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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用户注意、人机交互的方式和具体过程对用户能否准确、迅速认知产品的视觉信息界面有着重要影响为启

示，为提高用户对产品的注意以及人机交互的效率，即改善用户对产品的认知，从产品视觉信息界面中的视觉元素

的分组和布局、视觉元素的属性以及视觉元素含义的理解3个方面入手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

应的设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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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fact that users′attention, the way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uman and

machine had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cognition of the product′s visual information interface, to improve users′atten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or the product′s cognition, a detailed study was made, whose

contents were about the group and layout of the visual items, the property of the visual items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visual items. Thereafter, the accordingly design policy wa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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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使用某一产品，人机系统就此建立，人机

界面也随之形成。就人机系统效能而言，人机界面以

视觉信息界面最为重要。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

论表明，人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人机视觉信

息界面的直观认识，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刺激后的产

物，而是在人脑中进行了积极的加工之后，也即认知

之后的产物。因此，得当的视觉信息界面设计可以强

化用户对产品的积极认知，进而能更安全有效地实现

人与产品的对话与沟通。故，结合产品设计中的人机

视觉信息界面设计及视知觉相关理论，就如何利用视

知觉相关原理来提高人机视觉信息界面的认知效率

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影响用户对视觉信息界面认知的2个因素

用户在认知视觉信息界面过程中，大脑根据认知

心理的视知觉信息加工原理，对产品视觉信息进行编

码，将外部客体的特性转换为具体形象、语义等在个

体心理上的表现形式。而在将外部客体的特性转换

为个体心理上的表现形式的转换是否有效、安全，主

要受2个因素的影响：用户的注意和人机的交互。

首先是注意。注意分 2种形式，即有意注意和无

意注意。为了让用户对产品形成有意注意，设计重点

在于对视觉信息元素的排布和提取；对于无意注意而

言，设计的重点在于在尽量少的时间内，引起其注意。

其次是人机交互。人机交互方式复杂多变，一方

面可以依据产品的具体特征加以选择；另一方面也可

以根据功能实现的原始模式进行探索，以人—机匹配

为出发点，在“以人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理想的人机

交互

[1]

。在交互过程中，用户要从产品系统中获得反

馈信息，反馈信息应该和用户的特性、知识相匹配。

所有显示的信息都应该较清楚、易理解，过多或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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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都会令用户困惑。

2 基于视知觉的产品视觉信息界面设计

为了提高用户的注意及人机交互的有效性，主要

从3个方面着手来研究基于视知觉的产品视觉信息界

面设计。

2.1 视觉元素的分组和布局

视觉信息显示界面的设计是通过视觉元素的分

组、布局等手段，实现产品使用语义的传达。为了使

用户能够尽快找到并理解视觉元素的含义，必须使视

觉元素适应人们视知觉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并由此确

定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和秩序

[2]

。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平面上，上半部与左

半部让人轻松和自在，下半部与右半部则让人稳定和

压抑，视线扫视路径是从左至右、从上到下。所以视

觉信息界面的上部和中上部成为最佳视域，视觉元素

中的一些关键功能按键、关键区域通常都应该放置在

此区域里。电话机效果见图 1，能显示来电信息等功

能的显示屏是电话机的关键区域，故其位置位于整个

话机面板中上部的最佳视域范围，从而有效地节约用

户的注意，使用户使用起来感觉轻松。

格式塔的知觉相似法则（即在形状方面相同或相

似的，以及在亮度和色彩方面相同或相似的图形倾向

于合成一组构成一个图形）表明：相似、类同的形象容

易组合得完整，类同因素的存在能够弱化视觉反应，

引起紧张心态。所以应该把功能上或概念上具有逻

辑关系的视觉元素用一种类同、相对距离较近的方式

布局在一起，而对功能区分较大的视觉信息元素则宜

采用强对比、较远距离分割的方式加以布局。

为了检验上文产品的视觉信息元素的分组和布局

规律的合理性，可以观察用户在完成指定操作的过程

中的浏览路径、搜索路径长度、搜索路径持续时间、凝

视次数、凝视持续时间等因素

[3]

