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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探讨

产品广义交互设计的内涵及其价值转向①

吴志军，尹建国，赵前程，陈青阳
（湖南科技大学 中小型机电产品湖南省工业设计中心，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进入２１世纪，产品的交互方式和体验价值成为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广义的交互性不仅包括传统的
人机交互，还涉及到由产品引发的人际交互。传统交互设计主要关注物质维度的实用功能和行为维度的使用方式。当

代广义交互设计主要聚焦于自然交互和社会交互，促进技术的人性化和人际和谐，人性价值和社会效应至上，正是广义

交互设计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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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２１世纪数字化智能化的科技进展和体验经济的兴起，在物理功能趋于同质化的背景下，产品
的交互方式和体验价值成为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１］。《三联生活周刊》评选的２０１１年度全球最
佳产品与设计中，排在前几位的ｉＰａｄ、云计算前夜的ＥｅｅＰＣＶＸ６、Ａｎｄｒｏｉｄ智能手机、Ｆｌｅｅｔ无人驾驶汽车
等，都具备良好的交互体验性［２］。用户认知产品创意的方式正在由过去的“技术功能”转向“交互过程

中的情感体验”，消费者不仅仅购买实体产品，同时也在购买产品带来的娱乐、体验和个性价值［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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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值创新正在从过去的物理功能和技术发明向交互体验和社会服务的模式聚焦。

一　广义交互设计的概念与内涵
（一）产品交互设计的概念

产品的交互设计（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传统数字产品设计中的“人 －机交互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简称ＨＣＩ）”设计。１９９０年，在斯坦福大学教授比尔·韦普朗克的建议
下，比尔·莫格里奇正式提出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交互设计）的概念，并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交互式产
品的设计活动，以促使人们面向动态的事件，而不是面向静态的事物来思考设计。产品交互设计的本质

在于创造和优化特定语境空间中用户、产品及其他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方式，作为一门关注交互体验的

新设计，交互设计的理念不仅仅局限于数字产品和信息设计。

从用户角度来说，产品交互设计是一种如何让产品易用、有效而且让人愉悦的技术，它致力于了解

目标用户和他们的期望，了解用户在与产品交互时彼此的行为，了解“人”本身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同

时，还包括了解各种有效的交互方式，并对它们进行增强和扩充。与传统产品设计相比较，交互设计是

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产品，主要致力于创造“交互过程”而非实物。

（二）广义交互设计的内涵

从广义方面来看，交互设计是用来描述交互式产品的设计活动，以促使人们思考设计不是指向事物

的创造，而是指向事件的创造，其本质在于寻求支持人们交流和互动的方式。从产品设计角度可以认为

交互是在特定场景中，作为服务使用者的用户与服务提供者的产品之间的行为互动及信息交换过程。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交互不仅仅针对数字产品，也不仅仅局限于用户与产品之间。特里·维诺格兰

将交互设计定义为“人类交流和交互空间的设计”，正是强调交互过程中人类、产品与使用环境的共存

以及交互情境建构。美国当代设计学者理查德·布坎南对交互设计也进行了更为宽泛的定义，他指出：

通常有一种误解，认为交互设计从根本上与数字媒体有关。诚然，新的数字产品需要设计师将用户使用

产品过程中的交互和体验作为设计的焦点；然而，交互的概念早已深深扎根于２０世纪的设计思想，仅仅
在最近从我们以往一直关注的“视觉符号”（Ｖｉｓｕａｌｓｙｍｂｏｌｓ）和“物品”（Ｔｈｉｎｇｓ）中凸现出来。之所以将
这种新的设计思想领域和新的设计实践方向称之为交互设计，是因为这种设计专注于人们如何通过产

品作为媒介来影响和调解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产品变成了人与人之间沟通和关联的媒介。产品不仅

仅是一个物理对象，还可能是一种体验、一项活动或者一种服务［４］。

布坎南这种开放的观点提供了对设计中交互的更加全面和广义的理解。克里斯蒂安·尼德尔将这

种广义交互的内涵描述为“用户—物品—其他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如图１所示）［５］。在设计语境下，这
种关系及包含着传统的“用户—产品”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涉及到“用户—其他人”之间的社会交互关

系、“‘用户—产品’—其他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等。

图１　广义交互的三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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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传统产品设计的价值取向
（一）物质维度，聚焦产品的物理属性和实用功能

