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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老年家具的人性化设计思路及发展策略。方法 以社会老龄化趋势为大背景，引出了老

年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提出当前老年产品的空缺，挖掘老龄化趋势下的各种现实问题，然后结合老年

群体的实际需求提出将人性化设计融入其中，并以最直接的色彩、形态、材质和功能等为主要方向进行

总结，接着以此为着力点展开了具体的设计路径探索，提出在无障碍设计、情感设计和智能化设计 3 个

方面的有效尝试和具体的应用方式与路径，对老年群体各个方面的家具使用需求与未来的发展思路进行

思考。结论 从人性化的视角去思考与实践老年家具设计，能够促成家具与老年人的良性互动，真正满

足老龄化社会对家具形式与功能的现实需求，从而让老年人在会用、乐用的情感升华中得到身体的放松

与心灵的慰藉，提升他们的生活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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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humanized design idea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senior 

housing furni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n aging society, this paper raise the hu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elderly 

housing furniture market, put forward the imperfections of current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dig into all kinds of practical 

problems taking account the aging trend, and propose to integrate humanized design, into th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ac-

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most obvious aspects, such as color, shape, material and function as the main direction 

are summarized, and specific design approach is explore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effective attempts at the barrier-free 

design, emotional design and intelligent design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the approaches. The elderly demands for fur-

niture in various aspec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are analyzed. Thinking and practicing furniture design for the eld-

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zation can promot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furniture and the elderly, and truly 

meet the realistic needs of the aging society for furniture form and function, so that the elderly can get physical relaxation 

and spiritual comfort in the emotional sublimation of being able to use and enjoy the furniture,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pleasure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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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趋势的凸显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增长

让老年人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群体，对各个领域

的影响也更加深刻[1]。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

家具设计领域。面对摆在面前的巨大的市场需求，如

何才能开发好老年家具这一市场成为家具企业及相

关设计师普遍关注的问题。诚然，从社会发展现实和

家具生产设计来看，面向老年群体的老年家具的确存

在，但老年家具的设计标准并不统一，且整体的设计

探索正处于初级阶段，而老年群体无论是身体机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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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是心理状态方面都表现出与一般人截然不同的

特点，这就对当前的老年家具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2]。在不断的尝试与创新中，人性化成为老年家具

设计的一大准则和主要思想，其主张从老年人面对家

具所产生的真实感受出发，结合他们独特的情感需求

和生理需求，创造出人与物的和谐统一的家具形式。 

1  老年家具的源起与发展 

人口老龄化社会阶段的到来让老年人逐渐成为

了社会的关键存在，但老年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该群

体的个性化特点，也逐渐凸显出一些共性的问题。比

如，老年人普遍有着慢性疾病，有的更是长期需要护

理，而传统的养老模式又难以满足老年人的该需求；

老年人消费市场的需求和相应的保障体系得不到满

足和完善，整体仍处于初级阶段；老年群体自身的压

力和负担过大，自我评价也倾向于负面；等等。这些

现实情形都说明了老年群体的重要性和其现实需求

的实际情况。作为与老年人关联密切的存在，家具更

是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紧密相关[3]。于是，在实际的

家具设计发展过程中，老年家具设计便成为重要的组

成部分，不仅要求具备基础的家具使用需求，还要给

他们带来安全、舒适、愉悦、便利的使用感受，而这

也是当前老年家具设计的主要追求目标。 

2  老年家具的人性化设计方向 

2.1  色彩的人性化 

传统的家具设计对老年人的关注较少，而少量的

老年家具中大多存在着色彩单一的弊端。事实上，老

年家具设计的色彩运用并不是固化、呆板的，而是可

以灵活合理应用的。在家具设计中，设计师要结合老

年人独特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的特质去选择色彩，

结合他们的文化修养、性格喜好等进行设计，在不影

响家具功能的前提下，提供更高层面的情感体验。 

2.2  形态的人性化 

家具设计的造型影响甚至决定着家具设计的成

败，这在老年家具设计中同样不例外。好的造型设计

能够给老年人带来愉悦的视觉体验和精神享受，深受

老年群体消费者的欢迎[4]。以人体工程学为设计宗旨

的人性化老年家具设计主张以人体的比例和心理尺

度为基础，重视家具表面形状与人体的接触，这就给

了老年家具以可行的方向，为具体的形态设计提供了

具体的思路。 

2.3  材质的人性化 

家具材质的人性化同样至关重要。在家具设计

中，不同的材质选择会带给人不同的感官体验，如木

质材料的自然与惬意、不锈钢材料的清凉与现代等。

鉴于此，老年家具的设计必须对材质的选择严格把

关，在不断尝试各种契合老年人审美和情感的新材料

的同时，提倡无毒环保，让他们在使用过程中获得安

全舒适的使用体验。 

2.4  功能的人性化 

家具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其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

