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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感需求的小户型阅读家具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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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运用情感需求理论对年轻人所居住的小户型阅读家具进行设计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分析年

轻人情感需求的三个不同层次，即本能水平、行为水平、反思水平，充分了解近年来年轻人从大学毕业

步入社会后十年内所居住的小户型空间现状及阅读家具所存在的问题。其次，提出基于情感需求的小户

型阅读家具设计策略，探索如何才能更好地针对小户型居住环境，对阅读家具进行优化设计。最后，在

此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具体设计案例实践，针对性地设计了满足年轻人情感需求的具备储存、摆放、

书写等功能的阅读家具。结论 利用情感需求理论对小户型阅读家具进行设计是行之有效的，在其指导

下能很好地创造出富有“情感语言”的作品，使作品无论在视觉、使用功能及文化涵养上都能得到很好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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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Small Household Reading Furniture Based on Emotional Needs 

ZHONG Guang-ming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the design of the reading furniture for young people living in small household 
with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needs. Firstly,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young people’s emotional needs (namely, instinct 
level, behavior level and reflective level) were analyzed to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mall 
household space and the problems of reading furniture for the young people working for ten years after graduation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trategies for the design of reading furniture for small household based on emotional needs 
were put forward. Then, how to better optimize the design of reading furniture for small household residential environ-
ment was explored. Finally, the concrete design case practice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theory, and the 
reading furniture which satisfied the young people’s emotional needs and had the functions of storage, placing and writing 
was designed specifically. It is effective to design the small household reading furniture with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nee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theory, the works rich in “emotional language” can be well created, so that they can be 
well reflected in visual performance, use func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KEY WORDS: emotional need; small household; reading furniture; effective 

随着社会房地产的步步升温，刚步入社会的年轻 人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为了满足对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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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追求的年轻人的需求，小户型越来越受到追捧。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小户型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大

