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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感交互理论的新中式家具设计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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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新中式家具设计中的情感交互层次及设计方法，为新中式家具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满足用户

的功能需求和情感需求，使新中式家具产品能为用户提供更愉悦和舒适的体验，提升家居环境的舒适度。方法：分析比较突

出的现有新中式家具产品的设计亮点，归纳并总结出新中式家具情感交互设计的方法。结论：通过结合情感设计和交互设计

的设计方法，使新中式家具既能满足用户情感和文化的需求，满足用户的心理期望，又能符合当代生活方式和习惯，促进使

用者、家具产品和家居环境的交互关系，提升用户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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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工业设计时代由理性时代转向感性时代，大量的设计

是种种能够引起诗意反应的物品[1]。家具作为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人们对家具的需求已经超过了基本的形式和功

能，转向更深层次的情感、审美和文化等精神。用户的情

感体验来自于产品、与产品的互动以及被勾起的回忆和情

感。借由与自己亲密接触的物品来表达自我、寻求认可，

这是用户选择家具的重要原因。

新中式家具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传承中国传统文

化，在满足人们的审美、情感和文化需求上，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将情感交互理论导入新中式家具设计的流程

中，能满足用户对产品的感性需求，促进用户与产品的情

感共鸣和互动交流。情感交互设计是一种设计师、家具和

使 用者之间进行情感对话的设计方式[2]，能够激发用户积

极的情感、让用户体验中式家具文化的魅力，使用户获得

认同感和追寻自我价值，获得更深层次的、更舒适的用户 

体验。

二、新中式家具设计中情感交互理论的导入

（一）新中式家具设计情感解析

随着国力强盛、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喜欢中国传统

文化，寻根溯源，蕴含着传统文化和当代创新精神的新中

式家具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当代生活理念是新中式家具设

计的动力，传统文化是新中式家具设计的核心源泉，二者

结合就是用户对新中式家具最根本的情感需求。设计师需

要把握新中式家具设计中的文化核心，结合情感交互理

论，设计出满足用户对传统文化的情感需求的新中式家具。

文化载于器具，传统文化作为新中式家具设计的根

本，对设计的影响深远。新中式家具设计中蕴含的传统文

化主要包含中国传统思想、传统艺术美学和传统材料工

艺。中式家具所体现出的中国传统思想以儒家的“中庸之

道”为主，中和中正、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造就了新

中式家具含蓄内敛、沉稳雍容、和谐共生的情感境界，通

过家具的形式呈现，展现古朴、深厚的东方文化；传统艺

术美学则更为丰富，雕塑、绘画、陶瓷等丰富、多元化的

文化艺术是新中式家具形式设计的源泉，对传统元素进行

直接运用、提炼概括和创新变革都是新中式家具设计运用

传统文化元素的方法；传统材料工艺是新中式家具设计的

重要元素，可以让用户感知到东方文化和审美的情感，因

为传统材料工艺也多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包括玉石、木

料等材料的选择。用户选择新中式家具，是看中产品能带

给用户的情感需求和文化共鸣，能满足用户对传统文化的

热情和审美情趣，这是用户对新中式家具的情感期望。所

以，如何确定用户对产品的情感需求，建立用户与产品之

间的情感联系，满足用户深层次的感官体验和情感体验，

是值得思考的。

将情感交互设计导入新中式家具就是为了满足用户对

家具产品和传统文化的情感需求，通过设计将中式传统文

化和美学展现于用户的欣赏和使用过程。新中式家具的情

感设计主要基于新中式的“新”和“ 中式”。“新”是指中

国当代文化和当代用户生活方式的革新，“ 中式”是指中国

传统文化意蕴的表现，但“新中式” 不仅仅是将传统元素

借鉴到现代的生活中，设计师需要思考现代的生活方式和

家居环境，使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理念和谐融合于产品，

在设计中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真正内涵，

在设计中融入更多的情感因素，从而呈现出令人愉悦、沉

浸的家具，使用户在初体验和持续体验中获得更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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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

