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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怀理论的适老化产品设计研究

汪颖，黄利媛，董春阳
浙江理工大学通用设计研究所，杭州 310018

摘要：基于关怀理论探究适老化产品设计策略，改善科技数字化生活背景下老年群体的产品体验感。在关怀理论的视角下，从

基于需求满足的关怀设计、增强互动反馈的关怀设计及基于情感回忆的关怀设计三个方面出发，探索适老化产品设计策略，优

化老年群体与产品的人机交互绩效，为适老化产品设计提供高效且可借鉴的设计思路。基于关怀理论的适老化产品设计研究

能够让人们更加聚焦于解决老年群体特有的问题，从他们的生理及心理特征需求出发，发掘更深层次的用户体验，让老年群体

更好地拥抱科技产品。同时，研究所提出的产品设计策略，将为面向适老化的产品交互设计提供有力的依据，让设计从业人员

能够为更好地实现老年群体自然轻松的产品交互体验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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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Strategy of Elderly-oriented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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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aring theory, design approaches for elderly- oriented products were investigated to enhance the product

experience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echnology.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caring theory, design strategies of elderly-

oriented products were investigated from caring design based on demand, enhancement of interactive feedback and emotional

memories, so as to opt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provide effective and referable design ideas for

elderly-oriented products. The study on design of elderly-oriented products based on the caring theory makes the public focus more

on resolving the particular issues that the elderly face, explore a deeper user experience based on thei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make the elderly enjoy the technological products bet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duct design strategy proposed by the

institute will offer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nteractive design of elderly-oriented products, enabling design professionals to work hard

to better actualize the effortless and natural interactive product experience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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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背景下的人口老龄化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逐渐成为技术用户[1]，科技在改变生活创造无限可能

的同时也为老年群体带来一些不适应的问题。“网购时

代”下老年人因找不到结账付款的按钮而困在一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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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琐的流程中、“共享出行”下老年人拿着手机站在路

边街头却始终打不到车的困境，以及“新冠肺炎”疫情

下老年人因不会使用健康码而四处受拒，“技术鸿沟”

不断地在人们眼前展现。在进入老年时期，老年人不

可避免地会感到身体、认知和感官能力的显著下降，这

使他们对科技产生了负面的态度，同时负面情绪不仅

源自此，很多老年人长期与子女分离，经常需要忍受孤

独的生活环境，容易变得孤僻内向，缺失幸福感[2]。因

此，本文基于关怀理论的视角，从产品适老化设计研究

现状出发，解构数字背景下老年人产品交互需求及特

征，提出产品适老化设计策略，将设计聚焦到老年群体

并为他们带来更多设计向善的生活体验。

一、国内外产品适老化设计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学术界产品适老化研究动态梳理

社会科技化背景下，技术逐渐向高龄人群渗透。

信息现代化的当下，产品交互的“适老化”除了需要考

虑身体机能外，还需要考虑老年人的心理状态、认知水

平及所处的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特点[3]，通过技术手段

弥补身体机能、环境差异等问题，为老年群体提供所需

的功能设计与服务。

适老化产品设计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特

别是在老龄化渐势的社会背景下。目前国内的适老化

产品设计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向进行。智能家居

产品交互设计，谢海琴等[4]从健康监测、环境控制、辅

助设计及一体化服务这四个方面开展了适老化智能家

居产品的设计研究；刘卓等[5]以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

群体的情感需求为出发点，提出满足老年人情感需求

的社区娱乐服务设计优化方案。医疗康养辅助设备设

计，王可心等[6]提出了目前养老社区中服务设施与老

年人认知不匹配、适用性、易用性较低等问题。公共产

品设计，汪颖等[7]概括了农村公共服务系统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了构建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

