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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高校建设“未来学习中心”的发展趋势，设计配套的教育类家具产品服务系统，提升

学习体验与效率。方法 采用 KANO 模型对样本进行分析，从教育家具发展趋势中整合出四个维度共 19

组的产品需求指标，展开用户问卷分析，以梳理“家具系统与学习活动”的关系，从而实施教育家具服

务系统的设计。结果 根据需求点的优先级排序，对学习空间的场景进行划分，形成服务系统图与蓝图，

设计家具产品单元模块，规划教育家具的空间组合布局，从而形成教育家具服务系统。结论 通过对学

习者的行为需求进行分析，从而展开服务设计研究，划分出“共创”“协作”“智慧”“专注”四类学习

场景下的家具模块，创新学习场景，助推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学习中心”的试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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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Educational Furniture Service System for  

"Future Learning Center" Based on KANO Model 

ZHOU Yi-de, CHEN Chi* 
(Faculty of Art and Communication,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3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sign an educational furniture product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Future Learning Center" in universities, so as to improv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efficiency. KANO model was used to 

carry out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n the sample.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ducational furniture, 19 sets of 

product requirement indicators were integra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sort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rniture systems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thus designing the educational furniture service sys-

tem. According to the priority of demand points, the scene of learning space was divided, the service system diagram and 

blueprint were formed, the furniture product unit module was designed, and the spatial combination layout of educational 

furniture was planned, thus forming the educational furniture service syst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al needs 

of learners, the research on service design is carried out and four types of furniture product system modules are classified 

under the scenes of "co-creation learn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mart learning, and focused learning", which innovates 

in the learning scenes and facilities the pilot construction of China's "Future Learning Center" in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al furniture design; Kano model; service design; future learning center; lifelong learning 

教育类家具产品的开发与传统家具设计不同，不

仅要开发家具单品，还要通过桌、椅、屏、柜等组成

不同的学习场景，以形成“学习方式+家具组合”的

产品服务系统。2023 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工作重

点中提到推进“未来学习中心”的试点建设，即通过

学习中心整合学校各类学习资源，打造支撑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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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新型基层学习模式，形成新型学习空间[1]。这

