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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智能化母婴产品设计中的用户体验设计。方法 分析用户体验的理论层次及目前市场上

智能化产品的现状和问题，提出要实现高用户体验度，产品中的智能化是其必然性的存在。通过研究母

婴群体与用户体验和智能化之间的必然性存在关系，分析设计母婴产品时母婴群体会产生的感官、情感

和行为层次上的需求，以数据调查和样本分析等作为数据支持，结合相应的消费观，对母婴产品设计的

设计原则和要求进行分析，让设计更好地满足母婴产品的需求。结论 要使母婴产品真正的实现智能化，

要在设计时充分的融入用户体验，关注使用者的感官需求、情感需求和行为需求，使产品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智能化，而不仅是浮于高技术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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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Maternal and Infant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Use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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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user experience design in intelligent maternal and infant product design. First, the theoret-

ical level of user experienc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intelligent products on the market are put forward. It is 

proposed to realize the high user experience degree and the intelligentization of products is the existence of its inevitability. And 

by analyzing the necess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ternal and infant groups and the user experience, it analyzes the sensory,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needs of the maternal and infant groups when designing maternal and infant products. With the data 

investigation and sample analysis as the data support,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consumer concept, it analyzes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maternal and infant product design, so that the design can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maternal and infant products. To make the mother and child products truly intelligent, to be fully integrated in the design of the 

user experience, concerned about the user's sensory needs, emotional needs and behavior needs. So the product can achieve a re-

al sense of the intelligence, not just floating in the high-tech level. 

KEY WORDS: User experience; intelligence; maternal and child; product design 

目前的婴儿的人口数量正在呈现回升趋势，随着

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家庭对于婴幼儿医疗监护的重

视逐渐增强，更将婴儿的健康看护问题看作养育孩子

期间最为复杂的一项问题。目前家用医疗监测类产品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但是由于母婴群体其生理和心

理的特殊性，在针对大众化的产品中很难找到有效契

合这一群体生活使用习惯的产品，因此需要对母婴群

体的心理生理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对应的产品

交互设计的策略和原则。 

1  用户体验理论与智能化设计之间的关系 

早在现代设计产生之初，包豪斯就曾提出过“设计

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这一观点，作为包豪斯提出的

3 个基本观点之一，强调了体验在设计中的重要性。 

体验是具有其独特性、动态性、情境性和持续性

【高校设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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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于每个人而言，即使体验的事物和方式等变量

是相同的，也不会与其他人产生相同的体验。产品的

用户体验也就是围绕着用户、产品和体验进行的，三

者之间相互界定，相互约束[1]。 

人的需求变化影响着用户体验的的层次变化，而

人根据其所处环境中的文化、种族、信仰、风俗习惯

等条件的不同，其所对应的需求也不同[2]。根据《人

类激励理论》一书中，作者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

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这 5 个方面人的需求层次见图 1，而且相互之间是一

个逐层递增的关系。而将其融合到用户体验的设计当

中，用户体验的层次可以分别对应为感官层次、交互

层次、情感层次、社会层次、自我层次这 5 个方面，

用户体验层次见图 2。 

 

图 1  人的需求层次 
Fig.1 The level of human needs 

 

图 2  用户体验层次 
Fig.2 User experience level 

而智能化也是一个具有延续性和层级性的理论。

人类社会从最原始的手工到机械化、自动化,最后发

展到智能化,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的历史。智能是在

相对于参照人脑机理的运作模式下，对能够进行处理

问题，能够吸取思维与经验对事物做出分析反应的一

种表现。学术界对智能特征的表现进行了概要的归纳

总结，但是在界定这些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其自

身的相关性、时效性和相对性。 

通常来说，我们认为具有以下特征可以认为事物

为一个智能系统或者智能个体。首先符合自适应、自

繁殖、自修复、自稳定的特征我们将之定义为低级智

能。其次，在此基础上，事物在保持稳定运转的同时，

初步触发认知世界的功能，我们将具有这种进化的自

感知、自认知、自识别、自诊断特点归类于中级智能，

即为感知层面智能，最后，我们将能够进行自学习、

自组织、自规划、自协调、自推理、自寻优化的更高

级思维系统或个体称之为高级智能，也就是这里所认

可的智能化特征，智能系统分析见图 3。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高度发展，技术进步和芯片

