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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的认知与研究，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产品交互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发现人工智能给产品交互设计带来的革新、产生的新交互方式，以及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在产品交互设计

领域中的发展趋势。方法 以 AI 净饮机为主，小米智能家居和“小飞鱼”驾驶助手等设计案例为辅，全

面剖析在整个设计过程中的应用思考与表现。深入分析人工智能在产品交互设计中的实际应用。结论 根

据目前人工智能应用在各行各业中的现状，经过调研及分析其应用的技术手段，总结出人工智能如何驱

动产品交互设计的发展。另外，在产品交互设计流程和方法中，通过人工智能的介入，可以提高产品交

互设计的效率与用户体验。最终提出对传统产品交互设计的方式、方法、界面及信息构架等多维度的产

品设计概念的重新定义，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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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Product Interaction Design 

LAN Yu-qi, LIU Song-yang, WANG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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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product interac-
tion design through cognition and researc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ystem, to discover the innovation and new 
interaction mode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duct interaction design,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product interaction design in future. AI purifying and drinking machine was taken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entire design proces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inking and perform-
ance with Xiaomi smart home, Feiyu driving assistant and other design cases as supplement.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roduct interaction design was analyzed in depth.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in all walks of life, the technical means of its application a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and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 interaction design is summarized. In addition, in the product in-
teraction design process and method, the interven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 in-
teraction design and user experience. Finally, the traditional product interaction design methods, means, interactive inter-
face and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such as multi-dimensional product design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vision are proposed.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ystem; product interaction design; design application; future prospect 

如今，工业 4.0 已经全面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设计无疑成为与前沿的科学技术结合得 紧密的领

域之一。例如，阿里巴巴公司制造的“鹿班”可以在双

十一当天输出 4 亿幅 banner（线上页面广告）的设计。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对设计行业的革新有较大的影

响。在产品交互设计领域里，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

一种因科技而改变的交互方式被人们所接受。在万物

互联的时代，人工智能对产品交互设计的革命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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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以及它与人、机器、产品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本文

主要探讨的内容。 

1  人工智能概述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
AI。人工智能 早是在 1956 年的 Dartmouth 会议上
首次提出的概念[1]。从此以后，人工智能受到了较为
广泛的关注，其含义也逐步向外延伸。虽然始终没有
一个统一的概念定义，但其中的技术和内容并无差
异。在《人工智能及其应用》中，把人工智能定义为
是用计算机模型进行研究的智力行为，是一种能够执
行需要人的智能的创造性机器的技术[2]。目前的人工
智能实际上是与人类自然智力相对应的机器智能，是
一种能感知环境，并且 大化完成任务目标的设备。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的核心仍然是完成
用户任务。这与用户驱动、面向目标导向的产品设计、
交互设计没有本质区别，重点是完成任务的方式。人
工智能的逻辑是通过机器主动感知的，它通过对用户
任务非必要路径的删减和优化来帮助用户完成任务[3]。 

2  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的分类 

从现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来看，它所涵盖的内容
可以大致定义为 4 个部分，即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
理、图像识别和交互[4]。每个部分的功能实现都是基
于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且通过算法能力来驱使人工
智能从计算智能向感知与认知的方向发展。 

2.1  机器学习 

从概念上看，机器学习具体是电脑借助初始导入
的各项数据、信息和资料，对事物对象进行判断和有
效的预测，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可以自主学习并能做决
策的智能人。目前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
也是人工智能家族的思想“大脑”。机器学习的核心是
算法，其代表算法的有深度学习、人工神经网络和增
强算法等。正是因为有了核心算法，才使很多机器学
习的应用成为了可能。在这方面，使用机器学习进行
图片识别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超过了人类。 

2.2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是指计算机模拟人类逻辑思维进
行分析、理解，从人类语言中获取信息，并将人类使
用的交流语言变成计算机可识别的机器语言。目前，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是基于深度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改
变，而不是传统的编码程序。自然语言处理致力于建
立人类语言与机器语言转化的桥梁，用于转化文字、
分类识别、字数统计以及语音转换等。 

