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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感性工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引入互联网产品体验设计中，扩展其应用范围，提出基于 5E-SD

的互联网产品体验设计方法。方法 以感性工学中的语义差分法和形态分析法等理论为基础，以互联网

产品体验设计的思想框架为指导，提出互联网产品体验设计中样本的筛选、体验设计语义空间的构建与

体验设计要素的提取方法，并通过感性测量和量化方法构建感性语义与体验要素的拟合模型。结果 以

室内导航 APP 为例进行实验，证明基于 5E-SD 的互联网产品设计方法的有效性。结论 该方法实现将互

联网产品的感性意象准确直观地转化为体验设计的要素，对迭代进行的互联网产品体验设计具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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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Experience Design Method in Internet Product Based on 5E-SD 

SONG Zhang-tong, GAO Fang, ZHOU Ting-ting, FANG Hao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It introduces the relevant theory and method of kansei engineering into the user experience design in Inter-

net products, expanding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constructing user experience design method in Internet product based on 

5E-SD.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 and morphological analysis in kansei engineering, it proposes 

the extraction method of the experimental sample, the perceptual image and user experience design elements of Internet 

produc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user experience design, and constructs the fitting model of perceptual image and design 

elements through the sensibility measurement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the emotion engineering. Taking the indoor 

navigation as an example, it tries to prove 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 This method realizes the conversion of the 

perceptual image and design element accurately and intuitively of Internet product. It has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t-

erative design of user experience design in Interne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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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产品不同于有形产品，其用户体验更难预

测和定位[1]，因此，现有互联网产品体验设计常采用

迭代式的方法进行多次的评估与修改。这种方法在提

高设计品质与产品用户体验的同时，也造成了产品开

发周期长，开发任务重复且繁杂等问题[2]。感性工学

技术方法的优势就是在产品特征属性与用户的感性

体验之间建立链接。近年来，感性工学的运用范围已

经开始从工业产品的设计领域扩展到互联网虚拟产

品中，如陈忆茹等人尝试将感性工学运用于互联网产

品的 UI 配色中[3]；郭伏等人探讨了运用感性工学的



第 39 卷  第 16 期 宋章通等：一种基于 5E-SD 的互联网产品体验设计方法 203 

方法优化电子商务网站的[1]设计[4]；彭兆元等人将感

性认知引入移动互联网用户体验设计的研究中，建立

了用户感性认知和体验设计之间的关系[5]。然而，感

性工学在互联网产品体验设计中的应用方法缺乏系

统的研究，因此，尝试将感性工学理论方法引入互联

网产品体验设计中，提出基于 5E-SD 的互联网产品

体验设计方法，以构建互联网产品体验设计的感性工

学系统，为设计师提供一种准确、直观与简易的方式，

掌握互联网产品体验设计中的用户情感信息，以简化

产品的设计流程。 

1  基本概念 

1.1  5E 模型 

Whitney Quesenbery 提出的用户体验 5E 模型[6]

是从产品的使用情境和使用过程出发，将用户体验归

纳为 5 个部分：有效、效率、吸引、容错和易学。有

效（Effective）代表产品的可用性，能够帮助用户实

现目标；效率（Efficient）指工作进行的速度，与要

求完成任务的精确程度有关；吸引（Engaging）指界

面给用户带来的美的享受，使用户拥有快乐等积极情

绪；容错（Error Tolerant）指产品避免错误发生的程

度以及帮助用户从错误中恢复的能力；易学（Easy to 

Learn）指控制产品的学习成本，即关注产品如何进

行首次引导以及更深度的学习。 

1.2  语义差分法 

语意差分法（SD）是构建感性工学系统常用的
方法[7]。语义差分法主要指通过分析人类对事物的心
理认知，对群体加以划分归类，用于区分不同个体之
间存在差异的主观意识[8]。其实验方法分为 3 个部分，
首先是将成对的反义形容词划分为不同奇数等级，借
此衡量受试者的反应。该部分的关键在于选择恰当感
性词汇并作出合理的层级划分。其次是选择合适的测
试样本数，测试结果随着测试样本数的增大而更具概
括性和准确性。最后是被评价的事物，呈现给被试的
事物需能真实且完整地传达出要测试的内容。 

2  面向互联网产品的 5E-SD 体验设计方法 

与传统领域产品关注于感官造型设计和功能设
计不同，互联网领域中用户与产品的接触和互动更为
频繁。不管是 PC 端还是移动终端，用户完成目标都
要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和互动，完成一个步骤进入到下
一个模块[1]。互联网产品存在诸多错综复杂的使用问
题，其用户体验设计不同于传统产品的单一性。在将
感性工学相关理论方法引入其体验设计时，需结合用
户体验的模型框架，对依托于工业产品的感性工学方
法进行修改，对感性工学方法中的样本筛选、感性语
义空间构建、体验设计要素提取等关键点逐一融入互
联网产品体验设计的思想，提出面向互联网产品的
5E-SD 体验设计方法，见图 1。 

