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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协同视角下智能厨电产品情感化设计研究

马翔宇，胡伟峰*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针对智能厨电产品的场景化发展需求与家庭协同烹饪过程中情感需求日益增高的问题，通过情感化设计理论分析用户

烹饪行为与情感需求，旨在探索多人协同视角下厨电产品使用体验优化的设计策略。基于情感化设计理论，运用入户观察法、

访谈法获取用户数据，对用户的协同烹饪行为进行分析，得到三类典型用户，总结不同类型用户的情感需求，构建了用户在参

与协同烹饪时的两个典型场景。结合情感化设计的三个层次，从物理属性、交互属性、价值属性等三个方面提出设计模型与设

计策略。为智能厨电产品在家庭厨房中多方协作的情境下提供了以用户情感需求为导向的设计方法，有助于提升烹饪体验，

促进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并为厨电产品在多人协同情境下的设计与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与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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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cific to the scenario- based development of smart kitchen appliances and the increasing emotional

needs in the home collaborative cooking process,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users' cooking behavior and emotional

needs through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sign, so as to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ies for experience optimization in

the use of kitchen applia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erson collabor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sign, household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s are used to obtain user data and analyze users' collaborative

cooking behavior. Three types of typical users are obtained and the emotional nee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users are

summarized. Two typical scenarios of users participating in collaborative cooking are constructed. Combined with the

three levels of emotional design, a design model and a design strategy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physical

attributes, interactive attributes, and value attribut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user-emotional needs-oriented design

method for smart kitchen appliances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erson collaboration in the home kitchen. It helps improve

the cooking experience, promotes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design ideas for design and inno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erson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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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消费升级、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驱动，烹饪个性

化、定制化需求攀升，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联系日益增

强，用户需求更加多元和细分[1]。厨房是人们生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现今的消费者对厨房的设计不仅要求美观，

而且更加关注使用中的人机交互与人际间的情感交流互

动[2]。目前，在集成式厨房电器的设计中，积极响应用户

的情感诉求，并将其融入产品系统设计已成为一个重要

的发展趋势。在厨房与厨电产品场景化与社交化的基础

上，通过探索厨房场景中双人或多人烹饪的参与模式，促

进用户之间的协同互动，可以有效提升烹饪过程中的积

极情感体验。融合情感化设计理论研究协同烹饪情境下

的智能厨电产品设计策略，为智能厨电的情感化设计提

供了理论参考。

一、情感化设计理论与厨电产品概述

（一）家庭烹饪发展趋势

1. 社交互动情感化

厨电产品的迅速发展在满足日常生活品质需求的同

时，其功能定位已不再仅限于烹饪，而变得愈加多元化，

涵盖了社交、情感交流及家庭互动等更多方面。在中国

家庭中，家庭式进餐在促进家庭和睦等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3]。厨房电器将在更精确地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多样

化需求的基础上，推动家庭生活中心逐渐向厨房转移。

在这一过程中，用户将以烹饪为媒介开展一系列社交与

互动活动。厨电产品将不断适应变化，致力于营造更加

丰富的社交与情感体验，从而构建更加综合、智能且人性

化的家庭生活场景。

2. 多人协同参与化

目前，消费者对开放式厨房的需求呈现出日益增长的

趋势。这种厨房布局不仅能够使家庭成员更便捷地参与

烹饪活动，还在空间上为协同工作提供了巨大便利。随

着青年消费群体的崛起，他们愈发注重与家人共处的时

光。近六成的青年看重家人或爱人一同烹饪的体验。这

一趋势表明，多人协同烹饪不仅是适应家庭厨房功能与

使用场景转变的烹饪模式，也是符合青年群体的生活需

求的未来厨房发展重要方向之一[4]。

（二）智能厨电产品发展现状

1. 多功能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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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随着技术的进

