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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日常用品的设计解决视觉障碍者生活中的不便，使得视觉障碍群体获得良好的产品使

用体验。方法 调研分析典型视觉障碍群体的生理、心理特征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研究当前视觉

障碍者日常用品的设计，从形态设计、材料设计、功能设计 3 个方面分析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创新设计

方法。结论 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创新设计应充分结合视觉障碍群体的特点和需求，从产品设计的形态、

材料、功能等方面满足视觉障碍者的诉求，体现对视觉障碍群体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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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used Product Design for the Blind 

HUANG Ling-yu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inconvenience for the blind in the daily life, how to design the daily-used product for 

them is much more important. It analyzes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in their dai-

ly-life, studies the current daily-used product design for the blind and analyzes the design methods from three aspects of 

image design, material design and function design. The creative design of daily necessities of the blind should fully inte-

g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blind, and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blind from the form, material and function of 

the product design, and reflect the humanistic care of the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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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服务于人，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

优质。产品设计亦尊重人的平等性，人人都有权利享

受优良的设计。视觉障碍者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类特

殊群体，需从日常使用的产品来获取更多的帮助，但

是 我 国 当 前 视 觉 障 碍 者 专 用 产 品 的 设 计 还 较 为 欠

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视觉障碍者的数量众多，

截至 2010 年，中国 1263 万人有视力残疾，而且这个

数字还在持续增长[1]。然而经调查，我国的大中城市

几乎没有视觉障碍者产品专卖店，国内市场上很难找

到专门针对视觉障碍者设计的产品。 

日常用品的设计关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提

高视觉障碍者的生活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

内最大的网上商城售卖的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仅限

于闹钟、手表和眼镜等少数几类产品，而视觉障碍

者日常生活中需使用的产品远不止这些。视觉障碍

者的需求有别于常人，如何通过日常用品的设计为

视觉障碍者创造便捷的生活，提供温暖的生活环境

尤为重要。 

1  视觉障碍者群体的用户研究 

1.1  视觉障碍者的生理特征研究 

视觉障碍者是指眼睛患有疾病或受到意外伤害

而导致双目失明或单目失明的人，有先天性视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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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后天性视觉障碍者之分。先天性的视觉障碍者，

