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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提高用户在现代家居环境中的使用体验，以场景为切入点对智能家电产品进行创新设计。方法：

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用户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日益呈现集成化、综合化的发

展趋势，场景化设计思维成为家电创新的主要设计思路。通过场景和服务设计相关理论的研究，讨论家

电场景化设计方法。结果：得出AIOT背景下家电的场景化设计方法。结论：该方法可为智能家电产品的

体验优化及创新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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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improve the users’ experiences in the modern home environment, smart home ap-
pliances are creatively designed with scen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Method: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technology of Internet of Things, 
users’ requirements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re increasingly showing an integrated and com-
prehensive development trend, and scenario-based design thinking has become the main design 
idea for home appliance innovat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scene and service design related theo-
ries, discuss the home appliance scenario-based design method. Results: To get the scenario-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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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thod of home applian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IOT. Conclusion: This method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xperience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ve design of smart home appl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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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5G 技术的应用，人类已经从以机械化为特征的工业时代，迈入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智

能化的万物智联时代。科技飞速发展推动人的需求、欲望和价值观变得日趋复杂和多样化。随着用户体

验需求的升级，智能家电产品在设计上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 过于强调单个产品的功能，忽略

场景体验。虽然智能家电单品的功能性越来越完整，但是用户已经不再仅仅关注产品直接的功能性，而

是开始转向人–机–环境的交互体验性。层出不穷的花样单品也犹如昙花一现，没有构成系统化服务，

终会被淘汰；2) 设计还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充分成熟，智能家电的发展还处于

“弱智能”发展阶段，大多数设计处于未落地的概念期，实践经验不足，导致用户体验较差，经常会出

现操作引导性差、流程繁琐、不符合用户行为特点、产品语意难以识别等问题；3) 人–机、机–机功能

分配不均。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电产品能够模拟人的思维提前做出决策，

在减轻用户劳动量的同时也会削减用户自主性。合理分配人机功能，始终保证用户是家庭生活的主人并

享有绝对控制权是新技术融合背景下设计师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文致力于探讨场景化设计思维在家电设

计中的应用和发展，从场景出发研究智能家电产品设计新方法。 

2. 智能物联技术在家电中融合的必要性分析 

2.1. 智能化技术及其在家电中的应用 

1) 智能化技术的定义和发展：智能化技术是实现产品智能化的技术支撑，是先进信息通信技术与先

进制造技术等的深度融合，它贯穿设计、生产、产品、服务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1]。早期的产品智

能主要应用在自动化领域，是通过预先设定好的程序带动机器运转来减少人力耗损，虽然极大地降低了

人们的工作强度并提高了企业的整体工作效率，但并没有真正解放人们的大脑。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

需求的提升，智能化技术朝着人工智能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区别在于自动化是按照人为设

计的程序输入进行设备运作，而人工智能则通过自主学习模拟人的思维过程及智能行为对设备进行操作，

这帮助人们节省了大量的脑力消耗。 
2) 智能化技术在家电领域的应用：伴随着“宅经济”崛起，人们对于居家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家电产品的智能化成为用户普遍关注的问题。智能家电原指采用了智能化技术如单片机等的家用电

器，现多以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来表达产品的高度智能化。与普通家电相比较，智能化家电具有拟人化、

智能化控制的特性，可以满足用户更广泛、更极致的需求，而不是基础的可用性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智能家电的品类及其智能化的应用形式都在不断丰富，这也给人们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带来了

新的改变[2]。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充分成熟，智能家电的发展还处于“弱智能”发展阶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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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设计处于未落地的概念期，实践经验不足，导致用户体验较差，经常会出现操作引导性差、流程繁

琐、不符合用户行为特点、产品语意难以识别等问题。舒适流畅的交互体验是智能家电建立市场核心竞

争力的关键破局点。 

2.2. 物联网技术及其对家电产品发展的影响 

1) 物联网定义和基本应用：物联网是物品信息互联网，它是在计算机互联网基础上，利用射频识别、

红外线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仪、无线数据通信等技术构造的一种实现全球物品信息实时共

享的网络[3]。实现随时随地进行人–物–环境之间的信息传输与反馈。目前在制造工厂提高效能、降本

增效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基于物联网的管理系统，通过各种终端传感器、即时通信技术以及物联网平

台技术对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数据采集，然后进行更深层面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并形成可视化报表呈现