步和消费者需求的提升，厨电产品不再局限于单一功能，

而是通过智能化、集成化设计实现多种烹饪功能的联动，

如烟机与灶具的智能匹配、烤箱与蒸箱的协同工作，这不

仅优化了厨房空间利用，还提升了烹饪效率和安全性，同

时为用户带来了更为便捷、愉悦的烹饪体验。这种趋势

预示着厨电产品将更加人性化、智能化，满足现代家庭对

高品质生活的追求[6]。

2. 集成化与场景化

2023年 AWE发布的家电行业发展十大趋势指出，厨

电乃至家电产品正在向场景化进阶[7]。这意味着高效率、

集成化和场景化的厨房空间将成为“社交新场所”。而奥

维云网（AVC）总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集成烹饪中

心系列产品线上市场零售额同比增长 286.4%，线下市场

同比增长 87.8%，表明集成化和场景化是未来家庭烹饪

的重要趋势[8]。

（三）情感化设计理论概述

情感化设计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它不仅

关注产品的功能性和可用性，更强调产品如何在更广泛

的人类行为背景中产生意义、体验和价值[9]。美国认知心

理学家唐纳德・诺曼在其著作《情感化设计》中首次提出

“情感化设计”这一概念，并将设计分为三个层次：本能层

次、行为层次和反思层次，如图 1所示，他强调了设计应当

触及用户的情感层面，而不仅仅是满足功能性和可用性

的需求[10]。

本能层次的设计强调外观、形状、颜色和质地等直观

元素，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用户的第一印象和情感反应；行

为层的设计强调产品的功能和操作方式，以满足用户的

实际需求和期望，从而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积极的情感反

应；反思层的设计关注产品如何触发用户的内在思考，如

何与用户的过去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产生共鸣，以及如

何在用户心中形成持久的记忆和故事[11]。

图1 情感化设计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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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集成化与场景化产品设计趋势的兴起，以及用户

需求逐渐趋向社交化和情感化，厨电产品不仅需要满足

基本的功能性要求，还应与情感化设计相结合，充分考虑

不同用户群体的情感需求。这种设计理念的融合，能够

促进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积极情绪，从而创造出更加

人性化、情感化的产品与体验。

针对不断增长的多人协同烹饪场景下的用户情感互

动需求，计划通过用户研究洞察用户情感需求，总结典型

用户场景，运用情感化设计理论构建智能厨电产品情感

化设计模型与设计策略，为后续的厨电产品设计提供理

论支撑，并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基于情感化设计理论的智能厨电产品设计要素

分析

（一）单人多人烹饪差异性分析

随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与烹饪技术的不断进步，具

有附加价值属性的家庭烹饪场景将会衍生出更多可能

性，也因此推动多人协同烹饪成为未来家庭烹饪发展的

重要方向。在家庭烹饪的整体视角下，研究单人烹饪与

多人烹饪的差异性有助于明确多人协同烹饪的细分场景

与具体情感需求。在相似的烹饪场景与需求下，单人烹

饪与多人烹饪的主要差异如表 1所示。

由表 1 内容可知，在相同的烹饪情景下，多人烹饪在

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每名用户的工作量，并提升烹饪过

程中的互动性和社交属性；但是多人烹饪对于烹饪的空

间有较高的要求，其烹饪效果、质量以及时间消耗依赖于

分工的合理性和烹饪过程中参与者的执行效果，当分工

合理且执行良好时，能够很大程度提升烹饪质量，并减少

所花费的时间；否则会产生相反效果，甚至影响全局。

（二）多人烹饪视角下用户情感需求分析

1. 入户访谈与用户需求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用户在其真实生活环境中的烹饪行为，

