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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挖掘产品设计中材料感知体验的价值及其创新设计实践方法。方法 通过引进或建设材料体

验库，找出材料感知体验介入产品设计的方法与途径，强化产品设计中材料感知体验过程，激发产品设

计的创意灵感。结论 发现材料体验对设计的价值与贡献，配合材料体验库的建设，逐渐创新出国内材

料感知体验的产品设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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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ign Innovat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Material Perceptio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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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dig the value and innovation design practice methods of perception experience of materials in 

product design. By introducing or building materials experience library, the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material percep-

tion experience involved in product design are found out, and the process of material perception experience in product 

design is strengthened, and the creative inspiration of product design is inspired. The value and contribution of materials 

experience to the desig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terial experience base, and the new model of product design in the 

domestic material experience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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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20 世

纪 80 年代人们把新材料、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并列

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标志；进入 21 世纪，材料更是

被视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柱之一。作为产品形态设计

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材料的创新应用于德国包豪斯时

期就形成了初步的架构与体系，尤其是在工业设计实

践方面，包豪斯工艺车间的实践模式就强调对色彩、

材料、肌理的深入了解，客观地发掘材料潜在的应用

形式。然而，从材料发展的历程来看，人类又总是希

望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造自然界本身存在的材料甚

至创造新材料，以便其能更加符合人类的需求[1]。进

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欧洲的设计发展转向多元化，

设计方法也随之发生改变，从传统的单一工艺车间逐

渐向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综合交叉感知体验

方向发展，例如荷兰设计师 Simone de Waart 创建的

“材料感官”（material sense）设计平台，就是从材料

入手，挖掘材料创新对于设计的价值，激发学生、设

计师、工程师的灵感，强调对于新材料的洞察力和创

新能力，从而创造出材料的新观念、新应用和新形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材料感知体验的设计方法

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其对创新实践的新路径。 

1  中外设计实践方法中对材料认知度的差异 

1.1  欧美在实践中丰富并完善设计材料的感知体验 

二战后，德国乌尔姆设计学院和欧洲各国的设计

教育都继承并发扬了包豪斯的传统，涌现出许多的优

秀产品都是功能、形态、材料、工艺等要素的和谐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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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材料作为产品物质和精神功能的基本载体，往

往对设计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2]。正如“材料感官”设

计平台（见图 1）在荷兰的埃因霍芬设计学院和埃因

霍芬理工大学设立了材料感官体验馆一样，许多基于

材料的服务机构都在积极为设计企业、设计师和学生

服务，鼓励运用材料感知体验优先介入设计的方法，

推动设计视角和触角向更广泛的多学科领域延伸，激

发对材料的体验与探索，发现材料的交叉应用可能，

从而创新出激动人心的产品并展现材料所带来的魅

力。 

 

图 1  “材料感官”设计平台 
Fig.1 "Material Sense" design lab 

1.2  国内设计方法与材料感知体验的脱节 

我国的设计发展起步较晚，回顾并审视我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进行的现代设计教学体系，可以

