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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心流理论的家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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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心流理论，提炼家庭智能健身场景下的心流体验要素及其需求层级表。方法 首先通过

定性定量研究，分析家庭健身场景及用户行为，提炼家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同时提出假设；然后

将其要素分点转译为心流体验量表语句，采用 5 级李克特量表形式对所有健身用户进行问卷调研；最后

对问卷回收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结果：提炼了家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

在前人总结的 9 个心流体验要素基础上，新增“造型符合审美”“时空自由”“持续的监督与鼓励”“情

境属性”4 个要素；构建心流体验结果要素回归方程，描述了家庭智能健身场景中心流体验前兆要素、

过程要素，以及其他潜在因子与心流体验结果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否定了男女健身心流体验的差异，

验证了其他假设的合理性。最后基于用户体验视角提出了心流体验要素需求层级表。结论 家庭智能健

身心流体验要素兼具合理性与普适性，心流体验要素需求层级表对未来的家庭智能健身产品设计具有一

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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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lements of Flow Experience in Smart Fitness  

at Home Based on Flow Theory 

LIAO Shi-qi, SHEN Jie 
(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low theory, the paper aims to refine the flow experience elements and their demand levels in 

the smart home fitness scene. First, throug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 family fitness scene and user be-

havior are analyzed, the family smart fitness flow experience elements are refined, and hypotheses is proposed; then the 

element points are translated into flow experience scale sentences,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onducted on all fitness 

users in the form of 5-level Likert scale; finally,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

sis of the data collected for the questionnaire are conducted. The family's smart fitness flow experience elements are re-

fined. Based on the nine flow experience elements summarized by the predecessors, 4 elements, namely "shape conforms 

to aesthetics", "time and space freedom", "continuous supervision and encouragement" and "contextual attributes" are 

added.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the flow experience result elements is constructed, which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cursor elements, process elements and other potential factors of the home smart fitness scene center flow ex-

perience and the flow experience result elements, negating the difference in flow experi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verifying the rationality of other assumptions. Finally, based on the user experience perspective, the flow experience ele-

ment demand level table is proposed. The family smart fitness flow experience elements are both reasonable and univer-

sal, and the flow experience element demand level table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sign of fu-

ture home smart fitness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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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家庭场景逐

渐成为健身行业的新战场，家庭健身产品也逐渐向智

能、专业、轻量、娱乐化方向发展[1]。总体来看，目

前的智能化产品发展仍不够成熟，同质化问题严重，

需要一定的持续创新与个性化服务来提升用户体验、

增强用户黏性[2]。心流理论源自人本主义心理学，理

论的研究核心是心流体验。心流体验包含 9 个特征因

素，包括事前、经验、效果 3 个心流体验阶段：心流

前兆，具有明确的目标、明确及时的反馈、挑战与技

能的平衡；心流体验，行为与意识的融合、注意力集

中、掌控感；心流结果，自我意识减弱、时间的错觉、

发自内心的参与感。 

心流体验存在、发生于整个健身活动过程中，将

心流体验引入具有明确活动目的智能健身产品设计

领域，能从情感与全流程体验出发提升用户体验，为

国内家庭健身产品的转型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文中基于心流体验要素对家庭智能健身问题进

行探讨。 
 

 
 

图 1  家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用户研究分析 
Fig.1 Home intelligent fitness flow experience elements–User research analysis diagram 

 

1  家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 

心流体验的测量方法大致可分为描述性的调查、

结构性问卷、经验抽样法等调研方法[3]。由于研究对

象是在家庭场景下进行智能健身的群体，其健身行为

具有自发性、私密性、长期性等特征，对其实际心流

体验状态的研究应避免过多干预。因此，该研究主要

采用描述性调查与结构性问卷法。 

在描述性调查阶段，通过线上问卷，甄别“无家

庭健身经历”及家庭健身频率为“一年几次”的低频

用户，初步了解人们对智能健身产品的熟知程度、使

用情况和对未来智能化健身产品的期待。通过初访、

筛选，对 20 名拥有智能健身产品使用经验的预备用户

进行 2~3 h 的线上深入访谈，对近期保持健身的访谈

对象，将访谈时间分别安排在健身前、健身中、健身

后 3 个不同的健身时间段，以更准确的方式引导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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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当时的健身体验。对于曾经坚持健身、或最近放弃

