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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智能家居产品中的交互设计应用

肖� 钰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湖北�黄石��435000

摘�要：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有更好的追求，对智能家居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交互设计的

应用，使得很多家居设备的功能更加多样化，操作更加简便，不仅有助于使用者快速掌握使用方法，同时也给使用者

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体验。家居产品与各种电器设备软件控制系统相关联，将交互设计与智能家居产品相关服务功能结

合，助力智能家居产品生产企业能够找到新的服务模式。本文对智能家居产品中的交互设计应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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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我国智能家居交互设计的现实状况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交互设计已经被广泛应用到了智能家居的设计当中，并且交互设计已经成为当前家居发展

的主流，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交互设计应用在智能家居当中，可以简单进行界面操作，不仅

省时省力，同时也能够带给使用者良好的生活体验。在一些小家电中，例如电饭煲、声控灯等，都可以利用借助于现

代的高科技将手动操作转变成智能的操作形式，或者运用遥控器进行操作，或者利用语音识别开展远程操作，使得这

些家居产品的使用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与传统的家电产品相比较，智能家电产品都适当融入了交互设计，贴合了大众

的实际需求，方便人们在交互设计的界面进行自主选择和快速操作。

2��智能家居产品交互设计需要遵循的原则

�����遵循易懂的设计原则

在智能家居的交互设计中，操作界面的空间设计是侧重点，只有贴合大众使用习惯的设计才是好的设计，才会使

得功能模块更加完善。产品的使用功能要最大化与产品的界面实现统一性。相较于传统的大型家用电器，智能家电的

功能更加多样化。在实践中，一些智能家电在设计中依然保留着一些传统的设计风格，这样的设计不仅无益于使用者

的使用体验，而且在创新中难以有效吸引消费者。因此，在未来的智能家居设计中，一定要注重交互设计的融入，使

得各种智能家居的操作界面更加直观，有效提升智能产品使用的体验感��@。

�����要遵循简单的设计原则

为了能够带给广大消费者良好的使用体验，智能家居产品在交互设计方面一定要遵循简单的原则，让不同文化程

度的用户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学会操作，懂得正确使用该智能产品。如果智能家居产品设计的操作界面比较复杂，消费

者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进行学习，则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感将大大降低，同时也会对智能家居产品产生误解，不利于智

能家居产品的市场推广和销售。而如果智能家居产品在交互设计中能够设计出简单、大方的操作界面，那么使用者会

很快掌握操作方法，智能家居产品的使用率将大大提升，无论对智能产品的使用率、认可率，还是消费者的满意率将

大大提升。与普通的家居产品相比较，智能家居的普及程度将逐渐提高。在实践中，为了能够有效保障智能家居产品

的质量和功能，智能家居产品在交互设计时可以适当地融入图形和声音元素，为一些特殊人群提供使用上的便利。

�����要遵循有序的原则

在智能家居产品的交互设计中，其功能排序一定要遵循有序的原则，这样不仅可以体现出交互设计的优越性，同

时也使得智能家居产品在使用上更加便捷。因此，智能家居产品的界面设计非常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对设计师能力的

一种考验。实践中，设计师要依据所设计家居产品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设计，在交互设计中，一定要凸显出直观而简

便的特点，在有限的界面中设计出简捷有效的操作。值得注意的是，设计师一定要使用当下比较流行的智能元素，进

一步增强交互设计的功能性，进一步满足人们对高科技产品的实际追求��@。

�����要遵循便捷的原则

在智能家居产品的交互设计中，最重要的体现是便捷性和高效性，特别是远程操控系统和各种人性化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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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交互设计能够有效提升人们的体验感，不仅省时省力，而且方便快捷。因此，在智能家居产品的交互设计中，

设计人员一定要立足大众的角度，尽可能使用便捷的程序，设计出简单易懂的操作界面，真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捷

感受，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3��智能家居产品中交互设计的应用

�����简述人物交互与人机交互的基本内涵

所谓的人物交互，主要是指人与产品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事

物的属性，例如，会依据事物的形状、颜色、大小、图形等来判断事物的使用方法、用途等，同时也会依照自己的想法

对其进行使用上的操作。简单来说，人们会通过对事物的外观观察来判断事物的实际用途。依照很多人的常识和生活经

验，具备“凹”形状的物体，通常都是用来盛放东西的器皿，突出的部分通常会习惯性地进行按压操作。这种形式的交

互是智能家居交互设计中最基本的，属于无意识设计类别的范畴。不同于人物交互，人际交互形式更为高级，这要得益

于工业革命时期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现有的交互设计能够顺利进行转型和升级，通过新产品的使用给用户带来良

