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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关于宠物猫喂食器情感化设计的研究，其是以情感化设计理论为基础，研究集中于情感表达的宠

物猫喂食器的设计方法。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宠物店实地观察法调查了宠物猫的情感需求，从情感化

设计的三个层次分析和提出宠物猫喂食器相关的设计策略，进行了宠物猫喂食器的方案设计，从情感化

设计角度为宠物猫喂食器设计提供了新思路。本文有效地解决了主人不在家时宠物猫的情感需求，为主

人与宠物猫建立了远程互动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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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emotional design of pet cat feeder. It is based on the emotional design 
theory, and studies the design method of pet cat feeder focusing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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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investigates the emotional needs of pet cats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and field observa-
tion in pet stores, analyzes and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strategies related to pet cat feeders from 
three levels of emotional design, and designs the scheme of pet cat feeders, which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design of pet cat fee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design. This paper effec-
tively solves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he pet cat when the owner is not at home, and establishes a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 bridge between the owner and the pet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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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有宠研究院发布的《2021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在中国城镇家庭中，宠物猫的数量是

5806 万只，而猫市场规模超过了 1000 亿，同比增长了 19.9% [1]。作为宠物食品的配套服务用品，宠物

喂食器的市场是十分巨大的。对于养猫人士而言，智能喂食器可以让他们解放双手，从手动喂食转变为

自动喂食，减轻了他们的喂食压力。市面上存在的多种功能的宠物猫喂食器广受养猫人士的青睐，但其

仍存在很多问题。经过调研可知，宠物猫喂食器的情感化设计是至关重要的，但市面上很少有针对宠物

猫喂食器多层次的情感化设计的产品。因此，本文以情感化设计理论为基础，分析宠物猫喂食器的情感

化设计。 

2. 情感化设计 

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在《情感化设计》一书中，诺曼从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进行设计分析，这

三个层次阐述了情感在设计中重要性和必要性[2]。情感化设计就是设计师通过设计之物有目的、有意识

地激发人们的某种情感，使之产生相应的情绪体验，从而达到或强化某种目的的设计[3]。情感化设计是

设计的重要方法，它是强调情感体验的设计，而不是以情感体验为基本目的的设计。在宠物猫喂食器的

整个设计过程中，以情感作为导向，从宠物猫的情感角度入手，分析研究产品中能和情感产生密切关联

的部分，在产品的外观造型设计和功能交互等方面融入宠物猫的情感因素，拉近产品与宠物猫的距离。

宠物猫喂食器的情感化设计可以拉近主人与宠物猫的距离，在更深的层面体现出对宠物猫的关怀，缓解

宠物猫的负面情绪。 

3. 宠物猫喂食器的用户需求与情感表达 

3.1. 用户的情感需求调研和分析 

主人对宠物猫的定位大多是朋友或亲属，在居家环境中将其作为娱乐、陪伴、沟通和消除孤独感的

对象[4] [5]。同样，从宠物猫角度来看，主人也是它们的朋友、家人，也需要主人的陪伴来消除它们的孤

独感。但由于主人工作繁忙，不能时刻陪伴在宠物猫左右，也不放心让宠物猫单独出门，故每天的大部

分时间都让宠物猫单独待在家里，主人忽视了宠物猫的习性以及其被爱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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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影响消费者选择喂食器的因素网上问卷调查，整理的数据见图 1，大多数主人在选择喂食器

时大多考虑其功能，其次是外观和价格，很少考虑喂食器的情感化设计，也没有考虑宠物猫的情感需求，

故只选择了仅有喂食功能的喂食器。随着对宠物猫心理和行为研究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宠物的健

康和饮食习性的重要性，主人开始重视宠物猫的情感需求，希望喂食器可以有针对宠物猫的情感化设计

来解决宠物猫的情感需求。 
 

 
Figure 1. Factors influencing consumers’ choice of feeder 
图 1. 影响消费者选择喂食器的因素 

3.2. 宠物猫喂食器的情感表达 

宠物猫喂食器不仅要具有功能的多样性，还要具有情感化设计。宠物猫喂食器的情感表达是其情感

化设计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本能层面，宠物猫喂食器的外观造型要深受消费者喜欢，产品的外观

