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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研究交互设计网络品牌动态视觉设计，解析视觉设计 3 个层次，在提取设计特质基础

上构建动态视觉认知模型，分析对网络品牌动态视觉设计的启示。方法 以文献资料法为基础，通过动

态视觉 3 个层次对比分析差异性，采用类比归纳法得到动态视觉认知模型，以案例法进行论证。结论 解

析视觉层次关系并构建交互设计动态视觉认知模型，提出交互设计应关注的要点——互动媒体切屏视觉

变化要考虑视后影响，以及从单一界面纯视觉至多界面动态视觉为复杂多变的物理过程，其中后者中需

显著关注的点有 3 个：单一界面处理应关注物象视觉符号的显著性，界面内容元素应有社会认知广泛性，

视觉动态设计要符合物体变化运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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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Visual Design of Network Brand in Interactive Design 

CHEN Yan-fei, CHU Xing-biao, TANG Tian-tia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three levels of visual design, construct a dynamic visual cognitive model 
based on the extraction of design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dynamic visual design of network 
brand,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network brand’s dynamic visual design of interactive desig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method, the difference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rough three levels of dynamic vision, and the dynamic visual cog-
nitive model was obtained by analogy induction and demonstrated by case meth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ual levels 
is analyzed and the dynamic visual cognitive model of interactive design is constructed to put forward the key points of 
interactive design to be concerned: the visual change of interactive media screen cutting should consider the post-visual 
influence and the multi-interface dynamic vision from a single interface pure vision is a complex and changeable physical 
process, among which there are three points that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latter o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visual 
symbols of the objec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single interface processing, the content elements of the interface 
should have extensive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visual dynamic design should conform to the laws of object change and 
movement. 
KEY WORDS: dynamic visual design; interactive design; network brand 

网络品牌是基于传统品牌在适应大数据基础上

加以必要的创新延伸，通过互联网进行应用，其视觉

设计趋向交互式操作界面的动态视觉设计，其中包括

智能化和人性化的双重需求[1—4]。视觉设计从平面二

维领域向交互界面新媒体领域转向，应用体验呈现出

静态向流动活跃的立体多维状分流，并冲破传统平面

设计要素的点、线、面界限，转向具有兼容时间、空

间维度的多维交互特征，而这一过程体现了设计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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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视觉流程[5—6]。视觉三层次决定交互设计动态流程，

