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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大数据时代下数据可视化设计在城市社区运动健康适老性产品中的应用。方法 首先对

数据可视化概念进行介绍，并探析数据可视化的特点；其次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

品研究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探寻研究领域的热点，并通过分析当前数据可视化设计在城市社区运动

健康产品的应用案例，梳理现有研究优劣势；最后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形式，从生理特征、心

理特征和行为特征三个层面分析老年群体特征，归纳用户需求，并根据不同终端和不同产品功能，提出

分别以用户运动健康数据可视化为中心、以社交圈活跃度数据可视化为中心、以用户安全和设施使用数

据可视化为中心和以用户体征数据可视化为中心的四项设计策略。结论 详细论述了四项城市社区运动

健康适老性产品数据可视化设计策略，并针对四项设计策略分别提出了数据可视化设计在城市社区运动

健康适老性产品中的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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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Visualization Design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Health Products for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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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visualization design in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health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Firstly, the concept of data visualization is explained, and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data visualization are analyzed. Secondly, CiteSpace software i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keywords of 

research on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health products and explore the related hot spot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ap-

plication cases of data visualization design in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health product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

tages of existing research are summarized. Finally, in the form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groups are analyzed from three levels of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

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eeds of users are summed 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roduct functions, four design strate-

gies are proposed, which center on the visualization of users' sports and health data, social circle activity data, user safety 

and facility utilization rate data, user physical signs data. Four data visualization design strategies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health aging product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and the design practice of data visualization design in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health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is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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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民健身战略的稳步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1]。2022 年 3 月，中办、国办

在《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

见》中提出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纳入社区服务体系，

并为老年人解决运动过程中遇到的智能技术问题[2]。

大数据时代下，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在城市社区公共体

育服务的应用，满足社区体育服务升级需求，提高相

关产品信息化水平。国办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制定智慧健康养

老产品，促进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应用[3]。因此，面

对我国日趋增长的老年人口，推进适宜老年群体的城

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的数据可视化水平提升，是全民

健身视域下城市社区建设的迫切需求。 

1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与数据可视化设计 

1.1  数据可视化的概念与特点 

数据可视化是将各类数值型、非数值型数据，利

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通过图像等形式展现

数据的过程，以便于高效理解数据[4-5]。其特性如下。 

1）直观性。抽象数据至图像的转换，是呈现数

据的强有力手段[6]。 

2）高效性。人类思维以更高效的方式感知视觉

信息的传达[7]。同量数据情况下，较之于抽象数据，

人们处理图像信息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易用性。通过简明易懂的图像信息传递方式，

数据可视化设计能够降低用户学习成本和记忆负担。 

4）美观性。冗长繁琐的数据毫无美感可言，反

观之，更具美观性的图像信息给予用户轻松、愉悦 
 

之感。 

随着数据可视化的应用日益广泛，过度聚焦于视

觉的交互方式有失偏颇[8]。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

查数据显示，视力残疾是老年人群的主要残疾类型，

6.8%的老年人有视力残疾[9]。因此，在更具包容性的

数据可视化设计中，以视觉信息传达为主导的前提

下，通过调动用户的听觉、触觉等感官实现交互方式

上的辅助，弥补用户的视力缺陷或视觉被其他任务暂

时占用的困扰，营造数据可视化设计的无障碍环境，

对老年人等存在一定视力缺陷的群体更加有利。 

1.2  国内外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研究热点 

为探寻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研究领域的热点，

采用 CiteSpace5.8.R3 版本，对相关研究关键词进行

可视化分析。国内研究中，文献来源为 CNKI 数据库，

检索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检索条件为：主题=城市

社区体育设施 OR 主题=城市社区体育服务，通过手

动去除缺少作者信息等不相符文献，得到有效文献

309 篇。在 CiteSpace 中选择“Keyword”，导入筛选

得到的文献数据，以关键词为节点，绘制关键词共现

网络图。 

国内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谱，见图 1；图中含有 310 个节点和 713 条连线，显

示了频次大于或等于 6 次的关键词。结合图谱得出，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研究领域热点可概括为 3 个研

究方向：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现状调查和策略探析；

老龄化背景下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的发展探究；全

民健身视阈下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的发展探究。 

国外研究中，文献来源为 Wos 核心合集，检索 

 
 

图 1  国内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Fig.1 Co-occurrence mapping of key words about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health products 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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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2 年 8 月 1 日，检索条件为：主题=“Urban Com-

munity Sports Facilities”OR 主题=“Urban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通过除重得到有效文献 129 篇。在

