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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茶室家具设计中引入情境构建法，提升茶室家具功能适用性和文化创意性，优化多维动

态的茶事体验，为茶室家具的创新设计提供方法与思路。方法 引入情境逻辑，分解重构茶室家具情境

要素，提出情境预想、情境解构、情境重构与情境实现 4 个阶段，以“方向引导—信息整合—转化生成

—视觉呈现”为关键点，将茶室目标用户的需求转化为实现茶室情境的多维创意表达的家具设计，结合

设计实践论证其理论可行性。结论 将情境构建法引入茶室家具设计，有助于改变传统茶室家具围绕“物”
的设计方式，丰富现有茶室家具的呈现形式与文化内涵，提升个性化、优质化、多维化的茶室家具使用

体验，也为现代茶室的经营和家具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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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the situation construction method into the tea room furniture design to im-

prove the functional applicability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of tea room furniture, optimize the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tea experience, and provide methods and ideas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ea room furniture. Context logic is introduced, 

the paper decomposes and reconstructs the situational elements of teahouse furniture, and puts forward four stages: sce-

nario anticipation, situation deconstruction, situ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situation realization. Taking “direction guidanc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ransformation generation visual presentation” as the key point, the demand of tea room target us-

ers is transformed into furniture design to realize multi-dimensional creative expression of tea room situation. The theo-

retical feasibility is demonstrated by combining design practice. The introduction of situational construction method into 

tea house furniture design is helpful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tea house furniture design method around “things”, enrich 

the present form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ea room furniture, improve the personalized, high-quality and multidimensional tea 

room furniture use experience, and provide new ideas and ideas for modern tea house management and furni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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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注重

精神层面的需求，茶室作为休闲社交的文化场域也愈

发注重使用体验和文化情感。茶室家具是茶空间中的

重要产品，承载着茶室特有的实用功能，也是茶室主

题的物质浓缩与具象体现。当前茶室家具设计研究多

以造型材料或传统工艺为主，很少对茶室家具在整体

茶空间中的体验情境进行系统研究。因此，如何通过

设计使茶室家具与茶室情境契合，实现茶室家具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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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化、优质化、情感化、多维化，让用户在茶室中获

