悉的模式尽量保持一致。目前的很多国外品牌电

饭煲都预置了很多智能的模式，预置模式在 20 种以

上的电饭煲随处可见，如快速煮饭、煮稀饭、蒸汽控

制、煮多种不同的事物等等。像韩国的 CUCKOO 

CRP-AH1078FV 智能电饭煲更是把个性化模式做到

了极致，福库 CRP-AH1078FVIH 多功能电压力饭煲

预设模式见图 2，一共包含 9 大菜单设计和 61 种多

样料理，如宝宝食品的中就包含了地瓜苹果粥、香甜

南瓜粥、蔬菜米汤等五种选择。此丰富的烹饪模式要

完成信息的有效传达，需要通过对用户认知能力和行

为逻辑的研究。分析出符合用户行为逻辑的智能电饭

煲界面区域划分和功能按键分组，以此凸显界面设计

的主次与清晰度，从而提升用户在操作上的信息接收

流畅度。并以信息对称性原则为评估手段，在用户测

试的反复迭代中分析犯错的原因并不断完善与改进，

提高产品的信息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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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福库 CRP-AH1078FVIH 多功能电压力饭煲预设模式 
Fig.2 Korean Cuckoo CRP-AH1078FV IH multi-function electric pressure rice cooker preset mode 

2.3  认知引导式原则 

日本设计大师深泽直人首次提出的无意识设计

设计理念，又称为“直觉设计”。意即：“将无意识的

行动转化为可见之物”，回归到生活本质的设计价值

体现在产品简洁的外形，注重细节，让消费者享受操

作一件新产品的惬意[5]。认知引导在产品界面设计体

现为清楚地指示功能的操作性，使产品的操作不仅满

足使用性，更是值得追求的体验，设计要引导 合适

的功能实现的动作[6]。在千叶大学渡边教授在讲到东

芝公司经历中，也提到无意识设计的东芝 RC-10ZWH

智能电饭煲的案例，见图 3，在节能的情况下，保持

界面的完整性，只保留了电源开关键。在使用操作时，

以文字符号配合色彩的示意性引导，让用户快速地操

作交互界面，顺畅地进行人机信息交流。这种引导方

式不仅考虑了用户的思维方式习惯和认知行为特征，

而且尽可能采取简洁易懂的表达方式，满足了使用者

直觉需求的使用方式。 

 

图 3  东芝 RC-10ZWH 电饭煲界面不同状态展示 
Fig.3 The exhibition of Toshiba RC-10ZWH intelligent electric cooker interface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2.4  操作易用性原则 

产品界面是用户与产品之间传递和交换信息的

媒介，也是互相沟通的媒体。对于智能电饭煲而言，

为了使界面更直观和更方便操作，以软件界面的体验

逐步替代了硬件的操作方式。唐纳德·A·诺曼曾经指

出，产品界面设计一定要反映产品的核心功能、可能

有的操作方法、工作原理以及反馈产品在特定时刻的

运转状态[7]。功能性的界面传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

是易于理解与操作，所以通过合理化的标示来表明它

是如何运作的，是提高用户操作流畅性的保证。通过

分析智能电饭煲的软件发展趋势，美的鼎釜 IH 智能

电饭煲采用 LED 的高清显示体验方式，将传统的按

键式改为了滑动触摸式，进而使得功能模式更好进行

操作，见图 4。需求按照一定的层级进行划分，并且

把多种功能进行依次排列，特殊种类的食材进行色彩

区分，同时放大了时间显示与开始按钮，让消费者感

到使用简单直观，对象物的显示醒目，反应信息明确，

有明确的操作提示。 

2.5  体验情感化原则 

在心理学的层面解释界面，可以定义为体验和情

感两个方面。在人性化设计不断深入人心的当代产品

设计中。不光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注重用户的体验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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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美的鼎釜 IH 智能电饭煲功能层级排列 
Fig.4 Midea Dingfu IH intelligent electric cooker functional hierarchy arrangement 

感的元素，在界面设计中更是再次的强调和突出其重

要性。注重体验的的设计界面传递给用户使用感受，

并与使用者产生情感的交流。把情感融入到产品当

中，通过界面操作和使用体验，让用户感受人性化的

产品体验模式，进而使用户从心理感受的层面接纳产

品，进行消费，因此，在智能电饭煲界面的视觉元素

上应准确、简洁、清晰，不仅要符合品牌通用准则，

还应该帮助用户快速建立流畅的操作体验。同时，通

过组织细节设计增强界面的吸引力，并围绕界面与按

键的视觉元素，通过材质、声效、光效等形成信息的

综合传达与使用反馈，飞利浦 HD3160 迷你电饭煲操

作界面见图 5。 

 