健身的用户主要了解其坚持或放弃的原因，挖掘与心

流体验的潜在因素。最终获得 14 份典型用户访谈结果。 

深入访谈的内容从基本情况、健身态度与行为、

智能健身产品，以及体验相关、健身活动的综合感受

（心流体验状态）4 个方面展开。将心流体验前兆、

过程及结果要素与家庭智能健身全流程进行一一对

应。通过“声音–洞察”及聚类分析，综合整理出《家

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用户研究分析图》，见

图 1。根据场景的相关性与重要程度，综合提炼出 13

个家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见图 2。在前人提出

的 9 大心流体验要素基础上，新增“造型符合审美、

时空自由、持续的监督与鼓励、情景属性”4 个要素，

新增要素具体含义如下。 
 

 
 

图 2  家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 
Fig.2 Home intelligent fitness flow experience elements 

 
1）造型符合审美。 产品作为客观存在的实体，

其包含着物质功能、产品造型艺术和物质技术条件 3

个基本要素[4]。家庭智能健身产品面向的用户群体具

有年轻化特征，在“颜值经济”时代，产品的外观造

型被赋予了社交、时尚、私享化、人性化等更加多元

的精神价值。 

2）持续的监督与鼓励。在用户层面，家庭场景

逐渐成为健身房等核心健身场景的重要补充，是个体

主动“保持健身习惯”的表现；而产品层面，家庭智

能健身产品也需要通过持续的监督与鼓励来激发用

户的积极性。如 keep 智能健身系列产品、Mirror 智

能健身镜等智能产品，开始尝试从个性化课程、沉浸

式交互体验、游戏化内容和丰富的社交活动等层面对

用户进行监督与鼓励，帮助用户由他律转为自律状

态，提升用户健身体验。 

3）时空自由。健身环境、健身时间和产品使用

的自由度，是用户养成良好健身习惯的重要因素。其

中，空间自由是指在任何地方都能保证“健身行为”

的完成。在家庭健身环境中，物理环境需要支持训练

内容的顺利完成和智能健身产品的灵活使用。时间自

由是指在任何时间都能进行健身，且时长、时间段不

受干扰限制，保证心理环境的流畅。 

4）情境属性。情景属性即用户在健身过程中，

沉浸于具有故事情节或特殊氛围的情景之中，从而产

生时间的错觉[5]。家庭智能健身产品在足够的空间与

技术支持下，可以通过虚拟现实等设计手法、体感交

互等潜意识交互方式来营造身临其境之感，提升使用

流畅度；或通过情感共鸣、引发思考的视听内容，将

人们引导至最优心流体验状态。通过内在思维或外在

社交环境的调动，能让枯燥的健身活动与兴趣产生关

联，提升用户参与感。 

2  家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验证 

2.1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1）研究目的。一方面，将家庭智能健身场景下

提炼的所有心流体验要素重新置于所有健身用户群体

之中，验证心流体验要素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对定量

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将心流体验要素以需求程度为标

准进行结构化处理，为产品设计策略提供理论 支撑。 

2）研究方法。首先对新增的心流体验要素及其

他潜在因子进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出假设；然后

参考前人总结的量表语句，将各要素转译为心流体验

量表语句，并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的问卷形式回收客

观数据；最后运用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

法对数据进行整理，构建心流体验结果要素回归模

型，描述家庭智能健身场景下的心流体验前兆、过程

要素及其他潜在因子与心流体验结果要素（“时间的

错觉”“自我意识丧失”“发自内心的参与感”）之间

的相关关系。 

2.2  问卷设计及研究假设 

为验证心流体验要素的可行性，笔者参考了《流
畅状态量表》（FSS）和《最佳心理状态量表》（OMSS），
以及国内学者李广学等[6]在 2017 年修订的《运动员
流畅状态量表》，为减少量表语句转译偏差，将定性
研究中提取的各心流体验要素根据其具体的场景的
含义内容分点转换为 2 至 3 条问卷表述形式，并适当
调整题项顺序进行线上调研，见表 1。 

