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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平台界面的人性化设计进行分析。方法方法 在人性化构建的基础上，

通过用户对界面视觉感知、视觉秩序、视觉审美等方面的有效反应进行分类研究。结论结论 通过数字化

界面的发展和现今的趋势进行分析，基于人性化意识的构建，从视触觉元素的有效调节，总结数字化

界面视觉设计的方法，实现延伸公共文化阵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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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nalyzes the humanized design of digital platfor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terface.On the basis of
human construction，through the user interface to visual perception，visual order，effective response，it classifies the research
in aspects of the visual aesthetic.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terface and today′s trend analysis，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from the visual sense of touch element effective adjustment，it summarizes the
methods digital visual interface design，achieve the goal of extending public cultural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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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设计的逐步深入，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传统公共文化，也随着数字

化的方式悄然改变。如何把人类技术的可能性，转变

成人类体验的提升，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成为公共

文化数字化界面设计的核心[1]。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的新要求

后，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新阵地日益向基层扩

展。从技术融合艺术更好地实现人性化设计，人人参

与文化、人人享受文化、人人创造文化成为新时代公

共文化的目标。

1 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的现状及其特点

1.1 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的概念

公共文化是为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形成的文

化形态，强调的是以社会全体公众为服务对象的公共

行政职能。而数字化是综合运用GIS、遥感、遥测、网

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技术对公共文化的基础设

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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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广义上讲，“公共文化数字

化服务平台”是公共文化借助数字化技术，将各种公

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信息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社

会经济关系和文化伦理观念进行调整。狭义上讲，它

是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

感系统（RS）等关键技术，深入开发和整合文化信息资

源，服务于城市建设和管理，服务于政府、公众，服务

于旅游、资源保护、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共享型

公共文化的信息资源。

1.2 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的现状

国外数字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很早已经开

始。起初联合国开始在发达国家倡导数字城市发展

工作，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形成了完整的

公共文化管理体系，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2]。

随后，在欧洲、日本、新加坡、荷兰等国也将图书馆、博

物馆、展览馆、社区、教育资源等进行整合、规范，开始

建设世界高水平的文化信息服务网络。美国国会图

书馆将美国的图书、手稿、音乐、照片、影像、艺术图片

等历史档案资料全部数字化，并通过因特网和有线电

视网传递给用户，这就是著名的“美国记忆”项目，该

项目构成国家公共文化数字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3]。

西方国家的公共文化数字化注重生态、节能环保，充分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一词最早是在《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中提出的[4]。随后的“十五”计划明确提出以信息

化带动工业化。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建

设风生水起，从市到县再到区，层层推进，迈向基层。

上海市（区）数字文化建设，浙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重庆北碚公共数字文化网都已初具规模，西部地区的

公共文化网站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以网站平

台建设为基础，包括文化旅游（城市公共文化云、数字

博物馆、数字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云畅

游）、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字城市规划、数字地

下管网、数字安防、数字物流仓储）、游戏、数字展馆

等，成为民俗文化保护、文化旅游、城市发展、市民互

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5]。

就现状而言，我国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在界

面中仍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1）文化信息资源内容

不加选择，缺失视觉中心；（2）追求快捷、开放、海量的

“文化快餐”的同时，丢失了地域性特征；（3）强抓群众

视线的动态界面，缺少其动态背后的实质含义。如浙

江数字文化网，见图1（图片摘自浙江数字文化网）。

2 数字化界面设计的人性化意识的构建

2.1 物理尺寸的关怀

公共文化资源，即平台的物质性，是市民了解城

市、获取信息和知识、休闲娱乐的重要渠道，体现了人

们生活方式和内容的基本方面，平台的艺术性与精神

性都是附着在平台的物质性上的。上海嘉定区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平台见图2（图片摘自嘉定区公共文化

数字化平台网），以上海嘉定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为例，依托高清交互模式，采用 360°全景和三维虚

