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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背景下老年产品设计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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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交互设计背景下老年产品设计策略。方法 当前，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所占比重迅

速上升，老龄化节奏加快，老年消费市场日益庞大，各种适宜老年人使用的产品层出不穷。从这一大环

境出发，分析我国老年群体的增长速度和现实状况，总结他们的内心需求和精神状态，然后引出这一群

体的消费心理和行为特征，发现他们对实用、方便、怀旧和情感补偿方面的实际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延

伸探究老年产品设计在这些需求影响下的实用、互动和情感三方面的设计尝试，总结能够更好地满足老

年消费群体交互需求的设计思路与对策。结论 老年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要以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为出发

点，强调和突出交互性，这种名副其实的老年用品可以让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与审美需求得到极大的满

足，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和心理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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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thods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action Design 

ZHOU Li, ZENG Jun-hua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ies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active de-

sign. At present, the number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is rising rapidly, the aging rhythm is 

accelerating, the elderly consumer marke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large, and a variety of products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emerge in endlessly. Based on the situation,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growth speed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summarizes their inner needs and mental state, and then leads to consumer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charac-

teristics of them, finds out their practical needs for practicality, convenience, nostalgia and emotional compensation, and 

on this basis, extends to explore the design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needs in practical, in-

teractive and emotional design attempts. Thus to summarize the design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that can better meet the 

interactive needs of the elderly consumers. In conclusion,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should 

take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mphasize the interaction. Such genuine products can greatly 

satisfy the physiological and aesthetic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provide them with better experience and psychological 

comfort. 

KEY WORDS: interaction design; consumer psychology; user experience 

老年阶段的到来，不仅会让人的身体机能发生改

变，还会在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上发生变化，从而在

生活中出现缺乏安全感、情绪较脆弱、孤独感强烈等

状况。调查显示，我国老龄化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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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不断增长趋势。面对庞大的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