综合定性研究中对典型用户的心流体验分析及
前人研究结果，对家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及其他
潜在影响因子提出以下假设。 

胡咏梅在 2002 年对垒球和棒球运动员心流体验
的主要特征进行研究时，发现训练年限和运动水平是
影响心流体验的主要因素。运动员的运动等级越高、
运动年限越长越能达到心流体验峰值；在性别差异
上，孙延林等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即男性比女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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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家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量表问卷 
Tab.1 Flow experience scale questionnaire for  

smart fitness at home 

量表维度 题项 量表语句 

Q01 您认为您目前处于哪个健身阶段 

Q02 您的性别 

Q03 您的年龄 

Q04 您上次健身的环境 

人口学 

变量 

Q05 您上次健身的类型 

Q06 当时的健身时间很充足 

Q07 当时的健身时间与工作/场地营业时间不冲突
时空 

自由 
Q08 当时的健身场地对我来说没有限制 

造型符合 

审美 
Q09 当时使用的健身产品符合我的审美 

Q10 我有明确的健身目标与规划 

Q12 
我有(自己/教练)拟定的详细健身计划及相

应课程 

明确的 

目标 

Q13 我会严格按照拟定的计划进行 

Q11 我不会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而烦恼 

Q14 当时我选择的任务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技能与 

挑战平衡 
Q18 我能做出我想做的动作 

Q19 我的动作似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行为意识 

统一 Q20 
当时感觉我的技术熟练，很少需要回忆具体

步骤 

Q15 当时的健身任务具有游戏特征 

Q16 
当我一人健身，我会通过音乐/舒适的环境

来调节氛围 情境 

属性 

Q17 
当时我很开心有朋友和我一起健身（线上/

线下） 

Q21 我会积极面对高难度任务 

Q22 我会注重热身，调整身体状态 
积极 

调控 
Q23 我会根据实际的动作质量，调整运动节奏

Q24 当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动作与肌肉发力上注意力 

集中 Q25 当时我全神贯注于当下的任务 

Q26 当时我能得到及时的动作指导与纠正 

Q27 
当时我会根据（虚拟）教练的指导进行自我

调节 

明确及时 

的反馈 

Q28 当时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自身身体给我的反馈

自我意识 

丧失 
Q29 当时我很投入，忽视了周围的一切 

时间的 

错觉 
Q30 我感觉到时间比平时过得快 

发自内心 

的参与感 
Q31 我喜欢完成健身任务的感受，想再次体验它

Q32 我想保持现在的身体状态，所以坚持健身

Q33 
我能明显感受到健身对我日常生活的帮助，

所以坚持健身 

Q34 那一段时间的健身频率稳定，没有被打断过

持续地监 

督与鼓励 

Q35 
如果健身频率被中断或打乱，我会很难回

到状态 

容易产生心流体验，但对于不同的特征，会随着项目

类型、年限和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各有不同[7]。因此提

出假设 H1、H2。 

H1：健身经验等级与心流体验结果呈正相关关系。 

H2：男女在家庭环境进行智能健身时，男生心

流体验比女生好。 

产品外观造型符合审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

使用过程中，通过材质和色彩处理区分产品功能，颜

色和图形指引用户正确操作[8]；邓卫斌等[9]针对娱乐

产品的使用人群，将心流产生的因素进一步深化分

析，加入符合用户审美的外观因素，并进行了设计实

践，提出假设 H3。 

H3：前期深入访谈中用户对产品的外观审美的

期待较高，将对心流体验结果产生正面影响。 

郝晓禹[10]在对 VR 游戏体验的影响因素研究中

发现，游戏机制设计、交互设计对沉浸感、控制感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心流体验要素的重要表征之一，