也是构建动态视觉模型基础，由于模型中变量因素的

不确定性，导致设计仍需进行微量调整。网络界面的

动态性决定了互动媒体切屏视觉变化要考虑视后的

影响，因此，动态流程设计应进行平台界面、情境、

心理等多维度的综合考量。 

1  视觉层次认知 

1.1  本能层次 

本能层次是给人带来感官刺激的层次，以追求物

理特性为视觉目的，表现为用户对产品外形、色彩、

触感等产生 直接、较初级的情感接受[7]。眼球为基

础接受体，功能有视觉容量、视力、视野、双眼视差、

眼动，使用户在视觉感官上对设计作品产生心理上的

共鸣。对于一件事物的判断，人类的初级情感要快于

认知，因此在设计界面时，越符合大众本能水平的视

觉模式就越可能让人接受并形成惯性。交互动态效应

符合人本能的信息处理通道：从初级情感接受到认知

过程，从而提出科学认知设计方案，减缓视觉不适感。 

1.2  行为层次 

以初级认知形式为基础，视觉对刺激材料进行再

判断，这个过程属于行为层次。再判断对象为具有一

般形式结构物象，并对其进行视觉归类、内在感应。

一 般 形 式 结 构 是 物 体 呈 现 出 具 有 共 通 性 的 外 在 表  
象[8]，因此，对一个物象感知会替代其余的共性物象。

行为层次认知尽管也是物理过程，但其中生理因素占

据更多比例。生理因素更倾向于对产品解读，然而诺

曼认为产品具有好的功能是重要的，产品让人易学、

会用也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产品要能使人感到

愉悦[9]。因此，行为层次在动态视觉的交互设计过程

中应包含功能、可用性、易懂性和物理感觉，这 4 个

要素共同引导用户认知和操作，其中功能应优先考

虑，所以了解用户如何使用产品是首要的，易懂性有 
 

利于功能完善，物理感觉是产品的直接使用感，可用

性是使用户体验感方便和舒适。交互动态设计应符合

人初级认知后再加工的生理过程，并以此增强界面操

作的体验感。 

1.3  反思层次 

反思层次是通过大脑反映并依赖心理反馈的高

级思维活动，是对产品信息、内容、文化背景和审美

意向进行整体理解，在审美经验、情感归属、心理体

验方面产生更深层反映[9]。因为反思层次是决定用户

对某件产品整体印象优劣的判断终端，所以决定了产

品是所有功能的集合。心理认知是一个动态过程，主

要包括 3 个层次：（1）浅层认知重在分析三大属性；  
（2）中层认知是归纳认知标准；（3）深层认知应用

于设计，有两点价值不可忽略，一方面对于消费者来

说，产品应满足人们的情感诉求，另一方面关注产品

形象塑造与社会地位确立。用户所选择的产品的价值

不仅在于美观及实用，更在于它与用户之间建立的情

感连接，并反映用户审美、性格、爱好等。因此，交

互动态设计应符合人的心理认知并注重其情感需求，

以此增强用户体验的满足感。 

2  构建三层次视觉认知影响因素模型 

根据视觉三层次，提取内在影响特质因素并分析其

关联性，见图 1。视觉认知整体是从眼睛视觉到大脑反

馈的过程，其中行为属中间层，起到协调本能层和反

思层的作用。在认知流程中，行为既倾向于本能形成

客观认知，也与大脑反思和审美经验形成主观认知，而

主观与客观一起形成视觉认知整体。视觉认知整体中，

客观或许是不准确的，客观会受到行为、心理的影响

而产生视差，而主观与审美心理及情境联合在一起，

因此具有多变性。不准确的客观与多变性的主观使得

视觉流程充满变数，以此得出，视觉审美流程中多个

要素整合既有模型的完整性又有具体操作的特质性。 

 
 

图 1  三层次解析图 
Fig.1 Analysis of three levels 

 
以往对图 1 的创新特质提取仅停留在产品的客

观层面，即在注重外观引导的基础上加入人体其他感

官可感知的操作功能。人对视觉的感知是视觉认知活

动的第一步，当视觉器官对可见光进行感知，受到视

觉容量、视力、视野、双眼视差、眼动的影响，设计

往往停留在外观形式。鉴于人与产品的整个动态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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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感知器官实现的，因而交互的过程必定涉及人

们的行为。行为层影响具有功能、易懂性、物理感和

可用性特征。功能、易懂性和物理感受是相关联的，

主要表现在产品 直观的基础操作过程体验；可用性

主要表现在人们会提取产品中少量 有效的视觉元

素，在某些特定场合下进行认知再现。由此可见，生

理层的感知仅是视觉认知信号的传送过程。可见光刺

激—物理感知—生理认知，是客观层面 直接的视觉

认知方式，只有将客观层面与主观层面相匹配，即将

心理认知融入产品中，才能使用户产生良好体验，设

计出符合视觉动态的设计方案。 
当视觉认知信号传送至大脑并进行心理反馈的

高级思维活动时，基于设计带给人生活便利及舒适

感，主观心理认知层面具有三大属性：平衡性、简化

性、社会性。平衡性将不同视觉平衡与人的认知模型

匹配，从而达到一种稳定的视觉认知状态；简化性也

具有选择性，大脑会有选择地注意改变活动的事物，

从而忽略不变或者改变甚微的事物，如宁静的蓝天上

飞过一群大雁，视觉更关注雁群动向而忽略蓝天细

节，因此，可以关注物象视觉符号的显著性；社会性

包括所处时代的特性和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由此，

心理认知可归纳为四大标准：平衡和不平衡性相互转

换、可选择性、社会性、时代性。在动态视觉设计中，

以认知标准为依据进行视觉设计，可得出深层认知：

不同元素所代表的情绪符号与人的反思模型相匹配，

可以降低用户认知错误、减缓记忆负担和减短记忆速

度。根据色彩认知模型的研究方向[10]， 终整合物理、

生理和心理三大层面，从而形成视觉认知模型，见图 2。 
 

 
 

