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 厦门眼镜设计行业讲座大纲 

一 产品设计的一般过程与设计中要点:  

1 产品的唯一性定位与市场调查分析,产品设计循环图 
 首先介绍产品更新换代与设计的一般过程:  
 寻找问题——市场分析——使用群分析——同类产品分析——确定解决问题方向——寻找设计原点——绘制草图—— 草图分析—
—确定草图方案——绘制效果图——制图——模型或小型量产——定型评定——批量生产——市场信息反 馈——下次设计问题寻找 

2 JK图表分析法(市场分析,同类产品分析,自身特色分析等) 
 Ａ各大企业开发部使用最多的分析定位方法， 
 Ｂ特点分析： 
 优点：形象化，简洁易懂，将概念化转化为数据化，适合企业与策划定位 
 缺点：过于形象化，不利于设计创意的展开和跳跃性的设计师思维模式 

3 使用群,材料,性别,地域等分析,确定设计方向 
 将产品落实到具体使用群，使用环境，消费价位，等等 

4 草图分析,几轮草图 
 手绘，电脑绘制，主要表现设计概念，或设计原点思路的表现。 

5 效果图表现 
 体现具体细节结构，材质等 

6 模型或样品制造 
 Ａ立体地表现产品。 
 Ｂ模型制作的材料：ＡＢＳ ，油泥，木头，石膏，等。不同的产品选用不同材料加工，不同形态选用不同材料加工 。多种材料
混合使用。 
 Ｃ电脑雕刻机成型。 

7 小批量生产,色彩计划,广告宣传,投放市场,得到反馈意见 
 正确认识产品开发的全部,产品设计只是开发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还应该包含市场分析，广告推广，包 装宣传等
等。 

8 进一步改进,批量生产,销售 

9 得到反馈意见作为下次设计的开始 
 产品设计始终是一螺旋上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有时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但在另一角度来看则是高于原来的开 始。 

二 产品设计开发的种类: 

1 改良设计 
 Ａ改良与革新的区别， 
 Ｂ改良与科技革新的联系与区别 

2 开发(创新)设计 
 Ａ量变到质变的发展，科技作为创新的技术后盾， 
 Ｂ人的需求与设计师的感受作为前提 

3 概念化设计 
 Ａ对企业来讲是设计储备的一种方式，对产品发展是一种展望和推测，对设计师来讲则是一种全新环境需求的研究和 对未来消费
心理，人文环境的大胆推测，是一种锻炼性的设计练习与研究。 
 Ｂ概念化设计绝对不是遐想或是没有未来科技为支持和未来人的心理为前提的梦想 

4 设计研究 
 Ａ学术上的分析与总结，行业的研究。 
 Ｂ单一的研究，综合性的研究。 

三 产品设计开发中的一些概念与定义: 

1 人机工程学的研究 
 Ａ过于符合人体尺度的反而不符合具体现实使用。 
 Ｂ模糊学与数据化的综合使用。 
 Ｃ使用心理的研究目前是产品设计所忽略的重要部分。 

2 人机工程学研究中目前心理方面的忽视 
 Ａ心理学与产品语意的结合 
 Ｂ心理学与产品设计指示识别的结合 

3 产品设计中的语意的提出与研究 
 Ａ语意包含的内容：形态的，使用方式上的，心理上的等等。 
 Ｂ目前我国设计与教学对于语意的研究与运用仅仅停留在产品形态与产品设计使用功能的结合运用上。 



 Ｃ产品设计中语意与平面设计中同构，异构的相似结合与启发。 

4 产品设计中材料质感的研究与心理联系 
 Ａ新材料，新科技的运用。 
 Ｂ材料间的相互模仿与对此的平价：必要性与特意模仿所带来的媚俗效应分析。 
 Ｃ废旧材料的运用：原始性地再利用，对废旧材料再次加工后的利用。 
 Ｄ废旧产品的利用：过时的产品在其生命周期未完结情况下如何加以升级与更新，这目前在产品设计中是较为空白的  研究方
向。也是对全球性合理化产品再设计与提高的新的出路与挑战。 

5 产品与科技发明区别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对产品设计的要求（１２点要求） 

6 产品设计与工艺品区别 
 相互的关系，有时产品是通过工艺品形式来表现，风格化较强的产品设计带有工艺品的痕迹也就相应明显些，即使这 样也决不能
将产品与工艺品等同起来。 

7 螺旋上升的设计发展规律 
 在设计产品时首要考虑的是使用者的需求与使用心理，这也许在许多的设计时回到相同的一点，但从另一立体的角度 来看，这种
使用者的需求与使用心理比上次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先进或要求更高，形成螺旋上升的设计需求发展 规律。这也带动这设计科
技的向前发展。 

8 正确的分析与社会调查及评价态度: 
 Ａ千万记住：不可以用“对”，“错”来评价设计作品,只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区别，任何一种设计都有存在的价值。 
 Ｂ任何一件设计作品仅仅置于特定的时间 空间 地点与观念意识中存在有可能 
 Ｃ在设计评价与社会调查中不可带有自身固有的观点与偏见 
 Ｄ不可用社会上固有的模式与心理来评价与分析，作为设计师应有自己的来源于大众又高于大众的观点。 

四 产品设计开发方法: 

