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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寻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未来发展路径及其对交互设计方案的具体应用。方法 结合城市公

共设施所肩负的社会功能，分析其在现实中所凸显出的一些问题与不足，引申出实施交互设计的必要性

和可能性，接着从交互设计概念及需求出发，总结城市公共设施交互设计的注意事项，强调在这一过程

中必须要坚持做到符合城市气质，提倡以人为本，并以此为原则深入剖析交互设计在公交车站、商业步

行街、校园中的可行性及具体应用方法，探析城市形象建设中的多元化设计路径。结论 交互设计在城

市公共设施中的应用，能够优化用户体验，赋予公共设施更加强烈的便利性、功能性和协调性，使城市

公共设施更加符合信息时代公众的生活需求，实现更大意义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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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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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f urban public facility desig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terac-

tive design. Combined with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highlights in reality 

some of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y, and lea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cess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action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interaction design concepts and requirements, then it summarizes the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

teraction design considerations. It is emphasized that in this process, we must adhere to the urban temperament and advo-

cate people oriented, and take this as the principle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methods of interactive 

design in bus stations, commercial pedestrian streets and campus, and explore the path of diversified design in the city 

image constr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design in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can optimize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give the public facilities more convenient, functional and coordinated, making the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to achieve greate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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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这个日新月异、百花齐放的时代，人们的

生活总会不经意间受到城市面貌的影响，林立的高

楼、绚丽的霓虹灯、匆匆的行人和各种城市雕塑景观，

这些特有的属性使得城市的生活更加精彩与丰富，同

时也让人们产生了或惊喜、或忙碌、或轻松的感受[1]。

从这一方面来看，那些存在于城市公共环境中，肩负

着构建便利、轻松的城市功能，服务公众的各种公共

设施成为了不可缺少的公共资源，其合理与否直接决

定着用户的实际体验，是城市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是在实际的设计建设中，城市公共设施仍存在一些

弊端，如不美观、不和谐的城市建筑物、街道公共设

施，或者过于程式化，不考虑周围景物的公共设施，

并没有体现人性化的特点，不了解人的需求，其造型、

色彩、质感、结构的设计难免重复且缺乏价值，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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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者还会造成视觉疲劳，难以激发人们的使用兴趣。