得舒适愉悦的“沉浸式”体验是茶室家具产业发展亟

待思考的问题。本文将情境构建法引入茶室家具设计

中，改变传统茶室家具围绕“物”的设计方式，重点

关注多维商业茶室家具这个新兴类别，探讨茶室家具

情境化设计的优化策略与逻辑流程，为茶室家具设计

提供新的切入视角和设计思路。 

1  情境构建方法在茶室家具设计中的引入 

现代产品设计研究不再只是关注产品的基本物

质属性。本节在情境化设计的视角下探讨茶室家具的

产品特性，分析情境构建方法与现代茶室家具设计的

内在关联与应用可行性，目的在于提升茶室家具的功

能适用性和文化创意性。 

1.1  情境理论与情境构建方法概述 

情境理论起源于心理学，用来描述个体对具体客

观环境的认知和情感反馈，关注人与整体作用环境之

间的互动与转换是最为重要的特点[1]。“情”为用户

的主观体验与认知，“境”是客观世界存在的实际要

素[2]。IDEO 设计研究与咨询公司将情境理论引入产

品设计领域，使产品通过独特的操作方式，在用户的

情绪和精神上带来感动。产品设计领域中的情境，是

指产品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中与关联要素之间的互动

关系集合，在物质丰富与产品同质化严重的时代背景

下，以用户为中心，基于产品所处的现实情境或是预

想情境进行设计求解，能够以独特操作方式满足用户

真实需求，实现优质化的情感体验[3]。 

情境构建是从产品所处的情境出发，以用户为中

心调研收集相关信息进行整合后，将产品原有复杂的

产品情境逐个分解还原成最基本的要素单位，深入研

究产品情境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用可视化工具挖掘

用户多方面需求获得引导目标后，重新构建具有引导

化和愿景化的产品新情境并且生成对应解决方案[4]。 
 

设计师通过“目标用户—产品情境—设计师”情境转

换产生综合影响，贴合目标用户的认知思维激发同理

情绪和创意灵感，以体验概念进行理解和重新表达创

造。情境构建概念模型解析见图 1。 

1.2  情境视角下的茶室家具及其特性分析 

茶室家具是茶室中供人坐卧支撑或供物展示存

放的一系列器具与设备，具有特定的实用功能和文化

审美[5]。在情境化设计的视角下，茶室家具具有茶室

场景依附性、体验时间层次性与多维文化融合性等特

性。茶室家具的物质属性与茶室及品茗场景中的活动

人物、所处环境、行为方式等情境要素息息相关。茶

室家具兼容着诸多审美观的哲学思辨和文化理念，同

时茶室家具贯穿茶事体验的全过程，通过表象特征和

实用功能给用户带来审美感受和行为依赖，而人文内

涵则会随着体验时间的推移，在用户心理与情感层面

持续发挥作用带来愉悦和感动。如今茶室在体验经济

的驱动下，出现以茶为载体，集产品销售、文化推广、

服务体验等多维度经营于一体的商业文创空间，又被

称为多维商业茶空间[6]。此类茶空间中的家具设计具

有前沿性和特殊性，涉及因素较多且情况复杂，同时

更加注重主题文化的展现和意境氛围的营造，所包含

的人文思维与演绎形式愈加多维生动。因此，现代茶

室家具既要使用户能够轻松完成在茶室中的各类活

动，又要在精神层面满足用户获得其文化魅力带来的

情感体验。 

1.3  将情境构建方法应用于茶室家具设计的可行性 

情境构建的原理是分解与重构，情境要素的互动

关系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场域”，具有可拆分性和

可整合性[7]。用户使用茶室家具必然是处于特定的产

品情境中，包含不同品类的茶室家具、茶室关联物品、

不同的用户角色以及使用环境等要素集合。根据情境

化视角下茶室家具的产品情境，将原有情境要素进行

分解对应，以茶室家具、用户角色、茶室活动、使用 

 
 

图 1  情境构建概念模型解析 
Fig.1  Analysis of conceptual model of situ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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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情境构建方法与茶室家具的关联性分析 
Fig.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ituation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teahouse furniture 

 

 
 

图 3  茶室家具情境要素提取与转化 
Fig.3  Ext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ituational elements of tea room furniture 

 
场景、体验时间等进行聚类分析，以影响因素最多的

多维商业茶室家具为例，茶室家具情境中的用户角色

有消费者、商家、合作者等，茶事行为与使用场景也

需要分为饮茶体验、茶品销售、体验课程等子情境。

引入目标情境预想，利用可视化工具表达情境体验概

念，建立新的产品情境进行设计求解，实现茶室家具

场域化与多维化的理解表达，而不仅仅只是围绕家具

本身进行设计活动。情境构建方法指导茶室家具设计

具备可行性，引入情境构建法的茶室家具设计，能够

系统归纳茶室家具设计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分析不同

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和作用规律。情境构建方法与茶

室家具的关联性分析见图 2。 

2  茶室家具情境要素与情境构建过程解析 

茶室家具的创新设计旨在实现用户的优质化生

活，承载舒适实用与情感互动的双重需求。将情境构建

思维运用于茶室家具设计中，对其情境要素与体验予以

解析，构建茶室家具情境化设计过程模型，为其提供具

体可行的设计方法，实现家具与茶室用户的和谐交融。 

2.1  茶室家具情境要素提取与体验转化 

情境要素是产品真实体验情境的基本组成单元。

茶室家具作为展现个性化和仪式感的物质媒介，情境

要素的提取能够帮助设计师建立对茶室情境信息的

新认知，有效把握多种茶室家具设计影响因素之间的

关联与规律。茶室家具根据情境的特殊性，以实体物

品、用户角色、茶事活动、环境空间、文化场域等要

素将信息提取分类，以用户角色的需求层次和时间体

验性为链接关键，茶室家具情境要素提取与转化见图 3，

将其转化为茶室家具的物质属性和设计因素，再由用

户通过使用茶室家具进行综合解码，实现目标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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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在基本层次中围绕茶室基础功能，对家具物理