2.3  图像处理技术 

图像处理技术可以让电脑识别人类眼中的图片，

是对图像做出各种处理、分析和提取， 终识别要研

究的目标。在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方面，传统计算机

由于计算机自身的处理能力不足，直接进行计算会给

内部带来较大负荷。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处理技术，

通过网络神经算法，进行图像信息的处理，调整大量

内部节点之间的互连关系，可达到处理深度信息目的。 

2.4  人机交互技术 

人机交互技术主要体现在计算机与人之间的信

息交换中。传统的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互主要依

靠交互设备来进行，包括键鼠、手写设备、控制杆、

位置跟踪器、数据手套和沉浸感显示器等设备[5]。除

了这些基本的交互形式之外，人机交互技术还包括语

音交互、情感交互、体感交互及脑机交互等方面。 

3  人工智能重塑传统行业 

人工智能是 有可能继蒸汽机、电力及信息时代

之后带来新一波工业革命的技术。随着智能家电、穿

戴设备与智能机器人等产品的出现和普及，人工智能

技术悄然地进入了人们生活的不同领域，引起了越来

越多的关注。 

3.1  机器视觉识别领域 

机器视觉识别主要通过计算机和智能算法来模

拟人类的视觉系统，用于确定具体的位置、运动状态

以及识别物体的目的，以此来代替人的眼睛。由于物

体的种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化，所以机器对于人与物

的体貌特征的识别并不具备较高的准确性，仍需不断

的努力和研究。如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是汽车人工

智能领域 热门的方向。它使用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

别技术，感知驾驶环境、识别车内人员，并理解乘客

的需求。这颠覆了传统的人与汽车之间的交互关系，

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语音交互系统为用户带来了“快捷

方式”，做到了去“中介化”的用户需求服务，改变了

传统的界面驾驶产品的复杂性。 
在安防领域里，机器视觉识别技术实际上是解决

安防领域视频结构化、业务智能化以及应用大数据化

的问题。传统的安防系统通常是实时录制视频并同步

储存到内存中。由于存在大量的信息需要处理，所以

会产生高额成本，况且这种技术的处理效率并不高。

人工智能安防则通过机器学习和图像识别等技术处

理信息，根据不同的复杂环境，进行自动学习和过滤，

从而提高准确率，并对监控画面进行智能分析，采取

安防措施。目前，较为领先的有佳都科技、海康威视

和 360 等。 

3.2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是人工智能系统的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它是一门融合了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以

及数学的科学。虽然它是用于研究人们的日常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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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但并不是一般地研究语言，而是在于研制有效

的实现计算机自然语言的计算系统。这一系统包括对

词法的分析、依存句分析、词向量表示、DNN 语言

模型、词义和短文本相似度以及情感倾向分析等方

面。自然语言技术的本质是用来实现人与高级智能机

器、产品之间无障碍的对话。 
以目前的技术发展趋势看，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

用于智能家居、情感陪护机器人、自动驾驶以及个人

助手等领域较为广泛。例如，小米公司于 2017 年 7
月推出了小米 AI 音箱“小爱”。用户只需对着音箱说

出“小爱同学”几个字便可唤醒音箱，并与其进行语音

交流，完成多种预设技能[6]。目前，包括海尔 U-home、

阿里巴巴、腾讯和谷歌大部分科技巨头都已纷纷做出

了战略布局。 
在自动驾驶辅助领域，科大讯飞推出的“小飞鱼”

驾驶助手，见图 1，真正开启了无屏化交互的未来，

它集导航、电话、娱乐、聊天等功能于一体。融合回

声消除技术、阵列降噪技术、FM 发射技术等全覆盖

式的语音控制系统真正地解放了双手，让驾驶员的注

意力回归到驾驶。另外，国外领先的企业以谷歌和特

斯拉为代表，它们在自动驾驶辅助系统领域有着丰富

的经验。 
 

 
 

