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广义上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一切和人有关的
现象。这里面不仅包括像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这类人们耳熟
能详的话题，也包括像感觉和知觉、注意以及判断和选择这
样更为基础性的研究对象。举例来说，汽车仪表盘的设计中
就涉及了多种心理因素———比如人们是如何感知仪表盘提
供的信息的？在正常行驶和紧急情况下人们的注意力在仪表
盘的不同部件间是如何分配的？怎样的信息呈现方式更容易
让人对汽车的运行状况做出正确判断？显然，要设计出一款
优秀的汽车仪表盘，不仅需要考虑机械和美学方面的因素，
而且还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考虑其中涉及的众多心理因
素。如果仅仅从单一的角度来给出设计方案，最终得到的产

品往往会不易使用，甚至诱发不必要的驾驶事故。
同设计有关的心理学内容，可以统称为设计心理学。与

此紧密相连的另外两大学科，是工程心理学和工效学（工效
学又称为人类因素学）。简单而言，工程心理学是将心理学知
识应用于各种系统和科技产品的设计和运作之中而产生的
成果，而工效学（人类因素学）则不仅包括工程心理学的内
容，还包括生物力学和人体测量学等相关学科的贡献。无论
是设计心理学、工程心理学还是功效学，都涉及了众多的心
理因素。除了上一段中汽车仪表盘一例里提到的感知觉、注
意以及判断和选择之外，还有情绪情感因素、决策机制以及
心智模型等等因素。
全面了解这些领域的心理学知识，对于提升产品设计

的质量是颇有益处的。小到一个电灯开关或者一扇旋转门，
大到一个城市的交通信号系统或者空管系统，所有的产品
设计都是如此。因为无论是小物件还是大系统，最终都是人
来使用和控制的。只有对于人的心智能力和行为方式有了
充分的认识，才能设计出适合人们使用的产品。这样的产品
不仅能够提升使用的舒适度和效率、减少使用者的疲劳，而

且能够降低犯错的可能性，并由此提高产
品的安全性。
《新民晚报》“设计之都”专刊将从本期

开始，每期开启一场设计心理学之旅，随着
旅程的展开，你会发现生活中不经意的用品
其实也有大学问。

谁家没有这个遥控器
随着上海电视频道数字化的普及，越来

越多的家庭不得不“丢弃”电视机厂家原配
的遥控器，改用机顶盒标配的遥控器，这只
样貌平平的遥控器也逐渐成为了大家接触
最多的生活工具之一。当第一次使用机顶盒
和遥控器的时候，有多少人曾升起过寻求使
用说明书的念头？可这个机顶盒系统并没有
配置操作说明书。此时考验设计师能力的时
刻到了，设计得好，用户可以轻易上手，相
反，用户就要一头雾水了。

合理清晰的按键布局! "

这只遥控器其貌不扬，但是在模块化

布局这一点上，它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一方面，遥控器
上部的“电视机按钮区“同中部的“导视按钮区”被一条内嵌
曲线清晰而优美地分隔开来；另一方面，中部的导视按钮同
下部的数字键区域通过中间的四个彩色按钮也很清楚地被
区分。这两者合在一起，就明确地构建出了三个对应不同功
能的按键模块。这种清晰的模块化布局，既解决了用户需要
同时操控电视机和机顶盒的使用需求，免去了操作两个遥
控器的烦恼；又能在用户需要在实现不同功能的操作间进
行转换的时候，清晰地指出具体操作区域，从而大大减少用
户所需投入的心理资源，使得操作更为简单便捷。

动静互补的信息呈现! "

电视遥控器，尤其是机顶盒遥控器的设计必定要满足全
年龄段的使用，孩子方便手握，老年人能方便操作，因此这款
遥控器的信息呈现方式尤为重要，而它在设计上也充分考虑
到了静态和动态信息呈现两个维度。
静态信息呈现主要指遥控器上各按钮的简要功能展示。

例如，遥控器顶部左右两侧的彩色按钮以及附带的图形和文
字信息，明确地指出了它们的功能。首先，这两个按键上的图
形同大多数设备上的开机按钮上的图形是一致的。其次，按
键上方的文字，清晰地表明了它们是分别用于开启电视机和
机顶盒的。再次，用红色和蓝色来区分这两个按键，进一步强
化了控制对象不同这一印象。像这样图、文、色三方面提供信
息，为各个年龄段（尤其是老年人们）提供了明确无勿的指
导，帮助这款遥控器成为了即使老年人也能轻易上手的操作
工具。可以说，这款遥控器拥有一种清晰而合理的静态信息
呈现方式。
在动态信息呈现方面，主要展现在遥控器前端设置的