CiteSpace 中选择“keyword”，导入筛选得到的文献

数据，以关键词为节点，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国外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谱，见图 2；图中含有 312 个节点和 1 166 条连线，

显示了频次大于或等于 4 次的关键词。结合图谱，城

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研究领域热点可概括为 2 个研

究方向：针对老年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城市社区运

动健康产品设计探究；绿色发展背景下城市社区运动

健康产品的发展探究。 
 

 
 

图 2  国外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Fig.2 Co-occurrence mapping of key words about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health products abroad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面向老

年人群的相关研究得到了学者的关注，运用数据可视

化等技术为城市社区运动健康适老性产品设计的智

能化、信息化发展提供新思路，关注老年人多样化需

求，推动智慧养老模式下公共健身服务建设。 

1.3  数据可视化设计在运动健康产品的应用 

现实研究方面，新加坡 OTH 综合体作为社区型

体育服务综合体的典型代表，将绿色发展理念与高新

技术有效结合，在打造高架慢跑跑道、竞技体育馆、

自行车环道等多层次体育配套构架的同时，建设屋顶

生态花园、电动停车场等多元化绿色生态设施，为用

户配备交互式寻路、智能系统开关、集成售票系统等

智能服务设备[10]；丹麦 KOMPAN 集团运动研究中心

开发运动健康移动应用 KOMPAN Outdoor Fitness，将

设施分布在地图上进行可视化展示，方便用户选择最

优地点，通过演示健身视频、推荐运动计划等方式引

导并激励用户使用 Cross Systems 参与健身[11]；北京

密西智能化健身公园通过实时监测使用者运动情况，

将用户健身数据进行可视化，为用户提供运动数据和

科学的健身指导。 

学术研究方面，田媛等[12]指出大数据应用于社区

健身中心建设的重要意义，对设备记录的健身与健康

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推动全民健身智能化；徐祥伍

等[13]提出建立未来社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模式，推

动社区公共服务适老性、包容性设计水平发展；Juha 

Oksanen 等 [14]提出一种具有用户隐私保护的移动体

育跟踪方法，提取自行车路线热力图，从而为用户选

择最优自行车路线；Wenjia Li 等[15]基于大数据和机

器视觉，构建了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的大数据模型框

架，并通过模拟实验证明，该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

有效地提高了城市体育公共设施的覆盖面，空间利用

率提高了 15.32%，使城市居民运动更加方便，提高

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上述案例中，数据可视化设计在城市社区运动健

康产品的应用，在国内外的现实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均

有所体现。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推进，拓展数据可视化

在面向老年群体的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应用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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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聚焦产品的适老性与智能化兼备，消弭银色数

字鸿沟，已然成为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城市社区建设亟

待解决的问题。 

2  用户群体特征与需求分析 

人在步入老年后，其生理机能减退、力量和耐力

大幅降低、灵活性和感知力衰退、感官知觉下降、反

应力与应变力迟缓，从而影响行为动作质量；在心理

方面，老年人易产生负面情绪[16]。2021 年 12 月，国

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发布《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公

