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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了厘清情境感知的相关术语概念与研究发展动态，借助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工具，对情

境感知在交互设计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梳理。方法 首先，从多学科角度梳

理情境的定义、情境感知的涵义以及情境化设计方法。其次，运用文献计量软件 VOSviewer 以及 CiteSpace

对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文献数据进行分析。通过 VOSviewer 分

析国内情境交互的研究内容与研究热点，得到情境感知交互设计是目前情境交互领域研究的热点主题。

再结合 CiteSpace 对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情境感知在交互设计领域的研究发文数量分布、

期刊分布、合作国家分布、关键词共现、阶段性前沿热点进行梳理，总结了情境感知交互设计的研究趋

势。结论 情境感知和交互设计是近年来情境交互领域的重点研究主题，呈现逐年增长的研究趋势，以

美国、英国、中国为代表的研究最为集中，情境感知的研究逐渐从对概念的探究转向人机交互设计，未

来在人机交互领域情境感知的重点研究方向为对情境的感知绩效、设计决策、任务分析可视化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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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lated terminology concepts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trends of context awareness, 

with the help of visual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tools, the research progress,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context awareness in the field of interaction design are analyzed and combed. First, the definition of context is 

sorted out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e meaning of context awareness and the method of contextual design are 

sorted out. Second, Using bibliometric software VOSviewer and CiteSpace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data in CNKI database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 and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Through VOSviewer analysis of do-

mestic contextual interaction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hotspots, it is concluded that context awareness interaction 

design is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contextual interaction. Then combined with CiteSpace to sort out the number of publi-

cations, journal distribution, cooperative country distribution,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staged frontier hotspots of 

context awareness i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in the field of interaction design, and summarize the re-

search on context awareness interaction design trend. Context awareness and interaction design have been the key re-

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contextual interaction in recent years, an increasing research trend is showed year by year. 

Researches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England, and China are the most concentrated. The research on context 

awareness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conceptual exploration to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 the future, the key re-

search direction of context awareness in the field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s the study of context awareness per-

formance, design decision-making, and task analysis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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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完善，产品设计逐渐由信息化走向智能化，人机交互

的方式也由传统的单一模态交互逐渐向多模态交互

方向发展。虽然现有人工智能产品能够为人们提供多

样化且便利的服务，但是多数产品都是在被动地接收

用户指令之后提供信息服务，而对用户当下所处的情

境信息缺乏理解，容易造成用户体验差的后果。被动

的、机械化的人机交互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如

何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的、主动式服务成为提升用户体

验的关键。因此，情境感知对于人机交互设计的重要

性日益显著。智能系统通过对情境的敏锐感知，更好

地理解用户所处的情境，预测用户的意图并做出及时

的反馈，成为判断人工智能产品智能化程度、提升用

户交互体验的关键依据[1]。梳理情境感知在交互设计

中的研究动态及热点研究方向，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将

情境感知研究进展与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呈现，对于

更好地掌握学术前沿动态，把握学科发展走向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1  情境感知的相关概念释义 

