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蝴蝶结装饰造型的消费者感性认识评价研究

曹 颖,张英姿*,张技术
(常熟理工学院 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江苏 常熟215500)

摘 要:为了揭示蝴蝶结装饰造型的内在消费动因,综合运用语义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眼动试验法等感性工学方法,

对10款蝴蝶结造型进行了深入评价,探究消费者关注蝴蝶结的原因。结果表明:女性消费者对不同风格特征的蝴蝶结造

型感性认知评价不同,表现为对蝶翼层数(宽)较多、蝶翼层数(窄)较少、绳结较宽、尾结方向正常自然的蝴蝶结相对较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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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结是上世纪50年代时尚精神的代表设计要

素,也是近半世纪以来众多设计师的宠儿。为了迎合

不同风格品味的消费者,设计师们设计出追随潮流且

符合大众品味的蝴蝶结装饰造型,以此打造不同风格

的蝴蝶结装饰与服装的完美结合,进而成就了蝴蝶结

时尚进程的延续[1-3]。近年来,人们对蝴蝶结的研究

大多集中在蝴蝶结的历史演变,蝴蝶结在不同产品上

的应用等方面。如刘晓芹从流行女装中研究了蝴蝶结

在古今女装中的应用[4];储小兵从蝴蝶结的起源、应用

历史及其设计和制作过程研究了蝴蝶结在女性晚礼服

设计中的应用[5];张蒙从装饰美的角度研究了蝴蝶结

在女装整体造型和局部设计中的表现[6]等,缺少从消

费者认知角度分析蝴蝶结设计要素流行的内在动因方

面的研究。
感性工学是一种将消费者的感性认知转译为产品

设计要素的技术,它旨在探索人们对产品的情感反应,
并将这种情感反应转译为产品设计要素[7-8]。目前感

性工学的测量方法主要有心理学测量和生理学测量2
种[9]。心理学测量方法有表情行为问卷调查法、观察

法、语义法等,生理学测量方法包括视线追迹、心率、脑
电图、肌电图法等。为了充分展示蝴蝶结造型经久流

传的消费动因,首先采用语义分析法 [6]和问卷调查法

开展蝴蝶结造型装饰的语义评价,将蝴蝶结造型进行

分类,通过对每一类款式风格进行语义评价,形成10
款蝴蝶结的感性认知评价的初步解读;然后,采用眼动

追踪法研究被测试者的感性认知眼动行为,对不同款

式造型的蝴蝶结进行了消费者认知方面的初步研究。

1 蝴蝶结造型的语义分析和问卷调查

1.1 调研内容

1.1.1 问卷中蝴蝶结样本的确定

经过长期的设计演变,蝴蝶结造型款式多样、造型

多变,为了确保调研内容的代表性和普遍性,结合文献

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最终筛选出10款不同造型的蝴

蝶结,如图1所示。

样式一   样式二   样式三   样式四   样式五

样式六   样式七   样式八   样式九   样式十

图1 10款不同造型的蝴蝶结

1.1.2 感性形容词筛选与选定

通过广泛收集服装类杂志、书籍中的蝴蝶结感性

形容词,并将分类好的蝴蝶结款式进行专家访谈,求得

蝴蝶结款式的语意形容词,将在10类蝴蝶结款式感性

描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形容词列表,具体见表1。
同时,借助感性工学语义分析法,去除其中意义重

叠的蝴蝶结款式感性形容词,从中挑出最具代表意义

的款式感性形容词对,确定最适当的8对,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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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0款不同造型蝴蝶结的感性形容词列表