报》，监测数据表明，在生理健康方面，与不进行体

育锻炼者相比，参与锻炼的老年人具有更好的身体素

质和身体机能，并且体质与运动频率、运动强度呈正

相关；在心理健康方面，参与锻炼的老年人表现出更

加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17]。为深入了解老年人特征，

邀请 59 名（其中男性 30 名，女性 29 名）老年人针

对运动健康和相关产品进行问卷调查，并对 3 名具有

长期运动经历者进行用户访谈，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

结果，从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三个层面对

老年人群进行分析，从而更全面地洞悉城市社区运动

健康适老性产品的用户需求。 

2.1  老年人生理特征分析 

1）视觉感知。问卷调查中有 67.8%的老年人认

为使用过的运动健康类产品存在界面太复杂的问题，

37.29%表示“字太小，看不清”。在衰老过程中个体

视力减退，处理视觉信息的速度减慢[18]。相关实验表

明，老年人对色彩亮度和色度的敏感度均会降低[19]。

为补偿老年群体视觉感知弱化，应保证产品界面简

洁、字体放大，同时加强色彩对比度；可以采用多种

感官联合作用的形式，削减使用过程中视觉感官产生

的过重负担。 

2）听觉感知。问卷调查中，有超一成的老年人

表示在使用运动健康类产品时，遇到过“声音太小，

听不清”的情况。老年人的听力功能下降，以高频听

力下降为主[20]。需注意产品音量和音频的选择，并结

合振动等触觉反馈提高交互有效性。 

3）触觉感知。用户访谈过程中，3 位用户均表

示，在操作按键，尤其是操作虚拟按键的过程中，经

常发生误触的问题，影响使用体验。老年群体的触觉

灵敏度下降，使用产品时容易出现误触的情况，形成

挫败感。为贴合老年群体的真实需求，应合理设置触

控按键的大小和功能键之间的距离，并建立友善的容

错机制，减少用户心理负担。 

2.2  老年人心理特征分析 

1）孤独感。在影响用户运动因素的问卷调查中，

有 55.93%的用户认为影响其运动的因素是缺乏运动

伙伴，该项因素排名首位。一方面，社会角色的改变

造成内心的落差，为老年人带来孤独感；另一方面，

在尝试接受新鲜事物时，陌生的体验、频发的错误操

作等不适经历会给老年人带来交互中的孤独感。因

此，应分别从两个角度考虑降低老年人孤独感的方

法：一个是注重体现社交功能，发展老年人社会网络；

另一个是产品操作形式应与老年人认知相匹配，降低

其心理负担。 

2）恐惧感。老年人常见的恐惧感体现为对未知

事物的排斥和对疾病、死亡的恐惧，甚至会导致焦虑、

抑郁情绪。作为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应向老年群

体传递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用户的健康数据进行

可视化分析，并对慢性病患者提出针对性建议。 

2.3  老年人行为特征分析 

1）学习能力。在用户访谈过程中，一名用户提

到“一些操作流程总是记不住，反复让孩子们来教，

觉得麻烦，就不用了”。在数字化发展的今天，老年

人面对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重，大多智能化产

品的学习成本过高，超出老年人的学习能力范围。应

遵从老年人的行为习惯，信息直观呈现，功能简洁明

了，降低其学习成本和记忆成本。 

2）认知能力。在老年人生理特征分析中提到，

认为使用过的运动健康类 APP 存在界面太复杂的问

题的老年人占 67.8%。认知能力是人脑加工、储存和

提取信息的能力[21]，界面信息处理能力不但与视觉感

知有关，而且与认知能力有关。应避免过分细分产品

功能，同时提高容错率。 

2.4  用户需求洞察与分析 

结合城市社区运动健康适老性产品用户群体特

征探析和用户访谈，将用户运动时间线分为准备阶

段、进行阶段和结束阶段，从时间线上展开对用户痛

点的挖掘和机会点的提取。 

1）准备阶段。该阶段的用户行为包括查询天气、

查看社区运动健康产品使用情况、寻找同行伙伴、确

定运动健康计划、搜索运动健康课程；对应的痛点为

不能及时得知天气变化、不知道当前社区运动健康产

品使用情况、不知道与谁同行、不知道当前运动安排

是否适合自己、没有做好拉伸等准备活动而使自己受

伤。可转化机会点如结合天气情况为用户安排适宜的

运动种类和时间段；社区运动健康产品使用情况实时

数据可视化呈现，提供预约服务，协调用户运动时间，

提高社区运动健康产品使用率；在同一社区中建立线

上线下连结的运动健康圈，为老年群体创造社交环

境；构建完备的用户健康数据库，为用户运动健康安

排提供专属性指导。 

2）进行阶段。该阶段的用户行为包括使用社区

运动健康产品、跟学运动健康课程、与同行伙伴交流、

拍照或录像、紧急求救；对应的痛点为不知道社区运

动健康产品是否及时消毒、不会操作某产品、无法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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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运动教学、不知道自己动作是否标准、身体突发不

适或受伤时无人求助。可转化机会点如结合用户使用

情况和预约使用情况，通过信息技术统筹安排社区运

动健康产品的智能化消毒清洁，并为用户呈现消毒情

况可视化数据；运用数据可视化实现产品操作教学、

及时反馈和科学指导；监控用户体征情况，将紧急情

况及时反馈给用户、家属、社区后台系统和就近医院。 

3）结束阶段。该阶段的用户行为包括查看运动

健康数据、分享运动健康体验、评价运动健康课程、

学习运动健康知识、跟进健康饮食计划；对应的痛点

为运动健康数据过于繁琐、分享运动体验的流程过于

繁琐、无法辨析运动健康的科学知识与谣言、不知道

适合自己的饮食计划。可转化机会点如用户运动健康

数据可视化，结合用户个人身体状况、慢性病史等数

据制定个性化饮食管理计划；建立更贴合老年群体需

求的线上运动健康圈，例如，具有简洁易操作的社交

功能，以文章、视频等形式分享适宜老年群体的运动

健康知识。 

通过对城市社区运动健康适老性产品用户痛点

分析和机会点梳理，分别归纳出用户在准备阶段、进

行阶段和结束阶段中的需求。 

1）准备阶段。该阶段的用户需求包括：获取当

日合适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段建议；获取社区运动

健康产品使用情况实时数据；寻找伙伴同行；获取运

动健康计划。 

2）进行阶段。该阶段的用户需求包括：知晓社

区运动健康产品消毒清洁情况；学习运动健康产品使

用方法；学习运动健康课程；实时获取体征数据；紧

急求救。 

3）结束阶段。该阶段的用户需求包括：获取运

动健康数据；获取具有科学性和针对性的饮食管理计

划；分享运动体验；在运动健康圈进行社交。 

通过对各阶段用户需求的洞察分析，根据场景对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适老性产品功能进行整理。以城市

