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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morphology modeling and experience design of rehabilitation aid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view of industrial design, the connotation of morphology modeling and experience design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was analyzed. Meanwhile, combined with product function, product safety, emotional sustenanc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ypical case analysis and design method,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morphology modeling and ex-

perience design for the elderly's rehabilitation aids were expounded. The design of rehabilitation aids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morphological experience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elderly's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creativity, and open up a 

new way to develop the industry of rehabilitation aids and actively expand the marke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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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

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6〕60

号》，大力发展康复辅助器具（简称“辅具”）产业有

利于引导激发新消费，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

经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满足残疾人康复服务需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增进人民福祉。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

2 亿，占总人口的 14.9%。对于日趋严重的养老问题，

科技养老、辅具养老已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形

态是产品的第一视觉要素，其不仅诠释着产品的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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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而且寓意着深层次的产品功能、情感及价值等[1]。

对于老年辅具，其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不仅需要在设

计形式方面具有更多的多样性，而且要求在情感慰

藉、信息传递、安全保障等方面，赋予更多的生活积

极性和自信心。 

1  形态塑造 

形态作为传递产品的第一要素，能使产品内在的
组织、结构及内涵上升为外在的表象因素，并通过视
觉信息获取使人产生生理和心理的过程反映，其与感
觉、构成、结构、材质、色彩、空间、功能等密切联
系。“形”是其外观，“态”是其表情。产品形态是信息
的载体，设计师通过点、线、面、体等基本元素的构
造，以及质量、体感、颜色等基本要素的修饰，可以
有目的地进行形态的塑造，更加准确地传达设计师的
思想和产品的功能。同时，消费者也可通过产品形态
所表达的信息，判断和衡量产品本身是否与内心希望
相一致，并 终做出购买的决定。 

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其具有特殊的生理和心
理反应，这就要求在老年人的产品形态塑造过程中要
充分考虑形态对于老年人的引导和影响。同时，老年
辅具形态的设计不仅是产品功能的直观表现，而且也
是产品安全、产品情感、产品健康等的间接隐喻。有
目的的形态塑造是工业设计的一大特点，而对于老年
人的产品形态塑造，其更直接，更深层次地体现了工
业设计造型与造物的双重属性。老年辅具设计可以改
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它不仅要求产品形态与功能相 
 

吻合，而且要求产品形态具有更多的体验性。老年辅
具形态的塑造是基于老年群体特征和需求反应的凝
练和集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形态与功能 

“形态与功能”不仅揭示了产品本身的审美属性
和实用属性，而且更多地强调了人本身的精神性和物
质性。形态是功能的外在表象，而功能又是形态的内
在实体，任何脱离形态与功能的产品设计都是不完整
的，因此，对于老年辅具的形态塑造，其两者不是“形
态追随功能”的问题，也不是“功能追随形态”的问题，
而更多的是多种因素的权衡。老年人对于实用性有着
独特的理解，由此“功能”的简化和易于理解就显得极
为重要，而“形态”正是实现这种简化和易于理解的方法
和途径[2]。通过有目的形态塑造可以实现使用和操作的
便利性，从而使功能的实现更快捷。此外，形态又可以
以友好界面的形式传递或隐喻产品的功能，这样既可以
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又可以满足其精神需求。 

老年人辅助站立马桶见图 1（图片摘自 http:// 

www.cncaprc.gov.cn），考虑到老年人起身不方便，久
坐可能导致下肢发麻，如果突然直立，心跳会加速，
大脑出现供血不足，从而造成摔倒、脑卒中等问题，
研发人员设计了辅助助起装置。该辅助装置在风格上
与马桶统一，整体塑造了积极（现代感）、健康（防
止摔倒、脑卒中）、安全（边缘倒圆角）的产品形态，
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极为有益。三姿态转换轮椅见
图 2（图片摘自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针对日常生
活中人体典型的“站、坐、躺” 3 种姿态，研究人员在 

   
 

图 1 老年人辅助站立马桶 
Fig.1 Auxiliary standing toilet for the elderly 

 

