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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情境感知相关理论在户外运动类 APP 中的应用，以期改善目前市场上户外运动类应用

中安全保障性不强、同质化严重、个性化与专属性不强等问题，从而全方位优化用户体验及提升用户户

外运动的安全感，并为今后户外运动类应用的设计开发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首先对户外运动及其应用

的实践和理论现状进行分析，其次在梳理情境感知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户外运动类应用中的用户、环境、

社交和设备 4 类情境信息及情境感知介入户外运动类应用的技术支撑。通过桌面调研、问卷调查和用户

访谈 3 种方法洞察出用户需求，最后总结出基于上述 4 类情境信息的针对性设计策略。结论 情境感知

理论的运用有助于在设计应用时深度理解和挖掘用户需求，在更大程度上保障用户安全的同时向用户提

供更具智能化、个性化、情感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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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Design Strategy of Outdoor Sports Based on the Context-A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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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context-aware theories in outdoor sports apps,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problems of poor security, serious homogeneity, lack of personalization and specificity in outdoor sports 

apps on the market, so as to optimize user experience and Enhance users' sense of security in outdoor sport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outdoor sports applications in the future. Firstly, analyze the actual and theo-

retical status of outdoor sports and its applications.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related theories of situational 

awareness, analyze the four types of situational information of user, environment, social and equipment covered in out-

door sports applications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situational awareness. The technical support for outdoor sports applica-

tions once again used three methods of desktop surveys, questionnaires and user interviews to insight into user needs, and 

finally summarize targeted desig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above four types of situational inform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text-awareness theory helps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tap user needs when designing applications, and to provide users 

with more intelligent, personalized and emotional services while ensuring user safety to a greater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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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全民健康意识和

民众参与户外运动积极性的不断提升，户外运动的产

业规模也在飞速扩张。其中，在户外运动类 APP 产

品快速发展的同时，应用种类以工具型为主、危险感

知力度不够等问题也暴露出来。因此，户外运动类应

用如何更符合用户期待和保障用户安全成为其下一

步的发展趋势。源于普适计算的情境感知 早由美国

国防部应用于全球定位系统，其概念可以简单地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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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过相关传感器或其他设备感知当前情境，进而由