约在 2000 年的时候，一些高品质小户型房屋出现在

市场上，并且它们的销售情况良好，受到了消费者喜

爱，也因此引起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关注。由于小户型

项目有着价格经济、实惠，所处地段大多较好等优势，

所以在全国各地备受欢迎[1]。在空间布置上，小户型

比较紧凑，一般很难设置独立的书房，因此，通过充

分分析年轻人的情感需求，对阅读家具进行合理、巧

妙的设计显得尤其重要。 

1  年轻人对小户型家具的情感需求 

由于成长环境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年轻人在消费

心理与行为特征方面，同其父辈们相比亦存在着巨大

的不同[2]。从大学毕业步入社会往后的五到十年，大

多数年轻人仍处于事业起步阶段，如果单靠其个人能

力，很难在中大型城市购买到大户型的房屋，因此，

对这部分对生活质量有追求的年轻人来说，小户型成

为了一个很的选择。情感化设计基于以人为本的原

则，通过合理地设计和搭配产品的造型、色彩及材质

等元素，使消费目标人群在生理和心理上对产品产生

共鸣，在情感需求上得到满足。唐纳德·诺曼在《情

感化设计》中提出了情感三原则，他认为人的情感体

验来源于情感产生的三个水平，即本能水平、行为水

平和反思水平[3]。这三个水平是相互影响的。在逻辑

层次关系上，本能水平侧重产品的外形，它是行为水

平与反思水平的起点，并且在进行本能水平设计时，

就应该考虑到行为水平，甚至反思水平的设计。行为

水平则要考虑产品的功能、效用及乐趣等。而反思水

平是在本能水平和行为水平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情感

需求的 高层次。相对于反思水平来说，本能水平和

行为水平产生的情感更为快速，反思水平需要经由用

户个人的文化知识储备、生活阅历等因素作用，才能

慢慢地引起人们的思考，且更深层次地打动人心。笔

者正是从这三方面入手，分析年轻人在小户型家具方

面的情感需求。 

1.1  年轻人对小户型家具的本能水平情感需求 

人们在第一次接触优良的产品时，会因为视觉感

官的影响和刺激对其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本能水

平设计中 重要的是要打动人心，带给人们愉悦的感

受[4]。本能水平强调的是产品的色彩、造型、肌理感

等元素给人的感觉器官带来的 直接反应，这是一种

发自人体的 原始的本能情感感应，如人们对美丑

直观的认识正是由于本能水平的直接作用。本能水平

的好坏决定了一件产品是否能在第一时间打动人心。

对小户型家具来说，基于家具产品本身的定位在于户

型的“小”方面，如何让这类家具能与这个“小”空

间进行更好的融合，同时保留个性，这就需要从家具

的色彩搭配、形体大小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绝大多

数有主见的年轻人既不像中年或老年人一样，追求有

一定历史沉淀感的产品，也不像更为年轻的青少年，一

味地追求新鲜感、时髦感，他们所追求的设计元素更

多强调的为理性化的一面，如在色调、形态方面，他

们更喜欢有所“收敛”。 

1.2  年轻人对小户型家具的行为水平情感需求 

家具 基础的作用就是实现其功能，从而为人们

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体验 [5]。家具设计要以人为中

心，除了要在视觉上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之外，更重

要的是要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体验到使用的乐趣、实

用性与易用性。家具行为水平的设计不能脱离使用环

境独立存在，应该将家具充分融入使用环境中进行综

合考虑。对年轻人来说，小户型家具应该充分考虑到

整个家具的体量，对其进行多功能化设计，如可折叠、

可隐藏，功能的切换、重组，甚至智能化等。虽然年

轻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但是设计师要掌握

好设计尺度，务必避免在设计中盲目地“堆砌”功能，

强制加入一些不必要的功能，使其变为一种摆设，甚

至为一种累赘。 

1.3  年轻人对小户型家具的反思水平情感需求 

反思水平作为情感需求的 高层次，是在满足本

能水平、行为水平后的进一步提升。本能水平更多地

体现在外观上；行为水平更多地体现在使用功能上；而

反思水平是在人们欣赏、使用产品愉快的情况下，由

产生的情感共鸣所引发的思考与情绪变化。反思水平

在家具设计上应该充分考虑家具所传达出的情感诉

求，让用户真正“爱”上这个设计。作为在视觉审美

体验上 为敏感的群体，年轻人对美的追求不落俗

套，不会与时尚脱节，也不会被世俗牵着鼻子走。再

加上这类群体大多都受过一定的教育，具备一定的知

识储备及文化鉴赏能力，因此，他们会更为注重有内

涵且有时代感的产品。小户型家具本来在体量上已经

不那么“引人注目”，在对年轻人使用的小户型家具

进行设计时，更应该把文化元素充分注入产品中，让

家具散发出文化气息。 

2  阅读家具存在问题分析 

目前阅读家具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公用；一

类为私用，即家用。公用的场所主要有图书馆、学校、

书吧、书亭等。私用主要为家庭使用。目前，公用阅

读家具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1）设计缺乏个性与理

性；（2）设计色彩较为大众化，对目标人群的定位不

准确；（3）功能较为单一。家用的阅读家具主要围绕

书房来展开，并且更多是以传统书房的布局方式为

主。现代书房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封闭型、敞开型与兼

顾型。封闭型更加适合大户型，敞开型和兼顾型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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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中较为常见。封闭型指书房与其他房间完全分

开，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空间。这种类型的书房受其他

房间的干扰较小，可使用户提高工作效率，因此，比

较适合作为藏书型和工作型的书房。当用户在使用此

类书房时，能不被其他环境因素所影响或打扰，专心

完成自己的事，此类书房是对传统书房的继承[6]。虽

然敞开型书房与其他房间有一定的分隔与限定，但是

由于其户型的制约，一般还是会与其他房间直接相

通， 多为了通风透气进行形式上的间隔。兼顾型书

房则和卧室融为一体，或书房和客厅融为一体。刚刚

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通常居住的是这类型的小户型房屋。 
一般来说，传统的阅读家具更多为“书柜+书桌+