以及对智能厨电产品的使用情况，选取 10 名 25~40 岁的

曾参与过多人烹饪或有明确多人烹饪意愿的用户进行入

户深访。通过进入用户的家庭环境，观察他们在厨房中

的实际操作和行为，获取其在协同烹饪时的问题及情感

需求。在入户观察结束后与受访者开展半结构化访谈，

了解用户在协同烹饪过程中的操作模式与情感变化。在

征得用户许可后录制用户访谈音频，听取并记录用户的

烹饪行为和日常感受，获取用户对于协同烹饪的看法，为

后续基于用户原声导出用户在协同烹饪中的情感需求提

供现实依据。

2. 用户需求分析与导出

在用户访谈结束后，运用科大讯飞语音转文字功能对

所获得的用户原声进行转译，并生成访谈的原始文字内

容。在对原始文字内容进行处理时，需要重点关注用户

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显著情感状态以及相关的心理反应。

对于用户所提到的自身行为、习惯、情感变化等内容，从

中提炼并转译成具有概括性的、能够描述用户在参与协

作烹饪时的问题、需求、情绪或行为的标签。例如，用户

提出：“做饭的时候经常会选择我俩都比较擅长的菜去

做”，表明用户认为在协作烹饪时分别烹饪自己擅长的菜

品能够减轻烹饪负担，因此可以总结为“烹饪能力分

工”。按照上述模式对所有受访用户原声进行情感分析

解读，可以得到基于用户原声的需求标签。

在获取用户需求标签后，观察标签的表述与含义并进

行频次排序，剔除与本研究无关，即与协同烹饪及用户情

感需求无关且频次小于4的标签，对所余全部标签进行比

对，挖掘标签间的类似关系并进行聚类合并，如烹饪能力

分工与烹饪兴趣分工可以合并为合理烹饪分工等。以此

类推得到更具有典型性、凝练性与概括性的需求子类，进

一步提炼后，得到最终用户在厨房协作烹饪场景下的核

心情感需求：厨房环境需求、烹饪操作需求、情感表达需

求，如表2所示。

表1 单人多人烹饪差异性分析

比较维度

时间管理

产出质量

烹饪分工

社交属性

动线设计

空间利用

单人烹饪

需要合理安排时间并做好规划，避免因规划
失当导致的时间成本提升

由单人的烹饪水平所决定

所有任务由一个人完成，在实际操作时负担
较重，需要较高的精力集中与效率规划

单人完成烹饪的全部过程，没有交流

以效率为优先，通常以“最短路径原则”设计

单人活动空间灵活，能满足日常烹饪的基本
要求即可

多人烹饪

在确保参与者正确执行分工的基础上，可以同时进行多个步骤，减少
总的烹饪时间；反之会消耗更多时间

在分工合理、步骤执行无误的时候可以提高烹饪产出的质量；反之则
会损害烹饪质量

任务分配通常较为明确，每个人专注于某一部分，减少单一任务的重
复性与压力

根据场景和用户需求，有互动的不同表达方式

需要合理规划功能区动线，避免“交叉”导致效率降低

对空间需求较大，需要保证多人烹饪时的用户行为动线不形成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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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用户在厨房环境维度对厨房空间及厨电

