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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目前旅游产品包装中未能充分重视及满足用户情感诉求等问题，从用户的视角出发，

探索用户共情在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以此提升旅游产品的情感价值和市场经济价值。方法 

利用诺曼情感层次法，对用户共情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方式进行分析，通过文本数据挖掘提取设计所需

的文化元素，运用 KJ 法、语意差分法、SPSS 分析等方法提取出影响包装设计的主要感性词汇。根据文

化元素和感性词汇完成方案设计，并结合 Likert 量表进行方案评价。结果 通过碧潭飘雪茶叶包装设计

案例，验证了基于用户共情的包装设计方法的可行性。结论 基于用户共情的包装设计方法，是一种充

分利用用户感性需求及文化认知来指导设计实践的方法，能够有效适应消费者对旅游产品包装的情感诉

求和体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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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Design of Tourism Products Based on User Empathy 

LUO Tian, DONG Shi-y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 that tourism product packaging fails to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and meet 

the emotional demands of use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user empathy in tourism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s, so as to enhance the emotional value and market economic value of tourism prod-

ucts. The application of user empathy in packaging design is analyzed by using Norman affective level, the cultural ele-

ments for design are extracted through text data mining; KJ method, semantic difference method, SPSS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extract the main perceptual vocabulary influencing the packaging design. Project design is completed based on 

the cultural elements and perceptual vocabulary, and program evaluation is conduct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Likert scale.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Bitan Piaoxue Tea is used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ackaging design method based on user 

empathy. The packaging design method based on user empathy is a method that makes full use of the user's perceptual 

needs to guide the design practice, it can effectively meet consumers' emotional appeal and experience demand for tourism 

product packaging. 

KEY WORDS: user empathy; cultural elements; emotional needs; tourism product packaging 

近年来，国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使人们对精

神文化的需求不断提升，旅游行业顺势蓬勃发展。

2018 年我国旅游总收入超 5 万亿元，旅游总人数高

达 56.8 亿人次，旅游业已然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的重要产业[1]，旅游产品包装在旅游热潮的助推下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在此情况下，旅游产品包

装地域文化特色欠缺、与消费者情感需求脱节等问题

日益凸显，目前学术领域中有关旅游产品包装设计的

用户情感因素应用的研究并不多。文献[2]通过梳理情

感化理论的相关知识，对现有旅游食品包装案例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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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应用方式进行分析；文献[3]以消费者深层次的情

感及心理需求为切入点，以特产包装为载体，总结出

地域元素进行文化转译的方法，使特产更具人文内

涵；文献[4]从满足游客精神文化需求及强化旅游所在

地影响力的视角出发，对兰州地域文化资源进行整理

并运用到旅游产品设计中。然而，上述研究仅停留在

对包装进行创新改进的理论策略层面，对用户情感需

求具体运用于包装设计方法的研究却少有涉及。基于

上述情况，拟提出一种基于用户共情的包装设计方

法，从用户的视角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及流程，

将用户需求融入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 

1  用户共情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意义 

1.1  用户共情概述 

共情，又称同理心、神入、同感，是一种人们日

常生活中常见的心理现象[5]。用户共情即用户体验与

文化共情，强调用户与产品之间的互动体验以及获得

的文化同感[6]。与传统的产品设计相比，基于用户共

情的产品设计，以满足用户的外在感官体验和内在情

感诉求为核心，旨在帮助用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获

得良好的体验。 

1.2  用户共情在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意义 

旅游产品主要包括当地的旅游纪念品、土特产

等，是彰显地域文化及精神风貌的名片。在体验经济

时代背景下，用户的感性需求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

产品不能仅仅局限于功能及审美等基本属性，还要能

够满足用户的体验需求和文化共情诉求，如此，立足

于人文内涵及体验需要的旅游产品才能符合时下的

消费趋势。 

产品包装以信息可视化的形式，将设计师的价值

理念和品牌文化故事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其作为沟通

设计师与消费者的中介环节，直接、自然地起到了吸

引消费者购买的作用。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当下，许

多地方企业为了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在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功突围，提升产品附加值，

