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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研究明确意象图式在智能电视交互界面设计中的应用方法，解决智能电视用户界面设

计创新性与包容性的矛盾，推动智能电视交互界面设计的理论研究，并为设计师提供一种创新性、高效

的设计思路。方法 在充分解读智能电视交互界面基本元素及基本交互模式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学中的

意象图式理论并结合认知心理学，通过观察、出声思维、深度访谈等方法提取用户在智能电视界面操作

中的图式，结合具体案例将提取的图式应用到用户与智能电视的交互界面设计中，通过效果评估验证设

计方法的有效性与创新性。结论 综合运用左—右、上—下、部分—整体、路径及空间图式进行智能电

视交互界面设计，不仅能够提高智能电视操控的用户体验，还能解决创新性与包容性的矛盾，对提升设

计师的效率也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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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larify the application method of image schema in design of smart TV 
interaction interface,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ness in design of smart TV user interface,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design of smart TV interactive interface, and provide an innovative and efficient de-
sign idea for the designer. Based on full interpretation of basic elements and interaction patterns of smart TV interface, the 
image schema theory in linguistics was applied in combination with cognitive psychology to extract the schemas of user in 
the interface operation of smart TV through observation, thinking aloud, depth interview. The extracted schemas were 
applied to interface design between user and smart TV. The effectiveness and innovation of the design method were veri-
fied through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at last. Comprehensive use of smart TV interface design, such as left and right, up 
and down, part of the whole, path and space schema,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user experience of smart TV control, but 
also solve the problem in the above; and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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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与信息化水平的快速发展，电脑、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及其它移动终端浸入并改变着用

户的习惯，电视作为家庭娱乐中心的位置发生了变

化。为顺应这种趋势，电视开始向智能化、网络化发

展，功能与技术的发展要求电视的内容与操作更加丰

富和复杂，其软硬件（遥控器与操作系统）的结合操

控也比其它智能终端更为繁琐。同时，智能电视的用

户群体不仅跨越了各个年龄阶层，也必须面对各种感

知器官缺陷（视觉、听觉及肢体缺陷）的用户，这就

要求智能电视的界面设计及互动方式具有优良的包

容性。目前智能电视的界面设计与互动方式能够基本

满足中青年用户群体的需求，但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

问题：（1）遥控器按键繁杂，分组不清晰，常用功能

键和使用频率较低的按键没有明显区分，反馈较慢，

使用的术语和图形符号令人费解，用户较难直观理解

按键的用途[1]；（2）智能化与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使得

智能电视界面设计及交互方式趋向复杂化，对低龄

（6~13 岁）及高龄（60 岁以上）人群的认知方式及

年龄因素带来的视觉、听觉及知觉缺陷而产生的使用

问题重视程度有待提升。智能电视的本意是为用户带

来轻松和愉悦的使用体验，却因其设计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品的口碑。 

1  智能电视界面设计的包容性与创新性 

Britain Standard Institute 对包容性的设计要求是

抛开用户的个人背景、知识或能力因素，任何年龄阶

层的人均可以高效和满意地使用产品。包容性设计

1994 年首次出现于加拿大一次国际会议上，经过 20
多 年 的 发 展 ， 产 生 了 一 系 列 的 理 论 与 方 法 ， Fast 
Company 在 2018 设计大会上指出“包容性设计正变

得越来越成为共识”，Justine Lee 在 2018 年将其称之

为“未来的主流设计趋势之一”。包容性设计将目标

用户的规模和构成界定为有限行动人群，进而延伸到

重度残障人群和健全行动人群[2]。创新性设计则超越

了最新的、先进的和原始的艺术状态，由于产品的功

能性、情境性、演示性或交互风格，它们需要具有刺

激性、新颖性并令人兴奋[3]。 
智能电视界面设计对包容性有着较为迫切的需

求：低龄人群需要活泼、色彩多变及卡通风格的设计，

而 60 岁以上的人群不仅有着 74%以上的视力及辨识

度下降，对紫色、蓝色与绿色也较难清晰识别[4]，同

时对信息的辨识、处理、记忆、推理及逻辑上也有较

大幅度的下降。对这两类用户群体的设计，在字体、

字形、图像、色彩、逻辑架构均需要精心构思。包容

性要求在设计过程中更多依赖用户既往的先验体验、

背景知识与操作技能，互联网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

冲击则要求智能电视界面设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同

时为用户带来新颖的用户体验，两者融合存在一定的 

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常用方式是提供基于现实的交

互，将真实世界的物理、身体、环境和社会关系知识

应用于用户界面设计 [5]。这种方式存在两个问题： 
（1）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关系有相当一部分很难与用

