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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交互设计背景下老年产品的设计思路与实施路径。方法 从我国社会步入老龄化这一现

实展开探索，结合老年群体的诸多特点及现实问题就老年群体对产品的多样化要求进行分析，并总结了

基于交互视角的设计原则，提出符合习惯、操作简便、强化交互三大设计方向，最后分别聚焦于老年产

品设计中的情感、互动、人性、智能四大方面，就具体的设计思路及路径展开探讨，剖析老年人的现实

需求，挖掘不同形式的老年产品的设计要点与具体策略，着力探索老年产品在交互设计背景下的发展方

向。结论 交互设计作用于老年产品中，可以实现人性化的产品设计，使产品更加符合老年人的心理和

生理需求，并在使用过程中强化产品与老年人的情感共鸣，为老年人晚年生活品质的提升提供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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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action Design 

WANG Lie-juan 
(Sichuan University of Culture and Arts,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idea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action design. From the reality of aging society in China and combined with a lot of characteristic and 

real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the requirement of the elderly on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was analyzed. The design principle 

based o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was summarized. Three design directions of habit compliance, easy operation, and inter-

action strengthening were proposed. Finally, the specific design ideas and paths were discussed from four aspects of emo-

tion, interaction, human nature, intelligence in design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to analyze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he 

elderly, and explore the design points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of different forms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to strive to ex-

plor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action design. Interaction design, 

acting on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can realize humanized product design, make the products more in line with the psy-

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needs of the elderly, strengthen the emotional resonance between the products and the elderly 

in product use, and provid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lderly’s quality of life in their later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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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群体的特点及生

活需求逐步受到关注。一方面，老年群体的身体机能

开始退化，不仅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困难，而且还在

活动范围上受到诸多限制；另一方面，老年群体之中

的空巢老人、残疾老人增多，其心理需求逐渐增多，

而承受能力和情感需求大多得不到应有的满足[1]。这

些现实问题已经成为当前老年群体所面临的普遍问

题，尤其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出现，更让老年群

体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如何使老年人摆脱难以适应

当前时代的心理，让其追赶上时代的步伐，感受到自

我的价值成为社会热议的重点[2]。老年产品作为迎合

这一需求的独特存在，也逐渐获得重视，并在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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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有了突出的成绩，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功能

