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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视障家庭用户在饮水方面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需求的情况，分析现有饮水机设计研究

的不足。基于包容性设计理念，进行家庭用户操作能力水平多样性分析，以及饮水机偏好多样性分析，

以此指导饮水机产品的开发设计。方法 运用观察访谈法对视障家庭饮水需求进行挖掘与整理，通过问

卷调研法了解用户的偏好。其次，对视障家庭中视障者、老年人、中青年三类用户进行现有饮水机的可

用性测试，结合用户饮水需求和产品偏好提出三个设计策略：多模式简化使用步骤、水质检测提升饮水

品质、多通道反馈适配操作能力，基于此对饮水机进行再设计。结论 在符合视障家庭用户多样能力的

前提下，通过设计实践满足用户的多样需求，提升了视障家庭饮水机的使用体验，为改善视障家庭饮水

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参考，对相关产品设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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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Dispenser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ersity of Visually Impaired Family 

SHEN Qiong, TANG Shi-yuan, YAO Zi-ying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Visually impaired family members have diverse and different needs, but a water dispenser can only meet 

limited needs. The paper aims to solve this probl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inclusive design, and perform the analysis of 

family members of operating ability levels and drinking fountain preferences to design the water dispenser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The needs of drinking water are analyzed and organized by observing and interviewing visually 

impaired families. Then, visually impaired family’s preferences of water dispenser are obtain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Usability testing of the selected water dispenser is conducted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Three 

desig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observing and interviewing, questionnaire, and usability testing: 

Multi-route simplifies the procedure, detection of water improves drinking quality, multi-channel feedback adapts to 

various abilities. Then, the water dispenser is redesigned. Under the premise of meeting the diverse abilities of visually 

impaired families, a water dispenser has been designed to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families. The design improves the 

experience of water dispensers for visually impaired familie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drinking problems of 

visually impaired families and related product design. 

KEY WORDS: inclusive design; visually impaired family; water dispenser; diversity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数字化时代下人均

屏幕使用时间的增加，视障者数量具有迅速增长的趋

势。视障者是包括盲人和低视力人群在内的一系列有

视力障碍的群体[1]，我国视力损伤分类标准中，按照

最佳矫正视力的不同范围，分为盲水平一级、二级和

低视力水平三级、四级[2]。在全球范围内，视障人士

近 2.85 亿，八成以上的视障者年龄在 50 岁以上[3]。

饮水作为生存的必要行为，因居住环境改善及养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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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不断普及，衍生出各种场景下的不同需求[4]。目

