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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情境感知理论，通过梳理提出用户情境、环境情境、任务情境三种老年睡眠场景下的情境因素。

依据前期调研，绘制用户旅程图，进行需求提取与机会点洞察，最后总结出基于上述三类情境因素的针

对性设计策略。情境感知理论的运用有助于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深度挖掘用户需求，提高系统情境感知

的精准性，从而帮助老年人获得个性化的睡眠管理服务，为将来老年睡眠管理产品的设计提供了研究方

向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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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text awarenes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ree situational factors in elderly 
sleep scenarios: user situation,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and task situation. Based on the prelimi-
nary research, draw a user journey map, then summarize user needs and insight opportunities, 
and finally summarize a targeted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the above three situational factors. The 
application of context awareness theory helps designers deeply explore user needs during the de-
sign process,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system’s situational awareness, and ultimately helps the 
elderly obtain personalized sleep management services. The article provides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guidance for the future design of sleep management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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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养老服务的发展变得至关重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智慧健康养

老理念深入人心，但养老产业仍面临发展不均衡、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国家颁布政策要求打造智慧健

康养老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及养老需求提供了有力政策支撑。同

时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智慧养老”带来了全新的可行性。睡眠作为衣

食住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智慧健康养老领域中具有广阔的研究应用前景。 

2. 情境感知 

情境感知由 Schilit 在 1994 年第一次提出[1]，强调系统主动获取人周围的情境信息，预测行为目的

和用户需求，在合适的时机为用户提供合适的反馈。情境感知的过程包括情境获取、情境处理到情境使

用。不同领域的研究侧重有所区别，因而情境的分类方式和标准有所不同。王思娴在老年人居家卫浴研

究中，从静态的卫浴产品、卫浴空间与动态的卫浴行为出发，将情境划分为用户情境、环境情境和任务

情境[2]；翁超在研究就地热再生车辆产品设计时，从用户情境和设备情境两方面展开，依据人–物–环

境之间的关系状态进行情境细分，用户情境包括车上情境和车下情境，设备情境包括设备转运情境、养

护作业情境、用户操作情境和设备养护情境，利于全面挖掘设计需求[3]。总之，情境的组成应依据研究

领域的特点进行选择分类，这样能更准确把握情境信息的获取，从而提供恰当的服务。 

3. 老年睡眠管理 

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影响，包括内在心理因素、外部环境条件、

个体睡眠习惯、潜在疾病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老年人的睡眠质量普遍下降，并且睡眠问题若不及

时解决或有效缓解，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4]。然而，当前市面上现有的睡眠管理产

品存在多方面问题：如注重单一功能、缺乏系统整合理念[5]，很少考虑老年人这一特殊人群的需求[6]等。

因此，对老年睡眠管理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必要性和学术价值。 

4. 运用情境感知理论介入老年睡眠管理设计 

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退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在睡眠流程中往往更容易受到环境、生理、心理等因素

的影响。现有的睡眠管理更偏向于从功能点出发或针对单一环节问题进行设计，而老年睡眠管理具有系

统性、连续性的特征。因此，在针对老年人进行睡眠监测、睡眠评估、睡眠干预和指导的整个睡眠管理

流程设计中，更应从情境出发，从不同情境因素进行多角度研究，这是由老年群体特殊性和睡眠行为特

殊性决定的。从用户层面上看，情境感知主动感知情境信息，有助于深度挖掘老年人需求，提供个性化

和针对性的服务，减轻用户认知负担，使老年人培养良好的睡眠管理行为和意识；从设计层面上看，在

情境感知的视角下，探索老年睡眠管理不同情境下的多种需求，有利于为构建体验良好的老年睡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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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系统全面的设计策略。 

4.1. 老年睡眠场景的情境因素分析 

在老年睡眠场景中，存在不同的情境信息，所提供的情境服务会因情境分类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老

年睡眠场景所涉及到的情境，可以分为用户情境、环境情境和任务情境三个维度。 
(1) 用户情境。用户情境是指与用户特征有关的信息，包括老年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生理状态

