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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感性工学的角度研究童车外观情感意象。方法 首先对感性工学在造型设计领域的已有研
究思路进行分析，提出产品外观情感意象研究流程及相关数据获取与分析方法。其次以儿童自行车为研
究对象，从功能性价值、审美性价值和体验性价值 3 个方面分析童车的设计要素，研究童车包含的设计
语义。最后通过童车外观情感意象实验，从感性词汇和典型样本方面，分析与讨论童车情感意象及设计
启示。结果 根据情感意象研究流程，得出“主观感受”与“客观形式”两类童车设计核心语义词，并通过
典型样本构成的情感意象空间，挖掘了未来童车的产品设计机会。结论 通过情感意象实验获取到童车
设计语义，并对童车语义进行聚类。童车设计核心语义词对后期的童车方案设计草绘和评价，以及童车
产品机会对童车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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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Image of Children's Bicycle Appearance Based on Kansei Engineering 

XIAO Jiang-hao, DONG Shi-yu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emotional image of children's bicycle appea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ansei Engineering. Firstly, it analyz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ideas of Kansei Engineering in appearance design, and pro-

posed the emotional image research flow of product appearance as well as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methods of related 

data. Secondly, with children's bicycl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analyzed the design elements from its values in function, 

aesthetic nature and experience to study the design semantics of children's bicycle. Finally, through experiment on emo-

tional image of children's bicycle appearance, it analyzed the emotional image and product opportunities of children's bi-

cycle appearance from perceptual vocabulary and typical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s of emotional image 

analysis, it concluded two types of core semantic words namely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objective form", and analyzed 

the product design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s bicycle through the emotional image space formed by typical samples. 

Through the emotional image experiment, the design semantics of children's bicycle are obtained, and children's bicycle 

semantics are clustered. The core semantic words of children's bicycle design obtained from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sig-

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sketch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later design program as well as product opportunities and de-

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ldren’s bicycle. 

KEY WORDS: Kansei engineering; emotional image; children's bicycle; semantic difference method; data mining 

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1]明确指出全面实

行二孩政策，为婴童产品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契机。其

中，童车大约占 20%的市场份额[2]，且处于不断扩大

的态势。目前国内童车已能满足基本使用功能，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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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童车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缺失，模仿现象严重，产品

外观没有形成明显的差异。基于此，本文以感性工学

理论与方法为基础，对童车外观情感意象进行挖掘，

以期为设计师提供更贴合消费者意愿、具有更强竞争

力的产品开发决策依据。 

1  感性工学的研究方法简述 

感性工学（Kansei Engineering）[3—4]由日本广岛

大学的长町三生提出，它是结合了设计学、计算机、

心理学和统计学等多学科的工学技术，能够将用户的

感性需求提炼为产品设计方向，即感性聚类[5]。感性

工学在造型设计领域被广泛应用，目前已有关于产品

要素分析等研究，如苏建宁等人[6]利用形态要素分析

法获取了消费者心理感性意象与产品造型形态的对

应关系，李永峰等人[7]分析了折叠自行车的感性词汇

与造型元素的关系。也有定性或定量推论等研究，如

李少波等人 [8]利用推论式感性工学方法指导了汽车

前脸造型设计。还有关于产品感性意象分析模型构建

等研究，如 Zairan Li 等人[9]用模糊算法和反向神经网

络构建了一套高跟鞋形态特征的感性意象研究系统。

然而，尚未有通过获取和分析产品整体外观情感意

象，并进一步提供产品设计方向与机会的研究，因此，

本文旨在探讨产品设计要素与整体外观情感意象之

间的相关匹配问题，以及产品设计方向问题。 

1.1  研究流程 

首先分析产品包含的设计要素，对目标产品有初

步认识；在此基础上，对目标产品外观设计语义进行

编码，经过实验前期和实验过程中的数据获取，再利

用软件工具分析数据结果并进行深入讨论；最后融合 
 

情感意象信息，得出最终结论，具体研究流程见图 1。

针对某一产品的用户调研数据量是庞大的，为了反映

原始样本数据的感性信息，同时提高分析效率，因此

数据挖掘阶段借助于软件工具 SPSS 20.0[10]。 
 

 
 

图 1  产品外观情感意象研究流程 
Fig.1 Research flow diagram of product  

appearance's emotional image 
 

1.2  数据获取与分析方法 

为了促进对笔者关于产品外观情感意象研究具

体方法应用的理解，以下对研究流程图中的语义差异

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多维尺度分析法进

行简要介绍，见表 1。 

表 1  数据获取与分析方法 
Tab.1 Data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methods 

