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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对海报主题构建和视觉表达的促进
夏志丽

中北大学，艺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摘要：在“超媒体” 语境下，交互海报作为新兴社会视觉形态不断创新演进，集多媒介融合、人机交互、无线传播等特性于一身，
是新媒体意识与创新思维碰撞的产物。本文从交互设计点的相互作用以及人对其认知心理感受的视角出发，剖析包含游戏性、声效、
信息传递、文字图形交互的实践作品，探究交互海报如何通过不同交互创意点构建主题、创设隐喻，从而传达内在意图，为海报
的发展及交互形式构建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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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重塑了设计生态。
在数字信息化的时代，传统的设计观念已从有形
的物质领域扩展到了无法触摸的程序领域，在设
计中融合多元文化技术探索新的边界。海报设计
也不例外，从传统的静态海报到动态海报，再到
交互海报，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更
是设计理念和技术应用的融合与创新。动态海报
通过图像、文字、动画和声音等多媒体元素，增
强了视觉冲击力和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满足了
现代人对快速获取信息的需求。交互海报则进一
步通过用户互动，提升了用户体验，使海报成为
一种双向交流的媒介。

20 世纪 80 年代，交互设计概念是由 IDEO（全
球知名设计咨询公司）创始人大卫·凯利提出，
他始终强调将“用户体验”以及“可行性”作为
交互设计的出发点，为本文在以用户体验为中心
的设计理念提供了参考。本文的交互海报设计实
践在“意派 Epub360”创新应用设计平台下实现，
意派 Epub360 平台可实现丰富的人机交互功能，
涵盖基础交互操作（如手势触发、摇一摇、拖拽等）、
多媒体交互（视频、音频互动）、社交互动（获

取用户信息、评论投票等）、数据与逻辑交互（参
数变量、条件判断等）以及 3D 模型交互（对 3D 
素材全方位查看与属性设置、角度触发控制），
为用户带来全方位、多层次的创意交互体验，满
足不同场景下的交互设计需求。本文的交互海报
设计在此环境下强调在交互前、交互后与观者产
生互动时构建海报主题，传达创意隐喻，使海报
与受众之间通过移动终端形成良好的交互体验效
果和有效的沟通模式，以双向交流的方式通过多
平台终端进行传播，完成海报信息传播的使命。

一、交互海报设计的理性思辨

交互设计范畴宽泛，理想状态下应是 “隐形” 
的，即让用户在无意识中依循正确方式完成交互，
炫酷的交互设计令人印象深刻，成功的交互设计
则无迹可寻。海报交互设计需秉持理性，促使技
术赋能艺术，达成设计美与功能美的完美融合。

交互海报作为支持用户交互的系统，依托互
联网思维，力求以最简方式表意、最快捷地与观
者互动，切实体悟观者感受，进而围绕交互整合
多元形式，借手机、平板等终端实现广泛、快速
传播。当下，随着媒介与传播技术的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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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表现形式上的超媒体化，均给设计者带来了
新的挑战。交互海报形态融合多媒介、具备多样
人机交互特性与互联网无线传播优势，触控点击、
摇一摇、重力感应、环境感应等丰富互动形式与
设计互补，赋予观者全新体验。表现形式从单一
视觉拓展至更广阔天地，内容操控灵活度远超传
统海报。显然，注重对象参与的交互设计对海报
主题构建及视觉表达的助推作用达到新高度。

二、交互海报实现的支撑要素

第一，网络速度。交互海报的内容不像传统
海报一样是二维的只有很小的体量，而是具有多
样的人机交互特性、融合多种媒介形式且在互联
网领域能够实现无限传播。所以需要较为强大的
网络支持。5G 网络的大量普及为多媒介的交互海
报无线传输创造了条件，网络速度越好，呈现的
形式就可以越多样。第二，设备支持。同时要有
超文本的根基和设备的支持。如果手机作为载体
性能较差，操作系统陈旧就会对作品加载带来困
扰。第三，超媒体思维。交互海报的设计为设计
师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设计师需要具备综合
的感官能力和超媒体思维，设计作品也应跟随互
联网的众多特性。

