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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当下信息可视化设计成为呈现信息的主要形式之一。结合认知思维及视觉思维，设计出更

贴合人的主观行为的可视化设计，从而优化用户体验、提升阅读效率。方法 首先对信息可视化的相关

理论进行阐述。随后构建出基于认知思维与视觉思维的信息可视化设计模型。其次对认知思维以及视觉

思维蕴含的相关个体主观能动规律进行阐述，并提出设计策略，具体通过认知思维来优化信息层级，结

合视觉思维来打造展示形式。最终以感冒灵颗粒药品说明书为例，进行设计实践并开展设计评估。结论 

认知思维及视觉思维指导下的信息可视化设计切实优化了用户的阅读体验、提升了用户的阅读效率，是

辅助、优化信息可视化设计的一条可行路径。 

关键词：认知思维；视觉思维；信息可视化；用户体验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2)08-0217-08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2.08.028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under Cognitive Thinking and Visu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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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mbine cognitive thinking and visual thinking to design a visual design that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people's subjective behavior in order to optimize user experience and improve reading efficien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paper,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re expounded. Then th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model 

based on cognitive thinking and visual thinking is constructed. Secondly, the law of individual subjective initiative con-

tained in cognitive thinking and visual thinking is elaborated and the design strategy is proposed. Specifically, the infor-

mation level is optimized through cognitive thinking and the display form is created by combining visual thinking. Fi-

nally, the design practice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design evaluation was carried out to demonstrate the viewpoints by the 

example of Ganmaoling pellet drug instruction.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gnitive thinking 

and visual thinking can effectively optimize users' reading experience and improve their reading efficiency, which is a 

feasible path to assist in optimizing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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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每天都要面对冗长、

繁杂的信息。为了切实提升工作效率，需要人们对众

多信息产生快速、准确的认知。也就是说，信息的表

达形式与人的行为越贴合，终端的接受效果便越优

质。当下信息可视化设计已成为信息传达的一大趋

势，其将信息借助图形辅助的方式展现给读者，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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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信息准确度的前提下加强了可读性、提高了阅读效

率。在体验主义的时代背景下，设计更注重人的主观

感受，信息可视化的研究重点也逐渐转向用户认知及

可用性分析等方面[1]。众多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设计

方法及实践。例如教育 APP 的可视化设计[2]、车辆管

理服务平台的可视化设计[3]、书籍设计教学中的信息

可视化[4]等，以上研究皆有利于信息可视化的发展及

应用，然而当下针对用户获取信息过程而展开的可视

化设计研究并不深入。笔者以认知思维及视觉思维为

导向，试图构建信息可视化设计的标准范式，为设计

者从优化用户体验的角度快速进行信息可视化设计

提供相应的方法。 

1  信息可视化研究基础 

1.1  信息可视化概述 

信息可视化设计是在计算机辅助设计、图形学、

统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等学科的高速发展下应运而生

的，因此，信息可视化设计是一门交叉性的综合性学

科[5]。信息可视化兼具了严谨性及美观性，相较于常

规数据信息图拥有更加直观、舒适的观看体验[6]。信

息可视化对用户而言是一个拨冗的过程，其借助图

形、色彩、版式、文字等视觉元素的合理搭配，可以

有效激发用户的理解力及认知力，让用户得以快速、

高效地抓住信息群中的关键点及信息间的关联性。当

下信息可视化已成为数据统计、信息呈现的主要表现

方式之一。 

1.2  信息可视化的终端用户 

信息可视化设计中的“终端用户”，即设计的目

标使用者。对终端用户的能力及需求进行正确地研

判，可以保证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合理性，然而，终端

用户的理解能力并不统一，目的指向也不一致，这是

因为不同的用户类型，其带来的变数会影响设计者进

行信息筛选、确定展示方式等实际任务。按照终端用

户的用户需求进行分类，大致存在了解型用户、使用

型用户及研究型用户 3 类，见表 1。 
 

表 1  基于用户需求的可视化用户分类 
Tab.1 Visualized user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user needs 

用户分类 用户特点 用户需求 

了解型用户 自发性、非必要性、

业余性 

信息易读、可形成简

单的知识储备 

使用型用户 普遍性、业余性、必

要性 

信息易读、可高效了

解必要信息 

研究型用户 
专业性、理解力强 

快速浏览信息、挖掘

潜在有价值信息 

 

