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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数字化产品展示的信息架构优化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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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数字化产品展示应用情境，探讨了产品信息架构设计策略。方法  基于用户体验的

理论，从用户认知和产品信息组织两个对应的视角展开研究。从用户认知的角度，通过调查法归纳

出了产品的各项属性信息的受关注程度，并建立权重模型。从数字化展示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别

的产品信息在虚拟互动情境中的传达效应，总结出以视觉属性、社交属性等为核心的用户体验设计

策略。探讨了产品信息优化组织的方法，通过视觉设计和交互设计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虚拟展示设计

理念。结论  在数字化产品展示情境下，用户的体验是以信息认知为核心的，产品信息的架构设计

应基于用户认知心理模型构建，对视觉设计和交互设计的具体策略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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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ptim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Digital Product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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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nalyzes the strategy of produc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digital exhibition en-

viron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ser experience, both the user cogni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product information are 

studi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user's cognition,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of the property information of the product 

is summarized through the survey method, and the weight model is establish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igital displa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product information in the virtual interactive environment is analyzed, 

and the user experience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visual attributes and social attributes is summarized. Based on it, the 

methods of product information optimization organization are deeply discussed finally based on the actual case, through 

the visual design and interaction design reflecting the people-oriented virtual display design concept. In the digital product 

display context, user experience is taking the cognitive information as the core, product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design 

should construct based on the user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model,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of visual design and interaction 

design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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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苹果公司研发的 iPhone 手机面世并迅速

风靡全球，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将基于

触控技术的用户体验这一概念，提升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随着科技水平和网络传媒的爆炸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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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经济”的时代确实已经到来并融入了日常生

活中[1]。如何基于用户的体验评价来指导数字化产

品展示的信息架构设计，实现更高效人性化的信息

传播效果，成为产品交互设计上升为体验设计所面

对的一个核心问题。 

1  以用户体验为导向的数字化产品展示的

特点 

1.1  用户体验设计的演化 

用户体验关注的是人在使用产品时，与产品互

动的过程中带给用户的各种感官和心理体验，以及

这些反馈综合影响用户的作用机制[2]。基于用户体

验的设计是将用户的想法加入到产品设计方案中，

设计时通过人机互动的媒介形式，利用产品作工

具，展示场景作语境，将用户置身于良好的情境感

受中。用户体验的设计目标是使产品在特定应用情

境下呈现出更加人性化的特质[3]。用户体验是各设

计要素的综合体现见图 1。 

 

图 1  用户体验是各设计要素的综合体现 

Fig.1 User experience is the comprehensive embodiment of 
the design elements 

1.2  数字化产品展示特性分析 

用户体验设计在数字化产品展示中的地位上

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目前主要表现出以下特

点。 

1）数字化互动展示的方式重视用户的情感需

求，强调双向互动而非单向传播。无论是桌面级还

是沉浸式的虚拟现实的互动情境，在设计中都讲究

对用户探索行为的鼓励和合理反馈，允许用户自主

地展开探索和观看[4]。在此基础上，激发用户的创

造性思维，达到信息传播和交流的作用。 

2）数字化互动展示的形式能够超越常规的视

角，使用户对信息的认知更加接近内容本质。借助

虚拟现实的展示技术，通过超现实的视角，可以将

深层维度的信息进行再加工并进一步可视化，帮助

用户透过视觉表面认知信息的本质。这是数字化产

品展示的核心优势之一。数字化交互展示中的超现

实视觉传达见图 2。 

 
 

 

图 2  数字化交互展示中的超现实视觉传达 

Fig.2 Super reality visualization in VR 

3）在三维虚拟的展示环境中，产品不再是展

示空间中的唯一焦点。在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互动

展示过程中，用户的行为上升成为展示设计的关注

焦点。对于用户活动的规划显得尤为重要。用户体

验的设计可以从产品的展示目标和用户的内在期

待两方面入手。从产品的角度而言，展示信息往往

是多维多层次的[5]。数字化产品展示的信息架构见

表 1。 

表 1  数字化产品展示的信息架构 
Tab.1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digital exhibition 

