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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过程是多种端点思维方法的综合运用过程。结论 端点思维能够通过端点描述性假设，推动设计者对

使用者需求本质的发掘，从而有效构建出包容设计的边界，从可能的解决办法中，捕捉到包容设计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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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Design Method for Elderly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Endpoint Thinking 

LIU Fei 
(School of Desig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Endpoint thinking is self-expanding. It can guide the divergent capture of anchor point design. In product 
design for the aged, the hypothesis of the endpoint can be used to effectively explore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aged 
population. So that the designer has an accurate grasp of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to maximiz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lderly 
product inclusive design. The endpoint thinking needs were used to establish endpoint thinking awareness and master 
endpoint thinking methods. Endpoint thinking included hypothetical endpoint thinking, multi - directional endpoint 
thinking and collective endpoint thinking. The design process was a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multiple end-
point thinking methods. The endpoint thinking can effectively build the boundary of inclusive design, find the possible 
boundary of inclusive design from the solution, and then achieve the inclusive product design to the maximum extent, the 
optimal choice and the maximum po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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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想法在一开始不是荒谬的，那它就是

没有希望的。”爱因斯坦这样评价成功想法的前提。

设计过程亦然如此，没有大胆的构想，设计就很难有

突破性进展。那么如何才能够生成突破性的构想呢？

《礼记·中庸》中讲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

斯以为舜乎”，中庸之道即“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执

中”指拿捏得当、恰到好处，这是设计的 终目标。

然而执中的基础却是要以明晰事情发生、发展、结束

的起讫端点为择取前提。只有知其两端才可能有效地

控制事情发展过程中的节点，而避免陷入无边界参照

的盲目“失中”。 
人们经常会用“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福祸

相依”来形容事件发展端点之间的存在关系。其实设

计中，设计师们所择取的问题发展的端点也同样如

此，一个问题发展的终点，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新事件

发生的起点，同样，一个事件发生的起点，也自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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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事件结束的终点，事物也从而形成螺旋式上升的

进步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讲，其实正、负端点是毗邻，

是可以获得新生启发的。端点思维，正是基于这样的

思想而建立起来的。当确立了一个设计选题，那么第

一项任务便是对该选题进行描述，这一描述是建立在

形而上的理解之上的，是突破现有定义所圈定的范围

来进行的描述。当理清选题的意义描述，继而便是端

点思维的开始。凭借自身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知，对

现有系统中的问题节点进行正面与负面的推演构想。

这便是围绕着设计目的进行的端点构建，确立问题解

决的可能端点，从而在正、负进退取舍中进行“执中”

设计。端点思维可以分为假设性端点思维、多向性端

点思维、集合性端点思维等。 
设计思维的方法不尽相同，有发散思维、逆向思

维、类推思维、同理心思维等，不同的思维方法是从

不同角度对设计思维的启发方法进行的归纳，在不同

的设计和设计阶段中有着各自的启发优势。端点思维

相对其他思维方法，较为具体，可操作性强，能够在

假设中迅速找到问题的落脚点，并在取舍中完成设计

思考过程。 
开放性包容设计，是基于端点思维，结合包容的

界限而进行的设计尝试。开放与包容是相对于闭合与

排斥而言的，那么既然存在这样的对立面，就自然存

在对立双方之间的界限，即端点。因此，端点思维也

就成为开放性包容设计面向对象择取执中点的有效

思维引导模式。开放性包容设计大致归纳为三类，即

“ 大化”包容设计、“多选择”包容设计、“ 优化”

