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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行为分析的智能家居用品设计的应用研究

陈锦霞

桂林信息科技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摘　要：本文围绕智能家居用品的设计展开研究，聚焦于用户行为分析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价值。通过对用户审美移情、

生活方式及消费行为的系统调查，构建行为模型并以智能拖布为例，探讨其在功能、人机交互与情感体验方面的优化路径。

研究表明，基于用户行为分析的设计方法有助于提升产品的实用性、情感共鸣与市场适配度，为智能家居用品的创新提供

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文章最终提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策略，推动智能产品向人性化、个性化与情感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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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智能家居用品设计与应用已经成为主流，

这些产品的设计不但追求智能化，更追求人性化，紧紧围绕

“人本科技”设计产品，展现伟大的设计情怀。实际上，产

品的设计根本是用户行为分析，专门深入用户的日常生活中

探究他们的审美移情以及现实需求，体现智能家居用品的设

计灵韵，展现设计之美。

1 用户行为分析的理论阐述

在智能家居产品设计中，用户行为分析作为关键环节

之一，对于提升产品的适用性、人性化与市场契合度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所探讨的用户行为分析，主要基于现代生活方

式变迁的背景，旨在通过对用户行为的系统化解析，为智能

家居产品的设计提供科学支撑。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当下，人

们的生活节奏、消费观念及审美取向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

种变化直接影响到用户在选择和使用智能产品时的心理预

期与行为模式。因此，对用户行为的深入分析，有助于设计

者精准捕捉用户需求，提升产品的实用性与情感共鸣。

1.1 用户审美移情行为分析

“审美移情”是指用户在日常生活中对无生命物体投

射情感，从而产生美学认同和心理连接。这一现象在智能家

居产品中表现尤为突出，用户不仅关注产品的功能性，更重

视其所带来的情感体验。例如，外形设计中的仿生元素、色

彩语言、材质选择等，都可能激发用户的情绪共鸣。在此过

程中，设计师需挖掘用户潜在的审美偏好，将情感因素巧妙

融合于产品之中，从而使产品获得“拟人化”的生命力。

具体而言，设计者应通过调研用户的生活习惯和情感

倾向，构建符合其心理预期的产品形象，并通过设计语言传

递出温暖、信赖、轻松等积极情感。这不仅提高了用户对产

品的满意度，也促进了产品与用户之间的情感连接。审美移

情的实现，是用户行为分析的高级层次，它体现了一种从功

能到体验的设计理念转变。

1.2 用户生活需求行为分析

在功能层面，用户行为分析更侧重于日常生活中对产

品实用性的需求响应。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用户越来越倾向

于选择便捷、高效、智能化的生活辅助工具。智能家居产品

正是在满足这类需求中展现出巨大潜力。因此，了解用户的

生活痛点与需求重心，是推动设计迭代与产品优化的基础。

用户生活需求分析通常从工作压力、家庭结构、消费

水平等多个维度展开。例如，部分用户由于高强度工作而产

生“家务焦虑”，此类群体更需要具备自动化、智能化、节

省体力的产品。设计者可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场景观

察等方式，提取用户在特定生活情境下的真实需求，从而实

现设计的精准匹配。

1.2.1 目标用户群体生活方式分析

对目标用户群体的生活方式展开系统化分析，是实现

个性化设计的前提。具体包括：识别用户的主要消费动因、

生活行为习惯、居住空间特征、对智能产品的接受程度等。

通过构建用户画像、划分用户群体、对比不同地区与文化背

景下的行为差异，设计者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设计调研与

产品功能定义。例如，年轻职场女性用户更关注产品的美观

与轻便性，而中老年用户则更看重操作简易性与安全性。

1.2.2 用户消费行为调查与数据采集

为了构建更具代表性的用户行为模型，设计者需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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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是否购买”、“购买动因”、“使用反馈”等核心问

题展开调查。通过一线销售数据、用户反馈问卷、头脑风暴

法与德尔菲法相结合，既可以获得定量数据，又可以挖掘出

用户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这些数据不仅可用于改进已

有产品，也能指导新产品的设计开发方向。

1.2.3 用户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用户模型构建是整合用户行为数据并转化为设计语言

