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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于产品的需求也越来

越高，但是在这个产品丰富集合的时代下，却渐渐忽视

了人们一些无意识或潜意识对于产品的真正使用方式的

需求，本文就其展开研究。

一、无意识设计

无意识设计是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它是在现有设

计理念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更加符合人们心理需求的设计

理念，它是无意识行为的一种转化，将其转化成可见、

可用的东西。表面上看，人的行为都是主动的、有目的

性的，但实际上潜意识才是人精神和行为的主宰。无意

识设计正是通过对人们这种潜意识行为的观察，然后

将这些行为融入到适合的产品中，以满足人们的使用经

验、使用习惯、心理需求。同时，在使用的过程中用户

不需要过多的思考，从而提高产品的体验感。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无意识并不是指真的没有意识的

参与，而是人们通过先前所作所为而留下的肢体记忆、

思维记忆，以及条件自然反射的一种反应。

二、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是一项以人为本，挖掘并解决用户需求的

具有服务性质的设计，从某种程度上讲，世界的发展因

产品设计而不断进步。产品设计需要满足用户的需求、

美学价值、易用功能和市场效应等方面，对于用户的生

理及心理需求是设计至关重要的部分。

三、如何进行无意识设计

在潜意识要素中，我们将其分为四类，分别是人的

感官、文化历史风俗、环境场景、记忆与习惯。

（一）人的感官

人的感官，我们分为视觉、嗅觉、听觉、触觉以及

味觉，这是我们人类身上的五大感官系统，通过这些感官

系统我们能真切地体会到产品的特性，视觉能捕捉到产品

的颜色、造型、大小等情况，包括产品所用的材料都源于

视觉；听觉能感受到产品所想要传达的提示性，而正常的

声音将会给人安全感，比如开水壶的声音告诉我们水已烧

开可关闭电源，而有时候，一些报警装置，也是通过声音

传达给人们；触觉是人特有的主观感受，能带来体验的价

值，通过触觉我们能够感受到产品想要表达的细微信息，

或冰或热，或凸或凹等，同时对于材料，触觉也是认知的

一种方式；最后，味觉跟嗅觉，据资料显示，嗅觉是在人

的记忆中保持最久远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产品都会有气味

的发出，而味觉通常用于品尝食品方面。

（二）文化历史风俗

不同的地域、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

景，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是人们形成一些行为习惯的重

要条件，所以当我们把特定的文化符号和社会现象与产

品结合，往往能召唤出对方的个人情感。好比我们国家

的人们喜爱过阴历春节，而春节来临时人们往往会下意

识地去购买对联、灯笼、窗花等来装扮，这就是由我国

的历史文化以及民俗形成的下意识行为，那么，我们把

这种充满历史文化风俗的元素应用于无意识设计当中，

就会召唤出人们对于团聚喜庆的向往。

（三）环境场景

环境与场景同样会影响人的情感，通过情感的流露

而展示出的行为也是人们无意识的一种表现。深泽直人曾

说：“在日本，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比物体本身更重要，

物体是一种和谐的一部分，我开始停止构想仅仅是有趣的

外形设计，而去考虑物体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一杯热

水，我们只有在寒冷的情况下才会想喝热水，那么这个寒

冷就是环境，是这个环境让我们有了想喝热水的行为，所

以热水是为环境产生，那么产品也一样，一件产品如果不

用在跟他相符的环境里，那么就是无用的，相反因为这个

环境而产生的产品我们都会下意识地去使用，由此看出环

境与场景是无意识设计的重要因素。

（四）记忆与习惯

重复操作即成习惯，而这种行为习惯是潜意识里最

大的表现之一，这种重复的操作产生的行为我们称之为

“肌肉记忆”，而这种肌肉记忆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形

成条件反射，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意识行为，比如

反复练习骑车的平衡感，当你习惯骑车，就无需思考，

你的肌肉记忆就会帮你完成所有动作。人们更多地也是

需要这种因为反复操作而形成肌肉记忆的行为的设计，

人们希望产品在使用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其使用方式，

就像傻瓜相机一样，我触碰一个按钮就可以完成拍照的

功能，而不需要像用单反相机那样，经过多次调解才能

拍摄出满意的画面。人们总是希望把事情简单化，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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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时间里能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把精力耗费在一件

