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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眼动追踪技术和数量化理论的

包装设计要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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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设计出符合消费者感性需求的包装#采用眼动追

踪技术和数量化
R

类理论#研究通过眼动指标提取影响消

费者情感的关键设计要素*通过语义差异法得到消费者

的感性意象评价*应用数量化
R

类理论研究感性意象和设

计要素之间的关系并建立数学模型#辅助进行包装设计&

以茶叶包装设计为案例分析#表明该方法是准确可应

用的&

关键词!眼动追踪技术*语义差异法*数量化理论*包装设

计要素*感性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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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消费心理和购买方式的不断变化%商品包

装已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包装

设计涉及到人的主观感觉%目前并无科学的评断标准来

衡量设计的正确性)准确性%以及是否符合购物者的心理

需求%设计师也无法依循明确的原则进行造型设计*

#

+

&

感性工学从分析消费者对产品偏好的感性意象出发%将

感性意象与包装的设计要素联系起来%构建两者的关系

模型*

!

+

&近年来%应用眼动追踪*

*

+

!

.

B

;N?1=42>

K

%

.N

#和

感性工学!

a1>6;2;>

K

2>;;?2>

K

%

a.

#技术*

(

+将消费者模糊

且非量化的感性认知量化%以清晰的方式探寻感性意象

与设计要素的关系%辅助设计师以最具效率的方法创造

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包装%提高商品市场竞

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如苏建宁

等*

)

+通过视觉跟踪试验%建立了基于眼动指标机床造型

的设计要素评价模型%并验证了此方法的合理性%眼动测

试能更准确地反映被试者的关注点$胡晓红等*

$

+通过对

互联网广告页面位置等进行分析%对广告记忆度)兴趣度

等进行建模%发现用户的注意力受位置影响显著$

F92

等*

,

+利用非接触式眼动仪实时提供有关凝视位置的信

息%实现了病床的新设计%包括对护士的呼叫等服务%促

进了患者和病床之间信息传递的便捷有效性$

E;3241

等*

+

+将眼动追踪方法与啤酒包装各类特征相结合%结果

发现吸引消费者最多注意力的包装不一定是可爱或适合

的%消费者记忆中的包装样式也是一种值得探讨的关注

度量&

数量 化
2

类 理 论 !

d91>C2C1C28> N7;8?

B

N

BQ

;R

%

dNN#

#被视为一种定量和分类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它允

许包含分类和定性的自变量*

-

+

%是感性工学中将产品感

性意象与设计要素相联系时常采用的方法*

#"

+

%可以明确

激发某种心理感受与哪些设计因素相关*

##

+

&杜琰等*

#!

+

以利用数量化理论得到双肩背包造型因子和意象之间的

关系$阮春慧等*

#*

+运用数量化
R

类理论分析情感因子权

重并转化为服装设计创作的设计方案$

U=7wCC;

等*

#(

+以车

辆的摇臂开关为例建立数量化理论模型并验证%结果表

明此方法足以提供设计改进建议%对于复杂的感性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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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给出设计解决方案&

以上研究大多可以用于指导设计并提供有力的依

据%但其中许多研究主要针对结构)造型)色彩等单一方

面%很少从市场现有包装出发%分析其影响消费者购买的

关键设计要素%利用眼动追踪技术结合
dNN#

进行包装

设计要素与感性意象研究尚未见诸于报道&目前包装设

计中%大多采用具备设计经验人员组成的焦点小组进行

各类设计要素的提取研究%其主观性较强%并不能得到消

费者真实观察包装时所关注的显著设计要素&本研究拟

以茶叶包装设计为例%基于眼动追踪技术和语义差异法

试验%构建
dNN#

模型%进行茶叶包装的感性意象与设计

要素之间的数学模型构建&

#

!

理论概述
#:#

!

眼动追踪技术

眼球运动提供了人类眼动行为及注意力重点的客观

指标*

#)

+

%眼动追踪技术作为一种探索消费者如何处理和

接收视觉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消费者研究

和市场营销中*

#$

+

%眼动试验的基本假设是消费者会考虑

什么)将会观察什么%理论上认为观察区域的眼球运动指

标%注视时间)注视次数等越长越多%消费者对此观察区

域就越重视且越有兴趣*

#,

+

&国内对于眼动追踪技术在包

装设计领域的研究仅邱蕾等*

#+

+介绍眼动基本指标和常用

测试形式%但仍停留在讨论可用性与研究意义上%并未依

据实例进行分析&

#:!

