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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背景下的茶叶包装体验设计研究 

杨雪纯，李芳宇 
（西南交通大学，成都 611756） 

摘要：目的 人口老龄化已经是全球趋势，截至 2017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高达 2.48 亿，

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总数最多的国度，老龄化趋势愈演愈烈。中国是茶叶大国，茶叶产量最大，品种

最多，老龄用户是我国茶叶产品消费的主要群体，而我国茶叶市场上的各种包装种类虽多却大同小异，

鲜有根据特定用户来进行特定的设计。而老龄用户又处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中，需要社会的关怀和保护，

因此，基于这类用户生理和心理层面的消费需求和使用需求，注入情感化设计是尤为重要的。方法 以

老龄用户作为目标群体，以茶叶包装设计作为研究对象，对老龄用户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进行分析。

结论 结合用户体验五要素，提高老龄用户的使用体验，使设计更好地服务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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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 Packaging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in China 

YANG Xue-chun, LI Fang-y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ABSTRACT: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is already a global trend. As of 2017, the total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aged 

60 and over in China is as high as 248 million. China has become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the trend of aging is intensifying. China is a big tea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tea production and the largest 

variety. Older users are the main group of tea products in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packages in 

China’s tea market, so there are few specific designs based on specific users. Older users are in th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need social care and protection. Therefore,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inject emotional design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and use needs of such users at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levels. Taking the older users as the target 

group and the tea packaging desig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aged users were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five elements of user experience, the user experience of older 

users is improved to make the design serve consumers better. 

KEY WORDS: older users; tea packaging design; user experience elements; emotional design 

茶叶中富含纯天然的营养成分，适量喝茶有益于

老龄用户的身心健康，然而综观我国茶叶市场，包装

设计存在普遍欠缺。首先，茶叶包装虽然各式各样，

但是却缺乏包装内茶品本身的特色，不能彰显茶叶的

种类和品牌，容易间接造成茶叶品质参差不齐（由于

包装本身没有关于内部茶叶的详细说明，质量差的茶

叶容易混入其中）；其次，很少关注老龄用户的真实

需求，包装上鲜有体现科学的饮茶方法；第三，功能

性缺失，极少在包装中加入针对老龄用户的人性化设

计，体现出对老龄用户的人文关怀，对老龄用户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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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其使用的茶叶包装更是少之又少。本文并不完全