图 5  飞利浦 HD3160 迷你电饭煲操作界面 
Fig.5 The operation interface of Philips HD3160 mini rice cooker 

3  用户体验视角下的智能电饭煲界面设计

策略 

3.1  提高重点需求层次的优先度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

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5 类，

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由于界面设计应符

合用户的使用习惯，才给用户以良好的使用体验[8]。

之所以把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和用户重要性原则相

结合，按照人对智能电饭煲的需求，对智能电饭煲的

用户体验视角下的界面功能进行了层次梳理。使用频

率作为重点的需求层次，对于使用智能电饭煲的用户

来说，提高重点需求层次的优先度，用户的满意度也

越高，其连带的辐射影响力也越大，用户的操控体验

越流畅，从而也增加了对产品的粘性。市面上的大多

数的电饭煲进行了一定的高频按键的重点突出，但是

层级的分布还是不够明显，这在用户的使用过程中就

产生了误操作或者焦虑挫败的使用感受。信息对称性

原则的核心是有效传达与同位接收，因此，在处理使

用高频问题上，其重点是体现用户操作时的使用顺序

的高频层次。使用较频繁的功能性按键要设置在用户

习惯位置，以设计的手段进行重点排布。可以增加其

使用面积，或者使用区别于低频按键的颜色加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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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对低频的功能按键可以分布在次要位置，并进

行弱化处理，区别于高频的主要功能。 

3.2  注重交互界面功能性体验 

在界面设计中功能性体验作为产品设计中一个

重要过程，功能与体验共同推动了产品的用户体验的

提升。从理论上来说，功能型用户界面需要满足所有

任务的顺利完成，但是要求用户在反复实践中学习和

熟悉不同功能节点在信息架构中的分布[9]，因此，功

能性的操控体验需要不断优化，减少用户的学习熟悉

时间。对于复杂功能模式的简单罗列，这种并列性的

层级反而导致了很多的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生迷茫

混乱的负面体验，并没有达到设计者初设的用户体

验。电饭煲的操控的良好功能性体验应注重交互界面

的合理布局，像韩国的 CUCKOO CRP-FA0821MR 智

能电饭煲就把高频使用功能的辨识度作为交互界面

的首要布局因素。因而，电源功能键和主要功能键应

其他按键大，且具有更高的辨识度；时间调节功能作

为二级选择的必要选择，应处于界面的中间位置；而

不同的蒸煮模式等常用模式都在界面中进行显示；另

一些特殊烹饪模式等很少使用又不可缺少的功能应

被设计到隐藏在功能模式之中。 

3.3  设计评估推动二次升级 

评估是可用性测试的 好方式，因为可用性测试的

核心是评估并非创造[10]。设计评估的反馈阶段应该介于

原型设计之后和正式投产之前，通过原型机和用来测试

的相应的人机界面，确保让设计符合 初设想的意图。

用操作易用性原则和体验情感化原则来进行智能电饭

煲的设计评估与反馈，进而综合性的解决需求层级中产

生的各种问题。产品的操作易用性作为产品的灵魂，也

是衡量其设计价值的手段，而人性化的体验方式作为产

品品质提升的重要原则，是不断升级创新的重要方式。

设计产品界面的升级往往只是功能的简单叠加，通过功

能数量的增加达到升级的目的， 后的产品体验也逐渐

偏离了用户的认知范围和使用习惯，因此需要设计评估

推动二次升级，并针对设计评估的反馈做出相对应的产

品修改。在功能的复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下，

通过设计评估的手段，以简化和隐藏的方式对界面的功

能进行层级次序划分，保证基本操作键与虚拟界面按照

需求层级的重要性合理分化，平衡高频组词与其他组次

功能按键的层级，再次提升和优化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

高效流畅性体验。 

4  结语 

通过对智能电饭煲界面体验的复杂性问题进行探

讨，对智能电饭煲界面的用户体验进行梳理，从用户的行

为逻辑研究到智能电饭煲界面设计策略去研究智能电饭

煲界面的交互特性。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设定出智能电饭

煲界面设计的五大原则，以及总结了 3 条智能电饭煲界面

设计策略，对于倡导产品的用户体验的企业和注重产品品

质的用户，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符合“全智能”时代下

的智能电饭煲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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