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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逐年递增，面对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对老年人用品产业也将迎来更高

的需求量。本文将从前意识理念的角度出发，针对老年人需求，探析前意识在老年人用品设计中可发挥

的积极作用。方法 以我国逐渐快速发展为老年化社会为背景，对基于前意识理念设计的老年人用品设

计进行分析，并充分结合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及身理特征，尝试寻找出前意识理念在老年人用品设计中的

价值维度。结论 通过探寻前意识理论含义及老年人的本质属性，进而剖析前意识理念在当今老年人用

品设计中存在的潜在市场，通过研究国内外的大量优秀案例及理论方法研究，本着善意且尊重的原则，

以期为老年人在用品的操作使用过程中的简易性及实用性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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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Supplies Design Based on the Idea of Pre-consciousness 

XIONG Xing-fu, LUO Yue-ping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aging phenomenon of the population in China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Facing the fast aging society, 

the elderly supplies industry will also meet the higher dem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e-consciousness, it studies 

the positive role of pre-consciousness design in the elderly suppli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gradually aging society as the background, it analyzes the elderly supplies based on 

pre-consciousness design, combined with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tries 

to find out the value dimension of pre-consciousness concept in the elderly supplies design. Through exploring the 

pre-consciousness theory and the essence of the elderly,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potential market of pre-consciousness 

concept existing in today's elderly supplies design.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case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light of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nd respect, it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

ment of the simplicity and practicality in the elderly su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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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类平均寿命的延

长，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已比较严重。而老年人用品

由于缺乏针对性或直观性等逻辑缺陷，导致当老年人

在面对一件新用品时，易操作不当或产生抵触情绪，

因此，探询改善方法也变得迫在眉睫。通过前意识理

念在老年人用品设计中的引入，希望在使用时，这种

设计理念能够唤起老年人的经验记忆及潜意识行为，

引导自身轻松地完成用品操作，寻找前意识之于设计

的内在理路。 

1  前意识的含义 

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存在着一部分，称为前意

识。它能够从无意识心理中唤起，人们只要试着努力

回想或稍加注意便可唤醒关于这部分事件的经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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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弗洛伊德把人们的心理过程分为意识、前意识、