椅”这种常见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家具搭配所占的空

间较大，并且比较大众化，因此，既不适合在年轻人

所居住的兼顾型小户型房屋中使用，更不符合年轻人

追求个性化、文化韵味的情感需求。由此可见，设计

针对年轻人情感需求的小户型阅读家具是有必要的。 

3  基于情感需求的小户型阅读家具设计策略 

阅读家具创意设计主要包括家具形态设计和家

具功能设计。通过上文分析的年轻人对小户型家具的

情感需求及目前阅读家具所存在的问题，现提出基于

情感需求的小户型阅读家具设计策略如下。 
1）在基于情感需求的小户型阅读家具的形态设

计方面，家具形态设计必须考虑家具的色彩形态、造

型形态及材质形态。对年轻人阅读家具造型进行个性

化设计时，应该综合考虑年轻人的情感在这三方面的

需求来展开。然后，紧紧围绕所需设计的阅读家具的

主题，创造出符合年轻人居住的小户型装饰风格、户

型空间布局的阅读家具。 
2）基于情感需求的小户型阅读家具的家具功能

设计应重视“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年轻人的

阅读需求，例如，是否需要放书籍的空间，是否需要

空间摆放一些小物品，是否需要一些辅助功能来满足

年轻人阅读之外的其他附加要求等。此外，由于小户

型限制了家具的体量，所以如何更为“紧凑”、合理

地设计阅读家具，使其能够功能互换，显得尤其重要。

家具功能结构的实现方式可以是现代化的五金连接

件，亦可为改良传统的榫卯结构，因此，要充分考虑

年轻人行为水平的情感需求，使 终的设计产品好

用、易用，甚至让用户喜欢用。 
3）此外，人机工程学的合理应用也是必不可少

的，应充分考虑阅读家具所处的人机环境因素和阅读

家具的尺寸、舒适性，以及年轻人的行为习惯。例如，

在人机尺寸方面，阅读家具的椅面座高一般以 43 cm
为临界点，越低于 43cm 则阅读椅的舒适感越强，越

高于 43 cm 则阅读家具的工作性质越强。另外，若阅

读家具具有摆放书籍或相关小物件的功能，则应该考

虑摆放书籍的相关尺寸和小物件尺寸，以便进行更好

的空间规划。 

4  基于情感需求的小户型阅读家具设计实践 

4.1  设计定位和构思 

基于情感需求，笔者进行了小户型阅读家具的设

计实践，其人群定位主要为刚从大学毕业，步入社会

工作年限较短，并且居住于小户型房屋，对文化有一

定追求的年青人。正如上文设计策略中所提到的，在

对年轻人阅读家具的造型进行个性化设计时，应该综

合考虑年轻人在本能水平、行为水平、反思水平这三

方面的情感需求来进行展开，因此，从情感需求的本

能水平设计来说，本案例产品在外观方面定位为简洁

大方、现代感较强的设计风格，这样不仅能很好地与

其居住环境的绝大部分装饰风格相匹配，而且能符合

大多数年轻用户的审美需求。从情感需求的行为水平

设计来说，本产品的使用功能不求多，但求精，不应

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应该主要以阅读为主，同时，具

备一定的书写记录功能。家具结构以简洁的中国传统

榫卯结构为主，并且为了适合小户型居家环境，家具

的体量应较小，且易于搬动。从情感需求的反思水平

设计来说，本产品要唤起年轻用户的共鸣，唤起他们

内心深处对产品的情感与热爱，因此，本产品主要从

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挖掘更深层的内在。 

4.2  设计灵感来源与演变 

根据上文对产品的设计定位与构思，为了在外观

上满足年轻人对小户型家具的本能水平情感需求，在

使用功能上，满足年轻人对小户型家具的行为水平情

感需求，在文化内涵上，满足年轻人对小户型家具的

反思水平情感需求，故本方案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

传统文化，设计主题也紧紧围绕其相关题材展开。经

过考量， 终决定由中国传统文字入手，并且选取篆

体字中有“马到成功”寓意的“马”字来进行深入设

计，这也正好与“通过阅读使年轻人知识储备更为充

实，促使年轻人走向成功，更进一步”的寄意相吻合。

此外，篆体“马”字在造型上显得很空灵，其笔画的

构成纵横交错，正好适用于阅读家具中书籍摆放空间

的规划设计。在经过大量草图的绘制及推敲后，得到

本方案的造型侧视轮廓，设计思路演变过程见图 1。此

外，由于本产品的阅读、工作两重功能可以相互转换，

因此，笔者 终将本产品命名为“Also Workbench”，

即“也是工作台”的意思。本方案阅读家具的造型元

素通过对篆体“马”字进行提炼，得到了意象形态的

共鸣。 

4.3  “Also Workbench”最终效果 

经过上述理论分析及设计灵感来源、草图绘制等

步骤后，获得本案例的 终效果，见图 2。此外，由

图 2 可见，本案例有两种可切换状态，第一种为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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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设计思路演变过程 
Fig.1  Evolution process of design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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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终效果 
Fig.2  Final effect 

 

 
 

图 4  操作过程 B 
Fig.4  Operation process B 

 
 

图 3  操作过程 A 
Fig.3  Operation process A 

 

 
 

