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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可供性辅助情感三层次理论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旨在利用可供性思维帮助产品更好

地满足用户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的情感诉求，进而实现产品的情感化设计。方法 首先论述了情感

三层次理论的研究应用，并总结了情感三层次理论下的产品设计框架，分析了情感三层次理论在产品设

计应用中存在的弊端，然后阐述了可供性理论的发展应用以及可供性思维的优势，探讨了情感三层次理

论和可供性理论在产品设计中的关联性。结果 提出了可供性辅助情感三层次理论应用实践的框架图，

并通过相关的设计案例说明好的可供性设计能够满足用户不同情感层次的诉求。结论 借助可供性思维

辅助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是有效可行的，可供性理论为情感三层次理论的深入

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应该引起更多学者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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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Emotional Hierarchy Theory in Product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or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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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Design,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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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affordable assisted emotional hierarchy theory in the product 
design, so as to make products meet the emotional needs of users’ instinct level, behavior level and reflection level better 
by affordance thinking, thus realizing the emotional design of products.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motional hi-
erarchy theory were discussed, and the product design framework under the emotional hierarchy theory was summarize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emotional hierarchy theory in the application of product design were analyzed and the develop-
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affordance theory as well as the advantages of affordance thinking were expounded. Finally, 
the relevance of the emotional hierarchy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affordance in product design was investigated. The 
framework of the emotional hierarchy theory application assisted by affordance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relevant design 
cases proved that great affordance design could meet the emotional need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users. Therefore, it is ef-
fective and feasible to assist the application of instinct level, behavior level and reflection level in product design with 
affordance thinking. The affordance theor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emotional hierarchy 
theory, which can attract more scholars’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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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化设计是产品创新设计的重要发展趋势，它

强调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提升了产品带给消费者

的精神关怀。现有的研究表明，情感化设计已经在产

品设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诺曼的情感三层次

理论在产品的情感化设计和研究中应用较多[1]，深受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国外研究侧重于情感三层次理论

与其他理论的交叉研究，并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

Shahrel Nizar Baharom1 等人将三个学习领域和诺曼

的三个情感设计层次融合，构建了游戏情感设计框

架 [2]，Robert C.C.Chen 等人借助移情设计和人物角色

协助的方式进一步梳理了情感三层次理论的框架[3]。

国内的研究集中在对情感三层次理论的剖析和实践

应用上，以提供良好的产品体验，黄骥等人探讨了情

感三层次理论对工程机械产品设计的应用指导[4]；夏

进军等人从诺曼的情感三层次视角出发，为面向大学

生群体的智能宠物设计提供了设计策略和指导，解决

了同类产品存在的设计问题[5]。综上所述，诺曼的情

感三层次理论在产品的情感化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本文主要围绕着情感三层次理论，结合可供性理

论，构建了可供性辅助情感三层次理论应用的设计框

架，扩展了产品情感化设计的方法和视角，使产品能

够从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三个层次上全面满足用

户的情感需求。 

1  情感三层次理论下的产品设计 

1.1  基于情感三层次理论的产品情感需求分析 

美国学者 Donald.A.Norman 在《情感化设计》中

指出情感和情绪在日常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强调了情感因素在产品创新中的重要意义，为此提

出了情感化设计三层次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在产品

设计中运用的要素不同会影响用户对产品的认知和

体验，激发不同层次的情感。在实际的产品使用过程

中，用户的使用感受几乎都包含了所有的三种层面，

只有单独一种层面是罕见的[5]。因此需要加强对情感

体系的理解，思考在三个不同层次上的设计实现，并 
 

最终将其统一于实际的设计实践之中。 
依据诺曼对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的阐述可得