包容设计。 

1  假设性端点思维与“最大化”包容设计 

假设性端点思维，是将问题发生与发展的起讫点

进行理论上的假设，即使这一假设在实际中未必可

行，而仅仅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设想。当确立假设的

端点后，也就明确了设计的妥协起点。任何设计都是

妥协的结果，从不能够实现的端点向实际可行中妥

协， 后找到契合的执中点，在假设构建的可行边界

内实现 大化的包容设计。如可数药瓶的设计（见图

1），基于端点的思维，设计者关注了老年人生活中存

在的服药行为细节，发现老年人在取药时想要取出准

确数量的颗粒比较麻烦，即倾倒药物时，不能够准确

地倒出所需的颗数，根据此问题，设计者提出端点假

设：药瓶要能做到不需要数且自动出药，在考虑其合

理可行性后便可以 大化地包容老年人的用药行为

特征[1]。 
又如口罩收纳卷的设计（见图 2），该设计是针

对当前在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系统环境内，人们出行

携带物品时所存在的不方便问题。口罩收纳过程需要

保持卫生，而佩戴与收纳行为交替频繁，因此导致了

口罩的收纳一直是设计的盲区。实际调查中发现，大

多数戴口罩的老年人都会专门为口罩准备收纳的布

袋或塑料袋，这无疑为出行行为增加了诸多额外的负

担。设计者针对该问题，对老年人出行的携带特征以

及外空间系统进行了综合分析， 后提出了端点假

设：实现自动收纳的操作，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使用

者投入过多精力完成口罩的收纳过程。自动收纳，减

少了对复杂结构的依赖，利用收纳壳材质本身的回复

韧性完成自动卷曲收纳，从而尽可能减少人们出行过

程中操作行为的复杂性，使出行顺畅轻松[2]。 
 

 
 

图 1  可数药瓶 
Fig.1  Auto-box 

 

 
 

图 2  口罩收纳卷 
Fig.2  Mask roll 

 
还有“呼吸”花盆设计（见图 3），设计者通过

对老年人家居系统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空闲时很大一

部分时间是放到自己的兴趣喜好上面的，其中之一便

是养花。设计者仔细分析了养花行为与整个居住系统

的关系，认为植物作为生命体，是动态生长的，应增

加在花的成长过程中与老年人的互动或反馈，让养花

过程也变得生动起来。基于这样的设计定位，设计者

运用假设性端点思维进行思考，要感受到植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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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极端化思考便是让周围事物与其一同生长，这样

的感知便会是真切的。接下来便是基于假定端点作执

中妥协，如果不能做到让整个周围的环境与植物同时

生长，那么与其关联性 为紧密的花盆能够同植物一

同生长变化，就能够让人们轻松察觉植物的生长动

态。基于端点的思考变得越来越具体， 后设计者完

成了“呼吸”的花盆设计。该设计通过在花盆的底部

增加水囊，将植物吸收水份的过程与水囊的起落动作

相连接，如同植物的呼吸一样，形成了花盆的动态效

果，从而达到了设计初衷。 
而在倾倒助手的设计中，设计者针对老年人厨用

系统中出现的因力量不足而产生的倾倒不便现象进

行了思考，见图 4。联系老年人厨房烹饪过程中的连

贯行为系统，能够发现，锅的移动、翻炒、倒盛过程，

是整个过程中较为费力的行为节点。设计者通过对系

统的分析，抓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针对该问题的几

个端点假设：锅能够轻松移动，完成省力倾倒；不需

移动、不需抬转锅也可完成倾倒过程，如利用锅铲等

工具；或是餐具更为功能化，自身实现盛放功能等。

多向性端点提出以后，需要针对实际的系统特征进行

分析，择取可行的执中点。倾倒助手的设计者 终选

择了第一点，即通过增设支点来实现锅的轻松操作，

省力倾倒。 
而在辅助手柄设计中，设计者同样关注了上述的

问题，也同样选择了通过增加锅本身移动方便性的途

经来解决问题。设计者通过增加辅助手柄的方式来帮

助解决端抬盛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见图 5。实际上，

假设端点的提出过程正是对产品行为系统描述的深

化过程，这一过程能够使得设计者对产品所处的系统

与使用者行为之间的适应状态更为清晰。 
 

  

图 3  “呼吸”花盆 
Fig.3  "Breathe" flowerpot 

图 4  倾倒助手 
Fig.4  Pour assistant 

 

  
 