1.1  情境的定义 

情境的概念在中英文语境中均有多种表达，在中

文的表达中有“情境”“情景”，英文中经常使用

“Context”“ Situation”，容易造成在理解和应用上

的困扰。梳理不同学科对于情境的定义，便于更好地

理解设计学科中情境的概念。情境的概念出现在美

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情报学与计算机科学

等学科中[2-3]，多学科下情境的概念梳理见表 1。 

早在 18 世纪，黑格尔从美学角度提出“情境

（Situation）”一词[4]，源自“戏剧情境（Situation of 

play）”，指的是戏剧或艺术中展示的人物与动作的环

境。 在 语 言 学 中 的 “ 情 境 ” [5] ， 一 般 英 文 中 使 用

“Context”，也称为“上下文”或“语境”。在社会学

中“情境”指个体行为与文化相结合的共同体[6-7]。在

认知心理学中“情境”是问题的物理结构与概念结

构，也是活动意向与社会环境[8]。情境出现在计算机

领域是源于对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的

研究，用来描述实体情况的集合[9-10]。在设计领域，

“情境”被定义为共同表征某种情况的一组信息的

集合，在该情境下期望产品或设备可以以适当的交互

方式呈现来满足用户的需求，并且，情境会随着人的

需求变化而发生变化[11-13]。 

1.2  情境感知的定义 

情境感知是在情境认知过程中的信息处理环节[14]，

关于情境感知的定义，最早由 Endsley M R[15]在 1988

年的人类因素学会上提出，他认为情境感知是对一定

时间、空间内的环境信息的感知、理解，并进一步预

判这些信息的变化状况。情境感知逐渐成为学术研究

热点是自 Mark Weiser 1991 年正式提出普适计算

（Ubiquitous Computing）的概念之后。情境感知是

衡量产品智能程度的一个重要角度，1994 年，Schilit

等人[16]提出通过计算机程序感知不断变化的环境并 
 

表 1  多学科下情境的概念梳理 
Tab.1 Conceptual combing of context in multidisciplinary 

情境 学科 提出者 时间 情境定义 

Situation 美学 黑格尔 18 世纪 情境是指戏剧或艺术中所展示的人物行为与动作的环境 

Context 语言学 Firth 1957 年
指语境，上下文；Firth 提出内外结合的语境，“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 

Albert Bandura 1987 年
情境不单单是指客观的刺激环境，同时也是个体对客观情境的认

知，即主体、行为、环境３种因素交叉互动才构成了人的行为 Situation 社会学 

William I Thomas 1996 年 人类行为与文化相结合的可供观察的共同体 

Situation 心理学 Barbara Rogoff 1990 年
情境既是问题的物理结构与概念结构，也是活动的意向与问题嵌

入其中的社会环境 

Situation Anind K Dey 2001 年
情境指任何可以被用来描述实体情况的信息的集合。实体的信息包

含人、产品、人与产品交互的时间、位置、活动等所有信息因素 

Context 

计算机科学 

Bazire 和 Brezillon 2005 年 情境是一些影响系统行为的约束，具有本性和结构 

Schilit 1994 年
情境包括人当时所处的位置、客观存在的物体以及这些事物和人

之间的联系 Context 

柳冠中 2006 年 情境由某人、某时、某环境、该环境下具体的需求共同组成 

Scenario 

设计学科 

谭浩 2006 年
情境是指人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某种活动的相关因素和信

息的总和，是一种在记忆中构建的心理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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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该环境下的用户行为，再根据这些变化和用户行