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对于老年家具的设计

而言，人性化视角下的功能升级成为重中之重[5]。在

物质功能上，使用舒适、存放物品方便、安全系数最

大化等都是必须严格把握的重要方面；在精神功能

上，老年家具的设计应重视细节的展现，哪怕一个细

微之处的功能设计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老年群体

的使用需求，带来愉悦的心情。 

3  老年家具的人性化设计实践 

3.1  无障碍设计 

对于老年群体而言，他们在使用家具的过程中首

要看重的就是家具的实用性。适合老年人使用、能够

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的家具才是理想的家具，

才是老年家具的本真[6]。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越来越

多的设计师从老年群体普遍的使用需求和目标追求

着手进行了各种的实践尝试，其中无障碍设计逐渐得

到关注，成为众多设计师开始着手尝试的重要方面。 

3.1.1  门厅及客厅家具设计 

门厅是室内空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面积不大

却有着极高的使用率。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经常会

在门厅进行各种进出门的动作，如换鞋、穿衣等。因

此，设计师在此处的家具设计中应对进户门净宽和左

侧预留开门空间进行合理设计，以更加合理的家具形

式满足老年人的进出需求，尤其要方便轮椅进出[7]。

客厅的家具设计同样要满足老年人室内活动和心理

需求的双向目标，如在电视柜与茶几的设计上应照

顾到老年人的身高、身体素质水平和喜好等各方面

因素，进行科学的无障碍化设计，在细节之处体现人

性化。 

3.1.2  书房和厨房家具设计 

从整体来看，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总是喜欢与图

书和报纸为伴，因此书房家具设计的人性化同样应引

起重视[8]。比如，设计师将书桌和座椅都设计成可升

降调节的形式以便能为不同身高、不同使用需求的老

年人带来极大的使用便利。厨房家具的设计也应该以

老年人的自主生活为基础。以普通的厨房柜台高度设

计为例，设计师要照顾到老年人的身高，不能过低或

过高，同时要对一些需坐轮椅活动的老人进行考虑，

科学设计柜台高度。只有从这些现实情况着手，科学

设计柜台的高度，才能为不同身高和不同需求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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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最适宜的使用体验。 

3.2  情感化设计 

从老年家具的总体情况看，其虽然在市场上有着

一定的存在感，但是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普及与推广[9]。

事实上，除了基本的实用性、便于老年人的安全使用

外，老年家具设计还应从更高的层面出发，在造型、

色彩、材质等细节之处进行情感的铺垫与升华，去迎

合老年人的使用需求和情感需求，从精神层面给予老

年人以关心，让他们能够找到精神寄托，从简单的使

用升级为高层面的情感体验。 

3.2.1  造型层面 

老年人在使用家具时主要借助视觉和触觉去感

知和体验。鉴于此，老年家具的整体造型显得十分重

要。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设计师要从老年人的这一

感知特性出发，将造型设计得更加科学，满足老年人

的各种情感体验[10]。比如，为满足老年人普遍的怀旧

心理，设计师可以在家具设计中融入传统的文化元素

符号，以此去弱化机械零件的生硬之感，并在整体上

尽量选用曲面，避免过于强烈的对比，让老年人的使

用更加舒适，形成良好的情感体验。 

3.2.2  色彩层面 

作为十分直观的一种信息传递符号，色彩在老年

家具的设计与使用中也有着重要的存在价值。设计师

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可以结合老年人视力逐渐减弱、

更喜欢那些视觉冲击强的色彩搭配或者中明度色彩

的特点去应用。同时，设计师要与老年人普遍存在的

衰老感、孤独感等情感特征相对应，多运用暖色调的

色彩，让他们从情感层面感受到温暖和力量，减弱或

消除孤独感。 

3.2.3  功能层面 

一直以来，老年人的普遍特点就是对新鲜事物的

接受速度慢，所以在设计过程中要对功能性引起重

视，避免因使用上的不便和错误给他们造成心理阴

影，产生抵触感[11]。设计师应深入分析老年人普遍化

的生活习惯，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将家具的功能设

计得尽可能简单化、大众化，让他们乐于接受，并从

中感受到平等自立的情感体验。 

3.3  智能化设计 

智能家居的发展给了家具设计更高层面的设计

思路，也使智能化家具成为人们普遍感兴趣且喜爱使

用的家具形式。老年人比例的不断上升给智能家具设

计拓展了使用对象的范围，若能结合老年人的使用特

点和情感需求设计出智能化的老年家具，必定可以占

领更大的家具市场，同时让老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注

与尊重[12]。然而，由于智能化家具相对复杂的操作过

程和老年群体的实际情况，很多老年人并不赞同智能

化家具。事实上，完全可以进行更加简洁高效的设计，

让智能化成为老年人生活的有效存在，为其使用提供

便利。 

3.3.1  设计原则 

在智能化老年家具设计中，设计师应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从实用、标准和易用 3 个

方面进行丰富和创新。在实用性上，设计师要让家具

能够给老年人的使用带来切实的便利，如果一味坚持

传统，那无异于原地踏步；在标准化上，设计师要将

智能化老年家具的设计严格按照国家和地区的有关

标准进行实施，确保家具系统的兼容与互联；在易用

性上，设计师要将使用步骤尽可能简化，并适当加入

提醒功能和辅助记忆的功能，让老年人不必花费太多

体力和智力便可以轻松使用。 

3.3.2  设计实践 

针对老年群体的智能卫浴设备包含卫浴提升器、

移动座椅等，整体的线条十分圆润，并具备智能化的

使用特点，只要轻轻按动按钮，便可以自动化激活，

十分方便[13]。另外，智能卫浴还可以设计成含有橡胶

的手柄，防止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摔倒。更加独特的

是，卫浴设备还可以设计配备应急响应系统，一旦老

年人在使用中出现问题可以及时将情况传递给子女，

最大化地避免受到伤害。 

4  结语 

老龄化趋势已经影响了当下社会生活的各个生

产领域，这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次挑战。对于老年

家具设计而言，设计师必须认清现实，从老年人的身

体和心理的双向需求出发，以“老年人为核心”，从

色彩、形态、材质和功能等方面进行完善与创新，坚

持无障碍设计、情感设计和智能化设计的设计方向并

进行大胆的实践，让老年人享受到幸福的晚年生活，

同时带来极大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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