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2 卷  第 6 期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3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265 

                            

收稿日期：2020-12-12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20JWZD18） 

作者简介：王建罡（1996—），男，天津人，天津美术学院硕士生，主攻视觉传达设计。 

通信作者：陈幼林（1956—），男，陕西人，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视触觉在公益主题交互设计中的价值 

王建罡，陈幼林 
（天津美术学院，天津 300384） 

摘要：目的 研究新媒体视阈下，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在公共艺术生活中发挥出的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

以及面临的挑战。归纳并总结视触觉在公益主题交互设计中的价值表现，探究公益主题交互设计的发展

方向。方法 从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在新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入手，梳理视触觉设计的发展脉络，分析

视触觉的感知维度，以及其对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在视觉美感、传播效果与交互体验等方面的提升；结

合用户的欣赏体验与精神感受，研究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在利用视触觉设计手段丰富交互体验的同时，

探究实现扩大用户群体、倡导关注社会问题、调节公众情感等价值追求的途径。结论 新媒体时代的公

益主题交互设计应兼顾视觉体验与情感传达，充分利用视触觉设计提升视觉表现力，在充实画面信息的

同时，推动公益主旨的传播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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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Visual Touch in the Interaction Design of Public Welfare Theme 

WANG Jian-gang, CHEN You-lin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aesthetic value, social value and challenges of public welfare theme interaction design in pub-

lic art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summarize the value expression of visual touch in public welfare theme in-

teraction design, and explore the way forward of public welfare theme interaction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interaction design of public welfare theme in the new media era, this paper combs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visual touch design, analyzes the perception dimension of visual touch, and its promotion for the interaction design of 

public welfare theme in terms of visual beauty, communication effect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the ap-

preciation experience and spiritual feeling of use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touch in the interaction de-

sign of public welfare theme. At the same time, it studies how to realize the value pursuit of expanding the user group, 

advocating to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problems, and adjusting the public emotion. The interaction design of public welfare 

theme in the new media era should give consideration to visual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make full use of 

visual touch design to enhance visual expression, enrich the picture information and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and sub-

limation of public welfare theme. 

KEY WORDS: visual touch design; new media interaction design; public art;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public wel-

fare design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新媒体媒介的革新和智能

终端的普及，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在传播媒介等硬件条

件上的制约被不断淡化。其作为传达公益精神的重要

媒介的公共艺术价值也在日益增强。以往对于视触觉



266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3 月 

 

设计的研究，多集中在视觉传达设计这个较为笼统的

范围上，当具体谈到视触觉设计时，学者们常将讨论

范围划定在包装设计和书籍装帧设计之内。伴随体验

经济的兴盛，新媒体时代的视触觉设计，更多体现在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屏幕上。新媒体视阈下，

视触觉设计的发展正深刻影响着公益主题交互设计

的前进方向。 

1  新媒体视阈下的公益主题交互设计 

1.1  公益主题交互设计注重社会价值 

公益主题交互设计是指以非营利性、公益性内容

为主题的交互设计。不同于传统的商业设计，公益主

题交互设计关注的不是如何盈利，也不以创造品牌价

值为主旨。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利用其强有力的宣传作

用、吸引眼球的独特魅力、发人深省的感染力，对其

所蕴含的公益主题进行大范围宣传，向社会公众传播

正能量、传统美德，甚至是防范风险的具体注意事项。

可以说公益主题交互设计与其他设计门类相比较，淡

化了设计本身所具有的商业价值与盈利诉求，更注重

的则是设计所具有的服务性与社会价值[1]。 

1.2  新媒体交互时代的公益传播 

当下，智能终端的普及前所未有地加强了人与人

之间的联结。全新的传播方式与交互体验应运而生。

新媒体交互设计以其精彩的交互体验刷新了大众的

认知。面对纸媒招贴、空间艺术等传统、经典的设计

形式，受众在浏览、接受信息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直是被动的接受者。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信息传达的过程中有来有往的信息交互逐渐成为可

