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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感性工学的车载导航界面设计研究

谭　 笑， 郭进利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３）

摘　 要： 本文基于感性工学理论，研究符合用户需求的车载导航界面设计方案。 经被试对车载导航界面进行感性意向评价，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关联语意空间和界面形态设计空间，得到车载导航界面设计要素的显著性。 使用回归分析结果对车载导

航界面建立预测模型，并分析模型。 通过对模型的多方验证，最终得到三个满足用户感性需求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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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感性工学”一词是由马自达集团前会长山本

健一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提出的［１］，是感性与工

学相结合的技术。 主要通过分析人的感性来设计产

品，并依据人的喜好来制造产品，属于工学的一个新

分支［２］。 其实质是在工程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人

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设计出更加人性化的产

品［３］。 感性工学在日本诞生，同时在日本学者的研

究下高速发展。 其中，学者长町三生经过几十年的

研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和相关书籍，为感性工

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感性工学进入中国时

间较短，目前还在发展阶段，但大量学者非常关注感

性工学，并投入研究。
车载导航作为行车途中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

经过科技的发展不断更新换代，如今全触屏车载导

航界面早已占据市场，方便消费者的同时，也保持着

各品牌自身的特点。 车载导航界面设计逐渐走向成

熟，而要想提供给消费者更优质的产品体验，必须考

虑到人的因素进行改进。 本文基于感性工学对车载

导航界面设计进行研究分析，考虑到人们面对产品

的情感反应，从感性工学的角度加以解读，从而得到

车载导航界面的设计预测模型，以供设计师参考使

用。

１　 建立感性语意空间

车载导航系统是利用 ＧＰＳ 结合电子地图，在全

世界范围内找到车辆的具体位置并规划路线。 车载

导航具备语音导航、规划最佳路径等主要功能，另有

ＤＶＤ 播放器、蓝牙免提、智能泊车等附加功能［４］。
通过查阅资料、访谈等获取 ６０ 对初始感性词组，用
于对车载导航界面进行评价，同时选取 ５０ 名使用过

车载导航或意图购买车载导航的被试人进行调研，
被试人只能从 ６０ 对初始感性词组中选择 ３ 对感性

词组，对车载导航界面设计进行描述。 经统计，“简
洁的－复杂的”、“醒目的－低调的”、“时尚的－传统

的”３ 对词组位列前三名，分别占比 ３２．１％、１９．８％、
１４．２％。 调查结果反映，大多数消费者主要还是注

重操作的难易方面，其次对界面操作的流畅程度和

美观程度有所在意。



２　 建立界面形态设计空间

２．１　 界面构成要素分析

通过查看车载导航相关的书籍杂志、各大品牌

官网、论坛社交平台、网购平台以及走访线下销售门

店，收集市面上的车载导航界面样本共 ３３ 款。 后续

经过大量访谈车载导航的使用者和设计工程师并与

具备专业背景的学生进行讨论交流，对以上 ３３ 款车

载导航界面进行设计要素解构。 分析并得到车载导

航界面构成要素及类型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１）界面布局，是指导航界面中信息的显示方

式。 包括列表式、图标式和滚动式 ３ 种方式。
（２）界面图标，是指界面中图标显示方式。 其

中包括字符、扁平化和拟物化 ３ 种方式。
（３）界面色彩，是指导航界面中图标以及背景

的色彩设置。 包括单色、邻近色、多彩色 ３ 种色彩设

置方式［５］。
（４）反馈与提示，是指导航接收到信息后，反馈

给操作者的提示方式。 包括文字提示、图像提示和

声音提示。
（５）信息输入，是指操作导航时，输入信息的方

式，包括虚拟按键和语音输入。 车载导航界面构成

要素及类型汇总见表 １。
表 １　 车载导航界面构成要素及类型

Ｔａｂ． １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 ｃａ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要素 类型 编号

界面布局 Ａ 列表式 １
图标式 ２
滚动式 ３

界面图标 Ｂ 字符 １
扁平化 ２
拟物化 ３

界面色彩 Ｃ 单色 １
邻近色 ２
多彩色 ３

反馈与提示 Ｄ 文字提示 １
图像提示 ２
声音提示 ３

信息输入 Ｅ 虚拟按键 １
语音输入 ２

２．２　 正交实验及编码

由表 １ 构成要素及类型可编码组成 １６２ 种实验

样本。 由于实验样本过多，后续信息采集不便，且无

实际意义。 因此，本文采用 ｍｉｎｉｔａｂ１７ 软件对其进行

正交实验设计。 经过正交实验得到具有代表性的

１８ 个界面样本方案。 其样本方案所包含的设计要

素信息汇总见表 ２，样本图案如图 １ 所示。

列表式布局 图标式布局 滚动式布局

图 １　 样本布局示例

Ｆｉｇ． １　 Ｓａｍｐｌ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
表 ２　 １８ 个代表性界面设计方案

