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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交互式设计思路为依据，对当前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进行优化更新，使其更加符合城市

实际发展和人们的现实需求。方法 首先从基本的概念层面分析交互设计，总结交互设计赋予公共设施

的社会、环境和人三方面的积极效应。其次以理论为依据，从实践层面提出几方面的设计设想，并深入

到技术与艺术、参与度和信息化等方面进行理论验证，通过对公共设施的环境适用性、使用便利性、信

息交互性等方面的论述，诠释其在当前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创新的方法。最后从发展的视角出发，就交互

式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创新思路进行总结。结论 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现实需求，从交互性上下功夫，

对城市公共设施进行交互式设计，是一种符合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其可操作性强，有着强大的现实价

值，符合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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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teractive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ZHANG Zhi-gang 
(Shanxi Yishu Zhiye Xueyuan, Shanxi Taiyuan 030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of interactive design, the paper aims to optimize and update the current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so as to make it mo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development needs and people's realistic needs. Firstly, the 

interaction design was analyzed from the basic conceptual level, an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interaction design on the so-

cial,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of public facilities were summarized.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theory, several aspects of 

the design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were put forward, and the technology and art, participation and information theory were 

tested in depth. Through the environmental applicability of public facilities, use convenienc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etc., the principles and innovative methods it should follow at present were explained.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the innovative ideas of interactive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were summarized. The interactive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s a kind of development idea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which is human-centered, respects 

the real needs of people, and works hard from the interaction. It has strong operability, strong practical value and con-

forms to the long-term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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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让交互技术日渐成熟，并在

各个领域深入发展。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再喜欢被

动接受事物，更多的是想参与进来，实现一种更加高

端的交互，从而达到更好的认知与体验效果。城市公

共设施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很大，无论是医院、影剧院、

博物馆还是交通设施、照明设施、卫生设施，都对交

互有了一定的追求和要求。尤其智能终端和无线网络

的加入，更让这些公共设施有了生命的张力，各种感

应式设施、智能化设施的投入使用已经在无形之中融

入城市环境，装点并便利着人们的现实生活，逐渐成

为城市的一部分。这从侧面反映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

智能交互的融入，必须构建人与设施的和谐系统，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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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服务人们的生活，并建立信息的双向传导，

让使用者与公共设施之间成为一种互为补充、互为辅

助的关系；以个性化的互动形式将人与设施联系起

来，从而达到功能无法拒绝使用并乐于参与的良性互

动，最终促就信息个性化和共享化的实现；让公共设

施的存在价值更大，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轻松，让城市

的发展更加快速。当然，这离不开相关研究的深入分

析与总结，下面就此展开详细论述。 

1  交互式城市公共设施的可行性分析 

“交互”是指一种将设备、系统与人进行直接或

间接的通信过程，其中心是“人”，主要目的是“用”，

而整个创造过程是设计[1]。所谓交互设计，就是指那 

些用来建立人与产品及服务之和谐关系的设计思路，
主要是围绕用户体验与可用性两个层面，即以合理的
使用方式打造全新用户体验。从公共设施角度进行理
解，此交互设计就是实现“人—设施—环境”三者的
良好反馈，在交流体验和信息传达方面实现便利、轻
松的城市功能，从而更好地服务大众。一方面，交互
式公共设施设计遵循的是人体工程学规范，整体的形

式与功能更加科学，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良调整，
在功能灵活丰富基础上还有着流畅的线条和个性化
造型，更像是一种装置艺术[2]；另一方面，交互式公
共设施设计能够让人们在广阔的空间中尽情体验，释
放压力，更好地实现交互。这些都说明交互式公共设
施设计值得我们付出行动，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分析
与理论实践。 

2  交互式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创新路径 

从国内的发展现状看，交互设计的快速渗透与发
展有目共睹，但人们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之
下，对交互的要求更高，尤其在各种产品的形式与功
能日益增多的前提下，交互的实现效果如何影响着受
众的满意度[3]。由于相关的应用与研究起步较晚，目 

前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一点人们必须要有清醒

的认识。公共设施设计的交互式发展旨在建立人、环

境、设施的和谐共处，让公共设施的发展更加科学化、

人性化，以人文精神和文艺内涵取胜，从而让公共设

施释放出更加独特的光芒，去照亮城市前进的道路，

见图 1。 

 

 
 

图 1  以与灯饰结合的装置艺术座椅“WHATATAMI”  
Fig.1 Installation art seat "WHATATAMI" combined with lighting 

 

2.1  既要技术又要艺术 

交互式设计的融入给予了公共设施多元的发展

方向和多样的设计方法，但仅有技术并不足以实现理

想的交互效果，还要与艺术融合，为城市公共设施设

计带来更多的可能，真正让技术与艺术成为助力形

式，从而有效打破单一、趋同的设计桎梏，实现理想

的交互效果[4]。公交候车亭的交互式设计就将技术与

艺术做到了理想的融合，给了交互式设计以代表性的

指引思路。公交候车亭的设计兼顾了路况信息、拥挤

情况和公交信息的展示，还对艺术化造型设计有一定 

的追求，有的更是直接与乘客交互，以更加便利的信
息服务展示着自身的魅力，实现着自身的价值[5]。因
此，设计师应从多个视角进行审视和实践。比如，采
用指尖触摸的形式达成各种交通、娱乐、路线等信
息的交互访问，给乘客提供即时的信息，同时在整
体的造型上进行一种个性化的设计，甚至可以玩味
十足，以艺术化的造型或者定制的外在形式展现出
来，在为乘客提供有效的信息帮助前提下，实现更
多的交互功能，以智慧助力价值实现，以实力引领
城市发展。 

