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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同理心地图和深度访谈对视障群体的感知觉能力进行深入探索，利用视障群体的感知

觉能力提升汽车的驾驶体验。方法 根据视障群体的特征设置同理心地图任务，选取视力正常的被试以

角色扮演的方式，体验视障群体在出行中使用的感知觉能力以及遇到的痛点和产生的需求，帮助研究人

员收集数据。利用同理心地图的结果设置深度访谈大纲并对视障群体进行深度访谈。结论 同理心地图和

深度访谈在对视障群体的用户研究中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利用两种方法对视障群体进行研究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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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Driving Experience by Using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s Perception Ability 

XIN Xin, LIU Wei, JIA Wu, ZHANG Yue-zhou, YI Ru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s perception ability through empathy map and in-deep 

interview and improve driving experience by means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s perception ability. The empathy map 

task was set up bas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The subjects with normal vision were selected 

to experience the perceptual ability of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to let them experience the pain points and encounter the 

needs during the task. This role-playing task helped the researchers to collect data of perception ability. The results of 

empathy map were used to set up an in-depth interview outline and the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Empathy map and in-depth interview play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user research for visually im-

paired people. It is feasible to study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with two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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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潮日益深入人心，

把用户研究作为策略探讨，正是为了适应这种社会变

革的需要[1]。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汽车工业正在

快速转型。汽车制造商们正将注意力转向驾驶技术和

驾驶体验的发展上。对于视障群体，驾驶仍然是非常

困难的。同时，关爱弱势群体、为视障人士设计成为

了一个重要的人文趋势[2]。对于视障群体，他们有许

多与驾驶相关的未解决的需求。研究表明，即使视障

群体缺失视觉，他们通过触觉和听觉对视觉的代偿，

可像明眼人一样感知外部世界，并利用这种代偿获得

的具体经验来理解和表征抽象的时间概念[3]。在代偿

过程中，视障群体的听觉、触觉等能力得到了强化，

而这些能力却往往被正常人所忽视，因此，通过对视

障群体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他们有哪些特殊的感知

觉能力以及这些感知觉能力的具体作用，并加以利用

可以帮助提升现有的驾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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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际案例研究探索视障群体在导航、沟通和

生活中使用到的特殊的感知觉能力，将它们融合到汽

车驾驶中提高驾驶能力。本文只提取了案例中对视障

群体用户研究的部分进行阐述。 

1  用户研究方法的设定 

由于视障群体视觉能力受限，本次研究共用了两

种方法进行迭代式研究，即同理心地图和深度访谈，

研究步骤见图 1。这两种研究都属于定性的研究方法，

优点是可针对特定的用户和场景，挖掘出用户行为背

后的原因[4]，了解用户在使用产品（服务）的过程中

建立起来的纯主观感受[5]。使用同理心地图是因为非

视障群体没有视障群体的生活经历，很难对视障群体

产生同理心，产生共情，无法从视障群体的角度来思

考他们在出行中所遇到的问题，而同理心地图则可以

促进非视障群体体验和了解视障群体在出行中所遇

到的问题。深度访谈可以通过提前设置好的访谈大纲

和视障群体进行面对面的访谈，更好地理解视障群体

在出行中遇到的痛点，并在追问中发现这些痛点产生

的情景、原因以及他们的需求。 
 

 
 

图 1  研究步骤 
Fig.1 Research step 

2  同理心地图 

同理心（Empathy）是指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有

同情和关心的情感体验，是预测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变

量[6]。同理心地图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研究方法，

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感受和描述关于研究对象的

相关特性，其目标是帮助研究人员建立同理心，从而

更深入地了解研究对象[7]，因此，本研究中选取非视

障群体进行同理心地图的研究。 

2.1  目的 

选用视力正常的被试进行同理心地图的填写。目

的在于让被试亲身体验视障群体的出行方式，对视障

群体在出行过程中利用到的各种感知觉能力以及产

生的痛点有深入的了解，在任务过程中更好地对视障

群体产生同理心，让被试在模拟场景中感受视障群体

在没有视觉下的生活状态，收集被试在任务过程中利

用听觉、嗅觉，产生的主观感受和遇到的痛点等相关

信息，并在任务结束后让被试完成同理心地图的填

写，以便及时地将第一感觉记录下来，从而帮助研究

人员收集视障群体在出行中使用到的感知觉能力以

及遇到的痛点和需求等数据。通过同理心地图的研

究，也为下阶段对视障被试的深度访谈大纲的一级问

题的设置奠定了基础，例如如何进行路线的选择与判

断，如何确定自身所在的位置等。 

2.2  被试 

在本次任务中，共招募了 32 名被试，完成了同

理心地图任务。其中男女被试各 16 名，平均年龄为

23.4 岁。被试信息统计见表 1。所有被试根据指示，

完成指定任务，并进行同理心地图的填写。 
 

表 1  同理心地图被试信息 
Tab.1 Subject information for empathy map 

变量 类别 人数/人 百分比/% 

男 16 50 
性别 

女 16 50 

总数  32 100 
 

2.3  研究材料 

一般的同理心地图包括 4 个方面：听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感受和想法、说了什么和做

