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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无意识设计的研究现状、成果及研究趋势，阐述具身认知和无意识行为的形成机制和特点，以及其

在产品和交互设计中的运用价值。分析探究两者在设计方式上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具身认知

与心智模型的关系模型，并探索运用无意识行为进行设计的方式和意义。结论 具身认知使得对于无意

识行为的研究应用不再局限于外显的身体行为表象。进一步探究身体行为和动作的认知价值，为设计提

供了新的实践方向。明晰心智模型、无意识行为与具身隐喻的关系，提出探索普遍共有的无意识行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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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nscious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HE Can-qun, LYU Chen-che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value and method of unconscious behavior design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bodied cognition and unconscious 
behavior and their application value in product and interaction design were expound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result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and unconscious design. The relevance of 
them in design methods was analyzed and explored. On this basis, the model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bodied 
cognition and mental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methods and significance of design with unconscious behavior were 
explored. Embodied cognition makes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unconscious behavior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ex-
plicit physical behavior, but further explores and considers the cognitive significance of physical behavior and acts, which 
provides a new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desig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ental model, unconscious behavior and embodied 
metaphor are clarified. The common unconscious behaviors are explored for product and interaction design, which will 
improve interaction efficiency, product usability and user satisfaction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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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具身认知理论证实了身体

及身体活动的认知作用，而事实上人们生活中 95%的

身体行为是无意识行为。无意识行为是最直接、最自

然的行为方式，与人们的心智模型高度锲合。基于心

智模型，研究无意识行为对交互设计的价值，充分体

现以人为本的设计出发点，将无意识行为进行合理地

隐喻运用到设计中，得以提升交互体验感。 

1  具身认知 

1.1  研究现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认知科学又一次掀起一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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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认知革命——具身认知，其最早源于心理学家吉布

森在 1979 年提出的知觉生态学理论。这一理论表明

心智和认知是涉身的，是在大脑、身体和环境的交互

作用中形成的，人的行为、心智、环境是一体的，认

知与具身的结构和活动图式内在联结[1]。具身认知是

一个涉及哲学、神经科学、认知人类学、人工智能等

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课题，该理论是对传统的离身认

知即身心二元论观点的反对，既不同于着重研究外显

行为而忽略内隐意识的古典行为主义，也不同于专注

研究人脑工作机制的认知科学。具身认知强调身体对

心智具有塑造作用和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和整体

性，身体的感知觉和动作体验决定了意识和认知的结

果[2]。据此 Chidekel 也证实了动作认知是一种身体与

环境互动而形成的认知模式[3]。具身认知理论的提出

和实验验证为“体认世界”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具身认知倡导探究身体的感知觉运动系统、神经

