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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用户感性需求的角度出发，以家用饮水机产品为研究对象，基于用户的感性需求对饮水
机进行创新设计，优化饮水机功能和使用方式，提高饮水机的审美价值，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感。方法 
调研市场现有饮水机产品，总结分析产品存在的问题。运用用户访谈方法和感性工学中的意象尺度法，
挖掘用户对饮水机产品的感性需求，以用户感性需求为参考提取饮水机的设计要素，将饮水机的造型、
功能和使用方式三个方面作为基点来构建用户需求模型，归纳设计点，由此指导具体的饮水机创新设计
方案。结论 通过研究用户的感性需求为饮水机的创新设计提供新思路，并提出饮水机的设计方案，使
得饮水机产品更符合用户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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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sign of Household Water Dispenser Based on User’s Perceptu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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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make an innovative design of water dispenser based on the user's perceptual need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functions and use of the water dispenser, improve its aesthetic value and enhance the user experience, by 
taking household water dispenser as the study object. The existing water dispensers in the market were researched. FGI 
(focus graphics interview) and SD method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 in the Kansei engineering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user’s perceptual needs for water dispensers, and extract design elements of water dispenser based on the user’s per-
ceptual needs. The user demand model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shape, function and usage of the water dispenser to 
summarize the design points, thereby guiding the innovative design scheme of the specific water dispenser. Based on the 
study of user’s perceptual needs, new ideas are provided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water dispenser, and the design 
scheme of water dispenser is put forward, making the water dispenser products more in line with the user’s consumer demand. 
KEY WORDS: user’s perceptual needs; water dispenser design; Kansei engineering;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 

饮水机作为一种常见的饮水设备，是许多家庭必

备的家用产品。随着饮水机产品的发展，国内饮水机

市场规模膨胀迅速，行业竞争方向也逐渐呈现多元化

趋势。饮水机等传统行业的产业技术已较为成熟，通

过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需求来推动行业产品的创新，

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1]。通过调查研究市场现有的饮

水机产品，发现饮水机的设计研究主要集中于产品形

态的设计和产品具体功能的优化，采用的方法主要有

形态分析法、头脑风暴法和 TRIZ 法[2]。设计师在进

行饮水机产品设计时缺乏对用户情感体验的关注，没

有深入挖掘以人为本的产品设计需求，用户与产品之

间难以建立情感联系。因此，研究设计更符合用户情

感需求的饮水机产品，有助于推动饮水机行业的进

步。设计师在产品设计中应注重产品感性意象的研

究，将用户的情感倾向体现在产品的造型、材质、色

彩和操作方式上，以此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3]。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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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该目的，本文采用意象尺度法（SD 法，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发掘用户感性需求，研究如何

让消费者在使用产品时获得良好的精神体验，并由此

提出饮水机设计创新方向和产品的具体方案。 

1  感性工学与用户感性需求的理论研究 

1.1  感性工学概述 

感性工学最早被称为“情绪工学”，是将人机工
学、人性化设计理念和情感化设计理念结合在一起的
新兴学科[4]。感性工学的研究始于日本广岛大学工学
部，研究人员将感性分析导入工学研究领域，是一种
通过感性意象来分析用户感性喜好的技术。感性意向
通过形容词描述的方式来表达用户的情感需求，进而
将用户的产品情感需求运用于产品设计中[5]。感性工
学的本质是建立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之上，将一些无法
量化的、非理性的和非线性逻辑的感性反映，用数据
分析的研究方式进行探讨研究，建立人与物的逻辑对
等关系[6]，即研究用户体验产品时产生的感性认知，
并将其进行数量化分析，将用户的感性需求转化为产
品的设计要素，进而指导产品的设计研究。 

1.2  用户感性需求及其研究方法 

用户的感性需求分为认知需求、情感需求和行为
需求三个层面，通过对产品情感化设计的研究，使得
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在使用产品时拥有更好的体验，增
加产品的设计包容性和用户满意度。认知需求既包括 
 