（二）新中式家具情感交互设计价值分析

家具产品在设计中包含着设计者的情感和精神，在与

用户交互过程中被赋予了用户对生活的期望和情感，家具

产品联结着设计者和用户的情感沟通。所以，家具产品的

情感设计对设计者和用户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的家

具产品多是注重产品的物理属性，而忽略了用户对家具的

情感需求，存在千篇一律、过于单调乏味的问题[3]。新中式

家具包含着传统中式文化、当代生活理念和审美情趣等多

样精神，它们的表现形式都值得去探索，让新中式家具不

只是一种风格符号，而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是未来的生

活的引导。

将情感交互理论引导新中式家具设计中，不是局限于

产品的设计，而是要将家具、空间、活动、情感看作一个

整体进行设计。家具承载、映射着用户的情感，用户在空

间中与家具进行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先将情感及

理念融入家具中传递给用户，用户在与家具互动的过程中

获得情感体验。设计师在新中式家具设计的流程中运用情

感交互理论，深入研究用户对产品的情感需求，将新中式

家具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融合对当代生活的理解注入产

品中，呈现在用户与家具交互的过程中，丰富用户情感体

验，提升产品质量。

三、新中式家具情感设计层次与导向

需求是设计的动力，人们对产品的需求由基本的功能

需求逐渐增加到对产品的情感需求，从物质需求提升到精

神需求，所以设计由理性设计转变为感性设计。用户由家

具产品引发的情感，包含人与物交互过程中的所有情感体

验，这些都源自产品的情感设计。通过情感交互设计，设

计师将工艺技术、设计艺术与人文情感相结合，在新中式

家具设计中融入情感属性，更好地表现出新中式家具独特

的情感体验。

用户的情感体验来自对产品的多种体验，包含生理和

心理的体验，这种体验因人而异，并且具有时效性和复合

性。产品的情感体验与用户本身也息息相关。根据唐纳

德·诺曼的情感化理论，可以从本能、行为和反思三个层

面来解析新中式家具设计的情感产生来源和情感设计因素。

（一）本能层面

本能层面的情感体验主要是感官印象，是人与家具产

品交互时，本能地、直接地通过多通道感觉所体验到的情

感，这并不仅对应于“家具设计的外形”，还包括一切通过

感官刺激激发出的情感体验。在这个层次上所激发出来的

情感，是最直接的情感，尽管大部分都属于比较低级的情

感，但让普通用户最容易理解和接受、最直观和最明显的

就是这些情绪的刺激。在设计中，设计师从新中式家具的

尺度、造型、负空间、材料、工艺等来掌握设计，给用户

营造和谐、愉悦的直观感受，吸引用户的目光，与用户形

成情感共鸣。

（二）行为层面

行为层面的情感体验来自人们对物的使用中所感知和

体验到的情感体验，主要是产品的好用、易用给用户提供

积极的情感，让用户乐用。用户与产品的交互行为，是行

为层面的情感体验核心。家具产品的可用、易用是非常明

显的，在很多家具的形态中就体现出它的功能和用途，而

这种高效率使用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就是高效、轻松的愉

悦感。行为层面的情感是人与家具产品互动过程中所产生

的真实感，直接与家具互动的行为给用户舒适、放松的体

验感。新中式家具产品的行为层面的情感体验设计，不仅

仅要考虑到用户的基本需求，还可以在设计中增加趣味和

彩蛋，让用户眼前一亮，更好地参与到家居生活。

（三）反思层面

反思层面的情感体验是需要用户审美、回忆、情感和

文化参与的深层次体验。这个层次的情感体验最为复杂，

是家具给用户带来的长久的文化情感体验，融合了产品、

设计师和用户的内涵。新中式家具融合了对传统文化和当

代生活的理解，在产品中表达了其具有的时代和文化的意

义，激发用户的思考，给用户带来深层次的情感交互体

验。反思层面的情感让用户在选择新中式家具时，非常重

视家具表现出的文化和情感，甚至超过了产品的功能。

三个层面的情感是互相融合的，在设计中，设计师应

深入研究不同用户的情感需求，将其转化为设计导向。新

中式家具情感设计的设计导向，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新中式家具设计应该有目的地激发用户积极、

