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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形容词汇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感性认识为切入口，探讨形容词汇对产品造型风格的

影响及其应用。方法 以表现产品外形风格的形容词汇“硬朗”为研究样本，在案例研究法的基础上，

通过资料分析法、用户访谈方法，探索消费者对产品外形风格的感性认知。从用户感性认识层面探索不

同产品风格的表达形式，总结形态风格形成规律，按形态、色彩、材料、肌理 4 个造型要素分析“硬朗”

风格的特征，通过实际操作应用到设计当中。最后，以一款“硬朗”型风格的水杯设计进行设计实践，

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结论 通过产品造型 4 个要素的有效组合，可以设计出相应风格的产品造型；产

品造型要素是影响消费者风格认知的重要因素，从消费者的感知层面探索产品设计风格的形成，是一种

产品风格设计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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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Modeling Style Design Based on Vocabulary 

QIN Fang-yuan, WANG Rong-jie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adjectives on product styling and its application wi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jectives by taking the perceptual knowledge of consumers as the entry point. The descriptive word “hale” 
used to express the appearance style of the product was taken as the study sample.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metho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ata and user interview methods,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the product's appearance and style was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s' perceptual knowledge,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of products were explored, 
and the rules of form and style were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le” style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four styling elements: form, color, material, and texture and applied to the design through the actual operation. Finally, the 
design of a "hale" style cup was taken as a design practice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Through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the four elements of product modeling, the product modeling of the corresponding style can be designed. 
Product modeling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style.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of product 
design 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s' perception is a way of product style design. 
KEY WORDS: adjective; hale style; product modeling; form elements; composition 

在家用电器商场，各类品牌的电饭锅被整齐摆放

在陈列架上，有的造型憨态可鞠、线条柔美，有的雍

荣闲雅、气质高贵，有的简约清新、干净利落。这些

感性的形容词源于电饭锅的不同风格、造型给人的心

理感受，源自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判断。消费者

在选购商品时，往往通过产品形态所传达出的某种信

息来判断是否与自己期望的样子一致，并以此来决定

是否购买商品。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风格判断是一种

主观的心理感受，是一种感性的认识；设计师在设计

产品造型时是一种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基于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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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本文从用户感性认识层面探索不同产品风格的

表达形式，总结形态风格形成规律，并通过实际操作

应用到设计当中。 

1  形态与风格 

所谓设计风格，是指设计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独

特、区别于其他设计风格的艺术形式，是设计本身外

在形式和内在精神的统一[1]。不同的风格塑造可以借

助不同因素的设计来完成，如材料选用、色彩配置、

质感搭配和造型借用等。 
卢纯福、朱意灏在《形态的限度》中指出，从产

品形态的组成成分上看，它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

面。产品形态的物质成分主要包括产品的造型、材料、

色彩、质感等；产品的非物质成分指的是产品形态所

传达的各种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带给消费者的体验，

包括产品的技术信息、产品给人的心理感受、产品中

的社会文化价值信息。产品形态的价值多体现在它对

非物质信息的传递上。产品的非物质属性借由物质属

性来传达[2]。形态要素和风格特征是构成风格的两大

部分[3]。按《形态的限度》的观点，形态要素的物质

成分是人们能看得到的产品的外在形态，包括它的造

型、材料、色彩、质感等，属于视觉层面；风格特征

是形态要素的非物质成分，表达人们对产品的心理感

受，描述的是产品的心理学属性，如可爱、简约、科

技感等。人们通过这些抽象词语表达对产品的心理感

受。风格特征就是用这些形容词汇进行描述，并通过

表现、象征、提取 3 个层次来抽象和转换。 
综上所述，产品的外在形态的构建形式以及这些

构建形式给消费者带来的心理感受形成了产品形态

风格。人们通过生活经验积累了大量表现心理感受的

词汇，并且在看到对应的元素时与脑海中的词汇相对

应，形成了对某种产品的风格认知。 

2  案例研究 

本文以表现产品外形风格的形容词汇为研究样

本，在案例研究法的基础上，通过资料分析、用户访

谈，探索消费者对产品外形风格的感性认知；从形态、

色彩、材质、肌理 4 个方面分析其各自的特征； 后

总结该风格的构成规律。本文案例研究流程见图 1。 
 

 
 