产品的物理属性有一定的要求，希望厨房空间能够在保

证多人烹饪进行的基础上有明确的功能划分，并拓展出

更多可定义的环境氛围属性；在烹饪操作方面希望通过

产品交互反馈降低烹饪难度，提高烹饪效率；在协作互动

层面希望增加烹饪过程中的趣味性和互动感，并在参与

烹饪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3. 典型用户归纳

用户特征分析。在获取用户情感需求之后，需要对用

户进行分类和特征提取，便于后续有针对性地进行设

计。在用户分类特征提炼时，需要选择具有稳定身份特

征的内容进行提取，而其他内容则作为场景影响因素等

辅助性参考要素。基于用户原声和编码对所研究的用户

进行分析，如表3所示。

用户模型归纳。基于用户身份特征，对上述入户调研

的 10名用户进行分类归纳，形成三类典型用户，即多元主

干型用户、互动探索型用户和核心效率型用户，具体用户

特征如下。

多元主干型用户以A、C、F为代表，一般由夫妻双方

及其父母子女共同组成，因为家庭成员数量相对较多导

致烹饪的难度、体量以及规模较大，因此多元主干型用户

需要通过协同烹饪减轻自身烹饪负担；同时也因为家庭

成员数量的原因导致用户在烹饪时对烹饪内容的制订，

需要花费相对多的时间去综合考量和平衡每位家庭成员

的饮食偏好。具体用户模型如图2所示。

互动社交型用户以B、E、I、J为代表，一般为年轻人，

包括同居情侣、新婚夫妻，这类用户处于情感的升温或者

维稳期，因此烹饪场景的互动行为成为用户进行情感升

级的重要环节；同时这类用户有较强的社交需求，乐于把

烹饪作为与朋友增进社交友谊的方式。对他们而言，厨

房不仅仅是烹饪的场所，更是情感交流和社交互动的平

台。如图3所示，烹饪过程的趣味性和情感互动是这类用

表2 多人协同视角下用户烹饪情感需求

核心需求

厨房环境

烹饪操作

情感表达

需求子类

空间环境

装修风格

菜谱定义

食材处理

任务分配

状态感知

操作简化

智能统筹

娱乐社交

烹饪分享

需求标签

多人烹饪布局

空间模块划分

多人氛围营造

尊重多元口味

备菜流程优化

合理烹饪分工

个性烹饪指导

烹饪行为简化

多人进度跟踪

协作动线设计

菜品共创

烹饪游戏化

记录分享

频次

4

4

4

5

6

8

4

4

7

6

4

5

8

需求简述

用户认为厨房空间和厨电产品的布置应适合多人烹饪

用户认为多人烹饪情境下应该针对不同的烹饪环节匹配相应的功能模块

用户认为厨电产品和厨房空间应该能够打造符合用户实际需要的场景与氛围

用户认为协同烹饪需要综合考虑用餐者的饮食偏好来定义烹饪内容

用户认为备菜阶段比较耗时，因此需要家人或协作者参与减少所花费的时间或
提升此流程的趣味性

用户认为，根据每个人的烹饪技能、偏好和任务要求进行任务分配

用户认为需要提供符合用户认知能力与行为偏好的烹饪指引

用户认为将烹饪过程中涉及的任务、操作和流程变得更加高效、便捷，以更顺畅
地完成烹饪任务

在多人烹饪过程中任务的进度需要协调同步从而确保整体烹饪进度一致。

在多人烹饪进行中，应针对用户的烹饪进行动线进行合理规划以避免产生冲突

用户希望能够与其他参与者一同创造新的菜谱来进行烹饪

在多人烹饪的情景下，烹饪的过程以游戏化趣味化的方式增加乐趣和互动感

用户希望能够记录与他人参与烹饪的活动瞬间和高光时刻并进行分享

表3 用户身份特征分析

用户A

用户B

用户C

用户D

用户E

用户F

用户G

用户H

用户I

用户J

生活结构

父母、夫妻、子女

情侣

父母、夫妻、子女

夫妻、子女

夫妻、子女

父母、夫妻、子女

夫妻、子女

情侣

夫妻

夫妻

年龄

30~40

20~30

30~40

30~40

30~40

30~40

30~40

20~30

30~40

20~30

烹饪能力

中等

中下

中上

中上

中等

中上

中等

中下

中下

中等

烹饪动机/态度

满足基本饮食需求

享受烹饪乐趣，建立社交关系

满足家庭成员的个性化需求

对菜品进行深度思考与优化达到最佳

重视家庭聚餐，追求简约实用

偏好简单便捷的方式，重视家人喜好

希望烹饪简单快捷，满足基本需求

实用主义倾向，重视烹饪规划

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享受烹饪乐趣

满足饮食需求同时享受烹饪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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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相对关注的重点。

核心效率型用户以 D、G、H 为代表，一般由父母及

其子女构成，这类用户工作相对比较繁忙，在处理好日

常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兼顾子女的日常起居，因此更加关

注效率，在烹饪的场景下需要通过做好前期规划、使用

更加智能的产品来减少每一个步骤所花费的时间。如

图 4 所示，按时高效地完成当餐烹饪是这类用户关注的

重点。

图2 多元主干型用户模型

图3 互动社交型用户模型

图4 核心效率型用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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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场景理论要素的典型场景归纳

