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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素在旅游导览系统界面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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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设计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移动媒体旅游导览系统。方法方法 结合移动互联网媒介，通

过原创设计的设计表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导览系统的衔接，探索其文化价值。结论结论 汲取中国元

素并恰当地应用于旅游导览系统中，能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融合，能为旅游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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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is to design a mobile media travel navigation system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The method is combined with the mobile Internet media to explor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application，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ravel navigation system.Through the design expression of the original work，it realizes
the converg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ravel navigation system，and explores its cultural value.This work has
drawn Chinese elements and properly applied in travel navigation system，merg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nd injected new vitality to the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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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休闲意识和精神文明的提升，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通过游览名胜古迹来放松身心、提高修养。

旅游导览系统能在游客进行户外活动时，为其提供指

引、讲解、引导等服务，是一个自助的导游系统。在移

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基于移动媒体的旅游

导览系统融合了GPS定位、多媒体文件系统等技术，

可以为游客提供实时定位、景点讲解等服务。设计师

在设计导览系统设计时，应着重关注旅游景点、地域

特征、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

在多种文化元素相互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

统元素逐渐成为了设计的主力元素。如何使中国传

统元素自然地融入系统的界面和交互过程中，这是移

动媒体导览系统的设计师必须解决的问题。

1 公园导览系统的传播现状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现有的森林公园和

遗址公园等不计其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

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已注册的公园有339个，其中85%

都免费向公众开放。在选择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地

时，公园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没有公园导览

系统的指引，就会很难游览完整个公园，会使游客心

存遗憾。许多遗址公园的历史古迹景观都有自身的

故事，如果仅仅是漫无目的地游览，则会缺失些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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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和感悟。

1.1 传统的旅游导览方式

最原始、最常用的旅游导览方式是公园导览标识

牌，但其却无法为失明人士提供服务。为了满足部分

特殊人群的需求，出现了人工解说的导览方式。人工

解说又可分为一般性导览、展览讲解、专家解说和人

工咨询等，但此导览方式的成本较高，虽然其内容相

对固定，但是它的自主交互效果却很差，因此，人们又

开发了一种手持导览系统设备，见图1。该系统目前

在博物馆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使用，但是在森林公园

和遗址公园中较少使用，因为公园的面积大、出入口

多，使得设备的发放、回收和维护都很困难。这类设

备不但需要目标公园有方便的电源接入系统和相关

的设备服务站，而且还只能进行简单的语音讲解，无

法展示更多的媒体信息。

1.2 移动媒体旅游导览系统

移动媒体的发展推动了许多产业的发展，其有效

的信息视觉化、快速化、社会化等属性极大地提高了产

业效能。截至2015年4月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

国共有12.92万移动通信服务用户，众多手机企业也早

于2008年就将GPS功能作为手机的标准配置。GPS定

位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特征，为广大手机用户快速、便捷

地了解周边地理信息提供了方便。将移动媒体与旅游

导览系统结合，能有效地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扩大其

传播范围，降低产品成本。目前，国内外市场上的旅游

导览系统都只是单纯地基于GPS地图，其表达的产品

信息深度还远远不够；软件的设计也主要侧重于旅游

资源的推介方面，其表达的文化内涵也还不足；产品界

面的设计也过于常规，缺乏民族色彩与文化特征。

基于GPS定位的圆明园公园导览系统运用了手

机的GPS定位功能，满足了游客在游览公园时希望能

及时、便捷地获取信息的需求，为广大游客带来了一

种身临其境的体验。该系统采用了自定义的设计模

块，深入地反映了圆明园的游览信息；其中的传统元

素体现了圆明园深刻的文化内涵；界面的交互设计也

一改常规的设计风格，采用了自主开发的交互元素来

表现圆明园的民族性、文化性、知识性、历史性、世界

性和时代性特征。

2 移动媒体公园导览系统的总体设计

基于GPS定位的圆明园公园导览系统通过手机

的GPS定位功能和Android系统的智能化平台，对圆

明园遗址公园进行了系统导览。该系统设计获得了

2011年北京市大学生计算机应用大赛二等奖。该设

计系统在研究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基础上，借助了

Android平台，以java语言为主，在eclipes下安装配置

了Google提供的Android SDK和ADT插件。在设计之

初深入挖掘公园景点的信息，可以提高游客的视觉体

验，使游客不仅能看到景点现在的模样，而且还可以

一览昔日美景。该系统在界面布置、色彩搭配、图片

选用等方面都结合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整体风格，展

现了景点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人文景观，提升了

用户的交互体验，呈现了景点的特色。

3 中国传统文化在旅游导览系统中的应用

3.1 特色风格的选取

任何设计的开始阶段，都需要对设计对象进行认

真反复地思考，以期创作出有别于同类产品的设计。

基于GPS定位的圆明园公园导览系统根据圆明园遗址

公园的历史情感和园区的特征，在不同的元素中寻找

相通点，达到产品与设计风格的契合。这个组合不仅

是将相似元素堆叠在一起，而且还更多地考虑了元素

之间的组合，突出表现了产品的新颖独特和实际应用

需求。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导览系统设计应在皇室贵族

中寻找契合点，以此来体现圆明园深厚的历史韵味和

文化底蕴。它的界面用驼色系与邻近色调搭配，使之

看起来协调统一，可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体现了皇

家园林那种雍容典雅、大气磅礴的感觉。

3.2 界面元素的设计

一个好的设计需要分析总结所选题材，提取出具

有自身特色的设计风格。基于GPS定位的圆明园公

园导览系统中的元素结合了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

特征，别有一番风味。“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

图1 手持导览系统设备

Fig.1 Handheld navigation system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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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特点、设计的独特

