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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展示设计中的交互形式和语言转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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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数字展示设计的概念和特征研究，分析了交互形式和语言转换在数字展示设计中的作用，探讨了数字

展示设计中的交互形式对认知行为的影响，以及交互形式和语言转换之间的关系。希望从交互形式和语言转换的

角度，综述数字展示设计的基础理论，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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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researches on concepts and features of the digital display design and analyzes the

functions of interactions and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in digital display design. It also discuss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interactions on cognitive behaviors in digital display desig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actions and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summarize the fundamentals of digital display desig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digital display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actions and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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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展示设计是指一切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展品

内容展示给受众的方式和方法的集合。从展出空间

和载体来看，数字展示设计主要分为 2种。一种是有

博物馆、展览馆、城市公共空间等具体场所的展示，另

一种是以数字网络为载体，观众通过互联网、电视、手

机等终端为平台的展示。数字展示设计是展示设计

与数字技术在信息时代的结合，具有当下鲜明的时代

特征。如今，数字化展示已经成为展示设计的重要表

现形式。

1 数字展示设计的特点

1.1 交互性

数字展示的交互性是指展品与观众的交互沟通

特征，交互媒体本身成为观众体验和参与展示内容的

一部分[1]。数字展示的交互特征把观众的行为和认知

与展品紧密结合在一起，改变了传统以展品为中心的

设计方式，换之以观众为中心，让观众与展品之间形

成相互影响和彼此交互的状态。

1.2 沉浸性

数字展示中的沉浸性表现在观众对虚拟空间的

临场感体验和操控上。 这种数字展示方式是计算机

模拟真实环境，使用者可以身临其境，并操纵系统中

的每一个对象，它以动态、全方位、三维立体的方式展

示产品[2]。

1.3 非线性

在数字展示中，虚拟展品通过网络链接，与不同

地域、种类、年代乃至不同空间的展品形成网状互通，

观众在参与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浏览，这种

超媒体形式的展出能给观众带来系统的认知和自由

的选择。其最大的意义是增加了展示设计处理复杂

信息的能力和最大限度满足不同观众对获得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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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能力[3]。

1.4 开放性

数字展示的开放性体现在展示平台的开源与可

编辑上，在设计者最初构建的模型之上，观众可以把

自己的认识上传并与他人分享。同时，在观众与展品

的互动中，计算机也收集了观众的互动信息，为设计

的进一步修改提供参数。从这个意义来说，具有开放

性的数字展示并非一件内容固定的展品，而是具有生

长空间的“生命体”。

2 数字展示设计中的交互形式

2.1 交互形式的概念

交互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也特指人与

物之间的关系。计算机交互技术出现后，可以理解

为人与人或人与物（计算机）相互作用后，给人感官

或心理产生某种感受的过程 [4]。数字展示设计中的

交互主要是指人机交互，其本质是人机之间信息的

传递过程。

形式存在于任何事物中，巴尔扎克曾说过，一切

皆是形式，生命本身亦是形式。形式，就是空间与材

料的构造[5]。更简单地说，形式是指某种结构、关系或

是通过相互依存的因素形成的整体。在数字展示中，

唯有将信息向外转化为形式，观众才能接收理解，该

形式表现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属性。时

间和空间的尺度根据信息传播的需要设计，数字展示

中的技术随着时代发展也不断更新，无处不在的新技

术可以进行组装，并与其他媒体相结合，从而建立具

有吸引力的新交互形式和协作体验[6]。

数字展示设计中的交互形式是指人与机器之间

信息互通的方式。这种交互形式是一种参与过程中

的双向传达，包含了思维、心理、行为、五官感受和语

言的互动等。不同的互动感受需要不同的交互技术

支持，空间构成也相应不同，这就带来了形式上的差

异。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展示设计中的交互形式有

触摸交互、语音交互、体感交互、无声语音识别、电触

觉刺激、防生隐形眼镜、唇读、人脸表情识别、脑电波

控制等形式。

2.2 交互形式对认知行为的影响

在数字展示中的人机交互系统里，人作为交互的

主体，既是受众，又起着触发人机交互的主导作用。

不同交互形式带给人不同的认知心理和行为。

认知心理学以信息加工观点研究认知过程并将

其分解为一系列阶段。在人机交互中，各种数据、符

号、信号承载的信息通过感官被人接收，感官刺激经

过中枢神经和大脑的理解、判断、分析后产生反馈行

为。从刺激到反馈行为的过程中，感知觉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根据韦伯-费昔勒定律的研究成果，可以知

道感觉不是与对应的刺激强度成正比，而是与对应刺

激强度的常用对数成正比。不同的刺激，其常用对数

也不同，所以感觉的性质取决于刺激物的性质。信息

感知过程见图1。

在传统感官刺激理论的基础下，美国心理学家研

究发现：在大多数成年人的信息感知过程中，固有的

经验和知识对感知结果占75%的影响，“视”和“听”占

13%的影响，其他感官“触觉”、“嗅觉”和“味觉”占

12%。该理论还认为，通过多感官刺激，如更多样化的

色彩、声音、触觉等以及多种技术和媒体的刺激可以

提高信息接收的效果。

信息感知过程中，除了知识、经验和感觉器官的

刺激外，兴趣、需求、动机、参与度等因素也直接影响

感知过程。信息量的获取见图 2，四面体的体积代表

图1 信息感知过程

Fig.1 Diagram of information perception process

图2 信息量的获取

Fig.2 Diagram of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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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的信息量。刺激越多维，人对系统的参与度越