拟技术，融合具有上海地域文化特色的色彩和图形元

素，将览文化地图、阅图书、读报刊、学知识、查资料、

看展览、逛展馆、观演出、听音乐、听讲座、看电影、看

电视、听广播、参加互动区及共享工程等获取文化信

息资源的多渠道移植到互联网，创建多媒体、跨平台、

多终端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数字新平台。人与界面

的信息传递主要通过人的视觉器官认识外界事物。

观众进入嘉定区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网页就能享受

同步、直观、生动的艺术体验，由大脑产生正确的思

考。还可以通过手机或iPad等终端享受数字文化资

源的功能，可实现“时时可看，处处可学，人人可享”的

图1 浙江数字文化网

Fig.1 Zhejiang digital culture network

图2 上海嘉定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Fig.2 Shanghai Jiading District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of digit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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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6]，更体现对市民的人性关怀。

2.2 心理层次的关怀

如果说创新精神是一种文化，那么技术发明与艺

术表现结合就是一种符合情感体验新文化形式的象

征，求得用户在心理上的共鸣，唤起人们对新的生活

方式的追求。公共服务平台从“二维文字信息”到“三

维虚拟空间”，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跨时空的“身

临其境，畅游无限”的视觉体验，成都文化文物服务平

台见图3-4（图片摘自成都文化文物网），成都文化文

物网在不同的空间形态中，通过与材料的结合，或空

间形态的虚实、大小、位置的变化，为空间的营造带来

更为稳定和抽象的视觉效果，表达“真善美”作为设计

的目标，将艺术体验发挥到极致[6]。

2.3 社会层次的关怀

设计师通过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设计观念和方

法来改善自身公共文化环境，提倡对公共文化的关

怀，其实质就是使产品来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公共

文化数字化是以优质、高效、低耗、价廉、环保为目标，

最大限度地将公共文化资源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它

在整个平台的生命周期内，着重考虑数字化的环境属

性，并将减少对现实公共文物的破坏作为设计目标。

在满足环境目标的同时，保证产品应有的功能和用户

吸取文化的价值。

2.4 人群细分的关怀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跨

技术部门的技术与艺术的平台，每个部分都有相对应

的用户人群，不同年龄的访问者，面对同样的界面会

呈现明显的行为差异，见图 5（图片摘自数据专家

网）。随着老年人的上网数量的增加来看，文字阅读

与图形图像阅读对比、老年人与年轻人对比是研究的

主要方式[7]。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正是基于这一

点，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用户，创办不同的文化主题，

提供不同的展现形式，使用户与界面达成共鸣，实现

从老年人、中年人和儿童等不同人群的无障碍设计理

念，这种关注用户浏览与访问页面的无操纵障碍设

计，是人性化设计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

3 基于人性化意识的数字化界面视觉设计的方法

3.1 界面层级与视觉感知

数字化在技术上为界面设计提供了强大支持，直

接关系到用户在视觉浏览时的有效程度，也在无形中

改变着设计的操作流程。公共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和

设计师对本地主观的艺术情感，对设计思维和设计表

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加瑞特在《用户体验的

要素》一书中描述了人性化设计的视觉秩序层次，见

图6，数字化展示的发展都影响着用户的记忆指导，从

战略层、范围层、结构层、框架层到表现层，运用视觉

秩序法分析公共文化元素、浏览的环境、目标人群、地

域性特色、服务宗旨，关注数字化平台给予人们的视

觉体验，此方法主要运用于对研究对象具有较成形的

实体与景观的设计中。基于上海嘉定数字文化平台

把人性化意识作为当前设计的重点，以数字化形式展

现公共文化元素，具有较高的空间意识和视觉层级要

求，适合运用视觉秩序法对数字化平台进行设计。

3.2 交互设计与视觉思维

和其他的视觉形式一样，二维图形和图像在数字

化界面的交互，也必须在设计思维的支持下才能展现

蓬勃的生命力。鲁道夫·阿恩海姆曾说：包含意象的

视觉艺术乃是视觉思维的故土。人们的思维是视觉

的内在支持，数字化界面的意象通过文化文物、场馆

漫游、数字游戏等实体证据或物品唤起观众对公共文

图3 成都文化文物服

务平台

Fig.3 Chengdu

culture heritage service

platform

图4 成都文化文物服务平台

Fig.4 Chengdu culture heritage service

platform

图5 不同年龄访问者呈现明显的行为差异

Fig.5 Visitors of all ages showed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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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记忆，构建情感的连结，经过人的记忆系统进行