而自然的人机交互方式、逼真的虚拟环境带来的身临

其境感能延伸个体对游戏的延伸感、深度参与感。其

中，虚拟现实、游戏化设计是未来智能化产品体验设

计的重要探索方向，因此提出假设 H4。 

H4：情景属性与心流体验结果呈正相关关系。 

黄薇等[11]在基于“互联网+”的家庭智能健身产

品设计中，通过搭建健身数据分析平台、建立奖励机

制及拓展游戏化内容，能促进用户保持健身习惯保持。

一方面，用户能通过数据获得及时的反馈，以便随时

调节身体状态；另一方面，产品也打破了时空限制，提

升了用户的掌控感与参与感。在此提出假设 H5、H6。 

H5：持续的监督与鼓励与心流体验结果呈正相

关关系。 

H6：时空不自由对用户的健身态度与健身习惯

的养成有负面影响，与心流体验结果呈负相关关系。 

2.3  调研结果与数据分析 

问卷发放渠道主要为线上社交平台，为获得更真

实的数据，在所有健身人群中甄别了 48 份处于“零

基础”健身阶段的用户，最后获得有效问卷共 102 份。

在 同 一 时 期 回 收 的 问 卷 中 ， 男 女 分 别 占 55.9%、

44.1%，年龄方面以年轻健身群为主，健身类型、环

境分布占比合理，具有统计学意义。 

2.3.1  问卷信度与效度评估 

由于李克特 5 级量表的区间长度小，方差小，且问

卷没有缺失值，因此，对问卷所有数据进行录入与分析。 

首先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对 35 条量表语句进行

测试后，筛选出 30 条适合做因子分析的量表语句，

然后通过 SPSS 软件，对量表题项（6—35 题）进行

信度与效度检验，见表 2。此次制定的健身心流体验

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 0.895，大于 0.6，具有良好的信

度；量表的 KMO 值为 0.687，大于 0.6，且巴特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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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结果 
Tab.2 KMO and Bartlett test results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KMO 取样适

切性量数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0.687 2 020.676 861 0.000 

 

球形度检验小于 0.05，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适合做因子分析。 

2.3.2  相关性分析与主成分分析 

将 “ 心 流 体 验 结 果 要 素 ” 维 度 下 的 量 表 语 句

（Q29、Q30、Q31）进行主成分分析，见表 3，并对

健身心流体验量表因子与降维处理后的因变量“心流

体验结果要素”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 4。 
 

表 3 “心流体验结果要素量表语句”主成分分析 
Tab.3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Flow  
Experience Result Factor Scale statement" 

因子 量表语句 因子载荷 

Q30 0.865 

Q31 0.776 

 

Q29 0.748 

 

表 4 各因子与心流体验结果要素相关性分析 
Tab.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ll factors and flow experience results factor 