高，兴趣越大，观众在该方面的知识储备越多、经验越

丰富则获取的信息量就越大。交互形式对认知行为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同交互形式带给人不同的感官

刺激、参与度和兴趣，这3个参数影响了认知过程中信

息量的获取。

3 数字展示设计中交互形式与语言转换

3.1 数字展示设计中的语言转换

广义上讲，语言是指一套共同采用的沟通符号、

表达方式与处理规则，符号会以视觉、声音、触觉等多

种方式传递。语言是人们对形式的抽象能力[7]。因为

语言中符号的推理性特征，所以大家就可以通过语言

本身来解释和规定另外一些语言，也可以从一种表达

方式转变成另外一种表达方式[8]，可见不同语言是能

够互相识别和转换的。

人机语言转换见图 3，计算机通过传感器技术感

测自然语言符号并转化为计算机语言，再经过处理器

控制触发装置，从而驱动各种展览媒体工作。展览媒

体是指任何在展览中使用的展示形式，例如套管对

象、立体模型、展板、电视屏幕、电脑互动设备等[9]。 在

这里，各种技术媒介可作为人类肢体和感官的延伸。

一种媒介有自我转换为另一种媒介的功能[10]。交互技

术让人与计算机的对话越来越通畅，交互形式也越来

越符合自然语言的习惯。

在人机语言转换的过程中，从计算机角度来看，

自然语言信息的输入、处理和输出是语言转换成功与

否的关键。

1）计算机对自然语言信息的获取。 在数字展示

设计中，计算机通过各种传感器和硬件设备收集数据

信息。每一个独立项目中，计算机获取的数据形式有

所不同，但是，不论何种形式，在信息的获取阶段都要

经历排除歧义结构，去除冗余信息，抽取有用信息的

过程。

2）计算机对自然语言信息的处理。计算机对自

然语言信息的处理指的是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类对自

然语言识别理解的过程[11]。自然语言的表达并非是完

全理性的逻辑思维，它还有人的非语言形象思维的参

与。自然语言信息识别，包括了准确语言的理解、语

言模式识别、模糊语言理解，以及将形象、表象信号经

过信息转换后所形成的概念、记忆的处理。每一个数

字展示中的人机交互都有其主要功能，并非宏观全面

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在自然语言信息的处理中，需

要有边界的设定。在边界之内，设计者对所涉及的各

种符号进行语义结构设定，建立项目资源库，并将库

中的自然语言符号规格化、形式化、代码化，再经过语

法的设定，计算机就能够准确读取并识别、理解自然

语言信息了。

3）计算机对人的反馈。获取和处理自然语言信

息后，计算机反馈输出自然语言信息，人们通过视、

听、触觉等接收、存储语言信息，在大脑中形成表象，

经过内化加工理解自然语言所表达的知识信息。在

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中，知识表示的是重要的研究内

容之一，而语义网络作为知识表示的主要方法在自然

语言理解的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2] 。

3.2 交互形式与语言转换的关系

交互形式在数字展示中借助媒介呈现于空间中，

通过技术构建出一种材料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它是外

化的，供人体验的。语言转换则是通过符号的语义、

语法设定抽象于形式之上，是内在的，隐性的。二者

都是为信息的加工、传播服务。

在一个新的包含了语言、图像和声音的交流媒体

的交互过程中，信息运作的新局面由此诞生[13]。数字

展示设计的目的是知识信息的恰当传达，这就要求在

图3 人机语言转换

Fig.3 Diagram of man-machine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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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形式和语言转换之间找到最佳的信息传播方

式。在数字展示设计中，设计视角不同，交互形式与

语言转换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同。

1）从人类的行为特征出发，人们在交互的过程中

往往是从语言的直觉开始。人机自然交互可以减少

信息传输过程中的噪音，提升参与者的兴趣和愉悦

感。不同方式的语言转换需要不同的交互形式，因

此，从该角度出发，数字展示设计中的语言转换决定

了交互形式。

2）从人类对信息的认知来看，承载于数据之上的

信息需要经过信息结构的设计才能达到最优传达。

不同信息通过不同的数据形式表现出来，这就需要设

计者在设计信息结构的时候依据数据形式的特点设

计出最适合信息传达的交互形式。在美国风向的实

时可视化项目中，线条的明暗和方向代表了风力和风

向，该交互形式很好地传达了风的信息。从优化信息

结构设计来看，数字展示中的交互形式决定了使用哪

种语言表现。

4 结语

在数字展示设计的发展中，设计师们一直在追求

更加自然的人机交互形式，更加智能的语言转换，更

加高效的知识信息传播和学习效果。这里通过对数

字展示设计中交互形式和语言转换的综述，得出在不

同情况下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人类的行为特征出发，

语言转换决定交互形式，从不同信息结构的表现来

看，交互形式选择相应的语言。

在未来，数字展示设计将会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如何处理好数字展示设计中的交互形式和语

言转换必将成为人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且还需要更

多相关学者和设计师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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