硬件和具体功能品类进行设计思考，满足用户在情境

中的实用需求；在易用层次中优化茶室家具部件间的

组合方式和系列性构筑，实现舒适且有效的操作行

为；在以创意和文化为主导的惊喜层次，以茶室家具

的造型质感等有形属性进行优质化营造，表达文化情

感中蕴含的理念、趣味、意境等人文内涵，使人产生

具有象征意义的感知路径和感觉领域。茶室情境的体

验转化是一个由形至情，逐步深入交融的过程，不是

机械单向化的，最终目的是使用户在与茶室家具所形

成的情境空间中，产生多维化关联的优质体验认知。 

2.2  茶室家具情境构建过程思路 

为实现茶室家具设计多维创意表达引入情境构

建过程模型，模型工具的使用能够更为清晰完整地呈

现情境化设计过程与思路，有助于提升个性化与情感

化茶室家具使用体验。情境构建过程是理解信息集合

和重塑用户体验的结构中介，在茶室家具设计过程中

构建相应的模型是设计过程中反复定义和求解问题

的活动特征[8]。设计师能够使用情境模型，通过科学

方法展示已存在的和面向未来的全新情境，构建贴近

目标用户的行为认知，分析目标用户、产品、环境等

要素特性，从而使情境思维始终贯穿在茶室家具设计

开发的全过程中。茶室家具设计情境模型以前期调研 
 

的目标预想为起点，基于要素与需求的分析提出情境

概念，再将场域的概化表征分为子情境，动态构建用

户新情境的体验认知。根据引导目标对情境中的关键

信息点进行组合、完善和补充，从而构建新的茶室家

具情境，最终转化输出茶室家具设计方案，实现在物

质层面和情境层面构建多维茶室体验。预想、解构、

重构和实现 4 个阶段之间是互相关联的，根据目标任

务不同有对应的侧重点，因此在茶室家具体验形式的

设计求解实践中可能会有重复和交叉。引入情境模型

能使茶室家具的设计过程具有逻辑性和真实性，完成

从原有茶室家具情境到产生交互式的创造性情境的

转换。茶室家具情境模型构建思路见图 4。 

3  情境构建框架下的茶室家具设计流程与

设计要点 

基于情境构建法的茶室家具设计通过情境预想、

情境解构、情境重构和情境实现 4 个基本流程，构建

茶室家具设计概念以优化重塑用户茶事体验，建立多

维度的体验文化场域，促进茶室家具的功能适用与人

文情感的优化提升。实现茶室家具设计的情境优化不

是机械化的过程，而是具有逻辑性、引导性与创造性

的交互营造。情境构建框架下的茶室家具设计流程与

设计要点见图 5。 

 
 

图 4  茶室家具情境模型构建思路 
Fig.4  Scenario model construction of tea room furniture 

 

 
 

图 5  情境构建框架下的茶室家具设计流程与设计要点 
Fig.5  Design process and key points of tearoom furnitur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ntex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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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茶室家具情境要素提取与信息整合 
Fig.6  Situational elements extraction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tea room furniture 

 

3.1  情境预想——设计目标引导与情境定位 

以茶室家具创新设计为优化目标的用户体验是

茶室家具情境构建的最终目的。情境预想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以改善茶室家具使用功能和提升文化情感