给系统决策层进行分析和判断，帮助工厂实现精细化管理，推进传统工业生产提升到智能制造的阶段。 
2) 物联网技术在家电领域的应用：物联网技术在家电领域不断渗透，使得用户对于家电的需求由简

单的功能性需求转向体验性需求。首先人们印象里对于“家”的定义发生了转变。传统的对于家的理解

是能够遮风避雨的场所，主要功能是居住；进入万物智联时代以后，家不仅仅是实体的房子，而是通过

网络得到了无限的延展，虚拟的网络世界也成了“家”的一部分[4]。人们在家里可以接收到各种感兴趣

的网络数据推送，可以视频语音控制家电产品，可以通过网络数据进行网购并享受送货上门的服务。物

联网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家”的定义，从“居住”向“体验”升级，使得“家”朝着功能多元化、

体验个性化方向发展。其次，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因为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更加人性化

的居住方式和个性化居住体验改变了以往一成不变的居家生活。中国首个场景品牌海尔“三翼鸟”通过

深度挖掘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智慧厨房、智慧浴室、智慧阳台等全场景的个性化家居生活方式方案，

打造了全新的生活方式。 

2.3. 智能物联技术的融入在家电设计中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物联网的重要作用在于它可以帮助收集实时数据，组织或人员则可以通过数据库和实时更新的数据

信息做出更实际、更智能的决定；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模拟人的思维，对物联网技术搜集的

庞大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帮助人们做出更智慧的决策，解放人力。物联网技术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数据，

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精确捕捉用户需求奠定基础；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通过更智慧的人-机交互

手段和信息反馈方式为物联网设备打造多样化的应用场景。物联网设备的作用是收集数据并将其传输到

云端或存储空间，在这些空间中的人工智能充当了智能物联载体下的“大脑”，将模拟人的思维和行动

主动通过机器做出决策，以提升人机交互体验。 
比尔·盖茨曾经预言，未来配备智能家居系统的住宅会普遍流行，像现在的住宅能够随时上网一样

普及。他说的“智能家居系统”在当下可以理解为“智能物联网家居”，人工智能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相

互融合可以打造更为舒适的家居生活场景，让现代人享受智慧家居生活，见图 1。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et of Things 
图 1.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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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景化设计思维的发展和应用 

3.1. 场景及设计思维 

“场景”的概念最初是一个电影术语，专指有人的环境，与之相对的是“空镜头”，由此可见，“场

景”一词的中心是人。《产品经理 30 讲》的主讲人梁宁对场景的定义指出，“场”是指时间与空间的总

和，“景”是指情景与互动。当用户在特点空间特点时间里通过情景和互动触发情并产生具体的行为反

应，这就称之为场景。因此场景本质上是人在物理环境下产生的行为形成的综合情景[5]。场景是产品和

服务的集合。 
设计思维要求以人为本，是一个理解用户需求，提出假设，再基于新的认识和理解重新定义问题、

寻找更多解决方案并不断循环的过程。设计思维的宗旨是设计师必须深入了解用户需求并建立同理心，

从而发现问题并以用户为中心重新构建问题，通过头脑风暴给出多样的解放方案。因为 AIOT 所具有的

数据互联互通、网络化共生的特点，相较于独立存在的产品可以很方便地构造起一个系统。 

3.2. 场景化设计思维的定义及发展 

场景化设计思维是在传统设计思维的基础上引入了“场景”的理念，见图 2。场景化设计思维聚焦

的是用户真实场景下使用产品的任务流程和互动关系，通过优化场景人机触点体验及场景动线实现新场

景的搭建。旨在研究场景与人如何产生互动行为，即如何通过搭建特定的场景，建立用户与产品间的连

接，给予用户沉浸式地体验或激发用户特定的行为，最终完成用户需求转换到产品功能实现的自然过渡

[6]。在产品设计领域，“好的设计必须从用户使用产品的一天的过程中进行研究”的观念最早是由青蛙

设计公司提出来的，着眼于场景行为进行产品的创新设计。例如当家庭冰箱里的鸡蛋吃完时，大多数人

的选择是外出购买或线上购买，这是大部分用户的决策路径，也是传统服务下的思维模式。但是以用户

为中心的场景化设计思维要求最大限度地为用户链接场景提供便捷，例如智能冰箱的自动购买、无感支

付(借助物品的特征，绑定相关的支付工具，通过生物识别或者图像扫描等方式来识别完成支付的支付方

式)，使得用户能够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完成购买行为。 
 

 
Figure 2. Traditional design thinking and scenario-based design thinking 
图 2. 传统设计思维与场景化设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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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 AIOT 的场景化设计思维在家电设计中的应用 