图 1  “小飞鱼”驾驶助手 
Fig.1 "FEIYU" driving assistant 

 
在情感陪护机器人方面，针对儿童的机器人通过

机器学习与儿童进行情感上的沟通。尽管市场上有很

多儿童陪护或情感交流这样的机器人产品，但事实证

明，情感陪护类的机器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个人助理领域的应用相对

较为完善。如微软小冰、苹果 Siri 和谷歌助手等产品。

目前，核心的智能语音技术已进入了成熟的发展阶

段，可以与人无障碍地进行人机交互，同时能够处理

信息并做出精准反馈。 

3.3  智能机器人领域 

随着智能化的发展，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 

智能科技产品广受欢迎。虽然智能机器人主要靠人类

操控，但是通过其本身不断的深度学习，它已具有独

立、较发达的“大脑”，能够独立决策、独立思考、自

我控制、准确回应和有效互动等。 
智能机器人现已应用在电商领域里。其主要体现

在智慧物流、智能个人购物助手和智能推荐引擎等应

用。例如，亚马逊、京东和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升级后端的供应链、物流、仓储和网

站导购服务等，很大程度上节省了成本。在为企业创

造更大利润空间的同时，也提高了购物效率，简化了

复杂的购物搜索程序。 
在医疗健康方面，智能机器人被用于帮助医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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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日常繁杂的工作，帮助医生诊断和减少误诊的发

生。智能机器人甚至还可以帮助医生进行手术，从而

提高手术精确率。例如，达芬奇机器人可以进行微创

等复杂的手术。 
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逐渐走向智能化与个性化。

通过深化机器学习，加强人工智能的情感感知，模拟

人的服务行为，实现对批量客户的个性化服务。其中

包括为用户提供各种金融理财、预测、交易和分析等决

策与监督上的服务，帮助规避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

管力度。以蚂蚁金服和平安集团的应用发展较为领先。 
通过以上对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分析，未

来人工智能将成为一类融入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社

会成员。试想人工智能对产品交互设计领域将会有什

么影响？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能在产品交互设计中

的应用也将成为必然。 

4  人工智能驱动产品交互技术的发展 

4.1  理念变化与设备升级 

人工智能给人机交互带来的改变是根本的，传统

的人机交互形式是从“输入到反馈”的不断循环逐步

过渡到“推荐到选择”的循环。人机交互也将由单向从

属关系转向双向训练关系。这种改变将重写“设计思

维、方法、流程、规范”。针对部分领域，传统物理

形态下的交互设备将逐渐被淘汰，使用更多的是语音

的交互方式。语音交互可同时满足多距离、空间的使

用，不会被触控和穿戴式等方式的限制。未来更多的

人机交互设备是以机器人为中心，代替人类的部分工

作，比如小米公司推出的二代“小爱”AI 音箱，见图 2。

它可以同时连接米家的多台电器设备，语音识别的准

确性更高，能够实现“一语多控和”的人机互联模式，

让传统的家用空调、电视、洗衣机以及冰箱等变得更

智能；微软公司的“小冰”情感机器人可以陪着老年

人、儿童，进行自然的对话、交流，成为 1 个真正的

家庭“成员”，真正地实现解放双手的人机交互。 
人工智能并没有以智能机器人所代表的 高水

平为终止。2017 年 3 月，硅谷科技风向标 Neuralink
公司，计划在 4 年内开发出首个脑机接口产品，用于

治疗脑部的疾病。他们通过研制生物相容性的植入神

经接口，实现将人工智能植入人脑，取代人类的自然

语言交流，实现颠覆性的智能人机接口技术，即脑机

交互技术。对脑机交互技术的研究还非常前沿，正如

电影《黑客帝国》的场景，如果实现脑机技术，人类

可以用意念控制一切，那将会是人类科技革命历史上

史诗级的巨变。 

4.2  人机交互的自主性 

未来的人机交互将全面提升自主学习系统化，它

包含主动推荐、主动学习、自身的进化、自身的免

疫。在这 4 个方面中，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 1 个概念。 
 

 
 

图 2  “小爱”AI 音箱 
Fig.2 "Xiao Ai" AI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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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是具有记忆性、选择性、匹配性及控制性的概念。 
美国有 1 个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其主要核心是

自主性和主动推荐。它通过指挥员助手模块，对当前

和过去的战场态势，进行自主性分析，并实时有效地

辅助指挥员进行决策，帮助部队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除此之外，百度的人工智能代理也是通过自主性学习

