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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设计心理学是一门设计艺术学与心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自2l世纪开端伊始，便在国内广受关注，而
又争议颇多。
目前国内外此类书籍仍旧不多，仅有的几本也以教材为主，且其中尚无相关的工业心理学、人机工程
学等学科较为普遍、通用的权威教材。
设计心理学领域的各位学者均以各自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出发，构建学科体系，提炼学科理论和知识
。
究竟什么是设计心理学？
设计心理研究什么？
目前尚无定论，但我以为这并不是问题。
因为设计心理学的繁荣来自“需要”，一方面是设计学学者和设计师提高设计学的理性与科学性的需
要，另一方面来自大环境下对人性、人的本质需求，以及人们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的需要。
正如设计心理学基本来源之一的“心理学”，虽然从其母体——哲学中分离不过百余年（以1879年冯
特建立世界上第一座心理实验室标志现代心理学的建立），却已派生出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
学、人本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若干流派，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
、生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诸多分支学科（跨越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不同流派观点差别
显著，同一学派的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异，这种学科状况似乎距离“普遍真理”尚有很远的
距离，心理学的科学性因此频频受到挑战。
但不论这些学派、理论如何展开争鸣，它们却均能为部分（都不是全部）心理现象找到最合理的诠释
，并相互形成补充。
更重要的是，它们使我们逐渐认识和了解最复杂的系统——人类自身，为人类生活、工作甚至社会的
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
我想，这才正是心理学，包括设计心理学存在并逐步发展壮大的本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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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共有六章，第一章“设计心理学概述”，梳理了设计心理学的历史和现状，着重介绍近年来设
计-理最活跃的几个领域——可用性工程设计、情感设计和感性工学等。
第二章“设计中的感觉与知觉”将重点落干与视觉艺术息息相关的“感知觉”现象上，通过大量案例
，深入浅出地破解设计中的感觉（特别是视觉）与知觉。
第三章“认知与学习”基于“信息加工理论”，将原型、特征、图式、表象、记忆等重要原理与设计
实践相结合。
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于设计中的情感，一方面对情绪和情感这一复杂心理现象进行科学解读，另一方
面着眼于设计现象，总结出设计中常用的情感激发方式和表现形式。
第六章“设计思维与设计师心理”重点对此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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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设计心理学概述——作为一门设计科学的设计心理学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
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古希腊]普罗太哥拉1.1　设计心理学的概念和研究现状设计心理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以往对它
明确作出界定的学者并不算多，如果梳理一下设计或相关领域中与心理学相关的研究和内容，便发现
由于设计心理学显著的学科交叉性和边缘性，其主要内容往往来自其他学科或设计实践中的相关研究
和实践经验，包括生理学、心理学、美学、人机工程学、信息科学、艺术学等，而这些学科又往往相
互交叉和渗透，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相关网络，设计心理的相关内容目前尚未形成一个有秩序的、
脉络清晰的整体，而是零星分散于各学科和领域之中。
不像纯艺术学科的心理学研究相对发展得较为成熟和完整，出现了一些专业的艺术心理学家，现在我
们还很难找到一位明确定义为设计心理学家的学者，各位设计心理的相关学者基本从其专业领域出发
展开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背景下进行多种尝试，提出了多样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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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计心理学》为“中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学系列教材”中的一本。
《设计心理学》强调经典性和实践性，精练篇幅、突出重点。
全书在提炼出设计心理中最重要、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大量案例和图片加以说明和验证，并收录
了作者近期的一些研究，如第三章基于“特征说”的基本形式特征分析，这种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提
取设计知识的方法；第四章中运用量表和统计的方式验证人们对产品造型的情感体验，提供了运用定
量方式进行设计心理研究的范例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心理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