系统为用户提供信息或服务[1]。基于此，本研究将情

境感知相关理论应用到户外运动类 APP 的设计中，

以期更精准地把握用户需求，从而提升用户体验、深

化服务和保障安全。 

1  户外运动类应用的发展现状 

据中国户外品牌联盟公布，国内每年有 6 000 多

万人（占我国人口总数的 4%左右）常常参与到户外

运动中，并且联盟预测到 2028 年，我国户外运动的

市场有望达到万亿级 [2]，户外运动的相关应用也因

此得以大量开发。与此同时，随着户外运动的民众

认知度和参与度越来越高，户外运动中的意外事故

和死亡事件发生率也在不断增加，如 2019 年在中国

记录在内的事故就有 272 起，死亡人数达 69 人，其

中低海拔登山和徒步穿越是事故频发的主要运动项

目[3]。 

就户外运动类应用的发展现状而言，从实践方面

来看，目前市场上已有近百款专业的户外运动类应

用，依据功能侧重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社交分享类、

健身休闲类、户外装备类、地图轨迹类、气象预测类

和科普指导类这 6 种，其中后 4 类均属于工具类应用，

见表 1。从已有理论和实例研究看，地图轨迹类应用

评分和专业性相对较高，其中“两步路”相较于其他应

用来说，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已经开始考虑到用

户的安全保障问题，其增设了紧急救援等功能，力图

打造专业的安全出行工具和资讯交流平台；从理论方

面看，有关户外运动类应用的研究大多从传播、运营

等角度出发，缺乏设计介入的文章以供参考。 

总之，尽管有极少数的应用已经注意到安全问题

并提出一定程度的解决方案，但从连年增高的户外运 
 

表 1  现有户外运动类应用的分类及定义 
Tab.1  Classification and definition of existing 

 outdoor sports applications 

分类 定义 举例 

社交分 

享类 

以游记攻略分享以及活动管理发

布等功能为主的应用 

如马蜂窝、绿野

活动等 

健身休 

闲类 

以跑步、登山、骑行、运动+旅游

等活动种类的专属型应用 

如keep、悦跑圈、

登山客等 

户外装 

备类 

指运动装备的租赁、售卖或者智

能装备的辅助APP等 

如去玩吗、七加

二驴友商城等 

地图轨 

迹类 

以提供户外运动地图导航及轨迹

相关信息等功能为主的应用 

如六只脚、两步

路等 

气象预 

测类 

以提供精细化气象预测等功能为

主的应用 

如彩云天气、莉

景天气等 

科普指 

导类 

以提供自然知识或者设备讲解等

功能为主的应用 

如Star Walk 2、

Peak Visor等 

动事故发生率上来看，相关应用还没能得到充分的开

发和利用。因此，分析情境感知的介入目的在于通过

设计手段来深化用户专属体验、加深服务，进而提升

安全保障的强度，给相关户外运动类应用的发展提供

设计上的指导。 

2  情境感知介入户外运动类应用中的分析 

情境感知是指系统获取用户当前情境信息后，智

能判断其下一步的行为和目的，进而站在用户角度处

理并呈现用户与情境的交互方式和内容[4]，强调系统

对当前情境信息的敏锐感知与及时反馈[5]，服务类型

可以分为主动感知服务和被动感知服务两种[6]。其中

情境信息也称为情境因素，是指涉及人机交互系统的

所有相关信息，也是情境感知中可以运用的 基本的

可计算数据[7]。现有的研究中对情境信息的分类从不

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分类方式，如 Schmidt 等人从使

用者角度将情境信息分为用户相关情境（如用户的静

态与动态信息）和环境相关情境（如天气或温度等）[1]，

而国内陈媛嫄等人从交互设计的角度将情境信息划

分为用户、环境和任务情境信息这 3 类[7]。 

2.1  户外运动类应用中的情境信息分类 

从户外运动的角度来看，可以从两方面对情境信

息进行分类。一是依据用户运动前、中、后 3 个阶段

的实际需求分析，运动前需要完成必要的组队及信息

查询等需求；运动中涉及导航、记录和保障安全等需

求；运动后包含旅程的分享互动等需求。另一方面从

影响用户运动体验感的因素上看，影响用户户外运动

的 大制约因素是环境，其次是用户装备设施不健全

或操作不规范、获取危险信息不及时等原因[8]。总结

上述分析，可以将其归纳为用户、环境、设备和社交

这 4 类情境信息，但其分类不是绝对的，各个情境信

息之间都具有关联性，其中用户情境信息处于中心地

位，见图 1。 

1）用户情境信息。以用户为中心是体验设计的

基本原则之一，因此，为构建准确用户画像的用户情

境信息也是情境感知获取的 重要的数据之一。用户

情境信息包含用户年龄、身高、体重、身体健康信息、

收入、家庭状况、户外运动的偏好等，是每个用户的

个人属性、偏好特征和生活习惯等信息的集合。 

2）环境情境信息。户外运动类应用相较于其他

应用来说， 显著的特点是环境情境信息的复杂多

变。环境情境信息主要涵盖用户所在位置的周围环境

的基本信息描述，如时间、光线、温度、天气、海拔

高度、地貌和网络覆盖度等。这些信息对户外运动能

否如期且安全地进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3）设备情境信息。在进行户外运动时，用户需

要借助一定的装备来完成整个运动，并且随着科技与

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这些设备越来越智能，可以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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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户外运动类应用中的情境信息分类及关系 
Fig.1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context information 