产品层面用户在情景使用中的五感体验（比如将产品
的材质、颜色、肌理、造型和使用方式等特征，通过
视觉和触觉等途径传递给用户，所传信息被用户的大
脑接收并进行分析处理，形成独特主观的心理感受认
知），又包括非产品层面用户的情景体验认知（如产
品的销售服务认知、性价比认知、品牌文化认知等）。
这种认知需求是一种具有个体性和独立性的情感认
知倾向，在消费者犹豫是否购买产品时促使其作出决
策[7]。情感需求则强调用户在整个消费使用产品过程
中的情感反应（如产品带来的愉悦感，产品给用户的
沉浸式体验等）。行为需求则体现在用户在使用产品
情景中与产品的互动，比如产品操作的交互方式是否
带给用户参与感。当产品功能相似时，在认知、情感
和行为三个需求层面能带给用户美好情感体验的产
品，则更能抓住消费者，产品本身也更有价值。产品
的价值分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在产品满足功能、
结构、操作方式等物质功能价值时，还应该让用户在
使用过程中获得文化、情感、快乐、幸福等内在的满
足和福祉，向消费者传递积极的使用体验和情绪[8]。
用户对于产品的感知可通过感性工学技术来分析，其
中 SD 法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一种心理学研究方法，
在产品设计中用于探寻消费者的感性需求，多用语义
差分量表来将其量化处理[9]。用户感性需求被数据化
处理的方式，有助于设计师直观地研究用户的情感趋
向，指导产品设计，让用户在使用产品时能够产生积
极的情感[10]。本文将感性工学研究方法引入饮水机创
新设计，并梳理了研究步骤，见图 1。 

 
 

图 1  基于感性工学的研究步骤 
Fig.1  Study step based on Kansei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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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步骤分为六步。步骤一：饮水机设计定位。