为提供符合用户需要的服务。2001 年，Dey[17]将情境

感知系统定义为使用情境数据向用户提供重要信息

或服务的系统，其中给定信息的相关性取决于用户任

务。2004 年 BYUN H E 等人[18]认为情境感知意味着

系统能够提取、解释和使用情境信息，并使其功能适

应当前的使用情境。Liu A 等人[19]认为情境感知是指

产品能够准确地解释其所处的独特环境，从而有目的

地执行适当的操作，并提出指导情境感知产品设计的

生物启发式设计框架（BID-SP），利用生物系统的情

境感知逻辑提出智能产品设计框架，以提高智能产品

的情境感知能力。 

1.3  情境化设计方法 

情境化设计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结构化设计

的过程，包含了需求获取和解决方案阶段、产品定义

和概念验证阶段。情境化设计最初由心理学家 Karen 

Holtzblatt[20]在 DEC 工作时提出，她认为工作中需要

一个结构化的设计流程辅助设计团队整合各个领域

的有效信息。之后她开发了情境化设计模式[21-22]，用

于捕获设计团队中关于用户任务情境的讨论，让团队

中的所有成员都能清楚地了解到任务情境的各个要

素。情境化设计在人机交互领域得到快速发展，对于

用户需求到设计需求的转化提供了一定的严谨性和

结构性支撑。情境化设计的流程总共分为 8 个步骤，

分别为：（1）实地进行情境访谈。情境访谈有助于在

设计前期了解用户的真实身份及工作方式，区别于其

他访谈方式，情境访谈是在用户工作时观察用户，并

在用户开展行为动作时询问用户的目的，形成对用户

工作的真实解读，达成用户与设计师的统一共识。（2）

团队解读数据，找到关键问题。将整个设计团队成员

聚集起来一起观看采访的过程，共同解读数据信息，

分享设计的观点，有助于下一步绘制工作模式图。（3）

制定工作模式亲和图。通过不同方式的工作模式图记

录用户的工作结构，从而找到用户行为的意图和动

机。（4）视觉化手段重新设计。建立用户画像，使得

典型用户具备真实性，帮助设计团队规划愿景。（5）

用故事板还原角色及任务细节。故事板可以描述用户

如何在系统中完成任务，并且可以呈现用户的任务步

骤。（6）设计用户环境，确保设计出的结构是适合于

用户的。（7）通过纸质原型进行模拟访谈。（8）最终

的交互和视觉设计。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分析国内外学者关于情境感知在交互中的研究

数据，以中国知网 CNKI 以及 Web of Science 为数据

检索平台。国内文献以中国知网数据库期刊论文为来

源，国外文献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来

源。本文采用 VOSviewer（1.6.17 版本）与 CiteSpace

（5.8.R3 版本）两种软件作为分析工具，将国内外文

献 库 检 索 导 出 的 文 献 进 行 可 视 化 知 识 图 谱 分 析 。

CiteSpace[23]和 VOSviewer[24]均为目前广泛使用的知

识图谱绘制软件工具，VOSviewer 操作简单，能够对

所选科学文献构建关键信息共现网络与密度分析，

CiteSpace 能够通过对时间切片的处理对文献共引情

况进行分析，并且可以呈现关键信息的发展趋势动

态。因此，结合两种分析软件对筛选的文献进行可视

化分析，可以更清晰地掌握情境感知在交互设计领域

的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25-27]。 

2.2  数据分析思路 

数据分析采用先发散后收敛的递进结构进行分

析，主要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分析国内“情境”

与“交互”相关文献数据，得到情境交互方面的研究

进展，确定情境交互在设计科学的研究热点为“人机

交互”与“情境感知”。具体检索步骤为：在中国知

网 CNKI 数据库中以主题词“情境”“情景”“交互”

为检索词，通过精确匹配的方式对主题词进行检索，

在来源类别中筛选 SCI 来源期刊、EI 来源期刊、北

大核心、CSSCI、CSCD 期刊，共检索到中文学术期

刊文献 1344 篇，剔除其中作者缺失文献 3 篇，最终

剩余 1341 篇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第二步，分析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以主题词“context- 
aware”and“interaction design”, “context awareness” and 
“interaction design”, “situation awareness”and“interaction 
design”两组词汇分别进行 3 次检索，并在高级检索式

生成器中进行 3 次检索的合并，使用“or”作为合并

逻辑，筛选 1210 篇文献并导出“全纪录与引用的参

考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文献数据来源检索信

息见表 2。 

3  基于 CNKI 数据库的情境交互文献计量

分析 

3.1  发文数量与年度分布 

发文数量是研究持续性与关注度的体现，发文数

量越多，持续时间越久，代表该领域的研究关注度越

高，发展越快[28]。结合中国知网自有文献计量分析系

统，对文献的发文数量、主题词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可以看到，情境交互类文献随着时间变化呈现逐

年递增的趋势，国内情境交互发文量年度趋势见图 1。

尤其是从 2010 年开始，每年文献发表数量均达到 50

篇以上，2020 年发文量达到 130 篇以上，呈现急速

增长趋势，可见近 10 年来关于情境交互的研究成为

学者关注的热点内容。 

3.2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可以体现研究的主要内容，关键词共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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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文献数据来源检索信息 
Tab.2  Literature data source retrieval information table 

 中文检索内容 外文检索内容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 

检索格式 主题=“情境”or“情景”and“交互” 
主题=“context-aware” and “interaction design”; or  
“context awareness” and “interaction design”; or  
“situation awareness” and “interaction design” 

文献语种 中文 英文 

文献类型 
SCI 来源期刊、EI 来源期刊、北大核心、

CSSCI、CSCD 期刊 
Article 

文献筛选 剔除作者信息缺失文献 剔除重复文献 

精炼结果 1341 1210 

 