场景（scenarios）是关于人及其活动的故事。基于场

景设计，将设计工作的焦点从定义系统的操作转变到描

述什么人将使用该系统去完成其任务[12]。场景是交互系

统中的要素之一，在相应的场景中对用户的行为逻辑进

行规划和设计，是交互设计的重要目标[13]。

场景理论要素最早由 John Carroll 提出，Carroll 认为

使用场景应包括 5个基本元素，即角色、动机、目标、环境

和行为。角色对应的是用户或者研究对象，动机是用户

活动的命令，目标是用户出现活动之后想要达到的结果，

环境是承载用户活动的空间，行为是用户活动的具体动

作或者事件[14]。

通过分析典型用户在实际烹饪场景中所表现出的烹

饪协作模式和特征，得到了两种协作模式，分别是增加协

同烹饪过程中的互动性以营造良好社交氛围（场景A）和

在保证烹饪质量的基础上提高烹饪效率（场景 B），结合

场景理论要素进行分析，以得到用户在协同烹饪过程中

的典型场景，为后续针对不同烹饪场景下用户的情感需

求制定相匹配的设计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1. 社交型场景要素分析

在场景A中，烹饪是促进情侣、朋友、新婚夫妻等年轻

用户群体交流与沟通的方式。用户希望通过烹饪过程中

的互动享受与他人共同完成任务的乐趣，并增进彼此的

情感联系。通过引入游戏化和娱乐化的互动机制，提升

用户的积极性和参与意愿，通过共同完成烹饪创造共同

的记忆，分享喜悦和成就，进而增强团队感、归属感以及

情感认同感。场景A中的用户行为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和

较强的互动性，在此场景下用户不以烹饪的结果作为唯

一追求，更着眼于烹饪过程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因此，基

于场景 A中用户社交导向的协同烹饪模式，将场景 A定

义为社交型场景，社交场景要素如图5所示。

2. 效率型场景要素分析

场景 B通常出现在工作量较大的家庭聚餐或日常忙

碌的工作日中。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用户需要高效

地完成烹饪任务，因此更注重烹饪的效率和结果，希望能

够通过有效的协作来减少不必要的步骤，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个人负担，同时尽量避免因烹饪过程中的混乱或沟

通失当对最终烹饪产出造成不利影响。在场景 B中，用

户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约束性和秩序性，用户要在确保烹

饪菜品满足家庭需要的前提下，结合自身能力特点和需

求，经过合理分工协同完成烹饪工作，提高整体效率，缩

短烹饪时间以确保烹饪过程高效有序。因此，基于场景B

中用户秩序性和目的性的协同烹饪模式，将场景 B定义

为效率型场景，效率型场景要素如图6所示。

（四）用户典型场景情感层次模型

通过分析用户情感需求和典型用户模型，结合场景理

论要素分析得到典型用户场景，即社交型场景和效率型

场景。结合情感化设计理论对不同场景中用户的不同情

感层次特征进行分析，明确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差异性

特征，进而形成有针对性的设计策略。

1. 社交型场景情感层次模型

在社交型场景中，通过场景理论要素进行分析，得到

在该场景中用户以享受烹饪乐趣和增进情感联系为核心

动机，希望积极参与烹饪互动并共同创造美好回忆。在

图5 社交型场景要素

图6 效率型场景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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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对用户需求进行分析，提炼出社交场景下用户情