抽象提取，从而强化用户对数字化服务的正面印象[6]。

在相同时间及相同的视觉感知区域内，将抽象公共文

化场景的意象投射到视觉形式中，动态的图形比静态

的图形更容易促进思维活动。多媒体的艺术形式与

用户的视觉测试经验进行结合，经过富有创造性设计

思维的加工，这种抽象化的视觉艺术才是对思维最为

完全的表达及升华。

3.3 视觉元素与设计审美

界面视觉设计的好坏，可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

的视觉中心在哪里？哪个视觉要素第一时间吸引了

用户的注意力？用户第一时间关注的东西与服务平

台的目标是否背道而驰？简约化、符号化、多样化的

视觉元素是视觉观察的重要手段，他们通过相似的形

状，相近的色彩标识提示来对界面中的多级结构进行

视觉归类，利用人类的感性思维对理性思维进行引

导，从而促成视觉审美。

3.3.1 创造更多的艺术时空

二维图形图像与三维图像结合的数字界面，承载

着社会影响、地域特色、非物质文化的视觉审美现象，

带给用户的不仅仅是对现实世界最真实的表现，而且

是可以创造出意识层面的视觉场景，是地域的风向标

和文化的代言。设计师喜欢通过视觉效果引发和激

励用户的感觉、知觉、记忆、联想、感情，将数字化的视

觉审美应用于产品和品牌，在情感上引起共鸣，产生

用户对界面的依赖感[8]。

3.3.2 改变界面的浏览方式

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遵循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工

作程序与理论依据，最传统、最基础的观点在此时发生

了最根本的变化。通过视觉语言对资源设计的有效干

预，满足对资源内容信息与交互信息结构的展现，提高

信息的可读性，完成信息情感的传达[9]。传统界面中，

文字是传递信息与展现产品风格的主要媒介。在数字

化界面中，文字编排的视觉形态和数字化场景成为信

息传递的图形符号[8]。新疆数字博物馆见图7（图片7-8

均摘自新疆数字博物馆网），特别是在数字化公共服务

平台界面中的浏览方式，通过鼠标操控界面图形导视

的形式，实现人机之间“零界面”，可见有了数字手段，

浏览的方式变得更加的科学和便利。

3.3.2 提供完善的界面导视

由场景、光线、色彩3个方面体现的公共文化，是

数字化界面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传达着公共文化的思

想内涵和地域特色，可以通过界面导视图标引导操作

界面，更体现了创作者对用户视觉流程和审美理想人

性化的关注[10]。通过信息图形引导，操控鼠标和键盘，

新疆数字博物馆操作说明见图8，使公共文化文物和

场景发生位置的变化，实现推、拉、摇、移等几种方式，

再配以适合的背景音乐，形成多变的画面构图和审美

效果，集中了视点和视向。

4 结语

近年来，对于人与界面的研究逐渐倾向于关注设

计与人的情感，把对用户的体验加入到服务平台的界

面范畴之内，更好地实现人机交互服务。数字化界面

的研究则是人机交互界面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界面

设计与用户体验，来平衡人与界面的关系。不同年龄

对于界面的反应程度不同，公共文化主题与交互形式

的展现与体验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同时，用户对于公

共文化的主题也是有选择性的。如何让用户在最有

效的时间内，不受外界干扰，掌握到最佳信息，以及如

何引导用户持续的阅读是研究的范围。艺术时空与

完善导视的数字化界面，提高了公共文化的艺术性，

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实现了提高全民族

（下转第56页）

图6 人性化设计的视觉秩

序层次

Fig.6 The visual order of

humanized design level

图7 新疆数字博物馆

Fig.7 Xinjiang digital museum

图8 新疆数字博物馆操作说明

Figure.8 Xinjiang digital museum operation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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