前，有从用户感性需求出发，对饮水机进行的创新设

计[5]，也有从技术角度，研究饮水机远程无线控制系

统的设计[6]。然而，在现有家用饮水机的设计中，针

对外出时间少、居家时间更长的视障者的相关设计还

比较欠缺。前期研究通过降低饮水机对视障者使用能

力要求的方式，展开设计实践以解决此问题。通过物

理按键的操作方式、带有一定角度的出水按钮和利于

视障者识别方向的棱角造型等细节设计，满足了视障

者独立使用饮水机的需求，改善了视障者的使用体

验。但验证结果表明视障者和家中视力正常用户存

在需求互斥的情况，仅关注视障者使用能力的研究

方法忽略了其他视力正常家庭用户的需求。本研究

基于包容性设计理念，在用户使用能力的基础上，

创新性地加入对用户主观需求的考虑，将视障家庭

中多样用户的能力和需求视为饮水机设计的根本决

定因素并进行设计实践，使包容性设计更具实践性

和可持续性。 

1  能力与需求多样性 

包容性设计（Inclusive Design）是指尝试设计的

产品和服务满足尽可能多的用户需求，且无需针对某

类用户特殊设计[7]。通过对比产品使用所要求的能力

水平与用户实际感知、认知和运动能力水平，对产品

包容度进行评估[8]。设计排斥理论（Design Exclusion）

是包容性设计的核心研究成果之一。当家庭环境中饮

水机使用要求能力超过家庭用户真实能力时，表明此

饮水机包容度较低，产生了设计排斥。比如触控操作

的饮水机所要求的使用能力就超过了视障者的能力

水平，排斥了视障者。而提高包容度的方法就是降低

产品和环境对用户的能力要求，由此得出设计策略进

行产品开发，比如将触控操作改为物理操作以适应视

障者的能力水平。 

产品功能满足用户需求是发生使用行为的前提，

未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在使用行为发生之前已经被

用户主动排斥。用户的需求是多样的，由单一用户（比

如视障者）主导的设计方式很容易与家庭用户需求的

差异化和多样性产生矛盾。因此，用户和饮水机之间

的交互关系不仅仅是两者能力的兼容匹配关系，更是

用户多样性需求与产品仅能满足有限需求间的竞争

选择关系 [9]。视力正常用户因个人偏好会购买多功

能、造型时尚的触摸屏饮水机，视障者和视力较弱的

老年用户就可能因能力不足而被产品被动排斥。考虑

视障者的使用能力，简化产品功能，提供具有更简单

操作方式的设计方案，则会因未满足其他视力正常者

的使用需求而被其主动排斥。基于此，本研究聚焦视

障家庭使用场景，从视障家庭用户能力多样性和需求

多样性出发构建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总结了视障

家庭饮水机设计多模式简化使用步骤、水质检测提升

饮水品质、多通道反馈适配操作能力三大策略，并基

于三大策略进行设计实践。 
 

 
 

图 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2  用户多样需求偏好与操作能力水平 

2.1  饮水需求的挖掘与整理 

为了解不同视障者的饮水需求，分别对 10 位视

障者围绕基本信息、饮水相关和家庭生活三部分展开

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的盲视情况涵盖视力一级残疾

和二级残疾。同时走入 5 户家庭结构不同的视障者家

中进行现场观察，包括独居男性盲人、夫妻一人全盲

家庭、夫妻双全盲与中青年子女同居家庭、夫妻双盲

与老年父亲同居家庭和女儿全盲与中青年父母同居

家庭五类。针对采访结果和观察现象，发现即热即饮

是视障者的真实需求，通过询问受访者对现有即热即

饮饮水机的看法，确定可便携移动、体积较小的桌面

饮水机是满足视障者需求的合适产品。而饮水机的市

场调研表明市面上的桌面饮水机大多为触控操作。针

对此情况，经过焦点小组讨论，归纳了以下 5 点视障

者对饮水机的使用需求：体积小巧不占位置；内外均

易于清洁；操作简单快速，即热即饮；提供语音提示

与确认；倾向使用物理操作。按照是否视障可将视障

家庭用户分为视障者和视力正常者，而视力正常者又

包括儿童、中青年和老年人等。因考虑到儿童产品较

为特殊，且该类人群未经济独立，拥有可支配资源过

少，许多任务需在成年人帮助下完成，所以为了解视

力正常家庭用户的饮水需求，围绕家庭饮水行为和以

上归纳的 5 点视障者使用需求，对 4 位老年用户和 4

位中青年用户展开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中发现，相

比大部分视障者都使用烧水壶的情况，视力正常者使

用的饮水设备功能更加丰富，且大多为触控操作。 

通过对观察访谈结果的分析，得出视障家庭的共

性饮水需求有三点：体积小巧不占位置、符合健康饮

水标准、操作简单快速。视力正常者提出在简化饮水

机操作步骤的同时，需保留满足个性需求的功能。 

视障家庭的视障者、老年人和中青年三类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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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需求有两点：选择物理操作还是触控操作；是
否提供语音提示功能。视力正常者出于时尚和抗污能
力更强等考虑更青睐触控操作。然而，部分触摸屏上
的文字信息太小，老年用户难以阅读识别。尽管如此，
饮水机触屏结构及信息内容简单，老年用户常通过位
置记忆的方式完成独自操作。随着技术的进步，家电
产品正向着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10]。对
比开模成本高、使用次数受限的物理操作，触控操作
更具可持续性，因此功能多样化和去按键化成为饮水
机类家电的发展趋势。然而视障者往往无法独自完成
触控操作，触摸屏的使用逻辑与视障者先探索定位再
执行的行为特点并不相符。 

中青年用户因感到吵闹而不接受语音提示。对于
听力下降的老年用户，有效的语音提示需达到适配音
量。语音提示是视障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逐字朗