   
 

图 2  三姿态转换轮椅 
Fig.2 Three-position conversion wheel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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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电动轮椅的基础上，改进设计了可以实现“站姿、

坐姿、躺姿”灵活转换的三姿态轮椅，其极大地提高了

下肢功能障碍老年人的生活便利性和乘坐舒适性。轮

椅主体结构采用矩形管材，形态敦实、可靠，具有较

强的视觉和心理安全性，有利于老年人接受并使用。 

1.2  形态与情感 

老年人如同小孩，有着老小孩的“顽皮”性格，同

样也存在强烈的孤独感。对于老年辅具的形态塑造，

积极的产品情感塑造极为必要。一件美的产品往往会

带来积极的态度，而一件丑的产品常常只能勾起老年

人伤心的往事。由此，为了打造积极健康的老年生活，

应该尽可能在允许的范围内更多地去塑造产品的美，

并由此来激发和带动老年人积极的生活态度。但同

时，需要把握一定的度。对于老年辅具设计来说，过

分的形态美化只会带来更多的误解和无奈。研究表

明，具有仿生形态的产品贴近自然、贴近生活，往往

更容易使老年人接受和使用，因此具象的仿生设计是

老年辅具形态塑造的一种方法[3]。 

老年人视频电话见图 3（图片摘自 http://www. 

yankodesign.com），采用传统的相册形态，可以实现

实时的照片拍摄以充当电子相框，既实现了产品本身

的视频通话功能，又隐喻了老年人与亲人之间的美好

的回忆和纪念。在不经意的使用中，慰藉和满足了老

年人对于亲人的思念情结。其设计简单，外形圆润，

亲切，隐含着浓浓的亲情，符合老年人生理特点，充

分体现了产品形态的情感性。老年人助食筷见图 4（图

片摘自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通过筷子中间的塑

料连接体和自动回弹装置，不仅可以解决老年人手部

把握不稳，易滑落的问题，而且可以辅助老年人进行 
 

 

 
 

图 3  老年人视频电话 
Fig.3 Video phone for the elderly 

独立进食，提高生活独立性。助食筷整体包装采用浓

重的深红颜色和传统的竹、印章形象，与塑料连接体

在颜色上和形式上相得益彰，塑造了清新、典雅、时

尚的文化气息，蕴含了沉稳、含蓄、温暖的浓厚情感，

对于提升手部功能障碍老年人的生活自信心具有积

极的意义。 
 

 
 

 
 

 
 

图 4  老年人助食筷  
Fig.4 Aid-chopsticks for the elderly 

 

1.3  形态与信息 

从产品符号学的角度出发，一切形态都具备“能

指”和“所指”两个属性。也就是说同时具备“能指”和

“所指”是形态符号基本的条件和前提。只有具备了

“能指”和“所指”的形态符号才能正确的进行信息的

传递和交流。对于所有产品设计，形态都是信息的语

言和表达方式，对于老年辅具来说，它同样起着传递

设计者思想和创意的作用[4]，但对于老年辅具来讲，

仅仅能够传递是不够的，它需要更清楚的语言表达和

更委婉的表达方式。老年群体在视觉、听觉、触觉等

方面都存在着先天劣势，他们在信息接受和理解方面

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老年辅具的信息传递应该是多

模态，多渠道的[5]。 

随着信息社会的逐步深入，各种电子产品充斥着

生活，对于老年辅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如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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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信息的无障碍传递和多模态交流，是老年辅具设计

所必须的关注的问题。由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讨所团

队研发的老年人陪护机器人，见图 5（图片摘自 http:// 

www.robot-china.com），其身体上配备了 5 个功能不

同的传感器，可以对声、光、触觉、姿势以及温度进

行感应。通过不断学习，Paro 可以与老人进行多途径，

多模态的信息反馈和交流，并唤醒失智（痴呆症）患

者的记忆，进而减轻病患的焦虑行为。 
 

 
 

 
 

