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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用户感知进行分析，将文创产品用户感知分为普遍和感性两个模式，探索秦文化旅

游纪念品的用户感知的获取方式，以及构建与用户文化触点相契合的用户感知创新流程模式，并结合一

款秦编钟蓝牙音响设计，实现秦文化的传播和产品设计运用，满足用户对秦文化的需求和加深旅客对地

方旅游文化的感性印象。方法 通过用户感知分析，准确获取用户的文化触点，激发用户对秦文化旅游

纪念品的感观刺激，促使用户对新形式产品的认同。运用用户观察法、语义差异法获取用户感知信息，

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文化触点信息的关联性分析，强调秦文化元素和内涵的感性运用，实现以用户认知

偏好为中心的设计思想。结论 结合秦编钟蓝牙音响设计流程模式，为秦文化旅游纪念品的设计提供思

路，为秦文化的宣扬和传承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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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Qin Cultural Tourism Souvenirs Based on User Perception 

WANG Wei-wei, MENG Zhao-yang, GUO Yan-ni 
(College of Art & Design,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vide the user perception of the creative cultural products into two modes: general and 

perceptual mod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user perception, explore the user perception acquisition mode of Qin Cultural 

Tourism Souvenir, and build a user perception innovation flow model which is in harmony with the user's cultural touch 

points, and combine the design of a Qin Chime Bell and Bluetooth sound system to realize the dissemination of Qin Cul-

ture and product design application, satisfy the user's need for Qin Culture and deepen the perceptual impression of tour-

ists on the local tourism culture. The user percep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accurately obtain the user cultural touch 

points, inspire the user's sensory stimulation of Qin Culture tourism souvenir, and urge the user to identify with the new 

form products. The user observation method and the semantic difference method were used to obtain the user's percep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touch information 

and emphasize the emotional application 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and connotation of Qin Culture, so as to realize the de-

sign idea with the user cognition preferences as the center.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flow model of the Qin Chime Bell 

and the Bluetooth sound design, it provides the idea for the design of Qin Cultural Tourism Souvenirs, and injects new 

vitality into the promotion and inheritance of Qi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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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类旅游纪念品的设计数量不断增加，市

场对产品文化体验的需求日益增强，无论用户还是设

计师都希望产品可以通过文化植入提升精神内涵的

体验。如何快速、准确地捕捉用户对地方文化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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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实现文化触点的契合，并快速完成热点文化设

