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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继承性设计能让用户易于理解产品交互界面的特性和用途,引发用户对产品的情感体验,是新产品开发中不

容忽视的问题。 文章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产品交互界面中文化、风格、符号原型、操控结构的继承性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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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同类产品之间的功能

技术差异逐渐缩小,产品功能趋于“同质化冶。 面对

激烈的市场竞争,设计师的视角从重视产品新技术

的开发逐渐转变为重视人与产品之间的交互体验,
这大大改变了产品设计的内涵,产品交互界面已成

为设计的关键对象。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市场需求的

瞬息万变,致使产品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 用户要

在短时间内熟悉并掌握新产品的操作和使用方式,
有赖于其产品交互特征的保持。 因此,新产品开发

中,产品交互界面的延续和创新设计不容忽视。

一摇 产品交互界面

产品交互界面指完成人与产品之间信息传递和

交流的工作面[1],是人和产品的主要接触面。
一般来讲,产品交互界面完成的任务包括两方

面:一是为用户提供产品的操作界面,通过各种交互

媒介引导用户完成产品的功能实施,这里交互界面

关注的是产品的使用效用,倡导交互的自然高效;二
是为用户提供良好的交互体验,通过一系列的感知

设计引发用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情感共鸣,这里

交互界面关注的是产品的隐喻色彩和审美设计,倡
导交互的情感体验。

产品交互界面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硬件界面和

软件界面。 硬件界面指的是物质层面的产品交互界

面,由形态、色彩、材质等元素构成的三维实体界面,
如产品的操作按钮、功能旋钮等。 软件界面又称数

字界面或信息界面,指的是由窗口、菜单、图标、指示

符号等组成的图形用户界面,如计算机、手机等电子

产品的操控平台等。 软件界面既可引导用户对产品

的物质功能进行实际操控,又可以通过界面的视觉

效果引发操作想象,进而激发使用兴趣[2]。

二摇 产品交互界面的继承性设计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产品的功能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拓展,越来越多技术、功能、效
用的融合,使得产品交互界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同时,用户在长期的人机交互过程中,会对产品形成

相应的物质体验和精神体验,并在体验的基础上建

立情感联系。 在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和多样化发展

的同时,保持这种交互体验和情感联系是建立忠实

客户群体的重要条件。 产品人机交互体验一致性的

长期保持,依赖于产品交互界面的继承性设计。
在工业设计层面,继承性设计指的是产品更新

换代时,新产品对同族已有产品各种属性复制、分
析、重组和应用的设计过程。 继承性设计既是对已

有设计的继承,更是在已有设计基础上的发展和再

创造[3]。 继承性设计首先要进行继承性因素的选

择。 继承性因素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设计

内容的重新解读。 设计师通过对软、硬界面设计内

容的重新解读,选择重要的产品交互特征进行复制

和重组,以保证产品更新过程中交互体验的一致性。
另一部分来自新功能、新材料、新趋势的设计转化,
这是新产品对市场需求的反应和把握。 在对新的界



面设计元素进行取舍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新旧元

素之间的协调搭配问题,一切以用户的使用习惯和

情感体验的保持为前提。
产品交互界面的继承性设计能让用户易于理解

交互界面的特性和用途,顺利引起用户与产品间的

情感互动,更能通过与继承原型的比较,加快产品形

象的识别过程。

三摇 产品交互界面的继承性设计方法

基于新功能、新材料、新趋势设计转化因素的不

确定性,我们将产品交互界面继承性设计方法研究

的重点放在对继承原型设计内容的重新解读和转化

上,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一)产品交互界面的文化继承性设计

如同其他设计一样,产品交互中界面的设计也不

是孤立的,不同区域、不同企业的产品都有其独特的

文化理念和设计原则。 交互界面的文化内涵是产品

设计理念和价值观的体现,是人机交互中情感体验的

重要组成。 如苹果电脑的操作界面,其淡雅的色调、
具有苹果特色的图标设计、适中的鼠标移动速度,大
大提高了交互界面的亲和力,充分体现了苹果人性化

设计的文化内涵。 这不仅很好地呼应了苹果的整体

造型设计,更彰显了其鲜明独特的产品特征。 继承并

发展良好的文化传统,是产品交互界面创新的前提。
作为感官操作系统承载的产品交互界面设计,

不仅要重视物质文化,更要重视精神文化的继承,特
别是民族文化的传承。 在产品界面设计中,具有民

族特征的视觉图形、色彩语言以及艺术形式等将构

建界面具有民族特色的造型特征。 同时民族价值观

与审美观也深刻影响着产品界面设计的格调。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古典文化对

现代设计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独特而丰富的中国

设计元素、恬静淡泊的传统美学、天人合一的和谐观

念都是我们设计灵感的源泉,设计创新的依据。 在

设计全球化的今天,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既是对民族

精神内涵的延续,更是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再创造。
在产品交互界面中传承古典文化,不仅可以引发本

国用户和煦亲切的情感体验,更有利于我国产品塑

造民族特色形象,建立自主的设计立场和文化身份。
(二)产品交互界面设计风格的延续

风格是设计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独

特面貌,是相对稳定的、反映产品内部特征的外部印

记。 设计风格的认知建立在用户感知和体验的基础

之上,在产品交互设计中,界面的风格不仅是产品独

特和鲜明特征的体现,也是用户在接触和操作产品

时感知、体会和品味的结果,是产品交互中的精神

体验。
产品交互界面的设计风格是由一系列设计元素

通过不同的构成方法而表现出来的形式,主要包括

形态和 CMF 两个方面。
1、形态

形态是产品界面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信息载体,
是人机交互的第一界面。 人们通常通过对形态的识