能[2]。大众不再只是单纯地欣赏艺术设计作品，而是

可以慢慢参与进来。这种参与感与交互式体验前所未

有地唤醒了用户的“主动性”。以网易公益性环保 H5

为例，用户在交互式体验中了解到捕鲸行为的残忍与

恐怖，在阅读、交互的同时引发共鸣与思考，见图 1

（图片摘自网易反捕鲸公益 H5 公益交互设计《自

白》）。用户得到启示后，将 H5 作品进行转发与二次

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优秀的公益主题内容不胫而走，

引发了全社会对环保问题的讨论与反思。公益主题交

互设计要深入了解受众心理，确保价值观引导能够发

挥更加积极的作用[3]。通过调动大众的参与感与主动

性，公益主题交互设计使其公益内核的表达与传播达

到极佳效果。 

顺应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电子产品的更新与网络

速度的大幅提升，推动了公益主题交互设计的蜕变与

发展。当下，公益主题交互设计以技术为手段，结合

多种设计表现形式，服务于设计主旨，整合更多资源，

以实现立体化、多维化的内容传播[4]。可以说，公益

性交互设计正逐渐成为公益主题众多传播形式中不

可忽视的中坚力量。 

 
 

图 1  网易公益环保 H5 案例 
Fig.1  H5 case of Netease public welfa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3  公益主题交互设计面临的挑战 

纵览设计发展进程，科技进步带来了技术上的便

利。大众在接受信息及沟通互联等诸多方面不断萌生

新的诉求：期待感观刺激、盼望表达发声、渴望相互

联结。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交互设计作为信息互动、

内容传播的新兴媒介，形式愈发丰富，内容愈发多样，

其职能也在发生着诸多转变。交互设计的主题不再仅

仅局限于概念推销、信息传达。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在

忠于“传达信息”这一首要任务的同时，推广社会公

益性主题精神，极大地丰富了公共艺术生活。因此，

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下，信

息数据迅猛传播，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在新媒体时代也

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面对新媒体交互时代，

简洁直白的传统公益主题交互设计是否需要补充？

相应的，又该如何提升交互体验，从而使公益主题交

互设计的美学价值与精神内涵得到升华？ 

2  科技进步催衍视触觉设计的发展 

视触觉设计，即在用户体验交互设计作品的过程

中，设计师通过视觉设计手段传达出“触觉”这一感

官信息，将品牌与产品的质感、触感、温度，甚至气

质进行艺术化、视觉化、平面化的表达，从而达到全

新的视触觉交互体验[5]。视触觉设计为用户打开了一

扇接近品牌的体验之门，从而在新的维度上打破公益

主题设计作品的“光晕”——用户面对的不再仅仅是

一个机械的视觉设计系统，而是一个在视觉交互体验

上具有真实、可信的“触感”的“实实在在”的视触

觉交互体验作品。视触觉设计的视觉“触感”能引导



第 42 卷  第 6 期 王建罡等：视触觉在公益主题交互设计中的价值 267 

 

用户深度阅读、亲手“触摸”品牌信息，提升用户的

参与感，从而使用户共鸣感悟。 

2.1  智能终端的革新使画面细节充分表达 

以往的新媒体交互作品受到多媒体终端自身的

运算能力、屏幕尺寸与显示分辨率等制约。画面细节

在小尺寸屏幕上显得繁冗、细碎，很难清晰、有效地

呈现。伴随纹理细节导致的文件体量的增大，交互作

品需要较长时间渲染，降低了用户体验。随着智能终

端的革新，富于质感、纹理等精巧细节的视触觉设计

在智能终端的电子屏幕上得以焕发其温婉魅力。高分

辨率屏幕带来画面细节上的充实与丰富，而更强的运

算能力也使精彩的视触觉动效得以即时加载。 

伴随网民数量的飞速增长、网络硬件的进化，网

速的提升革新了信息交流体验。在互联网快餐化信息

时代，倘使交互作品在加载页面时稍有延迟，都会导

致用户的大量流失。因此新媒体交互设计作品追求

“小而精”的特点，简洁、扁平化的画面风格，既是

充分利用有限的数据加载体量上限得到的信息传递

效果最大化的最优解，同时也是面对网络条件和用户

耐心的无奈妥协。当下，随着网络设施的进步与 5G

网络新纪元的到来，新媒体交互作品得以摆脱网速的

桎梏。在短暂时间内加载更精细、更庞杂的交互设计

作品成为可能。也由此，设计师得以摆脱数据体量的

枷锁，可以采用更加精美、富于细节的视触觉设计语

言充实用户的视觉体验。 

2.2  屏幕时代的“触摸”式体验与视触觉设计 

屏幕作为众多多媒体媒介中最常见和最基础的

一种，在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内容表达的诸多方面都发

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可以通过智能终端的屏幕接收外

界信息，也可以在外出时看到室外各处公共屏幕，甚

至在等车的同时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屏幕灯箱。屏幕

如同空气一般充斥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甚至成为

人类社会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也许哪天外出时再也看

不到林立的屏幕，人们会不适应。人类生活在信息化

的新媒体时代，对于屏幕早就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屏幕特有的广泛性，也使其成为了传播公益主题的绝

