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的指示与识别设计 

张 剑  

  产品的指示与识别设计是将产品的功能及特性准确合理地阐述的一种设计方式。为了准确而形象演绎指示与识别，产品自身形态
的确立；使用方式与操作方法的选择；以及产品操作界面的设计，都是体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方面与手段。  

  产品自身形态的确立是产品设计初期所要面临的问题，这种形态的确立包括造型样式，色彩方案，材质选用，表面肌理效果，以
及设计的主导风格或流派。作为指示的组成部分，形态的确立所起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它可以确定一个产品的设计对象与使用层次。
鲜艳的色彩,简洁稚嫩的体块造型，可爱的卡通形象，便于使用的操作方式，这种形体指示表明是为少儿设计的,在许多功能及特征一
定的情况下，形态的不同，指示着不同的使用目的，使用群，及使用环境等。这种指示是无形的，是使用者在购买产品，使用产品过
程及使用以后的感受中而产生的习惯性与特定的心理指示。这种心理指示实质则是产品设计的第二功能——精神功能（情感功能）的
一种延伸与体现。至此，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决定和影响产品的造型语言不只是产品的自身功能与特性，更为重要的是使用层对
于产品功能外的心理感受与情感追求。这种设计与指示方式已在功能较单一，特征性不明显的家用产品中广泛地被采用。对于设计师
而言，要准确把握产品使用层的普遍心理，并将其运用在具体的设计中，使产品具有一种指示特征，即产品的针对性。这种指示是以
产品自身体态为语言体现的，因而极具醒目的特征。一种极具推广性的好的产品外形设计，要能体现出它的功能用途及特性。换句最
为明了的话说：一种产品设计出来，至少它的外形能让人知道它的用途。在街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同样是摩托车的造型，有的制成打
火机，有的制成收音机，从追求趣味方面而言这也许是一种尝试，但作为一种具有能够起到自身指示作用的产品形体设计，至少我们
不能说它好，因为我们看见它第一眼的时候，的确不知道它是用来点烟、还是用来收听音乐节目。让使用者一眼便知产品的功能，用
途与特性，这是作为产品外部造型指示的根本目的与设计方向，是附加于产品设计之上诸如风格、流派、主义等的先决要求与条件。  

  产品的使用与操作方式的设计能使产品在原有旧的使用方式方法上加以革新与改良，更突出，从而引起使用者的注意与兴趣。作
为一种指示，它要求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充分地把握人机工学的要求，以及使用者的使用心理。作为一种新的使用与操作方式，它应该
在使用与操作产品时更加合理，而并非是哗众取宠地卖弄。它应符合使用者的使用习惯与心理。对于旧的落后的生活方式，不合理的
使用心态作一正确的引导与指示。任何一种新的产品或是使用操作方式的推出，它的作用只对于使用群的生活方式与普遍心理作一正
确引导。作为产品设计师，我们不应夸大自己的社会使命。因此，没有哪一种产品能从本质方面去改变使用群体的心理与生活习惯,特
有的操作心理已随着人机工学的合理方式早已根深蒂固于使用者内心，除非这种产品以一种强制性作为推广手段，但只要存在着合理
的产品设计，消费者不再会对这种强制的改变产生丝毫兴趣。  

  产品使用与操作界面的指示与识别设计是具体使用过程中最为直接与现实的问题。科技的飞速发展，产品自身的功能愈来愈丰
富，这就给使用者的操作带来许多不便。许许多多的按钮，各种各样的功能与指示，让人不知从何下手。对于设计师而言，首先应在
产品界面的设计过程中要力求简洁清晰，要坚决地摈弃繁琐与无味地装饰（我们并不反对装饰，相反，装饰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巧妙地
解决操作界面的处理与分割）同时设计师要将繁杂的操作键及指示分区或分性质归类布置，这可以通过不同的形状、色彩、材质及指
示线来加以区分说明。另一方面，在力求操作界面简洁化的同时，形象而生动地体现各部位的功能与操作。这要求每一个设计师都应
具有立体形状的设计与组织能力，把握每一个具体功能所能运用的最为简洁与生动的立体造型的塑造。网状或条形的空槽，大多用于
散热，通风或是发声；对于手握的部位可用防滑小球冠，或防滑突起，以及增加材质表面的粗糙程度等作指示；以及红色，绿色，黄
色，蓝色按键代表的不同功能指示。所有的这些都无需用文字注解即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操作的作用与功能，这种具有国际化通用的立
体指示操作界面越来越多的被许多产品采用，并正成为当今产品界面设计的主导潮流。也许地球村的梦想会因地域，种族，文化等客
观因素的限制难以实现，但并不妨碍产品操作界面的国际通用化的形成。一种以高科技为手段，国际化感知文化交流与沟通距离日愈
缩小为背景的产品界面指示通用化已悄然形成。  

  产品的指示与识别系统的设计要充分地为功能服务（物质功能,精神功能）。那种繁琐的装饰与贴涂只能起到产品的美化与修饰，
有时甚至会产生不必要的视觉误导，要清楚地区分装饰与指示的界域，并在产品指示与识别的设计中成功并合理地进行必要的装饰。
产品的指示与识别从产品形态上来讲是对于产品自身功能，情感，价值的演绎；从操作方式与手段上来看则是为其物质与精神功能服
务的体现与阐述；操作界面的指示设计是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这三方面的指示与识别不同程度地受到产品自身物质与精神功能
以及使用群，环境等综合因素的限制与影响；但同时这种限制与影响则又是我们着手进行识别设计的初始点与目标之一。  

  最后我们所要说的是在所有的设计活动中，存在着一种源于每一件成功的产品设计中，基于每一种成功的创新过程中的指示，这
种更深层次的指示是针对于整个使用群的精神面貌，生活方式与生存理念的正确引导。这种指示在每一次成功的设计活动中蓬勃发展
着，并以一种极具时代性的抽象语言要求着每一位设计师，在这种指示与引导的要求声中，我们的设计活动将更趋完善、具体与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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