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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体验式设计的特点及优势，分析其给现代家具设计所带来的全新理念与设计形式。    
方法 结合家具的产生背景和时代发展所赋予的各种创新变革，总结家具设计的特点与功能，引出体验

式设计，再从细节之处分析体验式设计在真实性、互动性、人性化方面的突出特点，并指出该设计理念

对家具设计的积极意义，最后从互动式体验、人性化体验、仿生式体验、安全化体验等角度，论述体验

式设计在家具设计中的具体应用路径，探索该设计思路下的现代家具设计发展方向。结论 体验式设计

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个性化的表现，满足了人们对家具产品的各种需求，促使人们对其产生好感，

同时更加注重创新，给予了家具设计更多的可能性，有效提升了家具产品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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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tial Design in Furniture Design 

WANG 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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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experiential design, and analyze the new 
concept and design form brought to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furniture and all kinds of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given by the era develop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of furniture design were 
summarized to introduce the experiential design. Then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ential design in authenticity, 
interactive design, and humanization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design concept to furniture 
design was pointed out. Finally,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paths of experiential design in furniture design were discussed 
from interactive experience, humanized experience, bionic form experience and safety experience. The design and devel-
opment direction of modern furniture under this design thought were explored. The experiential design concept respects 
the performance of personalization to a large extent. It meets people’s various needs for furniture products, and promotes 
people to have a good impression on it. At the same time, it require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gives furniture 
design more possibiliti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added value of furnitur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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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设计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应用科学，其将

艺术与工业融合在一起，从造型、结构以及工艺等方

面不断摸索，实现了功能、舒适、耐久、美观等实际

价值，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随着时代的

进步，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消费水准也不断提升，

同时对家具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1]。传统的家具设

计形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家具设计领域

开始了创新之路。鉴于人们对家具设计除了满足其基

本的功能需求外，更看重家具在使用过程中所带来的

享受，设计者在家具设计时会充分考虑家具与环境以

及不同消费群体之间的情感联系，试图将体验式设计

贯穿到家具设计中，以达到“以人为本”的设计目的。

正是由于这种体验式设计的存在，才使得家具与人、

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自然、和谐、统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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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造出大众喜爱的家具就要将体验式设计的思想

融入到家具设计的始终。 

1  体验式设计的特点及功能 

体验式设计是一种参与式设计，其强调在设计的

产品或服务中融入更多人性化内容，将使用者的参与

融入设计中，以使用者的使用习惯为依据，以服务为

“舞台”，以产品为“道具”，以环境为“布景”，使消

费者从中体验到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舒适与便利[2]。

这种设计形式强调真实性、互动性与人性化。在真实

性上，体验式设计极力营造一种尽可能真实的情境，

以尽可能真实的问题、素材来构建，最大化地满足用

户的真实需求。在互动性上，体验式设计坚持以使用

者得到精神的享受和身体的快感为标准，强化与使用

者之间的互动。以儿童床的设计为例，设计者既要让

儿童在床上睡得舒服，还要在其中设计开发智力的东

西，使原本普通的床变得有特色，与儿童建立良好的

互动。在人性化方面，体验式设计更加追求家具产品

的趣味性，强调满足使用者深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以更加符合人体结构的造型形式赋予家具产品更多

的功能价值，从而与使用者融为一体[3]。综合来看，

这种体验式设计符合当下人们对家具产品的多样化

需求，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是一种

值得大力实践与推广的全新的设计方向。 

2  体验式设计在家具设计中的主要表现 

对于消费者而言，产品所带给他们的切身体验已

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情感追求，家具产品的设计也不例

外。随着这种体验需求越来越强，家具设计领域开始

出现各种设计形式[4]。本文主要结合几种较为突出的

设计方式，探讨体验式设计在家具设计中的具体呈现

形式。 

2.1  互动式体验 

互动式体验强调的是产品与用户的双向体验。用

户是处于社会环境中的单独个体，是互动式设计理念

的主体对象；产品可以是产品本身以及所使用的场所

等方面，是为“人”服务的存在[5]。可以说，互动设

计中的人、行为、产品三者构成了其主体，只有将这

些因素考虑周到，实现产品与产品、人与产品间的交

流，才能使互动式设计的功能及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但是在当前生活水平急速提升的社会现实下，其对家

