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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生活视域下体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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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索智能技术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提出面向智能生活世界的体验设计原则。基于现象学“视域”和“生活世界”概念对

比传统生活世界与智能生活世界中人与自然、社会、技术的关系，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探寻智能生活体验范式。智能生活

世界形成了技术视域特征下的生活体验范式，交互过程逐渐表现出自然缺失、情感虚拟、行为固化、文化同化等现象，针对问题

提出面向智能生活世界的体验设计原则，促进智能生活向善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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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ocial problems that may be caused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put forward the experience

design principles for the intelligent life- world.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phenomenological“Horizon”and“lif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ociety and technology in traditional life-world and intelligent life-world was compared, and the

paradigm of intelligent life experience was explor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intelligent life-world has

formed a life experience paradigm un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gradually shows the phenomena

of natural lack, emotional virtualization, behavior solidification and cultural assimilation.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the experience

design principles for the intelligent life-world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life to be good and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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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现象学思想下“视域”的意义既具有空间结

构又具有时间结构。随着人们身体的运动，人们会不

断地获得新的视域，使主体视域在空间上不断扩大。

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视域的不断获得、积累和扩展，

在时间和空间上连续伸展的“一个关于同一之物的唯

一、开放无限的经验”，亦即在历史和现实世界意义上

的“世界视域”可以显现出来。主体借助身体的经验，

体验并构造着周围的世界，最终获得总体的“世界视

域”，“世界视域”也被胡塞尔称作“生活世界”，它是所

有客观世界的始基 [1]。生活世界是人们获取生活资

料、获得生活经验及进行交往的场所[2]，是人们研究一

切与人相关问题的依据，也是设计活动的出发点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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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点，设计源于生活又回归生活，以解决生活世界存在

的问题为目标[3]。智能时代生活世界发生深度嬗变，

出现了全新的生态、社会、伦理问题，人类需要重新考

量自然、人、社会、技术之间的关系，预防及解决智能技

术带来的社会问题。

一、传统生活世界

技术在人与自然、社会的具身性互动中起到中介

桥梁作用[4]。一直以来，人作为主体以技术为中介与

自然、社会发生具身性互动，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获

得、积累、扩展视域，建构“生活世界”。智能技术使生

活世界发生巨大改变，过去10年“智能”已经成为了一

个卓越的代名词，一切都必须是智能的，手机、电视、打

印机、汽车……甚至连家居也都推崇“智能型”[5]。虽

然对智能时代的概念没有统一定义，但世人皆认可智

能手机对生活世界的深远影响，姑且以智能手机的广

泛应用为界划分智能生活世界与传统生活世界，用以

研究生活体验变化。

传统生活世界是以人为主体的生活世界，身体融

入真实的自然和社会，并与其发生具身性交互。虽然

没有科技夹持，但“古人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传统

生活世界的内容与层次具有深刻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人们通过饮食（五谷、肉食与蔬果）、逸兴（品茗、饮酒与

