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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用户体验视角下的办公家具设计策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方法 从家具行业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的现实状况谈起，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即人们生活水平和审美水平的提升，再循着这

一思路引出用户体验的基本内容及其对办公家具所产生的方向指引，在此基础上总结现代办公家具设计

在功能性、人机工程学和材料方面的重点思考要素，并思考用户体验作用下的办公家具设计原则，结合

智能化、绿色化、人性化等设计方法探讨具体策略。结论 将用户体验应用在办公家具设计中，可以设

计出符合不同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家具产品，在实现基本使用功能的基础上，以更加丰富的形式与功能最

大限度地提升办公家具的用户体验，使整个设计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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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User Experience 

ZHAO Xiao-li 
(Jinzh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nzhong 0306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office furni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 experience. From the reality of increasingly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furniture industry, the 
root 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was analyzed, that is,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and aesthetic standard, 
and then following this way of thinking, the basic content of user experience and its direction guidance for office furniture 
were drawn forth. On this basis, the key thinking elements of modern office furniture design in terms of functionality, er-
gonomics and materials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office furniture under the action of user experience 
were considered.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were discussed in combination with intelligent, green and humanized design 
method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user experience in the design of office furniture, the furniture products that meet the 
personalized needs of different users can be designed. Based on the realization of basic using functions, the user experi-
ence of office furniture can be improve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with more abundant forms and functions, making the whole 
design both practical and aes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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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家具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在人

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下，其生活方式和情感追

求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更加剧了家具市场的竞争

压力。但从市场上现有的家具形式看，并没有太多创

新的形式，难以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1]。如

何让家具产品更好地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是家具设计师在设计

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重要问题。办公家具作

为家具产品的代表性形式，其同样面临着如此局面，

千篇一律的形式和多元化的用户需求已经成为不可

忽视的现实矛盾，而社会的发展和办公模式的变化又

对办公家具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凡此种种，都要

求办公家具设计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最大化地满足

用户的使用需求[2]。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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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从实际体验的视角进行个性

化设计。 

1 基于用户体验的办公家具设计原则 

用户体验的概念最早是由设计师唐纳德·诺曼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主要指用户使用产品过程中

建立起来的一种主观感受，包括情感、信仰、喜好、

认知印象、生理和心理反应、行为和成就等多方面[3]。

人们对办公家具的情感体验大多是建立在对家具产

品的深入了解上的，呈一种由低到高的阶梯式体验。

这就要求办公家具设计应避免过度商业化，而是将重

心转移到用户本身上来，让办公家具拥有更大的市场

空间。下面以办公座椅为例，对基于用户体验的办公

家具设计应遵循的原则进行分析。 

1.1  从用户的基本体验着手 

办公家具除了满足基本需求外，还要拥有一定的

便利性与持久性，能够缓解用户的疲劳。但从基本的

用户情感体验需求看，稳定性、舒适性与便利性是必

须具备的，如传统的座椅只是简单的四个腿，给使用

者的抽身、起身、转身等动作造成了阻碍，而安装轮

子后的办公座椅便轻松满足了使用者坐姿移动的需

求，这就是办公家具设计从用户需求出发所做的成功

尝试[4]。 

1.2  体现用户的自主性和参与性 

用户的自主选择与互动参与是办公家具设计中

十分重要的一环，只有将产品与人形成一种情感交

互，才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功能需求。比如将办公座

椅设计成靠背可调节式的结构，既可以让使用者根据

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舒适度的调节，又能够有效避免

职业病的发生，实现用户的参与，这也是一种合理的

尝试。 

1.3  强化用户的健康体验 

反思体验是情感体验的升华，是人们对产品体验

认可的高级阶段，一旦所设计的产品满足了人们的反

思体验，才可以称得上是基本成功[5]。比如在办公环

境中的传统座椅靠背都是竖直的，这样的结构如果使

用者长期久坐，极易造成颈椎病和腰椎病等疾病。从

用户的健康体验出发，可以将座椅靠背设计成 S 形，

帮助使用者的脊椎保持自然弯曲，从而在满足舒服性

需求的基础上，降低健康危害。 

1.4  尊重用户的正面情感 

情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判断，因此办公家具设

计必须同样对用户的正面情感进行强化，尽量避免负

面情感的影响，增加用户与产品的感情[6]。办公座椅

设计除了要考虑附加功能外，还要充分考虑使用者的

正面情感体验，如椅子垫的设计不宜过软或过硬，要

软硬适度，防止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感到不舒服或者

疲劳，进一步强化愉悦的使用体验。 

2  基于用户体验的办公家具设计策略 

以用户体验为原则设计的办公家具能够减轻使

用者的工作压力，是使用者情感化的一种宣泄与表

达，尤其在当前这个追求个性与时尚的现代生活中，

人们更加渴望拥有良好的办公环境和更加人性化的

办公家具，在更加高效、便捷、舒适的现代办公环境

中找到一种信赖感及归属感[7]。下面主要以用户体验

为基准，对智能化、绿色化和人性化的办公家具设计

策略进行具体论述。 

2.1  智能化的表现 

智能化的办公家具设计是当前时代发展的必然，

也是使用者面对高压工作的迫切愿望，因此，智能化

逐渐成为现代办公家具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但我国

的智能化办公家具在设计与开发上仍有许多不足之

处需要进一步改正和完善，必须以正确的设计原则为

指导，真正实现智能和办公家具的融合，为企业和用

户创造更多的便利[8]。那么，智能化办公家具怎样才

能做到这一点呢？其需要遵循怎样的具体原则呢？

事实上，智能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因此，在智

能家具开发设计初期必须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着手，

结合结构、材料、使用配件等进一步细化其细节、拓

展其功能。具体来讲，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易用性。为用户服务是智能化办公家具设