系统和环境的整体性以及其交互作用对认知过程产

生的影响，主张分析研究身体、动作以及情境的耦合

作用。在具身认知的视角下，行为、知觉都是认知产

生与形成的来源，而随着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这一理

论得到神经科学的进一步佐证。身体相关的行为动作

和感觉运动能力决定了个体的认知世界，身体是人们

对事物认知与理解的载体[4]。由此可见，知觉、行为

和认知依赖于身体并相互影响着。目前，具身效应、

行为学和神经科学的相关成果已经证实身体的行为

动作与认知过程存在一定关联性，但以行为动作为变

量研究具身认知还处于初级阶段。身体经验于社会认

知是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现阶段能为身体动作的认

知神经机制研究提供相对成熟证据的领域主要集中

于知觉和情绪[5]。 
当前，国内外对于具身认知的研究尚集中在理论

层面，研究的内容和方向也限于生理和神经机制等一

些微观研究领域。具身认知强调身体和环境的交互作

用，是研究身体经验、身体知觉对于认知作用的影响，

但已有的研究成果缺乏对感知觉、动作行为、环境的

整体性分析和实践性研究。对具身认知的实际应用案

例较少且几乎集中于教育与教学领域，在其他领域的

应用性研究和实践案例匮乏。 

1.2 “具身”的认知方式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可将具身视作隐喻的一种

认知方式。Richards[6]认为隐喻实质就是把两个认知

上具有关联性的事物放在一起，对于其相关性的理

解，就是隐喻产生的意义。Lakoff[7]提出了“概念隐

喻”的观点，把具身认知引入对概念隐喻的分析，并

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思维方式。具身作为人们思维认

知、行为发生和隐喻构建与理解的基础，是人们感知

世界的重要途径。具身隐喻以具身经验为基础，重复

的具身体验就形成了人们对相似行为和知觉的认知

理解和体验。Zhang[8]通过实验验证了人们在环境中

的行为感知体验会与情感和行为倾向实现映射匹配，

甚至启动效应。Lakoff[9]也指出隐喻是同各种身体经

验紧密关联，而隐喻的意象图式就是具身的认知结

构。Kacinik[10]让被试在判断动作隐喻语义句子的同

时进行其描述的相应动作，并设置对照组。结果表明，

与隐喻相对应的动作使被试对该刺激的语义判断更

准确。语义、行为的匹配与重复实践的具身经验相关。

隐喻影响着个体的行为模式，是促进身体产生相应行

为的指引性因素，也促进了对物理世界和抽象概念的

理解。 
国外对于隐喻的研究基于神经学和心理学实证

基础，提供了隐喻具备认知价值的重要依据。但研究

理论与其他领域的实践运用研究相结合的案例也较

缺乏。 
在国内，孟伟[11]为理解人类认知活动提供了一种

新方案。具身认知使“体认世界”的方式得以证实，

而隐喻使“体认世界”得以实践。范琪[12]提到作为源

域，环境与身体的交互产生了意象图式和经验基础。

人们关于空间“左”和“右”、“高”和“低”的身体

体验，被引申扩展到非空间的价值趋向和情绪态度等

隐喻性抽象概念。除了语义学层面，郑林欣[13]还提到

隐喻在视觉、形态层面的运用，将传统文化中对于色

彩和图纹的感知所形成的认知经验加以运用，如红色

代表喜庆，云纹代表吉祥；提出将具有文化识别功能

的动作作为喻体映射到操作方式上，针对产品形态进

行动作隐喻设计。苏得权[14]明晰隐喻的具身性和具身

隐喻概念，倡导进一步分析身体经验与抽象概念如何

形成隐喻联结及其互相影响的机制。 
隐喻与具身密不可分。身体是隐喻的基础，隐喻

的建立与人们的身体经验、身体结构、个体自我的感

知觉等元素紧密关联，其利用具体的身体体验经验形

成身体图式，通过身体的认知经验与抽象属性的映

射，以此实现具身的共情感知和体验，从而完成对抽

象概念的理解。目前具身隐喻的研究局限在语义学层

面，对于身体与隐喻形成的相互影响以及隐喻的应用

研究缺乏理论框架指导。 

1.3  具身认知的设计方法 

Gibbs[15]指出身体是人们拥有的客观事物，认知

的形成与身体的各类知觉行为体验密切相关。心智内

容取决于身体结构，不同身体倾向将产生不同的思维

方式[16]。身体是人们思维认知的基础来源。而随着与

环境的交互和动作行为的发生而产生了相关认知，这

一过程是无意识的。 
具身认知提醒设计师充分考虑身体交互、感官体

验和环境对设计的价值。具身的运动和感知是人们理

解高低、大小、轻重、色彩、声音、光照等概念和其

价值意义的来源，同时也决定着人们认知事物的思维

方式和情感态度。而环境供给人们肢体行为和感知变

化产生的可能和动机。某种元素一旦与感知和身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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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联系，那么当再次接收到相似的刺激时，人们就会