说话，类似于婴儿学习说话的方式。它与人产生语言

上的交流，通过模仿会话者来学习言语行为，掌握生

成字句的技巧。它也会向会话者发出声音，并根据会

话者的纠正和鼓励来自行更正言语行为，因此，百度

人工智能代理的交互自主性是旨在获取语言学习和

理解能力，形成自主的学习、记忆以及选择等能力。 
多年来，研究智能机器的自主和主动性一直是人

工智能科学领域的热点和难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能实现智能机器的自主进化与知识学习，为人类造福。 

5  人工智能技术在产品交互设计中的应用 

5.1  产品交互设计概述 

产品交互设计是一门关注交互体验的学科，也是

一种系统设计。由于交互系统的构成要素包括人、行

为、使用场景及交互技术[8]，所以产品交互设计与人

机交互的概念并不相同。人机交互属于产品交互设计

系统的一部分。产品交互设计的内容中包括界面设

计。界面设计更侧重于设计界面的形式，它是为交互

行为服务的，也属于产品交互设计的一部分。产品设

计会间接地影响 终的用户设计，而产品交互设计则

是 1 种基于技术手段将产品智能化的设计方法，它更

加注重交互双方的交互过程与体验感。 

5.2  人工智能在产品交互设计中的案例分析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语音识别技术、图像视觉

