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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思维的汽车内饰设计

姚　锐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　545000

摘　要：汽车内饰设计一直被认为是现代汽车自主研发的一项重要技术组成部分。汽车内饰设计中的很多人性化元

素影响着用户购车体验。本文主要从用户的思维及体验的新角度来分析构成汽车内饰整体设计效果的核心要素，探

讨现代汽车内饰整体设计应如何更好地实现既满足用户感受，又改善用户体验，并全面总结了当前汽车内饰整体设

计研究的前沿发展及其趋势，阐述了基于用户思维的现代汽车内饰整体性设计实现方法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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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当今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人们购车观念的转变，

人们的对新汽车科技的发展需求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

人们对智能汽车系统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这不仅促

进了智能化汽车产业发展，也对新汽车系统及创新应用

提出了高层次要求。汽车作为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具

备了汽车承载人、装载货物的功能，还为用户提供了安

全、舒适、和易控制性的体验。一个用户刚接触到汽车

内饰时，他们对整个环境的认知通过感受各种感官，即

眼睛、耳朵、嘴巴、鼻子、舌头和全身皮肤等，去接收

内饰信息，然后传输信号到大脑，形成用户感官体验。

室内感官体验影响了用户的购买行为，因此，汽车企业

已开始关注影响汽车用户思维的汽车内饰和设计，以满

足国内用户个性化服务的需求，从而持续提高公司产品

技术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1汽车内饰设计现状

汽车设计师乔治亚罗(Giorgetto	Giugiaro)曾解释说:"

汽车设计中最精彩的是内饰设计。汽车的外观是供他人

观看的，人们真正喜欢的是汽车的内饰设计"。自汽车

问世以来，汽车内饰的设计风格经历了大约100多年来

的演变发展。它如今已被从只满足日常驾驶的基本需求

转变为具有附加性的如安全、娱乐控制系统等实用功能，

更好地符合现代汽车人机效率，符合人类日常生活的多

样化等要求。由于电子3D打印应用，以及各种电脑图形

辅助系统技术的快速普及，造型设计的特征改变自由度

已经被放大，而材料颜色搭配也已经越来越强调外形色

彩协调性。使用的全新轻质材料结构，以及参数化设计

风格的表面装饰已经让未来车内饰具有未来感。电子车

身控制技术正逐渐地取代传统单一的机械控制系统。触

摸式中央控制屏面的出现有效简化了传统物理按键，实

现了功能控制按键与屏幕信息显示面板的高度一体化，

提升了用户操作信息面板的使用效率，操作界面简单友

好，更加注重用户关于人机交互信息的体验。

2用户对汽车内饰的感知

2.1用户感知的方式

用户的感知是指感觉和感知。感觉是在人脑系统

中的客观环境事物的通过人体感官得到的最直接的反

应。感知信息是人类在事先充分综合考虑到人们潜在的

期望、以往的知识经验和历史文化的信息基础上，对感

官信息作出的综合推断，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用户的感

知主要是指当人们的视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以

及这些感觉相互结合起来后而形成的这样一种心理的感

知，这是心理活动的前提。汽车内饰系统中使用的材

料、颜色、形状、光线、气味等多种信息刺激着人的感

官，并很快在人脑海中形成印象，从而产生多种用户体

验。视觉:人们可通过眼睛直观看到一切可视物体，形

成其对周围物体的感知，如形状、轮廓、结构、颜色、

光线等。节奏感强和丰富的色彩造型等元素也可能会在

逐渐中对用户色彩体验产生影响，协调色彩与互补色彩

的配色将传达给用户一个更美好的色彩审美体验;皮肤

触觉使用手部皮肤感知物体表面，可以识别到此该物体

外表特征，如物体表面形状、大小、粗糙度、温度、硬

度系数等特性;耳朵听觉:声音产品本身的声频响度、音

的调和及音色等也均可以通过耳朵感知，反馈来的声音

信息通过耳朵感觉。嗅觉，刺激用户鼻子后大脑分泌出

的相应刺激的嗅觉神经的反射神经冲动也将随之被大脑

传递到人体大脑皮层视网膜上的嗅觉中心，大脑皮层主

要形成嗅觉。令人产生不快心情的刺激性气味让人厌

倦，其它特殊的气味也会让用户感到高兴，气味可以改

变情绪，唤起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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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用户感知的层次

用户的感知过程直接决定了用户的体验。感知往往

不是由瞬间行为产生起来的，而是经常受到长期经验积

累的因素影响。感知体验的形成规律也是呈现螺旋式增

长的。当一个用户对其操作体验中的感知过程感到舒适

时，他们在经过长期的使用时间后感到一种情感体验。

本文将汽车用户的视觉感知分为了三个基本体验的层次:

