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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在发展中所呈现出的对交互设计的需求与实践策略。方法 为了构建

良好的公共空间，城市公共设施成为一大中心，更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城市的缩影和形象展示着城市的

舒适与美丽。交互设计不仅可以提高城市公共设施的效率和便利性，还可以增强用户的体验和参与感。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交互设计与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融合度越来越高，意义也更加重要。在

当前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将城市公共设施的内容及特点与当前的交互设计相联系，提出了交互式公共设

施的设计思路；由浅入深，从外在的形式美到内在的人文关怀，再到科技所带来的时尚智能化趋势，逐

步探索构建交互式公共设施的设计策略。结论 交互视角下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必须引起重视，并作为

一项重要任务来做，以最大化的社会关爱来构建和谐的社会氛围，在互动中带来一种身心的互动与交流，

以最优化的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的打造推进交互式公共空间的尽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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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raction Design in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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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requirement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interaction design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facility design. In order to build a good public space,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became a major center,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were used as the epitome and image of the city to show urban comfort and beauty. Interaction design 

not on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ce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but also enhanced users' experience and sense 

of participation.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interaction design and 

urban public facility design had an increasingly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was also more important.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were linked 

with the current interaction design, and the design idea of interactive public facilities was put forward. Then, from the 

simple to the deep, from the external formal beauty to the internal humanistic care, and then to the fashion and intelligent 

trend brought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sign strategy of building interactive public facilities was gradually 

explored. The urban public facility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must attract enough attention, and should be 

completed as an important task, to maximize the social care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al atmosphere, bring a kind of body 

and mind interaction in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interactive public space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the creation of optimized public facilities and publ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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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联系人与社会和自然之间对话的介体，

公共设施逐渐成为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的有

效元素，除了能够密切多元地交流与互动，更让整个

城市因其而变得更加美观、功能更加完善。在现代社

会的大环境中，公共设施的形式和功能逐渐丰富，对

各种因素的制约也有了一定的应对，趋向于与整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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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环境相协调，与人们的使用相吻合，除了是一种

