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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交互界面设计中情感化因素的主要表现与应用。方法 结合交互设计的特点和情感在人

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对交互界面设计中的情感化因素进行总结，分析交互界面设计情感化需求的主要

表现方式，分别从视觉、使用、反思 3 个层面展开论述，以此为支撑深入剖析手机界面、APP 广告界面

和智能车载后视镜界面在交互设计中的情感化应用与表现，并总结相关的应用策略。结论 将情感化因

素融入交互界面设计中，能够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获得独特的体验，既可以轻松实现所有功能的集合，

又能达到满足用户情感需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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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motionalized Factors in Interactive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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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main expression and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ized factors in interactive in-

terface design. In the current era, the appearance of interactive interface influences people's real life, and people upgrades 

from simple intelligent products to more interesting interactive interface.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realit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action design and emotion playing an important part in people's life, the emotional factors 

in the design of interactive interface are summarized, and the emotional requirements of interactive interface design are 

analyzed. I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emotion in interaction design of mobile phone interface, APP 

advertising interface and intelligent vehicle rearview mirror interface from three aspects of vision, use and reflection, and 

summarizes relevant application strategies. The integration of emotional factors in interactive interface design can make 

users feel unique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use. It can not only easily realize the collection of all functions, but also 

meet the purpose of users' emotional needs.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stablish the product image and soci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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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互产品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出现，并

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着更新换代，因此，选择一种方式

将人与产品紧密联系起来，增进两者间的互动，成为

设计者的重要出发点[1]。事实上，智能交互产品已经

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人们的生活，无论是购物时的导购

屏、手机屏幕、就医时的挂号机还是车载显示器等，

这些都需要借助交互系统与使用者建立联系，让使用

者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为了突破这种人与机械之间

的冷酷关系，需要让原本并不具备情感的产品向情感

层面和精神层面延伸，因此，交互界面设计的情感表

达就显得十分重要。将情感化因素融入交互界面设计

中，能够实现更大的价值，不仅能够更好地把握用户的

情感，让使用者在心理上获得一种情感的满足和愉悦，

还能进一步诱发其购买欲望，让商家从中获得最大的利

益。下面主要结合时代背景和用户需求，对各种交互

界面进行科学的分析与思考，并将所得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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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互界面设计中情感化因素的主要表现 

界面的主要受众群体是用户，因此，设计必须以
用户为基础，融入情感化因素，充分考虑用户的情感，
以更加人性化、科技化的产品界面实现更强的交互
性，让用户从中感受到更好的情感体验。可以从视觉
表现、使用表现和反思表现 3 个层面，对情感化因素
在交互界面设计中的主要表现进行深入分析。 

1.1  视觉表现 

图形、文字、色彩等直观元素的合理应用，能够
在视觉上更加吸引用户，这些元素与用户“友好相处”
能够带来情感化的艺术效果[2]。一般情况下，图形的
融入可以实现艺术设计的多元化尝试，结合点、线、
面等表现手法，配合艺术化的设计处理方式，能够在
传递信息的同时实现情感交流。文字拥有同样出彩的
效果，其本身就具备不同的气质，设计师结合设计需
求选择与之相符的字体，可以给用户带来直观的情感
体验。色彩的应用也有着多样性的选择，如可爱、
复古、深沉、简洁等风格，都可以结合实际来选取
和使用。 

1.2  使用表现 

交互界面设计归根结底是为用户服务的，因此，
设计师需要增强界面设计的信息交流功能，让界面成
为用户获取信息的桥梁，既要使所有的功能设计与用
户的预期相符，将用户的所想和所需放在首位，又要
增强界面的愉悦性，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感受到乐
趣，产生继续使用的想法。有了使用中的情感体验，
交互界面设计才算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3]。 

1.3  反思表现 

这一层面的情感化因素必须经过缜密的思考，因
为受影响的因素很多，设计师必须从多方面着手，深
入挖掘用户的文化背景，对用户喜爱的视觉元素进行
灵活应用，在交互界面与用户之间建立起情感纽带，
从而提升用户对产品的好感。 

2  交互界面设计中情感化因素的具体应用 

交互界面设计中的情感化因素架起了人与产品
之间的桥梁，但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现实中也存
在着一些不好的实例，并在各个方面不断影响着人们的
生活，所带来的体验不仅不能达到理想的用户需求[4]，
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用户获得良好的使用体验，
情感化因素的融入与效果的实现更是无从谈起。因
此，人们不能掉以轻心，要对此引起重视，利用更加
科学的交互界面来升华用户的使用体验。以下从 3 个
方面对此展开探讨。 