更加的高性能高处理速度等，更多的产品已经来时摆 

 

图 3  智能系统分析 
Fig.3 Intelligent system analysis 

脱固有技术的束缚开始向智能化发展[3]。而智能产品

除了依托于智能硬件的研发，还需要与“软”性服务结

合，构建良好的内容服务平台[4]，而这个设定也在无

形中给一些自认为智能的产品添加了使用负担。特别

就产品的使用层面来说，在原来生活中可以一键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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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在增加了智能硬件之后，就必须增加新的过

程，首先是掏出手机，解锁滑动，然后连接 WIFI 或

者蓝牙，然后进入设备控制 APP 最终关闭。这在无

形中给使用人增加了使用步骤和使用环节。 

产品的智能化倾向设计必须以用户体验为前提，

用户体验不仅是感官层次、行为层次，也包括对用户

情感层次的关注。分析用户对于产品功能的真正需求

点，以及过多的智能化功能会不会增加用户的使用障

碍和使用疲惫感。 

例如下图的 Mimo 智能宝宝服上的智能模块, 婴儿

监护仪与 Mimo 智能宝宝服见图 4，可对宝宝进行呼吸、

体温及心率水平的检测，一旦有任何异常将会将警报传

送到提醒器和妈妈的 APP 上。并且与 Nest 恒温器及

Nest 摄像头相合作，可以根据监测数据对室内温度进行

调节，并通过摄像头监控婴儿动向。相较于普通的受距

离限制的婴儿监护仪，这种检测更为直接安全可靠，为

妈妈所关心的婴儿监护带来了更好的产品体验。 

 

图 4  婴儿监护仪与 Mimo 智能宝宝服 
Fig.4 Infant monitor and Mimo baby activity tracker 

在进行产品设计时只有以用户的体验需求为基

础进行考虑和设计的智能化产品，才能成为真正的智

能化产品[5]。而对于现在的产品设计而言，想要拥有

高度的用户体验，其智能化设计是必不可少的。例如

如果要想实现空调在人经过或驻足的时候开启的功

能，就需要人体红外传感器感知周围人的存在之后对

空调下命令。而全新的体感游戏交互模式也是体感游

戏机中有体感模块，可以对人的肢体动作进行感知，

并配合相应的辅助配件完成整个游戏过程。 

2  母婴产品的用户特征性分析 

母婴产品的特殊性在于除了满足宝宝的需求外，

妈妈作为母婴产品的购买者和产品辅助使用者也是

设计要考虑的重要部分。目前中国的 0-6 岁婴幼儿妈

妈们主要以 80 后与 90 后为主，而这些现代的年轻妈

妈的用户特征是更倾向于分享自己的生活，更乐于接

受新鲜的事物和观念，她们更愿意为孩子进行更多的

消费行为[6]，因此现代年轻妈妈的消费诉求、审美倾

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产品单纯的物质功能性已

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现代妈妈更注重与宝宝情感

交流等非物质层面的需求[7]。 

年轻父母选择母婴产品时，产品的“功能”表现不再

是唯一的重点，而产品的“体验和精神”表现得越来越受

到重视，也就是用户体验中的情感体验，母婴智能产品

体验重视方面的调查见图 5。人们在选择和使用物品的

同时更是阐述着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观[8]。物品可以

反映使用者的生活状态与方式，也可以引导新的行为

模式。 

 
图 5  母婴智能产品体验重视方面的调查 

Fig.5 Experience investigation on maternal and infant intelli-
gence products 

儿童的成长是一个快速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

当中他们的心理、生理、体态等特征也都在迅速的成

长，而在不同的的年龄阶层他们的各项特征也不尽相

同，因此可以将儿童的成长按照年龄来进行一个基本

的划分，儿童成长年龄划分见图 6。 

在婴儿阶段，母亲与婴儿开始逐步建立依恋关

系，这是母亲与婴儿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并

一直持续到幼儿阶段和学龄期的早期。这种依恋关系

对儿童的人格发展存在着影响。依恋情感的产生是通

过婴儿与母亲之间的不断交往，使婴儿产生了最早的

社会性的人际关系。两者相处的时间越长，产生的依

恋程度就越高，因此这个阶段不仅是婴儿，两者都需

要建立一种交流和信任关系，这使母亲很快适应其角

色，也使婴儿可以被护理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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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儿童成长年龄划分 
Fig.6 Childhood growth age division 