务适配机制的思路。居家用品设计，潘莉等[8]研究了

老年人与衣柜发生的交互行为，通过角色扮演、用户访

谈、行为观察等方法，提出基于用户体验的适老化衣柜

产品的解决方案。可穿戴设备产品设计，杨梅等[9]从

产品设计、用户体验、人机交互和实际生产四个维度构

建了适老化智能手环的评价模型，为适老化智能手环

的设计提供清晰适合的决策方案与优化思路。老年群

体特征需求导向产品设计，王勇彬[10]针对老年人视觉

偏好、听觉阈值规律以及触觉材质感受进行了一系列

基础实验研究，并将老年人的认知特性需求模型转化

为产品交互适老化的实践路径。此外，薛明明[11]从适

老化产品造型设计的角度入手，提出一种基于人工神

经网络深度学习的适老化产品造型意象评价模型。

国外适老化的研究围绕产品的适老化设计、老年

用户的使用培训及面向老年用户的技术支持等方面进

行。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Ruzic 等 [12]基于通用设计

（Universal Design）、适老化设计（Design for Aging）、通

用可用性（Universal Usability）及手持式移动设备接口

设 计 指 南（Guidelines for Handheld Mobile Device

Interface Design）这四种设计理念，开发了一套综合性

设计指南，以确保老年人对移动设备的可用性。

Johnson等[13]介绍了影响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能力的

年龄相关因素，以及反映老年人不同能力、使用模式和

偏好的设计指南。Miranda等[14]总结了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发生的感觉功能、活动能力、平衡能力、记忆和注

意力的正常变化，提出了实用的指导方针。Mlađan等[15]

调查了用户对鼓励积极生活方式的看法，为老年人提

供自我管理身体、心理和情绪健康的手段的技术需求，

并为老年人提供了包容性技术的用户需求模型。

Farzana等[16]分析强调了老年人的行为、需求及他们使

用移动医疗技术面临的障碍，确定了自我管理和生活

质量，身体活动和风险，行为、依从性和障碍，以及采用

和接受移动医疗技术这四个重要移动医疗研究的集

群。此外，Lewis等[17]评估老年人群与可穿戴设备相关

的认知、身体和感官能力，在此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

些设计建议。

（二）国内外业界产品适老化设计研究动态

业界的适老化数字界面交互设计研究，则以具有

代表性的互联网一众“大厂”展开，图1中Accessibility

Design of Material design[18]是谷歌开发的一套详细的

可用性设计指南，从颜色和对比度、声音和动效、样式、

层次和焦点、技术实施及与文本书写相关的方面具体

展开，指导产品的改进以增强所有用户的可用性。体

现包容设计理念的微软 Inclusive Design[19]也是适老化

交互设计的纲领性文件，从识别差异、为大部分人设计

及多元化设计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设计理念。Alipay

Design“适老化设计‘9’好指南”[20]，从老年人“看不清”

“不理解”及“难操作”三个方面展开适老化设计的改造

方法；百度针对其APP“百度大字版”[21]从四个方面易

阅读、易收听、易操作、易理解产出了系统的移动端适

老化设计标准体系。清华THU人因[22]通过简易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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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视觉、多通道感知、扁平化设计及信息安全透明这

五个方面去分析提出设计思路。

数字背景下的适老化设计研究不仅是为了解决人

们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而且是为每个人的未来谋求

福祉，数字经济与数字服务不能将老年人排除在外，数

字技术的发展应普惠共享。随着社会高速发展和人口

老龄化，老龄化逐渐会成为社会关注点，为了更好地应

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除了公益性的支撑，还更多需要养

老产业的发展。

二、关怀理论

（一）关怀理论概述

关怀理论主要来自关怀伦理学，在世界不同的文

化背景下，人文关怀的形式、表达及内涵都有所不同，

并认为“关怀即护理，护理即是关怀”[23]。目前，影响比

较广泛的是诺丁斯的教育关怀理论和华生的护理关怀

理论。在适老化设计研究中，面对老龄群体，偏向护理

领域的关怀理论更具参考价值[24]。

JeanWatson博士[25]于 1979年创立人文关怀理论，

其目的是促进服务对象生理、精神、灵性及社会文化的

全面健康发展。在其著作《护理：关怀的哲学和科学》

中她首次应用了“人文关怀”这一词语，指出护理人文关

怀为“护理人员通过具体行为表现出有意愿、有责任和

有目的的专业价值观或态度”，揭示了护理学人文关怀

的精神内涵。Swanson关怀理论解释了四个护理基本

概念：人——人是独特的动态的个体，在情感、思想和

行为等方面具有整体性。人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环

境——指影响个体或被个体所影响的环境，包括生物、

心理、精神、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健康——当

护理人员把健康当作福祉时，健康的意义指做一个完

整的人，不断成长，自我反思，并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

帮助服务对象维持或恢复他们根据自身状况、环境需

求和资源条件限制所达到的最佳生活水平，感受到自

身完整性的一种生活状态；护理——护理是一种明智

的关怀，其目标是促进服务对象健康、独立。此外

Swanson关怀理论涵盖了五个关怀过程（如图2所示）：

图1 业界适老化设计标准内容对比

图2 Swanson关怀理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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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Knowing）、陪伴（Being with）、帮助（Doing for）、