样 式 感性形容词

样式一 优雅的 自然的 简洁的 传统的

样式二 女性化的 柔美的 可爱的

样式三 浪漫的 优雅的 精致的

样式四 干练的 简洁的 文艺的 低调的

样式五 梦幻的 正式的 浪漫的 个性的 新颖的 夸张的

样式六 正式的 普通的 大众的 传统的

样式七 青春的 简约的 女性化的

样式八 小巧的 随意的 简约的 现代的

样式九 较正式的 规整的 华丽的 刚强的

样式十 可爱的 温柔的 青春的 文艺的 个性的

表2 最终确定的蝴蝶结款式的感性形容词对比性词汇

词 汇 对比性词汇

青春的 成熟的

现代的 传统的

新颖的 普通的

夸张的 低调的

文艺的 低俗的

个性的 大众的

精致的 简约的

温柔的 酷帅的

1.2 问卷编制

问卷编制采用语义差异分析法。语义差异分析法

是由概念和若干量尺构成[7],“概念”即指要受试者进

行评价的对象,“量尺”则是由2个意义相反的形容词

作为两极而构成的。采用5级量表。例如“青春的-
成熟的”称为一个量尺:“1”表示非常青春,“2”表示比

较青春,“3”表示既不青春也不成熟,“4”表示成熟,“5”
表示非常成熟。因此,每张刺激图下都有8对感性词

汇,受试者根据自己的第一感觉对蝴蝶结进行感性评

价。

1.2.1 调查对象及样本容量

首先进行预调查,纠正问卷中一些预先没有想到

的问题,以便顺利开展后续的调查和做好准备工作,之
后进行正式的调查。本试验调查采用的是网络调查

法,正式调查开始之前,事先与调查对象进行良好的沟

通,确保调研的针对性。调查对象为女性,年龄在18~
25岁,有独立审美能力,对问题有自己的想法与看法,
网上共发放110份问卷,回收108份问卷,有效问卷为

105份,回收率98%,有效率95%。

1.3 调查结果与分析

1.3.1 蝴蝶结样本总体平均得分统计

蝴蝶结样本的感性词汇表达总体平均得分统计结

果如图2所示。每款造型对应的对比词汇表达中得分

最高的词汇展示出该款式的风格特征显著。折线图中

以数值为3的横线为分界,偏离程度最大的两端词汇

为最佳评判词汇。

1.3.2 调查结果分析

由图2的统计结果可以得到10款代表性蝴蝶结

造型的感性语义评价结果,详细描述如下:

样
本
的
总
体
平

均
得
分

/分 青春-成熟
文艺-低俗
新颖-普通
个性-大众
夸张-低调
精致-简约
现代-传统
温柔-酷帅

3.8

3.6

3.4

3.2

3.0

2.8

2.6

2.4

2.2

样式序号
样式一

样式二
样式三

样式四
样式五

样式六
样式七

样式八
样式九

样式十

图2 蝴蝶结样本的总体平均得分折线图

样式一: 折线最低, 折线最高。它的感性风格

新颖比较夸张,但又透露着文雅大方,可爱的,给设计

者启发灵感;样式二: 折线最低, 折线最高。它的

感性风格新颖但还是符合大众审美,学院风,有些唯美

和梦幻,给设计者启发风格灵感;样式三: 折线最低,
折线最高。它的感性风格偏向可爱,温柔风,浪漫夹

带着慵懒风,娇柔感,设计者借助此打造此类风格;样
式四: 折线最低, 折线最高。它的感性风格偏干净

利落,清爽且有中性风格,典雅的,可以在服装细节方

面给设计者创新启发;样式五: 折线最低, 折线最

高。它的感性风格偏正式,优雅风格,喜庆的,带着丝

豪放、热烈、饱满,给服装设计者启发和更多灵感;样式

六: 折线最低, 折线最高。它的感性风格偏绅士,
文艺,干净整洁风,给人沉静感稳重深沉的感觉,给设

计者灵感启发;样式七: 折线最低, 折线最高。它

的感性风格灵巧,青春向上,活力强大,给人以独立自

信的风格,设计者从中得以启发和思考;样式八: 折

线最低, 折线最高。它的感性风格规矩偏正式,爽朗

坚定,温柔机敏中带着随和,设计者可以抽取风格要素

和要点;样式九: 折线最低, 折线最高。它的感性

风格是明丽的、鲜亮、灵动的,使设计者激发活力的风

格灵感与突出服装的特色和细节;样式十: 折线最

低, 折线最高。它的感性风格为简单大方,简约又不

失精致,规整的、沉闷的,帮助设计者打造不同风格和

激发灵感。
服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进行服装设计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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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结一定要把握分寸,注意服装整体的风格与和谐。
不管是看似不轻意的点缀还是故意的张扬,无不包含

着创作者对造型、材料、色泽等多方面的推摩和思考

选择。

2 蝴蝶结造型的眼动试验

2.1 被试

随机邀请30名测试者,全部是女性,年龄20~28
岁。所有被测试者矫正视力正常,无疾病,熟悉试验的

要求和流程,均自愿参加试验。

2.2 试验设计与数据采集

采用德国SMI公司RED型号的iViewX眼动仪

对服装设计效果图进行观察与评价。在完全自然的情

况下追踪眼动,双眼采集,采样率为60Hz,精度0.5°。
将上述10款代表性蝴蝶结造型(刺激图)导入眼动仪

数据库,并进行预先显示矫正和试验预设。观察时间

设定5s自动跳转下一幅图。根据试验的目的,选取平

均凝视时间为分析指标,对蝴蝶结整体造型和设计细

节进行分别评价。平均凝视时间越长,表明消费者对

刺激对象关注度越高,同时也反映出设计要素的视觉

冲击力和设计内涵更深。

2.3 结果与分析

2.3.1 蝴蝶结整体造型的平均凝视时间分析

表3 各款蝴蝶结造型的平均凝视时间

样 式 平均凝视时间/ms

样式一 184.7
样式二 220.6
样式三 219.3
样式四 180.6
样式五 201
样式六 208.9
样式七 160.5
样式八 202.4
样式九 201.3
样式十 179.6