性和产品的新鲜感。设计选取了圆明园遗址公园中

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即大水法，使之作为系统的开机

界面素材，其开门见山的表现形式和那种历经沧桑的

视觉效果，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地域性特征。圆明园是

一个以水造景的山水园林，其水面面积占全园面积的

40％，因此可以选取水域中经常出现的荷花作为整个

系统的播放/暂停按键，以此来表现圆明园的古朴韵

味；服务界面的元素设计，融合了圆明园深厚的文化

底蕴，采用了古代书简的造型；为了与圆明园浓厚的

历史氛围和人文情怀相匹配，整个版面采用了传统的

中国竖排文字方式，还考虑到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选择了从左到右的排列方法；景点列表采用了字与画

结合的方式，以水墨底图配以中国古典边框花纹，将

书法字体包裹于内，简洁大方地凸显了风格特色。在

统一与变化方面，系统界面的每张底图都配以了中国

水墨画，通过降低画面透明度来达到了底衬效果，同

时亦烘托了灵秀飘逸的界面主题；在对称与均衡方

面，界面采用了上下分割型的排列方式，图片介绍框

左上角的兽首与文字介绍框右下角的水墨点在视觉

上给人带来了一种等量均衡感；在节奏与韵律方面，

系统采用了动态的表现方式，体现了界面的节奏感；

在对比与调和方面，整个界面设计对画面进行了疏密

对比、虚实对比的形式安排，将中国画的意境美融入

其中，同时还对整体画面在版式上进行了统一处理。

3.3 动态元素的设计

“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是中华审美文化的精髓。

追求天地人的和谐共处、师法自然是艺术文化追求的

根本。基于GPS定位的圆明园公园导览系统有诸多与

文化性相结合的元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遗址公园

相得益彰。圆明园导览系统的界面设计见图2，该系统

的开机动画以圆明园的标志性建筑大水法为主，将宣

纸上的山水画作为衬底，再加上动态飘逸的云雾特效，

作为开机界面的动态效果。它的整体背景采用了暗调

处理手法，体现了一种历史沧桑感。水墨进度条呈现

了开机动画的载入过程，带领用户进入了导览系统。

系统里采用了动态折扇展开的环形列表方式来载入媒

体信息，并配以端庄隽秀的楷书，体现了温文尔雅的人

文情怀。位于界面底部的导航按钮选用了荷花元素，

以荷花的自然典雅表现了圆明园的清新脱俗。

3.4 媒体信息的呈现

手机界面设计的核心在于方便用户。该系统采

用了自定义的交互元素，使之能够进行实时交互。在

实时交互的过程中，选用了具有民族色彩的元素与之

结合，采用了多通道技术进行交互体验。多通道技术

是指通过不同的交互渠道进行交互的技术。基于GPS

定位的圆明园公园导览系统，在视觉的应用方面，选

取了与圆明园本土特色相关的元素、风格和色调；在

听觉的处理方面，采用了人性化的语音自动播放器；

在触觉的体验方面，添加了可自由对景点图片进行放

大或缩小的功能。该系统还具有足迹标记功能，见图

3。当检测到景点后，系统会用红灯笼来提示用户，用

户在游览景点后，其走过的地方也会被标记出来。在

整个系统的开发设计上，还对每个元素进行了单独的

开发实验。该系统与以往导览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

其利用了手机自带的GPS功能。在用户运行软件后，

系统能自动获取坐标进行匹配，调取该景点信息的介

绍内容，并显示于界面上，同时还能播放语音导览内

容。这整个过程简化了用户的操作程序，使用户在游

览过程中能快捷地获得所需信息。

4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旅游导览系统中的意义

许多思想家和设计师都认为新一轮的经济崛起

和文化复兴将在东方兴起。5000多年深厚的文化底

蕴，使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现如今，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正逐渐消亡，这足以警醒大谈国际化的人们重

图2 圆明园导览系统的界面设计

Fig.2 Yuanmingyuan navigation system interface design

图3 足迹标记功能

Fig.3 Trail marke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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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血脉。基于GPS定位的圆明园公

园导览系统将中国元素与名胜古迹相结合，为今后的

旅游导览系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考。该系统的每

个交互过程都体现了中国特色，使游客在使用的过程

中能更多地了解民族文化、传承民族精神。该设计具

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并没有使用Android系统标准

的交互元素，它的每一个元素都需要单独开发后才能

操作。人们借助移动媒体公园导览系统平台使传统

文化得到了创新和拓展。

5 结语

旅游导览系统在移动媒体平台的基础上，结合了

中国传统文化设计的新思维和新方法，加深了用户的

观看体验，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增强了国人的民

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将遗

址公园等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元素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相结合，有利于人们探索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实

现中国符号的传承开拓，激发民众的爱国意识，为旅

游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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