现代工业产品因人工和技术而生成，根据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人工制品（Ａｒｔｉｆａｃｔ）的理解，
人工制品同时具备两个基本的属性：一方面，产品是物理对象；另一方面，产品是意图（有目的性）

对象［６］２５。

作为物理对象，产品是由特定的材料、造型、色彩、质感、装饰、结构等物理要素组成，具备一定实用

功能的载体系统。在２０世纪早期的产品开发和营销过程中，人们更多地从物质维度和技术维度关注产
品将被用来做什么，产品是如何工作的。功能、造型以及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是这一时期产品设计研

究的焦点。

作为意图对象，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是有一定目的性的。设计的意图是满足用户的需求，在市场化过

程中实现企业的经济价值，功能正是意图与产品物理要素连接的桥梁，处于两个属性的界面。功能抽象

描述了产品特定的功效、性能和满足人们特定需求的能力，即产品能做什么。强大的产品功能是设计和

市场营销追求的重要目标。

在商业文化背景下，在物质和技术维度上对产品实用功能的过度关注，容易导致设计变成商人用以

鼓励人们放纵购物欲望的工具，助长人们无节制的消费和挥霍。这种设计价值的取向加剧了不良的社

会消费观念与设计价值的异化。比如造成产品功能的过度复杂、过分强调设计的商业价值等不良现象。

制造商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成本制造“功能强大”的产品，使自己在竞争中胜出；但缺乏足够的可用性，

造成了大量“创新的浪费”和物质的浪费。设计师仅仅出于个人的喜好或销售的商业目的，过度装饰产

品，一种功能性不强的产品被赋予稀奇古怪而又不实用的造型，形态完全失去了对产品或系统复杂性及

其结构功能的表达，形态与技术过度分离，造成产品审美和内涵的混乱。这些异化现象成为设计伦理和

社会各界批评诟病的直接对象，并进一步引发了２０世纪后期设计伦理反思和设计思想（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研究的兴起，工业设计逐渐从物品设计（Ｔｈｉｎｇｓ－ｄｅｓｉｇｎ）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使用设计（Ｕｓｉｎｇ－ｄｅ
ｓｉｇｎ）和体验设计（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ｅｓｉｇｎ）。

（二）行为维度，聚焦产品的使用方式和操作体验

对产品实用功能的过度关注，往往会忽视产品的使用过程，即产品在真实世界中如何与用户发生联

系并发挥作用。一件产品本身是如何工作的固然重要（它们有时对用户的操作使用具有很大影响），但

用户往往更加关注他们是如何“接触”“认知”“解读”和“操作”产品的，这正是２０世纪后期产品设计价
值的转向。设计已经从技术驱动（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ｒｉｖｅｎ）逐渐转向以用户为中心（Ｕｓ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设计的
重要目标之一是改进或创造用户操作产品的行为方式，提高产品预期功能实现的概率和用户体验的满

意度，使用户与产品之间的交互更好地接近理想状态。

相比于以物质性的占有和消费为中心的设计，以用户的行为过程和操作体验为中心的设计是一种

更好的价值取向。用户如何与产品进行交互，以及交互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如功能实现的简便性、

高效性、舒适性等是设计关注的焦点。理查德·布坎南将设计行为维度的价值描述成三个概念：有用的

（Ｕｓｅｆｕｌ）、好用的（Ｕｓａｂｌｅ）、想用的（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４］。“有用的”描述了产品的实用功能；“好用的”具有人
性和文化的因素，产品必须符合用户的人体工学规律、认知习惯和生活方式；“想用的”描述了用户在情

感价值和审美体验方面的个性化需求。

设计价值关注的焦点从物质维度转向行为维度，用户与产品交互的过程成为设计创新和设计实现

的关键。为了更好地描述产品使用过程中用户与产品之间的交互方式，产品语义学创始人，美国当代设

计学者克里本多夫和巴特基于符号学理论，构建了如图２所示的“用户－产品”交互模型［７］。在该模型

中，用户与产品的交互过程被描述成一个循环的系列步骤，即｛…→用户操作产品→产品符号反馈→用
户操作产品→…｝，产品所处的使用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Ｕｓｅ）和用户特征约束和影响着整个交互过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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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过程中，用户与产品互动的效果，即产品行为维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用户对产品的综合反应。这些

