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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社会化情感中情感层次与界面设计模式的匹配。方法 依据情感引发和情感处理模

型，构建出社会化情感设计框架，延展出 3 类对象观感的视觉信息、行为引起的互动交流、事件引

起的关联意义的界面情感设计。结论 提出了事件共筑、行为共适、观感共识 3 个社会化情感设计

分支，并通过界面情绪图片映射实验验证观感共识情感设计有正向的支配作用，以丰富现有的情感

设计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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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Research between Emotional Social Mechanism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ter-

face Desig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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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match of social emotional level and interface design pattern. According to emotions 

trigger and emotional processing model, it constructs a social emotional design framework, including object perception of 

visual information interface emotional design, behavior caused of interaction interface emotional design, and event caused 

by associative meaning of interface emotional design. It proposes three social emotion design branches, including events 

building, behavior adaption, and perception empathy, also verifies interface affective picture play positive dominant role 

of perception empathy behavior mapping experiment. The finding can enrich the existing emotional design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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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设计都是情感设计，情感是外部情境与

内向意向、感受所映射构成的态度体验，是身心参

与、认知记忆作用下的复杂过程。交互界面、网站

等信息服务类产品同样包涵着复杂的社会化情感

需求。互联网使个体成为网络中具有扩展力的节点，

其背后巨大的社会推动力早已成为社会化情感发

生、维系、扩散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诞生的社

交设计指以社交网络为实现工具，鼓励用户参与、

共享、交流、协作的人际互动设计[1—2]。然而，从

个体创意到社会创新，如何依靠网络媒介构建亲社

会行为，如何设计集中于社会化情感层面的用户体

验，如何解决时空分离下社会化情感和自然情境的

缺失，已成为社交设计中亟待思考的关键问题。 

1  社会化情感设计的理论依据 

在众多情感论中，有一种基本情感论的观点认

为，人类的情感（绪）是由具有组织性的基本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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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基本情感具有原型模式，即存在着多种类型

