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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视觉感知和使用感知角度探讨可供性概念在座椅舒适度研究中的作用，结合使用者的视

觉体验与生理心理体验，为座椅舒适度创新设计提供指导。方法 以可供性概念为基础，利用文献分析

法将其内涵扩展为真实可供性和感知可供性的综合，并对座椅舒适度要素从情感体验、生理因素和心理

因素 3 个方面进行阐述，最终将可供性引入到座椅舒适度设计中，提出座椅舒适可供性概念并构建了座

椅舒适可供性设计要素模型，并对运用该模型进行座椅舒适度设计进行介绍。结论 座椅舒适度创新设

计既要满足使用者的生理需求，又要满足对于座椅表面特性传达的视觉心理需求。从视觉感知和使用感

知到的舒适程度进行创新设计，并形成两者的匹配关系，才能更加满足使用者对座椅舒适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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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t Comfort Desig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ffordance 

SHANG Kai, ZHANG Qing, CHANG Neng, CHEN Zhe 
(Shandong Jiaotong University, Jinan 250357,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the concept of affordance in the study of seat comf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ual perception and use perception, an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innovative design of seat comfort based 
on users' visual experience and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ffordance, its con-
notation was extended to the synthesis of real affordance and perceived affordance with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factors of seat comfort were elaborated from three aspects: emotional experience, physiological factors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Finally, the concept of affordance was introduced into seat comfort design to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seat 
comfort-affordance and construct a design element model of seat comfort-affordance, and how to use this model to design 
seat comfort was also introduced. Innovative seat comfort design not only meets the physiological needs of users, but also 
meets the visu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seat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Only by innovating the de-
sign from the comfort obtained based on visual perception and use perception, and forming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m, can the user's demand for seat comfort be better satisfied. 
KEY WORDS: affordance; comfort; visual perception; use perception; comfort-affordance 

座椅舒适度设计是座椅设计的核心内容，现有座

椅舒适度的研究以交通工具座椅、办公座椅和学习座

椅为主，其研究方法以生理体验为核心，结合心理感

知进行舒适度的综合评价[1]，但在满足物理功能形成

生理体验的基础上，忽略了座椅设计元素中座椅的表

面特性，例如形态、色彩、材质和结构所传递给使用

者的舒适程度。可供性概念对于设计领域的研究起到

重要的作用，影响领域涉及到产品设计、交互设计、

平面设计和建筑设计等领域[2]，本文将“可供性”的

内涵扩展为真实可供性和感知可供性的综合，能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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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座椅舒适度的视觉感知与使用感知之间存在的断层。 