图 5  Paro 陪护机器人  
Fig.5 Chaperone robot, Paro 

2  体验设计 

体验设计是将使用者的参与融入到设计中，在设

计中把服务作为“舞台”，产品作为“道具”，环境作为

“布景”，使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感受到美好的生理和

心理体验。体验设计的目的是在设计的产品或服务中

融入更多人性化的因素，让用户能更方便地使用，可

以分为“体验”和“设计”两部分。一般情况下，“设计”

是主体，而 “体验”则是重点。为了做好体验设计，

在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必须与使用者进行更多的互

动，以加深和满足使用者的体验需求[6]。 

对于老年人，体验设计提倡由老年人参与产品的

设计和创新。首先，由老年人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初

步的产品创意，然后设计师再根据专业的知识，对先

前的初步创意进行完善和设计。使用者是需求的提出

者，也是产品的设计者，这种方法可以极大地提高产

品的满意度和合理性。 

2.1  全方位的安全体验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建立在生

理需求之上，是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基

础。产品安全设计是对于人类安全需求的满足，是在

设计、生产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安全性，并采取相

应的措施和手段 大限度地消除一切不利于人的潜

在危险与隐患，将产品的危险和损害控制在可接受的

水平之内。安全性是产品的本质属性，设计人员在进

行设计时必须考虑产品的安全性[7]。 

对于老年辅具体验设计，全方位的安全体验是其

必备的特点之一。它要求产品本身在结构、功能、形

态、人机等各个方面具备安全使用的特点，以避免造

成老年人生理与心理的伤害。全方位的安全体验设

计，是基于产品语义学、材料学、人机工程学、设计

学、符号学、现代生产技术等的产品安全优化和完善，

是立足于安全设计理论之上的全新用户体验。它由内

而外，从整体到局部对老年辅具进行全面的安全保障

设计和优化，不仅在物质上使老年人避免伤害和损

失，而且从精神、情感等非物质方面对老年人进行安

全的慰藉和引导。 

2.2  多感官的信息体验 

在人类接受的外界信息中，83%以上的依靠视

觉，11%借助听觉，3.5%通过触觉，其余来源于味觉

和嗅觉等。信息是人类接受外界事物的途径，也是对

于外界刺激的直接回应。由于老年人生理机能的退化

或损伤，他们在视觉、听觉、触觉及认知学习等方面，

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必须

提供更加人性化的人机信息交流界面和模式，并根据

实际需要，进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多

感官信息交流渠道的创建[8]。多感官的信息体验设计

倡导多模态交流模式的创建，针对不同种类的老年

人，利用符号学、产品语义学、语音学、材料学等相

关知识，可以使产品本身在触觉、视觉、听觉、味觉、

嗅觉等多方面同时或分别具备体验性，进而促进“人

—机”之间的信息交流。 

Mr.Chia Hsiang，Lin 设计的插座，见图 6（2009  
 

 
 

 
 

图 6  Mr.Chia Hsiang，Lin 设计的插座 
Fig.6 Socket designed by Mr.Chia Hsiang,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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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IF 设计获奖），通过简单的凹槽设计和颜色搭配，

使视障老人和手部痉挛老人可以分别或同时通过视

觉和触觉进行双向定位，极大地提高了使用安全性和

准确性。基于形态体验的多感官设计赋予了老年辅具

更多的“话语权”，它在“人—机—环境”之间建立了一

系列无障碍信息交流渠道，使信息的交流更完整，更

通畅。 

2.3  个体化的人机体验 

在宏观方面，老年人群体具有显著的群体特征，

但在微观方面，老年人又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

宏观的群体特征和微观的个体差异看上去，似乎有些

矛盾，但实际上其分别代表着老年辅具的两个发展方

向[9]。其中，前者偏向于老年人大众，旨在解决群体

问题，而后者则是偏重于个体，极力提高产品的适配 

性。对于老年辅具体验，基于形态体验的人机设计直

接决定着个体的直观体验和使用舒适性，是衡量老年

辅具适配性的关键因素。 

“人—机—环境”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在老年

辅具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人机交互的方式及其过

程，与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安全紧密相关。由此，基

于老年人个体的人体参数获取和交互设计极为重要。

模块设计、通用设计、可调性设计等是解决老年人群

体差异的有效办法，可以为人机舒适性体验提供保

证。由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针对半失能老人转运不

方便而设计的转运移位辅具，见图 7，其考虑到不同

患者的患病特点和人机特点，采用模块化的方法，设

计了 8 种不同尺寸和形式的吊带，极大地提高产品的

适用性、便捷性及安全性。 

 