赋能（Enabling）、维持信念（Maintaining belief）[23]。了解

（Knowing）包括避免猜测和预判、关注老年人所关心

的事、充分评估、寻找信息和线索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承

诺五个子维度。护理人员了解老年人时要避免先入为

主的观念，将其视为完整的人，聚焦老年人关心的事情

及其真实想法，通过寻找线索了解老年人的经历，并进

行充分的个人健康评估；陪伴（Being with）强调与他同

在、表达情感及分享情绪，包括给予时间、陪伴、倾听及

反馈等，让老年人感受到被承诺、关心和关注；帮助

（Doing for）指对老年人的需求信息有预见性，能及时

提供优质看护，呵护他们的健康，使其感到舒适并维护

其尊严；赋能（Enabling）指通过为老年人提供信息或

解释，给予情感支持，帮助他们关注其关心之处，及时

给予正向反馈，并使他们更有能力做选择和决定，从而

提高自我照护的能力；维持信念（Maintaining belief）包

括信任对方，提升希望，帮助他们保持乐观并回归生

活。护理人员要维护老年人自尊，相信其有能力度过

生活转折，并帮助他们去获得、维持或重获未来生活的

意义[26]。

（二）基于关怀理论的前期研究

前期主要按照以下框架进行研究[27]，见图3。第一

阶段通过文献回顾，了解关怀理论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第二阶段与专业设计师进行讨论，了解现有适老产品

关怀体验的表达方式；第三阶段与专业医护人员进行

专业交流，确定创造关怀体验的原则；第四阶段对老年

人进行产品调研，提出老龄化背景下关怀产品的设计

策略。

第一阶段，以“关怀理论”“老年人”及“适老化”等

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进行

基础文献回顾，了解了关怀理论的相关概念。在基于

Swanson 关怀理论的第二“了解（Knowing）”阶段，以

“关怀产品”为关键词进行老年产品设计案例的汇总，

招募了12名具有设计经验的设计师，根据产品体现关

怀感程度对所挑选的设计案例进行分类，并结合组织

专家小组讨论进行研究分析，定义这些适老产品的关

怀感主要在造型、颜色、材质、操作、功能及用户体验这

六个方面的表现属性。然后，参考Norman的设计理念
[28]，定义适老化产品设计中，外在关怀体现在外观造

型、颜色以及材质属性；产品内在关怀体现在使用时的

功能和操作属性；关怀产品的用户体验则定义为产品

情感关怀，并且情感关怀由内在关怀和外在关怀共同

构成，见图4。

第三阶段研究的目的是确定使产品能够达到“陪

伴（Being with）”“帮助（Doing for）”并“赋能（Enabling）”

老年人这些关怀因素的设计方法或原则，通过与专业

医护人员访谈的方式，了解他们对产生关怀感的专业

看法。并对参与者提到的有关关怀感的关键词进行编

码，随后推导出适老关怀产品的体验维度（如图 5 所

示），即适老产品的关怀体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

图3 基于关怀理论的前期研究

图4 关怀感在适老产品上的体现方面

图5 关怀产品的体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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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满足需求、互动反馈及情感回忆。其中，满足需求是