图 5  产品使用时的不同状态 
Fig.5  Different states during product use 

 
阅读式的状态（见图 2a、图 2b），第二种为可书写状

态（见图 2c）。通过图 2 亦可看出，从年轻人情感需

求的本能水平层面来说，对产品外形设计采用了简

洁、大方、利落的设计手法，使 终成品现代又耐看，

还不会显得浮夸。 

4.4  “Also Workbench”产品操作过程和功能分析 

对年轻人所面对的小户型居住环境来说，家中摆

多一个家具都可能造成居住空间的拥挤，因此，本案

例遵循“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充分考虑年轻人的

阅读需求。为了实现功能的 大集合化，将桌子的功

能融合到阅读椅子中。经过推敲设计，将椅子的靠背

板设计成一个共享平台，需要时可以将其拆卸出来，

安装在阅读椅的后背顶板中。这种安装模式的灵感来

源于中国传统的燕尾榫，拆装方便又不容易脱落。操

作过程 A 见图 3，阅读椅背板背面的燕尾榫簧可以通

过榫槽进行上下滑动取出或插入。操作过程 B 见图 4，

阅读椅背板可以拆出来，通过靠背后面 上层面板的

榫槽滑进去，从而充当写字台。从年轻人情感需求的

行为水平层面来说，这种用法是易懂、易用的，不用

通过复杂的机构即可被实现，年轻人通常愿意采取这

种模式，同时，能使他们充分领悟到中国传统榫卯结

构的巧妙之处。另外，如上文的设计策略中所提到的，

人机工程学的合理应用是必不可少的。产品使用时的

不同状态见图 5，此阅读家具由多个间隔的置物空间

组成，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对人机工程学相关知识的

合理应用，其置物空间左右通透，方便用户从两边取

出书本或其他物品。座面下端的大空间主要摆放用户

近感兴趣的书籍，其他空间则可以摆放尺寸相对较

小的书籍、笔记本、杯子或其他小物品。当单纯地需

要阅读时，用户的背部可以靠在背板上；当用户需要 
书写时，可以切换为书写模式，此时，只需其转过身，

采用“拥抱”坐姿即可，这样既具有趣味性，也具有

多功用性。 

4.5  “Also Workbench”产品材料分析 

相较于实木，竹集成材具有天然材料的优势，加

上经过特殊加工，其力学性能优良，是替代实木的

佳再生材料[7]。在我国，竹资源是非常丰富的[8]。竹

子生长周期短，绿色环保，可以回收利用。自古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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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竹集成材 
Fig.6  Glue-laminated bamboo 

 
竹就有君子之称，同梅、兰、菊并列为四君子，并且

它常被用来代表自强不息的人格品质。宋代苏东坡曾

云：“食者竹笋，居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

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9]。”竹在古代就已经

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材料，价值地位极高。英国著

名学者李约瑟也曾说过：“东亚文明乃竹子文明。”此

外，中国文人墨客与竹子也结下不解之缘，他们经常

借助竹子来抒发自己不媚权贵、恪守淡泊、正直的人

格和情操。利用竹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和精神内涵，

可与用户产生情感上的共鸣[10]。竹文化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典型代表，能很好地在反思水平满足年轻人情

感需求，熏陶年轻人的文化内涵情操。 
在结构上，本设计案例主要采用中国传统榫卯结

构，在实际生产产品时，必须对所用材料进行刨、铣、

钻等加工，因此，选取竹集成材作为产品设计制造材

料。竹集成材根据不同的组胚方式及不同的工艺处理

方式，主要分为本色平压、本色侧压、碳化平压、碳

侧压、马赛克及斑马纹等类型。在搭配方面，本阅读

椅主要采用本色平压和班马纹这两种材料，竹集成材

见图 6。其中，本色平压竹集成材的线条宽松，呈现

出朴实天然的特点；而斑马纹集成材碳化与非碳化的

排列组合显得更为活跃，将这两种材料以合理的比例

进行搭配，使产品的视觉效果更为平衡，不会显得过

于跳跃，从而符合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4.6  “Also Workbench”细节展示 

本案例的设计细节见图 7。对传统燕尾榫的创新

应用不仅是此案例的细节亮点，而且是使靠背背板成

为共享平台的途径。 

5  结语 

基于情感需求的小户型阅读家具设计研究结论

如下。第一，作为年轻人居住的首选户型，小户型空

间受其居住环境的客观条件制约，同时，由于年轻人

固有的文化素养和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使阅读家具 

 
 

图 7  设计细节 
Fig.7  Design details 

 
成为研究的必要课题。第二，作为在绝大部分时间内

与人为伴的生活必用品，家具不应该只提供简单的

坐、卧、储存，甚至摆设等功能，设计师有义务赋予

其美好的情感，让其拥有个性，从而为人们营造美好

的生活景象，让人们的生活充满诗意与温情，因此，

对需要设计的家具类别进行准确的分析、定位，根据

其所对应的消费群体，只有针对性地分析情感需求，

才能更好地设计家具。第三，通过笔者的实践证明，

只有充分了解年轻人情感需求的本能水平、行为水

平、反思水平，以及紧密地结合小户型房屋客观存在

的问题，才能够有针对性地挖掘，设计出具有“情感

语言”的作品。第四，在指导设计时，情感需求的本

能水平、行为水平、反思水平并非孤立存在的，它们

相互影响、作用，三个层次有序的递进能使设计的产

品更为“丰满”，更加符合用户的情感需求。然而，

在进行产品设计时，这三者并非总是严格按照前后顺

序来进行的，在少数情况下，根据设计产品的实际状

况，三个层次可能相互交叉，甚至跨越正常顺序，颠

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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