4.1. AIOT 下产品场景的分类 

产品场景分为物理场景(该产品与周围环境的相关信息)、社交场景(该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的相关信

息)、用户场景(用户和用户、用户和产品之间的相关信息)、运行场景(产品本身运行状态下的相关信息) [7]。
例如，一台基于用户场景设计下的冰箱，应该能够及时向用户反馈箱体内食物的留存情况，特别是腐烂

变质的食物能够及时提醒用户处理。一台基于社交场景设计下的冰箱，应该能够与电饭煲、烤箱等家用

电器进行联动，结合各个电器的烹饪方式为用户推荐多样的美食食谱。 

4.2. 基于 AIOT 的场景化设计思维在家电设计中的应用 

以海尔“三翼鸟”智慧阳台为例，“智慧”体现在它能够根据用户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场景解决方案，

将阳台打造成健身会所、高级洗护室、咖啡花园、小型读书房等等，通过打造新场景融入用户的日常生

活中。 
“三翼鸟”智慧阳台在设计的初期便将智慧阳台场景进行了分类和拆解。首先是对产品物理场景进

行状态分析。如智慧阳台定位在健身场景上，构成阳台物理场景的核心元素便是跑步机，与跑步机所处

的环境的湿度和温度等元素是辅助元素。其中环境状态跟踪识别自然天气状态下的空气湿度和气压等状

况，为预先制定锻炼事项提供分析背景。所以当跑步机运动模式开启时，产品及系统会根据背后的数据

平台和设计师提前写入的用户模板信息进行分析，在不打扰到用户的情况下，自主将阳台场景搭建成适

宜跑步的标准状态。 
然后是进行用户意图理解分析，其表现现象为用户自身在生活中正在进行的事情或任务，通过用户

正在进行的行为动作判断用户在下一步即将可能发生的行为动机，得出当前动作可能要实现的任务目标，

由此判断出用户对产品功能可能产生的需求类型[8]。还是以“三翼鸟”健身场景为例，每个人健身的方

式和流程是不同的，所以海尔在整个场景的搭建中对产品的用户场景和社交场景进行了意图理解分析。

具体设计点是将阳台系统里其他的产品相互连接，并且将数据最终都传送到手机 App 端进行管控。如主

人公小明进入阳台先是语音控制音响播放动感音乐，然后智能设置跑步机运行状态，跑步结束后健身衣

物脱下放入智能洗衣机里进行洗护处理，最后离开阳台。期间音乐的播放能够根据用户以往的播放喜好

以及跑步机运动模式的时长和频率自行智能调整，整个过程中用户与产品交互的数据信息及产品和产品

之间的交互数据在技术的支持下更好地服务场景。 
最后是产品运行场景的信息反馈。一般情况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下的服务系统会通过自主判断完

成功能命令输出，当用户的需求突然发生转变，或者行为方式与以往习惯数据不符合时，此时服务系统

需要主动询问用户意见来完成任务流程，以此减少产品自主判断误差。比如当跑步机自身运行数据显示，

运动量已经大大超出以往，系统会主动提醒用户休息等等。 
以上都是针对“三翼鸟”健身阳台的场景化设计思维进行论述的。不同场景阳台，用户的行为和任

务流程及场景要素各有侧重，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在设计过程中能够更迅速地探测出人的需求，助力

阳台个性化设计方案输出。 

5. 基于 AIOT 的家电场景化设计方法 

5.1. 目标场景要素分析 

根据场景理论和服务设计的相关概念，可以将目标场景要素分为用户、产品、用户旅程和数据，见

图 3，现逐一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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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Elements of the target scenes 
图 3. 目标场景组成元素 

 
1) 用户：用户要素是目标场景存在的基础，是场景中其他元素的具体指向和最终归属[9]。区别于传

统产品设计过程中面向产品用户的特点，由于场景的流动性、多样性、系统性、复杂性的特点，设计师

的设计目的由最初的满足用户的共性需求发展到发掘用户的个性需求，用户个性化需求特点对于场景的

搭建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通过对用户的生活方式进行分类探讨，得到多样化的场景类型，给用户提供