 
 

图 7  老年人移位辅具设计 
Fig.7 Design of transfer-position rehabilitation aids for the elderly  

 
2.4  可持续的服务体验 

老年辅具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产品，而更多的是一

种服务。工业设计“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进一步扩展

了老年辅具的服务流程和服务对象。它不仅是 “产品

设计—产品生产—产品使用”的单向流动，而更多的

是基于“需求评估—环境评测—人体测量—产品设计

—产品定制与生产—产品检测—交付使用—产品试

用与评估—跟踪回访—产品更换与回收”等环节的双

向互动[10]。 

基于形态体验的老年辅具设计提倡可持续的产

品服务设计，是全方位、全流程服务模式的转变，是

基于老年人需求的时代顺应和满足。它不只是物质层

面的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而更多的是服务层面的人

性优化与伦理重申，是基于老年人文化背景、情感需

求、个体特性的服务体验。 

3  设计方法 

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基于形态体验的老年辅具设

计有以下几种典型方法。 

3.1  通用设计法 

通用设计又名全民设计或全方位设计，是指在老

年辅具的设计和规划阶段就使产品具有普适性，使产

品本身无须进行大的改动就可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其核心思想是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程度不同的能力障

碍者[11]，即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们具有的能力不同，

在不同环境具有的能力也不同。通过宏观群体的通用

设计，可以使老年人衰退的技能得到弥补，减少异样

感，被隔离感，体现设计的关爱，从生理上和心理上

贴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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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个体化设计法 

相对宏观群体考虑，个性化设计倡导针对老年个

体的辅具定制，属于微观个体的人性提升。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发展，利用三维逆向扫描技术，三维

重建等技术，可以因人而异地优化设计并制造出适宜

于个体特征的老年辅具，这对于提升辅具的适配性， 
 

尊重老年人的个性具有积极的意义。假肢接受腔见图

8（图片摘自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通过残端数据

的获取—接受腔的初步设计—肌骨系统的重建—有

限元分析—3D 打印，可以很快地设计并制作出符合

个体生理特征的假肢接受腔，其相对于以往的设计，

在生物力学，个人适配性方面具有先进性。 

 
 

图 8  一例老年假肢接受腔设计  
Fig.8 One example of prosthesis socket design for the elderly 

 

3.3  情感代偿法 

情感代偿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状态，指当自己追求

的某种东西得不到时，转而追求另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以替代前者[11]。通过代偿的方式，设计可以塑造一种

目的实现的假象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对于老年人，这

种心理普遍存在，在一定情况下，老年辅具积极的、

健康的代偿情感可以促使老年人老有所为，积极向

上，萌生新的生活动力。 

3.4  Living lab 共同创新法 

Living Lab 中文翻译为“生活实验室”或“体验实

验室”，起源于麻省理工大学，在欧洲逐渐发展壮大。

其强调开放性的创新体系，即用户参与、多学科交叉、

真实环境创新。在传统的辅具创新模式中，更多侧重

于为用户设计（Design For User）和为消费者设计

（Design For Customer），而 Living Lab 创新模式通过

Design With User 和 Design By User，可以使老年人参

与产品的创意和设计，从而真正实现老年辅具的体验

设计[11]。 

4  结语 

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就老年辅具的形态塑造与体

验设计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了“基于形态体验

的老年康复辅具设计”，这为老年辅具研发和创意提

供了新思路，也为新形势下，落实国家康复辅具发

展政策，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开拓老年辅具服务

新局面，实现老年辅具（产品）的适配，提供了新

途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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