主要根据调研确定产品定位和用户定位。步骤二：建

立相关产品样本库。相关产品样本的选取对感性语汇

的提取及之后的数据分析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网络

和杂志等多种渠道，选取饮水机和与其相关的产品样

本，并从中选取较为典型的样本图片建立样本库。步

骤三：建立感性语汇库。用户在对产品感知后会产生

一种主观感受，可以运用感性语汇进行表达。为了研

究用户的感性需求，收集大量的感性语汇尤为重要，

本文主要采用用户访谈法（FGI，Focus Graphics Interview）

和头脑风暴法进行收集。步骤四：运用 SD 法设计调

研问卷。首先确定产品相关的一些属性，对于每个属

性，选择一对意义相对的形容词，分别放在量表的两

端，将中间划分为五个、七个甚至九个连续的等级。

运用这种方法来设计调研问卷。步骤五：感性语意的

评价与量化分析。通过访谈者对产品样本的感性评

价，进行相关整理获得用户对产品的感性评价。步骤

六：分析数据与设计方案指导。将之前感性语义评价

分析所得的数据，运用 SD 法分析各个感性语汇所占

比重，最终筛选出主要语汇用以指导设计。 

2  饮水机产品与市场研究 

2.1  饮水机市场调研分析 

市场上现有饮水机品牌众多，各个品牌旗下产品

的主要功能相差不大，但是在具体功能和产品外形方

面具有差别。通过对各个品牌饮水机的 FGI 调研，见

表 1，可以得出相关结论。一方面，饮水机的功能和

操作方式主要可以从可调节温度、出水量、水温显示

方式及水温调节方式等几个功能点进行比较。调研发

现，虽然市场上饮水机水温调节功能较为齐全，但是

存在出水量不可按需求控制，且产品操作方式不够智

能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对饮水机的外观主要从材质、

颜色和形状三个方面进行调研分析，由表 1 可得，现 
 

有市场上的饮水机材质单一，颜色趋于同质化，主要

问题是形状拘泥于较规则的造型，流线型较少，产品

审美存在局限。针对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本文主要采

取用户访谈法和感性工学分析法收集用户对饮水机

的感性需求。 

2.2  饮水机目标市场定位 

根据之前的饮水机产品调研，发现其存在外观缺

乏审美、操作方式不够智能的问题。因此，本文将饮

水机产品的设计定位为美观化、智能化。而对于饮水

机美观智能等特征要求较高的主要是一些年轻的消

费者，由此将产品的用户定位为 25~35 岁的年轻消费者。 

2.3  建立相关产品样本库 

首先通过多种渠道收集饮水机和其相关产品图

片一共四十张，然后通过图片分析产品整体形态、颜

色和材质等外观特征，由产品给人的不同感受为区分

标准，将图片分类归纳，然后去除同类别中一些相似

度高的图片，最后选取其中较为典型和有代表性的样

本图片六张，见图 2。 

2.4  确定产品感性语汇 

本文从收集感性语汇的多种方法中选取了用户

访谈法和头脑风暴法两种方法，收集了六十个感性语

汇，将其整理为三十对反义词词对，见表 2。 
通过分类和归纳表 2 中的词汇，删除部分语义相

近和对于设计指导意义不大的感性词对。筛选出对指

导产品设计较为有效的感性语汇，将其整理归纳，见

表 3。其中“简约的—复杂的”考虑饮水机产品的形

态特征，“素雅的—华丽的”反映饮水机的产品配色

方向，“轻便的—笨重的”表示饮水机材质特征，“有

质感的—粗糙的”衡量饮水机的材质和制作工艺选

择，“智能化的—传统的”体现饮水机操作方式和功

能设计。 

表 1  饮水机调研分析 
Tab.1  Water dispenser research and analysis 

品牌 
功能 

美的 海尔 沁园 云米 小米心想 北鼎 Honeywe ll

可调温度 两档调温 五档调温 五档调温 两档调温 五档调温 八档调温 四档调温 

出水量 量小 适中 量小 适中 两段出水 两段出水 量大 

显示方式 无显示屏 有显示屏 无显示屏 无显示屏 无显示屏 无显示屏 指示灯 

调温方式 触摸控制 触摸控制 触摸控制 触摸控制 旋钮控制 按键控制 触摸/按键 

形状 方体 整体方正+小圆角 长方体+大圆角 圆弧形+柱体 圆弧形+柱体 长方体+圆角 方体＋切面

材质工艺 塑 料 、 不

锈钢 
塑料抛光 304 不锈钢，塑

料光滑 
塑料、金属 磨砂塑料，金

属抛光 
304 不锈钢，

塑料 
磨砂塑料，金

属抛光 

颜色 黑色+金 金色 白色+蓝色 白色、灰色 白色 茱萸粉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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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相关产品样本收集筛选 
Fig.2  Collection andscreening of related product samples 

 
表 2  六十个感性语汇收集 

Tab.2  Collection of 60 perceptual words 

序号 感性语汇 序号 感性语汇 序号 感性语汇 
1 简约的—复杂的 11 淡雅的—鲜艳的 21 精巧的—笨拙的 
2 亲和的—冷酷的 12 易操作的—难用的 22 互动的—死板的 
3 典雅的—庸俗的 13 有质感的—粗糙的 23 灵巧的—机械的 
4 素雅的—华丽的 14 智能化的—传统的 24 现代的—传统的 
5 生态的—工业的 15 细腻的—粗质的 25 有趣的—乏味的 
6 环保的—污染的 16 科技的—古板的 26 丰富的—单一的 
7 轻便的—笨重的 17 结实的—易碎的 27 适用的—无用的 
8 耐用的—易损的 18 整齐的—杂乱的 28 高档的—低端的 
9 方正的—圆润的 19 独特的—普通的 29 柔和的—生硬的 