1  可供性概述 

Gibson[3]提出了基于生物（人或动物）通过直接

感知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现象的＂Affordance＂概

念，它是一种生态心理学现象，随着人类与环境的互

动而产生，被译为“示能性”、“可供性”、“能供性”等，

本文译为“可供性”，其本意是阐述环境与动物之间

可感知（或暗示）的互补关系。Norman[4]将该概念引

入到设计中，认为在产品设计中，可供性应该包括产

品特性的概念模型和使用者的心理模型。概念模型是

产品的视觉特点，帮助使用者认识产品的功能和使用

范畴；心理模型建立在基本经验、培训和对使用者行

为观察上。使用者对于产品操作的反应和回应依赖于

心理模型。他还认为，产品的设计者和使用者所接触

到的具体的产品是真实而客观的，设计者通过产品的

形态、色彩、材质等要素传达给使用者真实可供性和

感知可供性。真实可供性具体是指产品在使用时具体

提供给使用者的实际功能；感知可供性指具体指物体

通过设计者的设计过程所呈现出的使用者感知到的

可能存在的功能或使用方式。Norman 强调感知可供

性，尤其是通过视觉感知到的可供性，弱化了产品的

真实可供性。然而，在具体产品的设计与使用中，设

计者通过产品所要体现的可供性和使用者感知到的

可供性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将可供性概念的范畴

进行扩展。综上所述，本文将可供性概念概括为“产

品的真实可供性和感知可供性的综合”。 

2  座椅舒适度设计因素 

舒适是个人主观的感觉，是身体各部位的综合感

觉，是人对环境的一种反应，它受到物质、生理、心

理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5]。座椅舒适度主要是通过

人就坐座椅做出的生理与心理反应，形成综合的情绪

体验。人通过产品的物理特性（如材料的柔软度、产

品的功能尺寸等）和表面特性（如形态、色彩、材质、

结构形态等）感知座椅的舒适功能特点，不仅要关注

座椅舒适的生理心理体验，也要关注座椅所处环境与

座椅设计元素产生的视觉体验。 

2.1  生理因素 

反映或衡量座椅的用户功能需求满足程度的生

理因素主要包含人体尺寸与伸及度、局部组织血流

量、脊柱各部位的压力分布等[6]，这些生理指标在座

椅体验过程中是否处于正常或适宜范畴将直接影响

用户对相关座椅主观体验的评价，即舒适性高低的

评价。 
1）人体尺寸特征及伸及度。在座椅体验过程中，

若无法保证人体各部分结构尺寸处于正常的范畴或

使用座椅时任务所需动作位于相应人体部位伸及度

以外，则会对人体相应部位造成压迫、损伤和疼痛等

消极影响，或导致在短时间内极大程度提高用户的疲

劳程度，从而导致用户对目标座椅体验的消极评价结

果，即舒适度低。 
2）局部组织血流量。当人体施力部位局部组织

血流量过低时，会造成局部组织代谢物无法及时排

