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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研究用户偏好的语言学习机造型设计元素，设计出符合用户需求的语言学习机造型，从而给

予用户更高品质的学习体验。方法：首先对市面上已有的语言学习机造型图片进行收集筛选，将其外观

拆分成实验样图，然后拿筛选好的样图对被试者进行访谈，同时进行线上问卷调查，根据访谈及问卷的

结果绘制评价构造图。通过评价构造法发掘出学习机各部分的具体魅力特征，分析筛选整理出最具代表

性的用户偏好风格，从而精准地提取用户偏好的语言学习机的魅力因素。最后在设计中融入功能可视化

设计理念，并用调查得到的用户偏好作为参考依据进行语言学习机的造型设计。结论：通过对语言学习

机外形设计要素与用户喜好关系的研究，得出用户喜好的特定外形设计要素，创新设计了语言学习机的

外形造型，并验证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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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design elements of language learning machine styling preferred 
by users, to design a language learning machine styling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users, so as to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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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 a higher quality learning experience. Methods: Firstly, we collect and screen the existing 
language learning machine modeling pictures on the market, split their appearance into experi-
mental sample drawings, then interview the subjects with the screened sample drawings and 
conduct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draw evaluation construction 
diagram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hrough the evaluation con-
struction method, the specific charm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art of the learning machine are dis-
covered, an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user preference styles are analyzed and screened, so as to 
accurately extract the charm factors of the language learning machine preferred by users. Finally, 
we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functional visualization design into the design and use the user prefe-
rences obtained from the survey as a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shape design of the language learning 
machine. Conclus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ape design ele-
ments of language learning machines and user preferences, the specific shape design elements of 
user preferences are derived, the shape modeling of language learning machines is innovatively 
designed,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ethod is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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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研产业研究院《2021~2026 学机行业风险投资趋势及投融资策略指引报告》：2021 年~2026
年中国学习机市场将以年均 15%的增长率稳步增长，2025 年将达到 875 万台的规模[1]。由于受到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线教育进入常态化。教育智能硬件随之蓬勃发展。同时，据京东电脑数码相关消

费数据显示，学生平板和电子词典的成交额在 2022 年 8 月 17~31 日开学前两周分别同比上涨了 64%和

43%，而英语学习复读机的成交额更是同比上涨了 100%以上[2]。 
在当下，全球化浪潮持续推进，世界交流愈发频繁，语言学习者也随之不断增加。然而，作为国际

交流的重要工具，外语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对外语学习的口语需求将不断

提高，这反过来又推动了设备的发展，使外语学习成为一种辅助性的学习。本文通过感性工学中的评价

构造法作为理论支撑，对用户进行调研，得到给予感性意向的用户需求，提炼出语言学习机的设计要素

[3]。然后分析用户需求与设计要素之间的关联度，得到语言学习机设计要素的重要程度排序，对关键功

能进行可视化设计，从而提出一种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产品设计，以及用户的感性需求。 
语言学习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想要驱动学习者长期坚持语言学习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异域语言体

系，仅靠学习者自身的自律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4]。但无论是目前市场上的学习机还是手机 APP，都

很难与用户形成紧密联系，也缺乏吸引和激发沉浸在语言学习中学习者的有效机制。这导致了大多数用

户成为“孤独的求学者”，而“三分钟热度”也几乎成了语言学习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学习机的外观设

计不合理，也是影响用户使用学习机的兴趣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当前市面上的学习机大部分缺乏新意，

使用舒适感低。而这又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缺乏用户交互行为的物理反馈，随着人机交互界面的不断

普及，传统的物理按键被逐渐替代。不过从人体工学的角度来看，实体按键在使用方式上更能直观地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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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功能，同时也更加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特性[5]。目前市场上大部分语言学习机的外观都与手机或录音

笔等外形相似，这就使得“缺乏乐趣”“缺乏体验感”“负责使用方式”“缺乏互动行为的即时反馈”

