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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感性与工学相结合的方法，明确糖果包装设计定位，研究符合现代年轻人的情感与功

能的糖果包装设计。方法 以感性工学理论为指导，广泛收集各个领域的青年人所喜爱的糖果及包装设

计；采用访谈、焦点小组、问卷、专家建议、文献检索等方法，对于需要研究的项目进行充分的资料收

集，获得初步认知，在得到各种品牌的糖果设计的同时选取各种材料的包装设计进行感性评价。统计感

性评价数据，利用数学公式进行运算，分析感性词语与包装设计的关联，最终对糖果包装设计进行创新

与理性的指导。结果 得到一款符合各个领域年轻人需求的糖果包装设计。结论 有助于改变市场上的糖

果包装太过于花哨而忽略了包装实用性与个性的问题，融于感性工学的糖果包装设计也避免了给人留下

刻板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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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pecify the positioning of and study the candy packaging design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emotion and function of modern young people, combined with Kansei and engineering. Guided by the Kansei engineering 
theory, the candy and packaging designs which were popular with young people in various fields were extensively col-
lected. By means of interviews, focus groups, questionnaires, expert advice and literature search, sufficient information 
for the projects to be studied was collected to get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and the packaging designs of various ma-
terials were selected for the perceptual evaluation at the time of obtaining the candy designs of various brands. Perceptual 
evaluation data were counted and calculat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ual words and packaging design, 
and finally carry out the innovative and rational guidance on candy packaging design. A candy design that met the needs 
of young people in various fields was obtained. It is helpful to change the problem that the current candy packaging on the 
market is too garish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ity and personality of the packaging. The candy packaging design in-
tegrated with Kansei engineering avoids leaving a rigid impression on people. 
KEY WORDS: Kansei engineering; young people; candy packaging design; modeling design 

糖果类食品是消费者热衷的休闲食品之一[1]，因

此对于其包装的设计是必不可少的。随着各种需求和

生活品质的上升，市场上对于糖果的消费需求也在不

断地攀升，同时新颖独特的包装也能刺激消费者的购

买欲望[2]。糖果包装在糖果的储存、运输、销售、安

全性的保障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基于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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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的糖果包装设计研究比较少见，大都是关于样

式、功能与品牌效应方面的。感性设计在功能上与消

费者达到平衡，在感性上与消费者形成互动，同时也

使得易用、人性化的方式融入人们的生活当中。运用

感性工学的方式，在产品的功能、材料及色彩上进行

优化再设计，为糖果的外形包装设计寻找新的设计方

向[4]。 

1  研究的过程与方法 

基于感性工学的糖果包装设计的基础研究方法

有文献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社会调查法[5]。感性工

学设计是理性化、科学化方面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之

一，同时“感性工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6]，它随时

代、潮流、时尚和个体、个性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

更难被把握和测量。不过基本的感知过程可以通过现

代技术测量，进而掌握其规律。“感性工学”是将对

产品的感性评价的心理反应进行测量分析，进而把消

费者的感受和心理诉求转化为设计要素的方法，即将

消 费 者 模 糊 的 感 性 意 象 转 化 为 具 体 设 计 要 素 的 技  
术[7]。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新时代年轻人对于包装