出，所需供能物质及氧无法及时、充足的供应，从而

导致代谢不充分产生乳酸等物质，进而造成局部组织

酸疼。若长期处于此种局部组织受压迫、血流量不足

的施力方式（静态施力），则会造成相应组织的损伤

或疼痛从而导致对目标座椅的主观体验评价趋向消

极，即舒适度不高。 
3）疲劳。疲劳是作业人员在完成作业任务过程

中出现的作业机能减退和相对明显的作业能力降低，

时而伴随疲倦等症状的现象。疲劳不仅表现在生理层

面，也表现在心理层面，同时还受到环境等外部因素

的影响。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的目的，作业人员可以通

过努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疲劳效应克服或掩盖。

存在于心理范畴内的某些不适或不满将会加快疲劳

的产生，例如任务内容的单调、作业节奏的强制性将

会导致作业人员产生厌倦的心理状态，进而导致作业

人员作业效率的快速下降。在座椅的使用、体验过程

当中，若用户的疲劳度或疲劳度的累计速率高于正常

水平，则在生理上会导致用户的作业效率急剧降低，

在心理上导致产生作业厌倦感和抵触性，若在座椅使

用过程中用户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则会使用户产生动

觉紊乱、注意力不集中、意志力减退等非正常状况。

作业厌倦与抵触、动觉紊乱、注意力不集中、意志力

减退等由疲劳这一因素引起的生理状态会极大降低

用户对于目标座椅的情绪体验积极性，从而导致目标

座椅用户舒适性评价趋向于消极。 
4）脊柱各部位的压力分布。脊柱具有较为复杂

的结构，主要由块颈椎、块胸椎、块腰椎及骼骨、尾

骨组成，各部分通过椎间盘与韧带相互连接在一起，

在保护脊髓的同时具备传递载荷的功能。具备活动能

力的椎体间形成关节，具备在３个平面上运动的能

力。韧带、肌肉、椎间盘相互协调，共同维持脊椎的

稳定性。健康且适宜的坐姿，能保证脊柱各部位（主

要包括颈、胸、腰、骶）呈自然弯曲状态，各部位压

力分布均匀，无集中应力出现。具体表现为，略微的

腰椎前突呈自然弯曲状态，若座椅使用过程中出现腰

椎后突，则脊柱处于非正常弯曲状态，腰椎部位出现

应力集中的情况，即病态弯曲，脊柱长时间保持此种

弯曲状态将导致椎间盘突出、腰部肌肉酸疼等症状。

这些病理症状的出现将会导致用户对目标座椅基本

的功能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导致用户对目标座椅产

生消极的情绪体验，进而导致用户对目标座椅的舒适

性评价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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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决定用户差异化的情感需求[7]，用户差

