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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用户体验模式的智能家用产品设计是当下主要研究趋势之一，随着独居女性这一特殊

群体比例不断增加，并且在设计实践方面仍缺少针对该群体的研究及应用参考。为拓展基于用户体验的

智能家居设计方法，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结合体验设计和情感设计的相关原理，从独居女性人群需求的

特殊性出发，研究符合此类用户需求的智能家居产品设计方法，并据此设计一款智能电暖炉产品。方法 通

过文献调查，定性、定量调研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独居女性情感需求与产品设计需求，得出符合用户需求

的外观、功能及交互方式。最终制作原型机用于用户体验满意度测试，并通过 SPSS 验证其需求分析及

设计结果的合理性。结论 研究得出了适用于独居女性智能产品设计的需求分析方法，验证了其方法和

产品设计流程的有效结合符合用户体验需求且满意度较高，尤其体现在产品的功能、外观、氛围感和陪

伴感等方面，它给此类产品的设计流程和实践提供了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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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home products design based on user experience is a popular trend, and the 

number of women living alone is rising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re is a shortage of products design research and 

practice reference. According to emotional experience-centered design concept, combined with relevant principles of ex-

perience design and emotional design, the work aims to design an intelligent electric heater to meet demand of user ex-

perience concepts of the female living alone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mart home products. Through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surve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 emotional needs and smart home product requirements of 

women living alone were explored, and functions and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methods that met user needs were obtained. 

The final prototype model was made to test the user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and the reasonableness of its demand analysis 

and design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SPSS. Through this study, a user demand analysis method for smart home product de-

sign suitable for specific groups is obtained. It is verified that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user behavior demand analysis 

and smart hom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can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with high satisfaction, especially in function, appear-

ance, sense of atmosphere and companionship of the product. It also provides a new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smar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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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
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孤独感、失落感及生活压力大等。
这也促使了现代智能产品从功能设计到情感设计的
转变。进一步来说，体验思维迭代了以往的创新模式，
在认知升级的基础上体验思维为产品的创造性增加
了可持续的价值[1]。此外，随着独居女性这一群体数
量的逐年增长，她们暴露出来的情感需求给智能产品
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2]。因此，本研究基于智能
家居和情感设计理论，以独居女性群体为核心，通过
分析其心理和行为特征，挖掘情感需求并结合市场智
能家居类产品痛点和机会点，设计产品外观及交互方
案最终验证用户满意度[3]。 

1  研究背景 

1.1  新时代背景下的智能家居产品 

在新经济时代下，体验设计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研究智能家居既符合市场

发展趋势，又迎合了消费者的追求。然而智能家居正

处在探索发展阶段，关于如何从用户体验的角度设计 
 

智能家居产品，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模型和标准[4]。因

此，本文通过对智能家居、用户体验模型和用户需求

的研究，进一步探索用户体验在智能家居方向的设计

应用。 

1.2  用户体验中的情感设计 

用户体验是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合理的用户

体验设计可以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使用户产生满足

感和愉悦感。因此，在设计中融入情感体验的设计方

式是用户体验的重要概念之一[5]。积极的情感设计能

拓展人们的情感感知力、增强人们的行为支配力，并

引导人们形成新思想，从而促进新生活方式的产生[6]。 

1.3  独居女性的情感需求与智能家居产品设计 

独居女性群体是经济快速发展下产生的一个特

殊群体，她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工作相对忙碌及缺

乏安全感，通常对居住环境和产品审美都有较高的要

求[7]。目前我国独居女性群体比例不断攀升，年龄普

遍分布在 25~38 岁，根据文献调研，本研究整理了独

居与非独居女性的主要特征及差异[8-9]，见表 1。 

表 1  独居与非独居女性的特征及差异 
Tab.1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women living alone and those not living alone 

 独居女性 非独居女性 

基础特征 感性；细腻；追求美感；追求舒适的环境 感性与理性并存；追求舒适；安全；便利和美感 

心理特征 有压力；需要安全感；领域感；私密性 有压力；有家庭责任感 

精神需求 被爱；乐趣；陪伴 关爱；稳定；物质满足 

共同点 感性；追求舒适的生活环境；追求美感；需要缓解压力 

不同点 独居女性更需要安全感；私密性；被爱；乐趣；陪伴等精神满足 
 

结合表 1 和智能家居产品研究，将独居女性情感
层面的产品需求初步总结为：在外观风格方面应简
洁，造型和色彩要体现温暖与安全；在使用的愉悦感
和产品效用方面，要进一步调研独居女性对产品的具
体需求和用户期待[10-12]；在情感满足方面，产品传递
友好信息和提供服务的同时，还应与环境搭配起到优
化居住环境的效果从而提升用户的满足感。电暖类智
能家居产品大多与居住环境相关，且设计潜力较大，
因此，本文将以电暖类智能家居产品为设计实践目
标，并通过设计分析进一步研究独居女性用户体验及
产品偏好。 