造型在一定程度上可直接向消费者传达它所拥有的情感信息。在行为层面，宠物猫喂食器通过 APP 将人

与宠物猫关联，让忙碌的主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更好地了解到宠物猫的生活状况，让主人与宠物猫之间有

更多的互动。宠物猫喂食器 APP 通过分析宠物猫吃猫粮的多少判断宠物猫的心情或身体健康情况，并向

主人推送宠物猫此次吃食的数据分析。在反思层面，宠物猫喂食器可以把设计师的设计想法反映给消费

者，让消费者了解设计师的设计理念。 

4. 宠物猫喂食器的情感化设计策略 

4.1. 定位分析 

在对宠物猫主人的研究中发现，城市青年养宠比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目前的城市青年对生活的追

求越来越高，且普遍视宠物猫为家人。因此对于产品的需求在健康和个性，以及居家的生活品质感等方

面上更为看重。我们将研发出一款新的宠物猫喂食器实体产品，实现较好的人宠交互，人机交互，满足

猫的身体及心理需求，拥有较好的观赏价值，体现宠物猫喂食器与环境的合理融合。其意义在于能为广

大城市青年和宠物猫打造一款居家陪伴类型的产品，更能在城市环境中体现人文关怀和关爱宠物的产品。 

4.2. 情感化分析 

情感是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人类体验，把消费者的活动、思想、感觉、渴望、目标、习惯和价值

观等转换到产品设计之中将会激发用户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促使用户购买行为的产生。产品的情感化

设计正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设计过分强调产品的机能导向、忽视用户的情感需求而提出的。 
见图 2，情感化设计有三个层次，本能层面是视觉信息激发用户，行为层面是行为过程强化情感，

反思层面是价值影响情感认知。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2.73008


黄惠红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2.73008 57 设计 
 

 
Figure 2. Three levels of emotional design 
图 2. 情感化设计的三个层次 

4.2.1. 本能层面 
诺曼曾在《情感化设计》一书中提过：“人在焦虑时，思路变窄，仅集中于问题直接相关的方面，

甚至会重复操作。美观的物品使人更容易找到问题的答案。”美观是消费者在本能层面的情感需求，在

多数人的认知中，好看即是好用。本能层面的宠物猫喂食器的第一要义是符合消费者的视觉审美，其设

计更注重外部形状和颜色的设计，也要求产品能让消费者做出最直接的积极反应。 

4.2.2. 行为层面 
宠物猫喂食器属于功能性产品，在行为层面中其最重要的是性能，在行为层面的情感化设计是对宠

物猫喂食器自身的关注，也可以反映出产品所具备的功能价值。为满足消费者行为层面的需求，宠物猫

喂食器的设计应注意材料的选择、功能的多样性和易于消费者操作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4.2.3. 反思层面 
宠物猫喂食器的本能层和行为层都低于人的反思层次[6]，而文化素养、个人观念、以及与消费者自

身体验方面相关的情感，是反思层面深层次的情感需求表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产品中的反思层面情感

越来越能得到大众的关注，此类设计往往认同感较高，相对于市面存在的宠物猫喂食器，消费者较愿意

购买有反思层面设计的宠物猫喂食器。 

4.3. 设计实现 

4.3.1. 本能层面的情感化设计策略 
外观是消费者的视觉系统第一秒就能了解到的属性，本能层面则是针对产品的外观而言的，本能层

的情感的形成和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它可以在第一时间给大脑反馈，进而开始情感化加工[7]。外观和色