，并要求用户操作完成

后将其操作时的思维过程口头复述。对比后发现：按

照分组和布局视觉信息符号时，用户能够较快地发现

指定目标，形成直接快速地搜索路线方式，并且视觉元

素的认知准确程度也较高，用户寻找及理解符号内容

所需的搜索路径较短、搜索面积较少、扫视次数较少、

凝视次数较少、凝视持续时间也较短。而随意排布的

图标则会误导用户，使他们在错误的期待下离开正确

的图标组，停留在错误的图标组，导致较盲目地搜索行

为及较低地认知准确度。根据调查结果，设计了话机

视觉信息界面，见图2，由于其数字键、功能设置键用2

组宽窄不同的倒圆角四边形，对各键的物理位置进行

了适当安排，用户很容易知觉其不同的功能区域，较好

地满足了视觉需求，降低了其误操作的可能。

2.2 视觉元素的属性

视觉元素的设计必须考虑用户视觉寻找特性，使

用户能够比较容易发现和识别想要的信息。为了区

分多种元素，设计中还必须考虑怎样使元素传递较多

地信息，而不会增加用户寻找的时间。为此，从视觉

元素的3个属性着手探讨。

2.2.1 视觉元素数量对用户视觉寻找特性的影响

心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大量的实践证明，通常

人在同一时间内能清楚把握对象的数量（即注意的广

度）为 7+2个，如果对象的数量过多，则会造成认知的

困难而增加用户寻找的时间，故在人机视觉信息界面

中视觉元素的数量不宜过多，以不超过其上限为宜。

如果一定要使用较多的视觉元素，则应先按某一个容

易被用户理解的标准（比如按照功能分组）对其进行

合理的分组，在每一个分组功能区域里面视觉元素的

数量也不应多于其上限。

图 1 电话机效果

Fig.1 Renderings of telephone

图 2 电话机视觉信息界面

Fig.2 Visual information interface of tele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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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视觉元素形状对用户视觉寻找特性的影响

Cohen用视觉搜索的方法研究图形表征发现：用

户对视觉元素的形状、颜色特征的加工过程是独立、

分开的

[4-5]

。柯学等进一步发现在判断物体整体特征

时，无意识知觉具有形状优势效应

[6]

。根据观察，在日

常生活中，人们在看一张照片的时候，会不经意地把

目光投射到眼睛、鼻子和嘴巴等线条信息较多的部

位；同样地，大量测试也发现测试者在自由观看一张

多边形线条图时，注视点分布最集中、最能吸引其注

意力的地方是线条信息最多的多边形的各个角。这

些都说明：人们总是选择性、有所侧重的进行视觉信

息的认知活动，而且总体说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个性

明显、与周围事物反差较大、形状较显著、单位信息含

量较多的视觉元素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具有相对

更高的可认知性。这就意味着，在设计视觉信息界面

时，优先通过形状编码的方式，对关键部位或功能区

域进行处理，将获得更高的认知度。

2.2.3 视觉元素颜色对用户视觉寻找特性的影响

人们在观察一幅图案时，绚丽多彩的图案也许会

引起视觉刺激，但如果在视觉信息界面中将多个绚丽

多彩的图标放在一起，视知觉较难形成无意注意，从

而导致视觉元素的可认知性大大降低。由于视知觉

本身具有选择性，视觉元素能否引起人的注意，根据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在无意注意中起绝对作用的不是