别来对产品的定位、性能等属性做出判断。 形态的

继承性设计因素的选择一般与功能相联系,形态通

过使用、体验而不断加深用户印象,当继承性设计因

素在新产品中出现时,用户不仅可做出初步的功能

判断,而且会产生亲切感,增加界面体验的情感。 如

自 2004 年以来,诺基亚为配合其简洁的长方形手机

造型,精心设计了回形导航键,同时使用丰富的材质

和颜色对比,形成了人机交互界面中最易识别的视

觉中心。 目前,回形导航键已成为诺基亚产品交互

界面中重要的形态继承性特征。
2、CMF
CMF 是色彩、材料和表面处理工艺的英文缩写

(Color、Material、Finishing),是构成产品交互界面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一种颜色、不同材料、不同表面处理

工艺所产生的界面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CMF 一方

面保证了产品的定位和功能属性得到根本体现,另
一方面对产品界面的意境形成有重要作用,对用户

的操作感受和心理体验有重要影响。 对 CMF 的继

承性设计因素提取要结合产品由视觉、触觉和质感

共同构成的感官形象来完成,保持其感性特征,使用

户产生经验性印象,进而带来更为丰富的心理感受,
从而完成继承性设计。 经典的 CMF 组合是继承性

设计的首选因素,如诺基亚 5700 对 5300 CMF 的继

承,红白相配,堪称经典;三星 E848 对 E840 镜面设

计的继承,梦幻华丽,更彰显其品质如一。
对设计风格的继承贯穿于产品交互界面设计的

全过程。 一方面,交互界面的设计需要遵循“以用户

为中心冶的原则,从用户需求的角度出发,面对相同

或相似的群体,设计师需要从相对稳定的历史风格

出发,保持产品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区别于其它的个

性特征,这种继承有时是以无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

的[4]。 另一方面,产品交互界面的设计风格与社会、
时代潮流的发展密不可分,它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

发展变化的。
因此,产品交互界面设计的风格不仅要保持其

鲜明的个性特征,更要顺应时代发展,博采众长,通
过对以往设计风格特征的理解和提炼激发出新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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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创意[5]。
(三)产品交互界面中视觉符号设计原型的

继承

在产品交互界面中,视觉符号是“能指冶与“所
指冶紧密结合的双面体。 设计师将信息转换为符号

传送给用户,该符号必须“能指冶所传送的信息;用
户接收到符号后,根据所处环境将它译为“所指冶。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期望交互界面中视觉符号能良

好传达所指信息,视觉符号的设计就必须在特定的

界面环境下能快速被受众接受、理解,这依赖于视觉

符号设计原型的继承。
设计原型是视觉符号认知的原点,是同指符号

典型识别的参考点。 产品交互界面中的视觉符号设

计多数是对认知原型特征的提炼和固化,长期应用

会在用户中产生特定的象征意义。 当人们见到新形

式的视觉符号时,可根据以往的使用体验很好地理

解其“所指冶的功能,这表明该视觉符号和生活中的

设计原型已经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准对

应概念。 如手机交互界面中的短信符号,它的设计

原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信封,用户在长期使用过

程中已逐渐将两者归纳为特定的对应识别关系。
因此,产品交互界面中视觉符号的继承性设计,

需要将所指信息放到公共的传播交流空间之中研究,
在重新解读设计原型的基础上,考虑界面视觉符号与

同指或近指符号间的共存关系、引用关系和派生关

系,以保障界面符号与所指信息之间的表意实践,从
而保证信息交流的通畅,提高界面的使用效率。

(四)产品交互界面中操控结构的继承性设计

产品交互界面承担着引导用户完成产品功能实

施的重要使命,新产品开发中,对界面操控结构的继

承程度直接关系到用户识别新产品周期的长短。
目前,我们生活中使用的多数产品都呈现数字

化、网络化的发展态势,产品功能的增多、交互信息

量的加大导致了多通道、多指向、网络立体式交互界

面的出现。 在这样复杂的产品交互界面中,多个感

觉和效应通道的非精确交互、功能的多元并存和位

置均等、以及多重交叉的菜单结构等,使得交互的操

控结构设计分外重要。 一旦用户习惯一种操控结

构,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使用方式和使用习

惯,以顺利完成产品的功能实施,这些使用方式和使

用习惯是用户对产品交互界面的最直接体验。 继承

这种操控结构,用户在接触新产品时自然而然会产

生亲切感;反之,用户会感到生疏、不习惯乃至厌恶。
因此,在产品的交互界面设计中,对操控主体结

构的继承应从用户的使用方式和使用习惯出发,以
营造相似的使用体验为目的。 对操控主体结构的继

承是产品交互界面重要的继承因素之一。

四摇 结语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用户关注的是产品的新技

术和新功能。 事实并非如此,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
用户关注更多的是产品交互的体验。 产品交互界面

的继承性设计是产品在更新换代过程中缩短用户识

别周期、引起用户情感体验的重要方法。 本文从用

户体验的角度出发,着重讨论了产品交互界面继承

性设计的方法,以期通过对产品交互界面设计的宏

观把握,为产品设计提供理论支持,使设计工作更具

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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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Inherited Design of Product Interface

GUO Hui鄄juan, WANG Hai鄄bo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爷anshan 243002,China)

Abstract:摇 Inherited design can let user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use of new product, and can raise the user
's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product. In th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herited design is very important. From the view of user爷s ex鄄
perience , the article discussed the methods of culture inheritance,style extension,symbol prototype inheritance and control structure in鄄
heritance in the product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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