读的信息传递方式需视障者花费时间等待。对于功能
复杂需传递大量内容的手机类智能产品，视障者乐意
付出时间[11]。但对于功能较简单的饮水机来说，语音
提示不仅降低了信息获取效率，还增加了产品造价，
不符合视障者收入较低的现实经济情况[12]。手机读屏
软件远程操作可作为一种解决手段，但仅靠手机控制
会限制视障者的使用场景，比如手机没电时。 

综上所述，对视障家庭的饮水需求进行整理，如
表 1 所示。视障家庭中视障者、老年人、中青年三类
用户拥有三项共性需求，在是否需要语音提示和触控
操作上存在需求差异。可见，当下视障家庭选择饮水
机所面临的两大痛点为：在满足即热即饮需求的基
础上，符合视障者使用能力的选择过少或缺乏；二
是面对视障家庭用户的差异性需求，现有饮水机无法
满足。 

 

表 1  视障家庭饮水需求 
Tab.1 Demand of water dispenser for visually impaired family 

差异性需求 
用户类型 

语音提示 触控操作 
共性需求 

中青年 不接受 因易清洁、美观而喜欢 

视力正常者 
老年人 

接受 

需较高音量 
文字太小无法阅读，常通过位置记忆完成独自操作 

视障者 – 非常需要 无法独自使用 

体积小巧不占位置

符合健康饮水标准

操作简单快速 

 

2.2  饮水机偏好的获取 

为了解视障家庭用户的饮水机偏好和为此偏好

付出代价的意愿，对视障者、老年人和中青年用户进

行问卷调研，询问可接受的饮水机价格，针对不同功

能的需求度、操作方式偏好等相关问题，对 10 个相

关代表企业的 30 款饮水机的功能设计进行调研与整

理，确定了问卷中桌面饮水机的调研功能名单。邀请

受访者根据题目按照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打分，1 代

表“非常不接受”，2 代表“不接受”，3 代表“一般”，

4 代表“接受”，5 代表“非常接受”，其中受访视障

者涵盖了视力残疾一级到四级的用户。对问卷结果进

行信度分析，Cronbachα 系数达到 0.912，大于 0.9，

表明该问卷信度很高[13]。收回问卷 137 份，有效问卷

134 份，有效问卷中，视障者占 22 份，老年用户占

48 份，中青年用户占 64 份。 

问卷结果表明，500 元上下的饮水机价格是三类

用户可接受的合适价格，此价位饮水机不带过滤功

能，需自行添加纯净水。将功能需求度、操作方式、

温度调节方式和信息反馈方式接受度四项问题数据

结果在 spss 20.0 软件中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当

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分析结果表明，水质检测需求度最高（均值= 

4.01），可见使用桌面饮水机的第一诉求仍是水质的

安 全 。 需 求 度 差 异 最 明 显 的 附 加 功 能 为 语 音 控 制

（p=0.009<0.05），大屏显示（p=0.025<0.05）和水量

记忆（p=0.041<0.05）次之。在附加功能上，老年用

户对大屏显示需求度较高，视障者对语音控制和手机

控制有较高需求度；在操作方式上，视障者更加青睐

手机控制，视力正常用户最喜欢触控操作，结合饮水 

机功能需求度，可提供多种饮水机操作模式供选择；

在温度调节方式上，老年用户最偏爱以用途表示温度

选项的方式，中青年用户则喜欢常规三档的表示方

式，视障者最喜欢使用手机设定，最不接受用途表示

温度选项的方式，在温度选择方式设计上，可同时提

供多种选择方式满足不同用户的偏好；对于信息反馈

方式，视力正常用户对拟人语音提示不太接受，最偏

爱指示灯提示的方式，视障者则最偏爱拟人语音提示

方式，在考虑用户使用能力水平的基础上，信息反馈

方式的设计可考虑多通道反馈方式。 

2.3  饮水机使用能力水平的分析 

为了解不同能力水平的家庭用户使用饮水机时

遇到的困难，邀请 20 位拥有饮水设备使用经验的被

试者进行可用性测试，其中视障者 8 名（平均年龄= 

52，标准差 SD=15.03），包括 3 名全盲、4 名半盲和

1 名低视力用户，老年用户（平均年龄=64，标准差

SD=5.39）和中青年用户（平均年龄=41，标准差

SD=14.73）各 6 名。实验采用九阳 JYW-H9 型即热式

台式饮水机进行。要求被试对目标饮水机进行以下任

务操作：蓄满水箱；接 200~300 mL、40℃~60℃的饮

用水；接 600 mL（接水时水箱水量小于 6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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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饮水机问卷调研结果 
Tab.2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water dispenser 