2.1  手机界面设计中的情感化应用 

作为用户与手机交互的主要窗口，手机界面已经

成为设计师融入情感化因素的重要方面[5]。事实上，

情感是人们主观意识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但这种 

情感存在个体差异，涉及年龄、文化、生理、心理等

方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难以实现情感的交互，在

用户体验感知上还存在一定的共性，大多是可以通过

通用性设计来实现的。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的基本交

互、复杂交互才拥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在视觉层面上，

手机界面设计中常通过颜色、形状、大小等元素，并

遵循一定的机制，来进行情感化设计，尽量使手机界

面易操作，同时传达出整体的设计情感与理念。比如，

手机界面的屏幕尺寸和比例呈现出越来越大、越来越

个性等趋势，甚至为了进一步强化用户与界面的交互

式情感体验，手机屏幕已经开发出了全面屏、折叠屏、

水滴屏等形式，不断拓展的形式多样的手机界面，也让

用户的使用体验和情感升华得到了满足和实现[6]。在使

用层面上，手机界面设计也十分注重愉悦感，对人机

交互有着深层次的设计和开发。以触摸屏的设计为

例，用户可以借助点击、长按、移动、拖拽等操作方

式实现界面的使用与控制，并且这种操作的信息反馈

十分及时，人们在互动中能够获得趋向真实的体验，

这样的使用过程能够让交互效果更加明显[7]。在这样

的用户体验基础上，设计师还应继续创新，对其中的

各种细节进行反思和完善，让用户在之后的使用中感

受到这些额外的投入，从而强化交互效果。在反思层

面上，由于手机界面设计难以满足每一个人，所以在

这个阶段，情感化因素的融入必须冷静客观，设计者

需要以深度洞察的眼光去审视用户体验，让手机界面

与手机的外在形象相互作用，引发用户的联想和回

忆，从而实现交互过程中情感的延伸与升华。 

2.2  APP 广告界面设计中的情感化应用 

APP 广告在当前的信息化社会越来越普遍，这一

点主要得益于其信息传播能力强，比其他广告的投放

形式更精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不仅携

带方便、便于信息浏览，而且能够便捷地接收宣传信

息，拥有传统报纸、书籍等介质不具备的非物质性，

可以节约大量的资源[8]，也方便修改，节省了自然资

源和财力。由此可见，交互式 APP 广告界面设计想

要完成情感的渗透，同样应从感官、使用和反思三大

层面进行分析和尝试，利用界面中的颜色、图形等元

素在视觉上吸引用户，然后从情感体验着手，丰富用

户使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最后在反思层面综合各种

情感因素的融入价值去积极实践[9]。在 APP 广告界面

设计时，设计师必须从那些直观的视觉化设计着手，

以更富层次感的视觉信息来传递关键信息，并配合适

合的审美特征表达，提升用户的感官体验，让用户在

情感的作用下主动参与到广告互动中，主动点击，完

成交互。同时，设计师还应在 APP 广告界面设计中

实现有目的的情感激发，使用户在使用中不自觉地产

生某种情感，并引发相应的设计情感[10]。另外，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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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对 APP 广告界面、内容进行完善，设计出更

具个性化的 APP 广告界面，让界面的交互性更强，

从而使用户在认知评价中不自觉地实现情感的升华。 

2.3  智能车载后视镜界面设计中的情感化应用 

智能车载产品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紧跟科技的

步伐，不断进行着改进和优化，相关的性能和形式也

在不断创新中[11]，尤其是智能车载产品相关设计的发

展十分迅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其中，智能车

载后视镜界面设计比较具有代表性，由于智能车载后

视镜的使用环境比较特殊，用户对安全性有着较高的

要求，所以人机交互设计成为考虑的重点内容，在交

互的主要方式上十分强调情感性元素的融入，需要不

断尝试开发更加简便的交互形式[12]。然而，智能车载

后视镜的交互不同于手机等载体，其主要针对的是用

户的驾驶安全，因此，既要有效提升驾驶的安全性，

又要省去不必要的功能操作，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等

方式为用户带来不一样的使用体验[13]。第一，语音交

互的情感化应用。语音交互是用户最基本的交互方

式，只要用户张口说话即可完成指令。这一点不需要

其他感官的配合，简单快速的形式能够让用户感受到

便利，从而带来愉悦的情感体验。第二，体感交互的

情感化应用。情感交互的实现有赖于交互形式的简单

高效。设计时可以将操作界面的唤醒方式设置成手势

摇晃，用户只要简单晃动手部便能与智能后视镜进行

互动，实现了交互过程中的情感指引。第三，分屏幕

设计中的情感化应用。有的设计师将交互界面设计为

菜单区和导航区，菜单区的功能入口可根据实际需求

选择均等布局或区域大小不同的布局方式，导航区可

以帮助用户及时了解和掌握周边的路况信息，更加人

性化地指导用户的安全驾驶。 

3  结语 

目前，交互技术普遍应用于现代社会中，无论人

们走到哪里，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能够感受到交互技术

所带来的便利，这也说明交互技术已经融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并不断创造着多样化的艺术体验[14]。交互

界面设计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不断进行着尝

试和改变，旨在将产品的人性化程度提高，以更加简

单易用、方便快捷的使用体验，达成更高层面的设计

目标，引导用户在交互过程中实现情感的愉悦与升

华。可见，情感化设计是当下艺术设计之必然，做到

了这一点，便等于将产品界面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不仅可以增加用户对产品的好感度，还能够提升产品

形象，稳固产品在社会中的地位[15]。作为设计师，应

懂得自身的职责和任务，深入挖掘交互界面设计中的

各种有效元素，进行更加科学、全面的设计尝试，对

界面的形式与功能进行创新设计，让产品界面真正实现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最终为用户带来更佳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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