抽烟）、姿态（形体、感觉与时尚）、娱乐（运动、游戏与休

闲）、游逸（交通、旅游与娱乐）、身份（文人、女性与儿

童）、时间（假日、岁时与节庆）、空间（自然、乡村与城

市）与生活世界全面交互[6]。良好的自然、社会具身性

交互是传统生活体验的主要特点，使人的认知、行为、

情感得到全面发展。

二、智能生活世界

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对 50位中老年人和 50

位青年人进行传统生活体验和智能生活体验调查研

究。被调查人群来自京津冀地区，中老年群体年龄

50~60岁，男性 19人，女性 31人，青年群体年龄 20~30

岁，男性12人，女性38人。

（一）什么是智能

通过访谈提问“智能是什么”“智能产品有哪些特

点”，了解人们对“智能”问题的认知。被访者对智能的

解释多为方便、自动、高效，认为智能技术改变了生活，

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便利，见图1。中老年群体对“智

能”的解释多为正向评价，认为“智能”能够代替人力使

生活更加便捷，智能产品通常具有远程控制、语音控制

等功能。一位中年人提到：“我觉得智能使人们生活更

方便，母亲因为不识字所以做什么都不太方便，自从家

里有了智能音箱，母亲很喜欢使用它，通过语音控制

它，不管是休闲娱乐还是搜索菜谱都会用到它。”青年

群体对“智能”的理解与中老年相似，但存在少量负向

评价。一位青年女性提到“智能技术虽然能够提供便

利，但傻瓜式操作使人类逐渐傻瓜化，进而产生惰性，

人类过于依赖智能技术，一旦失去智能技术将面临许

多问题”。通过调查发现，老年群体对智能的理解多来

自于产品的宣传广告，而中青年人从更广泛的渠道了

解智能，有较为全面的认知及反思。

（二）智能生活对比传统生活

通过访谈、问卷定性和定量地调查中老年群体传

统生活（2000年以前）和智能生活（2021年）每日生活

旅程，包括生活事件、持续时间和产品接触点，其中生

活事件主要包括工作、通勤、饮食、家务、学习、娱乐和

睡眠，见图2。在智能生活世界里，通勤代步工具由过

去的自行车、公交车转变为汽车，家务工具由普通辅助

型产品转变为智能电饭煲、洗衣机等智能型产品，全屋

智能家居已成为发展趋势，办公工具亦智能化，如电

脑、线上会议的普遍应用。在所有生活事件中，智能手

机成为贯穿全天生活旅程的重要产品交互节点。时间

图1 中老年人与青年人理解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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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方面，智能生活世界工作时间、通勤时间、家务时

间、用餐时间与传统生活世界相比均呈现小幅下降，而

学习时间由每天 5%增长到 7%，娱乐时间由每天 10%

增长到17%，睡眠时间明显减少，且被手机娱乐时间侵

占的现象很普遍。

智能产品为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使人们从繁重

的工作、通勤、家务中节省出部分劳动时间，而节省出

来的时间大多被用于休闲娱乐活动。通过访谈发现传

统生活世界中休闲娱乐活动保持与自然和人的紧密联

系，人们会在饭后时间与家人一起看电视、散步，与邻

居聊天、下棋或者共同劳作，看报纸、杂志，周末与孩子

公园玩耍、串亲戚，与朋友户外打球。智能生活世界中

休闲娱乐活动多围绕手机进行，尤其是以手机游戏、综

艺节目和刷短视频为主的娱乐占据大部分休闲生活时

间，见图3。

三、智能生活世界面临的问题

智能生活世界里智能技术以产品为载体渗透到日

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着人们衣、食、住、行、乐的生

活方式，实现工作、社交、学习、娱乐便利的同时也出现

技术围困现象，面向自然、情感、健康、行为、文化 5个

方面探究智能技术对生活体验的影响。

（一）自然缺失

通过问卷调查“每天与大自然接触时间”，发现传

统生活世界中每人每天与大自然接触时间约为2.5 h、

智能生活世界时间约为 1 h。通过访谈研究自然缺失

图2 传统生活和智能生活每日生活旅程

图3 传统生活世界与智能生活世界中的休闲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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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首先，智能产品的出现减少了人们暴露在自然中

的时间，例如从步行、自行车到地铁、汽车的出行方式

转变；其次，过去人们运动、娱乐、社交活动很多在户外

进行，现在这些活动通过智能产品均可实现，一位中年

男性表示“过去运动会选择外出散步或打球，现在使用

Keep运动软件在家中就能运动，所以与大自然接触的

时间就减少了”；再次，智能产品使人类生活方式发生

改变，人类被智能手机里丰富的应用程序吸引，并引发

“手机依赖症”，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宅在家里

足不出户。面对这一现象，美国著名儿童问题研究专

家理查德·洛夫提出“自然缺失症”这一概念，并较为全

面地介绍了自然缺失给儿童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7]。

不仅是儿童，成年人与老年人亦是如此，人类无法脱离

自然而独立生存，自然体验有助于唤起人的好奇感，激

发想象力和创造力，渴望接触自然是人类天生具有的

生理机能，接触自然可以治疗许多常见的心理疾病[8]。

智能产品应用应该起到融合人与自然的作用，而不应

该试图将两者隔离。

（二）情感虚拟和社交恐惧

通过访谈研究“线上线下社交在情感传递与接收

上有何区别”。访谈对象普遍认为线下社交更为真实、

自然、亲切，而线上社交因为缺少真实的面部表情、语

气、肢体动作，在情感传递和接收上存在不真实、表意

不清、容易误解、情绪程度传达不到位等问题，线上情

感传递方式正在改变人们面对面的自然情感交流方

式。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虚拟世界寻求情感慰藉，实

际上人们的情感需要并没有得到满足，它们拥有的虚

拟情感与人类丰富且真实的情感相差甚远[9]，若长期

沉溺于虚拟化情感，将会导致人类情感的异化，人们将

失去面对真实世界的勇气[10]。

通过问卷调查“和亲人朋友聚会的频率”发现，人

们与亲人、朋友聚会频率及时长只有2000年以前的三

分之一。首先，微信等社交软件使用率高，人们逐渐忽

略面对面的线下社交活动。其次，因长期与智能手机

交互，引发社交恐惧、焦虑等问题，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更不愿意进行真实社交活动。一位访谈者提到：“自从