指在老年人关怀设计中，满足用户最基础、最根本的需

求是创造关怀最重要的条件。老年人对老年人产品的

主要需求是生理需求，次要需求是心理需求。因此，老

年人产品应以实用性为主，享乐性为辅；互动反馈能够

使产品更直观，增加产品的易用性同时增强老年人与

产品的使用黏性，赋能老年人轻松合理地使用现代化

产品；情感回忆是通过内心深处记忆的唤醒，老年人在

与产品交互过程中更易产生愉悦的体验感。

第四阶段则是基于关怀理论进行老年人产品设计

策略的研究，邀请了40位老年人参与产品需求问卷调

研，挑选其中20名老年人参与详细访谈（如表1所示）

并要求他们对产品的造型、材质、颜色、功能和操作 5

个属性进行重要性排序（5分最重要，1分最不重要），

最终整理成数据指导进一步分析。

结合前文研究和老年人需求调研结果，最终提出

了基于关怀理论的老年人产品设计策略，见表 2。产

品在外观、功能和操作三个方面分别满足创造关怀体

验的三个原则，共8个设计策略。

三、基于关怀理论的产品适老化设计研究

为了能够让年轻的设计师更好地理解老年人关怀

产品的基本设计思路，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晚年生活，

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结合文献研究回顾和前期对

老年人需求的调研，从基于需求满足的关怀设计、增强

互动反馈的关怀设计及基于情感回忆的关怀设计三个

方面提出了适老化产品交互设计的基本策略。

（一）基于满足需求的关怀设计

1. 符合预期的外观设计

其一，符合基本的审美需求：根据访谈得到的经

验，老年人尤其是女性老年人对产品美观性的追求不

亚于对产品实用性的追求，因此在设计适老化产品的

外观结构、色彩及整体造型上应更加仔细考究。

其二，符合基本的功能预期：即将产品操作、功能

等基本信息外化到产品的外观上，使老年人在第一次

接触产品时能够根据产品的外观基本判断出产品大致

的功能和使用方式。

以图 6为例，在产品细节中通过按键和旋钮等结

构，特别是在按键的基础上增添像指尖一般凹下的小

圆点，以及在旋钮上添加与旋转方向一致的操作提示

表1 访谈提纲

问题提纲

Q1

Q3

Q5

是否有相关产品

的使用经验？

通过何种途径

获得该产品？

对产品的印象？正/负

Q2

Q4

Q6

为何会使用该产品？

使用频率如何？一般维持

多久使用时间？

在使用过程中，令你印象深刻

的地方有哪些？

表2 基于关怀理论的老年人产品设计策略

关怀体验

满足需求

互动反馈

情感回忆

外在关怀（外观）

符合预期的外观

视听觉反馈的显著性

符号化元素设计

内在关怀（功能）

简单实用的功能

触觉反馈的独特性

熟悉的功能交互

内在关怀（操作）

一一对应的操作

操作反馈的即时性

图6 按键及旋钮等元素在产品细节中的关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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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旋钮侧身可以增加操作时摩擦力的锯齿状设计，暗