感需求，并与情感化设计理论层次建立对应关系，最终转

化为社交型场景下多人协同烹饪的情感层次，即在本能层

强调提供愉悦的感官体验和自由的环境建构的场景体验；

在行为层强调提供个性化的烹饪指引和动态交互反馈的

互动性体验；在反思层强调提升协作乐趣与强化情感联结

的满足感体验。社交型场景情感层次模型如图7所示。

本能层的场景性体验。在社交型场景下，用户对于烹

饪场景的需求超越了烹饪本身，更多的是期望其能够在

烹饪的基础上延伸出更多的可能性。从本能层的设计维

度来看，可以通过产品与空间外观、感官属性以及空间造

型设计等外在设计要素，塑造出符合用户期望的、个性化

社交互动导向的新厨房空间，让用户能够直观地感知到

厨房不仅仅是一个烹饪的场所，更是一个家庭的社交中

心与互动中心。

行为层的互动性体验。在社交导向的厨房场景中，用

户更加关注的是参与到烹饪环节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行为与方式，从行为层的设计维度来看，可通过具有协同

属性与互动娱乐属性的交互方式将烹饪参与者纳入到整

体的烹饪流程中来，结合适当且有效的交互反馈帮助用

户理解烹饪的内容，引导用户完成所分配的烹饪任务，推

动用户深度参与到烹饪环节，并在参与烹饪的过程中获

得社交关系的强化，确保用户拥有良好的整体操作体验，

并能体验到团队合作的乐趣

反思层的满足感体验。在社交型场景中，烹饪成为一

种促进社交的媒介，用户更加关注与他人互动时的轻松

和愉快的氛围，期待通过烹饪活动激发情感共鸣。这种

情感共鸣来自与家人或朋友共同完成任务的愉悦感，以

及在互动过程中建立的深层次情感联结。映射在反思层

中，通过在烹饪过程中与其他协作者共同讨论食材的搭

配、分工协作烹饪、分享成果等互动方式，让烹饪过程充

满探索和创造的乐趣，进而增加用户在协作过程中的参

与感和满足感，而当用户在其中参与的工作得到认可与

欣赏时会强化用户的心理感知，进一步提升满足感体验。

2. 效率型场景情感层次模型

在效率型场景中，通过场景理论要素进行分析，得到

在该场景中用户以建立默契的烹饪协作关系和提高烹饪

效率为核心动机，希望在缩短烹饪时间和优化烹饪路径

的同时保证烹饪质量。在此基础上对用户需求进行分

析，提炼出效率场景下用户情感需求，并与情感化设计理

论层次建立对应关系，最终转化为效率型场景下多人协

同烹饪的情感层次，即在本能层强调提供开阔的多人烹

饪空间、明确的区域烹饪布局的舒适体验；在行为层强调

提供烹饪流程简化、烹饪决策辅助的流畅性体验；在反思

层强调提升团队协作默契，并实现时间维度目标的成就

感体验。效率型场景情感层次模型如图8所示。

本能层的舒适性体验。在效率驱动的多人协同烹饪

场景下，用户需要专注于烹饪中并在一定时间内高效完

成烹饪任务，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确保用户舒适的烹饪体

感。映射在本能层上，则对厨房空间与产品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减少用户操作时的物理负担，提高烹

饪过程的用户体感；另一方面需要增强环境的舒适度，既

满足多人烹饪的需求又不形成操作动线干扰，进而提升

用户整体的烹饪舒适度。

行为层的流畅性体验。在效率型场景下，用户的需求

在于保证基本烹饪质量的基础上，快速高效地完成当餐

的烹饪并确保不同用户之间的任务衔接流畅，沟通顺畅，

避免因操作冲突或信息不对称导致烹饪效率降低而影响

用户情感体验。映射到行为层上，需要通过智能化、自动

图7 社交型场景情感层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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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流程化的交互模式，洞察并分析用户行为，减少烹饪