激发先前的认知经验。此外，工效学的研究也指出，

行为动作耗费最少的资源实现任务目标。将具身的行

为动作和感知经验隐喻到设计中，合理地引导、提示

行为或操作方式，提高产品的交互性或增加感知上的

体验及反馈，既能实现任务目的，又能相应地减少用

户的认知负荷。 

2  无意识行为研究 

2.1  无意识行为的形成 

无意识行为并不是人们毫无缘由、漫无目的的行

为动作，它是指在任务和环境的限制和刺激下而做出

的行为反应，却无法解释作出这样行为的原因。无意

识行为体现在用户与产品和环境交互过程的细节之

中。意识与无意识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往往人们在经

过一些有意识的行为后，这些行为经验和具身记忆会

储存在人们的无意识中，使得再次经历相似情境时就

会快速激活之前的行为记忆而进行动作反应。而这样

的过程就是意识行为与无意识行为的相互转化过程。 
无意识行为可以分为先天性无意识行为和社会

性无意识行为。前者大致可以定义为一种本能的肌肉

反应和生存知觉，如碰到烫水时人的手会迅速往回

收；遇到危险时，人本能会身体蜷缩。后者则与经验

和习惯息息相关，例如运用长按的手势可以触发手机

APP 的多重功能选项弹出，学习到这样的经验后，使

得用户在接触其他类似操作情境时就会进行相同的

动作反应。无意识行为非常地细节化，尽管无意识难

以捕捉，但可以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行为表现中观察

出来。 
无论先天性无意识行为还是社会性无意识行为，

其行为动作的产生都是基于其他一些外在因素的刺

激和触发。行为的产生是身体与环境交互的结果，即

环境中存在的某些因素促进了身体产生某些行为动

作。因此，无意识行为的产生与人的生活经验有关，

同时也与环境供给的行为可能性有关。 

2.2  研究现状和方法 

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佛洛伊德提出人的行为有很

大一部分是属于无意识的行为。无意识行为是一种直

接、无需加以思考的直觉行为，是行为过程中瞬间完

成的动作反应。 
深泽直人和 Jane[17]较早对无意识行为设计进行

研究，并通过观察法对无意识行为进行记录和运用。

黄甜[18]、黄永杰[19]从无意识行为的促因出发对无意

识行为进行研究。沙春发[20]依据无意识行为促因的匹

配性对行为进行有逻辑的排序和分解，提出理性推演

的无意识设计方法。谢伟[21]归纳总结了无意识行为的

研究方法，并对内隐测量方法和外侧测量方法进行比

较，阐明各方法的适用性。 

无意识行为占据着人们日常行为的绝大多数时

刻，对人们的活动方式具有巨大影响，已成为设计研

究的重要领域和方向，被广泛运用在产品、交互和环

境设计中。 

2.3  心智模型的研究意义和方法 

心智模型是人们对于交互对象的设想模型和无

意识的认知思考，1943 年由 Kenneth Craik 在《解释

的性质》中提出，ALan Cooper 在《交互设计精髓 4》

中也提出这个概念。心智模型的形成受到用户的日常

经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影响。从

认知心理学来看，其与长时记忆、工作记忆密切相关。 
唐纳德·诺曼[22]提出“ACD”（Activity-Centered 

Design）的概念，强调设计中只有先重视和理解行为，

才能更好地进行产品与交互的设计。随着交互设计发

展，用户体验和交互效率成为使用过程中的首要指

标，因此用户心智模型的匹配性成为研究的重点。心

智模型是理解人类思维、认识及决策、行为等构建产

生的重要途径[23]，影响着人们日常感知理解和推理过

程[24]。心智模型最早是由唐纳德·诺曼引入到设计中

的，使用户能够快速良好地将产品交互同认知习惯联

系起来，快速高效地实现交互。心智模型显现出用户

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习惯，对心智模型的分析能够有效

地构建设计师与用户之间的“同理心”[25]。当用户的

心智模型与使用产品的行为模型相匹配时，才能降低

用户的认知负荷，提高用户的使用效率，减少产品使

用过程中的出错率，从而提高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心智模型反映出用户的认知模式，影响着用户的

行为模式，决定了用户的行为特点，是设计师设计产

品的重要参考和基础。而用户的心智不能够被直观度

量，需要对用户的背景信息、行为习惯进行观察、记

录并理解，从而分析用户的行为特点。高萌[26]总结了

用户心智模型的提取方式，采用以用户为中心的分析

方法如用户访谈、发声思考、卡片分类等多种方式把

用户的心理活动通过外显的语言、动作、行为等过程

记录下来，继而明确目标用户年龄阶段、性别、民族、

受教育程度等信息以及用户使用的工具、操作的习

惯、经验等要素。张露[27]总结了心智模型在设计运用

过程中一般依据填补、合并、拆分和变异四种应用策

略对产品进行设计及迭代设计。 

2.4  心智模型视角下的无意识行为研究 

基于心智模型视角的用户无意识行为过程，是在

当前情境下人们身体最直接的行为表现。STRICK 
M[28-30]研究证实了在复杂环境和压力下，无意识认知

系统往往运行得更为高效。侯心羽[31]以产品可用性为

基础，通过对无意识行为模式的分析探讨，挖掘研究

日常行为动作的细节，运用于设计能够提升用户对产 
品功能和情感价值的满足。宋奕勤[32]也表示设计中应

当顺应无意识，将无意识行为转化为合理的操作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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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形成一种用户行为记忆，以此让用户能够依赖熟