!

数量化
R

类理论

数量化理论是多元统计学的一个分支%该理论根据

研究问题的目的不同分为
(

种%分别称为数量化理论
2

)

,

)

%

)

3

*

#-

+

!

&其中数量化
2

类理论被视为一种分类多

元回归分析方法%其允许包含分类和定性的自变量*

-

+

%可

以明确激发某种心理感受与哪些设计参数相关&在数量

化理论中%常把定性变量叫做项目!

2C;0

#%而把定性变量

的各种不同的取.值/叫做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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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
G

个项目%第
&

个项目的类目为
?

&

%那么对于
'

个样本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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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第
&

个项目第
X

类在第
K

个样本中的反应%可得"

&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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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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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K

个样本中%第
&

个项目的定性数据为第
X

类#

"

!

!其他#

7

&

!

#

#

假定因变量与各项目)类目的反应间存在线性关系%

则可建立数学模型*

#-

+

(

"

AK

N

+

G

&

N

#

+

?

&

&

N

#

&

K

!

&

%

X

#

L

&

X

Z!

K

% !

!

#

式中"

L

&

X

'''仅依赖于
&

项目的
X

类目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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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第
K

此抽样中的随机误差&

!

!

基于眼动追踪技术的关键设计要素
提取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准备
!

从与茶叶包装相关的书籍)网站)文献

等搜集到
(),

张不同风格类型的茶叶包装图片&删除特

殊定制和造型过于奇怪的图片%选定
$$

张茶叶包装图

片&由包装设计的研究生和导师组成的专家小组进行人

工分等级聚类%得到
!#

张茶叶包装样本图片作为观测

素材&

!:#:!

!

眼动试验仪器及试验设计
!

借助
N8@22N#!".

B

;

N?1=4;?

眼动仪记录被试者观看不同茶叶包装样本时的

眼动数据&此款茶叶包装设计试图定位于年轻消费者%

发掘当代年轻人对于茶叶包装所关注的设计要素及要素

组合方式&因此%随机选择
*(

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

者%其中
#!

名男性%

#+

名女性%年龄在
#-

#

!)

岁%得到有

效数据
*"

份&

!

#

#准备阶段"试验开始之前%由主试者向被试者讲

解试验程序以及注意事项%随后%请被试者坐于测试电脑

前%被试者眼睛与眼动仪的距离始终保持在
$"=0

左右%

眼睛正对屏幕中心进行多点定标测试%以保证数据的准

确性&

!

!

#试验阶段"每名被试者均观察
!#

张茶叶包装样

本图片%每幅图片观察时间设定为
$6

&以.典雅的/为

例%被试者通过口头的方式对样本进行
)

级.典雅的'粗

俗的/感性词汇评分&其中%最典雅的为
!

分%最粗俗的

为
]!

分&每次评价结束由主试者进行评分记录%试验界

面跳转为空白页面%保证被试者眼睛及大脑充分休息&

随后进入下一个样本%直到试验样本全部播放结束&

!:!

!

茶叶包装设计要素分析

对搜集到的茶叶包装设计图片进行对比分析%同时

考量包装装潢底色)包装造型)包装材料以及装潢构图方

式等元素%应用符号学和形态分析法*

!"

+

%由具有
!

年以上

包装设计经验的人员组成焦点小组%根据其相关经验将

!#

款包装样本进行设计要素解构&所得设计要素
!-

种%

并归纳了各设计要素的水平%如表
#

所示&

!:*

!

数据分析

采用
N8@22T?8UC9<28

眼动分析软件生成可视化数据

图%通过对热点图等数据图进行初步定性分析%如图
#

所

示%颜色越深表示被试者对样本各区域的重视程度越高%

注视时间越长&

!!

通过观察热点图%可以发现消费者对茶叶包装产品

名称注视较多%品牌名称次之&因此%将茶叶包装产品名

称部分作为主要兴趣区域%得到有效数据'''

*"

名被试

者对
!#

款包装设计样本的
##

个眼动指标&

眼动试验假设茶叶包装的不同设计要素会引起眼动

$!!

包装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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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茶叶包装设计要素分类表

N1@3;#

!