几乎成为这类语言学习设备的通病[6]。二是功能可视化设置不合理，学习机的功能可视化设置是影响用

户使用体验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功能可视化设置不合理，例如功能按键布局混乱、颜色搭配不协调、

图标设计不清晰等，会给用户带来操作困难，降低用户对学习机的使用兴趣和满意度。因此，学习机的

功能可视化设置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设计原则，如简洁、美观、直观、易用等，以提高用户的学习效率

和愉悦感。因此，为了提高用户在使用语言学习机时的体验感，本研究结合科学有效的设计与评价方法

提出了一个实用的改良设计方法。本文第二节具体描述了本研究所涉及到的两个研究方法。第三节阐述

了研究的实施过程，寻找到满足用户偏好的设计改良方向。第四节呈现了改良后的设计方案的外观以及

具体设计原理。最后一节提供了结论。 

2. 研究方法 

2.1. 魅力工学于评价构造法 

魅力工学(Kansei Engineering)是一种应用心理学原理于产品设计的方法，旨在提升用户感知体验和满

意度。该方法关注用户对产品的情感、情绪和主观评价，并将这些因素纳入产品设计和开发过程中，设

计出符合用户审美的产品造型，以此吸引用户[7]。魅力工学最初由日本学者宇井伯寿提出，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研究人们对产品的感知和情感体验，并创立了魅力工学的概念。此后，该理论得到广泛应用

和发展，在产品设计领域成为重要方法之一。 
评价构造法(Evaluation Grid Method)是魅力工学中常用的一种评价方法。它用于识别和度量用户对产

品特征和属性的感知和评价，帮助设计者理解用户的需求和期望。评价构造法的主要目的是将用户的主

观评价分解成更具体的构造，以揭示用户对产品的认知结构。评价构造法的主要步骤包括收集事物的图

像或描述性文字作为被评价的对象，邀请专业用户对事物进行评价，并引导用户对比事物中的 A、B，以

指出其中更具吸引力的特征，并将评价内容划分为三个更抽象的等级[8]。魅力语义词汇(上位)，魅力特

征(中位)和具体魅力特征(下位)，并根据全部测评内容构造测评结构图。本研究应用该方法，以下列项目

作为语言学习机的设计指南，使设计人员更深入地了解用户对产品的感知和评价，以达到优化产品设计、

提高用户体验和满意度的目的。设计研究过程见图 1。 
 

 
Figure 1. Flow chart of design research 
图 1. 设计流程图 

2.2. 功能可视化 

理论上强调产品功能的可视性是环境的相互影响，物体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人的感知能力在

样本收集与筛选

用户访谈及问卷调研

整理评价内容 绘制评价构造图

提取元素进行设计

设计实践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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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期中所起的作用[9]。Donald A Norman 在他的《设计心理学 1——日常设计》一书中提到，当人与

产品产生互动时，用户需要了解产品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操作，这就是“可视性”。如果用户在面对新

兴产品时，能够恰当地运用示能、意符、约束、映射和反馈这五个基本的心理学概念来分析和迅速简化

可能遇到的困难，并得出有关操纵和功能的概念模型，那么就能实现以用户为核心的设计(UCD，简称 
UCD)。 

同时以上五种心理学概念构成了产品功能可视性的核心要素，它们相互关联并共同影响着用户与产

品之间的交互质量。如果设计师能够充分考虑这些要素，并将它们合理地应用到产品造型设计中，就可

以使产品功能更加清晰和直观，让用户更加容易和愉快地使用产品，从而实现以用户为核心的设计。 

3. 研究过程 

采用评价构造法提取用户偏好的造型特征之前，需要对样本进行采集和筛选，所以先组成一个样本

采集库，以淘宝、京东等几大主流购物网站为主要途径，对语言学习机的样本图片进行尽可能全面的采

集和汇总，再将采集到的样本图片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初步筛选。通过分组讨论筛选，排除相似度较

