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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hanges	in	public	social	concept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demand	for	
inclusive desig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trong in the current social context, especially for visually impaired groups.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esthetics, starting from the types and needs of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nd conducting in-
depth	research	and	thinking	on	how	to	more	effectively	achieve	inclusive	design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The	study	first	defined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design and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the unique needs of visually impaired individuals in design. There is a 
viewpoint that design aesthetics is not just within the realm of visual art. For visually impaired individuals, aesthetic perception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various sensory experiences such as touch and hearing. Therefore,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integrate the principles of multisensory aesthetics into inclusive design to 
enhance the spatial perception and daily use experience of visually impaired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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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设计美学视角谈视障人群的包容性设计
张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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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众社会观念的改变和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当前社会背景下对包容性设计的需求日益旺盛，特别是
视障群体。论文立足于设计美学的视角，对包容性设计的现状从视障人群的类型和需求出发，对如何更有效地实现视障人
群的包容性设计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研究首先界定了包容性设计的概念，并特别强调视障人群在设计中的独特需求。
有一条观点是：设计美学不仅仅是视觉艺术的范畴，对于视障人群而言，美学的感知可以通过触觉、听觉等多种感官体验
来实现。因此，论文通过综合分析现有文献和案例研究，探讨了如何将多感官美学原则融入包容性设计中，以增强视障人
群的空间感知和日常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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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设计不仅是一种创造美的艺术，更是

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的表达。在深入挖掘设计美学与针对视

障人群包容性设计的融合点时，笔者发现在设计美学的探究

领域已经突破了传统视觉美的边界，还包括触觉、听觉甚至

嗅觉。这一发现彰显出设计美学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设计师

们面临着如何平衡美学与功能性，尤其是为视障人群创造一

个既舒适又便利的生活环境的挑战。包容性设计是以创造一

个开放、便捷的环境，适应各种人群需求为核心理念的。其

目的是使更多人能够方便地使用产品或服务，而无需特别适

应或特殊设计。

真正的包容性设计不仅关注于物体的外在美感，更在

于创造一种全感官的美学体验，这种体验能够跨越视觉障

碍，触及心灵深处。这种多感官的设计方法不仅提升了设计

的包容性，而且使作者在对传统设计美学的理解上提出了新

的课题。作者着重强调了视障人群的需求在推动包容性设计

在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观点有别于传统的设计思维，

即视障人群的特殊需求往往被看作是设计过程中的限制因

素。相反，正是这些特殊需求激发了设计师的创造力。这

种理念推动了设计美学的边界拓展，而且通过将视障人群的

需求融入设计的初期阶段，设计师可以发掘新的创意和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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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背景与目的

2.1 研究背景
根据中国残联统计，截至 2021 年，中国视力残疾人已

经达到 1730 万人。在如此庞大的群体下，立足于设计美学

视角的视障人群包容性设计，是一个旨在提高社会整体设计

质量和人性化水平的重要议题。

本研究的背景是基于现代设计领域中对于包容性设计

和无障碍设计的日益重视，特别是针对视障人群的设计需

求。对于视障人群来说，包容性设计不只是关于舒适或便捷

的问题，而更是能否独立参与社会活动、享有平等生活机会

和被尊重感的关键因素，是一种社会参与和权利平等的体

现。随着社会观念更多地向多样性和包容性转变，设计师们

被要求开始探索如何在视觉、触觉、听觉等多个方面创新，

以满足视障人群的特殊需求。为了实现这一点，应当考虑到

易于感知的颜色对比、触觉标识以及声音提示等因素。同时，

设计不仅要满足功能需求，更应当能够传递情感和故事，与

使用者建立情感上的联系，无论他们是否拥有视觉障碍。

2.2 研究目的
视障人群客户对于产品的需求与常人无异，基于此，

研究的目的应该在于探讨如何立足美学角度和设计原则，如

何将设计美学原则——如比例、对比、平衡点等应用于视障

人群的特殊需求中，创造出既美观又实用，能够满足视障人

群特殊需求的环境和产品。这不仅包括对色彩、形状、纹理

的敏感使用，也涉及如何利用声音、触感等非视觉元素来增

强设计的可用性。论文的讨论最终在于使社会、设计界对视

障人群的无障碍、包容性设计得到真正关注，使他们能够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拥有和常人同等地享受发展果实的