营造为目标，结合茶室整体或部分特性泛化家具概

念，针对茶室家具提出具有一定愿景化属性的猜想和

预期，从而把握后期情境体验构建的基调。该阶段需

要把握茶室用户个性特征，形成茶室家具的情境定

位，也就是明确茶室家具的目标用户是谁，想从茶事

体验中获得什么。通过调研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角度，

建立对茶室家具设计的认知框架，例如历史地域、文

化主题、经营模式、用户特性等具体项目信息，以此

进行探索性的设计思考，按照情境的不同维度使用定

性词汇和语句进行概念式的描述，特别是在文化创意

方面，为茶室家具的体验优化设计提供“灯塔式”的

方向性引导。以目标预想为基础建立对茶室家具产品

情境的科学认知后，提炼目标用户的生活形态、消费

形态、社交形态等关键信息，明确主要用户的行为特

征和茶室家具的产品定位。在现代茶室多维化、情感

化、专业化、创意化的发展趋势下，设计师围绕情境

思维进行茶室家具设计目标预想与定位，有效把握后

期情境体验构建的侧重方面和基本框架。 

3.2  情境解构——情境要素提取与信息整合 

情境解构是提取和分解茶室家具场域构成，也是

设计师对信息重新认知的阶段。茶室家具产品情境要

素提取以目标用户为标准，分为内部情境要素与外部

情境要素。内部情境要素主要包括目标用户的行为模

式和思维认知，具体表现为人的茶事活动、经验常识、

心理情绪等，现代茶室中存在多方位用户时，用户间

的交互关系与参与程度也要考虑在内。外部情境要素

主要包括实体物品（茶室家具与相关硬件产品）、使

用场景（茶室场域环境）、时间和信息流（文化意象

与商业气质）等客观因素。根据茶室家具情境要素进

行信息聚类分析，即将碎片化的原始信息围绕内外情

境要素框架进行固有属性的聚类定性分析，针对茶室

情境的不同类型和状态以相似性原则进行群组分类，

概括每组信息的实际意义与内在特征，从而挖掘用户

显性与隐性需求。在发掘茶室用户需求时需要根据预

想目标寻找层次重点和多维需求的平衡点，将需求分

层次进行关联整合，确定茶室体验的优先级别与侧

重，获得茶室家具设计优化的探索机会点[9]。例如商

业会所类型的茶室家具较为注重易用舒适性，而文化

茶空间中家具则更注重创意特色的惊喜展现等。在解

构阶段以情境要素为框架进行需求挖掘，有效整合影

响茶室家具设计的各类因素，动态把握要素信息之间

的关联与规律，也便于对关键需求进行信息的补充和

完善。茶室家具情境要素提取与信息整合见图 6。 

3.3  情境重构——茶室家具情境转化与体验生成 

情境重构是基于解构情境挖掘需求后，通过子情

境构建和动态演绎进行情境模拟，转化为相应的茶室

家具体验概念与要点，即茶室家具设计如何实现茶事

情境的体验优化目标，设计的用户体验是否合理有

效。茶室家具的体验是融合了生理行为与心理活动的

多维度综合认知，特别是对于涉及关联要素角度的多

维商业茶室家具情境更为复杂多变，因此在重构时可

以先以某个或某些情境要素为基准划分为若干有侧

重方向的要素集合域。通过绘制情境地图或是情境关

系图表，在目标需求的前提约束下将各影响因素间的

关联或是缺失点进行描绘，科学总结情境中存在的具

体问题，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将其

绘入关系图表与原先子情境进行推演对比。茶室情境

动态演绎是融合了串联子情境构建中的设计思路与

体验概念，把用户进入茶室的感官情绪、行为活动、

内心思维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完整的运作流程并进行

深加工解读构建。设计师以文字图片或是漫画快照的

形式，围绕人物角色以第一视角或是第三视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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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茶室家具情境转化与体验生成 
Fig.7  Situ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generation of tea room furniture 
 