生来就没有经历过任何视觉体验，因此他们对于颜色

等与视觉有关的事物毫无概念。后天性的视觉障碍者

曾有过“看”的经历，他们对于视觉的体验存于记忆

中。人类获得的全部信息中有约 87%来自于视觉，失

去视觉辅助的视障者要经常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

危险和障碍[2]。生理上看，由于视觉功能的缺失，视

觉障碍者只能更多地依靠其他感官来弥补视觉功能

的不足。常言道，视觉障碍者听觉好，聋人视力强。

人类的感官互补现象在聋人和视觉障碍者中尤为明

显。视觉障碍者往往具有超乎常人的听觉、触觉、嗅

觉和味觉等感知能力，因此，视觉障碍者可以借助于

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感觉通道，将外界的各种

信息结合已有的记忆经验，在头脑中进行信息的重组

和整合，从而形成自己对客观世界的特殊认知[3]。视

觉障碍者生理特征的特殊性是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

创新设计需遵循的最基本依据。 

1.2  视觉障碍者的心理特征研究 

产品设计满足用户最基本生理需求的同时，亦注

重探寻设计带给用户的更深层价值，即设计与用户心

理需求的匹配。视觉障碍者群体由于视觉的缺失，对

世界的认知大多存在着模糊、幻想、不确定性等，因

此，这类群体的心理特征存在着很大的共性，甚至有

着相似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孤独

感，视觉障碍者因为活动场所太少不得不经常待在家

里，长期以往容易产生孤独感；（2）自卑感，生活经

历让大多数视觉障碍者过于顾及自身的生理缺失，总

怀疑自身的能力而产生自卑感；（3）缺乏安全感，视

觉的缺失导致信息获取渠道受限，信息反馈迟缓使得

视觉障碍者群体大多缺乏安全感，据调查，一个简单

的身体接触就能给视觉障碍者以安全感；（4）敏感的

自尊心，视觉障碍者的情感丰富，敏感，自尊心强，

从内心渴望得到平等和尊重，但又不希望被过分关

注；（5）依赖性，缺乏承受生活压力的经历，缺乏生

活自理能力，导致有的视觉障碍者对于独立完成事物

的回避心理，因此产生依赖心理。 

2  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创新设计方法 

2.1  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的形态设计 

视觉障碍者对产品形态的感知主要源于触觉认

知。认知心理学告诉人们，人对事物的认知遵循从局

部到整体，先表面后实质的规律[4—5]。首先，视觉障

碍者日常用品的形态设计应在视觉障碍者接触产品

时就能给其以积极的感受（如安全感、愉悦感），促

进其对产品进一步体验的意愿，这要求产品的形态避

免过多的棱角，简洁、秩序、柔和的整体外观更加符

合视觉障碍者群体的诉求，视觉障碍者电子手杖见图

1a，柔和简洁的造型颇具亲和力且方便视觉障碍者的

拿握，小巧轻便的造型源于设计师 Tactile Wand 看到

视觉障碍者拿着长长的手杖艰难行进的反思。其次，

由于视觉障碍者的肢体触感非常敏锐，通过触碰认知

他们能较快地感受产品的外形，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

身的经验以理解造型细节包含的信息，因此，在视觉

障碍者日常用品的形态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到产品造

型特征与个人经验的关联性（如在产品形态中，被感

知为中空的形态往往与杯子、瓶子等容器相关联），

突出并强化此类造型特征有助于促使视觉障碍者对

产品的功能、类别等产生迅速与准确的判断。一套

视觉障碍者餐具设计见图 1b，在形态上，设计师通

过强化不同功能餐具的造型特征对其进行区分，产

品功能及使用方式通过触摸能较快理解，拉近了视

觉障碍者与产品的距离。此外，视觉障碍者日常用

品设计要通过人性化的形态细节传达正确的使用信

息，引导视觉障碍者群体的正确操作和使用方法，

减少误操作。视觉障碍者手机见图 1c，没有使用盲

文来标识按键，而是采用了定位更迅速、识别性更

强的多面体按键，如此一来，使用者仅通过大拇指

便可在九宫格按键间来回游走，比起盲文，操作起

来准确性更高。而手机背面的滚轮则用来调节音量

等，同样直观许多。 

    
                    a                                          b                                   c 

图 1  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的形态设计案例 
Fig.1 Daily-used product form design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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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的材料设计 