反应主要包括认知反应、情感反应和行为反应多个方面。在行为维度上，产品设计的主要目标就是优化

交互过程中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提高用户与产品互动的品质，让用户在使用和体验产品时感觉轻松、

舒适，并且能从使用中获得情感享受，比如满意、愉快、有趣、富有美感和成就感。交互质量往往体现在

细微之处（如按下咖啡机按钮后的“滴答”声），虽然这一般不影响产品的技术功能，但对产品功能的有

效实现及用户的心理感受却非常重要。

图２　用户－产品交互模型

三　产品广义交互设计的价值转向
（一）信息技术和体验经济时代设计价值的转向

物质和消费维度是工业经济时代设计关注的核心，传统的行为维度主要从人体工学和人的生理维

度强调设计为工作的法则和效用服务，两者的目标都是以个体用户的高效率和经济性为目标。随着２１
世纪的到来，人类进入了信息技术和体验经济时代，产品所具备的广义交互性已成为设计关注的核心价

值。设计应该以人为本，实现真正的人性化设计。人性的本质不仅在于其生理结构和机能，更在于它的

“社会性”，这就要求在新的信息技术背景下，设计的目标应该从经济效应转向社会效应，从物的创造转

向对过程、行为的塑造及情境的创建，以支持人机、人际之间更和谐的交流和互动。创新不再只局限于

推出新型实体产品，还包括开发出新型的流程、服务、互动、娱乐模式。

与传统的物质价值和行为价值相比，广义交互价值更加强调人性的“社会性”。人在社会化的成长

和经历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以及在社会情境中形成的人际社会关系，是影响人的“社会性”的重

要因素。人们总是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人和物接触和交流，由此形成各种经验。经验不仅有助于促进

产品的认知及用户与产品之间的友好交互，还有助于培养用户的情感和价值观。基于用户经验和认知

习惯，创造人与物之间最自然的交互方式，在思维方式层面减少“认知和情感隔阂”，创建人机和谐，是

当前广义交互设计的核心价值之一。同时，人的思维和情感方式不仅仅受到自己的“过去经验”影响，

还与人际之间的社会交往密切相关。以技术性的物质产品为媒介，创造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的空间和

情境，支持人际间的和谐交往，也是当前广义交互设计的核心价值取向。

（二）自然交互，产品技术的人性化

交互式产品通过设计适当的静态或动态刺激（如锤子的形状或视听反馈的交互界面），激发和指导

用户行为或交互动态，创造用户与产品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在传统的产品交互设计中，人与产品之间的

交流主要是通过规范的技术语言约束来实现，人类必须适应和熟练运用这样的机器语言，才能确保交互

过程的顺利进行。这是一种“人性技术化”设计价值取向，会给新手用户和弱势用户造成人与机器（产

品）之间的隔阂。随着２１世纪的技术发展和技术人性化等设计思潮的兴起，产品设计逐渐要求机器能
够适应人类的语言，产品从传感技术到演示和叙述方式等各个方面，都需要采用一种新的语言范式，用

以支持用户与产品之间自然交互的实现。

自然交互一般通过用户行为和体验的方式来定义：人们通过自然的姿态、表情、动作等自身行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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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产品自然交流，并通过观察环境和操作物理实物来自然地探索和使用产品。随着交互技术的进化

和在产品中的普及，自然交互价值追求的关键是，用户与产品数字技术的互动要像他们过去在日常生活

中与真实的物质世界互动一样［８］。比如采用人脸识别技术来设置密码，通过按键的从大到小的变化以

及从深颜色到浅颜色的变化来匹配产品功率从大到小的变化等，都是采用最自然的方式来识别和与产

品进行互动。

自然交互利用新产品的信息感应能力提供技术，支持人类基于自发的方法来认知产品，不需要付出

更多的认知努力和学习就能与产品进行和谐的互动。这需要创建新的交互范式、语言约定和叙事方法，

需要创建新的美学的交互形式，让用户自发地、带有情感地参与到与产品的互动过程中，而不是关注简

单的交互体验或产品的可用性。比如，在用户与产品交互的过程中，减少信息认知的数量和复杂程度、

支持主体直接对整体感知进行解读、提供人们习惯的交互方式、创造人们熟悉的信息秩序和美学形式、

增强与环境的适应性和协调性等，都是自然交互设计成功的关键。

作为当前和未来产品设计追求的价值方向，自然交互伴随的不仅仅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时还展示