 
 

图 1  国内情境交互发文量年度趋势 
Fig.1  The annual trend of domestic contextual interactive postings 

 
次数越高，代表在该领域中研究主题越聚焦，反映了

研究者在该领域关注的热点方向。采用 VOSviewer

对 1341 篇知网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情境

交互领域前 20 个共现关键词，见表 3。可以看到，

人机交互、交互设计、用户体验与情境感知是情境交

互研究领域热度最高的词，说明在包含情境的交互领

域研究中，主要是人机交互与交互设计，并且情境感

知与用户体验密切相关。情境感知能力是衡量人机交

互智能化程度的标准，也是判断用户体验满意度的关

键指标。罗仕鉴等人[29]提出了用户体验设计的情境维

度，分别是问题情境、求解情境、结果情境，并构建 
 

表 3  情境交互领域前 20 个共现关键词 
Tab.3  Top 20 co-occurring keywords in  

contextual interaction 

序号 关键词 共现次数 序号 关键词 共现次数

1 人机交互 37 11 交互 15 

2 交互设计 36 12 具身认知 15 

3 用户体验 35 13 泛在学习 15 

4 情境感知 31 14 移动学习 14 

5 情境 31 15 交互作用 14 

6 虚拟现实 24 16 学习环境 13 

7 深度学习 23 17 教学模式 12 

8 人工智能 20 18 时间压力 12 

9 交互性 19 19 教育游戏 11 

10 增强现实 17 20 设计 11 

了基于 UED 的人机交互情境模型，以手机界面设计

为例验证了基于情境的用户体验设计方法的有效性。

辛向阳[30]基于戏剧五位一体的启发，提出交互设计的

5 个要素，包含人、动作、工具或媒介、目的、场景，

强调交互设计的逻辑规律从关注事物的物理逻辑转

向关注人的行为逻辑，突出人的行为是受到情境、情

感等多因素的影响。胡飞[31]对用户体验与体验设计进

行了概念溯源、概念辨析，同时对学科逻辑进行了梳

理，将体验设计与用户体验进行了界限划分，提出但

凡涉及人工界面的交互都属于用户体验范畴，而不依

赖人工界面的交互则属于体验设计范畴。他认为体验

设计的研究对象比用户体验更广泛，关注范围也由交

互的过程延展到整个活动中。梁峭[32]针对车载智能交

互情境下的汽车内室设计要素进行了研究，归纳了未

来内室体验的趋势，包含空间回归、行为升级、情境

感知以及品牌强化，并指出情境感知是汽车内室智能

化的重要步骤，可以减少内室人机的显性交互，使汽

车成为承载多种环境类型的智能系统。 

同时，绘制国内情境交互关键词共现标签视图，

见图 2。标签视图呈现了研究的热点趋势，圆圈越大

说明该研究成果越多，关键词共现次数越高。圆圈越

靠近中心区域，说明该关键词越重要。两个圆圈越靠

近，说明这两类关键词的关联性越强。关键词的色彩

越靠近黄色，越说明是最近的热点研究内容。可以看

出，用户体验、虚拟现实、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是情

境交互领域的热点研究方向。谭浩等人[33]结合 5W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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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情境交互关键词共现标签视图 
Fig.2  Keyword co-occurrence overlay visualization of domestic contextual interaction 

 

 
 

图 3  国内情境交互关键词共现密度视图 
Fig.3  Keyword co-occurrence density visualization of domestic contextual interaction 

 
的设计思维构建情境组织模型，将设计情境与使用情

境进行关联，以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提升用户体验。

窦金花[34]对于情境分类、多维数据挖掘、多维数据可

视化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针对产品服务

系统创新流程的情境感知研究框架，建立了智能化的

可视化系统模型，实现了更有效的用户心智模型与概

念设计的匹配，以提升用户体验。李小平等人[35]分析

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学习情境特性，提出用户情

境、技术情境、服务情境和资源情境 4 个基本维度，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归纳了 3 种基于虚拟现实和增强

