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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无意识设计的理念融入交互创新中，将用户体验放在首位，设计出一款创新性的台灯家

居产品。方法 对台灯现状和台灯的设计现状进行总结，运用 KJ 法对台灯的用户需求进行调研，按照情

感化的三层次理论拆解、分析为造型需求、使用需求、用户体验需求 3 个方面，其中在用户体验需求中

在人机交互的背景下从符合行为习惯、操作便捷、创新交互方式 3 个方面对台灯家居设计进行创新。基

于质量功能展开理论，将用户的需求要素对应台灯的质量展开要素进行权重计算，根据权重对待解决的

质量问题进行排序。结论 最终设计出造型独特、功能实用、用户体验效果好的台灯，通过有温度的情

感化设计产品来缓解人们浮躁的心情。QFD 理论与情感化设计的结合为未来的设计趋势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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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sign of Emotional Desk Lamp Based on QFD 

CHEN Hong, XIE Jing 
(Gongqing College,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2020,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design is to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unconscious design into interaction innovation, to 

put user experience first, and to design an innovative desk lamp home product.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modern lamp design, use of desk lamp of KJ method users demand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y of the three levels of emotional dissembling and modeling analysis for demand, use demand, the user experi-

ence demand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user experienc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

tion in the compliance behavior, convenient operation, three sides facing the lamp household to design innovative interac-

tive way to innovate, in the fina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QFD, the user’s demand elements to expand the quality of lamp 

weight calc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weight to solve the quality problem of the sort. The final design is a desk lamp with 

unique shape, practical function and good user experience effect which can relieve people’s restless mood through emo-

tional design products with temperature. The combination of QFD and emotional design provides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design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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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

的要求。近些年来简单造型、实用功能的台灯设计越

来越多。虽然台灯的技术在不断革新，但是冰冷的人

机关系逐渐让人们产生厌倦的情绪，在生活节奏快的

现代社会，产品的造型和功能已经不再是人们考量一

个产品好坏的标志了，还与是否为用户带来好的反馈

体验有直接关系。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批量化的机器生

产，人们很难在日常使用的产品中体会到人情味[1-2]。

在台灯创新过程中设计师要注重产品的体验设计，尊

重用户的需求，尽可能地满足用户心中所预期的效果。 

1  相关理论 

1.1  质量功能展开理论（QFD）定义 

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QFD）是把用户对产品的需求进行分类归纳，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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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素进行演绎分析[3]，将设计的功能要求、结构要

求、规格要求要素作为产品的基本属性[4]。该技术在

美国得到巨大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5]。 

1.2  情感化设计 

在用户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使他们通过感受产品

的颜色、外观、材质及操作方式等与用户产生共鸣，

使用户更想使用这款产品[6]。情感化设计中运用最广

泛的是唐纳德·诺曼教授的“三层次理论”，《情感化

设计》提出的三层次理论（即本能层次、行为层次、

反思层次）在产品中将人作为主体去考虑产品，提供了

指导作用[7]，这会影响到用户对产品的认知体验[8-10]。 

1.3  基于 QFD 理论的情感化台灯设计流程 

台灯是人们生活中必备的家居产品，经过百年的

变革，台灯满足了现代人对功能和质量基本需求，但在

科技进步的同时，用户越来越需要情感化的体验[11]，

在情感化的视角下设计了台灯创新设计主要步骤，见

图 1。 

2  台灯家居现状与问题（存在问题） 

2.1  市场状况分析 

台灯作为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使用最频繁的家

居类产品之一，不仅要体现产品的功能性，同时应具

备美化生活空间、安全性等特点[12]，一个使用体验感

好的家居产品可以间接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目

前市面上的台灯只注重外形和技术的创新，现代灯具

的基本照明功能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灯具在现

代居室环境中有了另一个重要角色——调节空间氛

围的照明系统。台灯需要放在有一定高度的水平台

面，常用的有书桌、餐桌、床头柜等，用作小范围集

中照明。台灯的特点是小巧精致，方便携带，因为形

体较小，台灯的照明光只集中在一小块区域内，不会

对整个房间的光线产生较大影响，经常被用于阅读、

学习、工作等。根据功能区别，台灯大致可分为两种：

阅读台灯和装饰台灯[13-14]。 

1）阅读台灯。台灯大部分都是作为阅读台灯提

供工作照明作用。阅读台灯的灯罩具有定向反射功

能[15]，使灯泡散射出来的光线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内， 
 

 
 