10 温暖的—冰冷的 20 创新的—守旧的 30 系统的—零乱的 

 
表 3  感性语汇筛选 

Tab.3  Perceptual vocabulary screening 

序号 感性语汇 序号 感性语汇 
1 简约的—复杂的 4 有质感的—粗糙的

2 素雅的—华丽的 5 智能化的—传统的

3 轻便的—笨重的 6 柔和的—生硬的 
 

2.5  运用 SD 法进行问卷调研 

运用意象尺度量化表的方法来设计问卷调查表，

将图 2 筛选出来的八个相关样本图片编号，用六对感

性词汇制作七级量表。其感性设置值分别为–3，–2，

–1，0，1，2，3，其中 3 表示感性语汇反义词对最左

边的词，–3 则表示最右边的词，用户可根据自身对

该产品属性的感性认知选择分数。由此制作出问卷调

查表，见表 4。 
2.6  样本感性语义评价分析 

问 卷 调 查 一 共 选 取 了 二 十 名 相 关 的 用 户 进 行  

访谈。其中包括独居的青年工作者、新婚夫妻和全  
职妈妈等，均为较年轻的用户群体。访谈结束后设  
计师将二十份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每一对  
感性语汇下的每个样本产品的分值并求取平均值，见
表 5。 

2.7  数据分析与设计指导 

根据之前的问卷调研所得数据，评价八个样本 
的均值，绘制意象尺度图，见图 3，将“有质感的—
粗糙的”形容词对作为 X 轴，“有质感的”和“粗     
糙的”分别对应 X 轴正负轴的两端。将“柔和的—    
生硬的”形容词对作为 Y 轴，“柔和的”和“生硬的”
分别表示 Y 轴上的正负轴两端。如图 3，样本 1 在  
“有质感的—粗糙的”和“柔和的—生硬的”评价所
得均值分数，分别是 1.2 和–2.3，即样本 1 在造型意
象尺度图中的坐标为（1.2，–2.3）。同理，将八个样
品按其相应的坐标在意象尺度图上用空心圆圈标明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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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针对产品样本的问卷调查 
Tab.4  Questionnaire for product samples 

简约的 3 2 1 0 –1 –2 –3 复杂的 
素雅的 3 2 1 0 –1 –2 –3 华丽的 
轻便的 3 2 1 0 –1 –2 –3 笨重的 

有质感的 3 2 1 0 –1 –2 –3 粗糙的 
智能化的 3 2 1 0 –1 –2 –3 传统的 

 
柔和的 3 2 1 0 –1 –2 –3 生硬的 

 
表 5 样本感性语汇均值评估 

Tab.5  Average evaluation for Kansei vocabularies of the samples 

样本感性语汇评估均值 
 简约的—复杂的 素雅的—华丽的 轻便的—笨重的 有质感的—粗糙的 智能化的—传统的 柔和的—生硬的

样本 1 –1.6 –0.8 –2.8 1.2 2.7 –2.3 
样本 2 –1.8 –0.6 –2.6 –0.5 2.5 –1.2 
样本 3 2.5 2.5 2.3 2.8 2.0 2.7 
样本 4 2.4 2.0 2.6 2.5 2.2 2.6 
样本 5 –0.8 1.8 –1.1 1.4 1.5 1.6 
样本 6 0.6 2.1 1.5 2.3 –0.3 2.2 
样本 7 2.3 1.6 1.8 2.1 1.8 2.0 
样本 8 2.2 2.2 2.8 2.1 –0.5 1.2 

 

 
 

图 3  意象尺度 
Fig.3  Semantic differential 

 
同时将剩下的四组形容词词对也按同样的方法

标注八个样本在坐标中的位置，用实心圆表示词对

“复杂的—简约的，华丽的—素雅的”，用圆圈加实

心圆表示词对“笨重的—轻便的，传统的—智能化

的”。由意象尺度图分析可得：用圆圈标注的两组词

对，共有六个样本图片位于坐标轴的第一象限，用实

心圆标注的共有五个样本位于坐标第一象限，用圆圈 

 
 

图 4  饮水机设计概念 
Fig.4  Design concepts of water dispenser 

 

