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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老年人对日新月异的事物较难理解，在生活中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也不高。社

会不断发展，我们总是忘记去回头看看步履蹒跚的老年群体，他们在面对孤独和挫败时的无力感。因此

本文以设计心理学为研究基础，探究适老化产品设计的应用，让老年人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不再有困惑

和为难。首先对老年用户这一目标群体的生理特征以及心理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理解并认同老年人的生

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在此基础上对设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阐述，再一次探究示能、意符、约束、映

射、反馈、约束和概念模型这些重要概念在老年人产品设计领域的应用原则。总结设计心理学在适老化

产品中应具备可视性、易通性、情感化的设计原则，以此为设计研究者提供研究思路，也为面向关注老

年人需求的设计者提供新的设计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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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lderly are more diffi-
cult to understand things that change with each passing day, and their acceptance of new thing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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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s not high. As society continues to evolve, we often forget to look back at the hobbled elderly, 
their sense of powerlessness in the face of loneliness and defeat.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age-appropriate product design on the basis of design psychology, letting the 
elderly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products no longer have confusion and embarrassment. Firstly,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rget group of elderly users are deeply 
analyzed, and the lifestyle and value concept of the elderly are understood and recognized. On this 
basis, the basic concepts of design psychology are elaborated, and the application principles of 
these important concepts such as indication, signifier, constraint, mapping, feedback, constraint 
and conceptual model in the field of product design for the elderly are explored agai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sign principles that design psychology should have visibility, accessibility and 
emotion in age-appropriate products, so as to provide research ideas for design researchers and 
new design practice directions for designers who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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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心理学基本概念 

1.1. 设计心理学的发展 

心理学曾被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更多用于精神类病理研究。而后在教育和组织管理领域也有了更

深入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需求和消费水平也情随事迁。过去以机器为

中心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市场和企业逐渐认识到设计师这一职业的重要性。因此，

以“人”为核心的设计渐渐取代了以“机器”为核心的产品的地位。 
以“人”为核心的产品设计，要求设计师必须对人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心理学逐渐应用到了产品设

计领域。唐纳德·A·诺曼作为美国杰出的认知心理学家曾经在《设计心理学：日常的设计》中提出，

产品设计应具备实用性、易用性和美感[1]。他的理论研究对设计心理学在设计领域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

献。 

1.2. 设计心理学概述 

设计心理学属于应用心理学范畴，是心理学和艺术设计学两门学科的交叉性学科。设计心理学是运

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成果，解决有关人的“行为”和“意识”的设计问题[2]。生活中，

我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产品，使用过程顺利会带来愉悦的体验，反之过程受挫则会让我们非常失望和沮

丧。而设计心理学所研究的就是运用心理学研究人类的行动阶段，认知和情感。将人的心理特点进行深

入分析，分析得出的结果用于指导设计。然后以“人”为中心进行产品的设计与开发。进而推动产品更

加符合人的使用需求，更加贴近人的内心。 

2. 老年人特征及需求分析 

2.1. 老年人生理特征 

老年人六十岁会开始出现身体机能逐渐下降的趋势，据统计，相对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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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的慢性病负担要远远高于这些国家。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了调查数据，结果显

示：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有 75.8%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有心脑血管疾

病、癌症、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等[3]。当一个人步入老年，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个人感知功

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老年人视听能力、记忆力的衰减，以及行动力的迟缓等方面。 

2.2. 老年人心理特征 

人到了老年，会发生一系列的身心变化。有研究数据显示：老年人的简单反应时间平均比年轻人长

约 20% [4]；约 19.9%的老年人在短期记忆和情景记忆上存在问题[5]。因此，老年人在思考问题、做出选

择时，更加依赖经验行为。由于生理老化和认知能力下降，老年人普遍对新事物有着畏惧和抵触心理[6]，
却乏自信心；伴随退休后社交生活圈子变小，社会参与度变低，会有与时代脱节感。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老年人各个器官也随之老化，出现皮肤松弛、消化功能减退、记忆力下降、毛

发变白、骨关节退变等特征，患病概率也随之增高。生活中常常见到，老年人自发性的购买许多保健产

品，这也体现出老年人对健康身体的渴望。老年人对于健康问题的过度关心，会给自身带来焦虑和恐慌

的消极心理，从而引起真正的疾病产生。 
一些退休老人由于离开工作了几十年的社会生活圈，进入了养老圈。使得他们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发

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引发消极情绪的产生，降低对自身的价值感。社交范围减少，人际