计创作，成为设计师的主要工作。借助用户感知，洞

察用户对秦文化的感知信息，准确形成用户文化触点

的认知匹配，减少用户认知盲区并提升用户的消费欲

望。在文化类产品的设计方法和用户研究方面，提出

了用户的感知偏好由“感知中心”和“知觉联通”两个

方面构成 [1]，探讨了感性意象的研究方法与设计应

用，提出了感性意象的研究趋势方向[2]，分析了人体

各种感知模式对产品设计方向的影响和方法运用[3]，

提出了传统文化设计因子的提取方式与模型构建，为

传统文化产品设计提供了创新方法模型[4]。 

1  秦文化与旅游纪念品设计 

秦文化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是中国第一个统

一的封建王朝，通过考古渐渐让人们看到了曾经波澜

壮阔、气势恢宏的秦代文化的一角，兵马俑、百戏俑、

铜车马等让人们叹为观止，为现代旅游和文化产品设

计留下了可贵的设计资源。秦文化相关的旅游纪念品

设计，需要通过用户对秦文化的感性、感知分析，着

重寻找其感性文化的触点，结合用户偏好唤醒用户的

己有记忆，以及根据用户偏好形成准确定位，捕捉用

户的喜好，实现产品设计过程中文化植入的有效性，

激发用户对新形式设计的认可。 

2  用户感知分析 

用户对产品的了解和审视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

程，通常会对一类产品形成惯性印象[5]。用户对此类

产品已经形成了固有的产品造型和功能等方面的定

位，因此旅游纪念品是通过对普通产品融入文化符号

元素和添加人文历史故事来营造文化情结，从而形成

用户视觉和情感上的感官刺激。 

2.1  用户感知模式 

用户对于旅游纪念品的普遍感知模式是通过感

官刺激到决策的过程，用户普遍感知模式流程见图 1。

用户发现新产品首先通过自身经验记忆判断，未接触

过的经验信息受到感官刺激，通常先进行印象产品感

知，将其功能、造型、色彩等方面与类似产品进行对

比，形成基本的认知理解，在比较和理解过程中，用

户会自主地过滤已知信息并对产品营造的文化体验

产生联想映射，在此感知过程中每一步都会对最终偏

好决策产生影响[6]。最终用户是否会产生购买行为，

取决于最初感官刺激与用户感知是否契合，通过梳理

感知路径可以准确迎合用户感知需求。 

用户因兴趣喜好、情感容易产生冲动欲望，因此

针对旅游纪念品也会产生感性感知，用户感性感知模

式流程见图 2。感性刺激存在主观多变性和不确定性，

用户通过记忆联想与产品偏好点产生感知匹配，相互

作用后形成新的感性认知，形成极强的购买欲望。 

 
 

图 1  用户普遍感知模式流程 
Fig.1 The user generally perceives pattern flow 

 

 
 

图 2  用户感性感知模式流程 
Fig.2 User peceptual perception patterns fiow 

 

2.2  用户感知获取 

2.2.1  用户访谈 

用户访谈的自由度较大，可以深入调动被调查用

户的积极性，是一种较好获取用户感知的方式，并且

可以深入洞察用户的不同认知和偏好，获取经验记忆

和产品偏好的感知匹配程度，以及环境氛围对文创产

品的消费动机影响，为产品设计提供指导。在秦编钟

音响设计调研中，调研 10 位不同年龄阶段的典型用

户，以旅游纪念品消费群体为主。通过与用户进行访

谈和观察用户的形式，获取用户真实情感、主要需求、

印象产品、产品偏好，设计师将搜集的用户感知信息

进行筛选、归纳后分类整理，为产品设计提供客观的

思路指导。访谈意向词汇见图 3。 
 

 
 

图 3  访谈意向词汇 
Fig.3 Interview user cognitive vocabulary 

 

2.2.2  语义差异法 

语义差异法是一种用户态度测量方法，常用于文

化类产品的比较分析，以及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比

较。通过寻找 30 位相关用户，搜集产品感知体验的

相反含义的感性词汇，并根据秦编钟音响特性分别从

造型、色彩、装饰、材质这 4 个因素进行分类，再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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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4 位专家对测试用户反馈词汇进行总结、筛选，得

到 8 对感性词汇，见表 1。 

采用 7 阶 Likert scale 量表法调查问卷做进一步

感知测试调研，根据语义词汇相关度分为3 分，2

分，1 分，0 分，1 分，2 分，3 分的相关等级分布，

两端为“非常”、“有点”，“0”则表示中立。通过对市

面上 8 款代表性强的典型音响产品样本进行评价，典

型产品样本见图 4，并将感知偏好测试分值进行整理，

感知偏好测试分值见表 2。根据语义差异测试获取音

响类产品用户感知偏好，为文化内涵的融合提供较为

可靠的指导。 
 

表 1  感性语义词汇对 
Tab.1 Perceptual semantic words 

类别 感性语义词汇 

活泼的—规矩的 造型 

典雅的—浮夸的 

华丽的—朴素的 色彩 

灰暗的—明亮的 

复杂的—极简的 装饰 

扁平的—立体的 

光滑的—粗糙的 材质 

坚硬的—柔软的 

 
 