图 1  实例研究流程 
Fig.1  Case study process 

 
在本案例中，首先选取了“硬朗”一词作为研究

对象。“硬朗”的原词意是身体健壮的、强硬有力的，

形容人物的形态气质。在人们的观念中，“硬朗”的

形象是刚毅的、不屈不挠的，如果用人物气质形容，

影视剧中的硬汉形象比较贴近，如胡军、张涵予扮演

的角色。当人们的主观意识觉得某人或者某物具有

“硬朗”气质的时候，在潜意识中已经将脑海中存储

的、代表“硬朗”气质的元素，与所看到的某人或某

物相匹配。本文即是将人们意识中存储的气质风格的

元素形象化。 
在做“硬朗”一词的对应图像时，本文选择了大

量相关的图形，包括自然物图像和人造物图像。 后

分别对 29 名（10 女 19 男）被访谈人员进行问卷调

查和用户访谈，筛选有效图片：以被访人员的主观感

受为准，将能体现“硬朗”一词的图片留下，其余有

争议的去掉。筛选后的部分有效图片见图 2。 
 

 
 

图 2  筛选后的有效图片 
Fig.2  Screened valid pictures 

 
接下来从形态、色彩、材质、肌理 4 个方面提取

该风格的设计特征。从筛选后的图片可以看出，“硬

朗”型产品的外在造型强硬有力、简洁，线条清晰明

显、棱角分明，色彩深沉，表现安全、沉稳、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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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重的产品气质。接下来从形态、色彩、材质、肌理

4 个方面分析其具体的构成形式。 
从形态上看，既有大直线，也有大曲线，线条变

化少；曲面过渡明确、清晰，棱角分明，细节丰富；

体量均衡，视觉稳定。从色彩来看，颜色单一，主次

分明，固有色一般为浅灰、深灰交替，色彩的纯度、

明度低。从材料来看，该风格的质地坚硬、硬挺有形，

多以金属、塑料、玻璃材料为主。从肌理上看，产品

表面多为表面易加工的光滑、磨砂效果。具体构成元

素见图 3。 
 

 
 

图 3 “硬朗”风格产品的 4 个构成元素 
Fig.3  Four components of a "hale" style product 

 
3  基于“硬朗”风格的 4 个构成元素的产

品设计过程 

根据“硬朗”风格的产品的 4 个构成元素特征的

描述，本文以一款手持饮水瓶的设计过程来印证本文

所论述的产品风格塑造方法。为更好地探讨产品风格

塑造的方法，本案例的设计侧重于产品的外形，在产

品的创新点或其他方面不做过多要求。 
首先，确定产品的风格描述。根据前文的论述，

“硬朗”形的产品从形态、色彩、材质、肌理 4 个方

面有如下特点：整体造型强硬有力、简洁，线条清晰、

棱角分明；色彩深沉，区分明显；质地坚硬，材料硬

挺有型；表面质感光滑。总体表现出产品安全、沉稳、

刚强的气质，反映出产品的稳固、耐用。具体的四元

素见图 3。 
其次，绘制草图。设计的方向已经明确，能体现

“硬朗”形风格的手持饮水瓶基本的设计元素只有大

直线、小直线，以线条明快、棱角分明为目标重组设

计语言， 终确定瓶子基本的外形比例及基本样子。

然后依据人机工程学的相关数据，确定产品的具体尺

寸，再在三维软件中把产品的模型建好。在产品模型

渲染阶段，结合“硬朗”形风格的造型元素，从色彩、

材质、肌理 3 个方面分别赋予产品如下特征：色彩方

面，为体现产品的硬朗感觉，选择了色彩饱和度高、

明度低的色彩；材质方面以金属、玻璃这种硬材为主；

以表面光滑的表面加工工艺反映产品明快、清晰的产

品感觉。产品的设计过程及结果见图 4。 
根据前文所述的方法，这款水杯的整体形态以大

直线、小直线为主，塑造造型简洁的几何形；以给人

坚硬感的金属为材质，以表面平滑的外表作为表面装

饰肌理，以稳重感的银、灰、黑色作为主色，塑造出

一款造型稳重、气质坚定的水杯。 
 

     
 

图 4  “硬朗”风格水杯设计草图及结果 
Fig.4  Design sketches and results of "Hale" style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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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产品造型要素是影响消费者风格认知的重要因

素，从消费者的感知层面探索产品风格形成的元素，

是一种产品风格设计的“捷径”。以形容词汇为出发

点的产品造型风格设计途径以下 4 个步骤：（1）确定

设计风格；（2）明确设计风格描述及设计元素；（3）

按形态、色彩、材质、肌理四要素提取该设计风格的

特征，把这几个要素的相关特征做不同的排列组合，

后能得出多种不同风格的设计效果；（4）设计应用，

在设计实践中，通过形态、色彩、材质、肌理四个造型

元素的排列组合，可以组合出不同风格的产品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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