图 5  辅助手柄 
Fig.5  Free handle 

 
2  多向性端点思维启发下的“多选择”包

容设计 

多向性端点思维，主要是指问题发展的理想终端

会有若干种不同的可能性，针对这些可能性，只能通

过形而上的理想概括来加以描述。这一类设计思维在

设计实践中的应用 为普遍，当不能够较为具体地获

取终点样态时，如何针对定性的端点描述进行设计也

就成为了设计的难点。找出发展端点的诸多可能性，

并在诸多可能性中进行自由择取或兼顾，便成为启发

设计思维的有效路径。在多向性假设过程中，便会自

然而然地形成诸多能够实现多选择可能性的包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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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老年人 E 手机的设计，见图 6。电子产品对于

当下的老年人来讲，仍然是一个不能完全熟练掌握的

产品设备。老年人使用电子产品的主要障碍，体现在

电子产品人机交互的方式上，老年人视力，记忆力、

理解力的衰退，都使得识别与应用过于复杂集成的电

子产品成为难点。如何解决这一交互问题，找到符合

老年人接受特征的人机交互方式，成为设计的核心。

面对这一课题，设计者提出“去界面”作为理想端点的

解决构想。“界面”包括硬界面和软界面，具体包括

按键、屏幕、菜单、字体、语音、图像、符号等。如

何实现去界面，涉及到人机交互方式、操作逻辑、界

面美观等多层面的问题。设计者对问题发展端点作了

多重可能假设，如去屏幕、去按键、去操作、去符号

等，分析后确定，操作中 为困难的症结点在寻找人

名，拨出号码的过程上。 终设计者落脚在“去拨号

行为”的设计上，用识图代替寻拨号码，通过对亲友

照片或标识信息的感应实现自动拨号的过程。简单的

感应技术应用，为这一交互难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

法。回顾这一设计过程，人们会发现，对操作行为优

化的理想端点思考，是设计能够得以推进的关键。面

对多向端点的状况，应该从行为系统的整体出发，进

行重要行为节点的选取，并针对性地予以解决[3]。 
 

 
 

图 6  老年人 E 手机 
Fig.6  E-phone for the aged 

 
又如拼合餐盘的设计（见图 7），设计者对老年

人出行用餐行为系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走访了

很多社区食堂、老年公寓、社区餐馆等。过程中发现

了诸多问题，以在食堂用餐为例，存在问题包括打饭、 
 

端盘过程繁琐，打包盒需要自带，餐盘格局固定等。

设计者基于端点思维进行思考，提出了问题发展的理

想端点可能，如省去自己盛放的过程、无需带餐盒打

饭、不同菜品都有相应规格的盛放容器等。理想的多

端点构想，是对存在问题的直接消解，接下来便是围

绕着实际的可行性进行执中妥协。 后设计者完成了

拼合餐盘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上面的三个端点

构想。该餐盘由四种规格的单元体组成，打饭过程只

需将所选菜盘相互横向、纵向插接，就会形成一个整

体餐盘或便当盒，进而便于端行、携带。该产品在满

足基础用餐需求的同时，使得产品的整体使用过程更

具行为包容性[4]。 
 

 
 

图 7  拼合餐盘 
Fig.7  Joint box 

 
而在备注时钟的设计上，设计者首先在观察到的

老年人的生活系统行为特征中，选择了老年人忘事、

忘物、忘时间的问题进行设计。设计者运用多向端点

思维，尝试通过更加开放的操作方式，让备忘这一过

程更加轻松、灵活、便捷。设计者运用端点思维进行

思考，将所有需提醒的事件按照时间节点“贴在指针

上”，来作为问题解决的“极端”终点。接下来，便

是针对这一极端假设的可行性妥协。将时钟的表盘设

计成为圆盘与月牙盘不同心且相对调转的结构，从而

能够根据个人备忘内容的多少设定标记区域面积，由

于端点思考的都是理想化的状态，所以在实现过程中

需要进行妥协。将老年人日常行为活动设计成符号化

标记贴片，通过移动贴片来设置提醒，见图 8。从设 

  
 

