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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城市公共设施的未来发展趋势，并以交互设计为方向探索其更新与发展的主要方向与

策略。方法 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影响以及公共设施设计在其中的重要性，就交互设计与城市公

共设施的相关概念与联系展开探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交互设计在诸多方面对城市公共设施的重要影

响，如公共设施设计与人们的户外活动联系紧密、与城市历史文化密不可分、与城市环境相互促进等，

接着从使用的便利性、信息的反馈性、环境的融合性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应用探讨，总结出相关的理论经

验与实践尝试，对城市公共设施在未来的交互式设计方向的发展展开深入论述。结论 利用交互设计理

念更新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思路与实践，重新诠释公共设施在使用过程、信息交互、环境融合和载体创

新等方面的设计方法，不但使大众对公共设施产生了全新的使用体验，而且为提高城市生活的质量与建

设富有创意的城市空间提供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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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by Interaction Design 

XU Hui 
(Gingko College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Chengdu 61007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explore the main 

direction and strategy of its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with interaction design as the dir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modern way of life for people and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n it, related concepts and 

relations of interaction design and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were explored. On this basi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s of 

interaction design on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were discuss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and people’s outdoor activities as well as urban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and city environment. Then from the convenience of use, information feedback, environment 

fusion, its application was discussed in detail. Experience in related theory and practice to try were summ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action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future was discussed in details. Using interaction design 

idea to renew design idea and practice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reinterpret the design method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use process,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environmental integration and carrier innovation not only makes the public have a 

brand new experience on public facilities, but also provides more possibilit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and 

construct creative city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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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数字网络、云服务的飞速发展已经在无形

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日常沉浸在无线网

络、云端科技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便利、快捷以及愉快

的使用体验，于是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都有了更

高的要求。这就使得城市生活中那些传统的公共设施

难以满足公众的现实需求和更高的使用体验，很多情

况下，人们更愿意沉浸在各种信息服务类软件上，不

再十分关注公共设施的存在形式与价值。但从现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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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与

城市公共设施产生交集，有时还要形成一种生理与心

理的交互，甚至成为人们与自然和社会亲密接触的重

要载体，其存在并不是无意义的，而是在丰富人们的

生活，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更大意义上实现

对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因此，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

改变人们对公共设施的消极认知，让城市公共设施在

城市环境中真正与人、物甚至周围环境形成良好的交

互效果，使其充分发挥存在价值，成为了设计师认真

思考与探索的主要方向与内容[1]。这就要求设计师必

须深刻理解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目的与意义，结合交

互设计的内涵与外延，创造出与人们的心理及行为层

面相适应的公共设施，进一步明确未来设计的方向与

策略。 

1  交互设计与城市公共设施的概念和内涵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交互式发展方向是目前的

一大设计趋势，并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有

必要对交互设计与城市公共设施的概念与内涵进行深

入了解，为以后的设计实践寻找可以参考的理论依据。 

1.1  交互设计概念 

交互设计强调的是一种共存，这种共存建立在用

户与产品之间，要求设计能够满足信息传达、交流体

验等方面的现实需求，促成人与产品之间抑或人与系

统之间的各种对话，更大程度上实现人本设计，推进

社会性框架的搭建[2]。在发展过程中，交互设计已经

从一门专门化的学科发展成为涉及软件工程、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技术、计算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多方

面的跨学科式存在。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交互设计可

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形式、功能和科技之间相互作

用，有效推进人本设计的发展以及创造社会性框架，

既为人们提高了日常的生活质量，又为体验设计提供

了更多的设计思路。 

1.2  城市公共设施概述 

城市公共设施是一种公共性、服务性的存在，多

是国家政府为公众的日常生活提供的一些公关服务

产品，既可以是影剧院、博物馆、学校、医院等广义

层面的公共存在形式，又可以是交通设施、照明安全

设施、卫生设施、娱乐服务设施以及艺术景观设施等

狭义层面的存在形式[3]。这些公共设施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被认为是“城市家具”，不仅为人们的生活提供

了便利，还对城市的整体形象的塑造有着积极意义。 

2  交互式公共设施设计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公共设施设计的合理与否，不仅关系着人们生活

质量的高低，还标志着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与文明程

度的高低[4]。从这一层面看，将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作

为研究重点，结合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对城市公共设

施设计进行合理规划与设计十分必要。下面主要结合

城市公共设施的交互式设计存在的意义及价值展开

分析。 

2.1  与人们的户外活动联系密切 

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主体是人，无论是站在创造
者视角还是使用者视角，城市公共设施设计都要始终
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一切从人们的现实需求出
发，创造出更加合理的公共设施形式。交互式公共设
施设计就是这样的存在，其将人们的发展需求、感情
和感知力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同时结合不同人群的不
同生活习惯和不同爱好进行全面思考，并结合人们的
心理需要和舒适性需求进行了合理的设计，满足了人
们的行为特点和人体尺度的实际需求，能够更加有效
地促使人们参与到户外活动中来[5]。 

2.2  与城市历史文化联系紧密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与整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密不
可分，尤其是交互式设计理念下的公共设施更是在美
化城市环境的基础上，增添了一种文化内蕴，可以在
使用体验过程中对人们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充分展
现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利于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宣传与传承城市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展现更加独特的
文化品质。 