社区适老性健身设施、城市社区运动健康 APP（老年

用户端/家属端）、城市社区运动健康管理平台和城市

社区运动健康穿戴式设备四种终端为介质，进行产品

功能的匹配与实现：城市社区适老性健身设施服务于

社区老年群体，由社区进行数据监控和设施维护；城

市社区运动健康 APP 服务于社区老年群体及其家属，

在老年用户端和家属端实现用户各项数据可视化；城

市社区运动健康管理平台服务于社区相关工作人员，

保障城市社区适老性健身设施运营，并为社区老年群

体营造良好的社交环境；城市社区运动健康穿戴式设

备服务于社区老年群体，由家属和社区进行数据监

控，自动连接社区诊疗室或就近医院，保障老年群体

安全。数据可视化技术应用的具体体现为：用户实时

运动健康数据、用户实时体征数据、社区健身设施使

用情况、社区健身设施消毒清洁情况、紧急救助点和

社区运动健康圈活跃度的数据可视化。 

3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适老性产品设计策略 

结合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应用，从上述四类城市社

区运动健康适老性产品的角度考虑，提出四项以用户

需求为依据的城市社区运动健康适老性产品数据可

视化设计策略，分别为：以用户运动健康数据可视化

为中心的城市社区适老性健身设施设计策略、以社交

圈 活 跃 度 数 据 可 视 化 为 中 心 的 城 市 社 区 运 动 健 康

APP 设计策略、以用户安全和设施使用数据可视化为

中心的城市社区运动健康管理平台设计策略和以用

户体征数据可视化为中心的城市社区运动健康穿戴

式设备设计策略。这四项设计策略相得益彰，构建针

对老年群体的安全性强、用户专属性高、智能化的城

市社区运动健康网络。 

3.1  以用户运动健康数据可视化为中心 

城市社区适老性健身设施设计中，保障老年人对

个人数据和设施数据的信息实时知晓，使老年人成为

积极接收信息方，而非仅是数据被监测方，给予老年

用户应有的尊重。为有效传递信息，对各项数据进行

可视化呈现，同时支持语音播报，通过多通道交互的

形式方便老视者或正在运动的用户及时接收信息。在

界面设计中，采用字体放大等形式，提高信息传达效

率。此外，应设置一键求救按键，用户偶遇突发情况

下可以及时向社区、就近医院和家属发出求救信息，

保障老年群体在运动过程中的安全，打造专属性高、

安全性强的老年群体运动体验。综上所述，城市社区

适老性健身设施的数据可视化设计策略以用户运动

健康数据为中心，同时包括用户体征数据可视化和社

区健身设施消毒清洁数据可视化。 

城市社区适老性健身设施的界面设计策略，见图 3。

在用户体征数据板块中，城市社区运动健康 APP 通

过色条将用户数据进行可视化展示，绿色标签代表数

值在正常范围内，黄色标签代表数值超出正常范围，

以示警告。在运动数据板块中，对用户当日运动量、

本周运动量进行数据可视化，针对不同用户提供不同

运动量建议，打造专属性体验。在社区健身设施消毒

清洁数据板块中，运用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的图标分

别表示设施使用中、设施待消毒清洁、设施正在消毒

清洁中和设施已消毒清洁，并且显示用户当前使用设

施定位，方便用户对健身设施进行选择，提高健身效

率，为用户带来流畅的运动体验。 

3.2  以社交圈活跃度数据可视化为中心 

老年群体社会角色的改变，致使其社交机会减

少，加之受自身身体素质所限，活动范围半径变小，

因而社区成为最受老年人欢迎的社交场所。城市社区

运动健康 APP 设计中，以社区老年人的社交行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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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市社区适老性健身设施设计策略 
Fig.3 Legend of urban community fitness facility design strategy for the aged 

 
 

