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2022年 12月 第 4卷 第 6期

健康设计的“知”与“行”——评《健康设计思维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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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学院，杭州 310000

摘要：如何通过设计促进人个体、人与人、人与物的健康状态，如何通过设计应对国家及全球的健康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研究

价值。邓嵘教授的《健康设计思维与方法》，从个体健康走向健康系统，从绝对稳态走向动态平衡，从被动健康走向主动健康，

为健康设计从认知走向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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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Action" of Healthy Design: Comment on "Healthy
Design Thinking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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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significant to study how to ，through design promote the health status of individuals, people to people and people to

things and how to respond to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development goals. Professor Deng Rong's Healthy Design Thinking and

Methods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health design from cognition to practice by moving our attention from individual health to

health system, from absolute homeostasis to dynamic balance, and from passive health to activ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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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计在产生之初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20

世纪初大批量的工业生产开始增多，但很多人依然拒

绝接受工业加工的产品，认为工业产品粗制滥造，无法

与精美的手工艺品相比。当时急需具有美感同时可以

适应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包豪斯面对这一挑战，进行

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设计教育及设计人才培养。在这

样背景下诞生的设计，具有了很强的商业色彩。设计

需要满足工业化生产，同时需要美感，被人认可和接

受，从而创造商业价值。随着设计学科的发展，人们越

来越多地意识到设计行为及设计师具有超越工业生产

和商业的独立价值。设计创造了一个人造物的世界，

人们通过使用这些人造物，产生了行为、习惯乃至生活

方式，从而影响着个人的生理与心理、人与物、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关系有健康的状态，也有不健

康的状态，如何能够通过设计促进它们达到健康的状

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健康是每个国家都关心的社会民生问题，同时也

是国际与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比如，联合国制

定了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 3项内容是良好的

健康与福祉，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

的福祉。大健康产业是多产业融合的领域，主张民众

由与疾病作斗争的生活模式向以预防疾病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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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推动民众对自身健康状况给予更多重视，并为健

康产品培育市场基础 [1]。在政策方面，我国政府于

2016年颁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该纲要从国

家政策的角度出发，提出构建健康中国，也就是向人民

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和卫生服务 [2]。纲要从普及

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医疗保障、构建健康环

境及发展健康产业五个方面，全面阐述健康中国战略。

2017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民营养计划（2017—

2030 年）的通知》，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制定了该计划 [3]。在

2019年 7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

行动的意见》，成立了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出台

《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如何通过设

计，面向国家及全球关于健康的发展目标发挥独有价

值，也是非常值得设计学科进行探讨的内容。

邓嵘教授的《健康设计思维与方法》为深入了解健

康设计的“知”与“行”提供了一个入口。

一、从个体健康走向健康系统

首先，作者在书中对健康设计的概念进行了梳

理。有的概念侧重个体的健康，比如《辞海》中对健康

的表述是“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质

健壮、精力充沛，并具有良好劳动效能的状态。通常用

人体测量、体格检查和各种生理指标来衡量”。有的概

念则具有更宽阔的视野，比如 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

对健康给出的含义是“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

而是身体、精神和社会幸福的完满状态”[4]。随着对健

康的研究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健康不仅是单

纯的个人生理指标，而且包括了社会属性，应当对其持

有一个系统性的视角 [5-6]。正如前文所述，人造物的世

界不仅影响了人个体的生理心理，同时影响了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其中便包含了人自身、人与人构成

的社会要素、人与自然构成的环境要素。

“系统”无论在哲学或是科学中都很受关注。人们

对于系统现象的认识起源很早。在古希腊就开始有系

统的观念，亚里士多德也曾给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

观点。中国《易经》中也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各种要素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有学者认为世界上的事

物总是处于一个系统而存在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

一，事物具有普遍的联系性。任何事物都不具有独立

存在性，总是同周围的相关事物发生联系、相互制约和

影响着。无论是广大到宇宙天体还是微小到原子核内

部，都处于相互的影响中。除自然界的各种事物之外，

我们的社会也与自然界有着紧密关系，社会生活中的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样离不开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而发展。事物的这种普遍联系性就决定了系统是普遍

存在的。第二，事物具有内在矛盾可分性。无论在自

然界或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事物总是可以被分解的。

事物可以分成若干的方面、部分、要素、而这些被分割

的内容又相互联系。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也都是可以不断细分的，而又同时处于一个

整体中，形成系统。第三，事物总是存在于空间和时间

之中。他们都以空间和时间为其存在形式，所以也可

以说事物是系统与过程的统一。系统所强调的是事物

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对

静止和稳定的状态。过程是强调事物的时间关系，产

生、发展和灭亡的变化状态。但是两者是统一不可分

割的[7]。

邓嵘教授认为在进行健康设计时，需要一种全局

视野，一种系统观。有机生命体构成的行为往往是复

杂而系统性的。从书中可以看到，健康设计不仅是对

个体健康的关照，更是从人个体、人与人、人与物、整体

视角出发对健康系统的思考。

二、从绝对稳态走向动态平衡

通常对于健康的理解是一种区别于疾病状态的静

止状态，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自我的健康、不健

康、亚健康等不同状态。并可以通过饮食、运动、睡眠

等进行个体健康状态的调节。但如果从这种绝对稳

态、孤立的角度转向动态平衡的系统的角度，则会发现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三个要素，即个人的生理心理、人与