的关键过程。用户模型包括用户的操作动作、认知过程、情

绪反馈等维度。通过观察用户在真实使用场景中的行为流，

记录其操作路径、错误频次及反馈情绪，设计者可识别产品

的痛点并提出优化建议。例如，对于某些智能设备在启动时

的复杂流程，可以通过模型分析简化操作路径，提升用户体

验。此外，模型还能预测用户行为变化趋势，为产品的可持

续优化提供依据。

2 智能家居用品的设计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当前，智能家居用品的设计日益呈现出“智能化与人

性化并重”的发展特征。在设计形式上，产品趋于简洁化与

系统化，强调产品与居住环境的协调统一。在功能集成方面，

越来越多产品将物联网、人工智能、语音识别等前沿技术融

入家居应用场景，以实现自动感知、远程控制与个性化服务。

例如，飞利浦等国际品牌在设计中融合创意、美学与工艺三

要素，注重情感表达与用户交互，使产品不仅具备使用功能，

也具备情感价值。

未来智能家居设计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性化，注重挖掘用户潜在需求，以柔性设计回应日常

情境；二是个性化，通过模块化与用户定制实现产品多样化，

满足差异化生活方式；三是情趣化，在产品中注入文化与情

感元素，增强使用过程中的愉悦感与参与感。随着科技与审

美双重驱动的深入，智能家居用品将不断向智慧、高效、情

感共鸣的方向演进，成为用户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

3 基于用户需求分析的智能家居产品设计——以智能拖

布为例

随着智能家居产品的不断普及，设计者越来越重视用

户行为与生活需求在产品设计中的核心地位。智能拖布作为

家庭清洁领域的代表性产品，其设计不仅关系到操作便利性

和使用舒适性，更体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本

文以智能拖布为例，系统阐述用户需求分析在智能家居产品

设计中的具体应用路径。

3.1 用户需求分析

针对智能拖布产品的用户需求分析，应从目标用户群

体的特征、典型生活场景及产品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形成

全面系统的行为数据支持。

首先，从用户群体特征来看，智能拖布的主要用户包

括家庭主妇、保姆等日常从事家庭清洁工作的人群，年龄集

中在 22 至 55 岁之间，多为中等收入、接受良好教育、追求

高效生活方式的用户。这部分人群在家务劳动中面临体力耗

费、重复劳动等问题，对高效、智能化清洁工具的需求较为

强烈。其次，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这类用户更倾向于简洁、

快速、省力的家庭清洁方式。例如，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

他们希望通过智能设备替代繁重家务，从而获得更轻松的居

家体验。因此，产品设计需重点考虑清洁效率、操作简便性

以及产品本身的美观性和人性化。第三，从趋势来看，智能

拖布的未来发展正向“大容量、轻量化、多功能、节能环保”

方向演进，融合智能感应、自动操控等核心技术，提升用户

体验的同时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2 用户行为分析模型构建

为精准识别用户的行为特征，需构建科学的用户行为

分析模型。其主要包括动作分析模型、用户访谈调查以及思

维模型三方面。①动作分析模型：通过摄像设备或智能传感

器记录用户操作拖布的全过程，识别高频操作步骤、易错动

作及无效行为，进而优化操作流程。例如，用户贴清洁布→

加水→预热→开始工作等操作流程应尽量简化，提升连续性

与效率。②用户调查与访谈：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方

式，获取用户对产品功能、外观、操控方式的真实反馈。例

如，有用户反映加水口过小、水箱容量不够或开关操作不便，

这些意见可作为设计优化的重要依据。③思维模型构建：结

合用户在使用前后的情绪变化与预期反馈，分析其认知过程

和操作感受。例如在拖布启动阶段，用户希望预热过程能有

灯光或声音指示以增强互动；在使用过程中，则希望一键完

成模式切换、调节出水量或加热强度。

3.3 智能拖布的设计原则

结合前述分析结果，可归纳出以下几个关键的产品设

计原则：

（1）安全性设计原则。在任何电动或智能设备中，安

全性始终是第一要务。智能拖布在材料、结构、开关、电源

等方面均应采取防护措施，如采用圆润边角避免磕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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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热自动断电功能，确保使用过程安全可靠。