中心，促进老年人的有效社交，在健身生活中获得志

同道合的伙伴，满足老年用户的社交需求，在强身健

体的同时获得交际中的愉悦感。此外，运用语音交互

的辅助交互形式，实现用户数据的录入和社区数据的

播报，增强信息传递有效性，提高城市社区运动健康

APP 的包容性。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 APP 设计策略，见图 4。在社

区运动健康圈页面中，社区健身设施使用情况、社区

当前运动项目和社区当前活跃运动伙伴数据构成社

区运动健康圈多维的活跃度数据，根据参与人数、场

地范围等指标对各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用不同颜

色、不同大小的圆点代表数据类型和数据强度，用户

可通过点击圆点来查看更详细的数据。在运动健康数

据页面中，采用与城市社区适老性健身设施界面相匹

配的数据可视化形式，符合用户认知，降低用户学习

成本。 

3.3  以用户安全和设施使用数据可视化为中心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管理平台设计以用户安全和

管理效率两个方面为核心，确保社区内老年用户安

全，强化应对紧急状况的及时性，同时需要提升社区

管理的工作效率。用户安全层面，信息可视化为针对

突发事件的响应及时性提供保障，快速告知社区工作

人员事件相关的用户信息和发生地点，确保工作人员

做出有效应答；管理效率层面，通过设施状态的数据

可视化来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设施使用率。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管理平台设计策略，见图 5。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管理平台分为社区用户体征数据

检测和社区健身设施数据监测两大板块，构成以用户

安全和设施使用数据可视化为中心的管理体系。在社

区用户体征数据检测板块中，每位用户的位置和体征

状态均在社区地图中呈现，如遇突发状况，体征数据

异常的用户将处于闪烁的橙色警告状态且伴有警报

声，社区工作人员可以查看用户信息详情和调取监

控，并判断是否需要联系用户本人、家属或就近医院。

在社区健身设施数据监测板块中，社区内各运动场所

的设备状态通过不同图标进行数据可视化，包括待消

毒、消毒中、已消毒、使用中和待修护状态。 

3.4  以用户体征数据可视化为中心 

老年用户体征数据是用户极为关注的一项，老年

人对于自我身体素质产生较为消极的评价时，将直接

阻碍其运动行为的发生。穿戴式设备作为“贴身的电

子产品”，实现用户体征数据的实时可视化反馈，给

予老年人安全感和信赖度，并为其塑造更具科学性的

身体素质自我认知，以此选择并进行适合自己的运动

方式和运动频率。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穿戴式设备设计策略，见图 6。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穿戴式设备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

用户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等体征数据，将数据可

视化呈现并传送至城市社区运动健康管理平台和城

市社区运动健康 APP，形成具有多方保障的老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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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根据用户自身情况提出针对性运动建议，将运

动时长、步数等运动数据可视化，提供更具专属性和

科学性的老年运动服务。 

为验证基于设计策略的设计实践正确性，拟定

了城市社区运动健康 APP（用户端）的操作流程任

务，邀请了 8 位测试者（平均年龄为 63 岁），使用

Likert 五点量表进行可用性测试，题目和相应结果，

见表 1。  
 
 

 
 

图 4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 APP 设计策略 
Fig.4 Legend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health APP desig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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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管理平台设计策略 
Fig.5 Legend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health management platform design strategy 

 

 
 

图 6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穿戴式设备设计策略 
Fig.6 Legend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health wearable device design strategy 

 

表 1  城市社区运动健康 APP 可用性测试结果 
Tab.1 Usability test results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health APP 

维度 题目 题目得分 维度得分 

1. 我很清楚这款 APP 的功能 4.750 
价值 

2. 通过这款 APP，我可以在社区内很顺利地进行运动和健康管理 4.250 
4.500 

3. 我认为这款 APP 操作简单 4.625 

4. 我认为操作流程是流畅的 4.750 

5. 我认为界面布局是合理的 4.625 
易用性 

6. 我认为提示信息是有帮助的 4.375 

4.594 

7. 我认为文字信息传达是高效的 4.375 
有效性 

8. 我认为语音信息传达是高效的 4.000 
4.188 

9. 我认为界面风格很合我意 3.625 
合意度 

10. 我会向身边朋友推荐这款 APP 4.000 
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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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社区运动健

康产品愈发无法满足老年群体的身心需求。在大数据

时代下，以人为核心，以人本化、数字化为价值导向[22]，

将城市社区运动健康适老性产品与 5G、物联网、大

数据等技术相结合，有效利用数据可视化技术为老年

群体设计出安全性、专属性、易用性和科学性均具备

的城市社区运动健康产品，有利于优化老年人群运动

体验感，同时对积极应对老龄化和优化城市社区健身

设施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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