三、交互海报情感共鸣的构建

情感共鸣是交互海报设计的核心要素之一。
传统海报的单一展示方式已无法满足现代观众对
视觉体验的多样化需求，而交互海报借助动态参
与过程，易于搭建起设计者与受众之间的 “共情” 
桥梁，其交互行为不仅能够有效调动观众情绪、
促使思想转变，进而在感官体验中实现情感升华，
达成共识 [1]。同时，交互海报注重多感官的互动
体验，通过触觉、听觉等多维度交互，让设计师
在视觉之外传递设计理念，增强与观众的情感连
接 [2]。例如，动态交互海报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技
术打造音效、动画、信息转化等交互点，使观众
接收信息时可即时反馈，提升参与感与体验感 [3]。
多项研究表明，不同技术因素对广告用户体验影
响显著：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海报突破空间、时
间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与观众进行实时互动，
从而使观众获得视觉、听觉、触觉感官的全新体
验 [4]；VR 界面广告在享乐型广告上比应用程序界
面广告更具吸引力；NFC/RFID 标签交互，借助
在海报和移动设备上提供视觉提示可提升用户交
互体验；H5 移动广告融合图形符号、动态化信息
传递和互动元素，强化了感官体验、认知深度与
情感认同，推动设计师探究用户体验，强调视觉
氛围、用户参与感和表现形式丰富等设计要求 [5]。

四、交互设计对海报主题构建和视觉表达的
实践

（一）基于游戏形式的交互创意在海报设计
中的应用

在交互设计理论中，用户体验的提升往往依

赖于富有创意的交互形式与深刻内涵的有机结合。
以海报 “病从口入” 为例（如图 1 所示），其采
用拼字游戏这一交互形式来引发受众对生命的思
考。

从交互元素的选择来看，海报选取了 “口、吃、
喝、活、命、癌” 六个汉字作为拼字元素，这些
元素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信息传达和用
户认知的深入考虑。每个字都含有 “口” 字，这
一设计巧妙地运用了语义关联，共同阐释 “生于
食，病也于食，死也于食” 这一深刻道理，符合
交互设计中信息简洁且具有强关联性的原则，能
够让受众在较短时间内理解海报的核心主题。

在交互流程方面，受众通过手机、平板等屏
幕触控终端参与海报交互，具体表现为拖动八个 
“口” 字来拼成完整的六个汉字，这一操作方式
易于上手，遵循了交互设计的易用性原则。同时，
完成拼图后触发 “病从口入” 的文字动效，这种
即时反馈机制是交互设计中的重要环节，能够增
强受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使其更加投入到与海
报的交互过程中，进而提升对海报所传达信息的
关注度和记忆度。

图 1： 海报“病从口入”交互前后对比（作者：夏志丽）

图 2：海报“病从口入”交互海报二维码

（二）基于擦除互动模式的交互海报设计实
践

在交互设计领域，有效的设计策略旨在通过
独特的互动方式引导用户深度参与信息获取，并
激发其情感共鸣与理性思考。以图 3 中 “这不是
我们期待的日子” 这一雾霾公益海报为例，其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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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互动模式的运用诠释了交互设计原理在海报设
计中的应用。从信息架构与层次呈现的交互设计
理论角度出发，海报在初始状态下，以大面积灰
色作为主视觉元素，并用 28 个灰色方块象征着模
糊的时间概念，这一设计构建了一种悬念式的信
息前置架构。这种模糊性信息的设置符合交互设
计中 “渐进式信息揭示” 的原则，旨在吸引用户
主动探索，激发其好奇心与参与欲望。通过隐藏
关键信息，只在用户执行擦除动作后逐步展现与
雾霾相关的元素，如 PM2.5、二氧化硫、重金属、
血栓、心肌梗死、中风等，使信息呈现出从抽象
到具体、从隐晦到明确的层次变化，引导用户逐
步深入了解雾霾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而非一
次性灌输大量信息导致用户的认知负荷过载。