些新型学习空间，对高等教育家具服务系统的设计提

出了新要求：要以学习者为中心，借助家具与空间系

统来营造未来学习场景，从而服务师生的终生学习目

标和跨学科学习的发展需要，打破学习孤岛，连接所

有的学习者。 

1  问题透视——“未来学习中心”的家具  

系统 

1.1 “未来学习中心”建设趋势 

未来学习空间不仅仅是智慧型的学习空间，还是

打破学科壁垒的协作空间。教育部吴岩副部长 [2]将

“未来学习中心”定义为文献资源整合、空间流程再

造、智慧学习的空间，鼓励探索团队式、协作式、主

题式学习，把图书馆建成信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

心、教学支持中心。然而，国内“未来学习中心”的

实践案例依然较少，配套家具的产品设计更只是单纯

地模仿国外产品，鲜能形成家具组合系统，家具间的

协作性弱，难以适配差异化的学习场景与学习空间。 

从已建试点案例可知，教育家具呈现出移动性、

协作性、智慧性的设计趋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未

来学习中心”分别从“教”“学”“用”三个层面构成

四类空间：开放共享空间、教学支持空间、学习支持

空间、创新创业支持空间。共建设有 20 多个不同用

途的学习空间[3]，且不同空间下家具组合模式均不相

同。北京开放大学未来学习中心则围绕 PST 的下一

代学习空间框架进行建设，该学习中心由三层楼组

成，兼顾教学学习空间与教育技术的功能诉求，包括

智慧学习教室、云教室、小组讨论、展示教育、实训

体验室等，并实现虚实互动，以适配未来多元化的学

习模式[4]。该学习中心的教育家具布局从传统的“秧

田”型，转变为 U 型和链型。北京大学图书馆于 2020

年新建的东楼，是为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型图书馆，

祝帅等[5]指出未来图书馆要发挥起审美育人、环境育

人的功能，教育家具需要适配跨学科学习与展示学习

的需求。2022 年新修缮的上海交通大学包玉刚图书

馆，通过空间流程再造，建设有信息中心、学习中心、

教师支持中心，其突出了深度学习，多元体验，虚实交

融的特色[6]，内部的家具针对智慧教育进行了适配。 

未来大学的学习体系会逐渐向学习中心的模式

转变[7]。在翻转课堂、智慧教育等理念逐步普及的趋

势下，教育家具有利于打破学科与师生的边界，从而

服务师生终生学习的目标。通过突出人机混合学习与

合作学习的模式，形成自由布局、软硬件联通、虚实

交互、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混合等局面。[8] 

1.2  核心问题 

“未来学习中心”并非单一的教室，而是多类教

室组成的学习空间。因此，要适配多种学习场景，除

了正式学习，还有非正式学习、协作学习、专注学习

等场景[9]。家具系统中涉庞杂的人际触点、物理、信

息触点，以及利益相关人的需求，需要通过服务设计

将不同家具模块串联起来，达到一致性的体验，为学

习者提供自我学习、协作学习、智慧学习的支持条件。 

笔者从家具系统设计的角度，提出两个关键问题。 

1）理清教育家具设计与学习场景间的关系，从

而促进跨学科学习与主动学习，构建出具有“促学”

效果的学习场景。 

2）在家具的模块化设计层面，构建标准化组件

库，使得家具元件在不同学习场景下具有通用性。 

2  研究设计与流程 

2.1  研究方法 

2.2.1  KANO 模型与服务设计 

“未来学习中心”的教育家具服务系统设计，以

学习者为中心进行开发，要满足“教”与“学”的双

重需求，以此指导开发设计。因此，借用 KANO 模

型对学习需求进行细分归类，从而精确识别用户需

求，实现精准的产品定义。KANO 模型是由 Noriaki 

Kano 教授[10]在 1984 年提出的用户需求分类工具，近

年来被广泛地运用于设计学领域。选择 KANO 模型，

能够系统性地评价产品要素与学习体验之间的非线

性关系。把学生与老师都当作“用户”进行研究，分

析教育家具在“教”与“学”活动触点（Touch Point）

下的体验性，用服务旅程图识别并归类需求，从而发现

设计机会点，以提升教学双方的满意度，提高学习效

率。根据 KANO 模型的四类需求类型和 Better-Worse

系数进行需求优先级排序，精准地定义产品开发方向。 

2.2.2  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学界普遍认为 1982 年 LYNN[11]最早提出了服务

设计概念，强调了服务设计的重要性与服务蓝图工具

的价值。最近 10 余年是我国服务设计蓬勃发展的主

要时间段。胡飞等[12]从多个学科视角对服务设计进行

定义，具体概括为以用户为中心，考虑利益相关人，对

涉及的人、场所、产品、信息等要素进行系统性的设计

创新，以整体提升服务体验、品质、价值的设计活动。 

本质上，人们可以把服务设计看作是一种包括构

思、创造、构建，以及运筹的能力，用于规划或创造

人与各种组织之间互动的艺术。因此，将 KANO 模

型与服务设计相结合能够以“切片式”的微观手段，

分析家具系统中不同媒介的触点，从而归纳学习者利

益相关性的指标体系。KANO 模型能对指标要素进行

细分，从而转译“教”与“学”双方的使用偏好，进

而精准定位服务系统中不同设计要素的重要性。通过

运用服务蓝图，分析教学场景下学习前台与教学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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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将教育家具的标准化模块，按需放入不同