了什么，有时候还包含被试在进行任务过程中产生的

痛点和收获[8]。主试需要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

设置不同的同理心地图任务。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视障

群体，他们缺少视觉信息，因此，根据视障群体的特

征，对同理心地图的任务进行了特殊设置，同理心地

图的模块设定为（见表 2）：听觉、触觉、嗅觉、想

法和感受、痛点以及需求。被试需要完成的同理心地

图，见图 2。 
 

表 2  同理心地图设定 
Tab.2 Setting for empathy map 

 问题设置 目的 

1 任 务 过 程 中 是 否 利 用 了 听

觉？获得了什么信息？ 

了解被试在任务过

程中运用到了哪些

听觉信息 

2 任 务 过 程 中 是 否 利 用 了 嗅

觉？获得了什么信息？ 

了解被试在任务过

程中运用到了哪些

嗅觉信息 

3 任 务 过 程 中 是 否 利 用 了 触

觉？获得了什么信息？ 

了解被试在任务过

程中运用到了哪些

触觉信息 

4 任务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想法

和感受？ 

了解被试在任务过

程中产生的主观感

受和想法 

5 任 务 过 程 中 遇 到 了 什 么 困

难？如何解决的？ 

了解被试在任务过

程中遇到的痛点 

6 任务过程中有什么需求？为

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需求？ 

了解被试在任务过

程中产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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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同理心地图 
Fig.2 Empathy map 

 

2.4  任务设置 

任务场景设立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教育楼。在任

务过程中，被试需要全程配戴遮光眼罩，并且需要在

无视觉的情况下，从二楼大厅到达五楼，找到正确的

教室。教室桌子上放置了不同的物品，包括铝罐、塑

料瓶 1、塑料瓶 2、塑料瓶 3 和毛绒玩具（见图 3），  
 

 
 

图 3 被试需辨别的物品 
Fig.3 Objects to be identified by subjects 

 
 

目的是让被试通过触摸不同材质的物品，了解触觉、

温度觉、大小感知等带来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作

用。被试除了需要自己找到去教室的路线外，到达正

确的教室后，还需辨别和挑选出指定的物品，当被试

确认并且说出答案后，任务完成。例如，主试指定的

物品是果汁瓶，被试从 5 个物品中辨别并挑选出他认

为的果汁瓶，主试向被试提问是否确定答案，被试确

认后并说出“这个是果汁瓶”，任务结束，被试即可摘

下眼罩。 

2.5  研究过程 

每位被试完成同理心地图所需时间大概为 15~ 

20 min，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见图 4。主试对同

理心地图进行讲解；被试了解同理心地图后，主试向

被试介绍任务；被试了解任务后，戴上遮光眼罩，完

成视障人群角色扮演任务，被试的任务路径为：戴上

遮光眼罩—到达指定楼层—到达指定房间—到达指

定桌子—辨认指定物品—说出答案—摘下遮光眼罩；

任务完成后，被试完成同理心地图的填写。 

 
 
 
 
 
 
 
 
 
 
 
 
 
 
 
 
 

图 4  同理心地图步骤 
Fig.4 Step for empathy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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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在任务过程中，主试全程跟踪录像。被试完成

同理心地图后，主试询问被试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感受

与反馈，并查看被试同理心地图的信息，目的是确保被

试填写的信息是有效的，如果发现被试对同理心地图的

填写内容和反馈的内容不同，需要进一步对被试进行追

问，完善同理心地图的填写。同理心地图步骤见图 5。 
 

 
 

图 5  同理心地图过程 
Fig.5 Process of empathy map 

 

3  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是定性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是

社会科学定性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它通过与被试进

行深入的交谈，来了解某一社会群体的生活经历和生

活方式，探讨特定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并提出解决

社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9]。深度访谈是一种无结构的、

直接的、一对一的访问形式，访问过程中，由掌握高

级访谈技巧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深入的访问，用

以揭示对某一问题的潜在动机、态度和情感，最常应

用于探测性调查[10]。在访谈中不断进行追问，可以促

使研究人员发现更深层次的需求和痛点。深度访谈的被

试数量取决于研究人员是否已经得到所期望的信息，如

果研究人员已经不再需要获得新信息，则可停止访谈。 

3.1  目的 

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与视障被试进行交流，主要

了解视障群体在出行过程中的痛点、需求和主观感 
 

受，以及他们在出行过程中是怎么解决遇到的问题

的，利用过自身哪些感知觉能力以及使用这些感知觉

能力的情境和原因等。 

3.2  访谈过程 

采用迭代式的访谈流程，访谈一共分为 3 个阶

段，访谈流程见图 6。第一阶段根据提前设置好的访

谈大纲，对 5 名视障被试进行深度访谈，并在访谈过

程中根据被试的反馈对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归纳，并对

访谈大纲进行调整。第二阶段根据调整后的访谈大

纲，对另外 5 名视障被试进行访谈，重点记录新的信

息内容，并找到第一阶段的访谈被试重新进行追问。

第三阶段重新选取 5 名视障被试进行访谈，主要目的

是为了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访谈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主试向视障被试介