N;1

Q

1=41

K

2>

K

<;62

K

>;3;0;>C6=31662O2=1C28>C1@3;

设计要素 包装造型 产品名称位置 图形数量 龙 花 色块

要素水平
长方体%正方体%罐形%饼

形%不规则形状

居中%左右居中靠上方%左右居中

靠下方%左上方%左侧居中%左下

方%右上方%右侧居中%右下方

无图%

#

张图%

!

张

图%多 图%多 图

平铺

有%无 有%无 有%无

设计要素 包装材质 产品名称字体 地方特色元素 凤 蝴蝶 抽象图形

要素水平
金属%木 质%纸 板%纸 盒%

纸袋

书法字体%手写字体%美术字体%

标准字体
有%无 有%无 有%无 有%无

设计要素 视觉结构 产品名称色彩 茶叶 树 人物 印章

要素水平

居中对称%横向分割%纵向

分割对称型%纵向分割不对

称型%对角线分割%自由型

白%黄%黑%棕%绿%浅底色 图形颜色 有%无 有%无 有%无

设计要素 包装底色 图形颜色 茶具 水 线条 反白

要素水平
无色%红色%黑色%蓝色%黄

色%白色%多色组合

无图%青色%黑色%黄色%绿色%白

色%棕色%蓝色%浅底色%多色搭配
有%无 有%无 有%无 有%无

设计要素
38

K

8

位置 图形所占整个版面比例 祥云 山 线框

要素水平

居中%左右居中靠上方%左

右居中靠下方%左上方%左

侧居中%左下方%右上方%右

侧居中%右下方

无 图%

#"M

%

!"M

%

*"M

%

)"M

%

+"M

%

#""M

%间隔平铺
有%无 有%无 有%无

图
#

!

眼动试验样本热点图"部分$

&2

K

9?;#

!

.

B

;08P;0;>CC;6C610

Q

3;7;1C01

Q

"

Q

1?C

$

行为数据的不同&将眼动试验数据与设计要素结合%利

用多元方差分析和多个独立样本检验%提取影响眼动指

标较大的因素作为茶叶包装设计的关键要素&

!:*:#

!

多元方差分析
!

利用
UTUU!!:"

统计分析软件%以

##

个眼动指标数据为因变量%依次选取包装造型)包装材

质等设计要素为固定因子%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剔除

_2346mF10@<1

显著水平大于
":"#

的设计要素%取显著性

小于
":"#

的设计要素进行误差方差齐性
F;P;>;

检验&

以包装造型为例%指标
*

)

(

)

+

的显著性大于
":#"

%按照

(

L":"#

水准%认为以包装造型为影响因素%眼动指标
*

)

(

)

+

的总体方差齐性%得到影响眼动指标方差齐性的设计

要素
#-

个&

随后进行设计要素的单变量检验%以包装底色为例%

指标
$

和指标
+

的显著性小于
":"#

%认为指标
$

和指标
+

的总体平均值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此类推%最终

得到有效设计要素
##

个%如表
!

所示&

!:*:!

!

多个独立样本检验
!

以显著性眼动指标
#

)

(

)

$

)

+

作为检验列表%分别以
##

个显著性设计要素为分组变量

进行非参数检验%结果如表
*

所示&

!!

通过非参数
a?96413_13326

检验的检验统计表显示"

对于指标
#

%包装底色的
"

!

L#"#:),$

%

TL":"""

&

":"#

%按照

(

L":")

水准%可以认为
,

类包装底色的指标
#

总体分布中

位数不等或不完全相等%即有统计学意义&将设计要素与

(

个眼动指标依次比较%筛选对
(

个眼动指标均有统计学

意义的关键性茶叶包装设计要素
(

个%分别为包装底色)

38

K

8

位置)产品名称位置)产品字体%如表
(

所示&

!!

运用眼动追踪技术进行关键设计要素提取%可以有

效避免凭借经验进行设计要素提取的不准确性和模糊

性%能体现出消费者观察包装时所关注的重点%符合市场

真实购买的情景&此方法将众多设计要素进行精简%使

得接下来的数量化
R

类模型构建的自变量可控%具有可靠

性%防止出现多个自变量的繁冗以及模型的不精确性&

*

!

数量化
R

类理论模型构建

*:#

!