茶室实体物品、使用场景、时间、信息流、空间等讲

述茶室“真实的故事”，也就是用户的认知体验流程，

具象展现茶室家具原有情境的问题与新情境中的茶

室家具体验优化概念。茶室家具情境转化与体验生成

见图 7。特别是当茶室家具产品情境中文化体验作为

引导方向时，情境的构建演绎要架构出足够的故事背

景，通过角色的体验方式将文化情感反应在故事中，以

此来探讨茶室家具的体验形式和过程是否能实现目标。 

3.4  情境实现——多维动态茶事体验情境呈现 

多维动态茶事体验情境呈现是将情境体验概念

转化为茶室家具物质属性，在茶室环境中进行茶室家

具设计情境化解码。茶室家具的用户体验大致分为效

用体验和审美体验。浅层的感官情绪奠定了用户对家

具直觉审美与生理满足的基础，然后在具体茶事活动

中获得家具的效用反馈，最后将用户的行为活动与情

感体验进行深度融合产生内心思维的深度认知。良好

的视觉和触觉甚至是听觉等直觉印象来自茶室家具

的外观属性，也就是色彩、造型、材质等有形物质的

真实展现，而家具品类与构筑方式满足了用户的基础

使用。随着茶事活动的开展，茶室家具组合方式、尺

寸结构以及便捷功能等设计因素，能够影响用户的交

互舒适度和操作的适应性。例如在面对聚会、展览、

分享会等不同状态时，改变家具形态以适应场景，提

升茶室家具在茶室多种场景中的适用性。而用户的深

层情感是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家具的操作形式或感知

方式，将直觉印象与内心认知记忆相互连接，产生亲

切、熟悉、感动等深层次的情感认同。茶室家具设计

通过文化主题性和互动创意性营造出丰富而全面的

文化场域，让用户在体验中完成茶事体验情境的自我 
 

构建与记忆沉淀。实现茶室情境体验不仅仅是家具本

身，涉及茶室相关物品的系列设计也是动态情境的成

果。多维动态茶事体验情境设计呈现见图 8。 

4  茶室家具情境体验优化设计策略 

茶室家具产品情境的优化设计是在目标需求的

引导下，以真实化和视觉化的方式分析情境要素，生

成个性化、主题化、情感化、优质化的多维度的茶事

体验，从而实现对茶室家具使用模式的综合提升和文

化创意的情感营造。 

4.1  情境角色的真实性策略 

茶室家具的目标用户是情境构建中的主要角色，

也是情境分解与重构的核心。角色画像是在情境化语

境中描述用户特征的有效手段，设计师在基于情境构

建理论的茶室家具设计过程中，需要利用角色画像的

手段，提炼目标用户的生活形态、消费形态、社交形

态等关键信息，描述分析茶室用户行为活动和情感需

要。这有利于贴近真实用户视角，充分考虑用户行为

的自身规律、茶室家具与其整体真实情境之间的关

系，而不再是仅仅单纯依靠设计师的智慧和灵感来完

成茶室家具的设计活动。目标用户角色画像中的各种

特征源于真实的调研结果，从每个真实的调研用户身

上都能找到印证，方式根据具体案例而定，可以是典

型具体的某个虚拟用户，也可以提出标签式的文字描

述角色特征[10]。在现代多维茶室情境中可能存在多种

使用茶室家具的角色，例如经营者、艺术合作者、服

务人员等，因此用户间的交互关系与参与程度也要考

虑在内。通过情境角色的分析构建，能透过表象信息

挖掘用户共性与特征，分析多种角色间的关联作用，

为茶室家具设计提供有效帮助。情境角色的真实性策

略见图 9。 

4.2  时间体验的层级性策略 

茶室家具的用户体验是综合生理行为与心理活

动的认知集合，用户身处茶室情境中进行品茗、社交、

休闲等茶事行为，通过茶室家具满足用户实用需求与

感情需求[11]。围绕茶室家具的用户体验生成是一个依

时间逐步展开的过程，最终形成用户明确感受到的完 

 
 

图 8  多维动态茶事体验情境设计呈现 
Fig.8  Design and present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tea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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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情境角色的真实性策略 
Fig.9  Authenticity strategy of situational roles 

 
整认知，分为适应阶段、融合阶段和认同阶段[12]。当
用户进入茶室，茶室家具的表象特征通过感官直接传
递给用户，让他们获得第一印象的审美感受。在融合
阶段茶室家具满足实用需求生理舒适感受，用户对茶
室家具的功能产生依赖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室家具
中所蕴含的情感、理念、意境等这些非表象的人文内
涵与意义，会在用户的心理与情感层面持续发挥作
用，为其带来意义深刻的愉悦和感动。而这种基于时
间流的每个阶段是彼此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在
茶室家具的情境构建与设计实现中，设计师需要注重用
户时间体验的认知特征与层级对应，再通过茶室家具物
质设计进行解码表达，促使体验的多维实现与优化。 

4.3  情境逻辑的视觉化演绎策略 

情境逻辑的视觉化演绎是通过图片、漫画或视频
等可视化方式具象阐述茶室体验概念，对茶室家具情
境中的关联物品、使用环境、文化氛围、空间背景等
诸多要素进行仿真模拟，以诉说故事的方式分析情境
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趣味而科学地建立与用户
相同的真实体验感受，进行茶室家具设计的创新与修
正。情境视觉化演绎具有逻辑化和模拟化的双重优
势，在茶室家具设计初期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探索
性，将情境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按照预想方式运作，归
纳故事议题与关键节点进行对比思考，使得设计研究
过程更加贴近真实情境，激发趣味与同理心，有利于
理解用户行为动机开辟设计思路，同时也让茶室家具
的设计流程与方案评估变得更为科学理性。视觉化演
绎能够让设计思维与创意清晰合理地进行展现和交
流，有利于行业相关人员科学合理地参与到设计中，
提高人员之间的交流效率，帮助修改和完善茶室家具
的设计方案。 