学习场景中，以提升学习效率。 

2.2  研究流程 

针对“未来学习中心”教育家具服务系统设计的

研究流程主要包括技术分析、用户分析、服务设计三

个阶段，见图 1。 

1）技术分析。研究“未来学习中心”相关教育 
 

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外知名品牌教育家具的设计
趋势，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2）用户研究。对用户展开研究，包括用户访谈、
情景观察、定量问卷等，并运用 KANO 问卷收集用
户想法，计算满意度系数，从而得到用户需求偏好。 

3）服务设计。从服务设计视角分析产品组合关
系，进行产品系统设计，绘制产品服务蓝图，从而展
开家具服务系统的落地设计。 

 
图 1  设计研究流程 

Fig.1 Design research flowchart 
 

3  未来学习中教育家具研究实施 

3.1  教育家具产品技术功能分析 

在教育家具产品层面，重点调研在教育家具方面

有影响力的品牌，包括：国际品牌，如 Steelcase、

Herman Miller、Harworth、KI、VS，以及 Knoll 等；

国内品牌，等恒丰家具、圣奥家具、诺梵家具、诗敏

等。归纳产品特征、系统架构、空间理念。通过调研

发现市场需求主要体现在系统价值、灵活移动、可堆

叠、色彩丰富、尺寸调节、智慧共享、模式转化、材

料耐久等方面。 

在未来学习空间功能层面，朱永新[13]认为“未来

学习中心”以学生为中心，没有固定的教室，不是学

习孤岛而是学习环岛。陈卫东等[14]认为“未来学习中

心”能提供智能化的互动空间和软硬件设备，以自然

的人机交互为特征。教育家具要能辅助教学空间，重

新建构课堂场域，提升信息交换质量与效率，从而促

进学生的学习效率，激发创新能力。都平平等[15]认为，

学习空间场景是在知识学习的生态基础上，去构建

“人-资源（知识资源）-空间（虚实空间）”的交互

关系。 

3.2  用户需求与观察分析 

初期定性调研对象选取学生、教师、家具企业技

术研发人员这三方组成 12 人专家小组。通过深度访

谈与观察发现，在智慧教学模式下，学生与教师的定

位发生了转换，学生是课程主体，通过探究实现深度

学习。“未来学习中心”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展开参

与式学习和自主学习。学生不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

更要在问题的驱动下，展开深度学习与创新，实现知

识的内化。在场景观察中确定了四类学习空间[16]：运

用展示型教室激活学生问题；在智慧空间里实现探索

学习；在自主空间里实现自主学习；在共创空间里完

成协作与实践学习。 

3.3  指标构建与问卷设计 

需求指标体系构建，在专家小组研讨的基础上结

合技术分析与用户分析，去除重复需求，通过卡片分

类法，整理出四类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移动功

能、布局模式、智慧支持、舒适配置。根据四类指标

体系，细分出 19 项需求功能点，从正、反两方面设

计 KANO 需求问卷。例如，针对需求点 S1，提出正

向问题“在课桌椅上提供电源充电设备，你感觉如何？”

和反向问题“课桌椅不提供电源充电设备，你感觉如

何？”问卷选择李克特 5 级量表，分为“我很喜欢”“理

所当然”“无所谓”“勉强接受”“不能接受”，见表 1。 

3.4  数据收集与处理 

问卷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进行发放，对象分别为

教师、学生、家具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周期为两周，

共发出问卷 200 份，其中教师占比 22%、学生占比

61%、家具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占比 17%。经过问卷数

据清洗，剔除答题时间过短与无效回答，最终筛选出

有效问卷 178 份，见表 2。问卷的整体、正向、反向

Cronbach α 值分别为 0.92、0.93、0.91，内部一致性

较好。在初次调研后两个月，抽取 20 位进行重测，

重测信度组内相关系数为 0.731，满足 ICC≥0.6 的中

高信度标准，表明问卷外部的有效性可靠。在效度方面，

问卷 KMO 值为 0.82，衡量一致性，问卷信度良好。 

根据 KANO 模型评价结果分类对照表将收集到

的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类，其中 A 代表魅力属

性，O 代表期望属性，M 代表必备属性，I 代表无差

异属性，具体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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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类型 编号 需求功能点 类型 编号 需求功能点 