了解型用户泛指科普对象，其阅读行为多伴有一

定的自发性、非必要性。这类人群并不直接参与相关

活动，而是抱着扩宽知识、防患未然等隐性目的来了

解内容并形成认知储备。受限于年龄、学历、专业等

客观因素，该人群对信息的阅读理解力存在较大差

异且下限较高。若想最大程度地满足这类人群，信息

的传达门槛不宜过高。以药品说明书为例，该类人群

多为医药爱好者、常识学习者等，他们希望说明书内

容简单、明了，以达成准确认知，并合理指导用药行为。 

使用型用户是最主要的受众群体，其基数较大，
具有普遍性、业余性、必要性等特点。使用型用户
在人员影响因素上近似于了解型用户，因此，二者对
信息表达的要求基本一致。对于药品说明书，使用型
用户多为病人或有用药需求的人员。为了达到快速用
药的目的，他们渴求高效吸收必要的信息并立马实施。 

研究型用户指专业从业者、相关研究人员等，他
们拥有不俗的理解力、专业性极强。研究型用户对信
息传达的内容较为熟悉，并能高效地做出研判。在药
品说明书的使用者中，研究型用户多为医师、药师，
他们对药品说明书的认知相较于其他用户更为深入。
研究型用户首先快速浏览必要信息，随后对其他用户
关注度较低的信息进行深入研究。 

1.3  信息可视化的设计流程 

陆菁 [7]在对信息可视化的研究中提出了基于用

户认知的可视化模型，该模型有 4 个层级，分别是战

略层、范围层、结构层、表现层，每一层是在上一层

的基础上延伸发展而来。在实际操作时该模型亦可作

为信息可视化的设计流程，见图 1。其中，战略层提

出问题；范围层研究目标用户的认知能力及实际需

求，以得出信息传达的内容与层次；结构层构建信息

图的可视逻辑；表现层呈现最终的视觉设计。另外，

在不同层级的构建上，设计师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

方法论。 
 

 
 

图 1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设计流程 
Fig.1 Design flow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2  认知思维与视觉思维的理论基础及设计

模型 

2.1  认知思维 

认知思维主要运用于产品意象造型设计中，其通

过对用户认知特征的深入研究来推导出以人为本的

产品设计方案，具体包括产品应景的造型、产品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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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等。这也说明了一个设计若想深入人心，认知

思维的导入是极为重要的。 

认知主要包括用户的注意、记忆、意象、经验等

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实际上，认知系统构建了个体

与产品、信息与环境之间的桥梁[8]。张久美等[9]在对

认知思维的研究中提到，设计上的认知思维就是要让

设计师思考“知道做什么”及“知道是什么”这 2 个

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优质的产品设计应快速让用户

注意到并迸发自主的了解兴趣，使用后亦能在脑海中

产生记忆并汇聚成操作经验，最终让用户形成运用该

产品的无意识行为。 

2.2  视觉思维 

视觉系统开启了人类观察世界的大门[10]，视觉结

合了人类理性的经验，能够反映人的直观感受。视觉

思维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提出[11]。

视觉思维将意象作为媒介，相较于普通的抽象思维更

具智能化、创造性。在设计学上，视觉思维的研究范

畴主要包括视觉流程、视觉经验等，这些都反映了人

在面对事物时主观迸发的视觉逻辑[12]。尤其对有信息

传达任务的设计而言，合理地运用视觉思维能让用户

沿着预设的方向接收信息并快速做出决策。 

2.3  基于认知思维与视觉思维的设计模型 

视觉思维与认知思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视觉

常作为认知的前因，认知后的结果为视觉提供了宝贵

的后天经验。在开展设计工作时，应合理地利用二者。

基于信息可视化设计流程构建出到的认知思维与视

觉思维引导下的设计模型，见图 2。首先，通过视觉

系统识别客观世界，该过程以视觉规律及认知系统提

供的后天经验（在视觉思维里为视觉经验）为主导。

随后进入认知系统的开端，即注意机制，该过程会将

筛选的主要信息导入记忆机制，紧接着记忆层展开二

次筛选，将部分信息与人脑储存的相关经验共同形成

深刻记忆。经历多层研判、个性的深刻记忆是引发行

为的主要动力。 
 

 
 

图 2  认知思维与视觉思维结合下的可视化设计模型 
Fig.2 Visual design model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cognitive thinking and visual thinking 

 