退休后就很少与人面对面地交流，都是在微信上联系，

时间久了社交方面出现了障碍，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

了，变得很孤僻，越来越“社恐”，但内心深处还是渴望

交朋友的，渴望那种亲密关系，向往那种被需要的感

觉。”人在与社会的接触中实现了人的社会化，在这个

过程中每个人形成了专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性格特点，

并且在与群体之间的交流中得到了归属感、认同感，得

到社会的帮助和爱[11]，智能产品的线上社交方式是不

能取代面对面真实社交的。

（三）身心健康

通过访谈询问“长期使用智能产品出现的生理和

心理变化”。老、中、青年群体均表示长时间观看手机

生理方面出现若干问题，其中三分之二的访谈对象出

现眼睛干涩、近视等眼部问题，三分之一的访谈对象出

现颈椎病等问题。引发的心理方面健康问题表现为通

过刷微博、短视频等获取到的碎片化信息不仅没有深

度内涵，而且使人内心空虚；大数据精准推送的填鸭式

信息使人们失去了主动思考的能力，导致“信息茧房”

现象出现[12]。一位青年女性提到：“我每天都是在被动

的接收一些大数据想让我接收的信息，我失去了主动

权，像是接收信息的机器，没有了自己思考的过程。”智

能产品带来的身心健康问题层出不穷，社会中还存在

因游戏成瘾引发家破人亡的极端案例。

（四）行为程式化

智能产品应用越来越广泛，人在与智能产品的交

互中形成了以智能产品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智能化

交互的特点是将人类行为简化从而缩短行为流程[13]，

表现为“一键傻瓜式操作”，在提升效率的同时用户的

体验感、参与感和自我效能感也发生退化。

为探究智能产品对人类行为和体验的影响，选取

具有代表性的 4款烹饪工具进行用户交互体验研究，

采用李克特量表法对4款产品参与感、体验感、幸福感

3个维度进行五等级评价，见图4。问卷结果显示烹饪

流程较为烦琐的土灶其体验感、参与感和幸福感评分

均为最高，而烹饪流程较为简单的高压锅、电饭锅、智

能电饭煲的用户体验感逐渐降低，幸福感也随之降

低。目前日益增多的智能化工具，如智能汽车、扫地机

器人、炒菜机器人，导致人类行为程式化、机械化及低

参与化，这种背景下体验性消费备受推崇。近年来，以

李子柒为代表的博主深受中外人民喜爱，其美食制作

流程复杂、烦琐且费时费力，却收获百万粉丝。李子柒

烹饪过程中表现出持续的参与感、多层次的体验感及

完成烹饪品尝美食获得的自我效能感深深打动了手机

屏幕前一键煮饭的网友，大家表示正是这种逃离智能

时代的烟火气，才是人们渴望获得的生活体验。智能

产品不应剥夺人类体验劳作从而获得幸福感的权利，

智能时代生活也应有多层次的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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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流失