M1 可移动桌椅 S1 内置电源系统 

M2 可移动讲台 S2 数据交换设备 

M3 可移动白板 S3 课程数字记录 

M4 可移动柜子 S4 智慧交互白板 

移动功能 

M5 可移动屏风 

智慧支持 

S5 注意力检测 

L1 讲授布局（链型） E1 彩色分类家具 

L2 协作布局（圆形） E2 健康舒适座椅 

L3 演示布局（U 型） E3 收纳存放装置 

L4 1V1 布局（对座） 

舒适配置 

E4 桌面升降系统 

布局模式 

L5 专注布局（单座）    

 

表 2  KANO 需求类型评价 
Tab.2 Evaluation of KANO demand types 

负向问题 
家具功能 

喜欢（5） 理应如此（4） 无所谓（3） 能忍受（2） 不喜欢（1） 

喜欢（5） Q A A A O 
理应如此（4） R I I I M 
无所谓（3） R I I I M 
能忍受（2） R I I I M 

正向题 

不喜欢（1） R R R R Q 
 

表 3  教育家具的需求类型统计与分类 
Tab.3 Statistics and classification of user demand types of educational furniture 

功能因素 M/% O/% A/% I/% R/% Q/% 属性 B (Better) W (Worse)

M1 48.54 21.94 7.62 16.87 1.30 3.73 M 0.31 –0.74 

M2 1.03 2.12 60.95 29.62 2.06 4.23 A 0.67 –0.03 

M3 42.81 12.18 9.69 34.06 0.77 0.49 M 0.22 –0.56 

M4 5.66 0.83 10.75 73.53 8.43 0.81 I 0.13 –0.07 

M5 19.75 40.63 26.66 12.96 0.00 0.00 O 0.67 –0.60 

L1 56.89 6.05 3.38 31.79 0.68 1.21 M 0.10 –0.64 

L2 57.52 11.42 4.94 24.87 0.38 0.88 M 0.17 –0.70 

L3 8.07 13.31 48.95 29.67 0.00 0.00 A 0.62 –0.21 

L4 21.71 48.73 20.45 9.11 0.00 0.00 O 0.69 –0.70 

L5 2.48 4.44 58.91 32.92 0.45 0.81 A 0.64 –0.07 

S1 52.61 9.89 5.83 31.04 0.23 0.40 M 0.16 –0.63 

S2 27.75 44.58 17.06 10.62 0.00 0.00 O 0.62 –0.72 

S3 2.03 3.01 56.74 38.23 0.00 0.00 A 0.60 –0.05 

S4 16.14 59.33 19.28 5.25 0.00 0.00 O 0.79 –0.75 

S5 13.01 0.73 3.83 68.44 12.79 1.20 I 0.05 –0.16 

E1 6.40 6.81 40.87 38.38 3.65 3.89 A 0.52 –0.14 

E2 41.12 13.83 9.92 29.50 2.57 3.06 M 0.25 –0.58 

E3 25.82 40.21 19.54 12.55 0.62 1.27 O 0.61 –0.67 

E4 4.27 5.16 46.11 38.16 2.85 3.44 A 0.55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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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分析结果，计算每一项指标的满意影响