都会将产品包装再设计作为重要的发展驱动方式。用

户共情对情感需求和文化内涵的挖掘，契合了产品包

装再设计的现实需要，也契合了时下消费者愈发渴望

情感关怀的真实诉求。 

2  基于用户共情的包装设计原理 

2.1  用户共情三层次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聚焦点由基本的物质需

求转向感性需求。依据文献[7-8]及诺曼情感层次理论

的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对基于用户共情的包装

设计主要要素进行层次分解，具体可分为：直观感觉

层、行为体验层、反应思考层。其中，直观感觉层涉

及直接刺激消费者感官的产品造型、色彩、图形、材

质等要素；行为体验层涉及用户与包装产品的互动体

验、使用感受等，如包装的开合方式；反应思考层涉

及更深层次的情感，包含了用户对文化内涵的思考和

感性认知。 

基于用户共情的产品包装设计将结合以上 3 个

层次的要素进行统筹规划，能够有效契合用户的情感

需求。基于用户共情的包装设计三层次分析，见图 1。 
 

 
 

图 1  基于用户共情的包装设计三层次分析 
Fig.1 Three-level analysis of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user empathy 
 

2.2  基于用户共情的产品包装设计方法及理论 

2.2.1  用户感性认知挖掘 

感性认知挖掘的实质是将用户的认知与需求转

化为方案所需的信息，主要包括文化元素挖掘及感性

词汇挖掘，其目的是最终方案能够尽可能地满足用户

的情感诉求。从用户的感性认知入手，通过用户访谈、

问卷调研等方式获取用户认知的一手语料，经过相关

评估分析后确定的文化元素及感性词汇，为后续的应

用提供了基础，在感性认知挖掘的过程中可以帮助设

计师解放思想，加深其对文化内涵和产品包装的理解

和认识。 

1）文化元素挖掘。在包装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

元素，是旅游产品提升附加值的重要手段，文化元素

的运用关系到最终方案的呈现效果。通过问卷调研等

方式对用户进行感性意象试验，获得用户对文化感性

认知的相关语料，后续根据方案要求，通过进一步的

综合分析筛选出最符合产品定位的代表性文化元素，

建立文化元素意象空间。 



318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6 月 

 

2）感性词汇挖掘。感性词汇代表了用户对产品

造型、色彩、交互方式等设计要素的主观情感表达。

词汇挖掘的目的是了解用户的情感诉求点，帮助产品

进行意象定位，如自行车的外观造型，确定其产品意

象为动感的、硬朗的[9]。本文将运用感性工学的统计

分析方法，将感性词汇量化为客观数据，通过搜集感

性词汇，获得影响产品包装设计的主要词汇，以此建

立设计要素意象空间。 

2.2.2  方案应用 

在方案应用阶段，根据产品定位，综合考虑地域

文化、用户情感需求等因素，通过造型特征提取法等

相关设计方法，对包装设计中的主要设计要素进行分

析，并将上述通过定性及定量分析后确定的用户感性

认知词汇合理融入包装设计中。 

2.2.3  方案评价 

方案设计完成后，科学的评价手段是检验方案是

否偏离用户需求的重要手段，结合 Likert 量表对方案

进行评分，以获得用户对方案的真实评价。 

通过上述方法统筹了包装设计 3 个层次的要求，

最终构建了旅游产品包装设计的完整流程，使最终方

案契合用户的情感诉求。 

3  基于用户共情的产品包装设计流程 

基于用户共情的旅游产品包装设计方法以挖掘

用户感性认知为基础，将提取的感性认知词汇与设计

方案建立起映射关系，结合造型特征提取法等设计方

法进行包装设计。具体流程见图 2。 

第 1 步。通过用户访谈的方式，获取关于地域文

化的用户感性语料，将用户的谈话语料转化为文本数

据，并从中提取文化元素，最后通过综合分析选择典

型文化元素，并应用于方案设计中。 

第 2 步。通过网页检索、实地考察等方式获得大

量的产品样本图片，然后由焦点小组运用 KJ 法进行

样本筛选，获得最终的典型样本，建立典型样本库。

参照典型样本对测试者开展感性意象试验，获取大量

感性词汇，由焦点小组进行词汇筛选及分析，对分析

后的词汇开展感性试验，运用数据处理软件 SPSS 

23.0 计算分值，最终获得能够准确反映包装意象定位

的感性词汇。 

第 3 步。对产品包装主要设计要素（图形、容器

等）进行特征分析后，将典型文化元素和感性词汇应

用于设计方案中。最后，通过 Adobe Illustrator、Rhino

等设计软件完成方案设计实践。 
 

 
 