事情上，所以无意识设计非常重要。

四、案例分析

关于无意识设计的应用，日本的深泽直人应用得最为

广泛。深泽设计的一款带托盘的台灯，让我们设想一个场

景，当结束一天工作，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后，你会放下

钥匙然后顺手打开台灯，而这款台灯的设计便是巧妙地抓

住这个细节，把台灯的底座设计成盘子的形状，你可以很

随意地把钥匙丢进盘子，这样台灯就会自动亮起来；而当

你打算离开的时候，在取走钥匙的同时，灯会自动熄灭，

这样台灯就成了一天的终点和新的一天的起点。好的设计

不一定具有亮丽的外观、奢华的装饰、昂贵的价格，而是

在某些细节之处能够带给使用者意想不到的便利。

在他的雨伞设计中，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

多雨的季节，出行时我们习惯带一把伞，走累了，伞又可

以充当起拐杖的角色，但是此时如果我们手里拎着较多东

西，就只能把伞夹在腋下，而这时只要在伞的弯钩处再设

计一个凹槽，这样伞把就多了一个功能——悬挂塑料袋。

还有他设计的一款CD播放器，也是无印良品的藏

品。这款播放器的外形酷似一个排气扇，而且它的开关比

较特别，为一条拉绳。可能有些人会有这样的记忆，就是

儿时见到的电灯多为拉绳开关，而且那时我们还特别喜欢

重复地拉动拉绳，让电灯不断地开闭，这个设计就是抓住

了我们儿时的记忆。当我们拉下拉绳时，美妙的音乐便会

响起，加上其特有的外形设计，使得CD播放器不再仅仅

是一个用来听音乐的工具，倒像是一件艺术品，勾起我们

已逝去的回忆，倾注了我们共同享有的美好情感。

深泽直人设计的饮料包装，不仅从外型上一眼就能让

用户感知到饮料的原味，包装的外壳使用的也是和果品相

似的材质，饮料摸上去是毛茸茸的，拿在手上仿佛就是拿

着猕猴桃的实物。将水果和包装联系起来，盒子外形就是

果皮的饮料盒，从视觉到触觉刺激着顾客的感官，让饮料

显得更加新鲜和生动。几乎可以说无印良品售卖的东西都

体现出了无意识设计这个设计理念，他大胆地运用这个设

计理念，将产品做到极简，简约而不简单，这种看似简单

的设计却大大地满足了人们的那种无意识的行为需求。

五、将无意识设计更多地运用到产品设计中的途径

（一）观察生活的细节

所谓设计师，就是帮助人们进行合理化的设计，所

以设计师的设计是引导人们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方式的重

要来源，如何帮助人们更便捷，或更清楚地使用一样东

西，就是设计师的职责所在，所以当下的设计师要热爱

生活，体会生活，观察生活，这样才会从生活中发现问

题，发现人们很多细小的使用产品时的无意识行为。

（二）对于人们的情感关注

对于情感的关注，是无意识设计的重点之一，心理

学上提到，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的

统一体，所以设计环节中必须要考虑对人的情感因素，

以及周遭的环境因素，要把人、产品、环境作为一个统

一的角度去感受，把无意识行为考虑到产品设计当中，

切记不可变得复杂，虽然产品会保留用户的无意识行

为，但是过多的设计元素会让人觉得繁琐，所以产品力

求节俭，一目了然，不然无论设计创意如何精妙绝伦，

但是与人所想抒发的情感以及环境对不上号，那么这个

设计也不是一个成功的设计。

（三）从性别的角度分析

人自出生就有男人女人之分，男女之间对待事物的

看法、评价及选择都有不同的标准，对于无意识的行为

也各不相同，要从男女生理、心理等不同方面的需求来

分析其无意识的行为，与此同时，设计师还要注重用户

的显性需求和隐性需求，要满足人们积极的情感，注重

产品与用户之间的情感联系，从而针对这些行为，产生

无意识设计以应用于产品设计。

（四）全面分析，舍劣提优

前面说到要细心观察生活，但是并非所有的无意识

行为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比如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

行为是极其不文明的，像是这种行为我们要通过设计去

做正确的引导，所以在找到人的无意识行为时不要盲目

去设计，而是要辨别其优劣，好的无意识设计应该能够

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

六、结语

 用户在使用产品的时候，从产品的角度可分为使用

前、使用中、使用后三个阶段；而人的认知情感分为执行

和评估。用户使用产品后其执行与评估需要相互配合达

成共识，看事物最终的结果与预期是否一致，所以无意识

设计运用于产品中，会让产品更加具有人性化的功能，好

似我未张口，你就明白我的想法一样。无意识的产品设计

虽然看似简单，但却是一个很复杂的个体，想要设计出更

加符合人们无意识行为的产品设计，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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