（2）便捷操作性原则。面对快节奏生活，用户希望通

过最简单的方式完成清洁工作。产品面板应简洁明了，控制

按钮功能明确，同时具备轻便易提的结构，整体重量控制在

合理范围，避免增加劳动负担。

（3）可调节性设计原则。针对不同用户的身高、清洁

习惯等差异，产品应具备手柄角度与长度的调节功能。例如，

老年用户需要避免频繁弯腰操作，调节手柄角度有助于缓解

身体疲劳；APP 端同步配置也能实现个性化操作。

（4）多功能性设计原则。现代家庭环境多样，智能拖

布应具备多种清洁模式，如“厨房模式”、“木地板模式”、

“蒸汽增强模式”等，适应多种地面材质及清洁需求。同时，

增加 180°可旋转头部设计，提升灵活性与覆盖范围。

（5）舒适性设计原则。舒适性不仅指使用过程的便捷，

更涉及材质、操作反馈及用户情绪体验。手柄使用软质泡沫

材料增加握持舒适度，操作时提供声音或灯光反馈增强交互

性，同时保证清洁过程顺滑流畅、无卡顿感。

3.4 智能拖布的设计定位

为确保产品设计紧贴用户实际使用需求，需从目标用

户、造型、功能、色彩、材料、安全性等六方面明确设计定位。

（1）目标用户定位：智能拖布主要面向家庭主妇及年

轻白领女性群体，强调简洁高效的家务体验。设计时应关注

女性用户对外观美感、操作便捷与重量控制等方面的偏好。

（2）产品造型定位：追求轻便、灵巧的外观形态，色彩搭

配符合现代家庭审美趋势（如简洁白、淡蓝等）。女性用户

偏好柔和、富有亲和力的造型，因此应避免复杂结构和锐角

设计。（3）功能定位：强化智能感应与自动化功能，如水

位感应、加热温控、自动断电等，提升产品操作智能化水平。

同时融合重力感应开关、蒸汽调节系统，提升一体化控制效

率。（4）色彩定位：根据不同用户心理反应设计多样化配色，

如柔和蓝色代表清洁与冷静、米白色代表纯净与温馨，以适

应不同家居风格与用户偏好，增强视觉愉悦感。（5）材料

定位：产品主体采用高强度铝合金和轻质工程塑料结合，兼

顾耐用性与轻量化；手柄部位辅以防滑软胶材质，提升使用

过程中的安全性和舒适感。（6）安全性定位：从内部结构

到使用机制均应体现高安全标准，防止漏电、误触等潜在风

险。例如设置智能待机断电功能、抗水溅外壳、防止电源线

缠绕等设计细节，进一步降低意外发生率。

3.5 设计注意事项

基于用户行为反馈，智能拖布在设计过程中还需特别

注意实际操作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例如，电源线容易打结

缠绕，可能造成危险；为此应改为内置可充电电池并提升续

航能力。加水口设计需足够宽敞，并标明明确的水位线，避

免用户因操作不便而误伤或溢水。使用过程中智能拖布可加

入“暂停直立”“一键加湿”“倾斜消毒”等功能，以提高

操作的灵活性与安全性。

4 结语

本文以智能拖布为研究对象，基于用户行为分析的方

法系统探讨了智能家居产品设计的路径与策略。研究表明，

精准理解用户的生活方式、审美偏好与功能需求，是推动产

品人性化、智能化发展的关键。通过构建用户行为模型，结

合用户实际操作与思维反馈，设计者能够实现从功能优化到

情感共鸣的全面提升。智能家居用品的未来不仅依赖技术进

步，更需深度回应用户的真实期待。因此，基于用户行为分

析的设计理念应成为智能产品开发的基本准则，推动家居生

活从便捷走向智慧，从工具走向陪伴，为用户带来更加温度

化的居家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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