明确地发现缺少对材料的基础研究环节，这与我们的

设计教育从一开始就“受大美术思想控制”和国人盲

目迷信电脑科技想走捷径的思想有关[3]。目前较为常

用的设计实践方法多是从市场调研中寻求设计元素，

运用头脑风暴等方法发现灵感，方案确定以后再配合

以简单的材料和制造工艺说明，造成了普遍存在的

“设计成果展板化”现象。虽然一些设计院校努力改变

这样的局面，设置材料、工艺的课程，但主要传授的

是材料的物理、化学特性，从材料的加工工艺入手，

介绍部分常规材料的工艺流程，远未形成对丰富材料

世界的全面感知认识，学生设计基础练习也缺少材料

的感性表达，甚至完全忽略掉了材料的感知体验。上

述两方面的现象有主观设计观念陈旧的原因，也有客

观对材料感知体验条件不足的情况，由此导致学生介

入设计的方法和途径单一僵化，设计方案概念化，设

计成果纸面化的现象长期普遍存在，阻碍了设计教育

良性健康地深入发展。 

2  材料感知体验的特点与设计创新的融合 

2.1  设计材料感知体验的相关概念与表征方法 

“材料是设计的基础，材料的性能决定了设计的

可能性”，法国著名设计师 Philippe Starck 的这句话肯

定了材料在设计中的重要作用。一项针对 21 世纪设

计趋势的调查表明，更多的设计师和设计机构认为新

材料提供的可能性是今后产生新产品的一个关键推

动力[4]。因此，材料的创新与提供成为现代设计发展

的一个重要基础。设计师在设计方案中选择什么材

料，除了借助材料数据库之外，还需要具备对材料的

感知度、认知度以及材料体验的基础。材料的感知度

是指人体通过感觉器官来感知材料，并由材料刺激而

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反映的属性[5]，此种属性主要由感

受器细胞完成，感知材料中潜在的能量讯息释放出光

线、压力、热、化学物质等, 我们的感觉器官接收到

能量, 将其转换为生物电神经编码, 传送到大脑；而

材料的认知度则是人们认识材料信息的活动过程，包

括材料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电学的、光学的以

及可回收性，并通过这一过程形成对材料的概念、知

觉、判断等参数数据，主要是指人们怎样形成对材料

的清醒表征以及这个表征的准确性。 

由此不难看出，材料的物理表征性能是客观的，

包括强度、硬度、韧性、耐磨性、抗疲劳性、耐腐蚀

性、抗电磁辐射、抗冲击性等[6]，这些表征特性可以

通过相应的表征方法获得，例如显微镜法、光谱法、

沉降法、射线衍射法等。材料感知体验则是对感知到

的材料所形成的刺激所产生的内在反应，具有主客观

双重属性，会因人而异。设计师对材料的了解与运用

主要侧重于对材料的感性体验，包括了解材料的表征

特性，材料的感官美学等，例如材料的颜色、肌理、

气味、声响等因素，而由某种材料刺激所产生的坚硬、

粗糙、冰冷等感觉，更是即刻的、基本的、直接的对

材料体验的记忆，因此，设计师对于材料的选择更多

地是建立在直觉、灵感和经验的感官基础上；而对材

料的知觉则是设计师心理认知过程的结果，例如材料

的意义、价值、美学关联等因素，在这些过程中，意

义、关系、背景、判断、过去的经验和记忆起着一定

的作用[7]。所以，设计中设计师对材料的感觉和知觉

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过程，不断探索材料各种应用的

可能性，可以为设计的创新提供准确和前瞻性的技术

支撑。 

2.2  材料感知体验在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在新技术、新材料迅猛发展的今天，“材料即信

息、材料即语言”[8]，其多样化和复合应用手段是对

传统设计理念的挑战，材料在设计中的运用更呈现出

多学科交叉与合作研究的形式。对于不同类型的设计

项目，材料感知并介入设计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大型

机械类产品设计，主要运用有限元法对复杂的非线性

问题、非稳态问题进行分析（如结构力学、流体力学

等），再结合设计咨询法由材料咨询机构提供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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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服务，设计师感受新材料的各种应用可能，再

以合作的形式与材料工程师共同实现这些可能。例如

BMW 的概念车“GINA”（见图 2），设计师受到弹性

纺织物包裹建筑的启发，设想利用纺织物充当汽车的

“皮肤”，工程师则配合设计师实现了该外壳——由聚

氨基甲酸乙酯涂料的莱卡纤维布包裹铝制框架构成，

这一概念掀起了汽车设计界对于更为光滑、轻质的汽

车外壳材料的研究热潮。 

对于一些小型的实验设计项目，则可以运用移植

设计法、替代设计法、仿生设计法等，组织跨学科交

叉实验的探索形式，设计师跨界与不同领域的实验

室，用设计的思维和视角尝试新技术、新材料的特点，

创新材料带给产品不可思议的表现形式。例如设计师

Marcel Wanders 在与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的航天航空试

验室共同合作的 Dry Tech 的项目中，发现了高科技

纤维的特点，利用芳纶和碳纤维合成线状材料，再与

环氧树脂相结合，之后置于特定的框架中干燥， 后

在重力的作用下成型，成为著名的 Knotted chair“绳

结椅子”（见图 3）。上述的案例只是材料创新设计的

缩影，材料的不断推陈出新将推动设计以更开放的形

式去大胆尝试，探索材料带给设计的全新价值。 

 

图 2  BMW 概念车 
Fig.2 BMW concept vehicle 

 