异化情感需求的满足程度决定着用户对目标座椅是

否具有良好的情绪体验，即舒适性体验。影响用户情

感需求的心理因素主要包括用户素质、个性特征和信

仰崇拜，这些因素主要与受众的受教育程度、年龄、

地域特点、文化特征、工作性质以及自身经验相关。 
1）用户素质。用户对抽象信息的摄取和理解能

力的水准与用户素质成正向相关关系，即用户素质越

高其对抽象信息的摄取能力和理解能力就越强。相对

于具象符号，符号学与造型学的相关论述当中指出，

抽象符号所凝结的语义信息量较大，但所凝结语义信

息的解码与理解过程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与专业训

练。换言之，用户的知识储备与专业训练水平越高，

其所能理解的抽象符号与抽象造型的量就越大，接受

凝结在这些符号与造型中的信息也就越大，其情感需

求被这些信息和语义满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

说，用户素质是影响用户情感需求的主要心理因素

之一。 
2）个性特征。人的个性是人的一种特殊品质，

其主要包含人的思想方式、情感方式和自我意识方

式，表现为个人相对稳定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反映了

个人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经历。由于用户个性特征

的差异，即用户各自具备不同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

自我意识方式，不同的情感方式和自我意识方式促使

不同的用户形成不同的情感需求样式，不同的思维方

式作用于用户对目标信息的理解。因此，人的个性特

征既影响用户的情感需求样式，也影响用户情感需求

通过符号与造型所蕴含信息得到满足的方式与可能

性。因此，个性特征作为用户情感需求的主要心理因

素之一存在。 
3）信仰崇拜。人的信仰是指人处于某种高度相

信的心理状态当中，其主要包含了信仰主体（信仰

人）、信仰客体（宗教、学说、理论等）和信仰行为

（礼拜、朝圣、膜拜、学习等）３个部分。信仰的主

要特征包含于信仰行为这个部分，表现为“极度相

信”，人的信仰过程是知（认知）、情（情感）、意（意

境）、行（行为）的有机统一。不同的信仰崇拜表现

出不同的情感方式和情感模式，进而造成具备不同信

仰崇拜的用户表现出各异的情感需求。同时，不同的

信仰崇拜在信仰者层面又表现出不同的认知方式和

意境特征，进而导致不同信仰崇拜的用户在符号和形

态认知与信息摄取方面表现出过程与结果的差异，从

而导致情感需求通过符号与形态所传达信息得到满

足的可能性出现差异。因此，信仰崇拜作为影响用户

情感需求的主要心理因素之一存在。 

2.3  情绪体验 

座椅舒适性是人的一种主观情绪体验，此种体验

的评价包含积极与消极两个方向，积极的情绪体验则

反映出座椅的舒适性较高，反之消极的情绪体验则反

应出座椅的舒适度处于较低水平。 
用户的情绪体验趋向积极还是消极主要取决于

在座椅使用（体验）过程中用户需求是否得到满足，

基于马斯洛需求体系理论可以得知人的需求是一个

复杂且相互逻辑递增的体系，具体到座椅使用的情况

下，可以总结为功能需求与情感需求两个方面。功能

需求可描述为“能坐”，即能承担质量、适合人体、

完成坐姿的作业任务等，用户的功能需求是否得到较

高水准的满足可以直接反应在用户使用过程中所表

现出的相关生理因素（生理指标）上，使用过程中用

户生理因素与人的该项生理因素的舒适阈的偏差决

定用户在功能需求范畴内是否得到满足，进而决定座

椅舒适性高低的主观情绪体验。用户的情感需求具体

到座椅的范畴内可描述为“喜欢坐”，即座椅符合用

户的心理期许、价值理念等，在特定环境下座椅交互

方式、造型特征、色彩计划和行为规划与用户心理期

许及价值理念的偏离度决定着在情感需求方面用户

是否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进而决定座椅主观体验舒

适性的程度。座椅舒适性的视觉体验是用户情感需求

的直接体现，座椅在满足坐的舒适功能上其形态、色

彩、材料质感等均会影响使用者对座椅的实际坐舒适

性的认知，其视觉感知到的舒适程度如果不能与使用

感知到的舒适程度形成匹配关系，则说明座椅的舒适

度设计存在问题，进而影响使用者的情感需求，对于

座椅舒适性评价的情绪体验则有可能倾向于消极。 
就座椅这一特定的产品，用户的情感需求主要包

括符合特定情况的心理期许、符合特定情况的价值理

念等，与功能需求的主要区别在于情感需求是一个相

对不稳定的变化体系，情感需求会伴随着与用户相关

的某些因素而发生相应的动态变化，这些因素主要包

括用户素质（受教育程度）、个性特征和信仰崇拜，

由于这些因素均与用户的心理状态具有紧密联系，因

此这些因素可以总结为心理因素。心理因素的差异决

定着用户情感需求的差异，而用户情感需求是否得到

高水平的满足决定着座椅的用户主观情绪体验是趋

向消极或是积极，即舒适性水平的高低。 
综上所述，生理因素（生理指标）反应出座椅用

户功能需求的满足程度，心理因素决定用户差异化的

情感需求，座椅对用户心理需求及功能需求的满足程

度决定着座椅使用的主观情绪体验，满足程度越高，

用户的主观体验越积极，用户主观舒适性的评价越高。 

3  座椅舒适度的可供性分析 

3.1  舒适度的可供性 

可供性概念应用于设计领域不仅探讨使用者与

产品间外在的物理或可感知的属性，也研究在不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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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使用者与产品之间所达成的认知与有效操作关

