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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用户“同理心”在交互设计课程中的构建研究 
刘蕙质 

（淮南师范学院  安徽淮南  232000） 

摘要：设计是解决与生活相关的真实问题，为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设计需要了解用户健康、需求、期望和偏好等广泛因
素，这种多维视角包含不同领域的知识，学生可能缺乏经验、知识、信心，甚至缺乏为与自己不同的人设计的兴趣。为解决这一问
题，在交互设计课程中培养学生构建老年用户同理心的思维模式，学习切换用户视角、包容性设计的设计方法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
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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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mpathy" of elderly users in interaction desig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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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ign is to solve real problems related to life. Designing for special groups such as the disabled and the elderly needs to understand 

a wide range of factors such as users' health, needs, expectations and preferences. This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includes knowledge in 
different fields. Students may lack experience, knowledge, confidence and even interest in designing for people different from themselve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the interactive design course, students are trained to build the empathy thinking mode of elderly users, and learn 
the design methods of switching user perspectives and inclusive design to cultivate creativ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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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理念下倡导“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的思考方

式和设计策略的使人们重视同理心在设计中的作用，遗憾的是，设

计行业内很少有机会与用户进行“持续的非正式接触”，这种缺乏

反映在设计教育中更为明显。因此，需要一种方法来告知和激励设

计专业的学生们，帮助他们理解“他人”的个人体验和背景。同理

心的构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通过移情方法，例如沉浸在用户的生

活中、设计探索、想象投射，设计师转换到用户的角度，更好地理

解用户使用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使用感受。使学生深入了解用户身

体、认知、感官等全方位的需求，才有可能使学生能够思考超出他

们原本认知以外的产品可用性的设计，实现设计创新。 

一、“同理心”与交互设计 
（一）同理心 

同理心源于英文 Empathy, 词义是: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other person’s feelings, experience, etc.即“理解别人的感觉、体验

等的能力”, 中文翻译为“同感、共鸣、同情”。在美学、心理学中

作为一个术语, 译为“移情”，也有人译为“共情”。 移情被定义为

“与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相一致的能力，例如他们的动机、情感和心

理模式、价值观、优先事项、偏好和内心冲突等”。在设计活动中，

“移情”是指能站在用户的角度去体会和认同，即置身他人立场、

角度看待问题。 

（二）同理心与交互设计的关系 

交互设计是使人与物或服务之间产生有意义的联系,这种关联

是有效、易用、愉悦的；交互设计是一门关注用户体验的学科。因

此，要求设计师将目标用户看作参与设计的元素,关注用户的行为模

式,了解用户的真正需求,从而形成设计目标。构建用户同理心, 就是

强调学生具有正确、深入理解用户的能力，即学生需要“换位、共

情”，设计出给用户带来最优体验的产品。因此，具有用户同理心

是交互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构建老年用户“同理心”的必要性 
（一）全球人口老龄化 

全球信息显示，全世界约有 10 亿人患有残疾，在这种情况下，

设计、建筑和工程等项目领域面临整合健康、康复和技术等领域知

识的挑战。同时人口老龄化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根据联

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19》报告，

到 2030 年全球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将从 2019 年从 10 亿增加到 14

亿，占总人口的 16.4%，面对如此庞大的基数和如此快速的增长，

无障碍设计、包容性设计、适老化设计日益受到重视。 

（二）适老化设计发展 

2020 年 11 月 1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

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国办发[2020]45 号）的通知，预计在

2021 年底实现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更加普遍、传统服务方式更加

完善的目标，预计在 2022 年底解决老年人面临“数字鸿沟”问题

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目前，工信部已经开始推动首批手机应用的

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主要包括社交通讯工具：微信、QQ 等；生

活购物类工具：淘宝、京东等，其他还包括一些金融、出行、医疗

领域的 APP 应用，适老化设计已经成为当前 APP 设计的一个重要

方向。 

三、域外相关设计课程发展 
自 1991 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首次推出面向老龄化人口的开创

性设计方案以来，随后于 1999 年成立了海伦·哈姆林中心（Helen 

Hamlyn Centre），该中心致力于发展包容性设计的理论和实践，以满

足老年人和残疾人的需求。英国对社会包容性设计的兴趣稳步增

长，立法和监管方面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例如，2005 年

发布了新的英国标准、BS 7000-6《管理包容性设计》、2010 年《平

等法》以及国家规划政策 2012 年框架。英国的大学和艺术学院针

对包容性设计的高等教育课程也稳步增长。例如，McDonagh 开设了

一门名为“残疾+相关设计”的课程，由非设计专业的残疾学生、

残疾设计专业学生和非残疾设计学生共同学习。该课程设立源于认

为由不同生活经历的成员组成的团队对创新性地解决问题会产生

重大影响，因此课程组成人员创造一个高度“差异”的环境，其目

的是使参与设计者具有更多的同理心，并且在设计过程中由具有不

同生活经历的人指导合作。比如，其中一个项目组由一名工业设计

专业的盲人毕业生和一名轮椅使用者的本科生组成。该课程的设立

不仅让残障人士直接参与设计，也让非残疾人设计专业的学生直接

面对用户群体，更加敏感地尊重特殊群体，并使学生有机会与专家、

专业机构合作，以丰富他们的设计成果。 

四、“同理心”构建环节的课程设计与实践研究 
此次交互设计课程于 2021 年 9 月开设，上课时间为每周一至

周五每天上午四节课，总共 54 个课时，作为设计专业学生必修核

心课程，共 25 名大三学生参与，两名设计专业教师任教。 

（一）课程设计 

本课程教学目的是在交互设计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移情方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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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机会，以建立他们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认知和理解，获得对待