关系淡化，因此产生孤独和寂寞的心理。同时，社会活动范围的减小使得老年人更加重视情感的链接。

希望得到亲人朋友的重视，渴望与之交流。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老年人陷入保健品骗局这一社会现象。

表面看来，这是老人对自己身体健康程度的重视。但是究其根本，更多是由于他们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

足。诈骗者正是察觉到了这个痛点，以此对老年人进行诈骗。老人在感受到诈骗者对他们刻意表现出来

的尊重、理解、爱护、情感慰藉和陪伴的诱惑下，他们就会很容易上当受骗，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

损失，甚至是精神损失。老年人对于情感交流有着强烈的需求，情感链接作为老人心理需求的核心，能

让老人感受到精神慰藉和亲情的满足。 
基于对于老年人身心特征的分析，将其应用于下文总结适老化产品在设计心理学中的应用原则。 

3. 设计心理学在适老化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原则 

可视性和易通性是好的设计必须具备的两大特征，这就强调兼顾美观性和适用性的重要性。作为产

品设计师，我们不仅要满足形式美和人机互动的质量，还应该深度挖掘用户的需求，完善设计流程。在

适老化产品设计的过程中，要避免一切可能带给老年人负面消极、沮丧挫败的情绪。因此这个章节基于

设计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上述对老年人特征的分析，将适老化产品设计的原则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可视性原则 

产品的可视性体现在产品是否能够让老年人明白什么样的操作是合理的、产品如何操作、在什么位

置操作。这就意味着，产品相关部件的设计必须是能被看到的，它必须是可以传达正确信息的。 
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渐渐退化，他们在适应生活环境方面的能力逐渐降低，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也

会存在操作不便的问题。但是这不是老年人的问题，而是产品本身没有做的满足老年用户的需求。这就

要求我们要将产品与老年人联系起来，做到产品到人的沟通，也就是指示出什么是可能的操作、会发生

什么、会产生什么结果，甚至还要关注到可能出错的地方，提前做好更深层的考虑和研究。 
我们可以运用示能、意符、映射、反馈、约束和概念模型这六种心理学概念，去促使产品可视性原

则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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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示能 
示能是指产品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物品的特性与决定物品预设用途的主体的能力之间的关系[1]。例

如一把椅子提供的是支撑，人可以用来做。那么人与椅子之间的关系就是示能。由于老年人生理机能不

断衰退，因此适老化产品的设计必须要清楚地传达出人与产品互动的重要信息，在无需说明书的帮助下，

就要让老年人了解到产品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去操作。 

3.1.2. 意符 
意符是指能为人们提供正确操作方式的任何可感知的标识或信号[1]。示能可以表明进行哪些操作，

而意符则是标明能够操作的位置，以此为用户提供线索，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产品。在老年人产品设计

中，意符可以作为产品与老年人的重要沟通方式，去快速引导老年人进行某项操作。 

3.1.3. 映射 
映射是指产品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梅赛德斯奔驰的设计，它的座椅调节按钮设计成了座椅

本身的形状，让使用者可以轻松驾驭调节。在适老化产品设计中，我们应当做到产品契合自然的映射，

可以将产品的相关部件组合在一起再依次进行分组，或是将控制按钮与显示功能进行设计和布局，让老

年人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使用产品。 

3.1.4. 反馈 
反馈是指沟通和行动的一种结果[1]。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的视听能力也会逐渐下降，对于

产品的即时反馈要求比较严格。如果反馈拖延太久，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所做的是无用功，会产生消

极心理甚至直接放弃使用。其次，反馈必须提供给老年人舒服且正确的信息，我们可以采用悦耳的听觉

信号去反馈结果。最后，反馈需要设计师精心设计策划，而不是随随便便安插到产品中去。重要的信息

要用吸引人的方式去呈现，不重要的信息则可以用不经意的形式表现。设定产品反馈的优先级，让老年

用户得到的反馈更加清晰准确。 

3.1.5. 约束 
约束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线索，在设计中支持用户有效并迅速地找到合适的操作方法使用产品。约束

分为四种，分别是物理的约束、文化的约束、语义和逻辑的约束。面对一个新产品，用户往往是依据外

界知识和头脑知识去使用和控制产品。 
物理约束的价值在于产品的外部特征已经决定了产品的使用方法，用户无需思考，只是看一眼就可

以了轻松掌握操作方法。例如，一个圆形的井盖只能用对应尺寸的圆形来覆盖住，其他形状或者尺寸就

不能匹配。一把锁也只能通过相应钥匙才能打开。所以物理约束取决于物体本身外部的特性，决定了其

操作方法。在适老化产品的设计应该考虑物体的物理特性，例如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材料等等，并且要