正面的情感，比如激情、亲密和承诺三种形式的情感，建

立良好的人与产品的情感关系。第二，新中式家具在设计

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中式文化内涵，满足用户对传

统文化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的需求。第三，新中式家具承

载着用户对于中式家具、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的理解和意

趣，也是用户自身情感的呈现和展示，使用户表达自我的

身份、个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使用户获得被认可的满

足心理。

四、新中式家具的情感交互设计方法

新中式家具设计的核心在于如何结合传承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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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式 ”理念和适合当代生活的“新 理念。”新中式家具

设计，包含了对家具的尺度、造型、负空间和行为方式等

方面的考量。将情感交互理论引入新中式家具设计中时应

充分运用造型、材质、色彩等设计元素呈现不同的情感属

性，满足不同用户的心理需求，给用户带来不同的审美、

文化体验。其次，用户与家具的交互行为也是设计的重

点。设计者对家具的使用行为进行设计时，需要考虑到使

用者的生活方式、习惯和心理，从而提升用户使用的体验

感，提升用户的情感体验。

（一）审美层面

外观造型是用户对家具的第一印象，充分利用形式美

和造型原理对家具的外观形态进行设计，使家具产品在形

体、尺度、色彩等方面和谐一致，达到令人视觉愉悦的效

果[4]。新中式家具的形象设计，不应止于符合风格，应该由

表及里，寓意于形，形意结合，既突出中式文化内在的魅

力，又符合当代生活的需求。

造型与尺度：产品的造型可以传递引起某种联想或心

理、情感效应的信息[5]。新中式家具的造型与尺度密不可

分，古代匠人为了尺度的和谐和造型的美感，创造了精美

的榫卯结构，这是新中式家具最独特的语义符号，是中国

传统文化和设计的集美之作。新中式家具受到传统文化的

影响，在外观上追求自然中和、精美简洁的感觉。新中式

家具设计通过造型和尺度的亲和力来表达情感，而对文化

的亲和力是最主要的情感元素。在设计中，设计者可以使

用能唤醒用户情感记忆和文化精神的形态元素，结合造型

原理，实现造型和尺度的和谐统一，满足用户审美情趣的

情感需求。上下的“大天地”碳纤维椅（见图 1）简化了明

式座椅，保留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靠背板。四腿与椅面的连

接节点细节设计精彩，整体造型，四腿八挓，稳健规矩，

方圆有度，空灵劲挺，具有明式座椅的形式美学基因，给

用户以传统的文化基因和现代的简洁的情感体验。

材料与工艺：材料是家具设计呈现的载体，材料与表

面处理工艺共同构成，由家具产品所呈现的材质和肌理，

对用户感官和情感体验的影响至关重要。家具的材质和肌

理不仅可以通过用户的视觉传递体验，还可以通过用户的

触觉、嗅觉、听觉等感官给用户带来不同的感官体验。其

中，视觉和触觉是最为重要的两种情感体验方式。用户通

过视觉感受材料品质和工艺效果，通过触觉感知材料的特

性，且在与家具交互过程中获得持续的使用体验和长久的

情感体验。对新中式家具而言，新的材料和工艺是新中式

家具创新的重要的方式。运用现代工艺和材料诠释传统文

化，新旧碰撞给新中式家具设计带来了无限可能。上下的

“大天地”碳纤维椅（见图 1）在明式座椅形态的基础上做

减法，但运用了新材料、新工艺的技术，对传统文化元素

进行诠释，更加突显了椅子的稳健劲挺，且不失轻巧，给

用户展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满足用户的自我

情感体验。

色彩：色彩的运用在设计中是呈现产品特性的重要方

式，能表达出家具的情感，提升家具的审美价值。色彩可

以给用户在对产品的第一印象就带来不同的、强烈的情感

体验，丰富家具产品的情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

式家具中，特定的色彩具有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尤其在

呈现特定的传统文化的时候。传统的中式家具受限于材

