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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感性工学的食用陶瓷包装容器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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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感性工学和卡诺模型的概念完善食品用陶瓷包装

容器产品的设计!以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通过采用抽样

法"案例分析法和问卷法获得了影响食用陶瓷包装容器产品

消费者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包括外观因素和性能因素#外观

因素在产品设计开发中变得更为优先!要努力寻找与感性关

联的词汇和设计元素之间应包含的外观因素$陶瓷产品综合

形式!应与功能相辅相成!灵活融合#研究结果表明%陶瓷包

装容器产品应具有抛物线形设计元素!人工平面装饰"釉面"

肌理和块状(封闭色彩等#

关键词!感性工学$陶瓷$包装容器$产品设计$卡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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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增长(

世界市场正在向着高速全球化变化)因此(产品的寿命周期

比以前更短,

'

-

(由此可采取产品设计来应对日益尖锐的竞

争)外观作为被消费者俘获的第一印象是提升产品吸引力

的重要因素)

感性工学已成功地广泛用于各行业开发产品(是基于该

方法的能力(为某一产品捕捉客户的印象(并将其翻译成更

详细的产品规范,

%

-

)此外(假设对用户的情感影响是不同产

品性能组成的结果)其中应用在分析哪些消费者感知方式

的不同对象在感性工学的卡诺模式!情感属性或感性的词

汇#影响产品的购买决策,

?S@

-

)研究,

>S(

-表明(感知的属性

或品质反过来影响情感化设计或感性反应)

这项研究在笔者作为设计总监的湖南某瓷业有限公司

打样开发中心进行(其产品主要由陶瓷工艺礼品和包装容器

产品组成(该项研究主要分析消费者对陶瓷包装容器产品特

别是产品设计的期望)

'

!

基于感性工学的产品设计流程
感性的原意是主体对于外界刺激产生的多种反应(涵括

人的认知及其所有五官感觉(是人在活动行为当中必然面对

的(是时刻作用于人的,

+

-

)就生理测量而言(即通过神经反

射和脑波技术(测量消费者对外界刺激产生的感觉量,

,

-

)

感性工学(源自日语%789

:

&!

J/5640

#'''情绪*情感

工程(旨在通过翻译客户的心理感受和需求(作为产品设计

领域或产品和服务的改进发展依据!即参数#

,

*

-

)即感性工

学是以消费者的感性为研究对象(对消费者的意向和感受进

行专门分析和研究(使其成为产品设计要素(并充分应用到

新产品的开发和设计当中,

'&

-

)由此可见(感性工学是感性

!艺术#与理性!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

世纪
+&

年代

>''



初(日本广岛大学教授夫长町三生!

0̀86D;B/

=

/./230

#提出

这一概念%一种以消费者定位为导向的产品开发技术(一种

将消费者的感受和意向转化为设计要素的翻译技术&

,

''

-

)

这概念综合与交叉涉及了艺术科学+心理学+基础医学+残疾

研究+运动生理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

'%

-

)

当今市场上的产品设计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产品

生命周期的缩短(开发成本逐渐增加(产品包含更多的功能(

必须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如用户友好性+可制造性

和环保生态性等)感性工学的参数联系顾客的情感反应!包

括生理的和心理的#与产品或服务的性质和特点)因此(产

品可以通过设计来产生预期的感觉(现在日韩公司中被广泛

应用)顾客根据品牌形象+声誉+设计+印象等主观条件购买

产品)这种主观特性需要一种可靠的产品开发系统"预测市

场上产品接收情况的系统)这种需求引发了研究人员对顾

客主观+隐性需求转化为具体产品的研究)感性工学在亚洲

的日本和韩国最为领先)在欧洲(则是称为%情感设计&或

%情感工程&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如图
'

所示)

图
'

!

基于感性工学的产品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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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想要使用在生理层面上设计有用的产品(在

心理层面上有用(在主观情感层面上有吸引力,

'?

-

)感性工

程是研究顾客和产品在第
?

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关注产品

的物理特性与其对用户的情感影响之间的关系)有可能获

得有关如何设计更吸引人的产品和使客户满意的知识)感

性工学!或情感的工程方法#是一种人体工程学的主要领域

!人机工程#

,

'@

-

)

%

!