材料是产品设计的物质载体,不同的材质带给人

不同的触觉感受和情感体验。人的触觉分为滑动触觉

和柔性触觉，滑动触觉是指手指平行于接触面进行感

知，例如对物体的形状和表面处理等细节进行判断，

柔性触觉主要是手指垂直于接触面进行感知，例如感

受物体的硬度、弹性等[6]。与形状感知不同，人们对

于材料的感知往往通过滑动触觉和柔性触觉的共同

作用，来感受其肌理、软硬、冷暖及弹性等因素。视

觉障碍者日常用品设计在材料的选择上，可通过材料

的凹凸感、温度感、软硬感、质感、轻重感等来丰富

产品触感方式，以传达差异化的功能信息。视觉障碍

者门锁设计见图 2a，是采用输入代码开启房门的方

式，将组合代码设计在门把手手握时指尖接触的区

域，代码区域的材质为橡胶材质，和光滑的门把手形

成强烈的对比，有助于视觉障碍者的定位和使用。除

了根据产品的不同功能选择相应的材料外，还需考虑

视觉障碍者使用产品的特殊性—高触摸频率。基于这

种特殊性，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设计所选择的材料应

具有耐用、绝缘等基本特点，确保产品使用的安全性

且不会因反复触摸而改变性状。视觉障碍者安全插座

见图 2b，产品运用柔软的材料隐藏了插头裸露的金

属部件，使用磁吸充电方式对接，避免视觉障碍者

接触危险部位，优化了产品的使用体验。材料给人

的情感体验是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设计的重要表达

和运用方式，设计师可灵活运用不同材料带给人不

同的丰富感受，进行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的设计。

例如丝绸和皮革能产生细腻、柔软、光洁的良好触

感体验，而表面粗糙的金属、木材则容易使视觉障

碍者反感。视觉障碍者魔方见图 2c，6 个面采用 6

种不同材质形成差异化触感，实现了视觉障碍者体

验魔方游戏的乐趣。 

   
                         a                                     b                                c 

图 2  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的材料设计 
Fig.2 Daily-used product material design case 

2.3  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的功能设计 

产品的功能设计集中体现着产品的易用性原则。

功能的合理性和使用的方便性，决定着产品的存在方

式是否必要和适宜[7]。盲人日常用品的功能设计在满

足盲人最基本的使用需求时，还应充分考虑隐性化[8] 

 

原则。隐形化原则主要针对视觉障碍者群体并不希望

被过分关注的心理，避免人们通过其使用的产品发现

其生理的特殊性，故设计师应通过产品设计掩饰针对

视觉障碍者专用产品的特殊功能。如图 3a 的视觉障

碍者水杯设计，从外形上这款水杯和普通的杯子并无

差异，但在到达既定水位后会触发隐藏在杯底的铰链 

   
                       a                                b                               c 

图 3  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的功能设计案例     
Fig.3 Daily-used product function design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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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带动球形元件旋转敲击水杯的把手来提醒水

位。同时，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的功能设计应考虑该

类产品设计在技术应用和产品使用上的循序渐进，不

能刻意追求产品功能实现的一步到位，通过触类旁通

的设计方式引导视觉障碍者获得良好的使用体验。如

图 3b 是专门为视觉障碍者设计的一个读书器，当读

者拿到书后，只要拿着它在书上扫描一下，它就会发

出声音阅读书上的内容；不仅是书，就是电子邮件、

网页、名片、报纸等，它也可以扫描阅读，使视觉障

碍者也可以像普通人一样，了解到外界的信息。盲人

产品设计是在符合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强调精

神与情感需求的设计[9]，因此，视觉障碍者日常用品

的功能设计还应带给视觉障碍者良好的心理感受，设

计产品的功能符合视觉障碍者群体的行为习惯、认知

能力、生活形态等因素，使得视觉障碍者群体能轻松

愉悦的使用产品，而不是将产品的功能视为一种负

担。如图 3c，这款名为 ToughSight 的相机旨在帮助

视觉障碍者更好的认识世界。使用者将 ToughSight

放在额头上拍照后，相机上没有 LCD 银幕，而是用

视觉障碍者点字法来描述所拍摄的 3D 影像，视觉障

碍者可用手指触摸显示板，了解照片的内容，并能录

下 3 s 的声音片段，作为日后整理照片的参考。 

3  结语 

在这个提倡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特殊群

体的生活需求设计更应该受到高度重视[10]。为此，设

计师需本着对视觉障碍者负责任的态度，在设计时充

分考虑视觉障碍者的特点、需求及行为习惯，从产品

的形态、材料、功能等方面进行设计。在形态设计方

面，充分考虑到产品造型特征与个人经验的关联性，

设计出整洁、秩序、柔和的产品形态给视障者充分的

安全感和愉悦感；在材料设计方面，通过材料的凹凸

感、温度感、软硬感、质感、轻重感等来丰富产品触

感方式，以传达差异化的功能信息，并充分考虑到视

障者使用产品时的“高触摸频率”，在材料的选择和使

用上确保安全、耐用；在功能设计方面，遵循易用性、

隐形化、渐进化的原则，使得视障者在使用产品时更

加自然、轻松，获得良好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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