指年龄等基本信息、生活习惯及健康状况等，心理状态指社会交往、行为喜好等。不同老年人的生理、

心理状态不同，意味着对于睡眠管理的设计有着不同要求。例如部分老年人因数字鸿沟导致学习意愿较

低，可采用语音交互等方式进行信息输入，降低学习难度[7]。运用用户情境信息，可以明确用户的具体

需求和偏好，从而为用户提供精准的服务。 
(2) 环境情境。在睡眠场景中，环境是影响睡眠质量的重要因素。环境情境是指与用户所处环境有关

的信息，包括物理情境和设备情境。物理情境包括温湿度、光线、声音、气味、时间和地理位置等。设

备情境包括床垫、枕头、灯、空调等物品或交互媒介。研究表明老年人入睡潜伏期长、深睡眠减少，环

境条件的变化均可影响老年人的睡眠。环境情境是检测老年人睡眠空间指标的重要因素，对于睡眠空间

中物理情境的调整控制需要调动设备情境来实现。例如在用户睡眠时，系统通过不断收集温湿度数据进

行监测，即时控制加湿器、空调等设备调整到最适宜睡眠的水平。充分运用环境情境信息是系统帮助用

户做好睡眠管理服务的基础。 
(3) 任务情境。任务情境是指所涉及的特定任务、行为及动机。在睡眠场景中，具体指老年用户在进

行睡眠管理的过程中，在不同流程里产生的特定需求，以及基于需求而进行的行为。任务情境强调对于

具体情境的关注，对任务情境的理解有助于预测用户的行为动机，及时提供服务支持，以满足在不同睡

眠管理阶段的个体需求。 
通过以上情境分类，从老年人在睡眠管理中的情境信息出发，使研究过程中更好地获取用户需求，

从而制定恰当的设计策略。 

4.2. 老年睡眠行为中用户需求的分析与研究 

依据前期桌面调研进行头脑风暴，对用户的睡眠管理需求进行整体的把握。然后进行用户访谈与行

为观察法，倾听用户声音，挖掘用户诉求，通过绘制行为旅程图整理总结用户在睡眠管理中的行为、痛

点和机会。 
依据前期调研，根据老年人睡眠健康意识和睡眠行为习惯，将用户类别分为睡眠健康型、睡眠亚健

康型和睡眠不健康型三类。睡眠健康型指保持良好睡眠习惯，在睡眠过程中不存在影响睡眠质量的问题；

睡眠亚健康型指偶尔出现睡眠问题或睡眠问题较轻微，经过一定干预后能恢复健康睡眠或有效控制问题；

睡眠不健康型指存在较严重睡眠问题，需要通过长期的睡眠管理来缓解症状。睡眠管理行为依据阶段流

程分为睡眠前、睡眠中、睡眠后三个部分。由此绘制出老年睡眠管理用户旅程图，整理出各个阶段的洞

察和机会点，见图 1。 
最后依据用户旅程图对各个阶段的用户需求进行归纳分类。其中睡眠前的用户需求包括：(1) 通过各

种形式帮助入睡；(2) 了解睡眠健康知识；(3) 子女情感关怀；(4) 操作方式简化。睡眠中的用户需求包

括：(1) 睡眠状态监测记录；(2) 环境状态监测调节；(3) 起夜行为辅助；(4) 报警急救。睡眠后的用户需

求包括：(1) 自然唤醒；(2) 睡眠数据报告查看；(3) 了解睡眠干预方案；(4) 子女互动交流。 
将各个阶段的需求梳理完成后，与情境感知介入老年睡眠管理的三类情境因素进行归纳对应，以此

为后续设计策略的提出提供依据，见图 2。例如在睡眠中这一阶段流程里用户的需求之一是起夜行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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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睡眠中的起夜行为任务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和规律性，依赖于任务情境因素可以较好地进行感知和预