尤其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提升，其对

产品认知与使用体验要求也有所提高，城市公共设施

设计正面临着新的挑战[2]。交互式设计强调用户与产

品使用环境的共存以及交互场所与空间的构建，要求

公共设施必须满足城市公众、公共设施及城市环境 3

者之间的传达、交流与体验。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那

些能够满足大众期望并能扩大用户潜在需求的交互

式公共设施设计已经成为了设计师的重点，并呈现出

不断扩大的趋势。 

1  城市公共设施交互设计应注意的方面 

所谓交互，就是以人为中心，强调人与产品之间

的交互关系，注重产品的可用性和用户体验。为了最

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求，公共设施的交互设计必须注

意 3 个方面的问题，以更加科学、有效的设计方式，

带给大众愉悦、高效和正确的体验，创造出一个安全

可靠的使用环境，让人们从中获得传达信息与分享体

验的满足。 

1.1  与城市的气质相符合，凸显地域特色 

良好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是一种城市符号，更是

一种文明的体现，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

还能渗透到人们的精神世界[3]。交互式设计是在这一

基础上的升华，除了要具备实际的可用性外，还要与

城市的气质和风格相符，因为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历

史、文化和地域风貌，鲜明的地域性和审美性能够给

人以舒适的心理体验，引发审美想象，从而更加凸显

人与产品之间的交互。 

1.2  以人为本，便于用户的使用 

公共设施的服务对象是人，其设计过程其实是一

种社会化行为，尤其交互式设计更是注重可用性，对

用户体验有着更加严格的标准，因此，设计师在设计

时要从大众感兴趣的事物出发，将人的认知规律作为

标准，结合经验、需要、兴趣、情绪和个性等方面，

尽量做到简单易学，以更加多的有效信息服务于各个

年龄层的人，让他们在“碎片化时间”里更好地与公共

设施进行交互，在节约用户设计的同时，带来良好的

用户体验[4]。 

1.3  发掘群众的价值，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 

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在当前这个大众创造价值

的时代，公共设施理应向着多元化、精细化发展，但

现实中很多公共设施的交互设计仍然倾向于“一对

一”，很少能实现“一对多”的交互。这就要求设计师

必须在掌握城市发展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鼓励群众参与进来，以巨

大的社会力量助推公共设施的更新与完善，让交互行

为更加便利和有效。 

2  城市公共设施的交互设计研究 

公共设施是城市的一部分，其优劣与否直接决定

着城市的形象与气质，因此，在交互式公共设施设计

过程中必须和城市的发展、人们的需求相统一。这里

即以公交车站、商业步行街、校园等空间中的公共设

施为例，探究交互式设计的发展方向及应用策略。 

2.1  公交车站公共设施的交互设计 

在科技水平迅速提升的社会大背景下，各种智能

化的设计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公交车站作为与大众

出行密切相关的方面，同样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智能

交互设计。比如，在公交车站的两个透明的玻璃板中

嵌入超大尺寸的 LED 显示屏，用户只要轻轻点击屏

幕上的图标，就能够检索公交线路、公交车的行驶位

置以及实时的拥堵情况，甚至还可以查询实时的天气

情况和周边的商场、医院、酒店等生活设施[5]。这样

的智能化设计最大限度地节省了用户的时间，在简单

的基础操作中实现了产品与人的交互，毫无疑问地成

为了未来公交车站公共设施设计的新趋势。麻省理工

学院设计的智能车站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个

设计最突出的特点是并没有将公交车站简单作为一

个闲置的概念装置，而是融合了十分丰富的综合信息

检索的强大功能。车站配备了触摸屏显示器，用户想

要快速找到目的地只要一个手指触摸即可获得到达

目的地的最短公交路线[6]。为了让交互性更加突出，

该智能公交站还可以辅助用户实现网上冲浪、社区交

流以及查询空气质量和城市环境的实时信息、下载公

共开放数据等功能。这样便捷的信息平台仿佛一个

“信息硬盘”，能够为大众传递信息。新颖的方式必将

改变人们对于传统公交车站公共设施的态度，成为城

市信息的最佳访问方式。 

2.2  商业步行街公共设施的交互设计 

商业步行街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可以说，一

个城市生活质量的高低，从商业步行街中便能看出一

二。如果在外出逛街感到身心疲倦时，四周没有地方

可坐，根本无法让人对这个城市产生好感，更不要说

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了。事实上，现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已经为公共设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丰富了设计

的形式和功能。其中，以满足心理情感诉求为基准，

注重人们在使用过程中的美感、情感的获取的交互式

设计便是其中之一。为了增强商业步行街公共设施的

交互性，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主要遵循两大方面[7]。

首先，以人为本。交互式设计的根本便是一种人性化

的设计，即以人为基本的出发点，强调人的使用体验，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创造宜人的休闲场

所，充分考虑到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不同群

体的不同特征及使用需求，紧抓细节、凸显交互，以

通用化的理念设计公共设施的位置、高低和功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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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步行街的饮水机可以设计成一高一低两个出水

口，在细节之处体现人性化的关怀，给人以舒适的使

用体验。休息座椅的设计可以在通用的基础上，增加

布帘，为哺乳期妇女提供隐蔽和便利，提升整体设施

的服务功能。其次，注重整体。商业步行街是周围建

筑、道路和公共设施的共同体，如果公共设施太过随

意或者过于突出，与街边的整体环境相悖，会让整个

街道空间缺乏和谐感和整体感，实现交互性的前提便

是做到设计的整体性，让步行街与周围环境相统一，

增强环境的美感。以商业步行街的公共座椅为例，其

十分强调公共性和交流性，在人们提供休息的空间的

同时，也强调交互，注重与环境的协调。鉴于此，很

多设计师在设计公共座椅时会考虑到商业步行街的

人流特点，将座椅的高度和靠背设计成最佳的倾斜角

度，便于使用者快速恢复精神和体力。另外，一些公

共座椅还会设计得比较宽大，再配合周围的休闲绿地

和整体建筑实现风格的统一，给人们带来更加放松和

惬意的享受，增添商业步行街的人文性和审美性。 

2.3  校园公共设施的交互设计 

校园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在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

底蕴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尤其是随着各大高校的建设

与发展，除了教学上的完善，校园环境建设同样获得

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8]。而公共设施更是因为与校园

的整体环境和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度成为了

校园文化环境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校园公共设施的

设计中，交互式设计同样得到了良好的应用。纵观我

国的校园建设现状，垃圾桶、路灯、亭台、电话亭、

雕塑、草坪、花坛邮箱、座椅、指示牌、花坛、雕塑

等公共设施已经获得了相当的重视，其在承担渲染校

园文化氛围作用的同时，还起着塑造个性化校园环境

的重要作用[9]。首先，文化属性。文化氛围的营造是

校园公共设施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凸显校园文化品格

的重要方面。比如，苏州大学校园的总体格局和景观

营造就十分重视文化属性的展现，其在设计中不仅将

整体的格局与校园文化紧密相连，而且开放性地融入

一些西方文化，用以局部点 ，既有传统文化气息浓

厚的亭台、雕塑、草坪，又有与众不同的西式元素，

使得整个校园的文化氛围浓郁又独特，给人带来了与

众不同的使用体验。其次，功能属性。功能性原则是

交互设计的中心，只有拥有了更加丰富和完善的功

能，实现了更好的用户体验，校园公共设施的存在才

变得更加有意义。其一，便利功能。饮水设备、垃圾

桶、自行车棚以及露天桌椅设施等，必须以便利为前

提，让使用过程更加简便快捷。其二，信息传达功能。

校园的广告宣传栏、校园示意图、食堂和宿舍等公共

设施要具备强大的信息传达功能，利用视觉、听觉、

触觉给师生带来更加明确的信息，提高校园的便利

性。再次，人性化属性。校园公共设施的设计要讲求

人文性，在人文性的基础上强化交互功能。比如，在

校园中设置一些自助系统，让师生可以在 24 小时图

书自助系统、自助银行系统、自助充值等系统的使用

中感到方便与快捷，满足他们学习生活中不同的心理

需求，实现公平与效率。最后，模块化设计。校园公

共设施模块化设计是儿童积木的延伸，强调对一组形

态进行多种构成，从而实现更加丰富的呈现形态，以

少变应多变。这样的设计方式更加迎合了学生对新奇

事物的好奇心，为他们的使用增添了乐趣，在完美的

体验中获得了身体的舒适和精神的愉悦。 

3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

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闲暇时间，他们总是渴望与

周围人之间进行交流，因此，城市公共设施在未来必

将扮演重要的角色[10]。一个合理的公共设施设计必须

是基于交互体验的，是能够带给使用者美好体验和强

烈归属感的。在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公共设施的合

理内容、形式和尺度，以个性化、舒适化、统一化的

特点丰富人们在使用过程中的体验，如此才能创造出

更加人性化、人文化的城市环境，提升整个城市的整

体形象，促进城市有序健康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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