好的交互体验，例如在手机上进行文本输入时，最开始的操作方式是按压手机上的实体键盘进行单个输入。之后随着手

机系统的快速发展，手机的实体键盘不见了，逐渐升级为由屏幕包裹的虚拟键盘。由此在学术领域中，人们为人机交互

设定的定义为计算机学与用户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因为面对新的触控按键，用户还可以借助原来的操作习惯，毕竟键盘

��个字母和部分符号的构成没有发生改变，并且字母位置也没有发生变化，贴合了用户的使用心理学��@。

�����分析智能家居产品中的交互类型

从整体来看，当前的智能家居产品中的交互方式主要包含四种，即图像交互、数据交互、语音交互、行为交互。

其一，数据交互类型。数据交互是用户与系统的一种最基本的交互形式，用户借助于手机、电脑等众多移动终

端，通过数字、符号等形式的数据命令的发送，等到智能产品通过接收器接收到此命令后会进行数据分析，然后依据

计算出的用户的操作指令，并转化成机器语言并执行，在完成操作后反馈结果会及时显示到用户所使用的移动终端设

备上。这样的交互方式包含的操作内容有用户的指令、系统语言、编程等，是智能家居产品最原始的交互形式。

其二，图像交互类型。与数据交互不同的是，图像交互在原始的交互系统中占比较小，执行过程和步骤也相对比

较简单，也就是说其在系统中的内部功能是比较简单的。例如，手机应用程序的图标在出现之前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

的，用户只有正确打开某项功能命令时才能查看手机菜单中的文字部分，然后通过文字中的找寻功能，这种交互方式

用户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伴随着手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手机新系统的支持下，其界面的设计中，文字字符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设计中的图片、图形等简易形式的图标。这种设计的交互形式简单明了，不仅有效缩减了用户的操作步

骤，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美观度和使用率。在现如今的智能家居产品设计中，这种设计形式非常流行，不仅表

现在家居产品的界面上，同时也表现在智能家居产品的外观设计上，使得智能家居产品的使用优势更加凸显出来��@。

其三，语言交互类型。与前两种交互形式相比较，语音交互方式更高级一些。随着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快速发展，在智能家居产品的设计中，语音交互形式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语音交互技术逐渐走向成熟。语音交互形

式的成功运用，主要是通过产品系统动态语音捕捉器单元内的阵列麦克风来实现的。该种交互形式是建立在电波模拟

声波基础之上的，是最好的声音采集形式。在语音交互的研发成功最初阶段，产品中的语音交互识别精确度不高，用

户的声音只有在音质和音量上达到一定的采集度后，才能成功被接收器采集到，也就是说，用户每次的语音指令在声

调上必须相同，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经过技术人员多年的技术攻关，当前的语音控制技术已经相对成熟而稳定，相

较之前的技术有了天壤之别。

其四，行为交互类型。与其他类型的交互方式相比较，行为交互具有更高的技术要求，其运算的程度也更为复

杂。而用户在使用行为交互形式的智能家居产品进行操作时，其中的乐趣是其他交互形式所不能给予的。严格来讲，

行为交互技术源于影视行业，最早运用在早期的科幻电影当中。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这种交互形式被逐渐

运用到了智能家居产品当中。相比较其他交互形式，行为交互在使用上还需要加强，还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

在智能家居产品的设计中，行为交互形式的使用率必将会大大提升��@。

�����智能家居产品的交互形式

其一，触摸式。所谓的触摸式，就是用户在进行产品的操作时，需要进行按压或者触摸操作。这种交互方式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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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是智能家居产品初期发展最常使用的形式。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伴随着微电子感应技术的大发展，这项技术

被广泛应用到了智能家居设计当中，用户只需轻轻触碰就可以完成产品的相关操作，给一些特殊人群带来了极大的便

捷。其二，对话式。对话式是建立在语音交互识别的基础上用户与产品进行多次交互技术。当今市场上的很多智能家

居产品就有较高的语音识别度，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捷��@。

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交互设计在智能家居产品上的应用越来越多，不仅给广大用户带来了更多的生活体验，同

时也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生活的智能化和生活的品质。在未来的交互设计中，设计师要紧紧围绕设计规

则，以便捷人们的生活为宗旨，设计出更多智能家居产品，满足人们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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