出了设计对技术人性化的追求。如何让产品的技术和功能最人性化地，最符合人类生理、心理、文化经

验、情感和审美的方式实现，正是自然交互设计追求的目标，也是对今天的设计师提出的一个巨大挑战。

（三）社会交互，产品创造人际和谐

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任何用户与产品之间的交互行为都存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语境。设计

伦理不仅要关注作为用户的人，还要关注作为社会的人。因此，交互设计不仅仅关注用户如何与产品进

行互动，还要关注用户如何利用产品作为媒介，影响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会交互。当代“负责任设计

之父”维克多·帕帕奈克认为，“设计是为了达成有意义的秩序而进行的有意识而又富于直觉的努

力”［９］３，秩序不仅体现在产品物理要素之间的系统性，还应涉及到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广义交

互的动态关系。意义不仅体现在产品的实用性和用户个体化的体验，还应涉及到产品影响的社会关系

和秩序。无论技术和功能如何强大，完全自由膨胀、无秩序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人类社会的正常

规范，影响到社会和谐，引发道德危机。比如，随着交互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交流越来越便捷，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却愈发明显，邻里、亲朋好友、同学、家庭成员之间愈发生疏，愈发难于沟通和理解。

产品设计只强调科学和交互技术的应用是不够的，要确保交互技术能造福人类，而非阻隔社会交流和造

成自我封闭的道具。

广义产品交互设计逐渐从以技术交互为中心走向以自然交互和社会交往为中心，从信息设计转向

服务设计，从关注设计品本身扩展为关注用户、物品、过程、环境和服务体系等多方面的系统品质，不仅

仅关注设计如何帮助商业获得成功，更要关注设计如何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１０］５。

利用产品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成为广义交互设计社会伦理价值的核心。社会性的宏

观互动、人与人之间多层面的交流、沟通和理解，是广义交互设计应该关注的焦点。日用物品的创造要

利于人类和谐地悠然同存，应将设计的价值创造置于人 －社会 －自然的和谐关系之间，促进有序的发
展，进一步从“人性化设计”走向“仁性化设计”。例如，家庭智能厨房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具有良

好交互效率和可用性的工作场所，更应该成为不同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场所（如图３
所示）。这种从服务方式上整体构思的交互产品不仅为使用者带来人性化的帮助（比如舒适和符合人

机工效学的操作），还能成为家庭交流、亲子互动、教育与培养孩子、亲朋好友聚会与合作交流的场所。

有助于减少家庭口角、促进家庭和睦、甚至协调邻里关系。而基于老年人社区的公用整体厨房，甚至能

有效推动社区内众多老年人之间的生活交往，改变他们的晚年生活方式，促进社会和谐。菲利普·斯塔

克为ＡＬＥＳＳＩ设计的“ＪｕｉｃｙＳａｌｉｆ”柠檬榨汁器也是面向社会交互价值的（如图４所示），斯塔克有这样一
段自述：“在这个设计案例中，柠檬榨汁机创新的核心不是它如何工作（榨汁）。有时，你需要一些和谐

的服务，比如，在一个特殊的晚上，刚结婚的一对年轻人邀请新郎的父母共进晚餐，新郎与父亲正在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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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赛，初次见面的婆媳在厨房里略显尴尬，而这款榨汁机就会引发她们之间一个新的话题……”［１１］

图３　整体厨房设计 图４　“ＪｕｉｃｙＳａｌｉｆ”柠檬榨汁器

四　结　语
产品设计不再仅仅关注物质系统，还要关注人类系统，这正是当前广义交互设计的转向。从外在视

角———主要关注产品的形态、功能、材料、生产方式和使用，逐渐转向内在视角———从用户体验所坐落的

社会和文化环境重新审视产品，在继续强调形态、功能、材料和生产方式的意义的同时，重新思索是什么

使产品成为设计关注的焦点。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消费欲望扩展，设计师应该去思考，如何在复杂的技术产品和社会系统中，

克服设计的过度商业化和功利化；如何通过有效的设计直接或间接地改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最大程

度地实现产品的人性价值和社会效应。通过善意的设计，创造产品与人之间人性化的互动方式和人际

间的和谐关系，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协作。以社会效应为至上，正是当

前设计师的设计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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