的基本情感，而每种类型又包含着各自的主观情绪

体验、生理唤醒模式、面部表情及行为外显模式等

多种关键成分，通过组合形成了人类所有的情感[3]。

情感的作用与诱发模式常用“效价—唤醒度”来划分：

效价将情感划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唤醒度用

来区分情绪的强弱，唤醒度越大说明情绪越强烈[4]。 

由情绪感染理论可知，情感不仅能传递内心感

受，而且自身可以通过捕捉他人的情绪变化，这种

感知—模仿—回馈的循环过程，包含个体对文化环

境、语言联想、诱导机制等调节变量的理解[5]。情

绪即社会信息模型指出情绪具有社会参照效应和

人际效应，每种具体的情感都能传递对应的社会环

境信息[6]。情绪感染理论和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

不但为理解人际交往中情感传播机制给出了情感

信息的理论构想，而且同时转向群体内部个体间的

情绪感染交互作用研究。而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

流（CMC）环境下，社会信息处理理论认为，用

户 交 流 能 主 动 寻 找 表 达 方 式 和 关 系 信 息 来 适 应

CMC 的交流局限，情感同样可以在人机环境下相

互感染，只是感染方式与现实中面对面的交流不同

而已[7]。同时在 CMC 环境下，社会化情感与社会

认同、社会参与、社会临场感、动因理论、沉浸理

论等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在探索社会化情感设计的

过程中，情感设计通常是在不同情感需求上提出的

框架脉络，让情感唤醒要素设计具有目标性、情感

发展要素设计具有层次性、情感关系要素设计具有

角色性、情感交流要素设计具有激发性，以整饰、

系统化框架而非某种具体、局部的设计技巧。 

2  社会化情感需求层次与社交界面设计类型 

网络社交互动需要赋予界面拟人化、自觉敏感

的感官认知和行为能动，须着眼于展现社交关联互

动、情感连带的多向信息与行为的聚合，因此需要

将面对面交流中的语言、形象、情境、表情、情绪

转化为界面设计元素，从群体互动过程的角度对情

感设计与界面特征的对应关系加以理解。Norman

提出的情感处理层次模型[8]指出：本能层次情感为

即时认知的感官信息，对应的是界面的视觉形态；

行为层次情感为功能与效能，对应的是界面的使用、

效率和反馈；反思层次情感为自我形象和身份的思

考，对应的是关系的建立和时间维度上的扩展认知。

OCC（Ortony，Clore，Collins）情感引发诱因模型
[9]将情感依其诱因，区分为 3 个类型：事情引起、

行为（动作）引起和对象观感引起，用于模拟和创

建人机交互系统的情感推理。 

根据 Norman 和 OCC 的情感模型对应到社交

界面设计与情感关系形成可知，对象观感是视觉信

息刺激直接产生的情感层次，行为引起是物理刺激

与认知、图式匹配产生的情感层次，事情引起是刺

激物的物理属性以外的意义所引发的情感反应，修

订形成了用户情感诱发与情感层次匹配设计模型，

见图 1。 

 

图 1  用户情感诱发与情感层次匹配设计模型 

Fig.1 User emotional inducement and emotional level match-
ing design model 

 

1）对象观感——视觉信息的界面情感设计。

用户以情感为驱动对外界信息进行筛选和忽略，界

面设计组件若具有触发社交参与、社会临场感、社

交空间吸引的图片以及交互组件等设计元素，能使

用户感知到交互界面所表现出的人、事、物，并能

触发情感反应。 

2）行为引起——互动交流的界面情感设计。

社交界面应具有维持关系、发展友谊、感知群体等

围绕“人际交流”的情感表达、声誉成就、追随关注、

信息沟通的设计特征，如界面设计应在交流方式上

提供延时、即时、实时通讯，私密性、公开性、双

向的、单向的交流等多种层次的沟通支持。 

3）事件引起——关联意义的界面情感设计。

社交界面应具有群体协同下的、围绕“事”的合作、

分享、创造的设计特征，支持不同层面人际互动方

式和多种社会化分享的社交关联，产生群体认同、

角色扮演、关系信任等有意义的互动体验。 

3  网络亲社会行为的情感设计关系框架 

亲社会行为是一种行为实施者通过作用物与

行为接受者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互动行为，一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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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分享、合作、助人、抚慰等多种类型[10]，表现

为高社会性、互动性、互惠性、利他性，涵盖了社

会认同、社会支持、自我实现等社会意义和个人价

值的核心情感要素。社交网络催生出新的生产生活

方式，带动了“产品即媒介，媒介即社交，社交即

服务”的联动转换，是亲社会行为诱导下公共服务

的实现路径，也是服务设计的创新方向之一。而情

感是引发亲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中介，因此界面能

否为共情提供动机功能和信息功能是亲社会行为

触发的关键。 

结合上文分析，将亲社会行为与 OCC 模型的表

征进行逻辑上的对应，确定以亲社会行为意义和社

会价值为情感主线，可分为 3 种不同类型的情感分支，

即事件共筑、行为共适、观感共识，亲社会行为的情

感设计分支见图 2。其中，社会、认知、情感为社交

互动中的动机因素，通过事件共筑、行为共适、观感

共识促发社交行为构成交互意义单元，形成共适情

感体验、共筑情感体验、共识情感体验。以上对社

会化情感唤醒的刺激物划分为一个相当宽泛的研究，

就这里核心讨论的问题是情感介入社交界面设计，

研究主要方向偏重于界面的观感共识设计。 

 