更个性化场景选择。 
2) 任务流程：任务流程是目标场景的纽带，是链接用户元素和产品元素形成的具体情形与景象。一

个场景片段中，“场”指场景元素所处的空间和时间的综合，“景”指用户在使用具体产品或服务时的

心理活动和行为交互。一般需要观察用户的行动轨迹，根据目标场景中的事件序列构建用户旅程图讲述

场景故事。通过用户旅程图实时关注用户体验，从系统性的角度研究目标场景中的整体服务流程。在提

升场景片段中人–机接触点的交互体验的基础上，场景搭建者同时需要加强场景片段之间的衔接流畅度，

降低目标场景中的用户体验波动，以提升任务流程体验的流畅性。 
3) 产品：产品是目标场景的核心元件，是建立在用户元素基础上辅助用户完成任务的工具，随着科

技和社会的进步，它包含软件、硬件和服务。场景中的产品不是单个的孤立存在，是基于用户完成具体

任务流程下的所有设备和服务系统。结合服务设计的相关概念，产品元素一般通过用户旅程图确定。 
4) 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下的大数据，是人–物–境之间信息交流与反馈的重要支撑，辅助场

景中其他元素的设计表达。场景中的数据无处不在，用户在每一个交互的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储存云端

供智能设备提取、反馈、命令。如何能够将各个元素之间的数据进行整合、联通、共享，是实现场景智

能化的重要途径。需要借助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实现数据可视、可感、可听，提升场景体验度。 

5.2. 目标场景搭建 

1) 根据用户元素确定场景主题：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目标场景不能是单一的、标准化的、模式

化的，而是需要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为其提供多样化的场景选择方案，通过用户对于场景类型的喜好确

定场景主题。场景中用户元素的特征和状态不仅来自于自身的特点，还来自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因素，

如工作性质等等。对于设计师来说，需要通过观察、访谈、问卷的形式明确用户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进一步确定目标场景主题。例如企业主管老王经常下班后在客厅喝杯红酒看看电影来缓解一天的疲惫，

此时根据用户的生活方式习惯，针对该场景的主题应该以惬意、舒适为主，而不能是热闹、娱乐。 
2) 根据任务流程确定场景单元：用户的任务流程决定用户行为轨迹，行为轨迹背后的用户旅程图决

定了场景组成元件。一个场景中可能有多个任务流程，分为主线流程和次线流程，不同任务流程下的产

品元件及功能诉求各不相同。以小米家居为例，用户进门习惯性地会打开玄关灯，进入客厅打开客厅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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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拉上窗帘，走到沙发旁打开米家空气净化器，遥控米家扫地机器人清洁地面，坐下打开米家投影设备

选择喜爱的电影观看，享受下班休闲时光。该任务流城下的软硬件及系统服务便可称之为该目标场景下

的场景单元。用户进门到看电影的整个过程称为目标场景的主线流程，期间出现定夜宵外卖或者去厕所

方便的过程称之为次线流程。通过场景中的主线流程确定场景中的基础单元，次线流程补充丰富场景单

元。 
3) 根据产品元素优化场景单元：产品元素由“设备”和“服务”两个方面构成。“设备”是目标场

景中包括软硬件在内的产品载体，“服务”是指基于用户心理活动和行为习惯下的产品体验。利用“快

照”的方式来提取不同时间环境下分镜头分析用户–产品互动关系，分析用户不同场景切片下的心理需

求，设计师需要相应地提供多种功能服务与交互选择，辅助产品的修正和创新。同时借助服务设计故事

版和用户旅程图可以进一步可视化的表达产品交互流程和交互节点，帮助设计师提升每个触点的交互体

验，优化场景单元。 
4) 根据数据共享实现场景智能化：数据元素在目标场景中主要应用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打造“平

台”，表现为能够实现场景、供应商、用户的直接信息对接。这个过程中的数据信息不需要中介商参与，

用户可以直接将产品需求、场景体验等信息通过“平台”反馈给供应商，供应商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产品

和服务。另一方面是链接场景元素，实现场景内数据共享。例如做饭场景下冰箱元件能够根据内部所有

物智能推荐食谱，联动其他厨房电器运作，完成任务流程。对于设计师来说，需要将数据流以可视化的

方式展示给用户，引导用户智慧家居生活。 

6. 结语 

本文通过讨论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找到技术融合的必要性，接着对场景相关理论的

发展及其与设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场景化设计思维，之后研究了场景化设计思维在家电设计中的

应用并总结出 AIOT 下家电场景化设计方法，在以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验证方法的合理性并产出基于该

方法下的智能家居产品设备，提升家居生活的场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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