量表维度 题项 相关系数 量表维度 题项 相关系数 

Q01 皮尔逊相关性 0.301** Q15 皮尔逊相关性 0.136 

 Sig.（双尾） 0.002*  Sig.（双尾） 0.174 

Q02 皮尔逊相关性 –0.104 Q16 皮尔逊相关性 0.003 

 Sig.（双尾） 0.296  Sig.（双尾） 0.98 

Q03 皮尔逊相关性 –0.056 Q17 皮尔逊相关性 0.292** 

 Sig.（双尾） 0.574 

W7 情境属性

 Sig.（双尾） 0.003 00* 

Q04 皮尔逊相关性 0.107 Q19 皮尔逊相关性 0.464** 

W1 人口学变量 

 Sig.（双尾） 0.284  Sig.（双尾） 0.000 00** 

Q06 皮尔逊相关性 0.099 Q20 皮尔逊相关性 0.490** 

 Sig.（双尾） 0.321 

W8 行为意识

统一 

 Sig.（双尾） 0.00000** 

Q07 皮尔逊相关性 0.076 Q21 皮尔逊相关性 0.340** 

 Sig.（双尾） 0.445  Sig.（双尾） 0.000 00** 

Q08 皮尔逊相关性 –0.223 Q22 皮尔逊相关性 0.425** 

W2 时空自由 

 Sig.（双尾） 0.024 00 *  Sig.（双尾） 0.000 00** 

Q09 皮尔逊相关性 0.298** Q23 皮尔逊相关性 0.345** 
W3 造型符合审美 

 Sig.（双尾） 0.002 00 * 

W9 积极调控

 Sig.（双尾） 0.000 00** 

Q11 皮尔逊相关性 0.177 Q24 皮尔逊相关性 0.335** 

 Sig.（双尾） 0.074  Sig.（双尾） 0.001 00** 

Q14 皮尔逊相关性 0.173 Q25 皮尔逊相关性 0.464** 

 Sig.（双尾） 0.083 

W10 注意力

集中 

 Sig.（双尾） 0.000 00** 

Q18 皮尔逊相关性 0.505** Q26 皮尔逊相关性 0.518** 

W4 技能与挑战 

平衡 

 Sig.（双尾） 0.000 00**  Sig.（双尾） 0.000 00** 

Q10 皮尔逊相关性 0.552** Q27 皮尔逊相关性 0.495** 

 Sig.（双尾） 0.000 00**  Sig.（双尾） 0.000 00** 

Q12 皮尔逊相关性 0.381** Q28 皮尔逊相关性 0.562** 

 Sig.（双尾） 0.000 00** 

W11 明确及时

的反馈 

 Sig.（双尾） 0.000 00** 

Q13 皮尔逊相关性 0.409**     

W5 明确的目标 

 Sig.（双尾） 0.000 00**     

Q32 皮尔逊相关性 0.336**     

 Sig.（双尾） 0.001 00**     

Q33 皮尔逊相关性 0.466**     

 Sig.（双尾） 0.000 00**     

Q34 皮尔逊相关性 0.455**     

 Sig.（双尾） 0.000 00**     

Q35 皮尔逊相关性 0.029     

W6 持续的监督 

与鼓励 
 

 Sig.（双尾） 0.776     

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心流体验结果要素与其他因子的相

关性分析。 

W12 心流体验

结果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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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中，当 P<0.05 或<0.01 时分别用“*”

“**”表示，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据分析结果，

在人口学变量中，Q1“健身经验等级”的 P 值<0.05

与心流体验结果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符合健身经验

等级越高心流体验状态越好的假设；Q2“性别”P 值

>0.05，与心流体验结果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男女在

家庭环境中进行智能化健身无明显差异。 

因此，假设 H1 成立、假设 H2 不成立。 

在新增要素中，“时空自由”Q8 的 P 值<0.05，

相关系数为–0.223，与心流体验结果呈显著负相关关

系；“造型符合审美”Q9 与“情景属性”Q17 的值均

<0.05，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持续的监督与鼓励”Q32、

33、34 的 P 值均<0.01，与心流体验结果要素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 

假设 H3、H4、H5、H6 成立。 

删除与心流体验结果不相关的题项，对组内子项

目进行主成分分析。基于上述相关性分析结果，对家

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进行进一步探讨。主成分分

析结果见表 5。 
 

表 5  健身心流体验要素量表维度主成分分析 
Tab.5 Dimensi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fitness flow experience factor scale 