2.3  与城市环境互为依存 

城市环境与城市公共设施是整体与部分的存在
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两者之间互为依存、相互促
进，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必须要依存于城市环境，以和
谐共促为基本[6]。交互式公共设施设计很好地遵循了
这一原则，十分强调与周围环境及文化特色的融合，给
人们的使用带来了舒适的体验，值得深入探索与实践。 

3  交互设计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更新与发展 

从交互设计角度看，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必须能
够轻松实现使用过程中对信息的传达以及分享体验，
从而在公共设施与人之间建立更加多向、科学的信息
反馈，让使用者的使用更加便利、高效。从整体性视
角分析，交互设计理念下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必须遵
循以下原则，从这些角度进行更加完善的探索与实践。 

3.1  使用的便利性 

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人们的生活提

供便利，因此使用的便利性一直是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尤其在交互设计的影响下，这

一点更是有着重要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只有在功能性

和便利性方面得到了更大意义上的升华，才能更好地

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7]。具体而言，城市公共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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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使用便利性主要体现在人性化交互设计方面。在

当前这个开放的城市大环境下，人们对生活中逗留、

休憩的场所及设施有着更高的要求，希望能够有足够

的人性化的内容，从人的需求出发，实现尊重人、关

怀人身心的设计实例。公共设施的交互式设计同样可

以从人性化方向去设计与表现，更加安全、舒适、美

观、和谐地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的使用体验，并切实

体现出人性化差异的表现因素，让整个设计更加符合

现实需求[8]。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

使用群体在使用过程中的行为特点，从具体的材料、

结构、工艺及形态等方面综合考虑，避免所有可能存

在的安全隐患，让交互体验更加安全。比如，公厕、

娱乐器材、街头公用电话等公共设施就是交互设计的

重点对象，在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的使用人

群，除了成年人外，老人、小孩以及部分特殊人群都

是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的，否则就会造成一定的安全

隐患，不利于交互体验的实现。 

3.2  信息的反馈性 

信息的反馈性对很多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具体

到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信息的反馈性仍然是设计师

进行设计时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内容。除了积极为使

用者建立各自有效的互动体验外，设计师还要从更高

层面建立人与公共设施之间更加多向、对等、全面的

信息反馈系统，为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的舒适体验提

供助力，同时为人们的交流与分享创造条件，促使他

们更加积极地将信息分享给其他人[9]。第一，集约化

设计。所谓集约化设计主要是对公共产品进行归类，

以集约化的设计促使各种产品能够统一、有序，从而

为人们的使用提供便利。比如，对公共设施中的座椅

进行集约化设计时可以加大扶手处的使用面积，方便

放置笔记本电脑等，以便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使用便

利。需要说明的是，集约化的公共设施设计并不能被

认为是简单的收纳设计，更多的是一种宜人性的存

在，让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对其形成广泛的认可，从而

扩展到更大的使用人群，实现最大化的互动式利用。

第二，同理心设计。设计师要从使用者的角度进行设

计的全方位思考，充分发挥公共设施的交互式便利，

避免资源浪费[10]。比如，在进行公共设施的设计时充

分考虑各种情况与因素，适当增加一些救急工具，以

便应对一些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同时要设计规划好

空间和场地以及必要的紧急通报系统，防止出现不懂

得使用急救工具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从而使公共设施

设计更加完善，充分发挥其最完整的同理心设计意义。 

3.3  环境的融合性   

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必须与环境相适应，只有充

分考虑了周围的环境条件，才能在设计时进行多向考

虑，巧妙地融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如此既

可以给相关使用者带来更加轻松愉悦的体验，又能在

更高层面促进文化氛围和城市形象的塑造，让交互式

体验更加深入和有效。为了让公共设施设计与环境达

到理想的交互融合状态，设计师一直在不断尝试。比

如，公共信息亭的互动设计就与环境形成了良好的融

合[11]。一般情况下，公共信息亭多被置于充满喧闹和

干扰的环境下，其使用者也可能会与同伴一前一后地

阅读或利用公共信息。为了增强互动式体验，设计师

在设计时必须给予其充足的空间让人们聚集，避免出

现几个人甚至一群人为清楚地了解信息而滞留太久

的尴尬局面，相反，公共信息亭的体验化设计反而在

鼓励人们更长时间的逗留，以最大化地为使用者提供

便利，这让公共信息亭的设计变得更加科学，也与环

境的实际需求相符合，实现了理想的使用效果[12]。另

外，公共设施在环境中的适应性设计还表现在增加电

子设备方面。如公交车停靠站可通过设置听觉音效设

施、互动性看板，以及路面引导图示等，为人们的出

行提供更多的信息，便于人们更加轻松、快捷地找到

目的地与具体的路线，从而为使用者带来化繁为简、

由难变易的使用体验。这就是信息与环境实现交互的

结果，这种形式的公共设施设计才是真正实现了与环

境的良好适应。 

4  结语 

在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大环境下，城市公共设

施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再追求单一的使

用功能，更多的是将人机交互思想融入其中，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轻松与自由，并在不断的完善与发展中

逐渐得到社会的关注[13]。在这样的社会趋势下，城市

公共设施的交互式设计已然成为发展的必然。作为设

计师，必须对交互设计有深刻认识，挖掘其在城市公

共设施设计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开展

使用过程、信息反馈和环境融合方面的多方尝试，以

便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的具体需求，创造出顺

应时代发展的交互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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