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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感化产品设计是有目的、有意识地激发人们的某种情感，比较注重产品对人的心理影响，遵循情感至

上的原则。心理学对情感的定义为：“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应形式”，语音情感识别旨在设计创

造一种可以识别、数字化和应用人的情感，同时能够尽可能地反应真实人类情感的系统。本文将从语音

情绪识别国内外发展历史出发，关注语音识别对用户交互行为的影响，同时将对机器学习方法以及深度

学习方法进行简单介绍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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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otional product design is a purposeful and conscious inspiration to people’s emotions. I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roducts on people, and follows the principles of 
emotional supremacy. The definition of emotions in psychology is “a special reaction form of 
people to objective reality”, speech emotion recognition aims to design and create a system that 
can recognize, digitize and apply human emotions while reflecting real human emotions as much 
as possible.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voice emotional ident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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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voice recognition on user interaction 
behavior, and simply introduce and analyze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and deep learning me-
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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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产品的功能和性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卖点。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产品

与自身情感的连接，他们渴望与产品产生情感共鸣，寻找能够满足其情感需求的体验[1]。因此，情感化

产品设计成为了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情感化产品设计不仅仅关注产品的功能性，

更强调如何在产品中融入情感元素，以引发用户的情感共鸣和情感体验[2]。一个成功的情感化产品能够

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情感纽带，使其产生忠诚度和情感依赖，从而实现品牌的长期影响力和市场份额的

增长。本文将探讨情感化产品设计的重要性，深入分析情感化设计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案例，探讨如何通

过情感化产品设计创造积极的用户体验和情感连接[3]。同时，我们还将讨论情感化产品设计的挑战和策

略[4]，以及未来情感化产品设计可能的发展方向。通过本文的阐述，读者将能够更好地理解情感化产品

设计的核心概念，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这些概念来创造引人入胜的产品，与用户建立更深层次的情感关

系。 

2. 情感化设计在产品设计的重要性 

在当今充斥着各类相似产品的市场中，消费者不再仅仅追求产品的功能性能，更加关注产品是否能

够触动他们的情感。情感是人类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情感化产品设计能够将产品与消费者的情感

需求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情感化产品设计有助于建立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

纽带[4]。当消费者在使用产品时能够体验到愉悦、温馨或是其他积极的情感，他们更有可能与品牌产生

情感连接。这种情感连接不仅能够增加用户的忠诚度，还能够促使他们将自己的情感体验与他人分享，

从而为品牌口碑的扩散提供助力。情感化产品设计还能够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情感因素在购买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倾向于购买那些能够满足其情感需求的产品。一个精心设计的情感化产品能够

在消费者心中引发共鸣，使其更倾向于选择这款产品，而不仅仅是基于技术指标或价格[5]。 

3. 情感化产品设计发展现状 

许多知名品牌，如苹果、谷歌和迪士尼，都在产品中融入了情感元素。苹果公司以其简约优雅的设

计风格以及用户友好的界面，创造出了与用户之间深刻的情感连接[6]。谷歌的虚拟助手 Google Assistant
不仅能够回答问题，还能够理解用户的情感并作出相应回应，增强了用户与技术之间的情感互动[7]。 

在中国，情感化产品设计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巴巴等公司在其产品中融入情

感元素，创造出与用户情感互动的体验。例如，微信的表情包和语音消息，以及支付宝的红包等功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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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触发用户的情感共鸣[8]。中国智能硬件领域也在情感化产品设计方面积极探索。智能音箱、智能家

居设备等产品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和情感传递，使用户与产品之间建立更紧密的情感联系。此外，一些科

技公司还推出了情感识别技术，通过分析用户的语音和表情，判断其情感状态，为产品提供更加智能的

回应。 

4. 语音情感识别的重要性 

近年来，语音情感识别(Speech Emotional Recognition, SER)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语音情感识别是指从语音信号中分析和推断说话人的情感状态或情感体验的过程。这一任务的主要

目标是通过分析说话人的声音特征、语音特征、声调、语速等信息，将其情感状态分类或回归成一组情

感类别或情感维度。语音情感识别的目标是让计算机系统能够理解和感知说话人的情感状态，这对于许

多应用领域如自动客服、情感分析、用户体验评估等都具有重要价值[9]。 
语音情绪识别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对人的语音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从中提取出说话人的情绪状态，

进而实现情感交互和情感诊断等应用。首先情感是抽象的很难被区分出来，同时可能只存在于一段语音

中的某些部分[10]，SER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总结过往的发展过程中发现，深度学习的使用已经成为