Ｔａｂ． ２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 ｓｅ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
序号 界面布局 界面图标 界面色彩 反馈与提示 信息输入
１ 列表式 字符 单色 文字提示 虚拟按键
２ 列表式 字符 多彩色 声音提示 语音输入
３ 列表式 扁平化 单色 文字提示 语音输入
４ 列表式 扁平化 邻近色 图像提示 虚拟按键
５ 列表式 拟物化 邻近色 图像提示 语音输入
６ 列表式 拟物化 多彩色 声音提示 虚拟按键
７ 图标式 字符 单色 图像提示 虚拟按键
８ 图标式 字符 邻近色 声音提示 语音输入
９ 图标式 扁平化 邻近色 声音提示 虚拟按键
１０ 图标式 扁平化 多彩色 文字提示 语音输入
１１ 图标式 拟物化 单色 图像提示 语音输入
１２ 图标式 拟物化 多彩色 文字提示 虚拟按键
１３ 滚动式 字符 邻近色 文字提示 虚拟按键
１４ 滚动式 字符 多彩色 图像提示 语音输入
１５ 滚动式 扁平化 单色 声音提示 语音输入
１６ 滚动式 扁平化 多彩色 图像提示 虚拟按键
１７ 滚动式 拟物化 单色 声音提示 虚拟按键
１８ 滚动式 拟物化 邻近色 文字提示 语音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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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表 ２，运用数量化理论Ⅰ类方法，对 １８ 个

代表性样本进行编码，将样本的设计要素量化为

“０”“１”矩阵。 每个样本设计要素必须涵盖所有项

目，同一个项目有且只能包含一个类目。 若样本包

含某一项目中的某一类目，则量化为“１”，不包含的

则量化为“０”。 例如样本 １ 中的“界面布局”项目中

存在类目“列表式”，则“列表式 Ａ１”编码为“１”；另
一类目“图标式 Ａ２”编码则为“０”，依此类推。 部分

样本编码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试验样本编码（部分）
Ｔａｂ． ３　 Ｔｅ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ｄ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样本编号 Ａ１ Ａ２ Ａ３ Ｂ１ Ｂ２ Ｂ３ Ｃ１ Ｃ２ Ｃ３ Ｄ１ Ｄ２ Ｄ３ Ｅ１ Ｅ２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２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３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 …
１７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８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３　 关联语意空间和形态设计要素

３．１　 语义差异法调查

以“简洁的－复杂的”、“醒目的－低调的”、“时
尚的－传统的”３ 对感性词组，对表 ２ 中正交实验设

计所得的 １８ 个方案进行意向评价。 选取五级李克

特量表对方案进行评分，评分范围为－２ ～ ２。 其中，
非常简洁为－２，较简洁为－１，无明显偏向为 ０，较复

杂为 １，非常复杂为 ２。 调查对象为 ６７ 位对车载导

航有使用经验或有购买意向的人员（其中女性 ３３
名，男性 ３４ 名，年龄在 １８－６０ 岁）。 调查统计之前

均对被试人进行问卷及李克特评分讲解，问卷结果

输入 ＳＰＳＳ２０．０ 进行均值计算，得到感性词的语义均

值见表 ４。
表 ４　 感性词的语义均值

Ｔａｂ． 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ｍｅａｎ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ｗｏｒｄｓ

样本编号 简洁的－复杂的 醒目的－低调的 时尚的－传统的

１ ０．１２ ０．７６ ０．１０
２ ０．７６ ０．９６ ０．５４
３ ０．８７ ０．５２ ０．２５
４ ０．７６ ０．６０ ０．４９
５ １．０３ ０．９１ １．００
６ ０．７８ ０．９１ ０．８２
７ ０．３１ ０．１８ ０．２８
８ ０．４２ ０．５１ ０．４９
９ ０．８２ ０．８２ ０．７２
１０ ０．９３ １．０６ ０．８８
１１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４
１２ ０．８７ ０．９６ ０．９６
１３ ０．２３ ０．７３ ０．６９
１４ ０．６０ ０．７３ ０．７６
１５ ０．６６ ０．７８ ０．７６
１６ ０．６３ ０．７９ ０．７８
１７ ０．３５ ０．６３ ０．７２
１８ ０．６３ ０．６７ ０．８７

３．２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将数据导入 ＳＰＳＳ２０．０，以表 ３ 中 １８ 个代表性样

本“０”“１”编码矩阵为自变量，“简洁的－复杂的”、
“醒目的－低调的”、“时尚的－传统的”３ 对感性词组

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选择强行进入

的方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类目得分、常
数、复相关系数、拟合优度、方程显著值 Ｐ 等。 以感

性词“简洁的－复杂的”为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关
联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感性词“简洁的－复杂的”与设计要素的关联结果