访谈“节日体验”时老、中、青年群体普遍表示传统

生活世界“过节”更有仪式感、氛围感和文化感。传统

生活世界春节活动丰富且文化气息浓厚，如包饺子、贴

春联、做年货、放鞭炮、串门拜年等；智能生活世界节味

越来越淡，大家都在玩手机、打游戏，通过微信拜年，微

信红包发压岁钱，见图 5。其中一位访谈者提到：“过

去过春节很多亲戚朋友会到家里拜年，年味很浓，现在

大家会选择用微信拜年，甚至只发一条朋友圈拜年，家

里冷冷清清的，每个人都玩着自己的手机，和普通的一

天没有什么区别，年味和人情味淡了很多。”文化体现

在衣、食、住、行、娱的传承，智能产品的方便性和简化

性阻断了文化传承的流程感和仪式感。

四、生活世界体验范式转变

智能生活世界与传统生活世界相比具有以下特

征：间接性，智能生活世界里人们更多地通过智能设备

间接地与人、自然、社会进行交互，而不是直接通过身

体进行具身性感知；虚拟性，智能技术创造了不同于现

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如游戏世界、虚拟偶像等，很多

人沉醉于虚拟世界、迷恋虚拟情感，不愿面对真实世

界；疏离性，人被技术局限在手机的狭小视域之内，技

术使人与人、自然、社会疏远，现实生活世界内容呈现

出单一性、固化性、疏离性等特点。在被智能技术包围

的生活世界中，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与自然逐渐疏

离，人通过与智能技术交互的方式来认知世界。人被

智能技术桎梏，主动或被动地忽视了与自然、社会的具

身性互动，局限于智能技术提供的视域中，并由技术尺

度建构世界，形成技术视域特征下的智能生活世界，见

图6。

五、智能生活世界体验设计原则

人与智能产品间的关系变换带来了生活世界的转

变，传统生活体验范式逐渐向智能生活体验范式过渡，

形成了技术视域特征下的智能生活世界，这一过程面

临着全新的自然缺失、情感虚拟、身心健康、行为固化、

文化流失等问题。面对这一现象和发展趋势，提出智

能生活世界体验设计原则。

（一）自然优先原则

智能产品不应该割裂人与自然，而应通过设计加

图4 实验样本与灶具体验评价结果

图5 传统生活世界与智能生活世界春节度过方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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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与自然的融合，避免使用者因过度沉迷于智能产

品而脱离自然、远离自然，造成身心健康问题。例如一

款运动 APP 的交互设计,为了使用户主动接触自然，

APP增设“自然跑”功能，见图 7。跑步之前用户可选

择自然跑路线和跑步里程，运用软件自动规划路径。

可通过跑步软件记录跑步过程及沿路风景并实时分

享，此功能为用户与自然建立了更紧密的交互关系。

自然跑任务完成后，可将任务完成图和沿路风景照片

分享到动态并领取积分，好友可点击“get同款路线”亦

可约跑，激励更多用户加入自然户外跑任务。

（二）真实体验原则

首先，智能产品设计应重视情感的表达方式，使情

感能够真实准确地传达，也要注重虚拟情感的适度性，

避免使用者沉溺于虚拟世界而脱离真实世界。比如微

信的自拍表情功能，用户可根据实时情感自己录制实

时表情，还可选择符合当前情感的特效，最大化接近真

实准确的情感。其次，智能产品设计应注重流程体验

感，丰富产品交互体验，设定不同体验层次，为使用者

营造具有参与感、体验感、自我效能感的多感官交互体

验，注重提升交互流程的趣味性。比如利用增强现实

技术的互动游戏装置，通过AR技术营造游戏氛围和

故事情景，配合多感官交互，将游戏内容与现实场景结

合，既增加了游戏的乐趣和真实性，也加深了人与人之

间的直接交互体验情感。

（三）文化传承原则

智能产品设计应注重文化特性，保留交互过程中

国家、地区、民族文化特征，使交互体验体现文化内

涵。注重以技术和产品为载体加强人与人之间、人与文

化之间的联系和渗透，尤其是对儿童及青少年的浸润

型影响。例如腾讯新闻APP推出的“中秋奇妙月”赏月

活动，用户可选定一个具有地域传统文化特色的赏月

地点，将手机仰起对准天空，利用重力感应技术开始赏

月，界面会浮现与中秋节有关的古诗词和赏月场景，在

交互过程中保留了传统文化习俗和地域文化特征，见

图8（图片来源为腾讯新闻APP“中秋奇妙月”活动）。

设计本身具有伦理性[14]，设计伦理就是要求设计

必须综合考虑人、环境、社会因素，着眼于长远发展，发

扬人性中的真、善、美[15]，运用设计伦理引导人，运用设

计美学感染人，用伦理和美的力量推动社会融合与发展。

六、结语

文中研究目的在于探究智能时代科技发展引发的

生活世界体验范式转变，通过构建智能生活世界体验

设计原则，促进生活世界健康发展。首先，通过文献研

究梳理现象学“视域”及“生活世界”理论基础。其次，图6 生活世界体验范式的转变

图7 运动APP“自然跑”功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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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度访谈、问卷调查从每日生活旅程、休闲娱乐活

动角度对比传统生活与智能生活。再次，从自然、情

感、健康、行为、文化 5个方面探寻智能生活世界面临

的问题。最后，探究生活世界体验范式的转变，提出智

能生活世界体验设计原则。虽然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

“技术奇点”尚未到来，但无论如何，人们都需要对目前

显现的问题进行防范，通过设计使智能产品向善向美、

生活世界至善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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