现实情境下学习交互设计的类型。 

3.3  研究热点分析 

绘制国内情境交互关键词共现密度视图，见图 3，

可以发现研究领域的重点及主题词的热度。每个颜色

代表不同的密度分布，蓝色、绿色、黄色、红色分别

表示密度越来越高，即红色区域的内容为研究趋势的

热点内容。可见，“交互设计”“情境感知”是国内情

境交互领域的研究热点。 

在交互设计方面，主要包含人机交互以及界面交

互，包括交互设计的研究进展综述、考虑情境因素的

交互设计方法、情境因素对用户体验的影响几个方面

的研究。Sheridan T B[36]回顾了人机交互（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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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发文数量与时间分析 
Fig.4  Analysis of the number and time of postings in context awareness interactive design 

 

robot interaction）的研究现状，并描述了人机交互在

4 个应用领域的发展以及人为因素研究面临的挑战。

机器人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许多领域中，包含了制造

业、航空、航海、医疗、农业、教育等。Koen 等人[37] 

研究了汽车外部人机界面对行人过马路意图的影响，

通过 28 位参与者使用头戴式显示器从行人角度体验

城市道路环境，证明了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使用 eHMI

显示其意图，可以增加行人与自动驾驶汽车交互的安

全性和效率。张军等人[38]提出了一种基于情境模型的

可穿戴设备手势交互设计的方法，阐述了环境情境、

用户情境和设备情境要素与手势交互设计内容的映

射关系，提出可穿戴设备手势交互设计情境模型。程

玖平等人[39]提出了以感官的刺激、新的交互方式、情

境化的刺激为主要方式塑造新的交互情绪体验方法，

创造更加纯粹的交互设计情绪体验。 

在情境感知方面，主要涉及对情境感知理论的研

究、对情境感知技术的研究，以及在智能产品及交互

界面设计上情境感知的交互模型的研究。Jian S[40]基

于情境感知理论，描述了情境感知机制，为建立相应

的情境感知系统模型提供了参考，满足了用户在认知

模型过程中的情境感知需求。通过用户情境感知机制

构建情境感知交互设计模型。丁满等人[41]提出一种运

用情境感知技术识别当前环境信息，识别用户无意识

行为的主动服务用户的方法，以提高服务机器人的主

动性和环境实用性，提升用户愉悦感和满意度。Chi 

Zhang 等人[42]将 UrbanVR 系统应用到情境感知型的

城市设计中，帮助建筑师在虚拟现实环境中评估设

计，UrbanVR 系统包含了平行坐标图设计、以自我为

中心的交互、视点优化算法，帮助用户进行情境感知。

曾丽霞[43]将情境感知与交互设计进行融合，应用在智

能穿戴设备中，提出了情境感知的交互原则以及不同

情境因素下的设计策略，推进智能穿戴设备从技术驱

动转为用户体验驱动的发展。Pribeanu C 等人[44]提出

了在多种使用环境中支持的建模任务，利用单元任务

的概念确认传统任务模型中的情境相关部分以及情

境敏感部分，之后使用大量的任务模型表示法来检查

这些配置，以便将情境相关任务建模为一个整体。Frees 

S[45]提出了一种基于情境驱动的交互模型，将情境信息

表示为用户界面中可以量化的组件，并通过分离情境识

别、情境表示和交互来支持情境相关应用程序的开发。 

4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研究趋势热点 

4.1  文献数量年度分布 

以上文中得到的研究热点“情境感知”“交互设

计”为研究主题，分析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

库中相关文献的数据。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发文数量与

时间分析见图 4，自 2010 年开始，情境感知在交互

设计领域的文献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并在 2019 年

达到峰值，年发文量超过 350 篇，说明情境感知方面

的研究在近 10 年来受到持续关注，并从快速发展阶

段转向成熟阶段。 

4.2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期刊分布 

通过 VOSviewer 分析情境感知交互设计期刊来

源分布，见表 4，得到排名前 10 的期刊。《Human Factors》 
 

表 4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期刊来源分布 
Tab.4  Source distribution of context awareness  

interaction design journals 

序号 期刊来源 文献数量 引用数量

1 Human Factors 29 1593 

2 IEEE Access 18 144 

3
IEEE Transactions on  

Human-machine Systems 
13 327 

4 Ergonomics 12 551 

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12 165 

6
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12 115 

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rgonomics 

10 145 

8 Applied Ergonimics 10 101 

9 Sensors 10 153 

10 Cognition Technology and Work 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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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合作国家共现分析 
Fig.5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cooperative countries in context awareness interaction design 