基于感性工学的陶瓷食用包装容器产品
设计方法

!!

本文通过感性工学观念(捕捉客户对陶瓷食用包装容器

产品的印象与感觉(开发陶瓷食用包装容器产品的设计概念

和设计要素)从所获得的成果分析(这项研究的重点是用陶

瓷食用包装容器产品设计工程
*

类分类,

'>S'(

-

)这种方法打

破了有针对性的产品概念(进入一个更详细的概念(同时把

它扩展到几个层次(它将被解释为物理方面)

%:'

!

案例

该研究是在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进行(通过随机调查

的方式(在公共场所开展)包括男女性别+不同的经济水平

和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向被调查者分发问卷并收集数据)共

有
@&

人参与了此次调查)问卷内容包含个人资料和他们对

每一个陶瓷包装容器产品设计视觉样本的反应)

%:%

!

刺激

用于野外研究的刺激集由
@&

幅陶瓷包装容器产品组成

!图
%

#(每个刺激的材料+形状+颜色+大小+装饰+纹理和完

整性不同)

图
%

!

用于刺激的陶瓷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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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

通过社交网+

]]

+微信和其他自媒体进行问卷调查(调

查感性词汇与研究对象功能性的相关程度)问卷包含用户

对陶瓷包装容器产品情感反应的
%&

个感性词汇)获得这
%&

个词汇的第一步是通过因特网+报纸和期刊等不同的来源收

集大量形容词(尽可能达到完整的语义描述(用以表达人们

对产品的印象)本研究的问卷提供了在语义差异的词汇

!

$R

#与
>

点规模上对产品完整的评价(这是由长町三生提出

的促进评价(用于确定影响消费者偏好因素的量表见表
'

)

表
'

!

用
>

点语义差异的词汇#

$R

$规模偏好的消费规模

M/714'

!

!;56D.4<$2/14;HZ<4H4<4524D605

=

>)

F

;058

$R62/14

分值 信息

>

如果产品在规模上与右侧的感性词汇密切

@

如果产品在规模上与右侧的感性词联系松散

?

如果产品是中性的(在规模上与右+左侧的感性词汇都有关

%

如果产品在规模上与左侧的感性词联系松散

'

如果产品在规模上与左侧的感性词密切相关

!!

!

'

#可行性测试问卷"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实现问

卷可行性的使用信度和效度检验)

!

%

#统计分析"采用
$Z$$'*:&

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

因子分析和联合分析)因子分析通过降维的方式(可在许多

变量中找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降低感性词汇的数

量)联合分析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充分考虑消费者对不同属

性偏好冲突后所做出的一种折中(通过折中更加真实地反映

了消费者对不同属性间的偏好程度,

'+

-

(用来确定设计元素

的词汇与感性词语之间的组合关系)

!

?

#修正卡诺模型中的映射结果统计"获得统计信息

后(输入到修改后的卡诺矩阵中(并将其映射为
?

个类别的

顾客满意度)

(''

包装与设计
!

%&',

年第
+

期



?

!

结果
感性工学的

"

型是用来确定产品设计元素的消费者偏

好)在感性词汇的收集中得到
%'

个词汇(由
%&

个形容词和

功能的产品作为第一全球的感性词汇组成(分为功能+装饰+

动感+艺术个性和喜恶感
>

类(其中功能感性词汇
%

个(装饰

感性词汇
(

个(动感感性词汇
%

个(艺术个性感性词汇
@

个(

喜恶感感性词汇
(

个)具体如下"

功能"安全+健康的(舒适的$动感"稳定的(动态的$装

饰"图案的(和谐(美学的(简单的(整洁的(多样化$艺术个

性"创新(独特的(限量版的(现代的+当代的$喜恶感"有抱负

的+鼓舞人心的(美观+好+艺术的(昂贵的(吸引力的(强有力

的(令人着迷的)

表
%

显示"从获得的感性词汇进行相关词搜索形成双极

对冲含义)根据期刊和互联网的观察(有
@&

个样本规格的

多样产品)采集样品可分为
>

大类和
%%

项)刺激的最小数

目的计算公式见式!

