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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一、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的目的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应对互动媒体设计具有一定的认知和理解，能够掌握

互动媒体的设计流程和方法。可以系统化使用故事板、草图、流程图、爆炸图、

拓扑图辅助进行方案设计，并能掌握互动媒体设计相关的必要智能技术。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学习，了解和掌握运用二维、三维、非线性编辑和交互设计软件

绘制设计方案的基本概念和知识，掌握互动媒体设计中涉及到的一些硬件技术、

数字编程、媒介材料等扩展知识，具有综合运用交叉领域知识、结合各种信息媒

介进行整合创新的能力。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是本专业的选考课，前边基础课程为《界面设计》等。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交互装置设计的基本概念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理解交互装置设计的概念；了解交互、装置艺术、交互装置的概念与发展；

了解交互装置设计的构成要素和特点。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交互 

一、交互的概念和特点 

二、“交互设计”与“互动设计” 

三、交互设计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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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装置艺术 

一、装置艺术的概念和发展 

二、装置艺术的特性 

第三节 交互装置 

一、交互装置的概念和发展 

二、交互装置的类型 

三、交互装置的基本构成 

四、交互装置设计的特点 

（一）交互装置和交互设计的区别 

（二）用户和受众、观众的区别 

 

三、考核知识点 

（一）交互装置设计的概念和内容 

 

四、考核要求 

（一）交互装置的定义 

1.识记：交互装置的定义。 

2.领会：（1）交互的概念和特点；（2）交互装置的概念和发展。 

3.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能运用本课程中的知识点在设计与社会

等方面进行简单应用。 

4.综合应用：要求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能运用本课程中的知识点在设计与

社会等方面进行比较复杂的应用。 

 

第二章 交互装置设计调研与选题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理解交互装置设计调研的概念、原则方法和流程，在进行交互装置设计的选

题和创意时，需要充分考虑设计的需求，以及产品的使用环境和功能。通过调研

和分析，可以确定设计目标和方向，为后续的设计和开发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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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设计调研 

一、设计调研的概念 

二、设计调研的原则 

三、设计调研的方法 

（一）情境法 

（二）单人访谈法 

（三）焦点小组法 

（四）可用性测试法 

（五）问卷法 

（六）卡片分类法 

（七）视觉调研法 

四、设计调研的流程 

（一）确立调研方法 

（二）制定调研计划 

（三）信息与资料采集 

（四）信息处理与分析 

（五）撰写调研报告 

五、设计调研案例 

第二节 设计选题 

一、选题的方向 

二、选题的原则 

三、选题的策略 

四、选题的类型 

五、选题的层次 

六、选题的着重点 

 

三、考核知识点 

（一）交互装置的设计调研的流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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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互装置的设计选题的流程和方法 

 

四、考核要求 

（一）正确认知和理解交互装置设计调研的概念、原则方法和流程，具备一

定的选题意识。 

1.识记：（1）设计调研的概念；（2）设计调研的原则；（3）设计调研的

方法。 

2.领会：设计调研的流程。 

3.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能运用本课程中的知识点在互动媒体设

计选题策划论述中进行简单应用。 

4.综合应用：要求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能运用本课程中的知识点在互动媒

体设计选题策划论述中进行比较复杂的应用。 

 

第三章 交互装置设计主题策划与故事板绘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交互装置设计主题策划与故事板绘制的流程和方法。从主题概

念、信息结构、视觉体验、参与度、互动体验和受众界面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

虑，以此来打造具有深刻内涵和广泛影响力的设计作品。并通过规范化的故事板

来进行初步的设计。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主题策划 

一、主题的概念解析 

二、主题策划的内容 

三、主题策划的流程 

四、主题策划中的情境分析法 

五、主题的脚本编撰 

（一）交互装置设计的脚本编撰主要步骤 

（二）交互装置设计脚本编撰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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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脚本编撰注意事项 

（四）其他注意事项 

第二节 故事板 

一、故事板的要素 

二、故事板绘制的注意事项 

三、故事板绘制步骤 

四、故事板设计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五、案例分析 

 

三、考核知识点 

（一）主题的概念 

（二）主题策划的内容 

（三）主题策划的流程 

（四）主题策划中的情境分析法 

（五）主题的脚本编撰 

（六）故事板的要素 

 

四、考核要求 

（一）正确认知互动媒体设计主题的概念，理解主题策划的内容，以及主题

策划的流程，主题策划中的情境分析法，主题的脚本编撰的方法。 

1.识记：（1）主题策划的内容；（2）故事板绘制步骤。 

2.领会：（1）主题的脚本编撰；（2）脚本编撰注意事项；（3）故事板绘

制的注意事项。 

3.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能运用本课程中的知识点对主题策划与

故事板绘制理论进行简单应用。 

4.综合应用：要求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能运用本课程中的知识点对主题策

划与故事板绘制理论进行比较复杂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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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交互装置细化设计与技术实现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和掌握交互装置设计的草图、效果图、交互流程图、爆炸分解图和拓扑

图的绘制要求和方法，对交互方式进行必要的掌握，对交互硬件和技术的知识有

一定的了解和掌握。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细化设计 

一、草图 

二、效果图 

三、交互流程图 

四、爆炸分解图 

五、拓扑图 

第二节 技术实现 

一、交互方式 

二、交互硬件 

（一）Kinect 

（二）虚拟现实交互（又称 VR 交互） 

（三）语音识别麦克风 

三、Arduino 

四、Processing 

五、动能与物质 

 

