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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随着智能化家庭健康产品的普及应用，居家老人在使用过程中面临新的挑战，探寻老年人家庭生

活场景中的关键因素，优化老年人家庭健康产品的使用体验。方法：基于情境理论视角，提出用户情境、

任务情境、环境情境三种适老化智能家居情境类型，结合观察、访谈法对情境特征及需求进行分析与提

取，采用案例分析法探查国内外现有智能家居案例，分析不同维度下的情境因素如何在适老化设计中发

挥作用。结果：提出专注老人自身特征、优化有效交互引导、激发老年身份优势的设计策略。结论：从

情境视角下分析智能家居的设计形态，是提升适老化家庭健康产品“智能”的关键，为老年人智能家居

提供新的设计路径，从而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加自然、舒适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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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home health products, the elderly 
at home face new challenges in the use process, explore the key factors in the elderly family life 
scene, and optimize the use experience of elderly home health products. Method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ituation theory, three types of age-appropriate smart home situations were pro-
posed, namely user situation, task situation and environment situation. The situation characteris-
tics and requirements were analyzed and extracted by combining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me-
thods. The existing smart home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investigated by case analysis me-
thod, and how situational factor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played a role in age-appropriate design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design strategy of 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opti-
mizing effective interactive guidance and stimulat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elderly identity was 
proposed. Conclusion: Analyzing the design form of smart h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intelligence” of health products for aging families, and provides a new de-
sign path for smart home for the elderly, so that the elderly can enjoy a more natural and com-
fortable fam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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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不断加重，根据国家提出的“9073”养老格局，90%
的老人都在居家养老，老龄化人群居家健康问题在未来将会非常重要[1]。然而目前针对居家老人的健康

产品体系还不完善，老年人由于身体状况及生活、行为方式的独特性，对于智能家庭健康产品的使用也

是受多种条件的限制，面对老年人与智能家居之间巨大的数字鸿沟，如何平衡“智慧”的使用程度，实

现智能产品与老年人需求的亲和性匹配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情境也成为

智能家庭健康产品设计的新体验单位[2]。基于“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准则，本研究将情境理论应用到

了适老化产品开发中，强调对于居家老人生活环境、任务和行为特征等信息的分析，制定更加具有针对

性、灵活性、个性化以及多样性的适老化产品设计策略，最终实现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缓解家庭和社

会养老负担的目标，打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养老氛围。 

2. 情境化设计视角 

2.1. 情境理论研究 

1995 年，Bill Schilit [3]教授首次把“情境”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描述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

一系列的元素，如位置、物品、人员、以及相关的设施，而且它们还可以根据不断的变动而不断地进行

调整。国内胡飞[4]教授的《洞悉用户》一书则把“情境”作为一个更广泛的概括。情境在研究外界对人

的影响时非常重要，因此关于情境理论的研究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这些学者也针对情境理论提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33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林璐，孙文希 
 

 

DOI: 10.12677/design.2023.84337 2759 设计 
 

出了多种研究方法和应用领域。情境作为设计的视角在空间设计与影视设计领域中最早应用，近年来，

新型的设计理念如服务设计、体验设计等也开始涉及到情境这一概念，例如学者辛向阳[5]论证了生活方

式作为设计语境与对象的设计方法。Tideman [6]等学者提出情境在专用设计环境中的创新方法，将情境

与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通过用户与各种相应的情境互动，快速获取用户的需求与偏好，从而进行产品

的创新。张秀[7]基于事理学理论，构建出一个新的、完善的情境感受模型，用来指导和监测老年人的健

康状况，从而使他们拥有一个安全、智慧的家庭环境。 
情境类型是情境感知系统接收的最基本的数据信息，随着理论研究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分类方式。

Dey [8]提出了一种新的情境感知模型，它将情境感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的，它涉及到时间、地点、

设备等信息；另一类则是被动的，它涉及到用户的习惯、偏好以及知识水平等。Jacek Gwizdka [9]则提出

了一种更加细致的情境划分方式。家庭健康产品的内部情境通常是用户使用过程中的状态，这些信息很

难被感知，往往被忽略。相比之下，外部情境通常是用户使用环境的状态，并且通常以直观的方式呈现。

左自磊和窦金花通过对用户、任务、时间和环境 4 类情境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智能家居系统设计方