在用户体验与交互操作层面，根据 “具身认
知理论”，通过手的触摸与擦除动作，用户能够
获得沉浸式的体验，这有效增强了用户与海报内
容之间的情感连接，其在交互过程中的每一次擦
除动作都会产生即时的视觉反馈，如隐藏元素的
显现，这种实时反馈机制遵循了交互设计的基本
准则，能够不断强化用户的操作行为，使其更加
专注于信息的获取过程，并促使他们在交互过程
中自然而然地思考雾霾与各种元素的关联以及对
生命质量的影响，并最终传递 “保护环境，就是
保护自己” 这一核心信息。      

图 3：雾霾公益海报 1 二维码（作者：夏志丽）扫描二维码体
验

（三）基于动态长图声效交互点的海报设计
在交互设计的多元理论体系中，多感官交互

是提升用户体验与信息传达效能的关键维度。人
类通过视觉、味觉、嗅觉、听觉和触觉这五感来
感知世界，而在海报设计领域，视觉虽占据重要
地位，但听觉的作用亦不可小觑。尼娜・克劳斯
在《声音改造大脑》中提到：“我们的听觉大脑
是巨大的，它与我们所知道的，与我们的情感，
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的动作，以及我们的
其他感官相互作用，且声音在健康和受伤的大脑
中都扮演着未知的角色”[6]。这深刻揭示了声音
在塑造感知体验方面的巨大潜力，也为以声效为
交互点的海报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石。

从感官协同与信息强化的交互设计原理来
看，图 5 的雾霾公益海报巧妙地融合了视觉与听
觉元素，构建了一种沉浸式的交互体验。在视觉
层面，海报以雾霾元素充斥整个画面构成信息传
达的基础框架，通过图形符号如 PM2.5、重金属、
二氧化碳等以及相关疾病文字信息的呈现，向观
者直观地展示了雾霾问题的严重性。听觉上，观
者滑动画面触发的重金属声效并非多余，依据 
“感官协同效应”，它与视觉信息紧密配合，强

化沉闷压抑感，形成感知闭环，助力观者深刻领
会雾霾威胁生命这一核心要义。

在交互流程与情感引导方面，该海报的设计
遵循了交互设计中的用户行为反馈机制和情感化
设计理念。观者通过向上或向下滑动屏幕这一简
单操作，实现了对音乐播放的控制，这种即时的
操作反馈能够让观者增强参与感。而音乐的暂停
与响起作为交互过程中的关键反馈点，巧妙地触
动观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进而激发其改变行
为的潜在意愿，实现从信息接收到意识觉醒再到
行动倾向的转化，这正是交互设计在海报设计中
追求的终极目标 —— 通过优化交互体验，实现
信息的深度渗透与行为引导的有机结合。

图 4：雾霾公益海报 2 二维码（作者：夏志丽）扫描二维码体
验

五、结语

当前的实践成果有力地激发了我们探索交互
海报设计多元路径的积极性。交互海报领域正迈
向多维度的深刻变革阶段，这为该领域带来新机
遇，也对设计师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未来交互
海报领域的设计师不仅要有扎实的设计功底，还
需具备多元知识体系和创新思维。在技术创新驱
动方面，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 5G 技术等的应用，为设
计师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推动设计师将这些
技术融入设计过程。设计师可通过 AI 系统精准
捕捉用户个性和喜好，生成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个
性化海报设计方案，让海报互动效果更丰富、推
送更精准、加载更流畅。在体验升级方面，设计
师借助多感官刺激，通过契合用户特性的内容与
互动形式，营造出高度沉浸式且个性化的体验。
未来交互海报将更注重深度沉浸感和跨平台整
合，以实现身临其境的广告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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