悉的习惯性行为，实现用户行为与心智模型的匹配，

无障碍地完成交互。心智模型影响用户的行为方式，

同时，不断加强重复的行为也会促进用户形成新的行

为记忆，构建新的心智模型，继而产生新的无意识行

为。无意识行为的合理运用将会使交互过程自然高

效，让用户产生良好的交互行为体验。 
心智模型受到用户的经验、情感、记忆等要素影

响，它决定了用户对一个产品的看法和使用行为，是

设计师设计产品的重要参考和基础。舒适高效的设计

力求表现模型与用户的心智模型达到高度契合，获得

最优用户体验，使产品更利于被用户接受和操作，降

低认知摩擦，提高产品的可用性。 

3  无意识设计研究 

3.1  无意识设计方法 

深泽直人最早在产品设计领域提出无意识设计，

他主张去寻找意识的核心，追求直觉、自然的设计[33]。

彼时，无意识设计与可供性设计紧密关联。Affordance
（可供性）的概念最早由认知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

森[34]提出，认为可供性是指环境提供给事物的某种客

观属性，以及该属性可产生某种行为的可能性。Alan 
copper[22]对诺曼的相关定义[35]进一步补充调整，现更

普遍理解可供性是事物的属性以及可被认知到的操

作可能性。这一调整强调了人的认知作用，可供性是

在操作方式与认知之间建立的心理联系，一旦产品与

心理模型匹配，就会大大降低用户的认知负担和挫

败感。 
无意识设计主要体现在色彩、形状、语义等的运

用，通过将先前知觉体验的经验和行为习惯的合理应

用到产品设计中，让任务目标快速有效地实现。于晓

晖[36]以 John Van Den Nieuwenhuizen 设计的，形似牙

签筒的蓝牙音箱为例，说明人们可以依据使用牙签筒

的动作习惯联想使用音响。辛向阳[37]总结出可通过按

钮明暗对比、色彩对比的隐喻方法向用户传达按键的

使用目的和效果。再如，人们能够自觉快速地使用不

同的门把手，包括向下旋转长条形的门把手与内外推

拉玻璃门上的门把手。设计只要能与人们的相关经验

匹配，就会产生生理唤醒，触发用户产生相应的交互

行为。对无意识行为的隐喻设计，其方法就是以一种

与心智模型相契合的引导方式让用户实现交互目的。

以隐喻诱发对事物相关具身经验的联想，利用生理体

验的经验进行设计，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提高认知

效率，实现良好的使用体验。 
当产品的设计与认知不相匹配时，不能实现用户

预期的交互结果时，就会增添用户操作无果的沮丧 
感。而以无意识行为为基础的隐喻，就是利用认知模

型和具身经验为设计基础的，使产品的概念模型与心

智模型保持一致，让用户能够联想并预期功能结果，

从而达到行为引导和行为实现的目的。依据 Jesse 
James Garrett 提出的用户体验五要素，心智模型应是

隐喻的起始层，而隐喻是产品功能的内容定义、操作

实现和反馈的重要设计方法。 
无意识设计就是通过挖掘人们日常行为中的细

节，进而分析探索用户的需求目标，并以一种合乎用

户习惯的方式达成目标。通过对用户行为动作的研

究，可以了解到用户的行为习惯、情绪状态和对产品

或所处环境下的直观和真实的体验与感受。而重复发

生的行为与认知状态的匹配，就构成了隐喻映射的目

标域。而人的绝大多数行为是由无意识主导的，通过

对无意识动作行为的挖掘和分析，可以发现用户的交

互习惯，从行为中发掘用户的需求、痛点和体验感受。 
谷利敏 [38]指出无意识设计能够使用户与产品间

建立起良好的行为和情感互动，实现价值满足。无意

识设计是目前的热门研究方向，但是对于无意识行为

动作的分类和形成的规律总结涉及甚少。在之后的研

究中，将进一步分析如不同情境下的无意识行为的规

律，并总结设计方法。 

3.2  具身认知下的无意识设计研究 

具身认知理论主张行为、感知觉和思维的整体

性，认知形成于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人的身体及

其活动方式影响着认知，同时又塑造着思维、判断和

情绪[3]。Wang[39]通过 Erps 实验发现，身体动作会对

知觉判断产生影响。Maister[40]通过身体与价值判断映

射等相关的实验发现，身体的感知觉和行为经验对个

体的情绪态度存在一定的关联和影响。李荣荣[41]、孙

瑞英[42]经研究证明情绪知觉的具身性，身体与情绪知

觉的相互作用。基于身体的感知和行为的具身经验，

使得再次经历某种行为动作时产生了身体的再度知

觉。在设计中，对产品不同的行为方式设计将影响用

户的感知觉体验和态度。不同的知觉体验就会引发身

体不同的行为动机，与此同时，不同的认知体验也会