'

#)

2a

!

'S5

#

k'

( !

'

#

式中"

2

'''最小刺激数(个$

'

'''项目(项$

5

'''类别(类)

经计算(

2a',

)

外观形态项目类别分类见表
?

)

根据计算(刺激的样本总数是
',

个)因此(可以得出结

论(在本研究中使用的样本有足够最低的金额(在因子分析

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

!!

!

'

#因子
'

!外观陶瓷#包括"感性
?

!图案的#+感性
@

!有

趣的#+感性
>

!美的#+感性
(

!创新的#+感性
+

!和谐的#+感性

,

!独特的#+感性
*

!完整的#+感性
'&

!耀眼的#+

''

!审美的#

和感性
'%

!理想和励志的#)

表
%

!

>

点语义差异规模#

$R

$的感性词汇

M/714%

!

>)Z;058$R$2/14;He/5640G;<96

负极
' % ? @ >

正极

实惠+便宜的 昂贵的

仿古+古典的 现代+当代的

平时+素的 图案的

沉闷的 吸引力的

丑陋的 漂亮的

无创新的 创造+创意的

不和谐的 和谐的

包容的 排外的

复杂的 简单的

不吸引人的 吸引力+耀眼的

没有美学的 美学的

不鼓舞人心的 鼓舞人心的

凌乱的 整洁的

死板的 动态的

常见的 限量版

表
?

!

外观形态项目类别分类

M/714?

!

T;<.05

=

!1/660H02/80;5;H084.6/592/84

=

;<

I

项目 类别 符号

'

形状

'

直线
b''

%

弯圆
b'%

?

抛物
b'?

@

椭圆
b'@

>

链
b'>

(

螺旋
b'(

+ $

曲线
b'+

%

装修

'

平原!彩色釉面#

b%'

%

二维!纹样+绘画#

b%%

?

三维!浮雕#

b%?

?

颜色

' '

色
b?'

%

多色
b?%

?

封闭*纯色
b??

@

色阶
b?@

@

机理

'

釉
b@'

%

无*哑光的
b@%

?

多孔的
b@?

>

形态的探索

'

景观
b>'

%

植物
b>%

?

动物
b>?

@

几何
b>@

>

人工
b>>

!!

!

%

#因子
%

!功能能陶瓷#包括"感性
'?

!整洁的#+感性

'@

!动态的#+感性
'(

!牢固的#+感性
'+

!舒适的#+感性
',

!稳

定的#+感性
'*

!安全和健康的#和感性
%&

!品种+独特的#)

表
@

是一个输出组件转换矩阵(可以看出这两个因素
'

!组件#和因子
%

与
&:+,*

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因子
'

和

因子
%

能够概括
'(

个独立的变量)

表
@

!

输出分量变换矩阵

M/714@

!

OD8

F

D82;.

F

;54588</56H;<./80;5./8<0X

组件
' %

' &:+,* &:(&>

% S&:(&> &:+,*

!!

西班牙学者卡门2利纳雷斯和阿尔瓦罗2佩奇修正卡

诺模型,

',

-

(评价消费者偏好对陶瓷包装容器产品的购买决

策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过使用价值因素来识别消费

者何时考虑它(要提高!正值#或排除!否定#的属性)这项研

究使用同一个模型来识别属性)分析性能和开发外观因素

感性词汇(然后利用问卷调查所得的值进行因子相关分析)

两类!肯定和否定#答案(通过
$Z$$'*

授权码(可以看到生成

输出的摘要)表
>

显示因子
'

!外观#具有正值(这意味着外

观因素是与购买*设计相关)意义!

Z

值#小于
&:&>

(表明结

果是显著的或有
'

+

%

个小的错误率(此数据结果可以使用)

+''

第
?@

卷第
+

期 张玉山"基于感性工学的食用陶瓷包装容器产品设计
!



相反(因子
%

!表现#与正回答之间的相关性很低(与否定回答

无关)价值判断的意义!