法，以改善老年人使用智能家居产品的体验。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提高用户的使用效率，而且还可以改善

他们的工作环境。 

2.2. 情境理论在适老化家庭健康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基于情境理论，可以深入了解用户的需求，从而为产品的未来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情境理论可以

帮助设计工作者在设计初期就发现用户的需求，并将这些信息融入到产品的设计中，以满足未来的应用

需求。情境视角下的适老化设计，主张在“用户–产品–环境”系统中去探索用户的使用体验与真实需

求。一方面，情境视角下的设计关注老人所处的实际环境，并强调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和理解具体情境下

的信息，这样可以预见并且满足用户的需求，从而提升家庭健康产品的智能性，打造出更优的用户体验。

另一方面，用户需求建立在一定情境条件之下，对情境因素收集越丰富，越能深度挖掘老年群体社会特

征，实现对于老年群体需求的认知重构，深入挖掘老年人在设计领域的优势，从而改变传统认知下设计

对老人外在机能的补偿，为老人提供辅助设备及精准服务来提升其能动性。总体来讲，情境视角下的设

计是通过将老年群体置于不同阶段的情境描述或分析中进而适应所处动态环境的一种方法，通过满足不

同情境下的用户需求，从而有效提升用户体验。 

3. 适老化家庭健康产品的相关研究 

3.1. 适老化家庭健康产品发展现状 

许多发达国家早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的社会，相应的家庭健康产品的产业也早已开始发展，至今已

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谈及家庭健康，首先必须了解家庭健康护理的定义。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欧洲

国际卫生组织于 1998 年提出的，并且一直受到广泛的重视和认可。它的目标是在社区和家庭中建立健康

护理体系，降低大型医疗机构的负担[10]。家庭健康产品的概念是对家庭健康护理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与引

用，指的是在家庭中使用的改善生活环境质量或是改善身心健康的设备。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风

行使得人们的健康生活观念得到提升，对家庭健康产品也提出了新的需求，更加智能化、多样化的产品

也应运而生。本研究将家庭健康产品主要分为医疗健康类、日常生活类、应急求助类和情感关怀类四种，

见图 1 所示。 
基于现有研究发现，家庭健康产品多从单一种类产品出发，通过整合多种类型的产品来形成场景化

的布局方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无论是满足身体健康需求的医疗和日常生活类产品，或是处理

环境健康问题的家居设备，预防性的理念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技术的进步，集监测、预防、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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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人文关怀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家庭健康产品将会成为新的趋势。 
 

 
Figure 1. Age-appropriate smart home health product classification 
图 1. 适老化智能家庭健康产品分类① 

3.2. 适老化家庭健康产品问题分析 

目前，老年智能家居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根据现有的文献和市场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健康产品在

外观设计及功能方面都有所创新及优化，产品种类丰富，能够为居家老人带来更多便捷、高效的智能服

务，提供健康、安全等保障。另一方面，智能家庭健康产品复杂的交互方式可能给长者造成困扰和不便，

不可避免地仍有一些痛点：(1) 产品定位模糊，功能分布繁琐；(2) 交互反馈较少，操作流程复杂；(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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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细分忽视，产品环境分离；(4) 情感导向缺失，人文关怀不足。 
结合以上市场中适老化家庭健康产品设计现状，为了使老年人更好的接受并融入到智能居家环境中，

用设计软性的一面来平衡技术硬性的一面，设计师首先需要洞察老人的认知与能力水平，以此决定合适

的产品形式，为老人带来便捷、高效的智能服务，通过使用智慧养老产品获取能力代偿；其次需要提供

恰当的交互方式为老人提供服务，进一步弥合老年人的“数字鸿沟”，保证老人对于智能产品的可控性

与接受度；最后，设计师可以从情境这一新的设计视角看待智能家庭健康产品设计，匹配老人的真实诉

求，帮助老年人获得额外的功能补偿，从而提升老年人的成就感与自信心，更加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

获取健康、舒适的晚年生活。 

4. 老年用户智能家居情境分析 

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与载体中，情境因素的类型对设计决策的重要程度不一，从而出现不同的分类方