计的根本目的。对于一些现有的高科技产品来说，虽

然科技含量高，但是复杂的操作总让使用者难以接

受，有的甚至会拒绝使用[9]。这一现实的存在给设计

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设计必须深入研究具体的使

用场合和使用对象，将易用性的特点进一步升华，如

此才能真正实现科技的进步，给智能化办公家具带来

更大的市场。以智能文件柜的设计为例，设计师可以

将各种操作简易化、直接化。比如，使用者只需在系

统软件的查询栏中输入所查文件的关键字，便能轻松

找到文件的位置，再点击柜体面板上的触摸键（“开

启”键）便能即刻打开文件所在的柜体。这样简单直

接的操作既节省了使用者的时间又给其心理带来了

几分轻松和愉悦。 

第二，时尚化。智能化办公家具向时尚化角度发

展，这也是使用者的内心需求。从这一层面看，材质

的多元化和色彩的多样化成了主要的设计方向[10]。在

材料上，金属、玻璃和新型材料等多元化的材料已经

广泛应用于办公家具中，其色彩也更加多样，鲜红、

橙黄、草绿、明黄、湛蓝、亮紫等明快的色调给了办

公家具缤纷的色彩，成了抢眼的存在。如此，办公家

具便打破了传统的设计理念，实现了更加个性化的存

在，充实了使用者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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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体化。鉴于办公空间的特性和使用者具

体需求的不同，智能化办公家具开始了一体化的设计

尝试[11]。比如，将智能办公桌设计成集办公环境调控、

多媒体调控、监控系统和安全卫士等功能于一体的外

在形式，便能在节约空间的同时，给使用者带来轻松

便利的使用体验，因此值得我们在未来进一步推广。 

2.2  绿色化的追求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和人们环保意识

的逐步增强，绿色理念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在各

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渗透及应用。在办公家具设计

中，绿色设计理念同样得到了重视，以绿色化为追求

的办公家具逐渐进入各种办公环境中，满足着使用者

的不同需求[12]。从具体的设计原则看，绿色化办公家

具设计必须遵循以下 3 个原则。其一，环保原则。在

办公家具设计中，设计师要从原材料、色彩以及图案

等细节着手，每一步都以环保为标准，推广可循环利

用的材料，将可能造成的污染降到最低。比如零甲醛

生态板材的主要构成成分是农作物秸秆，其借助不含

有甲醛的聚氨酯生态胶，再配合高温高压便可实现，

这样的材料使办公家具更加绿色环保，给使用者带来

更安全的使用体验。其二，实用原则。办公家具的绿

色化设计主要针对使用者的日常工作需求，因此必须

从使用者在工作状态下的现实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

出发，进行更加实用的绿色设计。其三，绿色设计理

念是整体性的，其对办公家具设计的影响也突出表现

在整体性方面。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从多

个方面全面分析，既包含文化、气候、经济等大方面，

又涉及办公实际的小细节，做到从整体入手，兼顾细

节，实现协调统一。比如在热带地区的办公家具的绿

色设计中不考虑保温性材料，这就是从整体角度考虑

的结果。 

2.3  人性化的升华 

人性化是一种设计理念，其以满足人的物质、精

神、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要求为前提，具体到办公家

具设计中就是创造安全、舒适宜人的产品。这样的设

计理念要求办公家具设计必须从整体上考虑，找到家

具与空间的关系，最大化地满足人们的工作需求，同

时在细节上的家具尺度、坐面曲度、靠背斜度以及家

具色彩、光泽度等都要以人体尺寸、动作幅度、生理

特征等为基本考量，给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带来双重

舒适体验[13]。当然，在强调系统、宜人的基础上还要

关注潮流，紧紧抓住美的时代性，使办公家具具备时

尚元素，更加符合时代的潮流。 

以一款多功能办公桌的设计为例，其主要由可抬

升工作台、左右两侧的储物柜、竖向隐藏的可翻转床

板等部分构成，具备办公、休息两种功能。当使用者

需要休息时，只要手动抬升水平升降装置便能使台面

向上移动并保持水平状态，而床板则因为旋转装置的

存在，可以轻松由竖向旋转为横向，并由储物柜内侧

的支撑件和旋转轴共同承载人体负荷。这样的设计就

是一种人性化的表达，其使工作环境不再生硬，给使

用者带来了工作之余的便利与舒适。 

3  结语 

办公家具是人们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失的存在，而

办公方式的革新也催化了办公家具的创新。办公家具

是与人们直接接触的，其优劣必须与人们的实际使用

相和谐，在强调实用性的基础上，还要做到更加多样

化的形式与更加丰富的功能，因此其设计必须时刻以

人的使用体验为依据。基于用户体验的办公家具设计

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坚

持基本的设计原则，从智能化、绿色化、人性化视角

进行设计，最大化地满足使用者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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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新方案实物照片 
Fig.23 Photo of real chair in the new scheme 

4  结语 

明式家具博大精深，明椅更是深僻玄妙，以改良

实例证明“研故推新”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换言之，

今天对古人的成就既不可束之高阁、置之不理，更不

能一味崇尚抱守而轻视创新，要“扬长避短，挈神重

构，外师其道，古为今用”，才能把有古人的智慧与

造诣嫁接到今日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去，并加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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