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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智能汽车车内交互中的次要驾驶任务及其带来的周边交互体验。方法 根据注意力理论

定义周边交互含义以及周边交互设计内容，确定智能驾驶场景下周边交互体验的调研方向，对量化的周

边交互任务进行分类，并通过案例解析周边交互设计对于智能汽车交互体验的提升。结果 周边交互设

计能够减少注意力负担，为用户带来更好的驾驶体验。结论 研究认为，周边交互是解决驾驶环境中多

任务并行的重要交互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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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secondary driving task in the interaction of intelligent vehicle and its peripheral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attention theory, the meaning of peripheral interaction and the content of periph-

eral interaction design were define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the peripheral interactive experience in the intelligent driv-

ing scene was determined, the quantified peripheral interaction tasks were classified, and the intelligent vehicl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promoted by the peripheral interaction design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cases. The peripheral interaction de-

sign could reduce the burden of attention to provide users with a better driving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considers that the 

peripheral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teractive ways to solve the multi-tasking in driv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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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发展，汽车车内的交互模式从传统的

实体界面交互模式逐步向交互设计模式发展[1]。用户

在驾驶过程中需要与多个交互界面同时进行交互。智

能汽车车内对新交互技术的应用为用户提供了更多

的出行娱乐选择，并且满足了多样化的用户需求。然

而，在驾驶过程中，用户需要在驾驶环境及不同交互

界面之间多次切换注意力以完成对不同信息的接收

和处理，使用户不能集中注意力地完成驾驶行为，给

用户带来了消极的驾驶体验，因此，重新构建合理的

智能汽车交互方式对于智能汽车行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周边交互为解决驾驶过程中信息同时交互的

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进一步推动多种智能产品在驾

驶场景中的功能整合。 

1  周边交互的提出及周边交互设计 

1.1  周边交互概念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研究者提出计算机将成

为人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事物[2]。现代生活中无处不

在的显示设备与操作设备印证了这一点，随着生活场

景的不断智能化发展。交互屏幕数量也不断增加，大

量的交互信息使得用户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相关学

【选题策划：智能化趋势下的用户体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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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研究提出，根据在交互过程中的注意力资源占用

程度，可以将交互行为分为 3 种类型：（1）专注交互，

在交互过程中专注于控制设备，进行输出的交互行

为；（2）周边交互，潜意识中直接控制的不准确交互

行为（3）隐性交互，在潜意识中不直接控制由系统

感知情境而产生的交互行为[3]。 

本文中所探讨的周边交互行为只需要消耗少量
注意力资源，用户仍可以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中心事
物上。在人机交互领域对于智能产品周边交互设计已
经进行了类似的尝试，Darren Edge 在办公环境下设
计了可以通过圆形令牌的方式手动标记信息类型的
工作桌面，在实体交互界面的周边交互完成了多任务
管理[4]。Wolf 等人通过各种手势进行简单快速的计算
机输入操作系统[5]。肖亦奇根据用户的注意力水平完
成了对于手势交互的设计[6]。在设计中以周边交互的
形式协助完成交互任务，提高了用户在不同场景下交
互效率及舒适性。 

1.2  周边交互设计 

周边交互设计是当用户希望或者需要时，帮助用

户将人机交互过程中的中心注意力转移到周边事物

上。在进行周边交互设计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对周边交互需求进行整理和分析。 

1）周边交互时间。交互任务的时间是作为周边

交互设计的前提条件，不同任务的交互任务持续时间

具有差异。根据任务时间的长短，对于注意力资源的

分配方式产生影响[7]。正在进行的次要任务与主要任

务长时间并行，可以通过间歇性占用注意力资源完成

周边交互任务；次要任务与主要任务短时间并行，可

以通过任务延迟方式完成交互。 

2）周边交互方式。在多任务并行的交互环境下，

周边交互的注意力资源分配能够直接体现的多任务

交叉。主要任务能够稳定且持续支配大部分注意力资

源，而周边交互是通过与主要任务进行交替交互与并

行交互、交叉交互 3 种方式完成注意力资源的分配与

转移，见图 1。交替交互方式是在集中进行主要交互

任务时另一项次要任务正在同步并行，次要任务只需

偶尔关注；并行交互是不需要消耗大量注意力资源进

行交互行为；交叉交互是由外部环境或者个人想法所

触发的次要任务，需要临时和短暂占用部分注意力资

源进行安排和处理。 
 

 
 