测，进而运用环境情境因素提供光线照明等服务辅助老年人的起夜行为。 
 

 
Figure 1. The aged sleep management user journey map 
图 1. 老年睡眠管理用户旅程图 
 

 
Figure 2. Situational factors induction based on user needs 
图 2. 以用户需求为基础的情境因素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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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情境感知的老年睡眠管理设计策略 

5.1. 基于用户情境的设计策略 

5.1.1. 依据需求差异精准服务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群体各方面生理机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睡眠管理需求具有个体差异性，

因此设计中要注重精准服务。首先，系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获取用户性别、年龄、既往病史等基础

数据，初步建立大致的用户模型；其次，系统通过感知获取老年用户日常生活的行为习惯和需求，挖掘

背后的逻辑和规律，建立动态的用户情境模型，为用户提供符合当下情境的服务；最后，系统进一步收

集到用户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完善动态用户模型，这有助于深层次挖掘用户需求，为后续提高服务的

精准度和有效性提供依据，为老年用户打造优质的管理体验。例如，系统可以根据老年人的睡眠习惯和

健康状况，推荐适合的睡眠时间和环境设置，以提高睡眠质量。 

5.1.2. 隐式交互减少认知负担 
老年人神经系统的衰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记忆能力、分析能力、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使

用智能产品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困惑、不适应、不熟悉的问题，从而产生抵触情绪[8]。隐式交互可以为

老年用户提供更自然、更无感知的用户体验，使更轻松地使用智能化的睡眠管理系统，提高接受度。系

统主动感知获取相关信息，通过分析了解老年人的习惯、喜好和行为模式等来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降低他们的主动操作需求，减少认知负担。例如，系统可以感知学习老年用户的作息规律，预测入睡时

间，在适当的时候自动调整环境因素，无需老年人主动进行设置的调整。 

5.1.3. 人性化设计满足情感需求 
老年用户的情感需求是睡眠管理设计中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相较于其他年龄段，老年人对安全感、

陪伴感和关怀感的需求更高，在设计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技术功能的实现，更要注重对老年人群情感需求

的深刻理解和关切。首先，注重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通过在界面设计中使用亲切、易于理

解的语言和符号，在语音交互和反馈设计中融入友好温馨的元素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其次，需要考虑老年人的文化等情感偏好，通过充分了解老年人的文化背景，可以更好地提供个体化的

服务，使他们产生被理解和被关心的感受；最后，关注老年人的亲情、友情等社交需求，运用设计思维

巧妙融入服务之中。例如，系统录入子女语音包，在老年人与子女异地分居的情况下设置为系统声音，

在日常提供温馨的语音陪伴，为老年人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5.2. 基于环境情境的设计策略 

5.2.1. 多感官协同实现沉浸式管理 
健康管理的过程是需要用户长期主动参与的过程，老年人群对于新事物的学习变得困难，并且易出

现难以坚持、中途放弃的情况。多感官交互可以综合利用不同感官来提升老年人的感知能力，达到沉浸

式睡眠管理的效果。运用设备情境改变物理情境，达到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的整合协调，一方面

可以使老年人更加直观、清晰、及时地获取信息，能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信息，提升互动的体验感和

参与感；另一方面，多感官协同的形式使睡眠管理的过程更生动有趣，激发老年人的兴趣，提供长期坚

持的动力。 

5.2.2. 自适应调整服务反馈 
不同人的睡眠习惯和需求存在差异，且睡眠管理本身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动态变化。自适应调

整服务反馈是指系统通过不断感知、分析和预测用户状态、环境条件和阶段流程，灵活地根据用户、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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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任务等信息自动调整反馈方式，使之与用户的实际情境相匹配，提供更贴近当下需求的服务。例如，

对于有音乐助眠需求的老年用户，可以在入睡阶段播放温和的音乐，睡着后逐渐减小音量至关闭，避免

打扰深度睡眠。这种自适应性的服务反馈也可以应用于唤醒阶段。例如，系统依据用户偏好，识别环境

变化，为老年用户智能选择唤醒方式，比如轻柔的音乐、自然的声音或逐渐变亮的光照，使用户在清晨

更加自然地醒来。 

5.2.3. 设备与环境融合 
睡眠管理作为融入用户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健康管理，其智能设备应成为生活环境的一部分，而非孤