图 2  基于用户共情的包装设计流程 
Fig.2 Packaging design process based on user empathy 

 
第 4 步。结合 Likert 量表对最终方案进行用户满

意度评估，验证该方案是否符合用户需求。 

4  设计实例 

乐山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是世界著名的生态

和文化旅游胜地，此外，乐山种茶历史悠久，也是四

川省的产茶第一大市。乐山市凭借其资源优势大力助

推“茶旅融合”发展，但目前众多乐山茶叶产品地域文

化特色欠缺，品牌包装简陋、粗糙以及同质化等问题

日益凸显[10]，因此，其茶叶包装创新设计的重要性已

愈发显著。碧潭飘雪（花茶）源自乐山市峨眉山景区，

是乐山市的著名特产，本文将选取碧潭飘雪茶叶包装

作为设计对象。 

4.1  茶叶包装的用户感性认知挖掘 

4.1.1  乐山地域文化元素挖掘 

文化元素挖掘是包装设计文化内涵提取的关键，

对与乐山文化有过密切接触的相关人士开展用户访

谈和问卷调查，以获得最为真实、直观的文本数据。

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乐山茶文化 4 个

维度对乐山文化元素进行划分，共获得 20 份用户词

汇数据[11]，见表 1。将得到的词汇进行二次分析筛选，

最终确定乐山大桥、老霄顶、盖碗、乐山大佛、峨眉

山万年寺为方案设计的主要元素。 

4.1.2  茶叶包装感性词汇挖掘 

通过网页检索、实地商场调查等形式得到 76 份

茶叶包装产品样本图片，由 3 名设计专业研究生及 2

名设计师组成焦点小组，运用 KJ 法对样本图片进行筛

选评估，得到 20 个典型的茶叶产品包装样本，见图 3。 

对 30 位有茶叶产品使用经历的用户进行感性试

验，结合图 3 的典型样本图片，围绕色彩、造型、材

质、图形、开合方式 5 个方面分别进行词汇总结，共

获得 206 个词汇，最后通过焦点小组的分析评估，凭

借他们的设计经验和专业知识删掉不合适、模糊不清

的词汇，最后得到 12 对最能表达产品包装风格意象

的词汇，并对其进行分析[12]，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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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乐山文化元素挖掘（部分） 
Tab.1 Excavation of Leshan Cultural Elements (partial)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 
 

自然景观 建筑文化 动植物 饮食文化 方言文化 历史人物 风俗习惯 戏曲文化 历史文化 

代表乐山茶文化

的事物 

1 观光茶园 灵宝塔 灵猴 甜皮鸭 呀尖色怪 郭沫若 上庙 岷江号子 古嘉州 牌桌 麻将 

2 峨眉山 老霄顶 小熊猫 冰粉儿 乐山话  踩门   花茶 盖碗 

3 老霄顶 罗城古镇 桫椤 火锅 莫得 郭沫若  川剧 佛教 茶楼 长嘴壶

4 岷江 乐山大佛 茶树 乐山烧烤 四川话 李心传 赶庙会  古蜀文明 小曲 茶艺 

5 芭蕉沟 乐山大佛 大熊猫 跷脚牛肉 耙耳朵 鳖灵 喝腊八粥 川剧 巴蜀文明 竹椅 茶馆 

6 金口大峡谷 岷江二桥 蝉花 凉糕 惊叫唤 熊克武 拜佛 哨子 佛教文化 盖碗茶 牌楼 

7 峨眉山 大佛禅院 猴子 豆腐脑 巴适 郭沫若 龙舟竞渡 评书 佛教文明 
生态

茶园
茶楼 

8 大瓦山 乌尤寺 茶叶 钵钵鸡 掺汉德是  悬挂吞口
传统故

事剧 

彝族部 

落文明 
泡茶馆

摆龙 

门阵 

9 桫椤峡谷 乐山大佛 桫椤 油炸 颠颠儿 曹葆华 踩门 川剧  茶碗 生态园

10 川西竹海 乐山大桥 桫椤 棒棒鸡 乐山话 廖平 龙门口 川剧 巴蜀 
茶艺

表演
茶具 

 