图 1  周边交互方式 
Fig.1 The way of peripheral interaction 

 
3）周边交互需求程度。通常情况下主要任务对

于注意力的需求程度保持在交互任务的首位，然而周

边交互任务的紧急程度越高，对于注意力的需求程度

就越高。 

2  智能汽车车内的周边交互任务研究 

智能汽车是指通过打造先进传感器、控制器、执

行器等装置，运用信息通信、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部分或完全自动驾驶功

能，由单纯交通工具逐步向智能移动空间转变的新一

代汽车[8]。由于智能汽车尚未达到无人驾驶的阶段，

所以在本文中驾驶任务仍是作为智能汽车的主要交

互任务进行研究。 

2.1  研究方法和内容 

基于对周边交互概念的定义[9]，探索周边交互方

式在智能汽车驾驶环境当中存在的设计可能性。通过

问卷调研的方式，获取用户在驾驶行为过程中所发生

的周边交互行为。本次问卷的调研对象为 36 位具有

3 年以上驾驶经验的用户，调研内容是基于驾驶环境

下的用户次要驾驶任务的收集，并采用 5 点量表让用

户评价次要任务对于主要任务的周边交互需求程度

（1 点代表不干扰驾驶任务，不需要进行周边交互仍

可以顺利完成驾驶任务；5 点代表非常干扰驾驶任务，

不使用周边交互方式感到无法继续进行驾驶）和交互

时间（1 点表示不占用驾驶时间，5 点表示与驾驶时

间相同）进行调研。 

2.2  智能汽车周边交互任务数据分析 

通过对于问卷数据的统计得出， 有多达 88%的

用户在执行次要驾驶任务时，感觉到驾驶注意力受到

干扰，影响驾驶行为。用户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受

到多种次要任务同时影响，统计数据见表 1。在智能

汽车的交互环境中，用户不仅需要观察驾驶路面环

境，同时需要注意导航信息以及汽车车内仪表盘。这

种驾驶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干扰了用户正常驾驶的注

意力资源，次要驾驶任务的不良交互方式并没有给用



第 39 卷  第 16 期 谭浩等：智能汽车的车内周边交互体验研究 3 

 

