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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数据来源繁杂、数据量巨大的的情况下，从信息设计的角度探索提高信息可视化设计质
量的方法。方法 分析笔者在执行几个信息可视化设计项目过程中应用到的用户研究以及交互设计相关
理论，以及具体应用这些理论的方法。对基于用户需求的可视化设计流程和执行方法进行总结。结果 提
出关注信息传达本身、根据应用场景来设计心理模型与信息架构、对数据进行观点挖掘这几个方面来
优化设计策略。结论 信息可视化应逐渐从关注技术转变到关注使用者的需求本身，这个需求才是数据
成为有价值的信息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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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ntended to find the solu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target on complex data 

sources and huge amount of data. It analyzes several cases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projects, by applications of user 

research and interaction design theory. It summarizes the process flow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based on user requirements. It provides optimal strategies for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such as concerning with the in-

formation transmission itself,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to design the mental model and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and 

mining opinions from the data.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should be more focus on the needs of users other then technologies, 

which is the key to make the data being valu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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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飞速发展，随着数字化信息革命的浪潮

而来的，是随时随地涌向人们的海量数据，以及人们

快速理解和传播这些信息的需求。人们可以深切地感

受到，互联网带来的不仅仅是快速传播的新闻资讯或

亲友之间的便捷沟通，而且还有诸如热点新闻话题、

实时交通拥堵情况、实时公交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统

计数据”[1]。此外，以智能手机和可穿戴智能设备为代

表的、近几年发展迅猛的移动互联网，使网络上传播

的信息变得更多元化：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行为、

所处的实时位置以及各种生理指标等的数据都能被收

集，经过分析后再反馈给用户[2—3]。这些现象意味着信

息可视化设计以及服务的对象已经由专业人群变为普

通用户，信息可视化设计服务的重点由“以任务为中

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4]。 

“以用户为中心”是近年来设计界的流行词，

与之紧密联系的是交互设计这一新兴专业。1988 年，

交互设计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唐纳德·A·诺曼在

《日常生活心理学》中，首先提出了以用户为中心

的设计提法。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涉及到很多层面：

从思想宗旨上来说，强调在开发产品的每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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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要把用户列入考虑范围[5]；从执行方法来说，包

括竞争分析、焦点小组、问卷调查、访谈等；从流

程来说，包括需求、设计和评估 3 个主要阶段

（Michael Gaigg 总结了目前较为常见的 12 种研究

方法并进行了整理[6]）。结合实际项目经验出发，寻

找把以用户为中心的相关理论引用到信息可视化设

计的过程中的方法，针对从用户需求角度来优化设

计，从而实现提高信息可视化设计质量的目的。 

1  现状 

信息可视化的英文术语"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是由斯图尔特·卡德、约克·麦金利和乔治·罗伯逊于1989