in outdoor sports applications 

 
应用联合使用。一般户外运动中的设备指的是可穿戴

设备、沟通设备及远程操控的监控和记录设备等。 

4）社交情境信息。运动中的社交主要指以用户

基于对运动的兴趣而产生的社交联系，包括运动前的

组团约伴和攻略查询、运动中的团队沟通及户外运动

后提供经验分享等相关信息。这既可以达成用户内心

“炫耀”的情感诉求，也可以使运动本身变得极具动力。 

2.2  情境感知介入户外运动类应用的技术支撑 

由国家体育总局支持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大数

据报告》中提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国户

外运动正走向智慧化、场景化和融合化的发展道路[9]，

分析情境感知介入户外运动类应用正是迎合了此趋

势的发展。新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的大数据收集、先

进理念的设备融入和运动+社交的发展都为情境感知

介入户外运动类应用提供了重要保障，分析这些新特

征可以为后续设计策略的提出提供重要参考。 

1）信息的大数据收集。从上文分析中可以得出，

为确保用户获得专属体验、保障用户安全出行需要感

知大量的情境信息，包括对用户运动前静态数据的收

集，以及运动中、后动态数据的积累。另外，在利用

大数据技术进行收集记录后，情境感知系统可以对信

息进行进一步归纳分析， 终形成预测反馈于用户，

从而挖掘信息的深层价值。 

2）先进理念的设备融入。近年来，“科技＋”“互

联网＋”等理念逐渐融入移动端 APP、可穿戴设备（如

智能手表和衣物等），以及拍照摄像类记录设备（如

无人机和口袋录像等）等多个方面。多种设备的联合

使用，使系统更方便地从更多方面收集、反馈数据，

从而拓宽纯移动端 APP 在感知信息和服务形式等方

面的限制。 

3）运动＋社交的发展。在户外运动类应用领域

中，增加了许多以提供运动社交服务为主的 APP，除

此之外，许多工具型应用也增设了社交功能，一方面

可以增强应用对用户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社交版块的

发展也提供了更多的情境信息以供系统收录和分析。 

3  户外运动类应用中用户需求的洞察与分析 

依据桌面调研、问卷调查和用户访谈 3 种方法对

户外运动类应用展开定性与定量研究。首先，依据桌

面调研和问卷有效数据得出参与户外运动的主要用

户群体特征，其年龄上大多集中在 25~35 岁（除此之

外，95 后人群参与率在极速增加），性别上男性数量

较多于女性，教育程度上绝大多数具备本科及本科以

上学历且收入和消费处于较高水平，地域分布上多以

一、二线城市为主。 

其次，结合问卷及桌面数据对典型用户进行深入

访谈，将用户户外运动的旅程分为运动前、中和后 3

个阶段，总结出用户在户外运动中的行为、痛点和可

转化的机会点。其中运动前的行为包括活动攻略查

询、路线规划、组团约伴及购买装备和保险等；运动

中包括按照导航前进、拍照摄像、团队沟通、天气等

环境信息查询、紧急呼救和操作相关设备等；运动后

包括运动轨迹备份上传、旅程点评及经验分享、社区

互动等。而痛点主要集中于前两个阶段，即运动前的

选择、建议，以及组队问题和运动中的安全保障问题，

如不能及时感应到危险、不能及时获取同伴的地理位

置等。机会点是指可以利用设计使得情境感知系统代

替用户思考进而提升用户体验、形成个性化安全出行

体系，如设备自感知用户身体状况并提醒。依据以上

信息总结成行为—痛点—机会点转化图，见图 2。 

后，整理归纳出各个阶段的用户需求。其中运

动前的用户需求：（1）找到感兴趣的户外运动项目；

（2）获得出行的行程建议和攻略；（3）找到出行的

合作团体或组织；（4）购买必备的装备和保险。运动

中用户需求：（1）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2）团队沟

通及时；（3）信号良好，信息快速查询；（4）设备操

作顺畅；（5）路线导航顺利；（6）拍照记录设备良好。

运动后的用户需求：（1）点评此次活动；（2）攻略经

验分享上传；（3）轨迹备份上传；（4）社区内部交流

互动。各个阶段的用户需求与上文中分析的情境感知

介入户外运动类应用的情境信息划分和技术支撑相

匹配，并以此为设计策略的提出提供依据。以用户

需求为依据的设计策略输出关系见图 3。例如，运动

中体验阶段的需求之一是路线导航顺利，这依赖于

环境情境信息的有效感知及设备情境信息的有效利

用，归纳完成后通过大数据收集及设备智能化两项

技术支撑得出基于环境和设备的策略，从而满足其

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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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行为—痛点—机会点转化 
Fig.2  Behavior-pain point-opportunity point conversion 