Ｔａｂ． ５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ｄ ＂ ｓｕｃｃｉｎｃｔ －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项目 类目 方程显著值 Ｐ 类目得分

界面布局 Ａ 列表式 Ａ１ ０．８５９ ０．０１２

图标式 Ａ２

滚动式 Ａ３ ０．０１７ －０．１９２

界面图标 Ｂ 字符 Ｂ１

扁平化 Ｂ２ ０．０００ ０．３７２

拟物化 Ｂ３ ０．００１ ０．３５３

界面色彩 Ｃ 单色 Ｃ１

邻近色 Ｃ２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３

多彩色 Ｃ３ ０．００７ ０．２２７

反馈与提示 Ｄ 文字提示 Ｄ１

图像提示 Ｄ２ ０．１６６ ０．０９７

声音提示 Ｄ３ ０．７２３ ０．０２３

信息输入 Ｅ 虚拟按键 Ｅ１

语音输入 Ｅ２ ０．００３ ０．２１４

常数项 ０．２０６

复相关系数 Ｒ ０．９５８

Ｒ 方 ０．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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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

根据数量化Ⅰ类理论，将设计要素类型作为项

目，设计要素作为类目及自变量，感性意向值作为因

变量［６］。 建立对应的关系模型为：
Ｙ ＝ αＡ１Ａ１ ＋ αＡ２Ａ２ ＋ αＡ３Ａ３ ＋ αＢ１Ｂ１ ＋ … ＋ αＥ１Ｅ１

＋ αＥ２Ｅ２ ＋ ｍ． （１）
　 　 其中， Ｙ 为感性意向值；（ Ａ１，Ａ２，…，Ｅ２）为设

计要素； （αＡ１，αＡ２，…，αＥ２） 为自变量的权重系数，对
应各类目得分； ｍ 为常数项的值［７］。

将数量化Ⅰ类分析结果代入式（１），可以得到

“简洁的－复杂的”的回归关系模型为：
Ｙ１ ＝ ０．０１２Ａ１ － ０．１９２Ａ３ ＋ ０．３７２Ｂ２ ＋ ０．３５３Ｂ３ ＋

０．１１３Ｃ２ ＋ ０．２２７Ｃ３ ＋ ０．０９７Ｄ２ ＋ ０．０２３Ｄ３ ＋ ０．２１４Ｅ２
＋ ０．２０６

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醒目的－低调的”、“时
尚的－传统的”两组感性词的回归关系模型。 对以

上模型进行验证，重新选取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再次

收集数据，将收集得到的数据与本文模型预测值进

行 Ｔ 检验。 若 Ｔ 检验的结果显著性大于 ０．０５，说明

模型与调查差异性不明显，模型预测结果较好。
３．４　 结果分析

数量化Ⅰ类分析结果中，拟合优度是代表数据

统计结果可信度的一个重要参数，复相关系数代表

数量化Ⅰ类分析的可靠性程度。 其中，拟合优度大

于 ０．７，数量化Ⅰ类信息结果可被采纳，大于 ０．８ 则

具备较高的可信度［８］。 本次数量化Ⅰ类得到显著

性 Ｐ 值为 ０．００２，小于 ０．０５，说明线性回归模型中至

少有一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模型的复相关

系数为 ０．９５８，拟合优度为 ０．９１８，均大于 ０．８，表示模

型拟合较好；设计要素的显著值 Ｐ 小于 ０．０５ 的有 ５
个。

由“简洁的－复杂的”的回归关系模型可以看

出，模型包含界面布局中的列表式、滚动式，界面图

标中的扁平化和拟物化，界面色彩中的邻近色和多

彩色，反馈与提示中的图像提示和声音提示，以及信

息输入方式中的语音输入等，这些自变量均会影响

消费者对于车载导航界面的语意意向。 对语意意向

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设计元素前的系数，即类目得分。
Ｙ１ 模型中类目得分的大小表明，该设计元素与

语意意向的相关程度，绝对值越大，则相关程度越

高；其有正有负，正数表明更倾向于感性词组右边的

形容词，负数表明更倾向于左边的形容词。 其中，滚
动式显得更加简洁，对于特定驾驶环境下操作方便

且一目了然，列表式、扁平化、拟物化等均显得复杂

化。

４　 结束语

将语意空间与界面形态设计空间关联，使用数

量化理论Ⅰ类进行分析，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现了

将定性数据定量化。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可以定量

的了解消费者对于车载导航界面设计的偏好。
将感性工学应用在车载导航界面，以便在驾驶

过程中能更贴合消费者的语意意向。 对于车载导航

产品界面的设计可以考虑收集更多的数据，建立多

个语意意向的模型，汇总构建一个完整的车载导航

产品界面设计方案库。 方案库的产生不仅可以将感

性工学投入到实际应用，并拓展到各个行业，使得产

品更加人性化，同时也能给设计师提供设计参考，以
便设计出更加侧重消费者偏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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