户界面设计一一对应，有的可能产生对应上的歧义；

（2）现有的虚拟现实设备使用过程中存在高频、高

强度的操作易使用户疲惫的问题，低龄及高龄人群的

使用体验受到较大影响。 
市场需要一种创新的设计方法与理论，这种方法

既能更好利用用户的先验知识与技能，又能适应智能

电视拥抱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趋势，有机融合设计

的包容性与创新性。为此，需要尽可能追溯各年龄阶

层、各知识背景用户的共通之处，莱考夫等提出的意

象图式理论启发了设计思维。 

2  意象图式理论与用户界面设计 

意象图式是人类最基本的重复感觉运动经验的

抽象表达，是在视觉、动觉经验中反复出现的动态构

型[6]，也是人类心智模型理解和推理世界的第一个组

成部分[7]。例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一个地方到另

一个地方，在垂直的空间上下等，这些词不仅用来描

述地点，其蕴含的基本图式也可以用来描述抽象概

念[8]，比如 UI 设计中的音量高低调节（上—高，下

—低）等。意象图式具有无意识性、稳固性、普适性

与通感性的特点，无需刻意学习和意识努力就能自动

激活并发挥作用[9]。 
数十年来，意象图式理论在语言学、设计学、计

算机科学及认知心理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设计

学科中，意象图式主要通过其隐喻扩展发挥作用，它

不仅可以解决简单用户界面的设计问题及复杂的复

合隐喻 [10]，也可以用来评判现有的界面设计解决方

案[11]。马里兰大学交互实验室在 2002 年针对儿童与

数字图书馆的交互界面设计做了一定的研究；英国胡

弗汉顿大学和拉夫堡大学在 2005 年对服务交互做了

一定的研究；赫提尼运用意象图式理论建构了家用娱

乐系统并较好的融合了系统的直觉性与创新性；谭征

宇等 [12]在面向自然交互的声音通感设计研究中直接

引入了意象图式理论；徐永顺等[13]运用意象图式理论

进行了数字图书馆交互设计；熊兴福等[14]间接运用包

容性的概念进行了工业产品的设计。文献及案例研究

表明：国内外已有研究为基于意象图式理论的交互设

计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国外的研究较为系统，国

内研究偏重于理论研究及少量的产品设计，对基于意

象图式的智能电视交互界面设计研究较为罕见。 

3  设计实践 

在意象图式应用于智能电视界面设计的实践中，



第 40 卷  第 18 期 徐永顺等：意象图式视角下的智能电视界面设计 137 

 

文章主要采取了以下步骤：（1）对频繁使用电视的客

户群体通过操作过程场景观察法及使用访谈，提取相

关的意象图式；（2）将提取的意象图式与智能电视界

面设计整合，输出界面设计原型；（3）对输出的界面

原型进行模拟评估。流程见图 1。 
 

 
 

图 1  智能电视 UI 设计流程 
Fig.1  UI design process of smart TV 

 

3.1  意象图式提取 

图式提取是智能电视交互界面设计工作的起点。

为准确、全面、深入提取用户在操作过程中可能涉及

到的图式，本文综合运用了参考既往固定图式使用、

已有成熟案例迁移、用户使用场景调研的方式。2017
年 9—11 月对 23 位 6~13 岁的低龄人群，2018 年 2
月对 18 位 65 岁以上的高龄人群，同时期对中青年使

用群体的操作过程不间断调查。低龄人群以操作过程

观察为主，高龄人群以访谈辅以操作过程观察，中青

年群体观察为主，辅以访谈。同时借鉴笔者前期基于

意象图式构建的二手车交易系统及联谊系统。从中提

取出上—下、左—右、部分—整体、空间、路径等 5
类图式，每类均包含数个子图式。 

3.2  设计方案 

智能电视具有被动操作心态、距离较远、用户沉

浸度不足的特点，与节目的交互主要通过遥控器进

行，这一点类似于鼠标之于电脑，但灵活性及用户的

操作技能又略逊于后者，这也是智能电视界面设计与

APP 及网站设计的重要不同点。在设计的过程中，  
左—右图式、上—下图式、空间图式及部分—整体图

式得到了良好的运用。 

3.2.1  焦点设计 

智能电视的菜单主要有 5 种状态：正常状态、焦

点状态、按下状态、标记状态、半选中状态。考虑到

高龄人群视觉及色彩辨析能力退化的因素，设计中采

用了对比图式为主，辅之以空间图式及内外图式，具

体采用图式根据页面所处级别有所区分。主页中当某

一个菜单处于焦点状态时，反色并自动打开菜单内

容。进入二级页面时，去掉自动打开功能并对之进行

面积增大以能够明确辨识，原因在于没有人愿意自己

正在观看的节目被随意划过的菜单打断。这种处理方

式可以很好地避免当列表中存在较多项目时，导航焦

点一直停留在屏幕边角而造成的疲劳。鲜明的色彩及

面积对比及恰当的焦点菜单自动展开有效的减少了

用户操作、减轻了用户眼部疲劳。以水平排列的菜单

为例，其二级菜单焦点效果见图 2。 

 
 