  
 

图 3  典型茶叶包装样本 
Fig.3 Packing sample of typical leaf tea 

 
表 2  感性词汇提炼及释义 

Tab.2 Summa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perceptual vocabulary 

设计要素 序号 感性词汇 释义及分析 

1 多彩的-单一的 结合产品定位，考虑色彩搭配是多样还是单一 
色彩 

2 协调的-不协调的 色彩是否与茶叶产品属性、使用环境相协调 

3 简约的-繁杂的 造型设计简洁，不做复杂装饰性设计 
造型 

4 几何的-扁平的 包装是否采用具有型面支撑力的立体包装形式 

5 适宜的-不当的 材质的使用考虑茶叶的防潮、防氧化等属性，与茶叶的性能相适宜

6 轻量的-笨重的 包装材质及体量规格须考虑是否轻便 材质 

7 环保的-污染的 材质是否使用可回收降解的绿色环保型材料 

8 具有地域特色的-大众的 图形设计是否具备地域文化特色，富有文化内涵 
图形 

9 与产品相符的-不符的 图形内容与茶叶产品一致，避免出现“图”不对“货”的情况 

10 互动的-呆板的 是否满足互动体验感 

11 易操作的-难用的 拆卸及开合等操作是否简单、不费劲 开合方式 

12 程序简洁的-烦琐的 拆卸及开合等操作是否简便、快捷 

 
对表 2 的 12 对词汇进行感性试验，结合语义差

分法，将试验量表分为非常重要、重要、较为重要、

轻微重要、不重要 5 个量级，并按照 5、4、3、2、1

分进行赋值。该试验选取 35 位用户（包括设计类学

生 14 名、设计师 5 名、消费者 16 名）进行打分。结

合 SPSS 计算分值，得出 12 对词汇的强弱排序。分

析结果见表 3。 

根据共同度（>0.5 表明词汇较为理想）及平均值

（均值越大，表明词汇的重要程度越高）确定茶叶包装

的意象定位。通过分析结果确定方案设计的主要感性词

汇为：色彩——多彩的；造型——简约的；材质——适

宜的；图形——具有地域特色的；开合——易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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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感性词汇分析 
Tab.3 Emotional vocabulary analysis 

设计要素 序号 感性词汇 共同度 平均值

1 多彩的-单一的 0.747 3.80 
色彩 

2 协调的-不协调的 0.689 3.57 

3 简约的-复杂的 0.721 3.77 
造型 

4 几何的-扁平的 0.545 3.31 

5 适宜的-不当的 0.754 4.11 

6 轻量的-笨重的 0.557 3.97 材质 

7 环保的-污染的 0.718 3.89 

8 具有地域特色的-大众的 0.656 3.94 
图形 

9 与产品相符的-不符的 0.473 4.00 

10 互动的-呆板的 0.705 3.46 

11 易操作的-难用的 0.542 4.03 开合方式 

12 程序简洁的-烦琐的 0.727 4.00 

4.2  设计方案应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包装产品的文化元素为：乐
山大桥、老霄顶、盖碗、乐山大佛、峨眉山万年寺。
预期的产品定位为：多彩的、简约的、材质适宜的、
具有地域特色的、易操作的。 

4.2.1  插图设计 

产品包装分为软性包装和硬性包装[13]，软性包装
通过插画图形（故事性图形的一种形式）传达文化故
事，由于插画的画面展开往往具有更佳的视觉传达效
果和文化渗透力，所以易与消费者脑海中的意象相匹
配，从而被其主动理解和接受。围绕乐山大桥、老霄
顶、乐山大佛、万年寺元素设计 4 个插画场景，运用
Adobe Illustrator 软件进行图形绘制，采用扁平化多色
块叠加绘制的表现手法完成图形设计[14]，平面插画设
计见图 4。盒型结构为抽屉式，刀版图见图 5。 