2  研究方法 

以文献研究为基础，此设计研究流程为：首先采

用用户体验三角模型的卡片分类法，采集独居女性对

相关产品的兴趣点；其次针对抽象的兴趣点进行具像

化处理，并使用眼动追踪实验分析用户偏好，以定量

调研的方式进一步细化眼动追踪实验得出的偏好及

兴趣点中具象的功能性需求；再次以观察法研究用户

行为并发掘产品痛点和机会，完成设计定位并制作原

型机用于测试用户满意度；最后通过 SPSS 验证其需

求分析及设计实践的合理性。 

2.1  独居女性电暖类智能家居产品的体验需求 

2.1.1  创建用户体验三角模型 

实验设计：针对独居女性的产品兴趣点测试，实
验选取了 12 名来自不同职业且对智能家居产品感兴
趣（年龄在 25~38 岁）的独居女性参与测试。如图 1
所示，参与者首先需接受研究方法培训，然后以头脑
风暴的形式针对智能电暖类家居产品的知识（Know-
ledge）、体验（Experience）及目标（Object）（简称
“KEO”）三个维度，写出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卡片，
并通过互相讨论将关键词卡片整理归类。根据理解，
依照维度和相关性在海报上粘贴并调整位置。最终参
与者将持有的黄色圆点贴在每个维度里认同的卡片
上、将蓝色圆点贴在次认同的卡片上。由实验组织人
员统计贴纸数量，并选出三个维度中认同度最高的卡
片连线组成“重点三角模型”。选择海报中间的白色
三角形最中心的“KEO”卡片连线组成“创新三角模
型”。实验产生的重点三角模型（K1、E1、O1）、创
新三角模型（K2、E2、O2）和其他贴纸较多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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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引导下一步研究工作。 

实验结果：如图 2 所示，将实验生成的重点三角

形模型：多种模式（K1）、品质（E1）和方便（O1）

与创新三角形模型：可视化（K1）、科技感（E2）及

美观（E3）的关键词填入盒子展开图中并拼成立体盒

子，每三个面为一组用以展示用户需求。例如：拥有

多种工作模式美观且具有科技感，或有品质信息可视

化且美观的产品等。除两个三角模型外，还有一些贴

纸较多的卡片如“K”区域的智能、加湿、自动保护、

便携和装饰等，“E”区域的互动、自然、色彩和时尚

等，以及“O”区域的安全、易操作、环境舒适及简

洁精致等关键词，将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此外卡

片还包含一些抽象词汇、主观词汇和功能性词汇，然

而主观和功能性词汇不能直接作为用户需求的依据。

因此，研究将以眼动追踪实验深入测试抽象及主观词

汇，并以问卷调查测试功能性词汇及用户偏好等。 
 

 
 

图 1  卡片分类实验 
Fig.1 Experiment of card sorting 

 

 
 

图 2  用户需求展示 
Fig.2 Diagram of user demands 

 

2.1.2  眼动追踪测试 

实验设计：基于上文中卡片分类研究得出的用户

需求进行眼动追踪测试，首先将抽象词汇转化成更直

观的图片，例如“品质”转化为材质和颜色的视觉图

片，“方便”转化为产品交互方式和造型图片等。测

试招募了 25 名独居女性（年龄在 25~38 岁）进行非

侵入性实验，实验使用 Tobii Pro 眼动仪，实验观看

流程共有 4 个任务（见图 3）分别为：产品外观造型、

交互方式、材质和色彩偏好测试。每个任务分别让测

试者观察多幅图片，为了便于后期数据分析、确保实

验的准确性，对每幅图片设定了 AOI（Area of In-

terest）兴趣区域，并将实验图片进行数字排序，使

AOI 区域名与样本名称一致。 

实验结果：去除 3 位测试者的无效数据后，测试

数据以任务一（外观造型）为例（见表 2），通过结

合热力图（见图 4）分析可知：产品外观造型方面，

造型柔和简洁且电暖区域占比较高时测试者的关注

时间会更长，最终设计可参照此类功能布局；在交互

方式方面，拥有触控面板及智能属性的产品用户更为

关注，因此在设计中可考虑相关解决方式；在材质偏

好方面，用户更为关注塑料喷漆类材质；色彩偏好方

面，用户更关注明度较高的色彩，且更偏好冷色系。 

 

 
 

图 3  眼动追踪实验流程 
Fig.3 Procedures of eye-tracking experiment 



364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12 月 

 