图 1  台灯创新设计主要步骤 
Fig.1  Main steps of innovative design of desk lamp 

对光照范围是一种局限，但更集中的光线让人们在阅

读和工作时达到高效的照明。同时也可以根据工作需

求进行光照的高度、方向和亮度调整，为工作环境补

充足够的光线。 

2）装饰台灯。装饰台灯可以突破传统台灯的外

观造型，利用丰富的材质、多变的风格和复杂的结构，

集装饰功能与照明功能于一体，主要的出发点是对空

间环境增添装饰光[16-17]。装饰台灯有美化生活空间的

作用。人们在对它功能的选择之外，更注重在居室环

境中的装饰效果[18]。装饰台灯一般不会作为工作台灯

使用，不具有可调节等功能。 

2.2  台灯家居设计存在问题 

1）同质化。设计的新颖性表示，产品的设计越

是偏离现有的形式，就会受到越多的关注。随着社会

的快节奏化，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家居类企业为了

追求更多利润，一旦一种造型的产品生产出来并广为

流传，就会由于信息交换的便捷性使企业间竞相模

仿，那么产品的设计就逐渐走向了同质化的趋势[19]。

台灯家居也是如此。市面上的台灯产品造型单一，只

体现了功能的实用性[20]，并未对消费者的反思层面进

行情感化的设计，只注重追求先进的技术和酷炫的造

型，并未过多地考虑用户的使用感受。 

2）体验感差。产品的体验设计和用户的行为方

式是相互影响的，用户在面对新产品时总是要学习去

如何使用。台灯产品的固定形态和单一的使用方式，

让用户很容易去掌握，但却让产品失去了创新的体验

感。体验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所谓流行是一种循

环往复的过程。1783 年，瑞士化学家 Ami Argand 发

明了中空的环形灯芯的油灯[21-22]，之后又出现了煤气

灯，尽管这种灯具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在当时是一

种非常智慧的产品。随着科技的进步，马蹄灯逐渐在

人们家中消失，继而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中，就像现在的家用台灯。台灯相比于马蹄灯更便

捷，简洁，但现代人往往更喜欢上了马蹄灯的使用体

验感[23]，尽管使用流程繁琐，但恰恰是这种不一样的

体验感让用户在行为层面上得到了新颖的交互方式。 

3）调节不精确。目前市面上的台灯产品多为开

关调节，按钮只有开关不能调节亮度，用户不能更精

准地选择适合的亮度[24]。台灯产品有很多可以调节灯

光的明暗等级和冷暖光源，适应于更多的使用环境，

但光线调节的档位有限，大多只分为二到三挡位亮

度，每个挡位的亮度差别大；一些台灯亮度的挡位调

节设有大于三档的调节，然而在用户真正使用时，

对台灯多个挡位的设计功能常常被忽视，人们不会注

意自己的台灯处在第几挡位，只会注意台灯亮度是否

适宜。 

2.3  情感化需求下的台灯设计趋势 

科技革命的发展使灯具更新换代得非常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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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断提出新的理念，为未来的设计指明着方向。灯