因子 量表语句 因子载荷 

Q10 0.872 

Q12 0.853 W5 明确的目标 

Q13 0.768 

Q33 0.863 

Q32 0.731 W6 持续的监督与鼓励 

Q34 0.644 

Q21 0.850 

Q22 0.850 W9 积极调控 

Q23 0.806 

Q24 0.874 
W10 注意力集中 

Q25 0.874 

Q26 0.831 

Q27 0.771 W11 明确及时的反馈 

Q28 0.682 

Q30 0.865 

Q31 0.776 W12 心流体验结果要素 

Q29 0.748 
 

2.3.3  回归分析  

设：y=α+β1x1+β2x2+...+βnxn+e 

其中，α 是代表截距；x1~xn 是自变量；y 是目标

变量；β1βn-为回归系数；e 是随机误差。将“心流体

验结果要素”作为因变量，采用 x1 健身阶段、x2 时空

自由、符合审美、x4 情境属性、x5 明确的目标、x6 行

为意识统一、x7 积极调控、x8 注意力集中、x9 明确及

时的反馈、x10 技能与挑战平衡、x11 持续的监督与鼓

励建立回归模型。在 Python 数据分析软件中进行 2

次回归分析。 

第 1 次回归分析中“积极调控”“注意力集中”

“技能与挑战平衡”“持续的监督与鼓励”的 F 值均

小于 F 检验值，P 值均>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T

检验不通过。删除未通过变量进行第 2 次回归分析，

最终得到回归模型。见表 6—7。 
 

表 6  决定系数 R2 与 F 检验 
Tab.6 Determinant coefficients R and F test 

决定系数 R　 标准估计的误差值 F 值 P 值 

0.683 2.498 62 3.936 0.000a 

 

表 7  各因素与心流体验结果 2 次回归分析 
Tab.7 The second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nd flow experience results 

因子 回归系数 F 值 P 值 

Q1 健身阶段 0.084 943 19.550 397 0.000 03

W2 时空自由 –0.132 005 4.648 294 0.033 64

W3 造型符合审美 0.231 192 6.014 167 0.016 04

W7 情境属性 0.199 456 11.281 587 0.001 13

W5 明确的目标 0.136 517 38.218 062 0.000 00

W8 行为意识统一 0.267 382 14.863 583 0.000 21

W11 明确及时的反馈 0.470 714 27.065 875 0.000 00

常量 0.801 226 

 

在第 2 次分析结果中，所有自变量的 F 值均大于

F 检验值 3.936，P 值均小于 0.05，构建的模型整体

呈显著水平，F 检验通过，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最终得出各影响因素与健身心流体验结果要素

回归方程： 

y=0.801+0.085x1+(–0.132)x2+0.231x3+0.199x4+ 
0.137x5+0.267x6+0.470x9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时空自由与心流体验结果

呈显著负相关，每份时空自由对心流体验结果的影响

为 0.132。时空自由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与心流体验

结果要素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健身阶段虽然属于人

口学变量，但与心流体验结果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因

而，对用户进行持续的监督与鼓励，不断提高健身经

验水平，能帮助用户获得最优心流体验。两者对于未

来家庭智能健身产品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家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需求层级 

根据回归标准系数，我们可以对不同影响因素的

影响程度进行排序：明确及时的反馈>行为意识统一>

造型符合审美>情境属性>明确的目标>时空自由。 

综合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结果，以各要素对心

流体验结果的影响程度为分类指标，提出家庭智能健

身心流体验需求层级表。详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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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家庭智能健身心流体验要素需求层级表 
Tab.8 Family intelligent fitness flow experience  

factor demand level table 

心流体验要素 影响层级 心流体验要素 影响层级

W11 明确及时的反馈 一级 W2 时空自由 二级 

W8 行为意识统一 一级 W4 技能与挑战平衡 三级 

W3 造型符合审美 一级 W6持续的监督与鼓励 三级 

W7 情境属性 二级 W9 积极调控 三级 

W5 明确的目标 二级 W10 注意力集中 三级 
 

4  结语 

在 CNKI 学术趋势中检索关键词“智能+健身”

得出，智能健身的学术关注度自 2015 年开始呈迅速

上升趋势，在疫情环境的推动下，家庭健身场景也逐

渐受到用户与市场的关注，这为健身产品的智能创新

与理论发展同时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12]。在“高智

能化期待”与“望而却步的实际产品体验”的矛盾日

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心流理论提供获得更优心

流体验的相关要素，能从用户体验角度出发弥补技术

发展的不足，同时也拓展了产品设计领域的理论体

系，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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