佳媒介[6]。智能手机拉近了用户与屏幕的距离，使用

户得以看清画面细节，也催生了与之相关的“触摸”

式交互体验。 

当然，基于屏幕的“触摸”式交互设计，在享受

智能终端带来相应技术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

到了电子屏幕硬件条件的制约，即用户触摸的始终是

那块平滑的电子屏幕，短期内很难在技术上实现真正

的触觉变化。因此，当下基于屏幕的触摸式交互体验

是相对有限的，并且主要通过视觉反馈等方式来补足

触觉上的单调。相应的，如何运用视触觉设计在有限

的触摸体验中提升用户在交互过程中的使用体验，成

为设计师在设计交互作品时要着重考虑的着力点。 

 
 

图 2  《战疫之路》公益交互设计 
Fig.2  Xinhuanet public welfare interaction  

design “The Road of War Epidemic” 
 

2.3  视触觉在用户与作品各个交互环节中的价值 

首先，无论什么设计门类，精心设计的画面外观

都是吸引观众所必需的。在公益主题交互设计中，设

计师运用视触觉语言，将意图表达的公益主旨通过视

觉画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吸引用户目光。然而，吸引

目光需要的绝不仅仅是画面整体的视觉冲击力。在充

满纷繁视觉诱惑的新媒体时代，高清屏幕中呈现的画

面细节也至关重要，毕竟使用户“看到”仅仅是最初

始、最基本的一步，而通过富于视觉“触感”的画面

吸引和引导用户用手指“触摸”点击，则更加关键。 

当用户终于跨越了电子屏幕中各种喧嚣的视觉

冲击，愿意停下手指、“驻足”停留，点开公益主题

交互设计作品时，用户与作品的交互才正式开始。设

计师在画面中以视触觉手段，设置“按钮”引导用户

触碰和点击，并藉由整体画面、文字信息等视觉反馈，

实现用户与公益主题交互设计作品的信息交互。这里

的“按钮”是广义、包容的，既可以是以视觉上拟真、

“三维”、有“按压行程”的按钮，也可以是更加抽

象、写意的触摸引导。在用户点击“按钮”的过程中，

“按钮”画面也给予相应的视触觉动效反馈，从而使

用户得知自己的“触摸”被交互设计作品感知和记录，

对用户给出的信息加以实时回应。可以说，“按钮”

是交互过程中用户主动发出信息、表达情感的入口。

设计师可以使用视触觉设计语言，在“触摸”过程中

赋予“按钮”更多的内涵，如足迹、鼓掌、行进等，

助力公益主题的表达。例如《战疫之路》公益交互设

计，用手指触摸隐喻奔跑，通过画面的视触觉反馈将

用户带入了作品营造的交互体验氛围，见图 2（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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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假如母爱能够被统计》公益交互设计 
Fig.3  Public welfare interaction design of  

“If Maternal Love Can be Counted” 

图 4  《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交互设计 
Fig.4  Interactive design of “The Sixth  

Centennial of the Forbidden City” 
 

摘自新华网）。也正是屏幕上的视触觉设计引导了用

户肢体上的真实“触摸”，使交互体验变得立体，从

而引发奇妙的交互共鸣[7]。 

用户点击“按钮”后，整体画面加以回应，如

画面的颜色变化、文字信息的滚动、画面元素的行

进等，传达出与“按钮”对应的视觉交互反馈，以

表达相应的特殊含义。之后，继续引导用户“触摸”