语义差异法试验数据

经设计调研分析%将感性词汇对确定为典雅的'粗

俗的)简约的'繁琐的)自然的'人造的)灵气的'呆板

的)手工感的'机械感的
)

对感性词汇&运用
X6

K

88<

提

出的语义差异法%针对所选的
!#

款代表性茶叶包装样

%!!

"

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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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对感性意象词汇对%记录每个被试者在尺度
]!

#

!

的
)

点等级量表上对给定感性意象词汇的评估值&为保

证被试者等各项试验条件一致%语义差异法试验与眼动

试验同时进行%对试验结果进行整理后得到的感性评价

平均值得分矩阵如表
)

所示&

*:!

!

关键设计要素反应矩阵

将关键设计要素作为项目%设计要素中的要素水平

作为类目%对照表
(

与式!

#

#得到
!#

个茶叶包装样本的

要素反应矩阵%见表
$

&实现设计要素的量化%为之后建

立关系模型打下基础&

表
!

!

单变量检验显著性结果l

N1@3;!

!

U2

K

>2O2=1>CC1@3;8OC7;9>2P1?21C;C;6C?;693C6

茶叶包装设计要素 指标
#

指标
!

指标
*

指标
(

指标
)

指标
$

指标
,

指标
+

指标
-

指标
#"

指标
##

包装造型
":""$ ":""+ ":$$! ":""" ":""" ":!$, ":""" ":!"" ":""" ":""" ":"""

包装材质
":""- ":""! ":-,) ":""" ":""" ":+!# ":""" ":*!, ":""" ":""" ":"""

包装底色
":""" ":""" ":!*! ":""" ":""$ ":""" ":""" ":""" ":""" ":"## ":"""

38

K

8

位置
":""" ":""" ":+,+ ":""" ":""" ":""" ":""" ":""" ":""" ":"!, ":"""

产品名称位置
":""" ":""" ":,,+ ":""" ":""" ":""" ":""" ":""" ":""" ":"## ":"""

产品名称字体
":"#" ":""# ":!)# ":""" ":""" ":"#* ":""" ":""" ":""" ":,$* ":"""

产品名称色彩
":""" ":""" ":"(, ":""" ":""" ":!*! ":""" ":""* ":""" ":"!" ":"""

图形颜色
":""" ":""" ":""" ":""" ":""" ":"#$ ":""" ":""" ":""" ":"*- ":"""

图形所占整个版面比例
":""" ":""" ":"(" ":""" ":""" ":"#- ":""" ":""" ":""" ":",+ ":"""

图形数量
":"-- ":""" ":",* ":""" ":""" ":(+- ":""" ":""" ":""" ":"*# ":"""

茶具
":-$) ":)+$ ":"(- ":"-$ ":*(+ ":",$ ":$"# ":-"$ ":+#, ":++* ":-$$

龙
":""+ ":""" ":#+, ":""" ":""" ":#,# ":""" ":""" ":""" ":$++ ":"""

凤
":""" ":""" ":(,) ":""" ":"(! ":""( ":""" ":""" ":""# ":-), ":"""

水
":"#$ ":""! ":,+" ":""" ":""* ":#*" ":")" ":!$( ":"++ ":*"* ":"(,

线条
":""# ":""" ":!+( ":""" ":"#* ":")- ":""" ":"($ ":""" ":"(- ":"""

线框
":")( ":)-) ":"*- ":)+) ":""" ":+"# ":""" ":$!+ ":""" ":""! ":"""

抽象图形
":))- ":+)* ":!*) ":""" ":"#- ":#"$ ":""" ":#"" ":""" ":#(+ ":"""

印章
":""* ":""! ":-#( ":"$) ":!+* ":$#* ":",) ":"-# ":")" ":$#) ":"*,

!

l

!

显著性眼动指标
#

"首次进入时间%是指被试者用了多长时间第一次注视到兴趣区%即第一次进入到兴趣区所花费的时间$指标

(

"首个注视点的注视时间%是指出现在兴趣区中的第一个注视点的持续时间$指标
$

"注视点持续时间总和%是指兴趣区域内所

有注视点持续时间的总和$指标
+

"注视点个数统计%是指被试者在兴趣区内的注视点个数&

表
*

!

多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统计量

N1@3;*

!