图 2  二级菜单焦点状态示意 
Fig.2  Submenu focus state sketch 

 

3.2.2  主页设计 

进场页面采用了上下图式为主，辅之以左右及容

器图式的设计方式。主要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大

类导航区域，菜单排列次序依据为 IVideoTracker 在

2015 年做出的中国主要类型内容视频播放覆盖人数，

左下为区块式功能性导航模块，两部分交互均是处于

焦点状态时自动打开内容，右下为节目推荐部分，页

面显示一半表示可以通过遥控器右键查看其余节目。

实际操作过程中用户最多使用 4 个方向及确定按键

即可自由进行各项交互功能，有效减轻了用户手部疲

劳，效果见图 3。 
 

 
 

图 3  主页设计原型 
Fig.3  Design prototype of homepage 

 

3.2.3  搜索页面设计 

搜索页面历来是智能电视交互设计的难点，原因

在于智能电视通过遥控器操作，在输入时使用频率最

高的是 4 个方向键和确定键。为使用户体验最优化，

设计过程中要求用户仅使用方向键和确定键即可依

次完成输入-候选词选择-详情页进入-播放的操作。页

面设计中采用了以路径图式为主，辅之以空间图式、

上下及左右图式。使用过程中，采取首字母检索结果

自动出现并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方式。底部设置九宫格

与全键盘输入法选项，可通过遥控器上下按钮切换，

九宫格输入法延续了中青年用户群体手机输入法的

操作习惯，全键盘简单直观，适合低龄及高龄用户群

体。搜索结果展示页面分为两屏：第一屏为输入键盘

+候选词列表，第二屏为搜索结果+选择源和类型。选

择一个候选词会滚动到结果呈现页，默认焦点位于第

一个结果；按返回或向左移动焦点来回到搜索页。为

让用户明白内容没有显示完毕，无论候选词还是搜索

结果，最后一条都只显示一半，可以上下滚动。搜索

页面设计原型见图 4，部分效果见图 5—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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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搜索页面设计原型 
Fig.4  Design prototype of search page 

 

 
 

图 5  主页效果 
Fig.5  Homepage sketch 

 

 
 

图 6  搜索页面效果 
Fig.6  Search page 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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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播放页效果 
Fig.7  Playing page sketch 

 
4  效果评估 

原型及页面设计完成后进行了模拟评估，因智能

电视界面操作的特殊性，本文采用了以访谈为主，辅

之以微调后的 AttrakDiff 问卷。参照标的为在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工效学实验室进行的测试中取得

较好成绩的 3 款已经商业应用的产品，测试人数 5~13
岁 16 人，14~60 岁 16 人，60 岁以上 16 人。为保证

测试的客观性，将 3 款已经商业应用的产品对应功能

原型化，选取与实验室相同的 3 个典型任务进行测试。 
子任务 1：播放中央 5 套节目。 
子任务 2：搜索电影“红海行动”/“舌尖上的中

国 3”，进行播放。 
子任务 3：进入电影分类选择 1 部动画片播放。 
所有操作通过遥控器模拟。考虑到高龄及低龄用

户的生理特点，任务结束后，邀请用户根据任务执行

过程中的感受，依照满意度，采取访谈形式，由测试

员根据访谈结果为用户体验评分表中的相关条目进

行主观体验评分，主要从电视界面人机交互，认知、

情绪及推荐指数方面了解用户使用过程中的体验与

感受。测评结果采用 5 分制体系，与市面评分相对较

高的 2 款产品对比，本文案例编号为 A，市面案例评

分较高的三者依次为 BCD[1]，结果见表 1。 
 

表 1  4 款智能电视认知、情绪和推荐指数得分 
Tab.1  Scores of four smart TVs on cognition,  

emotion and recommendation index 

编号 
操作 

便捷性 
情绪 
体验 

推荐 
指数 

操作符号 
易理解性 

A 4.82 4.68 4.27 4.29 
B 4.79 4.58 4.17 4.66 
C 4.75 4.63 4.25 4.69 
D 4.33 4.21 4 4.31 

结果表明，在相同功能的操作便捷性、情绪体验

及推荐指数上基于意象图式理论设计的产品略高于

其他 3 款产品，在操作符号术语易理解度上略低于另

外 3 款产品。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原因在于该产

品原型及界面采取了较新的设计理论，与市面上现有

的产品略有不同，用户既有的使用经验对新产品有一

个适应过程，但操作效率并没有降低，同时也从另一

方面反映出基于意象图式的设计方法有较大的提升

潜力与研究价值。 

5  结语 

意象图式是起源于语言学的一个概念，通过隐喻

扩展可将之应用于智能电视及互联网产品的交互界

面设计。本研究通过案例证实了该理论支撑的设计具

有较强的包容性并较好的融合了创新性，该方法对智

能电视交互界面设计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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