 
《IEEE Access》《IEEE Transactions on Human-machine 

Systems》《Ergonom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computer Studies》分别为排名前 5 的期刊，其中

《Human Factors》的发文量达 29 篇，引用次数 1593

次，位列第一名。该期刊涉及行为科学、心理学、人

体工程学等学科，主要发表有关人与技术、工具、环

境和系统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践进展。关注人的能力

和局限性的基本知识，通过对人的认知、行为、情感

和动机等内容的解释提出设计原则，最终改善人机界

面系统，给人们带来更安全有效的体验，主要集中在

人因工程学角度对于情境感知交互设计的研究。 

4.3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合作国家分析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合作国家共现分析见图 5，由

分析可得，美国、英国、中国、德国、西班牙为发文

数量前 5 的国家。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合作国家发文数

量排名见表 5，其中美国的文献数量达到 282 篇，引

用数量为 5436 次，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数据，是研 
 

表 5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合作国家发文数量排名 
Tab.5 Context awareness interaction design cooperation 

countries ranking by number of publications 

序号 国家 文献数量 引用数量

1 美国 282 5436 

2 英国 124 1919 

3 中国 123 731 

4 德国 101 906 

5 西班牙 87 535 

6 加拿大 64 729 

7 法国 63 398 

8 澳大利亚 60 714 

9 意大利 57 553 

10 荷兰 56 770 

究情境感知交互设计的主要阵地。从合作关系来看，

美国与中国合作最为密切，其次是加拿大和德国；中

国与美国、英国的合作较为密切。 

4.4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关键词共现分析 

采用 VOSviewer 对 1210 篇 Web of Science 核心

合集数据库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以每个关键词

最低出现 10 次为标准进行筛选，共得到 117 个关键

词，绘制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关键词共现聚类视图，见

图 6，共分为 5 个聚类区域。聚类 1（红色）表示情

境感知在概念相关方面的发展，包含普适计算、交互

设计与环境智能，处于较为早期的发展阶段，由普适

计算的发展推动情境感知概念的普及，并逐渐引入交

互设计领域。聚类 2（绿色）表示情境感知在技术应

用上的发展，包含增强现实、推荐系统、可视化、机

器学习。增强现实是情境感知的有效工具，推荐系统、

机器学习是情境感知技术的载体与场景，可视化是在

情境感知服务过程中的呈现手段。聚类 3（蓝色）表

示情境感知在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发展，包含人与机器

人的交互、自动化、信任，这一部分是目前研究情境

感知交互的主要热点方向，包含研究人与机器人在交

互时的信任关系、协同关系以及人机融合的发展。聚

类 4（黄色）表示情境感知与人相关的研究，包含人

机交互、移动计算、可穿戴计算，在移动设备及可穿

戴设备的交互中比较集中。 

聚类 5（紫色）表示情境感知的信息沟通关系，

包含人与机器人的沟通、人与计算机的信息传递。绘

制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关键词共现标签视图，见图 7，

情境感知和人机交互的圆圈最大，说明该研究成果最

多，关键词共现次数也最高。情境感知处于标签视图

的中心区域，说明情境感知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在图

中情境感知的色彩由 context-awareness 到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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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关键词共现聚类视图 
Fig.6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visualization of context awareness interaction design 

  

 
 

图 7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关键词共现标签视图 
Fig.7  Keyword co-occurrence overlay visualization of context awareness interaction design 