 

 
 

图 1  面向互联网产品的 5E-SD 体验设计方法 
Fig.1 User experience design method in internet product based on 5E-SD 

 
2.1  基于体验要素模型的产品样本筛选方法 

在构建互联网产品用户体验设计感性工学系统

时，依据用户体验要素模型对样本进行筛选，使得最

终用于实验的样本在具有代表性的同时兼具多样性。

Garrett 提出的用户体验要素模型[9]从用户体验的构

成角度入手解释产品用户体验的要素，即在对产品用

户体验解构的基础上，从表现层、框架层、结构层、

范围层和战略层这 5 个层面，剖析产品体验设计的特

征。分析产品样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聚类相似

的产品样本，保留具有差异的样本，保证最终实验样

本的有效性和多样性。在实际样本分析中主要从样本

的视觉风格选择、主色调选择、整体营造氛围等视觉 

（表现层），界面设计、导航设计和信息设计（框架

层），交互设计和信息架构设计（结构层），产品的功

能和内容设计（范围层），产品目标及用户目标（战

略层）入手筛选产品样本。 

2.2  基于 5E 模型的体验设计语义空间构建方法 

在互联网产品体验设计中，感性语义空间的构建

必须涵盖用户在各种使用场景中的感性来源。用户体

验 5E 模型的 5 个属性，即有效、效率、吸引、容错

和易学，完整地涵盖了用户在不同使用场景中的情感

需求，因此，在对感性语义（即感性词汇）广泛收集

的基础上，选择 5E 模型 5 个维度进行归类，确保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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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用于实验的感性词汇的完整性与全面性，代表用户