权利。

3 视障人群的心理特性

视觉障碍者在视觉感知方面存在不同的障碍状态，包

括色盲、色弱、全盲和弱视等，这些障碍导致他们在空间定

位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除了生理特征上的障碍，视觉障碍

者还可能在心理上产生诸如失落、孤独、自卑甚至抑郁等负

面情绪。由于身体缺陷，他们可能在出行方面无法像健全人

一样独立自主，导致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感不足，难以实现

自身的价值 [1]。因此，他们往往更加需要得到他人的重视和

认可。

3.1 追求独立性
视障人士通常致力于实现高度的独立性，并期望在最

低程度的协助下完成日常事务。他们更加倾向于采用能够增

强自主能力的工具和技术。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贯

彻简约且直观的设计理念来进一步强调这种独立性，强调直

观性和功能性。例如，使用高对比度和触觉引导线条的设计，

可以帮助视障人士更容易识别和使用产品。在设计产品时，

需要遵循清晰、简洁的原则，以减少不必要的干扰，从而帮

助用户更顺利地进行独立操作。

3.2 缺乏安全感
视障人群相较健全人，他们需要长期反复地进行实践

才能对事物形成认知，然而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新事物不

断涌现，他们的适应能力无法及时跟上，从而更容易遭遇挫

折和失败，这些都是他们心理安全感缺乏的源头。应重点关

注视障人群的心理健康，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支持，以推动他

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2]。

通过设计，可以通过提供连贯性和一致性来增强安全

感。比如，统一的音频提示和标准化的触觉标记可以创造一

种安全和可预测的环境。使用温暖的声音提示和平滑的表面

纹理也可以传达一种安心感。

4 对视障人群的包容性设计原则

基于视障人群情况的特殊性，本研究在综合前人理论

研究的前提下，结合当下实际情况以及对实际案例的分析，

总结归纳出差异互动性、简洁易用性、情感关怀性为主导的

三项包容性设计原则。

4.1 差异互动性
其重点在于设计能适应不同级别的视觉损失，包括完

全失明和低视力用户。包容性地接受其多样性需求，并综合

考虑设计方向，拓宽设计延展性，使产品尽可能为更广泛的

人群服务。视障人群实际覆盖范围广泛，每个人在某段时间、

某些空间，都可能成为“视障人群”[3]。在学术研究中，这

种多模态交互的设计已经显示出对提高视障人士独立性的

显著影响。例如，触觉和声音的结合在帮助视障人士浏览复

杂网站时尤为有效。在实体环境中，这可能意味着使用不同

的质地和形状来区分不同的实际空间功能区域，或使用有声

信号来辅助导航。

4.2 简洁易用性
人类文明能够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延续至今而没有

被淘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易用的工具的合理使用。人类

文明兴起的过程离不开对易用工具的使用，在对工具的改造

和使用中，同样是一种设计过程的形成。由此可以看出，易

用性作为延续数万年至今的一种特点，直接体现了其不可替

代性和价值特性。考虑到简洁易用的原则，用户体验应追求

直观与易懂。针对视障人士的需求，这包括减少视觉信息依

赖，声音提示清晰化，简化用户界面以及使用直观的外形和

功能设计。

4.3 情感关怀性
在设计产品或服务时，必须高度重视其对用户情感和

自尊的潜在影响，并进行充分考量与权衡。应该关注用户体

验的深度与广度，确保产品或服务在满足用户实际需求的同

时，也能够尊重用户的情感与自尊。尤其是对于视障群体，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被有意识地区别对待，而是希望

能够被平等对待，以同样的方式拥有和常人相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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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展品出于保护机制对于昏暗照明的需求和弱势群

体的观看需求往往是冲突的，但伦敦运河博物馆在陈列柜上

增加了 3s 正常照明的触控装置。在陈列柜上增加触控装置

以提供正常照明，不仅为弱视人群提供了更好的观感体验，

还增强了他们与展品的情感连接和参与感 [4]。

5 设计美学在包容性设计中的应用

5.1 触觉感受
在日常生活中，视觉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感知方式之一，

它让人们能够欣赏到世界的色彩斑斓、形状各异。然而对于

视觉障碍者来说，他们无法通过眼睛去感知这个世界，但他

们却能够以另一种独特且直观的方式——触觉，去感受世界

的细腻与美好。视障者通过触摸来感知世界的形态、表面材

质、温度等特性，形成对事物的独特认知和理解。这种触觉

体验让视觉障碍者能够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作品的真实质感，

从而弥补了他们因视觉缺失而带来的遗憾。

触觉铺装是街道环境中应用最广的人行步道设施之一，

起源于日本。1967 年三宅精一发明“点字砖”（点字ブロッ 

ク）[5]，即现今盲道的雏形。该设计为视障人士打造了一种

全新的行走体验，使他们能够更加安心、从容地行走在各种

道路上。而北卡罗来纳州海事博物馆的触觉地图则是另一个

值得称赞的例子。该地图结合了鲜明的图形和盲文，概括了

博物馆的整体布局，包括墙壁、门、紧急出口和展厅过道等。

通过这种触觉地图，视觉障碍者不仅能够更好地了解博物馆

的布局，还能够更加自由地探索博物馆的各个角落，感受艺

术的魅力。

5.2 听觉感受
关注视障人群的包容性设计，特别是强化其听觉体验，

充分体现了社会多样性和平等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是对人类

多元性的深刻领悟，也是人们追求社会公正与和谐共生的必

然要求。利用特定的声音作为导航的标志，帮助视障人群识

别地点和方向。对于环境的听觉信息的反馈可以采用不同的

音调和节奏来区分各种通知，如交通流量、人群活动等，这

在视障人士的出行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能够引导视障用户

更容易地进行导航和操作。选择和谐、悦耳的声音，提升空

间或产品的整体感觉。声音可以传达特定的情感和氛围，如

安静的自然声音传达宁静和平和。

6 研究的局限性

对于视障人群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作者需要更深入地

了解和研究。不同的视障人群，如先天盲和后天盲、不同程

度的视障、红绿色盲和色弱等，他们的需求和体验是不同的，

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由于随着各种高新技术持续出现，人

们的认知手段和对生活质量的满足感阈值会被不断抬高，对

于视障人群同样如此，所以未来社会观念和认知的改变也需

要得到关注。

7 结论与展望

经过深入的研究，论文全面探讨了视障人群在空间中

所面临的需求和挑战，并着重探讨如何通过包容性设计来满

足他们的需求。包容性设计不仅关注视障人群的需求，也同

样关注的是所有人的诉求，旨在创造一个人人权利平等和无

障碍的社会环境。在空间设计领域，作者应全面考量视障人

群的多重感官体验，并充分了解他们的行为习惯和心理需

求。通过与视障人士的直接合作和交流，作者可以更好地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体验，从而设计出更加符合他们需求的

空间。

通过论文的研究，作者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对视障人

群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也希望能够为当下的无障碍设计师提

供一些思路和启示，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满足视障人群的

需求，创造出更加包容和无障碍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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