图 8  备注时钟 
Fig.8  Label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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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之初的多向端点假设，到设计 终的解决方案，经

历了若干妥协过程，而正是基于极端终点的妥协，才

大程度实现了产品的多选择开放包容度[5]。 

3  集合性端点思维引导下的“最优化”包

容设计 

所谓集合性端点思维，是相对于前两种而提出

的，是指设计过程中，将多种端点预期逐一列举，并

整体实现于 终的产品设计中，从而实现 大程度上

的开放性包容。如老年人家庭门头鞋柜设计，设计者

选择了老年人出行行为系统作为研究的对象，归纳出

老年人出行准备系统的核心节点在于门头空间，这里

涉及到内务确认、携带归理、日程形成等行为。其中

包括检查备忘、收纳整理、找寻选放、弯蹲穿戴、提

拿背抱、推领扶送、启闭窗门、开关电源、门头打扫、

期间休息等。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将理想中的端点

与之一一对应，如终端提醒、更多的收纳空间、易拿

易放、方便坐靠、临时功能、集成控制等。设计者将

以上优化理想，进行了逐一整合， 后形成了门头鞋

柜的设计，该设计能实现不同的开启方向，不同的高

度，控制功能的集成等，已经可以称之为出行终端中

心，它建立起了与出行系统各要素间的紧密连结，实

现了系统整合后的 优化包容目的，见图 9[6-7]。 
 

 
 

图 9  门头鞋柜 
Fig.9  Shoe cabinet 

 
而分享购物车设计，是针对老年人出行系统中购

物行为系统中存在的适应性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

设计者注意到，老年人出行购物，多与老伴同行，但

在购物过程中，一般是一人推车，一人跟行，老年人

购物时间一般比较长，但过程中老伴之间的互动却非

常少，设计者选择通过购物车的设计来解决这一问

题，实现对老年人的情感关怀。选题确定后，便是需

要择取问题发展的端点，其中包括推车行为互助，并

肩前行、两人通过推车连结，推车的灵活自由，推车

的单双手操作，推车的省力、易操控等。设计者针对

这些理想的状态进行了整合实现， 终形成了分享购

物车的设计。通过双手柄设计，增加手柄旋转功能，

从而增加了推车推杆三个维度的变化自由度，因此能

够满足不同位置、不同方向的不同推拉动作，从而实

现了购物车的随身、共享、自由、协进的开放性包容

设计，为老年人的购物过程增添了更多的关怀[8-9]。 
 

 
 

图 10  分享购物车 
Fig.10  Share trolley 

 
“读手机的广播”这一设计关注到老年人对电子

产品，尤其是对智能手机等现代社交媒介产品，因不

熟悉操作而产生抵触的普遍现象。设计者运用集合性

端点思维方法，围绕看、听、读、写等多方面的适应

性问题，设计出了该款“读手机的广播”概念产品。

老年人因为视觉或技术原因不能够轻松读取短信、微

信等文字讯息，那么索性不要去吃力地读取，而是直

接让机器读给老年人听。老年人不熟悉手机等智能产

品，而半导体收音机老年人 熟悉了，因此采用收音

机来读手机上的文字讯息给老年人听，设计者基于这

一想法而设计出了此款概念产品，实现了手机等智能

产品向老年人群的 优化的包容延伸[10]。 
 

 
 

图 11  读手机的广播 
Fig.11  Phone-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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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点思维是产品设计的基础思考方法，尤其是在

针对老年人的产品设计实践中，更具有效性。建立端

点思维意识，需要设计者准确而充分地观察、理解使

用者的需求，并能够运用有效的设计思维语言进行产

品化转译与表达。建立端点思维意识，也是设计者，

尤其是设计专业的学生在设计实践中的重要培养内

容。只有在不断丰富、凝练自身设计语言，开阔设计

视野的基础上，才能够准确把握事之两端，实现适

“度”、成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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