避免一切让老年用户感到模棱两可的设计，利用有效的物理约束因素，限制模棱两可的操作方式，可以

大大提升容错率，避免老年人产生消极情绪，增加使用的掌握感。 
文化约束是不同的社会认知、习惯、历史造就人群的行为差异，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社交行为

准则。举几个例子，中国的驾驶座位在左侧，日本则是在右侧；阿拉伯地区在阅读时习惯从右往左，而

中国则是从左往右；不同的国家对于颜色、手势、数字、肢体语言的内涵和定义也是不同的。文化约束

不仅仅存在于国家间，人与人之间都会有不同的文化差异。因此，适老化产品的设计要充分理解老年人

的真实需求，并帮助他们去逐步拆分目标，一步一步接受最后的结果。 
语义约束是指利用某种境况的特殊含义来限定可能的操作方法[1]。一个事物被设计后的结果取决于

它是为谁而设计的，同时语义约束依据的是我们对现实情况和外部世界的理解。在适老化设计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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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关注老年人的认知水平以及设计的发展阶段，不断的跟着科技、文化、用户习性在进行同步更新。 
逻辑约束也就是强调产品本身必须是符合用户基础逻辑性，如空间、功能逻辑等。 

3.1.6. 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是对产品的说明，告诉用户产品如何工作，以便使用。老年人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和

学习能力不是很强，在面对一个全新的产品时，更多是依照过往经验去操作。如果在以往经验不能满足

他们正确使用产品时，他们就会产生挫败感，认为自己并不能够使用这个产品。因此，适老化产品的设

计上需要一个好的概念模型，让产品与老年人之间产生良好的沟通，使老年用户能够预测到自己的行为

结果，更易于他们理解产品，这也是令用户产生愉悦心情的关键。 
基于以上的分析得出结论：在适老化产品设计中，设计师应当充分利用示能，意符，映射等方式去

引导老年人的行为，并设计易懂的反馈和清晰准确的概念模型给予他们合理的行动次序，让老年人可以

更快捷高效地使用产品。 

3.2. 易通性原则 

产品的易通性体现在产品设计的意图是什么、产品的预设用途是什么、不同的控制和装置起什么作

用[1]。让使用者产生掌握感、满足感甚至是骄傲的情绪。这就要求设计要以充分了解和满足用户的需求、

能力和行为方式为基础，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老年人在受到挫折时易产生沮丧的情绪，因此在设

计上必须做到产品传达正确信息，设计符合老年人行为和认知方式的产品，而不是设计师想当然的产品。 

3.3. 安全性原则 

受老年生理衰老的客观因素影响，老年人对于产品的安全性和质量要求十分严格。适老化产品的设

计必须充分考虑照顾老年人的使用安全，并清除所有潜在的安全隐患[7]。适老化产品的设计要简化使用

步骤和操作流程，要以老年人的认知模式为基础，尽量采用曲面造型和流畅自然的线条，避免棱角和尖

角元素的出现。材料方面采用自然、绿色、无污染的材料来以降低产品使用的安全问题。 

3.4. 情感化原则 

情感化设计是产品满足用户功能需求和对产品的外观造型设计的基础上，将情感化注入设计中，引

发用户情感上的共鸣，满足用户情感化需求。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不仅对产

品的实用功能有要求，而且更加希望产品能够与自身形成互动。情感化设计能够改善产品在这一方面的

性能，帮助用户深入把握产品内涵，从而提升用户对产品的使用体验[8]。 
在适老化产品设计的中，情感化设计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会产生一系列的心

理变化，如孤独、寂寞、焦虑等消极情绪，这要求在设计适老化产品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情感化的因素。

一些老年人退休后居家养老，社会交际面变小，子女在外工作，他们渴望与他人交流。这要求设计必须

以整体的视角和科学的组合方式，在使用过程中带给老年人良好的使用体验和情感互动，提升用户的情

感体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老年人更加重视内心情感和精神需求人们对产品的追求。因此具有

趣味性、情感化的适老化产品，可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让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享受到愉悦、积极、正

面的情感。 

4. 结语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产品设计要充分满足老年人的心理诉求。文章主要探究设计心理学在

适老化产品设计中的应用。首先分析了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设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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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阐述，总结适老化产品在设计心理学中的应用原则，并依次分析示能、意符、映射、反馈和概念模

型这些概念在适老化产品设计领域的应用。希望可以为老年人设计更加舒适便捷的产品，让老年人在使

用新产品时不再感到困惑为难，拥有自信感和使用的掌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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