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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控制感的厨房家电设计研究
张　雪

（西安思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为了提升用户对家电体验感，解决用户操作中存在的

问题点，基于控制感探究厨房家电设计方法。以个体对控制感的

需求为出发点，首先分析目标用户体征，获取基本目标需求，随

后分析场景需求要素；结合上述要素提炼目标用户的体验要素，

得出交互需求要素并确定家电改进方向。该策略能够帮助设计师

确定用户心理需求，为厨房家电产品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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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大众对于厨房家电的品质也有更高

的要求，中国家电市场由“家电制造”向“家电创造”转变，电

饭煲作为一款便捷的烹饪工具，逐渐取代传统灶具成为家庭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厨房家电产品。科技发展促使电饭煲变得多功能和

智能化，改变了用户与电饭煲的交互方式，但复杂的功能增加了

使用中的信息处理量，导致用户产生认知障碍，形成较高的认知

负荷，从而降低用户体验感。本文基于控制感角度，结合场景思

维从用户视角出发，旨在设计出提升用户体验感的产品，为厨房

家电产品创新提供新思路。

一、控制感与产品设计

控制感在心理学上的定义为：个体相信自己能够影响事件

的进行，并获得所期望结果的程度，而且这种影响是由个体自

己而非外界的因素来决定的。控制感意义中的个体包含内控人

格和外控人格，内控人格认为事件的结果与自身行为有关，外

控人格认为事件结果是与自身不可掌控的外界因素有关。无论

哪一种人格的个体对控制感的需求都是必要的。体现在交互产

品则是用户对控制感的需求，交互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

的需求，需要理解交互中的用户，因此交互设计应拥有用户思

维从用户角度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结合场景思维去思考满

足用户需求的要素。

控制感理论研究来源于美国社会学习理论家朱利安·罗特对

于控制点理论的提出，认为控制感是个体的自身能力水平、努力

程度等内在因素在影响外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White 在 1959 年

提出控制感实际上是个体动机的体现，个人行为的首要动机是

对生活环境和事件控制的需要。常海从控制感角度出发，构建

iPhone 交互设计控制感模型，并适用于其他交互行为设计中创造

出好用、易用的交互产品。张胥以控制感的概念作为文化与设计

关系研究的切入点，提出在本土化设计中探究控制感保护模型和

设计原则，并实验验证控制感高低使用户对设计模式的喜好差异。

以上表明，将心理学中的控制感引入到交互设计中对用户心理和

产品的易用性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可利用控制感在实现产品价值

同时带给用户好的体验。

二、基于控制感的产品设计策略

控制感通过外控人格和内控人格让用户对产品产生使用动机，

从而提升用户体验。本文从控制感角度出发，结合用户和场景要

素研究相关理论，围绕“人 - 产品 - 环境”展开，触发用户使用

动机，提出基于控制感的产品设计策略。整体策略构思如下。

1. 用户需求分析：本阶段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法对电饭煲的

目标用户进行调研分析，了解用户定位、生活习惯、兴趣爱好、

行为特点、职业特征、消费心理等，建立用户特征标签，以此立

足于内控人格深析用户需求；

2. 场景需求分析：基于上述调研信息，从用户和产品角度分

解场景要素，提出场景限定用户需求的设计要点，以此立足于外

控人格深析环境需求；

3. 交互需求分析：该阶段综合考虑用户和场景需求，基于用

户特征提取用户体验要素，以此设计调查问卷并利用 SPSS 软件分

析数据获得要素权重值，针对产品从用户层、感官层、交互层和

体验层进行详细的设计分析；

4. 设计策略构建：本阶段贴合用户需求和场景需求，将上述

三个阶段基于控制感分析所调整的需求要素整合，按感官体验、

交互体验和情感体验三方面进行设计策略构建；

5. 设计方案输出：根据以上设计策略进行草图绘制，然后选

择方案进行优化设计，得出最终产品方案。

三、基于控制感的厨房电饭煲设计

（一）用户需求分析

本文以 20-40 岁的上班族为目标用户研究，通过调查问卷、

用户访谈等方法提取到用户群的特点是：（1）生活节奏快，需要

高效利用时间（2）精神压力大，期望舒适自在的生活（3）关注

生活健康，对家庭的健康品质要求较高（4）享受独立的现代生活，

较快接受新鲜实务（5）重视文化消费，具有文化追求。

（二）场景需求分析

个体对产品控制感的掌握可通过外控型人格改变环境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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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场景的构建可以发现问题点，获取较用户问卷调查更具有实