加实心圆标注的共有三个样本位于坐标第一象限。因

此，该饮水机设计因素重要性排列如下：第一是简约

素雅，第二是材质柔和有质感，第三是轻便智能化。

具体的饮水机形态功能构建也可以参考坐标轴第一

象限的样本形象。 

3  基于用户感性需求研究的饮水机创新设

计实践 

根据图 3 筛选出来的满足用户感性需求的三个
设计因素，结合用户感性需求的认知需求、情感需求
和行为需求三个层面的特征，总结出具体的设计点，
见图 4。 

根据饮水机设计要素的归纳，结合具体对应的高
评分的样本产品图片，提出产品设计的构想，考虑与
手机 APP 相连接的操作方式和多种功能的用户需求，
进行饮水机创新设计。根据相应的设计点，对饮水机的
具体造型进行头脑风暴、建模设计，见图 5（图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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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饮水机头脑风暴与方案设计 
Fig.5  Brain storming and schemedesign of the water dispenser 

 

 
 

图 6  饮水机效果 
Fig.6  Renderings of water dispenser 

 

均由林咏柔、黎佩欣、黎柱浩、何梓超、侯胜壕设计）。

考虑饮水机整体形态设计需求为简约素雅，因此饮水

机主体形态部分的设计是以圆角矩形为主体，搭配四

只简易木质支架。主体圆角矩形的倒角弧度柔和，材

质则采用之前样本图片中电饭煲的米白色塑料磨砂

材质，质感素雅柔和。木质四脚支架受力均匀较为稳

定，材质采用家具中常用的橡木材质，质感清新自然。

饮水机高度结合人机工学进行设计，用户使用时不必

弯腰，将杯子放于出水口下方即可接水。 
饮水机效果及使用场景，见图 6—7。在产品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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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饮水机使用场景 
Fig.7  Usage scenario of water dispenser 

 
角方形主体的正面设计了凹槽，方便用户取水时放置

杯子，出水口位于凹槽上方，操作面板位于饮水机正

面上端，采用触摸操控的使用模式。饮水机也可以连

接手机 APP 查看水温和控制出水量。由于家庭成员

中除了大人还有儿童，所以饮水机设计应该更具包容

性，考虑用户群体的广泛性，针对儿童的身高问题，

在饮水机的底端设置了一个按钮，专门给儿童接水时

使用。按一下儿童按钮出水量为 150 mL，水温为 30 ℃，

在方便儿童取水时保证其安全性。饮水机出水口与杯

子放置的位置间有一定的距离，保证不同高度的杯子

可以放入其中取水。饮水机上部设计有一个小凹槽作

为储物箱，用于放置茶叶、纸杯等饮水用品。用户从

饮水机上方掀开盖子直接拿取，方便快捷。饮水机的

背部则是产品电源线、总开关和水管，饮水机加水可

通过水管连接水源注水。 

4  结语 

为了解决现有饮水机设计对用户感性需求考虑

不足的问题，本文基于对用户感性需求中认知需求、

情感需求和行为需求三个层面的研究，结合 FGI 工

具，调研了市场上的饮水机产品，分析了现有饮水机

存在的具体问题，确定产品设计的不足，挖掘年轻用

户群体对家用饮水机三个层面的感性需求。采用 SD
法设计 SD 感性语汇调研问卷，采集饮水机的感性量

化数据，并进一步确定目标用户对于饮水机的感性需

求，确立“简约素雅”、“柔和有质感”、“轻便智能化”

三个具体设计点。同时考虑用户日常使用情景，细化

产品的具体功能点，外观上让家电产品具有亲和的家

居装饰性，操作方式智能便捷，更好地满足用户对饮

水机产品的感性需求。最终提出设计饮水机创新方

案。由于文中调研的产品样本数量和访谈人数有限，

所以研究的充分性有一定的欠缺。本文旨在引起设计

师对用户感性需求的关注，为同类产品和相关产品的

设计，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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