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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互设计主要以用户的感受为起征点，利用虚拟现实，

云观博等的技术，在一个空间运用技术手段，将物体通过

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器官向受众传递要表达的含义与意 

图 [1]。尤其现在受疫情的影响，倡导线上教学，线上参观等

的方式，这种交互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需要一种既可

以提高学生兴趣又能对社会有贡献价格的方式就尤为重要，

我们在教学中要结合交互设计，以便于更好的学习体验。

充分运用交互设计等的多媒体技术数字化分析并处理

实体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实物与空间氛围等的内容，并在环境

艺术设计教学中呈现出新的态势，就是将交互设计融入教

学。事实上，交互设计结合教学与传统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所

具有的沉浸式与交互式。通过技术和艺术的结合，营造出虚

拟的现实情境，而交互体验营造出的虚拟现实情境，让受众

沉浸其中，并身临其境。目前，在环境艺术设计中采用交互

设计，可以满足当下的需求，也兼备了产品的各项功能 [2]。

2 环境艺术设计中交互设计概述

各种数字媒体技术从智能导览交互设计入手，为环境

艺术设计的参观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极具效果的沉浸式的交

互体验。越来越多的人在不具备到实体进行学习或者参观的

条件时，或在实体参观前，可以通过这样的云观博的方式先

进性浏览或者体验 [3]。在研究文化场馆智能交互特点的基础

上，重点研究基于个性化体验环境艺术设计的智能交互的精

度与可用性的方法。

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2.1 环境艺术设计智能交互设计的选择
进行文化场馆智能交互设计系统基础分析与实际研究。

深入研究后疫情时代新趋势下文化场馆智能导览交互设计

的应用，研究服务对象、信息流向、传输方式的技术与方法。

2.2 环境艺术设计智能导览交互设计的方案设计
科学的计算、科学的分流及导向，线上和线下展馆同

时建设，深度融合，通过移动终端来虚拟现实，加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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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技术手段的控制，人流得到分散，在大数据时代，如：

健康码的轨迹追逐、健康实施的追踪、与以往的区别，进行

了大数据的捆绑。

2.3 环境艺术设计交互设计的展示形态
从二维图像到三维空间，生动的再现，具有更强的吸

引力，从静态到动态，改变传统从静态到动态形式的常态，

而且制作并沉浸式的更多的动态图形，从而加大了沉浸式的

体验感，大家会更容易参观。

3 环境艺术设计中个性化体验交互设计

3.1 疫情时代环境艺术设计导览交互设计的实施验证
研究分析基于后疫情时代环境艺术设计智能导览对环

境艺术设计中的实际精度的影响。实施验证方案，以智能导

览作为平台，测定像控点和检查点，对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等的影像数据进行采集，需要的数据包括：受众参与、空间

虚拟、互动体验、操作为易、像控点、检查点、影像数据和

对应的虚拟交互数据 [4]。对数据进行检查，运用设计处理软

件像数据及控制点数据，得到后疫情时代智能导览项目的虚

拟现实。

3.2 智能导览交互设计构建与精度分析
设计多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像控点布设方式，对比

分析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方案对文化展馆参观的精度的影

响。应用智能导览交互设计的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影

像数据筛选预处理、空间信息的过滤、健康码轨迹的追踪等，

构建实际交互导览信息。利用之前采集到布设在测区分布人

流，与线上参观中相对应位置的点进行对比，制定最优质的

参观路径。

4 环境艺术设计中沉浸式体验交互设计

4.1 明确参与的体验式与沉浸性
依托技术手段，使参观者在沉浸式的体验中，能够获

得感官、身体等多方位的情感叙事交互设计体验，与此同时，

交互设计最大的变化就是人性化的体验，交互设计环境艺术

设计中的应用主要分为外业数据采集和内业数据处理两个

部分，主要的设计思路：外业数据采集主要是根据测区概况

制定技术方案，采集的外业数据包括影像数据、虚拟现实数

据、像控点数据、卫星观测数据；通过内业处理软件处理能

同时输出多种成果，利用实景对外业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

理，主要步骤包括数据预处理、智能导览体验感、多视影像

密集匹配、实景多维输出、体验感输出等，然后对实际的多

维实景进行精度分析，满足精度要求的就是所需要的后疫情

时代的参观要求，否则继续数据预处理，再提交空中测量直

到满足所需要的精度。

图 1 为本课题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4.2 设计互换并多元的身份
实现了艺术中的再造与重构，在环境艺术设计中，这

图 1 课题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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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沉浸式多元的体验是对场景的重现，在这个环境中，参

观者是参与展览的设计者，另一方面，与传统的区别，具有

沉浸式个性化体验的环境艺术设计更多的关注受众的参与

性，通过科学的交互设计，受众可以随时获得与艺术品互动

的机会，甚至云观博，人不需要去现场就能参观其中，同时

这样的交互具有移动性。现代大部分成年人都有手机，可以

在移动终端提供针对性的互动，自行指定路线，实现实际空

间与沉浸虚拟空间的互换。

5 结语

将沉浸式个性化体验等的特点，智能交互与个性化体

验技术整合。中国环境艺术设计交互设计主要参照疫情前的

模式，突出交互设计，这种参观比较被动，已不适应现代科

技含量日益加重的发展趋势。面对特殊时期信息社会的到来

和知识经济的兴起，通专结合的个性化智能交互体验。将技

术整个体系个性化体验，加强技术类互动。综上所述，后疫

情时代是艺术和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面对特殊时期，创新

驱动备受瞩目，交互设计成为参展的重要战略支点，跨时代

现代智能交互个性化体验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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