用性、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用户需求数据，也是设计师理解用户思

维的重要因素。

首先明确需求的迫切性，根据目标用户职业类型和生活节奏

较快的特点，考虑用户使用产品时间紧迫，分析其功能模块分为

基本功能、并隐藏规范功能和兴趣功能供闲暇时间使用；信息结

构要简洁明了、整齐统一、高度浓缩，辅助用户快速理解并找到

需要的功能；信息反馈具有及时性、有效性、针对性，让用户感

觉是直接操纵系统，从而减少由时间紧迫或压力大等因素导致体

验感降低。

（三）交互需求分析

本研究通过分析用户特征标签并结合电饭煲自身特点，获得

14 个重要的用户体验要素，将其分为感官体验、交互体验和情感

体验三大体验要素，具体要素分类见表 1。

随机抽取 200 位目标用户，获得 190 份有效问卷，其男女占

比为 4：6，以 Likert 五级量表作为电饭煲体验因素的评价标准，

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记为 5、4、3、

2、1，让用户为其打分。

体验要素 用户需求

感官层
1. 外观造型

2. 语音反馈

交互层

3. 整体及界面操作简单 8. 多功能

4. 安全性能 9. 材料健康

5. 大小容量 10. 食物定量测量

6. 开盖简单 11. 界面图标识别性

7. 定时功能 12. 易清洗

情感层
13. 舒适的烹饪环境

14. 使用舒适有做饭乐趣

本文将 14 个用户体验要素依次记为 M1-M14，计算各个要素

满意度均值，见表 2。调查结果显示要素满意度均值在 3.18-3.88

之间，说明用户对现有电饭煲的体验效果不佳，需要进行优化设计。

用户体验要素满意度均值

因素 满意度 因素 满意度 因素 满意度

M1 3.08 M6 3.47 M11 3.25

M2 3.20 M7 3.74 M12 3.97

M3 3.33 M8 3.19 M13 3.21

M4 3.11 M9 3.67 M14 3.43

M5 3.74 M10 3.83

（四）设计策略构建 

基于上述体验要素需求，按照感官体验、交互体验、情感体

验三个方面进行方案构建。

1. 简约协调的感官体验

（1）造型方面：由于厨房空间有限，用户对外观期望值较高，

因此形态上采用简约流畅的圆角几何造型，点线面的组合适应厨

房横向布局的特点，以营造安全可靠的氛围并呈现和谐的视觉效

果；

（2）颜色方面：选择具有高级感的配色，符合目标人群追求

时尚的艺术趣味，并能迎合大多数厨房的装修风格。

32. 简易精确的交互体验

（1）操作方面：由于用户使用时间紧迫，在操作既要做到简

单便捷，也要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通过合理布局电饭煲的按钮

位置，有效利用空间结构；

（2）界面布局方面：界面信息架构合理且内容明确，分级隐

藏体现功能架构的完整性，参考厨房其他家电产品的界面功能特

性，优化信息结构，减少用户使用时需要认知和处理的信息量。

3. 健康舒适的情感体验

（1）娱乐方面：让用户拥有情趣化体验，增添娱乐功能舒缓

用户压力，并具有新奇有趣的体验，达成情感共鸣；

（2）反馈方面：基于时间要素对反馈的特性要求，在使用厨

房电饭煲时反馈要达到及时准确，电饭煲可利用灯光效应来显示

运行状态，并避免过多反馈占用用户注意力，使用户情感趋向积

极化。

二、结语

本文提出基于控制感理论的厨房电饭煲设计研究，从控制感

的角度切入，改变用户与场景来激发用户动机，综合用户体验要

素需求和场景需求分析，并从感官体验、交互体验和情感体验分

析设计要点，最终获得电饭煲的设计方案。此外，利用此方法构

建的设计流程，也可在后续研究中推广至其他智能产品设计之中，

为厨房家电设计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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