高、辨识度不高、过于个性化的语言学习机画面，最终选取了 49 幅样图作为本次实验的样图。同时，为

了避免样张产品的图片背景对被测试者的判断造成影响，应用图片处理软件 Photoshop CC 将样张图片背

景去除，统一设置为白色背景，大小设置为竖版 A4 (210 mm × 297 mm)。此外为避免产品的展示角度以

及色彩对被试者造成干扰，尽可能将样本图片中学习机的视觉角度调至一致并将图片进行取色处理，从

而提高实验结果的准确性，见图 2。此外，为了确保用户准确指明被产品所吸引的位置，便于用户描述，

在进行访谈前先对根据产品的造型及功能特征进行大致说明，见图 3。 
 

 
Figure 2. Representative product sample 
图 2. 代表性产品样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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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孔；2-关机键；3-音量键；4-功能键；5-显示屏；6 充电口 

Figure 3. Product styling characteristics breakdown 
图 3. 产品造型特征分解 

3.1. 研究实施 

评价构造法(Evaluation Grid Method)是为了捕捉个人对产品的认知观念，并通过列表的形式加以整

理，从而探讨如何在设计新产品时创造出其魅力特征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对 A、B 两个对象

的个别访谈，对其相似性或差异性进行明确的讨论，从而对目标对象的个别特征进行梳理[10]。通过评价

构造法，最终确定在产品造型设计过程中能够对应魅力语义词汇、魅力特征、具体魅力特征的产品造型

上、中、下三个项目。基于这些结果，设计师们可以通过深入了解产品形状对用户喜好的不同影响，并

设计出用户喜爱的产品形状，从而找到形状设计与用户喜好之间的联系。 

3.2. 确定被试者 

由于该实验主要围绕着语言学习机的外形进行设计，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适合语言学习者

的外形特点，将其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方面进行实验。线下组共邀请了 20 名被测试者，分为专家组和用

户组。其中 10 名被试者为产品设计专业的学生 7 名，产品设计专业教授 3 名，主要是希望利用其专业优

势，来充分提取具有吸引力的魅力因素，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筛选，凝练魅力因素。线上实验则为发放

线上问卷，共发放问卷 2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76 份。针对的是使用学习机的学生，包括附近的中小学

学生，主要目的是希望提取出具有吸引力的外形魅力特征，使获得的外形魅力特征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针对性更强，准确度更高。 
让每位被试在收集的样本图片中选取自己喜爱的图片，并对其进行访谈，询问吸引其的理由，记为

中位项目，并向上询问该因素带给其的感受，记为上位项目，向下询问吸引其的具体魅力特征，记为下

位项目。例如，询问某一款语言学习机时，吸引被试者的地方是按钮，则按钮将记为中位项目，并继续

询问被试者：“该款学习机的按钮比较吸引您，那么它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呢？”如果被试回答：

“给我的感受是比较舒适，易用。”那么将舒适，易用记为上位项目，然后进一步询问被试者“该款学

习机的按钮具体是什么特征吸引您呢？”如果被试回答：“因为这个学习机是凸起的，硅胶的，很明显。”

则将突出，硅胶记为下位项目。将访谈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统计每个上位、中位及下位项目被提及的

次数，绘制评价构造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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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Evaluation structure 
图 4. 评价构造图 

3.3. 研究结果 

从总体评价构造图可以看出，精致被提及 95 次、圆润被提及 98 次、大气被提及 89 次、简约被提及

103 次、怀旧被提及 95 次，是偏好风格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用户的心理偏好与其文化背景、审美观念

以及日常习俗等有着密切关系。比如精致，在使用语言学习机进行语言学习时，用户倾向于精致，圆润，

简单这样心理感受的产品。同时在下位项目的具体形态魅力特征中，物理按键，滚轮式音量键及滑扣式

开关被提及的次数也都比其他特征多。可以看出用户在使用学习机时更希望产品有一些明显的功能性物

理按键，而非纯触屏式交互按键。因此根据评价构造图，为设计满足消费者心理偏好的语言学习机提供

有力参考，具体上位项目对应的下位项目(具体魅力特征)对比图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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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ower specific charismatic traits corresponding to upper item charismatic factors 
表 1. 上位项目魅力因素所对应的下位具体魅力特征 