立存在的产品。这要求设计者充分考虑老年用户的家居布局、个体习惯以及环境特点，将老年睡眠管理

设备嵌入到用户的日常生活中，有机地融为一体。同时，老年睡眠管理设备可以与智能家居、手表、手

机等其他设备进行联动，一方面主动感知更全面详细的用户、环境等信息，进而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响应；

另一方面通过协同多设备工作，匹配不同的睡眠管理情境，满足多样化的睡眠管理需求，提供更全面的

睡眠管理服务，为老年人创造更加无缝、自然的用户体验。 

5.3. 基于任务情境的设计策略 

5.3.1. 构建连续性服务与体验 
由于老年群体的特殊性，老年人的睡眠管理过程容易被操作缓慢、理解困难等因素影响而干扰、中

断，形成不流畅、不连贯的交互体验。从宏观来看，睡眠管理是长期进行的阶段，睡眠管理系统应立足

于全程，综合考虑用户的需求，在不同任务情境下实现平滑切换和无缝衔接，保证睡眠管理任务进行的

连续性；从微观来看，睡眠管理注重当下的具体需求，系统感知情境信息，推理并预测出用户的下一步

需求，主动提供贴合当前需求的相关功能与服务，减少用户的操作步骤，从而在每个阶段为用户提供流

畅连贯的服务和体验。例如，老年人睡眠的行为流程包括入睡前–入睡中–入睡后等不同阶段，系统通

过智能算法和学习模型，对老年用户的睡眠模式进行分析，实时感知用户的状态，在每个阶段为其提供

贴合当前需求的服务，入睡前阶段提供轻音乐等方式助眠，入睡中阶段逐渐调整温湿度，入睡后阶段醒

来时温和调节灯光和声音进行唤醒，阶段之间自然衔接，构成了一个贯穿整个睡眠周期的连贯体验。 

5.3.2. 主动交互引导用户行为 

 
Figure 3. Design strategy of the aged sleep management based on context awareness 
图 3. 基于情境感知的老年睡眠管理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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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老年人可能存在的认知障碍、行为困难和对新技术的抗拒等问题，睡眠管理系统通过合适的方

式进行主动引导，促使老年用户更快地学习使用智能设备，在睡眠管理过程中采取更健康、更恰当的行

为，帮助更好地参与到睡眠管理流程中。主动交互的关键在于系统对用户行为的深入学习和理解，基于

感知的大量信息，系统形成对用户个性化需求的认知，这种个性化认知是主动交互的基础，使系统有针

对性地对老年人进行辅助、引导和反馈，提高老年用户使用睡眠管理产品的自我效能感。在这一过程中，

主动交互收集的反馈信息，能够用来验证及修正系统的准确性，不断提升精度[9]，从而进一步完善对用

户的个性化认知。 
最后，将上述基于用户、环境、任务这三类情境因素的设计策略进行总结。基于情境感知的老年睡

眠管理设计策略见图 3。 

6. 结语 

本文旨在通过情境感知理论提供更为贴近用户需求的解决方案。首先，基于情境感知理论，确定用

户情境、环境情境和任务情境三类情境因素作为研究视角。然后，依据前期调研绘制行为旅程图，分析

了老年人在睡眠管理中的行为、痛点和机会，并与三类情境因素进行归纳对应。最后，从三类情境因素

出发，总结提出相应的设计策略。其中，基于用户情境的精准服务、隐式交互和人性化设计策略，为老

年人提供了更智能、贴心的睡眠管理体验；基于环境情境的多感官协同、自适应反馈和设备与环境融合

策略，使老年人能够更好地融入智能化环境中，实现沉浸式的睡眠管理；基于任务情境的连续性服务、

主动交互策略，更好地满足了老年人持续性的睡眠管理需求。不仅拓展了情境感知在老年人睡眠管理领

域的理论研究，也为实际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对于促使社会对老年睡眠议题的关注、推动

智能化养老服务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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