具除了主要的照明功能，它的人机互动方式也有很大

的改进空间，这可以让灯具使用过程更加有趣，关注

人的情感体验[25]。体验感也属于情感化设计的范畴，

主要是对于行为层次与反思层次方面提出的设计要

求。对于体验的设计是近些年的热点话题，它是以用

户体验需求为主导，用户在使用该产品时通过人机互

动获得使用愉悦感。 

3  基于情感三层次的用户需求分析 

3.1  本能层次的感官需求 

在现代环境下购买产品时人们的关注点不单单

是看功能是否有用，还会关注产品背后的象征意义或

附加价值。在某种情况下产品的内涵价值往往超过了

使用价值[26]。但是用户和产品之间联系的建立恰恰是

通过产品的外观、材质、颜色等外显的要素产生的。

本能层次的设计是人的本能体现，大多来源于感官体

验，对于产品来说是最基本的，无疑相当于产品的敲

门砖。 

3.2  行为层次的功能需求 

人在长时间的实践中有了自己的行为习惯，行为

习惯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但是在内部也具有普遍性。

从行为层次的使用需求上进行灯具设计，最主要的是

分析用户的行为方式和灯具设计的关系，将用户使用

灯具的动机从 3 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使用灯具的动

机、使用灯具的行为、使用灯具的环境[27-28]。 

1）使用灯具的动机。突然停电时人需要更快捷 
 

准确地寻找台灯的开关所在位置，这需要将台灯的开

关安置在容易触碰到的位置；烘托气氛；作为工作或

阅读台灯使用，希望台灯产品能带来足够的光线。 

2）分析使用灯具的行为。在使用过程中一系列

的操作和动作被称为使用行为，用户的行为特点需要

让设计师从使用产品的操作和行动的层面上对产品

的细节进行设计。用户不同的行为需求都需要得到满

足，从低级到高级，从生理、安全、便捷到情感归属，

设计师要了解用户的行为方式和人体规律，并和产品

设计相联系，才能设计出合理、愉悦的产品[29]。通过

对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用户行为方式的分析，挖掘用

户在使用新产品时存在的问题。台灯的功能系统分析

见图 2，其中台灯结构、台灯照明均存在可改进的部

分，可根据调研综合分析，进行创新设计。 

3）使用灯具的环境。台灯的操作方式应该是简

单易用的，使用台灯的环境应是周围昏暗时和睡前

关掉房间电源时，如果找不到台灯所在位置抑或是需

要集中注意力寻找台灯开关，会降低行动效率。台灯

产品摆放在房间中应该具有美化空间、调节氛围的

功能。 

3.3  反思层次的用户体验需求 

本能和行为层次的感受是用户在使用时的即时

感受，而反思层次的体验能够带给使用者持续的情感

投射，让用户增加对产品的忠实度，并使这段关系建

立长久的关联。在台灯的情感化设计中反思层次体现

在设计师以用户为主导，利用设计手段将物质和观念

转化成产品。根据情感三层次总结了台灯情感化设计

的质量要素，台灯质量要素展开见图 3。 

 
 

图 2  台灯的功能系统分析 
Fig.2  Function system analysis of desk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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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台灯质量要素展开 
Fig.3  The expansion of desk lamp quality elements 

 