是传统意义上的包装设计中视觉表现的阐述，而是从

体验设计角度出发，通过大量市场调研，系统分析中

国现有茶叶包装设计存在的缺陷，在茶叶包装设计中

运用情感化设计的相关原理，从战略层、范围层、结

构层、框架层、表现层五个层面进行分析，由抽象到

具体地总结出适合老龄用户的茶叶包装设计。 

1  老龄用户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1.1  老龄用户的生理特征 

第一，老龄用户的感觉器官和认知功能会随年龄

减弱。人至老年后，骨骼肌逐渐萎缩，关节灵活性下

降，牙齿松动脱落，指距缩短，因此不宜抓握，且不

易开启过大过重的金属茶盒。不仅如此，老龄用户的

感觉器官（视力、听力、触觉、嗅觉等）功能也开始

下降，身体各部位的灵敏度下降，反应速度和操作能

力都会减弱，常常会使他们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的现

象，因此，在进行设计时，应聚焦老龄用户特殊的体

验模式，充分针对老龄用户视力和操作能力等下降所

形成的使用习惯进行设计。 

第二，老龄用户的记忆能力和适应能力会随年龄

降低。进入老年期后，老龄用户的大脑逐渐萎缩，脑

细胞数量相应减少 20%~50%，其血流量减少将近

1/5，记忆力明显衰退，神经传导功能也会下降，对

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大多数感觉减退，这些都标志

着老龄用户脑力劳动能力的减弱，只能从事节律较

慢、负荷较轻的活动，因此，在进行设计的时候要充

分考虑到老龄用户的生理特征，避免过多的操作和过

多的记忆程序，不宜采取过于繁复的盒型设计。 

1.2  老龄用户的心理特征 

第一，由于年龄的增长，一方面，中枢神经系统

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减弱导致老龄用户意识性差，反应

迟钝，注意力不集中；另一方面，会导致老龄用户情

绪不稳定。这些特征容易使他们产生恐惧、抑郁、焦

虑等负面情绪，易伤感，易激怒，同时也会产生孤独

和依赖的情绪，主要表现在选择和使用商品时信心不

足，被动顺从，犹豫不决。这些特征常使老龄用户在

使用复杂的茶品包装时无所适从，忘记自己正在进行

哪一步或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第二，老龄用户已经形成了十分固定的生活作

风、经验和习惯[1-2]。随着年龄增长，这些带有稳定

性和长期性的生活作风、经验和习惯也不断强化。这

种现象会导致老龄用户在评价和处理事物时，往往容

易墨守陈规，对新事物、新知识的接纳和吸收程度较

低，因此，要想帮助老龄用户得到更好的产品使用体

验，设计师就应该设计出符合老龄用户心理模型的产

品，要符合他们的认知需求和能力局限，尽力降低老

龄用户在使用产品时的受挫率，因为一旦他们在使用

产品时受到挫折，会不知道怎样去应对，不能够及时

想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这样极有可能会对这款产品产

生抵触心理而拒绝使用。 

综上所述，在一个针对老龄用户的茶叶包装设计

中，设计师应该站在老龄用户的角度上，考虑到他们

的心理特征，仔细观察这类用户对于一款新产品的认

知行为和使用行为，并以此掌握他们的认知和使用规

律，基于这些来设计出更好的被老龄用户接受的产品。 

2  我国茶叶包装设计存在的缺陷 

第一，茶叶保质功能与茶盒使用功能未能协调兼

容，安全性不足。从茶叶的外部包装上来说，如今我

国茶叶市场上有很多散装茶叶，它们大多用铁罐储

存，但还是存在一些不方便的问题。老龄用户骨骼肌

萎缩，关节灵活性下降，指距缩短，手指灵敏度和力

量较弱，而这类铁罐散装茶往往开启费力[3]，且铁罐

边缘受力面积小，铁罐装茶叶见图 1，很容易对老龄

用户的手部肌肉和骨骼造成伤害。从茶叶形态上来

说，除了上面提到的散茶，还有一种茶叶以茶饼的形

式存在，茶饼见图 2，这种茶叶虽然便于运输和储存，

口感也更浓醇，但是每次取用都要使用专门的茶刀切

取，这种方式对老龄用户来说也很不方便。 

第二，铁质和塑料茶包设计既不利于老龄用户身

体健康安全，也易造成其使用的心理受挫。对于这类

铁罐散装茶大多数人会直接用手抓取或是用倾倒铁

罐的方法取茶，这两种方法一是不卫生，直接用手抓

取可能会让茶叶接触到手上的细菌，对免疫能力不强

的老龄用户来说是很不利于身体健康的[4]。二是力度

掌握不好会导致过量倒出茶叶，尤其是对于老龄用

户，由于生理特征的限制，他们往往会掌握不好力度

而导致倒不出来或是茶叶散落，这种在使用过程中使

老龄用户受挫的现象，会使他们对这款产品产生抵触

心理，给老龄用户一种不好的使用体验。除此之外，

现在市场上的真空塑料包装袋有些也并不安全，塑料

茶叶包装见图 3，这种塑料价格低廉，多是小作坊生

产，质量不可保障，而且塑料是化工合成物，容易分

解出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成分。 

第三，茶叶包装的视觉设计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文

化符号呈现，缺乏人文关怀和积极的用户体验。对于

一个产品，其本身的内在精神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每

一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属性，都有自己长期生活的

文化环境，尤其是对那些经过多年的社会实践和经

历，已经养成了一定的生活作风、经验和习惯的老龄

用户，他们既希望产品符合他们的认知，以便可以依

据经验进行操作，又希望从中得到情感寄托和自我价

值的认同[5]。而现在茶叶市场上，充斥着很多毛笔字

和各种吉祥图案的拼贴包装，刻意仿古，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文化符号，但是仅仅流于表面，

这种包装更像是一种默认的模板，对于那些有着丰富 



230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1 月 

 

 
   