 

 
 

图 4  产品插图设计 
Fig.4 Product illustration design 

 

 
 

图 5  刀版图设计 
Fig.5 Layout design 

 

4.2.2  容器设计 

包装容器造型选取之前筛选得到的盖碗元素，通
过检索相关图片资料，选取盖碗的茶盏、卧足、折腰、 

折沿 4 个器型元素，并对其造型特征进行分析，通过

提取盖碗的特征轮廓线，采用增删、拉伸等形态推演

方法进行容器造型的外观设计，形态元素分析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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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容器形态元素分析 
Tab.4 Analysis of container morphological elements 

元素 茶盏 卧足 折腰 折沿 

形态因子 

  

形态提取 圆润、敞口、斜身、深腹、圈足 敞口、卧足、无圈足 外撇、折腰、圆口、圈足 折沿、凸棱、圈足

形态应用 

    
 

 
 

图 6  容器设计图 
Fig.6 Container design 

 
通过 Rhino6.0 建模软件完成容器原型的构建，并通

过 Keyshot9 渲染软件完成效果渲染，见图 6。 

4.2.3  整体方案 

整体包装设计方案将乐山茶文化元素、消费者感

性词汇等与包装产品的盒型结构、容器造型设计、插

画设计等有机结合起来，由 4 个单罐装、4 组包装插

画构成一套系列包装产品，消费者亦可根据自身喜好

和需求自由搭配形成不同的产品组合，产品整体包装

设计见图 7。 

茶叶外包装选用的是环保型生态油墨印刷的牛 
 

皮纸。容器采用白瓷，其性能稳定、密封性佳，具有 

良好的防潮、避光、防氧化、防异味等效果，产品使

用后可以当作调料瓶、茶水杯来盛装其他物品，增加

了产品附加功能的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了便利。包

装盒及储茶罐材质具备无污染、自然性的环保精神，

符合绿色、实用的设计原则[15]。 

茶叶包装的插图分为 4 组，且每组图形采用不同

的色彩搭配，符合多彩的定位。包装盒及容器造型采

用矩形、圆柱形等结构，没有复杂的装饰性设计，符

合简约的定位。利用乐山文化元素对图形进行设计，  

 
 

图 7  产品整体包装设计 
Fig.7 Overall package design of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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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具有地域特色的定位。材质使用环保牛皮纸、白

瓷，适应茶叶防潮、避光等特性，符合适宜的定位。

包装开合方式采用抽屉式，没有繁复的多层包装，符合

易操作的定位。 

4.3  设计方案评价 

为了验证设计方案与消费者需求是否出现偏差，

需再次结合 Likert 量表对整体方案及各定位词汇进

行评分并计算平均值，采用非常满意、满意、一般、

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5 个量级，分别赋值 50、25、0、

–25、–50 分，各词汇所得分值表示用户对该词汇的

满意程度，若评分≥0，则表明设计方案与预期定位

相符。本次调查共计收回问卷 30 份，有效问卷 26 份，

统计结果见表 5，从结果可以看出，各词汇评分均>0，

在非常满意和一般区间内，基本符合预期定位。方案

整体满意度为 26.92，在非常满意和满意区间内，表

明方案效果基本达到用户的期望需求。 

 
表 5  Likert 量表统计结果 

Tab.5 Statistical results of Likert scale 

设计要素 感性词汇 分值 整体满意度

色彩 多彩的 31.73  

造型 简约的 25.96  

材质 适宜的 26.92 26.92 

图形 具有地域特色的 25.00  

开合方式 易操作的 24.04  

 

5  结语 

本文提出一种将用户感性认知词汇合理运用于

旅游产品包装的设计方法，使设计方案能够更加迎合

用户的文化体验和情感诉求，碧潭飘雪茶叶包装设计

案例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同时也为其他设计方案

提供了新思路。此外，基于用户共情的旅游产品包装

能够适应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内在的情感

诉求，在引导购买的同时，可以潜移默化地促进地区

文化的发扬与传播，推动地区旅游产品迈向更为广阔

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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