此外，通过眼动测试分析，在观察产品造型测试中，

用户会关注到提手、电源线等细节设计，在设计实践

中可考虑在产品中增加此类功能。 

2.2  独居女性电暖类智能家居产品的设计需求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独居女性电暖类智能家居

产品的设计需求进行进一步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研

的方式获取用户对产品外观、智能设计、交互方式和

体验方面偏好。再通过用户行为观察法分析独居女性

行为和习惯特征，并设计交互流程。 
 

表 2  外观造型测试数据 
Tab.2 Test data of product appearance 

产品 

编号 

平均首次 

注视时间/s

总注视点

个数/个 

总注视

时长/s 

平均瞳孔

直径/mm

a1 0.597 3 2.06 3.189 

a2 0.402 5 2.79 3.607 

a3 0.711 3 1.95 3.074 

a4 0.364 8 3.11 3.659 

a5 0.459 4 2.34 3.165 

a6 0.603 4 1.72 3.038 

 
 

图 4  眼动追踪实验热力图 
Fig.4 Heatmap of eye-tracking experiment 

 

2.2.1  独居女性对电暖类智能家居产品的设计偏好 

问卷设计：采取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法，对北京

市 25~38 岁独居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内容为用

户对此类产品的设计偏好，并让受访者对产品各功能

重要程度及使用期望进行评价。问卷设有 16 题，发

放数量为 195 份，回收数量为 178 份，有效问卷为

175 份，效度达到较高要求。 

问卷结果：经统计 85.7%的用户表示注重产品外
观，偏女性化的造型会增加使用愉悦感；45.1%的用
户表示互动和声音反馈能产生陪伴感；69.14%的用户
在冬日供暖期间感到干燥，需要加湿功能；51.42%的 

用户表示希望添加电源收纳功能；57.14%的用户期望

产品具有烘干功能；74.3%的用户认为电暖类产品在

智能调控方面仍有欠缺。 

2.2.2  独居女性对电暖类智能家居产品的使用行为

习惯分析 

调研设计：采用用户行为观察法调查独居女性的

行为特征，观察并记录独居女性在室内环境中使用电

暖类产品的行为习惯。通过绘制用户旅程图（见图 5），

调查用户行为、想法和情感曲线的关键点，针对习惯

特征设计交互流程提升交互的连贯性和自然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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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户旅程 
Fig.5 User journey 

 

调研结果：在使用功能上存在产品不能随室内环

境的变化而自动调节和缺少主动引导等问题。在交互

过程中应对用户的习惯特征设定使用流程，增加交互

反馈行为，减少学习成本，从而提升交互行为流畅

性。因此，产品功能上可考虑工作和居家等多模式的

切换设置；在产品交互上应采用主动交互方式，增强

交互反馈[14]；根据居室环境提供最佳温湿度设置推送，

工作状态通过声音色彩反馈提示用户的操作状态[15]。 

3  基于独居女性情感需求的智能电暖炉设

计实践 

依据独居女性电暖类智能家居产品的体验需求

与设计需求研究结果，整理设计任务见表 5。 

设计说明：外观方面参考女性审美偏好和独居女

性家居环境，设计造型简洁、柔和、安全、便捷。采

用明度较高和饱和度低的颜色（见图 6）。使用感和

效用上，采取功能模块化设计，主要功能为下部的暖

风模块，可调节加热时间及室内温度，分为工作和睡

眠状态，呼吸灯根据模式变换颜色，增加互动缓解用

户负面情绪[16]。上部为加湿模块，可自动感应并调节

室内湿度，并配有可视化屏幕，透明水箱采用可拆卸

结构便于换水和清洁，皮质把手便于用户移动产品。

顶部安装触控调节面板，并设有加热模块用于保温或

加热水杯容器。底部设计为电源线收纳模块，旋转按

钮时电源线将自动收回（见图 7）。 

如图 8 所示，APP 主动提示适宜独居女性居住的

室内温、湿度数值，当室内环境达到一定数值后可提

示用户结束工作进程，防止因无人在家而出现隐患发

生，增加安全性的同时让用户获得参与性的交互体 
 

表 5  产品设计定位 
Tab.5 Design positioning of product 

智能电暖

炉设计 
需求 

目标用户 需要陪伴感和安全感的独居女性 

造型形态 符合女性审美，形态柔和简洁 

色彩材质 采用塑料喷漆类材质；选取明度较高的色彩

使用功能
增加智能调控、APP 远程控制；加湿功能；

可采取模块化设计方案 

交互方式
智能交互方式，主动提供模式方案，利用感

官主动交互，及时反馈，体现关怀[15] 

使用环境 家居环境 

其他 
可以有效融入居住环境，打造舒适的环境的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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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产品展示 
Fig.6 Product display 

 

 
 

图 7  功能模块示意图 
Fig.7 Diagram of function module 

 

 
 