数字化产品属性信息 

视觉属性 功能属性 商品属性 社交属性

材质、配

色方案、

浏览视

角、抽象

概念可视

化 

性能参数 操作逻辑 物理属性 

价格、促

销政策

用户评

价、应用

情境 

尺寸、功

率、分辨

率、硬度

操控方

式、运动

关系、工

作过程 

动力学特

性、质量、

速度 

 
对于数字化产品展示而言，如何将各种类别的

产品信息转化为可视化的元素，通过视觉设计和交

互设计进行表达，是重要的课题。方案规划时，应

该遵循认知负荷最小化和商品关键属性突出化的

原则，将交互操作的逻辑简明清晰地呈现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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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于 UE 的数字化展示设计 

所谓 UE（用户体验），关注的是用户在使用产

品时内在期望与实际感受的契合状况，表现为愉悦

度、耐受度、期望值和收益性。在产品设计过程中，

视觉传达设计师和交互设计师同时影响着产品的

UE 属性[6]。假如用户体验与内在期望差距较大，

挫败感会迅速积累，最终导致用户放弃对产品的尝

试。这里的设计案例为家电和数码产品的数字化展

示。量规将用户体验的概念分解为可用性、期望度、

导航易用性、信息有效性等。展示作品的开发经历

了 3 个版本。产品展示用户体验评价量规见表 2，

基于时序的用户体验评价量规见图 3。 

表 2  产品展示用户体验评价量规 
Tab.2 Evaluation of user experience 

 
可用

性 

期待 

程度 

导航易 

用性 

信息时 

效性 

反馈准 

确度 

操作

难度

拟真

度

2015 年 2

月 25 日 
8 4 5 4 3 8 6 

2015 年 3

月 25 日 
7 6 5 4 3 8 6 

2015 年 4

月 25 日 
6 8 5 4 3 8 6 

 

 

 

图 3  基于时序的用户体验评价量规 

Fig.3 Evaluation of user experience based on time series 

对于产品的互动展示来说，用户的内在期望可

以归类为权重不同的多种类别，例如价格、尺寸、

型号、材料、功能性、促销信息等。 

2  数字化产品展示中各要素权重分析 

2.1  展示信息构成 

数字化产品展示相较于传统的产品销售展示形

式，既涵盖了传统展示的要素，也带来了新技术特

有的展示方式。对于一个展示对象而言，用户的预

期主要包括产品的属性、产品的视觉特性、物理特

性、操作逻辑、社交属性等。各要素在用户内在期

待中所占权重是随着产品类型和用户习惯而动态变

化的[7]。这里采用数据统计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常见

的产品展示类型与 UE 设计目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

研究，基于产品类型的用户体验目标分类见图 4。 

 

图 4  基于产品类型的用户体验目标分类 

Fig.4 Classification of user experience goals based on product 
type 

分析图 4 可知，在商品的各种展示信息中，视

觉属性、性能参数和商品属性三者是用户关注度相

对集中的区域，其余各项属性的权重则与特定的产

品类型相关。性能参数和商品属性信息，通常用文

本作展示即可。视觉属性包含的信息相对丰富且多

元化，在设计时需要充分利用虚拟现实图形引擎的

现实和交互功能。 

2.2  视觉信息的数字化表现 

1）真实感三维图形实时绘制。在产品的数字

化 展 示 创 作 过 程 中 ， 通 过 基 于 虚 拟 现 实 引 擎 的

shader 编写，合理运用漫反射贴图映射、法线贴图

贴图映射及高光贴图和透明贴图映射，可以实时绘

制出光影效果真实的数字化展示场景[8]。 

2）超现实视觉传达设计。在数字化展示情境

中，虚拟摄像机提供的超现实视角，可以引导用户

超越固有的视觉认知局限，提取更深层面的知识信

息。数字化展示的这一构想性特点，需要在相机视

角、三维图形绘制、交互设计等层面综合运用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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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表达手法，才能达到基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的

