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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讨如何将一些反馈原理更好地融入到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中，从而达到更好的人机交互，提

升产品用户体验，以便更好地指导人机交互设计。方法方法 从人机交互界面设计的反馈原理出发，介绍了人

机交互界面设计中的功能反馈、情感反馈、安全反馈和自然反馈。结论结论 通过对各种反馈方式的分析，指

出人机交互界面设计需要更好的反馈原理，以此来帮助人们在人与机器中达到平衡，帮助人们更好地在

设计中找到一条指引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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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s and explores how can feedback principle integrate into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face

design，so as to achieve a better way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to improve product user experience，in order to guide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design.Based on the feedback of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face design

principle，four principles are discussed including feedback function，emotional feedback，safe feedback and natural feedback.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feedback methods，it points out that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face design need

to have a better feedback principle，in order to help people in how to achieve a balance of people and machines and to strive

in this way，to help people find a road that can guide people in t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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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人机交互领域的研究中，人们慢慢注

意到了反馈原理的作用[1]。在国内外优秀的人机交互

界面设计研究中，反馈原理的应用是人机交互界面设

计的成功之道。纵观各大人机交互产品，反馈的优秀

性也是毋庸置疑的，用户在使用人机交互产品的过程

中，不用过多思考，产品就会自动地反馈和引导用户，

由此可见反馈原理的人机交互已经成为人机交互领

域中的一项新兴技术，它对人们的沟通方式和信息交

流影响深远，完善的反馈原理对提升用户操控水平也

有很大的帮助，设计师若想更好地处理使用者和产品

之间的关系，就要通过对反馈原理的研究，提升产品

的潜在价值，获得优质的产品使用体验。

1 反馈原理的概述

反馈是与前馈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对已经

执行的操作行为指示或者说是回应[2]，现代科学技术

中反馈被认为是一种信息的返回，但这里指的是一

种对发生在人机交互的操作行为中的一个回应，或

者是告诉下一步的流程。在用户与产品进行交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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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若要了解产品功能操作是否完成了它的一

系列使命且产生一系列结果，是否完整地向用户提

供完整的信息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反馈来分析判

断。在操作过程中如果产品出现不反馈、滞后反馈、

反馈不完整、不清晰等情况，这样的人机交互界面设

计也是不合理的。对于用户的操作正确与否，产品

应作出相应的反应，操纵正确会有积极的信息反馈，

相反错误的话会有负面的信息反馈；如果一个用户

的行为操作是错误的，产品会对这些操作行为实行

友好的指错行为，并且会提出一些方法来纠正错误，

因此在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中，反馈原理是不可或缺

的。从反馈的角度来看，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中用户

体验问题将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全新的方向提

升用户的体验。

2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

2.1 人机界面的概述

人机界面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人和计算机依靠一

个共同的“面”来进行设计，在互相影响、一定的信息

交换、一些功能的接触下所结合的面，通过“面”可以

实现人和机的信息传递和交换信息，这一切都是计算

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机系统中的一个中心

环节。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人机界

面中的领域包括一切参与人机信息交流的领域，而这

些领域在工业设计中也应用广泛，通过合理的人机界

面设计能使人高效率、舒适的工作与生活。人本和机

械是冲突的物体，如何想方设法地去拉近人机的距

离，创造一个让用户视觉和感觉效果良好的人机界

面，是所有界面设计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它的重要性

体现在以人为本方面。人机界面中环境的界面往往

会被人所忽略，在这里应该注意到人、机、环境是密切

相关、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2.2 人机交互与人机界面的关系

所谓人机交互可以理解为人与机器的交互设

计。它可以通过符号和接触来实现这一系列的交

互。这种接触不仅包括直线或点的接触，还包括远距

离的信息传递以及使用者对于产品的远程操作和控

制等[3]。交互是对一种情境描述中如何刻画的信息传

达，而界面是实现交互的一种手段。如果要以内容和

形式来区分交互和界面的关系，那么内容会是交互，

而界面就是形式；交互和界面的最终目的是在满足人

们需求的前提下工作，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

3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中反馈原理的应用

在现阶段的人机交互界面中反馈原理已经得到

了广泛应用，在提升用户体验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它

能使产品更容易被用户使用，不像以往产品那样，用

户要花大量时间才能熟悉操作。良好的反馈原理可

以使用户迅速地学会操作方法，快速完成操作流程，

节省了用户的时间。在这里将提出几种不同类型、不

同形式的反馈来进行详细分析，力求寻找不同的途径

来提升产品的用户体验。

3.1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中的功能反馈

在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中功能反馈是不可缺少

的。功能反馈指的是用户接受物体的功能信息，从而

实现操作物体的功能反馈。功能反馈包括计算机输

出设施和输入设施这两个硬件功能，输出设备中包

括：声卡、显卡、音箱，输入设备功能包括手写板、鼠

标、键盘、话筒等。人机交互界面融合在这些输出和

输入的功能反馈中，以提高人机交互的效率，更好地

控制物体。

功能反馈要在正确理解用户的需求下应用。结

合用户需求往往可以发掘用户现有的功能需求和潜

在需求，这样才能使功能反馈中操作更快捷、准确。

人们可以使用智能化的产品，利用触控的方式获取信

息，同时也可以对其进行远程操作和控制[4]。若人机

交互的时间更碎片化，所处的环境通常也是混乱的，

这样很容易使用户注意力分散，因此功能反馈要在短

时间内集中用户注意力，并让用户理解产品的意图，

对用户的操作要更加准确敏捷地进行反馈。功能反

馈中应采用广而浅的构架方式，以达到在最短的时间

内给用户传达最需要的信息。如果一开始产品就把

自己的功能特点很好地反馈给用户，那么就算出了问

题用户也不至于气急败坏[5]。

有效形式是功能反馈最主要的特征，在这里设计

师为了让用户通过产品来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结合

计算机的特点和听觉、触觉等多方面共同的作用设计

出了良好的功能反馈形式。手机的功能反馈见图1。

苹果手机设计功能齐全，它可以通过手机自带的APP

Store或者进入苹果手机自带浏览器Safari下载使用者

所需要的软件，在这个下载的过程中使用者可以通过

指纹验证或者是输入密码来完成，所经历的功能反馈

会比其他系统更便捷，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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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中的情感反馈