点击下一个“按钮”，继续循环重复，不断刺激、

引导用户做出相应的“触摸”交互行为。根据事先

安 排 好 的剧情 ， 构 筑用户 在 交 互过程 中 的 思维历

程，从而使用户领悟到公益主题交互设计作品的精

神内涵。  

3  视触觉设计丰富交互体验 

3.1  视触觉设计感知维度 

在物理触觉领域，Shogo Okamoto 归纳了组成触

觉纹理的三个主要感知维度，即粗糙/光滑、软/硬、

冷/暖。相应的，新媒体视阈下的视触觉设计感知维

度也包括了视觉粗糙程度、视觉软硬度、视觉温度三

个维度。粗糙蕴含着沧桑斑驳的年代感，适用于历史

性公益主题的表达，而光洁冷静的视触觉语言则充满

科技感；柔软质地适用于情感沟通，而坚硬锐利的视

触觉语言更加庄重、严肃；视触觉温度上的冷对应的

是警示等有距离感的庄严、静穆等氛围，而温暖的视

触觉感受则对应母爱、奉献等温情内涵。例如《假如

母爱能够被统计》公益交互设计，在内容上，视触觉

设计所展现的内容，相较于传统简洁画面风格往往更充

分、复杂和多元，见图 3（图片摘自国家统计局）[8]。

相较于冷静、整洁的扁平化视觉风格，视触觉设计在

质感、纹理、材质等诸多方面有更多的灵活性。通过

多种材质、纹理质感的视觉语汇的组合与协调，视触

觉使画面跳脱出屏幕终端天生具有的扁平、二维的视

觉枷锁，让画面元素立体化、形象化，从而使画面整

体充满视觉活力[9]。 

3.2  多种视触觉语言营造画面整体意境 

视触觉为公益主题交互设计营造的画面整体意

境，是多种材质意象共同协调的视觉结果。设计师在

运用多种材质素材构建视触觉意象时，应考虑不同材

质之间的对比与互动。视触觉设计对于具体材质的表

现依托于用户的经验，即用户过去的触觉质感经大脑

处理转化为视觉触质感，这种间接视触觉质感对后续

的触觉质感产生了视觉期待效应[10]。也正是这种心理

上的期待，引导用户在面对屏幕中由视觉描绘的木

头、沙石、液滴等具体材质时，对材质背后蕴含的深

层情感产生相应理解。视触觉设计中，质感营造的视

觉体验是复合、融通的，很难用简单的“粗糙的”、

“光滑的”等形容词概括。每一种材质都有更深的精

神象征与文化底蕴。例如《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

交互设计，其背景纹理锦绣绢帛般的顺滑质感配合

主体画面古建筑的磅礴气势，传递给用户“历久弥

新”的视觉体验，见图 4（图片摘自故宫博物院）。

这种将繁复的传统视觉意象与规整、平滑的现代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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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相结合的手段，传递出了“古”与“新”的时间