视觉传达效果。超现实视觉传达设计见图 5。 

3）基于思维认知的视觉传达设计。在设计环

节，需要根据产品的类型和展示的目标定位，对视

觉元素进行设计。以汽车产品的展示为例：传动系

统的数字化展示，可以从超现实材质和超现实视角

两方面入手。 

 

图 5  超现实视觉传达设计 

Fig.5 Super reality visual communication  

3  要素权重模型下的展示信息分解与重组 

3.1  用户体验导向的信息架构搭建策略 

将信息架构定义为对产品的用途、属性信息的

条理化描述，以及对产品的功能模组和用户交互操

作的层级定义。在数字化展示情境中，通过三维交

互界面向客户展现基于立体空间认知的富信息体

验[9]，用户对于产品复杂信息的认知、理解和组织，

是数字化产品展示信息组织的核心。 

基于用户视觉体验的角度而言，UI-layout 界面布

局应该遵循统一性和认知负荷适度原则，保证用户在

同一产品的不同展示情境之间转换时，能保持信息架

构和操作逻辑的统一和关联度[10]。界面信息组织的关

联性原则见图 6，在车辆构造展示和车辆涂装展示两套

情境中，主体展示区和属性信息区的位置相对固定，

保持了信息架构和操作逻辑的统一，而更新信息区域

则随着展示情境的变化而实时更新，保证了交互情景

之间的关联度。从用户体验的角度而言，体现了按照

用户熟悉的视觉元素和界面布局进行信息组织的原

则，实现了视觉认知经验的迁移[11]。 

3.2  产品属性信息的架构组织 

信息构架 [12]的设计是以用户的心理认知架构

为基础的。基于用户体验模型的层级结构，将产品

的属性信息有机地组织成一个体系，帮助用户快

速、高效地定位所要查询的信息。数字化产品展示

的信息架构由 3 个要素组成：产品属性信息和功能 

  

图 6  界面信息组织的关联性原则 

Fig.6 Relevance of interface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模块信息、产品信息的层次划分以及产品信息的模

块化结构搭建。 

1）产品属性信息和功能模块信息。产品的属

性信息是数字化展示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客户关

注度的角度出发，常见的产品属性包括空间尺寸、

价格、功率、使用期限和性能参数等。属性信息

通常表现为数据的形式，通过数字、文字、图标

和符号等视觉符号进行表征。功能模块信息则主

要表现为呈组织结构（常见如树状结构）的数据

信息。 

2）产品信息的层次分解。产品信息分解的任

务主要是将产品属性信息和功能模块信息的内容

按照用户认知体验的心理结构进行层次划分。合理

的层次划分可以使用户的展示交互过程流畅舒适，

不会产生认知冲突和迷航等障碍。 

3）产品信息的模块化结构搭建。在信息架构

搭建过程中，基本的原则是将意义相近的属性信息

和功能模块信息组织在一起，界面布局的时候通过

模组或是多层次菜单的方式处理。从用户体验认知

的角度来说，通过将复杂甚至是多维的产品信息进

行降维和模组化归纳整合，可以降低用户在交互过

程中的认知负荷，节省视觉信息的通道资源，提高

用户响应的实时性和准确率[13]。 

4  视觉设计与交互设计 

数字化产品展示的设计，同样遵循展示设计

的形式美原则。背景设计遵循主次和前后层次分

明的原则。同时需注意语义相近的交互操作放在

相对稳定的屏幕位置，保持 UI 配色方案、透明度、

位置的统一延续性 [14]。研究案例在设计阶段，将

数码产品的展示情景作了划分，从买家和用户两

个角度展开。基于潜在购买者和用户对于产品信

息的关注侧重不同，展开交互设计。具体设计过

程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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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信息构架的设计是以用户的心理认知架构为基

础的[15]。基于用户体验模型的层级结构，将产品的

属性信息有机地组织成一个体系，帮助用户快速、

高效地定位所要查询的信息。在数字化展示情境中，

通过三维交互界面向客户展现基于立体空间认知的

富信息体验，用户对于产品复杂信息的认知、理解

和组织，是数字化产品展示信息组织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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