研究 SER 的一个必要过程。语音情感识别的大致流程分为如下几个步骤数据采集和预处理、特征提取、

情感标签备注、建立情感识别模型、训练模型、模型评估以及优化及使用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peech emotion recognition flowchart 
图 1. 语音情感识别流程图 

4.1. 语音情感描述模型分类 

语音情感描述模型是一种人工智能模型或算法，旨在识别和描述人的语音中包含的情感状态。这些

模型可以将情感信息从语音中提取出来，并将其转化为可理解的文本或数字表示，主要可分为离散情感

模型与维度情感模型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screte-dimensional models compare differences 
表 1. 离散维度模型比较区别 

比较点 离散情感模型 维度情感模型 

情感类别数量 固定的离散类别、明确的情感状态 连续的数值、情感在不同维度上的程度或强度 

表达丰富性 粗略分类、缺少对情感细节的详细描述 更丰富的情感表达、可捕捉情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适用性 简单的情感分类任务 更深入的情感理解和情感描述 

优点 简单直观、易于理解 捕捉情感多样性和丰富性 

缺点 信息丢失、无法提供详细细节和描述 模型构建和训练较为复杂、计算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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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离散情感模型 
在对情感进行量化描述时，通常从离散情感模型和情感维度两个方面来进行情感的量化。离散情感

模型的优点是简单直接[11]，最早由 Paul Ekman 和 Wallace V. Friesen 在 1971 年的研究中提出了基本情

感的离散模型，适用于特定场景下对情感进行粗略分类，即将情感表达为预定义的有限个离散情感类别，

这些类别通常是人为设定的。这种模型通常使用监督学习算法来进行训练，通过给定标注好情感类别的

样本数据来学习情感分类模型，然而，离散情感模型也有一些局限性，它可能无法处理复杂的情感表达，

无法提供精细的情感描述，也不能捕捉情感的连续性。 

4.1.2. 维度情感模型 
维度情感是一种对情感进行连续性描述的方法，与离散情感模型不同，它将情感视为连续的多维空

间，而不是简单的离散类别。最早由两位心理学家 Russell 和 Mehrabian 在 1977 年提出。该模型将情感

分为两个主要维度：情感价值(valence)和情感唤起(arousal) [12]。在维度情感模型中，情感被描述为在多

个情感维度上的连续值，每个维度代表一种情感的程度或强度。通过将情感表示为在这些维度上的连续

值，维度情感模型可以提供更丰富、细粒度的情感表达，适用于更复杂的情感分析任务。这种模型对于

情感表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非常有帮助。在最近的研究中，深度学习技术(如使用循环神经网络)已经被广

泛应用于维度情感模型，以提高模型的性能和泛化能力，具体区别如表 1 所示。 

4.2. 语音情感识别方法 

语音情感识别是一个复杂的任务，由于情感的主观性和多样性，算法的准确性和泛化能力可能会收

到影响。因此，一般会使用大量的标注数据来训练和评估算法，并不断改进算法的性能。随着深度学习

和多模态方法的不断发展，语音情感识别算法将继续进步，为情感计算和人机交互领域带来更多可能性。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关于语音情感识别方法的研究一直以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为主，取得了很多的

成果，在早期，传统的语音情感识别算法主要依赖于手工设计的声学特征，如基频、能量、频谱特征等。

随着深度学习的兴起，特别是卷积神经网络(CNN)和循环神经网络(RNN)的引入，算法可以自动学习更高

级的特征表示，不再依赖于手工设计的特征。同时多模态情感识别成为研究热点，除了语音数据外，结

合视频、文本、面部表情、生理信号等多模态信息，可以提高情感识别的性能，并可以更全面的理解情

感表达。 

4.3. 语音情感特征提取 

语音情感识别的关键之一是语音信号的特征提取。在语音情感识别中，一般采用基于声学和语调特

征[13]的方法来提取情感信息。其中，语调特征是比较重要的一类特征，它主要反映了语音信号中的音调、

音高、音量等方面的信息。 
语调特征的提取主要包括基频、能量、时域声学特征和频域声学特征等。其中，基频是指声音的频

率，通常用于表达情感的高低、激动程度等信息。能量是指声音的能量大小，可以用于表达情感的强度、

焦虑程度等信息。时域声学特征是指语音信号在时间上的变化，通常包括零交叉率、过零率、短时能量

等。频域声学特征是指语音信号在频率上的变化，通常包括梅尔频率倒谱系数(MFCC)、线性预测编码(LPC)
等。 

4.3.1. 基于时域的特征 
基于时域的特征[14]是语音信号处理中的一类重要特征，用于描述语音信号在时间上的变化特性。其

中包括短时能量，反映了语音信号在短时间内的能量变化，过零率，用于估计语音信号的频率特性，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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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自相关函数和自相关系数，帮助检测语音信号的周期性特征，以及声道特性，反映了语音信号的共振