视觉符号的绝对强度，而是它的相对强度。所以，在

视觉元素的颜色设计中，可采用同一色相不同明度、

不同纯度的方式，对关键的部位或功能区域用强对比

的方式处理，能获得较高的认知度。

经调查发现，很多用户出现过在拨打电话时将重

拨键误按为免提键，根据上述规律，从形状和颜色2个

纬度出发，对其进行设计，如图 2右下角，提高了其可

认知性，降低了误操作。

2.3 视觉元素的含义

为了缩短新手用户接受和理解新产品所需要的

时间，并尽量降低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误操作行为，

产品的视觉元素应该通过形式的暗示、解释和表达其

内部功能及使用状况。

首先，纯粹从视觉元素的形式这一角度来考虑。

完形心理学家概括了几点关于知觉组织的基本和普遍

的原则，诸如“接近”、“类似”、“连续性”，发现所有这些

知觉组织的原则都服从于简约合宜的原则，暗示了解

读那些模棱两可的视觉元素时，会预先倾向于某一种

方式而不是另一种，会忽略许多不重要的知觉细节。

Standing曾做过试验，实验对象可以记忆 10 000幅画

的73%，但记忆的并不是精确的原画，而是他们印象最

深的东西，是画的含义，是他们理解和认为的画的含

义。为了使视觉元素能够较为容易的被正确认知，在

进行设计时，必须就拟采用的视觉元素形式的认知倾

向进行充分调查，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对视觉元素进行

形式上的简化处理，降低视觉元素信息的含量。

其次，从视觉元素形式所表达的功能这一角度来

考虑。据基布森研究发现，知觉从外界感受到的是

“它能给人们的行动提供什么”，人对任何物品的理解

都与行动目的联系起来，几何形状不是使用者的观察

目的。总体来说，视觉元素所传达的功能含义能否被

用户正确理解，主要受元素的主导性含义、独特性及

歧义这 3个特性影响

[3]

。比如：对于一个三维封闭形

态，如果是圆柱体，人们会试图用“旋”的动作来开启，

如果是方柱体，人们则更多选择用“掀”的动作来开

启；再如，在装配中，同样形状的接口，人们则习惯于

把同色接口进行配对接插

[8]

。因此，在进行视觉元素

设计时，应当从用户角度把元素的几何形状理解成使

用的含义，使他们与功能、环境、使用场合一致，与用

户的心理期待一致，采用一种较为独特的形式，这样

用户才能较好地区分各功能视觉元素，并能够较快地

理解其含义与功能用途。

车椅状态调节装置见图 3，对比发现各种用户更

容易理解图3a的视觉元素所暗示的操作方式，能用更

短的方式完成操作，是一个更合理的设计。

3 结语

视觉信息界面设计作为人机界面设计的一个最

（下转第55页）

图 3 车椅状态调节装置

Fig.3 Conditioning of car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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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测评方式来分，感官评价通常分为差别评价、

情感评价、分析和描述性评价 3类方法。由于感官评

价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它与评价者的知识经验、认知

能力和个人偏好等人为因素有关

[7]

，所以，为了尽量减

少评价结果受到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本次测评仅

选择差别评价和分析描述性评价这2种方式。然后安

排测试人员在选定样本的使用过程中，按照 5分量表

打分评价和描述性评价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比较测

试。最终通过使用 SPSS统计软件，将测评数据输入、

统计，计算得到比较结果，见图2。

4 结语

一套好的手机UI设计使用起来应该是舒适、方

便、易用而且是健康、具有远见的。实现人健康长远

的发展才是以人为本设计的最终目的。把握好一个

设计的度，是要建立在不断权衡道德与经济利益和物

质生活的关系基础上。人们已经进入一个有条件对

人类行为进行反思的时期，设计者需要从产品的商业

属性、科技属性与产品的道德属性间找到平衡点，科

学、有计划地去满足用户的需求，才能帮助产品与用

户建立一个长久、稳定、和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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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

认知心理学、视觉设计美学、人机工程学、哲学等诸多

方面。从视知觉心理学这一角度切入，为改善用户对

产品的认知，结合已有的视知觉研究成果，从产品视

觉信息界面中的视觉元素的分组和布局、视觉元素的

属性以及视觉元素含义的理解3个方面入手进行了相

关研究，并在具体设计实践中应用相关结论作了实例

验证与应用，今后可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化地专题试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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