无意识这 3 部分[1]。前意识以及意识的内在关联在本

性上是对无意识存在的替代[2]。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

格认为这之间的作用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些意识情

结来自超个体的共同心理基础。 

前意识若是用进化论来解释，那便是人类在进化

过程中留下的本能心理机制。而在认知心理学中，对

于前意识有别于另一种解释，是指某些讯息早已存储

于人们的长期记忆中，但在人们不使用与这些讯息有

关的情况下，对于人们来说这些讯息是无意识的，只

有在特定情况需要回想使用起这些讯息时，人们才会

对其产生意识。 

由于前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记忆的范畴，因

此，前意识也称之为前意识记忆。它们暗藏在人们的

内心深处，偶尔也会通过相应的行为表现出来[3]。 

2  老年人心理特征及生理特点 

2.1  老年人的心理特征 

人在步入老年后，智力、记忆力、思维都会产生

变化。智力的变化表现在智力下滑，反应缓慢；记忆

力的变化体现在记忆速度衰退，经常出现卡壳；思维

上会缺乏连贯性。但老年人有着丰富的阅历，经验积

累量大，受生活环境及周边事物的影响，对于年幼时

个人经历记忆以及传统审美旨趣怀有深厚情结，因此

其生活方式、习惯都烙上了浓厚的传统怀旧印记。 

根据调查研究表明：我国 95 %的老年人都受着

孤独的困扰，国内外学者普遍从情绪和性格方面研究

老年人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失落、孤独、恐惧、焦

虑、抑郁、烦躁、自卑、易情绪化以及敏感多疑等症

状[4]。有些子女由于老年人听力下降而为其购买助听

器，而绝大多数老年人都有着不服老的心理，并且自

尊心强，从而排斥佩戴助听器，因此设计师们设计出

一款老花镜与助听器结合的产品，隐藏助听器的存在

感，让许多老年人欣然接受。并且老年人在操作用品

过程中若受挫，将影响情绪，甚至逃避与新事物的接

触。但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融入现代生活的渴望也十分

强烈，因此设计出易操作又与时俱进的老年人用品十

分迫切。 

2.2  老年人的生理特征 

在老年人用品的设计上结合老年人的生理特征，

是做出真正适合老年人使用产品的基础。 

2.2.1  行动能力 

老年人生理上的变化基本体现在其自体本身老化

及连带功能障碍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组织渐渐衰

弱，导致四肢行动能力减退、肌肉应激能力衰减，达到

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人在日常生活中产生行为障碍。 

2.2.2  感知能力 

随着年龄的增大，其感知能力与认知能力也逐渐

下降，难以集中注意力，行动迟缓，这一类器官灵敏

度衰减一般会在听觉和视觉上体现出来，感知能力形

成障碍。 

3  前意识在老年人用品设计中的应用 

3.1  生活元素唤起童年记忆 

老年人对于成长过程中的物品都有着浓厚的怀

念情结，若记忆中的用品被重新设计出现在眼前时，

思维也会随之回到当年 [5]。在电灯普及人们生活之

前，人们普遍使用煤油灯来照明，煤油灯也成为当代

老年人对童年时照明的记忆。 

这是一款延续传统煤油灯设计的复古煤油灯见

图 1，在造型上，几乎完全沿用旧煤油灯的形状，直

观地唤起老年人对煤油灯的记忆。在技术上，采用声

控系统，就像吹灭传统煤油灯的方式一样，只需要呼

吸气便可以开关 LED 灯，跟着自身感觉，便知如何

使用。在灯光的明暗度上，可以进行无极调光，最惊

喜的地方在于当弱光状态时，它会模拟灯光的闪烁，

与传统煤油灯的闪烁效果相似，让老年人瞬间回到童

年时使用煤油灯的情景。 

   

图 1  复古煤油灯 
Fig.1 The retro kerosene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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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 Experimenta 花瓶见图 2，它打破了煤油灯

单一照明的用途，赋予了新的创意元素，改变了其

功能。火焰被艳丽的花朵取代，煤油则变为清水，

该系列包含一个圆柱形盛水容器，主体玻璃造型与

传统的煤油灯相似，以及一些用来衔接圆柱与玻璃

的零件。 

    

图 2  Experimenta 花瓶 
Fig.2 Experimenta vase 

无论是升级改良版的煤油灯还是为传统煤油灯

赋予新含义的花瓶设计，都抓住了老年人对童年记忆

的亲切心理，把记忆设计成可以使用的用品，让老年

人在无意间回到过去，重拾记忆。通过在老年人用品

设计中注入前意识理念，更有利于拾起老年人内心渴

望的记忆。 

3.2  界面简单隐藏行为缺陷 

老年人由于行动能力和感知能力都有所衰弱，若

行动上跟不上心里所想，会让老年人产生挫败感，几

乎所有的老年人都有着不服老的精神，老年人用品应

尽可能隐藏老年人缺陷，帮助其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构

建[6]。 

人脸识别系统在当今逐步成熟稳定，并在安保领

域和网络领域都有着普遍利用。设计师们对这项技术

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将它引入了新的应用领域，

设 计 出 这 款 专 门 为 老 年 人 服 务 的 人 脸 识 别 手 机

Elderly E 见图 3，它解决了大多数老年人视力退化、

在拨打号码时有困难的问题。设计师们发现老年人虽

然背不出要通话人的号码，却记得长相，于是针对这

些特点设计出了这款手机，配合印着亲人照片的电话

本，想打给谁只需把手机人脸识别区域放在照片头像

上便可拨通电话，这让老年人与现代生活的交流又近

了一步。 

虽然个体机能逐渐弱化，但是老年人的智慧、知

识水平、逻辑能力、思维能力达到顶峰,对于老年人

社会化的衰弱应该尤为注意，个体与社会的脱离是造

成个体老化的主要原因[7]。这款老年人手机的设计，

给使用者直观的感受，不需要任何文字的说明，想拨

打谁的号码，就找到谁的照片即可。减少了老年人内

心对手机使用的排斥与不安，得心应手的操作也给其

增加了自信。 

 