式。基于之前学者的研究，本研究基于用户需求所处的环境变化将适老性家庭健康产品情境分为用户情

境、任务情境及环境情境三方面，见表 1 所示。 
 
Table 1. Types of smart home context for elderly users 
表 1. 老年用户智能家居情境类型 

情境分类 情境因素 相关解释 

用户情境 

基本信息 性别、年龄、职业、身高、体重等 

行为偏好 爱好、习惯等 

感官系统 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等 

身体机能 老年人运动及行走能力 

认知能力 记忆力、学习能力、判断推理能力、注意力等 

心理及情感特征 自卑感、怀旧感、焦虑感、依赖感等 

任务情境 

用户目标情境 用户的任务目标 

用户行为情境 

用户操作 用户对设备产生的具体操作 

用户动作 用户为完成目标产生的动作 

用户频次 用户为完成目标产生的行为频次 

环境情境 

时间 所处的时间点或所消耗的时间 

环境构成 家庭场景下空间的布局情况、设备位置等 

物理环境 声音、光照、气味、温度、湿度、光线等指标 

社会环境 社会互动、群体关系、风俗习惯等 

4.1. 用户情境分析 

用户情境涵盖了与用户特性相关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行为倾向、感官系统、身体机能、认知能

力、心理及情感特征等方面。本研究针对的是身体状况基本健康，有自理能力的居家老人。首先，老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官系统的衰退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对周围事物不敏感、对变化缺乏感知力。同时

身体运动机能的下降也是要特别关注的，老年人的肢体关节硬化，家中行动谨慎且缓慢。其次，老年人

认知思维的退化，主要体现在记忆力及判断推理能力的逐步减弱。此外，在心理与情感方面，由于老年

人的社会角色、生理机能、个人经历及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变化，也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容易产生的负

面影响有自卑感、孤独感、焦虑感、怀旧感与依赖感等。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无法正常使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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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将会增加老人原本不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因此，家庭健康产品需要为老人提供简单操作的使

用方式，同时重视对他们的精神支持和鼓励，更重要的是老年人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树立积极老龄观，

在产品使用中给老年人以自信。 

4.2. 任务情境分析 

任务情境是对用户完成当前任务所涉及的设备和服务的描述，以及用户的心理驱动。任务情境主要

由用户目标情境、用户行为情境两方面组成[11]。老年人在日常居家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健康相关的需求，

通过文献研究和观察、访谈等方法，分析提取老年了人居家健康需求，主要包括安全需求、健康需求、

社交及情感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等，具体的需求分类内容见图 2。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只有满足用户的基本生活环境安全需求，才能更好向身体及情感层面递进。 
 

 
Figure 2. Health needs classification of the elderly living at home 
图 2. 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健康需求分类② 

 
目标引导用户产生行为动作而完成设定任务，而需求是产生行为目标的动因。日本居住学研究先驱

吉阪隆正曾提出居家行为的“三生活”概念，基于居家生活内容性质和特征对居住行为进行了分类，将

休息、饮食、排泄、生殖等人的生存需求型行为纳入第一生活；将家务、生产、交换、消费等辅助第一

生活的行为纳入第二生活；将表现、创造、游戏、冥想等从体力、脑力上解放自己的精神享受型行为纳

入第三生活[12]。用户行为的研究非常重要，老年用户的日常生活行为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考虑到时间、

地点、事件和主题对行为活动的影响，本文以此为依据对老年人的居家行为进行分析，将其归纳三种类

型，具体内容见表 2。 
 
Table 2. Behavior types of elderly users  
表 2. 老年用户行为类型 

行为类型 解释 具体说明 

基本生活行为 满足老人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的活动 饮食、睡眠、行走、如厕、盥洗、沐浴、更衣、

起夜、运动、服药等 

家务行为 老人在家庭环境中会执行的与家务相关的活动 打扫卫生、整理收纳、洗衣晾晒、烹饪等 

休闲社交行为 满足老年人精神和情感需求的行为活动 
朋友探望、邻里往来、亲友探望、视频聊天、

按摩、看电视、阅读、手工、运动、休息、 
与人沟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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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环境情境分析 