4  基于 QFD 的台灯创新设计 

4.1  情感化的用户体验设计方法 

以用户为中心就要对用户的生理、心理、行为等

多方面因素进行考量，在情感化设计方法中，体验设

计方法要从以下角度进行：（1）产品角色设定。能让

用户进行交互的行为，具有传达情感的能力，这是交

互设计、情感化设计、消费者行为学、消费者心理学

相综合的理论基础。（2）交互体验表达。用更有创意

的方式来使人机互动，注重反思层次的体验。（3）台

灯质量要求要素。根据本能层次、行为层次、反思层

次对台灯的质量要素进行分类整理，处于本能层为安

全性、颜色、造型、材质、工艺；行为层为功能性、

操作便捷、无意识、亮度精准；反思层为交互创新、

保护视力、体验感好、趣味性。 

4.2  基于质量展开理论 

在需求调研中，用户直接提到的为显性需求，是

消费者明确要求产品中必须具备的属性；隐性需求是

以显性需求为基础的，当显性需求满足时隐性需求也

得到满足。当提供台灯产品的反思层次交互创新的同

时，也满足了台灯的趣味性，即交互性为显性需求，

趣味性为隐性需求。经过对台灯的质量要素和结合情

感三层次原理得到用户的需求数据，在马斯洛需求层

次分析中从高到低分别为生理、安全、情感、尊重、 
 

自我实现需求[30]。将马斯洛的需求等级划分为用户的

需求描述，将其展开综合考量，并按照 1—7 级将用

户需求（安全性、功能性、交互性、使用方便、趣味

性、创新性、无意识性、工艺性）重要程度进行评级得

到排序，将台灯产品的质量要求和用户的需求建立台

灯产品质量展开，台灯的情感化设计质量要素见表 1。 

由表可知，在台灯的情感化设计中，亟待解决的

台灯质量要素为台灯的体验感、无意识设计、亮度可

调、功能性、交互创新、趣味性、操作便捷。操作便

捷和交互创新为两对负相关的矛盾，用户熟悉了对产

品的固定的操作方式，通常人机交互创新带来的变化

并不能让人们更方便地使用，但是将无意识融入，是

符合人体节奏和规律的“有意识”设计方法。 

4.3  基于 QFD 理论的台灯创新设计 

根据上一阶段的分析和调研进行整合得出台灯

的创新设计。构建出了“甜甜圈”情感化台灯的创新

设计。“甜甜圈”台灯产品展示见图 4，使用场景见

图 5。 

1）光源精准，交互创新。运用可操作原理，方

便人们对设备进行操作，该设计的创新点为改变普通

台灯的按钮式调节光线强弱的方式，不受光线档位的

限制，采用触摸的方式上下滑动灯泡光圈即可调节灯

光的亮暗程度，使光源的调节更精准。旋转调节光线

强弱见图 6。 

2）充电设备，停电无忧。运用预先作用法，事

先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问题，以方便其进行动作。正常

使用时可对台灯进行充电，停电时台灯仍然能继续使

用，可在黑暗中照明应对突发情况。 

3）造型创新，风格简约。用改变局部形态原理，

对产品设计进行外观上的变化。该台灯为甜甜圈的造

型，圆润的灯管直接裸露在外，照射的范围更大，符

合了现代的家居形式和年轻一代的群体，表现出他们

对生活的热爱。 

表 1  台灯的情感化设计质量要素 
Tab.1  Quality elements of emotional design of desk lamp 

台灯的情感化设计质量要素 

本能层 行为层 反思层 

强相关：5 

相关：3 

弱相关：1 

重要度 

（ki） 
安全 颜色 造型 材质 功能性 操作便捷 无意识 亮度可调 交互创新 保护视力 体验感 趣味性

安全性 8 5  3 3 3   3  5   

功能性 7 1    5 1 3 3 1 1 5 1 

交互性 6     3 5 5 5 5  5 5 

使用方便 5   3  5 5 5 5 3  5  

趣味性 4  3 5    5  5  5 5 

创新性 3      3 5 3 5  5 5 

无意识性 2      5 5  5  5 5 

工艺性 1 3 1  5        5 

使 

用 

者 

需 

求 

要 

素 

用户需求重要度 50 13 59 29 102 81 121 109 97 47 13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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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甜甜圈”台灯产品展示 
Fig.4  “Doughnut” desk lamp product display 

 

图 5  使用场景 
Fig.5  Usage scenario 

 

 
 

图 6  旋转调节光线强弱 
Fig.6  Rotate to adjust the light intensity 

 
 

5  总结 

技术的进步使产品功能增多，操作普遍复杂，用

户接受新产品的认知有限，墨守成规会让产品失去创

新性，过度创新会使用户的操作变得繁琐。很多时候

操作失误是因为操作要求超出了用户的认知限度。而

无意识设计的产品是以用户的认知水平为基础。本文

以情感化设计为基础，台灯设计根据用户的本能水

平、行为水平、反思水平进行研究，将用户的行为分

为使用灯具的动机、使用灯具的行为、使用灯具的环

境，在此基础上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将用户对产品的

使用需求总结并进行调研，最终通过 QFD 理论建立

质量屋，改善情感化台灯的用户体验，做出创新设计。

当今，台灯的功能和质量经过不断创新已经达到不错

的水平，用户缺少的是在充满工作和生活压力的情况

下，通过有温度的情感化设计产品来缓解人们浮躁的

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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