市场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局限性，真正适宜老年人

使用的产品屈指可数，这表明相关设计者缺乏对这一

群体消费需要的重视，也忽视了这一点的重要性[1]。

即便有一些声称是专为老年群体设计的产品，也多是

借鉴其他年龄段产品的设计，并不适用于老年群体。

这一现实与当前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强烈的消费

需求不相符，降低了老年群体在使用过程中的满足

感[2]。因此，这一领域迫切需要专业的设计人员参与

进来，进行更加深入地探索与研究，从老年人的消费

心理和行为特征出发，让产品设计强调互动性，在交

互过程中达到理想的设计效果。 

1  老年群体的消费心理分析 

老年人的精神和情感状态会不自觉地受外界环

境影响而发生转变，体现在消费行为方面与其他消费

群体有着很多的不同之处[3]。该群体在心理特征和消

费行为上并不具有普遍性，相反，大多有着专属于这

个年龄段的独特个性特点。所以，人们有必要对这一

群体的消费心理进行深入分析与总结，这对老年产品

的设计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1.1  方便易用 

随着身体机能的改变和退化，老年消费者的学习

能力下降，尤其在面对一些高科技产品时，他们要么

小心翼翼，生怕损坏产品，要么求助于他人，难以达

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其在产品选择上有着强烈的

方便易用需求。与此同时，老年消费者还希望能够在

产品使用过程中感受到放心和舒心，不必为此消耗过

多的精力。 

1.2  经济实惠 

在选购产品时，老年消费者尽管在各自的习惯、

个性和理念上存在分歧，但对经济实惠的追求普遍统

一，是否安全舒适，是否有益健康，这些都是他们十

分看重的方面[4]。尤其是老年人在只能依靠儿女赡养

的情况下，这种对经济实惠产品的需求就更加强烈。 

1.3  忠诚怀旧 

面对当前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形式，老年消费

者很少感到被吸引，他们更喜欢自己长期使用的商

品，尤其对那些传统商标品牌和“老字号”情有独钟，

且这种怀旧的心理相当强烈，所以其消费习惯一直较

为稳定，冲动性消费的情况很少[5]。 

1.4  补偿依存 

老年群体在子女成家立业后普遍表现出一种补

偿消费心理，大到文娱旅游，小到鞋服吃喝，都有着

一定的消费需求，一些经济条件好的老年人更会在健

身娱乐、美容美发等方面进行补偿性消费，以追求更

好的生活品质。然而，老年人大多存在情绪不稳定的

情况，时常产生一种孤独感，所以依存心理也是老年

产品设计中必须引起注意的[6]。 

2  交互设计背景下老年产品设计方法 

从上文老年群体在选择产品时的心理特征可以

发现，老年人对产品的要求有着个性化特点。从这一

实际出发，交互设计便显得十分重要，让产品与老年

人在使用过程中实现恰当的互动，从感官、使用和情

感三方面进行刺激，让老年人从中感受到自身的价

值，并享受产品使用过程中所带来的愉悦体验，才是

老年产品设计的重要方向。只有这样，才能给老年群

体带来愉悦与满足。下面结合设计实践以这几方面的

设计思路与方法展开深入探究。 

2.1  感官交互 

产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多来自感官，尤其是老年人

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感官系统也逐步退化，所以在

产品的使用上较难获得满足[7]。鉴于此，在老年产品

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可以从感官入手，探索交互设

计的方向和路径，增强对老年人的关怀，帮助他们减

少失落感，让他们在与产品的互动中感受到贴心和愉

悦。以老年人智能产品设计为例，其交互设计的实现

需要依靠感官的刺激，从各个细节进行情感的唤醒和

良好的互动。在智能产品的操作界面设计上，应结合

老年人认识困难等实际，选择相对一致、有趣且人性

化的文字和图片，必要时还要增加一定的语音功能，

以此避免老年人在使用智能产品时的操作盲区与误

区；在外观设计中还应适当增加一些趣味性元素，让

老年人一看到就被视觉元素深深吸引，愿意带着愉悦

的心情去尝试更多的操作，并在这种学习和探索中与

产品实现深层次的交互，对产品的使用过程感到满

意；在智能辅助设计上，也要给老年人的感官带来不

一样的体验，如设置震动或响铃等智能辅助提醒功

能，满足老年人记忆力减弱、大脑思维退化等现实，

促进产品与老年人的良好交互[8]。老年人娱乐机器人

的交互设计十分突出，虽然并没得到大范围的推广，

但这种陪伴机器人在声控、触控、体感等方面的互动

值得一提。在界面设计时，可以从老年人的感官需求

出发，选择老年人喜爱的色彩进行配色，避免浓墨重

彩，以颇具古典风格的元素拉近老年人与机器人的距

离，快速消除不适感。在整体的造型设计中，为了突

出交互性，可以从老人使用体验感与安全性出发，进

行老年人在人机交互中的肢体功能和行为动作数据

实验，对产品造型比例尺度、安全舒适性与老年人的

肘、臂、手、眼、脑、脊柱等功能和动作进行安全预

估,最后在预估分析中选取实验机器人中最适合老年

人肢体部位使用安全的关键造型，实现老年人与机器

人交互体验中的合体性与安全舒适性的和谐统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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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外观设计上舍弃繁复的外在形式和尖锐的棱

