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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设计教学的创新方法也迅速变化，创新设计思考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解决问题方法论，透过从人

的需求出发，为各种议题寻求创新解决，并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设计过程中，培育创新设计思考的除了需

要不断在聚敛性思考做出选择与发散性思考两个部分中来回转化，也需要通过分析与综合。通过解析情境

认知原则、参与式设计思考原则与使用性评估原则让设计思考教学能顺利的进行，促进创新设计思考的人、

机、环境系统与有效性、效率性、满意度等相关性综合可以形成。创新设计思考教学研究可为系统化的产

品设计开发模式奠定基础，从教育方式自发、互动、共好分享，兼顾学生的个别需求，激发学生对参与学

习渴望创新的活动。

关键词： 创新设计思考；工业设计教学；情境认知；参与式设计；实用性评估

在创新潮流的急速发展之下，工业设计教学的创新方法也迅速变化，好的设计实践需要

适合的策略方法与组织支持。设计思考(Innovative Design Thinking)是的实践创新活动中重要

方法之一。以人为本及跨领域合作，在团队以高活力互动学习使用情境为主，透过情境使用

脑力发想的讨论。设计思考是以解决使用者为中心的迭代式问题方法，促进持续发展[1]。

创新设计思考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解决问题方法论，透过从人的需求出发，为各种议题寻

求创新解决，并创造更多的可能性[2]。“创新设计思考”是应用于产品设计开发的设计思考，

侧重将产品的特征属性功能呈现给学生，产品设计的三个阶段都需要设计思考。第一阶段设

计研究主要包括调查用户的行为特点和主要需求。第二阶段提出创新设计思考的方案，并进

行修正。第三阶段进行设计使用性评估。美国史丹福大学的创新设计思维的课程进一步细化

为 5个部分：Empathize、Define、Ideate、prototyping、Test。

表 1 史丹福大学创新设计思考的课程内容构架

课程构架 课程内容

Empathize (共鸣） 典型用户—同理心

Define（定义）

1.情境因素

2.初期观察

3.阶段简报

4.用户界定

Ideate（发想）

1.商品构想

2.用户设定

3.情境故事

4.问题探讨

Prototyping（原型）
1.关键诉求

2.操作模拟

Test（测试） 概念视觉化

3.创新设计思考的主要流程

设计过程中，培育创新设计思考的除了不断在聚敛性思考(Convergent Thinking)做出选择

与发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中来回转化，也通过分析(Analysis)与综合(Synthesis)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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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来回操作，生成定向、定性、定位与定质四部分。这些过程在教学过程一般包含在融

合在目的、设计、执行与评估的四个步骤中四个步骤计划[3]。（如图 1所示）

图 1 创新思考流程

为便于形成一个系统的综合体，使学生更好的明确价值与目的，课堂教学中包含行为、

表现与程度学习的课程，并准备相应的设备、工具、教材等。这样能够在整个流程中减少单

向授课，增加学生与老师双向互动学习。由创意思考教学来引导学生进入工业设计专业领域，

可以较好减小前期学生不同基础带来的能力差异。

设计思考目标在于解决问题，以人为最优先考量，并透过不同学门领域的专家进 行跨领

域合作。Bryant认为设计过程包括洞见(Insight)、观察(Observation)与同理心(Empathy)三个原

则[4]。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思考通常被认为包含五个基本步骤：1.了解市场、客户、技术与问题