如果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交互设计是一项既可以

让人带有愉快的情感，又让产品易用的技术，当然这

并不是全部。交互设计主要指的是数字产品、环境、

系统和服务范围内的实践，它关注的是行为的设计[6]。

它还包括不断增加一些好的交互特性，然后进行一系

列的延伸。设计师对目标用户的了解是优化用户体

验的重要途径，任何脱离用户的产品都难以得到目标

用户的青睐。人机交互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已经受

到了消费者、运营商等的欢迎，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

发展，这种人机互动在产品创意中的影响会有着很好

的发展前景[7]。

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不仅要达到使用功能，还要

富有人性化。在做产品时必须考虑其外形结构是否

使用户省力舒适。程序设计之初肯定是为了更好地

服务用户[8]。生活在充满数字化世界的人们，更加需

要充满人性化的设计，这样的设计也能更好地体现出

产品对人性的关怀。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人类活动，

设计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创造文明的过程[9]。

根据诺曼《设计心理学》中的观点，产品的不好用，

不易用，不是使用者的问题，而是产品设计的问题[10]。

用户在进行交互时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而且即便熟

悉交互操作以后，受限于屏幕大小和按键等局限性因

素也很容易产生误操作[11]。人类与计算机信息之间的

交流是全方位的。在设计中要明白好的界面设计不

但要有好的艺术设计，而且还必须包含一些隐性的交

互设计中的一些情感因素。虽说界面设计是一个

“面”的概念，但此时应该跳出这个不再是具体的面，

从而为使用者与产品提供一个相互沟通的通道。

影响认知和情感系统的3个水平，即本能水平、行

为水平和反思水平[12]。情感反馈可以使人和物的交流

方式更具人性化，因此情感反馈在交互界面设计中的

空间也日益增大。天猫网页中的情感反馈见图2。一

个购物网站能否从众多的网站中脱颖而出，情感化设

计显得尤其重要。打开天猫网页可以看到天猫页面

采用玫红色作为自己的个性化主题色彩，不但富有年

轻的活力与激情，还不缺乏个性。版式布局则把重要

内容聚合在网页的上方，让消费者能一目了然，满足

了消费者的需求心理。

3.3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中的安全反馈

对人们来说，人机交互的网络安全反馈是非常重

要的，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网络的信任度。人机交

互界面中安全的反馈是让人们在网络安全中防护计

算机受到攻击而导致数据受到破坏，不会因为一些恶

意的或者是来自偶然的机遇让计算机信息泄露。这

类反馈设计不仅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同时还要给客户

带来愉快安全的体验过程。

在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中设计师应尽量减少一些

不必要的安全反馈。现在阻碍人机交互的原因通常

不是因为没有能够及时进行反馈，而是反馈得过多，

设计师要尽力避免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的反馈。同

时，还要及时提醒人们对安全的及时反馈，使产品对

人的反馈更具智能化。汽车安全反馈的界面提示见

图3，是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中安全的反馈。现在的汽

车一般除了一些常用的基本功能外，还有一个智能的

安全模块，其中就有紧急求助这样一个功能。当驾驶

人发生意外事故急需紧急求助时，汽车会弹出一个安

全界面，此时可以选择HELP键进入紧急求助功能，这

时汽车把位置信息以电话录音或者短信的方式发送

到先前联系人的手机上，这样就会求救成功。

3.4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中的自然反馈

在人机交互界面设计的不断发展中，人们一直都

是通过键盘和鼠标来与计算机进行交流，键盘和鼠标

就像是传达命令的工具，但这种方式并不是人类与生

俱来的，而是人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技能，因此在

这里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师创造了一种更接近人类

生活行为方式的自然反馈界面，实现从有中介物到无

图1 手机的功能反馈

Fig.1 The mobile phone′s function feedback

图2 天猫网页中的情感反馈

Fig.2 The emotional feedback of Tao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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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物的一个发展。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开始了手指对物体的操

纵。触觉反馈所提供的信息的自然、惬意、沉浸感，是

让研究人员坚持不懈地研究其的重要原因[13]。通过手

指来和数据进行交流，甚至能够直接用自身与界面进

行交互，它让人们只通过一些自然的技能就能对计算

机进行控制，提高了人机交互的效率。这也是人类理

想化的行为方式。

“场景”在这里很重要。比如语音控制，针对声音

的遮蔽效应[14]而言它并不是哪里都适用的，只适用于

私人场所而不是公共场所。在现代高科技的推动下，

手势界面设计显得更为突出。通过系统的手势操作

来达到目的，让手势操作成为自然反馈的典型代表。

手势操作让人们更便捷地实现所要实现的目的，让生

活显得更舒适，可见增加一种反馈可以带给用户几倍

的体验[15]。今天，在种类繁多的使用情境中，如何选择

或者是说选择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交互才能显得更

自然是当今要正视的问题。

4 结语

通过研究，提出了在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中增加功

能、情感、安全、自然的反馈。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

的人机交互界面设计来帮助人们更好地在设计中找

到一条指引的路，帮助人们在人与机器中达到平衡，

最终实现人机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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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he interface tips of auto safety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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