具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想要实现良好的互动式体验，

设计者还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在感官上实现

互动体验。这就要求设计者在进行家具设计时，要让

用户与家具结构、造型以及材料实现互动。比如，以

丰富的家具材质借助混搭的设计理念，实现不一样的

设计效果，给使用者以触觉、视觉上的良好互动体验；

在造型上讲究独特性，最大化地吸引使用者的视觉感

官等。其二，功能上的丰富式体验。互动式设计所追

求的就是家具和人的一种互动，因此在设计时必须从

功能上进行改变，充分利用 DIY 造型以及模块化造

型丰富家具产品的形态，同时配合不同的色彩搭配实

现功能与造型的交互，给使用者带来更加舒适的功能

体验[6]。其三，情感上的共鸣。互动式体验的最高境

界就是实现情感共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设计者在

对家具进行互动式设计时，选择将人们的情感、回忆

等通过色彩、造型等体现在家具上，使家具具备一定

的情感化因素，促使人们在使用家具时不自觉地形成

情感上的互动。 

2.2  人性化体验 

家具设计中的一个高层次表达便是应用人机工

程学，以此实现人—机—环境的融合，满足使用者不

同层次的需求。而面对消费群体越来越复杂的现实，

设计者不仅要充分考虑人机工程学三要素，还要对其

进行升华，即更高层次的人性化设计，将情感注入其

中，使家具产品多姿多彩[7]。从人机工程学方面看，

家具设计并不仅仅是在设计家具，更是实现一种“以

人为本”的实践体验，一旦偏离了人的因素，那么家

具设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那些符合人机工程学

的家具设计，总是以家具产品的安全、健康和舒适为

依据，不仅给人们提供起、居、饮食等日常使用功能，

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化的传播者和引领时尚、健康

生活的先导，给使用者以物质和文化的多元化满足，

这就是一种人性化的表现形式[8]。例如，比较重的抽

屉在打开时比较费力，对此，设计者可将打开方式设

计成电动开启，如此既可以用手，又可以解放双手，

利用臀部、膝盖或脚来操作，使整个开启变得十分简

单便捷，且无需弯腰。在情感化设计的层面看，家具

设计要更多地考虑精神和文化内涵等因素，以满足使

用者追求新奇的、具有象征性的、充满文化性和娱乐

性的家具产品的心理需求，突出家具设计的积极性、

大众性、深刻性、未来指向性和象征性，从而将家具

产品演绎得多姿多彩。例如，将家具设计与空间充分

配合，打造一个阅读空间，通过不同风格的沙发和桌

子、配合书架形式的沙发背景墙、楼梯转角空间或隔

断，形成一个半开放式的阅读空间，既可以营造出良

好的阅读氛围，又可以让家具作为情感的承载者，促

进家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2.3  仿生式体验 

人们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总是对大自然充满向

往。基于此，家具设计在进行体验式设计时也充分与

自然界的事物相融合，利用自然界中各具特色的自然

形态进行造型的创新，这便是仿生式设计[9]。整体来

看，家具仿生设计中常见的有蝴蝶、马、天鹅、孔雀

等，也有向日葵、郁金香、树叶、植物枝干等，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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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仿生形式，都强调带给设计产品以自然、灵动的

直观感受，区别在于动物仿生多以富有动感的形态为

主，而植物则多突出静态。从细节分析，家具的仿生

设计主要有色彩模仿、造型模仿、结构模仿三种。色

彩模仿多模仿自然物表面纹理或颜色搭配，使家具表

面变得生动有趣，从而达到色彩仿生的效果；造型模

仿主要选取自然界独特的个体形态进行仿生设计；结

构模仿是仿生设计中最难的，其主要通过对自然事物

的结构形态进行艺术化修饰[10]。为了使整个家具设计

更加自然随性，给人们以独特的仿生式家具使用体

验，设计者必须重视母体与受体的贴合度，在选取形

态作为母体的同时，考虑母体的适用性，实现最佳的

设计效果。在某一系列芭蕉家具设计中，设计师以芭

蕉树的枝干以及叶面的形态作为造型母体，并在桌椅

的腿部、靠背等部件，选取了芭蕉叶的叶脉叶柄的结

构进行仿生设计，通过仿生母体的造型与灵活运用结

构，展现芭蕉形态的曲线美感和结构之美。置身于这

样的家具造型中，人们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的怀抱，

简约、时尚、自然的使用感受让人们的家居生活充

满活力。 

2.4  安全式体验 

安全式体验对于家具设计来说同样不可或缺，其

主要强调一种绿色理念和安全功能的实现 [11]。绿色

设计理念主张立足于生态产业的基础，利用自然材料

进行设计生产，能够进行后期的回收、处理、再利用

的安全家具。其设计目标是减少环境污染、减小能源

消耗，实现可重复利用[12]。首先，多做减法。家具产

品的绿色设计主张节省天然资源，尽可能地减少家具

产品的体积和用料，去掉不必要的功能，以减量化设

计给家具以简约、健康的形式及特点，给使用者以安

全、舒心的良好体验。其次，模块化设计。设计者可

以将家具设计成模块化的零部件，使其可以便于拆

卸、组合，如此既可以节省室内空间，又可以促使使

用者根据具体需要进行组合，提升参与度。再次，循

环再设计。家具设计要考虑家具的元件、组件或者零

部件的寿命，以达到可以回收循环使用的目的[13]。因

此，设计者对家具的设计应尽量减少回收成本，避免

不相同的原料复合使用。当组件或者零部件的寿命无

法延长使用时，还要对其进行拆解回收设计，实现循

环再利用。以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为例，为了增加使

用过程的安全系数，设计者要针对该阶段儿童好动、

爱玩等性格进行科学处理，从材料、颜色等方面进行

环保设计。在涂料选择上，设计者必须选择无毒的以

及没有涂料的。同时，鉴于儿童群体的皮肤比较嫩且

普遍爱动，设计者还要选择对儿童无伤害的家具设

计，尤其不能使用亮漆。这种充分考虑使用群体特性

和绿色安全的设计形式，总是可以给使用者以安全、

放心的使用体验。 

3  结语 

家具是人们生活中的日常用具，也是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的载体，可以说，家具的发展离不开生活，

而人们的生活也离不开家具。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

的进步，家具设计被赋予更多的可能，但无论是互动

式设计、人性化设计、仿生式设计还是更加强调安全

的绿色设计，其核心都是强调给家具使用者带来良好

的使用体验。只有将各种设计进行改进和升华，不断

创新设计的形式与内容，丰富其功能和价值，才能创

造出更加美观、合理的现代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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