识别技术和家庭服务机器人方面较为突出，应用比较

广泛。借此，通过对传统家电设备的再设计，进一步

分析人工智能在产品交互设计领域的具体应用。 
传统家电设备的物理操作区一般在设备的某个

部分，属于半智能化，用户要完成一系列的操作才能

启动设备。例如，用户回家后，在黑暗中摸索灯的开

关，看电视需要遥控器来进行换台与娱乐等，这些都

是家用产品的困难操作。可见，传统家电设备还停留

在如何提高产品的物理属性，比如外观、颜色、结构

等方面；而人工智能家电则更加注重产品的交互体

验，在“人—机器—产品”三者之间建立了互通的交

互纽带。 
5.2.1  语音识别与深度学习技术在 AI 净饮机中的重

要性 

近年来，随着机器深度学习技术的不断突破，使

语音识别的发展跨越了一大步，使其成为真正能够理

解人类语音甚至是方言环境的系统。语音识别的核心

是让机器更懂得人们的需求、理解命令并采取特定的

行动和反应。目前，普遍流行的净饮机的功能按键较

为复杂，显示面板触控不精准，面板内容排列过于复

杂，有着主次功能按键不突出和按键大小相同等问

题，这样设计对于老年人无疑是造成了使用上的困

扰。另外，一些净饮机没有滤芯的更换提醒，导致滤

芯长期不更换，减少产品的使用寿命。通过语音识别

技术的逐渐成熟，完全可以取代可视化的物理按键，

植入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硬件，进而满足不同用户的

需求。用户通过对智能净饮机输入命令，语音识别系

统会自动识别声音，然后准确地回复，并进行下一步

的功能输出。例如，给出“我需要一杯温水”的指令，

会有“好的，马上为您准备”的反馈。除此之外，对开

机启动、水质监测，甚至是陪伴交流，人工智能技术

都可以胜任。 
此外，通过情感计算能够使机器更好地理解对话

意图与深层语义。情感在人类决策、社交、感知、记

忆、学习和创造力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

人类交流中，80%的信息都是情感的信息。从认知科

学的角度看，情感本身是智能的一部分。由于情感在

人类信息交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情感计算是

人机交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于机器学习的自主

性不断积累现实生活中的数据，收集如按时吃药的时

间、冲奶的时间及次数、用水的温度等情感化陪护需

求的数据。在基本实现与人对话的基础上，如何使净

饮机通过机器学习，建立 1 套可满足各个家庭成员健

康饮水习惯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在多样化的场景

需求下，针对特殊人群能够提出 1 套个性化的服务系

统。这无疑是对传统净水产品服务模式的一种创新。 

5.2.2  对传统净饮机功能的升级换代  

情感交互功能可以说是 AI 净饮机设计上的一种

创新，这种机器富有情感化的交互功能的观点，也在

唐纳德·诺曼的《设计心理学 3：情感化设计》中有

所映射。他认为：“未来的机器像人类一样需要情感，

当机器面对与人类相同的情景时，以应对复杂多变的

世界时，机器将需要一种情感——机器的情感 [7]。”
机器情感化是依托于“人工智能芯片+互联网”的形

式，控制人们所需要的功能，而且在满足基本功能要

求的前提下，可以拓展出其他的情感化服务功能。例

如，当家庭成员离开家时，它会提醒今天得室外温度

和天气，并加上注意增减衣物等话语；当家庭成员回

到家时，它会主动地向用户进行问候，并冲泡好温度

适宜的水。另外，当老人需要服药时，它能提醒老人

及时服药。针对空巢老人可以录制儿女的声音来代替

机器本身，无论是日常的对话，还是吃药提醒服务响

起时，使老年人产生一种虚拟的联想，感觉儿女一直

在身边照顾自己，从而得到情感寄托。针对孕妇群体，

它可以监测空气的湿度与温度，通过加湿模块的及时

调整，为孕妇提供舒适的环境；通过机器学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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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平时的用水量与次数，为孕妇制定周期的饮水计

划和营养调节方案，如水质的 PH 值调节、饮水量的

制定及提醒孕妇饮水等；孕妇所需的叶酸、维生素以

及药物等都可以放在净饮机上的置物盒里，方便拿

取，并对可其进行实时监控，防止孕妇食用过多或忘

记服用。 
此外，AI 净饮机上的全面屏不仅用于显示功能

运行的状态，而且是 1 个具有表情和语言变化的饮水

管家，“小净”AI 净饮机设计展示见图 3，根据用户的

连续输入做出具有情感化的反馈，而不是像苹果 Siri

一样的初级智能语音产品。目前的人工智能语音识别

技术可以实现重音、音调、音量和发音速度等自然语

言的变化。未来，具有情感化交互功能的智能净饮机

将引领净水产品的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当在超出 AI 净饮机的语音接收范围时，手机端

的 APP 是仍可以满足用户与机器进行交流的一种方

式。进入对话页面就能够进行语音交互和文字交谈，

APP 信息交流页面见图 4。当儿女在外工作时，通过 APP
就可以轻松、即时地掌握家中父母饮水和服药的情况。 

 

 
 

图 3  “小净”AI 净饮机设计展示 
Fig.3 Design display of "Xiao Jing" AI purifying and drinking machine 

 

  
 

图 4  APP 信息交流页面 
Fig.4  APP information exchange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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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还可以通过机器物联化将个人数据上传到

系统后台，经过大数据对其用户信息的分析，包括喜

好、生活习惯以及医疗保健等，将分析后的用户个人

信息进行打包、输入给机器，进而通过机器学习即时

掌握用户的情况，APP 部分功能界面展示见图 5。 
记录用户每日饮水的次数和用量，通过新增个人

信息，可以同时记录家庭中多个成员的信息，并能针

对不同的成员生成相对应的饮水报告。针对单身人群

和特殊人群，可以根据作息时间、天气变化以及身体

需求等，制定其饮水计划，也可以让机器对其作出建

议，并生成属于自己的饮水计划。对孕妇和老年人群

体，机器会再次录入用户的详细信息，比如怀孕周期、

孕后症状及情绪等，或者老年人的患病情况、用药时

间以及是否独居等。对特殊人群的具体信息进行分析

后，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方案。AI 净饮机还可以针对

不同城市的自来水和地下水进行质量监控。能够及时

地通知用户更换滤芯、调整用水的 PH 值，或提醒用

户通过其他方式来达到符合人体 佳的 PH 值。 
 

 
 

图 5  APP 部分功能界面展示 
Fig.5 Samples of APP feature interfaces 

 
通过对 AI 净饮机智能化的情感交互与手机 APP

的设计分析，体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家电产品的

影响和改变。通过实践证明，人工智能技术是能够使

产品交互设计的方式、方法及过程产生新的质变。 

6  人工智能对产品交互设计的重新定义 

由于交互技术不断地革新，为产品交互设计创造

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人工智能作为新型的交互技

术，扩展了产品交互设计的视野与维度，由此人机交

互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双向训练”的转变。这种转变将

对传统的产品交互设计流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6.1  对产品交互设计思维的突破 