 

 
 

图 3  以用户需求为依据的设计策略输出关系 
Fig.3  Design strategy output diagram based on user needs 

 

4  基于情景感知的户外运动类应用的设计

策略 

经调研发现，现有应用的基本功能模块和视觉呈

现已逐步发展成熟，但用户体验的专属性和安全感还

需进一步加强。因此，结合前期分析提出基于用户、

环境、社交和设备这 4 种情境信息的设计策略，其图

例讲解分为 A 区和 B 区，A 区为现有应用的具体内

容示例，B 区为笔者在现有应用的基础上的改进呈现。 

4.1  基于用户情境的“个性专属”策略 

设计出的基于用户情境的“个性专属”策略图例

讲解，见图 4。在户外运动类应用中，构建用户个人

的基本信息模块（如图 4 的 A1 区）可以收集更多的

用户情境信息以便于系统提供更为精准的建议，满足

出行前准备阶段的需求，如可以通过用户标注的兴趣

点位置，判断用户的运动偏好和地点，并以此为依据

进行推送服务。 
除此之外，为保证保障用户安全，打造用户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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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个性专属”策略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用户的个人健康信息模块的构建，包括用户自己
添加的病史、健康指数等一定时间内其个人健康信息
整合数据（可以设置体检报告上传模块减少用户的输
入性操作），以及利用可穿戴设备实时监测用户的
GPS 定位、心率、血氧饱和度、行进速度等传感器的
感知数据等信息（如图 4 的 B1 区），人体健康数据的
构建可以在保证用户当下情境安全的同时提升运动
的效果和持续力，提高服务的智能化和准确性。二是
潜在用户情境信息的纳入，如家庭同行的户外运动中孩
子的用户情境信息可以同时纳入到父母账号的信息之
中（如图 4 的 B2 区）。潜在用户情境信息的建立不仅
可以完善直接用户的情境信息，也可以深层次挖掘用户
的需求，从而打造优质的用户体验，提高服务的专属性。 

4.2  基于环境情境的“精准推荐”策略 

为满足用户运动中路线导航顺利和保障安全等
需求，环境情境的“精准推荐”策略主要从信息感知

或信息使用两方面考虑。基于环境情境的“精准推荐”
策略图例讲解见图 5。 

一方面，在环境情境信息的感知阶段，除设备自

动感知记录外，还需用户参与完善，因为在目前户外

运动所用的地图中以车用地图为主，许多人为轨迹未

被纳入其中，因此需要设置相应模块鼓励用户上传相

关轨迹及地貌，系统利用大数据整合用户上传的信息

形成人为地图，并细致标注危险路径的建议及行走方

式，在用户上传信息后给予用户相应奖励，这既可以

满足用户本身的分享体验又可以提升其他用户的安

全保障（如图 5 的 A4 区）。 

另一方面，在情境信息的使用阶段。深入了解用

户的环境情境转换后，依据情境和数据在事前主动感

知服务，如在用户定位目标地点后推送其天气及个人

健康评估等信息，告知用户当下是否适于进行此项活

动，以此在用户危险发生前干预其决策，在更大程度

上保障用户的安全（如图 5 的 B3 区）。同时，考虑到 

 

 
 

图 4  基于用户情境的“个性专属”策略图例讲解 
Fig.4  Explanation of “Personality Exclusive” strategy legend based on user context 

 

 
 

图 5  基于环境情境的“精准推荐”策略图例讲解 
Fig.5  Explanation of the “Precise Recommendation” strategy based on environment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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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运动的环境中网络设备不健全的问题，移动端