的认知不再是只满足包装的基本功能，包装随着时代

的变迁而不断更新，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设计一款符合

新一代年轻人的口味和审美的产品包装，使产品的包

装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真正实现多元化的服

务。基于感性工学的糖果包装创新设计流程见图 1。 

1.1  糖果包装设计定位 

基于感性工学的产品包装设计对于消费者的需

求不同，因此定位也有所不同（图 1），包装设计的

定位分为品牌定位、包装定位、消费者定位等。包装

通过简洁的图形、强烈的色彩与形象的字体起到了很

好的展示作用，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而正确的产

品定位使消费者能迅速地识别产品的属性、特点、用

途等。产品定位要突出本产品和同类产品相比与众不

同的特色，通过包装设计的独创性来被消费者快速识

别进而产生购买欲。 
目前的糖果包装在快销品领域中大多是重视视

觉效果而忽略了实用性、功能性和环保性，因此大多

数糖果包装只能一次性使用而无法循环使用，造成高

消费、高耗能和高排放等问题，在包装设计过程存在

诸如消费观念不可控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失去了低碳

设计的讨论价值[8]。目标用户定位为 20 世纪 90 年代

出生的一批年轻的消费群体，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

力和判断能力，思维活跃，在购买食品的过程中具有

反传统的思考与追求个性化的行为。 

1.2  糖果包装的样本选取 

对商场各个样本进行社会调研和功能性分析，进

一步收集、归类、整理品牌的宣传手册，初步得到糖

果包装种类一百二十种，经过进一步的筛选和归类， 

 
 

图 1  基于感性工学的糖果包装创新设计流程 
Fig.1  Framework of candy packaging innovative  

design based on Kansei engineering 
 

得到十五种不同类型的包装样本，选取社会调查示例

见图 2，其中包含纸质包装、塑料包装、铁盒包装及

功能化的实用包装，由于视觉要素占包装设计的比重

偏大，所以保留其原有色彩以方便观察。 

1.3  感性语义空间的建立 

1.3.1  确定感性词语 

首先从各个方面收集感性词语，从广告、报道、

文献、画册、网络中提取感性词语。找出频率较高的

感性词语进行分析、筛选、分类，最终统计得出排名

靠前的六个感性词语：“有个性的”、“有文化内涵

的”、“简洁的”、“易用的”、“美观的”、“环

保的”。通过网络和线下调查选出五十种糖果包装样

式，然后通过调查小组进行评选，最终选出十五种包

装案例，对其十五种包装样式的六个感性词语分别进

行问卷调查。 

1.3.2  语意差异法（SD 法）测量 

对于感性词语样本评价较高的数值为“+”，对于

感性词语样本评价一般的数值为“0”，对于感性词语

样本评价较差的数值为“–”。对糖果包装的十五个样

本使用七级语意差异分量法[9]，制作问卷调查见表 1。

对得到的六个感性词语进行反义词配对，选取四十名

在校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男女比例不限，纸质调查

问卷全部有效收回。 

1.3.3  分析结果 

对于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用 Excel 进行处理，

得出其感性评价的平均值，见表 2。 
依据分析绘制十五个样本在各个感性词汇下的

平均值折线图见图 3。 

1.3.4  将感性评价转换工学尺度 

课题小组和老师用形态分析法对糖果包装设计

元素进行分析，提取其最为重要的设计要素，并对其

进行分析和筛选，从而将设计要素分成三个独立项

目，如视觉要素、内包装、外包装；其次对三个设计

要素的元素类目进行细分，比如视觉要素可分为文字

设计、颜色搭配、素材选择、视觉空间和主次分层，

以此确定糖果包装的设计要素分类及结构，糖果包装

的主要设计要素提取，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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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选取社会调查示例 
Fig.2  Selected social survey examples 

 