上位项目 下位项目(具体魅力特征) 

怀旧 
简单 
圆润 
精致 
大气 

物理按键 
 
 

物理按键 
 

 
方倒圆 
方倒圆 

 
方倒圆 

滚轮式音量键 
滚轮式音量键 

 
 
 

 
大屏显示 

 
大屏显示 
大屏显示 

塑料加金属点缀边框 
 
 

塑料加金属点缀边框 
塑料加金属点缀边框 

4. 设计实践与验证 

4.1. 模型制作 

针对研究得到的用户偏好因素进行产品外观设计，并通过制作等比模型来推敲不同手型的用户在使

用过程中产品的各部位比例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使用过程是否舒适。首先，根据数据分析结果，确定

模型的整体尺寸和形状，以及各部位的大小和位置。使用合适的材料和工具，按照比例尺进行切割，制

作出模型的主体结构。其次，对模型进行细节处理，如添加装饰、打磨等，使模型更加接近实际状态(见
图 5)。最后，邀请目标用户参与模型的使用测试，观察并记录用户使用模型的过程和反馈，评估模型的

优缺点和改进空间。根据测试结果，对模型进行调整和完善，直到达到预期的效果。 
 

 
Figure 5. Model making 
图 5. 草模制作 

4.2. 设计验证 

基于以上实验分析结果，设计了一款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语言学习机，并对设计结果进行了详细

的验证和评估。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评价构造图中下位具体魅力元素以及功能可视化原则，以用户

的需求和喜好为出发点，同时结合语言学习的特点和规律，重点从外观，交互方式两个方面确定设计要

点。 
在外形设计方面，采用方形外壳和屏幕作为基础，并使其与手机大小相似，便于手握并适合各个年

龄段的使用者。在产品配色方面，选择了简洁大方的白色作为主色调，并在边缘部分加入了一些金属的

装饰线条，有效提升了产品的品质感，并增加了产品的美观性和个性化，满足了用户对产品精致的情感

需求。将按钮放置在学习机顶部，并运用方形硅胶材质来表现功能键的外观，方便单手握持进行无障碍

操作，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显示屏被设计成竖屏形态，开机键和音量键则镶嵌在学习机的侧面以方

便用户操作。 
在交互设计方面，根据评价构造图中的下位项目具体魅力特征结合功能可视化设计原则，将产品外

观上的功能按键外置并明显化设计成高低倾斜式，同时更符合使用者的习惯和人体工程学原理，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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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借鉴复读机的滚轮式音量调节方式，使学习机在符合整体现代设计感的同时保留了一种独特的怀旧

感。针对握把部分，结合使用者的握持方式以及人体工程学等因素进行精心设计，使之在使用时更加符

合人体工程学的要求，在舒适度上也有一定的提升，在使用过程中，使用过程中会对握把的握持和握把

的握持效果有一定的改善。此外，在产品顶部设置接收语音的装置以最大限度地接收到用户口语跟读声

音，极大减少了机器与用户之间的交互障碍，给用户提供及时的物理反馈。 
 

 
Figure 6. Language learning machine design plan and detail drawing 
图 6. 语言学习机设计方案及细节图 

5. 结语 

产品造型作为吸引用户视觉注意的外在表现形式，易于被大脑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用户对该

款产品的第一视觉印象，因此建立用户感官意象和造型特征之间的映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设计出符合

用户偏好的产品造型，是提升产品自身吸引力和用户感官体验的有效途径[7]。而功能可视化从五种基本

心理学概念——示能、意符、约束、映射和反馈介入设计的过程，为如何设计出符合用户偏好，如何设

计出更适合用户使用的语言学习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通过进一步分析不同感性意象词汇与语

言学习机魅力形态特征之间的映射关系，并建立不同感性意象词汇下用户偏好与魅力形态特征之间的映

射数据库，从而帮助设计师在语言学习机过程中，可以根据用户不同感性意象需求，设计出符合用户偏

好的产品，以此提升用户的体验感，进而增加用户的使用黏性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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