APP 还必须具备离线操作及自动连接附近网络等功

能。系统获得的情境信息越多，越能够准确地服务于

用户[10]，处理情境信息的规则越明确，越能够在 合

适的时间满足用户所需。 

4.3  基于社交情境的“内外兼修”策略 

就户外运动应用中的社交情景信息而言，可以分

为自由队内交流沟通、应用内部的兴趣聚集和应用外

部的关系维系这 3 类，因此提出社交情境下的“内外

兼修”策略。基于社交情境的“内外兼修”策略图例

讲解见图 6。 

自由队内交流沟通是指因某一活动或其他原因

而在该应用内中聚集的小团队，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

和归属感在活动当下是 为紧密的，因此应用需要为

小团队单独设置群聊沟通渠道（如图 6 的 A5 区）。考

虑到网络限制及安全依靠问题，此沟通渠道须具备无网

络可连接、同伴安全提醒、位置定位等功能，以防止

队员掉队或者某一队员发生危险来不及救援等情况发

生，因此可以考虑手麦或对讲机等沟通设备的使用。 

应用内部的兴趣聚集主要指应用中的伙伴约行、

社区资讯和活动赛事等，目前户外运动类应用中都添

加了此模块信息来增加用户粘度，这类情境信息通过

用户的操作积累不断提取用户偏好等信息，然后将信

息进行标签划分，进而向相似属性的用户推送信息和

服务（如图 6 的 A6 区）。应用外部的关系维系主要

指该用户将信息分享至朋友圈、微博等其他社交平

台，形成用户的自我“成就”激励（如图 6 的 A7 区），

除此之外，应用可以增设用户将其他社交平台获取的

信息分享至应用内部的功能，拓展内部的情境信息数

据，架起应用内外的沟通“桥梁”。值得注意的是，

在户外运动类的应用中，内部社交情境信息的感知与

推送能够更精准、有效地为用户服务，而外部的社交

情境信息是“锦上添花”而非“刚需”，切莫本末倒置。 

4.4  基于设备情境的“智能连接”策略 

在户外运动的情境感知中，设备的含义不是单纯

指移动端 APP，而是需要构建以移动端 APP 为核心的

设备群组，因此，提出设备情境下的“智能连接”策

略。基于设备情境的“智能连接”策略图例讲解见图 7。 

一方面，“户外运动＋科技”的智能产品可以作

为辅助的信息感知器和服务终端，如智能户外手表除

了可以实现基础的用户位置定位、步数轨迹记录。还

可以获取记录用户的心率、步幅、卡路里甚至是血脂

等信息，利用“互联网＋户外运动”形成大数据整合，

在数据分类归纳整理后将获取的信息输送到户外运

动类 APP 和智能终端中，从而实现多维度情境信息

的获取、处理与推送（如图 7 的 A2 区）。在加大可

感知情境信息范围的同时，也让服务的形式和内容因

与不同的设备交互而有不同的呈现[11]。另一方面，设

备性能的升级可能会使用户不会操作或操作不规范，

因而需要添加相关设备使用讲解模块（如图 7 的 A8

区），在用户心理上也实现有效“连接”，在避免用户

因设备操作不当而发生危险的同时提升服务的情感

化和个性化。 

后，将上述基于用户、环境、社交、设备这 4

类情境信息的设计策略进行总结。基于情景感知的户

外运动类应用设计策略见图 8。 

 

 
 

图 6 基于社交情境的“内外兼修”策略图例讲解 
Fig.6 Explanation of “Inside and Outside” strategy based on soci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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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基于设备情境的“智能连接”策略图例讲解 
Fig.7  Explanat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Smart Connec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device context 

 

 
 

图 8  基于情景感知的户外运动类应用设计策略 
Fig.8 Outdoor sports applications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the context-aware 

 

5  结语 

全民健康时代的到来，使用户户外运动的需求得

到很大提升，但目前相关应用未能形成有效对策。因

此，笔者提出将情境感知理论融入户外运动类 APP

中，使之在基本功能实现的同时，为用户提升体验宽

度、深化服务力度和增强安全程度。当然，情境感知

理论的介入并非完美的，可能给用户带来网络信息威

胁，如隐私侵犯、信息超载、心理压力等负面影响[12]。

因此，移动端的情境感知与人的认知如何达到较为完

善的平衡点还须进一步研究。但就目前来看，情境感知

相关理论的介入可以使户外运动类应用完成从工具型

到服务型应用的转变，为用户追求户外体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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