 

awareness 越来越接近黄色，说明 situation awareness

是最近的热点研究内容，人们对于情境的关注逐渐转

向更全面、更多样的方向发展，从对概念的探究转向

与人的交互关系的研究，再逐步转向基于情境感知的

人机交互的自动化与任务分析可视化方向研究。 

4.5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阶段性前沿分析 

针对 VOSviewer 分析的情境感知交互设计关键

词共现标签视图（如图 7）只能显示整体的研究热点，

不能呈现这些热点随着时间变化的情况，因此对于热

点的分析较为笼统。结合 CiteSpace 分析关键词突现

情况，根据时间切片对关键词进行定量分析，突变关

键词可以清晰、直观地呈现学术前沿。对情境感知交

互设计最强突变关键词的前 12 位进行分析，情境感

知交互设计突变关键词见图 8，可以得到以下 4 个突

变阶段。 

1）2007—2012 年突变关键词为情境感知、普适

计算、环境智能、人机交互。在这一阶段，情境感知

主要与普适计算、环境智能密切相关。环境智能是在

普适计算概念下提出的，普适计算强调计算机设备与

环境融为一体，显性的计算机逐渐隐藏在形态更小、

连接更紧密的设备中。环境智能[46]设备之间通过协作

辅助人们完成相应的行为与任务，再经由这些感应反

馈到给人信息的电子环境中。 

2）2013—2015 年突变关键词为设计、情境感知。

Park J 和 Lee K H[47]分析了情境感知服务的 7 种设计

模式，并设计了一个编程模型，可以使用户能够构建

他们喜欢的情境感知服务。Kabir M H 等人[48]研究出

了智能家居情境感知应用的开发方法，通过计算用户

的情境信息主动提供适当的服务。沈旺等人[49]基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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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情境感知交互设计突变关键词 
Fig.8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 map of context awareness interaction design 

 
境感知的用户推荐系统进行了文献综述，分析了用户

推荐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实现技术及方法，全面梳理

了用户推荐系统的研究进展、关键技术发展与未来研

究热点。 

3）2016—2019 年突变关键词为设计决策、模型、

监督控制、人机（自动化）交互、人机（机器人）交

互。在这一阶段，情境感知逐渐从关注情境本身转为

关注人机交互，更关注交互的设计决策与模型。从传

统的人—机器交互转向人—机器人交互，Selkowitz A 

R 等人[50]执行双重监控任务，在监控智能、自主机器

人队友的同时，进行虚拟环境威胁检测，以评估参与

者对机器人的情境感知、信任、认知处理以及机器人

显示器的可感知程度，研究发现代理透明度（SAT）

对情境感知、认知和认知处理有显著影响。周朴雄等

人[51]考虑到情境的用户偏好模型，提出通过 BP 神经

网络算法预测不同情境下用户对信息的偏好，从而实

现信息个性化推荐。 

4）2020—2022 年突变关键词为任务分析。这一

阶段由于还在持续研究中，所以目前仅显示任务分析

这一个关键词。李君等人[52]分析归纳了认知任务分析

（CTA）的理论与工具，提出从认知任务分析的视角

研究智能系统的交互界面设计，验证了认知任务分析

方法在复杂智能交互设计场景的普适性。刘晓艳等人[53]

提出一种融合情境感知的矩阵分解推荐算法以提高

个性化推荐的准确度。王小雪等人[54]面对在线社交用

户存在的移动性、复杂性和实时性特征，提出了一种

基于用户群体任务分配的架构及分配算法，以更准确

地为用户分配合适的任务，提高用户满意度。 

5  结语与展望 

对情境感知的程度决定了系统或设备的智能化

程度，同时也是影响用户体验的前置条件。本文梳理

了情境感知的相关概念、情境信息分类以及情境感知

技术的应用场景，总结了情境感知系统框架图。通过

对国内外情境感知交互设计的文献进行计量化分析，

综合运用 VOSviewer、CiteSpace 软件进行知识图谱

的可视化呈现。从发文量的角度来看，基于情境感知

的交互设计研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文献主要分布

在以《Human Factors》为代表的期刊上，以美国、英

国、中国为主要的研究阵地，同时美国与中国的合作

关系非常密切。未来在人机交互领域情境感知的重点

研究方向为人与机器人交互时对情境的感知研究、机

器人或系统对情境感知的设计决策分析、人机交互时

基于情境感知的任务分析可视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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