(Understand)；2.观察产品用户与潜在用户真实生活情况(Observe)；3.新产品的概念视觉化

(Visualize)；4.重复评估与改善模型(Evaluate and Refine Protypes)；5.新概念商品化上市

(Implement)[5]。
因此，创新设计思考应用在产品和体验，也可以延伸到创意流程及相关设计开发流程，

根据多位学者提出的相关理论可以绘制基于创新思考的设计开发流程图。（如图 2所示）

图 2 基于创新思考的设计开发流程

2.创新设计思考的主要原则

1）情境认知原则

通过情境认知原则去分析设计过程中工作坊情境的，对环境物质之价值与涵义的感知、

理解及协调，是一种有效的设计分析方法。情境认知包括理解、承担、协调与顺从，以建构

使用者与产品交互中互动行为的条件来区别出实用性与可用性[6]。应用情境认知需要梳理设

计的状况以识别设计场所。以及依感性原则得到情境知识、设计规范、评估模型，以修改或

优化产品的外观特征[7]。

因此，设计过程中情境的特点是对使用者及体验的讯息进行解构与重建，以实现满足设

计师的认知与行动需求，对产品外观个性理解，期望设计师与使用者产生一致的体验。理解



程序。 （如图 3所示）

图 3 情境认知结构

情境理解认知是通过情境与多重功能特征与行为互动体验。在探讨设计过程及设计概念

发展阶段，如何以情境作为一个设计活动使用者体验创意的沟通互动，不同使用者的经验，

对多重的功能桌也会有不同的体验，通过理解认知理论在设计团队进行设计概念活动中的使

用，能够发现用户对多功能产品是如何在不同情境的设计活动中感受交流的体验。

可以看出创新设计思考需要根据用户情境体验设计及使用者活动，形成使用者导向。强

化学生在各阶段的互动体验，形成使用者导向经验行为。综上可知用户过往情境体验多有所

影响，涵盖情绪、认知不同感受与行为反应。跟个人以往的经验及情境认知息息相关。

2） 参与式设计思考原则

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 thinking)的概念缘自 1960 年代末的斯堪地那维亚半岛，

早期源自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使用者参与方面以推动复杂系统信息沟通及劳工联盟运动，是

一种方向与领域，以及结构化和指导研究工作方式[8]。

参与式设计受到情境、使用者的影响。其中使用者参与式设计的区别主要包括原型、主

动、合作创新等依据参与程度，内含新形式、新用途、新含义与新环境[9]。参与式设计思考

侧重自于观察与体验，实地观察以了解过程中用户行为。使用者参与式设计侧重引导使用者

会主动参与开发过程。许多相关研究采用参与式设计的观念，探讨产品界面使用的设计参与

式体验。如参与式设计使用者为中心也用在商业产品开发，但不是被动消费，而是主动体验

的参与[10]。

以人为本的参与式设计，人与设备之间跟功能是没有替代设计关系。相较于传统设计，

参与式设计受限于实用、缺陷感知和组织问题的阻碍。学习的环境氛围容易影响创造力 [11]。

因此在产品开发早期开发阶段使用者中心参与式设计讨论，可以增强用户体验与产品和服务

的商业价值，促进设计师的认知需求传达使用者体验的设计信息，将使用者的角色体验纳入

设计过程，避免早期设计阶段的质量需求陈述即会影响设计的评估[12]。

综合上述，参与式设计过程活动的因素包含：文化、角色、经验、环境、组织与参与度

等，在参与式设计会有协同沟通方式与设计开发，确实对使用者有所影响。设计前期即进行

参与式设计，必须贴切地深入了解场域问题需求所在，进而产生不同创新构想。因此，透过

参与式设计可提升设计的开发效益。（如图 4所示）

图 4 参与式设计思考影响因素

3） 使用性评估原则

Nielsen (1993) 提出的使用性工程 (Usability engineering) 设计方法，其主要程序包括了解

使用者、针对使用者需求进行分析、设定使用性目标、进行使用性测试，发现使用性问题，

以利进行改良设计。也被称为易用性工程。产品设计的目的是要提供使用性，实用性评估在

人、机、环境系统之中是一个连接枢纽，在创新设计中有着重要影响。

使用性由许多要素所构成，彼此互相关联，即学习性（Learnability）、效率性（Efficiency）、
有效性（Effectiveness）、可记忆性（Memorability）、减低错误率（Low error）、满意度（Satisfaction）



等六项特性。使用性评估的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即可行性(Feasibility)：产品的功能在应用上的

可行性。永续性(Viability)：产品成为永续商业模式的一部分，3.需求性(Desirability)：对使用

上有价值，是消费者需求的[12]。

根据过去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使用性评估多采用教育实验法、访谈法、焦点团体法及学