  表3列出了各款蝴蝶结造型的平均凝视时间。从

表3可以看出,被测试者对蝴蝶结样式的关注度从大

到小依次为:样式二>样式三>样式六>样式八>样

式九>样式五>样式一>样式四>样式十>样式七。
可见,样式二的关注度最高,样式七的关注度最低。通

过对样式的设计分析,样式二具有双层蝶翼,较传统意

义上的一层蝶翼(如样式一、样式四、样式六、样式七、
样式八)来说,样式二更为创新,但也在人们接受范围

内,不过分夸张以至于失去经典意味;与样式三比较,

二者区别在于尾结方向有所不同,样式二尾结打的方

向更为正常自然,由此看来比较自然的尾结方向更为

人们所接受;较之变动大的2款蝴蝶结(样式五和样式

九)来看,样式二相对内敛,不过分张扬但也不失典雅,
由此可以判断革新中又不乏收敛更能引起人们为之停

留;相对于样式十,样式二的蝶翼为半重合状态且具备

尾结元素,由此看来有完整的蝴蝶结元素也能增加关

注度。
通过蝴蝶结造型的凝视时间的长短比较,可以得

出消费者对各款蝴蝶结造型的关注度,反映出消费者

在选择不同蝴蝶结细节服装的心理偏好。据此,设计

师可以借助人们对蝴蝶结的关注程度差异,更好地把

握设计灵感,更加准确地把握蝴蝶结造型设计要素,更
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2.3.2 蝴蝶结设计核心要素的平均凝视时间分析

表4 蝴蝶结造型核心设计要素的平均凝视时间

组 别 比较要素 样式 平均凝视时间/ms

第一组 蝶翼层数(宽) 样式二 214.8
样式一 193.9

第二组 蝶翼层数(窄) 样式八 248.5
样式九 189.3
样式五 198.3

第三组 绳结宽 样式七 221.3
样式四 197.9

第四组 尾结方向 样式二 219.4
样式三 204.9

  表4列出了蝴蝶结造型核心设计要素的平均凝视

时间。从表4可以看出,第一组是样式一和样式二的

比较分析,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蝶翼层数(宽)的不同,
样式二比样式一多一层蝶翼,试验结果表明蝶翼层数

(宽)与关注度正相关;第二组整体3款比较来看,蝶翼

层数(窄)与关注度负相关,层数越多越不感兴趣 ,同
时样式九和样式五对比说明,比较随意的层叠会比较

引起人们的关注;第三组样式七和样式四主要的不同

在于绳结宽,样式七比样式四的绳结宽,试验说明蝴蝶

结宽度与关注度成正比,相比较来说绳结比较宽的获

得关注度高;第四组的2个样式,主要的区别在于尾结

打的方向,试验说明样式二尾结打的方向会获得更多

的关注,人们会多驻留一些时间。

3 结语

通过对蝴蝶结造型进行问卷调查以及眼动仪试验

辅助研究,发现在多种蝴蝶结造型中,女性消费者对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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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层数(宽)较多,蝶翼层数(窄)较少,绳结较宽,尾结

的方向打在正常方向的相对比较关注。因此,设计师

在进行蝴蝶结造型装饰服装设计时要把握好细节风格

取向,重点把握蝶翼层数、绳结宽度、尾结方向等核心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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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EvaluationofConsumers'Perceptual
KnowledgeofBowknotDecorativeModeling

CAOYing,ZHANGYing-zi*,ZHANGJi-shu
(SchoolofTextile,ApparelandDesign,ChangshuInstituteofTechnology,Changshu215500,China)

  Abstract:Inordertostudytheintrinsicconsumptionmotiveofbowknotdecoration,byusingthemethodofsemanticanalysis,

questionnairesurvey,andeyemovementexperiment,10bowknotswereselectedtoexplorethereasonsforthemostconcernedbow-

knots.Theresultsshowedthatdifferentfemalecostumerhaddifferentperceptualcognitionevaluation,whichshowedthatfemalecon-

sumerspaiedmoreattentiontothebowswithmorewinglayers(wide),lesswinglayers(narrow),widerknots,andnormaltailkno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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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ofEmbroider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

ProjectsundertheSharingEconomy
HUJian-fang,Y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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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theoryofsharingeconomywasusedtostudytheinberitanceanddevelopmentmodelofembroideryintangiblecul-

turalheritage.Thewaytointegrateandoptimizeexistingmodeofembroider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resourcesunderthenew

normalwereexplored.Throughfieldresearch,onlineresearchandliteratureresearch,thecurrentdevelopmentstatusandproblemsof

embroider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dustrializationwereanalyzed.Thenewmodelof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weresortedout

underthesharingeconomy.Innovativeecosystem wascreatedthroughsharingplatforms,cross-borderintegration,andinnovation

sharing.Personalizationandcustomizationwerethemostoptimalprotectionheritageforembroider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

jects.Thecombinationoftechnology+culture,tradition+fashion,art+practicalitycouldmakethenationalintangibleculturalherit-

agerejuvenationcompleteandlong.

Keywords:sharingeconomy;embroider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P;sharingplatform;development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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