方法 关键性说明 文献 

语义差异法 主要结合李克特量表（3 级、5 级或 7 级）和问卷调查，获取被调查者的评价。 [11] 

主成分分析法 求解的关键性参数包括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积贡献率、主成分负载。 [10] 

聚类分析法 因本次研究对象是样本，采用层次聚类法更为合适，其结果以树状图直观呈现。 [12] 

多维尺度分析法 
采用 Euclidean 距离模型来度量样本之间的位置关系；一般设置 S 应力收敛性为 0.001，

最小 s 应力值为 0.005，最大迭代次数为 30 次。 
[13] 

 

2  童车设计要素及语义分析 

广义上的童车根据使用者年龄、身高等因素，可

划分为儿童自行车、儿童滑行车、儿童玩具车、儿童

学步车等多种类型。本文中的童车侧重于研究儿童自

行车，其特点是功能和基本结构固定，由造型、材质、

色彩、装饰物等构成。从人的心理感受来看，童车的

情感意象又是造型、材质、色彩等方面的组合与组合

方式的综合表现结果。童车设计要素分析见图 2，童

车设计要素及语义主要体现在功能性价值、审美性价

值和体验性价值 3 个方面。 

2.1  功能性价值要素 

童车设计首先要满足使用功能，童车与自行车不

同，它的使用者是儿童，在使用安全上有着更严格的

要求。童车的造型包括形态、比例和风格，形态又由

车架、前叉、车把、鞍座、前后轮等部件组成，但童

车功能注重简洁、安全的特点，不宜太复杂。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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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童车设计要素分析 
Fig.2 Design elements analysis of children's bicycle 

 

儿童体型、关节等较小的生理特征，整个童车形体、
比例与风格在彼此协调的前提下，还要与儿童这一特
殊群体相适配。此外，要实现童车的功能造型，选用
的材质要以体现结实耐用、灵活轻巧的语义为主。 

2.2  审美性价值要素 

儿童的感知觉刺激处于待开发状态，他们对一切
事物充满好奇心，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审美过程是一
种沟通与交流，童车上的色彩涂装、装饰物的相关信
息直接影响着孩童的认知。色彩涂装包括主体色和搭
配色的选用，其他装饰性元素包括贴图、品牌形象标
识等。从当代儿童的心理需求来看，童车突出儿童群
体偏好的同时，更注重时尚性与趣味性；从视觉形象
传达来看，童车品牌独有的特征具有延续性，对用户
的审美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2.3  体验性价值要素 

在实际生活中，童车改变了儿童的生活娱乐方
式，与孩童的学习、成长、教育的关系紧密相连。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的愉悦交互体验越来越重
要。就童车而言，儿童的使用体验属于用户体验，而
体验的价值并不仅仅是指骑行体验和社交玩耍，它伴
随着儿童的情感、思维等的变化。从长远来看，童车
的体验价值还体现在儿童对童车的美好回忆，以及精
神上的极大满足。 

3  童车外观情感意象实验及分析 

3.1  实验前期阶段 

3.1.1  感性词汇集 

感性词汇的目的是用来记录和描述用户的主观 
 

感受评价意象。以能反映用户对童车的感性认知为基
本依据，通过文献资料、检索网络相关产品的评价和
访谈、设计调研等方式，尽可能多地收集感性词汇；
然后由设计师、工程师和用户分别筛选出可行性感性
词汇或专业词汇，综合各方向选定的 52 个词汇，并
找到其配对反义词汇，形成合适的感性相对或反义形
容词组；最后确定的感性词汇集有 6 个，见表 2，并
用词汇的拼音首字母"C"和数字依次进行编号。 

 

表 2  感性词汇集 
Tab.2 Perceptual vocabulary set 

编号 感性词对 编号 感性词对 

C1 前卫的—传统的 C4 灵活的—笨重的

C2 精致的—粗糙的 C5 个性化—大众化

C3 流畅的—方钝的 C6 多彩的—单一的

 