出，本能层情感诉求主要来源于产品为用户带来的良

好的感官体验，行为层情感诉求主要来源于好的产品

功能、性能，反思层情感诉求主要来源于产品的特殊 

意义。因此，本能层次情感诉求的满足主要依靠能刺

激人的感官、促发人的本能反应的要素，如色彩、形

态、材质、肌理等；行为层次情感诉求的满足主要依

靠于产品功能的使用体验，如用户操作产品时的流畅

性、高效性等；反思层次情感诉求的满足主要依靠于

产品的个性化属性所带给人们的特定情感感受及思

考，如个人记忆等。 

1.2  基于情感三层次理论的产品设计框架 

现代学者在情感三层次理论的剖析和实践应用

上进行了大量研究[2-5]，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本

文总结出情感三层次理论指导下的产品设计框架，见

图 1。图 1 表明，基于情感三层次理论的产品设计中，

情感域集合了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三种层面的情

感，明确了三个情感层次的诉求，然后通过对用户和

市场的调研来进一步确定用户的具体需求，归纳于需

求域中，进而转化为产品的不同设计要素进行设计，

最终，用户不同层次的情感诉求得到针对性满足，产

品实现了情感化设计。 
但情感三层次理论指导下的创新产品设计是面

向广大普通用户的，能够满足他们一定的情感诉求，

但更多的是使用户群体的共性情感诉求得到满足。个

性化的产品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满足用户的个性需求，

用户的个性需求得到满足时更容易产生积极的情感，

换言之，越是个性化的产品越能够贴近用户的个人情

感诉求，用户才更容易获得情感满足。 

2  可供性理论下的产品设计 

2.1  可供性理论概述 

可供性一词是由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提出的，是

一种描述有机体与环境互惠关系的理论，原意是指环 

 
 

图 1  情感三层次理论指导下的产品设计框架 
Fig.1  Product design framework under the guidance of emotional hierarch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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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为用户提供行动的可能性[6]。诺曼在设计心理学系

列书籍中，对可供性作了新的阐释，从而将可供性的

概念引入到设计界，并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说明可供

性的互惠性在产品设计中体现为“物理约束”[7]，即

通过促进或防止某些用户行为以达到启发用户需求

的效果。基于诺曼的研究，Rex Hartson 扩展了对可

供性的分类，定义并使用了四种可供性类型：认知可

供性、行为可供性、感官可供性和功能可供性 [8]，

Jo-Peng Tsai 等为扩展的可供性理论作了进一步说

明：认知可供性是设计中帮助用户认识、理解产品的

设计特征，是能够提示如何使用产品的线索；感知可

供性是指能够被用户通过视觉、听觉等感知到的设计

特征；行为可供性是帮助用户在界面中进行行为动作

的设计特征；功能可供性是设计特征帮助用户完成行

为[9]，是有目的的行动设计。Jordi Vallverd 在研究人

机交互时提出了情感可供性[10]，由于用户在感知产品

的可供性特质时会产生情感反应，所以情感可供性是

在交互过程中为用户提供情感满足的设计特征。 
这些扩展理论的提出，不仅丰富和完善了可供性

理论体系，而且保障了可供性理论可以更加全面地引

导设计实践，指导设计者在实现产品功能创新的同时

重视用户的情感满足。因此，可供性理论作为一种设计

关系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和解决更广泛的设计问题[11]。 

2.2  可供性思维下的产品情感化设计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基于可供性的设计思维强调

既要通过较强的行为、功能可供性来支持人们对产品

的高满意度使用，又要利用认知、感官可供性为人们

清晰地指示使用方式[12]。可供性作为存在于用户—产

品—环境中的一种客观属性，借助产品的设计特征得

以表现。用户轻易感知产品的设计特征并流畅、高效 
 

 
 

图 2  基于可供性的产品情感化设计框架 
Fig.2  Emotional design framework  

based on affordance 
 

地使用产品，从而产生了积极的情感反应，使产品获

得较强的情感可供性，能够为用户提供情感满足。基

于可供性的产品情感化设计框架见图 2。 

2.3  可供性思维在产品情感化设计中的优势 

在设计界，可供性思维的显著优势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和认可，日本著名设计师深泽直人倡导无意