 

图 3  人脸识别手机 Elderly E 
Fig.3 Face recognition phone Elderly E 

3.3  传统用品注入新鲜元素 

老年人的用品不一定非要以一个全新的意识形

态出现，对细节的追求是设计师们不变的归宿，放

大不为人注意的小细节，形成多种元素机理，引用

到传统的产品中，创造产品肌理的熟悉性和传统连

续性[8]。随着时代的进步，用品间的更新换代，一些

伴随老年人成长的传统用品在人们视线中逐渐消失，

但对于它们的功能及形态特征却记忆犹新。如何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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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在自强独立的心态下欢度晚年，在操作用品时不

感力不从心，增加老年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成为设

计师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老年人的无意识行为可以带

来灵感，通过这个灵感转化为带有记忆的前意识产品。

结业于广州美院的工业产品设计师高超设计了一款专

为老年人服务的相机，让老人也能轻松记录下身边的

美好[9]，他将放大镜的放大作用与相机的拍照功能融

合了起来，在造型上它似普通的放大镜，但原本镜片

的位置替换为相机镜头，在镜头与手柄衔接的部位仅

有 3 个按键，一个拍照键，两个缩放键，足以满足老年

人拍照的需求，也易于操作，放大镜相机 ODC 见图 4。 

   

图 4  放大镜相机 ODC 
Fig.4 Magnifying glass camera ODC 

根据老年人常用放大镜观看近景的习惯，一方

面，为老年人提供了简易的操作，另一方面，结合了

老年人善于用放大镜观察事物的习惯，操作界面简

单，在操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摒弃了多余设计，让老

年人回到了对这个产品最初的感觉。 

3.4  设计实践 

笔者指导南昌大学 16 届研究生陈文静设计的老

年人智能情感暖手灯见图 5，这款暖手灯在造型上选 

 

 

图 5  老年人智能情感暖手灯 
Fig.5 Intelligent emotional warming lights for  

the older people 

取了能唤起老年人前意识的传统太极球[10]。太极球可

以活动手指关节，疏通气血，强身健体。将太极球与

现代技术相结合，给其增加一个取暖功能，这款暖手

灯在充电方式上采用了先进的无线充电底座，考虑到

老年人视力较弱的情况，在产品顶部还设置了集成感

应器，通过触摸轻拍便可唤醒产品，可避免老年人寻

找开机键的烦恼。而这款暖手球的智能创新点在于采

用了移动无线设备和蓝牙技术，在移动客户端上可以

通过 APP 调控暖手灯的暖度和亮度，子女可以通过智

能 APP 为父母的暖手灯温度进行 5℃范围内的调节。 

老年人通过产品温度的变化能直观地感受到子

女的关爱，能有效够缓解孤独、温暖内心[11]。这样的

暖手灯不仅能满足老年人强身健体及取暖的作用，又

能感受到子女对自己的关心，在心理上也同样得到了

满足。如此人性化的设计不禁让人感到前意识理论渐

渐应用到了实际产品设计中。 

4  结语 

通过分析探讨前意识理念在老年人用品中的应

用形态，将老年人熟知的、能够掌握的记忆符号注入

新的元素，形成一个全新的用品。唤起老年人对童年

记忆的前意识，增加对用品的亲切感。当一件用品使

用起来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时，记忆也在逐渐被唤起，

这种深入人心的设计观念会让用品的内在理路不言

自解[12]。通过简约的界面和简易的操作来弥补老年人

自身的行为缺陷，可以让老年人感受到用品对自己带

来的关怀，使老年人在操作用品时从容不迫，更加简

易、高效、实用。老年人用品由实用追求逐步转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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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新颖的人文追求，促进老年人与时尚现代生活的沟

通，这些都是前意识理念在用品设计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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