3.1.2  典型样本库 

选取 2017 年热门儿童自行车为研究对象。儿童
自行车具有市场大，设计目标群体复杂（消费群体为
长辈、父母，使用群体为儿童）的特点，从总市场样
本里选择的儿童自行车样本具有的基本特征约束为：
适用于 3~8 岁；车轮尺寸在 10~16 寸，有平衡辅助轮；
具有骑行、刹车、坐立等必要功能。利用卡片归纳分
类法[14]对已搜集到的 130 个样本进行归类，合并相似
性样本，建立典型样本库，包含 20 个童车样本，见
图 3，并用"VAR"和数字依次进行编号与存储。 

3.2  实验数据获取阶段 

通过调查问卷获取情感意象信息，主要是通过当
面和网络渠道两种方式进行发放。通过 20 个样本与
6 对感性词汇建立 7 级李克特量表，采用+7 到+1 的 

 
 

图 3  典型样本库 
Fig.3 Typical sampl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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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计分，来表示情感意象程度的高低或倾向性。被

调查者的年龄在 20~40 岁之间，其中男性 27 人，女

性 28 人，共 55 人。被调查者均有过购买儿童自行车

的经历，对其特征有一定的认知。建立样本评价原始

数据矩阵，再借助 SPSS 软件对情感意象进行分析。 

3.3  实验结果与讨论 

3.3.1  感性词汇的情感意象与设计启示 

感性词对变量初始信息完整度是 1，提取的是指

标变量被保留的信息程度。感性词对多彩的（C6）提

取信息在 0.6~0.7 之间，属于“还可以”接受程度，其

余都在 0.7 以上，说明 6 个感性词汇是有效的，见表

3。根据主成分分析法依次求得特征值（>1）、方差贡

献率和累积贡献率（达到 70%以上），并结合实际情

况确定了 2 个主成分，见表 4。成分矩阵与旋转后的

成分矩阵见表 5，感性词对变量大众化（C5）在两个

主成分中的负载量都不低，因此采用正交旋转后的主

成分。 
 

表 3  公因子方差提取表 
Tab.3 Common factor variance extraction 

感性词对 C1 C2 C3 C4 C5 C6 

初始信息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提取信息 0.881 0.770 0.817 0.766 0.854 0.637

接受程度 较好 好 较好 好 较好 还可以

 
表 4  各成分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Tab.4 Component eigenvalues and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s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 
成

分 合计 
方差贡 

献率/% 

累积贡 

献率/% 
合计 

方差贡 

献率/% 

累积贡

献率/%

1 2.921 48.677 48.677 2.921 48.677 48.677

2 1.805 30.076 78.753 1.805 30.076 78.753

3 0.565 9.411 88.164    

4 0.336 5.592 93.755    

5 0.212 3.539 97.294    

6 0.162 2.706 100.000      

 

表 5  成分矩阵与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Tab.5 Composition matrix and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主成分 旋转后的主成分 感性 