图 3  绳结椅子 
Fig.3 Knotted chair 

3  材料感知体验融入设计创新实践的途径 

3.1  MC 材料博物馆开启材料创新实践的模式 

伴随新技术的进步，新的材料源源不断地开发

出来，而没有找到匹配的用途。另一方面，在设计

与生产过程中由于对材料信息的不对称也导致不能

及时找到合适的材料[9]。这样的困局在 1997 年创建

的 MC 新材料图书馆（Material ConneXion）（见图 4）

后得到了很好地解决，MC 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具有全

球背景的创新材料咨询服务机构，也是世界上 大

的、门类 新的创新材料与可持续材料集成应用图

书馆，它收集并可以提供 6500 余种存档材料的展示，

包 括 现 场 实 物 的 展 出 和 在 线 数 据 库 的 虚 拟 线 上 展

出，在全球范围均通过数据库访问 MC 网上材料库。

该图书馆还为耶鲁大学、多莫斯设计学院（意大利）、

加州艺术学院等世界知名设计院校提供材料体验课

程，同时也为设计师、设计公司提供权威的材料咨

询服务，帮助企业的设计项目寻找专业的材料解决

方案，例如为彪马运动鞋设计的包装（见图 5），其

质量低于普通鞋盒的 65%。这一原创性的材料解决

方案每年为彪马公司节省大约 8500 吨纸、2000 万兆

焦耳耗电、100 万升燃油和 100 万吨水[10]，也为设计

的可持续发展寻找到材料的巨大潜在价值。借助这

种综合的材料感知与咨询服务，设计中对材料的选

择将变得更加合理与高效。 

 

图 4  MC 新材料图书馆 
Fig.4 Material Connection library 

 

图 5  彪马运动鞋设计的包装 
Fig.5 Sport shoes packaging of P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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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型材料体验库与材料使用原则 

相对于 MC 材料图书馆和“材料感官”设计平台

而言，国内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机构或组织，虽然大多

数院校会安排学生进行金工实习，使学生对金属材料

的加工有感性认识，但是对于木材塑料陶瓷等材料则

没有相应的实践，对于这些材料的性能和体验，也只

能是“纸上谈兵”式的了解[11]。尽管 MC 可以提供短期

的外租和展览，但不能满足常态化的设计实践需求，

因此参照其成熟的经验，一些具备条件的院校需要创

建小型的材料体验库，在为本校学生提供材料体验的

同时，向外辐射形成设计资源的共享服务平台。 

小型的材料体验库可以选择设计实践中常用的

材料，对其进行分类建设，截取材料的显著特征部分，

制作成可以展示并感官体验的样板，提供全方位的视

觉、触觉、嗅觉和听觉的体验，透过对材料的感知体

验，可以形成设计中对材料感知与认知的基本原则。

1）运用物理表征原则：即强调材料表面局部和整体

的几何形貌和构造；2）运用材料理化属性：即运用

材料及其表面的物理化学特性；3）运用材料情感属

性：即强化该材料及其表面刺激的情绪反应；4）材

料关联原则：即采用与该材料及其表面相联系的任何

个人的体验经历的描述，如像动物皮的、蜂窝状的、

桔子皮的等等。尤其是对材料多维度的触觉体验，是

设计学习和产生创意的 佳途径。因为人的触觉敏感

程度，总会归结到对触点的感知，触点无论是作为感

觉对象或是感觉主体，都是联通我们感知真实存在的

兴奋点，通过对触点的感觉互动，可以影响到人的心

灵与意识层面的联想[12]。借助对材料全方位使用原则

的掌握，拓展学生设计想象力的广度与深度，并从体

验中激发设计灵感，构筑材料多维度感知体验的实践

创新平台。 

4  结语 

正如 MC 材料博物馆创始人 George M 所说 ：我

们提供给设计师、建筑师和材料专家们更多选择，帮

助他们如何通过材料，尤其是此前他们从未采用过的

新材料，使他们的设计变得更轻便、更明亮、更时尚、

更牢固、更健康、更耐用、更环保，而不再依赖非可

持续性的材料，使他们的产品变得更美观而富有创

意。结合国内产品设计实践的特点，推动小型材料体

验库的建设，为设计实践创新提供有效的方法和途

径，逐渐形成材料感知体验的设计新模式是今后发展

的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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