[8>/

Q

1?10;C?2=C;6CUC1C26C2=68O093C2

Q

3;2><;

Q

;><;>C610

Q

3;6

茶叶包装

设计要素

指标
#

卡方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

指标
(

卡方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

指标
$

卡方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

指标
+

卡方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

包装造型
)#:)** ( ":""" )":,$, ( ":""" *:"#, ( ":))) ):"!, ( ":!+(

包装底色
#"#:),$ $ ":""" $,:+#" $ ":""" !+:#(, $ ":""" (!:$,) $ ":"""

F8

K

8

位置
##*:,$+ + ":""" #!):+(+ + ":""" *):,*+ + ":""" (-:#)* + ":"""

产品名称位置
#(+:)+! , ":""" #$#:-+$ , ":""" !+:,"- , ":""" )#:""" , ":"""

产品名称字体
(":(*- * ":""" *#:-)( * ":""" ##:(*" * ":"#" !+:-", * ":"""

图形颜色
,!:#!) + ":""" #!#:*,- + ":""" !":,*+ + ":""+ ,!:!+( + ":"""

图形数量
(#:$(, ( ":""" $#:*+" ( ":""" ):))- ( ":!*) *$:!-+ ( ":"""

龙
!$:(!, # ":""" !!:"!" # ":""" ":-"+ # ":*(# #):!!( # ":"""

凤
)+:-"( # ":""" !!:+)! # ":""" *:(!( # ":"$( #):((* # ":"""

水
!-:$-+ # ":""" !(:!-) # ":""" #:+$# # ":#,* ":-!$ # ":**$

线条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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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设计要素分类表l

N1@3;(

!

';62

K

>;3;0;>C=31662O2=1C28>

G

包装底色

1

#

1

!

1

*

1

(

1

)

1

$

1

,

3̂8

K

8

位置

@

#

@

!

@

*

@

(

@

)

@

$

@

,

@

+

@

-

无色 红色 黑色 蓝色 黄色 白色 多色组合 居中
左右居中

靠上方
!

左右居中

靠下方
!

左上方 左侧居中 左下方 右上方 右侧居中 右下方

D

产品名称位置

=

#

=

!

=

*

=

(

=

)

=

$

=

,

=

+

'

产品名称字体

<

#

<

!

<

*

<

(

居中 左右居中靠上方 左上方 左侧居中 左下方 右上方 右侧居中 右下方 书法字体 手写字体 美术字体 标准字体

!

l

!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类目&

表
)

!

感性意象评价平均值矩阵$部分%

N1@3;)

!

E;1>01C?2A8O41>6;2201

K

;;P1391C28>

$

Q

1?C

%

样本编号 典雅的 简约的 自然的 灵气的 手工感的

# #:#"" ":)$, ]":)$, ]":#$, ":(**

! ":(** #:)"" ]":#"" ]":"$, ]":#**

* ":!"" ]#:!** ]":+"" ":("" ":,**

99 99 99 99 99 99

#- ]":)$, ":$$, ]":,$, ]":)"" ]":$$,

!" ]":#** ":)** ]":+** ]":+** ]":-""

!# ":(** ":-"" ":#$, ]":*"" ":***

*:*

!

数量化
R

类模型构建及分析

数量化
R

类!

dNN#

#为求某一变量!目的变量#与其

他各个质性项目组!可取
"

或
#

的
'900

B

变量#间的近

似函数关系%利用多重回归分析%测定各执行项目对目的

变量的影响程度*

!#

+

&数量化
R

类理论!

dNN#

#主要由以

下
$

步骤组成*

!!

+

"

UC;

Q

#

"定义关于意象词汇对评价的试验样本的感性

分数的关系模型$

UC;

Q

!

"计算模型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和标准化

常数$

UC;

Q

*

"确定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矩阵$

表
$

!

数量化
R

类理论的要素反应矩阵l

N1@3;$

!

.3;0;>C?;1=C28>01C?2A8O

5

91>C2C1C28>N7;8?

B

C

BQ

;R

样本

编号

G

包装底色

1

#

1

!

1

*

1

(

1

)

1

$

1

,

3̂8

K

8

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样本

编号

D

产品名称位置

=

#

=

!

=

*

=

(

=

)

=

$

=

,

=

+

'

产品名称字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类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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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设计要素与感性意象,典雅的&粗俗的-的数量化

R

类理论的关系分析结果

N1@3;,

!

d91>C2C1C28>N7;8?

B

C

BQ

;R?;693C68O<;62

K

>;3;/

0;>C61><41>6;2201

K

;8O

,

;3;

K

1>C/P93

K

1?