年创造出来的，后来的 Ben Fry 和 Colin Ware 等人在信

息可视化的方法和流程方面都有较为完整的研究成

果。斯图尔特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才兴起的信息

可视化领域，实际上源自其他几个领域[7]。2003 年，

本·什内德曼又指出，信息可视化领域包含了图形学、

视觉设计、计算机科学以及人机交互，以及新近出现

的心理学和商业方法[8]。由此可见，信息可视化原本就

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对于这样一个高度综合性的跨

专业、跨学科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各相关领域的人都

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而另一方面却又使他们

相对割裂地在各自领域内对其进行研究。 

就计算机应用专业而言，会专注于如何高效地

获取和存储大数据、利用算法和模型进行数据分析

与数据挖掘、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动画对数

据进行呈现[9]。从视觉设计领域的角度来看，则更倾

向于把数据转化为具有某种含义的信息图形的设计

过程[10]。而在传播学领域，与视觉设计领域相类似

的同样关注信息图的设计过程，不过其重点则在于

达到更快速、有效、有趣并使人印象深刻的传播效

果[11]。 

可以看出，各个领域对于信息可视化的研究都

以各自学科背景和需要为出发点有所侧重，但在个

人开始被“大数据”包围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如何让可

视化技术更有效地为用户服务，会是一个有别于传

统研究方向的要求，而从用户的需求出发来进行信

息可视化设计，则可能是一个可以适应这一要求的

创新性的研究方向。 

2   信息架构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并且

已经被应用在各种设计场景中。而对于信息可视化

设计来说，应该使用哪种方法以及如何使用，则应

该根据具体数据以及应用场景来进行创造性探索。

从用户以及用户需求出发来看待信息可视化设计可

以发现，用户与数据之间存在一条认知的鸿沟，而

跨越这条鸿沟的最直接的桥梁则是信息架构。 

信息架构的概念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

国建筑师理查德·沃尔曼在“建筑实践中将建筑学与

信息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提出的信息架构 [12]。信息

架构表面上（或说执行上）是使所采集的信息与数

据形成树状结构的逻辑框架的过程。而实质上，信

息的梳理将有益于人们解读框架结构，也即把复杂

的数量庞大的数据形成可被理解的结构，从而为用

户与数据之间搭建起认知的桥梁。在这个过程中，

设计者需要对所提供的数据进行筛选分析，并根据

用户的需求和认知能力采用相对有效的信息架构，

让用户可以更快速有效地获取或解读信息。 

3  从需求出发的信息可视化设计优化策略 

3.1  从关注技术转变到关注信息传达本身 

在《信息之美》中，大卫麦克坎德莱斯以简洁精

美的图像向读者展现了繁杂、抽象的信息，并将不同

的数据进行有序的排列组合，将枯燥、抽象的信息语

言变得直观易懂，呈现为便于直观理解的、趣味十足

的视觉语言。然而，通过思考这些图形何以会变得有

趣就会发现，这些图形不仅仅是对原始数据的罗列，

而且还是或多或少加入了设计者的观念的表达。由此

可见，从阅读者的角度（或说用户的需求角度）来说，

更重要的不是数据本身或者具体数据的内容，而是在

阅读这些图形后能感受到什么，因此，在信息可视化

的呈现形式的设计过程中，可以更多地从希望表达的

含义和目的出发去进行设计。 

笔者指导学生创作的信息视觉化设计图，2012

年广州的空气质量见图 1，其背后的数据是 2012 年

广州每一天的空气质量（蓝色代表空气质量较好，

灰色代表较差）。在图 1 中，读者几乎看不到数字，

但是却能对 2012 年广州的空气质量有整体的了解，

并能从类似羽毛的视觉形式上感受到设计师希望表

达的人与空气的息息相关性。在此例中可以看到，

设计师对数据分析与加工的价值是可以超越数据本

身的，这也是从需求出发去进行信息可视化设计的

可行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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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 年广州的空气质量  

Fig.1 Air quality in Guangzhou in 2012 

3.2   根据应用场景来设计数据呈现的心理模型与 

      信息架构 

在探索寻找信息的过程中，人们习惯通过熟知

的方式来理解事物，并依据自己所需要的类别来组

织信息，确定各个信息的关联性。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所依赖的这种自身的心理特性，就是心理模型。

心理模型“是指人们通过经验、教训和教导，对自己、

他人环境以及接触到的事物形成的模型[13]。”同时，

心理模型也受到从众心态的影响，即所了解到的信

息符合大众的心理期望，但与个人的心理模型不匹

配时，人们还是能够接受并认同不匹配的信息。在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作为引导者，一

方面需要根据受众来选择或提供合适的心理模型以

及信息架构；另一方面又要适当突破受众原有的心

理模型，给阅读者带来感知新事物的乐趣。 

笔者设计的智能跑步机产品的手机应用界面

见图 2。在这个界面中需要承载各种层级的数据，

包括跑步距离的历史数据，消耗卡路里的历史数

据，本次跑步的距离，本次跑步的目标距离，本次

跑步消耗的卡路里，食物摄入量等。由于各种信息

庞杂而且时间维度有差异，要把这些信息在一个版

面内恰当安排需要有有效的设计策略。笔者从用户

的使用场景，即在跑步机上跑步以及该场景下的用

户需求作为出发点进行设计：把最后启动跑步机后

收集到的步数作为当前步数，显示在屏幕中央位

置，并且用百分比圆环的方式来提示用户本次跑步

距离以及还有多远能达到目标的关系。在屏幕下方

显示的是最近一周的历史数据，并分为前面一层显

示跑步公里数后面一层显示摄入历史记录，这样不

仅在时间轴上可以进行对比，而且还可以把消耗量

跟摄入量进行历史对比。这样的安排使信息呈现得

层次清晰，用户既能关注到关键数据，又能了解历

史数据的走势，符合在跑步这个场景下用户的使用

需求。 

 