表 1  调查问卷示例 
Tab.1  Questionnaire example 

正面感性词汇 非常 比较 稍微 一般 稍微 比较 非常 反面感性词汇

个性化 3 2 1 0 –1 –2 –3 大众的 
有文化内涵 3 2 1 0 –1 –2 –3 通俗易懂的 

简洁性 3 2 1 0 –1 –2 –3 复杂性 
方便性 3 2 1 0 –1 –2 –3 不方便性 
美观性 3 2 1 0 –1 –2 –3 丑陋性  

包装样本 2 环保性 3 2 1 0 –1 –2 –3 不环保 
 

表 2 样本均值统计 
Tab.2  Sample mean statistics 

感性词汇 
样本编号 

有个性的 有文化内涵的 简洁的 方便的 美观的 环保的 
样本 1 –1.10 –1.63 –0.36 1.36 0.72 0.27 
样本 2 0.09 –0.27 –0.45 0.45 1.09 1.00 
样本 3 –0.35 –1.09 –0.09 0.90 0.81 0.18 
样本 4 0.45 –0.45 0.18 0.91 1.09 1.45 
样本 5 –1.63 –2.09 0.63 1.09 0.18 0.72 
样本 6 0.90 0.18 –0.09 –0.27 1.36 0.18 
样本 7 1.72 –1.90 0.72 0.18 –0.63 –0.09 
样本 8 0.63 –0.54 0.63 0.81 0.36 0.45 
样本 9 0.36 –0.63 0.18 1.36 1.00 0.72 

样本 10 0.63 0.54 –0.09 0.45 1.54 –0.81 
样本 11 –1.45 –1.54 –0.09 0.63 1.09 –0.18 
样本 12 –0.09 –0.63 –0.72 0.90 2.00 –0.90 
样本 13 –1.09 –1.36 0.90 0.72 0.81 0.54 
样本 14 –1.45 –1.27 0.54 1.18 0.09 –0.18 
样本 15 –0.36 –1.36 –0.63 –0.45 0.36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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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样本均值折线图 
Fig.3  Samples mean line chart 

 
将感性评价尺度转化为工学尺度的过程中，通过

SPSS 建立样本感性语义平均值和设计要素的多元性

线性回归方程[10]（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采用多元性线性回归方程、数量化 I 类理论等方法[11]

来建立感性语义与糖果包装设计要素之间的关系，以

感性评价平均值为因变量，糖果包装设计要素为自变

量，建立多元性线性数学模型： 
Y=g11c11+g12c12+g13c13+g14c14+g14c15+g21c21+g22c22+ 

g23c23+g24c24+g31c31+g32c32+g33c33 +m  (1) 
在上式当中，y 为感性语义评价平均值：gij 为自

变量的权重系数，cij 为设计要素；m 为常数项值。 
对于模型的求解可应用 SPSS 统计软件，以十五 

 

个糖果包装的设计要素值为自变量，感性语义评价平

均值为因变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与偏相关系数

分析得到的结果包括决定系数、偏相关系数、常数项、

类目得分等数据，整理后得到相关信息的数据表，设计

要素与感性词汇“个性化”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见表 4。 

2  结果分析与创新设计指导 

由表 3 分析结果可知，偏相关系数代表着每一个

项目对感性语义的影响程度，数值越大，对其设计要

素的影响就越大。对于表 2 中的感性词语，各项类目

的影响程度可作为创新设计的参考元素，类目得分代

表着每个类目对感性语义的影响和方向。由于糖果包

装设计的设计要素偏向于“个性化”，所以不同的个

性化的图片与文字在设计中的运用能给消费者带来

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同理，其他感性词语对于包装

创新设计亦可起到指导作用，由此得到感性语义评价

“个性化—大众化”与糖果包装设计的之间的回归  
方程： 

Y个性化=0.414c11–0.049c12+0.358c13+0.244c14–0.008c15+ 
0.121c21+0.168c22–0.048c23–0.096c24+0.026c31+ 0.085c32– 
0.187c33–2.771 (2) 

为验证上述方程的有效性，可以重新选取样本，

进行问卷调查，将调查所得的数据与上述方程计算所

得的数据进行 T 检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其显著性水

平大于 0.05，没有显著性差别，因此是合理的。 

表 3  主要设计要素提取 
Tab.3  Extraction of main design elements 

项目 a 视觉要素（a1） 内包装（a2） 外包装（a3） 

类目 c 
文字 

设计 c11 
颜色 

搭配 c12 
素材 

选择 c13 
视觉 

空间 c14 
主次 

层次 c15

包装 
结构 c21

包装 
材质 c22

包装 
方式 c23

包装 
空间 c24 

包装 
结构 c31 

材料 
选择 c32

包装 
形式 c33

 
表 4  设计要素与感性词汇“个性化” 