角，以更加舒适的体验满足老年人特定的感性需求，

同时配合触控、声控等唤醒功能，给老年人带来舒适

便捷的使用体验和乐趣[10]。 

2.2  使用体验  

交互的实现需要具体的使用体验来支撑，所以老

年产品交互设计应从老年人的生活实际和身体情况

出发，帮助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与产品实现理想的互

动，从而解决生活中的各种不便[11]。老年医疗产品设

计就对交互性有着一定的要求，尤其在当下，老年医

疗产品设计普遍忽视老年人的真实需求、缺乏人性化

设计的现实下，有必要结合老年人普遍的生理和心理

等方面的交互性需求，对产品进行交互式设计，以满

足老年人生活需要，使产品具有亲切感。首先，分析

现有的产品，得出其中对交互性缺失的主要表现，如

合理性、安全性等，建立初步的交互设计方案；其次，

分析老年人对医疗产品的使用习惯[12]；再次，结合以

上分析和认知进行产品模型设计和全属性评价，进一

步明确设计方向，完善设计方法。此外，还应在医疗

产品的设计中完善各种主要使用细节，力求产品与老

年人的交互过程更加简单直接，让老年人在使用过程

中实现真正的参与与互动，从内心生发出一种满足感

和愉悦感。除了在外在形式上满足老年人的审美与使

用习惯外，还应尽可能地减少操作步骤，帮助老年人

轻松掌握电子产品的使用方法，从而更好地享受该产

品所带来的便利。 

2.3  情感升级 

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借助使用过程的交互体

验，能够使老年人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甚至引发情

感共鸣，这是交互式设计的高级阶段。对于老年消费

者而言，告别紧张忙碌的工作阶段后，其轻松的生活

氛围极易引发自身对过去的回忆，希望能够在情感上

寻找到更多的共鸣[13]。所以，老年产品交互设计应对

使用者的情感层面进行关照，让老年产品充分迎合他

们的情感需求。老年家居产品的交互式设计十分有代

表性。其一，老年家居产品必须从人体工效学和生理

机能两方面进行探索，以符合人机学的功能设计满足

老年人对情感交互的需求；其二，充分把握老年人的

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对家居产品的设计遵循便携和

环保的原则，满足老年人的更多使用需求；其三，充

分考虑家具产品的硬度、韧性，结合不同类型家居产

品进行不同的设计，首选一些天然家具材料，以此引

发老年人的情感体验，提升交互的亲密度；其四，充

分利用老年人对健康与生态环保的需求，特别是结合

如今电磁污染已成为除空气、水、噪声污染外的第４

类污染，老人常常与电子产品为伴，故电磁防护非常

重要，为此应考虑在老年纺织类家具产品设计中利用

碳系吸波类的安全环保材料[14]，为老人提供更多的健

康感受，进一步提升交互体验的品质。其五，在设计

细节上进行丰富，找到产品与老年人对过去美好生活

回忆的最佳契合点，从而引发更大的情感共鸣，而这

也是交互设计的主要目标之一。比如，一些适老型家

居产品将木、竹、藤等天然材料作为首选，其所呈现

的表面特征和肌理感，能够影响老年人的情感，让其

仿佛回到曾经的时光，从而更加乐意去参与和使用[15]。

一款老年马桶支架的设计也很出彩，其采用了椅子作

为造型的外在形式，进行了可以自由调节腿部高度的

设计，不仅便利了老年人的家居生活，也让老年人从

情感层面实现了认知的升华，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热

爱生活。 

3  结语 

老年产品设计的交互设计并不简单，其对设计师

有着较高的要求，除了使用功能的基本要求外，还应

具备感官和情感层面的升级配置，以赢得老年人的青

睐，引领优质生活。由于目前市场上普遍缺少对老年

群体的关注，很多老年产品设计缺乏合理性，不仅不

能很好地被使用，还会给老年人带来一定的不良影

响，更遑论实现理想的交互了。这与社会的发展不符，

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不符，与交互设计的初衷不符。

因此，老年产品的交互设计并不能随意和盲目，设计

师要对目标消费群体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调查，从老年

人的实际需求出发，结合普遍存在的心理特征和行为

习惯去挖掘设计灵感，找到交互设计中的精髓，然后

由浅入深地实现功能与情感相融合，推进产品与老年

人的交互，真正设计出适合老年人使用的产品，让这

些产品带给老年人更好的使用体验，并在交互中实现

自身价值，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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