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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家具设计在时代趋势和个体发展的综合作用下的通用化表现。方法 立足社会发展，不

难发现家具设计一直在不断创新和丰富，从风格到细节都在推陈出新，并且功能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延

伸和拓展，所以这里先从家具的各个层面的受众及其综合性的需求出发，探讨功能性方面的各种发展方

向，总结通用性设计的发展可行性。之后，从基础的安全性、灵活化和智能化三大层面就家具设计的通

用化发展进行论证，并在各个方面的论证中以理论为基础，配合相关的实践案例，深度总结有效的尝试

方向与方法。最后，就具体的设计发展方向进行总结和陈述，指出意义所在。结论 将家具设计得更加

灵活且多元，让家具的存在能够为不同的受众群体提供良好的服务，不仅能够将不同的家具进行整合和

集中，拓展室内空间，还能为人们的使用提供周到的服务，有利于功能最大化地实现，也符合当前家具

设计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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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niture Design from General Perspective 

QI Wei 
(Shanxi Forestr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Taiyuan 03000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generalization of furniture design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h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Based on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furniture design 

has been constantly innovated and enriched. New ideas have been put forth from the style to the detail and the functions 

have also been extended and expanded to some extent. First of all, from the audiences at all levels of furniture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needs, the various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furniture function were discuss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design feasibility was summarized. Then,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furniture design was demonstrat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basic security, flexibility and intelligence, and the effective directions and methods were explored in depth 

based on theory and combined with relevant practical cases in all aspects of the demonstration. Finally, the specific de-

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design was proposed and stated to point out the significance. Designing furniture to be more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so that the existence of furniture can provide good services for different audiences, not only can 

integrate and concentrate different furniture, expand indoor space, but also provide thoughtful services for people during 

use, which is conducive to maximizing furniture functions and conforms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furni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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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器具设施中的大类，家具在人们的生产实

践、正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而且呈现一种

不断繁荣发展的趋势，除了拥有众多的门类，还在用

料和用途上各有特点，总体呈现出材料的革新快、结

构的样式多、外观的形式美和功能的价值大等。这是

因为家具并不是某一类人的家具，而是面向所有的受

众群体，无论是正常人还是残障人士，无论是老年人

还是儿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对家具有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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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需求，如对儿童和老年人等需要特殊关照。但

是，从实际来看，当前的家具设计在很多时候更多的

是在为正常人服务，这给其他的使用群体带来了极大

的不便，难以享受到家具所带来的愉悦和舒适[1]。为

了让家具的设计更加合理，通用化开始走进设计师的

视野，也逐渐成为受众的需求趋势，只有顺应这一趋

势和需求，才能让家具真正具备为人们服务的实用价

值，并进一步地凸显出附加价值，如协调环境、愉悦

精神等。而要做到这一点，更好地完成设计目标，设

计师还要从通用视角审视家具设计，由外而内地对家

具的形式与功能进行考量，从低到高对家具的通用化

设计展开探究[2]。 

1  强调安全性 

只有具备了使用的安全性，家具设计才能实现更

大的形式与功能的丰富和整体的成功。这就是通用化

家具设计的重要基础，无论如何实现适合成年人、老

年人和儿童的习惯照应和功能关照，都需要始终坚持

安全性[3]。通用化家具设计的安全性追求主要体现为

生理安全和情感安全两方面。 

生理安全主要指的是家具设计应在材料、形式等

层面实现安全目标，如圆角设计、特殊材质等。综合

来看，生理安全要从舒适性和无障碍层面考虑。第一，

舒适性。人体工程学所提供的相关数据是家具设计的

有效参考，其指导价值大，所以在生理安全的指标下，

设计师应从家具设计的高度和宽度等层面仔细考量，

并结合各使用群体的生理特征，进行造型与功能的设

计，以便家具足够舒适和安全[4]。第二，无障碍。除

了成年人之外，家庭成员还包含老年人、儿童甚至残

疾人等受众对象，在家具的设计中，安全性还表现在

无障碍的设计与表达上。采用无障碍设计，考虑不同

人群的使用要求，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以座椅的靠背

和扶手的设计为例，座椅是人们在就座时能够对其背

部产生支撑力的座椅部件，而人在就座时并不是僵硬

的，脊椎多呈曲线形态，所以设计师在设计座椅的靠

背时应将靠背设计成有一定倾斜角度的，并充分考虑

受众的颈部、头部特点，以便人们在使用中能够放松

腰部、背部、颈部以及头部，达到完全放松的效果[5]。

座椅扶手的设计也要结合不同的受众的身高特点，其

高度不宜过高或者过低，宽度也要加宽一些，充分照

顾到各年龄段受众和不同身体状况受众的使用需求。 

情感安全是建立在生理安全基础上的，其强调从

家具设计的色彩、造型、材质等细节去丰富家具的使

用功能，减少冷漠感，让家具具备一种温度，而不再

是冰冷的存在[6]。第一，审美视角。家具设计要在外

形和细节上进行适当的艺术化的审美创造，将情感因

素融入其中，比如，色彩的搭配、构件的比例等，都

是设计师需要正确传递情感的载体，拥有了审美元

素，便可以给受众带来不同的使用感受，促进情感层

面的互动与交流。第二，绿色健康。在“可持续发展”