从人工智能关联性上来讲，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

及架构人员的载体模型存在的，所有操作都有效配

置、合理分配权利与义务，以实现 终架构方案的

优解[9]。在明确交互方式之后，确定与之匹配的人机

环境，然后按照初始环节标准来完成交互方案。 

6.2  对传统产品交互形式的创新 

现阶段人机交互方式主要是以近距离和有效接 
触的形式得以实现， 后过渡到新型共生关系形式。

具体来讲，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和接触、点选等形式来

完成数据的导入与操控。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又进

一步拓展了小范围的控制功能，主要形式转变成智能

语音和图像识别等，不再仅是实体操作。在大范围控

制领域，更是可以使用语音和动作来完成指令输入。

如今，在高级的白电领域中，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

型人机交互方式已成为首选。   

6.3  对人机交互情感化的增强 

传统的人机交互无法理解和适应人的情绪或心

境，缺乏情感理解和表达能力，因此，很难期望人机

交互做到真正的和谐、自然。情感是智能的一部分，

而不是与智能相分离。通过生物计量传感器来测试皮

肤反应、脑电波、面部表情和其他情感数据，经过数

据的不断积累和自主性的机器学习，能够识别用户的

情绪状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微软开发的“小

冰”机器人，它的情感交互能力像人一样，使得它在

家庭场景中能够根据不同的人及其不同的身份、属

性，完成不同的应对，甚至对打招呼的话也可以做出

不同的回应。使得用户跟小冰用语音进行交互时，更

容易被打动，更容易被带入情感。这就是目前人工智

能在情感交互上的升级体现。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

能改变下的交互方式已经开始迈向感官交互的新纪

元。人机情感共鸣是人工智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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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对交互信息架构的优化 

在 GUI（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即图形用户界

面）时代，主体数据架构影响着流程和界面设计。随

着数据信息的爆发式上升，各类数据对载体的需求量

也应逐步提升， 终数据的架构环节会更繁琐与多样

化，体验投入也在逐步提高[10]。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阶

段，数据检索和指令调用可以通过以智能语音输入或

者特定关键词作为重要的手段来完成。这样不仅可以

使获得的信息流的准确性更高，极大提高用户的交互

效率，而且可以使人机交互设计系统更具有高兼容性和

延展性[11]，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增强了系统稳定性能。 

6.5  对传统界面设计局限性的扩展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产品以智能化

的形式来提升用户体验。在未来，这些产品都有可能

达到人机交互的效果，成为人机交互的媒介。交互界

面将会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实现其从“有形”到“无

形”的转变。另外，人机交互也逐渐从精准的交互形

式变成模糊的智能化交互形式，达到从机械到自然的

交互目的。 
产品人机交互的趋势发展是从无到有、从无序到

有序、从机械到自然的一个过程。在人机交互中，人

工智能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将用户的一些无意或模

糊的习惯识别成具体、准确的交互意图，并用自然的

方式来完成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而不是让人去适应

机器。由此可知，人机交互的过程是在建立一套语言

体系，使人与机器对话的过程。 

7  结语  

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分析与研究，人

工智能时代下的交互设计方式正在潜移默化地深入

到各个领域的应用中。以人工智能技术打破传统白电

的界限，对其提出以另一种尝试为主题，进行主要案

例分析，得出了智能机器语言下“能听会说与自然交

互”的高端白电的交互技术新形式，总结了人工智能

技术在各领域中所呈现的多模态发展趋势。 
为此，本文重新定义了产品交互设计，新型的智

能人机交互技术将通过智能语音和图像识别的方式

得以展现。智能化与个性化将是下一代产品交互设计

系统的主要特征。人与机器之间的情感共鸣将成为日

后人机共生关系下的主要核心，也是人机交互设计发

展的未来。虽然目前的人工智能还处于初期阶段，在

情感沟通的交互方式上仍有缺陷和不足，但未来，随

着人工智能和产品交互设计的高度融合，无论是在产

品交互设计的方法、方式、信息构架和感知层面，都

将围绕着“人机情感、人机共生、人机形式”的主题，

发展出多通道与多维度下的智能人机交互模式。这种

由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智能人机模式上的改变，也必将

影响整个产品交互设计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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