2.4  认知思维与视觉思维对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启示 

1）利用认知思维优化信息接收。人类的注意机

制常有思维定式，且同一时刻进入记忆机制的信息量

是有限的。可以利用认知思维进行信息分层来优化信

息接受。 

2）利用视觉思维完善展示形式。视觉思维可以

引导用户注意、记忆、行动，人的视觉存在规律，如

何利用视觉设计的手法，让信息可视图按照设计者设

定好的信息层级映入用户眼帘值得深究。同时设计需

要符合用户的视觉经验，并具有美观性。 

3  基于认知思维与视觉思维的信息可视化

设计策略 

3.1  基于认知思维的信息层级设计 

3.1.1  注意机能与信息层级 

用户的注意机制是主动分配信息的过程[13]。从认

知思维来论述注意机制，自上而下分为 4 个步骤，分

别是引起注意、选择注意、二次选择注意及补充注意。

引起注意：人脑开始接收信息。选择注意：人们功利

性地解决问题、探索信息。二次选择注意：搜寻信息

的过程，功利性减弱。补充注意：注意机制的尾端，

伴随偶发性，接受剩余信息完成注意。 

信息可视化设计将繁杂的信息群透过用户需求

分出信息层级。这种层级应和注意机能相匹配，见

图 3。引起注意的过程中应明确信息主题，让用户得

以辨别是否需要继续接收信息。选择注意对应第一层

级信息，这部分信息对解决问题有关键的指导意义。

二次选择注意列出第二层级信息，其不是必要的，但

对解决相关问题有一定助益。补充注意对应第三层级

信息，鉴于使用率低对部分用户而言可能会忽略，但

需要时亦应在信息群中找到。 

3.1.2  选择注意驱动用户端建立 

各类用户不同的实际需求会对信息的解读产生



220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4 月 

 

偏差，并直接体现在注意机能上。具体来说，注意机

能是主观系统，深受个体知识结构的影响，在引 

起注意后，不同类型的用户在选择注意上就产生了较

大的分歧。信息可视化设计同时满足多类用户的需要

是极为困难的，若设计者极力追求信息图的包容度，

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无设计重点并丧失信息可视化的

设计意义。面对这一困境，可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即

为不同类型的用户打造相应的阅读端，每一端基于目

标用户的实际需求来量身设计信息层级，并完成可视

化设计。信息可视化用户端的设计流程见图 4。当下

有较多相关设计实例，如某款摄影 APP 就包含摄影

师端及用户端，在不同选择注意的影响下，二者无论

在内容上或设计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见图 5。对常

规的药品说明书而言，鉴于市场需求及用户基数，应

更多地服务于了解型用户及使用型用户，并以满足他

们的认知需求为设计目标。 

 

 
 

图 3  信息层级匹配注意系统 
Fig.3 Information hierarchy matching attention system 

 

 
 

图 4  信息可视化用户端的设计流程 
Fig.4 Design flow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client 

 

 
 

图 5  某款摄影 APP 不同用户端的欢迎页 
Fig.5 Welcome pages for different clients of a photography APP 

 
3.1.3  记忆机能与信息容量 

记忆机能考量用户注意信息后的接收效果，即人

在短时间工作后的记忆力。涉及的参数包括信息容

量、时间压力及记忆正确率。测试三者的数量关系（记

忆正确率可用个体接收信息后复述信息的正确率来

衡量），见图 6。在信息可视化中，图形及文字是主 
 

要表达单位，因此将二者作为实验信息类型。在同等

的时间压力下，信息容量越多，记忆的正确率就越低。

在同等的信息容量下，花费时间越多，记忆正确率就

越高。大众对图形的记忆能力也远强于文字，这也决

定了信息可视化设计应以图形为主导。若以正确率

60%为及格线，某一时刻给予读者的信息项应保持在

8 个以内。 

 

 
 

图 6  信息容量、时间与记忆正确率之间的关系 
Fig.6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formation capacity,  

time and memory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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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视觉思维的可视化构建 

3.2.1  用户的视觉流程 

人在长期阅读中养成了一定的阅读习惯，人的视

线也会存在一定的逻辑流程。在阅读时，人一般的视

觉习惯为从左到右、自上而下。第一眼往往落在左上 

部，而后开始向右移动，再转向左下、右下[14]。由此
可见，注意力作用最大的是左上及中上，为最佳视域，
见图 7。这启发了信息可视化的布局设计，即让重要
信息处在优质的视域中，信息层级在视域级别降低下
递减，让预设的信息层符合视觉流程，有效强化可视
图的思维引导作用[15]。 

 

 
 

图 7  用户阅读的视觉流程 
Fig.7 Visual process of user reading 

 

3.2.2  用户的视觉经验 

俗话说“眼见为实”，人对眼睛是极其信任的，

这种信任是在长期的探索认知中不断产生的[16]。当获

取新信息时，人们会将其与记忆中类似的旧知进行联

系或对比，随后对当下事物产生思考、识别。例如在

看到“〇”时，人们会联想到球体、正确等信息，因

此，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元素的视觉表现形式应严

格考量大众的视觉经验。 

3.2.3  视觉突出设计 

在面对信息时，人们会下意识地将其与其他信息

在形式上有区别的视为视觉重点。视觉突出设计主要

的形式有 3 种，分别为色彩突变、图形突变及大小突

变，见图 8。在信息可视化设计中，可利用视觉突出

来提升文本表达力，提升用户对关键信息的认知力。

视觉思维下的设计思路见表 2。 

 

 
 