环境情境主要由时间情境、物理环境及社会环境三部分组成。时间情境：老年人每天的活动比较有

规律性，根据老年人生活方式把时间分为早上、中午、下午和晚上四个时段[13]。物理环境：老年人的居

住环境，应根据老年人生活习惯和独有的人体尺度进行设计。物理环境包括温度、湿度、光线、空气质量

等。社会环境主要包括社会互动、群体关系、风俗习惯等。这些因素都是与老年人息息相关的环境情境。 
综上，用户、产品及环境三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情境视角下的产品设计中应以系统、全

面的眼光整合三者的交互关系，在设计过程中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深入挖掘老年人的优势，满足不同情境场

景下老人动态变化的需求，从而有效地设计，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利的生活方式。 

5. 情境视角下的适老化智能家庭健康产品设计策略创新 

5.1. 专注老人自身特征，实现健康自主生活 

“我们如何帮助老年人过一种更自主的生活？”如今，大多数老年人智能产品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

家庭和照顾者的需要，却忽视了用户，即老年人自己的需要。情境可以认为是用户在特定的外部环境状

况下进行某种行为活动是的信息聚合。家庭健康产品的用户情境化实践专注于用户自身特征，依托于用

户情境阶段细分，满足用户阶段性需求。AceAge 的产品 Karie 是一款智能药丸分配器，见图 3，以促进

老年人的药物依从性。Karie 有助于减少那些服用药物的人需要紧急护理或入院护理的人群，它非常适合

那些需要同时管理 3 种或更多药物的人。药物预先放在一个易于装载的盒中，患者的用药时间表也被存

储。Karie 在每次给药时提供音频和视觉提示，并提供视觉和音频警报，它也可以设置，当错过服用时间

和服用剂量时，自动通知家庭成员或护理人员。 
 

 
Figure 3. Intelligent pill dispenser: Karie 
图 3. 智能药丸分配器：Karie③ 

 
在家庭健康产品设计领域中，我们需要把老年人从被动接受产品的角色转变为主动享受产品使用的

过程，将产品带来的压力感转化为快乐感，这是提升老年人体验感的关键步骤[14]。Toaster 药盒，见图

4，这是 2020 年欧洲产品设计的获奖产品，它将一周的药物分成几天存放，当需要每天服用时就会弹出。

这款烤面包机药盒适用于所有人，但它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因为他们往往更健忘。这个好玩的药盒

旨在提醒人们按时服药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趣味性。i-Slipper 是专为独居老人及其偏远子女设计的国

内医疗保健系统，见图 5，它由智能拖鞋，充电板，蓝牙定位器和应用程序组成。该项目通过采用拖鞋

的形式来解决老年人对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的不情愿，以自然，非侵入性的方式融入他们的生活。通过

该应用程序，一方面帮助老人子女密切关注父母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是实时反映老人的日常生活。例

如，当拖鞋在卧室里没有检测到任何压力时，很可能老人正在睡觉。除了拖鞋的温馨形象外，i-Slipper
不仅用于医疗目的，而且还在老人和他们的远程孩子之间建立了家庭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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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mart kit: Toaster 
图 4. 智能药盒：Toaster④ 

 

 
Figure 5. Intelligent slippers 
图 5. 智能拖鞋：i-Slipper⑤ 

5.2. 优化有效交互引导，强化情感关怀体验 

在案例搜集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针对居家老人的设计停留在满足生存与健康的需求，较少触及老

人的情感需要。家庭健康产品设计过程中，在能够满足老人健康需要的基础上，应当考虑对他们的情感

与精神需要给予更多的帮助，在产品硬件和软件系统中延续老人已养成的操作习惯，极大的减少学习成

本，让他们更自主、更自得地生活。例如 Familia 一组智能对象，见图 6，自然的交互方式，旨在帮助老

年人摆脱依赖，重拾自信，重新获得尊严。第一个对象拥有一个杜鹃鸟的外形，它可以执行所有预期的

功能，并且可以弹出药物，以便老年人可以及时获取最佳治疗方案，避免因为疏忽而错失最佳治疗剂量。

第二个对象是一个充满诗意且实用的镜子，一方面是用作社交的应用程序，另一方面可作为自动更新的

相框来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增强老人在家的独立性。 
 

 
Figure 6. Series of intelligent products: Familia 
图 6. 系列智能产品：Familia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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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庭健康产品使用环境多变，对于老年用户人群，可选用多通道且与日常生活接近的信号，避