绍项目背景和访谈目的，与被试签署访谈知情同意

书；记录被试的信息，包括姓名、年龄、职业、视力

情况等；主试按照制定好的访谈大纲对被试进行提 

 
 

图 6  访谈流程 
Fig.6 Process of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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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被试针对主试提出的问题给予反馈和回答，主试

根据被试的回答进行记录，并且针对被试的回答进行

追问。 

访谈过程中，主试需要充分尊重被试的个人意

愿，不强迫被试回答问题。主试在访谈的过程中，要

恰当地使用倾听和启发式等访谈技巧，与被试共同挖

掘潜在的信息。访谈过程见图 7。 
 

 
 

 
 

图 7  视障人群访谈过程 
Fig.7 Interview with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3.3  被试 

在深度访谈环节中，一共选取了 15 名视障被试，
其中 12 名被试属于全盲，3 名被试属于低视。女性
被试 5 名，男性被试 10 名，平均年龄为 25.75。15
名被试中，10 名为学生，1 名为门球运动员，1 名为
按摩师，3 名为老师。被试信息见表 3。 

 

表 3  深度访谈视障被试信息 
Tab.3 Information on visually impaired subject  

for in-deep interview 

         序号 性别 年龄/岁 职业 

1 女 23 学生 
2 女 25 门球运动员 
3 女 24 学生 
4 男 22 学生 

 

5 男 23 学生 

6 女 46 教师 
7 男 23 学生 
8 男 23 学生 
9 男 23 学生 

 

10 女 46 教师 

11 男 23 学生 
12 男 32 按摩师 
13 男 23 教师 
14 男 22 学生 

 

15 男 23 学生 
 

3.4  访谈大纲 

访谈大纲的设置要结合之前用户同感得出的结
论以及项目本身的需求，访谈目的是为了探索视障群
体在出行中的痛点以及需求，因此结合之前同理心地
图的结果，访谈大纲主要关注视障群体对路线的选
择、判断位置、判断距离、判断障碍物、安全感以及
出行中使用的产品等方面的问题，见表 4。 

表 4  访谈大纲 
Tab.4 Interview outline 

一级问题 二级问题 目的 

如何进行路线的 
选择与判断 

选择路线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判断正
确路线的方法；运用到哪些感知觉信
息；为什么运用到这些感知觉信息 

了解视障群体从 A 地到 B 地的方法。机会点设想：找到为用户呈现
路线的最好方法 

如何确定自身 
所在位置 

用什么感知觉能力进行判断；不同情
境中会使用不同的方法吗 

了解视障群体确定自己位置的方法。机会点设想：探索在出行中快
速确定自己位置的方法 

如何判断距离 如何判断与障碍物的距离；如何判断
距离目的地的距离 

了解视障群体判断距离的方法。机会点设想：提升导航提醒的准确
性问题 

如何判断障碍物 辨别不同的障碍物会使用不同的方
法吗；什么障碍物信息最关键 

了解视障群体如何识别障碍物和非障碍物的方法。机会点设想：了
解驾驶过程中最常见的障碍物有哪些，为人们出行提供有效的信息

什么是安全感 什么因素会导致不安；如何缓解不安 了解视障群体对危险的感知方式以及为视障群体带来安全感的因素
有哪些。机会点设想：提升用户在驾驶过程中的的安全感 

出门前会携带 
什么设备 

这些设备有什么功能；为什么会携带
这些设备 

了解视障群体所使用的出行辅助工具，并且了解在不同情境中辅助
工具有什么区别。机会点设想：分析不同出行辅助工具的优缺点，
为设计提供灵感 

日常生活中还会 
使用什么产品 

这个产品有哪些功能；为什么会使用
这个产品 

了解视障群体所使用的产品的功能及特点。机会点设想：从视障群
体的交互设备入手，找到新型交互方式，并且运用到车里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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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主要采用了同理心地图和深度访谈两种研

究方法，去探索视障群体在出行中的痛点和需求。同

理心地图可以了解视障群体的想法和感受，帮助研究

人员从视障群体的角度去了解他们的行为和动机等，

并为深度访谈的提纲设置奠定了基础。深度访谈能够

洞察到视障群体特定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产生

的情境及原因。然而，同理心地图和深度访谈都存在

局限性。对于同理心地图，首先，如果任务设置得不

合理，被试可能不会对视障群体建立起同理心，无法

感同深受，从而降低实验的效率；其次，任务时间是

15~20 min，无法保证每位被试都能准确地完成任务，

并且有效地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最后，如果被试对同

理心地图填写得不明确，还需要主试继续追问或者重

新进行同理心地图的填写。深度访谈对主试的要求较

高，首先，主试需要在访谈前准备一份确保涵盖所有

相关话题的访谈大纲，避免在访谈时有所遗漏；其次，

考 虑 到 主 试 和 被 试 的 精 力 ， 访 谈 时 间 最 好 控 制 在

1~1.5 h，因此要在这个时间段内获得想要的信息，主

试需要利用启发式的访谈技巧，去引导被试回答设立

的问题；最后，深度访谈更适合进行定性分析，还需

要利用其他方法去验证分析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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