5  设计实践——以“极岩”茶室家具设计为例 

5.1  设计背景 

“极岩茶苑”是一家集茶室休闲、茶叶以及茶室

用品销售、文化活动策划和艺术培训于一体的茶室，

位于福州鼓楼区弄堂老宅中，以山水竹林为空间主

题，整体装修风格简洁雅致。茶室包含固定主题茶室

和活动大厅两个部分。消费者能以小时为单位租用，

进行品茗、聚会、洽谈等活动，活动大厅常年承接活

动与展览，包括各类文艺座谈、茶修课程、文化体验

节等。因此，茶室家具的设计需要能够有山和竹的元

素，融入茶室环境构建置身于山间竹林的品茗体验，

同时家具本身能够较好地适应该茶室的多种活动使

用场景。 

5.2  设计过程 

基于情境构建法的茶室家具设计过程分为情境

预想、分解、重构与实现 4 个阶段。在情境预想阶段，

基于实地调研围绕设计目标进行情境预想。以茶为媒

介的新中式美学生活的文化创意空间，涉及多种业

务，因此茶室家具设计需要有较强的文化理念传达性

和多维活动适应性，在精神层面上需要有效传达山与

竹幽雅的文化形成文化主题场域，在使用层面上能够

灵活适应该茶室空间中多种文化活动。在解析情境

中，以用户、实体物品、使用场景和信息流进行定性

聚类，以茶室家具为中心整合关联信息，挖掘个性主

题、情感交互、适应活动、储藏整理 4 个茶室多维用

户的侧重需求。然后在重构情境中根据需求划分文化

主题域，功能适应域、商品展示域 3 个子情境，提取

相关体验构建要点，并延伸完善为具体的极岩茶室家

具设计概念，再以消费者与工作人员的角色画像代入

情境进行故事模拟。茶室家具需要灵活适应茶室中座

谈、花艺课程、同好分享会等多种文化活动，节省茶

室空间，并能在展现不同的茶室商品特性的使用前提

下，使用户能够与家具存在富有情趣的互动行为，沉

浸参与到山与竹的文化场域中。在情境实现阶段，茶

室家具设计提炼远山轮廓特征以正负形的形式融入

家具全系列，竹材素雅触感天然，造型端正简洁，在

视觉和触觉上营造良好的审美感受，屏风上的竹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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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竹林，可旋转拨动如同在山间抚摸竹身，配合可更

换的衬布产生虚实变化的美学意象，营造山间竹林一

席茶的场域体验。在功能适应方面，矮桌和长凳桌的

结构设计能实现自由置物和高矮足形式转换，坐垫

方便堆叠，禅椅坐垫花色可更换。屏风最小单位为

两扇一组，也能够根据场景需求灵活放置，适应不

同的茶苑场景。“极岩”茶室家具情境构建与概念

演绎见图 10。 

5.3  产品方案展示 

“山涧竹隐”多维商业茶空间系列家具设计方案，
以山和竹为文化元素构建多维茶文化场域，通过家具组
合、拆装、更换部件等方式，改变家具使用形式，以适
用于商业茶空间多重场合的文化活动。用户能够抚摸转
动竹条，改变形态呈现虚实变化的美学意向增加趣味
性，在现代商业语境下营造出山林竹间一席茶的空灵意
境。“极岩”茶室空间家具情境化设计方案展示见图 11。 

 

 
 

图 10 “极岩”茶室家具情境构建与概念演绎 
Fig.10  Design process of JIYAN teahouse furniture based on context constru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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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极岩”茶室空间家具情境化设计方案展示 
Fig.11  Situational design generation and scheme display of “Jiyan” teahouse space furniture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体验经济时代，茶室家具的个性化、
优质化和多维化是创意驱动的未来趋势。茶室家具是
实现茶事行为的功能工具也是人文情感的物质媒介。
为了提升茶室家具体验的功能适用和文化创意价值，
在设计研究中引入情境构建法，改变传统围绕家具物
质层面属性的设计方式，注重空间性整体的交互体
验，探索茶室家具设计的新思路和新模式。本文以情
境思维视角对茶室家具的特性进行内在解析，将茶室
家具产品与情境相关联，以情境要素分解重构为框
架，情境的真实性与演绎性为手段，生成多维度茶室 

体验情境优化策略。通过情境预想、情境解析、情境

重构与情境实现 4 个阶段，以实现贴合茶室特性构建

多维体验情境为目的，以“方向引导—信息整合—转

化生成—视觉呈现”为关键点，分解现有茶室家具的

模糊性认知，从感官体验与意识经验的层面上形成用

户时间层级的体验感受，最终转化为茶室家具物质层

面的因素融合表达。基于情境构建法的茶室家具设计

能够使用户在茶室活动中获得便利与舒适的使用体

验，同时触及用户的深度情感意识，使其达到内心的

自我沉浸和自我升华。再者，情境构建法的引入不仅

为茶室家具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丰富了茶室

家具的呈现形式与文化内涵，对于保护和传承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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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启发现代茶室的经营模式、提升茶空

间和相关文创品牌价值乃至茶产业的创意升级都有

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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