-

项目 类目 类目得分 偏相关系数

G

1

*

]#:)(*

1

(

]":"$(

1

)

]":"!-

1

$

":,(-

1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量
":))$

((((((((((((((((((((((

决断系数
I

!

":-,(

复相关系数
I ":-+,

!!

UC;

Q

(

"计算被认为是外部标准变量和解释变量关系

度的多重相关系数$

UC;

Q

)

"计算设计要素的偏相关系数!

T1?C213D8??;31/

C28>D8;OO2=2;>C6

%

TDD

#以阐明产品元素和感性意象之间

的关系$

UC;

Q

$

"确定分类变量的统计范围%阐明其相对于给

定产品意象预测模型的贡献程度&

根据
dNN#

的理论思想%将要素编码的反应矩阵作

为自变量%感性评价值作为因变量&数学模型求解采用

UTUU

统计分析软件%以.典雅的/为例%获取类目得分)常

数项)复相关系数及偏相关系数的数值如表
,

所示&依

次计算各类感性意象与设计项目之间的偏相关系数如表

+

所示&

!!

根据预测模型%茶叶包装的感性意象评价可由该模

型计算得出&.典雅的/感性预测模型
A

为"

A

L";))$]#;)(*.

*

]";"$(.

(

]";"!-.

)

t";,(-.

$

]

";"+(.

,

t";,"(L

#

]";,#)L

*

]";#*(L

$

]";$,,L

,

t

";#,"?

!

]";,+*?

(

t#;!*#?

)

t";!#)?

$

]";#)-?

,

]

";##-?

+

]";)((>

!

]";()!>

*

t";(*->

(

& !

*

#

表
+

!

设计项目与感性意象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N1@3;+

!

T1?C213=8??;31C28>=8;OO2=2;>C@;CV;;><;62

K

>

Q

?8

k

;=C1><41>6;2201

K

;

感性词汇

偏相关系数

G

包装

底色

3̂8

K

8

位置

D

产品名

称位置

'

产品名

称字体

典雅的
!

":+-! ":+"+ ":+," ":,#)

简约的
!

":,** ":,", ":,)" ":($)

自然的
!

":-$$ ":-") ":-"" ":$,!

灵气的
!

":++- ":)*! ":,$, ":+(*

手工感的
":+)- ":$$( ":,!- ":*()

!!

负相关系数
I

可反映出模型精度%一般应大于
":+)

&

由负相关系数可知%此预测模型较理想%表明该模型可用

于茶叶包装设计意象的预测&

由类目得分可以看出各个类目%即设计要素对感性

词汇的影响程度以及影响方向*

#"

+

&偏相关系数反映各设

计项目对感性词汇的贡献大小&由表
,

可见%包装底色

对.典雅的'粗俗的/贡献最大%包装底色采用白色
1

$

最

能凸显典雅感%黄色次之%最不典雅的茶叶包装底色为黑

色$其次是产品名称位置对于典雅感的影响%产品名称位

置在左下方
=

)

较能凸显茶叶包装的典雅感&

根据以上结论可对茶叶包装设计进行指导%利用数

量化
R

类理论进行设计要素与感性意象拟合预测%为设计

师提供设计依据%帮助设计师设计出更加准确有效)贴近

消费者感性需求的包装&

(

!

结论
基于眼动追踪技术%结合语义差异法试验%探寻影响

消费者眼动行为的包装设计关键要素%可以挖掘消费者

感性意象需求%为设计师和消费者之间的准确信息传达

架起了桥梁%是创新包装设计中把握消费者情感需求的

有效手段&

采用眼动追踪技术的设计要素分析%相比较传统焦

点小组研究方法%更加精准化%更符合消费者真实情感需

求&通过数量化
R

类理论%探讨消费者情感需求与关键设

计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将感性意象转化为包装设计要素

特征%能够有效地为包装设计提供科学的方法依据和准

确的定位指导%从而设计出符合消费者情感的包装%吸引

消费者购买商品并提高购买率&

文中仅基于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数量化
R

类理

论与茶叶包装感性意象间的映射关系%尚未探究其非线

性关系%因此%如何解决此问题并更好地拟合设计要素与

感性意象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另外%此次试验仅

采用眼动追踪技术%将眼动技术与脑电波技术结合%从生

理和心理角度共同探析消费者对于包装的偏好%将是未

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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