料，色彩并不丰富，而现代工艺与材料的发展使得新中式

家具的色彩选择与搭配可以呈现出更多的创意和文化的设

计。将文化内涵、现代生活理念与色彩结合，丰富用户的

情感体验。比如，周宸宸设计出的 Oriental系列的椅子（见

图 2） ，通过线条的提炼、色彩的重组，用简约之「形」，

展现东方之「态」，融汇了更多东方元素，想要创造出一套

独特的东方风格。工艺和材质的发展使得家具造型突破传

统，更加符合现代用户对时尚和个性化的情感需求。

图1 上下“大天地 ”系列碳纤维明式椅

图2 Oriental 系列

（二）交互层面

大部分的新中式家具功能都是简单明了的，用户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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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造型上就明白产品的使用方式。家具产品的使用方式单

一，给用户带来的交互情感体验也比较简单。当代生活的

理念和方式是新中式家具的创新设计源泉，结合传统材料

工艺和现代家具，设计出符合现代空间和行为的家具，既

满足了用户使用需求，也满足了文化精神需求和自我认同

感。在新中式家具设计中增加有趣好玩的互动方式，可以

提升用户的情感体验，丰富用户与家具的交互内容。交互

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双向互动的性[6]。用户在使用家具的过

程中获得乐趣，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

第一，物理操作交互。用户对家具产品的实物操作交

互，在普通的新中式家具中都可以实现，比如推拉、选

择、拆卸、拼装、组合、改造等行为。设计师可以通过设

计赋予这些交互行为一些趣味性，使用户在体验中获得愉

悦的情感体验。但设计师也可以基于古代文化，还原古代

生活方式，满足用户寻古、仿古的情感需求。其次，设计

师需要注意用户的行为以及与家具互动整个过程的行为交

互，打破一成不变的行为方式，融入体验与情感的互动。

平仄的“放慵”（见图3）兼具摇椅的使用方式和躺椅的人

体工程学曲线，结构则是中式的榫卯，材料是黑檀和手工

编藤，却体现出古代生活的惬意慵懒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意

趣，同时也适应了现代的空间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件独特

的新中式家具，以不同于古代的、新的生活方式，加上传

统材质和结构，满足使用者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我价

值的找寻，给用户愉悦、舒适的情感体验。

图3 “放慵”摇椅

第二，人机智能交互。随着工业4.0时代大背景的趋

势，家具产品开始尝试融入智能化、交互性设计。家具智

能化的发展符合以人为本、以用户为核心的设计原则。智

能化的技术为用户与家具的交互行为提供了更多可能，让

家具设计更好地兼顾功能和形式。相比于传统家具仅有的

物理操作，智能交互家具更注重用户与家具的交流，而在

新中式家具设计中加入人机智能交互设计，不仅能满足用

户的功能需求，还能增强用户对产品的情感体验。当家具

不只是单纯的功能性产品，而是作为可以交流、互动的综

合性产品时，用户体验感、幸福感会随之增强。

五、结语

科技高速发展，人们对情感的需求更加迫切，高技术

需要高情感的补充。新中式家具作为独特的蕴含着传统文

化内涵和当代生活理念的产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人们对家具的理性需求转变为感性需求。将情感交互理论

运用于新中式家具设计上，这是一个新中式家具设计的创

新尝试。以往新中式家具设计更关注于家具产品本身的创

新，对用户需求的研究更多在于人机工程学等方面的生理

性需求。但家具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功能性物质产品，还能

使人在接触和使用的过程中，产生丰富的联想[7-8]。因此，

设计师需要探究不同目标用户的情感需求和多样的生活方

式， 以此作为新中式家具设计的突破点，结合科技、艺术和

文化，设计出满足不同用户情感需求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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