图 4  典型产品样本 
Fig.4 Typical product sample 

 
表 2  感知偏好测试分值 

Tab.2 Sensory preference test score table 

产品编号 感性语义 

词汇 1 2 3 4 5 6 7 8

活泼的— 

规矩的 
1.6 2.5 2.1 2.6 1.6 1.9 2.8 2.1

典雅的— 

浮夸的 
2.0 0.2 2.5 1.8 1.8 2.0 1.8 1.9

华丽的— 

朴素的 
1.2 1.5 1.5 1.5 0.2 1.2 1.0 1.5

灰暗的— 

明亮的 
1.4 2.2 2.0 0.9 1.2 0.9 1.5 1.2

复杂的— 

极简的 
2.2 2.5 1.5 1.5 1.0 0.5 0.8 0.9

扁平的— 

立体的 
0.9 0.1 1.1 2.8 2.8 1.8 2.1 2.6

光滑的— 

粗糙的 
1.1 1.0 2.2 1.2 0.2 1.1 0.8 0.9

坚硬的— 

柔软的 
2.0 2.1 1.8 2.1 0.1 1.5 0.2 1.1

3  文化触点创新模式分析 

3.1  秦文化触点 

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区域性，人们对于秦文化的认

知有所差异，在文化旅游纪念品的设计过程中，直接

挪用秦文化无法使产品让用户产生较强的感知刺激。

秦代文化元素和故事内涵融入产品，使用户与自身记

忆产生联想的感知匹配点，即为秦文化触点，触点是

否能引起用户的强烈反应和购买欲望，取决文化设计

的运用过程与用户的感知点是否契合[7]。 

3.2  秦文化触点感知流程构建 

基于用户感知分析快速寻找用户可感知的秦文

化触点，并产生较强的感官刺激，增强用户的购买欲

望，提升用户的文化精神体验，秦文化触点的创新模

式设计流程见图 5。为营造秦文化氛围，设计概念首

先应符合用户年龄、区域、文化认知范围，有针对性

地分析用户的感知偏好[8]，将用户可感知的文化触点

进行归纳和筛选，再构思用户对新产品与类似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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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创新模式设计流程 
Fig.5 Creative mode design process 

 
记忆判断，引导用户与秦文化触点进行感知、匹配，

生成设计方案后，重新验证用户群体对产品所融入的

文化触点的契合程度，考虑是否能引起用户的强烈感

知，最后进行最终产品的输出[9]。 

4  文化触点信息关联性分析 

4.1  权重分析 

通过用户感知分析获取信息，将主要影响用户感

官刺激的秦文化触点以及影响感知的各要素间的关

联性进行分析[10]，筛选出最为主要的文化触点，进行

设计运用。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要素进行权重分析，

筛选出较为重要的文化触点进行分析，文化触点层次

分析见图 6。通过权重分析，发现秦编钟音响设计中 
 

3 个影响用户文化触点感知的因素分别为装饰线条、

造型结构和历史故事。 

4.2  秦编钟音响设计策划分析 

通过文化感知触点分析，秦编钟音响设计装饰线

条应具有鲜明色彩，以及差异较大的色度对比，以此

体现曲线动态，营造活泼的装饰氛围，为用户表现出

强烈的色彩视觉的对比冲击，纹饰线条需要由简到

繁，避免视觉欣赏疲劳。造型简洁使产品不会过于累

赘，文化体验汇聚于装饰线条和历史故事的氛围营

造，造型结构体现在音响的排列组合方式以及操作方

式上的创新。通过整体造型营造文化氛围，创建用户

记忆中的音乐环境，将用户体验拉入类人群相符的偏

好情境空间中。 

 
 

图 6  文化触点层次分析 
Fig.6 The analysis of the level of cultural contacts 

 

5  设计展示 

秦编钟音响设计模块化的形体排列，让音响可以

组合和单独使用，为用户创造更多体验的模式，整体

以秦代秦公镈为造型原型，吸收其圆润形体和代表性

顶部造型进行加工设计，装饰性纹理提取秦公镈的纹

饰特点后进行创新，音响喇叭分别位于两侧，为圆形，

产品展示效果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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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产品展示 
Fig.7 Product presentation 

 

6  结语 

秦文化旅游纪念品的设计过程是顾客从认知到

购买的过程。直接的感官刺激与用户文化触点形成共

鸣，切实满足了当今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特点，旅游纪

念品不再是注重基本功能的消费市场，而是经过全方

面洞察用户和满足用户精神需求的消费市场，本文基

于用户感知分析，为契合秦文化的触点寻找了可行的

设计思路，为优化旅游纪念品的设计过程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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