图 8  APP 交互设计 
Fig.8 APP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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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根据用户使用习惯，存储和用户习惯相关数据及

操作提醒，从而减少用户的操作次数，操作过程中有

色彩及声音反馈[17]。 

4  用户体验评价分析 

为了测试受访者对智能电暖炉设计方案的满意
度，并验证前期调研中获得适用于本产品的用户研究
方式有效性，本研究进行了线上问卷调研。 

问卷设计：本次调研共有 367 名女性受访者参与
（独居女性占 39.10%；非独居女性占 60.90%），问卷
展示了测试产品的三视图、效果图、功能讲解图、交
互方式示意图和使用场景图，分别用于外观、功能、
交互、产品氛围、安全感和陪伴感方面的评估。受访
者需要对产品的各项指标进行评分。使用李克特 5 分
量表（Likert Scale）（1 表示非常不认同，5 表示非常
认同），受访者必须根据自己的体验打分。问卷分为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人口统计，第二部分是用
5 分李克特量表对产品的外观、功能及交互方式进行
评分。第三部分仍采用李克特 5 分量表，让受访者根
据自己的体验对产品营造的环境氛围、感全感、陪伴
感进行评分。 

调研结果：删除无效样本后，描述性分析结果显
示，独居女性对测试产品功能的评分最高（平均值为
4.72），交互的评分最低（平均值为 4.50）（见表 6）。
独居女性对测试产品的三个方面都比较满意。 

 

表 6  独居女性对测试产品的设计评估 
Tab.6 Design evaluation of tested product  

by women living alone 

评估内容 平均值 标准差 数量 

功能 4.72 1.118 138 

外观 4.69 1.078 138 

交互 4.50 1.219 138 
 

4.1  设计评估 

如表 7 所示，非独居女性对测试产品的功能的评

分最高（均值为 4.66），交互的评分最低（均值为

4.23）。总体来看，非独居住女性对产品的评分与独

居女性差距不大。 
 

表 7  非独居女性对测试产品的设计评估 
Tab.7 Design evaluation of tested product  

by women not living alone 

评估内容 平均值 标准差 数量 

功能 4.66 1.129 216 

外观 4.64 1.001 216 

交互 4.23 1.134 216 
 

4.2  体验评估 

如表 8 所示，独居女性对产品营造的居住氛围评

分最高（平均值为 4.72），安全感评分最低（平均值

为 4.23），总体评分较高。 
 

表 8  独居女性对测试产品的体验评估 
Tab.8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of tested  

products by women living alone 

评估内容 平均值 标准差 数量 

产品氛围 4.72 1.021 138 

安全感 4.23 1.174 138 

陪伴感 4.40 1.039 138 

 
如表 9 所示，非独居女性对产品营造的居住氛围

评分最高（平均值为 4.57），陪伴感评分最低（平均

值为 3.08）。与独居女性相比，非独居女性对陪伴感

的评分不高，而对安全感的评分更高。 
 

表 9  非独居女性对测试产品的体验评估 
Tab.9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of tested  

products by women not living alone 

评估内容 平均值 标准差 数量 

产品氛围 4.57 1.013 216 

安全感 4.51 1.216 216 

陪伴感 3.08 1.119 216 

 
结果分析：受访者对基于用户情感需求研究后设

计的测试产品外观、功能和交互方式都比较满意，对

产品氛围评价较高；在设计方面，独居与非独居女性

的满意度相差不大；然而在体验感方面，二者有一定

的差异，独居女性更认同产品氛围和陪伴感，对安全

感评分略低；而非独居女性对产品氛围和安全感更认

同，对陪伴感评价不高。总体来说，在产品体验方面

独居女性评价略高于非独居女性评价，设计实践证明

通过文献调查和用户需求调研得出的设计方案是有

效的。 

5  结语 

通过研究用户体验设计、智能家居产品和独居女

性用户行为特征及情感需求得出的机会点及产品需

求，使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基于用

户情感需求和行为习惯，设计了一款智能电暖炉产品

并提供了交互方案。设计实践验证了用户需求分析方

法及智能家居类产品的设计流程，通过定量调研和

SPSS 数据统计分析得知，产品在设计和体验评估方

面都获得了较高评分，独居与非独居女性受访者在设

计评估方面没有明显差异，然而在体验评估方面独居

女性的评价略高于非独居女性，测试产品能在一定程

度上给独居女性提供更好的居住感受和陪伴感。本研

究得出了针对独居女性人群智能家居产品设计的用

户需求分析方法，且验证了用户情感需求分析和智能

家居产品设计流程的有效结合，能设计出符合用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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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营造更好的居住环境氛围且能给独居女性提供陪

伴感的产品。设计研究过程给智能家居产品设计流程

及设计实践提供了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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