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 
Tab.4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ign 

elements and the sensible vocabulary “individuation” 

类目得分 
项目 类目 

偏相 
关系数 个性化 大众化 

文字设计 0.414 — 
颜色搭配 — –0.049 
素材选择 0.358 — 
视觉空间 0.244 — 

视觉要素 

主次层次 

0.487 

— 已排除 
包装结构 0.121 — 
包装材质 0.168 — 
包装方式 — –0.048 

内包装 

包装空间 

0.348 

— –0.096 
包装结构 0.026 — 
材料选择 0.085 — 外包装 
包装形式 

0.273 
— –0.187 

根据以上结论可对产品设计进行指导，基于感性

工学的方法可以帮助设计师创造出消费者所需求的

产品包装，为以后的设计提供更合理的依据。 

3  糖果包装设计实例 

3.1  设计构思 

综合上述分析，特别是基于感性的意象与设计要

素之间的关系，根据上述调查研究的感性词语：“个

性化”、“方便性”进行设计构思与创新。预期的感性

设计目标为方便、个性、简洁和绿色。实用新型包装

设计的目的在于方便携带和贮藏，包装设计的实用价

值与审美价值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简易包装的

使用不仅可以方便消费者在使用过程的存放问题，还

可以减少与手的接触，进而减少了手上细菌进入口内

产生疾病的风险，满足健康绿色的包装需求。 
通过长条形的牛皮纸包装可以方便携带和贮存，

采用两层包装，在封口处两边各有一个小口方便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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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包装步骤分析，见图 4），外层包装采用封带

条封口防潮、抗撕。内层包装采用长条的圆柱形包装，

齿刀线把圆柱包装分成十个分段，每个分段之间储存

一个糖果，形成每层都可以剥离的简约概念设计，而

剩余的部分糖果则留在包装内方便下次食用。 

3.2  设计材质及外观 

糖果包装设计的外观设计采用再生牛皮纸，牛皮

纸易于腐化，可减少空气污染，而且还能回收再利用、

造价低廉，同时还能使包装设计造型简单、自然环保、

线条明晰。而为了造型上的简洁，将方案细化为长条

的简约造型，操作简单，容易携带和贮存，还可重复

利用。此外，还对其感性词语的精确定位进行了设计

考虑，最终演变成糖果包装的造型，见图 5-6。 
 

 
 

图 4  步骤分析 
Fig.4  Step analysis 

 

 
 

图 5  外包装效果 
Fig.5  Outer packaging effect 

 

 
 

图 6  内包装效果 
Fig.6  Inner packaging effect 

通过两层包装对糖果进行严密的包裹，除了能减

少与空气的接触，而且在使用的过程中，以及大量的

实验性和重复性的检测中，发现包装内的细菌含量在

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提升

了生活品质。与传统的包装产品相比，该款包装采用

极简的造型和视觉效果，牛皮纸具有抗皱的特点，放

入包中或者其他地方也不易变形，从而不影响美观。

内部包装采用隔层分区的方法隔开糖果和糖果之间

的接触，以及未食用糖果和手的接触。这对于包装的

个性化和简易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使包装更适用于

感性的特质。 

4  结语 

糖果包装的设计及形态对其视觉产生重要影响，

糖果的设计元素所带来的视觉体验很难被测量和表

现出来。针对糖果包装的形态分析，通过感性评价及

调查问卷结合数据分析的方法，进行包装设计创新性

研究。包装设计的多样化，使得人们较难对其流行趋

势进行把握，因此引入感性工学，利用感性工学对消

费者的心理进行测量，以这种情绪量化的手段客观地

分析消费者的需求，架起设计师与消费者之间的桥

梁。从感性工学的角度展开分析，获取更多实质性的

数据，扩展糖果包装设计方面的研究与探讨，为设计

提供更有利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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