特性。 

4.3.2. 基于频域的特征 
语音情感处理中的频域的特征[15]可用于捕捉语音信号在频率上的变化特性。其中最常见的特征是梅

尔频谱系数(MFCC) [16]，它通过将语音信号转换到梅尔频率刻度上，并提取其倒谱系数，反映了语音信

号的音调、音色和共振等信息。 

4.3.3. 基于声学参数的特征 
基于声学参数的特征对于语音信号的情感表达和说话者识别等任务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不同情感

状态可能导致声带振动频率的变化，从而影响基频特征。不同说话者的声道长度和形状差异较大，因此

声道特征可以用于说话者识别。在语音情感识别中，基于声学参数的特征能够捕捉到语音信号中细微的

声音变化，帮助识别不同情感状态的特征。综合运用基于声学参数的特征和其他类型的特征，可以提高

语音识别和情感识别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5. 语音识别在情感化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产品的功能和性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卖点。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产品与自

身情感的连接，他们渴望与产品产生情感共鸣，寻找能够满足其情感需求的体验。而在这一需求背后，

情感化产品与语音识别技术的融合正成为引领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的重要趋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

速发展，语音识别技术逐渐成为与产品交互的重要方式之一。人们可以通过语音与产品进行沟通和操作，

这使得产品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工具，而更像是能够理解和回应用户情感的互动伙伴[17]。在这个背景下，

情感化产品设计不仅关注外观和功能，还需要通过语音识别技术传递情感，使产品与用户之间建立更加

深入的情感纽带。情感化产品设计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可以实现更加智能和个性化的交互体验。例如，一

款智能音箱不仅能够回答用户的问题，还能够根据用户的语调和情感状态调整回应，让用户感受到与产

品的情感互动。语音识别技术还可以在情感化产品设计中加入更丰富的情感元素。产品可以通过语音合

成技术模拟不同情感状态下的语调和语速，从而传达愉悦、温馨等情感。此外，产品可以根据用户的语

音情感，调整界面的颜色、声音效果等，创造出与用户情感匹配的交互体验。 
情感化产品与语音识别技术的融合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技术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语音识别技术

需要能够准确地理解用户的语音，包括语速、口音等变化，以确保情感传递的准确性。其次是隐私和安

全问题。情感化产品通过语音识别技术获取用户情感信息，需要保证用户数据的隐私和安全，避免泄露

和滥用。情感化产品与语音识别的结合为产品设计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挑战。通过智能化的语音交互，

产品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回应用户情感，创造出与用户更紧密的情感连接。然而，需要注意技术和隐私等

方面的问题，以确保用户体验的同时保护用户权益。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情感化产品与语音识别技

术的融合将会在未来持续演进，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和深入的情感体验。 

6. 结语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情感化产品设计将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分析用户情感，

根据其喜好和情感状态调整产品的展示和互动方式。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也能够创造更加身临其境

的情感体验。情感化产品设计已经成为品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在产品中融入情感元素，创造积

极的用户体验和情感连接，企业能够赢得消费者的心，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未来，情

感化产品设计将继续发展，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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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面，情感的主观性和多样性[18]使得构建普适性和准确性较高的情感识别模型成为挑战。数据

不平衡、模型的泛化能力以及多模态融合等问题也需要解决。另一方面，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

可以期待更加高效和准确的模型用于语音情感识别。通过引入注意力机制、迁移学习和自监督学习等方

法，进一步提升模型性能。其次，小样本学习和迁移学习的方法可以帮助解决数据稀缺的问题，使模型

在少量标注数据的情况下实现较好的情感识别效果。此外，跨语言和跨文化情感识别的研究[19]将提高模

型的普适性和泛化能力，为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情感识别提供更好的支持。虽然当前的语音情感识

别面临一些挑战，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可以期待更加准确、普适和可靠的情感识

别模型的出现。这将为智能客服、市场调研、心理健康辅助、教育和培训，以及虚拟现实和游戏等领域

带来更多应用和突破。通过克服当前的挑战并利用新的技术和方法，可以进一步提升语音情感识别的性

能和应用范围，为人们提供更加智能、个性化和情感化的服务和体验。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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