图 2  智能跑步机产品的手机应用界面 

Fig.2 GUI of mobile phone app for treadmill with intelligent 
hardware 

3.3  对数据进行观点挖掘 

对数据进行分析并抽取出观点是信息可视化设

计的核心操作，后续的视觉形式设计都必须围绕从

这里发掘到的观点为中心。一些数据分析师会认为，

可视化只需做选择正确的模型以及分析算法去处理

数据，使数据间的关系可被呈现出来即可，应留待

读者去发现数据的奥秘。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割裂了

数据、信息与视觉设计之间的联系，会直接导致最

后得到的可视化图标仅仅是数据的堆砌，而无法有

质量地传递信息。 

 对于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往往内容会比较庞

杂，无论是从纵向的维度，即每条数据记录包含的

属性，还是从横向的维度，即数据的可用性，都会

偏离主题的内容，因此分析数据的第一步是对数据

进行过滤。而进行过滤的原则应该是从数据的使用

需求出发，筛选掉对最终需求无关的属性和无关的

记录。 

 进行观点挖掘，是对设计师的相关经验和思维

敏感度要求很高的一步，同时，根据不同的数据性

质、数据使用场景、用户的需求，都会有不同的数

据分析方法。在此分享一个笔者分析用户驾驶行为

数据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方法。 

这些用户驾驶行为的原始数据，是通过头戴式

眼动仪记录驾驶员在驾驶汽车过程中的视频图像，

见图 3。很明显，这些数据是非结构化的，而且是以

流媒体的形式存在，需要对其进行结构化处理才有

可能进行进一步分析，而结构化的依据则是驾驶行

为的关键流程，见表 1。结构化的方式是以每个细分

步骤作为分隔，截取出对应操作步骤的视频，然后

量度每个操作行为的时间以及视觉焦点的移动距

离。由于本次数据分析的目的是对比出不同车型在

用户驾驶过程中的优劣差异，在最终信息可视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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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头戴式眼动仪记录驾驶员在驾驶汽车过程中的视频图像 

Fig.3 Driver's visual images during driving recorded by head 
mounted eye tracker 

计时选择了对比各步骤操作的时长作为核心，驾驶

行为数据的可视化分析结果见图 4。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不区分使用场合和目的，由头戴式眼动仪自带

的软件系统在没有定义操作流程的情况下生成的视

觉焦点热点图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这正好说明了

在信息可视化设计过程中，从需求出发来进行设计

的意义所在。 

表 1  驾驶行为的关键流程 
Tab.1  Key tasks of driving 

主要任务 二级任务 具体操作 

设置 
空调 

空调大小 
空调风向 

座椅 
座椅前后 
座椅角度 

车载广播
频道设置 

频道储存 
更换频道 

频道转换 广播与音乐 

收听音乐 收听 MP3 
导入 MP3 音乐 

调节音量 
选择曲目 

通讯 
手机与车载终端匹配 手动匹配 

同步电话簿 语音拨号 
接听电话 点击接听键 

导航 

查找目的地 
周边设置查找 

路名查找 
选择路径 选择路线 

开始导航 
确定道航 
开启语音 
选择返航 

图 4  驾驶行为数据的可视化分析结果 

Fig.4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driving behavior data visualization 
 

4  结语 

从上述案例以及总结出来的优化策略可以看到，

信息可视化的设计过程虽然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也要

依赖一些计算机软件的辅助，但是在整个设计过程中

都需要设计师主导和深度参与。在这些过程里，决定

最后作品质量的并不是软件工具的应用能力，而是设

计师的数据解读能力、业务敏感度和视觉设计能力。

笔者以为，数据是死的，观点是活的，同样的数据可

能有多种角度的解读，因此，信息可视化的设计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需要创造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

说，把数据分析和信息可视化称为一门艺术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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