视力正常者
功能需求度 

老年人 中青年
视障者 p 均值

水质检测 4.23 3.84 3.95 0.180 4.01

缺水提醒 4.08 3.70 4.09 0.103 3.96

水量记忆 3.75 3.37 3.09 0.041 3.40

水温记忆 3.75 3.36 3.50 0.143 3.54

大屏显示 3.71 3.33 2.91 0.025 3.32

水量设定 3.71 3.31 3.55 0.188 3.52

语音控制 3.46 3.05 3.86 0.009 3.46

手机控制 3.62 3.17 3.82 0.051 3.54

面板操作方式接受度 

手机操作 3.65 3.33 4.09 0.011 3.69

物理按键 3.77 3.31 3.77 0.005 3.62

触控操作 4.00 3.70 2.68 0.000 3.46

物理旋钮 3.50 3.05 3.64 0.004 3.40

温度调节方式接受度 

手机设定 3.77 3.64 3.86 0.587 3.76

数字表示 3.88 3.66 3.73 0.457 3.76

常规三档 3.90 3.88 3.41 0.050 3.73

5 度一调 3.83 3.52 3.82 0.086 3.72

用途表示如泡奶 4.08 3.87 3.14 0.001 3.70

信息反馈方式接受度 

拟人语音 3.63 3.23 4.23 0.001 3.70

机械音效 3.83 3.22 3.77 0.001 3.61

指示灯提示 4.17 3.89 2.50 0.000 3.52

屏幕文字 3.79 3.64 2.55 0.000 3.33

注：常规三档指常温、温水和开水三档。 
 

100℃的饮用水，并判断停止出水的原因，三次任务

共进行两轮。正式实验前，让被试者学习和掌握产品，

确保所有被试者均了解目标饮水机各项功能的使用

方式。实验结束后，对被试进行访谈收集主观意见。

实验观测变量为任务完成率（独自完成记 1 分，引导

者帮助下完成记 0.5 分，失败/放弃记 0 分）、出错次

数和访谈结果。实验员通过回看实验视频记录出错次

数，描述错误情况，分析使用者如何组织与处理信息。 

测试结果显示，视障者组任务完成率 M=51.0%，

中青年组完成率 M=80.7%，老年组完成率 M=70.8%。

对任务完成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视力正常组和视

障组完成率有显著差异（p=0.000<0.05），老年组和中

青年组完成率无明显差异（p=0.219>0.05），结果表明

视力水平对任务完成率有显著影响。错误情况和次数

统计如表 3 所示。被试所提修改意见综合为以下 3 点：

可取消童锁；预设水量不合适；饮水机高度不足以放

下普通保温杯。此外，中青年用户提出按键声音较大，

有些吵闹；老年用户则希望增加按键文字大小，突出

出水按键；视障者希望额外增加手机操作或语音提示

功能。 

对用户操作错误结果进行分析。首先，在目标饮

水机造型设计方面，统计结果表明，因目标饮水机水

箱为隐藏式设计，无法识别水箱提手使用方式（N=9）

和无法识别水箱位置（N=7）是视力正常组出现较多

的错误，而目标饮水机不明显的水箱归位的卡位结构

使视力水平较低的视障组（N=8）和老年组（N=5）

多次犯错。此外，因设计语义不详，视力正常组多次

将饮水机装饰性部件错误识别为出水按钮（本应操作

屏幕）（N=18），而不靠视觉的视障组犯此错误较少

（N=3）。 

在目标饮水机的触控操作设计方面，忘记打开童

锁是三组被试者共有且易犯的错误。在提前熟悉产品

使用步骤的情况下，老年组和视障组多次未选择水

量，表明在其认知中仍习惯于自行判断水量。通过对

测试过程的观察，与中青年组和老年组视觉定位方式

不同，视障者会通过手部的摸索定位后再进行下一步

行动。因目标饮水机可在未解锁情况下修改参数，所

以在摸索定位过程中，会多次出现视障者因误触屏幕

改变参数（N=8）而导致任务失败的情况。此外，视

障者组也因无法对设定参数进行二次确认，出现了多

次水温选择错误的情况（N=8）。仅响一次的水箱缺

水提示音和不够明显的闪烁白灯也导致老年组和视

障组常忽略掉该提示信息。 
 

表 3  任务操作错误情况与次数 
Tab.3 Task operation error and times 

单位/次 

视力正常者 
错误内容 

中青年 老年人
视障者

无法识别水箱位置 4 3 1 

无法识别水箱提手使用方式 5 4 6 

水箱归位方向错误 1 5 8 

打翻水箱盖或未盖好水箱盖 3 3 6 

水温选择错误 1 2 8 

未选择水量 3 8 12 

忘记按童锁 9 11 9 

误触屏幕 3 6 8 

识别错出水按键 10 8 3 

忽略缺水提示音 3 6 6 

 

3  面向视障家庭用户多样性的饮水机设计

策略 

结合观察访谈、可用性测试和问卷调研结果，以

满足饮水机三项共性需求，以及解决视障家庭用户在

语音提示与触控操作需求上存在差异性的问题为目

标，发掘和剖析设计问题，提出以下三项视障家庭饮

水机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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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多模式简化使用步骤 