感官、视觉操作和情感。只有当一个用户感知的较低级

的需求尚未得到完全满足之时，下一个高感知需求级别

的需求才继续。

2.3用户感知的过程

用户体验与汽车内饰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在用户感知

汽车过程中逐渐发展，具体有几个阶段:①在决定购买车

辆之前。用户从汽车网站、手机和路边广告看到汽车产

品的外观或车身内部。这种视觉和第一时间感知决定用

户是否更愿意去进一步了解汽车。②在确定的购车时间

内。在汽车实体店工作人员与某个指定品牌汽车产生接

触时，使用者就可以通过观看、接触、试驾等方式，认

识汽车其内饰主要功能设置与操控及使用，从而与其预

期的感知效果产生对照，产生感官互动感受。③汽车使

用时。即在体验的最后阶段，使用者接触各种汽车内装

组件，并参与到汽车内装中。④长期的使用后。用户要

对车辆内饰有科学且全面的理解认识和情感认知，包括

对各种功能配置的整体可用性、人机交流的整体舒适性、

交互系统界面操作的交互友好性、视觉协调性、材料搭

配的整体紧密性和对车内物品的整体气味。

3影响用户感知的内饰设计要素

汽车内饰整体设计上的基本构成与要素相对复杂。

内部空间由多个主要功能区域部件和功能组件等组成，

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所有这些可见区域组件基本上

都会同时对汽车用户产生多种感知行为。在汽车内饰的

设计实现阶段，不仅要考虑汽车用户对其中单个感官设

计的元素带来的视觉体验，还考虑这种多感官设计体验

产生的高度综合性效果。与其他单一的感官设计刺激体

验相比，多感官设计刺激体验可以集中传播大量情感信

息，同时更好地满足人的大脑需要通过各个不同类型的

多感官通道去整合外界信息，因此，影响用户感知的内

饰设计要素是复杂的。

3.1可见视觉

通常，第一感官印象主要是人们通过主观视觉来感

知环境形成出来的。室内墙面的设计造型、灯光、颜色、

纹理和一些细节处理都可能影响最终用户的整体视觉体验

感受，用户在汽车购买过程中首先考虑这些视觉体验感

受。值得注意的是，汽车内饰造型的设计也是内饰设计的

重点。形式设计是品牌物质内涵和产品功能内涵的完美载

体，好的品牌形式给用户带来愉悦的消费体验，这不仅提

升用户的满意度，更为品牌方带来了良好的口碑。

3.2材料触觉

汽车内饰可由很多不同性质的装饰材料所组合而成。

每种材料也都是有自己本身的性能特点，比如金属制品

的高温耐寒性、织物纤维的柔软性、皮革材料的精致性、

木材纤维的自然性能和塑料材质的耐温暖性。不同种类

的材质及处理表面的工艺技术同样也将会直接影响用户

的感受。在高档汽车内饰造型设计工程中，材料表面的

镀铬表面触觉设计应重点考虑到用户的使用频率和空间

布局位置。例如，车门内的把手、方向盘饰件、钥匙、

换档杆球头件等，零件的外形设计施工中经常需要考虑

使用镀铬来提升手感，质量感和技术感等。汽车时内的

装修设计还应尽量充分考虑各种材料的表面纹理是否需

要进行加工，提高触觉体验。

3.3声音环境

良好舒适的车载音响环境可以为车主营造音乐氛围，

通过建立音响背景，使得联想音乐形成听觉记忆，比如

在汽车中央可控制手机屏幕打开时出现的背景音乐，会

让用户在使用汽车的时候形成听觉记忆，赢得该品牌汽

车在消费者心中的口碑。声音本身也是用户联系外部载

体的方式，如汽车启动汽车时发动机运转的轰鸣声、故

障时出现的故障报警提示声、操作完毕后听到的反馈声，

这影响了汽车用户听觉环境。这些汽车声音系统的频响

度、音色大小和音调也需要专门设计，例如，太过于小

范围的响声或无响应度的声音会容易让用户反感。因此，

在车辆设计时考虑缓冲、隔音、吸声剂等静音材料，为

汽车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

3.4易操作性

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车内各功能键组合更显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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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繁多，难以区分，用户会有理解障碍。因此，在整

个汽车室内的设计构思阶段，应考虑用户实际的使用操

作感知，如钥匙安装的结构强度、行程和空间位置布局

均应考虑符合人体工程学。例如，使用频率很高的钥匙

安装应尽可能放在舒适区，钥匙安装的信息反馈亦应尽

可能及时，按键和按钮应易于触摸和抓取，表面应更加

平滑。通过这些优良设计，汽车内饰有效地改善了用户

的视觉感知的体验，减少操作疲劳，提高汽车行驶过程

中的安全性。

4结束语

汽车室内的装饰是供人们体验各种驾驶操作的理想

空间。它真实地反映出一个用户的驾驶感受和品味，良

好的内饰体验感是未来的汽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舒

适的感官体验一直作为汽车行业改善内饰产品的重要需

求，在此过程中需要的基本技术将贯穿于汽车的各阶段。

汽车生产后，汽车行业应该根据用户使用后的反馈信息

进一步优化产品的设计，以持续提高用户对产品满意度。

这样不仅可以满足用户对多样化车型的需求，更为汽车

行业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从而使得自主研制的品牌

车辆能够在国内外市场更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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