图 8  视觉突出设计 
Fig.8 Visual highlight design 

 
表 2  视觉思维下的设计思路 

Tab.2 Design ideas under visual thinking 

名称 可服务项目 

视觉流程 原型规划 

视觉经验 辅助图形设计、色彩设计、字体选择等 

视觉突出 强调信息重点、细节设计 
 

4  设计实践 

4.1  药品说明书研究现状 

以感冒灵颗粒说明书为例，展开信息可视化的设
计实践。药品说明书承担着指导用药的重要作用，应
保证用户能快速、准确地接收指导信息。通过市场调
研发现，现有的药品说明书常采用纯文字的形式，缺
乏可视化思维，因此，造成了以下缺失点。 

1）设计语言不新颖。强化了药品说明书的晦涩
程度，削弱了使用者的阅读欲望[17]。 

2）信息表达不直观。延展了使用者到达认知尽
头的距离。 

3）逻辑关系不清晰。缺失信息表达重点，即信
息主次关系不明[18]。 

4）信息接受环境不轻松。病人看病时常伴有紧
张心理，渴求得到医生的安慰以舒展情绪，药品说明
书应有一定的积极情感导向。 

由此可见，对药品说明书进行信息可视化设计，
是优化用户体验的一剂良药。 

4.2  药品说明书的信息层级 

用户的注意机能反映了用户需求的主次，通过研
究，首先计算出相关用户在查看药品说明书各项信息
时给予的关注度，得出用户注意顺序，见图 9。据此
分出 3 个层级且每个层级的信息量控制在 8 个以内，
以保证每一层级信息的阅读效率，见图 10。第 1 层
级是药品说明书的底层信息，基本能指导用药行为。
第 2 层级为药品的部分属性。第 3 层级为补充信息，
完善了药品说明书。 

4.3  视觉设计 

从视觉思维的角度完成药品说明书的信息可视
化设计，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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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感冒灵颗粒说明书的各项信息关注度调研 
Fig.9 Investigation on the information attention of Ganmaoling granule manual 

 

 
 

图 10  基于用户需求的感冒灵颗粒说明书的信息层级 
Fig.10 Information hierarchy of Ganmaoling granule instruction based on user requirements 

 

4.4  设计评估 

选取 10 人参与药品说明书可视化设计的设计评估。 

4.4.1  可用性测试 

可用性测试可直观地了解设计是否符合人的认

知及视觉规律，并有效解决影响信息传达效率的痛

点。考虑到人们对已阅读的信息会产生记忆、经验，

因此，分为 2 个试验小组，每个小组 5 人。第 1 组（被

测 1—5）阅读现有药品说明书，并记下阅读完全部

信息所耗费的时间。第 2 组（被测 6—10）阅读新的 

设计案例，并记下阅读完全部信息所消耗的时间。可

用性测试 1 见表 3。以上测试是针对需要完全阅读说

明书的人群。当用户希望快速用药时，往往只阅读第

1 层级信息便停止注意。让 2 组被测人员从新旧药品

说明书上浏览功能主治、用法与用量及不良反应 3 项

信息，并计算出所消耗的时间，见表 4。 

人们在阅读信息可视化设计下的药品说明书时，

相较于现有的药品说明书节约了近 1/3 的时间。在紧

急阅读的情况下，更是节省了一半多的时间。从用户

需求的角度而言，完成了改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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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药品说明书的信息可视化设计 
Fig.11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of drug instructions 

 
表 3  可用性测试 1 
Tab.3 Usability test 1 

 被测 1 被测 2 被测 3 被测 4 被测 5

阅读时间 1 min 12 s 1 min 30 s 1 min 24 s 1 min 16 s 1 min 9 s

 被测 6 被测 7 被测 8 被测 9 被测 10

阅读时间 46 s 51 s 39 s 56 s 47 s 

 
表 4  可用性测试 2 
Tab.4 Usability test 2 

 被测 1 被测 2 被测 3 被测 4 被测 5

阅读时间 21 s 19 s 25 s 28 s 23 s 

 被测 6 被测 7 被测 8 被测 9 被测 10

阅读时间 9 s 11 s 8 s 12 s 12 s 

 
4.4.2  舒适度评价 

信息可视化设计也应给予用户视觉上的舒适度，

使其产生积极情感。让 10 人对此进行评价，其中 9

人给予肯定，无人否定，1 人不置可否，见图 12。 

 
 

图 12  药品说明书舒适度评价 
Fig.12 Comfort evaluation of drug instructions 

 

5  结语 

文中从个体主观能动规律入手，提出了信息可视

化设计的设计策略并付诸实践，较为详实地论证了

认知思维及视觉思维对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影响过程，

并合理利用二者打造了贴合个体主观行为的可视化

案例。 

在体验至上的时代背景下，无论将来信息可视化

以何种面貌出现，其都会是人类认识世界、创造未来

的可靠工具。设计出体验优质的可视图是相关设计者

的职责。望文中提出的设计思维方式能对信息可视化

的发展有一定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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