根据家庭用户使用习惯和个人偏好，重新定义操

作步骤，向用户提供多模式操作方式。突出饮水机确

认温度和接水两核心步骤，用户自主决定是否需要使

用水量选择等非核心功能，此类功能选择与否不影响

核心步骤的操作。如此，视障者和视力正常者可根据

自己当下需求与使用能力主动选择操作模式，从而达

到简化使用步骤、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目的，提升视障

家庭多样用户的产品体验。 

针对视障家庭用户在语音提示与触控操作需求

上存在差异性的问题，基于多模式简化使用步骤的策

略，对触控操作和物理操作两种方式均进行了保留。

通过设计实体接水按键，降低了用户使用核心步骤的

能力要求，视力正常者则使用触控界面操作非核心功

能。读屏软件是视障者使用较频繁的辅助技术，相比

于专业的盲文电显器和盲文点触设备等辅助工具，读

屏软件使用门槛更低，价格更加实惠，前期采访的 8

位（共 10 位）视障受访者和可用性测试 8 位视障被

试者正使用读屏软件辅助日常生活，较年轻视障者可

熟练地使用手机完成网购、点外卖等与视力正常者无

异的活动。结合问卷调研中视障者对手机操作饮水机

面板的高需求（4.09/5），使视障者通过手机操作使用

此类功能。通过仅向视障者操作路径提供简要语音提

示的方式，在保证视障者独立使用饮水机的同时亦不

会影响视力正常用户的使用体验。 

3.2  水质检测提升饮水品质 

前期观察访谈发现，视障者因无法感知饮水机清

洁程度，会每日早晨清洗饮水设备。对饮水机定期清

洗，可有效防止水垢的沉淀与附着。为对饮水机清洁

进行更加科学高效的指导，需要设计系统自动记录机

器使用时长的功能。超过饮水机设定时长（可通过手

机修改默认天数）时，通过触控大屏提示灯发出清洁

提醒，清洁后数据归零，开始新一轮记录。TSD（总

溶解固体）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因素，当 TSD 浓度高

于 1 000 mg/L 时，水的口感变差，造成了饮水机的结

垢问题[14]，因此，当 TSD 浓度过高时，触控大屏上

的 TDS 红灯常亮提醒用户更换水源，以有效保证用

户的饮水健康。TDS 检测功能参考张秋艳等[15]提出

的基于单片机控制器为主的水质检测仪系统设计，在

饮水机内部放置数字 TDS 水质传感器、温度采集等模

块进行数据采集，后通过 WiFi 模块将信号发送至手机

应用程序查看 TDS 具体数值。使用饮水机前，通过对

清洁和水质提示灯的观察，或对手机上具体水质数值的

了解，可消除用户的饮水担忧，提升用户饮水品质。 

3.3  多通道反馈适配操作能力 

JYW-H9 原有界面仅有一种音效反馈，视障者和

老年用户使用体验不佳。前期观察访谈表明视障家庭

中饮水机常放置于厨房，在厨房背景噪声强烈的情况

下，触觉通道比听觉通道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16]。针

对视障者使用路径，在不削弱视觉导向的前提下，设

计以触觉主导听觉辅助的信息反馈方式。针对视力正

常者使用路径，增加指示灯引导和多样易于区分的提

示音效，以提高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感知力。视觉老

化是老年用户使用信息科技的最大障碍[17]，触控界面

的设计需符合老年用户视力水平和认知水平。 

4  设计实践 

结合前文所述的设计策略，通过前期的研究以及

包容性设计方法的理论指导，进行视障家庭饮水机设

计实践。设计实践造型方案以小巧和整体感为关键

词，造型上突出实体接水按键引导用户。此造型有以

下 4 个特点：高出水口设计，满足不同高度的杯具；