词汇对 1 2 1 2 

C1 0.793 –0.502 0.938 0.025 

C5 –0.634 0.673 –0.901 0.205 

C2 0.876 –0.057 0.758 0.441 

C4 0.486 0.728 –0.002 0.875 

C6 –0.392 –0.695 0.062 –0.796 

C3 0.856 0.289 0.549 0.718 

从解释语义层提取的 6 个核心语义词（C1~C6）

构成了童车设计语义词[15]，本文进一步将核心语义词

降维为主成分 1 和 2。 

1）主成分 1——倾向于童车的“主观感受”描述，

包括前卫的（C1）、个性化（C5）和精致的（C2）。 

前卫的（C1）和个性化（C5）：一是描述童车整体风

格与童车的主要造型形态，即脚蹬—车轮（主要动力

部件）、鞍座—车架与车把—前叉（主要支撑部件）

之间的映射关系；二是反映童车时尚、前卫（或古

典、传统）的用户风格偏好。精致的（C2）反映了

用户对整个造型轮廓面的印象，同时对局部造型的

关注，后者恰恰体现出精致的（C2）对主成分 2 的

较低影响。对整体风格、轮廓的描述和偏好性是偏

主观的。 

2）主成分 2——侧重于童车的“客观形式”描述，

包括灵活的（C4）、多彩的（C6）和流畅的（C3）。

灵活的（C4）描述了童车的骑行（脚蹬—车轮）、转

动（车把—前叉）的功能结构设计特征；多彩的（C6）

描述了童车的车身界面色彩、图案标识设计意象；流

畅的（C3）是对童车的造型线特征趋势进行评价，而

造型线是依附于整个造型面而存在的，这体现出流畅

的（C3）对主成分 1 的较低影响。童车的结构、色彩

和造型线特征是具体的造型表达形式。 

综上所述，童车的“主观感受”与“客观形式”描

述，能直接体现童车的功能性价值要素和审美性价值

要素与情感意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但体验性价值要素

的体现并不明显。精致的（C2）和流畅的（C3）具

有跨“主观感受”与“客观形式”的描述特征，这与词汇

本身的使用属性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在童车造型设计流程中，一方面可以借助

核心语义词的意象板工具（见图 4）来展开设计草图

的绘制，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童车设计核心语义词来评

价造型的设计方案。 

3.3.2  典型样本的情感意象与设计启示 

样本聚类见图 5，样本类间距离从 5~10 的过程

中，聚类逐渐趋于稳定状态，说明将这 20 款童车样

本进一步分成 6 类是比较合适的，且这 6 类各自是具

有突出特点的。样本类群特征分析见表 6。在“主观

感受”与“客观形式”构成的二维空间图中，形成了以

样本类群为结点的可视化情感意象（见图 6 实线圈）。

目前样本童车的总市场格局是以类群 A 和 F 为主体，

类群 B~E 多方向发展。 

在新产品开发方面，通过寻找空间图上的间隙

（见图 6 虚线圈），对潜在产品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

功能造型方面，在整体外观中更加突出车架形态，使

其富有动感的视觉走向，或增大辅助轮、坐垫和脚蹬

等部件在整车中的比例，或附加不同功能类型扩展部

件，如水杯置物架；色彩与装饰物方面，一是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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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部分核心语义词意象板 
Fig.4 Image board of part of core semantic words 

 

 
 

图 5  样本聚类 
Fig.5 Clustering tree of samples 

 
表 6  样本类群特征分析 

Tab.6 Feature analysis of sample category 

类别 特征分析 样本 

类群 A 主流产品趋势，大众化风格，车架

形态特征线明显，主色彩突出。 

VAR3，5，9，

11，13，14，

16，19 

类群 B 色彩涂装单一，但配色明度高，比

较夺目，表面处理精致，偏女性化。 
VAR2，7，

10 

类群 C 外观 形式 单 一 ，没 有过 多的 装饰

物，较为传统。 

VAR20 

类群 D 外观（如车架、轮辐）造型比较独

特，既时尚又比较笨重。 

VAR4，8

类群 E 整体外观造型特异（类似于“摩托

车”），偏向于个性化定制。 

VAR17 

类群 F 色彩配色色系较多，时尚且富有卡

通趣味，有些具有多功能特征。 

VAR1，6，

12，15，18

 
种亮丽、时尚色为主颜色，构成多彩明快的色彩搭配

效果；二是从儿童喜爱的动漫人物等提取元素应用于

童车外观设计，注重整体的视觉趣味。 

 
 

图 6  典型样本的情感意象空间 
Fig.6 Emotional image space of typical samples 

 

此外，结合上述分析，笔者挖掘了未来童车的产

品设计机会：（1）保持主流产品开发的核心地位时，

适当地扩充横向产品设计系列种类，实现更精准的市

场和用户定位；（2）现在很多老式的架构与样式跟不

上时代变化下的儿童的需求，童车快速的迭代更新是

关键，未来童车可通过新材料、新技术给消费者焕然

一新的感觉；（3）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加强亲子交

互体验等在童车创新设计中的应用，如父母与儿童共

同完成童车的组装。 

4  结语 

本文以童车为例，通过童车外观情感意象实验，

获取了被调查者对样本的定量评价结果，从感性词汇

和典型样本方面定性分析了童车情感意象与相关设

计启示。（1）得出了两类童车设计核心语义词：一类

是描述“主观感受”的语义词，如前卫的（C1）、精致

的（C2）和大众化（C5）；另一类是描述“客观形式”

的语义词，如流畅的（C3）、灵活的（C4）和多彩的

（C6）。童车设计核心语义词的意象板作为设计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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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对后续即将深入展开的童车方案设计有很大的

指导性作用。（2）通过有限的典型样本及其情感意象

空间，总结了现有童车行业的市场特征，并挖掘了未

来童车的产品设计机会。本文为工业设计学生或设计

师提供了一种简单且容易掌握的童车外观情感意象

研究思路，它还可以应用于其他的产品分析，但由于

被调查者对产品外观情感意象的主观性与复杂性，本

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被调查者的地域差异性因素没

有进行考虑。此外，由于基金项目在经费、人力等方

面支持有限，样本研究数量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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