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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设计，当然也包括设计艺术是一种智力型、整合性的系统创造活动。
设计对重组知识、资源和产业结构，技术转化与开发、提升企业品牌竞争力和价值，塑造先进的社会
文化，创造更合理和更健康的生存方式，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都会产生积极作用。
　　对于这套丛书的读者，也包括对艺术设计学勤于思考的人而言，不应该将艺术设计学深陷于科学
和艺术之争中。
艺术设计学是门新兴的艺术学二级学科，在它诞生的这十来年里，其目录下陆续涌现出不少社会急需
专业方向，它们的涌现和发展是由社会需要和它们自身具备的内涵和外延特征所决定的。
我之所以不提倡将艺术设计学深陷于科学和艺术之争中，是基于这么一个事实：一个成熟的设计者当
接受一项设计目标之际，也就是说，一个设计者当他思考应该如何进行具体设计时，他丝毫就不会考
虑当下所进行的工作是科学工作还是艺术工作，他会根据需要，实事求是地选择、组织、整合各种可
能的方法和手段，这其中自然包括科学手段和艺术手段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设计艺术是一种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人类生存发展问题的方法或途径。
如果我们把艺术设计理解为人类第三种智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或称之为人类第三种智慧系统的某
一要素，不言而喻，其成果也就必然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结晶。
据此而论，将设计艺术视为人类主动适应生存环境，重组生存结构的一种&ldquo;创造&rdquo;活动，
进而形成的一个&ldquo;新结构系统&rdquo;并非言过其实。
　　随着心理学、符号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专业的知识在设计艺术研究领域的应用和
发展，特别是新型材料的运用和工艺技术的进步，使产品的结构方式、工艺流程、甚至包括形态细节
和色彩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由此促使人们开始注意对人因、语意、品位、品牌战略、可持续发
展等问题的重新思考，而这类研究成果不仅对产品的消费、使用和服务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
当今社会意识形态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也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从我国现代工业技术多年发展的过程来看，一直存在着从蓝图进口到产品大量仿制，忽略
产品研发机制建立的恶性循环现象，这致使中国一些企业的产品研发机体发生畸形。
这种现象在国内大部分中小企业中尤为令人忧郁。
因此，我国设计教育的责任就显得更为艰巨了。
　　设计艺术教育是一种能力和智慧的培养，总体来说，是从观念、思维方法、知识获得直至评价体
系的建立，并在这一个范畴中整合科学与艺术&ldquo;结构关系&rdquo;方法论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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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作者多年来设计与心理学课程的教学体会上，参阅了心理学、美学和创造学等多种著作，特别
是参考国内各位学者关于设计心理学的内涵界定和理论框架编写而成。
作为设计心理学研究的补充，本书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构架，全书共分九章，包括绪论(设计心理学
概述)、设计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设计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个体行为与设计师心理、设计的审美心理、
设计与消费者行为、视觉设计心理、设计效果心理评价和设计心理学实验设计等内容。
作者在广泛吸收和应用国内本学科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对设计师心理、产品体验和设计心理
学实验设计等方面有较深入的阐述。
    本书适合于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师生使用，也适用于设计师和艺术设计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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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其他应用心理学　  一、工程心理学　  工程心理学主要包括人机工程学和工业心理学。
人机工程学是设计艺术学科的重要基础学科，它也可以被称为人因工程学、人类因素学，人类工程学
，在日本被称为人间工学。
在心理学界中，一些心理学家则将与这一领域略有差别的相关研究称为工业心理学。
　  工程心理学是心理学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是心理学与工业生产相结合的产物，它研究的是生产
中人的活动，其内容包括企业人事心理学、工业管理心理学（组织心理学）、劳动心理学、消费心理
学等。
其中工业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和消费心理学都与设计心理学密切相关，其中工业心理学的研究，类似
于所谓的&ldquo;人机工程学&rdquo;、&ldquo;工效学&rdquo;，研究人机系统，使机器更符合人的要求
；劳动心理学主要研究劳动作业的内容、方式、方法、环境与人的工作效能的关系。
这里虽然消费心理学也被划为了工业心理学的分支，但由于消费心理学与商业联系密切程度大于工业
生产，并随着&ldquo;买方社会&rdquo;的形成而逐渐完善壮大，现在已成为一门较为独立的学科被加
以研究，而不作为工业心理学的一个研究方向，因此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基础理论学科加以论述
。
　  人机工程学研究&ldquo;人&mdash;&mdash;机&mdash;&mdash;环境&rdquo;系统中人、机、环境三大
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确保&ldquo;人&mdash;&mdash;机&mdash;&mdash;环境&rdquo;总体性能的最优
化。
人机工程学发现和运用关于人的行为、能力、局限和其他特性的信息、知识来设计工具、机器、系统
、任务、工作和环境，以达到更加高效、安全、舒适、有效的目的。
　  国际人机工程学会（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Association，IEA）提出的定义是研究人与系统中其他
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通过将相关的理论、原理、数据和方法运用于设计中以优化人与系统表现的
学科。
根据IEA的解释，人因工程学专家主要致力于设计以及任务、工作、产品、环境和系统的评价，以使
之更好地适应人的需要、能力和局限。
人机工程学依照不同的研究重点可以分为：物理人机工程学、认知人机工程学和组织人机工程学等。
　  因此，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工程心理学和组织人机工程学两者之间多有重合，差异不大。
一方面，工业心理学更加侧重于对人的能力和局限的研究，而人机工程学则注重将这些知识和信息运
用于设计中；另一方面，工业心理学还涉及工业企业管理与组织方面的内容，例如，如何组织生产，
制定生产制度，设计生产流程，奖罚员工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等，虽然IEA也将这一部分视为人机
工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般并不作为其研究的重点。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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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设计心理学（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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