力系数 B（Better）和不满意影响力系数 W（Worse），

将各属性占比数值代入并求得满意影响值，见式（1）。 

( ) / (B A O A O M I     ）                        

该计算得出的值越大说明对用户满意度影响越

大。将各属性占比数值代入并求得不满意影响值，见

式（2）。 

 1 / (W O M A O M I       ）
 

该计算得出的值越小说明对用户不满意度影响

越大。 

Better-Worse 系数代表了此项指标对用户满意度

的敏感程度。以 Worse 系数的绝对值为横坐标，Better

系数为纵坐标，将 Better-Worst 系数划为四个象限，

见图 2。 

3.5  需求类别划分与排序 

通过 KANO 模型的四象限划分，分别针对所有

需 求 点 （左侧 ） 进 行优先 级 排 序与功 能 模 块分类

（右 侧）排序，以区别功能点与模块优先级差异，

见表 4。 

 
 

图 2  Better-Worse 四象限散点图 
Fig.2 Better-Worse four quadrant scatter diagram 

 

从需求要素来看，包括必备需求 6 项、期望需求

5 项、魅力需求 6 项、无关需求 2 项。整体上看对设

计有启发的要素主要包括：需重点开发的必备属性为 

“可移动桌椅”（M1）与“健康舒适座椅”（E2）；可

放弃开发的无差异属性为“注意力检测”（S5）和“可

移动柜子”（M4）；由于成本投入较大可暂缓开发的

魅力属性为“课程数字记录”（S3）和“桌面升降桌

系统”（E4）。 
 

表 4  教育家具的需求重要性优先级排序 
Tab.4 Priority of demands for educational furniture 

象限 所有功能需求优先级 按模块分 功能需求优先级 

M M1>E2>M3>L2>S1>L1 移动功能 M1>M3>M2>M5>M4 

O M2>L5>L3>S4>S2>E3 布局模式 L2>L1>L5>L3>L4 

A S3>L4>M5>E1>E4 智慧支持 S1>S2>S4>S3>S5 

I M4>S5 舒适配置 E2>E3>E4>E1 

 
从四类功能模块（移动功能、布局模式、智慧支

持、舒适配置）来看，有启发的设计机会点包括：优

先开发“可移动桌椅”（M1）和“可移动白板”（M3）；

在布局模式中，“协作布局”（L2）的优先级高于“讲

授布局”（L1），这意味着教室不再需要唯一的视觉焦

点，教室内多屏幕、多视觉焦点的分布式学习空间布

局需求较强，但“专注布局”（L5）也较为重要，需

要给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在智慧支持模块中，整体

需求不强，“内置电源系统”（S1）和“数据交换设备”

（S2）的产品成本较低，可优先开发。从四类模块划

分的优先级可发现，家具的移动性是实现敏捷空间布

局的前提，布局模式是学习场景搭建的基础、舒适

配置是家具体验的基石，而智慧支持则是学习资源

的保障。 

4  教育家具的服务系统设计策略 

4.1  家具的“空间-场景”需求关系 

笔者对国内六所大学的“未来学习中心”、图书

馆、智慧教室的建设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对象

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昆明理工大学、

同济大学、集美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结合 KANO

模型的功能需求点，为教育家具提供“学习空间-需

求场景”的关系策略。 

在学习空间的服务过程中，首先通过展示空间营

造学习的问题场景，让学生带着问题展开学习。通过

智慧空间塑造自主学习探索的场景，在知识库中自主

地寻找解决思路；在自主空间中搭建专注学习的场

景，为学生提供自我学习反思成长和内化知识的学习

场所；在共创空间中构建出实践创新的场景，提供给

学生实践实习的协作空间，见图 3。 

4.2  学习模式与教育家具服务系统架构 

应用服务设计思维的流程性和可视化等特点，对

“教”与“学”体验触点进行梳理，构建适用于不同

学习场景的家具组件库。这些组件库适配的学习活动

包括：正式学习、非正式学习、协作学习、专注学习[15]。

这能确定产品功能点的重要性与学习空间的关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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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计出家具产品的组合体系，见图 3。 