图 1  铁罐装茶叶 
Fig.1  Iron canned tea 

图 2  茶饼 
Fig.2  Tea cake 

图 3  塑料茶叶包装 
Fig.3  Plastic tea packaging 

 
人生经历的老龄用户，这种包装并不能使他们感受到

亲切和温暖，也就不能从中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情感

需求和价值认同。 

无论是产品认知体验的形成，还是对产品的接受

度，很大程度上与用户从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知识和

经验有关，尤其是老龄用户，一旦对某种产品产生了

固有认知便很难去改变，这种固有认知往往会影响后

期使用这个产品的行为和对它价值的认可。这样，如

果一款茶叶包装能够使老龄用户从中得到使用上的

舒适和情感上的满足，那么就会形成一个长久而坚实

的用户群体。 

除了以上几点，很多茶叶包装还存在字体太小、

字形不清晰、视觉误导等缺点[6]，字体太小、字形不

清晰见图 4，这些现象都会提高老龄用户在使用产品

时的受挫率，降低愉悦感，从而影响使用产品者的用

户体验。 

3  茶叶包装设计中以老龄用户为中心的情

感化设计 

对于老龄用户直接使用的茶叶产品，正确的包装

应该是由用户自身的心理感受和行为来决定的。在包

装设计的过程中，每一步都要把老龄用户列入考虑范

围，考虑他们的心理和生理特征以及使用体验并分解

为组成要素，这些组成要素就包括战略层、范围层、

结构层、框架层和表现层[7]。战略层包含用户需求和

产品目标，范围层包括功能规格和内容需求，结构层

设计用户路径，框架层用于优化布局，表现层则是最

终的感知体验。 

3.1  老龄用户茶叶包装设计的战略层和范围层分析 

对茶叶包装设计的战略层和范围层的研究，是以

老龄用户为中心的茶包设计的第一步。 

对于一款以老龄用户为目标的茶叶包装设计，就

要明确用户想要通过这个产品得到什么，研究老龄用

户的内在需求，才能抛弃局限，真正从老龄用户的角

度来重新审视整个包装设计。 

从战略层这一层面出发，研究老龄用户的需求，

应克服老龄用户不善使用现代通讯工具和社交媒体

所造成的调研障碍，广泛使用市场调研方法（比如问

卷调查和焦点小组[8]）、现场调查、任务分析等方法

来进行。市场调研是获取老龄用户基本信息的宝贵来

源，现场调查能够为设计者展示出一些无法通过其他

方法或途径获得的且极其细微的用户行为，而任务分

析则可以让老龄用户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故事，说出他

们自身独有的生活经验，方便设计者从这些老龄用户

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去直接研究他们的行为。对于老龄

用户这一特定用户群体，应针对性地聚焦其已经形成

并逐渐固化的生活作风与习惯，从而彻底了解其真正

的内在需求。 

只有带着“这些老龄用户想要什么”和“包装可

以提供什么”的想法，才能把需求转化成包装应该提

供给老龄用户什么样的内容和功能，这时，战略就变

成了范围。在范围层，主要分为功能规格和内容需求

两个部分，无论一款茶叶包装设计所涵盖的功能和信

息多么庞大复杂，设计师都要尽可能地描述这个包装

要怎样设计才能“防止”不好的情况发生，比如上文

提到的铁罐茶包装和真空塑料包装袋，它们对老龄用

户使用时造成的不方便和可能对他们的身体健康造

成的危害，就反映了这种包装在设计时并没有深入挖

掘老龄用户群体真正的需求。而故宫文创与泊喜在

2018 年联合推出的开福茶叶罐，分为上下两茶仓，

一仓一茶，避免串味，且罐口开阔，并有硅胶盖密封，

便于老龄用户存茶和取茶，有效保持了茶叶干燥，存

茶不走味，故宫文创——开福茶叶罐见图 5。 

3.2  老龄用户茶叶包装设计的结构层和框架层分析 

对茶叶包装设计的结构层和框架层的研究，是以

老龄用户为中心的茶包设计的中心环节。 

在定义好老龄用户需求后，设计师对茶叶包装将

会包括什么特性会有清晰的认知，但是对于其整合路

径仍可能模糊不清，这就是范围的下一层——结构

层。在这一层级，则主要分为交互设计与信息架构两

个部分。交互设计关注与描述“可能的用户行为”[9]，

信息架构则可以让老龄用户有效、快速地使用产品。

每个人对于事物的看法和如何运作都有自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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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字体太小、字形不清晰 
Fig.4  Too small and unclear font 

图 5  故宫文创——开福茶叶罐 
Fig.5  Cultural creation in the Palace Museum: Kaifu tea pot 

 

  
 

图 6  结合日历的茶叶包装——Tea Calendar 
Fig.6  Tea packaging combined with calendar: Tea Calendar 