识设计的创新概念，体现了基于可供性的设计思维体

系的深刻内涵[13]，也引导着越来越多的设计者对可供

性设计思维的追求。以深泽直人的 CD 播放器为例，

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可供性思维下的产品设计。深泽

直人设计的 CD 播放器，它的设计具有很强的行为、

感官、认知、功能可供性，这些可供性使产品—用户

之间的互动行为更加直接、自然、高效，利于产品与

环境共同为用户营造了一种音乐与视觉、听觉、触觉、

回忆相互作用的美好通感，为用户提供了积极的情感

体验。由此看出，可供性思维下的产品设计，通过积

极的可供性引导用户认识、了解、操作产品，并产生

积极的情感反应，使产品能够被用户流畅、高效地使用，  

表 1  深泽直人的 CD 播放器分析 
Tab.1  CD player designed by Naoto Fukasawa 

案例 产品说明 可供性 设计特征 产品效果 

认知可供性
背 部 挂 钩 、 圆

形盘面 

感官可供性

方 形 、 米 白 色

外观，咔哒声，

旋转的 CD 

行为可供性 悬绳  
 

放置方式：悬挂于墙

面，可在多元且复杂

的环境中使用； 
造型：方形外观，圆

型盘面，是对挂扇形

象的提取概括； 
功能：CD 放置于中间

凹陷的盘面中，拉下

悬着的绳子打开关闭

音乐 
功能可供性

拉 绳 触 发 CD
开关 

情

感

可

供

性

方形米白色的外观，简洁大方，CD 播

放器工作时，放置在中间盘面的 CD 伴

随着音乐的旋转并发出咔哒声，为用户

提供了良好的感官体验； 
用户无意识地、习惯性地拉绳动作触

发音乐播放，伴随着 CD 盘的旋转，

音乐悠扬地传出，使用过程一气呵成，

高效流畅，用户可以获得了良好的功

能体验； 
该 CD 的外观、使用方式与众不同，既

独特又贴心，使用产品时能够带给用户

一种“吹出声音”的惊喜体验，营造了

舒适的使用氛围，相较于普通的 CD 播

放器，该产品更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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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可供性辅助情感三层次理论的框架 
Fig.3  Framework of the emotional hierarchy theory application assisted by affordance 

 
让用户“一用如故”，对用户而言，产品像是为自己量

身定做，极具个性化，更容易获得个人的情感满足。 

3  可供性理论与情感三层次理论关系探讨 

3.1  可供性帮助产品实现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

情感满足 

本能层情感是用户初次接触产品时产生的本能

的、最直接的情感反应，本能层的情感诉求大多是通

过产品的物理特征，包括形状、色彩、肌理、材质等

得以满足。基于可供性理论的产品设计中，好的可供

性设计要求产品通过物理设计特征提供较强的认知

可供性、感官可供性，这使产品为用户带来巨大的感

官冲击，为用户提供了良好的感知体验，更容易地满

足了用户本能层的情感诉求。 
行为层情感是用户和产品交互时所感知和体验

到的“可用性”，以及所产生的“高效率”带来的愉

悦感和满足感[14]。行为层的情感诉求是否得到满足主

要与产品带来的功能体验有关。可供性思维下的产品

设计使产品具有积极强烈的行为可供性和功能可供

性，能引导用户做出相应的行为，用户所感知和体验

到的行为、功能可供性能帮助用户顺畅、高效地使用

产品，获得良好的功能体验，用户也就更容易获得愉

悦感和满足感。反思层情感是用户理解与体会产品后

产生的更深层的反应,是持续的情感投射[15]，如情感

共鸣、个人的记忆认可等。若想满足反思层的情感诉

求需要赋予产品深刻内涵，使产品带来更多的思考和

体会。可供性思维下的产品，在认知、感官、行为、

功能可供性的共同作用下，设计特征鲜明，使用起来

更流畅、贴心，更大程度地为用户带来个性化体验，

更容易引发用户对产品深层次的思考和认可。 

3.2  可供性辅助情感三层次理论的框架构建 

在产品设计中，积极的情感可供性是不同的可供

性配合发挥作用的结果，不同的产品其情感可供性的

强度不同。在基于可供性的产品设计实践中，设计者

有意识地通过不同的设计特征使产品获得较强的可

供性，通过这些设计特征的表达，产品具有了不同程

度的积极情感可供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情感反应。

并非所有的产品都同时表现出强烈的认知、感知、行

为、功能可供性，不同的产品其发挥主导作用的可供

性不同。当产品具有极为强烈的认知、感知可供性时，

用户能更多地获得良好的感官体验，产品更加侧重于

满足本能层的情感诉求；行为、功能可供性占主导地

位时，用户更多地获得良好的功能体验；认知、感知、

行为、功能四种可供性共同作用时，用户可以轻易感

知产品物理特征，并流畅、高效地使用产品，不仅获

得良好的感知和功能体验，同时用户的深层次情感被

激发，获得了个性化体验，此时产品大大地满足了反

思层的情感诉求。综上所述，好的可供性设计能够很

容易地满足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的情感诉求，因

此，可供性理论能够很好地辅助情感三层次理论在产

品设计中的应用实践。可供性辅助情感三层次理论的

框架见图 3。 

4  设计案例分析 

本章分析了五个基于可供性思维的产品设计案

例 ， 分 别 为 德 国 设 计 师 Konstantin Grci 设 计 的

Chair-One 椅子、深泽直人设计的 A light with a dish
台灯、名为 another hand 的盘子、深泽直人设计的调

味瓶 specs、飞利浦的灯光铃，旨在从可供性角度探

讨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在产品中的设计实现，从

而证明可供性辅助情感三层次理论在产品设计中应

用的可行性。结果见表 2。 
在进行设计分析时，列举了每个产品中的可供性

和其不同的设计特征表现，它们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情

感可供性，总结了案例达成的产品效果以及所侧重的

情感层次：案例一中产品借助强烈的认知、感知可供

性提供了良好的感官体验，着重满足了用户本能层的

情感诉求，案例二、三侧重于产品的功能体验，满足

用户的行为层情感诉求；案例四、五中产品带来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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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可供性的产品设计案例 
Tab.2  Product design case based on affordance 