者专家访谈等方法，教育实验法配合学者专家访谈法，能较为客观完整完成使用性评估。教

学活动过程包含用户、产品与使用情境等要素。在人、机、环境系统中的用户、老师与学生，

以及设计思考教学活动中会有用户导向体验设计。

为了让设计思考教学能顺利的进行，需要综合影响教学活动的因素，如老师、学生、产

品与环境空间等进行教学活动。人、机、环境系统与有效性、效率性、满意度等相关性综合

可以形成创新设计思考体验关系图。 （如图 5所示）

图 5 创新设计思考体验关系图

3.创新设计思考教学

在设计过程中，专家往往会直接运用经验解决问题，专家的设计思考深度与细节水平与

学生有较大差别，且会综合使用各种参考资料展开三个阶段的设计。为有效进行创新设计思

考的，教学过程需要注重以下三个要点。即人物画像（Persona） 呈现或感知用户的性格特

点，即将用户行为模式的原型描述并入典型人物侧写之中，藉此让设计焦点人性化，测试设

计情境，并协助设计传达。这对使用者行为需要有一定的了解方能作设计。情境分析（Scenario）

指使用情节和各个场景的详细信息，从用户的视角探讨产品的使用情况，协助设计师判断产

品在个人日常生活中应用情境。用户中心(User-Centered Design) 主要特征是设计活动流程中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需专注于用户的行为需求，了解用户行为需求的目标本质，帮助设计

人员了解工作坊使用者体验。

在此基础上，创新设计思考教学应用过程中的包括 3个基本要素。

(1) 应用于创新设计思考教学中需要纪录教学活动与产品体验的顺序，然后观察分析各

个程序活动时间行为比重法则，拟定各阶段教学活动的需求，作为未来设计开发内容的参考。

(2)通过前期拟定需求，发展概念构思，经过程序要素的改善，经设计规范、技术与细部

优化，测试与改良教学流程的框架。

(3)通过对用户施测问卷调查，以了解用户体验产品后，对使用性、易用性与工作负荷感

受进行使用性评估，对创新设计进行合理化修正。

4.结论



可以看出创新设计思考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解决问题方法论，从用户人的需求出发，为各