上都有所创新与提升，为老年人的生活管理和晚年质

量带来了实际的帮助，尤其是交互理念作用下的老年

产品设计更凭借其交互与情感表达等功能成为助推

养老事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本文

从理论实践出发，就交互设计下的老年产品设计方向

与策略展开深入分析与探究。 

1  交互设计背景下老年产品设计的主要方向 

从社会现实看，目前的老年产品设计及应用中存

在着诸多不足，突出表现在某些老年产品碍于造价的

限制多采用价格较为低廉的原材料，增加了使用过程

中的不稳定因素，而一些造价较高的老年产品又会结

合智能技术进行设计，其过于复杂的操作也让老年群

体在使用过程中难以感到满意。这些现实问题说明老

年产品的设计必须从实际出发，增强与老年人的情感

交互。 

1.1  符合习惯 

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在接受新事物、新理念和

新产品时的整体能力较弱，而很多老年产品在设计中

逐渐有了智能化趋势，讲求各种新颖的操作，即便整

个操作并不困难，但老年人在实际使用时也难以像年

轻人一样迅速掌握操作技巧[3]。因此，在老年产品的

交互设计中，应从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出发，结

合其生活中的日常习惯进行设计，最大化地保证流畅

性和便捷性。 

1.2  操作简便 

老年人在选择相关产品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操

作简便的产品，但现实中的产品却极少有符合老年人

需求的。以导航产品为例，老年人难以正确找到方

向，也难以根据智能设备反馈信息。这样的情况在其

他老年产品的设计中也同样存在[4]。为了避免不利因

素，便于老年人使用，其产品设计必须合理规划和布

局，以尽可能简单直接的使用体验帮助老年人获得满

足感。 

1.3  强化交互 

交互性是老年产品设计的一大趋势，也是结合老

年群体特点所得出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5]。这一点虽

然得到了重视，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却没有做到

位，很多老年产品存在信息过多、干扰老年人判断的

情况，大大影响了交互作用的实现。这也意味着交互

性设计仍是未来老年产品设计的主要方向，必须从各

个细节上实现功能的强化。 

2  交互设计背景下老年产品设计的具体策略 

老年群体对产品的要求在逐渐提高，这是不可否

认的现实，也是广大设计者不断尝试探索与实践的重

要指引。面对这一现实，人们不能固守传统，必须从

多方面着手，结合交互设计理念，为老年群体设计出

更加适合他们的产品，为其老年生活增添光彩。 

2.1  发展情感化设计 

衰老是自然规律，会导致人的器官逐渐衰弱，行

动能力逐渐降低，同时理解能力也逐渐退化，因此很

多情况下难以理解产品的使用方法和价值意义[6]。这

时，情感化的设计方向开始出现，其主要针对老年人

的情感需求，主张从老年人的思考逻辑和行为方式上

进行强化与创新。怀旧设计就是情感化设计的一个清

晰的分支，其针对老年人归属感逐渐降低这一现实，

迎合了老年人怀念过去生活与回忆的现实需求，以更

加积极正面的情感去弥补其当下因脱离社会而产生

的反常情绪，使之产生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并在这

种良性的互动中带给其一种归属感和共鸣感。第一，

愉悦的情感表达。产品的情感设计需要建立在本能、

行为、反思三个层次上，就怀旧设计而言，应以老年

人为重心，结合其经历进行深层次的回忆探索，并将

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和实践进行加工和归纳，如个

人信仰、儿女成长、文化熏陶等，以此进行愉悦的情

感表达[7]。比如一款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智能相框就是

遵从这样的设计理念，以老年人的回忆为起点，并且

操作十分简单，老年人可以随时轻松地将生活中的照

片上传至相册，并进行收集和整理，这种愉悦的使用

体验和情感体验便是一种情感层面的互动，它实现了

与老年人更加深刻的情感共鸣。第二，协调的互动体

验。怀旧元素能够帮助老年产品产生更多的情感附加

值，但必须将其建立在协调的互动表达上，只有这样

才能快速唤起老年人的感官愉悦性和交互性。一款老

年智能写字板的设计就将目光聚焦于老年人行动不

便、手脚不够灵活这一问题上，将写字笔设定为毛笔，

充分迎合了老年人手部触感不灵敏的实际情况，也给

了老年人切实参与的机会，能轻松使用的产品让老年

人获得了使用上的互动与情感的满足，也消除了老年

人对未知产品的恐惧与抵触心理[8]。 

2.2  增强互动式设计 

从心理方面分析，老年人的性格与需求大多与其

生活环境紧密相关，作为已经退休的群体，他们的生

活相对平稳，但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因此其内心

总会感觉到孤独，加之对各种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

差，他们更加希望获得一种参与性的体验，从而在使

用过程中感受到温暖与舒适[9]。这一点在老年护理保

健品设计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老年人的身体总是不可

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问题，且整个生病的过程较长、恢

复期也长，即便是同一种病症在不同的个体中也多有

着不同的表现。因此，提升老年用户的体验，增强交

互性成为老年护理保健品设计中的重要方向。作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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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产品设计者，应在界面设计过程中适当加入颜色

模块，以此代表不同的信息，充分照顾老年人的信息

感知能力，帮助其在使用过程中得到更加准确的检测

数据，从而实现更好的自我护理。在这种轻松的参与

过程中，老年人不仅可以得到心理的满足，而且还能

获得精神的愉悦，感受到产品的人文关怀[10]。 

2.3  尝试人性化设计 

老年产品人性化设计至关重要，这也是由老年人

的特殊需求所决定的。一般来看，老年产品的人性化

设计主要包括安全易用、经济舒适等具体的原则。第

一，安全易用。老年产品的互动性设计必须建立在安

全易用的基础上，这才是人性化的体现，也是对老年

群体的尊重[11]。比如，在对老年产品的设计过程中，

设计者应用较大号的字体来展现具体的操作步骤说

明，便于老年人更好地了解产品及其使用方法，还可

以设置一段提示音，帮助老年人在使用时能够快速了

解和掌握产品的使用方式，提高使用效率。第二，经

济舒适。对于老年群体而言，交互性很多时候建立在

经济舒适等方面[12]。这一方面是由老年人的现实经济

情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其身体素质和精神需求

所决定的。因此，在设计老年产品时，必须对市场进

行全面的考察调研，并在细节之处下足功夫。具体到

色彩的设计方面，设计者应多使用老年人相对喜爱的

中性色，避免过高纯度和明度的颜色对其造成刺激，

还可以利用一些有着鲜明对比的互补色，以凸显信息

内容和功能位置，促进老年人与产品的交互，在互动

过程中实现功能的强化与提升。 

2.4  推广智能化设计 

智能化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一点在诸多领域都有

着广泛的应用，老年产品设计领域自然也不例外。为

了使老年人能够更好地使用智能化产品，设计师进行

了大量的尝试，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技术的进步，促

进了智能化老年产品的发展。智能室内种植产品的设

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初衷是让老年人在交互中产

生良好的使用体验，并获得精神的满足[13]。首先，在

功能设计上，智能家居种植产品专门为老年人设置了

科学种植、社交分享等功能，并由灯光、消息和闹铃

作为提醒方式，提醒老年人需要操作的花盆，方便老

年人在家进行种植。另外，还设有消息提醒功能，以

此提醒老年人不同植物的花期，这也给其拍照分享提

供了条件，深受老年人欢迎。其次，在结构方面，设

计者为了深入地应用交互式体验设计，给老年人带来

操作中的愉悦体验，在智能家居种植产品的结构设计

上采用了可拆卸、可移动的模块化结构设计，让老年

人可以轻松搬运花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意外情况

的发生，同时给老年人自由组装模块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而且，具体的使用方式设计也打破了传统家居种

植产品的局限，其借助智能化装置实时接收各个模块

的检测信息，最终将这些信息转入老人的手机，让老

年人可以及时获得提醒，掌握植物的生长情况，并进

行更加灵活的实际操作。综合来看，这种智能化的家

居种植产品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仅将使用过

程设计得十分有趣和智能，锻炼了老年人的脑部思

维，也活跃了老年人的四肢，更给了他们一种心理慰

藉，让老年人在参与过程中获得了精神愉悦，十分有

益于身心健康 

3  结语 

交互设计是当前的一大趋势，尤其在老年人身体

机能降低，对产品需求不断提高的现实背景下，交互

设计在老年产品中的应用逐渐受到重视，并不断得到

实践。综合来看，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必须坚持符

合习惯、操作简便、强化交互三大原则，注重老年人

使用产品过程中的情感交互，无论是情感方面，还是

人性化、智能化等方面，都可以被充分利用起来，结

合老年人生活中有着迫切使用需求的各种生活产品，

以更加贴合其心理与精神预期，并有着强大交互特点

的形式，为老年人找到生活中的存在感、满足感和优

越感，让这样的一个群体能够在时代高速发展和经济

快速增长的社会背景下获得多维度关怀，真正构筑起

和谐温馨的老年人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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