1 形态造型与结构方面: 
 Ａ形态的感受与塑造 
 Ｂ形态的语意与表述的合理性 
 Ｃ形态与功能在外在与内在的统一与一致性 
 Ｄ材质的选用 

2 使用方式的合理化(物理性的人机研究与心理感受的人机研究): 
 Ａ开启与使用中所体现的人机合理舒适度 
 Ｂ使用过程中操作界面的合理性研究 
 Ｃ使用状态的心理感受 
 Ｄ设计具有某种指导与前瞻性的推导作用  

3 与各方面学科技术人文的结合: 
 Ａ与当代科技的结合程度 
 Ｂ与文化结合程度 
 Ｃ与市场使用消费结合 

4 设计价值的评价: 
 Ａ设计的含量与物质功能价值之间的比较 
 Ｂ设计作品的使用方式,生产投入与设计作品物质功能间的比较与评价 
 Ｃ精神功能,设计感受的设计投入与设计作品物质功能间的有机融合与评价 
 Ｄ附加设计与堆砌的区别 
 Ｅ设计师的投入与时代具体需求的评价 

五 设计创意中原点的提出: 

1.发散型设计构想 

2.归纳型设计构思 

3.寻找原点的设计方法,各类设计中原点的寻找与侧重 
 对于原点的解释与全面理解 

4.原点在各个设计领域中的体现与运用 

5.设计的完善过程 

6.知识的吸收,想象素描,极限法,削除法,反向法,结合法等设计思维训练方法的讲授与练习 

六 国际设计比赛获奖作品分析 

1 各国好产品获奖分析 
 Ａ各国对好产品的共同认识 
 Ｂ各国对好产品认识的区别 

2 有特点的国际设计比赛获奖作品分析 
 Ａ竞赛组织:协会性质,行会性质,企业性质, 
 Ｂ竞赛评选:概念的提出,具体方案,可行性,前瞻性等,侧重点不同 

3 各国设计风格特点 
 日本,欧洲(北欧,法国,意大利等),美国 



七 由大阪国际比赛获奖作品分析”产品语意”的发展 

1 形态的”产品语意” 

2 使用方式的”产品语意” 

3材料质感的”产品语意” 

4感受与观念的”产品语意” 

八 由现代国际比赛作品分析现代设计特点与走向 

1 没有单纯的民族化 
 Ａ民族化的国际趋势的转换 
 Ｂ不是汉饱中夹油条 
 Ｃ用现代的科技观念从新阐述民族化，更具有现代感的国际化设计 

2 民族化的内涵远远大于民族化的造型特征 
 Ａ将简单的中国传统纹样机械地在设计中的堆砌是极为错误的误区。 
 Ｂ对传统内涵与精神的忽略是设计教学与设计运用的失误 
 Ｃ内涵的东西要比形态的塑造来得震撼的多，持久得多。 

3 设计朝观念设计发展 
 在产品的使用功能极大满足的前提下，一种产品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或对使用功能忽略的状况下而产生的借助 于产品自身
对人思想影响与启示的设计悄然兴起，这是一种通过产品设计将产品的各要素与所要传达的设计思想与启 示有机组合在一起，也许
用融合比组合更为贴切准确些。 

4 设计师风格的提出 

5 主题更为明确化或感受概念化 

九 法国日本眼镜设计比赛分析 

1 两比赛联系与区别 

2 发展的眼光看设计比赛与获奖作品 

3 注重概念化或想法 

4 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提出与设想 

十 眼镜设计教学研究方向与学生作品分析 

1 学院教学的优点与缺点 
 Ａ优点：前瞻性强，学术性与设计的融合，对设计程序的准确把握，熟练的设计方法的运用，鲜活的设计思想，各种  设计专业
的融合与影响，与国际同步的设计潮流。 
 Ｂ缺点：与生产的脱节，设计产品仅仅点到为止，对具体产品行业性了解少，不懂生产。不了解企业对产品开放全方  位运转方
式，仅仅知道产品设计的局限性。 

2 与生产的脱节 
 Ａ脱节并非是坏事,在设计培养主方向上对学生潜在性的培养是对学生今后潜力发展的的延续,在就业的前一两年中虽  然与企业
实际操作脱节,但长久之后学生不再仅仅只是绘图的枪手。 
 Ｂ企业也应担负起再培养的责任，技能实际工作环境的熟练性培养。 
 Ｃ我一直在倡导建立“设计师模式”的教学体系，摆脱中专式的技法培养，培养设计潜力是我们设计教学的最终目的  ，不要为
现有的企业需求与教学脱节这一短暂的技术性问题所蒙蔽。我希望我的学生在十年或以后能成为成功的产  品设计师，而不是电脑
高手。 

3 侧重想法与解决问题方法的训练 
 Ａ“方法”与“技法”的重要性比较，是在我作学生时就解决的问题 
 Ｂ在设计方法的基础上对学生设计观念的培养是及为关键的 
 Ｃ多门类的设计专业的结合是避免学生为了产品设计而设计的尴尬局面 
 Ｄ所有这些都应在技法熟练的前提下，要能将设计完美表现 

4 观念提高 
 Ａ这是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在以后的设计中决定设计好坏的关键， 
 Ｂ往往被大多数设计教学所忽视 
 Ｃ以后的设计师在同等技术下，比拚的是观念，这是极为重要的！ 

5学生作品分析 

十一 张剑10年产品设计分析(95年无锡轻院毕业): 

1 观念设计上的研究与提高 

2 设计教学与自身研究工作相结合与体会 

3 今后发展与计划. 

                                         2004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