在设计程序上，首先确定 KANO 模型不同功能

的优先级排序，根据学习空间的四种学习模式，探索

展示空间、智慧空间、自主空间、共创空间的家具系

统组合要点。匹配学习活动可以构建五类空间功能模

块：协作模块、智慧模块、讨论模块、展示模块、专

注模块；待在模块确定后，拆解为具体的家具组件，

即组成桌、椅、屏、柜等的具体零件设计，见图 3。 

 
图 3  未来教育中心教育家具服务系统图 

Fig.3 Furniture service system diagram of future education center 
 
 

4.3  教育家具产品服务系统的开发 

通过服务蓝图工具，设计师可以更好地了解“教”

与“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掘潜在的问题和改进机

会，通过不同的布局模式，将家具单品整合为家具系

统[16]。教育家具的展示空间用于问题场景、智慧空间

用于探索场景、自主空间用于专注场景，共创空间用

于实践场景，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要。在服务蓝

图中重构学习环节中家具产品与学习者的交互方式，

把学生的学习流程看作可视的服务前台，学习中心的

教学服务则是不可见的服务后台。在服务流程上，从

准备、发现、定义、探索、实践、反思的不同学习阶

段拆解学习交互行为[17]。把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进行

匹配，归纳出家具系统的功能模块：移动系统，组合

系统、隔断系统、收纳系统和智能系统。在通用性方

面，设计统一标准的移动接口、组合接口、隔断接口、

收纳接口，以及智能硬件接口。 

根据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的 101 计划，“未来学习

中心”将更加注重个性化与定制化的学习体验。在智

慧学习方面，配套家具需要适配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设备，从而及时地给予学习者反馈。通

过教育家具的智慧模块与协作模块，利用非正式学习

空间，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社交媒体等工具促 

进学习者之间的交流、分享和创造。在终生学习方面，

教育家具要能支持其移动学习场景，利用微学习、流

动学习、游戏化学习等方法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参与深度，以及学习效果。在跨学科学习方面，教育

家具应该布置在创新空间类型的非正式学习空间中，

注重多元和跨领域的开放学习内容，拓展学习者的知

识面和技能树。 

对于家具标准组件库（单品）设计，建立了包含

58 个元件的标准化组件库，对教育家具的零部件进

行拆解，并建立了一套对应的标签体系，降低了组装

难度。这使得教育家具能够在不同教学阶段、教学场

景之间灵活互换。以桌椅设计为例，适配了讨论、协

作、展示、自学、专注模式，设计了快拆的桌面与桌

腿，组合时可以灵活按需配置，并赋予可共用的子模

块标签，方便用户快速调整家具组合，见图 4。 

对于家具组合模式设计，学习空间家具设计具

有多个系统特性，包括：移动、组合、隔断、收纳

与智能系统。这些特性使得学习空间可以在不同的

布局之间轻松切换，满足学习空间多样性的需求。

轻灵移动的家具设计可以使学习空间的布局更加便

捷，在空间支持下，可以快速分隔成不同学习场景，

同时也能使智能设备的屏幕能够在合理的视觉焦点

内，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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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未来学习中心家具标准组件与产品系统 
Fig.4 Standard component and product system for furniture in future learning center  

 

 
图 5  教育家具的服务设计蓝图 

Fig.5 Blueprint of educational furniture service design 
 

5  反思与前瞻 

面向中国高校“未来学习中心”的教育家具服务

系统设计，能够营造出全新的学习模式，突出自主学

习、协作学习、创新学习、终生学习的长远价值。借

助 KANO 模型精准捕捉用户需求，以学习者为中心

展开设计，通过服务设计将家具系统与教学模式有机

地结合起来，创新物理触点、信息触点、人际触点，

实现模块化的家具产品开发，从而灵活适配“未来学

习中心”不同的空间系统，提高自主学习效率。 

若要让“未来学习中心”更好地服务师生，起到

“促学”的效果，实现终生学习的目标。不仅需要针

对教育家具的系统性创新，还需要配合教学模式展开

立体的教育服务设计创新，让新的教育家具服务系统

能够真正地被利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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