引起不同的身体行为和感知觉变化。Spivey M[43]在眼

动实验中发现，当被试倾听对小鸟、摩天大楼或蠕虫、

大峡谷的的描绘时，由于先前观察方式的不断重复加

强而形成了相应的具身行为经验，使得再次提起相应

的情境和任务时，眼球会不自觉地向上或向下翻动。

Barsalou[44]通过 FMRI、眼动等实验也进一步证实不

同的情景模拟下会诱发产生不同的身体姿态和行为

倾向。语言、记忆总会无意识地影响着身体行为和感

知觉的变化，身体行为和感知觉体验往往能与身体相

关的记忆和思维匹配，形成无意识的具身隐喻联结；

反之，具身的隐喻又能够诱发个体对行为和感知体验

的想象和唤醒。 
Susan Carey[45]提到心智模型是人们对周遭事物

和环境的理解，其基础是直觉感知和不完全的事实和

经验。因此，心智模型是个体的认知结构，它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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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具身认知与心智模型的关系模型 
Fig.1  The model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bodied cognition and mental model 

 
人们的行为动作，确定人们如何着手解决问题。无意

识行为是与用户心智模型最贴合的行为方式。它的发

生受到行为经验、环境、目标需求等的交互影响，是

在环境与任务目标的刺激下最快速直接的动作反应，

因此基于无意识行为的设计是充分遵循用户的行为

特点、操作习惯的设计，这使设计的产品能让用户产

生良好的体验满足感。 
因此，通过整合心智模型、用户无意识行为、具

身隐喻等多方面知识，初步得到具身认知视角下具身

隐喻与心智模型的关系模型，见图 1。在具身认知视

角下，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引发了行为动作和感

知觉变化，反复发生的动作和感知觉产生关联匹配，

形成个体具身经验，从而进一步构建了个体的心智模

型。个体具身经验所形成的认知思维，成为了具身隐

喻产生、理解和运用的基础。具身隐喻构建后，在与

经验相似的环境和任务的再次刺激下，就会无意识地

诱发身体推动或激活与认知结构匹配的感知觉和行

为。具身隐喻的构建本质上就是源域和目标域的匹

配，隐喻设计其实质是借助设计元素调动用户的身体

行为，从而影响用户思维情绪，实现任务目的。斯坦

福教授 B.J.Fogg 在 Fogg 行为模型中指出行为产生的

原因包括能力、动机和触发因素，具身隐喻就是引导

行为动作发生的触发因素，与经验相关，具有一定的

熟悉度偏见。 
不同的情境和情绪状态下会产生多种不同的动

作行为，对于行为产生的情境、行为特点和感知觉体

验进行研究，并进一步细化分类，有助于寻找行为的

动机和归因，探究隐喻源域和目标域的普遍关联，能

够更有效地利用行为价值进行设计。彭军[46]认为，寻

找用户行为的普遍规律，并使之与用户心智模型达成

有效共识能够减少用户的认知负荷和行为偏差。 
本文所述的隐喻强调的就是这种交互中的匹配

性，正是行为、感知觉与认知的匹配性，让用户能够

快速地理解交互的方式和结果，减少设计的概念模型

与用户心理模型不匹配所导致的认知摩擦和交互效

率的低下问题。通过调研分析用户的无意识行为，对

无意识行为的形成归因和认知价值进行分析，挖掘新

的交互形式，最终通过隐喻的方式合理运用到设计

中，可降低认知负荷，提高效率，改善使用感。 

4  结语 

隐喻是一种基于具身性身体经验的思维方式。具

身认知倡导的是探究身体、动作以及情境的交互耦

合，具身认知的研究证实了身体与认知价值的关联

性。具身隐喻是基于抽象意义的认知与具身经验的匹

配，它的运用便于用户去理解和使用产品。目前具身

性的隐喻研究和应用还广泛停留在语义学，与设计相

结合的应用研究还较少。当前对于无意识行为在交互

设计中的应用包括外观设计、语义运用等，在接下来

的研究中，将通过 KJ 法对无意识行为动作分类，探

究无意识行为与感知觉等的认知匹配性，试图发掘出

新颖的行为交互方式。通过对无意识行为的调研分

析，归纳出用户共有的行为模式和典型性行为，明晰

用户的心智模型和行为模型，进一步细化并建立无意

识行为与隐喻的关联，为之后的无意识设计研究提供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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