示用户可以通过上下按动或左右旋转的动作与产品进

行交互操作，既符合自然交互逻辑，又通过产品外观对

产品使用方式有一定的猜测与了解，有效降低了老年

人对数字产品的学习成本，使其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

2. 简单实用的功能设计

老年人产品应以实用性为主，享乐性为辅，在设计

中精简老年人产品的核心功能数量，降低老年人的学

习成本；同时，设计一些简单操作，让老年人既能直达

目的，又能缓解老年人在面对新产品时产生的焦虑、紧

张等负面情绪，提高产品容错性。

滴滴APP“老人叫车”功能版块的设计（如图 7所

示），为老年人设计了“一键叫车”功能，操作简单、直接

且温馨明了。适老化产品中简单实用的功能不仅能降

低用户的学习成本，还能让用户在使用时身心放松，有

更好的产品体验。

3. 一一对应的操作逻辑

行为逻辑理论认为每种行为都有与之相应的动机

和理由。在产品设计中，“动机”可以理解为老年人的

“需求”，“行为”可以理解为老年人为满足需求与产品

之间的“交互行为”，老年人的“需求”通过与产品的“交

互”而被满足，最终“达成目标”。因此，适老化产品设

计中应站在老年群体的角度去思考产品使用思路，对

产品功能进行重要性排序，以线性而非树状的信息架

构向老年用户呈现；同时可以让老年人参与产品的设

计过程，挖掘老年人的非逻辑行为、缩小交互逻辑与老

年人行为逻辑的匹配偏差[29]。此外，适老化产品设计

时应简化操作方式，尽量避免“组合键”。

百度地图关怀版 APP“查路线”功能（如图 8 所

示），在查路线这一功能中，比较直观的是起点与终点

的唯一性，但是在抵达的过程中不仅会有路线的不同，

在现代化交通工具多样的时代，还会有不同的出行方

式，那么“查路线”功能的设计就需要进行优先级的排

序与信息呈现内容的设计，在百度地图关怀版的设计

中，首先将起点与终点以第一优先级简单直观地呈现

于界面上方；然后根据用户使用时的场景将出行方式

作为第一优先级区分，供用户选择对应的出行方式；最

后根据出行方式的不同呈现更深层级的界面，比如“公

交地铁”的下一界面是车次与所用时间界面的信息，

“驾车”则是以时间为区分的行使路线的选择，而步行

则呈现起终点的地图，点击导航进入更具体的路线。

以一对一思路呈现，界面以简洁明了的方式让用户选

择对应的出行方式，并根据对应的出行方式以线性的

逻辑让用户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线进行导航。老年人接

触的产品类型远不如年轻人丰富，该地图软件将不同

功能分层，使每个功能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按键入口，并

将不同的信息在界面上用不同元素去进行信息呈现，

一对一线性的操作逻辑应用在导航场景，极大地降低

图7 滴滴APP“老人打车”功能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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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老年人的使用难度。

（二）增强互动反馈的关怀设计

1. 视听觉反馈的显著性

显著的反馈方式能够提高老年人接收产品信息的

成功率。人类大部分的信息获取来源于视觉，因此产

品通过视觉变化最容易引起用户的察觉。视觉反馈的

显著性主要体现在产品的用色、材质、造型及风格元素

等方面。同时视觉反馈并不是唯一的反馈方式，结合

老年群体特征，设计不同感官，比如试听结合的多感官

反馈也可以达到显著的效果。

通过药丸提醒器EasyPill来优化老年人的用药习

惯（如图 9所示），基于“物联网”概念将应用程序与电

子药丸垫信息同步化，通过日常生活中老人定期服药

这一最初由记忆与药物触摸取药的方式转化成当需要

服用某种药物时，药盘通过结合发光的视觉反馈和声

音上的听觉反馈来提醒老年人。

2. 触觉反馈的独特性

独特的反馈方式能够提高老年人获取产品信息的

正确率。在众多感官中，触觉感官最为特别。一方面，

触觉交互为用户与产品之间提供了双向的交流，用户

通过碰触向产品传达指令，而产品也经常以震动的方

式向用户反馈信息；另一方面，触觉系统能够独立于视

觉系统为老年人传递准确的信息。

图 10 Easy Button是一款获红点奖的创意概念产

品，老年人由于衰老而手指变得不够灵活，在日常穿衣

解扣时有诸多不便，设计师通过对纽扣的结构形状进

行了适老化改良设计。通过指尖触觉反馈将纽扣的一

侧变薄并向上凸起便于老年人抓握；另一侧设计成凹

形，使老年人区分并将纽扣轻松地穿过扣孔，增强老年

人对产品的可控性。

3. 操作反馈的即时性

即时反馈能够提高老年人接收产品信息的时效

性，反馈的即时性是必不可少的。首先，即时反馈有助

图8 百度地图关怀版APP“查路线”功能

图9 2013年光宝创新奖金奖作品药丸提醒器EasyP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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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将重要信息时效性地告知用户；其次，高延迟的反