前置的准备时间并减少烹饪步骤，进而降低用户的操作

复杂性和决策负担，使协作的过程更加流畅自然，从而提

升整体的烹饪效率，优化烹饪结果。

反思层的成就感体验。在目标结果导向的效率型场

景中，用户的成就感体验是多层次的。既包含对任务完

成的效率与质量的追求，也体现在流畅的团队协作和自

我效能感的强化上。映射到反思层中，通过合理的任务

角色分工与任务分配实现协作者间的紧密流畅配合能够

提升用户在协作效率感知上的成就感；参与者在高强度

或复杂情境下依然能够与他人紧密配合并高效完成任务

时，会进一步提升对自己能力的认可；在有限时间内高质

量地完成所有菜品的制作能够提升整个烹饪团队的集体

成就感。因此，为用户设定烹饪目标并给予正向反馈，能

够显著提升团队协作的愉悦感和自我价值的认同感，使

烹饪过程成为一个高效且具有情感价值的活动。

三、多人协同视角下智能厨电产品情感化设计策略

研究

（一）多人协同视角下智能厨电产品情感化设计模型

前期研究表明，用户在不同的情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

协同烹饪属性，在不同的场景中用户的需求也有对应的

侧重点，因此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用户在不同场景

下的情感层次，构建多人协同视角下的智能厨电产品情

感化设计模型，从细分场景中提炼共性设计策略，如图 9

所示。

（二）多人协同视角下智能厨电产品情感化设计策略

1. 物理体感层面塑造多人烹饪的舒适环境

采用简洁且易于清洗的产品外观造型。产品的造型

设计可通过提升视觉吸引力，优化厨房空间的整体视觉

感受。在现代厨房场景中，用户更加倾向于简约整洁的

外观造型设计。通过简洁流畅的设计语言，去除不必要

的复杂装饰，强调几何构物理念下设计的严谨和理性，追

求设计上的完美简洁和极致高端，与厨房整体风格和谐

统一，满足视觉上的愉悦体验。同时外观设计应避免复

杂的纹理、过多的凹槽或难以触及的区域，并选用易清洁

的材料和表面处理工艺，如玻璃、不锈钢等，以减少用户

的清洁成本。

设定符合用户行为动线的厨电布局。在进行智能厨

电产品设计时，需要考虑用户在厨房中自然移动的路径、

习惯以及在烹饪过程中的行为模式，使得厨电布局与用

图8 效率型场景情感层次模型

图9 多人协同视角下智能厨电产品情感化设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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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行为动线相契合，以确保多人协同烹饪场景中的高效