依恋关系的缺失，会使婴儿产生分离焦虑，产生

消极影响，对后期婴儿成长期的社会心理成长都会产

生不可小觑的影响。而母亲缺失依恋关系，同样会产

生焦虑的情绪反应，对婴儿情况的担心等都会对母亲

的心理产生消极影响。而这种消极的心理会对母亲的

生理产生影响。 

因此母婴之间的依恋关系是维护母婴之间心理

健康发展的根本需求，而加强、维系母婴之间交流、

依恋的产品是母婴群体最为强需求的产品特性[9]。 

3  基于用户体验的智能化母婴产品设计要求

分析 

基于用户体验理论对母婴产品进行智能化设计，

不仅是基于理论出发，而且要考虑用户的使用需求。 

母婴产品的不足调查见图 7，根据调查问卷的调

查结果显示，年轻父母对于目前市场上的母婴智能产

品的倾向是很明确的，有 75 %的年轻父母有意愿购

买智能化母婴产品。但目前市面上的母婴智能产品鱼

龙混杂，同类产品高端的几百上千块，便宜的几十元，

而产品介绍都是过于夸张，让年轻父母对于产品的基

本功能和产品性能感到混乱，甚至买到不符合自己使

用需求的产品，进而引起浪费。在调查问卷的数据结

果中显示：年轻父母对于目前母婴智能产品的最大的

不满就是产品的使用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其比重占到

了 29%。而其次是产品功能设计上的问题，脱离说明

书不会使用的比率占到了 22 %，证明了产品在设计

时，无论是基本功能设计还是操作流程设计都没完全

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只是一些想当然的功能叠加在一

起 。 数 据 中 显 示 表 示 缺 乏 信 息 反 馈 的 比 率 达 到 了

19 %，产品在操作时没有相应的信息反馈，使用户在

操作时不知道是否已经操作成功，或者是否要进行下

一步。而母婴智能产品对于用户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产

品，在没有声音或灯光等形式的信息反馈下使用，也

往往导致了第一种情况——不会脱离说明书使用产

品情况的出现。 

 

图 7  母婴产品的不足调查 
Fig.7 Current survey of maternal and child products 

4  结语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市场调研、人群分析和问卷调

查，要真正实现母婴产品上的智能化，其依托的不单

单是技术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用户体验理论下的感

官层次、行为层次、情感层次、社会层次和自我层次

的实现。 

从感官层次的角度进行母婴产品设计，要考虑产品

与用户之间五感的交流[10]。产品是否有与产品功能相配

合通过五感交流与用户实现信息的传递，比如说灯光提

示、声音提示。从行为层次的角度进行母婴产品设计，

要将母婴产品的功能设计的更为合理，使用户在脱离使

用说明书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基本简单的功能操作。在

使用流程设计上要考虑使用者的使用习惯和使用环境，

不要在添加了智能化功能之后反而使用户的行为操作

更加繁琐。而在进行界面设计时也要遵循用户的识别习

惯和理解习惯，使用户能够轻易理解按钮的功能。有些

产品具有一键功能，但是对于某些产品来说按键的简化

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好用，反而会混淆按键的功能区分[11]。

从情感层次的角度进行母婴产品设计，要考虑母亲和婴

儿之间的情感维系和情感交流，通过信息的交流和反馈

实现母婴之间良好的行为交流，从而对婴儿和母亲之间

产生有益的影响。 

而智能化作为母婴产品功能实现的技术依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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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母婴产品设计时，要考虑以实现母婴产品用户体

验合理化的基础上结合相应技术。而不能只是考虑目

前市场上流行的技术趋势或者为了增加所谓的噱头，

而在母婴产品设计时进行功能上的强加，这样不仅是

功能技术上的浪费也增加了生产成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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