从一定程度上说，现在城市公共设施体验感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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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还包含艺术层面的缺失，在理念上没有达到

理想的高度，所以人们应该转变认识，打破思想的束

缚，重塑城市、设施与人之间的交流关系，以更加新

颖有趣的形式去铸就更加优质的交互体验[6]。不仅是

公交候车亭的设计可以实现交互，高科技的导示牌、

多媒体屏幕等都是交互性公共设施的突出代表。以交

互式的路灯设计为例，设计师可以将感应系统置于其

中，让灯光效果的频谱随着车流密度的变化而产生

变化，如车流大就变亮，甚至跳跃，而车流少就相

对缓和，从感情层面对受众进行关照。这样的设计

也是十分有趣且有效的，这样的互动所带给人们的

体验是与众不同的，在出行便利的同时，人们也获

得了难忘的互动体验，并对此保持相当持久的兴趣[7]，

见图 2。 

 

   
 

  
 

图 2  耶路撒冷的瓦莱罗广场“Warde” 
Fig.2 Valero Square "Warde" in Jerusalem 

 

2.2  互动参与是根本 

从当前公共设施的现状看，其与人的互动多局限

在简单的触觉、视觉等层面，整体的交互性较弱，所

以在情感共鸣的达成上也存在困难[8]。为了改进这一

现实状况，从大众参与角度出发，借助交互技术的支

持，将情感融入互动，使参与成为中心，成为现实的

发展方向。面对这种情况，设计师可以尝试与公众共

同完成设计，以此促就设施与人和环境的完美结合，

将交互落到实处。 

人性化的设计就是交互式设计的有效路径。这就

要求设计师从人出发，理解受众的现实需求，以更加

合理的形式设计公共设施，让公共设施真正成为人们

休憩、逗留的良好选择，在安全、美观、舒适甚至文

化等方面进行合理的设计，让受众更乐于参与其中[9]。

当然，互动设计应考虑到全面的受众群体，包括老人、

儿童，甚至要考虑到一些安全层面的应对，包括那些

潜在的安全隐患，最大化地照顾所有人的互动参与效

果。特别是街头的娱乐器材、公厕、路灯、指示牌等

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更应从人性化角度思考，将

互动效果做到极致[10]。以公共座椅的设计为例，设计

师应对受众的不同姿势进行全面关照，不论是工作的

坐姿、休息的坐姿还是玩手机、聊天的坐姿都应进行

科学统计与关照，整理出受众不同姿势的受力点信

息，然后设计一种符合大部分群体坐姿行为的公共座

椅，最大化地满足人们对座椅的现实需求和互动体

验，见图 3。 

为了达到理想的互动效果，模块化设计是不错的

选择，其所具有的灵活组合、简易拆装、方便搬运等

特点十分符合互动式公共设施的设计要求[11]。具体而

言，城市公共设施的模块化设计应主要从外观、形态

和功能等模块着手，科学设计设施的模块数量与可分

性，通常要以形态模块为基础，对其外观和功能进行

展示，这样能够简化设计程序，实现理想的设计效果。

设计师在设计时还可以结合公共设施的受众数量，以

及当地的自然环境等进行不同形式的变化和组合，在足

够灵活、足够使用、足够个性化的推动下，促成空间

的随机移动。上面所述的公共座椅设计除了人性化的照

顾受众不同姿势受力点需求外，还可以从模块化角度

进行再设计，配置一些小装置、小附件，在可拆卸组合

功能的助力下满足人们不同的现实需求，能够结合他

们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改造，成为普适化的公共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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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公共座椅 
Fig.3 Public chair 

（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2.3  大胆融入信息化内容 

在信息化成为时代主流的背景下，各种信息已经

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这些信息若能利用好，便

会在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方面带来现实福利，让现代化

的城市生活彰显独特魅力，并促进城市的建设发展[12]。 

公共设施的互动式设计可以从这一视角出发，对不同

的交互形式和不同的交互信息进行筛选，并借助各种

现代信息化的手段使其与公共设施设计融合，让公共

设施与人的交互更加丰富而有趣。从概念化的设计层

面考虑，设计师可以大胆摆脱生产制造水平方面的 
 

  
 

图 4  激光束来投射实体的 3D 影像 
Fig.4 3D images of laser beam projection entity 

（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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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以最顶尖的科学技术手段赋予公共设施更加信

息化的诠释。以一个概念性的交通信号设施为例，设

计师可利用激光束来投射实体的 3D 影像，打造一面

虚拟的“墙”，在红灯时，这面“墙”可以提示车辆

停止行驶，在绿灯时，这面“墙”可以直接穿过，交

互性极强，且不会给人和车辆带来任何损伤，同时能

够让驾驶者的精力集中，在彼此的交互中实现理想的

现实效果。类似这样的概念设计很多，都是未来公共

设施在交互方面的有力支撑，只是仍然需要设计师对

此引起重视，并为之不断探索与尝试[13]。 

3  结语 

公共设施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的一股强大力量，并

不断进行着自我的升级和优化，尤其人们对公共设施

的要求日益提高的现实，使那些传统的公共设施难以

实现即时的关照和功能的追赶。在交互式设计理念的

指引下，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有必要从技术与艺术的层

面、从受众参与的层面、从信息化的层面进行大胆地

探索与尝试，设计出兼具实用、艺术、功能和思想等

特点的公共设施形式，全面提高公共设施的社会地

位，促使其从各个层面进行完善与创新，达到形式的

新颖与功能的灵活，从而获得更多的认可。也只有做

到了这一点，城市公共设施的交互性才能被真正释放

出来，才能全面提升公众在公共空间的使用体验，找

到更加适合其长远发展的方向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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