的号召下，家具设计需要在绿色健康方面上下功夫。

这种绿色设计可以是一种肉眼可见的原态设计，即原

材料设计，也可以是一种再设计，也就是从废弃物中

找到能够进行再设计的原材料，并赋予其不一样的质

感[7]。比如，对旧家具进行“再生”处理，赋予其不

同的材质和形式，进行全新的展现，并且这种展现与

表达是绿色的，其所采用的都是绿色工艺、绿色材料，

能够给受众一种精神层面的愉悦和舒适，还可以使其

更加安心地使用这些家具，这就是情感安全的艺术化

表达。 

2  灵活性表达 

在家庭生活中，家具的服务对象不唯一，而人对

家具的使用时间和功能需求也不同[8]。想要实现通用

化的家具设计，最大化地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可

以从灵活性着手，对家具进行灵活处理，或者结合实

际采用一体化形式，或者采用模块化设计思路，灵活

应对不同的使用需求[9]。 

一体式家具设计是通用化设计的一种表现。一般

来看，一体式家具设计遵循实用性、科学性、安全性、

人性化原则，能够满足多样的使用需求，在节约空间

的基础上，提高了使用效率；结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原则，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外，还要从材质和配件以

及使用过程等细节进行考虑，少使用胶粘的衔接方

式，尽可能地给人们提供舒适的使用体验[10]。一般一

体式家具的尺寸十分关键，尤其是现在人们生活中的

小户型家庭空间占多数，所以更讲究尺寸的合理。设

计师可以将床、书桌、衣柜设计成一体式家具，床和

书桌可以折叠，衣柜可以收纳，最大化地实现功能的

满足和空间的富余。 

模块化设计相对一体式设计而言，更加自由灵

活，其是将整体的问题分解，组合成模块单元，且每

个模块都不是随意的，而是具备标准化特点，利用

不同的组合方式，再结合连接模块组成家具的设计

方法[11]。随着消费者的日渐成熟和经济的发展，家具

的多变和创意成为趋势，给通用化设计带来了更多的

设计灵感，促进了通用化家具的实现。相较于设计方

法，这种设计更是一种思想，其设计思路中具有代表

性的有以下几种。第一，折叠。设计师将家具设计成

折页的形式，并设计相关的链接结构和配件，通过使

用者的折叠操作，可以改变自身的体积，节省空间。

第二，组装。设计师采用组装式设计方法，可以将家

具结合造型模块进行拼装，或者是几何型，或者是直

线型，总之要便于拆卸和维修。第三，嵌套和套装。

将独立的功能和结构插件拼接在不同的位置，或者将

其他模块的结构套入同一种家具构件内。这些组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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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实现模块化的设计效果，方便不同的受众结

合不同的需求进行不同的操作，这就是通用化的意

义所在。 

3  智能化趋势 

通用化家具设计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也会随着时

代的进步实现自身的创新和发展。面对科技手段不断

进步的现实，家具设计也不再限于传统，开始与各种

自动控制技术、音视频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安全防

范技术等结合起来，变得更加安全可靠、舒适便利，

让自身开始了结合时代的创新改变，也让各个层面的

受众得到了使用的极大便利[12]。 

智能化家具的出现，主要依据的是人工智能、控

制论、系统论以及信息论等，是在传统家具形式设计

基础上的升级，能够给使用者带来更加智能、轻松的

使用体验[13]。鉴于服务对象是不同的受众群体，智能

化家具的设计必须结合使用场合与使用对象，在易用

性上下功夫，避免过于烦琐的操作和使用。同时，智

能化家具对节能有着高要求，不能将造型设计得过于

复杂，或者加入过多的电路，还要关照资源遗失的安

全性问题，保障节能环保；新颖的创意十分关键，不

能局限于当前已有的相关家具设计的思路和方法，应

在结构、性能、功能等方面展现全新的特点。 

目前，办公家具对智能化的要求逐渐提高。为了

让办公家具的通用化程度进一步深化，设计师开始了

对使用群体、办公环境、功能需求等层面的考察和思

考，实现了设计形式与功能的智能化升级。以智能化

办公桌的设计为例，在外在形式上，设计师可以结合

人机工程学理论，设计成一种包围感十足的“凹”字

形轮廓，以方便使用对象拿取桌面的物品，在高度的

设计上也要结合儿童或一个成年人站立时使用的高

度需求，便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在功能

设计上，设计师可以加入桌面高度的调节、休息提醒

等功能，如在桌面设计可触摸的屏幕，使用者只要点

击按键就可以自由调节到适合自己的高度，且其对高

度的记忆是可覆盖的，更增加了灵活度，提高了使用

的便利性，还可以设置智能闹钟，在屏幕中显示，使

用者可以灵活设置每一次提醒的时间和声音。另外，

智能办公桌的屏幕还可以用来解锁和锁屏。可以说，

智能办公家具的开发和设计是对传统家具设计的超

越，其正在逐渐将复杂的工序简化，将功能丰富，将

人们的使用推向更高的高度，带来前所未有的舒适体

验，所以，智能化的家具设计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发展

趋势，逐渐成为未来家具设计的一大方向，更让通用

化变得不再困难，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4  结语 

通用化家具的设计与研发有着极大的现实价值，

也是家具发展的必然。面对当前普通家具设计的不合

理之处，想要更加人性化，让家具的作用最大化地实

现，设计师必须从综合的视角思考问题，无论是大方

向的发展趋势，还是具体的大众诉求，都要时刻重视，

对细节进行深入的思考，结合安全性、灵活性和智能

化三大方向落实具体的设计思路和方法，以人的身体

结构、功能需求和环境要素、科技元素等为支撑，打

造更加舒适、高效的通用化家具，营造更好的空间氛

围，让通用化设计真正落到实处，提升家具的实用价

值与艺术价值，使家具成为为受众、环境和社会提供

便利与辅助的便捷性、趣味性的良方，这是家具设计

的现实意义，也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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