项问题寻求创新解决方案，并创造更多的可能性。IDEO设计公司总裁提姆·布朗为设计思考

定义：以人为本的设计精神与方法，考虑人的需求、行为，也考量科技或商业的可行性。

综合上述，创新设计思考教学研究可为系统化的产品设计开发模式奠定基础，帮助学生

将来更好的从事设计开发活动。从教育方式自发、互动、共好分享，兼顾学生的个别需求、

尊重多元文化与族群差异、关怀弱势群体，透过适性教育，激发学生对参与学习渴望创新的

活动，提供效益的设备，成为具社会适应力与应变力学习者。

参考文献：

[1]Buhl, A., Schmidt-Keilich, M., Muster, V. Design thinking for sustainability: Why and how design thinking
can foster sustainability-oriented innovation development[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231:1248-1257.
[2]宋立巍. 设计创新的自然解决方案[J].设计,2022,35(19):70-73
[3]胡维岳.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思考[J].教育教学论坛,2022,51:109-112.
[4] Bryant, S. T., Straker, K., & Wrigley, C. The rapid produc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 viable nanotechnology
energy storage product[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244）:118-125.
[5]李梦佳.论商品化权的基本概念、性质及分类[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1）:35-44.
[6]颜晓程.深度学习视域下的教学情境反思与建构[J].当代教育科学,2022,11:48-54.
[7]王妍.基于情境认知的甲骨文互动文创产品设计研究[J].设计,2022,35(01)：64-67.
[8]SMITH R C, BOSSEN C. Participatory Design in an Era of Participation[J].CoDesign, 2017, 13(2): 65-69.
[9] Kohtala, C., Hyysalo, S.A taxonomy of users’ active design engag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J]. Design Studies,
2020（67）: 27-54.
[10]谭明交.学生课堂主动参与型本科专业教学模式探究[J].教育现代化,2018,5(35):217-221.
[11]王奇.《天工开物》中设计伦理价值研究[J].湖南包装, 2023,38(02):1-4.
[12]程茵.基于需求的设计开发过程质量管理探索与实践[J].航空标准化与质量, 2022(03):39-43.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PxNsP0eklH9a4DaVbyUPSxsWHLSxcC0f1_XXJudktsw-CrN2yFWFllElyjZPJB275reZ2ep1YpV4MWZjGueR__SNUZxNsnxUKdPlmM8jz0=&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SJTY/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SJTY/issues/ZPxNsP0eklFWQ_IRzcBR24ZL3jSPDwJ5tXW6Wf4Q8sZvFI704e3qqomLRYNHB_HG?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83%a1%e7%bb%b4%e5%b2%b3&scode=000018222336&acode=000018222336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15&CurRec=50&recid=&FileName=JYJU202251028&DbName=CJFDLAST2023&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JYJU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PxNsP0eklFtHU5IGEQaYQuWYPhpSVO074flO51GN1h_NNfspOYl5NRQSXQ1saQQrg71yUuTbAJmwJa2C0laLvGKovLlfXSz7W8-KfRTp6s=&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6&CurRec=3&recid=&FileName=SKYB201901009&DbName=CJFDLAST2019&DbCode=CJFD&yx=Y&pr=&URLID=37.1344.C.20190129.1523.028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SKYB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PxNsP0eklFH2tBQNmR1FUjR0V1TUWY8IotkhejbPjYtV2cdF-cLEhu20qmrwGr1ZbszsZ6shW-0sMoreEu1s657fsg5mY9GybkwLAEt2H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11&CurRec=12&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3&filename=SDJK202211006&urlid=&yx=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SDJK/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PxNsP0eklHLKH5Uhz6G3uHEwtrxt3-12iA_Eu7p4jAUovKqj8bG6OViFdTFK2wSZl3kpkWmNtgjDIjoHNPWrqsg1gh-WCesBF0hR4en7f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5&CurRec=34&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2&filename=SJTY202201015&urlid=&yx=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SJTY/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SJTY/issues/ZPxNsP0eklHwFltXAHz3N0az2v6Lo7zSTQHxmwX_COIDGxmzyF9OQS79_WLMIlax?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PxNsP0eklGmhyF45Kv_2NqdFnLp7XMPwbNdSYijn9nz9kAZuclQGHjalW8PA2pXCakWkUIdce4hT6GMRJhbVvtSpOWUIJVZjM3vqy82Yd8=&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JYXD/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JYXD/issues/ZPxNsP0eklETY2hEGMyesz4AofBRupcavhswx-64GI6IjLzt6p2TyaGaEFoFs4aW?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PxNsP0eklFF08MLTsUu3o50TxaCECo4KQ7_nEwTcWZz7Lfy7yXPYsWfPt33Kse-qLmnWde0X-hFAY1SgWj99DofrwXPZXUWYp7t4q8FrKo=&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0&CurRec=13&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3&filename=FLBZ202302001&urlid=&yx=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FLBZ/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FLBZ/issues/ZPxNsP0eklHUJN9iMRmxB7MjHOxUDI5AuguqptZAxdKBXJKk4nBu8ATTwJSAQJW-?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ZPxNsP0eklFU-t7ctbYqidr8ng1WL0U72MkHcoHavnP894WTUdNS7DyPFKai7Eyk64y5BbBpnBcWRzgdBYYEa6XM4AtuTfb6FhCijsjXVAE=&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HKBZ/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HKBZ/issues/ZPxNsP0eklGSG0URXgzN2HZDRsF4h6qPG3zAQC10Oz_RJXSVJ5ooLQkfQvYftAtt?uniplatform=NZKPT

	[1]Buhl, A., Schmidt-Keilich, M., Muster, V. Desig
	[2]
	[6]
	[7]
	[1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