Z

值#表明(结果并不显著(因此数

据无法使用)通过使用卡诺图"用正数据和负回答作为轴

心(可以用来描述和映射客户满意度)

联合分析用来确定感性意象与设计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前一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各个设计元素之间的关系(

感性词汇见表
(

)陶瓷设计优选为抛物线形底座)探索平

面装饰+肌理+釉装饰(以及块的颜色)基于重演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有
'*P

的受访者选择茶叶作为馈赠礼物(因此首选

的陶瓷包装容器产品是茶叶罐)

表
>

!

因子
'

和因子
%

之间的相关性综述

M/714>

!

$D../<

I

;H2;<<41/80;5748G445H/28;<'/59H/28;<

因子
肯定答案

系数
Z

值系数
$

否定答案

系数
Z

值系数
$

' &:%+, &:&&& %(& &:%(? &:&&, *+

% &:'%> &:&+, %&? S&:&'' &:*?& +,

表
(

!

食用陶瓷包装容器产品设计概要

M/714(

!

$D../<

I

;H-90714!4</.02Z/2J/

=

05

=

!;58/054<6Z<;9D286R460

=

5

代码 感性词汇 外观 装饰 色彩 机理 题材探索

'&?

图案 抛物线 二维 色块 施釉 几何形

'&@

吸引人的 抛物线 二维 色阶 施釉 动物

'&>

好+漂亮的 抛物线 三维 多色 施釉 动物

'&(

创意+创新的 直线型 三维 色块 施釉 几何形

'&+

和谐 抛物线 三维 色块 施釉 人工的

'&,

独特的 链线
!

素面 色块 施釉 人工的

''&

令人心动的 抛物线 三维 色块 施釉 人工的

'''

美学的 链线
!

三维 色块 施釉 动物+人工的

''%

理想+鼓舞人心的 抛物线 三维 色块 施釉 几何形

@

!

功能效应与形式美感
食用陶瓷包装容器产品(功能为本(但由具体材质+形

态+结构+工艺+装饰+釉色和肌理等产品形式(应与功能相辅

相成(灵活融合)除基本功能外(食用陶瓷包装容器产品还

包括卫生+安全+舒适+健康+环保等延伸功能)陶瓷产品的

使用功能(是基于人的生理需求(随人的视觉+触觉和应用而

产生的功效)与这种生理和心理功效相辅相成的是%人体工

程学&

,

'*

-

)人体工程学也被称为舒适设计(功能设计和系统

的实际演示,

%&

-

(是设计产品+系统或过程以恰当地考虑它们

和使用它们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实践)

设计不论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的还是为了满足使用

者的特殊需求(都不能试图将人
S

物
S

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割裂(而要对会影响设计的要素进行逐一试验排查(并将最

终研究结果统一起来分析(找出能优化创新的点(从而为最

终设计提供可行的指导方法)人体工程学是研究运用人的

智力和体力的学问(它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

%'

-

)这里就

相关的几个主要环节'''人的生理条件+人的精神因素+产

品的使用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稍加展开)日常生

活中陶瓷包装容器产品无处不在(日用陶瓷茶壶+茶叶罐+水

罐+酒瓶+榨菜坛+零食罐等器皿(在其被应用过程中都会以

不同的方式与手发生关系)如茶壶使用时(有不同的端拿方

式!见图
?

#"端把式+提梁式+横把式+掌抓式等形态产品)

盖钮!图
@

#包含"球形钮+桥梁钮+瓜蒂钮+树桩钮+肖形钮及

异形钮等等$如图
>

按照盖与体的结合方式分
?

种"压盖式+

截盖式和嵌盖式)壶流可分为$一弯流+二弯流+三弯流+直

流和鸭嘴流)

!!

食用陶瓷包装容器产品作为点+线+面+空间+色彩+肌理

等诸形态要素的综合体(可以借助这些形态语义来分析功能

与形态的关系)

图
?

!

壳的把式

T0

=

D<4?

!

M

IF

4;H

F

;8

,''

包装与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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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各种盖钮样式

T0

=

D<4@

!

M3468

I

14;H2;L4<7D88;5;H

F

;8

图
>

!

壶盖的样式

T0

=

D<4>

!