外露式水箱设计让用户更明晰产品结构和水箱使用

方式；方形加厚水箱盖，使用更方便；3 L 大容量水

箱，适合家庭使用。 

视障家庭中视障者、老年人和中青年的使用步骤

如图 2 所示。首先，使用饮水机前，用户可通过机身

上的二维码获得电子说明书，二维码凸起的造型与上

方盲文利于视障者定位。借此方式，视障者可通过读

屏软件主动高效地获取文字信息并享受客服咨询等

售后服务，也可在说明书的指导下，连接手机与饮水

机，修改默认热水温度、默认水量并查看水质情况。 

为减轻视障者使用摸索时的定位负担，按照视力

正常者和视障者使用模式，将饮水机分为上下两个操

作空间。下层为视障者使用的物理操作区域，符合视

障者能力水平。带有凹槽的接水盘便于水杯定位，接

水按钮上的水滴符号提醒用户此处为下方接水按钮，

凸起的设计利于视障者触觉识别，按键同时伴随语音

提示温度，按下一次出常温水，连续按下两次出热水，

接水途中再次按下按键，接水停止。系统默认热水温

度为 75 ℃，默认无极水量。通过出水口上方的红外

检测传感器检测水杯位置，在未放置水杯按下出水按

键时，关闭出水系统并语音提示无水杯。经过时间累

积确定用户习惯后，视障者使用手机调整水温和水量

的频率将降低，此操作方式的设计满足了视障者安全

独立使用饮水机的需求，且符合视障者两操作步骤饮

水（选温度和出水）的使用习惯。 

饮水机上层区域为非核心功能的触摸屏和实体

接水按键，触摸屏上触控键为符合价格预期的电容式

触摸按键[18]。黑色屏幕搭配白色大号文字符合老年用

户视力水平，点击任意区域将默认态屏幕激活确认此

刻水温与水量，激活状态下打开童锁修改参数，若无

操作 6 s 后恢复为默认态。若需编辑参数则必须二次

确认，这样可避免老年用户或视障者在摸索中误触屏

幕。按下实体接水键开始接水，并伴随灯光提醒温度，

接水途中可随按随停。此操作方式的设计符合中青年

和老年用户对饮水机的选择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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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设计实践 
Fig.2 Product design and details 

 

5  结语 

本研究针对视障家庭用户的多样性、饮水机如何

满足相应需求进行了调研分析。通过观察访谈、问卷

调研和可用性测试获得了定性结果和定量数据，并得

出饮水机设计三大策略：多模式简化使用步骤、水质

检测提升饮水品质和多通道反馈适配操作能力。按照

视障者和视力正常者的饮水机偏好和使用能力，将饮

水机分为上层触控操作区和下层物理操作区，并辅助

手机控制模式。为视障者提供听觉反馈，为视力正常

者增加视觉引导和多样提示音效，可以提高用户在使

用过程中的感知力。用户根据自己当下需求与使用能

力主动选择操作模式，从而在符合使用能力的基础上

满足个性化需求，提升视障家庭用户的产品体验。单

一产品满足不同能力用户的多样需求有一定限度，从

需求和能力多样性出发的饮水机研究路径为解决此

问题提供了方法参考，尊重了用户的多样性和差异

性，在提高视障者独立生活能力的基础上，满足了更

多用户的需求。将视障者视为多样用户一员的设计视

角，传递出了情感关怀，使设计成为人、环境和产品

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媒介与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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