免大量信息输入增加老年人理解负担，加强动态环境体验。老人的感性心理特点包括“怀旧情绪”，通

过唤醒独居老人的回忆可以帮助他们进行情感的抒发。LILT 是一款个性化的老年用收音机，见图 7，它

专注于老年人最为在意的事物之一——回忆，通过旋转 LILT 的旋钮，老年人可以自由选择想要回忆的年

代。随后收音机会按照设定，播放记录中对应的内容，包括那个时代的歌曲、重大的生活事件等。更重

要的是，子女也可以提前在 LILT 中录制好音频，通过定时播放来给老人惊喜，创造更多属于当下的美好

回忆。老人退休后交往圈子缩小，容易产生离群后的空寂感，导致心情抑郁与行为退缩。集体参与性型

娱乐产品可以激发老年用户的联系感，并鼓励老年人彼此之间进行社交互动。TEPOS 是一个专为老人设

计的实体娱乐投影系统，旨在加强他们的社会联系，见图 8，这个产品结合了虚拟与实际环境，使年长

者能够方便地与亲友或邻里交流。这种方式不仅能让他们愉快地度过时光，还能参与一些活动，比如用

投影把游戏画面映射到他们选择的任何平面上，然后一起玩象棋等。 
 

 
Figure 7. Elderly radio: LILT 
图 7. 老年收音机：LILT⑦ 

 

 
Figure 8. Elderly entertainment projection system: TEPOS 
图 8. 老年人娱乐投影系统：TEPOS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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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激发老年身份优势，重塑自我实现价值 

随着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升级，老年智能产品不断发展和创新。在设计领域强化老年人的优势，发

挥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及知识技能，不仅能体现老人对个人价值的再实现，也能促进其社会参与。 
RendeverFit 是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健身平台，见图 9，利用 VR 技术，通过视觉、音频和体感信号

辅助，打造骑行、划桨、绘画等三大游戏模式，帮助老年人解决心理孤独、改善情绪、锻炼手脚协调性。

RendeverFit 充分利用老人的丰富经验和社交欲望，在不同的虚拟模式和场景中，老年人通过分享自身经

验实现与其他群体的社交建立，降低了焦虑与孤独感，更加自信与平等的重新融入世界。Social Oven 是

一套烹饪工具包，见图 10，面向常年独居的老年人，用于邻居间交换自制食物。邻居们可以通过购买或

者完成相同价值的任务来支付餐费，比如为老年人提供食品杂货，或者修理他们的住宅。它包含健康册

子、过敏原卡、食谱笔记本和菜单标志。Social Oven 聚焦老年群体较为擅长的烹饪领域，将老人置于熟

悉的情境中，利用其丰富的烹饪经验及充分的空余时间，实现“老有所为”，同时加强与社会其他群体

的交流，提高自身社会价值。 
 

 
Figure 9. Elderly fitness platform: RendeverFit 
图 9. 老年人健身平台：RendeverFit⑨ 

 

 
Figure 10. Cooking kit: Social Oven 
图 10. 烹饪工具包：Social Oven⑩ 

6. 结语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针对老年人的养老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为了更好地满

足老年人的居家养老需求，我们需要积极推动老龄市场的产业化进程，并且适应社会趋势开发出适老化

智能家庭健康产品。以往设计研究关注老人外在功能的补偿，而现在开始关注老人在设计领域中更加积

极的一面。从以上设计案例和实际项目中得出，情境理论视角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应用已见雏形，但普及

度较低，缺乏对情境理论的重视与验证。随着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及，设计理念及研究方法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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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从情境视角下分析适老化智能产品的设计形态，将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是提升适老化家庭健康

产品“智能”的关键。情境视角下的设计应转换思维，加强用户、任务、环境情境之间的关联性，将其

视为统一系统来分析研究，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更加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的产品设计与生活服务，

关注老人在设计中的优势及积极性，帮助老年人获得自我实现的情感需求，提升老人的成就感与自信心，

实现老人更加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积极健康养老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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