人构成的关系、人与自然构成的环境，是相互影响、动

态平衡的关系。除个体行为之外，人际关系会对人的

健康产生很多影响。人际关系包括亲人关系、朋友关

系、同学同事关系、合作关系等，越是亲密的关系，对个

人健康的影响便会越明显。研究表明拥有亲密、支持

型人际关系的人，有较好的健康状况，也会促进较好的

健康行为发生。此外，社会及自然环境也会对个人健

康产生影响。比如当户外有雾霾、空气质量较差时，人

们会减少户外运动及接触自然，阻碍身心健康的发展。

在系统观中，世界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其存在形

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是人们观察世界的两个

侧面。其呈现出的两种形态表现为过程和系统。上文

陈述了事物都是处于系统之中的原因，此外，事物同时

处于过程中。过程是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同样，

无论是广大到宇宙天体还是微小到原子核内部，都处

88



崔荣荣：健康设计的“知”与“行”——评《健康设计思维与方法》第 4卷 第 6期

于发展的过程中。过程是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的

延续性。系统与过程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系统是体现事物之间内部和外部的相互联系，是事物

相对静止和保持稳定性的状态。然而，这种相互联系

没有时间，则不能持续存在。没有时间这个纬度来判

断事物之中的联系也就建立不起来，事物的系统也就

不存在，所以系统中包含着过程。事物的过程是其产

生、发展、灭亡的变化状态，两者是相互渗透的。另一

方面，形成具有一定内部联系的系统需要时间的发展

变化，系统是事物过程中的一个断面，系统是发展变化

的，是过程中的系统。如果不能把系统视为一个过程

中的系统（或者说一个发展变化的系统）就很难理清系

统中关系的来龙去脉，也很难深刻地认识一个系统[7]。

在健康设计中，不仅需要系统观，也需要过程观，

以一种发展变化的视角来理解健康系统。目前，关于

个体行为改变的研究相对较多，从人际及环境角度进

行的行为改变研究较少。作者也在书中给出了行为改

变的相关研究理论，首先是行为设计学创始人、斯坦福

大学 BJ Fogg 的 FBM 行为模型，模型包括动机、能力、

触发因素三要素，提出人的行为改变需要有足够的动

机、相应的能力和一定的触发因素。其次是机能调节

促进行为改变理论，人们的行为改变会存在一个刺激、

诠释理解、做出行为的过程，同时，情绪调节也可以促

进行为改变。南非心理学家阿诺德认为情感的产生源

于刺激因素（事件）、心理因素（认知过程）和生理因素

（生理状态）的综合。这些都为通过设计进行系统调整

达到新的动态平衡提供了入手点。

三、从被动健康走向主动健康

健康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健康产业

的繁荣发展等定为战略目标。“主动健康”在我国健康

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其来源于 2015年，科技部成立

专家组进行“数字医疗和健康促进”“十二五”科技部规

划时提出“主动健康”一词。2017年《“十三五”卫生与

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正式将主动健康列入专题规

划。2019 年《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中明确，加快推动从治疗到预防、干预的转变。

主动健康就是主动获得持续健康的能力、健康完

美的生活品质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它包括：躯体

健康，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适应四个维度。随着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这些

问题中，最为突出的是人的身心健康存在着各种各样

的障碍或者疾病。人的健康状况与许多因素有关，亚

健康和慢性病人群是其中之一。

作者在书中也对东西方主动健康的观念进行了对

比分析。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同时伴随这条历史长

河也发展出丰富的健康养生理念。《周易》强调作为人

要恪守“中”道，保持有“度”，无偏衰，阴阳平衡。老子

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清净无为”“守静笃”，顺应

自然。儒家推崇“仁”，怡情养德是养生长寿之本。此

外道家的道本原论、法家的法治论、释家的佛性观、墨

家的兼相爱观都涉及丰富的健康养生文化。而中医是

中华养生理论中的瑰宝。其理论涵盖了五行说、藏象

说、经络说，从养身到养心、养神，精彩纷呈。西方主动

健康观则与中国有较多不同。比如，将客观世界与主

观世界相分离。特别是人本主义的兴起，注重人的发

展与运动保持健康。

基于构建的动态平衡调节模型，设计可以更好地

进行干预调节，进入主动、自主的健康状态，而不是进

行被动的治疗。在对动态平衡进行调节的过程中有一

个“适应负载”的概念。该概念解释了人在亚健康状态

中可以进行适应的区间，如果能及时发现并进行干预，

就可以回到健康状态，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进行干预，则

可能进入更严重的亚健康状态，甚至可能进入生病状

态（《健康设计思维与方法》中图 4.6动态平衡的适应稳

态调节机制）[8]。因此，健康设计不仅是对医疗产品

的设计，还包括对亚健康状态进行检测与干预的系列

设计。

四、结语

伴随现代设计的发展，设计的独立价值更加突

显。如何通过设计促进人个体、人与人、人与物的健康

状态，如何通过设计应对国家及全球的健康发展目标，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健康设计所涉及的产品和服务

面广、量大，设计师仅凭基本的设计理论和创新方法很

难适应，需要结合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行综合性和

系统性设计。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活质量

要求的不断提高及生态环保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普

及，未来设计将更加关注人的健康。在这种背景下，设

计用综合性和智慧性思维向人们提供一种“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幸福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新时代设计师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邓嵘教授的《健康设计思维

与方法》，立足系统观、过程观，对健康设计的认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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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分析，从个体健康走向健康系统，从绝对稳态走

向动态平衡，从被动健康走向主动健康，增进了对健康

设计的理解。并结合大量设计实践的积累，提出了健

康设计实践的设计原则和流程，为健康设计从认知走

向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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