三、考核知识点 

（一）细化设计的要素和表达 

（二）技术与实现相关知识 

 

四、考核要求 

（一）理解互动媒体设计细化设计与技术实现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掌握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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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可视化方式和视觉设计技巧，以及了解交互方式和交互硬件的相关知识和

理论。 

1.识记：（1）细化设计与技术实现的关系；（2）交互流程图可视化设计方

式；（3）交互方式的类型。 

2.领会：（1）Kinect 的相关知识；（2）Arduino 主板处理器的相关知识。 

3.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能运用章节的知识点对互动媒体设计论

述进行简单应用。 

4.综合应用：要求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能运用章节的知识点对互动媒体设

计论述进行比较复杂的应用。 

 

第五章 交互装置设计代表性案例分析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设计实践案例进行分析，学习优秀的设计方法和实践经验，理解艺术与

科技的相互关系。了解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学

会用哲学、社会心理学等学术理论来解读设计作品，探究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融

合的可能性。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超大型交互装置分析——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一、项目设计原则 

二、设计思路 

三、方案测试 

四、方案确定 

五、LED 性能指标及关键技术 

六、安装结构设计 

七、主火炬台 

第二节 课程作业案例分析 

第三节 叙事性交互装置设计思维与方法——学术研究案例 

一、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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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题设计 

三、结构设计 

四、话语设计 

五、理论总结 

第四节 国内展示空间中的交互装置设计案例分析 

第五节 国外交互装置案例分析 

 

三、考核知识点 

（一）学会从案例分析中学习设计方法和实践经验的理论 

（二）学会用哲学、社会心理学等理论来解读设计作品 

 

四、考核要求 

（一）了解媒体互动装置设计案例分析方法，学会用叙事性等理论方法来解

读互动媒体设计。 

1.识记：叙事性交互装置设计思维与方法。 

2.领会：用一种学术理论来解读设计作品。 

3.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能运用本章节的知识点对互动媒体设计

案例论述进行简单应用。 

4.综合应用：要求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能运用本章节的知识点对互动媒体

设计的学术解读进行比较复杂的应用。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关于考核目标的说明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根据互动媒体设计课程的特点，大纲编写按照“识记”

“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个不同层次要求。各要求层次为递进等级

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识记”是本章需要学习的基

本内容；“领会”是在识记掌握的基础上，能进一步发现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

“简单应用”是指能运用课程知识点对互动媒体设计相关问题进行简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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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是指能运用课程知识点对互动媒体设计相关问题进行比较复杂的应

用。 

 

二、关于自学教材的说明 

1.指定教材 

《交互装置设计：概念、方法与应用》,何修传，马梦媛编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2023.12 

2.参考教材 

《交互设计——原理与方法》，顾振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

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

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

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

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

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

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

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

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

骤）间逻辑关系。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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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

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

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

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

发引导。 

6.注意对考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

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

力层次中会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 2 学分，建议总课时 32 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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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覆盖面与重点章节 

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来确认考试

范围和考核要求，不要任意扩大或缩小考试范围，也不可提高或降低考核要求。

本大纲所规定的考核要求中的知识点都是考试的内容。第 1章《交互装置设计的

基本概念》、第 2章《交互装置设计调研与选题》、第 3章《交互装置设计主题

策划与故事板绘制》和第 4章《交互装置细化设计与技术实现》为本课程的重点

章节。 

2.试卷能力层次比例 

试卷能力层次识记占 20%，领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章节  内 容 学 时 

1 
第一章  交互装置设

计的基本概念 

1.交互的概念和特点 2 

2.“交互设计”与“互动设计” 2 

3.装置艺术 2 

4.交互装置的概念、发展与设计特点 2 

2 
第二章  交互装置设

计调研与选题 

1.设计调研的概念与原则 2 

2.设计调研的方法与流程 2 

3.设计选题 2 

3 

第三章  交互装置设

计主题策划与故事板

绘制 

1.主题的概念、内容与方法 2 

2.主题的脚本编撰 2 

3.故事板的设计与绘制 2 

4 
第四章  交互装置细

化设计与技术实现 

1.细化设计的表现 2 

2.交互方式与硬件 2 

3.Arduino 主板处理器 2 

4.Processing 与材料 2 

5 
第五章  交互装置设

计代表性案例分析 

1.交互装置的案例分析 2 

2.理论化的交互装置设计解读论述 2 

合     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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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卷难易比例 

试卷中易占 20%，较易占 30%，较难占 30%，难占 20%。 

4.题型题量 

4种题型：（1）单选题、（2）填空题、（3）名词解释题、（4）论述题。 

5.考试形式、考试时间 

考试为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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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题型举例 

题型一、单选题 

【1】“交互”一词主要含义是“人与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       作用。

（   ） 

A.精神  B.对话  C.交流  D.相互 

 

题型二、填空题 

【1】交互装置可分为四类：空间体验类、       、游戏逻辑类、实体装置类。 

 

题型三、名词解释 

【1】设计调研的概念。 

 

题型四、论述题 

【1】交互装置设计的特点。 

 

 