彩是本能层面最重要的两大设计因素。宠物猫喂食器的外观造型应该要符合大部分宠物猫的情感需求，

这可以吸引宠物猫与其互动。色彩能直接影响人的情绪，不仅仅是单一的色彩能使人产生相应的情绪体

验，配色不同也能影响人们的色彩体验。色彩的选择应根据消费者的喜好不同而具有多种颜色的搭配，

但不可太鲜艳，也不可太淡雅。 
经过调研可知大部分的养猫人士喜欢现代化简约风格，可以将其外观造型设计为简单的几何形状。

由网上查阅资料可知，宠物猫喜欢圆形的玩具，喂食器的外观可设计为简单的圆形，让宠物猫对其产生

好感。喂食器的重心应设计在低处，这是为了防止喂食器被宠物猫推倒而失去作用，这样设计可以使其

更加牢固。见图 3，宠物猫喂食器主要分为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呈倒圆梯形，主要用于存储猫粮，

上部分的下方有一个出粮口，猫粮可从这里出来；下部分是放粮区和小型的储水箱，放粮区位于储水箱

的中部内凹的位置，储水箱可用来饲养小巧的观赏鱼，故该储水箱也可看作是鱼缸。其设计可让宠物猫

在吃猫粮的同时观赏鱼缸里游动的鱼，增加宠物猫的胃口。整体主要采用了黑白灰的配色，下部分的鱼

缸用了透明的材质，由于宠物猫可能会时不时地去啃咬喂食器，故选择 FDA 食品级的机身材料，这有效

地阻止了宠物猫在啃咬时会发生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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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ppearance modeling of pet cat feeder 
图 3. 宠物猫喂食器外观造型图 

4.3.2. 行为层面的情感化设计策略 
更深层面的设计方法就涉及到产品与用户的交互体验的过程，这是行为层面的设计[8]。在设计心理

学中，行为层面的情感表达是提升用户对机器理解的重要途径[9]。见图 4，在对宠物猫喂食器设计时，

可在其中部位置设计一个摄像头，主人可以通过使用宠物猫喂食器 APP 来观察宠物猫的日常生活和饮食

习惯，让在外工作的主人可以随时且更好地了解到宠物猫的居家状况，为主人能够与宠物猫建立良好的

关系提供了桥梁。 
 

 
Figure 4. Details of pet cat feeder 
图 4. 宠物猫喂食器细节图 

 
见图 5，宠物猫喂食器的放粮区下方是透明的鱼缸，可提供小巧的观赏鱼生存。观赏鱼和宠物猫共

存于一个环境中，当主人外出时，可看见的鱼缸为孤独的宠物猫提供玩伴，增加宠物猫的兴致，缓解宠

物猫没有主人陪伴的孤独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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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Overall rendering of pet cat feeder 
图 5. 宠物猫喂食器整体效果图 

 
在进行宠物猫喂食器相关的 APP 设计时，应充分了解消费者想要 APP 拥有哪些功能，想要通过 APP

了解宠物猫的哪些动态。主人登入 APP 后，可以在其上观察到宠物猫居家的摄像画面，同时也可以通过

APP 实现宠物猫的定时定量喂食，在每次喂食后，APP 还可以自动生成此次喂食宠物猫的健康数据，方

便消费者时刻了解到宠物猫的健康状况。 

4.3.3. 反思层面的情感化设计策略 
在反思层面，考虑到不同品种的宠物猫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和性格，应根据不同品种的宠物猫设计不

同功能的宠物猫喂食器，每个时期消费者的需求都不相同，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与时俱进，不断对其创

新。在对宠物猫喂食器进行设计时，还可以向其增加文化因素，赋予其更深的文化蕴含。企业要对产品

进行全方位的售后，满足消费者的售后需求，通过考察消费者的使用效果和反应来完善和更新宠物猫喂

食器的性能。 

5.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情感化设计和情感表达成为了宠物猫喂食器等相关产品设计发展趋势之一。

本文以情感化设计理论为基础，通过调研宠物猫的情感需求进行宠物猫喂食器的外观造型设计和人机交

互、人宠交互行为设计研究，从情感化设计的三个层次分析和提出了宠物猫喂食器的设计策略，进行了

宠物猫喂食器的方案设计。本文的宠物猫喂食器的设计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还存在不足

之处，仍有较大的深入分析和设计延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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