图 2  视觉认知模型 
Fig.2 Visual cognitive model 

 
图 2 从可见光的客观物理刺激到由浅至深不同

层次的主观认知过程，提炼出不同层次识别所对应的

影响因素。首先是本能层影响视觉感知，然后是生理

层对感知进行划分，接着浅层认知赋予了视觉不同属

性；其次，是中层认知归纳出视觉认知标准； 后是

深层认知基于认知标准进行设计应用，形成了从客体

上的原始可见光到主体上丰富视觉的认知过程。 
将视觉认知模型运用于动态视觉设计中，能 大

程度地促使人们的客观和主观产生双重共鸣，是交互

设计中网络品牌动态设计的必然趋势。 

3  交互设计中动态视觉设计模型及案例应用 

交互界面动态设计流程一方面强化视觉的全方

位概括，主要停留在单一平面和相对静止状态下的角

度，不仅要深入感官探索，还需涉及产品的使用情境、

加强人对视觉设计心理认知研究、熟悉网络平台特

质；另一方面，多界面的物理运动过程中，单一界面

处理应关注物象视觉符号的显著性；界面内容元素应

有社会认知广泛性；视觉动效设计符合物体变化运动

规律。 

3.1  互动媒体中切屏的视觉变化 

由图 2 可知，先天的本能是日常行为的基础，情

绪认知是行为操作的心理反馈。在交互设计中，用户

视觉在屏幕上停留 1~2 s 后便会切换，进而页面切换

中会相互干扰，所以互动媒体中切屏的视觉变化要考

虑视后的影响，即在二维平面设计时加入对时间流动

的思考。如京东商城在 banner 设计时，有意识地协

调每张图片的设计，背景色多为同一色系，共同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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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情洋溢的情感氛围，增加视觉上的和谐感，较

好地利用了在短时间内视觉流动过程中整体与局部、

相同与不同的关系，能够让用户在整体感知状态下呈

现一致的心理认知，见图 3。 
 

 
 

 
 

图 3  京东 banner 设计 
Fig.3 Jingdong banner design 

 
3.2  单一界面处理 

在单独界面中应考虑使用者的短期记忆负担和

认知速度，因此要利用鲜明的视觉符号引导用户关注

主要的内容。如在页面切换过程中，若两张图片为同

一色系，使用符号框或鲜明颜色突出重点区域，例如

苏宁易购在 banner 设计时，将重点内容用鲜艳的颜

色或方框勾选突出，从而引导用户视觉转向重点范

围，见图 4。考虑到用户在浏览过程中，视觉停留时

间短，界面元素的繁杂使用户认知产生负担，增加烦

躁情绪，所以处理关键信息时突显视觉显著性，将内

容分出主次，有利于不同信息层级的传达和认知，从

而较好地衔接了视觉和心理认知，减轻了用户记忆负

担，加快信息识别和认知速度。用户在快速切换页面

时，不会扰乱对主要内容的视觉聚焦，能迅速获取需

求内容，进而产生流畅的操作体验，避免在操作过程

中迷路而产生慌乱和烦躁的情绪。 

3.3  界面内容元素 

在动态交互设计过程中，社会性元素越多，产品

越容易被理解，从而起到一种导向作用。在设计页面

弹框时会使用社会公认元素进行引导，由于元素在界

面中具有流动和交互的特性，所以元素形象首先要符

合不同级别用户的心智模型，便于用户普遍认知和识

别，见图 5。如奥运会期间，海飞丝设计弹窗时利用

社会热点，进行品牌活动宣传，不仅与用户形成情感

上的共鸣，同时也提升了品牌的文化含量与深层内

涵。文化通道畅通有利于用户在等待信息转化的过程

中，通过动态视觉的变化消除烦躁心理，增加用户的

认知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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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苏宁易购 banner 设计 
Fig.4 Suning banner design 

 

 
 

图 5  海飞丝弹框设计 
Fig.5 Design of Head & Shoulders pop-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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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视觉动效设计 

动态视觉模型特效对设计整体的影响相对较大，

物体面积随时间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用户使用感受，因

此动态变化要根据真实的自然运动规律进行交互设 
 

计，见图 6。利用这一动态基本规律，例如 BOCCANA
进行动态页面设计时，红色花纹随着时间进行面积上

和形状的变化，基于花朵开放的物理运动过程，呈现

一种喷张的动态感觉，符合人在现实生活中可直观感

知的自然运动规律，见图 7。 

 
 

图 6  动态变化过程 
Fig.6 Dynamic change process 

 

 
 

图 7  BOCCANA 动态页面设计 
Fig.7 BOCCANA dynamic page design 

 
4  结语 

动态视觉设计以视觉为基础，受视觉条件的限

制，应结合生理感知达到准确的信息传送，满足受众

体验需求。网络品牌动态视觉设计中，从人对视觉设

计心理认知、交互操作情境及网络平台特质等多角度

出发，互动媒体中切屏的视觉变化要考虑视后的影

响；在复杂多变的多界面物理切换过程中，单一界面

关注视觉符号的显著性，制定出指向明了、易于感知

的视觉设计方案。同时，界面内容设计利用具有社会

性的元素，结合心理认知，以引起对社会文化等关注

与想象，从而激发用户认同感。在大数据信息时代，

动态视觉的设计研究还需注重媒介载体的运用，在动

态运动效果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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