跃迁内涵。 

公益主题交互设计作为传播公益主题的方式之

一，其基本职能是传播公益性主题，以公益主题为创

作的精神内核，让公益走进公众的心，并积极影响大

众的行为，劝人向善、向上、向前[11]。公益主题交互

设计的优势在于其拥有的视触觉交互体验，借助其特

有的视触觉设计语言，以形达意、以意传情，将公益

主题内容生动、形象且具体地呈现在公众的眼前，使

受众通过视觉接收到设计主体传达出的具体公益信

息[12]。因此，比起干瘪、直白的画面和文字信息，视

触觉带来的视觉美感提升让用户更加青睐，有助于提

升公益性主题的传播效果。 

4  视触觉感性语言引导情感共鸣 

近年来，随着社会美育的不断深入和用户审美

的觉醒，视触觉设计正逐渐成为传播公益主题最具

“艺术性”的设计语汇。公益主题交互设计既要“求

真”，又要流露“深切情感”[13]。交互设计作品最基

础，也是最根本的职能在于吸引用户体验设计作品，

引导用户在交互的过程中，逐渐领会交互设计作品

希冀传达的内涵，进而使用户对作品的公益主旨产

生情感共鸣[14]。公益主题交互设计所传达的精神情

感，与文字、数字等具体信息相比更加感性。视触

觉设计语言藉由纹理、质感的视觉化表达，使公益

交互设计作品拥有了视觉上的温度，从而使用户忘

记了自己面对的是扁平电子屏幕中的二维画面。视

触觉的运用使用户真正走进屏幕，走进公益主题交

互设计作品营造的信息交互语境，达到真正的情感

沟通与共鸣，并藉由视觉上的“感触”达到心灵上

的“感悟”。 

4.1  视触觉辅助揭露隐晦痛点 

公益主题交互设计面向的用户群体往往是整个

社会。因此，针对环保、工匠精神、传统技艺等社会

公益问题的讨论，非常适合由公益主题交互设计通过

视触觉进行诠释。那些摆在明处的社会公益问题是很

容易被关注，从而被及时解决的；而那些隐晦、难被

发现和关注的问题则往往一直存在。这些问题之所以

存在，很大程度源于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忽视，甚至漠

视。公众在生活中并不了解、从未经历，甚至从未知

晓这些问题，这才是难以真正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症

结所在。公益主题交互设计通过其独特的视触觉设计

手段，对难以言表的社会痛点问题进行图像化表达，

将这些隐晦、潜在的问题摆在公众视野中。例如《重

绘明日梦想》公益交互设计，正是视触觉设计助推了

公益主题交互设计针砭时弊，让公众知晓和了解了这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由视触觉感受产生共情，从而引

发公众对特殊社会问题的关注，见图 5（图片摘自 

 
 

图 5  《重绘明日梦想》公益交互设计 
Fig.5 Public welfare interactive design of  

“Redrawing the Dream of Tomorrow” 
 

UNICEF 组织）。在当下的网络时代，简单易用是提

升用户体验的重要因素和方法[15]，方便的传播形式也

能引起大量讨论与传播，从而促进公众社会具体、实

际的公益行动。 

4.2  视触觉提升亲和力与信任感 

艺术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虚构、人为的。相

较于平面广告、视频广告等更加“平面化”、“抽象化”

的艺术传播形式，大众参照经验在面对一个具体、可

交互与触摸的交互设计作品时，具有天然的亲切感与

信服感。人类的世界是三维、立体的，人们熟悉富于

质感、温度的事物。人们面对一个真实、具象的苹果

时，远比面对一个画面中的苹果时，来得更具亲切感

与信服力，即便画面的苹果再逼真、再完美。同样，

当人们面对一个真实可信的视触觉画面时，也会比面

对平面、抽象、人为营造的扁平作品时，更自在、

更亲切，也更容易接受[16]。其特有的沉浸式体验造

就其对受众的良好宣传效果，由身临其境造就的亲

切感与震撼感，使其公益性主题的传播得到极大的放

大。视触觉通过质感、纹理营造的意境是含蓄的[17]，

并不直接表明含义，而是留给用户主动解读。这种

出让解读“主动权”的表达方式并不是被动的，恰

恰相反，视触觉主动引导用户深入思考，并且牵引

用户的思维途径，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主动”地

领悟作品的精神内核。而这，恰恰是视触觉设计特

有的引导性与感染力，也使大众更容易接受作品的

公益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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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国抗疫图鉴》公益交互设计 
Fig.6  Public welfare interactive design of “Epidemic Daily” 

 

5  扩大用户群体与调节大众情感 

每当重大事件、重要时刻来临，每一个社会个体

都经历着、面对着这些挑战与机遇，因此公众需要情

感上的引导与调节。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具有广泛传播

与引发共鸣的效能，对振奋公众情感、调节社会情绪，

甚至是团结民族思想有着鲜明价值，见图 6（图片摘

自人民日报）。视触觉设计为不同审美能力、感悟理

解力的用户群体找到一种共通的视觉语言，从而辅助

公益主题交互作品扩大用户群体，让公益主题能够更

广、更深地传播[18]，鼓舞大众团结一心、充满希望，

激励共克时艰的勇气与决心。可以说，视触觉在公益

主题交互设计弘扬民族精神、培养文化自信等诸多方

面都具有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公益主题交互设计作为

传播正能量、宣传优秀文化的重要方式，无论是通过

多彩绚丽的外在交互体验，还是深刻具体的精神内

核，都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公众。通过视触觉设计语言，

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在公共艺术生活中的独特价值得

以升华。 

6  结语 

视触觉设计以视觉化的感性语言，回应了公益主

题交互设计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的挑战。视触觉设计的

多种感知维度为公益主题交互设计构建了画面整体

意境，补足了画面视觉信息的空白，使用户的交互体

验更加立体，引发了用户的情感共鸣。视触觉设计以

其特有的质感与温度、独特的感染力与表现力，推动

了公益主题交互设计对精神内涵的表达，从感触到

感悟，传播了公益主旨，调节了公众情感，在公共

艺术生活中感动了用户的视觉与心灵。同时辅助公

益主题交互设计的美学价值与精神内涵最终超越视

觉界限，跨越信息象限，为大众的内心世界照亮公

益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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