性与舒适性。在物理空间的维度上，需要在厨房空间与

厨电产品能够适配多人操作需求的同时，通过科学的区

域划分，将清洗、切配、烹饪等功能区按照操作流程有序

排列，避免用户行为路径干涉，减少用户的移动距离，进

而有效提高烹饪效率。

搭建适合多人烹饪的自定义式厨房空间。在多人协

同烹饪的场景下，需要构建适合多人操作的自定义式厨

房空间，以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并提升协同烹饪

的效率与舒适度。通过采用中岛式布局或开放式布局模

式，为用户提供开阔的活动空间和协作条件，并适配不同

用户场景的需要。同时，通过融入可调节的灯光和温控

设备等智能化元素，对照明环境、声音、温湿度感应及气

味触感等感官因素的控制，调整用户的操作和环境设置，

营造符合当前场景和用户需求的厨房空间视觉环境。

2. 交互行为层面保证多人烹饪的过程轻松流畅

建立符合场景需要的烹饪分工。良好的烹饪分工是

协同烹饪顺利进行的基础。烹饪分工应基于用户的技能

水平、任务偏好以及实时场景需求，通过智能化系统动态

调整分工模式，并由手机界面或厨电屏幕等媒介直观地

显示任务分配结果，确保每位参与者清楚地知晓自己的

具体分工。同时，厨电产品应能够综合考虑参与协同烹

饪用户的协作情况和预期烹饪情况，对烹饪工作进行调

整，避免时间浪费和混乱。此外，为了促进团队协作与互

动，分工设计可以融入趣味化元素，通过情感化的反馈机

制激励用户积极参与，提升整体协作烹饪体验。

提供清晰直观的烹饪行为指引。对协同烹饪的参与

者来说，准确理解烹饪的内容与细节是协作能够顺利开

展的前提。因此，识别用户烹饪目标并通过厨电产品的

交互反馈和内容指引，为用户提供直观生动的操作流程

提示和实时烹饪指导，确保用户在多人协同烹饪过程中

能够无障碍地理解和执行烹饪任务，减少操作失误和降

低沟通成本，提升用户在烹饪过程中的流畅体验与控制

感，确保协同烹饪的顺利进行，并帮助用户深度参与协作

烹饪过程。

根据用户行为动态优化烹饪决策。智能厨电产品应

深入分析并理解用户在烹饪过程中的行为模式，根据用

户的实时烹饪状态提供精准的操作建议。智能厨电产品

应通过分析用户的历史偏好、饮食习惯和健康需求，结合

用户所执行的烹饪任务，提供个性化的烹饪方案，并根据

用户的烹饪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烹饪方案。智能厨电产品

通过自动化控制和多感官交互优化提供决策辅助，帮助

用户在烹饪过程中做出更好的选择并辅助用户进行烹饪

操作，降低烹饪复杂性，减少人为失误以保证烹饪质量，

进而提升整体烹饪体验。

3. 情感价值层面提升多人烹饪参与者的正向情绪

基于烹饪目标设定挑战机制。为了提升用户在协同

烹饪过程中的参与感和成就感，智能厨电产品应以用户

的烹饪目标为依据设定挑战机制，鼓励用户通过完成目

标和挑战来获取持续的正向情感体验。面对追求提效的

用户，可以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一道菜、实现多种菜品的按

预定计划出餐为目标，明确的目标和挑战让用户体验到

克服困难后的满足感和自信心；面对追求社交的用户，可

以融入游戏性机制，以游戏的完成和最终成绩为目标，激

励用户不断尝试，同时享受参与的过程。这种做法通过

针对不同场景下用户的不同需求设定目标挑战，满足用

户在不同情境下的需求，提升用户的成就感和参与热情，

为协同烹饪场景注入了更多的情感价值。

提供阶段性用户烹饪激励。阶段性用户激励在情感

价值层面起到了桥梁作用，不仅为用户带来短期的情感

满足，还能够激励用户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参与度，从而形

成积极的体验循环。阶段性激励的核心在于将烹饪过程

分解为若干关键节点，通过即时、拟人且与场景匹配的视

觉化、音效化或语言化的持续激励表现，给予正向反馈，

为团队成员的完成进度赋予不同的表彰形式，对用户在

烹饪中的付出和产出进行鼓励，缓解用户面对复杂任务

时的焦虑感，帮助其保持专注与热情。同时，激励内容形

式应兼顾表达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通过将虚拟成就与真

实奖励相结合，强化用户的情感共鸣，将烹饪活动转变为

具有情感价值的愉悦体验。

支持烹饪过程留存与分享。厨电产品应捕捉并记录

用户在烹饪过程中的精彩瞬间来引发用户的美好回忆

与情感共鸣。通过记录的烹饪内容，用户不仅能够回顾

和反思自己的烹饪历程，还能强化情感记忆，更深刻地

感受到团队协作的价值，同时增强参与者之间的情感连

接，进而加深其对烹饪活动的情感投入与自我认同。通

过建构共享平台，支持用户对烹饪过程的分享和总结，

用户可以将自己的烹饪经验与他人进行交流，在改进烹

饪方案的同时增强认同感。不仅能够促进用户间的社

交互动，也促使烹饪活动延伸到未来的生活场景中，成

为用户情感沟通的重要媒介，进一步提升协同烹饪的情

感价值。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当前智能厨电与厨房生态产业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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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多人协同烹饪是未来厨房场景下的重要发展趋势。

结合通过入户访谈的用户研究得到的用户需求，以情感

化设计理论为依托，以场景维度进行切入，构建了多人协

同视角下智能厨电产品情感化设计模型，得到了用户在

物理体感、交互行为和情感价值层面的设计策略。

未来的课题研究可以以本课题所提出的模型为依托，

深度思考更多协同烹饪场景，开展面向不同厨电产品和

不同用户群体的有针对性的设计实践，不断探索情感化

设计理论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进而更好地服务于新时

代用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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