一个小指示灯。当遥控器的按键被按下的时候，这个指示
灯就会亮，这一变化为操作提供了明确的反馈。对于遥控
器这种交互工具而言，在执行某种操作之后的动态信息呈
现，或者说反馈信息呈现其实比静态信息呈现更为重要。
因此，这个小小的指示灯也是此款遥控器值得称赞的一处
设计。提供反馈信息一方面是为了确认设备接收到了用户
的操作指令，另一方面也为用户判断自己的操作意图是否
得以实现提供了依据。对于交互界面而言，及时而明确的
信息反馈是保证流畅操作和避免出现错误的关键。如果没
有这种反馈，那么用户光靠按键的触感可能并不能确定是
否按下了某个键。由此带来的，可能是重复按键而造成误
操作。

心智模型的小别扭 ! "

在使用这款遥控器的时候，相信大多数人都曾有过点小
别扭———为什么用于调节频道的“上下按键”却在功能上被
反着设计：当我们按下“向上”键，出现的结果是从频道 !变
成频道 "，而不是我们预期的变成频道 #。这种操作结果，令
不少第一次接触这款遥控器的用户意想不到。

其实，这里就涉及到设计心理学中“心智模型”的概念。
通俗地讲，心智模型指的是人们在头脑中形成的、有关外界
事物如何运作的认识。对使用者而言，常用的心智模型会使
实际操作较为熟练和准确，而反常规的心智模型会造成使用
上的困难。

同样的有关心智模型的问题也出现在电视频道信息栏
的导航上，一方面，有关当前节目和下一节目的信息，是以一
上一下的方式呈现的。出于自然的理解，人们会习惯性地使
用上下键去切换这两条信息。不幸的是，因为上下键已经被
用于切换频道了，所以实际分配的按键是左右键。这就又带
来了使用上的不便。人们很可能继续使用上下键去切换信
息，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信息没切换，频道却变了。幸好在音
量调节上，设计师的心智模型又回到了正常模式，左右键音
量低高的调节较为符合大多数人的预期。
以设计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一款好的产品设计能让用户

“无师自通”。让用户感到易学易用、舒适便捷的设计方有可
能成为成功的设计。如果某件产品让人们一开始就觉得弄不
清应该如何使用，在终于弄清楚之后又使用起来非常不便而
且经常出错，那么在这个产品日新月异竞争激烈的时代里，
被淘汰恐怕就是迟早的命运了。

! ! ! ! 每 一 位
新娘都希望
有一套订制
的婚纱，但受
限于面料、制
衣工艺，婚纱
百变不离其
中。如果一件
婚纱是用 !$

打印制作出
的，这就具有
了想象空间。
在刚刚闭

幕的 %&% 亚
洲 !$ 打印、
增材制造展览
会上，一系列
的 !$打印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极
致盛放，上海一家新锐 !$打印品
牌在 %&%展上发布了他们新的创
意成果———!$打印婚纱。创始人
王蕾介绍，!$打印婚纱制作需要
先对人体进行三维扫描，然后将
参数输入电脑，随后依据身体曲
线参数开始创作独具特色的婚
纱，最后依靠 !$打印机将婚纱打
印而出。目前 !$打印的婚纱是尼
龙粉末材料，通过一次成型锁扣
式的结构将长度拉伸。据了解，一
件 !$打印的婚纱设计需要 !周
左右的时间，而打印一件 !$婚纱
的时间大致需要一周。

在 %&% 展上，!$ 打印技术
已经普及到只要千元便能拥有
一台普及型的 !$ 打印机，制作
一个个人 !$ 玩偶变得越来越
方便。但另一方面，具有高科技
的，应用于医学领域的 !$ 打印
技术也得到了十足的发展。美
国纳斯达克上市企业 '()()*+*则
在本次展会上发布全新的牙科
系列 !$ 打印设备，其负责人介
绍：产品将能制作用于牙科或
矫形，通过口腔 !$ 扫描，并配
合 '(,)()*+* 一系列牙科专用调
色板，该设备能制作用于牙科
或矫形实验室的逼真牙齿及牙
龈模型，完美呈现近似实物的
颜色、质感和细节。

!$ 打印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才刚刚起步，就在 !月，一位走遍
全球的歌剧演唱家成为英国第一
个植入 !$ 打印人造膝盖的患
者，这一技术的成功应用会帮助
更多因膝盖问题而无法行走的人
重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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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说明书的遥控器你会用吗

# 图片说明
# 设计心理学将感觉和知觉$注意以及判断和

选择这样更为基础性的研究对象

当你走到一家商场门口，
却不知道应该推哪扇门进去
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够聪
明吗？当你下载了一款手机软
件，却弄不清如何进入主界面
的时候，你会感慨自己对新事
物缺乏了解，还是觉得这款软
件设计得不好呢？可事实上，
之所以会出现各种使用上的
不便，正是因为设计师在设计
这些物品的时候，对于相关心
理学知识的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