M3468

I

14;H834109;H

F

;8

@:'

!

功能决定形态

使用功能规定了食用陶瓷包装容器产品的形态与结构$

而那些具有文化功能趋向的陶瓷器物以特定的形态表达来

满足人们不同的心理欲望)具有设计意义的产品(既要体现

理想的功能要求(又能带给人们更多的温馨和美感$良好的

功能结构(会引发或促成良好的形态(很好地体现了设计中

的复利法则)

@:%

!

材质表现形态

材质作为形态因素之一(包括色彩+肌理+质感等外观表

现)陶瓷包装容器产品必须把握好材质特点(将形态与材质

美融为一体(并需要把握相应的加工工艺)

@:?

!

情感渲染形态

情感形态含有较强烈的主观意识和情绪(寄物寓情(造型

寓意(赋予形态以积极的意义,

%'

-

)情感虽有个体差异(但一般

人会有一些共性"曲线型形态'''圆满+圆润+温柔+青春+活

力+性感$直线型形态'''坚硬+阳刚+稳重+庄严+刻板$曲直

型形态'''柔美+流动+和谐及中庸等象征$三角型形态'''

稳固+永恒及尖锐等$异形型形态'''多变+丰富和难以捉摸)

@:@

!

自然启示形态

自然启示形态是人类最早+最丰富的一种造物方式)自

然界一切自然形态以其共生共存的方式给人以遐想和启示(

尤以自然生物的形态广泛为产品设计所摹仿(见图
(

)

图
(

!

,凤凰涅?-仿生酒瓶&张玉山设计'

T0

=

D<4(

!

.

:&.P&*.2'G$'?=020

/

70;502G0547;88147

I

j3/5

=

gD63/5

@:>

!

单纯构成形态

借助于几何形态基本形态(施以加减+分解+打撒+构成+

组合等三维构成手段(创造新形态的造型活动(可以通过切

割构成+加法构成+减法构成+倒置构成+错位构成+多形构

成+集成形态变异构成+多种材质构成等各种手法的运用)

@:(

!

陶瓷包装容器产品形态之美

陶瓷包装容器产品形态美大致是"物理上与视觉上的稳

定+均衡$主体形态上各局部之间体量在物理与心理上(呈相

对均等的状态(灵巧有序的稳定效果$在以统一性的基础上(

辅以变化和差异性的融合与和谐美感$局部与整体(长+宽+高

三维的尺度比例关系(形式比例美感+生产应用和与人接触的

体工程学比例及黄金分割率等在内的比例法则$形态上的节

奏韵律感的综合利用$形态的细部与形态功效的细化处理等)

>

!

结论
当设计师开始设计新产品时(需要整合产品的潜在用户

可能拥有的期许和要求)不仅需要重视技术和功能等基本

因素(其审美+情感等精神层面上的满足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设计产品时(设计对象应当被置于一定的语境中来考查+

处理+触摸+倾听甚至品尝)因此(一个更广泛的经验范围+

一个完整的感性工学纳入设计方法中是很重要的)从研究

中得出以下结论"

!

'

#从
%&

个感性词汇获得
'(

个有效的感性词汇进行因

*''

第
?@

卷第
+

期 张玉山"基于感性工学的食用陶瓷包装容器产品设计
!



素分析评价(两个主要因素(即性能和外观因素)

!

%

#在这两个主要因素中(只有外观因素被用于进一步

的设计开发(因为因子是修正的卡诺模型图中线性属性的区

域$由于性能因素在修正的卡诺模型图中的不重要区域(并

没有进行进一步分析)

!

?

#外观因素的感性词汇作为设计元素(其关系分为
>

大类和
%%

项)结果表明(首选的陶瓷包装容器产品是一个

茶叶罐(基本的抛物线形设计(人工探索平面设计和肌理+装

饰+釉色(以及色块的约束)

感性工学为日用陶瓷设计提供了新的态度和视角(以人

的需求和感官为设计根据(以人体的生理心理层面为出发

点(将陶瓷产品设计转为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情感需求,

%%

-

(

为其设计提供了依据(创造了%人与陶瓷产品&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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