解决问题的共情理解，建构用户“同理心”，深入正确地了解用户

的真实需求。希望通过同理心建构为学生提供信心，让学生看到更

多理解“他者”（在本文中为老年人）的体验方式，达到形成一套

学生可以在设计工作中应用的移情技术方法的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分为五个板块：一、确认目标用户和用户研究（八课

时）；二、确定调查目的/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八课时）；三、用户访

谈、问卷设计／数据分析、角色扮演—创建用户心理模型（十课时）；

四、原型设计+最终设计呈现（十课时）；五、设计评估+迭代（八

课时）。 

（二）课程实践 

 
将项目按照设计进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让学生沉浸体验同理

心建构过程并观察采用移情设计呈现的结果。四个阶段分别为发展

移情理解、确定以用户为中心的标准、生成设计概念和评估设计概

念。如下图所示，在每个阶段中对应学生如何在项目中构建同理心，

即运用什么样的移情技巧，呈现的模式如何。 

图示中的五种移情技巧：直接观察、代理移情、互动、投射和

模拟，有助于学生对用户的移情理解。学生使用综合移情知识以及

移情关注方法来制定以用户为中心的标准：以用户为中心的标准设

计（对先前元素的直接扩展）、整合（将以用户为中心的标准与技

术约束相结合）和完善用户建议（将用户认可的愿望与设计师的专

业知识相结合）来生成设计概念。学生再重复最初五种技术中的两

种来评估他们的设计：与用户核对（类似于交互沟通）和想象使用

情景（类似于模拟）。 

以方便老龄人出行的公共交通 APP《遛弯》界面设计为实践项

目，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首先根据学生对老年人需求的初步理解罗

列出该 APP 的功能、界面风格；然后从移情角度出发，通过直接观

察和调研的方式了解老年用户的需求，创建包含用户画像、任务流、

需求列表的用户模型。在调研进行以前，学生需要确定好自己的调

查目标，比如在何时何地何场景老年用户需要此 APP，结合多数老

年人视弱特点、老年用户出行特点以及对数码产品的操作特点等，

设想产品界面设计方案，找到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和设想，在设想

方案的基础上，学生才可能更加具体有效地进行调研，可以是证实

也可以是推翻。 

其次，很重要的是在课程上为学生提供模拟功能性困难活动的

体验，即设置“角色扮演”环节，培养学生以老年人本体视角认知

目标群体的多样化。例如，让学生使用轮椅和拐杖四处走动感受老

龄人群活动的幅度、速度；完全失明或低视力模拟通过屏幕阅读器

浏览屏幕；阅读一本书时，戴上眼镜模糊视力；戴上手套降低手的

灵巧度等等方式模拟老化，感受老年人在操作智能产品时面临的困

难。通过第二阶段老年“角色扮演”学生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老年用

户的需求，对比第一阶段头脑风暴时运用本我意识和经验主义的讨

论得出老年人的需求，学生更直观地感受“移情、共情”后真实的

需求区别，体会用户同理心的重要性。并在此阶段总结在提升公共

交通 APP 可用性方面需要完成的任务，比如在交互行为设计中考虑

精细运动协调和视觉运动整合，在界面设计中考虑老年用户对界面

操作流程的理解，通过颜色、形状激发老年用户对操作的辨别。 

然后在设想的产品使用场景中,要求学生尽量体会使用场景、联

想氛围,按照期望达到的具体任务要求模拟操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需要以最简单的样式、最快的时间完成公共交通 APP 主菜单和内部

页面的使用流程绘制，为下一步确定功能和界面元素的讨论做好准

备。该阶段重点训练学生发散性创意思维能力、整合构建完整概念

的能力,以及原型制作的技能。 

通过以上对老年人移情观察、角色扮演、模拟任务、情景模型

等概念模型的建立，确定老年用户群体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与认

知特性，发掘老年用户对界面设计的功能需求、交互需求、审美需

求和社会需求，小组综合讨论各抒己见，提出老年用户移情设计研

究策略用以指导最终的设计实践，最后再通过专家测试与用户测试

反复进行概念验证和完善。 

五、总结 
交互课程中老年用户同理心构建实践研究表明课程需要创造

一个开放的氛围，学生们参与移情体验的意愿是关键，如果学生缺

乏与用户共情的能力和意愿，那么共情的互动和实施将无法发挥作

用。移情关怀的一个关键前提是重视他人的福利，教育者需要通过

强调用户的独特性来培养对用户的同理心，并在观察和互动活动的

同时，使用策略让设计师富有想象力地进入用户的体验领域，并缓

解任何潜在的抑制性偏见。其次，教育者需要帮助学生认识到他们

的移情理解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动态的过程。学生可以在其设计项目

的所有阶段使用大量移情技术，而不仅仅是在前端或后端去发展对

用户群体的整体移情理解。例如，在设计过程中可以先使用概念评

估技术（想象使用场景）作为模拟的先导，促进学生思考产品可用

性、易用性，提升对用户的移情理解。 

此外，学生在课程结束时的回答表明，大多数学生在课程结束

后都表现出积极的满意度，并在包容性设计方面获得了重要的知

识，课程中实施的方法对他们的项目开发以及他们使用包容性设计

的信心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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