图 2  亲社会行为的情感设计分支 

Fig.2 Prosocial behavior emotional design branch 

4  界面情绪图片与观感共识映射实验研究 

随着网络带宽的增加、大屏幕设备和图形化界

面的普及，图片通过大幅画面和吸引注意力的表现

形式，使描述的信息得以立体、真实、直接、准确

地传达，因其具备视觉和认知上的优势，已成为界

面设计中重要的设计元素。优势效应理论证明图片

的记忆好于单词记忆。Paivio 的双重编码理论和

Nelson 的感觉—语义模型都解释了图片的视觉特

征更具有记忆度和区分度，因此观感共识界面情感

设计的首要问题，是个体对图片再认时的感受性和

判断标准的问题。这里的目的是探讨在亲社会行为

的内隐任务驱动下，界面情绪图片是否存在优势效

应，并比较不同情绪图片的语义特征所诱发的用户

情感唤醒程度与反应倾向，为之后的亲社会界面设

计提供图片选取的依据。 

4.1  被试分类 

这里采用人口统计学、镶嵌图片实验和心理量

表测评相结合的方法，对目标用户进行实验。10 名

大学生自愿参加了本次实验，年龄在 19～23 岁（平

均 21.1 岁），男女各半，视力水平达到 1.0 以上。 

4.2  实验材料 

为了确保图片所表达的情绪唤醒层次的多样性

以及观感共识行为触发的针对性，以捐助行为为例，

实验材料为 6 种版本的带有情绪图片的界面（图片

来源于公共服务网站中具有激发亲社会行为的捐助

事件），测试图片示例和界面示例见图 3。根据情感

唤醒层次的触发条件，将图片的情感语义划分为 4

个评级：描述事件（正性情绪/负性情绪）、人际距离

（本地范围/全球范围）、受益主体（人物主体/动物

主体）和捐助意愿（高投入/中投入/低投入）。 

 

图 3  测试图片和界面示例 

Fig.3 Test pictures and interface examples 

4.3  实验设计 

本实验依照美国 NIMH（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情绪与注意研究中心编制的国际情

绪刺激图片系统（IAPS）的研究范式，根据 PAD

（Pleasure-Arousal-Dominance）的情感体验维度[11]，

从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 3 个方面采用自我报告

法对图片进行了量表评分，以愉悦度对应被试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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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特性，也就是情绪的效价；唤醒度对应情感激

活水平和心理状态；优势度对应个体对环境和他人

的控制状态，即捐助行为的支付意愿，三者的综合

评分成为最后该被试的观感共识指数。 

4.4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 2 个情绪刺激水平，即积极正性和消

极负性。6 种版本的图片逐个呈现在屏幕中，每张

图片呈现后，要求被试根据屏幕下方的量表，评价

观看过的图片。被试在某一维度上对图片进行评价

时，在从 1～5 的 5 个数字中，挑出一个最能代表

自己所感受的情感状态数字。以优势度为例，5 点

量表的数字含义为：5 表示“我会以高数额进行捐

助”，4 表示“我会以中数额进行捐助”，3 表示“我

会以低数额进行捐助”，2 表示“我会考虑是否捐助”，

1 表示“我不会捐助”。被试访谈，复述解释他们对

本实验引发的情感态度强弱或持有的不同观点。 

4.5  结果分析 

10 名被试观感共识评分均值，见图 4。根据 5

点心理量表的判断等级，以本地受益、消极负面、

人物图片的被试评分最高，说明此种类型的图片存

在着明显的图片优势效应。  

 

图 4  被试观感共识评分均值 

Fig.4 Participants perception consensus score 
 

根据数据的等距和对应关系的 3 种维度的情

绪图片容易构成捐助行为：负性情绪—动物受益—

全球范围—低投入、负性情绪—人类受益—本地范

围—高投入、正性情绪—人类受益—本地范围—中

投入。用户访谈表明情绪图片优势效应并非独立的，

而是与捐助的事件的紧急程度、受益人群的细分、

捐助行为的执行相关，但是被试认为情绪图片对于

引发观感共识有正向的支配作用，能吸引他们的注

意力和情感联想，提升亲社会行为的可达性。 

5  结语 

这里以亲社会行为获得的社会价值与意义为

情感主线，在情感诱发与情感层次上创造性地提出

了 3 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化情感设计分支，即事件共

筑、行为共适、观感共识，并以观感共识为例，结

合情绪图片的认知试验佐以印证，验证了观感共识

情感设计的有效性。需要说明的是，社交网络的情

感传播包括基于节点或关系的人际网络以及各种

互惠隐性关联，这种动态的传播机制对情感发展、

情感需求的设计又有怎样的连锁影响需要进一步

研究，这也为下一步社会化的情感设计与整合服务

的应用和研究成果，提供了新的创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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