案例 产品说明 可供性 设计特征 产品效果 

认知可供性 平坦的椅面 

 
Chair-One 

对 Chair-One 椅子进行设

计时，在椅面和椅背加入

了镂空结构，黑色的镂空

结 构 灵 感 来 源 于 星 际 大

战中的钛战斗机，带有一

定的机械感 
感官可供性 

镂空造型、黑

色外观、铝材

情

感

可

供

性

感官体验：椅子的颜色和椅面

造型带来视觉冲击为用户提

供了好的感官体验，用户被椅

子炫酷的外观吸引，本能层的

情感诉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行为可供性 凹槽托盘 

 
light with a dish 

台 灯 底 部 增 加 了 托 盘 结

构使台灯有了收纳功能，

方便部分用户进入房间、

开灯后把身上、手里的杂

物（钥匙、装饰物等）放

在台灯附近 
功能可供性 

托盘可以放置

杂物 

情

感

可

供

性

功能体验：台灯的托盘结构能

够引导大部分用户产生开灯

顺手放置自己杂物的行为，让

更多的用户能够顺畅地使用

该产品提供的新功能，感受到

该产品的便捷和高效，行为层

的情感诉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行为可供性 凸起的台面 

 
another hand 

盘 面 凸 起 结 构 配 合 食 具

能够帮助堆积食物，帮助

部 分 用 户 解 决 了 盘 中 残

留 少 许 食 物 时 难 以 吃 干

净的问题  功能可供性 
凸起结构堆积

食物 

情

感

可

供

性

功能体验：大多数用户能够自

发地利用盘子上的凸面把盘

子里的食物吃净，用户得到了

新的功能体验，同时也防止了

食物浪费，行为层的情感诉求

得到极大的满足 

认知可供性 通孔 

感知体验：外观类似于拨浪鼓

的产品造型，手摇调味瓶的过

程中，调味品在容器内沙沙作

响，十分有趣 

感知可供性 
鼓型外观、沙

沙声 

功能体验：用户看到产品后，

自然地握住鼓棒摇动，使得用

户能够快速使用这款调味瓶

行为可供性 鼓棒  
调味瓶 

造型：简化后的拨浪鼓造

型 
使用方式：用户通过摇拨

浪鼓的方式使用它，将调

味品“摇”出来 

功能可供性 
手摇鼓棒倾倒

调料 

情

感

可

供

性
产品深层次意义：产品造型以

及流畅的使用过程，使用起来

像是在把弄玩具一般，勾起了

用户的童年回忆，为枯燥的烹

饪作业增加乐趣，反思层的情

感诉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感知可供性 
产品造型、发

光样式 

感知体验：圆环与圆柱造型的

结合，是对蒲公英造型的精简

提炼，简约大气  

行为可供性 圆孔 
功能体验：使用者“吹”蒲公

英的动作触发产品开关，操作

流畅又富有新意 

 
Light Chimes by Philips 

造型：对蒲公英形象的提

取转化 
使用方式：用户“吹”亮

——风吹过圆形 LED 内

的孔时，光线亮度增加。

根 据 探 测 风 和 温 度 的 变

化，相应地改变发光样式

以为用户提供指示  功能可供性 
吹向圆孔触发

开关 

情

感

可

供

性

产品深层次意义：渐亮的“蒲

公英”营造一种静谧的氛围，

使用户沉浸在产品意境中，

产品趣味十足又兼具美感，

反思层的情感诉求得到极大

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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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感知和功能体验，同时具有深层次的产品内涵，

使用户的反思层情感诉求得到极大满足。通过表中的

案例可以看出，基于可供性思维的产品设计能够很好

地满足用户不同情感层次的诉求，因此可供性思维能

够帮助设计师更好地运用情感三层次理论，更加高效

地指导产品设计。 

5  结语 

随着产品的日新月异，如何让使用者愉悦地享受

产品功能是取胜的关键，产品的情感化设计必不可

少。可供性理论帮助设计者更加清晰地认识用户与产

品之间的关系并认真思考存在于用户—产品—环境

交互中的要素。可供性理论要求设计师们以一种新的

思维对待产品设计，可以帮助产品更好地实现情感三

层次的情感诉求，辅助产品的情感化设计，引导设计

出兼具功能与情感关怀的产品。在未来，对两种理论

的交叉研究及应用应当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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