基础的纳凉休闲、交往沟通和修身养性的存在外，还

拥有了更加多样的附加价值[1]。然而，这一切都要依

托于协和性的特点上，要能够给人以美好和谐的感

觉，促进大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不得不承认，在

各类公共空间中，除了存在一定的公共设施匮乏，还

缺少互动性的交流，或者形式上多有重复，或者功能

上有所局限，或者细节上缺乏构思[2]。由此可见，交

互性设计是未来的发展所趋，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具

体如何去体现交互和促成交互，需要设计师在设计过

程中从大众的现实需求出发，从城市的整体形象出

发，从周围环境的功能需求出发，在外在形式美的促

进下，以人性化的细节和形式的设计，配合智能化的

技术手段，实现多方面的协调，带来可以交互的更多

可能[3]。有了这样的支撑，才能切实落实交互的特点，

从而带来更加和谐的城市氛围和生活环境，促进多个

层面的协调发展。 

1  从外在的形式美引发互动需求 

一切视觉艺术都要遵循形式美法则。形式美是人

们对美的第一认知，也是一种重要的美学范畴，它在

很多方面都影响且改变着人们的现实生活，甚至精神

世界[4]。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灵活应用形式美的

法则，可以让公共设施融入更加多样的雕塑、绘画、

地域文化等元素和形式，甚至涉及色彩学、建筑学、

物理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以一种综合性、多样性

的个性化形式来装饰公共空间，并借助多样化的表现

形式打造出多元素、多层次的互动效果。 

在具体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形式美多趋向于

对称与均衡、变化与统一、节奏与韵律等细节上的改

进与创新[5]。在对称均衡上，城市公共设施多追求形

式与数量的对等和对称，讲求一种视觉上的平衡；在

变化与统一上，城市公共设施讲求同中求异，异中有

同，以迎合人们较为统一的艺术感知能力和受审美不

同而带来的差异化标准；在节奏与韵律上，城市公共

设施主张将各种要素生动交融，使其彼此影响和互

动，产生一种韵味，实现意境和神韵的和谐美妙。这

些方面的追求有利于城市公共设施更好地实现交互，

从而以强大的审美感染力吸引人们的目光，在最直观

的感受中促使人们不自觉地喜欢上这一公共空间中

的公共设施，从而带动互动性的强化和实现，取得事

半功倍的设计效果。 

比如，城市广场公共设施的交互性设计就对形式

美有着突出的应用。城市广场公共设施的内容和形式

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其在交互性的强化中

十分重视形式美。城市广场中的公共设施多数拥有开

放且运动的特质，从城市的文化和机制等层面进行丰

富和创新，充当着建筑与自然的中介，并在发展中进

行着自身特点与功能的升华，表现出互动性的强烈特

质[6]。主要包含以下两个设计方向，第一，城市广场

公共设施的装饰性特点，具备装饰性的公共设施设计

可以起到衬托和美化公共环境的功能，尤其在城市广

场公共设施设计中需要进行细节的美化和精致的创

新，必要时还可以结合自身特点进行系列化设计，将

存在其中的公共设施的风格进行统一，并在统一中突

出个性元素，以审美独特的整体风格吸引人们的注

意，从而进一步促进交互的发生；第二，城市广场公

共设施的复合性特点，为了将审美性进行最大化的发

挥，广场公共设施设计还应该从复合性层面着手，对

单纯的设施功能进行丰富，使其“复杂化”。比如，

几项使用功能可以同时集于某一种公共设施，路灯可

以照明，还可以兼具指引功能，这样的公共设施既可

以从审美层面得到丰富，又可以在此基础上促成人们

交互需求的实现。也就是说，借助外在的形式美加速交

互的发生，从而使公共设施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2  从人文关怀带来交互实现 

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关照人的各方面需求，体现

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上，便是突出为人服务的宗旨，

时刻结合人的使用需求和体验感的满足进行合理化

设计。这一点符合互动性设计的要求，是实现交互的

有效支撑，能够使公共设施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

样的公共空间的整体营造才算成功。 

一方面，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体现在对城市文化

的传承上[7]。人们普遍对当地的地域文化有着高度的

认同和认知，鉴于此，城市公共设施在设计的过程中

从人的需求出发，对地域文化进行适当的融入，如此

可以促进人们与公共设施甚至文化层面的交互，引导

人们实行绿色的生活方式，深化人们对文化的认知，

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从而更好地实现互动，是人文

性的有效尝试。 

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体现在对多样性

的呈现上。城市公共设施是服务于人的，而人的现实

需求并不统一，会因为年龄、性别、兴趣等方面的不

同而有所差异，所以想要促成互动，必须在多样性方

面下功夫，满足不同人群的现实要求[8]。第一，融入

人机工程学。交互必须建立在舒适的基础上，从人性

化的视角看，公共设施要考虑人体的结构特征，对人

体各部分在活动时的需求做到最大化地满足。比如，

公共座椅的设计就要考虑人们在使用时的能量不同、

生理变化和功能需求等层面，最大限度地以身心和谐

的最终效果来减轻人的心理负担，让人们能够更加主

动地进行交互，这是人性化所带来的交互升华[9]。第

二，考虑年龄阶段的不同。以城市广场的公共设施设

计为例，不同的人群对设施有着不同的需求，其互动

交流的发生多数体现在一些自发活动、必要活动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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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活动上，比如上下班、接送孩子属于必要活动，

散步、锻炼、休息等属于自发活动，表演节目和广场

舞属于社会性活动。设计师可以从这些不同人群的不

同需求着手，以更加人性化、更加适合大众的创意和

实践造就更加紧密和高效的互动。 

3  从科技创新促进交互的升级 

从目前城市公共设施的发展趋势看，其对科技的

依赖越来越多，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会对城市公共设

施带来新的变革方向，从而推动公共设施从单一化走

向多元化，更进一步促进了智能化的融入与实现，让

曾经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甚至是现实[10]。越来越多的

设计实践表明，将科技融入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能

够给其形式与功能带来更多的变化，促使其走向完

善、多元和智能[11]。当然，这些都对交互的实现提供

了极大的支持，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他们借

助更加方便的设施在享受的过程中放松心情、主动交

互，真正实现了服务于民、惠及于民的设计目标。 

在具体的智能化设计案例中，智能化垃圾桶值得

一提。这类公共设施是城市环境清洁的保障，赋予其

精巧的设计和独特的创意，能够在促使人们实现交互

的同时，帮助他们不知不觉地养成爱护环境的好习

惯。一款垃圾桶的设计就被融入了智能化元素，并被

应用于一些新型的社区中。设计师选用了新材料和新

技术，从基础的材质上就有所不同，再配合创新设计

的易拉罐的造型，更进一步实现了互动中的新奇享

受。人们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推开上面的拉环，这就促

使了交互的实现。还有的垃圾桶被置入了智能化装

置，在没有人使用时，它一直在“睡觉”，甚至还会

发出打呼噜的声音，而人们想要使用这款垃圾桶时，

必须拍打它，将它“叫醒”，如此才可正常使用。这

样的创意也让公共设施的交互性更加突出，受众的满

意度更高，也更乐于参与互动[12]。 

除了垃圾桶的智能化设计，科技创新的细节融入

还存在于公共空间的路灯、座椅等基础设施中，这些

科技感强的设施能够美化城市的公共空间，促使人们

提高文明意识，还能够有效地促进情感的沟通与深层

次的互动，使公共空间更加美好，给人们在使用公共

设施的过程中带来不一样的体验[13]。 

4  结语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中重要的枢纽，存在其中的

公共设施更是人们休闲娱乐、交流沟通的中心，可以

说是人们的外在起居室。尤其在当今社会，作为公共

空间中的必然存在物，公共设施开始了改变，不再只

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各个地方、各个城市都会结合不

同的现实需求进行升级改造，甚至融入很多视觉元素

和功能元素，希望能够促成最大化、最有效的互动，

打造现代、文明、美丽、舒适的公共空间。因此，探

索公共设施的设计与创新成为设计师的重要思考内

容，以便在合理的形式与功能的推动下实现更大、更

好的交互。笔者认为，交互是建立在外在与内在的协

调配合上，结合本文的论述，城市公共设施设计需要

从多方面考虑，站在整体视角，从外在的形式、内在

的功能和科技的融入等方面进行交互设计，以视觉

美、功能美和科技美实现交互的升级，让人们在公共

空间的公共活动具有安全感、舒适感与留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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