 
模型，老龄用户也不例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老龄用

户的学习能力、反应速度、操作能力、记忆力和认知

功能都逐渐减弱，因此，使用老龄用户熟悉的概念模

型，会使他们更快适应一个不熟悉的包装开启方式，

或是从没见过的泡茶方法。在这里，从战略层和范围

层中得到的老龄用户的想法和需求可以帮助设计者

设计出最有效的概念模型。2013 年，来自德国汉堡

的设计工作室 Kolle Rebbe 为德国茶叶品牌 Halssen & 

Lyon 设计了一款与日历结合的茶叶包装“Tea Cal-

endar”。设计师将茶叶加工压制成薄片，并在其表面

印上了一年的日历，老龄用户可以像撕日历一样撕下

茶叶薄片，用热水冲泡。包装利用老龄用户熟悉的概

念模型（日历），以及简单易懂的泡茶步骤，减少了

老龄用户的学习时间，结合日历的茶叶包装——Tea 

Calendar 见图 6。信息架构创建的分类体系会对应并

符合茶叶包装设计的目标以满足老龄用户的需求，设

计师可以从最广泛、最有可能满足需求的内容和功能

出发，逐渐细分出次级分类，也可以从已有的资料入

手，把它们归入到最低级别的分类中，然后再将它们

分别归属到较高一级的类别，逐渐构建出能反映老龄

用户需求和产品目标的结构，可以概括为从上到下和

从下到上这两种方法。 

框架层主要包括信息设计、视觉设计以及导航设

计。一款茶叶包装若是具有一个充满吸引力的视觉设

计，可以让老龄用户一眼就能看到最重要的东西，而

一个合理的信息设计和一个清晰的导航设计组合在

一起则可以让老龄用户知道自己已经进行到哪个动

作以及下一步需要做什么[10]，三者结合就可以使老龄

用户有一个流畅、舒适的使用体验。从现在的茶叶市

场来看，还是存在很多各种五花八门的茶叶包装设

计，它们不论从字体、图案，还是引导方式上都大同

小异，既没有明确的茶叶种类，也没有清楚的泡茶流

程，更没有精炼的文化价值，这些都是需要从以上四

个层面来解决的。 

3.3  老龄用户茶叶包装设计的表现层分析 

对茶叶包装设计的表现层的研究，是以老龄用户

为中心的茶包设计的具体呈现。 

表现层是产品给用户提供体验的最后一站，这一

层面解决并弥补了以上四个层面的感知呈现问题，这

些感知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11]，而以

老龄用户为中心的茶叶包装设计则主要应该以视觉、

触觉、嗅觉和味觉四种感知方面来体现老龄用户最终

的情感化需求。 

合理的设计感知有利于良好的用户体验。老龄用

户在选择一款新的茶叶产品时，一个清晰又流畅的视

觉流决定了他们会考虑使用这个产品，接触到包装时

的良好手感会促使他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由法国设计

师 Milagros Maria Bouruncul Rodriguez 于 2012 年设

计的一款颜色由深到浅的花瓣形茶叶包装见图 7，为

老龄用户带来愉悦的观感体验，随着花瓣的层层剥

开，扑面而来的茶香和泡茶时的香气以及品茶时的口

感和味道，这一系列的行为动作无一不在影响着这些

老龄用户对这款茶叶产品的使用体验。上文提到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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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花瓣形茶叶包装 
Fig.7  Petal tea packaging 

 

茶和茶饼这两种表现形式，虽然在嗅觉和味觉上可能

会增强香气，提高口感，但是在使用上却并不那么快

捷便利，对于因为年龄增加而造成手部关节灵活性下

降的老龄用户群体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体

验，这就又回到了上面说到的战略层、范围层、结构

层和框架层四个层面上。如何改变这些不好的体验，

还应该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这也应该是一个循环往

复，不断升级迭代的过程[12]。 

创造一个吸引人的、高效的用户体验方法，也就

是以用户为中心进行设计，是设计一个产品必不可少

的环节。以老龄用户为中心的茶叶包装设计更应该从

老龄用户出发，明确这一弱势群体的生理特征和生理

需求，关注他们的心理特征和情感需求，给予他们一

定的人文关怀，以此来实现良好的使用体验。 

4  结语 

产品包装作为商品信息的传递者，决定着产品在

商品市场中的文化价值体现和市场接受度[13]。以用户

为中心的情感化设计是未来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利

用好用户体验五要素，使茶叶包装既拥有美观的外

观、丰富的内涵，又拥有吸引老龄用户使用的能力，

使老龄用户在愉快地体验和享受茶叶产品的同时，潜

移默化地满足他们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达到给予

他们良好的用户体验的目的。对于一款以老龄用户为中

心的茶叶包装设计来说，这样的情感化设计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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