户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10]，因此对于次要驾驶任务构

建新的交互方式，是智能汽车出行服务体验的重要设

计内容。 
 

表 1  常见次要驾驶操作任务比例及干扰程度 
Tab.1 Proportion and degree of interference in  

common minor driving operations 

常见次要 

驾驶任务 

选择人

数占比

周边交互需 

求程度均值 

交互时

间均值

接收驾驶导航信息 88% 2.1 4.8 

听音乐或广播 56% 2.5 4.5 

接打电话 41% 3.8 1.7 

观察行人 35% 2.8 2.6 

使用手机 18% 4.7 1.9 

喝水或饮料 14% 3.4 0.5 

切换歌曲/广播 4% 3.7 0.2 

输入导航目的地 3% 4.5 1.1 

其他 9% 3.6 1.3 

周边交互需求程度：1 点代表不干扰驾驶任务，不需要进

行周边交互仍可以顺利完成驾驶任务；5 点代表非常干扰

驾驶任务，不使用周边交互方式感到无法继续进行驾驶

交互时间：1 点表示不占用驾驶时间，5 点表示与驾驶时间

相同 
 

2.3  智能汽车周边交互任务类型 

根据调研结果整合驾驶次要任务的主要特征及

交互方式，将次要驾驶任务划分为以下 3 种类型：（1）

并行的次要驾驶任务，如在接收导航信息、听音乐/广

播等，这类任务出现的频次 高（占比在 50%~100%

之间），且交互时间 长（x̄=3~5 s），使用交替交互

的模式进行信息处理；（2）临时的次要驾驶任务，如

接打电、使用手机、输入导航目的地、喝水等。该类

型任务交互时间短（x̄=0~2 s），但对于周边交互需求

程度 高（x̄=3~5 s），在驾驶过程中过分占用注意力

资源，通常使用交叉交互的周边交互模式；（3）日常

次要驾驶任务，如观察行人等，是驾驶过程中常出现

的次要驾驶任务，用户对任务处理的注意力资源需求

以及交互时间需求处于中常状态（x̄=2~3 s），可以通

过并行交互的方式完成任务。 

3  智能汽车的周边交互设计案例分析 

随着各大企业不断对智能汽车进行研发，新的交

互技术在车内的应用有效提升了用户的周边交互体

验，在为用户创造新的驾驶体验的同时，提升了交互

的效率与舒适性，在驾驶过程中解放了大量的注意力

资源。 

对于不同类型的驾驶任务，智能汽车在设计和研

发的过程中针对非驾驶行为的次要交互任务提出了

新的周边交互方式，例如智能语音系统、手势操作系

统、一体化显示控制设备、HUD 抬头显示技术以及

AR 虚拟现实技术等。对比汽车与智能汽车的周边交

互方式，解释交互设计所带来的体验差异，见表 2。 

百度在其开发的智能汽车中搭载了自身开发的

语音交互系统——Apollo 小度车载系统，见图 2。该

系统的交互目标是在用户驾驶过程中，利用自然语言

对话的方式完成娱乐、服务等周边交互任务，并且通

过提高周边交互效率和交互舒适性达到听懂你、关爱

你、看懂你和守护你的出行体验。例如在听音乐时，

用户需要将手离开方向盘对触控屏幕进行点触的交 
 

表 2  汽车与智能汽车的周边交互方式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the peripheral interactive modes between automobile and intelligent vehicles 

任务类型 常见次要驾驶任务 汽车周边交互设计 智能汽车周边交互设计 智能汽车周边交互体验优势 

接收驾驶导航信息 
按键/屏幕触发/屏

幕视觉信息 

HUD/VR 显示/智能语

音 

语音指示、视觉指示与驾驶环境并

行，用户所接受到路线信息更加清晰

并行的次要驾驶

任务 

听音乐或广播 按键/屏幕触发 智能语音交互 自然交互、个性化推荐、情感化回馈

接打电话 驾 驶 交 互 与 直 接

交互并行 

智能语音交互 视觉信息转换为更易接收的语音信

息进行交互与反馈 

使用手机 驾 驶 交 互 与 直 接

交互并行 

智能语音交互/HUD 抬

头显示 

视觉信息分散化合理化分布，将部分

信息转化为语音交互信息，部分转化

为 HUD 视觉交互信息，不相关信息

进行智能过滤 

喝水或饮料 驾 驶 交 互 与 直 接

交互并行 

智 能 驾 驶 接 管 驾 驶 任

务 

解放用户疲劳驾驶任务 

切换歌曲/广播 按键/屏幕触发 智能语音交互 简单、自然语音交互指令 

临时的次要驾驶

任务 

输入导航目的地 屏幕触发 智能语音交互 简单、自然语音交互指令 

日常次要驾驶 

任务 
观察行人 直接交互 HUD/VR 显示 驾驶环境信息及时视觉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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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pollo 小度车载系统式 
Fig.2 Apollo Xiaodu vehicle system 

 

互，这给驾驶任务造成了隐患；而智能语音交互在不

影响专注驾驶任务的情况下，通过语言指令完成交互

操作，智能系统的语言识别能力以及情感化的表达方

式、个性化的内容推荐都打造出了更为自然的周边交

互体验。智能语音交互有效提高了驾驶任务的周边交

互效率，大幅度降低了周边交互任务与临时周边交互

任务所占用的注意力资源，提升了驾驶环境下的周边

交互体验。 

在智能化产品普及的今天，人们已经无法忍受复

杂的科技产品占用自己大量的注意力。虽然目前智能

汽车尚未实现完全自动驾驶，但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具

有主要任务的交互环境中，周边交互设计成为评价产

品体验优秀与否的重要条件。未来在追求极致出行体

验的环境下，如何与用户进行交互，减轻交互负担，

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  结语 

在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环境下，智能汽车对与周

边交互设计的更新和迭代，帮助用户解决了典型的多

任务交互问题。然而，随着汽车智能化阶段的不断发

展，驾驶任务的主要与次要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人们

需要更具有包容性的交互方式解决多重交互任务，因

此，对于驾驶环境下的周边交互设计研究，可以对未

来智能驾驶过程中的交互需求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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