的各方面感性需求，同时避免感性词汇之间的语义关

联、语义冗余和语义重叠等现象。 

2.3  基于形态分析的产品体验设计要素提取方法 

形态分析法是一种依托于形态学原理分析事物

的方法，其核心思想就是把研究对象拆解成若干个子

系统，然后对拆分出来的子系统逐一处理和分析，得

出问题的解决方案[10]。在工业产品的造型设计中，主

要针对产品的外形设计要素，如形态、色彩、材料等

角度进行分析。而互联网产品的显著特征即非物质

性，主要涉及信息的流通，因此，在提取互联网产品

体验要素时，不仅需要分析产品的排版和视觉呈现等

类似于传统产品造型设计的要素，信息交互方式应成

为更主要的关注点，对人使用产品的路径、反馈、时

间、呈现、目标等要素进行形态分析，用行为逻辑来

组织界面，即需关注行为型的用户界面[11]。在互联网

产品的用户体验设计中，不同的互动方式也是设计要

素的不同组合形式。在形态分析实验中，可选择 3~5

名设计专家组成焦点小组对目标产品进行启发式评

估[12]，获取互联网产品功能型用户界面和行为型用户

界面的设计元素，并进行形态分析获取各产品体验设

计要素的特征值。以室内导航为例，其设计元素除包

括字体、icon 设计、地图颜色、图形布局、界面风格

等功能型用户界面设计要素，还包括当前位置、路径

规划、导航设计、楼层选择操作位置、信息展示方式、

地图操作方式等行为型用户界面的设计元素。 

2.4  感性语义与体验要素关联性分析 

将选出的感性词汇与实验样本 1 建立语义差分量

表，见表 1。招募被试进行评分，获取各样本的用户

主观评价指标。分析各样本的感性词汇评分值与样本

设计要素的特征值，得出感性词汇与设计要素的拟合

模型。首先，采用感性工学中的比较分析法，明确各

感性词汇下得分高和得分低的若干样本，直观地对比

其设计元素的差异，初步梳理出该感性意象词汇与设

计元素组合关系。然后通过偏相关分析方法，剔除多

变量的影响，对感性词汇评分值与样本设计要素的特

征值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各设计元素对感性词汇影响 

 
表 1  语义差分量表 

Tab.1 Semantic difference 

感性词汇 2 分 1 分 0 分 1 分 2 分 感性词汇

实用的      无用的

精准的      错误的

清晰的      迷茫的

流畅的      艰涩的

美观的      难看的

新颖的      普通的

的主次和程度。最后结合访谈、比较分析法、偏相关

分析法建立感性词汇和产品设计元素关联关系，以指

导设计的进行。 

3  实例应用 

依据上文中的方法，针对室内导航 APP 进行实

验，室内导航 APP 是针对室内封闭细微空间的定位

应用。首先，收集 20 个室内导航 APP 实验样本，进

行筛选评估，最终选取点道、寻鹿、虾逛、喵街、中

国港口博物馆、世界光谷步行街、高德室内地图、百

度室内地图、国家会展中心、中国武术博物馆等 10

个代表性样本，并分别编码为样本 1~10 号。由 5 名

从事互联网产品设计工作的专家组成焦点小组筛选

导航、地图颜色、楼层选择位置、地图面积、信息展

示方式 5 个体验设计元素并进行形态分析，见表 2。

收集室内导航用户体验有关的感性词汇，构建基于

5E 模型的室内导航语义空间，见表 3。招募 65 名本

科和硕士生对各样本进行主观评分，获得 60 份有效实

验数据，以新颖的为例，计算各样本平均值，见表 4。 

就“新颖的—普通的”这一感性词汇对，样本 10

评分最高，样本 1、样本 4 最低，对比其设计元素，

结合访谈归纳出如下结论：地图展示区面积与导航样

式对其影响较大，地图全屏展示比局部展示更具吸引

力，桌面式导航更为新颖；然后，将表 4 中的数据进 
 

表 2  体验设计要素形态分析 
Tab.2 The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user  

experience design elements 

设计元素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类型 4 

导航 标签式 列表式 桌面式  

地图颜色 1-3 4-6 大于 6  

楼层选择 顶部 底部 右侧 左侧 

地图面积 局部 全屏   

展示方式 文字 图文 多种  

 
表 3  基于 5E 模型的体验设计语义空间 

Tab.3 Experience design semantic space based on 5E 

用户体验 5E 模型的维度 感性词汇 

有效 
实用的—无用的 

精准的—错误的 

效率 
清晰的—迷茫的 

流畅的—艰涩的 

吸引 
美观的—难看的 

新颖的—普通的 

容错 
丰富的—单调的 

明确的—迷失的 

易学 
直观的—模糊的 

易懂的—难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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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颖的—普通的”样本评分均值 
Tab.4 Sample mean score of "Novelty-ordinary" 

感性词汇 样本 1 样本 2 样本 3 样本 4 样本 5 样本 6 样本 7 样本 8 样本 9 样本 10

新颖的—普通的 0.38 0.89 0.88 0.38 0.63 0.43 0.73 0.68 0.88 0.97 

 

行统计分析，得出各形态要素在感性语意“新颖的—

普通的”上的偏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5。偏相关系数

一栏，系数越大代表越相关，因此，对于“新颖的—

普通的”，地图面积影响最大，导航式样影响较大，

其他则无显著性影响。 

依据相同的方法，逐一对 10 对感性意象词汇进

行分析，最终得出室内导航 APP 体验设计感性工学

系统，见图 2。对于实用的，楼层操作位置影响最大，

被试认为在当前页面直接完成楼层选择比弹出灰屏

操作更实用，且用户更偏向右侧进行选择操作。对于

精准的，地图展示区面积影响最大，全屏比局部展示

地图信息更精准；信息展示方式对其影响程度较大；

楼层选择操作位置影响次之。 
 

表 5  “新颖的—普通的”分析结果 
Tab.5 The analysis result of "Novelty-ordinary" 

设计元素 导航 地图颜色 楼层选择 地图面积 展示方式

偏相关系数 0.761 0.359 0.223 0.917 0.541

 

 
 

图 2  室内导航 APP 体验设计感性工学系统 
Fig.2 The kansei engineering system of Indoor navigation APP experience design 

 

对于清晰的，信息展示方式影响最大；导航设计

样式、楼层选择操作位置、地图展示区面积对其影响

程度较大且相当。 

对于流畅的，信息展示方式和地图填充色数量影

响最大。 

对于美观的，地图展示区面积和信息展示方式影

响最大，被试认为全屏展示地图信息，用多种方式展

示信息是美观的。 

对于丰富的，导航设计式样影响最大；地图填充

色数量的影响较大；楼层选择操作位置影响次之。 

对于明确的，导航设计样式影响最大，被试认为

标签式导航更为明确；楼层选择操作位置影响较大，

被试认为在右侧操作更明确；信息展示方式影响次

之，图文形式更易于被试接收信息。 

对于直观的，导航设计样式影响最大，地图展示

区面积和信息展示方式影响较大且程度相当。 

对于易懂的，信息展示方式和地图填充色数量较

大且程度相当；其他则影响不明显。 

4  结语 

互联网产品不同于有形产品，在构建其体验设计

的感性工学体系时，产品样本筛选、感性语义空间构

建、设计元素提取是 3 个研究的关键点，其有机结合

构成了本文提出的基于 5E-SD 的互联网产品体验设

计方法。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阐述该方法的原则及流

程，然后以室内导航为例，实现将其用户体验准确定

位与完整传达，证明了感性工学在互联网产品体验设

计研究领域的适用性、5E-S 体验设计方法的可行性

和优越性。然而，本文侧重于对互联网产品体验设计

方法的研究，在实例应用部分对室内导航的各体验要

素，按不同类型组合后的效果进行多角度与多维度的

分析，量化各要素在体验设计中的作用，但没有对单

一的设计元素形态进行量化分析，对定量方面的研究

存在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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