系——既包括对产品外在（显性的）形态与色彩的可

视、可感、可触及可用性的直观评价，也包括对其内

在功能与可操控性的进一步分析认知[8]。可供性并不

是只关注技术或用户，而是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交互

（关系）。因此要充分认知产品还必需对产品进行理

性的分析认知。通过以上分析，关于座椅舒适度可供

性的研究可以为座椅舒适度设计提供递进式研究，分

析其不同认知模式，将其概括为视觉感知、使用感知

和认知分析３个层次。 
舒适可供性的概念由此产生[9]，是指在特定环境

下，产品对使用者在舒适程度上的暗示，通过产品的

形态、色彩、材料、结构等设计要素以及与产品所处

的环境进行传递，并能够被使用者正确的感知到。以

使用者的使用感知为基础，视觉感知为体现，并对被

暗示舒适程度进行认知分析，这个舒适度设计的概念

称之为舒适可供性。其中使用者通过视觉感知到产品

表面特性传递出的舒适程度称为视觉舒适可供性[10]；

通过使用感知到产品物理特性传递出的舒适程度称

为使用舒适可供性；对产品的舒适可供性的认知分析

包括了视觉感知和使用感知两方面。 

3.2  座椅舒适可供性设计要素模型的建立 

座椅舒适可供性设计要素构成模型，见图 1，是

定性描述座椅舒适度设计中视觉体验和生理体验的

因果关系的理论框架，是开展座椅视觉舒适可供性和

使用舒适可供性的逻辑起点。该模型反映人（使用

者）、产品（座椅）和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而引

发对座椅舒适度的视觉感知和使用感知。座椅是通过

材料与形态、色彩和结构的规律结合形成质感（包括

视觉质感、触觉质感和情感质感等），能够更好满足

坐的功能和对使用者的行为规划。座椅舒适度设计通

过座椅的形态、色彩、材质和结构形态等外在特征传

递给使用者视觉感知体验，通过材料的物理属性，靠

背与座面形成的界面夹角和座椅的人机尺寸传递给

使用者使用感知体验。由于人的类型和角色受地域、

文化、经验、工作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对座椅舒适度

的生理感知、认知分析以及有效性与可用性的判定会

存在差异，座椅舒适度设计要素需要通过再设计与改

良才能满足不同类型和角色使用者的需求与期望。 
 

 
 

图 1  座椅舒适可供性设计要素模型 
Fig.1  Design element model of seat comfort-affordance 

 
3.3  座椅舒适可供性设计要素模型的运用方法 

座椅的舒适可供性是通过使用者的视觉感知和
使用感知将使用者的群体特征与座椅的设计特征相
融合。在进行座椅舒适设计时，先确定使用者的群体
特征，由此进一步确定座椅的视觉感知和使用感知的
特点，并将使用者和座椅统一到特定的使用环境中，
再确定舒适度设计方案，并对其进行认知分析。如果
方案的认知分析低于现有座椅，则可进行逻辑反推，
由体现设计师认知心理的产品设计特征与体现使用
者的认知心理的设计需求进行比对，如此往复循环，

确认并解决设计方案存在的问题。由此，对座椅舒适
可供性设计元素模型可进一步阐释。 

1）座椅设计处于人—机—环境的系统中，可描

述为人/使用者—产品/座椅—环境，座椅舒适度设计

是座椅设计的核心内容。 
2）“人”即座椅使用者，是座椅的受众群体，不

同的受众群体的性格类型和角色定位不同，由于受性

格类型和角色定位的影响，使用者对座椅舒适度的生

理感知和受心理感知支配的认知分析存在差异，判定

座椅舒适度设计的有效性和可用性的标准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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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座椅设计是对“坐”及其相关动作进行行为

规划，能够满足“坐”的功能需求，并使其提高就坐

的舒适性和相关任务动作的连续性与有效性，通过座

椅的视觉质感、触觉质感和情感质感等方面进一步提

升座椅视觉感知和使用感知到的舒适度。 
４）座椅舒适度的设计元素分别从视觉感知和使

用感知两方面进行研究，分别体现了座椅的视觉质感

与情感质感和触觉质感与情感质感的融合。座椅的视

觉感知舒适程度主要通过座椅的功能形态、色彩搭

配、材质运用和结构形态来体现，使用感知舒适程度

主要通过材料的物理特性、靠背与座面形成的使用界

面夹角，以及座椅的人机尺寸进行体现。 

4  结语 

可供性描述了在特定环境下人与产品之间的关

系，对产品功能的感知主要包括了视觉感知和使用感

知。舒适度是座椅功能设计的核心内容，现有座椅设

计中视觉感知到的舒适程度与使用感知到的舒适程

度并不能形成匹配关系，因此通过可供性概念与座椅舒

适度设计要素的结合能够解决座椅舒适度存在的此类

问题，以满足使用者对于座椅的审美需求和功能需求。 
现有座椅舒适度研究主要是利用生理测量和心

理测量对于座椅物理特性产生的舒适度进行研究，即

使用者通过就坐后感知到的座椅舒适度，然而缺少座

椅的表面特性即通过座椅的形态、色彩、材质及结构

形式以视觉感知的形式传递给使用者座椅的舒适程

度得研究，本文通过可供性概念的分析，将座椅舒适

度的视觉感知和使用感知相结合，构建座椅舒适度设

计要素模型，并形成座椅舒适度视觉感知和使用感知

间的匹配关系，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而指导座椅舒适度

创新设计。对于视觉感知和使用感知到座椅的舒适程

度与人机工学尺度把握之间的量化分析则是作者后

续的重要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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