馈也会触发用户的负面情绪，并可能造成信息传递

的混乱。此外，反馈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产品

的性能，决定着用户对产品的信任与依赖度。因此，

对单次的信息反馈，通过技术手段减少反馈延迟或

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填补因延迟导致的时间差；

而对流程的信息反馈，将流程可视化并根据进度进

行多次反馈。

为所收集的界面中的反馈设计（如图11所示），从

上至下依次有加载中的设计、进度条的设计及各APP

中缺省页的设计和任务处理进度设计。界面中的反馈

设计有两个好处：一是以画面动效的形式转移了老年

人注意力，放松老年人使用数字软件的紧张不安心情；

二是给予了老年人正在加载中的反馈信息，让其知道

软件已经响应操作并且正在执行其指令。即时反馈是

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用户都需要的提醒方式，对普

通用户来说，它是产品流畅、快速的体现，但对老年人

来说更能加强他们对产品的信赖。

（三）基于情感回忆的关怀设计

1. 符号化元素设计

符号化外观能够引起老年人对产品的共鸣，提升

老年人的用户体验。结合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符号对

象”指产品在形态、材质、纹理等方面的特征，作为符号

的外在表现；“代表项”可以指代具有历史和时代特色

的象征物，作为符号的内在体现；“解释项”可以理解为

用户对“符号”的主观感受。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的

人生经历丰富，印象深刻的事件众多、但并非所有印象

深刻的事件都与关怀感有关。因此，在选取符号的“代

表项”时应注意甄别，挑选符合关怀行为的事物作为

“代表项”并将其抽象（或具象）在产品的设计中[30]。

界面内图标功能分类图（如表3所示），对比了“首

页”“我的”“搜索”“收藏”“设置”“更多”“分享”及“钱

包”这几个功能在不同软件里的图标设计[31]。比如“首

页”这一图标设计，微信和墨迹天气都采用了其软件自

身的形象用来加深品牌度，而今日头条与搜狐新闻则

采用了房子的元素符号，喜马拉雅采用了星球的元素

符号，春雨医生采用了类似四个花瓣拼合起来的元素

符号，那么对用户特别是老年用户而言，房子元素符号

的图标可能更利于他们使用和理解，因为“房子”作为

符号对象本身就代表着“家、回归”的含义，那么对应

“首页”这一功能会更利于他们理解与接受。在设计中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元素，从外观、情感上打造亲近老年

人的产品设计。

图10 2013红点奖获奖作品Easy Button

图11 界面中的反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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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悉的功能交互

熟悉的功能交互可以理解为外在符号化设计在产

品内在功能上的延伸。通过熟悉的功能呈现将符号化

的外观设计延伸到产品的使用体验上，有利于形成一

个完整的用户体验闭环，这种体验与其他形式的产品

体验结合在一起更容易引起老年人的情感共鸣，完善

产品的关怀体验。与自然交互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

都能引起老年人的共鸣且降低他们的学习成本，主要

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产品的操作方式符合人的直

觉；另一方面是指产品的操作方式符合用户对产品的

一般认知，使老年人以往的操作经验在新产品上同样

适用。

如图 12 为就读于韩国檀国大学的设计师 Injoon

Yang设计的一款“开瓶器”。造型上它看起来像一个

水龙头开关，彩色且圆润的外观让人对“开瓶器”产生

亲和感。水龙头作为老一辈生活中一直存在的事物，

用户会对操作方式一目了然。即使是老年人也可以

仅凭自身经验就能做到。自然交互符合老年人的思

维逻辑，降低老年人的学习成本，有利于新兴技术在

老年群体中的普及。与年龄相关的挑战将会影响老

年人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功能，同时这些挑战还在社会

福利、医疗保健需求和相关的高成本方面给社会带来

沉重的负担，因此针对老年人的适老化设计值得深入

研究[32]。

四、结语

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

在互联网时代下成为科技受众，作为需要被关怀照顾

的群体，大家能够为老年群体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适

老化”迫在眉睫，基于关怀理论的适老化产品交互设计

能够让人们更加聚焦到老年群体特有的问题解决上，

而新一代中国老年人同时也体现出了不同于以往传统

视角下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也延伸出对老年群体更

多方面，诸如心理、社会归属等问题的研究。本文基于

关怀理论，探讨产品适老化交互设计中可聚焦的点，从

满足需求、互动反馈和情感共鸣三个维度提出了设计

策略，期许能为适老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与解决方向，

为老年人带来更直观舒适的产品交互体验。同时，在

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的产品能够为老年人开启新的体

验，消除对老年人群体科技黑洞的刻板印象，从适老化

的角度用设计给他们带来更关怀、感动的深刻体验。

表3 图标功能分类

APP

微信

今日头条

喜马拉雅

搜狐新闻

春雨医生

墨迹天气

功能

首页 我的 搜索 收藏

/

设置

/

更多 分享

/

/

钱包

/

/

/

注：“/”说明该APP没有相对应的功能。

图12 Injoon Yang“开瓶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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